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
芮良夫毖》釋讀

王瑜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以下簡稱《清華叁》）的《芮良夫毖》篇，原整理者趙

平安先生已將全篇作了很好的考釋及説明， 〔１〕本文在原考釋及相關學者討論的基礎

之上，提出新的釋文。 從原考釋的意見，不再加注；採用學者的意見，或筆者的想法，

都放在脚注。 釋文用嚴式隸定（括號注明寬式隸定）。 全文有韻處以［］標出上古韻。

釋文：

第一段：芮良夫指出國家不寧，内憂外患

周邦聚（驟）〔２〕有■（禍），■（寇）戎 〔３〕方晉（臻）〔４〕［真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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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４〕

作者現爲“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獎助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２０１４）受獎助者。 本文於史語所文字學
門獎補助計畫下完成，特此致謝。 拙文《〈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芮良夫毖〉釋譯》曾於“中研院”史
語所主辦“古文字青年論壇”（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５—２６）發表（下引拙文均出於此文，後不贅述）。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叁）》（中西書局２０１２年），
【説明】第１４４頁；趙平安： 《〈芮良夫毖〉初讀》，《文物》２０１２年第８期，第７７頁。

參子居《清華簡〈芮良夫毖〉解析》釋。 “孔子２０００”網，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４日，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犮狅狀犳狌犮犻狌狊２０００．
犮狅犿 ／犪犱犿犻狀 ／犾犻狊狋．犪狊狆？犻犱＝５５８９）。

蘇建洲《〈清華三·芮良夫毖〉研讀札記》一文以爲簡文的“■（寇）戎”對照文獻來看，是指西戎，即犬戎、

玁狁。 此外，南淮夷以及東夷也對周王室造成威脅。 收入《中國文字》新四十期（藝文印書館２０１４年），

第４１—５０頁。 以下所引蘇文均出於此文，後不贅述。
“方”字，原考釋未釋，各家也都没有解釋，大概釋爲常用義———“正在、正當”。 “方”字當訓爲“大也”，或讀爲
“旁”。 《廣雅·釋詁》：“方，大也。”《墨子·天志上》“方施天下”孫詒讓《閒詁》：“方、■古通。 《皋陶謨》‘方施象
刑，惟明’，《新序·節士》篇‘方’作‘■’。 《説文·丄部》云： ‘■，溥也。’方施，言施溥徧於天下。”（孫詒讓撰、孫
啓治點校： 《墨子閒詁》，中華書局２００１年，上冊，卷七，第１９５頁）“晉”字，原考釋釋“晉”爲“進長”，網名“犲犲（單
育辰）”以爲“晉”應讀爲“臻”。 可從。 “晉”字上古音爲精母真部，“臻”字爲莊母真部，韻同，聲母同屬齒音。
《説文·至部》卷十二：“臻，至也。 从至秦聲。”《國語·楚語下》： “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韋昭注：“臻，至也。”
《詩經·邶風·泉水》：“遄臻于衛、不瑕有害。”毛傳：“臻，至也。”“方臻”是指賊寇、戰事廣泛迫至之意。



氒（厥）辟 〔１〕■（御）事，各縈（營）亓（其）身 〔２〕［真韻］，

■（恒）〔３〕静（争）于■（富），莫■（治）庶戁（難），莫卹【一】邦之不■

（寧）［耕韻］。

第二段：芮良夫毖厲王

内（芮）良夫乃■（作）■（毖）再夂（終）〔４〕，曰：

敬之■（哉）君子！天猷（猶）畏（威）［微韻］矣！

敬■（哉）君子！■（■／悟）贁（敗）改■（由）〔５〕［幽韻］。【二】

龏（恭）天之畏（威），載聖（聽）民之■（由）［宵韻］，

■（間／簡）鬲（歷）■（若）否，以自訿（訾）■ 〔６〕［微韻］，

由（迪）求 〔７〕聖人，以■（申）尔（爾）■（謀）猷［幽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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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芮良夫毖》釋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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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劍指出“厥辟”當指“御事”的上一級貴族主，非指周厲王。 引自鄔可晶： 《讀清華簡〈芮良夫毖〉札記
三則》，《古文字研究》第三十輯，第４０８—４０９頁，中華書局２０１４年。 以下所引鄔文均出於此文，後不
贅述。 　
鄔文指出《詩經·小雅·雨無正》“各敬爾身”和簡文“各營其身”可以對應。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叁）》第１４５頁。 簡文中的
“恒”，或以爲當讀“極”，不過，從上下文看，此處讀“恒”比讀“極”更適當。

