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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西漢元鳳六年」相關的志石為範圍，包含〈鋥官造石〉與〈游范志石〉為

同一石、〈歐款志石〉、〈侯祿志石〉、〈旡疾志石〉〈燊志石〉〈猨志石〉〈德□志石〉等共

七個志石為研究對象。首先解讀其文字内容事蹟，透過漢書、後漢書等文獻資料相互對

照，印證當時史實的狀況。另外，考察其文字通假與構造結體，取與東周六國文字或秦

漢文字、說文篆文等比對分析，以釐清其文字結構之傳承，並試以書法表現的布局、章

法、用筆體勢等，與墨跡、硬筆刻書的特色來探究其「刀筆相生」的書法藝術表現。 

 

 

 

 

 

 

 

 

 

【關鍵詞】礪石、墓誌、西漢、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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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從清朝到現在中國大陸出土了不少古代書法文物。西林昭一於《中国新出

土の書》中提到從 1949 年以來「中國的考古學不僅在數量上，於質量皆取得顯

著的成果。1」也可謂這些文物對書法學術界有極大的影響並改變了以往對書法

的概念，甚至於改寫了中國史及世界史的重大發現。出土的文物有各種各樣的

材質，如：獸骨、陶瓷、青銅器、竹簡、木簡、帛書、石頭、玉石等等，古代

人隨著時代的變遷，使用的載體也會改變。除了材質之外，後人把文字大致分

成墨跡文字與非墨跡文字的兩種。墨跡文字顧名思義就是用筆沾墨直接寫在載

體上的文字如：竹簡、木簡、帛書、侯馬盟書等等，反觀非墨跡文字則是用刀

契刻、鑿刻、或鑄造、翻模等方式，如：甲骨文、青銅器、石刻、石碑等等。

本文主要以「礪石墓誌」為研究的對象。 

 

漢代正值書體的過度轉換期，篆、隸、草或是篆隸轉換之際的字體等各種

書體混雜之際，產生了許多有趣的面貌，也讓許多學者朝此時期深入研究，加

上礪石墓誌為近幾年新出土的珍貴資料，將文字雕於磨刀石上的文物目前較少

見，而且尚未有較全面性的先行研究，目前研究的資料多發表於中國的網站

上，並未有正式的紙本出版品，若能透過嚴謹的研究釐清未明之處，筆者認為

如此珍貴的文物會有很大的學術價值。 

 

關於研究方法，首先蒐集並閱讀有關礪石墓誌的資料與整理，其次解讀礪

石墓誌當中刻寫的內容與當時發生的史事，同時與漢書、後漢書等史事資料來

印證對照終究是否符合當時史事狀況。再來藉由與更早期的文字、其同時代的

墨跡文字、非墨跡文字的結構、佈局、章法的比較和分析考察有何同異之處。

至於非墨跡文字的部分則會考慮到載體的材質和鐫刻的方式等。例如節選出礪

石墓誌當中的常用字與將特殊的選字加以比照，再對照不同載體上的結字結

                                                             

1
 西林昭一，《中国新出土の書》，（株式会社二玄社，19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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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希冀能推斷出各時代的用字習慣與方法。在目前所取得的資料現以網路所

提供的資訊為主，出土現況以及發現、發掘與整理，在上述的中國網站中對於

礪石墓誌敘述如下內容。 

 

    新近發現的漢代礪石墓誌，傳出土於天津以北，漢代遼西海陽地區。

礪石原是漢代軍隊將士的磨刀用石，這些磨刀石上鐫刻的文字記載了從西

漢昭帝元鳳二年（公元前 79年）至漢獻帝初平四年(公元 193年)，跨越

200年的關於邊疆戰爭、擊賊、擊盜的歷史事件。文字內容中將士姓名、籍

貫、職官、所在軍隊、征戰對象、陣亡時間皆清晰可見。 

    這批礪石多呈方形權狀或圭形，上有穿孔，有明顯的磨損痕迹，不同

的兵器使用的形制也不相同。從其刻辭中可知，當時發生了：海陽之戰、

追擊東寇之戰、追擊貊寇之戰、追擊匈奴之戰、追擊鮮卑之戰、擊胡之

戰、守塞等等。這些戰爭，史書中亦有文字資料可為佐證。另外刻辭造句

風格如「某君神冢」、「嗚呼哀哉」等詞，堪稱後世墓志銘之發端。縱觀

這批礪石刻辭內容，是研究漢代歷史、職官、古文字、輿地、戰爭的珍貴

史料。從藝術角度看，這些石刻文字的造型、用刀、章法等等可以為當代

書法藝術與篆刻藝術的學習與創作提供很多的參考和借鑒。2 

 

    資料提出礪石墓誌傳出土地點為天津以北，漢代時的遼西海陽地區，雖然

未標明確切的地點，在另一篇文章，張馳的〈河北省灤南縣新出土兩漢石刻初

探〉有提出其出土狀況。 

根據當地人提供的線索，筆者於 2013年底、2014年初數次走訪灤南縣，

確認灤南石刻的出土地點應在灤南縣東此約 11公裡處大馬莊、殷莊一帶

的臺地上。其東距灤河約 11公里，東北距馬城鎮約 7公里，西距灤港鐵

路約 1～2公里。所在地位於灤河下游的沖積平原，地勢高於周邊約 2～5

米，地表覆蓋有結構疏鬆的沙質黃土。灤南石刻所在的墓葬群，西南緊鄰

周夏莊村漢代遺址和小坡子遺址，東鄰殷莊遺址，北距小賈莊漢代古戰場

                                                             
2
 https://mp.weixin.qq.com/s/zQHigQCQHOtQ_caaMrJ6mw  2020 年 5 月 

https://mp.weixin.qq.com/s/zQHigQCQHOtQ_caaMrJ6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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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址約 3公里。據瞭解，這些墓葬密集分佈在同一區域內，且葬坑很淺，

墓口距地表深約 1～2米。由於墓葬被挖掘後便遭破壞，具體的葬制不

詳。墓葬中出土的灤南石刻材質以青石為主，間有砂岩石。除建武二十一

年墨祁冢誌、中平六年墨孚志石以外，其餘大部分志石呈長條形，梯形或

圭形，均打磨規整。石刻上的文字豎行從右至左書寫，除元興二年兩方誌

石為墨書外，其餘全是單刀鍥刻而成。3 

張馳實際赴出土地點確認狀況，應可看作可靠的資料來源，張馳所稱的出土

地，與先前所提到的出土地點幽州遼西郡海陽縣，乃是現在的河北省唐山市灤

南、灤縣、馬城等地區，兩個資料所提出的出土地點相近，應是同樣的地方。

本文取為研究內容的，則是以西漢元鳳六年（前 75 年）相關的七件志石文字，

藉以考察析探其刻寫書法的表現。 

 

二、礪石墓誌書寫內容分析 

（一）、品名：〈鋥官造石 A〉（圖 1），〈游范志石〉（圖 2、圖 3），〈鋥官造石 B〉

（圖 4） 

時代：左、右西漢武帝元鼎二年（前 115年），中右、中左西漢昭帝元鳳六年（前

75年） 

    

圖 4〈鋥官造石 B〉 圖 3〈游范志石〉 圖 2〈游范志石〉 圖 1〈鋥官造石 A〉 

                                                             
3
 http://www.lnwch.com/a/huikanzaixian/2017/2017diyiqi_zongdi21qi_/2017/0406/940.html  2020 年 5 月 

http://www.lnwch.com/a/huikanzaixian/2017/2017diyiqi_zongdi21qi_/2017/0406/940.html


                                                       西漢元鳳六年礪石墓誌書法初探 

 

 121 

釋文如下： 

元鼎二年，又（右）北平鋥官造，土垠磨刀石，輸夕陽二部五十攴。 

漢故大司農斡官丞游公遷玄都之殪識。 

 

大司農斡官丞游范字貽謀，左馮翊祋祤人也。少受詩禮，能書會計，學優

則仕。初為縣書佐，擢補郡令史。始元六年，舉孝兼（廉），辟之斡官丞。

忠報社稷，志節亢慨。元鳳六年秋，公奉命訓（巡）察駐即右北平鐵官二

部，旹（時）烏桓盜入塞，唯八月癸卯，暴殺迺部，劫奪鐵器、工師，公

不幸曹（遭）斯大難，折䌛（繇）三十有九。朔風具淪義不申，吁嗟痛

哉，孝仁入辟世兮，死在下。趯趯（躍躍）弻士，義國之光。其往其往，

玄都先卿（饗）。莫（漠）沙淺兮，取此將羊。齊襄（禳）齊襄（禳），以

待其鄉。 

 

元鼎二年，又（右）北平鋥官造，土垠磨刀石，輸夕陽二部五十攴。 

 

兩顆石頭細長的兩側刻有內容完全相同的兩行的文字，刻有西漢武帝元鼎

二年（前 115年），為礪石作器者所刻（物勒工名）．字數各 23字．書體近於篆

書，使用縱長與扁平的兩種文字結構混用，像「元」、「年」、「平」、「十」、

「攴」則強調縱向延伸的筆畫。並且標示著工匠的身份與時代。工匠的身份為

右北平鋥官，制造地為幽州右北平郡土垠縣，送往夕陽縣的鐵官二部。二石中

間則刻有游范的墓誌，記載游范 39歲身亡並於西漢昭帝元鳳六年（前 75年）

八月癸卯刻制墓誌。 

 

石型為長方形，全文共 14行字，右石上刻 7行，在最初的兩行採取類似小

篆的縱長篆書字體刻制，餘後的 5行則採用類似楚帛書的圓型結字雕刻而成。

左石同樣刻有 7行文字。行間較狹窄、整體工整而字間較寬，除了左邊第 5行

外，各行皆統一刻有 14個文字。中央二石的墓誌文字共計 181字。上面記載

游范的身分為大司農斡官丞，出身地為司州（司隸校尉部）左馮翊（郡）祋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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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陝西省耀州河東堡）。死因則為在巡駐幽州右北平（郡）土垠縣鐵官二部

時，逢烏桓入侵遭到殺害。在《漢書·昭帝紀》上則有在元鳳六年「烏桓復犯

塞，遣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4」的記載。 

 

（二）、品名：〈歐款志石〉時代：西漢昭帝元鳳六年（前 75年） 

  

圖 6 〈歐款志石〉背面 圖 5 〈歐款志石〉正面 

 

釋文如下： 

（正面）右 

漢故大司農鐵𡊔（市）官從事掾歐君遷玄都殪識。 

（背面）左 

大司農从（從）事掾歐款字神階，大（太）原狼孟人也。元鳳六年秋，隨

訓（巡）右北平鐵官二部，二部旹（時）曹（遭）烏桓盜暴殺。唯八月癸

                                                             
4
 《百衲本二十四史，漢書（上）》昭帝紀，第七卷，宋景祐刊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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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不幸䍜（罹）斯大難，折䌛（繇）兮，年命闕如。烏乎哀哉，死厝此

下。齊襄（禳）齊襄（禳），以待其鄉。 

 

此石形狀縱長，下部寬於上部，頂部有著三角形的尖端。石頭的正反兩面

皆雕有文字，右圖為正面（圖 5）刻有兩行縱長結構的類似小篆的篆書體，一

行 9字且兩行對齊，共計 18字。背面（圖 6）則刻有五行文字，行距較寬，每

行上下字齊頭，但中間文字排列錯落左右未對整。字數共計 74字。錯落的文字

採取近於篆文的字體雕成，與〈侯祿志石〉相同，各文字的横畫角度向右上、

左上揚起皆有，無固定的秩序卻不雜亂單調。文字的縱畫與〈侯祿志石〉向下

延伸的爽快線條相近。其中「齊禳齊禳」的文字重複出現時，則可窺見特意採

用不同的結字方式。〈歐款志石〉上記載，歐款字神階，墓誌刻制於西漢昭帝元

鳳六年（前 75）八月癸卯，紀錄其隨訓右北平（郡）土垠縣鐵官二部，遭到烏

桓殺害身故。歐款出身於并州太原郡狼孟縣（山西省陽曲縣境），擔任大司農鐵

市官從事，卒年不明。 

 

