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簡《筮法》果占與
商代占卜淵源

沈建華

　　清華戰國楚簡第四輯公布了《筮法》，從目前來看是出土文獻中所發現的時代最

早的一部筮書，其中含有的數字卦，與天星觀、包山簡、葛陵簡的形式相同，被李學勤

稱爲“占筮的理論和方法，並且列舉許多數字卦作爲占例” 〔１〕的完整的戰國筮書。 值

得注意的現象是，簡本《筮法》有些卦名和使用的字形與《歸藏》一致。 我們都知道，《歸

藏》隋代以後就已失傳， 〔２〕所幸今天雜見於傳世文獻中，如《山海經》、《太平御覽》、

《玉函山房輯佚書》等文獻中仍保存了一些佚文和輯録。 〔３〕

１９９３年湖北江陵王家臺１５號秦墓出土了秦簡“易占”， 〔４〕從卦辭來看，大多反映

的是夏商神話傳説，這顯然要比《周易》要早得多。 經過學者與現存文獻《歸藏》佚文比

較考證，發現正是失傳千年的《歸藏》， 〔５〕由此也證明了傳本《歸藏》不是僞書。

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末張政烺考證殷周甲骨和金文銅器上的數字爲《周易》符號，證實

了鄭玄所言“殷曰《歸藏》”是可信的。 今天我們看到的秦簡本《歸藏》，雖然從時代上

可以説是戰國晚期的作品，但不能否認《歸藏》起源於商代的説法，《周禮》言《歸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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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學勤： 《清華簡〈筮法〉與數字卦問題》、廖名春： 《清華簡〈筮法〉篇與〈説卦傳〉》，《文物》２０１３年第

８期。

清人朱彝尊云：“《歸藏》隋時尚存，至宋猶有《初經》、《齊母》、《本蓍》三篇，其見於傳注所引者。”

馬國翰： 《玉函山房輯佚書》，廣陵書社２００５年影印本；郭璞《山海經注》引《歸藏·鄭母經》；《莊子釋
文》，《漢藝文志考》卷一；《太平御覽》卷八十五、卷八百三十一、卷九百二十九引《歸藏》。

荆州地區博物館： 《江陵王家臺１５號秦墓》，《文物》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王明欽： 《王家臺秦墓竹簡概述》，武
漢大學海峽兩岸青年易學論文發表會論文，２００１年。

王明欽： 《試論歸藏的幾個問題》、連劭名： 《江陵王家臺秦簡與〈歸藏〉》、李家浩： 《王家臺秦簡易占爲歸
藏考》，《傳統文化與現代化》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王寧： 《秦墓易占與歸藏之關係》、李零： 《跳出周易看周
易———數字卦的再認識》，《傳統文化與現代化》１９９７年第６期。



列在《周易》前，並非没有道理。 〔１〕

先秦一部書的形成過程相當複雜，尤其是像《筮書》類型的數術占卜書，既有商周時

代留傳下來的資料，同時也摻雜了楚國地方的流行文化，經過了漫長的時代，不斷層累

才逐步完成。 但無論記事還是所使用的文字，總會留下商代占卜格式的原始痕迹。

一

簡本《筮法》對占問有十七命分類：

:（凡）十七命：曰果，曰至，曰亯（享），曰死生，曰;（得），曰見，曰瘳，曰

咎，曰男女，曰雨，曰取（娶）妻，曰戰，曰成，曰行，曰讎（售），曰<（旱），曰祟。

簡６３

李學勤先生對比《周禮·春官·大卜》邦事作龜之八命，認爲“十七命”是從“八命”延伸

而來， 〔２〕除了先後次序不同，大部分同名。 其中《筮法》第一命類“果”（簡６３），《説文》

曰：“果，木實也。”在文獻中引申爲實現和應驗的意思。 《周禮·春官·大卜》“五曰果”鄭

玄注引鄭司農曰：“謂事成與不也。”《墨子·脩身》“言不信者行不果”孫詒讓《墨子閒詁》引

畢云：“果，成也。”在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中輯録了《歸藏》有關“果”的占辭佚文：

昔黄帝與炎帝爭鬥涿鹿之野，將戰，筮於巫咸，巫咸曰：“果哉而有咎。”　

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卷一《經編·易類·歸藏》

昔者羿善射，畢十日，果畢之。　 《山海經·海外東經》郭璞注

以上所引《歸藏》佚文，“果哉而有咎”和“果畢之”，與卜辭占法程序格式十分相

近。 通常占卜是視兆坼定吉凶，以此來判斷和預測事情並作出决定。 我們都知道，一

條完整的卜辭由前辭、命辭、占辭、驗辭組成。 有省去前辭的卜辭：

（１）ａ 貞翌辛丑不其啓（晴）。（命辭）

ｂ 王占曰：今夕其雨，翌辛【丑】……（占辭）

ｃ之夕允雨，辛丑啓（晴）。（驗辭） 《合集》３２９７反（《菁》７）

上述ｃ“之夕允雨，辛丑啓（晴）”是驗辭，是針對前面的命辭和占辭而言。 驗辭是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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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禮》曰： 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其經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李學勤： 《清華簡〈筮法〉與數字卦問題》。