有關“毖”類文體和“再終”的討論，參李學勤： 《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文物》２０１２年第８期，第６６—

６８頁，後收入《初識清華簡》，第１７２—１７７頁，中西書局２０１３年。 趙平安： 《〈芮良夫毖〉初讀》，《文物》

２０１２年第８期，第７７—８０頁；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楚
簡（叁）》第１４８頁，中西書局２０１２年。

拙文《〈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芮良夫毖〉釋譯》讀“■敗改由”爲“寤寐改道”，理由是當時“還没有
到‘敗’的階段，因此談不上‘悟敗’”。 經審查人指出，這樣的想法可能將“敗”理解得太過狹隘，“敗”應
還有衰落、過失、弊病的意思（參看《漢語大辭典》７、１５等項），如果釋爲“覺悟過失、改變行爲之道”可能
可以説得通。
“間鬲”，網名“海天遊蹤（蘇建洲）”讀爲“簡歷”，意爲簡選（見網名“海天遊蹤”在武大簡帛網“簡帛論
壇—簡帛研讀”討論區《清華簡三〈芮良夫毖〉初讀》主題（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犫犫狊 ／狉犲犪犱．狆犺狆？

狋犻犱＝３０４０牔犳狆犪犵犲＝３）之下的發言，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１日，２６樓。）。 王坤鵬《清華簡〈芮良夫毖〉篇箋釋》（武
大簡帛網，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６日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狊犺狅狑＿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犺狆？犻犱＝１８３２）也讀爲“簡歷”，

意爲簡擇、察相。 二家説可從。 但王坤鵬把“若否”釋爲民情若否，不妥，應該釋爲君子行爲的好壞。
“以自訾■”，黄傑讀爲“以自訋（約）■（退）”（《初讀清華簡（叁）〈芮良夫毖〉筆記》，武大簡帛網，２０１３年

１月６日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狊犺狅狑＿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犺狆？犻犱＝１７７８），網名“海天遊蹤”讀爲“以自責過”。

王坤鵬釋“訾”爲“思量”、釋“■”爲“省思”。 瑜楨案： 王説較可從。 全句意思是：“君子應該檢察自己行
爲的好壞，以自我反省。”

王坤鵬《清華簡〈芮良夫毖〉篇箋釋》一文讀“迪”爲“進用”。



　　母（毋）■（羞）〔１〕■（問）■（訊）〔２〕，■（庶）〔３〕【三】母（無）又（有）■

（咎）［幽韻］，

母（毋）惏（婪）■（貪）、■（■）昆（惃）、■（滿）■（盈）〔４〕、康戲，而不智

（知）■（寤）告（覺）〔５〕［覺韻］———

此心目亡（無）亟（極），■（富）而亡（無）淣（際）［支／月韻］〔６〕，

甬（用）莫能■（止）【四】欲，而莫肎（肯）齊好［幽韻］。

尚■＝（恒恒）敬■（哉）！■（顧）皮（彼）■（後）■（復）［幽韻］。

君子而受柬（諫），萬民之■（咎）［幽韻］，所而弗敬（儆）［耕韻］，

卑（譬）之若【五】童（重）載以行■（崝）險，莫之■（扶）道（導）［幽韻］，

亓（其）由（猶）不■（顛）覆 〔７〕［覺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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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獻（第六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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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爲“羞”，參網名“犲犲（單育辰）”在武大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討論區《清華簡三〈芮良夫
毖〉初讀》主題（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犫犫狊 ／狉犲犪犱．狆犺狆？狋犻犱＝３０４０牔犳狆犪犵犲＝３）之下的發言，２０１３年１
月３１日，１８樓。
“問訊”原考釋隸爲“■（聞）■”。 網名“暮四郎（黄傑）”在武大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清華簡三
《芮良夫毖初讀》”主題（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犫犫狊 ／狉犲犪犱．狆犺狆？狋犻犱＝３０４０牔犳狆犪犵犲＝３牔狆犪犵犲＝４）之下
的發言，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７日，３５樓。 已指出此字左旁从人，可隸爲“■”，可讀爲“訊”。 瑜楨案：“■”即
“訊”字（有關“訊”字的字形考釋，可參郭永秉《釋上博楚簡〈平王問鄭壽〉的“訊”字》一文。）訊，問也，見
《詩·小雅·正月》“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毛傳。

