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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书信缄封考
’

——以 中 国人 民大学藏和 田 出土 书信文书 为 中心

刘 子 凡

内容摘要 ： 中 国人 民 大 学博 物馆藏和 田 文 书 中
，
有相 当 数量 的唐代 书

信封皮及背 面 写有封题的 书 信 ， 为唐代 书信缄封方 式 的研究提供 了 新 的

证据 。 本文主要使用这些材料 ， 并参考库车 、 吐鲁番 、敦煌等地 出土相关 文

书 ， 在一定程度上复原 出加封皮直封和 随信折封两种缄封方法 的具体程

序 。 借助史料记 载 ， 可 以看 出唐代有 函 封 、直封 、斜封 、折封 四种缄封方 式 ，

它们 在轻重和使用场合上有 区别 。

关键词 ：唐代 书信 缄封方 式

中国古人颇重书信往还的礼仪程序 。 敦煌等地所见之唐五代书仪 ，详细记

载了各种书状书写规范及模板 ，足见当时社会对这种 日常礼节的重视 。 书信的

缄封方式 ，
也是书仪的重要方面 。 作为书信的外部特征 ，

缄封方式甚至更能直

观地表达尊卑 、亲疏等关系 。 然而 ，与纯文本的书信内容不同 ，书信封缄的具体

细节
一

定要有实物为参照 ，
方可了解清楚 。 敦煌几种 《新定吉凶书仪 》 中 ，画有

书信封皮的图样 ，
称

“

封状样
”

、

“

封题启样
”

等 。 周一 良先生考察了这种封皮

图样 ，
结合文献资料 ，提出两点推定 ：

一是唐代没有预先糊制成筒状纸袋备用

的封皮 ，而是随写随糊 ；
二是封皮相当大 ，没有写字的部分可以再利用

？
。 之后 ，

他又参考 日本古文书的缄封方式 ，推测唐代
“

可能是折封方式 ，把上下向后折

的部分用浆糊粘住
”

气 彭砺志先生注意到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保存的书信背题

的实物 ，指出在现代样式的信封出现以前 ，
书牍有两种缄封方式 ，

一是随纸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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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
二是单纸皮封

？
。 王使臻 、 王使璋二位先生整理了敦煌文书所见各种封皮 ，

考察斜封 、直封两种封皮以及随纸卷封的缄封方法气 然而虽然前辈学者们 已

经做过不少研究 ，但我们对唐代书信的缄封方式的认识仍然不甚清晰 。 尤其是

面对数量众多的出土文书中的书信 ，如果不理解唐代的缄封方式 ，甚至会在文

书的识别上出现问题
？

。 故而有必要研究清楚唐代书信的缄封方式 ， 这既是解

读出土文书的需要 ，
也对于理解唐代礼仪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在中 国人

民大学博物馆收藏的和田地区 出土汉文文书中 ， 有几件书信封皮 以及有背题

的书信实物 ， 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唐代书信缄封方式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 。 本

文试对这几件文书进行介绍 ，
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讨论唐代书信缄封的具体

方式 。

一

、出土文书中的直封封皮

唐代加封皮之缄封方法 ，有斜封和直封两种 。 敦煌藏经洞出有
一

件珍贵的

斜封封皮 ，编号为 Ｐ．２５５ ５ｐ
ｉｆｅｃｅ ｌ

？
。 赤木崇敏及王使臻 、王使璋等先生对其缄封

方式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

。 其特点是封题与纸边成 ４５
°

角斜向书写 。敦煌文书中

直封封皮的实物有Ｐ ．５〇 １ ２
、
Ｓ ．８６７２ｖ 、 Ｓ．

１ １ ２９７ 、
Ｓ＿ １ １ ３４８

、
Ｓ

．
１ １ ３４９

、
Ｓ ． １ １ ３５０

。 这些

封皮的封题都是纵向单行书写的 ，且都押着缄封线题写 ，
展开后

一行完整的封

题会分作两行残字 。

中 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收藏的和 田 文书 中 ， 编号为 ＧＸＷ０ １９９
、
ＧＸＷ０２００

、

ＧＸＷ０２０ １
、
ＧＸＷ０２０２ 、ＧＸＷ０ １５９ 的几件 ，亦是典型的直封封皮 。 现介绍这几件

文书如下 ：

ＧＸＷ０ １９９ 号文书 （ 图 １
） 为残纸条 ，左侧押边缘处有

一行残字 ，每字仅有

右半边 ；右侧
一

行残字 ，馀左半边。 两行残字正好拼合为一行完整的字 ，录文如

下 ：

□國杜押 牙二 郎 左右守捉都 虞候 中 郎裴Ｍ

此封题中的收 、发信人不叙亲族 ，只称官职 ，
应是官员之间的往来书信 。 按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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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封题 ，会因收 、发信人地位不同 ，
而有诸多称谓变化 。 内外族有亲者以血缘关

系远近及年辈高低论
“

轻重
”

，
无亲者则以官爵高下论

“

尊卑
”

，这是唐代开天

以后书仪之常规
？

。 例如 ，法藏 Ｐ ．３２８４ 号 《新定吉凶书仪 》 中 ，
便载有

“

内外族

题书状样
”

，将内外族的书信封题格式 ，按照
“

轻重
”

顺序详细地划分为八种
？

。

又如 ，年代稍晚的法藏 Ｐ ． ３５〇２ｖ 张敖 《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 》亦载有五种不

同格式的
“

书题样
”
？

，其中对收信人的称谓有
“

阁下
”

、

“

记室
”

、

“

执事
”

、

“

左

右
”

，
以

“

左右
”

为最次 。 又 Ｓ． ３２９ 与 Ｓ．３ ６ １ 拼合后之 《书仪镜 》 中有 ：

四 海书 题 内 外文 官 三 品 云 阁 下 ，
左右丞相 节度使云节 下 ，

五 品云记

室
， 已 下侍者 、左右 。 唯执事之语无论重平并通用 。 内 外武 官 三 品 云麾下 ，

太守 管军 亦云麾下 、节 下 。 折冲 已 下无 管押 与 文 官五 品 已 下 同 。

？

则
“

左右
”

为对文武五品 以下官之称呼 。 按押牙为唐代中晚期常见之武职 ，押

牙虽然在地方节度使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 但其品秩则无法 明确认定 。

从
“

左右
”

的称谓看 ， 杜押牙的官秩可能不及五 品 。 从下文的例子看

（
ＧＸＷ０２０ １

） ，
也有可能发信人与杜押牙官阶相当或略高

，
才用这种较轻的称

谓 。

ＧＸＷ０２００ 号文书 （ 图 ２
）纸张相对完整

，仅左下部分残去。 押右侧纸边有
一

行残字 ，每字仅馀左半边 。 纸面中 间有
一

行残字 ，
馀右半边 。 两行字亦可拼合

为
一

行 ，
录文如下 ：

苻晃 书 至杰谢圖付社将军 书

此种书式 ，类似
“

内外族题书状样
”

中轻重最次的
“

姓名书至Ａ处送达分付Ａ

乙
”

的格式 ，则发信人符晃的地位 ，应远高于收信人杰谢镇的杜将军 ，
或为杜将

军之长辈 。

ＧＸＷ０２０ １ 号文书 （ 图 ３
 ）为残纸条 。押左侧纸边有残字 ，馀右半边 。纸右端

有残字 ，馀左半边 。 两行残字拼合如下 ：

谨通米使特进左右神 山 知堡 官 押牙 将作监李 旺状封

此书式类似 ＧＸＷ０ １９９号文书 ，亦是轻重较次之
“

四海
”

书信 。 此
“

米使特进
”

或 即 ＧＸＷ０ １ ９７ 号文书 中的
“

特进大使公
”

及 ＧＸＷ０ １ ９８ 号文书中的
“

米使将

军
”

。 按 ，特进为唐代正二品之文散官
，
仅次于开府仪同三司 。 米使特进能有如

此高的散官 ，
其职事官的官品应当不低 ，甚至有可能是经略使一类的高官 。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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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处书题仅用
“

谨通
”

、

“

左右
”

，或稍嫌不合于书仪 。 因为在 ＧＸＷ０ １ ９ ７ 号文

书 中 ，对此
“

大使公
”

的称谓很可能是
“

座前
”

，
是仅次于

“

几前
”

