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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

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本案申請規劃辦理 12 場會議，實際執行 12 場會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

證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 □尚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書：□已出版 □尚未出版之書稿 ■撰寫中 □無 

其他：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 

說明： 

明年「新四分溪簡牘讀書會」預定改讀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數量預計讀60-70

枚。從里耶秦簡到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時間上從秦跨越至東漢，地理區域同處湖南，

正好可以對同一區域進行長時段的觀察。精讀東漢出土文獻是一次新的嘗試，長沙五一

廣場東漢簡雖是斷簡殘編，但總數多達6862枚，足以比較全面地復原東漢早中期長沙地

區的郡縣行政面貌，其研讀內容必將成為成員新一波研究的養分。同時，前次計畫因疫

情緣故，未能達成前往中南部進行讀書會的目標，實屬遺憾，雖如此，仍有不少學生開

始加入讀書會一同研讀簡牘及自選報告，相信若能成功至中南部舉辦讀書會，能吸引更

多學生一同參與。因此本次申請仍將此目標列入計畫，努力為臺灣的簡牘研究者提供一

個定期交流的平台。不僅如此，也為海外來訪的簡牘研究者創造交流機會，同時藉此接

引新一代有志於此的臺灣青年學子，讓中國上古史研究在台灣能不絕如縷地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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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成果彙整表 

計畫召集人：游逸飛 計畫編號：MOST 110-2420-H-002-003-MY3-GB11108 

計畫名稱：里耶秦簡研讀班(新四分溪簡牘讀書會)(二)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項說明，
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訖頁數、證號...等） 

國 

內 

學術性論
文 

期刊論文 6 
篇 

1.劉欣寧，〈秦漢時代的契約〉，《新史學》

(32：4)，2021。 

2.游逸飛，〈媵制已死，娣媵仍存——以東漢
扶風大族與江蘇大雲山西漢江都王陵陪葬墓

為例〉，《清華學報》(52：4)，2022。 

3.高震寰，〈居延漢簡簡冊復原成果整理
(上)〉，《古今論衡》第 38 期，2022。 

4.高震寰，〈對里耶秦簡《遷陵吏志》的另一

種假設〉，《法律史譯評》第九卷，2021。 

5.石昇烜，〈再論漢代出入關符的製作、左右
與使用──從居延漢簡 65.9、65.10 合符談

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93：1)，2022。 

6.黃怡君，〈漢代功次升遷制度考〉，《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3：2)，2022。 

研討會論文   

專書  本 請附專書資訊。 

專書論文  章 請附專書論文資訊。 

其他  篇  

國 

外 

學術性論
文 

期刊論文  
篇 

請附期刊資訊。 

研討會論文   

專書  本 請附專書資訊。 

專書論文  章 請附專書論文資訊。 

其他  篇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本國籍 

教授 0 

人次 

 

副教授 1  

助理教授 4  

博士後研究員 2  

兼任助理 1  

其他 5 研究生 

非本國籍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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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   

助理教授   

博士後研究員   

兼任助理   

其他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
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
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
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
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
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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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四分溪簡牘讀書會」成員近年研究成果斐然，且多半與里耶秦簡有

關。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方面，劉欣寧執行「秦漢時代的鄉與里」、游逸飛執行

「郡縣、族群與宗教——從里耶秦簡探索秦始皇的天下秩序」、高震寰執行「秦

漢吏卒階層發展研究」；在期刊論文方面，劉欣寧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集刊》發表〈秦漢律令中的婚姻與奸〉、〈漢代政務溝通中的文書與口頭傳達

——以居延甲渠候官為例〉，游逸飛在《漢學研究》發表〈從張家山漢簡論漢初

之郡的中央外派性質〉、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發表〈三府分立

──從新出秦簡論秦代郡制〉，高震寰在《早期中國史研究》發表〈試論秦律中

的「君子」及其在爵制發展史上的意義〉、在《法制史研究》發表〈試論秦簡中

的「作務」〉，林益德在《法制史研究》發表〈秦代律令中的黃金與銅錢問題

──以岳麓秦簡、里耶秦簡為中心〉，石昇烜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發表〈再探簡牘編聯、書寫姿勢與習慣──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的

簡側墨線為線索〉。 

為了維持自己的研讀步調，「新四分溪簡牘讀書會」目前只在 2017年接受中央

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法律史研究室」補助、2021年接受科技部人社中心

「經典研讀班」計畫補助。希望獲得臺灣學術界的正式奧援，為臺灣貢獻更多

的學術力量。 

 

 

 

 

關鍵字：四分溪、里耶秦簡、秦漢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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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讀班成立背景 