品名（一）、（二）中的二個礪石墓誌屬於相同的類型。從內容可見其

（一）的游范官位為大司農斡官丞，其二的歐款則為大司農鐵市官從事掾，可

以推斷二人間為中央宮府大司農的屬官，在巡查的途中一同被捲入戰事而殞

命。 

 

關於（一）與（二）兩墓誌形式的差異，（一）相較於（二）顯得更為整

飭，推測為（一）斡官丞的地位高於（二）鐵市官從事掾，或許在製作時有先

擬定稿後再行刻製。另外雖然兩者字型基本結構相似，但觀看時可發現兩者仍

稍有不同，筆者推測，有可能是製作匠人的書風或是石材的差異所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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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名：〈侯祿志石〉  時代：西漢昭帝元鳳六年（前 75年） 

 

釋文如下： 

右北平鐵官丞侯禒（禄），字季

承。枼（世）居海陽，亯（享）

堂鐵山。同產昆弟七人，皆用冶

鑄為業，號曰幽州七鐵，公其挺

秀者也。先受武攻千夫，延和三

年辟縣鐵官長，始元元年遷夕陽

鐵官長，五年除郡鐵丞。謙守二

部，克奉軄史（事）。伐采燮湅

大興，官民賴其良工。元鳳六年

秌，烏亘（桓）盜入塞，唯八月

癸卯，暴殺迺部，劫奪鐵器、工

師，公不幸罹難，折䌛卌六，閏

月己亥葬。 

 

 

圖 7 〈侯祿志石〉拓本 

 

字間排列緊密，且上下文字穿插甚至可見重疊的部分，在結字上，縱筆常

帶有暢快的延伸線條。橫畫的角度則有朝右上傾斜與左上傾斜兩種，沒有固定

的方法，但整體卻無雜亂感，輕鬆且不單調。字體結字上近於篆書，少部分也

有類似隸書的結構。字數共 133字。此石為侯祿（字季丞）入葬時所刻制的墓

誌，記載西漢昭帝元鳳六年（前 75）八月癸卯（閏月己亥葬）年間，因烏桓入

侵土垠縣鐵官二部而罹難，年 46歳。侯祿出身於幽州遼西郡海陽縣（河北省唐

山市灤南、灤縣、馬城等境），身分為右北平（郡）鐵官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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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品名：〈旡疾志石〉 時代：西漢宣帝本始二年（前 72年） 

  

圖 9  〈旡疾志石〉背面 圖 8〈旡疾志石〉正面 

釋文如下： 

（正面）右 

右北平鐵官二部工師，海陽大男旡疾。 

（背面）左 

本始二年青（清）明，右北平鐵丞堅敢告土主，二部匠師困於烏桓者眾，

迺冬月聞報殁于凶奴盜殺，謁玄廷，氣鞠，如律令。 

 

此石形狀縱長且為人型，在正反兩面皆刻有文字，右圖正面（圖 8）的上

方可看見雕有人頭部眉、目、鼻、口等五官。身體的部分雕有服飾，在下方的

空間則刻有四行文字，字體工整妍麗，行間有些許間隔。上方文字齊頭，下方

則高低錯落，字間較行間相比稍微狹窄，但仍有空間。背面（圖 9）刻有密麻

的五行文字，行間稍有空間而字間的間距不均。因刻文較淺以至於拓出後有部

分筆畫不易辨識。《後漢書》卷九十列傳第八十·烏桓中有記述說：「昭帝時，烏

桓漸強，乃發匈奴單于冢墓，以報冒頓之怨。匈奴大怒乃東擊破烏桓。5」 

 

                                                             
5
《百衲本二十四史，後漢書（三）》卷九十列傳八十，宋景祐刊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頁

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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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旡疾志石〉正面記載二部工師受困於烏桓亦即前述〈侯祿志石〉中記元

鳳六年（前 75年）烏桓盜入塞劫奪鐵器工師之事，經過二年多，最後遭到凶奴

擊破烏桓時被盜殺的始末，石誌刻於西漢宣帝本始二年（前 72）清明（稍前於

冬月聞報）。旡疾出身於幽州遼西郡海陽縣（河北省唐山市灤南、灤縣、馬城等

境）身份為右北平（郡）鐵官二部工師。卒年不明。 

背面，堅（祭告者）的出身地不名，身分為右北平（郡）鐵官丞，即侯祿死後

的續任者。 

 

（五）、品名：〈燊志石〉時代：西漢宣帝本始二年（前 72年） 

  

圖 11〈燊志石〉背面 圖 10〈燊志石〉正面 

 

釋文如下： 

（正面）右 

右北平鐵官二部工師，狐蘇大男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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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左 

本始二年青（清）明，右北平鐵官丞堅敢告土主，二部匠師困於烏桓者眾，

迺冬月聞報殁于凶奴盜殺，碟謁玄廷，气（氣）鞠，如律令。 

 

此石與先前所介紹的〈旡疾志石〉墓誌類似。石頭的形状雕有人形，正面

（圖 10）的上部面容雕有眉、目、鼻、口的特徵，身體的部分則雕有衣物的模

樣。身體中央下半部刻有文字。文字起頭齊高，下部收尾錯落。行間則大致可

見。背面（圖 11）從身體部分開始刻寫文字，行間字間並未非常工整，高低錯

落。雖然橫畫的角度並不統一，但可見大部分字形多向右下傾斜，並且如同其

他礪石墓誌銘一樣有強調縱向延伸筆畫的特徵。 

 

背面〈燊志石〉中提到燊困於烏桓，歿于凶奴盜殺的原因。為西漢宣帝本

始二年（前 72年）清明（稍前於冬月聞報）刻成。燊出身於幽州遼西郡狐蘇縣

（內蒙古通遼奈曼旗境），身分為右北平（郡）鐵官二部工師。卒年不明。背

面，告土主文堅（祭告者）的出身不明，身分為右北平（郡）鐵官丞。 

 

（六）、品名：〈猨志石〉 時代：西漢宣帝本始二年（前 72年） 

  

圖 13〈猨志石〉背面 圖 12〈猨志石〉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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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文如下： 

（正面） 

右北平鐵官二部工師賓从(從)大男猨 

（背面） 

本始二年青(清)明，右北平鐵丞堅敢告土主，二部匠師困於烏桓者眾，迺

冬月聞報殁于凶奴盜殺，碟謁玄廷，气(氣)鞠，如律令。 

 

此石同為人形石製墓誌。石頭外觀雕成人形，正面（圖 12）面部雕有眉、

目、鼻、口等特徵，身幹則雕有衣飾。正面下半部刻有文字，行間稍有錯落非

十分工整。背面（圖 13）身部則刻有六行文字，行間並未非常工整，微微傾

斜。橫畫的角度並未一致，同樣可見字形體勢多向右下歪斜的趨勢，且如其他

礪石墓誌一樣強調縱向延伸的筆畫。在字體線條的刻製上，則稍帶有圓潤的線

條且較具粗細變化。 

 

當中提到猨困於烏桓，歿于凶奴盜殺的原因。為西漢宣帝本始二年（前 72

年）清明（稍前於冬月聞報）刻成。猨出身於幽州遼西郡賓從縣(後為勉武縣、

賓徒縣)(遼寧省錦州市北方之境)，身分為右北平（郡）鐵官二部工師。卒年不

明。背面，堅（祭告者）的出身不明，身分為右北平（郡）鐵官丞。 

 

（七）、品名：〈德□志石〉時代：西漢宣帝本始二年（前 72） 

  

圖 15〈德口志石〉背面 圖 14〈德口志石〉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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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文如下： 

（正面） 

□丞工師陽樂大男惪(德)□ 

（背面） 

本始二年清明，右北平鋥丞堅敢告土主，匠師没於胡者眾，碟謁玄廷，气(氣)

鞠，如律令。 □□□□後敢告主。 

 

此石與前述三件墓誌屬同一類型，但是石頭的外觀有些微不同，此石與其

他三者相比身型較為細長、且未雕刻人形的肩部，外觀整體為縱長的石頭。與

其他前述三者相同的刻畫出頭部的圓形與眉目鼻口，身體部分亦可見服飾模様。

其中文字在行間、字間有著清楚的間隔，背面彫刻的文字上下齊高。正反兩面

文字皆可見向右下極端傾斜的狀況。 

 

當中提到德口困於烏桓，歿于凶奴盜殺的原因。為西漢宣帝本始二年（前

72年）清明（稍前於冬月聞報）刻成。德口出身於幽州遼西郡陽樂縣(遼寧省義

縣西南劉龍台)，身分為右北平（郡）鐵官二部工師。卒年不明。背面，堅（祭

告者）的出身不明，身分為右北平（郡）鐵官丞。 

 

在《後漢書·卷九十》列傳第八十·烏桓記述到：「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

匈奴單于冢墓，以報冒頓之怨。匈奴大怒乃東擊破烏桓。6」的事因，大致可推

定為此事件，與前述的〈旡疾志石〉第三件有著相同的時期、原因，祭告者亦

為相同的名字，石頭的形狀也類似，可能為同一工匠所製作。與字形相關的探

討待至第三章再加以敘述。 

 

在〈侯祿志石〉、〈旡疾志石〉、〈燊志石〉、〈猨志石〉與〈德口志石〉等礪

石墓誌上的記載，與史料對照後可得知，〈侯祿志石〉上的侯祿亡於《漢書·昭

                                                             
6
 《百衲本二十四史，後漢書（三）》卷九十列傳八十，宋景祐刊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頁 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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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紀》元鳳六年「烏桓復犯塞，遣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
7
」所記載烏桓入侵事

件。因為侯祿而游范、歐款等人為中央派遣視察地方的官員，因身為官員而非

匠人慘遭殺害。「五年除郡鐵丞。謙守二部，克奉軄史（事）。伐采燮湅大興，

官民賴其良工。8」正是職守鐵官二部的在地主官。 

 

而〈旡疾志石〉等人的墓誌則可對照〈侯祿志石〉中所記載烏桓：劫奪鐵

器、工師。因此可推敲為元鳳六年（前 75）烏桓入侵事件時被擄至烏桓的鐵匠

們（困於烏桓者眾），最後死於《後漢書》記載：「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匈奴

單于冢墓，以報冒頓之怨。匈奴大怒乃東擊破烏桓。9」的匈奴進攻烏桓事件，

因「迺冬月聞報殁于凶奴盜殺」而被進犯的匈奴殺害。從墓誌所記載的時間得

知《後漢書》所記載的匈奴進犯確切年代為西漢宣帝本始二年（前 72）。 

 

在〈旡疾志石〉等鐵匠工師墓誌中可以得知，告祭者是侯祿歿後繼任的「右

北平鐵官丞堅」，是於「迺冬月聞報殁于凶奴盜殺」，正因為是「聞報」，是用聽

聞來的知道事件的始末，因為未見旡疾等人的屍首，這就是〈旡疾志石〉等工

匠墓誌會採用人形外觀的原因。這是告祭者「堅」身為鐵匠的管理者「右北平

鐵官丞」，主持祭告，差使所屬工師拿工作地方隨手可取得石材所製成，也與現

今的出土地相符。 

 

三、文字比較 

此處將礪石墓誌銘所能見到的文字特色大抵分做三類： 

（一）、刻製者自身的書寫習慣，與具有古風的文字表現 

在此通過與古文字的字例比較之下，來推斷礪石墓誌中的文字特徴。在依照

                                                             
7
 《百衲本二十四史，漢書（上）》昭帝紀，第七卷，宋景祐刊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頁

