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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关简》中田戍卒的姓氏与地理来源关系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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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肩水金关汉简》（壹—伍）近年已由上海中西书局出版完成。目前，与屯戍名籍相关的各类研究

成果颇多，但对屯戍人员姓氏的关注相对较少。对 《肩水金关汉简》中的戍卒姓氏与来源进行研究，发

现汉代姓氏与地理之间有如下关系：姓氏分布和地理关系十分密切；人口流动对姓氏的影响还不太显著；

人口自然流动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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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 《肩水金关汉简》 （壹—伍）由上海中西

书局正式出版，至此，由甘肃简牍博物馆等多家研

究机构协作释读的肩水金关汉简的完整面目进入读

者视野。从释文来看，肩水金关汉简简牍数量多，

语料价值丰富，涵盖了汉代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

经济、军事、外交、丝绸之路、民族关系、邮驿交

通、科学文化、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等领域，记录

了汉代边境屯戍人员的日常活动，其中就包括大量

的戍卒名籍。戍卒名籍是汉代边关文书的重要部分，

记载了戍卒、田卒的姓名、籍贯、年龄、肤色、身

高等综合信息。在已有的戍卒名籍研究中戍卒姓氏

关注较少，我们即以此作为切入点，穷尽性地统计

出 《金关简》中的戍卒、田卒名籍，以在统计数据

出现中出现频率较高的王、陈两姓为例，尽可能细

致地探究戍卒姓氏与其地理来源之间的关系，望由

此可以窥见探究汉代姓氏和地理关系问题之一隅。

一、卒身份性质界说和地理来源概况

戍卒，是汉代的边防人员的主体之一。许慎 《说

文》曰：“戍，守边也，从人持戈”。从字面意义看，

通常是指戍守边关的兵士。有学者指出戍卒是 “被征

发到边塞服役的兵士”［１］。这个界定从两个方面对于

戍卒下了定义：首先，戍卒来源包括其他地区 （这里

指内郡），而并非仅仅是边关本地人民；其次，戍卒

是在边塞服役的军人，虽有生产活动，但并非农户。



对于汉代戍卒的制度在传世文献中有相关记

载。班固 《汉书》云：“（秦）加月为更卒，已复，

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汉兴，

循而未改。”［２］ （笔者按：这里的被征发的主体泛

指全国郡 （国）县人民，详参汉书 《食货志》）这

段文字指出秦时已经开始实行戍卒制度，西汉承秦

制，继续实行戍卒制度。历史学对于秦汉时期的边

防研究也指出汉代边防戍卒的来源。吕思勉 《秦

汉史》云：“楚汉之世，用兵征自民间……高后五

年，发河东上党骑屯北地。文景之世，匈奴入寇，

亦恒发郡国兵。”［３］可见，内郡 （国）征发人民戍

守边关是存在的历史事实。

因此，戍卒的性质是来源于内郡 （国）和边

郡的戍守边关的有戍期的职业兵士。

