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訓》字句試讀

陳　偉

　　就單篇出土文獻而言，學者對於清華大學購藏戰國竹書《保訓》的關注，可謂空前

熱烈。 在《光明日報》和幾家學術網站的持續討論中，《文物》月刊刊佈了這篇竹書的

圖版和釋文。 〔１〕文本解讀是内涵研究的基礎。 這裏我們嘗試對《保訓》中幾處字句

提出一己之見。

自　　演

１號簡説：“戊子，自演”。 演，《釋文》釋爲“潰”，讀爲“靧”，整理者注釋認爲： 字

或作“頮”、“沫”，洗面。 《書·顧命》：“甲子，王乃洮頮水。”李鋭先生引李守奎先生

意見改釋爲“演”，疑讀爲“寅”或“夤”，是敬的意思。 〔２〕應該注意的是，《顧命》記成

王“洮頮”和顧命，先後銜接，都在甲子之日。 《保訓》記文王“自演”和“傳保”，分别

在戊子、己丑兩天，“自”下一字釋爲“潰”或理解爲“潰”的思路恐怕並不確切。 〔３〕

《左傳》昭公二年：“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孔疏：“《易·繫辭》云：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 當文王與紂之事邪！’鄭玄云：‘據此言，

以《易》是文王所作，斷可知矣。’且史傳讖緯，皆言文王演《易》，演謂爲其辭以演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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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保訓〉釋文》，《文物》２００９年第６期，第

７３—７５頁、圖版。

李鋭： 《讀〈保訓〉札記》，孔子２０００網（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犮狅狀犳狌犮犻狌狊２０００．犮狅犿 ／ ）“清華大學簡帛研究” 專欄

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７日。

本篇如果有“洮頮”一類文字的話，應在己丑日，位於２號簡上段殘去的部分。



之，《易經》必是文王作也。” 〔１〕自演，是説文王親自草擬傳保的文辭。 〔２〕

前　攸（脩）

３號簡説“昔前攸（修）傳保”，“前”下一字，《釋文》缺釋。 〔３〕此字趙平安先生

早先曾釋爲“夗”， 〔４〕李守奎先生疑應釋爲“人”，李零先生亦表同意。 〔５〕今按，以

此字與戰國竹書常見的 “人”字相比，有明顯差異。 《保訓》５號簡 “小人”合文的

“人”，也與此有異。 楚簡中的“攸”字，有一種省略寫法，在人形的背上加兩道斜筆，

如包山牘１所見。 〔６〕而在完整寫法的“攸”字中，有的將這一部分的“人”形下身寫

成跽跪狀。 如上博竹書 《柬大王泊旱》１５號簡和 《競建内之》７號簡所見 （參看附

圖）。 〔７〕 《保訓》３號簡的這個字，其背部似原有筆畫，疑當釋爲 “攸”，用作 “脩”。

《楚辭·離騷》：“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王逸章句以 “前世遠賢”釋 “前

脩”。 《後漢書·劉愷傳》：“今愷景仰前脩，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

聖朝尚德之美。”李賢注：“前脩，前賢也。”

保訓３ 包山牘１ 柬大王泊旱１５ 競建内之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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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史傳讖緯”以下，包括“演謂爲其辭以演説之”一句，或以爲鄭玄語。 如北京大學出版社簡繁標點
本《春秋左傳正義》皆是。 徐鼒《周易舊注》卷十祇録出“且史傳讖緯”之上文句，《故訓匯纂》“演”字條
録“演謂爲其辭以演説之”逕稱作孔疏。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壇東山鐸２００９年７月８日發言寫道：“自演，演，似是
‘計算’之意，意思當是指文王自己打腹稿，盤算著明天應該向武王説哪些話，如何説，自己先演習一
番。”（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犵狌狑犲狀狕犻．犮狅犿 ／犛犺狅狑犘狅狊狋．犪狊狆？ 犘犪犵犲犐狀犱犲狓＝５牔犜犺狉犲犪犱犐犇＝１６５９）已有類似猜測。
《釋文》最後通釋時，將此字寫作“代”，並在其後括注問號。 似是在寫作過程中有過不同考慮。

趙平安： 《〈保訓〉的性質與結構》，《光明日報》國學版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３日。

劉國忠、陳穎飛： 《清華簡〈保訓〉座談會紀要》，《光明日報》國學版６月２９日。

參看李家浩： 《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第２５９頁，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第５９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上海博物館藏戰
國楚竹書（五）》第２４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詷　　（諷）

４號簡説：“昔前攸（脩）傳保，必受之以詷。”整理者注釋云：“詷，《顧命》‘在後之

侗’，‘侗’馬本作‘詷’，與 ‘童’通，指幼稚童蒙。 或説此處讀爲 ‘誦’。”今按：“同”從

“凡”得聲，此字或當釋爲“諷”。 諷有誦讀義。 《荀子·大略》：“少不諷，壯不論議，雖

可，未成也。”楊倞注：“諷謂就學諷《詩》、《書》也。”又特指背誦。 《周禮·春官·大司

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鄭玄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後漢

