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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春，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发掘的西汉后期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竹
简，经过整理和初步研究，这批竹简共计有17种，大致包括：《集簿》、《东海郡属县乡
吏员定簿》、《东海郡吏员除名升迁簿》、《东海郡吏员考绩簿》、《永始四年武库兵车
器集簿》、《神龟占卜法》、《元延元年、三年历谱》、《元延三年日书》、《衣物
疏》、《赙赠名簿》、《神乌傅（赋）》等，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一批郡级行政文书
档案，为研究汉代上计制度、行政建置、吏员设置、官吏迁除、国家盐铁生产、国家兵器
制造与贮存以及户口、垦田等等，均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可以用来补充订正《汉
书》、《后汉书》等史籍记载的缺漏和讹误，并据以判定前人有关研究的是非，具有重要
的史料价值。 

连云港市博物馆为了将这批珍贵的简牍及早公诸于世，便迅速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整理，并
利用复旦大学开发的红外摄像与计算机模糊处理技术，根据原件对释文进行了全面复查，
补释和改正了700余字，于 1997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包括全部简牍图版、释文以及文
物、发掘报告、简牍尺寸索引等在内的《尹湾汉墓简牍》一书，更是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
度重视，纷纷著文加以介绍，阐述这批竹简的学术价值，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热潮。1998年
8月底，连云港市举办了“东海尹湾汉墓简牍学术研讨会”，与会的40余名专家学者从不同角
度，分别就尹湾简牍的释文、尹湾简牍对于校订补正史籍的价值、尹湾汉简所反映的西汉
时期的武备建设、东海郡的建置沿革、西汉政治制度史等问题进行了认真而热烈的讨论，
内容涉及到简牍文义的理解、汉代的行政建置、上计制度、地方官吏仕进途径、军事武
备、地理沿革、姓氏地名、数术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下面就尹湾汉墓简
牍的研究现状做一简要概述。 

藤昭宗主持了尹湾汉墓简牍的释文工作，在《尹湾汉墓简牍概述》（《文物》1996年第8
期）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出土简牍的内容及其价值。由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联合撰写的《尹湾汉墓简牍初探》（《文
物》1996年第10期）中，着重探讨了尹湾简的学术价值。例如《集簿》中所记东海郡户口
数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相差一万户，说明《汉志》所载户口数很可能有不实的成分。
又《汉志》在东海郡下邳和胊下条，注明“有铁官”，但没有盐官的记载，而尹湾简记东海
郡有下邳铁官和伊卢盐官。《后汉书·郡国志》记载胊有伊卢乡。因此《汉志》胊下注文中
“铁官”大概是“盐官”之误。并且简把盐官、铁官的吏员纳入东海郡吏员之中，似乎说明郡
国盐铁官是受中央和地方的双重领导，并非如史籍所载仅隶属于大司农。此外，《汉书·地
理志》东海郡属县名记载错误也得以澄清。如将“海西”误作“海曲”，“况其”误作“祝其”，
“兰旗”误作“兰祺”，“南城”误作“南成”，“干乡”误作“于乡”，“曲平”乃“平曲”之误等。简中
所记侯家丞以下的列侯家吏的建制，不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也可补史书记载之缺
漏。 

谢桂华先生也参加了尹湾简牍的整理工作，他在《尹湾汉墓新出〈集簿〉考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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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中，对《集簿》简逐句考述，认为它是郡国向朝廷呈报的上
计簿，包括数十个项目的综合统计，如东海郡的行政建置情况、县乡三老和孝弟力田的员
数、郡县两级各类吏员设置的详情、人口性别和年龄的构成情况、春季种树、秋种过冬小
麦以及“以春令”新增户口和用谷数等，均不见于文献记载，尹湾汉简填补了这一空白。他
在另一篇《尹湾汉墓简牍和西汉地方行政制度》（《文物》1997年第1期）中，分析了西
汉地方行政建置，并用表列举了太守府、都尉府、县邑侯国和盐铁官的吏员设置情况，指
出汉代太守府实际所用属吏远远超过了定员数。太守、太守丞等佐官由中央政府任命，太
守府的属吏则由太守采取各种方法和名目征聘当地人担任。此外，他还澄清了乡、里与亭
的隶属统辖问题，《集簿》将乡、里与亭、邮分别列项进行统计，说明乡统辖里，而亭、
邮是与乡、里属于不同性质的行政系统，解决了史学界长期聚讼纷纭、争论不休的难题。 