定事實的記録，無論是晴或不晴，與果辭非常接近。 早期李學勤先生根據卜辭的内容性

質，在前人基礎上又增加了“果辭”一項，將卜辭果辭“王占曰”或直接釋作“王果曰”，如：

（２）癸丑卜爭貞，自今至于丁巳，我其=甾。（命辭）

一、二、三、四、五。（兆辭）

王果曰：“丁巳我毋其=，于來甲子=。”（果辭）

旬又一日癸亥，車弗=，之夕>；甲子允=。（驗辭）〔１〕

《合集》６８３４正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被裘錫圭先生注意到“位置總是在占辭之後驗辭之前”一個

長期被誤釋的“ ”字，相當於果辭讀作“孚”的字。 〔２〕孚，本義爲孵卵，引申爲生也，

即無可疑，含有實現的意思。 故《説文》曰：“孚，卵孚也。 从爪从子，一曰信也。”

（３）辛丑卜：翌日壬不雨。吉

其雨。孚。雨小 《屯南》２７１３

（４）戊申：其雨。孚。已酉雨。 《合集》２２３８４

二

清華簡 《筮法》第二十三節將 “果”又劃分爲大、中、小事與歲、月、日在前互爲

對應：

:（凡）果，大事?（歲）才（在）【四〇】前，果；中事月才（在）前，果；@

（小）事日乃前，果；亓（其）余（餘）佋（昭）穆，果。奴（如）刲（卦）奴（如）肴

（爻），A＝（上下）同B（狀），果。外事【四一】

整理者按：“‘歲’、‘月’、‘日’在前，疑指所值干支在卦象的上卦出現。 據此當時

似已有用干支紀月、紀年的制度。”這也印證了李零對長沙子彈庫帛書的看法：“它的

圖像是按四方八位和十二度而劃分，代表歲、時、日的陰陽消長，文字是講順令知歲，

四時之産生，以及各月的宜忌。” 〔３〕古人這種占卜紀時制度可以追溯到商代晚期的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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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學勤： 《關於甲骨的基礎知識》，《歷史教學》１９５９年第７期；載《李學勤早期文集》第２９７頁，河北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裘錫圭： 《釋“厄”》，《裘錫圭學術文選·甲骨文卷》第４４９—４６０頁，復旦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李零： 《楚帛書的再認識》，載《楚帛書研究（十一種）》第２２３頁，中西書局２０１３年。



辭和銅器銘文中，與《筮法》簡“果”的形式很接近，所不同的是黄組卜辭是先以干支、

月、祀（年） 〔１〕爲相次的紀時格式，如：

（５）癸未王卜貞：C彡日，自上甲至于多後衣亡D，自E在四月，惟王

二祀。 《合集》３７８３６

（６）丁巳，王省夔京，王賜小臣俞夔貝，惟王來正（征）夷方，惟王十祀又

五彡日。 《集成》１１．５９９０

（７）己酉，王在梌，邲其易貝。在四月，唯王四祀，羽日。 《集成》１０．５４１３

古人占卦的目的是卜筮吉凶，必然與時間有密切關係，紀年是以一年所發生大事來計

算年份，《春秋左氏傳》杜預序曰：“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

記遠近、别同異也。 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隨着

農業發展，商代先民爲掌握農時，便發明了曆法，陳夢家認爲： 殷末以日、月、祀、祀季爲

基本的記時法，反映了其所借用農曆的“祀”與“祀季”是周祀祀譜本身所産生的。 他指

出：“祀周以旬、祀季、祀三者爲單位，農曆以月、歲爲單位。” 〔２〕“所謂周祭祀譜者就是上

節開端所説先王妣的祭祀中的次序和祀周的組合。” 〔３〕祀相等於年，以干支記日始，以

年祀爲終，記事卜辭在其中如“$彡日，自上甲至于多後衣亡=”，或者附記年中大事如

“惟王來正（征）夷方”、“王在梌，邲其易貝”。 西周銅器銘文證明周人沿襲殷采用“祀”紀時

是出於一祀需時一年的緣故，西周晚期紀時順序與楚簡以歲、月、日紀時制度基本相同。

三

如果説殷末王室的周祭産生於“年”的概念的話，那麽周祭其實是在旬祭的基礎

上建立的，在卜辭中我們發現殷人曆法中已經有了“三旬又一”（《懷特》９９３）、“二旬又

八”（《懷特》９５８）這種對“月”的認識，由此可以看出殷人是以農曆“月”爲單位，二十九

或三十一滿，爲一個太陰月。 西周金文有既死霸，爲初一初吉在上旬，既生霸是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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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辭中的“祀”用於殷末周祭，主要有 “彡日”、 “羽日”、“>日”三個“祀季”祭法，一祀約當一年，但卜辭
資料尚未建全整祀，３６旬的周祭實際並不與天文曆年同步，至今受到學者質疑。 馮時主張：“殷代晚期
可能同時並行着兩種紀時方法，卜辭顯示的曆月及曆日干支反映了天文曆年的系統，祀周及祭日則反
映了與曆年並存的祀周不與曆年同步。”見《百年來甲骨文天文曆法研究》第２６６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２０１１年。