69。 
8
 〈侯祿志石〉中句 

9
 《百衲本二十四史，後漢書（三）》卷九十列傳八十，宋景祐刊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頁 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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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習慣與文字表現，希冀能判別出礪石墓誌文字結構的省略情形、受何地區、

時代古文字的結字影響等等。 

 

    
    

〈鋥 A〉

鼎 

〈鋥 B〉

鼎 

〈鋥 A〉

北 

〈鋥 B〉

北 

〈鋥 A〉

鋥 

〈鋥 B〉

鋥 

〈鋥 A〉

造 

〈鋥 B〉

造 

       

〈鋥 A〉

垠 

〈鋥 B〉

垠 

〈鋥 A〉

磨 

〈鋥 B〉

磨 

〈鋥 A〉

陽 

〈鋥 B〉

陽 

〈侯祿〉

陽 

 

    在 、 〈鋥官造石 A、B〉中兩個「鼎」字，刻寫的筆意略異而文字的結

構相同，採用較特別的結字方法，「鼎」字的下方結字方式與現代的正楷、隸書

或小篆當中的「 」（說文解字，陳昌治本，本文）相比，有明顯不同之處，省

略了向上下轉折的筆劃。雖說可能是因書寫時為了便利而省略，不過可能更接近

於古代戰國時代的結字方式 （戰·璽彙）。 

 

北 

 
  

  
 

品

名 

〈鋥 A〉 〈鋥 B〉 〈游范〉 〈侯祿〉 〈歐款〉 〈旡疾〉 

北 

   
 

  

品

名 

〈旡疾〉 〈燊〉 〈燊〉 〈猨〉 〈猨〉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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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鋥官造石 B〉中「北」字的左半豎撇上端沒有被刻畫出來，不知 是

否刻意為之還是由於刻劃的太淺而無法辨識，若是故意刻制，那就是一例相當特

別的結字現象。但另一件 〈鋥官造石 A〉中「北」則是採用一般的寫法。在

（戰·齊·陶彙）與 （戰·楚·包 153《楚》）中也未曾見到與〈鋥官造石 B〉的「北」

字一樣的相似結字，不過整體的字型架構則類似。 

    

、 〈鋥官造石 A、B〉「鋥」，二字在左右上的「口」形有異。字的形狀

偏向隸書的書寫方式，如果以篆書來表示則會使用「 」（傳抄古文字編）的較

為拉長有弧度的結字方法，但是也可能是因媒材載體的刻劃方式所產生的限制。 

     

、 〈鋥官造石 A、B〉兩個「造」結字，左半「辵」類似篆書 （秦·六

年上郡守戈《湯》）的結構，另一字則在「止」有簡省。右半部分則比較像隸書

（東漢·禮器碑）的方扁構成。 

    

、 〈鋥官造石 A、B〉「垠」，二字的「土」旁存有小異。 （竝王存

乂切韻）， （說文）， （隸辨），從以上的字例可見〈鋥官造石 A、B〉中的

「垠」結字，可見將小篆扁平化的結構，可以判斷是受到隷書結構的影響。 

 

   、 在〈鋥官造石 A、B〉中「磨」字 與在 （戰國·郭店緇衣）， （戰

國·上博緇衣）， （說文） 二字在上半似皆僅七點而有異，下部「石」的左

撇均與「麻」併筆而省寫。字例當中所能見到的篆書結構皆不相同，其結字更

近於隷書的書寫結構，但卻有著較縱長的字形，不同於以往可見的印象。 

 

   、 〈鋥官造石 A、B〉當中的「陽」，兩字在右上方「日」的末筆有長短差

異。此二字的結構較為特殊，在其他例子中右邊「昜」旁上半部的「日」和「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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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分開來的，但於此處則是相接在一起。我們可以對照更久遠以前所使用的

（商·甲 3343）、 （周早·宅簋《金》）、 （周中·易鼎《金文》）的結字，「日」

與下方的字形有明顯的分隔。到了稍晚的春秋戰國時期 （周晚·□弔鼎《金》）、

(戰·晉·古幣) 、 （戰·楚·包 2《楚》）、 （戰·楚·鄂君啓節《金》）則開始出現

下方的「一」，並且「日」與「勿」相接。從上述各例可知，各代的「昜」字中

「日」與「勿」有相接與分離兩種不同的結字方式。在西漢時期，字形的結構受

晉、秦、楚等地區的影響較大，西漢「陽」字將「日」、「勿」的中間橫劃省略並

相接，與楚地的「日」與「勿」省略中間橫劃而連接的結字相近，可見「陽」字

可能受到較多楚篆結字的影響。 〈侯祿志石〉的「陽」右半部與上述有同樣的

上下接連的現象。在 （陶文） （戰國·包山 169） （楚簡） （秦簡）等

字例亦有相同的現象。 〈旡疾志石〉的「陽」字亦同，但是整體字型則趨向扁

平。 

   
     

〈游范〉

殪 

〈歐款〉

殪 

〈游范〉

識 

〈游范〉

范 

〈游范〉

馮 

〈游范〉

少 

〈游范〉

沙 

〈游范〉

駐 

 
     

  

〈旡疾〉

主 
〈燊〉主 

〈游范〉

往 

〈游范〉

塞 

〈侯祿〉

塞 

〈游范〉

癸 

〈侯祿〉

癸 

〈歐款〉

癸 

        

〈游范〉

暴 

〈侯祿〉

暴 

〈歐款〉

暴 

〈游范〉

奪 

〈侯祿〉

奪 

〈游范〉

曹（遭） 

〈游范〉

繇 

〈侯祿〉

䌛 

 
       

〈游范〉

風 

〈游范〉

申 

〈歐款〉

神 

〈游范〉

痛 

〈游范〉

孝 

〈游范〉

孝 

〈游范〉

死 

〈歐款〉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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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范〉

待 

〈歐款〉

待 

〈侯祿〉

侯 

〈侯祿〉

承 

〈侯祿〉

枼（世） 

〈侯祿〉

堂 

〈侯祿〉

昆 

〈侯祿〉

鑄 

 
 

 
 

  
  

〈侯祿〉

業 

〈侯祿〉

州 

〈侯祿〉

先 

〈侯祿〉

遷 

〈侯祿〉

克 

〈侯祿〉

燮 

〈侯祿〉

唯 

〈侯祿〉

部 

 
 

    
 

 

〈歐款〉

部 

〈侯祿〉

幸 

〈歐款〉

幸 

〈侯祿〉

罹 

〈歐款〉

農 

〈歐款〉

農 

〈歐款〉

𡊔（市） 

〈歐款〉

款 

   
   

  

〈旡疾〉

鐵 

〈旡疾〉

鐵 
〈燊〉鐵 〈燊〉鐵 

〈旡疾〉

鞠 
〈燊〉鞠 〈燊〉狐 〈燊〉蘇 

 

   其次在〈游范志石〉中「殪」字有特殊的結字，「囗」字的中間有著「土」、

「歹」、「人」三個字合為其中。若是對照《說文》所錄的結字「 」（說文古文）、

「 」當中，在篆書左側使用「歹」偏旁時，右側的「囗」中則使用「吉」字，

秦代權量銘、西漢銀雀山竹簡的「壹」字均作此形。當「歹」並未書於左側偏旁

時，則會將「歹」放入右側的「囗」內做組合。這種狀況常見於篆書的古字，在

隸書中則較為少見。 〈歐款志石〉「殪」字亦有跟上述同樣的現象。 

 

    在〈游范志石〉中「識」字可以看見特殊字形結構，左上的直角圍成類似

戰國楚系及齊系文字「成」字的「戊」形結字，當中則有「戠」互相組合。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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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伯簋）、「 」、（秦八六）「 」（封九六）、「 」（0338）中，可以看到相

似的「戠」字形，但少有外郭有「戊」字的結構例子。 

     

    〈游范志石〉當中「范」字將左半「氵」的偏旁省略了在 （古陶文字

徵） （演說文）皆未見省略「氵」的結構方式，只有在 （上𡴼廚鼎）中可

見類似的字例，未曾於他處見到類似的例子，可見〈游范志石〉的「范」為相當

少見的字例結構。 

 

    〈游范志石〉中「馮」字的結構，在 （晉公盆） （秦） （開母

廟石闕）等處皆未能見到相同的結構範例，但仍能判斷〈游范志石〉的「馮」字

是與金文中所見之古文字相似的結構方法。 

 

   〈游范志石〉中「少」字的最終筆劃向右撇去，與一般所見向左下撇的方

向相反，在秦漢文字中是相當少見的案例。在 （貨幣）， （信陽楚簡 戰

國） （楚簡），等戰國楚地可以看見相似的向右撇的字例結構。     

    

 〈游范志石〉中「沙」字的字形特徴，與前述的「少」有相同的表現。

在「少」偏旁的最後一筆劃為左向右下撇，在 （說文） （咸沙里疢 古陶

文）同樣可見由左起右下的表現，  （睡虎地秦簡）（睡虎地秦簡）中則是

水平的橫線結構。後兩者與〈游范志石〉中「沙」字的字形較為接近。 

 

   〈游范志石〉「駐」字左半「馬」字偏旁完全採用篆書的結構刻製，右側

「主」的上部第二筆劃中的橫畫，則可見字形中央有類似外框的圓弧形結構表現，

這是戰國秦漢早期的常見寫法。在從 （曾候墓簡 戰國）， （小篆）， （西

狹頌）等字例中推斷，此處字例應是秦代從篆文的字形演變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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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旡疾志石〉的「主」與 〈燊志石〉的「主」字例中與先前所述〈游

范志石〉的「駐」相同，在字的上部結構的橫劃中，同樣有著用曲折線條包圍點

的字形結構，在與 （商·後 2.15.1《甲》） （秦·睡 23.17《篆》）（鐵雲 471《陶》）

（西漢·銀·孫 119《篆》）等字例比較之下，可以看見相似的字型也出現在後三

者的字例中，可見其結字方式受到戰國與秦代的字形影響。 

 

在 〈游范志石〉中的「往」字例其上部的「王」彷彿加上了「之」字的字

形結構。在 （吳王光鑑） （睡虎地秦簡）等例中對照可見，這是仍存受篆

書古字形的正確寫法。 

 

〈游范志石〉的「塞」字中，將現今慣於書寫於下方的「土」偏旁移於

左側。 在 （雲夢雜抄 戰國）， （上博民之） ， （小篆）等例中亦未窺見

此現象。在戰國慣用的篆隸楷字體中，皆未見似此的結字方法，是相當珍貴的字

例表現。 〈侯祿志石〉「塞」字亦有跟上述同樣的狀況，右部也都沒有「廾」

雙手構形，與楚文字相同。 

 

   〈游范志石〉中「癸」字上方採「父」字，下方則用「×」交叉的線條

結字，此為戰國秦文字 發展至西漢作 之後，更加簡省的寫法。其他字例如

（商·佚 545《甲骨文》）， （周中·格伯簋《金文》）， （戰·晉·陶彙 4.170），

（戰·楚·包 27《楚》）戰國晉、楚等地的字形書寫多存古形。 〈歐款志石〉的

「癸」字、 〈侯祿志石〉中的「癸」字，與前述有相近的結構，但是其上部「父」

的「乂」上部線條延伸出去「八」。這樣的字型與甲骨文與金文的字例較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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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范志石〉中「暴」字結構，在 （周晚· 盨）， （戰·秦·詛楚文），

（戰·楚·曾 4《楚》（襮））等例中皆未見相似的字型。〈游范志石〉中的「暴」

右邊採「攴」字偏旁，整體為「𣀛」的字形結構，未曾見於他例。此字左半「暴」

的寫法，西周晚期與秦的篆書結字方式與此例則較為接近。 〈侯祿志石〉「暴」、

〈歐款志石〉「暴」字亦有跟上述同樣的狀況。 

 

