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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汉简所见抱负志向类人名研究 
王苑  张诗淇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广东省广州市  510800） 

摘要：汉代居延人民最为青睐的便是抱负志向类人名。从武昭宣时期到东汉初期，居延抱负志向类人名具有从武类人名比例不

断下降，从政类人名比例先上升再下降，在元成时期达到顶峰等特征。反映了汉帝国对西北的经略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建

太学等一系列文治工作对对居延地区百姓尚武、尚文倾向的影响；身处边塞使得居延人民较之其他地区更加崇尚武力的社会风貌；

以及出身中下层促使居延戍边吏卒对于低级官吏之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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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names of people with aspirations seen in Juyan Han Jane 

Wang Yuan and Zhang Shiqi 

(Guangdong Second Teachers College，Guangzhou 510800，China） 

Abstract：In the Han Dynasty，Juyan people's most popular names are those of aspiration. From the Wuzhaoxuan period 

to the early Eastern Han Dynasty，the proportion of names of Juyan's aspirations declined continuously from the military 

category，the proportion of names of politicians rose first and then declined，and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Yuan Cheng 

period. It reflects the influence of the Han Empire's strategy to Northwest China and a series of cultural governance 

works，such as "dethroning hundreds of schools of thought，respecting Confucianism" and building Imperial School，

on the people's tendency to uphold military and literature in Juyan area. Being in the frontier makes Juyan people more 

militaristic than in other areas；And the origin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levels to promote the border officials to pursue 

the post of low-level offic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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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人们为子女晚辈起名时，或摹状或寄愿，有的重视有的随

意。无论如何，人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起名者的价值观、文化水

平、信仰等精神特质。但人们的思想观念非凭空产生，人名也是时

代的镜鉴，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从中，我们可以窥见过往

人们思想的印痕及时代对于个人命运的影响。本文拟在分析《居延

汉简》人名资料的基础上，探究其中特征及时代信息。笔者试作管

蠡之议，不当之处，敬请斧正。 

一、居延人名略论 

《居延汉简》是汉代张掖郡肩水、居延两都尉的文书，主要包

含戍边吏卒的人名信息，年代可考的人名的年代范围主要在太始至

永元年间，其涵义可分为延年益寿、祈福求吉、抱负志向、道德伦

理、慕古、宗族、天干地支、排行次序、地名山河、时节、状貌能

力、生活日常、职业身份、颜色、动植物、农猎、其他美字、丑字

等 18 种类型。经统计，占比较大且具有时代特色的人名类型主要有

延年益寿、祈福求吉、抱负志向、道德伦理四类，详如下表： 

类型 代表人名 武昭宣时占比 元成时期占比 西汉末至东汉占比
东汉

占比

延年益寿 
延寿、延年、万年、未央、千秋、长秋、长生、彭祖、予真、

羽乘、龟 
9% 4% 3% 2% 

祈福求吉 
康、庆、宁、顺、喜、丰、隆、盛、昌、福、幸、吉、病已、

毋忧、毋害 
11% 10% 13% 7% 

抱负志向 
将、相、宜王、君、安世、破胡、破奴、胜胡、胜客、盖众、

士吏、令史 
28% 30% 30% 27%

道德伦理 
德、良、贤、忠、仁、义、恭、宽、信、诚、弘、廉、孝、亲、

奉亲 
16% 14% 15% 16%

从表中可知，抱负志向类人名在各个时期所占比例都最大，有

编年的抱负志向类人名约有 363 人，占有编年的人名的三分之一。

基于此，笔者重点分析抱负志向类人名中的从武志向类人名和从政

志向类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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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居延抱负志向类人名特征 

