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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泉汉简研究》出版
 

  郝树声、张德芳先生合撰的《悬泉汉简研究》2009年8月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全书29万字，并附有一些珍贵图版。

本书是作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案“悬泉汉简研究”（批准号 02BZS001）的最终成果。蒙作者慨允，将本书纲要

发布于此。 

  悬泉汉简是1990－1992年间在敦煌悬泉置汉晋遗址出土的最新材料，是继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两次居延汉简之后的

又一重大发现，曾被国家列为“八五”期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在国内外引起过广泛关注。全部出土简牍23000多枚，其中

已整理编号者17900多枚，内容包括诏书、律令、科品、檄记、爰书、薄籍、符传、历谱、术数、字书、医方以及一些古籍

残篇，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子40多个，其中丰富的邮驿资料、中西交通资料、西域各国资料、西北少数民族资料等，多为传

世文献和过去历次发现的西北屯戍简所不见或少见，内容独特，弥足珍贵。这批汉简是两千多年前的原始记录，包含了许多

今人所不知道而又被文献所遗失的历史资讯，对悬泉汉简研究的深浅，决定了对这批材料的内涵和价值的认识，而对这批材

料内涵和价值的认识，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学界对中国古代史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 

  全书由绪论和六章组成，内容涉及对悬泉置、悬泉汉简的学术价值、两汉时期的纪年问题、时称问题、河西地区的历史

地理、中西交通、西北地方的民族关系以及西域诸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的研究。作者运用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和统计学

相结合的方法，通过细密地考证与分析，对以上诸问题都提出独到的见解，或得出新的结论，或给出新的解答。  

  绪论：甘肃简牍的发现与研究  悬泉汉简出土于甘肃敦煌绝非偶然。《绪论》系统地梳理了一个世纪以来，甘肃在

汉简方面一次又一次重大发现，运用统计方法以“所出简牍一览表”的方式，将出土时间、出土地点、出土简牍数量、所属

时代和文献出处详细罗列，说明甘肃不仅是近世以来最早发现汉简的地方，而且也是出土汉简最多的地方。迄今为止，全国

出土汉简70多批、次，而甘肃就出土30多批、次，占一半多；全国出土汉简73600多枚，而甘肃就出土60000多枚，占全国

所出汉简的82％。指明甘肃汉简在全国汉简中的特殊地位，旨在说明悬泉汉简同其他数万枚河西汉简都是一个有机的组成部

分，就其内容而言共同记录了当时社会和各个方面，绝不是孤立的。  

  第一章：悬泉汉简与悬泉置  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敦煌悬泉置遗址。从遗址地点及其自然环境、发现及发掘经

过、出土遗物、学术价值、研究状况五个方面对悬泉遗址进行全方位的介绍。出土遗物主要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文具及

简纸文书（包括帛书和墙壁题记）四大类，总计达7万余件。其中汉简就有35000余枚（有字简23000多枚）。第二节从多

个方面介绍了悬泉汉简的学术价值。第三节运用出土的悬泉汉简研究论述了“ 悬泉置”的功能性质、隶属关系、编制员

额、车辆装备以及悬泉置与悬泉驿、悬泉厩、悬泉厨、悬泉邮、骑置和传舍的关系以及它们的功能和作用。为后文的研究和

展开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纪年与时称  本章分为二节。第一节：悬泉汉简中若干纪年问题。本专题将悬泉汉简中2086枚纪年简全部

列表，着重分析了纪年简中新旧年号混用和超用的问题。通过对130枚简的整理、辑录、排比和考订，得出结论：新旧年号

交替时，两种纪年混用的情况比较普遍。后世史书的纪年与改元年号完全相对应，只是经过后人加工的结果。而汉简中的记

载则更符合当时的实际。第二节：悬泉汉简中的时称问题。两汉时期的河西走廊一昼夜每个时段如何称呼？一昼夜实行十二

时制还是十六时制？本节根据悬泉汉简对时称的记载并结合河西走廊其他地区出土的汉简进行完全统计，用表格的形式罗列

出了52个时称的使用频率，根据频率高低得出当时的河西走廊实行十六时制，而非十二时制。它们是夜半、鸡鸣、晨时、平

旦、日出、蚤食、食时、日未中、日中、日失、餔食、下餔、日入、昏时、夜食、人定。从夜半算起，每一时辰是九十分

钟，了解当时河西走廊的记时方法和称谓有助于认识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各种活动，有助于对当时社会面貌的整体认识。  

  第三章：河西历史地理考略  从长安到敦煌是丝绸之路的东段，长达近两千公里的道路其行进路线如何？途经哪些

驿站？历来是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课题。悬泉汉简的里程简从东到西记载了从武威到敦煌的驿站里程和沿线城镇，恰与居延