原考釋將“■”隸定爲“度”，“度無有咎”文義費解。 筆者以爲此字應隸爲“庶”，訓爲“希冀”，《玉篇·广
部》：“庶，幸也，冀也。”“庶無有咎”是説希望這樣才没有過失之意。

瑜楨案：“滿盈”義爲“盈滿”，即驕傲自滿。

讀“■告”爲“寤覺”，是網名“魚游春水（曹方向）”在武大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討論區《清華簡
三〈芮良夫毖〉初讀》主題（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犫犫狊 ／狉犲犪犱．狆犺狆？狋犻犱＝３０４０牔犳狆犪犵犲＝３）之下的發
言，２０１３年１月８日，２樓。

原考釋讀“淣”爲“倪”，並據《莊子·齊物論》“何謂和之以天倪”《釋文》引崔譔云“倪，際也”，其意當釋
“淣”爲“際”。 可從。 從音理上來看，“淣 ／ 倪”與“際”應該也有聲音上的關係，“淣”字晚出，見《集韻》，以
爲“倪”之異體，因此我們以“倪”來討論，倪（五稽切），上古音在疑紐支部，“倪”从“兒”聲，“兒”字有二
讀，其一讀“五稽切”，這當是“倪”字讀“五稽切”一音的由來；“兒”字另一讀爲“汝移切”，上古音屬日
（泥）紐支部。 際（子例切），上古音屬精紐月（祭）部。 日（泥）紐與精紐同屬舌齒，發音部位極近，精母與
日（泥）通假的例子見國一姝《基於通假字的上古聲母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博士論文，２００７年）第１１３
頁；支部與月（祭）部通假的例子見《漢字通用聲素》第６４５頁。 因此我們可以把“淣”字讀爲“際”。 無論
支部或月（祭）部，與幽覺部押韻的例子極少，陳新雄《古音學發微》（嘉新水泥文化基金會出版，１９７２年）

第１０８２頁舉“狊从目聲”爲例，當然，這個例子有點争議。 不過，本段是有韻的，全段大都押幽覺韻，不
應本句不押韻。

釋讀爲“顛覆”是丁若山（郭永秉）的意見，見氏《清華簡（三）所見“倒山形”之字構形臆説》（武大簡帛網，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４日，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狊犺狅狑＿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犺狆？犻犱＝１８１１）；又《釋清華簡中倒山形的
“覆”字》，發表於香港浸會大學主辦“【清華簡與《詩經》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３日，

第１—１３頁；後刊載於《中國文字》新三十九期（藝文印書館２０１３年），第７７—８８頁。



敬■（哉）君子！恪■（哉）母（毋）巟（荒）［陽韻］。

畏天之■（降）載（災），卹邦之不■（臧）［陽韻］。【六】

母（毋）自緃（縱）于■（逸），以囂（遨）不■（圖）戁（難）［元韻］，

■（變）改■（常）絉（術），而亡（無）又（有）■（紀）■（綱）［陽韻］，

此悳（德）型（刑）不齊，夫民甬（用）■（憂）愓（傷）［陽韻］。

民之【七】俴（殘）矣，而隼 〔１〕（誰）啻（適）爲王 〔２〕［陽韻］？

皮（彼）人不敬，不藍（鑒）于■（夏）商［陽韻］。

第三段：芮良夫毖王與重臣

心之■（憂）矣，■（靡）所告眔 〔３〕（懷）［微韻］，

■（兄）俤（弟）〔４〕慝（鬩）〔５〕矣，■（恐）不和【八】■（順）〔６〕［文韻］，

屯員（圓）■（滿）■（溢），曰余未均［真韻］。

凡百君子，﨤（及）尔（爾）■（藎）臣［真韻］，

疋（胥）收（糾）疋（胥）由；疋（胥）■（穀）疋（胥）■（順）［文韻］，

民不日幸，尚【九】■（憂）思［脂韻］！

第四段：毖王與重臣應當德舉賢

殹（繄）先人又（有）言，則畏（威）■（虐）之［之韻］，

或因斬椅（柯），不遠亓（其）惻（則）［職韻］，

母（毋）■（害）天■（常），各■（當）尔（爾）悳（德）［職韻］。

■（寇）戎方晉（臻），【一〇】■（謀）猷隹（惟）戒［之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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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芮良夫毖》釋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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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原考釋隸“隹”讀“誰”，承陳劍老師提點“隹”下有一横筆，依形當隸爲“隼”，讀爲“誰”。

