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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墓竹简车名考释
!

萧圣中

摘
!

要!曾侯乙墓竹简所记车名近
!"

种"包含兵车#乘车#田车等种类"对这些车名的考

释和解读将使我们对墓主人以及楚王#楚国封君#大臣们生前的用车状况和先秦时期的车

政有一个概况性的了解"并藉以考察曾楚两国的车马制度和礼制$

关键词!曾侯乙墓%竹简%马车

曾侯乙墓竹简记录有近
!"

种车名"是目前为止记先秦车名数量最多的一宗出土文字

材料$考察其涵义"并以文献和考古材料为之佐证"对于我们探讨先秦车马制度无疑有着

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路
!

车

见
##$

!

##%

及
#&#

号诸简$路字"简文一律作& '$

整理者(注
&$!

)!&古代的路车有所谓*五路+$,,

#'(

号至
#(!

号简所记的路车有

*大路+#*戎路+#*朱路+#*鶀路+"前三路的名称与-月令.相同$'

"

二#大
!

路

简
#'(

$-礼记/月令.作&大辂'$大路之名又见于天星观简#

"及新蔡简甲三
&)'

0

#

$

$

三#戎
!

路

简
#'%

$-礼记/月令.作&戎辂'$据-周礼/夏官/校人."戎路以戎马为驾$见于史

者"-左传.庄公九年"&秋"师及齐师战于乾时"公丧戎路"传乘而归$'又"宣十二年"晋#楚?

之战"栾武子介绍楚军编队时说!&其君之戎"分为二广$'故诸侯广车"也可有戎路之名$

四#朱
!

路

简
#("

#

#(#

#

#(&

$朱路即-礼记/月令.&朱辂'$-周礼正义.以朱辂当-周礼.象路%

$

简文朱路均驾二马$又"新蔡简有&朱路'之名"字作&薵 '"见于甲三!

'%

及乙三!

&#

等处&

$

五#鶀
!

路

简
#()

#

#(!

$整理者(注
&$(

)!古代有讁车$-玉篇/车部.!&讁"兵车$'-集韵.爻韵!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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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讁"兵车"以鹿皮为饰$'-淮南子/泛论训.!&销车以斗$'疑简文&鶀路'之&鶀'当读为 &讁'$

按"新蔡简有&鶀路'"&鶀'字作& '"见乙二!

#"

!& 乘 路"骊1魽马2 '$& '从雀声"&鶀'从肖

声"雀在药部"肖在宵部"二字音近可通$这一乘&鶀路'也驾二马"与曾侯乙简所记两乘&鶀路'同"

$

六#王僮车

简
'$

#

#&"

#

#''

$整理者(注
#$)

)!&僮车'之&僮'"疑读为&'或& '$-说文/车部.!& "陷阵车

也$'-太平御览.卷
))*

引-春秋感精符.曰!&齐晋并争"吴楚更谋"不守诸侯之节"竞行天子之事"作衡

()车"厉武将"轮有刃"衡着剑"相振惧$'据此"车之轮有刃$

按"-诗/大雅/皇矣.!&与尔临#"以伐崇墉$'毛传!&临"临车也$"车也$'孔疏!&临者在上

临下之名"者从旁冲突之称"故知二车不同$'

#

-释文.!&"昌容反"-说文.作 " 阵车也$'-左传.

定公八年!&公侵齐"攻廪丘之郛"主人焚冲$'昭十三年!&晋荀吴自著雍以上军侵鲜虞"及中人"驱冲竞"

大获而归$'杜预注!&驱冲车与狄争逐$'简文所记王僮车装有&刑霤之轮'"似是阵之车$

又"-淮南子/览冥训.!&七国异族",,举兵相角"攻城滥杀"覆高危安"掘坟墓"扬人骸"大车

,,'又言!&隆#以攻$'高注!&车"大铁着其辕端"马披甲"车被兵"所以于敌城也$'今人杨树达

说!& 之为言撞也$-后汉书/光武纪.云!*冲?撞城$+是 有撞之用也$,, 车有撞捣撞突之用"

故谓之 矣$'

$依此说"车用于攻城"与整理者及-说文.说法有异$二说各有依托"未知孰是$

考古发现最早的有刃车軎出自户县宋村春秋墓"通长
#*+&

#矛长
$+$

厘米%

$曾墓出土两件矛状车

軎"通长分别为
)'+!