 〈游范志石〉中的「奪」字，相關字例有以下： （周早·奪壺） （多

友鼎 周中） （秦·睡 30·31《篆》）， （西漢·馬·老子甲 167《篆》） （西漢·

馬·老子乙 251 上《篆》） （古論語 汗簡） （說文）， 奪，原从衣、雀、又，

其「衣」經演化後訛變成「大」。在〈游范志石〉的「奪」字最後的筆劃向右下

傾斜，與金文、漢簡、說文等呈現的字例較為相近。 〈侯祿志石〉「奪」字亦

有相同的情形。 

 

    〈游范志石〉中的「曹（遭）」字例，在與 （商·後 1.15.15《甲》） （周

中·趞曹鼎《金》） （戰·齊·陶彙 3.1060） （戰·晉·中山王方壺《金》） （秦·睡

8.13《篆》） （東漢·熹平石經·春秋《篆》） （陶文 陸 20.8）等字例相對比之

下，〈游范志石〉的「曹（遭）」字體表現相當特殊，一般常見字例「曹」的書寫，

上部通常採用兩個「東」所組成，也偶見一個「東」所組成的字例如〈中山王方

壺〉與陶文，在〈游范志石〉中的「曹（遭）」上部亦是單有一個「東」的省形結

構，較為特殊的是，其「東」字的筆劃上端兩側是凸出上部線條的，這種結構方

式較少見於他例。 

 

    〈游范志石〉中的「繇」字，从「言」不从「缶」。與金文 （師㝨簋）

（散盤） （師克盨） （秦簡） （漢帛書） （睡虎地秦簡牘）相對比

之下，可見左側的「言」部採用似篆書的結構，而右側的「糸」部則與隷書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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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相近，與秦簡、漢帛書的字例結構較為相似。 〈侯祿志石〉「䌛」字亦有跟

上述同樣的狀況。 

 

    〈游范志石〉中的「風」字結構，與， （商·前 2·30·6《甲》） （戰·

楚·帛甲 1·31《楚》） （秦·睡·日甲 79《張》）相比，線條較為硬直，這有可能是

因為刻製的載體（礫石）較為堅硬，以致較難呈現圓曲的線條所致。此字例特別

與楚文字（戰·楚·帛甲 1·31《楚》）中的字形非常相近。 

 

在〈游范志石〉中「申」字，明顯與楷書、隷書的結構不同，殘存了相當

多的篆書結構。在與 （周晚· 匜《金》） （春戰·石鼓《湯》） （戰·楚·信 1.53

《楚》） （戰·楚·包 49《楚》） （秦·睡·日乙 35《張》） （籀文）說文·等字例

相比之下，〈游范志石〉的「申」左右象閃電之形仍採用上下交叉的古法結構，

中線則如秦簡般拉直，這有可能是因刻製的載體材質較為堅硬，所導致線條硬直，

但仍可判斷為近似篆書結構方式。 

     

    〈歐款志石〉中「神」字可見與上述有相同的狀況。與 （秦公石磬 春

秋） （郭店太一 戰國） （上博恒先 戰國） （秦玉牘 戰國）對照可

知，「神」字左側的「礻」採用一般的篆書結構、右側的「申」字則採取相當特

殊的結構刻製。在前面對照的字例中，中線常用圓曲的線書寫，而此例中「申」

則採用縱長的直線貫穿上下兩端，如同秦簡。此種結構未曾見於其他篆書與隸書

的字例。 

 

   〈游范志石〉的「痛」字例中，可見「痛」字下部加入「心」部。 與 （說

文） （睡封簡 85） （魏晉無紀年 磚銘） （居延） （肩水金關漢簡）

（東漢武榮碑） （武氏石闕銘） （許阿瞿墓志）相比，此處「痛」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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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較為少見，在説文等例在秦代以前的篆書字體中未見將「心」置於下方的例子，

在磚銘與居延中則可見到像此處「心」的用例。 

 

    〈游范志石〉中「孝」字，在同樣於〈游范志石〉的前半部分也有 「孝」

字出現，但兩者採用不同的結構方式。前半出現的字例採用隷書結構，而後面的

字例則採篆書的字型，尤其近於金文的感覺。在 （𤼈鐘） （頌壺）等金文

中同樣可見「孝」字下方右側線條較長，不對稱的字形結構，但受限於礪石材質，

線條較為直硬未若金文線條圓轉。 

 

    〈游范志石〉中「死」字例，與 （戰·楚·包 27《楚》）， （戰·楚·包 42

《楚》） （戰·楚·包 241《楚》） （戰·楚·郭·六 5《張》） （戰·楚·郭·忠 3《張》）

（秦·睡 10.5《篆》） （西漢·馬·老子乙前 2 下《篆》）、等字例對比之下，並未

有如〈游范志石〉的「死」字形，比較像似的字形是（秦·睡 10.5《篆》）與（西

漢·馬·老子乙前 2 下《篆》）的字例，但是未有像〈游范志石〉「死」字例中第一

劃向左下方撇的特殊字例。 〈歐款志石〉中「死」的字結構則與其相近，雖然

採用較縱長的字型，但是可見相似的書寫筆順與結構。 

 

    在〈游范志石〉中「待」字，其「寺」上部的「之」採篆書的書寫結構。

在 （� 鼎 周早） （侯馬 322）， （說文）中篆書的字形相近，尤其（侯

馬 322）的字形特別相近，在〈游范志石〉中「待」的「之」部有稍微省略字形

筆畫的狀況。 〈歐款志石〉中「待」字則與之類似，採用較縱長的字形，但是

有著同樣的字構。 

 

〈侯祿志石〉的「侯」字例與、 （晉侯穌鐘 周晚） （包山 243 戰

國） （貨系 0209 戰國） （璽彙 1087 戰國）相比，〈侯祿志石〉中「侯」字

形較近於戰國時期的結字方式，其中字中的「矢」部的上部「𠂉」在篆書結構中

採左右下開的對稱字型結構，但是此例〈侯祿志石〉中的「侯」則採取水平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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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體結構，或為刻製於堅硬材質的影響，與前述的「待」相同，有省略筆劃的

狀況。 

   

    〈侯祿志石〉中「承」字，此字可以明顯的看出與楷書、隷書的字體結構

有很大的差異。在 （戰·晉·令爪君壺《金》） （戰·楚·包 209《楚》） （戰·楚·

包 245《楚》）等例對照之下，可見與戰國楚地的字形較為相近。〈侯祿志石〉中

「承」的正中縱線較短，與下方橫劃結連的結構，同樣可見有省略的傾向。 

 

    〈侯祿志石〉中「枼（世）」的字例，此字雖採「枼」的字型，但用為「世」。

在 （拍敦蓋 戰國） （南疆鉦 春秋） （璽彙 1986 戰國） （雲夢日乙 戰

國）等字例可推斷其較近似於戰國時期的字例。其第一筆橫劃採用一直線刻製，

與前期採分段的結構不同，省略了部分的字形結構。可以窺見此時有從基本的篆

書字形逐漸隷化的傾向。 

 

    〈侯祿志石〉中「堂」字，與 （兆域圖 戰國） （璽彙 5421 戰國）

（古陶字）相比可知，其字亦有省略筆劃的現象。在篆書結構中頂部中筆劃原

本為點，在此處則被直線所取代。字中的「土」部在上部於篆書中採點的結構，

此處亦作橫劃書寫。同樣可窺見字體朝隸書傾化的過程。 

 

   在〈侯祿志石〉中「同產昆弟七人」的「昆」字，此字有著相當特殊的字

型結構。其上部「日」採倒三角形的形狀，並省略中央的横劃。下半的「比」的

筆劃則沿著三角形的角度而刻製，其第二筆縱劃沿著「日」的邊緣而上，甚至超

出「日」的上緣。縱劃上則採三橫劃的字型，從此處可以看出仍保留相當多的篆

書結構，篆書下部原為左右向相背的字型組合，此處則採同方向，皆為朝向右方

的結構刻製。字體的線條多呈直線，或因載體為堅硬材質的影響。在對比 （戰·

楚·望二策（緄）《楚》） （郭店楚簡 6·29） （戰·璽彙 5311） （秦·泰山刻石

《秦》） （西漢·馬·老子甲 140《篆》）等字體，皆未能發現與本字相同的字型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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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侯祿志石〉中「鑄」字例，與 （周晚·師同鼎《金》） （戰·楚·包

18《楚》） （秦·睡·日甲 13 背《張》）等字例相較之下，可知其字型有相當明顯

的篆書結構，除了下方未有「口」部之外皆近於金文的表現，與（秦·睡·日甲 13

背《張》）中所見的字形相似。特別是右側「壽」字完全採用了篆書的構成。字

體的線質採剛硬的直線，或為直接銘刻堅硬材質的影響所故。 

 

     〈侯祿志石〉中「業」字，與 （春·晉公𥂝） （戰·晉·中山王壺《金》）

（戰·晉·非 戈）等例相照，其字殘留明顯的三晉系篆書風格。「業」字的篆書

結構最初樣貌近似於（春·晉公𥂝）上的「業」字表現，為二個業字並列的形式。

發展到戰國時期才出現了與〈侯祿志石〉中的「業」字形相近的結構。字體的直

線表現與前述一樣應是受材質所影響。 

 

   〈侯祿志石〉「州」字的表現異於秦系的 （秦·睡·法 100《張》） （說文·

正篆），而與 （周晚·鬲比盨《金》） （戰·晉·古幣 70） （戰·晉·璽彙 46）

（戰·楚·包 27《楚》） （說文·古文）等字例較為相似，尤其是直線的結構，

與前述晉國的二個字例相當接近。其字體的直線表現受材質的影響較大。也可從

以上字例來判斷，此處的字例幾乎是商周古籀篆書體的結構形式。 

 

〈侯祿志石〉中的「先」字例與 （周中·師望鼎《金》） （戰·晉·璽彙 2845）

（戰·楚·包 140 反《楚》） （戰·楚·包 217《楚》） （戰·楚·望一卜《楚》）

（秦·睡·日甲 125 背《張》）相較，其字例的上部从「之」、下从「人」，完全採篆

書的形式，右下的筆劃並非垂直向下，而是向下後在往右側撇，此特徴與戰國楚

篆的結構近似，有著字體逐漸隷化的傾向。 

 

  〈侯祿志石〉的「䙴（遷）」字，與 （說文·正篆） （說文·或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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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璽印集粹 戰國） （郭店五行 戰國） （雲夢秦律 戰國）等例相較之下，

秦系字形或增了「辶」部，同 （說文）與其相近的表現則在（郭店五行 戰國）

與（雲夢秦律 戰國）中看見，在字體正中的「両手」在篆字中採兩條線，此處

則採一劃的結構，運用較多直線條的表現，可窺見將字型省略化的傾向。 

 

    此處〈侯祿志石〉中「克」字，與 （春早·曾伯  《金》） （戰·秦·

詛楚文） （戰·楚·曾 45《楚》）相比可發現有明顯的金文字形，殘存較多篆書的

結構，特別是（戰·秦·詛楚文）中的字形與其非常相似。整體的線挑皆採直線，在

「口」字下方的兩劃可見，刻製著尖銳且硬直的線條。 

 

    〈侯祿志石〉中「燮」字，與 （周中·燮簋《金》） （春·晉公盆《金》） 

（春早·秦公鎛《金》）等金文比較之後可知，其採較多的古篆書的結構。字體

的線多用直線刻製，其最後「又」字採屈折的兩筆劃刻製，採轉折的結構，終筆

則用銳利的直線表現。 

 

    在〈侯祿志石〉中的「唯」字，與 （曾伯文簋 金文） （睡虎地秦

簡）等字例相較之下，可見此處在結字時仍殘留相當多的篆書表現，全字採直且

硬的線直刻製。其「口」形有省筆依附「隹」側。 

 