一、成立背景 

「里耶秦簡研讀班」的規劃有其長久淵源，一切要追溯至 2005-2017年邢

義田老師主持的「四分溪簡牘讀書會」。 

新材料引領新學問。由於郭店楚簡、里耶秦簡、睡虎地秦簡、張家山漢

簡、尹灣漢簡、居延新簡、敦煌漢簡、走馬樓吳簡出土，簡牘已成為研究中國

古代史不可不接觸的新材料。但對甫入歷史學殿堂的青年學子來說，簡牘研究

不僅不易入門，且常使人望而生畏。為了滿足學生對出土簡牘的學習渴望，邢

義田老師在臺大歷史系多次開課，並於 2005 年創設「四分溪簡牘讀書會」，以

穩定的形式帶領研究生研讀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二年律令》與《奏讞

書》（漢初法律條文與司法案例，當時可謂最重要的新出簡牘），每月一次於周

末在四分溪旁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行，首先研讀了〈賊律〉、〈盜

律〉、〈具律〉、〈告律〉、〈捕律〉、〈亡律〉、〈收律〉、〈雜律〉、〈錢律〉、〈置吏

律〉、〈均輸律〉、〈傳食律〉、〈田律〉、〈關市律〉、〈行書律〉、〈復律〉、〈賜律〉、

〈戶律〉、〈效律〉、〈傅律〉、〈置後律〉、〈爵律〉、〈興律〉、〈徭律〉、〈金布律〉、

〈秩律〉、〈史律〉、〈津關令〉等 29篇律令以及 22則《奏讞書》案例，於邢老

師退休前夕讀畢。「四分溪簡牘讀書會」用了 13年的時間，研讀 668枚簡牘，

平均每年僅研讀 50餘枚漢簡，「比慢精神」當之無愧。「四分溪簡牘讀書會」並

未申請任何研究計劃，迴避了要求立竿見影的計劃時限，藉此按照自己的步

調，深入細緻地研讀每一枚簡。但邢老師除了不定時在「四分溪簡牘讀書會」

上發表最新的研究成果，還廣邀來臺訪問的海外簡牘學者到讀書會上演講，如

胡平生、侯旭東、籾山明、藤田勝久、安部聡一郎、陳侃理、紀安諾（Enno 

Giele）、郭永秉等學人，大大開闊了與會成員的眼界。讀書會成員也陸續完成

集體成果，如〈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置吏律》譯注〉、〈張家山漢簡《二年

律令．均輸律》譯注〉、〈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錢律》譯注〉、〈張家山漢簡

《二年律令．傳食律》譯注〉，分別刊布於《史原》復刊二至四期；成員亦有不

少個人研究成果問世，如李昭毅〈試釋《二年律令．秩律》所見衛尉五百將、

衛尉士吏和衛官校長〉，劉欣寧〈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簡 121-107-108-109

釋讀──兼論漢律中的量刑原則〉、〈秦漢律令中的同居連坐〉，游逸飛〈漢代法

制研究新取徑──以《二年律令》與《名公書判清明集》的禁賭為例〉、〈太

史、內史、郡──張家山《二年律令．史律》所見漢初政區關係〉、〈張家山漢

簡《二年律令．秩律》所見郡吏補考〉、〈試論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的幾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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訛誤〉、〈如何「閱讀」秦漢隨葬法律？──以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為例〉