和
!#

厘米"比之宋村所出"在实战中有更大的杀伤面$从有刃车軎均为单件出土

的情形来看"每乘 车仅在一侧的车轮上装配$另外"可为印证的是"在西洋史上"使用刀轮战车的记载

也较多"如小居鲁士利用希腊雇佣兵对其波斯王兄的远征(

!"#,+-+

)"高格米拉会战(

))#,+-+

)波斯王

大流士(

./0123

)与亚历山大大帝作战"均用二百辆刀轮战车并配以马甲#长杆矛攻击对方$后来叙利亚

王安提阿在马格尼西亚会战(

#%#

!

#(%,+-+

)中也采用刀轮战车与罗马人交战$按照色诺芬的描述"波

斯人的刀轮是从轮中轴两端向旁伸出"与曾侯乙墓矛状车軎相似&

$

七#?
!

车

简
#&#

$整理者(注
#'(

)!&-国语/齐语.!*戎车待游车之裂$+韦昭注!*游车"游猎之车也$+-周礼

/夏官/司常.!*籠车载旌$+郑玄注!*籠车"木路也"王以田以鄙$+'

按"简文游车总计为九乘$我们以为最有可能属于游车九乘的是使用翟轮的九乘车"它们均属乘

车"且多使用圆轩或轩"形制上也与总计简所言&游车九乘"圆轩'的记录大体相符$

八#畋
!

车

畋车"见简
*$

#

*'

#

'"

#

'#

#

#*"

#

#*#

#

#'$

等$畋字作& '$整理者(注
#!#

)!& "从攴#甸声"即畋的

异体$畋车"田猎用的车"古书作*田车+$'

按"畋车与游车均为田猎用车"言游车是总名"以区别于兵车"言畋车是区别于游车内部其它的车

(如安车#轩车等)$大约游车之中以畋车为主"故总名又称田路$畋车之名在天星观
4#

遣策中多处出

现"除一处作&田车'外"馀均作& 二(或 )'

'

$望山
4&

遣策简
$

作&畋车'

(

$考古发现如洛阳中州路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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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圣中!曾侯乙墓竹简车名考释

车马坑出土的一辆驷马车"有伞形车盖"整车华丽精美"殉犬"并随葬弩机和铜镞"当是畋车"

$

九#安
!

车

简
!(

#

$"

#

#*!

#

#*$

$-周礼.&王后五路'之一$-周礼/春官/巾车.!&安车"雕面翳总"皆有容盖$'

郑玄注!&安车"坐乘车$凡妇人车皆坐乘$'简
!(

安车#简
$"

新安车均使用紫锦之安"疑安车系因使用

&安'而得名$

#%("

年冬出土的秦始皇陵二号铜车马在一条辔绳末端刻有&安车第一'四字"其车舆又有容盖衣蔽

及后辕"与辎车形制相仿"与旧式安车有别"是一种辎车型的安车#

$曾墓简文中同时出现了安车#新安

车#旧安车三种车名"可能是用来对传统安车和经过改进后的安车加以区分的$

十#墨
!

乘

简
!'

#

#')

$整理者(注
##!

)!&即古书中的墨车$-穆天子传.卷二*天子乃赐赤乌之人
#

其墨乘

四+"郭璞注!*-周礼.!大夫乘墨车$+'

按-周礼/春官/巾车.!&服车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缦"大夫乘墨车,,'郑玄注!&墨车"不画

也$'孔疏!&墨漆革车而已$'

!!

十一#政
!

车

简
#&

#

#**

$整理者(注
#'%

)列为籠车九乘之一$按包山简有车名&正车'"见简
&'#

号及牍一"李家

浩以为即此&政车'!&正车'是对副车而言的$

$陈伟!政(正)车有可能是车阵中的指挥车%

$

十二#鱼轩#圆轩#左轩

5+

鱼轩$简
$!

!&王鱼轩$'整理者(注
#&$

)!&王鱼轩'似是指出于&王'的&鱼轩'$-左传/闵公二

年.&归夫人鱼轩'"杜预注!&鱼轩"夫人车"以鱼皮为饰$'

,+

圆轩$见简
&")

号$整理者(注
!'

)!&圆轩'用为车名"当是因有&圆轩'而得名$-左传.闵公二

年&鹤有乘轩者'"孔颖
!

-正义.引服虔!&车有藩曰轩$'轩车车厢两旁有较高的屏藩"与建筑物栏杆上有

轩形近"故二者同名$&圆轩'疑为圆形的轩$

李守奎以为第
!(

简安车上的& 轩'疑读为&重轩'"即在一柄上装上下两盖&

$白于蓝则认为轩可

读为阛'

$

此外"圆轩又见信阳简
&

0

"!