部 

  
  

   

品名 〈鋥 A〉 〈鋥 B〉 〈游范〉 〈游范〉 〈侯祿〉 〈侯祿〉 〈歐款〉 

部 

   
 

  

 

品名 〈旡疾〉 〈旡疾〉 〈燊〉 〈燊〉 〈猨〉 〈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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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祿志石〉中「部」字與 （故宮 431 戰國） （夢雲秦律 戰國）

（秦印彙編 秦代） （東漢 刑徒磚）相比之下可知，〈侯祿志石〉的「部」

字形左側的「咅」，此取篆書从「不」从「口」的字形，其右側的「阝」部則有省

略化的現象，第一筆的縱劃採直線的方式刻製，可以窺見近隷書字體的結構。

在另一個〈歐款志石〉中的「部」字結構，左下「口」直接採用兩條橫劃書寫，

缺少縱劃的兩條筆劃。 

    

在〈侯祿志石〉中的「幸」字，通過與 （戰·楚·上博三·昭 3） （戰·

燕王戎人予） （秦·睡 105《篆》）等字例比對之下可推斷，〈侯祿志石〉的「幸」

字形與篆書較為近似，尤其與（戰·燕王戎人予）（秦·睡 105《篆》）二例尤其接近，

雖字形結構相近，但採較扁平的字貌。筆劃多採直且尖銳的線質，其表現應亦是

受到材質所限與影響。 

〈歐款志石〉中的「幸」字結構大抵與前例相同，但是其最末劃的縱筆並

未貫穿，這樣的結構並未見於其他的字例。 

 

   〈侯祿志石〉中的「罹」字作从网从隹，在 （說文） （古陶文字）

〈侯祿志石〉中的字例，此字現今所能見的字例較少，其上部的「罒」中間採「×」

的結構在秦漢文字多見，下部「隹」則與篆書字形較為接近，遺有篆書的風格。

其字採較為正方的形狀。 

     

在〈歐款志石〉中「農」字於其正反兩面皆有出現，但兩面所呈的字體結

構並不相同， 〈歐款志石〉正面的「農」上部作「白」部， 而反面的上部則

是在「囗」中採「×」來刻製。下部的部分正面採「厂」的方式，其中二撇右劃，

中有三撇左劃。而背面「厂」中先有「八」部，下方則如正面字型一樣採二撇右

劃，中有三撇左劃的結構。 在與 （周中·牆盤《金》） （周晚·散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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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睡 17·137《篆》） （西漢·老子乙前 7 上《篆》）等字形比較之下可知其與

篆書字形較接近，尤其與前述的後二例更為近似。 

 

    〈歐款志石〉中「𡊔（市）」字例，其字「市」與現今慣用的結構不同，

於左偏旁加入了土作「𡊔」的結構。在與 （璽彙） （陶彙） （璽彙 齊

文） （齊文）等對比可知，右側上部採「之」的字形表現，這種方式可見〈歐

款志石〉的「𡊔（市）」保留了相當多篆書的字體結構。 

 

    在〈歐款志石〉中「款」字，同 （說文·或體）作从木从示从欠，與 （十

鐘印舉 戰國） （說文·正篆） （馬王堆簡帛）等字例對照，可得知保留了相

當多的戰國秦代篆書結構。左側上部的「木」部採取了如「氺」狀的結構來刻製

成四條斜線，這有可能是為了避免太複雜的字形，而採用省略的方式書寫。此種

結構方式與（馬王堆簡帛）的字例相近。 

 

鐵 

      

品名 〈游范〉 〈游范〉 〈侯祿〉 〈侯祿〉 〈侯祿〉 〈侯祿〉 

鐵 

    
 

 

品名 〈侯祿〉 〈侯祿〉 〈侯祿〉 〈歐款〉 〈歐款〉  

鐵 

      

品名 〈旡疾〉 〈旡疾〉 〈燊〉 〈燊〉 〈猨〉 〈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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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旡疾志石〉「鐵」字、 〈旡疾志石〉「鐵」字 〈燊志石〉「鐵」字

〈燊志石〉「鐵」字等均不从「金」，與其他 （集證 143 戰國） （雲夢雜抄 

戰國） （嶽麓書院藏秦簡） （張家山漢簡）字例對比之下發現，其字中的

「金」部分字型省略，只殘留了頂部的「𠆢」部分，並且與右側「戈」部首相連。

最終劃的左撇向下延伸，與（嶽麓書院藏秦簡）、（張家山漢簡）等字形較為接近。 

 

    在 〈旡疾志石〉中的「鞠」字與 〈燊志石〉的「鞠」兩字例中可見，其

結字左側下从「幸」不从「革」偏旁，近似 （說文·或體）。左側上方採二點的

横線，其下為「八」字，最下則採接近「幸」字形的構成，在其他字例中如： 

（陶九 083 戰國） （古陶文字）  （陶彙） （說文·正篆）  （漢印文字

徵） （汗簡） （漢帛書） （張家山漢簡）等例中可見，其字例與後半等例

所呈的字形結構較近，尤其近似於漢帛書字形結構，但是未見與本例完全相同的

字形組成。 

 

在 〈燊志石〉中的「狐」字， 與 （陽狐戈 戰國） （曾侯墓簡 戰

國） （璽印） （中古磚）等字例相對比之下，未見與〈燊志石〉「狐」相

同的字結構。其左側「犭」部採篆書結構的結字方式，右側的「瓜」作 而以點

的方法呈現，在秦漢之際多見，是此字為篆書尚未轉為隷書的過渡階段所呈現出

的結構。 

 

    在〈燊志石〉的 字例中，釋文做「蘇」，實際上省略了字頭上的「艹」部。

「穌」在 （晉侯穌鐘·西周晚期） （璽印集粹 戰國） （古璽印）等字

例比較之下可知，此〈燊志石〉「蘇」的結字方式以篆書的結構為主，從「禾」

部件以及「魚」的下尾筆順寫法可以看出，但是左半「魚」偏旁中間則採簡化成

似「田」的結構，可以窺見此字例由篆書漸漸朝向隷書發展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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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述比較可知，多數礪石墓誌的字形受到篆書字形的影響較為明顯，尤

其可見受到戰國字體遺風的影響。多數字形基本上採用篆書的結體，但也有使用

篆書的字構，而採較方折、扁平的呈現方式，可以看到其文字書風是篆往隸書合

參的結構。此外，亦能看見以往未曾見到的文字寫法、筆順、結構等等的特殊字

例。筆者推斷，或許因為其載體為堅硬的礪石，且載體尺寸不大，故時常出現將

筆劃省略不刻的情況。一般而言，篆書的字形大多採用較圓滑的曲線，但可能因

堅硬石材所帶來的侷限，此處刻於石上的線條以直線居多，因為較難於石上呈現

篆書的柔軟線質故此處多刻製成硬質的線條。 

 

（二）、合文字  

其次討論礪石墓誌銘的合文字現象，合文字為將兩個不同的文字合併一起書

寫，在外觀上彷彿是一個文字的外貌。這種現象在青銅器與木竹簡上時有可見，

此處將舉例證與礪石墓誌比較。 

 

  

 
  

〈鋥 A〉五十 〈鋥 B〉五十 〈游范〉八月 〈侯祿〉八月 〈歐款〉八月 

 

    在〈鋥官造石 A〉 五十、〈鋥官造石 B〉 五十等例中，其字將「五」與「十」

二字合併為「五十」來表現。在、 （虢季子白盤）、 （中山王厝器）、 （趙 

戰國）、 （叔夷鎛（齊））、 （張家山漢簡）、 （里耶秦簡）、 （嶽麓書院藏

秦簡）、 （銀雀山漢簡）、 （居延）等字例皆，可見其採取了金文等戰國各地

的書寫方式。 

 

其次討論 〈游范志石〉八月、 〈侯祿志石〉八月、 〈歐款志石〉八

月的字例，其字將「八」與下方的「月」組成合文字「八月」一字的表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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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録 2.1） （秦景公石磬（秦）） （包山 楚） （天卜 楚）

（隨縣） （張家山漢簡）等例中能見一樣的合文字，通過這些文字的比對

可知，礪石墓誌殘存了相當多戰國各地的書寫習慣。 

 

    〈游范志石〉的八月的最末筆劃，採稍有弧度的方式刻製，但是除「月」之

外，其他的筆劃採各線條分段的方式刻製，較堅硬的線質，表現出方折的效果。 

 

    此處礪石墓誌的線質表現線與前述的字例相通，比起他例其線條更呈剛直的

效果，或受材質的影響，收筆有採直墜的尖細線條的特色，並沒有收筆的現象，

這或許是因為其採用刀刻於石製的表現，可推測是因為製器者自身的書寫習慣或

為受材質所限。 

 

（三）、通假字與古今字 

此處礪石墓誌，有將原本的文字，借換成相近文字使用的特色，即「通假」。

這是因為當時文字正在發展應用、一字原有多義，同時不同地緣的書寫習慣、兩

字讀音相近、或是書寫者的別字等等的諸多原因，導致使用了不同的漢字，是有

多方不同因素所組成，在古代文獻中通假字使用是極為普遍多見的。此處只針對

文字使用的特殊裝況來探討。 

 

  
 

 
   

〈鋥官

A〉又

（右） 

〈鋥官

B〉又

（右） 

〈游范〉兼

（廉） 

〈游范〉

訓（巡） 

〈歐款〉

訓（巡） 

〈游范〉趯

（躍） 

〈侯祿〉禒

（禄） 

  
  

  

〈侯祿〉 〈侯祿〉 〈歐款〉死 〈旡疾〉 〈燊〉鐵 〈燊〉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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枼（世） 史（事） 青（清） 

以下列舉能所見之借換字例：在 〈鋥官造石 A〉又（右）與 〈鋥官造石

A〉又（右），正式時使用「又」而讀用為「右」。季旭昇在《說文新證》卷三中

敘述「『右』是『又』的分化字，所以甲骨文只有『又』，未見『右』。周代以後加

分化符號『口』分化出『佑助』義的『右』字，其後又以『右』當『𠂇又』義用，

於是又加『人』旁作『佑』。···戰國文字左右的區別主要在上部的手形，不在下

部的工，口。」10從這一點看來，可知它採取古的用法。 

 

〈游范志石〉的兼（廉）正式寫作「廉」，此處未加「广」部而作「兼」。 

 

〈游范志石〉的訓（巡）與 〈歐款志石〉訓（巡）正式可讀用為「巡」，

此處則以「訓」書寫。 

 

〈游范志石〉「趯（躍）」，讀為「躍」，於此則通假寫作「趯」字。 

〈侯祿志石〉的「禒（禄）」通常用「禄」字，而於此作「禒」字。 

〈侯祿志石〉的「枼（世）」，此處作「枼」仍讀用為「世」。 

〈侯祿志石〉中的「史（事）」此處讀作「事」，所寫則是「史」，史、事

為一字分化，古多通用。字例為「事」 （商·乙 2766《甲》）、「史」 （商·粹 1144

《甲》）、「事」 （秦·睡 11.25《篆》）、「史」 （秦·睡 24.19《篆》）等。季旭昇

在《說文新證》卷三中提到「甲骨文『事』與『吏』同字，均為『史』之引伸分

化字，即把『史』字的上端加上『V』形的分化符號（于省吾《釋古文字中附劃

因聲指事字的一例》）。『史』為『職事者』，所從事之事即為『事』」從而，可見

                                                             
10 季旭昇，《說文新證》卷三（修訂版）藝文印書館出版，2014.9，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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礪石墓誌常用古代用字習。 

 