等論文發表。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下，邢義田老師憑藉讀書會的平台培養出劉欣

寧、游逸飛、高震寰、石昇烜等青年簡牘學者，李昭毅、林益德、黃怡君亦從

中受惠不少。於今回顧，將「四分溪簡牘讀書會」視為近年臺灣的中國上古史

研究最重要的教研平台，或不為過。 

2016年底，邢老師表示他將在 2017年退休，之後不再組織和參與讀書會

事務，希望年輕一輩有人接手，幾位成員決定接下此任務，成立「新四分溪簡

牘讀書會」，為臺灣的簡牘研究者提供一個定期交流的平台，也為海外來訪的簡

牘研究者創造交流機會，更希望藉此接引新一代有志於此的臺灣青年學子，讓

中國上古史研究在台灣能不絕如縷地延續下去。由於讀書會的靈魂與核心──

邢老師不再參與，原來以邢老師負責講評、指導、引領研讀材料的方式無法繼

續，新的讀書會勢必需要新的運作模式。眾人商議之下，決定每年推選一位主

持人負責組織聯絡等庶務，維持每個月一次、周末舉行的慣例，共同研讀內容

選定為里耶秦簡，成員輪流帶讀，完成釋文、字詞釋義及翻譯，並視需要進行

延伸討論，未來也不排除共同研讀其他出土材料。 

二、選讀目的 

「新四分溪簡牘讀書會」以新出版的里耶秦簡為研讀對象，主要考慮有

三： 

第一，西元 2002年，約 37,000枚里耶秦簡出土於湖南省龍山縣里耶鎮里

耶古城遺址的古井，引起海內外學界震撼。根據凡國棟與魯家亮的整理，1自

2003年至 2014年，海內外學界對里耶秦簡的研究至少多達 275種；2012年

《里耶秦簡（壹）》出版後，學界每年至少有 30篇以上的論文發表。因此迄今

為止的里耶秦簡研究無疑超過 300種，甚至可能達到四五百種之數。在當時，

里耶秦簡是唯一的秦代文書簡。在現在，即使 2013年湖南省益陽兔子山遺址發

掘出另一批秦代文書簡，里耶秦簡仍是目前數量最多的秦代文書簡。簡牘是戰

國秦漢人的書寫載體，里耶秦簡的性質主要為秦代洞庭郡遷陵縣政府的檔案文

書，透露出諸多秦代地方政府的運作實態，洞庭郡與遷陵縣的面貌自然是里耶

秦簡的研究重點；而對洞庭郡與遷陵縣地方行政與基層社會的理解，又是充分

理解里耶秦簡內容的背景。洞庭郡之名不見於傳世文獻，自從里耶秦簡刊布

後，湮沒兩千年之久的秦代洞庭郡重現於世人眼前。游逸飛〈里耶秦簡所見的

洞庭郡〉認為洞庭郡的資料數量已經超越南郡，成為秦代諸郡之中最適合進行

                                                
1 凡國棟，〈里耶秦簡研究回顧與前瞻〉，收於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第四輯）》（上海：上

海古籍，2009），頁37-57。魯家亮，〈2010-2015年秦漢魏晉簡牘研究概述〉，分別收於武漢大學簡帛

研究中心編，《簡帛（第六至十三輯）》（上海：上海古籍，2011-2016），頁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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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的處女地。2經過周振鶴、陳偉、徐少華等歷史地理學者的縝密研究，3

目前學界大抵皆同意秦代洞庭郡疆域與西漢武陵郡多有重合。于洪濤、鄭威、

莊小霞、周波、游逸飛與陳弘音、晏昌貴在此基礎上嘗試復原秦代洞庭郡屬縣

的數目與種類。4游逸飛則在此研究基礎之上，進一步繪製了學界第一幅秦代洞

庭郡疆域圖。研讀班除了進一步考證地望，還希望持續到當地進行田野考察，

根據山川形勢、考古遺址等資料，校正此地圖，進一步完善秦代洞庭郡的地理

面貌，據此深入探討遷陵縣與洞庭郡的關係。瞭解遷陵縣在洞庭郡內的具體定

位後，研究視野便可從宏觀漸趨微觀，進一步觀察遷陵縣的具體面貌。游逸飛

〈里耶秦簡所見的洞庭郡〉透過洞庭郡這一個案的區域社會史研究，探索秦代

政府如何透過郡制統治南方邊疆，進而窺探秦代政府與東方六國遺民社會之間

的關係。整體而言，洞庭郡遷陵縣是「強政府，弱社會」的代表，郡縣制是秦

朝政府監控區域社會的有力工具。在地方政府的強勢統治下，當地基層社會被

分化成外地人與本地人兩個族群，前者佔有軍事、政治甚至文化等特權，後者

連居住在城內的資格都沒有。遷陵是個深山小縣，在整個秦帝國版圖內並不起

眼。但秦朝政府卻在此置縣，派遣軍隊、官吏、黔首入駐湘西山地。秦朝政府

之所以不採取羈縻政策，而對僻遠南荒實行如此嚴密的統治，除了從政治、軍

事、社會等層面加以解釋，尚須考慮宗教層面——秦始皇帝是神，普天之下，

莫非秦土，秦始皇的神權必須普施於天下每一處角落，就連深山小縣遷陵亦不

例外。秦始皇企圖建構的天下秩序，導致秦朝國家機器的過度運轉，秦之速亡

                                                
2 游逸飛，〈里耶秦簡所見的洞庭郡〉，《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1期（2015，香港），頁29-67。 

3 參陳偉，〈秦蒼梧、洞庭二郡芻論〉，《歷史研究》2003年第5期，頁168-172，後載《燕說集》，頁353-

361；周振鶴，〈秦代洞庭、蒼梧兩郡懸想〉，《復旦學報》2005年第5期，頁63-67；徐少華、李海勇，

〈從出土文獻析楚秦洞庭、黔中、蒼梧諸郡縣的建置與地望〉，《考古》2005年第11期，頁63-70；趙炳

清，〈略論「洞庭」與楚洞庭郡〉，《歷史地理》第21輯（2006年），頁33-40；鍾煒、晏昌貴，〈楚秦

洞庭蒼梧及源流演變〉，《江漢考古》2008年第2期，頁92-100。 

4 參于洪濤，〈里耶簡「御史問直絡裙程書」傳遞復原－－兼論秦漢〈行書律〉的實際應用〉，載《出土文

獻與法律史研究（第二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43-60；鄭威，〈里耶秦簡牘所見

秦即墨、洞庭二郡新識〉，宣讀於復旦大學歷史系、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辦，「簡牘