尹湾汉墓出土的数术文献，共有《神龟占》、《六甲占雨》、《博局占》、《刑德行
时》、《行道吉凶》五种，对中国古代数术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李学勤先生在
《〈博局占〉与规矩纹》（《文物》1997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博局占》的发现，对
于研究学术界聚讼已久的所谓“规矩纹”或“TLV纹”，提供了新的启示。六博局上的“规矩
纹”，或称“TLV纹”，本来是图解阴阳五行四时的宇宙论的。只是因为这种图形最习见于博
局，汉人就把它叫做博局了。刘洪石《东海尹湾术数类简解读》（《东南文化》1997年第
4期）一文，对尹湾汉墓中发现的术数类简牍历谱、日书、六甲阴阳书等作了详细考察，指
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转向《周易》纯义理方向的研究，而受到沉重
打击的阴阳家则转向民间，走上了占卜的普及之路，尹湾汉简中的神龟占卜法就是其中的
一个变种。刘乐贤《尹湾汉墓出土数术文献初探》（《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
社，1999年）一文，也对出土的五种文献的内容和性质作了详细考证，指出它们虽然内容
各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以时间为线索来占测行事的吉凶，属于古代选择类书
籍，性质与睡虎地秦简《日书》最为相近。美国哈佛大学艺术与建筑史系学者曾蓝莹《尹
湾汉墓〈博局占〉木牍试解》（《文物》1999年第8期）一文，对《西京杂记》所记许博
昌六博术与博局的关系作了分析，并用表复原出尹湾博局占图，说明其操作程序，解开了
六博之谜。 

高敏先生撰写了三篇读尹湾汉简札记，在《试论尹湾汉墓出〈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的
史料价值》（《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一文中，他认为尹湾汉简中吏员定簿最具
史料价值，主要表现在：（一）定簿所列东海郡县名可以印证、补充和订正《汉书·地理
志》关于东海郡的记载；（二）定簿所载东海郡辖县吏员的类别、名称和佚奉，可以印证
东海、补充《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志》的有关记载，（三）定簿所载东海
郡诸县设置亭长数量，则可印证亭并非乡以下的地方行政机构。他在另一篇《尹湾汉简
〈考绩簿〉所载给我们的启示》（《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中，指出此篇所载诸
县“输钱都内”的时间和作用，可以明了汉代地方向中央上缴钱财的制度梗概。简文有“右十
三人繇”的记载，这对汉代徭役制度的研究有一定的价值，可确证汉代也存在“赀戍”之制。
此外，简中所载东海郡平曲县丞送“徙民敦煌”，有可能是西汉末年谪戍之制的反映。他在
第三篇文章《〈集簿〉的释读、质疑与意义探讨》（《史学月刊》1997年第5期）文章
中，对《集簿》内容逐一进行句读解释，提出疑问对其在当时的作用和意义加以阐发，认
为上计集簿的内容有明确的规定，即史书所记载的“户口垦田”与“钱谷出入”两项内容的具
体化。 