号"为车名(

$

我们拟将第
$)

简与
'(

简连读"以下又接第
'%

简"三简连读后文义连贯"关于 君之车的组成配置

大体完备"据二简所记配置"装饰上多见绿色)

$

-+

左轩$见简
$'

$此简略残"由张光裕等释出*

$今按"汉代以左霤代指俸禄在六百至一千石者"

以朱涂左霤以为身份标示"疑左轩亦与此类似"系以朱涂左轩之车$

另"简文中的 轩应当也是建轩之车"详第十三条$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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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车#乘 # 轩

车见简
)#

#

*"

#

*&

#

#!)

#

#*&

#

#*)

#

#'#

"乘 见于简
!

#

#'"

" 轩见于简
&*

#

&(

#

#&%

#

#'&

号及竹签
#

#

&

#

)

号"

$唯简
*&

作 "简
&*

#

#&%

作 $整理者(注
#))

)!& '"应即& '的异体$

今考天星观简有 字!&苛驭乘 车'#&一乘 '$& '系车名无疑"当是& '之省$& '字不见于字

书或典籍"可分析为从&阜'从& '从&车'$从& '之字见于-说文.者有& '#&筭'#& '三字$-说文.

肉部& '下云!& "振筭也$从肉#八声$'十部&筭'下云!&筭"筭鑣#布也$从十# 声$'尸部& '下云!

& "动作切切也$从尸# 声$'此三字均有声响振动之涵义"而& '与&筭'可能还是一字之分化$& '

下段注云!&盖 与筭音义皆同$许无八佾字"今按作 作筭皆可$'春秋叔向名筭"亦旁证&筭'义为筭

鑣#

$& '字用于车名或许是象征鸾铃之声"疑简文& 车'即古文献所称之&鸾路'(鸾车)

$

$

除 车外"还有乘 与 轩$据简文"乘 用閕轮"而閕轮属兵车通制(简文中用閕轮的有大旆#左

旆#左 旆#右旆#右彤旆#大殿#左殿#左彤殿#右 殿#乘车#少广等十余种)"而在记载兵车所配备甲胄

的
,

类简中"也记有乘 "当属兵车无疑"但可能与乘车车型相近$ 轩用 轮"此与安车#畋车# 车等

相同"但该车配备兵器较多"

,

类简中又详载车上配备的甲胄"可见 轩也属于兵车$简
*#

和
*&

所记

之 车则情况不明$

十四#乘
!

车

简
'

#

#)'

$乘车古书常见$整理者(注
*!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晋侯使张骼#辅跞致楚师"求御于

郑$,,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后食之"使御广车而行"己皆乘乘车'"杜预注!&乘车"安车$'

杨伯峻云!&乘车"其平日所乘之战车"非单车挑战之广车'(-春秋左传注.)$从简文乘车上配备有弓#

箭#戟#戈#盾#甲#胄等兵器来看"杨说似可信$

一般说来"乘车系平日所乘$而据-周礼/夏官/司戈盾.!&军旅#会同"授贰车戈盾"建乘车之戈

盾"授旅贲及虎士戈盾$'郑注&乘车'!&王所乘车也$军旅则革路"会同则金路$'即!乘车建戈盾可用为

革路(兵车)$-考工记/总叙.!&兵车之轮六尺有六寸"田车之轮六尺有三寸"乘车之轮六尺有六寸$'郑

玄注!&乘车"玉路#金路#象路也$'乘车之轮与兵车之轮等径"故可兼用之作战$

简文共用了四支简(简
'

0

##

)来记述乘车之配置"配备兵器甚多"并使用閕轮(兵车通制)"此外"据

简
#)'

"此车还使用比较特别的服甲"可见虽有乘车之名"明显用为兵车$

十五# 车

简
!$

$整理者(注
#"%

)!-韩非子/八说.!&故智者不乘推(椎)车"圣人不行推政$'-盐铁论/散不

足.!&古者椎车无柔"栈舆无植$'疑简文& 车'即此&椎车'$

按"-盐铁论/遵道.!&随古不革"袭故不改"是文质不变而椎车尚在也$'-非鞅.!&椎车蝉攫"相土之

教也$'王利器注引张敦仁曰!&椎车者"但賙一木使外圆"以为车轮"不用三材也$'

%三材即-考工记/轮

人.所谓毂#辐#牙$无辐之轮曰辁"原始之辁又叫 轮"即朴质之轮$椎车的典型特征是用 轮"车之质

朴只是相对的"但其兵器配置仅二戈#一鍻#一諹#一弓#五秉矢"比之他车"已是少之又少了$

十六# 车

简
*)

$整理者(注
#)'

)疑& 车'当读为&轻车'$-周礼/春官/车仆.&轻车之萃'"郑玄注!&轻车"

/

!

