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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文汇学人

封面图片!元封二年铜烛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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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一统志 "# $故城今托克托

城地% &!后汉书集解"则引!水

经'河水注 "# $大河东迳咸阳

县故城南 &及董祐诚说 (其地

$当在今归化城萨拉齐厅西

境 &% 两者所指实际是同一区

域 ( 即今呼和浩特的西南一

带(具体遗址位置有待勘察%

))

云中郡秦置 (但郡中的咸

阳县恐不会在咸阳作为秦都

时得名%

!"#$

年底发现的湖北江

陵张家山
%&'

号墓汉简 !二年

律令 "(其中 !秩律 "秩八百石

有$咸阳*原阳*北与 +舆 ,&(三

县均在云中 % !二年律令 "的

$二年&属吕后 (可证那时已有

了这个咸阳 (其建县可能再早

一些 (或许就在高祖把秦都咸

阳之名换掉不久 ( 也未可知 %

!李学勤 #西汉金文中的咸

阳 $" %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

库&李学勤卷 '"万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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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铭文所谓的 #咸阳亚
里 $也就是云中郡咸阳县的亚
里 % 上造张毋故 &就是来自此
地 '服役于 #水衡小府 (的一名
制器工匠%

下面就来谈 )水衡小府啬
夫 (的理解问题 % 这事实上更
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材料% 这里
的 #小府 (并非汉代管理皇室
财用收支 ' 长官秩中二千石 '

位列九卿的 #少府 (& 也就是
说&#小府 (不应该像韩建武等
先生那样读为#少府(% *陕集+

和韩建武等先生的释文把 )小
府 (读为 )少府 (&除了 )小 (

)少 ( 二字经常相通的规律之

外&*后汉书,百官志 + 三 )少
府&卿一人 &中二千石 (刘昭注
引 *汉官 +所谓 )少者小也 &小
故称少府 % 王者以租税为公
用 &山泽陂池之税以供王之私
用% 古皆作小府(&或许也是一
条会被拿来佐证的材料% 但根
据汉简研究的新知 &已经知道
西汉时代的 )小府 (不能读为
)少府(%

据学者已经举出的材料
统计&汉代文字资料中 )小府 (

已经反复出现于居延汉简 '敦
煌汉简 '肩水金关简 '悬泉置
汉简 '尹湾 *东海郡吏员簿 +&

东汉*竹邑侯相张寿碑 +*仓颉
庙碑 +& 印章及少量铜器铭文
中 &就性质而言 &大致可以区
分为中央部分的 )小府 (和郡
国的)小府(两类% 前人对汉代
文字资料中的 )小府 (是否应
读为 )少府 (&以及应如何理解
)小府 (&多有不同意见 % 吉林
大学刘钊先生的博士学位论
文 *汉简所见官文书研究 +对
此有很好的总结与深入的讨
论 !本文写作一开始没有注意

到刘钊先生的研究 "承广濑薰

雄兄指示其文"谨此致谢"% 他
指出居延汉简

()*+

永光四年
诏书行下文中 )少府 (与 )小
府 (!)小 ( 字略残 & 刘先生据
)中研院 ( 史语所红外线照片
释出 "并见 &可见两者绝非一
事 % 该文结合汉简其他材料 &

分析汉代不以 )小府 (通 )少
府(!详见文后 )相关链接 *"%

从刘钊先生的讨论来看 &中央
部门的 )小府 (&目前在汉简中
最多见 的 是 丞 相 行 下 文 的
)小府 (& 其特点是置于丞相
与百官之间 &他倾向于认为这
个 )小府 (是丞相所领导的丞

相府 % 地方郡国 )小府 (的情
况则较为复杂 &刘先生认为可
以指太守领属的太守府 !特别
是太守府中各类办事机构及
相关人员 "& 也可以指由小府
啬夫为首的管理官寺日常运
行及资产等杂务的部门%