書·延篤傳》：“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旬日能諷之，典深敬焉。” 這裏應取背

誦義。

鬲（歷）茅（嵍）

４號簡記云：“昔舜舊作小人，親耕于鬲（歷）茅”。 《釋文》以“茅”屬上讀，整理者

注釋説：“或以爲 ‘茝’字之誤，字當即 ‘■’，古音見母之部，在此讀爲溪母之部的

‘丘’。 上海博物館簡《容成氏》：‘昔舜耕于歷丘。’”今按，茅疑讀爲“嵍”。 《説文》：

“嵍，山名。”丁福保 《詁林》引雲青按：“唐寫本 《唐韵·十遇》 ‘嵍’注引 《説文》 ‘丘

也’，唐寫本《玉篇》引同。 二徐本誤作‘山名’，非是。”《詩·國風·式微》“旄丘”釋

文：“音毛丘，或作古北字。 前高後下曰旄丘。 《字林》作堥，云：‘堥，丘也，亡周反。

又音毛。’山部又有嵍字，亦云：‘嵍，丘，亡付反，又音旄。’”是嵍訓丘，“歷茅（嵍）”與

“歷丘”同指。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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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承李天虹教授提示，讀到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壇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４日“一上示
三王”在 “我猜，我猜，我接著猜： 關於 ‘鬲山’”的帖子 （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犵狌狑犲狀狕犻．犮狅犿 ／犛犺狅狑犘狅狊狋．犪狊狆？

犜犺狉犲犪犱犐犇＝１１８９）中，鑒於李學勤先生釋“丘”與趙平安先生釋 “茅”之字的對應，聯想起 《老子乙》１３
號簡與《鬼神之明》３號簡中的從矛從山之字。 “苦行僧”在４月１５日跟帖中寫道： 俺認爲李先生讀
爲“丘”、趙先生讀爲“茅”的字，如果果真是一上兄所説的“嵍”字的話，那麽它極有可能就是用爲本字
的，“嵍”有“丘”的意思（見《漢語大字典》第７８９頁，《故訓匯纂》第６４４頁），“鬲嵍”就是“鬲丘”；如果
不是“嵍”字的話，根據李、趙二先生的讀法，讀爲“嵍”也是没有問題的。



恐救（求）中

語見４號簡。 整理者注釋云：“‘救’，讀爲‘求’。 ‘恐求中’意應爲‘恐而求中’，‘中’

指中正、中道。”目前關於“中”有多種意見。 〔１〕或讀爲“衆”， 〔２〕簡明直白，且可與《竹

書紀年》上甲微“假師于河伯”的記載契合，應較爲可信。 中、衆二字，上古音爲冬部叠

韵、端章准雙聲，音近可通。 在古書中，中和衆都有與“終”通假的例證， 〔３〕也可佐證。

迺 易 立 埶 詣

語見５號簡，是説舜 “得中”之事。 《釋文》讀作 “乃易位邇稽”。 廖名春先生讀

“埶”爲“設”，以下文一字連讀，讀作“乃易立設稽測”，以爲“立設”猶“設立”；“稽”與

“測”詞義相近，都是查驗、檢驗的意思。 在此可引申爲法令制度。 〔４〕今按，廖氏讀

“埶”爲“設”可從，而文句斷讀則當以《釋文》爲是，立、詣並應依釋文讀爲“位”、“稽”。

《周禮·天官·小宰》：“二曰聽師田以簡稽”，賈公彦疏：“稽，名籍也。”《國語·吴語》

“擁鐸拱稽”，韋昭注引鄭衆云：“稽，計兵名籍也。”指文書簿籍。 “位”與其對應，指職

位、官爵。 “易”與“設”相對，有修治義。 《詩·小雅·甫田》“禾易長畝”，毛傳：“易，治

也。”讀爲“賜”，亦通。 易位設稽，並與得衆有關。

朕聞兹不舊（久）命，未有所■（延）

語見１０號簡。 《釋文》以“命”屬下讀，整理者注釋指出：“舊”通“久”。 “■”，或作

“涎”，讀爲“延”，《戰國策·齊策》注：“及也。”今按，這裏的“命”應是指商朝的命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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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看小孤： 《也談〈保訓〉之“中”》，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犵狌狑犲狀狕犻．
犮狅犿 ／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１日。

子居： 《清華簡〈保訓〉解析》，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２００９年７月８日。

參看高亨： 《古字通假會典》第２２頁“中與終”條、第２３頁“終與衆”條，齊魯書社１９８９年。

廖名春：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保訓》釋文〉初讀續》，孔子２０００網“清華大學簡帛研究”專欄２００９年

６月２０日。



屬上讀爲是。 《尚書·康誥》云：“惟命不于常。”《詩·大雅·文王》云：“侯服于周，天

命靡常。”“兹不久命”是相類似的説法。 延，訓長。 《尚書·召誥》：“我不敢知曰： 有夏

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 不其延。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孫星衍疏引《爾

雅·釋詁》云：“延，長也。”《召誥》此語，正可與簡文對讀。 〔１〕

（陳偉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教授，武漢市武昌珞珈山，４３０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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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上揭子居文已引述《召誥》此句，然沿用釋文斷讀，以爲“命”指文王壽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