周振鹤教授在《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案例——读尹湾汉墓出土木牍》（《学术月刊》
1997年第5期）一文中，就一二号木牍所载资料作了年代断限，然后详细考察了（一）由
吏员配备看乡、亭、里制度和县级行政区划的等第；（二）由亭的数目看县邑侯国幅员大
小与吏员总数的变化及盐铁官的性质和盐官数目。最后，作者认为木牍是西汉地方行政制
度方面的宝贵资料，既有东海郡县两级政府极为详尽的吏员配备情况，阐明了当时的政区
地理面貌。此外，还有部分吏员的升迁、劳绩记录以及东海郡人口、土地和财政收支材
料，与《汉书·地理志》等史籍互相发明，具有重要的证史、补史的作用。卜宪群先生《西
汉东海郡吏员设置考述》（《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一文，就1、2、5号木牍所载内
容探讨了东海郡及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中吏员设置的若干问题，认为西汉中后期以后，地方
行政机构中属吏的地位上升，侯国的吏员也属于汉代官僚体系中的一部分，乡官有乡佐、
游徼、亭长，亭的设置与行政组织没有关系，郡国的盐铁官可能直属中央。然后他总结了
吏员设置的一般原则：（一）有定员编制；（二）按名目设置；（三）体现了汉帝国行政



管理的理性化。最后他称赞汉代官僚制度的整体管理水平相当发达。 

高大伦先生在《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中户口统计作了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第5
期）一文中，认为尹湾汉墓木牍《集簿》反映了汉代户籍管理制度，是研究汉代人口史的
重要资料。但将户口统计数据所暴露出的深层社会问题，如户口及户与口之比例、流民、
男女性别比例、老年少儿及老少比、高年受王杖制度及老龄化等，逐一探讨后发现，东海
郡当年人口增长率为10‰，获流（国家设法招揽安置流民重新占著户籍）达四万多人，男
女人口性别比是102，汉代人口平均年龄估计不会超过70岁。最后作者强调，不但《汉书·
地理志》中所记人口数有较多的水分，不能反映西汉末年全国人口的准确状况，连作为考
古资料的《集簿》中的户口统计，从年龄段分布、获流数、男女性别比例、高年受王杖人
数等都与当时实际情形有很大出入，尤其是少儿和高龄人口数，根本无法令人相信。因此
在利用这些统计资料数据时，应该慎之又慎。杨际平《汉代内郡的吏员构成与乡亭里关
系——东海郡尹湾汉简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一文，列表统计了汉代
内郡太守、都尉府和县、侯国、邑的属吏设置情况，着重说明邮亭是独立于乡里之外的另
一系统，规模比乡大，吏员却少。亭只设在交通线上，成点、线分布，负责维持治安。郡
县少吏多选用本郡人，但太守文学卒史则选用他郡人，并有长吏不在一郡久任之贯制。 

刘洪石《从东海尹湾汉墓新出土简牍看我国古代书籍制度》（《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第
1期）一文，根据东海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资料，结合史籍文献的记载，分析研究了这批简
牍书籍的具体情况及其对后世书籍制度的影响。文章分作（一）东海尹湾汉墓简牍的发
现；（二）简牍长短、宽窄、厚薄无定制；（三）简牍写字行数多寡不等，字数无固定标
准；（四）简牍的书写工具；（五）富有特色的简牍装订技术；（六）卷轴始于简策，
“卷”的名称不始于帛书，也不一定指的就是帛书等几个方面，探讨了简策与书籍制度的关
系，认为这批竹简对于研究纸发明之前我国古代书籍制度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它
弥补了文献记载的谬误和不足，揭示了简策向书籍发展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价值。武
可荣则着重探讨了尹湾汉墓中出土的纺织品，他在《试析东海尹湾汉墓缯绣的内容与工
艺》（《文物》1996年第10期）一文中，研究了尹湾汉墓出土的缯绣的内容与工艺，认为
（一）在内容与表现手法上缯绣的图案多为流云星辰、仙人神兽，反映了墓主祥瑞避邪和
升仙思想；（二）在制作工艺上，缯绣的设色运用不同的刺绣技法和技巧，有许多独到之
处；（三）缯绣的出土，为研究我国汉代的经济、纺织和刺绣技艺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
资料。这些文章视野独特，独辟蹊径，开拓了简牍研究的新领域。 