讀“啻”爲“適”，見網名“魚游春水（曹方向）”在武漢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討論區《清華簡三〈芮
良夫毖〉初讀》主題（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犫犫狊 ／狉犲犪犱．狆犺狆？狋犻犱＝３０４０牔犳狆犪犵犲＝１）之下的發言，２０１３
年１月５日，０樓。

瑜楨案： 甲骨、金文“眔”字都讀同“暨”，微韻。 不讀徒合切，因此本文不應歸入緝部。

王坤鵬《清華簡〈芮良夫毖〉篇箋釋》一文以爲：“這裏的‘兄弟’，指來自貴族家族内部的政治力量。”

讀“慝”爲“鬩”，見馮勝君： 《讀清華簡〈芮良夫毖〉札記》，《紀念何琳儀先生誕辰七十周年暨古文字學國
際學術研討會》（安徽大學文學院“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辦、安徽大學出版社協辦，２０１３年８月

１日—３日），第１８６—１８８頁。

讀“■”爲“順”，見網名“海天遊蹤（蘇建洲）”在武大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討論區《清華簡三〈芮
良夫毖〉初讀》主題（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犫犫狊 ／狉犲犪犱．狆犺狆？狋犻犱＝３０４０牔犳狆犪犵犲＝３）之下的發言，２０１３
年１月２６日，２５樓。



和■（專）同心，母（毋）又（有）相■（飾）〔１〕［之韻］。

恂求又（有）■（材），聖智恿（勇）〔２〕力［職韻］，

必罙（探）亓（其）■（度）〔３〕，以暴（貌）〔４〕亓（其）■（狀）［陽韻］，

身與【一一】之語，以求亓（其）上［陽韻］。

第五段：舉先王典範以毖王與重臣

昔才（在）先王，幾（既）又（有）衆俑（傭）［東韻］，

□□庶戁（難），甬（用）建亓（其）邦［東韻］，

坪（平）和庶民，莫敢■（■）憧［東韻］。【一二】

□□□□，□□□□，

□甬（用）■（協）保，罔又（有）■（怨）誦（訟）［東韻］，

■（恒）静（争）獻亓（其）力，畏（威）■（燮／襲）方■（讎）［幽韻］。

先君以多■（功），古【一三】□□□，

□□□□，□□元君，甬（用）又（有）聖政悳（德）［職韻］。

以力及■（作），■（燮／襲）■（仇）■（啓）■（國）［職韻］；

以武■（及）恿（勇），■（衛）■（相）社【一四】禝（稷）［職韻］。

褱（懷）■（茲／慈）■（幼）弱、■（羸）■（寡）■（煢）蜀（獨）［屋韻］，萬民具

（俱）■（憖），邦甬（用）昌■（熾）［之韻］。

第六段：舉天命以毖王

二■（啓）曰：

·８８１·

出土文獻（第六輯）

〔１〕

〔２〕

〔３〕

〔４〕

鄔文引馮勝君先生《郭店簡與上博簡比較研究》一書，書中提及《緇衣》“■、■（？）”當讀爲“飭∕敕”（第

６８—７０、７２—７５頁）。 鄔文以爲簡文此處也應讀爲“飭”，訓爲“巧飾”，可從。

網名“魚游春水（曹方向）”在武大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 ”討論區 《清華簡三 〈芮良夫毖 〉初
讀》主題（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犫犫狊 ／狉犲犪犱．狆犺狆？狋犻犱＝３０４０牔犳狆犪犵犲＝１）之下的發言 ，２０１３年１
月６日 ，１樓 。

瑜楨案： 原考釋將“■”釋爲“宅”不確，應讀爲“度”，《左傳·昭公十二年》“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孔穎達《疏》：“思使我王之德度用如玉然，用如金然。”簡文這一段都是在説明尋求人才的條件，因此君
主務必探知人才的器度才能。