文獻與古代史－－第二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莊小霞，〈《里耶秦簡（壹）》所見秦代洞庭郡、

南郡屬縣考〉，載《簡帛研究二○一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51-63；周波，〈讀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札記〉，《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7年第2期，頁53-56；游逸飛、陳弘音，〈里

耶秦簡博物館藏第九層簡牘釋文校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2013.12.22），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968；晏昌貴，〈里耶秦簡牘所見郡縣名錄〉，《歷史

地理》第30輯（2014，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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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不難理解。里耶秦簡所見紀年為秦王政二十五年（西元前 222年）至秦二世

二年（西元前 208年），完整涵括了秦始皇統一天下的時期。因此里耶秦簡的出

土，使我們第一次有機會較完整地研究秦代地方政府與社會的面貌。事實上在

同一個地方出土了時間跨度不到二十年的 37,000枚簡牘，即使是學界熟知的居

延、敦煌等西北漢簡亦難望其項背，里耶秦簡是近二十萬枚戰國秦漢魏晉簡牘

中極難得、罕見的例子，其地方行政與基層社會的研究成果，對整個戰國秦漢

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參照意義。進而考慮秦朝、秦始皇在中國史上的影響力、在

世界史上的地位，則里耶秦簡研究對其他時代、地域的研究者亦不無參考價

值。 

第二，「四分溪簡牘讀書會」研讀的張家山漢簡是隨葬品，里耶秦簡則是在

生活遺址裡出土的實用文書，性質與張家山漢簡迥異，是「新四分溪簡牘讀書

會」成員完善知識面所應面對的挑戰。由於里耶秦簡是被棄置於古井的文書

簡，整理者遂按照古井地層層位依序公布之。換言之，里耶秦簡的公布內容與

次序並未受到整理者的主觀分類影響，而是反映了原始的、丟棄的、散亂不堪

的出土情況。這雖然大幅增加了研究者整理史料的難度，卻也導致目前學者根

據約六七千枚簡牘進行研究，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代表性，足以初步復原秦代

洞庭郡遷陵縣的面貌，值得投入。 

第三，里耶秦簡釋文再校釋仍有空間。里耶古城的發掘簡報最初在《文

物》2003年第 1期刊登，里耶秦簡首次面世。5《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 1

期刊布的簡牘相同，但照片更加清楚。6此後整理者張春龍陸續發表論文，公布

零星的釋文。2007年里耶古城的正式發掘報告出版，但所收簡牘均為之前曾發

表者，總共約百枚簡牘。7海內外名家如邢義田等學者雖已根據這些材料，發表

不少研究論文，但因所見材料不及整批里耶秦簡的百分之一，其成果不免有窺

豹之憾。完整的里耶秦簡預計分五冊出版，2012年出版了第一冊，公布古井地

層第五、六、八層中的簡牘 2552枚。82019年出版第二冊，公布古井地層第九

層中的簡牘 3423枚。9近年整理者又在書刊上陸續發表其他數百枚里耶秦簡。10

                                                
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龍山縣文物管理所，〈湖南龍山里耶戰國－－

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1期，頁4-35 

6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張春龍、龍京沙整理），〈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

釋〉，《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1期，頁8-25。 

7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里耶發掘報告》（長沙：岳麓書社，2007）。 

8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里耶秦簡（壹）》（北京：文物，2012）。 

9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里耶秦簡（貳）》（北京：文物，2019）。 

10 張春龍，〈里耶秦簡中遷陵縣學官和相關記錄〉，收於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出土文

獻（第一輯）》（上海：中西書局，2010），頁232-234；張春龍，〈里耶秦簡中遷陵縣之刑徒〉，收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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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目前已有六七千枚里耶秦簡可以研究，公布數量將近半數，不啻是研究者

