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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巴东出土的三国银印

范毓周

《考古》 1 9 9 4 年第 l 期刊载了王晓宁
、

杨发富 《湖北巴东出土三国银 印》 一文
。

据

简报称
,

该印 19 7 9 年出土于湖北省噪声西

自治州巴东县茶店区风吹娅乡
,

印为方形龟

纽
,

连钮高 2
、

印面长 2
.

2 厘米
,

印文为白文
“

虎牙将军章
” 。

现就该印相关的几个问题

略谈几点粗浅看法
,

仅供学界参考
。

中国古代官印发源虽早
,

但至秦代始有

定制
,

以后汉承秦制
、

历代相沿甚久
,

但亦各

有变通
。

其中银印的使用即是一例
。

银印最

早见于战国
,

但仅用于私你
,

至秦代还未见以

银质为官印者
。

汉代以后
,

银印用为官印逐渐

流行并成定制
。

《汉书
·

百官公卿表 )有
: “

凡

吏秩经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缓 ,,Q
。

此后历经

三国
、

两晋直至明
、

清历代相沿
,

多有以银制

为官印者
,

传世官 印中有
“

榔邪相印章
” ,

1 9 5 6 年内蒙古久乌盟出土
“

晋鲜卑率善中

郎将
” ,

皆为其例
。

以龟形表示官阶品位标

志的印钮
,

亦始于汉代官印
,

直至三国
、

两

晋
、

南北朝仍为定制
。

印文末字称
“

章
”

而不

称
“

印
” ,

也始见于汉代官印
,

且多见于将军

用印
,

亦相沿不衰
,

直至魏晋
。

(汉旧仪》所

谓
: “

银印背龟纽
,

其文日章
,

谓刻日某官之

章也
” ② ,

确切地讲
,

当是指汉代以迄三国
、

两晋
、

南北朝的将军用印
。

巴东所出这方银

质
“

虎牙将军章
” ,

印面较汉代稍狭
,

完全符

合上述特征
。

从形制特征上讲
,

原简报定其

属三国时期基本可信
。

两汉时期武官已以将军为最高阶品
,

但

尚有大将军与列将军之分
。

大将军初为临

时任命
,

至汉武帝以后置为常设 ; 并又置漂

骑将军
、

车骑将军
,

与大将军品阶相近
,

均另

加大 司马之号
,

以示尊宠
。

大将军之下
,

为

各种名号之列将军
,

诸如晓骑将军
、

护军将

军
、

轻车将军
、

材官将军等
,

其名号皆临时加

封
,

出则领兵或分主其事
,

人则为皇帝近

侍
。

这种制度至三国依然
,

与两汉稍有不同

的是此时尚有中军
、

外军之分
,

将军亦有领

军将军与护军将军之别
。

巴东出土的这枚

银印印主为三国时虎牙将军
,

又出于巴东这

样的偏狭之地
,

显然是当时任外军领军将军

的列将军之一
。

虎牙将军一职
,

三国时蜀汉未设
,

而魏
、

吴皆有
。

曹魏列将军中虎牙将军仅一例
,

为

镇守东北的名将鲜于辅受拜之将军名号
。

《三国志》 中曾详记其事
: “

鲜于辅将其众奉

王命
。

以辅为建忠将军
,

督幽州六郡
。

太祖

与袁绍相距于官渡
,

阎柔遣使诣太祖受事
,

迂护乌丸校尉
。

而辅身诣太祖
,

拜左度辽将

军
,

封亭侯
。

辅亦率其众从
。

文帝践昨
,

拜辅

虎牙将军
,

柔度辽将军
,

皆进封县侯
,

位特

进
” ③

。

据此可知
,

鲜于辅主要活动于中国的

北方和幽州六郡
,

一生从未涉足数千里之外

的巴东
,

故其与此银印当无相涉
。

而东吴虎

牙将军亦仅见一例
,

为贺质之官位名号
。

贺

质为东吴名将贺齐之孙
,

据 《会稽典 ) 记载
,

贺齐子为贺达
“

任气
,

任所犯迁
,

故虽有征战

之劳
,

而 爵位不至
,

然轻财贵义
,

胆烈过人
。

子质
,

位至虎牙将军
” ④

。

东吴设置虎牙将

军
,

当受魏制影响
,

其官位为三品⑤
。

贺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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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活动
,

除上述记述外
,

史籍失载
。

但东吴

盛行世袭领兵制度
,

将帅之职多父死子继
,

世世相传
,

其所统辖军队亦相继统领
。

贺齐

晚年镇守新市
、

攻伐薪春
,

主要转战于东吴

西部与蜀
、

魏接境地带
。

贺质为贺齐之孙
,

战

守之地当也当在此范围内
。

巴东三国时为

魏
、

蜀
、

吴三国交界处
,

夷陵之战 (公元 222

年 ) 前原属蜀汉
,

夷陵之战后刘备退守永安

白帝城
,

此地遂人东吴
。

但至迟于吴永安七

年 (公元 2 64 年 ) 2 月
,

其地已不复属吴
。

史

载东吴于是年曾派镇军将军陆抗
、

抚军将军

步协等率众围原蜀汉巴东守将罗宪
,

足见其

地 已再度归蜀
,

但此时蜀已降魏
,

则其地当

已属魏
。

吴永要七年下距晋灭东吴之太康元

年 (公元 2 80 年 ) 仅 16 年
,

此时东吴国力 已

渐衰竭
,

军事力量也趋式微
,

当已无力再夺

巴东
。

故此印可能为贺质任虎牙将军时镇守

巴东或上述诸将围攻巴东时所遗之物
,

其年

代约在公元 2 22 至 2 64 年之间
。

三国时期的官印虽时有出土
,

传世品中

也有不少
,

但印主和时代较为明确者并不多

见
。

巴东所出的这枚银质
“

虎牙将军章
”

三国

东昊官印
,

其印主
、

时代均较明确
,

是三国印

章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

其出土地又为魏
、

蜀
、

昊三国交界处
,

事关巴东其他三国时于夷陵

之战前后的归属历史
。

其对于三国时期的考

古
、

历史研究
,

以及巴东地方史志的研究
,

均

是弥足宝贵的重要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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