的第二等尊

称 。 李旺亦出现于 ＧＸＷＯ Ｉ ７４ 号文书中 ，这是
一

封李旺寄与杨副使的书信 ，其中

李旺官职的全称为
“

神 山知堡官摄经略副使押牙将作监
”

。 由此可知 ，李旺之

官职亦颇高 ，或与米使特进不相上下 。 可能正是因 为二人品秩相似 ，李旺才使

用 了略轻的封题书式 。

ＧＸＷ０２０２ 号文书 （ 图 ４
 ）亦为残纸条 。 押左纸边有残字

一行 ，馀右半 。 纸左

端有残字 ，馀左半 。 两行残字可拼合 。 纸中另有
一

行字 。 录文如下 ：

１ 胡子书 状至请分李姊夫□奉珎分付

２
丨

谨上姊夫 １座前阁子书状封

此为妻弟写与姐夫的书信封题 ，下对上 ，用
“

谨上
”

、

“

座前
”

等语 ， 亦合于书

仪 。 此处的姊夫李奉珎 ，常见于和 田 出 土汉文文书 ， 当是活跃于建中前后的官

员 。

ＧＸＷ ０ １ ５ ９ 号文书 （ 图 ５
）为残纸条 。押左纸边有一行残字 ，仅有右半 。 右侧

有残笔划 ，
可与左侧

“

附
”

字 、

“

送
”

字拼合 。 录文如下 ：

丨□谢请通 送杨圆左 右封

杨郎未知何许人也 ，但
“

通送Ａ 乙左右
”

当是较轻之书式。

这种直封封皮都有
一

个共同 的特点 ， 即其写于接缝处的封题展开后成为

两列残字 ，

一

行押纸边 ，
另一行在纸中 。 在这一点上 ，

ＧＸＷ０２００ 号文书 比较明

显。 其馀四件文书都已被裁为纸条 ，
细审之下

，
还是能看出左列押着左纸边 ，右

列右侧 尚有
一些残纸 ，

不是纸边 。

以此为线索 ，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
一些可能是封皮的文书 ，例如 ：

ＧＸＷ００２５ 号文书 （ 图 ６
） ，为

一

残破纸条 ，左侧边缘隐约有
一

竖线 ，右侧有

ｆｍ
？
’

鳘
，

：

图１ＧＸＷＯ Ｉ ９９图２ＧＸＷ０２００图３图４图５

ＧＸＷ０２０ １ＧＸＷ０２０２ＧＸＷ Ｏ Ｉ５ ９

５ １



丨
ｔｆ

＿＿ 赢
图

６ＧＸＷ００２５图
７ＧＸＷ０ １ ３７图８ＧＸＷ０ １ ４６

半行残字
，
每字仅有左半边 。 录文如下 ：

Ｉ镇固杨 郎 □开
Ｉ

此封题以官称杨郎 ， 当是官员往来之书信样式 。

“


Ａ乙开

”

的格式又是书题样

式中最轻者 。 则发信人的地位当是高于杨郎 。

ＧＸＷ０ １ ３７ 号文书 （ 图 ７
） ，为残纸片 。 右侧有图纹 。 左侧有

一

行残字 ，馀左

半
，
但不押纸边。 录文如下 ：

Ｉ□ 女格军 千 □□□

ＧＸＷ０ １ ４６ 号文书 （ 图 ８）
，
为残纸片 。 左侧有残笔划 。 右侧有残字 ，馀左半 。

文书上另钤有朱印两处 ， 印文 已不可辩。

押 官 光禄 卿赵ｑ

此文书较残 。

一

般往来书信不会在封皮上钤印 。 除此以外 ，
封皮用印者 ，

仅见敦

煌 Ｐ ． ４５ １ ６ ｖ
《天皇后书 》 。 用印除了标明发信人身份外 ，很可能也是体现书信重

要性和正式性的标识 。 或许此类封皮与公文书有关 。

同样
，
检阅伯希和于库车县都勒都尔 ？ 阿护尔遗址所获汉语文书 ，

也可以

发现两件类似的文书 。 其 ６ 号文书 （ 图 ９
 ）亦为残纸条。 押左侧纸边有一行残

字
，
馀右半边 。 右侧有若干残笔划 。 最下方笔划可与左侧残字拼出

“

状封
”

二

字 。 录文如下 ：

關 卜
＿

＿姊夫 阁 下□□？￥！；？

此又是内外族往来书信封题 ， 应当是妹妹上与姊夫者 。 称
“

阁下
”

为极重之书

式。

①ｔｌ ｒｉｃＴｍｍｈｅｒｔ
，
ＬｅｓＭａｎｕｓ ｃｒｉ ｔ

ｓＣｈ ｉｎｏ ｉｓｄｅＫｏｕｔｃｈａ：ＦｏｎｄａＰｅ ｌｌｉｏｔｄｅｌ
ａＢｉｂ ｉｌｏ ｔｔＵ

ｑ
ｕｅＮａ

－

ｔ
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Ｆｒａｎｃ ｅ

，
Ｐａｒｉ ｓ

，
２０００ ．

，ｐ ．５ １
，
ｆｉｇ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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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Ｔｒｏｍｂ ｅｒｔ６图１０Ｔｒｏｍｂｅｒｔ７６图
１ １Ｔ ｒｏｍｂｅｒｔ１ ３５

７ ６ 号文书 （ 图 １ ０
） ， 押左侧纸边亦有

一行残字 。 纸中有若干残笔划 ，仔细

辨认下 ，
正可与残字

一
一拼合 。 录文如下 ：

圍子左固儿状圖①

此封题仅馀发信人 。 按库子当指在仓库役作之人。 左奔儿以库子的身份封此书

状 ，
显然不是写给 内外族的 ，亦不似官员往还之私人信件 ， 更像是呈给上级的

书状 。

１ ３５ 号文书 （ 图 １ １

 ） ，为残纸条 ，押右侧纸边有一行残字 ， 馀左半 。 左侧纸

中有一■

彳

＂

Ｔ残字 ，
馀右半。 录文为 ：

谨谨都 护 九郎 阁下
？

都护或指驻龟兹的安西都护 ，地位极高 ，故用
“

阁下
”

的书式 。

幸运的是 ，
我们在吐鲁番 出土文书中也找到了 同类文书 。 《新疆博物馆新

获文书研究 》公布 了
一

件题为 《唐天宝年间习书 》 （ 图 １ ２
、
１ ３

） 。 据整理者介

绍
，文书由两张残片组成 ，

背面皆有多道朱笔划痕 。 残片 （ 二 ） 有一行左半墨

书 ，未 丨只读 ；
残片 （

一

） 有 ３ 行文字
，
暂定为天宝年间习书

？
。 实际上 ，

我们发现

残片 （
二

） 与上举几件封皮样式非常相似 ，
都是在纸面 中间 出 现半行墨书 。 如

果仔细辨认的话 ，
还是能确定其中的一些字 ：

谨谨□□ 四 郎 □
④

①￡ｒｉｃＴｒｏｍｂｅｒ ｔ

，Ｌｅ ．ｓｐ
． ８０

，ｆｉｇ．７ ６ ．

？ｆｉ ｒｉｃＴｒｏｍｂｅｒ ｔ
，Ｌｅ ｓＭａｎｕｓ ｃ ｒｉｔ ｓＣｈｉｎｏ ｖｉ（ＬｅＫｏｕｔｃｈａ ，ｐ

．

１
１ ２

，ｆｉ
ｇ

． １３ ５ ．

③ 《新疆博物馆新获文书研究 》
，
第 ２２２ 页

④图版见 《新疆博物馆新获文书研究 》
， 第 ４８

、
４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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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ｉｆ

：

」
：

，
：ｉｆ

ｖ＇
，

弋纽
ｍｍｍｌＪ＃ｆ？

图 １ ２图 １３

《唐天宝年间习 书 》
〇９ＺＪ００４５ （

ａ
）

，
０９ＺＪ００４４ （

ｈ
） 《唐天宝年间习书 》

０９ＺＪ００４５ （ｂ ） ， 
０９ＺＪ００４４

（

ａ
）

从这个书写格式看 ，
显然也是书信封题。 那么残片 （ 二 ） 的性质就是书信封皮 。

残片上出现的朱红色划痕 ，看起来也很像是某种装饰用的花纹 。 残片 （

一

） 也

是封皮的
一

部分 。 两件残片有朱痕的
一

面 ， 即 ０９ＺＪ００４５ （
ａ

） ，

０９ＺＪ００４４
（

ｂ
） ，为封皮

外面 ；相对的 ，

〇９ＺＪ００４５
（
ｂ

） ，

０９ ＺＪ００４４
（
ａ）为封皮 内面 。 但是残片 （

一

） 背面书写

的文字 ，书法与封皮明显不同 ，笔法略显稚嫩 ，
字句也不甚通。 整理者推测为习

书 ，
还是很有道理的 。 这些习字很可能就是在封皮废弃后写上去的 。 其中又见

有
“

天宝
”