二、关于肩水金关汉简中戍、田卒姓氏的统计分析

根据统计， 《金关简》戍、田卒名籍中姓氏、

籍贯皆存者凡 ２５３例。经统计，姓氏共 １１３种，
“王、陈、李、郑、张”为出现较高的姓氏，除此

之外 “伍、吾”等姓零星散姓出现频率较低，多

在４次以下。其中，王、陈、李三姓出现频率最
高。经统计，王姓 １５例，占 ５９％；陈姓 １２例，
占４７％．由于王、陈两姓占比较高，具有研究
价值。

清初的学者顾炎武曾在 《日知录》中云：“姓

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也就是说，司马

迁的那个时代，姓氏已完全地融合为一了。因此，

在汉代姓、氏合流的背景下，姓氏统称为姓也有其

根底可循。下文对于姓氏，均写作姓。

（一）王姓

王姓，在上述姓氏条例共有１５例。下面将具
体分析王姓与地理来源的关系。以下所列简文为王

姓戍卒名籍。

１Ｔ０１：１５７戍卒魏郡梁期来赵里王相年
按：该戍卒来自魏郡，梁期，来赵里。梁期，

据王先谦 《汉书补注》 （以下简称 《补注》）载，

“城磁州东”，在今河北磁县北。

２Ｔ１０：１８３戍卒南阳郡武当乐安里公乘王兵
年廿八

按：该戍卒来自南阳郡，武当，乐安里。武

当，据 《补注》载，“城今均州北，武当在州南百

里”，今属湖北丹江口市。

３Ｔ２１：２５５□□戍卒梁国睢阳某里公乘王甲
年若干

按：该戍卒来自梁国，睢阳。睢阳，据 《补

注》载，“城今商丘县南”，今属河南商丘。

４Ｔ２３：９２１戍卒赵国易阳南实里王遂
按：该戍卒来自赵国，易阳，南实里。易阳，

全祖望曰： “此是南易水，故曰易阳。”王先谦进

一步考证，据 “《一统志》故城今永年县四十五

里”，今属河北永年县。

５Ｔ２５：１６２田卒济阴郡定陶西牢里大夫王广
年廿八 长七尺二寸黑色 ～◇

按：该田卒来自济阴郡，定陶，西牢里。定

陶，据 《补注》载，“城今定陶县西北四里”，今

属山东定陶县。

６Ｔ２６：２３１戍卒淮阳郡苦上里王光 有方一完
靳幡一完

按：该戍卒来自淮阳郡，苦，上里。苦地，

据 《补注》载，“城今鹿邑县东十里”，今属河南

鹿邑县。

７Ｔ３７：１１５３戍卒昭武宜众里上造王武年廿
三病卩

按：该戍卒来自昭武，宜众里。此简未详其郡

国。经查证，《续汉书郡国志》中 “昭武”仅有一

例，属张掖郡。据王先谦考证， “城今张掖县西

北”，今属甘肃张掖县。

８Ｔ３７：２４１田卒河南郡密邑宜年里王
按：该田卒来自河南郡，密邑，宜年里。昭

武，据 《补注》载，“城今密县东南三十里”，今

属河南新密市。

９Ｔ３７：６２８禁癚隧戍卒馾得悉意里公乘王凤
年五十行书

按：该戍卒来自馾得，悉意里。此简未详其郡

国。经查证，《汉书》中 “馾得”仅一例。《说文

解字》载： “馾，角也。从角乐声。张掖有馾得

县。”由此可知，馾得属张掖。 《汉书地理志》张

掖条目下有 “馾得”，今属甘肃张掖。

１０７２ＥＪＣ：３２戍卒颖川郡许邑广德里公乘王
成年卅六

"

按：该戍卒来自颖川郡，许邑，广德里。据

《补注》载，“故许男国也……今城许州西南”，今

属河南许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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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３ＥＪＣ：３２２戍卒魏郡粱期来期里不更王
□年卅五

按：该戍卒来自魏郡，粱期，来期里。粱期，

见第１：Ｔ０１：１５７条。
１２７３ＥＪＣ：４３８戍卒昭武千秋里上造王□"