我
们回到元封二年灯铭
文的 )水衡小府啬夫

乐咸 (% )水衡小府 (显然是水
衡都尉的小府 &当然也属于中
央部门这一级别的小府% 从其
职能看 &这个 )水衡小府 (不会
等同于水衡都尉的官寺 &而是
在水衡都尉之下负责管理水
衡日常运行及财物诸事的一
个机构 &这一机构显然也负责
水衡都尉的器物作造 &长官称
)啬夫(!裘锡圭 %啬夫初探 $"

%裘锡圭学术文集 $第五卷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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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注意的是 &铭
文记载由水衡小府负责制作
的这件灯 &明确是为上林所作
-)府为上林铜烛豆 *的 )府 *无

疑就是指这个 )小府 *"&因此
)水衡小府 ( 的器物作造及管
理 &并非只专门针对水衡都尉
的官寺 &其范围显然可以涉及
水衡的属官% 这对于我们评价
刘钊先生所提出的 & 郡国的
)小府(是)以-小府啬夫 .为首
的 &管理太守府物资财产及官
奴婢等的那个机构 ( 的看法 &

甚至对于丞相发文中提及的
#小府 ( 是否一定就是 #太守
府 (的问题 &恐怕都是很重要
的一条资料%

众所周知 &元鼎二年水衡
都尉分立之后 &分担了一部分
原属少府的职能 !%汉书&百官

表 $云水衡属官 )御羞 .上林 .

衡官及铸钱 *本皆属少府 "&管
理皇家苑囿 '负责铸造货币等
等 &都需要用到大量器物 !包
括日用器 '兵器 '车马器 "% 难
以想象水衡都尉属官所要使
用的器物都还是通过考工令
等机构来造作供应的 &因此水
衡都尉设有负责器物作造的
属官 &是必要而且必然的 % 但
是我们至今似乎没法落实水
衡都尉到底有哪个属官是具
体负责器物作造的工官 %

,

西

汉后期的铜器铭文有所谓 )供

工 *"学者因为 %百官表 $没有

记载 "所以只知其性质与考工

相近 -裘锡圭 %啬夫初探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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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德富曾结合建昭雁足

镫.绥和雁足镫铭文及 %汉书&

刘辅传 $颜师古注等 "提出西

汉后期的 )供工 *为 )内者 *作

器 " 也是少府的属官 -%刘辅

传$作)共工*"参看陆德富 %寺

工续考 $" %考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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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学者认为汉代

金文中所见的 )供府 *.)寺工 *

是水衡属官 -罗庆康 %西汉财

政官制史稿 $" 河南大学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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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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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似也

根据不足 "参看前引陆文对寺

工属于少府的考证,

-

今得此
元封二年灯 &可知上林等水衡
属官的至少一部分器用 &是由
#水衡小府(负责作造的% 但我
们恐怕也不能就此得出所有
水衡属官的器物都由 #水衡小
府(作造的结论 &否则就把 #小
府 (的作用过于夸大了 % 水衡
的器物作造 & 估计另有供府 '

供工 '考工 '寺工这一类机构
专门负责 &只是文献对此语焉
不详罢了%

我认为刘钊先生从 #关系
密切 (的角度来考虑小府与所
属职官的关联是完全正确的 &

另外还需着重从 #府 (的制作
器物及贮存 '管理财物的功能
角度去理解 #小府 (的职能 &也
就是说

.