、

“

大夫
”

等字 ，故颇疑是抄写 自 书信正文。

此外 ，在新出 和田文书中 ，还有几件未完全拆开的封皮残片 。 ＧＸＷ０２４８ 号

文书 （ 图 １ ４
） ：

表兄□□□□

“

表兄
”

二字处尚保持着缄封状态 ，其下数字的缄封处则 已拆开 。 此当为 内外

族之往来书丨３封皮 。

ＧＸＷ０ １ ９７ 号文书 （ 图 １ ５ ）仅馀数字 ，其文为 ：

特进大使公座

ＧＸＷ０ １ ９ ８ 号文书 （ 图 １ ５
）上部有三个残字 ，

下部数字完整 。 录文为 ：

杰谢送米使将军宅

两片文书字体相近 ，应当上下拼接为
一

件 。 上书
“

米使将军宅
”

为收信地址 ，下

书
“

特进大使公
”

为收信人 。 通过查阅文书原卷发现 ，这两片文书的封题字都

是押在缄封线上的 。 从上面的例子看 ，封皮的拆封都是要从缄封处小心拆开 ，

这件封皮虽然碎成残片 ，但缄封处有完全没有开封过的迹象 。 那么这封书信很

可能还没来得及开封 。

从这两个实例看 ，
此类封皮上裂成两行的封题 ，在缄封状态下确是反 向拼

５４



图１ ４ＧＸＷ０２４８图１ ５ＧＸＷ０ １ ９ ７ 、
ＧＸＷ０ １ ９ ８图１６Ｐ ．４５ １ ６ ｖ 《天皇后书 》

合成
一

行的 。 通过这些细节我们或许可以推测 ，直封的封皮在包裹 书状时 ， 都

是从
一

侧纸边裹起 ， 裹到末端 ，便会留
一

侧纸边在外 。 将此纸边糊好 ，押纸缝书

写封题 ，拆封之后 ， 即会出现半行宇在纸边 ，半行字在纸中的情况 。

以此而论
，
王使臻 、

王使璋二位先生在
“

随纸卷封书札
”
一节 中讨论的 Ｐ ．

４５ １ ６ｖ 文书
？

（ 图 １ ６ ）
，
显然也是直封封皮

，
而不是随信卷封的书札 。 这件文书

裱糊在 《金刚经 》背 ，是被人裁剪过的 ，并不能看 出是题写在书信背面的封题 。

但其文字分作两行的特点十分明显 ，这是明显的直封封皮特征 。

可 惜和 田 出 土的 这几件直封 封皮 ， 大 多 是 已 经打 开 的 ，

ＧＸＷ０ １ ９７
、

ＧＸＷ０ １ ９ ８ 号文书 又过于残破 ，

很难恢复其原有的缄封形态。 幸ｉ１＾

运的是 ，雜晃先生 曾刊布过 ｓ ．１Ｂｙ
＇

１ １ ２９７ 号文书拆封之前的照片 ② ｍｆ

（ 图 １ ７
）

，
这是极难－见的保持１＿

缄封状态的书信 。 我们可以猶１
地看到 ，封上题有

“

肃州宰相娘％
子

”

的雌 ， 是长条形的 ， 而不是

圆柱形的 。 而且 Ｐ ．５０ １ ２Ｖ
？
等文％．Ｗ^ ／＇

书 ，
也有非常明显 的纵向折痕 。｜

删这些直封书信的缄封状态

都是长条形 的 。图 ｎＳ ． １ １ ２９７ 号文书

①饶宗颐编集 ： 《敦煌书法丛刊 》第 １５ 卷 ，
１９８５ 年

，
第 ９５ 页 。 王使臻 、

王使璋 ： 《敦煌所 出 唐

宋书札封缄方法的复原 》 ，第 ２７
－

４８ 页 。

②藤枝晃 ：

ＴｈｅＴｕｎｈｕａｎ
ｇＭａｎ ｕ ｓｃｒｉｐ

ｔｓＡＧｅｎ ｅｒａｌＤｅｓ ｃｒｉ
ｐ

ｔ ｉ
ｏ ｎ

，Ｉ
，

９ ， １ ９６６， ｐ
．２９ 。 荣

新江 ： 《英 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 文献残卷 目录 》 ， 台北新文丰出 版社 ，
Ｉ％４ 年 ， 第

１ ８ ７页 。

③ 《法国国家 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 》 第 ３４ 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

２００５ 年 ，第 ２６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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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 ，我认为直封的书信 ，未必是折叠成条状再包裹封皮 ，却更有可

能是先卷成筒形再压平的 。 我们或可参考敦煌写本郑馀庆 《大唐新定吉凶书

仪 》 中所记
“

表
”

的封装方式 。 如 Ｓ ．６５３７Ｖ文书所载
：

右表写 了 ， 即 窠讫 ，从后 紧卷至 头 ， 勿令心 空
， 则着一 色纸直封题讫 ，

入 函 ， ［函 ］用黄杨木为 之 ，约 表纸数 多少 遣之讫 ， 安表 内 函 中 ，
三道弦缚 面

上
，则 系定 ， 以 白 蜡填之 ， 火 灸 ， 刀 子 削 平 ，

当 心 书全字 ，依此样封题讫 ， 则

着 一 片盖板 ，
重 三道缚 之 ，

以 防磨损 ， 并 四 方 馆牒 ，

一 时入毡袋 ， 布裹封题

发遣 。

？

表为上呈皇帝的文书 ， 最为正式 ， 按上文所述 ，需要三重包装 ， 用纸封好后人

函 ，再装袋 。 每次封装都要书写封题 。 实际上 ，这里特别提到人函前的缄封方式

为直封 。 我们或许可 以认为这是直封的标准方式 。 即表的正文写好后 ，先将信

纸从后向前卷起 ，
而且要卷紧 ，

不能使纸卷留有空心 。 卷好之后 ，再用同一颜色

的纸作为封皮卷裹 ，题好封题 。 则这种直封的方式便应是卷裹而非折叠的 。

既然可能是卷成的 ，
我们同样要关注直封的左卷和右卷。 从形态上看 ，

ＧＸＷ０２００号文书及伯希和在都勒都尔 ？阿护尔遗址所获 １ ３５ 号文书与其馀几

件明显不同 ，是反卷的 。 两件文书押在纸边上的残字是落在右侧纸边上 ，而非

左侧 。 若将其卷起还原为缄封状态 ，再正对缄封处看的话 ，是题着左半行字的

纸边在上 。 而其馀几件封皮则正相反 ，卷好之后 ，是题着右半行字的纸边在上 。

关于书状的左卷 、右卷 ，司马光 《书仪 》卷一
“

名纸
”

条有 ：

取纸半幅 ， 左卷令 紧实 ， 以 线近上横 系 之 ，题其 阳 面 ， 凡名纸 ， 吉仪左

卷 ，题于左掩之端 ， 为 阳 面 。 凶仪右卷 ，
题于右掩之端 ， 为 阴 面 。 云 ： 乡 贡进

士姓名 。

？

又卷五
“

吊酹赙璲
”

：

作名 纸 ，右卷之
， 系 以 线 ，

题其 阴 面
，
凡名 纸 ， 吉者左卷之 ，

题 阳面 。 凶

者反卷之 ， 阳 面在左 ， 阴 面在右 。 曰
： 某郡姓名 。 慰 同州 之人 ， 则但云 同郡 ，

皆不 著 官 职 。

？

据司马光所言 ，左卷 、右卷分别代表了吉 、凶 。 左卷为吉 ，右卷为凶 。 左卷为左

掩 ，右卷为右掩。 由此可知 ，
书状的卷封方向并不是随意的 ，而是蕴含了吉凶的

重要含义 。 结合上文所引表的缄封方式 ，卷纸时要从后至头 。

一

般尺牍皆从右

向左书写 ，那么卷法就是从左向右 。 如果封皮也按相同方法卷的话 ，卷成题写

封题之处 ，就会是题写右半封题的纸边在上 。 这与我们发现的多数直封封皮实

① 《英藏敦煌文献 （ 汉文佛经以外部分 ） 》第 １ １ 册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１ ９９４ 年 ，第 １ ０３ 页 。 录