〈歐款志石〉中的「死」在前述有提及，採特殊的字體結構。〈游范志石〉

中「死」並未採扁平的結構，其字形較為縦長，與其相似的結構在稍晚的時代中

的 刑徒磚中可以見到，其第一筆畫與第二筆相接，第四畫的點則與下一畫的線

接續，有省略筆畫的現象。可以推斷〈歐款志石〉的「死」有簡化字體的現象。 

 

在〈旡疾志石〉的青（清），通讀作「清明」，此則寫作「青」字。 

〈燊志石〉「鐵」將「金」字的部分省略。 

〈燊志石〉的「蘇」省略上半草部。 

〈燊志石〉的气（氣），後起形聲字所讀用為「氣」字，此處則寫其古形本

字作「气」。 

 
      

〈游范〉詩

（言之） 
〈游范〉禮 

〈游范〉旹

（時） 

〈歐款〉旹

（時） 

〈游范〉曹

（遭） 

〈歐款〉曹

（遭） 

〈游范〉䌛

（繇） 

  
    

〈歐款〉䌛

（繇） 

〈游范〉卿

（響） 

〈游范〉莫

（漠） 

〈游范〉襄

（禳） 

〈歐款〉襄

（禳） 

〈侯祿〉亯

（享） 

 
  

  
 

〈侯祿〉遷 
〈侯祿〉亘

（桓） 

〈侯祿〉䍜

（罹） 

〈歐款〉䍜

（罹） 

〈歐款〉从

（從） 

〈燊〉气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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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游范志石〉中的「詩」正式使用「詩」字，此處則用「言之」的結字。 

 

〈游范志石〉中的「禮」左半部未加「礻」部，是其古形本字。字例為

（周中·長囟盉《金》）、 （戰·楚·郭·尊 23《張》）。沒有加「礻」的字例直到戰

國能看到許多字例但到了秦、漢看不太到，因此可以知道採用古代書寫習慣。 

 

〈游范志石〉旹（時）與 〈歐款志石〉旹（時），讀用為「時」，而此處

書「旹」字是古文的寫法。字例為 （甲 2483）、 （戰·楚·包 137 背）從這一

點看來，可知它採取古的用法。 

 

在 〈游范志石〉中曹（遭）與 〈歐款志石〉曹（遭），讀用為「遭」是

後起分化形聲字，而此處用「曹」字是書寫本字。 

 

〈游范志石〉的䌛（繇）與 〈歐款志石〉䌛（繇）《說文》有收錄左下

从言的「䌛」是西周以降的古寫，而从缶的「繇」字，則是後起訛寫的俗體字，

為後世承用。 

 

〈游范志石〉「卿（饗）」，後世用的「饗」字，西周起都寫作「卿」字。 

 

〈游范志石〉「莫（漠）」，沙漠的作「漠」，是增加「氵」偏旁的後起形聲

字，寫作「莫」是用其古形本字。 

 

〈游范志石〉 「襄（禳）」與〈歐款志石〉 「襄（禳）」，「禳」是後起形

聲字，此處則用「襄」是其古形本字。前者的字體因斑剝而無法辨識左側是否有

「示」部，筆者從字型與斑剝處推斷，或許兩者是採許不同的字型結構。前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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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上部採「亠口口」組成，而正中用「丨」貫穿，「丨」左側採「壬」「人」構

成，右側則用「×」「×」「人」的結構組成。在 （信陽楚簡 戰國）、 （雲夢日

甲 戰國）、 （秦簡）、 （漢帛書）、 （銀雀山漢簡）等，字例對比可見與

〈歐款志石〉「襄（禳）」的字形相近，下半「衣」部稍微偏向右方。上部的兩個

「口」則用二「△」刻成，或許可判斷是因為石材較為堅硬，而用省略筆劃的方

式刻製。 

 

在〈侯祿志石〉「亯（享）」的字例，後世都讀為隸化的「享」，而此處寫其

本形古字「亯」的字形。 （周·孟鼎《金》）、 （戰·齊·十年陳侯午錞《金》）、

（戰·楚·包 182《楚》）如此在周、戰國的金文、戰國楚篆看到相似的用例，但

在漢代幾乎看不到相似的用例，因此判斷其可能採用古字形。 

 

〈侯祿志石〉中的「遷」字形相當特殊，在與 （郭店五行 戰國）、

（香續 76 戰國）、 （雲夢秦律 戰國）相比，此字未增「辶」旁，此種古形本

字結構的字例多見於戰國時期的文字。 

 

〈侯祿志石〉的「亘（桓）」字，可讀作「桓」，字則寫其古形本字作「亘」。 

 

〈侯祿志石〉與 〈歐款志石〉的「䍜（罹）」，字可讀作「罹」，字其古形

本字作則書「䍜」。 

 

〈歐款志石〉的「从（從）」可讀作「從」，此則書其古形本字作「从」字。

季旭昇在《說文新證》卷三中解釋「『从』从二人，會跟從另外一人之意。」 

 

〈燊志石〉的气（氣），後起形聲字所讀用為「氣」字，此處則寫其古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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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作「气」。季旭昇在《說文新證》卷三中說「『氣』字假借為『乞』，所以從甲

骨文到東漢的『乞』字往往就寫作『氣』，直到東漢武梁祠畫像題字才看到『乞』

字。」 

 

  

〈侯祿〉冶 
〈歐款〉𡊔

（市） 

     

    〈侯祿志石〉中的「冶」字，在東周五系寫法均相互不同且多異體，與楷

書、隷書的字形有很大的差異，在 （戰·魏·廿九年高都令戈）、 （戰·魏·十八

年蒲反令戈）等字例對照之，可見其「冶」字遺存了戰國時期三晉系的字風。 

 

〈歐款志石〉的「𡊔（市）」，應可讀為「市」，而此處則採用戰國齊系遺

法的「𡊔」字呈現。季旭昇於《說文新證》卷三中提到「六書：『市』最初可能

假借『失』字；其後分化，則為假借分化指事字；『𡊔』為形聲字；《說文》以為

省聲。」字例為 （戰·齊·陶彙 647） （戰·齊·陶彙 3.649）有「土」字旁的字

例多見於（戰·齊·陶彙）。 

 

總之，透過其文字考察分析，礪石墓誌的書寫者會用類似甲骨文般的假他字

借換的書寫習慣。由此可見，他們仍保留著古代用字習慣與古字省略結構的方法，

殘留著許多古風。刻寫者有一定的文字知識，否則無法掌握刻寫這些文字結構。 

 

四、礪石墓誌書刻特色 

（一）、〈鋥官造石 A、B〉  

首先討論關於布局章法，此處採兩行的書寫構成，應該是載體很細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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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行氣較為整齊。字間間格均勻疏朗。〈鋥官造石 A、B〉當中的文字跟其他墓

誌文字比起來較有篆書結構的味道。先前所述〈鋥官造石 A、B〉文字的形狀有

細長、正方、扁平各種狀混雜，字大小變化豐富，自然明快如一般書寫節奏。 細

長的文字如:「元」、「年」、「又」、「平」、「夕」、「陽」、「部」、「十」、「攴」等等。

除了長形的文字結構之外，亦有故意將最末一筆拖長。扁平的文字如:「二」、「土」、

「刀」、「石」、「五」筆畫都偏少，因為不特意拉長筆畫與筆畫的空間，自然變成

扁平的趨勢。另外當中橫畫大部分是水平或往右下，很少看到是往右上斜勢。 多

半的礪石墓誌文字大都是直線構成，如前面所述，應該是刻的時候受材質的影響，

不方便刻曲線，這也是銘刻書法的特色，這樣的現象同樣出現在漢代刑徒磚也可

看到。即便如此，偶爾也會出現故意刻成曲線的筆畫。 

 

〈鋥官造石 B〉當中「又」字的捺有刻意彎曲的感覺。「平」最後一筆的末

端往右下偏。〈鋥官造石 A〉中「官」字中的「𠂤」部件右邊的部分呈弧度而非

方形。「刀」首筆的轉折處有所彎曲，給人有變化的效果。綜觀以上幾點來看，

書刻礪石的當下並非僅僅止於紀錄，而是有追求美觀的意識在。從這樣的現象來

看，我們可以推斷刻製〈鋥官造石 A、B〉的工匠有一定的文字認識，且技巧相

當熟練。 

 

（二）、〈游范志石〉 

如先前所述〈游范志石〉的主人游范地位相當高。從章法來看此石與其他礪

石比起來，行間與字間非常均勻端正，應是有意圖要刻得非常工整在先。雖然無

法看到文字墨跡草稿的留痕，但可以推測刻製工匠可能有在用刀刻之前先用墨筆

用心書寫安排。 

 

筆法上〈游范志石〉幾乎遵循一定的節奏，呈現出秩序感。字形除了前兩行

之外很少看到細長的字形，都是正方或扁平字形。文字筆畫上多與字勢呈統一水

平．應是在排列時已經存在的嚴謹態度影響使得字形與結構呈現了平穩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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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條起筆一端多比較粗、收筆比較細，似寫篆書時逆鋒起筆的效果，這樣的

動作與楚簡書寫動作非常類似，彷彿楚篆書的弧線筆法，但因媒材關係圓弧線無

法一次完成，必須在刻時分段刻製，最後的效果反而像多方折筆的楷書效果。 

 

另外如「孝」、「不」重複數次的文字會有不同書寫結構的方式，特意同字不

同結構現象，我們自然會想到王羲之在其代表名作蘭亭序中，數次出現的「之」

字處理成不同構造的表現方式，但與蘭亭序相比，〈游范志石〉的刻工屬於民間

匠師，且年代早了快四百年。 

 

  
  

孝（前） 孝（後） 不（前） 不（後） 

    

也 奪 待 之 

 

如前所述「也」、「奪」、「待」、「不」、「之」這些字有筆畫省略的現象，尤其「也」、

「不」在筆順上有部分結構簡化及連筆的現象．可看到刻手為了方便的簡化結構

的方法，篆書的複雜結構經由簡化，使其更接近隸書的結構。「奪」字的「隹」

豎畫直接往下成為「寸」字的一部分，成為二個部件的共用筆畫。「待」字右字

旁上方「之」形的草化。此現象的特殊性在於，不同於一般隸書草化普遍看到的

現象，在此我們可以看到篆書草化的少見例子。「之」字首兩筆也是用點畫來省

略，與隸書法同。 

 

（三）、〈歐款志石〉 

此石有正背面，應屬同一個人所刻，正背面的書寫風格稍有不同之處。正面

題識的行距、字距對齊，字的高度對齊，字型整體來看比較細長似篆書，可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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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想要表現較為莊重的形式感。正面的線條雖然與背面同樣多屬直線，但在正面

有些長線條稍微有弧線的意味，可能來自於刻手希望刻成弧線的企圖，如「大」

字上半部左右的線條，還有「鐵」字上部「大」部件的線條，「都」字「邑」字旁

的末筆，皆可以從中看到接近弧線的筆法。反觀背面的文字則使用較直的線條來

表現，一筆一劃謹慎地刻出來。背面文字行氣整齊，但文字長短不一，可以看到

其自然安排，筆畫多的文字結構較長、反之而短。另外如「元」、「年」、「平」、

「兮」、「鄉」等字可以看到末一筆被拖長的現象，導致橫向的字間安排沒有對齊。 

 

 
11
 

圖 16〈歐款志石〉背面 圖 17〈侯馬盟書〉（春秋） 

 

另外礪石的外觀形狀令人聯想到春秋時代的侯馬盟書（圖 17）．受其上窄下

寬形狀的影響，上半部行與行之間的距離較近，隨著形狀的變寬距離越遠。 

 