不能把这个 #府 (简单
等同于官府 ' 府寺之府来理
解 &这一点前所引刘钊先生文
中已据汉简 '汉代铜器和 *汉
书,文翁传 +的例子提及 &是很
重要的&但还可略作补充%

很多研究者引及 *汉书,

文翁传 +的 #少府 (究竟是否可
以等同于郡守的 #小府 (&似乎
没有确据 &前人如劳榦先生甚
至直接引作 #小府 (&刘钊先生
已作纠正 &但似乎仍倾向于跟
#小府 ( 为一事 & 其实尚待论
证%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稍微晚
一些的情况% 传出河南平舆的
东汉封泥有半通印所钤#小府(

!中国印学博物馆编 %青泥遗

珍000新出战国秦汉封泥特展

图录$" 西泠印社出版社
.101

年"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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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否汝南郡守
的#小府(&暂难以指实其性质'

层级% *三国志,魏书,田豫传+

#豫清俭约素 & 赏赐皆散之将
士%每胡'狄私遗&悉簿藏官&不
入家/家常贫匮% 虽殊类&咸高
豫节(裴注引*魏略+曰0

鲜卑素利等数来客见 (多

以牛马遗豫 -豫转送官 % 胡以

为前所与豫物显露 ( 不如持

金% 乃密怀金三十斤(谓豫曰#

$顾避左右 (我欲有所道 % &豫

从之( 胡因跪曰 #$我见公贫 (

故前后遗公牛马 ( 公辄送官 (

今密以此上公(可以为家资% &

豫张袖受之 (答其厚意 % 胡去

之后(皆悉付外(具以状闻% 于

是诏褒之曰 # $昔魏绛开怀以

纳戎 ( 今卿举袖以受狄金 (朕

甚嘉焉% &乃即赐绢五百匹%豫

得赐 (分以其半藏小府 (后胡

复来(以半与之%

这是田豫领并州刺史时的事 &

所谓)皆悉付外 &具以状闻 (就
是所谓 )送官 ( )悉簿藏官 (&

而)小府 (的主要职能 &则包括
贮存 '管理财帛器物等 &其中
的财物是田豫可以自由支配
的 &与 )送官 ()付外 (有别 &虽
然与留作私财不完全相同 &但

)小府 ( 某种程度上仍具有
)内(')私 (的特征 % 我想西汉
时代的中央与郡国的 )小府 (

大致功能与特征也是近似的%

我们又可以往前追溯一
下 &看看战国时代的情况 % 我
们看到秦国 !包括秦代 "和东
方六国都有不少的 )少府 (资
料 &汉承秦制 &少府一职就是
从战国秦国至秦代的少府沿
袭而来的 % 一般认为 &)少府 (

在一开始是管理工官营造的
机构 !张政烺主编 %中国古代

职官大辞典 $" 河南人民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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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页
085

"&战国时代
至秦代为数不少的兵器 '用器
皆有 )少府 (的字样似可证明
!秦兵器例如 %殷周金文集成$

00018

的少府戈 .%殷周金文集

成$

00636

的少府矛 /三晋的用

器如 %殷周金文集成$

463.

长

陵盉 . %殷周金文集成 $

01635

少府银圜器 . %欧洲所藏中国

青铜器遗珠 $

073

平安少府鼎

足等 "&但较早的 )少府 (职能
究竟是否那么专狭 &尚未有资
料可据以详论 % 除此之外 &我
们还看到

.

在战国楚国的铜器
铭文中&其实也有)小府(0

铸客为王句 +后 , 小 貝

+府 ,为之 % +%殷周金文集成$

.242

.

.246

铸客鼎,

铸器客为集 +屠 ,小 貝

+府,% +%殷周金文集成$

406

铸

器客甗,

) (字可读为 )屠 (&参看李家
浩 *包山

%//

号简所记木器研
究+!%李家浩自选集 $"安徽教

育出版社
.11.

年"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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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小(字原多释)七(或 )十 (!参

看程鹏万 %安徽寿县朱家集出

土青铜器铭文集释 $" 黑龙江

人民出版社
.114

年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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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先生较早改释
为 )小 (&经李国梁观察原器所
谓)七(字横笔不连&故崔恒升
先生予以支持 !同上引程书 "

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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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出河南平舆的东汉封泥有半通印所钤)小府*

%殷周金文集成$著录的铸客鼎

铭文!铸客为王句小 貝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