文参考赵和平 ： 《敦煌写本郑馀庆 〈大唐新定吉凶书仪 〉 残卷研究 》 ， 《唐五代书仪研

究 》 ，第 １ ７ １ 页 。

②司马光
： 《司马氏书仪 》 ，商务印书馆 《丛书集成初编 》本

，

１ ９３ ６年
，第 １ ２－１ ３ 页 。

③司马光 ： 《司马氏书仪 》 ，
第 ５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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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相符 。 依常理判断 ，
日 常书状所言之吉事应当多于凶事 。 那这种主流的卷法

就应当是司马光所指之
“

吉者左卷
”

。 而 ＧＸＷ０２００ 号文书及伯希和 １ ３５ 号文

书封卷方向相反 ，
应当是代表凶事的右卷或反卷 。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 ， 目前见到 的如此多的直封封皮 ，
从形态上看

，都是完

全一致的 。 它们缄封后的形态 ，无
一

例外的都应当是 Ｓ． １ １ ２９７ 那样的细长条形 。

保持了纸幅的宽度 ，没有从中折断 ， 整齐而严谨。

二
、 出土文书 中的折封书状

除了斜封和直封外 ，
还有不加封皮的缄封方式 。 彭砺志先生称其为随纸卷

封
？

。 王使臻 、王使璋二位先生沿用 了这种说法
？
。 然而 ，如前所述 ，王使臻 、王使

璋先生举出 的随信卷封的例子 Ｐ．４５ １ ６ｖ 文书 ，实际上是直封封皮 。 而另
一

件 Ｓ ．

３７ ６ 文书
？

，
虽然是不加封皮的 ，但书札却是需要用很精妙的方法

“

折
”

起来的 ，

而不是
“

卷
”

起来的 。

我们同样可以在 出土文书中找到折封的书信 。 人大藏 ＧＸＷ０ １ １ ３ 号和田文

书 （ 图 １ ８
）

，正面右侧残两行字 ，为 ：

（ 前缺 ）

１ 鞋子伏望 到彼收取诣王

２ 钱进有锯镰 与 附 一张休谨 Ｉ

文书背面右下方亦有两行字 ：

１ 谨谨丈 人丈母女婿张休状

２ 通上勿令 惟失

这是女婿写给 丈人 、 丈母的

－封书信 。 背 面麵行当为

封题 。 值得注意的是 ，
两行字Ｉｔ

＇

＇

，

的最上部各有
一

个字都残去 ； Ｐ
右上部 ， 形成

一条明 显＿ ．

．

、

： ？

，

：

线 。 如果仔细辨減可以发 ． 人Ｖ
＂

；

＞
■

：

现
，第二行最上的一个残字 ， ｔ １

是第
－

行那个残
“

谨
”

字的
＂

；

上半边 ， 只不过字形倒了而

已 。 将其正过来后 ，正可与第图 Ｉ ８ 《 张休上丈人丈母书 》

①彭砺志 ： 《 尺牍书法 ：从形制到艺术 》 ，第 ６２ 页 。

②王使臻 、
王使璋 ： 《敦煌所出唐宋书札封缄方法的复原 》

，第 ４４－４６ 页 。

③《英藏敦煌文献 （ 汉文佛经以外部分 ） 》第 １ 册 ， 第 １ ６４ 页 。此件文书 ，

正面有
“

律左右
”

三

字 ， 背面有
“

尚 书书送邓
”

，两行字上下拼合为封题。 具体折法可参考王使臻 、王使璋 ： 《敦

煌所出唐宋书札封缄方法的复原 》 ，第 ４４－４６ 页 。

５７



一行之
“

谨
”

字拼合 。 作为封题 ，
这两行字的书写位置并不靠近纸边 ，如果按上

文提到的卷封方式卷紧的话 ，
两行字恐怕都要卷到纸卷中 ，起不到封题的作用

了 。 则此信应是折封 。

将
“

谨
”

字分割成两半的这条斜线是很值得玩味的 。 因 为这件文书的封题

是纵向直书的 ，而不是像斜封的 Ｐ ．２５ ５５ｐ
ｉｆｅｃｅ ｌ 文书那样斜向书写封题 。 如果

只是简单的对折 ，是无法折出 这样
一条斜线的 ， 两个半字也无法扭转拼合 。 根

据周一 良先生介绍的 日 本古信札
？
的启示 ，

我猜测
， 《张休上丈人丈母书 》很可

能是先折成长条状 ，然后在斜线位置打结或捻拧 。 我设计了一种可使
“

谨
”

字

拼合的折叠方式 ，如 图 １９
：

｜Ｉｋ １

图 １ ９
《 张休上丈人丈母书 》折叠方法示意图

先将信纸折成两行封题宽度的纸条 ，然后依次按图示折叠 。 这样 ， 信札就被折

成了矩尺形 。 按此种样式折叠的话 ，

“

谨
”

字会刚好落在最后
一

张图的斜线处 。

这样 ，打开之后 ，就会形成两个半个的
“

谨
”

字 ，而且方向 刚好相反 。 封题的两

行字 ，会在长端纸条的正反两面 。 而且很显然 ，
这种封题一定是先折好再书写

的 。 而且开封后的纸张会留下菱形折痕 ，
而非全部直线折痕 。 我们从 ＧＸＷ０ １ １ ３

号文书上 ，
还是可 以隐约辨认出

一些斜向的折痕的 。 另外 ，麻扎塔格出土的藏

文书信中 ，
也有

一

些保持缄封状态没有开封者 ，
其中便有折成矩尺形的 （ 图

２０
 ）

？
，或可做一参照 。 当然 ，这只是

一

种可能的折法 ，或许有其他更接近原状的

方法 ，但斜线处的折法
一

定是特殊的 。

ＧＸＷ０２５ １ 号文书上的文字 ，应当也是书信封题 ：

①周一良 ： 《唐代的书仪与 中 日文化关系 》 ，第 ５ ３
－

５ ４ 页 。

②恩见 久 － Ｓ ｔｅｉ
ｎ

，Ｓｅ ｒ
ｉ
ｎｄｉ

ａＤｅ
ｔ
ａｉ ｌｅｄｒｅ

ｐ
ｏｒ

ｔｏｆ
ｅｘｐ ｌ

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ｉ
ｎＣｅｎ ｔｒａｌＡ ｓ

ｉ
ａａｎｄＷｅ ｓ ｔｅ ｒｍｏｓｔ

Ｃ／＾叫 ５ｖｏｌ ｓ ．

，
Ｏｘｆｏｒｄ １ ９２ １

，
ｆｉ

ｇ
．ＣＬＸＸ Ｉ Ｉ ．

。 巫新华等译 ： 《 西域考古图记 》 第四册 ，
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
，

１ ９９８ 年
，第 １７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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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寄付丈人

这件文书保持着迭压粘贴的状态 。ｒ 疹
值得注意的是 ，

其上层粘贴的
一

小

块纸张 ，是斜向 的 ， 与封题成
一

定角

度 。 封题文字被其隔断 ，

“

使
”

字的

下半边及
“

寄
”“

付
”