尹湾汉简《神乌傅（赋）》是第一次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汉代辞赋作品，它的发现，把俗赋
的历史提早了200多年，在古代文学史上的意义重大，因此引起研究专家的高度重视，纷
纷著文进行讨论。裘锡圭教授在《〈神乌赋〉初探》（《文物》1997年第1期）一文中，
首先对尹湾汉简中的《神乌赋》作了释文和注解，除解释某些词语并指出押韵文字外，还
对某些字所以如此释的根据加以说明。然后简述此赋的发现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意义，
认为此赋具有独特的风格，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比《孔雀东南飞》要早200年左右，且
通篇采用拟人手法，引六句《传》文作结，并将《诗》、《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
里的一些话塞入鸟语中，充分反映出作者是儒学久已确立其独尊地位时代的一个知识分
子。全文语言通俗，甚至笨拙，很明显是在民间口语文学的强烈影响下创作的。伏俊连
《从新出土的神乌赋看民间故事赋的产生、特征及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西北师范大学
学报》1997年第6期）一文，从《神乌赋》的产地历史上民间歌舞之盛、采用四言获早期
民间韵语形式、以骚体结语来阐明主旨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其民间故事赋的明显特征。它
的出土，填补了汉代民间故事赋的空白，说明敦煌《燕子赋》一类的俗赋，有其源头和继
承系统的，是民间禽兽杂赋的一个样板。王志平《〈神乌傅（赋）〉与汉代诗经学》
（《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一文，也对全赋作了注释，提出故事中
“禽鸟夺巢”类型最早见于《诗经》的《召南·鹊巢》和《豳风·鸱鸮》两篇主题相似。《神乌
赋》中所反映的《诗经》学，无论经文还是经说，都与鲁、齐、韩、毛四家有同有异，应
是别成一家之学，说明汉代《诗经》学的丰富性，并不限于四家而已。 

尹湾汉墓所出《集簿》、《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吏员考绩簿》等，都是与上计有关
的资料，对于了解汉代上计制度很有帮助。高恒先生《汉代上计制度论考——兼谈尹湾汉
墓木牍〈集簿〉》（东南文化）1999年第1期）一文，认为墓主师饶可能担任过东海郡的
上计吏。《集簿》所载上计内容性质有五类：（一）地区面积和行政机构；（二）农业经



济；（三）财政；（四）民政（包括户口、流民、赈济贫困、矜老幼、尊高年等项）；
（五）置三老孝弟力田以导民。最后指出，这篇上计文书写法上简洁、明确的特点，表明
西汉中后期，地方政府在上计方面，已经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经验。 

尹湾汉墓出土的《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是迄今所见有关汉代武库器物最完备的统
计报告，对深入了解汉代武器装备情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李均明先生《尹
湾汉墓出土“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初探》（《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
1999年）一文，指出尹湾汉墓6号牍所载武库有两个特点：（一）库存量大；（二）武库
官员配置与器材统计皆未见于其他木牍，说明武库不属于东海郡直接管辖，有可能是汉朝
设于东南地区的大武库。同时他对武库器物种类作了考证，分弓弩类、铠甲类、剑戟类、
旌幡钲鼓类、战车类及其他类（包括各式守御器、军需品和杂器），共六类，详细征引文
献记载和考古实物，考证细致，精确。 

朱绍侯先生《〈尹湾汉墓简牍〉是东海郡非常时期的档案材料》（《史学月刊》1999年第
3期）一文，从东海郡都尉官秩高于太守、小县也设两尉、官职提升与镇压山阳铁官徒起义
有关、大量获流及武库存有过量兵器等反常情况，认为《尹湾汉墓简牍》所反映的是东海
郡反常时期的档案资料，具有特殊性，不能以此为标准来判断其他文献资料的是非。但卜
宪群先生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在《也谈〈尹湾汉墓简牍〉的性质》（《史学月刊》2000年
第5期）一文中，对《集簿》的性质、太守和都尉的秩次、县尉的设置、长吏的升迁、武库
庞大的原因等问题作了剖析，认为《尹湾汉墓简牍》对于西汉历史研究更多的还是资料的
补充与佐证，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但也确实反映了某种非常时期的特殊性，是西汉晚期
历史变化的缩影，而非东海郡个案。 