陳劍老師告訴我這個字疑爲“暴”字異體，讀爲“貌”。 此字形圖版作“ ”，與常見的 （《上博五·鬼》

１）、 （《上博五·鬼》３）形不同，較接近《左塚漆局》方框第一欄 犇邊文字的 ，字形下部稍有訛變。

《左塚漆局》此字學者意見不同，但依文義讀“暴”最爲合理。



天猷（猶）畏（威）矣！豫（予）命亡（無）成 〔１〕［耕韻］。

生【一五】□□戁（難），不秉純悳（德），亓（其）■（度）甬（用）■（失）縈

（營）［耕韻］，

莫好安情（靖），于可（何）又（有）静 ［耕韻］；

莫爯（稱）氒（厥）立（位），而不智（知）■（允）■（盈）［耕韻］；

莫【一六】□□□，而 □□□型［耕韻］，

自■（起）俴（殘）■（虐），邦甬（用）不寍（寧）［耕韻］。

第七段：毖王與重臣應互相砥礪向善

凡隹（惟）君子，尚藍（鑒）于先舊［之韻］。

道（導）■（讀）善贁（敗），卑■（匡）以戒（誡）［之韻］。

□□【一七】■（功）■（績），龏（恭）■（潔）〔２〕亯（享）祀［之韻］。

和悳（德）定（正）型（刑），政（正）百又（有）司［之韻］。

胥■（訓）胥■（教）；胥■（箴）胥■（誨）〔３〕［之韻］。

各■（圖）氒（厥）羕（永），以交（要）罔■（悔）〔４〕［之韻］。

第八段：以德刑態術、約結辟斷毖王及重臣

天之所■（壞），莫【一八】之能枳（支）［支韻］；

天之所枳（支），亦不可■（壞）［微／緝韻］。

反＝（反反）亓（其）亡（無）成（定），甬（用）■（皇）可畏［微韻］。

·９８１·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芮良夫毖》釋讀

〔１〕

〔２〕

〔３〕

〔４〕

豫命亡成，原考釋讀爲“舍命無成”，謂“舍命”指發佈號令。 瑜楨案：“舍命”是“致君命、傳達王命”之意，

與此處“天猷（猶）畏（威）矣！ 豫（予）命亡（無）成”不甚切合。 本簡“豫命”似可讀爲“予命”，謂上天賜予
我們的天命。 無成，網名“海天遊蹤（蘇建洲）”讀爲“無定”（武大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討論區
《清華簡三〈芮良夫毖〉初讀》主題之下的發言，２０１３年２月１日，２８樓），可從。 “予命無定”即《詩·大
雅·文王》“天命靡常”之意。

鄔可晶《關於清華簡〈芮良夫毖〉簡１８的“恭監享祀”》引陳劍先生《談談〈上博（五）〉的竹簡分篇、拼合與編
聯問題》一文讀“器必■■”爲“器必蠲潔”，可信。 “潔” “見”同屬見母，韻部月、元對轉，中古都是開口四等
字，所以《芮良夫》的“【見＋心＋臼】”也可以讀爲“潔”。 “恭潔享祀”即强調享祀要恭敬、清潔。 （復旦大
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網“論壇討論區”，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犵狑狕．犳狌犱犪狀．犲犱狌．犮狀／犳狅狉狌犿 ／犳狅狉狌犿．狆犺狆？ 犿狅犱＝
狏犻犲狑狋犺狉犲犪犱牔狋犻犱＝６１５１牔犺犻犵犺犾犻犵犺狋＝％犈８％８犃％犃犈％犈８％８９％犃犉％犈５％犃４％犃犅，２０１３年２月７日。）

讀“■”爲“誨”，見黄傑： 《初讀清華簡（叁）〈芮良夫毖〉筆記》（武大簡帛網，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

狊犺狅狑＿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犺狆？犻犱＝１７７８），２０１３年１月６日。

讀“■”爲“悔”，見黄傑： 《再讀清華簡（叁）〈芮良夫毖〉筆記》（武大簡帛網，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

狊犺狅狑＿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犺狆？犻犱＝１８１５），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６日。



　　悳（德）型（刑）態絉（術）〔１〕，民所訞（要）■（比）［脂韻］；

約結■（■／辟）【一九】■（斷）〔２〕，民之■（關）閟（閉）［脂韻］。

女（如）■（關）柭（橛）〔３〕■（扃）■（鍵），■（■）／辟）■（斷）既政（正）［耕韻］，

而五（互）■（相）〔４〕柔■（比），矞（遹）易兇心［侵韻］。

■（研）■（甄）〔５〕嘉惟，頪（類／盭）和【二〇】庶民 〔６〕［真韻］，

政命悳（德）型（刑），各又（有）■（常）■（次）［脂韻］，

邦亓（其）康寍（寧），不奉（逢）庶戁（難）［元韻］，

年■（穀）焚（紛）成，風雨寺（時）至［脂韻］，

此隹（惟）天所建，隹（惟）四方【二一】所■（祗）畏［微韻］，

曰亓（其）罰寺（時）■（當）〔７〕，亓（其）悳（德）型（刑）義（宜）利［脂韻］。

女（如）■（關）柭（橛）不閟（閉），而■（■／辟）■（斷）■（失）楑［脂韻］，

五（互）■（相）不疆（諒）〔８〕，罔肎（肯）【二二】獻言［元韻］，

人頌（訟）攼（奸）■（回），民乃■（叫／噭）囂 〔９〕，■（靡）所并（屏）■

·０９１·

出土文獻（第六輯）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拙文《〈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三）·芮良夫毖〉釋譯》原讀“德、形、態、術，民之關閉”，意指“德性、容貌、