二字都在上层｜备
． Ｍ ．

Ｔ ａ
ｇ
ｈ ．ｂ ．

Ｉ Ｉ ．〇〇５ ２ ．

纸片上 。 这显然不是直封的施 。 与

Ｐ ．２ ５５５Ｐ １ ｆｅｃ ｅ ｌ 所见之缠绕斜封的方 Ｘ

法亦不同 。蒙财
－

薇封。獅
一＂“讲

这件文书 只是撕裂后的残片 ， 很难图 ２０ 古藏文信札

据此复原出整封书信的原貌 。

吐鲁番 出 土唐代西州文书 中 ’
，



，


—— ——

也有类似的书信 。 阿斯塔那 ６４ 号墓 ｉ西
丨

洛
丨

出 土有 《 唐贞观二十年 （
６４６

） 赵义  州 州
：

深 自洛州致西州阿婆家书 》 ，此件文西 洛付 赵
丨

书残存 １ ５ 行 ，其后半部分被剪成鞋州
：

州
丨

欢
丨

义
ｉ

底 。 鞋底背面即是此书信的封题 ，吐付
丨

赵
丨相

丨

深

鲁番文书整理小组称其为 《唐赵义ｔＸ
＼

＾^

深家书面 》 ：相 深
丨隆

：

达
丨

１ 洛州 起义深书 达张 书训

２ 西州 付欢相张隆 训
①隆 达

丨

：



ｉ



如此看来 ，
此书题亦是写于书信尾训

：图 ２２
《唐赵义深家

部的背面 。 幸运的是 ， 《唐赵义深家 书面 》折叠后形状

书面 》 尚保存着隐约可见的折叠痕

迹 ，
如图 （ 图 ２ １

） 所示 ： 图上虚线即

是折痕 。 周
一

良先生曾 推测唐代信 图 ２ １ 《唐赵义深

封可能是采用类似 日 本古信札的折｜ 家书面 》折痕示意图

封方式 ，
即信札加封皮后迭成长条

行 ，上下两端向后折向背面 ，再把向后折的部分粘贴起来
？

。 从折痕来看 ， 《唐赵

义深家书面 》应当就是采取这种折纸的方法 。 即是先将书状折成细长条形 ，再

将上下两端向后折 。 但是如果完全按照折线来折的话 ，信札会被折成只有
一

行

字宽的条状 ，两行字会分在正反两面 ， 向后折的两端必定会遮住其中
一

行字 。

若要将两行字都显露出来 ，有两种可能的折法 。

一

是先折成两行字宽的纸条 ，

上下两端向后折 、粘好后 （ 如图 ２２
） ，再沿中间的虚线对折 。 二是先将上下两纸

① 《吐鲁番出土文书 》 图版本贰 ，文物出版社 ，
１ ９９４ 年 ， 第 １ ７３ 页 。

②周一 良 ： 《唐代的书仪与 中 日文化关系 》 ，第 ５３
－

５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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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向纸中折好 ，
再折成条状 。

另外一件值得关注的文书是阿斯塔那 ４ 号墓出土 《唐瀵舍告死者左憧憙

书为左憧憙家失银钱事 》 。 这是瀵舍写给已经死去的左憧憙的
一封辩白书 ，否

认偷窃了左憧憙的银钱 。 虽然这封信是要死者在阴间阅读的 ，但我们依然在其

背后发现了封题 ：

１ 取不得于人取书 （ 此行倒 书 ）
、
＇

番 （ 横书 ）

２ 化舍书付左憧憙 （ 此行倒 书 ） 资领其 （ 此 字侧 书 ）及古

３瀵舍
①

这一封题仍然是写在书信结尾处的纸张背面 。 有两行倒书的文字 ， 当是封题的

主体 ，
又有个别字与其反 向书写或横向书写 。 很可能 ，这几个朝 向不同方向的

字
，也是封题的内容 。 可 以确定的是横向书写的

一个残字 ，是
“

瀵
”

字的上半

边 ，
正好与第二行封题的第

一

个字拼在
一起 。 我还没有想到

一

个能完美拼合所

有封题文字的方法 。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封信在缄封的时候 ，
在

“

瀵
”

字的位置

打了结 ，
只有这样才会出现

一

个字被分成横向 、纵向两半的情况 。

以上三种不加封皮的书信 ，连同 Ｓ ．３７６ 文书 ，都是折叠缄封的 。并且折法各

不相同 ，甚至需要很大的想象力才能将其复原回缄封的形态 。

还有一些不易复原的书信 。 阿斯塔那 ６４号墓出土有 《唐李贺子上阿郎 、阿

婆书
一

》 ，其信的
一

部分也被剪成了纸鞋状 。 背面反方向书写 了封题 ：

李 贺子 书付
？

其后当有
一行写明收信人信息 ， 但是被剪裁掉了 。 这又是

一件双行格式的封

题 。 《唐李贺子上阿郎 、阿婆书 》共有四封 ，这是第
一封的后一部分 。 此封题的

位置亦是在书信末尾的背面 。

阿斯塔那 ７２ 号墓出土有 《唐开元十二年 （
７２４

） 残书牍 》 ，其末尾又有两

行反方向书写的字 ：

１ １ 书 至圇 Ｉ

１０ 分付家人奴子
？

此处文字包含了送信地点和收信人信息 ，应当也是书信封题 。 既是寄与家人奴

子收 ，
应是家书。 但 《唐开元十二年 （

７２４
） 残书牍 》从内容判断 ，更似公文 ，

不

似家书 。 其背面有 《唐上娘娘书 》 ，
尽叙家中事 。 则此恐为 《唐上娘娘书 》之封

题。 从位置上看 ，此封题亦题于书状纸张最末尾位置的背面 。

敦煌文书中也有不少这类不加封皮的书信 。 坂尻彰宏先生指出 ，
英藏 《 甲

戌年四月沙州妻邓庆连致肃州僧李保祐状 》便是直接将封题写在书信背面 ，并

采用折封的方式 。 他同时列举了另外四件封题写在书信背面的敦煌所出汉文

① 《吐鲁番出土文书 》 图版本叁 ，
文物 出版社 ，

１９９６ 年 ，第 ２２９ 页 。

② 《吐鲁番出土文书 》 图版本叁 ，第 ２０２ 页 。

③ 《吐鲁番出土文书 》 图版本肆 ，
文物出版社 ，

１９９６年 ，第 １ ３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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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 ，认为也都是折叠缄封的
？

。

通过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 ， 这种不加封皮的书信封题 ，
大都是直接题在

书信正文纸张的背面。 而且封题书写的位置是正文纸张背面靠近纸边的位置 。

但又不似直封的书题那样会押住纸边 。 这就决定了这种书状的缄封方式不可

能是卷封 ，只能是折封 。

陶弘景 《真诘 》多载杨义与仙真 、杨义与二许 （ 许谧 、许翗父子 ） 、二许与

仙真之间往来的书信 ，其中便多有折封书信 。 卷十七 《握真辅第一 》有 ：

羲顿首顿首 。 阴寒 。 奉告 ，承尊体安和 以慰 。 未得觐 ，倾企 。 谨 白 ，不

具 。 杨羲 顿首顿 首 。

羲 白 ：
公第 三女 昨来 ，

委瘵 ，
旦来小 可 ，犹 未 出 外解 。 群情反侧 ，

动 静驰

白 。

顷疫疠 可畏 ， 而犹未歇 ，
益 以 深忧 。

给事许府君侯 。 此 六字 折纸背 题 。

②

这是
一

封完整的书信 。 小字当为陶弘景注释 。 他指出
“

给事许府君侯
”

数字 ，是

此信的书题 ，题写在信纸的背面 。 而且所谓折纸 ，
恐怕是指该信纸有折叠的痕

迹 ，是采用折封的方式 。 同样样式的小字注还有几处 ，不再
一
一

引证。 陶弘景整

理的这种书信 ， 明显便是没有封皮的一类 ，题背与折纸是其基本特征 。 与以上

讨论的几种不加封皮的书信实物 ，是非常符合的 。

同时还需要注意到 ， 这种不加封皮的书信 ，通常是被折成较短的长方形 ，

或者 因打结 、捻拧等出现特殊形状 ，而不是规矩的长条形 。 因为经常 出现横向

折叠或打结 ，其长度一般会是小于纸幅的 ，
比直封封皮短 。 《真诰 》 中有所谓

“

短折封
”
？

，
恐怕就是指这种特征 。

三、轻重之分
一一

唐代书状缄封的几种形式

唐代的书状缄封方式 ，有加 函 、加封皮 、不加封皮的不同 。 人函 即是函封 。

以纸为封皮 ，则有直封 、斜封两种 。 不加封皮者
，
如上文所述 ，大致应为折封 。 这

样
，就有了 函封 、直封 、斜封 、折封四种缄封形式 。 这几种缄封方式并不是随意

使用的 ，而是有轻重之分 。

函封 ， 当是最正式的缄封方式 ，用于最重要的书状 。 从敦煌出土的各种书

仪看 ，唐代地方官员上皇帝的贺表 ，都是要函封的 。 其具体缄封方法已见前文

所引 Ｓ ．６５３ ７ｖ
《大唐新定吉凶书仪 》 ，

三重缄封皆极细致 。 Ｐ ． ３９００号武则天时期

《书仪 》 中 《笺表第二 ？庆正冬表 》亦有 ：

①Ｓ尻彰宏 ： 《大英博物馆藏甲戌年沙州妻邓连致肃州僧李保祐状 》 ， 《 敦煌写本研究年报 》

第 ６号
，

２０ １２ 年
，
第 １６２

－

１６４ 页 。

②陶弘景 ， 赵益点校 ： 《 真诰 》 ， 中华书局 ，

２０ １ １ 年 ，第 ３０６页 。

③ 《 真诰 》 ，第 ２９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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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函面 云 ： 某 官 臣姓名 上表 。 函 侧右 畔题云谨上京神 都 门 下 ， 已 下表