新简中的里程简可以对接。排列了丝路东段的行进路线和重要驿站。本章分上下两部分详细考证了姑臧、张掖（今武威境内

汉县）、鸾鸟、苍松、显美、 觻得、氐池、昭武、祁连置、表是等重要的县城城址和驿站所在，精确地指出了它们的具体

位置，纠正了过去对一些具体地望的错误认识。对丝绸之路和历史地理的研究多所助益。  

  第四章：交通与民族  第一节，悬泉汉简中的“传信简”。本节主要根据悬泉汉简的记载对汉代的传信进行了研

究。传信，是朝廷公务人员在出使、巡行及办理有关公务时要求所到各地给予通行、过关、乘车、食宿等各种方便和特权的

公文凭信。本节对当时传信的格式和内容进行了详细考证，指出汉代的传信包括有十个方面的内容：时间、持传人身份姓

名、事由、所到之地或所经之地、沿途提供车辆的规格、传信编号、御史大夫、所到各站以此为驾、当舍传舍、随从人员享

受何种待遇。此外还对一封轺传和二封轺传的传信以及对失亡传信的追查进行了研究。这些都是传世史籍所缺内容，有补历

史缺载之功。第二节，悬泉汉简中的羌族资料。两汉时期羌族是我国西部的一个仅次于匈奴的重要少数民族。如何对待匈

奴、如何对待羌人是关系到国家是否稳定、边疆是否巩固的重要事务。但是，除《后汉书·西羌传》对东汉的羌人活动有较

详细的记载外，西汉时期的羌人材料则比较稀缺、零散，悬泉汉简的羌族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本节详细

排比了悬泉汉简中的羌人资料，并进行了详实的考证。其中的有关归义羌人的材料、羌人斗欧诉诸官府的材料都极其珍贵，

提供了羌族史研究的新材料的新见解。  

  第五章：西域与中外关系  第一节，汉代骊靬与罗马战俘问题。 1989年9月、12月《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

分别刊登了《永昌有座罗马战俘城》的报导，称：这是中澳苏三国史学家联合研究的结果。此报导一出，在学术界和舆论界

引起了很大反响。一些人把这些未经证实的猜测和假说当成已经存在的事实，故做惊人之笔强行炒作，以致把它推到了荒谬

的地步。本节利用汉简中对骊靬的记载，确凿地证明：早在神爵二年（前60）前，骊靬作为一个地名和县名已经存在，而当

时的骊靬县已有有关机构设置和官员任职的相关记载，社会经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规模。它比西元前53年安息和罗马的卡莱

尔战役早了七年，比建昭三年（前36）甘延寿和陈汤在西域消灭北匈奴郅支单于早了24年。那种认为陈汤消灭郅支是俘虏

了被郅支雇佣流散在中亚一带的罗马士兵，而这些士兵正是当年克拉苏在卡莱尔战役中的部下，汉朝为安置这些被俘的罗马

士兵而设置了骊靬县的说法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一问题的回答以铁的证据解决了多年来聚讼纷纭的历史迷案，在学术界引起

很大反响。  

       



  第二节，悬泉汉简与西域诸国。悬泉汉简中的西域资料极为珍贵，大凡前来通使、朝贡、商贸的西域各国的国王、质

子、贵人、使者、商人在途经悬泉置的时候都留下了他们的记录。这都是研究中原与西域、汉朝与中亚等各国关系的最新材

料。当时西域36国中悬泉汉简有24国的材料，此外还有“不属都护”的康居、大月氏、罽宾、乌弋山离来汉朝通好的材料。本

节利用这方面的记载，详细讨论了汉朝同今天中亚各国以及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的交往关系。提出了自己的新见。  

 

  第三节，《康居王使者册》及其西汉与康居的关系。本节在前一节对中亚古国研究的基础上注重就悬泉汉简中的《康居

王使者册》以及汉朝与康居的关系做了细致的讨论。主要贡献是：考证康居五小王的都城位置，指出了康居国当时的地理范

围；以康居王使者前来朝贡时与酒泉太守发生纠纷的具体案例，指出在西汉张骞通西域的百年间里西汉王朝一直同远在今天

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保持着友好交往的关系。这些国家是最早同古代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  

  第四节，《长罗侯费用薄》及其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乌孙是西域大国，张骞第二次出使乌孙，奠定了汉朝与西域等

各国关系的外交格局。悬泉汉简中有关乌孙的材料以及汉朝出使乌孙的各种记录，对研究汉朝与乌孙的关系极为重要。其中

的《长罗侯费用薄》就是长罗侯常惠及其所部西征乌孙时在悬泉置留下的记录。本节通过对这个费用薄的考证分析以及对其

他汉简材料的梳理，详细描述了西元前1世纪最后五十年间汉朝与乌孙的关系。通过新材料，获致了新结论。有助于汉与乌

孙关系研究的突破与进展。  

  第五节，从悬泉汉简看两汉西域屯田及其意义。两汉屯田西域，除了具有本身所具有的经济意义之外，还是当时政治、

军事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比单纯的政治、军事措施更具长远意义。无论是繁荣丝路贸易、促进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还是维护祖国统一，防止分裂割据，两汉的西域屯田都为后世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鉴意义。本节利用悬泉汉简的材料，对当时

西域各处的屯田进行了详细研究，从材料和观点上都发前人所未发，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提供了有效

管理西域的历史模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第六章：册书汇释  出自戈壁边塞的汉简大多都散乱无序，如果其中还有一些连缀的册书就显得格外珍贵。本章册

书汇释整理介绍了十五个或者文意连贯或者出土时编连在一起的完整册子。为两汉时期有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连续完整的最

新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附录五种  都是课题组成员对河西汉简研究的重要成果，与悬泉汉简的研究从内容、方法、知识体系、学术价值等

各方面关系密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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