                                                             
11
  王曉光〈簡牘殘紙所展示的日常書寫及其書史意義〉，《中國書畫》，（經濟日報社，2014.3） 

75

简牍残纸所展示的日常书写及其书史意义
◇ 王晓光

秦汉简牍书写并非有意识的书法创作行

为，而多属日常实用性书写，因而更准确地折射

了当时社会日常实用书写的真实样态，可在一

定程度上还原古代日常书写的生态情景。通过

对以简牍帛书为代表的秦汉日常书写的考察，

可梳理归纳汉字隶变进程及古今文字的嬗递特

征。魏晋时期的日常书写文书（如楼兰简纸文

书等）与同期名家书法作品间也有诸多共通之

处，前者构成了后者样态呈现的背景与基础。

一、简牍墨书折射社会日常实用书

写实态

现今已面世的秦汉简牍文字内容涵盖面极

广，涉及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如政治、经

济、军事、司法、教育、农业、天文、历法、文化、

数术等等。简牍文本反映出的社会内容具备以

下三个特征：一是真实。简牍出自于当时社会

各阶层、各色人等之手，是还原史实的第一手材

料；二是全面。简牍内容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

面，一些简牍被看作认识当时社会的小百科全

书；三是鲜活。简牍墨书既非石刻再创造，也非

后人摹本，而是直接出于秦汉人之手，加之书者

众多，可谓当时社会日常书写的实情展现。我们

可以从下列简牍所记载的内容观察这些特征：

里耶秦牍。湖南里耶秦简牍出土于秦代洞

庭郡迁陵县署所在地。这是一批数量巨大的官

府文档类文本，内容“涉及郡县与官署设置、官

吏的考课陟黜、赋税徭役、诉讼、廩食、符传、

作务、邮传、贡献等等，林林总总，从而透射出

鲜活、细腻的历史场景”①。加之简牍文字墨迹

多样、书手众多，该牍较其他诸秦简更为翔实地

反映出秦人实用书写情形，这对讨论秦代手书

墨迹问题、秦汉书法史以及隶变细节等都有重

要的意义。

东牌楼简牍。长沙东牌楼简牍书写于东汉

末期，它的出土补东汉末简牍墨迹之阙如，依

其形制和内容可分为公文、私信、杂文书、习字

等，如：公文类共23件，分为封匣、封检、封缄、

文书等，内容涉及长沙邻近各级官吏间的各类

文书；私信类共51件，约占全部简牍的四分之

一，含封缄、封检、文书等，包括地方官吏的家

书、官吏之间的书信等；杂文书类67件，包括

一些难以归类的简牍，分事目、户籍、名簿、名

刺、券书、杂账等。②

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

牍出土于2010年，时代为东汉中期偏早，年代最

早者为汉和帝永元二年（90），最晚者为汉安帝

永初五年（112）。

五一广场简牍内容丰富，涉及当时的政治、

经济、法律、军事等诸多领域，大都属公文类。

出土地位于东汉长沙郡府衙所在地。这批简牍

绝大多数为上、下行文书，主要是长沙郡及门下

诸曹、临湘县及门下诸曹的下行文书，临湘县及

其下属诸乡、亭的上行文书，亦有与外郡县的往

来文书。③

五一广场简牍的书写者大多为各级官吏，

书体相对端正，草体较少，隶书居多，有一些字

属新隶体，具早期楷、行书规模。因之前东汉中

期极少简牍出土，所以五一广场简牍更显珍贵，

可作为当时官府文本日常书写的参考样式加以

研究。五一广场简、东牌楼简的面世，补东汉中

晚期简牍墨书两处链环之缺。

走马楼吴简。走马楼东吴简牍以孙吴嘉禾

年间为最多。简牍形制有木简、木牍、竹简、签

牌、封检、封泥匣等。简文内容为孙吴长沙郡档

案文书，包括官府文书、户籍、券书、账籍、名

刺等类别，涉及吴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租税、户籍、司法、职官等诸多方面。其中《嘉

禾吏民田家莂》内容有：收入账、支出账、核对

账、户籍簿以及名刺等类别。

郴州苏仙桥西晋简。2004年出土的郴州苏

仙桥西晋简④，内容为西晋桂阳郡郡府的文书

档案，内容涉及：桂阳郡及所辖县的情况、县城

规模与吏员设置、数量登记；地理方面，桂阳

郡辖区内的山脉以及河流源头、流向等；诏书政

令或桂阳郡的上奏文书；人口记录，包括人口数

量、年龄、职业、疾病或死亡登记等；当地物产

情况，记录桂阳郡当时的各种动植物情况；赋

税记录，如粮食、绢、棉、钱币等等。

以上所列仅是已面世秦汉晋简牍中的几

例，均为日常实用性简牍墨迹。从其文本内容

可看出，它们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是当

时官府行政行为及私人日常言行的真实情况记

载，也生动地展现出当时社会实用书写的原生

[春秋］侯马盟书

· 史论评

CHINESE PA INTING & CA LLIGRA 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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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侯祿志石〉 

首先關於佈置章法，此墓誌與較前面所述的二塊墓誌的差異在於行氣的變動

較大。若將每字拉出中心線，前述二者的字之行列間的排列較規整，左右行的關

係性也顯規矩並無太大變動，反觀之，此石的的章法錯落，字形大小的強烈變化

強化了左右行的的不勻稱感等造就即興不經設計的感受。 

 

   

圖 18〈侯祿志石〉 圖 19〈侯祿志石〉 圖 20 王鐸 

 

左邊的圖表示行氣的錯落，右邊的圖用中心線來表示。這樣的話看似不經意

的巧妙利用左右中心軸的擺動書寫。向右偏移後便向左修正，反之若向左偏移後

就向右修正，最後保持行氣的平衡。簡直好比明清王鐸的長型條幅行草的作品（圖

20）。 

 

文字上下間關係緊密的情況，雖然乍看之下好像一團，但細看便發現上下線

條在極小空間巧妙靈活的避開。這種字間的處理方式如同宋代的書蹟，特別是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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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上半部「迺」（圖 21）字好像拼圖般鑲嵌進去。此現象在刑徒磚也可以看見。

再來，關於刑徒磚，在小原俊樹氏的〈刑徒磚文の書美〉12一文中認為像這樣「月」

（圖 22）向右側突出是因為刻完全文後發現少刻才補上，也因此判斷刻手並非先

打草稿，而是直接刻的。 

 

  
圖 21 礪石（迺） 圖 22 刑徒磚（月） 

 

接著，小原俊樹氏針對骨簽在〈未央宮址出土骨簽の基礎的研究〉一文中認

為在骨簽上寫出那樣細微的文字是不太可能的，應該是以刀就骨板上直接刻寫13，

而這樣的考慮是比較對的。因為礪石墓誌與那兩個所俱有即興式的特質很相近，

所以此墓誌可能也並非先寫草稿，而是直接刻寫。但是，如此大量的文字竟然沒

有刻寫失敗的情況，筆者認為像這樣的人應該是受到相當高的技術訓練以及具有

大量經驗的工匠（刻手）。 

 

橫線的角度有向右上斜，也有向左上斜各種強烈的變化，使視覺上（觀者）

不會感到單調，可以說是富有變化且藝術性極高的刻石。 

 

                                                             
12
 小原俊樹，〈刑徒塼文の書美〉，《金石書学》第十二號（京都府:藝文書院，2007.7),頁30-35。 

13 小原俊樹，〈未央宮址出土古簽の基礎的研究〉，《福岡教育大学紀要》第 51 號第 5 分冊

（2002），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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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系 

    

釋文 石 留 造 卯 

礪石

墓誌 

    

釋文 〈侯祿〉昆 〈歐款〉襄（禳） 〈侯祿〉卯 〈歐款〉卯 

骨簽 

    

釋文 石 聖 造 當 

刑徒

磚 

14
  15

 

 

釋文 嚴 留 盧  

 

在第三所談到像〈侯祿志石〉「昆」或〈歐款志石〉「襄（禳）」原本寫作「口」

的字形卻寫作「△」，或許是因為要刻如此小的刻石又或是因為石頭的材質，刻

手以不怎麼精細的方式刻出，而這樣筆畫的省略或許是隸草化的徵兆也說不定。 

 

從秦系的字例中也有看到同樣的寫法，所以也有可能有受到前一個時代的影

響。在之後晚一點時代的刑徒磚也有類似的情況。而關於這樣的現象小原俊樹於

〈刑徒磚の書美〉說道：「「口」部以「△」表示的字形，可以說已表現出行草而

且日常書寫的真實樣貌。」16因此也可說這樣的表現是邁向草化的進一步。 

                                                             
14
 《書論》（第四号 1947 年 4 月 1 日 京都 書論研究会）第 3 頁。 

15
 《書品》（卷 91 東洋書道協會 1958 年 7 月）第 18 頁 第 11 圖。 

16
 小原俊樹，〈刑徒塼文の書美〉，《金石書学》第十二號（京都府:藝文書院，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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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徒磚就屬於類似礪石墓誌這一類的銘刻，除此之外，骨簽也是擁有相似特

質的漢代的公文書，上述三者各種條件相近，而刑徒磚與本文所探討的礪石墓誌

的時代是更晚些，因此許多字形更加扁平，筆畫的橫向伸展更為強烈，且帶有波

磔的筆法，都可以感受到已經有隸化的情況。筆者認為因為大量出土的骨簽和本

文中的礪石墓誌二者年代相近，因此有許多特色很類似。 

 

（五）、〈旡疾志石〉〈燊志石〉〈猨志石〉〈德□志石〉 

〈旡疾志石〉〈燊志石〉〈猨志石〉〈德□志石〉等，因為這四個礪石的形式相

近，所以將一併進行說明（解說）。這些比起本節前述的礪石墓誌，顯而易見其

粗細變化的特色更加強烈。基本上這四個的文字結構相近，但仔細觀察下，〈旡

疾志石〉〈燊志石〉〈猨志石〉三者從他們的石頭形式、文字書寫的方式以及所使

用文字的相似結構，進而判斷是同一刻手為之的可能性極高，另外關於〈德□志

石〉，其石頭形式的差異、文字強烈的向右下頃斜，而我認為書寫的感覺有些微

差異可能是書風的不同所導致的。再來針對四個礪石的佈局章法，文字的排列上

並非很規整，除了〈德□志石〉，其餘的橫畫和文字角度不統一的方式與〈侯祿

志石〉很相近，但四者上下字間較開，因此又給人不同於〈侯祿志石〉的感受，

四者背面的文字在畫面中皆刻畫很滿，特別是〈旡疾志石〉上最後的「令」字，

感覺因未能刻進最後一行，而即興式地直接刻寫在左行，間接表示有可能也是並

非先有草稿而是直接刻寫。「令」字的最後一豎筆拉長，聯想到在漢代中常見的

長垂筆，其他的文字也能看到相近的特色。例如「部」、「平」、「報」、「鞠」、「于」

等字。 

 

墓誌

字例 

    

釋文 令（德口） 令（燊） 年（旡疾） 年（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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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誌

字例 

    

釋文 部（猨） 部（燊） 平（旡疾） 平（燊） 

墓誌

字例 

 
   

釋文 報（猨） 報（燊） 鞠（猨） 于（燊） 

漢代

隷書

字例 

17
 

18
 19

 

 

釋文 
年〈五鳳二年

刻石〉 
年〈居延〉 下〈刑徒磚〉  

 

從這些墓誌中捺筆收尾的特色大致分為三種（A）隸書的波磔（B）為楷書筆

法中捺筆的展現（C）類似於行書向下鈍收感覺之用筆。 

 

A 字例 

 
 

  
  

釋文 師〈猨〉 右〈旡疾〉 右〈猨〉 迺〈燊〉 工〈旡疾〉 二〈猨〉 

B 字例 

      

釋文 眾〈燊〉 大〈猨〉 猨〈猨〉 燊〈燊〉 碟〈燊〉 碟〈猨〉 

                                                             
17
 藤原楚水《圖解書道史 第一卷》1971 年 4 月 20 日 東京 省心書房 第 251 頁 圖 203。 

18
 佐野光一編《木簡字典》雄山閣出版 昭和 60 年 2 刷。 

19
 《漢代刑徒葬甎》（不手非止第九号別冊 昭和 58 年 11 月 30 日）第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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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字例 