头尾题 函 并 与 此 同 。 其有表进者 ，
缄封讫 ， 印蜡上 ；其行军 ，

头 出使 无 印 者

蜡封 ，
上全函

；其具官 使人在外应奏事 ，但修状进其状如前 。

？

这里对函上的封题 ，
以及各种进表者如何使用函封 ，

进行了解说 。 说明 函封的

使用及其缄封过程都是极慎重而严谨的 。 ｓ ．６５ ３７ｖ 《大唐新定吉凶书仪 》 中又有

“

上四方馆牒式
”

和
“

转牒式
”
？

，是上表者给中央接收文书机构四方馆及传递

文书的
“

路次馆择
”

的牒 。 可见 ，

“

表函
”

的寄送 、接收也有
一

定的程序 。 除了表

章外 ， 皇帝下大臣的诏敕 ，很可能也是函封 。 《南史
？杜膜传 》有 ：

坦长 子琬为 员 外散骑侍 郎 ，
文帝 尝有 函 诏敕坦 ，琬辄开视 。 信未及发 ，

又追取之 ，敕 函 已发 ， 大相推检 。 上遣主书诘责骥 ， 并检开 函之主 。 骥答 曰
：

“

开 函 是 臣第 四 息季文 ，伏待刑 坐 。

”

上特原不 问 。 卒 官 。

？

南朝宋文帝时 ，便已用函来封缄诏书 。 且知 ，私 自打开诏书函封当为重罪 。 《唐

六典 》卷八 《符玺郎 》条有
“

大事兼敕书
，
小事但降符函封 ，遣使合而行之

”
？

，

是说鱼符行下需要函封 。 或可由此推测 ，与鱼符同样极为重要的诏敕 ，大概也

应当是函封的 。

此外
，
婚书也用函封 。 Ｐ ． ３２８４ 张敖 《新集吉凶书仪上下两卷 》 中有 ：

右修前件婚书 ， 切 须 好纸 ，
谨楷书 紧卷于 函 中 ，

函用 梓木 、黄 阳木 、楠

木等 为 之 。 函 长 一尺二 寸象八节 ， 函 阔 一寸 二分象十 二 时 ，
函 板厚二分象

二仪
， 函 盖厚三分象 三 才 ， 函 内 阔 八分象八节 。 其 函 了 ， 即 于 中心 解作 三道

路子 ，
以 五色 线缚 。

⑤

递交通婚书函是婚礼中极为正式而隆重的礼仪
？

。 因此 ，婚书的封函使用楠木

等髙级材质 ，其函之各种尺寸也都有着美好的象征意味 。 可见 ， 除了表 、诏 以

夕卜 ，
民间极重之书状 ，

也是用函封的 。

直封 ， 如前文所论 ， 是
一

种用封皮卷封后 ，押缄封线纵向题写封题的缄封

方法 。 而且 Ｓ ．６５３Ｗ 《大唐新定吉凶书仪 》所记之函封过程 ，大臣表章的函封方

法 ，
就是在直封外再加函和其他封装物的 。

Ｐ
．
３２８４ 张敖 《新集吉凶书仪 》所记

婚书之缄封 ，
虽然只言卷于函中 ，但记其函 面封题为

“

Ｉ 谨谨上六官阁下 Ｉ

全

①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 》第 ２９ 册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２００３ 年 ，第 １ ３３ 页 。

②
《英藏敦煌文献 （ 汉文佛经以外部分 ） 》 第 １ １ 册 ，第 １ 〇３ 页 。 录文参考周绍 良 、赵和平 ：

《 敦煌写本郑馀庆 〈 大唐新定吉凶书仪 〉 残卷研究 》
，
第 ｍ 页 。

③ 《南史 》卷七〇 《杜骥传 》
，
中华书局 ，

１ ９７ ５年 ，第 １ ６９９ 页 。

④
《唐六典 》卷八 ，

中华书局
，

１９９２年
，
第 ２５ ３ 页 。

⑤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 》第 ２３ 册 ，第 ４８ 页 。 Ｐ ．２６４６
、
Ｐ ．３２８４ 号文书同 为张敖

《新集吉凶书仪 》 ，
其中 Ｐ ．３２８４ 别字较少 ，故录之 。

⑥张敖 《新集吉凶书仪 》 中 ，有男方送婚书及女方受婚书的仪式记载 ，
都极其讲究 （ 详参 《法

国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 》第 ２３ 册
， 第 ４８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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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厶官卫厶郡姓名封白
” ？

这显然是一种单行直封封题的书写方式 。婚书函细

长的尺寸 ，与直封书的形制也是非常相似的 。 配合极重之函封使用 ，说明直封

在当时被作为
一

种正式的缄封方式 。 根据上文所述敦煌吐鲁番等地所见唐代

书信缄封实物来看 ， 相对于斜封封皮和折封信札 ， 直封封皮的数量是相当多

的 。 而且与几乎只出现于家书的折封书信不同 ，直封书状中的大部分都是官员

或高级僧侣往来的四海书状。 在前文述及的和田 出土封皮中 ，便多有镇戍官员

往来之书信 ，其中亦有神山堡知堡官李旺 、米使特进
一

类的高官 。 敦煌 Ｓ
．
１ １ ３５０

文书封题为
“

谨谨上镇使及娘子座前押衙杨保德状封
”？

，亦是官员往还书信 。

《资暇集 》卷下
“

拆封刀子
”

条有 ：

起于郭 汾 阳 书 吏 也 。 旧但用 刀子小 者 ，
而汾 阳 虽 大度廓落 ，然而有晋

陶侃之性 ， 动 无废物 。 每收其 书皮之右所嫠下者 ，
以为逐 日 须取文帖 ，馀悉

卷贮 。 每 岁 终
，
则 散主 守家吏 ， 俾作一年之薄 。 所嫠之处 多 不端直 ，文帖且

又繁积 ，胥吏不 暇剪 正 ， 随 曲斜联糊 。
一 日

，
所用靜刀 忽 折

，
不馀寸 许 ， 吏乃

铦 以 应 急 ， 觉愈于全时 ， 渐 出新意 ，
因 削 木如半环势 ， 加于折刃 之上 ， 使才

露锋 ， 榼其 书 而嫠之 。 汾阳 嘉其用心 ，
曰

“

真郭子仪部吏也
”

。 言不废折刃

也 。 每话于外 。 后 因传之 ，
益妙其制 。

③

郭子仪身居高位 ，每 日所收书状必然累积无数。 但郭子仪又非常节俭 ，让书吏

将封皮的右侧切割下来 ，作为 日 常文帖或年终账簿用 。 书吏的工作显然是割去

有字的部分 ， 留下空白的部分。 我们且不管书吏被逼无奈下的急中生智 ，但看

其所割之
“

书皮
”

。 如前文所述 ，唐代加封皮的缄封方法 ，有直封和斜封两种 。

斜封封题是斜向书写 ，会占用很多纸面空间 ，割去后纸张所剩无几 ，难以再利

用。 而直封封题纵向书写 ，开封后 ，封题虽然分作两行 ，但都偏在
一

侧 ，且非常

靠近纸边 。 只需裁下一小条即可。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人大藏和 田文书中
，
直封

封皮多为条状 （ 如 ＧＸＷ０ １９９
、
ＧＸＷ０２０ １

、ＧＸＷ０２０２ 号 ） 。 它们极有可能也是被

裁过的 。 而随信折封的书状 ，
正反两面都有字 ，且封题亦不靠近纸边 ，再利用价

值不大 。 由此亦可知
，
郭子仪每 日所收书状 ，绝大多数应是直封的 。 同样 ， 《东观

馀论 》法帖刊误卷下
“

王敬武书辨
”

