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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居延汉简中的“蜚”——兼论汉代弩机部件之名称 

弩，汉代五兵之一，作为杀伤力极强的远射武器，历来是农耕步兵对抗游牧骑

兵的尖锐利器。金属弩机利用机械联动的原理，在将弓弦后拉的储备势能向推动矢

箭飞行的前进动能的转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枢机作用。前人结合丰富的文献资

料和考古实物，对汉代弩机进行了充分细致的研究，但笔者在学习之余依然感到尚

有课题需要解决。                   

引发思考的是对居延汉简三则兵簿中所见的“蜚”的解释，现将简文条列如

下： 

（甲）甲渠候障，大黄力十石弩一右渊（亦释为深）强一分负一算，八石

具弩一右弭生负一算，六石具弩一空上蜚负一算，六石具弩一衣不足负

一算（52·17,82·15）[i] 

（乙）行塞兵弩多边戾上下蜚渊有 弽胜负一分□（EPT5:84）[ii] 

（丙）穷虏隧长单立，六石弩二皆上蜚檠高（EPT40:69） 

 

此中出现的“蜚”字，先前罕有注家明释，本人以为当是与弩机部件相关的名词，

而非其他修饰性成分。尤其应当注意的是蜚字前边的限定语都是表方位的上或下。

蜚字何解，据《尔雅·释虫》疏文：“蜚，越之所生，其为虫恶臭，南方淫气之所

生也。”但这与汉代弩机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之处。再有东汉刘熙《释名·释兵》

篇所提到的弩机部件名称中也没有涉及到这个“蜚”字，其文曰： 

 

弩，怒也，有势怒也。其柄曰臂，似人臂也。钩弦者曰牙，似齿也。牙外

曰郭，为牙之规郭也。下曰悬刀，其形然也。合名之曰机，言如机之巧也，亦

言如门户枢机开阖有节也。 

 

蜚字难解，更难找寻其与弩机之间的联系，笔者的思索至此几于停顿，翌日偶然翻

阅《康熙字典》，见蜚字本条引用《山海经》之文，方又求得别义。《山海经·东

山经》文曰： 

 

又东二百里，曰太山，山上多金、桢木。有兽焉，其状如牛            

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则竭，行草则死，见则天下大疫。 

 

原来蜚还是上古传说中牛首蛇尾的怪兽，由此联想到弩机形状，其上有个连接望山
和悬刀，居中起制动作用的部件称作牛，又称钩心。难到这个“牛”就是将弩机称
作蜚的灵感所在？有鉴于此，本人以为汉代戍卒极有可能将弩机的三部配件望山、
悬刀和钩心（牛）视为一个整体，并据其形状将其比拟成传说中的怪兽蜚，只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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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由弩机联想到的蜚是以钩心（牛）为首，以露出机匣之外的望山和悬刀为上下
双尾。如果推测无误的话，则上引兵簿中所描述的与蜚有关的问题便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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