按：该戍卒来自昭武，千秋里。昭武，见第

７：Ｔ３７：１１５３条。
１３７３ＥＪＦ３：３９３戍卒昭武安国里公乘王

#

年

?一

按：该戍卒来自昭武，安国里。昭武，见第

７：Ｔ３７：１１５３条。
１４７３ＥＪＤ：３１３Ａ鑎戍卒汝南郡召陵始成里王

恭橐

按：该戍卒来自汝南郡，召陵，始成里。召

陵，据 《补注》载，“城今郾城县东三十里”，今

属河南漯河市郾城区。

１５Ｈ０１：０５０戍卒上党郡壶关雒东里大夫王
汤年

按：该戍卒来自上党郡，壶关，雒东里。壶

关，据 《补注》载，“城今长治县东南”，今属山

西长治县。

上述卒名籍显示王姓戍卒籍贯来源为：河北、

湖北、河南、甘肃、山东、山西。其人数分布如下

表１所示。

表１　王姓籍贯来源人数分布

省份 人数 省份 人数

河北 ２ 甘肃 ４
湖北 １ 山东 ２
河南 ５ 山西 １

根据表１统计数据可知，王姓戍卒来源在长江
以北地区或中部长江沿岸地区。

王姓是一个源头众多、族派纷繁的姓氏。清代

学者陈廷炜 《姓氏考略》云：“王，王姓派别甚多。

通志 ‘京兆。河间之王。出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

此姬姓之王。出北海。陈留者。瞬之后。此妫姓之

王。出汲郡者。王子比干后。此子姓之王。出河南

者为可频氏。出冯翊者为钳耳族。出营州者本高丽。

出安东者本阿史布。此皆虏姓之王。”［４］据此可知，

王姓起源于北方，为周文王后代分支、比干后裔分

支、舜后裔分支。这三个姓氏起源于黄河流域。另

外，异族胡姓也有改为汉姓王的情况，但均为北方

民族。王氏郡望，均集中于长江以北地区，少数分

布于中部长江沿岸地区，未见东南地区及西南地区。

从历史角度看，这个现象有其合理背景。汉代时期，

西南和东南经济较为落后，西汉时期，根据 《史

记》，秦汉时期以稻作农业为主、渔猎经济为辅的多

元化经济形态。 《史记·货殖列传》云： “楚越之

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

蛤，不待贾而足。地执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凿

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

之人。亦无千金之家。”［５］东南经济较为落后，而西

南也并非华夏族聚居之地。因此，起源于黄河流域

的王姓很少迁移到西南和东南地区，仅分布于北方

王氏氏族群居的市镇或村落。

综上所述，从 《肩水金关汉简》所记载完整

戍卒名籍条目中未见分布于南方的王姓戍卒，这说

明了王姓的起源在北方，且在 《金关简》形成时

期之前未见大规模迁徙。

（二）陈姓

陈姓，在上述姓氏条例共有１２例。下面将具
体分析陈姓与地理来源的关系。以下所列简文为陈

姓戍卒名籍。

１Ｔ０６：０９３戍卒颖川郡定陵遮里公乘秦霸年
五十庸池里公乘陈宽年卅四

按：这条简牍记载了两条戍卒名籍， “秦霸”

和 “陈宽”。这里仅关注陈姓戍卒。由简文可知，

该戍卒来自颖川郡，定陵，遮里。定陵，据 《补

注》载， “颍川亦有定陵，后汉因，在汝水南”

（此定陵为侯国，后国除，说详周振鹤 《汉书地理

志汇释》），今属河南漯河市。

２Ｔ０７：００７戍卒淮阳郡蚳北张里陈福
按：该戍卒来自淮阳郡，蚳北，张里。蚳北，据

《补注》载，“城今柘城县北”，今属河南柘城县。

３Ｔ０９：０３９戍卒梁国甾亭陵上造陈充年廿四
按：该戍卒来自：梁国，甾，亭陵。甾，据

《补注》：“城今考城县东北”，今属河南民权县。

４Ｔ２１：１２１田卒淮阳郡固始成安里上造陈万
人年廿五

按：该田卒来自淮阳郡，固始，成安里。固

始，据 《补注》载，“城今淮宁县西北固陵聚，在

太康县西”，今属河南淮阳县。

５Ｔ２４：７５０戍卒梁国睢阳訾阳里不更陈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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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该戍卒来自梁国，睢阳，訾阳里。睢阳，