条载 ，唐平卢节度使王敬武写给其子王师

范的书信背面 ，题有
“

谨谨上相公
”

、

“

从侄保义军节度陕虢观察等使珙状

封
”

，可知此信原是王珙致王敬武书 ，是王敬武直接用其信纸又写了家书
？

。 王

敬武利用的信纸 ，

一定是空 白的封皮 ，与郭子仪重复利用封皮的情况类似 ，
只

不过王敬武没有切掉原有的封题而已 。 那么保义军节度使王珙写给王敬武的

信 ，应当也是这种加封皮的直封 。

①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 》第 ２３册 ， 第 ４８ 页。

② 《英藏敦煌文献 （
汉文佛经以外部分 ） 》第 １ １ 册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１９９５ 年 ，第 ２３５ 页 。

③李匡乂 ： 《资暇集 》卷下 ，
中华书局 ，

２０１ ２ 年 ，第 ２０４－２０５ 页 。

④黄伯思 ： 《宋本东观馀论 》 ， 中华书局
，

１ ９８８ 年 ，第 １２４
－

１ ２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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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 《资暇集 》卷下
“

书题签
”

条有 ：

大 僚题上纸签 ，起于丞相 李赵公也 。 元 和 中 ， 赵公权倾天下 ，

四 方 缄

翰 ， 日 满 阍 者之袖 。 而 潞 帅 郄 士 美 时有珍献 ，
赵公喜而 回 章 盈 幅 ，

曲叙殷

勤 ，误卷入振武 封 内 以遣之 ， 而振武别 纸则附 于潞 。 时 阿跋光进帅 麟 ， 览盈

幅手 字 ， 知误书 ，

一 时飞还赵公 。 赵公 因命书吏 ， 凡有尺题 ， 各令签记 以送
，

故于今成风也 。

？

赵公即是李吉甫 。 这里讲到李吉甫错将给潞帅郄士美的回信 ，卷人振武军的信

封内 ，
而给振武军的别纸则错附在给郄士美的信中 。 此处之

“

卷
”

字
，
又提示我

们这应该又是
一种先卷后封的缄封方式 ，

当是直封了 。 可见 ，元和时宰相与节

帅之间的往还书状 ，
恐亦多用直封 。 退

一

步讲 ，也应当是直封再加函 的 。 郭子

仪 、王敬武 、李吉甫都是当朝的重要官员 ，其他官员与其往还书状 ，
必然谨慎谦

恭 。 那么直封也应当是一种在重要场合使用的形式 。

斜封 ， 因为中宗朝著名的
“

墨敕斜封
”

而早已为人熟知 。 《 旧唐书 ？

中宗韦

庶人传 》 ：

时上 官 昭容 与 其母郑 氏 及 尚 宫柴 氏 、贺 娄 氏树用 亲党 ，广 纳 货赂 ， 别

降墨敕斜封授官 ，或 出臧获屠贩之类 ， 累居荣秩 。

②

如上文所述 ，唐代诏敕理当用函封 。 斜封并非是正规的敕书缄封方式 ， 自不待

言 。 睿宗朝 ，

“

斜封
”

甚至成了通过这种非正常途径取得职位的官员 的代称
？

。

唐卢仝 《走笔谢孟谏议赠新茶 》诗有 ：

“

旧高丈五睡正浓 ，
军将叩 门惊周公 。

口

云谏议送书信 ， 白绢斜封三道印 。

”

这里提到 了白绢斜封 ， 即是用 白絹为封皮来

斜封书信 。 送新茶为私事 ，而非公事 。 似也可说明斜封的方式相对来说并不那

么正式 。 从出土文书情况看 ，
目 前只有被反复提到 的归义军时期 的 Ｐ ．２５５５

ｐｉ＆ｅ ｌ 号文书可能是所谓的斜封 。 而其他的封皮实物都是直封的 。 这似乎也说

明 ，在唐代斜封并不是
一

种常用 的缄封方式 ，至少没有直封使用的多 。

折封 ， 即是不加封皮而随纸折叠。 这种缄封方式的特点是封题直接写在书

信的背面。 根据出土文书实物的情况看 ，此类折封书状 ，从封题上判断绝大多

数都是内外族通信的家书 。 从轻重上来说 ，与诏敕表章 、官员往还书状相比 ，家

书当是最次的 。 从形态上来说 ，折封的书状有很多不同的折封 ，
不拘一格 。 封题

的书写也比较简单随意 ，
通常只写作较短的两行。 《张休上丈人丈母书 》封题

尚有
“

谨谨
”

、

“

张休状
”

等语 ，
西州 出土几种书状封题则全无此类用语 ，只简

单书写至某处付某人。 这与直封封题常见的那种复杂而正式的书写方式截然

不同 。 李涪 《刊误 》卷下
“

短启短疏
”

条有 ：

①李匡乂 ： 《资暇集 》卷下 ，第 ２０５ 页 。

② 《 旧唐书 》卷五一 ， 中华书局 ，
１ ９７５ 年 ，第 ２ １７３ 页

③ 《 旧唐书 》卷七 《睿宗本纪 》 曰 ：

“

献奇则除设盈庭 ，
纳贿则斜封满路 ，咸以进趋相轨 ， 奸利

是图 ，
如火投泉 ，

安得无败 ？
”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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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代尽敬之礼 ， 必有短启 。 短疏 出 于晋 宋兵革之代 。 时 国 禁 书疏 ， 非 吊

丧 问 疾 ，
不得辄行尺牍 ， 故羲之 书 ，首 云

“

死罪
”

，
是违制令故也 。 且启 事论

兵 ， 皆短而缄之 ，
贵 易于 隐藏 。 前进士 崔旭 ， 累 世藏 钟王 书 ， 即有羲 之启 事

一帖 ，折纸 尚存 ， 盖事 出 一 时 ，
沿 习 不改 。 我唐 贤儒接武 ，坏法必修 ， 晋宋权

机 ， 焉 可行于圣代 ？ 令启 事 吊疏 ， 皆 同 当代 书题 ， 削 去短封 ， 以 绝舛谬。

？

依文意 ，

“

短启短疏
”

当是
“

短而缄之
”

，是晋宋时开始流行的
一

种缄封方式 。

结合崔旭所藏王羲之短启
“

折纸 尚存
”

的情况看 ，这种
“

短启短疏
”

采取的就

应当是折封的方式 。 所谓
“

短
”

，
应当是相对于不从中间折叠或打结的直封来

说的 。 前文提到的 《真浩 》 中所谓
“

短折封
”

，正与此相同 。 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

短启的风习虽然延续到唐代 ，
但却被李涪看做是应当修正的

“

坏法
”

。 那么在

唐人眼中 ， 这种短封是不适用于相对正式的启事吊疏的 。 被提到的
“

当代书

题
”

很可能就是加封皮的书题样式 。 由此看 ，折封在唐代应是
一种较轻的缄封

方式 。

至此 ，我们看到唐人使用的四种书状缄封方式 ， 由重至轻 ，
依次为函封 、直

封 、斜封 、折封 。 这种轻重不同 ，在具体缄封方法的严谨性上也有很明显的体

现 ，
这点前文已经论及 。 但值得注意的是 ，折封虽然轻重最次 ，

但其书题书写格

式 ，反倒最接近魏晋尺书
？

。 这四种缄封方式 ，
也会因轻重有别 ，

而在不同场合

使用 。 然而这只是一种大致的区别 ，并不是绝对的 。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也会出

现一种场合使用不同缄封方式的情况。 例如 内外族书状 ，除了折封的形式外 ，

也有采用直封的 。 更值得注意的是 ， 无论从敦煌还是新疆地区出土文书情况

看 ，直封封皮实物数量都是最多的 。 在文末附表列举的 ３７ 件封皮及写有封题

的书信中 ，直封封皮共有 ２５ 件 ， 占绝大多数 。 而且直封的使用场合涵盖公文 、

四海书状 、内外族书状三大类 。 这体现出社会对这种较正式的书状缄封方式的

认同 。 可以说 ，唐代的书状缄封也应当被看作是唐代礼仪系统的
一

部分 ，而且

在唐代民众的 日 常礼仪生活中 ，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附 ： 出土文书 中所见书信缄封情况表

