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墓木牍：
穿越两千年的家书

战国末期，秦军横扫六合，最终一统天下。可
是，当时征战的兵士是怎样的人？有着怎样的思想
情感？千百年来，除了模糊的史料记载以外，人们
一直无法获得直接的认识。1975年， 就在湖北云
梦睡虎地，一个充满梦幻和野性的地方，考古人员
发掘了11座秦墓， 其中4号墓出土的两件木牍给
人们带来了惊喜：这是两封秦军士兵的家书！

这是名叫“黑夫”和“惊”的兄弟俩分别写给同
胞兄长“衷”的信，“衷”死后随葬墓中。据专家考
证， 这两封家书写于秦始皇二十四年， 即公元前
223年，分别用隶书写在两片木简的正反面，至今
保存基本完好， 字迹尚清晰可辨。 从文字内容可
知，当时“黑夫”和“惊”正在秦军服役，即将参加攻
打淮阳（今属河南省）的战役，因夏天快要到了，希
望家里尽快捎些钱、衣服或布过来。历史是由一幅
幅鲜活的画面组成的生活图景， 亲情则有着亘古
不变温暖的旋律， 它们竟完美地在一封家书中融
合交响，悠远，绵长。

家书有广义、狭义之分
家书是家人亲友之间传递信息和情感的文

字，有广、狭二义：广义家书泛指所有私人之间的
通信，狭义家书仅指亲人之间的通信。

家书的历史十分悠久， 像人类文明早期的口
信、结绳通信、符号通信、树叶通信等，应该就是家
书的早期形态。文字产生以后，世界各地出现了泥
板家书、简牍家书、绢帛家书、布质家书、羊皮纸家
书、纸质家书等各种载体的文字书信。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文字书信以其内容的
丰富性、传递的便捷性、保存的可靠性，成为人类
文明的珍贵遗产，绵延数千年，为人际交往增添了
辽阔深远的想象空间， 同时也为记录人类历史提
供了真实可靠的原始档案。直至今日，打开一封家
书，追寻作者的思绪，如同穿行在历史的隧道中，
时时能够感受作者情感的温度。

“黑夫”和“惊”的木牍是迄今为止我国所发现
的最早的实物家书，也是最早的实物书信，在书信
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前，关于书信的记载，
都是文献。先秦时期的书信虽多为公函，但家书逐
渐从书信中分离出来， 演化成家人亲友之间一种
独具特色的交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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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最早纸质书信：
《平复帖》

两汉时期的著名家书有刘邦《手敕太子文》、刘
向《诫子歆书》、杜泰姬《诫诸女及妇书》、秦嘉《与妻
徐淑书》、徐淑《答夫秦嘉书》《为誓书与兄弟》、司马
迁《报任安书》、马援《诫侄子马严、马敦书》、郑玄
《致子郑益恩书》等。值得关注的是，东汉著名学者
马融写给窦伯向的书信， 信中提到：“孟陵奴来，赐
书，见手迹，欢喜无量，次于面也。书虽两纸，纸八
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艺文
类聚》卷三十一）可见，最迟到东汉时期，纸质书信
已经广泛使用了，而且是后代通行的八行纸。

可惜马融的这封书信实物没有保存下来，我国
现存最早的纸质书信是距今1700多年前的《平复
帖》， 是西晋时期著名文学家陆机向友人问候疾病
的一封书信，草书9行，共84字，也是传世最早的书
法真迹，历代递藏有序，民国年间由大收藏家张伯
驹以重金购得，1956年捐献给国家，现藏故宫博物
院。

魏晋以来，书信的格式基本定型，而且出现了
教人写信的书仪，直至隋唐，书仪在敦煌遗书中大
量发现。这一时期的家书，像诸葛亮《诫子书》、曹操
《诫子植书》、王修《诫子书》、羊枯《诫子书》、杜预
《与子耽书》等，内容多为告诫劝勉子弟如何修身做
人，是中国家训史上的名篇。除之此外，这一时期还
有大量论政、论学、反映社会风貌的友朋书信，像曹
丕的《与吴质书》和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均为
反映当时社会风习与朋友亲情的典范之作。

家书进入文人文集，
名篇佳作迭出

历经唐、宋、元、明、清，社会生活不断发生剧烈
的变化， 家书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同
时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家书进入文人的文集，各个
时代名篇佳作迭出， 像唐代卢氏的《训子崔元玮
书》、李华的《与弟莒书》，北宋欧阳修的《与十二
侄》、司马光《与侄书》、黄庭坚的《与四弟书》，明代
李应升的《戒子书》、周怡的《勉谕儿辈》等。到了清
代，家书遗存则更为丰富，如纪晓岚、郑燮、林则徐、
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左宗棠、张之洞等名人的
家书，徽商、晋商的家书，闽粤侨批（即华侨家书），
乃至普通人的家书，使后人在触摸清人内心世界和
情感脉搏的同时，有助于打开清朝社会历史的另一
扇窗口。

晚清民国以来，近代邮政得以引进，使更多的
人拥有了传递家书的权利。 家书的内容更加丰富，
史料价值更高。像《曾国藩家书》《梁启超家书》《傅
雷家书》等已成为妇孺皆知的经典。

家书有双重遗产性质
时光荏苒，20世纪90年代以后， 手机、 电子邮

件、短信、微信等新的通信方式汹涌而来，它们以迅
雷不及掩耳之势侵占了传统家书的领地，家书很快
退出了历史舞台，家书所承载的历史与亲情的双重
记忆已渐行渐远。然而，家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伦理
规范，承载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和民族精神，其寄寓
的历史、亲情、文学、道德、礼仪、艺术等丰富内涵将
历久弥新，愈加珍贵。

■据光明日报

一封穿越两千年的古家书
一部历史与亲情的交响乐

岁末年初，一档名为《见字如面》的
书信类视频节目在网络和电视台播出，
其清新的风格、温暖的情怀，收获一片
好评。特别是首期节目中有两封写于两
千多年前的家书，经过通俗的翻译和明
星的朗读，把听众拉回到战国末期秦统
一战争的历史现场，再现了普通士兵的
日常生活，那字里行间的人伦亲情历经
两千余年依然温暖如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