 
 

  
  

釋文 奴〈旡疾〉 眾〈猨〉 奴〈猨〉 冬〈猨〉 从〈猨〉 歿〈猨〉 

 

又或舉除〈德□志石〉之外的其他三個礪石為例，皆帶有迴轉的筆畫。由右

至左強烈迴轉的字有許多，試舉「謁〈猨〉」、「月〈燊〉」、「敢〈燊〉」、「殺〈燊〉」、

「男〈猨〉」、「海〈旡疾〉」、「於〈旡疾〉」、「鞠〈燊〉」等字都有此特色，「謁」

字的右下「𠃌 」部件，「月」字的第一、二筆畫的線，「敢」、「殺」二字「攵」的

下部長撇畫，「男」字「田」部件外圍的部分以及中間的線條，「力」字第二筆畫

的線，「海」字「母」部件右邊的線，「於」字偏旁「方」的長撇畫，「鞠」字「菊」

部件右側的線條，這些皆作由右向左帶入這樣的迴旋動勢。 

 

秦系 

   
 

礪石

字例 

 
 

  

肩水

金關

漢簡 

 
  

 

釋文 謁 月 敢 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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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系 

 
  

 

礪石

字例 

 
  

 

肩水

金關

漢簡 
   

 

釋文 男 海 於 鞠 

 

這樣的迴轉展現在硬石上，可以看出刻手試圖以圓轉的筆法再現當時的墨

跡文字。又與早些的秦之墨跡文字比較之下，此迴轉的筆法非常的相似。 

 

省略筆畫的文字頻率相當多，上述已經有提到，現在詳細探討這些文字當中

的省略狀況。 

 

字例 

    

釋文 玄〈猨〉 玄〈旡疾〉 部〈猨〉 部〈燊〉 

字例 

    

釋文 本〈旡疾〉 碟〈燊〉 明〈猨〉 明〈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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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字上一點與「幺」首筆相連，此現象乃是從篆書直接草書化的現象。

「部」字的「阝」首豎筆已經從篆書結構進化成隸書結構，原來會分開的兩個部

件合成一個，加速書寫的速度。「本」字與「碟」字的「木」部交叉處筆畫皆作

相連。〈猨志石〉中「明」字「日」部內部用刻兩點；〈德口志石〉則是一點。此

種省略現象可以在礪石墓誌文字看出。 

 

未央宮出土骨簽書法上的文字結構的省略化相當成熟，以往我們普遍認為的

「篆書→隷書（八分）→草書」的書體變遷過程，漢初期永元年間能夠看到的墨

跡可以歸類到草書範圍的文字，骨簽上篆書到草書省略化過程的出現可以推翻從

篆書到隸書到草書的既有的想法，故「篆書→隷書（八分）→草書」這樣的書體

變化認知應該被改變20，而礪石墓誌的篆書草化也應證了這一點。 

 

 五、結論 

上面例證所述的幾個具體的特徵先於下方列舉出，並針對本文的這些礪石墓

誌進行考察，並將結果於表格內呈現，若有符合者以「○」表示，類似者以「△」

表示，不符合者以「×」示之。 

 

1. 文字本因其筆畫數之多少而影響字之大小，筆畫數少的字形自然縮小，筆

畫數多的字形自然略大。 

2. 行距左右擺動。 

3. 文字有具備迴轉線條的變化。 

4. 從文字中可見連筆、省筆、簡略化的現象。21 

5. 同件礪石中因文字二次出現而將字形改變。 

6. 可以發現從篆書至草書演變之痕跡的文字例。 

7. 表現出利落且挺直的線條。 

                                                             
20
 小原俊樹，〈未央宮址出土古簽の基礎的研究〉，《福岡教育大学紀要》第 51 號第 5 分冊

（2002），頁 137。 
21 請參照附錄省形、連筆、簡化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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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橫畫、文字二者書寫出不同角度的變化。 

9. 具有線的粗細變化。 

10. 收筆中出鋒具尖銳的表現。 

 

 名稱 

特色 
鋥 A、B 游范 歐款 侯祿 旡疾 燊 猨 德口 

1 ○ × ○ ○ ○ ○ ○ ○ 

2 × × △ ○ ○ ○ ○ ○ 

3 ○ ○ △ △ ○ ○ ○ ○ 

4 △ ○ ○ ○ ○ ○ ○ ○ 

5 △ ○ ○ ○ ○ ○ ○ ○ 

6 × ○ ○ ○ ○ ○ ○ ○ 

7 ○ ○ ○ ○ △ △ △ ○ 

8 × △ ○ ○ ○ ○ ○ × 

9 △ ○ △ ○ ○ ○ ○ △ 

10 ○ ○ ○ ○ ○ ○ ○ ○ 

 

此處總結一下礪石墓誌所表現出的字體特徴，其字體與筆法可見與前代六

國（戰國時代）與秦的文字影響。在刻製的技巧方面，此處多採直接刻制於石

材上硬質的線條表現。其結構受到當時墨跡文字書法表現的影響，在線條上試

圖表現出墨跡毛筆圓轉的線質，並在石質載體上嘗試表現，在字尾収筆處亦時

常出現尖銳快速的線條。製作時採單刀法與較隨性的方法刻製，帶有素樸的文

字感。 

 

 其在文字佈置章法上每個石頭各異，在〈鋥官造石 A、B〉與〈游范志石〉

以外的志石皆有文字高低錯落的現象，在橫劃與字形的角度變化很多，並不會覺

得製作上制式化。要能製作出這樣的文字應當具備相當程度的文字經驗，且有卓

越的技巧才能辦到，應是受過相當水準教育的匠人所製。 

 

從這批作品可以窺見相當優秀的書法藝術與文字表現，且尚無前人有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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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表，具相當高的研究價值。本稿在此批文字的比較與分析上，仍有所不足，

還有許多能更深入討論的空間，這次研究僅針對「元鳳六年志石」的範圍進行考

察，今後將依此為基礎，繼續探討年代稍晚的礪石，期待在更深入的研究後，能

獲得開創的研究成果。 

 

附錄 

圖錄說明 

序 品名 姓名字號 身分職稱 里籍（現地） 年 月 日 死因 年齡 史事 

1 

〈鋥官造石 A〉 
（ 物 勒 工

名） 

右北平鋥官

造，土垠磨

刀石 

幽州右北平郡

土垠縣（河北省

唐山市豐潤區

東部）、夕陽縣

（河北省灤縣

西南、灤南縣馬

城鄉）、鐵官二

部。 

西漢武帝元鼎

二年（前 115

年） 
巡 駐 幽

州 右 北

平（郡）

土 垠 縣

鐵 官 二

部，烏桓

盜入塞，

暴殺。 

39 

《漢書 ·

昭帝紀》

元 鳳 六

年「烏桓

復犯塞，

遣 度 遼

將 軍 范

明 友 擊

之。」 

〈游范志石〉 
游范，字貽

謀 

大司農斡官

丞 

司州（司隸校尉

部）左馮翊（郡）

祋祤縣（陝西省

耀州河東堡） 

西漢昭帝元鳳

六年（前 75

年）八月癸卯 

〈鋥官造石 B〉 
（ 物 勒 工

名） 

右北平鋥官

造，土垠磨

刀石 

幽州右北平郡

土垠縣、夕陽

縣、鐵官二部 

 

西漢武帝元鼎

二年（前 115

年） 

2 〈歐款志石〉 
歐款，字神

階 

大司農鐵市

官從事掾 

并州太原郡狼

孟縣（山西省陽

曲縣境） 

西漢昭帝元鳳

六年（前 75

年）八月癸卯 

隨 訓 右

北 平

（郡）土

垠 縣 鐵

官二部，

遭 烏 桓

盜暴殺。 

？ 

3 〈侯祿志石〉 
侯祿，字季

丞 

右北平（郡）

鐵官丞 

幽州遼西郡海

陽縣（河北省唐

山市灤南、灤

縣、馬城等境） 

西漢昭帝元鳳

六年（前 75

年）八月癸卯

（ 閏 月 己 亥

烏 桓 盜

入塞（土

垠 縣 鐵

官 二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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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品名 姓名字號 身分職稱 里籍（現地） 年 月 日 死因 年齡 史事 

葬） 部），罹

難。 

4 〈旡疾志石〉 旡疾、堅 

右北平（郡）

鐵官二部工

師、右北平

鐵官丞 

幽州遼西郡海

陽縣（河北省唐

山市灤南、灤

縣、馬城等境） 

西漢宣帝本始

二年（前 72

年）清明。（稍

前 於 冬 月 聞

報）。 

困 於 烏

桓，歿于

凶 奴 盜

殺。 

？ 

《 後 漢

書 ·卷九

十》列傳

第八十 ·

烏 桓 ：

「 昭 帝

時，烏桓

漸強，乃

發 匈 奴

單 于 冢

墓，以報

冒 頓 之

怒。匈奴

大 怒 乃

東 擊 破

烏桓。」 

 

6 〈燊志石〉 燊、堅 

右北平（郡）

鐵官二部工

師、右北平

鐵官丞 

幽州遼西郡狐

蘇縣（內蒙古通

遼奈曼旗境） 

西漢宣帝本始

二年（前 72

年）清明。（稍

前 於 冬 月 聞

報） 

困 於 烏

桓，歿于

凶 奴 盜

殺。 

 

？ 

7 〈猨志石〉 猨、堅 

右北平（郡）

鐵官二部工

師、右北平

鐵官丞 

幽州遼西賓從

縣（賓徒縣河北

省灤河上游一

帶） 

西漢宣帝本始

二年（前 72

年）清明。（稍

前 於 冬 月 聞

報） 

困 於 烏

桓，歿于

凶 奴 盜

殺。 

 

？ 

8 〈德□志石〉 德□、堅 

□丞工師、

右北平鐵官

丞 

幽州遼西郡陽

樂縣(遼寧省義

縣西南劉龍台

附近) 

 

西漢宣帝本始

二年（前 72

年）清明。 

困 於 烏

桓，歿于

凶 奴 盜

殺。 

 

？ 

 

省形 

省略筆畫的文字 

    

鼎〈鋥 A〉 鼎〈鋥 B〉 陽〈鋥 A〉 陽〈鋥 B〉 

https://www.wikiwand.com/zh-tw/%E9%81%BC%E5%AF%A7%E7%9C%81
https://www.wikiwand.com/zh-tw/%E9%81%BC%E5%AF%A7%E7%9C%81
https://www.wikiwand.com/zh-tw/%E4%B9%89%E5%8E%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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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侯祿〉 陽〈旡疾〉 待〈游范〉 待〈歐款〉 

   

 

昆〈侯祿〉 部〈歐款〉 款〈歐款〉  

 

連筆 

本來無相連者因自然刻寫下作連寫的文字 

     

侯〈侯祿〉 丞〈侯祿〉 枼〈侯祿〉 䙴〈侯祿〉 部〈侯祿〉 

 

簡化 

刻寫時因簡省字形將部分部件作省略的文字 

     

范〈游范〉 堂〈侯祿〉 鐵〈旡疾〉 鐵〈旡疾〉 鐵〈燊〉 

    

 

鐵〈燊〉 狐〈燊〉 穌〈燊〉 死〈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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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 

 罕見！中國最早的墓誌銘竟是這樣的 文/傅春喜 金石契  2017-02-03 

 https://mp.weixin.qq.com/s/zQHigQCQHOtQ_caaMrJ6mw 

 漢代磨刀石九十餘品，歡迎交流-金石碑帖 古籍舊書-盛世收藏網 - 

https://mp.weixin.qq.com/s/zQHigQCQHOtQ_caaMrJ6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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