见王姓第３即Ｔ２１：２５５条，今属河南商丘。
６Ｔ２４：９６６戍卒淮阳郡陈作汜里士五陈常◇
按：该戍卒来自淮阳郡，陈，作汜里。淮阳原

为国，景帝时废为郡。陈，据 《补注》载，“城今

陈州府怀宁县治”，今属河南淮阳县。

７Ｔ２５：１３７田卒济阴郡定陶宜庆里大夫陈◇
长七尺二寸黑◇

按：该田卒来自济阴郡，定陶，宜庆里。定

陶，见王姓第５即Ｔ２５：１６２条，今属山东定陶县。
８Ｔ２５：１６４田卒济阴郡定陶西?里大夫陈◇
按：该田卒来自济阴郡，定陶，西?里。定

陶，见王姓第５即Ｔ２５：１６２条，今属山东定陶县。
９Ｔ３７：１００５粱国戍卒乐阳里大夫陈德年

廿四

按：由简文可知，该戍卒来自粱国，，乐阳

里。 《说文》云： “，不耕田也。从艹、甾。

《易》曰：‘不。’或省艹。”因此，即为

甾。甾，见上文第３：Ｔ０９：０３９条。
１０Ｔ３７：１４１５田卒河南郡密邑东平里陈

$

年

卅四

按：该田卒来自河南郡，密邑，东平里。密，

据 《补注》载，“城今密县东南三十里”，今属河

南新密市。

１１Ｔ３７：６７９戍卒淮阳国甯□□里大夫陈护年
廿四长七尺二寸黑色ㄢ

按：该戍卒来自宁□，□里。此简残缺，但据
《汉书地理志》淮阳国条目下仅存 “宁平”，因此，

疑来自淮阳国，宁平，故收录待考。淮阳国在今河

南境内。对于结论并无影响。

１２Ｔ３７：６９９粱国戍卒直里大夫陈延年年
廿五

按：该戍卒来自：粱国，，直里。甾，见上

文第３：Ｔ０９：０３９条。
上述名籍条目表明陈姓戍卒籍贯来源为河南与

山东。其中，来源于河南有１０人，山东为２人。
陈姓，源自国名。帝舜的后代胡公满被周武王

封于陈国 （今河南东部和安徽部分地区），并将其

女嫁给他，其后人以陈国名为姓。陈国灭亡后，陈

闵公的长子剑为避亡国之祸，改名为衍，称陈衍，

逃到阳武户牖 （在今河南兰考东北）；还有一支是

因避难而移居阳城 （今河南登封东南）。 （说详清

代学者张澍所撰 《姓氏寻源》）因此，陈姓起源在

河南。根据 《金关简》所载，经统计得出，陈姓

戍卒籍贯来源为河南和山东。山东和河南地理接

近，因此有陈姓民迁居山东不足为奇。

综上所述，陈姓戍卒基本分布于河南，少数迁居

到地理上接近地区，基本分布于历史沿革下来的陈姓

聚居地，《金关简》形成时期之前未见大规模迁徙。

三、结论

根据黄艳萍 《＜肩水金关汉简 ＞ （壹—肆）
异体字研究》对于纪年简考订可知，《金关简》纪

年断代应为： “汉武帝太初五年 （Ｔ４：１０７）至东
汉建武三年 （Ｆ１：２５）”［６］。据此可知，上述戍卒
均生活于太初年间 （公元前 １０４年至前 １０１年）
至东汉建武三年 （公元２７年）之间某段时期。

《金关简》中信息完整的戍卒名籍人数最多的

两个姓氏即本文着重介绍的王、陈两姓姓氏起源地

与地理分布十分接近，这说明了在 《金关简》制作

时期，西汉中期 （武昭宣帝时期）之前，这两个姓

氏的人民并没有大规模迁徙活动。在此基础上，我

们可以大胆推测出如下结论：西汉时期姓氏基本和

地理关系十分密切，西汉武帝时期之前人口流动的

对姓氏的影响还不甚显著，人口自然流动不明显。

最后引林剑鸣先生之言作结：“（简牍）如果参

照其他古代文献和其他材料，就会以各种方式告诉

我们在其他文献中看不到的史实，到目前为止，仍

是一个资料宝库。”这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挖掘。

致谢：本文写作得到黄艳萍老师的倾情指导，

特记于此向其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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