態度、道術，是人民對國之重臣所要要求考察的”。 經由陳劍老師提點“德、形”應讀爲“德刑”，簡文中芮
良夫多此提及“德刑”一詞，是西周時期治國的重要法則。 （君子的）恩德、刑罰、態度、方法，是人民對國
之重臣所要要求考察的。 詳見文末討論。
“約結辟斷”，從馬楠《〈芮良夫毖〉與文獻相類文句分析及補釋》釋，“辟”訓爲法，“斷”訓爲裁斷（見清華
大學出 土 文 獻 與 保 護 中 心 網，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狋狊犻狀犵犺狌犪．犲犱狌．犮狀 ／狆狌犫犾犻狊犺 ／犮犲狋狉狆 ／６８３１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３０３２５１４４２３６２６１９４３７２９／２０１３０３２５１４４２３６２６１９４３７２９＿．犺狋犿犾，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５日；刊載 《深圳大學學

報》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７６—７８頁）。 瑜楨案：“■”字原圖作“ ”形，从糸从闢。 “闢”字楚文字作“ ”（參

李守奎《楚文字編》第６６９頁），本簡此字似疊加“○（璧）”聲。 詳見文末討論。
“柭”讀爲“橛”，從暮四郎説。 詳見文末討論。

五相，馬楠《〈芮良夫毖〉與文獻相類文句分析及補釋》以爲“指朝廷重臣”，不過缺乏旁證。 原考釋讀爲
“互相”，仍有可取。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叁）》（中西書局２０１２年），

第１５４頁。

參拙作： 《〈清華三·芮良夫毖〉“頪” 字考———兼釋“盭和庶民”》（中國文字學會、中國文化大學中國語
文學系主辦“第二十五届中國文字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６日—１７日），第

４３９—４５２頁。

原考釋隸爲“曰其罰時償”，當讀爲“曰其罰時當”，時，善也，合適也；當，適當。

網名“汗天山”在武大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討論區《清華簡三〈芮良夫毖〉初讀》主題（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犫犫狊 ／狉犲犪犱．狆犺狆？狋犻犱＝３０４０牔犳狆犪犵犲＝３）之下的發言，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９日，２４樓。

陳劍： 《〈容成氏〉補釋三則》隸爲“民乃■（叫 ／ 噭）囂”，謂“叫 ／ 噭”與“叫號”義近，“囂”則當訓爲“衆口
愁”。 陳文發表於“紀念容庚教授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二十届年會”
（廣州 ／ 東莞，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０日—１２日），第１—１２頁。 後收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３６５—３７８頁。



