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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美燕，女，1967 年生於嘉義，嘉義師專、明道大學中文所書法組碩士、國立中正大學中文所

博士班。

提    要

二十世紀以來，相繼出土了大量的漢代簡牘墨跡，尤其地處邊塞的河西走廊，其中甘肅居延

地區兩次出土的漢簡數量之多，約有三萬餘枚，這些簡牘約是西漢武帝晚期至東漢光武帝建武初

年，這一百二十餘年間的遺物。居延出土的大量簡冊，以破城子甲渠候官第 22 號房舍遺址保存

的完整冊書最多，而且都是當時的實用檔案文書，因此本篇以第二次出土的居延漢簡之〈建武三

年候粟君所責寇恩事冊〉為研究對象，該冊是一份由三十六枚木簡組成的民事訴訟案卷，內含三

份「爰書」及一枚案卷標題楬組成。在墨跡方面，以自然又富有節奏的漢簡隸書而帶草意的書寫

方式書就，很具字體發展的時代意義，甚值得研究。

本文藉由書手的日常書寫表現，來探究書冊的書寫風格，除此之外也對同一遺址及同一時

代的簡牘墨跡和金文、刻石作比較，來探討當時代的書風，更從書法藝術表現，來分析本書冊

的用筆、結體、造形、章法及書法的美學，最後以字體草化的形成因素和草書發展以及對後代

書家的影響等作探討，希望透過本研究，了解居延漢簡之〈候粟君所責寇恩事冊〉及漢代簡牘

墨跡的藝術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