/

"

#

$

%

萧圣中!-曾侯乙墓竹简释文补正暨车马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年"第
*#

页$

-说文.段注!&向"-释文.许两切"即&鑣'或&响'之借字$'

顷得陈伟师-车舆名试说(两则).(-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辑"中华书局
&"#"

年
#"

月)"通过分析上博竹书-武王践阼.

#"

号简&位

难得而易失"士难得而易 也'及岳麓书院藏秦简-为吏.&五曰间士贵货贝'(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对应之语作&五曰贱士而贵

货贝')两则材料"认为& '和& '或许是从&间'得声的字"可以姑且释写为& ', ,用作车名的& '应该读作&?'或者&栈'$这

一说法有较多的佐证"优于我们关于& '字通&佾'的说法"记此备考$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五"中华书局
#%%&

年版"第
&%&

#

#"&

页$



萧圣中!曾侯乙墓竹简车名考释

所以驰敌致师之车也$'-孙子兵法/行军.&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张预注!&轻车"战车也$'

今按"-周礼正义.曰!&轻车在五戎中最为便利"宜于驰骤"故用为驰敌致师之车"又兼用之田狩也$'

轻车是典型的兵车$由于简
*)

号 车与
-

类简的
&"&

号畋车同属于令尹"同时"简文中的 车除&录鱼

之諹'以外并未配备兵甲"更加符合田狩之用"而与驰敌致师之轻车不甚吻合$作为另一种考虑"& '字

也可能从&田'声"读为&田'$&刑'亦兼声$古音&刑'在匣纽耕部"&田'在定纽真部"二字音近相通$如

& 车'读为畋车"则与兵车无涉$

!

十七# 车

简
''

$车名从何琳仪等所释(李字从来从子)

"

$

我们以为该简当与简
#($

缀合为一简"缀合后所得新释文如下! 君之?"攻尹之骝"一乘"丽"

车"丌革辔黄金之荙(饰)"才(载) 圉(3)$

车之名"文献失载$据-广韵.!& 同李'$疑读为&置李车'$置即驿站$-汉书/文帝纪.!&太

仆见马遗财足"馀皆以给传置$'颜师古注!&置者"置传驿之所"因名置也$'置李车可能与&楚子乘
"

'之

&

"

'或后世传车类似$

十八#大旆#左旆#右旆#左 (彤)旆#右彤旆

大旆!简
#

#

#!&

$左旆!简
#*

#

#!!

#

#!$

$右旆!简
)*

#

#!*

#

#!'

$左 (彤)旆!简
&$

$右彤旆!简
)&

$

整理者(注
#"

)!旆本军前大旗"载旆的前驱车也可以称为旆$-左传.哀公二年&阳虎曰!吾车少"以兵车

之旆与罕#驷兵车先阵$'杜预注!&旆"先驱车也$'大旆是指中军前驱的兵车$又-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胥臣蒙马以虎"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疑&二旆'

#

左#右旆之类$

今按天星观简除&大?(旆)'外"还记有&旆轩'#&乘 (旆)'

#

$旆轩#乘旆不见于典籍"待考$

十九#广车#乘广#少广#行广

广字简文作& '$广车见简
&"!

$乘广见简
!&

#

#*'

$少广见简
#(

$行广见简
#$!

#

#$$

#

#$*

#

#$'

#

#$(

$整理者(注
'(

)!所记车名既有&广车'"又有&行广'$&广车'似是指旆#殿等兵车"&行广'则是其它

性质的广车$另"-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齐侯伐卫"列举了齐方的主

要兵车"除齐侯所乘的*戎+以外"有贰广(杜注!公副车)#先驱#申驱#启#紸和大殿$简文中的少广大概

相当于-左传.的贰广"大 即大殿$'

$

乘广之名"见于前引左宣十二年&楚子为乘广三十乘'$又-左传.定公四年!&子常奔郑"史皇以其乘

广死$'杨伯峻注!&楚王或主帅所率之兵车曰乘广$'

%今按此说不准确$齐侯之车亦有名乘广者"见-左

传.定公十三年!&齐侯皆敛诸大夫之轩"唯邴意兹乘轩$齐侯欲与卫侯乘"与之宴"而驾乘广"载甲焉$'