的福音。秦文字的辨識難度雖不若先秦文字之高，但因里耶秦簡數量過大，目

前整理者提供的釋文尚有不少可議之處，重新釋讀里耶秦簡的內容，顯然也是

必須進行的工作。里耶秦簡是秦人丟棄於遺址的簡牘，雖有不少保存完好者，

但整體來說殘斷者仍居多數，因此殘簡綴合與簡冊編聯的復原工作非常重要。

學界成果目前集中於殘簡的綴合，就本研讀班正在研讀的《里耶秦簡（壹）》來

說，整理者將 49枚殘簡綴合成 22枚，11陳偉、何有祖、魯家亮、凡國棟合作撰

寫的《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進一步將 293枚簡牘綴合成 131枚。12此後

何有祖、謝坤、雷海龍、趙粲然、姚磊、張馳、楊小亮等學者紛紛投入綴合工

作，迄今為止已將 309枚殘簡綴合成 138枚，其成果多見於簡帛網，本計畫為

省篇幅，不贅引。其中何有祖一人便完成了將 224枚枚殘簡綴合成 101枚的壯

舉，加上他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裡的綴合成果，里耶秦簡綴合第一

人的稱號當之無愧。綜上所述，《里耶秦簡（壹）》公布的 2552枚簡牘，已有

651枚得到綴合，超過總數四分之一。研究里耶秦簡若忽略學者的綴合成果，

便極可能漏引較完整的簡牘，進而可能在內容的理解上出現重大疏失。何況里

耶秦簡肯定仍有許多未綴合的斷簡尚待綴合，值得投入。除了將斷簡綴合完

整，將殘編復原成完整的簡冊，自屬必要。參考永田英正的居延漢簡集成，將

未能復原成完整簡冊、但內容相同的里耶秦簡集成起來的工作也需要進行。 

故本研讀班以里耶秦簡的整理為研讀的出發點，精細研讀里耶秦簡，希望做出

進一步的校釋工作。 

 

 

 

                                                

李宗焜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三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2），頁453-464；

張春龍，〈里耶秦簡中遷陵縣吏員的用餐紀錄〉，收於張德芳、孫家洲編，《居延敦煌漢簡出土遺址實

地考察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2012），頁145-152；張春龍，〈里耶秦簡第九層選讀〉，宣讀於武

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主辦，「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2012．秦簡牘研究」

（2012.11.17-19，武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簡中和酒有關的記錄〉，收於吳榮曾、汪

桂海編，《簡牘與古代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學，2013），頁14-2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龍山

里耶秦簡之「徒簿」〉，收於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二輯）》（北京：中華書

局，2013），頁101-131；宋少華、張春龍、鄭曙斌、黃樸華編，《湖南出土簡牘選編》（長沙：岳麓書

社，2013）。 

1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里耶秦簡（壹）》。 

12 陳偉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武漢大學，2012）。書評可參考游逸飛，〈評陳偉主

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新史學》第24卷第2期（2013，臺北），頁177-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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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方式與進度規劃 

「里耶秦簡研讀班」每年推選一位主持人負責組織聯絡等庶務，維持每個

月一次、周六上午舉行的慣例，每次的研讀內容分成「共讀」與「自選」兩部

分：「共讀」部分循序漸進地研讀里耶秦簡（目前已出版五千枚）作為材料，進

行方式為成員輪流帶讀，完成釋文、字詞釋義、翻譯及研究討論；「自選」部分

由成員輪流自由選擇相關史料或重要研究進行導讀，不限簡牘或其他傳世、出

土文獻，也不限於自己或他人的研究成果。「新四分溪簡牘讀書會」希望透過新

的規劃，建立共同的研讀目標，又兼顧個人研究興趣。 

 

日期 研讀題目 

1/15 里耶秦簡(貳)及相關的研究書目 

2/19 里耶秦簡(貳)單簡及自選報告 

3/19 從里耶秦簡到五一廣場東漢簡 

4/16 兩漢簡牘 

5/14 從里耶秦簡到五一廣場東漢簡 

6/11 試論早期中國閱讀模式的形成 

7/16 從里耶秦簡到五一廣場東漢簡 8-319~323 

8/20 從里耶秦簡到五一廣場東漢簡 8-324~328 

9/17 從里耶秦簡到五一廣場東漢簡 8-329~333 
10/15 湖南地區簡牘(一) 

11/19 湖南地區簡牘(二) 

12/17 湖南地區簡牘(三) 

 

 

 

 

 

 

 

 

 

 

國
科
會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11 

 

貳、研讀成果 

第一場研讀活動 

時間：110年 1 月 15日(星期六)0900~12：00 

地點：臺灣大學歷史系研討室 

研讀書籍名稱：《里耶秦簡》 

研讀主題： 《里耶秦簡》(貳)及相關的研究書目 

主講人：劉欣寧 

 

內容摘要： 

本次活動研讀本年度所需書目，另外將五一廣場東漢簡也納入研讀範圍，

以具體個案討論湖南郡、縣處理案件的行政流程。 

第二場研讀活動 

時間：110年 2 月 19日(星期六)0900~12：30 

地點：臺灣大學歷史系研討室 

研讀書籍名稱：《里耶秦簡》、《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 

研讀主題：《里耶秦簡》(貳)單簡及自選報告 

主講人：游逸飛、林益德 

 

內容摘要： 

本次研讀活動主要討論郡縣中兩漢戶籍問題，延伸討論「定西」含意，討

論漢代人遷移入籍卻未見其人的個案。 

第三場研讀活動 

時間：110年 3 月 19日(星期六)0900~13：30 

地點：臺灣大學歷史系研討室 

研讀書籍名稱：《里耶秦簡》、《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 

研讀主題：從里耶秦簡到五一廣場東漢簡 

主講人：石昇烜 

 