文书名称出土地 编号 发信人 收信人 ｆｆｆ＾ 场合出处



地址 方式


《从弟进书封 》

＾

和田ＧＸＷ００ １ ２ 从弟进直封 内外族


鮮娜
麵ＧＸＷ００２５

— 一

ＧＸＷ０ １ ３７直封 瞒
封 》



｜｜

王
丨 丨 ｜

① 《刊误 》 ， 中华书局 ，
２〇 １ ２ 年 ，

第 ２５２ 页 。

②彭砺志 ： 《尺牍书法 ：从形制到艺术 》 ，
第 ５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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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

文书名称出土地编号发信人 收信人 ｔ场合出处



地址 方式


、官光禄卿文书■罷
腦

ｍ




禄卿赵


ｉｆ麵 ＧＸＷ０ １５ ９杨郎 杰谢 直封 内外族
封 》


《某人致米使将军
麵

ｇｘｗ＿特进大 米 使
直封 四海

书封 》
Ｔ？

ＧＸＷ０ １９８使公 将 军

＾
守捉都 ．

３
某致杜押牙书

細 ＧＸＷＯＷ 雜中 苎，

牙直封 四海

＾ 
和 田ＧＸＷ０２００ 苻晃 杜将军 杰谢 直封 四海

封 》


神 山知

《李旺致米使特进
ｆｎ ｍ堡官押 米使特古＆ｎｎ说
和 田ＧＸＷ０２０ １直封 四海

状封 》牙将作 进



监李旺


《胡子书上李姊夫 李姊夫 ＴｊＴ±＋ｒｈ Ｍ ｉ ｉｆｃ

和 田ＧＸＷ〇２〇２ 胡子书
古？直封 内外族

奉珎状封 》
＾

Ｙ表兄杨某书封 》 和 田ＧＸＷ０２４８ 表兄杨直封 内外族
^

］某人付丈人书 》 和 田

￣

＾〇２５ １丈人折封 内外族

^

《 某 娘上 支 庆状
＃ｔ姊夫支 ＨｈＨｉｆｅ

Ｔｒｏｍｂｅｒｔ
，

＾＾


直封 内外族
第 ８ ０ 页

《 库 子左 奔 儿状 库子左古 ：Ｈ？ 八
Ｔｒ〇ｍｂｅｒ ｔ

＊

Ｍ
７６

 

直封 公文
第 ５ １ 页

〈〈 致 都护 九 郎 书１ ３５都护Ａｗ＞
ｅｒｔ

，

ｍ


ＺＺ ｉｐ


且 』 四；

第 ｉ ｉ２ 页

＜ ｐｆ鲁番 ＞

《 唐 赵义 深 家书
丄奋 染

６４ＴＡＭ２４ ： 洛州赵 欢 相 、二 ＝了＝

面 》吐鲁番
＿义深 张隆训

翻 折封 内外族

；

， 第 １乃

《 唐李 贺 子上 阿７

￣￣￣￣

《吐鲁番 》

６４ＴＡＭ５
：

郎 、
阿婆 书

一

》 吐鲁番
ｍｍ李贺子折封 内外族 叁

，
第 ２０２

＾Ｈ ）



＾


Ｍ


《唐瀵舍告死者左

憧 憙 书 为左 憧憙６４ＴＡＭ４ ：ＣｔｔＳＷ ）

家 失 银 钱 事 》

Ｄ±＃＃
３５

（
ｂ

）

（
－

）卜

６ ６



（ 续表 ）

Ｉ 收信 Ｉ 缄封
文书名 称出土地编号发信人 收信人 场合出处


地址 方式


（吐鲁
■番；

》

７２ＴＡＭ １ ８４家人奴 ＿
工苜甘 ／／

《唐上娘娘书 》吐鲁番 ：圖 折封 内外族 叁 ， 第 ２２９

：９
（
ａ
） ，
Ｈ

（
ａ

）子

０９ＺＪ００４４｛ 新博 》
’

《唐天宝间习书 》 吐鲁番 口官 四郎直封 四海 第 ４８
、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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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图 》第

《
王鼎封筒 》敦煌ＢＤ０９５２２王鼎直封 四海１ 〇６ 册 ， 第



５４ 页

《法藏 》第

《天皇后书封 》敦煌Ｐ－４５ １ ６天皇后直封 四海 ３ １ 册
， 第

２６５ 页

《肃州智藏上净土净土寺《 法藏 》第

寺李 僧正和 尚 信 敦煌Ｐ．５ 〇 １ ２ｖ胃
李僧正直封 四海 ３４ 册

， 第

封 》


１ ６ 页

侄归义

ｐ ｉ ｈ
．军兵马甘 州《法藏 》第

《归义军文书 》敦煌留后睡 叔端公 凉 州 斜封 内外族 １ ５ 册
，
第

Ｔ１ＦＴ已来３４５ 页



《某年正月 廿四 日《英藏 》 第

敦煌 Ｓ ．３７ ６＾ 邓法律折封 四海 １ 册
，
第

１ ６４ ^

Ｃ英藏 》第
《麵释昌富上灵

敦煌 Ｓ ． １２８４翻弟 僧正和
沙州 插 内外族 ２ 册

， 第
图寺陈和 尚状 》僧 昌富 尚 法萌，ｄ


２５ ７
页

《麵都头宋富忪
《英藏 》第

都头宋冨
敦煌 遍 ２ 头宋富＾

头
折封 内外族 ６ 册

，
第 ４５

家书 》＾富真ｗ



＾
《英藏 》第

《沙州李丑儿与弟 沙州兄 伊州 弟
； ６ｍ祐敦煌Ｓ ．４６８ ５伊州 折封 内外族 ６ 册

， 第
李奴子家书 》李丑儿 李奴子２３ ５Ｋ

， 并 战 丨 办 山 止
＂

Ｚ７Ｔ《英藏 》第

ｔ
锐上 和 尚 状

敦煌 Ｓ． ８６７２Ｖ和 尚直封 四海 １２ 册 ， 第
奶■锐１ ８６ 页

《英藏 》 第

敦煌 Ｓ ． １ １ ２９７ 侄惠藏 賴 直封 内外族 １ ３ 册
， 第

相娘子状封 》 ｜

＿

趣峨

｜

子
｜ ｜

２〇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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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收４
主 減封

文书名称出土地编号发信人 收信人
士＋

场合出处



地址 方式


７１７＾７７７７７
＂

门人赐 英 藏 》 第
安上都僧

敦煌 Ｓ ． １ １ ３４８ 紫沙 门 ＾
统直封 四海 １ ３ 册 ， 第

统状封 》道安
大师２３４ 页

《英藏 》第
《瓜州门弟智光上謂

瓜州 门 苻僧正
直封 四海 ｕ 册

， 第
苻僧正状封 》弟智光 和尚

２３５ 页

《英藏 》第

ＺＴＪＬＴ，

ｍ
＾ｓ － ｉ ｉ ３５°直封 瞒１ ３册

， 第
使及娘子状封 》保德 娘子２３５Ｍ

《悬泉索什子致沙
故ｗ羽 ｉ ７２ｖ ｙ 悬泉索 沙州阿

，以 ｕ 扣糾 Ａ从你 ！

敦煌 ？

ｍ沙州 折封 内外族 ３ 册 ， 第
州 阿耶书 》二

、
二什子 耶《ＴＷ

６８
－

７ １页

《 甲戌年四 月 沙州 １ ９ １ ９，０ １ ０ １ ，《英藏 》第

沙州妻 肃州僧１４ 册 第
妻邓 庆连致 肃州 敦煌 〇 ． ７６

（
ＳＰ ．７Ｖ

＾Ｓ顏 折封 内外族

僧李保祐状 》ＣＨ．００ １４
）

眼连 学俅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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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度押

衙充新罗 福 苌

《封书样 》敦煌城镇遏 相公直封 四海《 沙 州 文

使张宝录补 》



０
Ｊ



节度押

《 封与 大将 军书
衙充新＾？^

＾敦煌城镇遏 郎 中直封 四海 《 沙 州 文
样 》

使张宝录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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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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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出版社 ，

１９９２－ １ ９９６ 年

《法藏 》
＝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１ ９９５
－

２００５ 年

《英藏 》
＝

《英藏敦煌文献 （ 汉文佛经以外部分 ） 》 ，四川人民 出版社 ，
１ ９９０

－

１９９５ 年

《 国图 》
＝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２００５
－

２０ １ １ 年

《秘笈 》
＝

《敦煌秘笈 》 ，
杏雨书屋

，

２〇〇９
－

２〇 １３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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