从整体趋势看，从武类人名的比例在不断下降。武昭宣时期从

武类人名共 55 人，该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从武类人名为定、安世、胜

之、胜胡、破胡、破奴；而元成时期从武类人名为 45 人，该时期最

有代表性的人名有武、护；西汉末至东汉初从武类人名共 22 人，该

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人名为护、武、戎；东汉时期从武类人名共有 5

人，这 5 人有两人名为武，其余三人名为勋、彊和猛[1][2]。在和《汉

书》、《后汉书》同时代同名者进行比较后，我们发现从武类人名在

《居延汉简》与《汉书》、《后汉书》中均呈下降趋势。这种趋势应

与武帝时期的大规模作战有关。自汉建国始，汉匈冲突不断，民族

矛盾尖锐，汉朝百姓饱受匈奴袭边之苦，故从戎之心日盛。武帝北

逐匈奴、南征闽越，不断发动对外的战争，使得汉帝国武力空前强

盛。加上卫青、霍去病等一批出身平凡的将领在战争中崭露头角、

马上封侯，更是激起了人民对于军功的无限热情。武帝之后，昭帝、

宣帝也未放弃对西域的经营。因此，这一时期人们从武的热情达到

巅峰，并将这种建功封侯的期愿以人名的形式寄托于子孙后代。尔

后随着硝烟渐息，获取军功的难度大大上升，政府也开始尊崇儒家、

实行察举制、推崇文治，因此人们对于从武的追求也不如往昔了。 

在《居延汉简》及《汉书》、《后汉书》中，如“胜之”、“破胡”、

“胜胡”、“破奴”、“戎奴”、“安世”、“奉世”、“定”、“定国”“安国”、

“充国”这类含有强烈的击败匈奴或开疆拓土色彩的人名，皆集中

于武昭宣时期。且“安世”、“定”、“戎”等名，居延地区的数量相

对更多，这体现了居延边塞地区更为尚武的社会风气。“胜”虽然主

要集中于武昭宣时期，但之后亦有名“胜”者，其各时代的分布情

况较“胜之”更为分散。这类人名指代并不十分清晰，在武昭宣时

期可能更多蕴藏战胜匈奴之意，而在之后可能转变为自身的胜利等

含意。“彊”字亦集中于武昭宣时期。此字在汉时实与“强”同，《说

文解字·弓部》中称，“彊，弓有力也”[3]。《汉书》中也有言，“闢

疆，言开土地也”。武昭宣时期众多被命名为“彊”者，可能更多寄

托了长辈开疆拓土、国家强盛等期愿，而之后命名为“彊”者，则

可能转变为长辈对晚辈身强体健、心智刚强等祝愿。故如“胜”、“彊”

等与对外作战有关系较为密切的、但又不限与此意的名字，在硝烟

渐息后仍可因其它含义为人们所青睐。除此，还有各时期在《居延

汉简》与《汉书》、《后汉书》中都十分流行的“武”、“霸”、“威”、

“猛”，体现了汉代贯穿始终的尚武之风。此外，《居延汉简》中以

“勋”为名者，有年代的仅 2 人，无年代的仅 4 人。而《汉书》、《后

汉书》中各时期有不少以“勋”为名者，且主要为宗室、外戚、勋

贵。[5][6] 

2.从政与其他志向类人名 

从整体趋势看，从政类人名的比例是先上升再下降。武昭宣时

期从政类抱负人名共有 9 人，其代表人名有宣、辅等；元成时期从

政类抱负人名共有 37 人，其代表人名有匡、临、辅等；西汉末至东

汉初从政类抱负人名共有 20 人，其代表人名有政、令史、士吏、掾

等；东汉时期从政类志向人名共有 2 人，为劾、嘉劾。[1]居延地区的

从政类人名与《汉书》、《后汉书》同时代同名者进行对比分析，发

现《汉书》、《后汉书》各时代的变化趋势不大，且从数量上几乎都

多于居延人名。这一方面体现了汉朝政府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兴建太学等一系列文治工作对居延百姓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体

现了位于边塞的居延地区与汉王朝政治中心的差异。 

居延汉简中如“辅”、“匡”、“临”等从政类人名主要集中于元

成时期。而“匡”、“政”盛行于西汉末至东汉初。居延汉简中以“匡”

为名者有 9 人，《汉书》、《后汉书》以“匡”为名者有 8 人，其他时

期则仅有成帝时有太中大夫蜀郡“张匡”。这可能与成帝时期便开始

的王氏外戚专政有关。“匡”字作为人名主要有“扶助”和“辅佐”

之意，《史记·管晏传》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4]

的记载，《汉书·宣帝纪》中有“能箴朕过失，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

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讳有司”[5]，皆是此意。王氏先后有五人任

大司马大将军，他们把持朝政却不宣称自己专权，而称为如霍光般

匡扶皇室。直至王莽专权，更是被封为“安汉公”。王莽为夺得天下，

十分注重个人形象的塑造和政治宣传。因此，以“匡”为名应是时

代流行思想的产物。此外，居延汉简与《汉书》、《后汉书》的不同

还在于以“令史”、“士吏”、“掾”等中下级官吏之称为名。《居延新

简》中有载：“成、隆、长妻自言，府不当十月食。仓督官为行出，

还其食。与长妻、张令史取卿食二石，及张令史为与长妻一石，凡

三石。长食□□有馀榖，自廪。”另外还有“吏未到名：王士吏未到

未知来时；燧长王良未到今日当到；燧长常业未到未知来时；燧长

傅育未到今白召之；通辨之，请辨白。”[2]《居延汉简》有“夏侯掾

坐前善毋恙，独劳疾”、“□夏侯掾治所□ ”[1]的记载，考虑到《居

延汉简》几无将姓氏放于职务之前的书写形式，因此《居延汉简人

名编年》将其中的“张令史”、“王士吏”、“夏侯掾”都视为人名。[7]

这可能反映了汉代普通人民以中下级官吏之称为名的命名方式。 

三、结语 

总之，人名与时代、社会、地域、阶级、思想等具有密不可分

的关系。居延汉简中相关抱负志向类人名的变化趋势，体现了居延

人民在汉代开疆拓土的大潮中激情昂扬，又在尚武之风减退、文治

之风渐兴时转而追求入仕从政的趋向。也反映了居延身为边塞关城，

长期生活于此的人们较之其他地区更加崇尚武力，更加倾向于为子

孙取一个威猛霸道的人名。居延汉简也体现了很多戍边吏卒们的生

活追求，相较于京师及其他中心地区的宗亲贵戚，他们追求的也许

只是成为一名令史、士吏或掾，而不是建立自己或追忆前人的滔天

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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