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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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讀活動討論一起凶殺案，同時確認其案發地點。其後討論簡牘中書

寫案件的格式，與案件有關的家人鄰里似有一同寫進案件紀錄的情況。 

第四場研讀活動 

時間：110年 4 月 16日(星期六)0900~13：30 

地點：台灣大學歷史系研討室 

研讀書籍名稱：《里耶秦簡》 

研讀主題：兩漢簡牘 

主講人：黃怡君 

 

內容摘要： 

本次研讀活動首先討論了簡牘中「不直」之意涵，原先不直被認為是用來

批評道德面的詞彙，但是在一些案例中顯示「不直」有可能是一種罪，看來從

睡虎地秦簡到五一廣場東漢簡中，「不直」一詞的意涵逐漸擴大、或者衍生他

意。 

 

第五場研讀活動 

時間：110年 5 月 14日(星期六)0900~13：30 

地點：台灣大學歷史系研討室 

研讀書籍名稱：《里耶秦簡》、《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 

研讀主題：從里耶秦簡到五一廣場東漢簡 

主講人：黃怡君 

 

內容摘要： 

本次研讀活動探討「行丞事」者的社會地位，根據職稱書寫位置認為五一

廣場東漢簡的行丞事者可能沒有本職，而是單純行丞事，其真正的身分地位還

是跟隨原本的身分。西漢的丞一般都是真的不在其位，才讓行丞事者去處理事

務。而東漢的丞就算在其位，也是讓行丞事代事其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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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場研讀活動 

時間：110年 6 月 11日(星期六)0900~13：30 

地點：台灣大學歷史系研討室 

研讀書籍名稱：《里耶秦簡》 

研讀主題：試論早期中國閱讀模式的形成 

主講人：石昇烜 

 

內容摘要： 

本次研讀活動討論漢學家武致知對於早期中國閱讀模式的理解。其討論標

點、段落這些格式會使文本越來越視覺化，這是一種趨勢，但不是必然的趨

勢。在書手反覆抄寫的過程中，就會知道如何更好地讓讀者理解，特別是早期

能夠閱讀文本者幾乎都是同一群人。文本中可能還遺留一些當代口說情境，只

是現代的閱讀者難以察覺。 

第七場研讀活動 

時間：110年 7 月 16日(星期六)0900~13：30 

地點：台灣大學歷史系研討室 

研讀書籍名稱：《里耶秦簡》、《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 

研讀主題：從里耶秦簡到五一廣場東漢簡 8-319~323 

主講人：高震寰 

 

內容摘要： 

本次研讀以「不敬」與「不承用詔書」在文書上的關係，討論兩詞是否屬

於兩個罪名，「不敬」是否不同於「大不敬」，可以不涉及皇帝，結合傳世文獻

中的案例，「不奉詔」、「失禮」以及「不敬」時常有關聯。 

 

第八場研讀活動 

時間：110年 8 月 20日(星期六)0900~13：30 

地點：台灣大學歷史系研討室 

研讀書籍名稱：《里耶秦簡》、《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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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讀主題：從里耶秦簡到五一廣場東漢簡 8-324~328 

主講人：林益德 

 

內容摘要： 

本次研讀討論以「府告」為開頭的簡，討論偵辦案件的過程中，向府的長

官請求延期，或者長官自行給予延長期限的機會。在案例中顯示，亭長常自掏

腰包雇用「少」與「卒」協助。 

第九場研讀活動 

時間：110年 9 月 17日(星期六)0900~13：30 

地點：阿布都中東料理 

研讀書籍名稱：《里耶秦簡》、《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 

研讀主題：從里耶秦簡到五一廣場東漢簡 8-329~333 

主講人：高震寰 

 

內容摘要： 

本次研讀活動討論了漢代對於胡人的稱呼，從案例中的人名探討案件中的

人物關係，漢代的奴婢主人若無其他繼承者，奴婢是可以繼承財產的，此處的

胡人或屬此案。 

 

第十場研讀活動 

時間：110年 10 月 15日(星期六)0900~13：30 

地點：台灣大學歷史系研討室 

研讀書籍名稱：《里耶秦簡》、《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 

研讀主題：湖南地區簡牘(一) 

主講人：黃怡君、石昇烜 

 

內容摘要： 

本次研讀活動討論「君教諾」與「君追殺人」簡。其中關於文書格式中

「議請」是否屬於一種連續的程序，目前尚無法肯定。另外還有簡牘中的「同

產」目前只有看到同父案例，但不一定同母，這可能也包含了時代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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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場研讀活動 