李解民先生《尹湾汉墓6号木牍所书其它文字初探》（《简帛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
社，1997年）一文，探讨了《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木牍正反两面所书文字，最后得
出几点结论：（一）6号牍第一部分其它文字是关于诸侯爵位继承人的；（二）6号牍第二
部分其它文字是关于寡妇家庭户主继承人的；（三）两部分文字在内容上有共同性，都是
有关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下家庭继承人的，前者针对诸侯，后者针对平民；
（四）两部分文字与牍文主体的《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在内容上没有关系，应是
墓主后来随手记上的；（五）它对于研究汉代社会的遗产继承婚姻制度、家庭结构等，具
有直接的意义和特殊的价值。他的另一篇文章《〈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研究》（《尹湾
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分“文字补释及释文写定”和“关于若干官制问题
的探讨”两编，对尹湾汉简《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作了详细考订和研究。特别是下编，就
名籍中所反映的县邑侯国都官长吏的籍贯、官吏任用的类型分析（有以功迁、以科举迁、
以捕斩盗贼不道除、以轻诏除、以军吏、国人补及其他）、官吏俸秩及各类任官方式的俸
秩变化等，全面探讨了东海郡下属长吏的官职、籍贯、来源、调任等基本情况。 

尹湾汉墓简牍载有大量地名，对于订正《汉书·地理志》的记载错误，帮助极大。赵平安
《尹湾汉简地名的整理与研究》（《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一文，
对整理者所作的可商榷的隶释，结合汉印封泥玺文，重新作了释文。通过对地名的整理，
印证了严耕望先生关于县长吏“不但非本县人，且非本郡，但以临近郡国为多”的结论，是
对尹湾汉简地名进行的一次系统的整理与研究。 

尹湾汉墓简牍用章草和隶书两种字体写成，特别是《神乌傅》草书墨迹，风格独特，运笔
细健圆转，字形奇丽多姿，结体舒展自然，布局爽朗悦目，对于研究中国书法史和文字史
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武可荣《尹湾汉简〈神乌傅〉草书墨迹的艺术特色》一文，
认为由于事务繁忙，官员或书吏既要奏事，又要抄写大量官府文书，只有变革隶书使其草
化，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因此草写书体也就逐渐成了日常工作的实用书体。尹湾汉简出现
的草书，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产物。此外，1997年，文物出
版社以尹湾汉墓简牍书体为主要内容，出版了由连云港市博物馆选编的《连云港市古代书
法艺术集萃》，并与扬州博物馆、日本每日新闻社、每日书道会联合推出《江苏连云港、
扬州新出土简牍选》等书籍，为书法爱好者提供了临摩的实物真迹，也扩大了尹湾汉简的
影响。 

于琨奇《尹湾汉墓简牍与西汉官制探析》（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一文，分两部分



探讨了西汉官制：（一）对《尹湾汉墓简牍》一书作了文字考释和订补；（二）根据尹湾
汉墓简牍中有关东海郡辖长吏名籍为主，对各级官吏的姓名、籍贯、官职等问题，分项列
表进行了统计与分析，也探讨了东海郡行政区划名称、吏员统计表的差异及部分官吏的秩
次、职能统属关系，并以郡太守属下少府机构的设置为例，说明从统一前的秦到西汉，地
方行政机构重心有一个从县到郡的变化过程。 

