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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边捡到的将军印

1982年的一天，刘定全无意中在江边
发现了一块金光闪闪的东西。在好奇心的
驱使下，他拿着这个东西到河边清洗后惊
讶地发现，这是一枚印章。这个印章十分
奇怪，下半部分呈正方形，上半部分则被雕
刻成一只乌龟的模样，底部还刻着几个大
字，而材质可能是黄金。

刘定全向妻子分享自己的发现后，妻
子直接将印章放进嘴里咬了一下，印章上
留下了她的牙印，因此确定了这个印章是
金质的。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整个村子里
的人都知道了刘定全捡到金子的事情。许
多想看热闹的人都来到刘定全家中想看一
下宝贝到底长什么样子。

很多闻风而来的文物贩子也来到刘定
全家中想要花高价买走这枚印章，但刘定
全是个冷静的人，无论谁想要买走他都没
有同意。一直到考古专家听闻此事后来到
他家中，他才放心地将这枚印章交给专
家。专家研究后才确认这是一件文物，是
西汉时期的印章，根据印章上的字可以看
出名为“偏将军印章”，具有非常高的历史
研究价值，能为研究西汉时期的文化和官
制提供非常重要的信息。得知文物的重要
性后，刘定全将这件文物上交，希望专家可
以将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偏将军之名的起源

“偏将军”其名源于先秦，盛于两汉。
起先“偏”为编制单位，如“五十人为偏”
（《周礼·地官》）；“其君之戒，分为二广，广
有一率，率偏之两”（《左传·恒公十二年》）
等。同样“偏”也有作将佐称谓，如“司马令
尹之偏”（《左传·襄公三十年》）；“是以偏将
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老子·道德经》）等。

从西汉始至魏晋时期，“偏将军”一职
使用更盛。如《史记·陆贾列传》记载：“使
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记者 张晓
龙）1200 多年前，唐朝士兵是如何在

“大漠孤烟直”的边塞戍守的？新疆文
物考古研究所对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
址的发掘与初步研究，正在解开这一
谜团。

这一烽燧遗址位于巴音郭楞蒙古
自治州尉犁县东南90公里处的荒漠
中。去年9月到今年6月期间，考古学
者在此展开考古发掘。

“出土遗物和碳十四测年表明，烽
燧遗址修筑于唐代，是安西四镇之一
焉耆镇下为防止吐蕃入侵而修筑的军
事设施。当年，应该是一处基层军事

机构‘游弈所’的驻地。”新疆文物考古
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克亚克库都克烽
燧遗址考古工作队领队胡兴军说。

学者对出土纸文书、木牍初步释
读后发现，孔雀河沿线烽燧遍布着各
级军事设施，驻守在烽燧的士兵需按

“值班表”定时外出巡逻，观察“楼兰
路”上来往商旅情况，并搜集军事情
报，还要在烽燧站岗放哨。

“遗址出土了保存完整、字迹清晰
的木牍，上面记载着烽铺与游弈所间

‘计会交牌’与平安火制度，士兵们很
可能就是按照这些规章制度履行职责
的。”胡兴军说。

烽燧遗址邻近罗布泊一带，自然
环境恶劣。胡兴军说，烽燧西侧发现
的三间半地穴式房屋很可能是士兵唯
一的避暑场所。

烽燧附近还发掘出大量马鹿、野
猪、天鹅以及多种鱼类的骨头。“从
中原运来的粮食不一定充足，因此
士兵需要猎取野味进行补给。”胡兴
军推测。

“ 沙 洲 、河 州 、雍 州 、岐 州 、幽
州 ……”透 过 埋藏在干燥沙土中早
已揉成团状的账单、私人信札、书籍
册页等纸文书，考古学者发现士兵的
家大都相距遥远，真可谓“浊酒一杯

家万里”！
“兵源主要来自今天的华北、西北

地区，按照当时的行军速度计算，他们
从家乡赶到驻地，就要耗时数月。”胡
兴军说。

烽燧遗址出土的纸文书还包括
《孝经》《韩朋赋》《游仙窟》等。胡兴军
认为，戍边官兵把一些典籍、文学及文
化观念带到了西域，客观上促进了中
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

他表示，对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
址的发掘和发现，不仅有助于深入研
究唐代边塞生活和军事管理制度，也
实证了唐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管治。

三国时期的金质官印——

偏将军印章印章

古来征战几人回？
——考古发现还原唐朝士兵戍边生活

金印见证三国历史

金制官印流行于汉晋时期，全国
目前共发现26枚，两汉金印存15枚。“偏将
军印章”传世多为银、铜质，重庆发现的这
枚是目前所见唯一一枚金印。《汉仪》记：

“汉兴，置大将军、骡骑，位次丞相，车骑、卫
将军、左、右、前、后、皆金紫，位次上卿。”据
考证，从新莽始，龟纽印的秩级比西汉略
低，使用金印的制度也比西汉略宽。此金
印龟纽头微昂，背圆，龟甲饰重环纹，制作
精细。此类龟纽官印流行于西汉中期至东
汉早期，但在两汉之交的战乱时期或有例
外，出现金质“偏将军印章”也完全有可
能。另外，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另藏有
1954年陕西省宁强县阳平关出土的金质

“朔宁王太后玺”1枚，朔宁王是东汉初建武
七年被当时割据政权首脑公孙述封隗嚣的
王号。此金印与“偏将军印章”金印在纽
式、印体上如出一辙，可推断为同一时期，
况且“偏将军印章”的印文用字又与同时期
可断定的印文风格一致。因古时江州（今
重庆）在新莽至东汉初年发生多次战役，如

“夷陵战役”等跨越上述两金印出土之地，
所以“偏将军印章”出土于重庆并不奇怪。

精妙绝伦的印章艺术

此枚“偏将军印章”凿刻谨严精巧，且
新莽官印的制作技艺极为精湛，明显超过
西汉或东汉中后期。王献唐先生在《五灯
精舍印话》中，对新莽时期官印有极高的评
价，“新莽篡汉，百度维新，凡有制作，无不
精美。印为国家重器，尤刻意求工。今传
新莽官印，钮制炼冶，俱皆华妙。印文书刻
之工，远迈秦汉，更无论魏晋。篆刻至莽，
殆摹印之极规矣。”此印五字采用当时常见
的三行排列方式。这种排列方式使得文字
体势自然延伸，所占位置具有黄金分割特
征，适合篆书的伸展，显得极为美观。通观
此印，其凿刻工致峻拔，线条干净利落，有
含和闲雅之致，给人赏心悦目之感。章法
精巧缜密，篆法工稳谨严，笔画伸缩自如、
不肆不拘，平直中略寓圆融之气。故而此
印遒媚独具，称得上清刚与婉约兼得。

总之，此枚金质“偏将军印章”从其艺
术角度来讲。以其特殊的材质，高超的制
作水平，舒展、沉稳、典雅而又精整的印文，
一丝不苟、精妙绝伦的章法安排，使我们感
受到了这一时期印章艺术所取得的辉煌成
就和非凡的艺术魅力。 （本报综合）

来自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这枚金印上，有
一只表情坚毅、严肃认真又呆萌的小乌龟。可它
却属于三国文物里稀少的精品，是镇馆之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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