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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首次发现秦简或改写历史成都首次发现秦简或改写历史
蜀郡西工在汉代前已设立(下)蜀郡西工在汉代前已设立(下)
“按照工艺和年代来
看，它很有可能也是
由‘蜀郡西工’生产
的。”
据成都文物考古

研究院副研究员左志
强介绍：与“成都”
和“西工师”同时发
现的这批秦简上，还
有“公士”等军功爵
名，“革”“軫”等
车马类原料及工具名
称，以及“十二两”
等数量用词以及“二
當一”等财物折算用
词，和“(卅)五年六
月”“廿九年”这样
的年代信息。
“结合简牍字体

风格，我们推测这批
简牍年代为战国晚期
至秦代，大体为秦昭
襄王或秦王政(始皇)
期间。”左志强说。

如此看来，这批
秦简无疑昭示了一个
令人兴奋的考古新发
现：早在秦治巴蜀时
期，当年的成都不仅
有蜀郡东工，也已经
有了蜀郡西工——众
所周知，汉政府的
行政管理制度很大程
度上沿袭自秦朝，因
此，汉代西工很可能
也是汉承秦制，延续
了秦代的工官制度。
秦灭巴蜀的重要

一幕，或发生在彭
州。
秦简，是战国时

期(公元前475年～公
元前221年)的秦国及
后来的秦朝遗留下来
的简牍总称。秦简
上的文字，对于研究

秦的历史，包括法律
制度、行政制度等方
面，有着无法替代的
重要作用。
字库街秦简牍作

为目前成都地区年代
最早的成篇出土简牍
文献，虽然数量不
多，但价值十分重
要。除了前文所说
的、将蜀郡西工的
设立年代进一步上推
之外，其中新见重要
的行政管理制度、职
官、历史地理等信
息，也弥足珍贵。
左志强举了一个

地名为例：逢乡。这

个地名见于《华阳国
志·蜀志》，见证了
秦灭巴蜀的重要一
幕——“蜀王自於葭
萌拒之，败绩。王遁
走至武阳，为秦军所
害。其相傅及太子退
至逢乡，死於白鹿
山。开明氏遂亡”。
四川著名历史

地 理 学 家 任 乃 强
(1894~1989)曾标注“
逢乡，旧籍无考”，
也就是不能确定《华
阳国志》中所说的逢
乡，如今是在四川何
处。
而字库街秦简则

提供了一个重要信
息：“逢乡鹿【筋】
十四件”的这句简要
记录中，暗示逢乡
盛产鹿，与《华阳国
志》的“逢乡”“白
鹿山”信息契合。
由此推测，“逢

乡”的位置很可能在
湔江河谷的左岸，也
就是彭州龙门山白
鹿一带。考古的魅
力在这一瞬间熠熠生
辉——如今成都人周
末休闲常去玩耍的清
凉山间，因为这片秦
简上寥寥数字的记
录，忽然便与2000多

年前末代蜀王仓皇奔
逃的殒命之处重合起
来。
成都文物考古研

究院院长颜劲松表
示：在“成都矛”之
后，这批“成都简”
的出土，不仅是成都
地区城市考古的重要
新成果，也再次实证
了成都悠久而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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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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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保人员清理秦简

秦简正在保护修复中的秦简牍

秦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