（依）〔１〕［微韻］，

日月星晨（辰），甬（用）交■（亂）進退，而莫■（得）亓（其）■（次）［脂韻］，

■（歲）【二三】廼不■（度），民甬（用）戾（殄）〔２〕■（盡）［真韻］，

■（咎）可（何）其女（如）■（台）■（哉）［之韻］？

第九段：芮良夫感慨不得不諫言

絭（朕）隹（惟）■（沖）人，則女（如）禾之又（有）■（稺）［脂韻］，

非■折（哲）人，■（吾）■（靡）所爰（援）【二四】□詣（稽）［脂韻］。

我之不言，則畏天之發幾 ［微韻］；

我亓（其）言矣，則■（佚）者 〔３〕不■（美）［脂韻］。

民亦又（有）言曰：■（謀）亡（無）少（小）大，而器【二五】不再利［脂韻］。

屯可與■（忨），而鮮可與惟［微韻］。

曰於（嗚）■（呼）畏［微韻］■（哉）！

言罙（深）于■（淵），莫之能惻（測）［職韻］。

民多■（艱）戁（難），我心【二六】不快 ，戾之不□□。亡（無）父母能生；

亡（無）君不能生［耕韻］。

■（吾）■（中）心念詿（絓），莫我或聖（聽）［耕韻］。

■（吾）■（恐）辠（罪）之【二七】□身，我之不□［耕韻？］。

□□是■（失），而邦受 亓（其）不 寍（寧）［耕韻］。

■（吾）甬（用）■（作）■（毖）再夂（終），■（以）寓命達聖（聽）［耕韻］。

【二八】

最後附帶談一下簡１８—１９比較費解的那幾句話。 簡文如下：

·１９１·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芮良夫毖》釋讀

〔１〕

〔２〕

〔３〕

網名“魚游春水（曹方向）”釋爲“奸回”可從。 （網名“魚游春水”在武大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討
論區《清華簡三〈芮良夫毖〉初讀》主題（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犫犫狊 ／狉犲犪犱．狆犺狆？狋犻犱＝３０４０牔犳狆犪犵犲＝
４）之下的發言，２０１３年２月１２日，３１樓。）瑜楨案：“人”指在上位者。 意思是： 在上位者争權奪利，互相
鬥争，人民因此遭受苦難，而無所依靠。

陳劍： 《清華簡“戾災辠蠱”與〈詩經〉“烈假”、“罪罟”合證》，“清華簡與《詩經》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會
議論文（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辦，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日—３
日），第１—１７頁。

子居： 《清華簡〈芮良夫毖〉解析》（“孔子２０００”網，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犮狅狀犳狌犮犻狌狊２０００．犮狅犿 ／犪犱犿犻狀 ／犾犻狊狋．犪狊狆？

犻犱＝５５８９），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４日。



悳（德）型（刑）態絉（術），民所訞（要）■（比）；

約結■（■／辟）■（斷），民之■（關）閟（閉）

女（如）■（關）柭（橛）■（扃）■（鍵），■（■／辟）■（斷）既

政（正）

原考釋： “絉、術同從术聲。 古籍中術、隊相通，墜、墮相通（參見《古字通假會典》

第５５５頁），故‘絉’可通‘惰’。 ‘態絉’即‘怠惰’。 《逸周書·大匡》： ‘慎惟怠墯。’‘墯’

同‘惰’。 《孟子·離婁上》‘國之所存者幸也’，焦循《正義》引王引之《經傳釋詞》： ‘所，

猶若也，或也。’《荀子·非十二子》‘則可謂訞怪狡猾之人矣’，楊倞注： ‘訞與妖同。’

■，讀爲‘僻’（比聲字與辟聲字相通，參見《古字通假會典》第５９０頁）。” 〔１〕受到這個

解釋的影響，各家都把本句朝向負面意義解讀，以致於上下文義不好理解。 沈培先生

《試説清華簡〈芮良夫毖〉跟“繩準”有關的一段話》指出“德刑態絉”應該是屬於正面意

義的，沈先生説“我們還不能十分肯定‘態絉’的讀法，但是基本上可以推測上下文的

大意。 簡文先説‘德刑態絉’，然後説‘民所訞■，約結■（繩）■’，大概是説在‘德刑態

絉’這種情况下，便會有‘民所訞■，約結■（繩）■’這種情况。 ……整個句子是説‘民

所以交結親比，乃以約結■（繩）■也’。” 〔２〕

瑜楨案： 沈文所讀“■（繩）■（準）”，馬楠已改讀爲“■（■ ／ 辟）■（斷）”，見上文注

３４。 此處“德型態絉，民所訞（交 ／ 要）■”和 “約結■ （■ ／ 辟）■ （斷），民之■ （關）閟

（閉）”是對舉的兩個句子，“■■”可釋爲名詞，與“約結”同類；則與“■■”同位置的

“態絉”自然也應該是個名詞，與“德刑”同類。

“德”，即“恩德”，“型”讀爲“刑”，即“刑罰”，《國語·晉語六》：“德刑不立，奸宄并

至。”《左傳·成公十六年》：“德以施惠，刑以正邪”；“態”，即態度，《荀子·脩身》：“容

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絉”，讀爲“術”，即

“方法、手段”，《禮記·祭統》“惠術也，可以觀政矣”鄭玄《注》：“術猶法也。”“德刑態

術”句法可與《左傳·僖公七年》“德刑禮義”對應。

“訞”，與簡１８“以交（要）罔■（悔）”的“交”同義，釋爲“要”，就是“要求”的意思。

“■”，不必與下文的“柔■”同一解釋，應讀爲“比”，釋爲“校比、校考”（參２００３年第１

版《故訓匯纂》第１２０７頁），也就是“考察”“檢核”的意思。 “德型態絉，民所訞■”全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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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叁）》（中西書局２０１２年），

