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enkl
文本框
【作者跋】    小文刊出後，我注意到江陵鳳凰山10號墓F組竹簡中已經出現序數紀日。該組簡冊記載景帝三年六月至十月中付出笥、枲的數量和價值，紀日均用序數，如：             六月十六日付司馬伯枲一唐，卅二。【113】             八月十三日付□兄與司馬伯分二唐，唐卅八，直（值）七十六。【116】             九月四日付五翁伯枲一唐，卅。·笥三合，合五十四，直（值）百六十四。【118】最後有一枚總結簡概括該冊的內容，並合計付出物品的值錢總數：             六月十六日丁卯決鄉，至十月十日，·凡三月廿三日。所出·凡千八百卌八。【125】這組簡文表明序數紀日的使用不晚於景帝初年。小文遺漏了這條資料，誤以爲序數紀日產生在漢武帝太初改曆以後，並認爲曆朔統一是序數紀日產生的前提。這個觀點應當修正。  由此看來，銀雀山漢簡《七年視日》簡端標注的數字，也不能排除是便於紀日的序數。    序數紀日用於官文書，確實需要以實用曆朔的統一爲前提。但個人爲了記錄和計算的方便而使用序數紀日，通常不以大規模交流爲目的，也就不需要這個前提。所以，序數紀日早在太初改曆以前就已產生和行用，這也爲太初以後序數紀日的廣泛使用奠定了社會基礎。國家權力對於紀日方式變革的影響，主要在於承認已經產生的新因素，促進其推廣，不應估計過高。陳侃理2016年10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