陳夢家： 《殷虚卜辭綜述》第３８５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８年。

陳夢家： 《殷虚卜辭綜述》第３８６頁。



三日，既望是月滿，以此爲分界。 《荀子·禮論》：“月朝卜日，月夕卜宅。” 楊倞注：“月

朝，月初也。”（《太平御覽》卷六九九）簡本第三節《筮法·享》有“月朝”和“月夕”的占

卜形式，這種古老的祭法很容易使人聯想到源自於殷人的周祭，同時對使用純色的祭

牲顔色進行占卜，表明顔色在祭祀中所有的特殊含義，與殷人祭祀非常接近。

　 　　?（凡）亯（享），月朝　　【一】

　 　　屯（純）牝，乃鄉（饗）。 【二】

－－－－－－－－－－－－－－－－－－－

　 　　月夕屯（純）戊（牡），　 【三】

　 　　乃亦鄉（饗）。 　　　　　【四】

通過占卜我們知道，商人在祭祖、祭妣時，除了用牲之外，對於所使用的祭牲顔色

是有很嚴格的區分的，裘錫圭指出甲骨文中的“@”和“A”字：“通常都用來指用作犧

牲的牛的毛色，古代犧牲用牛尚騂。 卜辭常以‘B@’或‘BA’與‘BC（騂）’對貞，可

知‘@’和‘A’指較次的毛色。” 〔１〕如：

（８）庚子卜：祖辛歲，吉，不用。

F　G（騂）

F　幽牛

F　H牛。　　　 《屯南》１３９

（９）丁丑卜，妣庚史（事），

F　黑牛，其用惟。

F　G（騂）。

F　幽牛。

F　黄牛。　　　 《屯南》２３６３

《周禮·地官·牧人》：“凡祭祀，共其犧牲。”鄭玄注：“犧牲，毛羽完具也。” 《國

語·周語上》：“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韋昭

注：“純色曰犧。”《漢書·禮樂志》：“河龍供鯉醇犧牲。”顔師古注：“醇謂色不雜也。 犧

牲，牛羊全體者也。”《筮法》所見享祭“月朝純牝，乃饗；月夕純牡，乃亦饗”，將陰爻配

以純牝，陽爻配以純牡，這種戰國筮法習俗遺迹可以追溯到商代祭祀卜辭，起源於商

人祭祖。 一般商人祭祀時使用犧牲是以先公配以牝，先母配以牡，正好陰陽相反，這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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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裘錫圭： 《釋“勿”“發”》，《中國語文研究》第二期，第３５—３８頁。



種祭牲配置現象，並非出於偶然，顯然混合了商人對生育的崇拜的原始信仰，如：

（１０）壬申卜，母戊歲F牡。

F牝。　　　　　　 《合集》２７５８３

（１１）己亥卜，母己歲F牡。

□牝。□用 《合集》２７５９６

（１２）翌乙巳侑祖乙侑牝。

貞勿侑牝，F牡。 《合集》６６５３正

（１３）F黄牛。

侑于上甲十牡。 《合集》１１４２正

《筮法》看似簡單的祭祀習俗，沿襲於商代古老的傳統祭法。 先民追求純色犧牲，顔色

在原始宗教信仰中所扮演的角色，儘管經過千年不斷變遷，但却始終保持着一個不變

的定律，這種顔色不是物體所固有的特性，重要的是物體背後所反射出來的思想理

念，乃至後來延伸成爲五行方位的代表與象徵。

結　　語

清華簡《筮法》的出現，嚴格地説是帶有非常濃厚的楚國地區特色的一種占筮計

算方法，比起其他戰國簡多有不同之處，其中包括包山楚簡。 由這些異同現象，可以

窺見清華簡《筮法》，已具有更廣泛的實用性。 《筮法》整篇，基本都圍繞“十七命”筮占

的具體内容展開，其中的“果”列爲首位，這與《周禮·春官·大卜》占問“五曰果”列序

並不同。 到了戰國時期，“果”占與傳統商代占卜相比，顯然在内容上發生了很大的變

化，更趨於複雜多元化。 但是，我們通過追溯、考察商代占卜，仍然可以找到戰國簡

《筮法》“果”占發展的軌迹和主要脉絡。

如果説秦簡《歸藏》是一部戰國晚期的筮書，那麽清華簡《筮法》則爲我們提供了

一部比秦簡《歸藏》更早的系統完整的戰國筮書，它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相信這部

《筮法》將使研究者對以往出土古代筮書有更深刻的認識。

寫於２０１４年８月暑假

（沈建華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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