第１５３—１５４頁。

沈培： 《試説清華簡〈芮良夫毖〉跟繩準有關的一段話》（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等主辦“出
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７日—１８日），第２３４—２４６頁。



可以讀爲“德形態術，民所要比”，意思是“（君子的）恩德、刑罰、態度、方法，是人民所

要求考察的”。

“約結■（■ ／ 辟）■（斷），民之■（關）閟（閉）”二句，原考釋説： “《鶡冠子·天權》

‘釋約解刺’，陸佃注： ‘約，如繩約之約。’《漢書·嚴延年傳》‘以結延年’，顔師古注：

‘結，正其罪也。’” 〔１〕沈培先生説：“古書中‘約結’常見……既可指‘結盟訂約’這種行

爲，也可指‘所結之盟、所訂之約’。” 〔２〕瑜楨案：“約結辟斷”四字連用，“約結”應該與

“辟斷”結構相同，詞義近似。 “約結”指約束言行的法律規章、道德規範。

“關閉”，劉樂賢先生釋爲“關門的門閂” 〔３〕。 瑜楨案：“關閉”在這裏可以引申爲

管制、檢核。 “約結辟斷，民之關閉”與上句“德形態術，民所要比”同義，本句的意思應

該是“約結辟斷，是人民對國之重臣所要關心檢核的”。

“關柭扃■”，其意義不容易訓詁，但“關柭扃■，辟斷既正”與“關柭不閉，而辟斷

失楑”相對反，“既正”與“失楑”相反，則“扃■”應該與“不閉”相反，其意義相當於“既

閉”，大約是門閂閂好了。 “辟斷”爲名詞，“關柭”也應該是名詞。 網名 “暮四郎 （黄

傑）”主張： “我們認爲‘柭’當讀爲‘橛’。 清華簡（貳）《繫年》簡５６有‘犮央’，爲地名，

《左傳》作‘厥貉’。 ‘犮’古音屬月部並母，‘厥’屬月部見母，戰國楚系文獻中唇音字與

牙喉音聲母字存在交替現象，有學者專門作過討論。 《爾雅·釋宮》： ‘橛謂之闑。’郭

璞注： ‘門閫。’段玉裁 《説文解字注》： ‘門梱、門橛、闑，一物三名矣，謂當門中設木

也。’‘橛’可指古時豎立在門中間作爲限隔的短木，又可指門限，即門檻。 《文選·甘

泉賦》‘天閫決兮地垠開’，李善注引鄭玄《禮記注》曰： ‘閫，門限也。’玄應《一切經音

義》卷二引《三蒼》： ‘閫，門限也。’此處‘橛’當指門限。” 〔４〕瑜楨案： 黄説可從。 “關

橛”即“關口大門中的短木”，泛指關門，當名詞。 “■”，原考釋讀爲“管”，意思應該是

指“鑰匙”，亦爲名詞。 我以爲似乎可以考慮讀爲“鍵”，其動詞義即“鎖閉”，“關橛扃

鍵”指把關門閂好了，與“辟斷既正”義正相同。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５日初稿，２０１５年１月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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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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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叁）》（中西書局２０１２年），

第１５４頁。

沈培： 《試説清華簡〈芮良夫毖〉跟繩準有關的一段話》（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等主辦“出
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７日—１８日），第２３４—２４６頁。

劉樂賢： 《也談清華簡〈芮良夫毖〉跟“繩準”有關的一段話》（浸會大學饒宗頥國學院、清華大學出土文
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辦“清華簡與《詩經》研究”，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日—３日），第１—６頁。

網名“暮四郎”在武大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討論區《清華簡三〈芮良夫毖〉初讀》主題（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犫犫狊 ／狉犲犪犱．狆犺狆？狋犻犱＝３０４０牔犳狆犪犵犲＝４）之下的發言，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７日，３７樓。



感謝李師宗焜、季師旭昇、蘇建洲學長、高佑仁學長及讀書會時學弟妹提供我許

多寶貴意見。初稿於“中研院”史語所“古文字青年論壇”發表時，趙平安先生、沈培先

生、董珊先生、郭永秉先生賜予我諸多寶貴意見。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１月訪學復旦大學

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期間，蒙陳劍老師賜教，且文中多處引用陳老師指導我的

意見。又《出土文獻》審查人也提供諸多寶貴意見，均極感謝。

（王瑜楨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

“中研院”史語所文字學門（２０１３）獎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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