尹湾汉墓简牍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廖伯源先生所著的《简牍与制度——尹湾汉
墓简牍官文书考证》（台北文津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一书，该书由《汉代仕进制度新
考》、《汉代郡县属吏制度补考》、《汉代地方官吏之籍贯限制补证》、《〈东海郡下辖
长吏名籍〉释证》、《汉书敬丘侯国与瑕丘侯国辨》、《东海郡官文书杂考》等六篇论文
组成，考订严密，见解新颖独特。如认为西汉东海郡属吏升迁的途径除传统的荫任、富
赀、纳赀、诏征、诏举、公卿举府掾属、举茂材、郡举孝廉、博士弟子甲科、军功等10种
外，因功升迁也是主要途径之一，深化了汉代仕进制度的研究。严耕望先生认为汉代地方
官吏之任命有籍贯限制，即长吏不用本籍，属吏必用本籍。廖伯源先生除补证严说外，并
得出侯家丞及文学无籍贯限制，盐铁官有籍贯限制的新观点。 

2001年8月，在长沙举行的“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尹湾汉墓简牍也成为会议的议题之一，与会学者有几篇涉及尹湾汉简的论文。如卜宪群先
生的《西汉东海郡长吏升迁考述》一文，通过对尹湾汉简《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中对县
令长相和丞尉迁除途径及原因的具体分析，认为汉代地方官僚制度有着一整套完整的升迁
管理方式，即所有地方吏员都要遵循按照一定科目升迁的原则。察举制并不能涵盖吏员升
迁的全部，还有其他途径，特别是因功升迁在汉代官僚升迁中占有重要地位。廖伯源先生
的《尹湾汉墓简牍〈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释证》一文，逐条详细考释
证明了尹湾汉简《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和《未到官者名籍》59条牍文，认为简中所记
东海郡县佐官输钱都内，说明西汉地方行政之中心在县不在郡。邑除与县一般，得上计于
郡外，尚须另向其邑主上计，这是两者的差异。而牍文谓侯国佐官输钱都内，可以推知西
汉末侯国所领之户口，有列侯所食户口之外者。此外，该文对齐服官、送罚戍、送徙、送
卫士、送保官、官吏有劾等问题也有详细考证。韩国学者李成珪先生的《前汉帝国中央武
库收藏目录之发现——关于尹湾简牍〈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之探讨》一文，通过层
层论证，推导出《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之“武库”为在长安的执金吾之属官无库令所
管辖的汉帝国中央吾库的结论，这种“兵器之国家化”现象，是皇权强化的标志，也是强化
皇帝独占武力的一种手段。而周锦屏、刘洪石的《尹湾汉墓简牍材质与形制的研究》一
文，以出土实物，重点介绍了尹湾简牍的材质、加工方法以及简牍的形制，并对汉代有关
简、札、册、编的形制文献，也作了考证，为竹木质文献的抢救与保护提供实践经验。 

尹湾汉墓简牍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学术价值极高，它的出土对西汉历史的研究起了巨大的
推进作用。卜宪群先生在《尹湾简牍与汉史研究》（《光明日报》1999年4月2日）一文
中，总结了尹湾简牍在汉史研究领域的六点价值：（一）揭开上计文书之谜；（二）为研
究汉代地方吏员设置和汉代地方长吏升迁制度提供了活的范例；（三）为探讨汉代武库制
度提供了突破口；（四）补正《汉书·地理志》之误；（五）填补了汉赋乃至古典文学史上
的一个空白；（六）为术数研究增添了新资料。此外，简牍对书法史、档案史、社会史、
人口史等多学科也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尹湾简牍的整理、出版与研究，也创造了简帛研
究史上一个成功的范例，为其他出土文物的整理、出版与研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尹湾汉墓简牍在汉史研究领域所掀起的热潮，至今仍没有消退，反而呈现方兴未艾的态
势。但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注意两点：（一）如何对待出土文物资料问题。地下发现的考古
材料是否就是真实可靠的历史记载，已经有学者指出，尹湾汉简存在着统计错误，不能作
为研究历史的真实资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也存在这一情况。因此，即
使对出土材料，我们也必须持一种审慎的批判态度。（二）20世纪全国各地发现了大量的
简牍和帛书资料，如何将它们做比较研究是今后努力的方向。如把尹湾汉简与居延、敦
煌、长沙走马楼等地出土的简牍材料对比，寻出两汉至三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也
是饶有趣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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