時間：110年 11 月 19日(星期六)0900~13：30 

地點：台灣大學歷史系研討室 

研讀書籍名稱：《里耶秦簡》、《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 

研讀主題：湖南地區簡牘(二) 

主講人：林益德 

 

內容摘要： 

本次研讀討論與刑徒有關的單位「濟陰成武」，刑徒常與兩個以上的單位產

生關聯，本次討論認為濟陰成武可能是具體判決刑徒的單位，與臨湘縣似無關

係。 

第十二場研讀活動 

時間：110年 12 月 17日(星期六)0900~13：30 

地點：台灣大學歷史系研討室 

研讀書籍名稱：《里耶秦簡》、《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 

研讀主題：湖南地區簡牘(二) 

主講人：劉欣寧 

 

內容摘要： 

本次研讀討論較多殘缺簡，整理出文書中常用套語以及一些較零碎的案件。 

 

參、計畫執行心得與收穫 

 此次計畫經費用於協助「新四分溪簡牘讀書會」的執行，2022年新四分溪

簡牘讀書會順利完成 12次的研讀會議。 

 12次的會議中，調整了先前發現的簡牘分量問題，經調整後大幅改善，討

論時間較為充分，也吸引到更多北部、中部的學生前來旁聽，不過並未計入讀

書會的簽到單之中。 

 今年關於計畫執行規定較為合理，不再苛求題目的完全一致。不過要求以

信件、訊息呈現助理工作內容的規定顯然不可行，所幸核銷單位及時停止，使

讀書會的報銷工作更加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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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幸今年的讀書會仍完美落幕，明年「新四分溪簡牘讀書會」預定改讀長

沙五一廣場東漢簡，數量預計讀 60-70枚。從里耶秦簡到長沙五一廣場東漢

簡，時間上從秦跨越至東漢，地理區域同處湖南，結合過往的成果，可以更好

地對同一區域進行長時段的觀察。 

今年計畫因疫情緣故，較不適合進行長途移動，仍未能達成前往中南部進

行讀書會的目標，實屬遺憾。雖如此，仍有不少學生開始加入讀書會一同研讀

簡牘及自選報告，相信若能成功至中南部舉辦讀書會，能吸引更多學生一同參

與。 

肆、參考書目 

  考古簡報可參考雷永利，〈2010年長沙五一廣場漢代古井(窖)考古發掘情況

簡報〉，收於湖南省博物館編，《湖南省博物館館刊 (第七輯)》，長沙:岳麓書

社，2010，頁 121-123。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

發掘簡報〉，《文物》 2013年第 6期，北京，頁 4-25。已刊布的簡牘可見長沙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中國文化遺產研究

院、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上海:中西書局，

2015。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 與保護中心、中國文化

遺產研究院、湖南大學嶽麓書院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壹)至(陸)》，上

海:中西書局，2018-2020。 研究成果除了期刊論文，已有一本論文集出版:黎

明釗、馬增榮、唐俊峰編，《東漢的法律、行政與社會: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 

探索》，香港:三聯書店，2019。 

  王朔，〈東漢縣廷行政運作的過程和模式——以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為中

心〉，《華中師範大學學報》2018年第 6期。唐俊峰，〈東 漢早中期臨湘縣的行

政決策過程——以五一廣場東漢簡牘為中心〉，收入黎明釗、馬增榮、唐俊峰

編，《東漢的法律、行政與社會: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探索》，香港:三聯書

店，2019。 

  雷永利，〈2010年長沙五一廣場漢代古井(窖)考古發掘情況簡報〉，收於湖南

省博物館編，《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七輯)》， 長沙:岳麓書社，2010，頁 121-

123。 

  游逸飛，〈里耶秦簡所見的洞庭郡〉，《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61期，

2015，香港，頁 29-67。 

  陳松長、周海鋒，〈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中所見的「君教諾」考論〉，《長沙五

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李松儒，〈長沙五一廣場 「君教」類木牘字跡研究〉，

《中國書法》2016年 9期。汪蓉蓉，〈「君教」文書與東漢縣廷治獄制度考論—

—從長沙五一廣場東漢 簡牘說起〉，《古代文明》2020年 04期。 

  李均明，《長沙五一廣場出土東漢木牘「直符」文書解析》，《齊魯學刊》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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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期。楊小亮，〈略論東漢「直符」及其舉劾犯罪 的司法流程〉，《中國古代

法律文獻研究》2016年。馬增榮，〈漢代地方行政中的直符制度〉，《簡帛》

2018年 1期。 

  姚遠，〈東漢內郡縣法官法吏復原研究——以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為核

心〉，《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6年 4期。伊強，《長沙五 一廣場東漢簡牘中的

「例」及相關職官問題初論》，《簡帛》2018年 1期。黎明釗，〈長沙五一廣場

出土東漢簡牘中的辭曹〉，《法律史譯評》2019年。 

   