乘 又见天星观简!&乘 之右 番女反御之'%&卫 乘 左 '

&

$

二十#大殿#左殿#右殿#左彤殿#右 (彤)殿

大殿见简
#)

#

#!%

$左殿见简
&&

#

#$"

#

#$#

$右殿见简
#$&

#

#$)

$左彤殿见简
)&

$右 殿见简
)%

$

整理者(注
'*

)!&* +"或作* +$简文所记的* +有大 #左 #右 "与大旆#左旆#右旆相对"是* +或

* +并当读为指殿后的兵车的*殿+$-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为右+"杜预

注!*大殿"后军$+-文选/东京赋.*殿未出乎城阙"旆已返乎郊畛+"薛综注!*旆"前军%殿"后军$+'

/

$

/

"

#

$

%

&

何琳仪!-包山楚简选释."载-江汉考古.

#%%)

年第
!

期$

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湖北教育出版社
#%%$

年"第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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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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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即臀的古字$大殿大约是后军的中军"而以左殿#左彤殿#右殿#右彤殿为其左右翼$大殿"古

书或作&大晨'$-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齐侯伐卫'有&贰广'"杜注!&公副车$'孔疏引服虔云!&-司马法/

谋帅篇.曰!*大前驱启"乘车大晨"絬车属焉$+大晨"大殿也$音相似$'

二十一#端(蟇)毂

简
')

#

'!

#

#&"

#

#'*

$整理者(注
#$&

)!&毂'字原文
$

作& '"从&车'从& '"&毂'#& '皆从&壳'声$

,,简文&端毂'是车名"大概由于车毂雕镂有花纹而得名"犹兵车&长毂'以毂长而得名$

按包山楚墓遣策有&蟇 '车名(简
&'!

)!&一乘蟇 (毂)"贝
#

$'& '字与曾侯简 & '字当为同

字异形$舒之梅-包山简遣策车马器考释五则.及陈伟-包山楚简初探.均以为此即是古书中的 车"为

出葬时运载棺柩的专用车"

$白于蓝以为端毂(蟇毂)当读为&短毂'$-周礼/考工记/车人.!&行泽者

欲短毂"行山者欲长毂$短毂则利"长毂则安$'

#白说是$

二十二# 车

简
'*

#

#&"

$整理者(注
#$!

)!& '是&?'的异体"见-说文.$-集韵.霁韵于& '字下注云!& ?"

车名$'于&?'字下注云!&?"车也$'不知简文的& '与-集韵.所说的& ?'有无关系$

按"&每'在之部明纽"&卑'在支部帮纽"二字旁转旁纽$故& '当可通& '"从而& 车'也就是

& ?车'$ ?本为车轼上方用以持车盖之盖杠"其制前贤及当今学者辨之已详$如汪少华先生认为!

&由于有环或环形构件的括约固定"*止盖弓之前却+"所以盖杠不是笔直竖立而表现为略微的曲斜角度"

故名* ?(俾倪)+$因而就用* ?(俾倪)+来指称处于被环持括约状态表现为略微曲斜的盖杠(六朝

之后 ?盖即指曲盖)"也指称这种在车轼中央或车舆某处用以括约固定盖杠的环或环形构件$'

$

凡车有盖则必有盖杠"但普通有盖车不得以& ?'为名$ ?盖即曲柄的车盖" ?之为车名当是

因为有曲柄车盖的缘故$晋崔豹-古今注/舆服.!&武王伐纣"大风折盖$太公因折盖之形而制曲盖焉$

战国常以赐将帅"自汉朝乘舆用四"谓为 ( )?盖"有军号者"赐其一也$'-晋书/五行志下.!&桓玄出游

大航南"飘风飞其 ?盖$' ?车以使用 ?(曲柄车盖)而得名"正如使用圆轩之车被称为圆轩一样$

二十三#卑
!

车

简
&"*

$整理者(注
&'"

)!&-史记/循吏传.!*楚民俗好庳车"王以为庳车不便马"欲下令使高之$+

庳车"当即卑车$'

按-周礼/考工记总叙.!&轮已庳则于马终古登?也$'-说文.!&庳"一曰屋卑$'通言之"轮卑亦得称

庳$贾公彦疏!&轮已庳则无六尺六寸"轸即无四尺"大下"则马难引"常似上阪也$'王宗涑-考工记考

辨.!&轮庳则压马重"常若登阪然$'

%卑车应即是卑轮之车$

!$

作者简介!萧圣中"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湖北 武汉
!

!)""'&

$

!$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6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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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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