   

  發掘簡報、研究動態 

黃樸華、何佳、雷永利，〈湖南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發掘簡報〉，《文物》2013

年 06期，北京，頁 4-26。 

程薇，〈五一廣場出土東漢簡牘的整理與研究前景〉，《中國史研究動態》2016

年 02期，北京，頁 54-57。 

黃樸華，〈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概述〉，《中國書法》 2016年 09期，北京，

頁 121-131。 

朱豐順，〈五一廣場東漢簡牘學術研討會〉，《長沙年鑒》2014 年，長沙。 

徐暢、高智敏，〈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整理研究論著目錄（2010年至今）〉，

《簡帛研究》2017年 02期，桂林。 

王緒云，〈“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研究綜述〉，《文教資料》2020年 14期，

南京，頁 22-24。 

衛夢姣，〈長沙出土三種東漢簡牘文書研究綜述〉，《簡帛》2020年 01期，上

海。 

謝文奕，〈長沙古井出土漢代簡牘研究綜述〉，《湖南省博物館館刊》2020年 00

期，長沙。 

J1①:1-23-7 

楊小亮，〈《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釋文補正〉，《出土文獻》2017年 01期，

上海。(學校沒買) 

J1①: 1-23-8 

姚遠，〈東漢內郡縣法官法吏復原研究——以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為核心〉，

《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6年 04期，上海，頁 55-65。 

J1①:1-25-23 

王朔，〈讀《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札記二則〉，《簡帛》 2017年 01

期，上海。(學校沒買) 

J1①:92 

王朔，〈東漢縣廷行政運作的過程和模式——以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為中心〉，

《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 06期，武漢，頁 149-160。 

李凱凱，〈五一廣場東漢簡所見“史白開”類簡考釋——兼談東漢文書簽收的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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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特點〉，《博物院》2020年 06期，北京，頁 12-20。 

徐暢，〈長沙出土簡牘中的“丞掾”〉，《文物》2017年 12期，北京，頁 70-

78。 

J1①:105-7 

張朝陽，〈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所見早期房屋租賃糾紛案例研究〉，《史林》

2019年 06期，上海，頁 35-42。 

J1①:110 

黃樸華、羅小華，〈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中的“象人”〉，《出土文獻》2020

年 04期，上海，頁 1-5。 

汪蓉蓉，〈“君教”文書與東漢縣廷治獄制度考論——從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

說起〉，《古代文明》2020年 04期，長春，頁 62-72。 

J1②:122 

王致遠，〈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法律文書分類整理及研究〉，河北：河北師範

大學碩士論文，2021。 

章瀟逸，〈簡牘所見早期中國長江中游地區的逃亡現象與地域社會〉，廈門：廈

門大學碩士論文，2018。 

J1③:71-26 

王彥輝，〈聚落與交通視閾下的秦漢亭制變遷〉，《歷史研究》2017年 01期，頁

38-53。 

王朝銘，〈五一簡所見的人口流動與基層設置問題研究〉，鄭州：鄭州大學碩士

論文，2021。 

J1③:195 

朱德貴，〈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所見商業問題探討〉，《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2016年 04期，頁 8-25。 

李均明，〈東漢時期的候審擔保——五一廣場東漢簡牘“保任”解〉，《湖南大學

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 05期，長沙，頁 1-4。 

李均明，〈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所見職務犯罪探究〉，《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

會科學版)》2019年 05期，鄭州，頁 82-87。 

J1③: 169  

徐鵬，〈長沙五一廣場 J1③: 169 號木牘“禹度平后落去”考釋〉，《秦漢研

究》2014年 00期，咸陽。 

吳雪飛，〈長沙五一廣場東漢木牘相關法律用語探析〉，《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

究》2016年 00期，北京。(學校沒買) 

王朔，〈東漢縣廷行政運作的過程和模式——以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為中心〉，

《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 06期，武漢，頁 149-160。 

喬志鑫，〈五一廣場東漢簡所見“逐捕有書”——以東漢基層司法為中心〉，《安

陽師范學院學報》2018年 06期，安陽，頁 55-58。 

崔京，〈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所見官吏研究〉，鄭州：鄭州大學碩士論文，2020。 

國
科
會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19 

 

J1③:201-2 

劉國忠，〈五一廣場東漢永初四年詔書簡試論〉，《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7年 05期，長沙，頁 10-13。 

汪蓉蓉，〈“君教”文書與東漢縣廷治獄制度考論——從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

說起〉，《古代文明》2020年 04期，長春，頁 62-72。 

J1③:261-105 

張朝陽，〈東漢臨湘縣交阯來客案例詳考——兼論早期南方貿易網絡〉，《中山大

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 01期，廣州，頁 7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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