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五行》甲篇
《■》、《雜占之四》綴合校釋

名和敏光

　　關於《陰陽五行》甲篇的整體結構，我們有另文介紹我們的復原方案。 〔１〕此外，

我們曾撰文介紹《諸神吉凶》章圖版的一些修改意見。 〔２〕本文討論《陰陽五行》甲篇

《■》、《雜占之四》兩章的復原。

（一）上半截的復原

《■》、《雜占之四》上半截的《集成》原始圖版和整理圖版如下： （見下頁上圖）

整理圖版這一頁的帛片主要是拼綴了兩個較大的帛片，《集成》在這兩個帛片中

間留有空間。 但這兩塊帛片可以直接拼接，拼接處的“■”（《■》第３行）、“里”（第４

行）、“妾”（第６行）三字筆畫均密合（見下頁中圖）。 另外，這一頁的帛片上有《諸日》

章和《祭二》章的反印文，其圖版見於《集成（壹）》第２６９頁。 從反印文看也可以知道

這兩塊帛片可以直接拼接（見下頁下圖）。 〔３〕

·６４１·



〔１〕

〔２〕

〔３〕

本文爲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犆）］“中國方術理論の遡及的考察”（研究課題番
號：２５３７００４７）、同［基盤研究（犅）］“犕狌犾狋犻犇犻狊犮犻狆犾犻狀犪狉狔犃狆狆狉狅犪犮犺による戰國秦漢期新出土資料研究”
（研究課題番號：２６２８４０１０）的成果之一。

名和敏光、廣瀨薰雄： 《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五行〉甲篇整體結構的復原》，《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
成》修訂國際研討會報告。

名和敏光： 《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五行〉甲篇〈諸神吉凶〉綴合校釋》，紀念馬王堆漢墓發掘四十周年國
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待刊。

從《集成》釋文看，《集成》也把這兩塊帛片直接連接起來讀。



原始圖版（《集成（柒）》第１４７頁） 整理圖版（《集成（壹）》第２５６頁）

拼接處（放大）

《■》、《雜占之四》章 水平翻轉 《諸日》、《祭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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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看原始圖版，除那兩塊帛片外還有一塊帛片，這是整理圖版“陰陽五行甲

篇殘片”的殘片２８：

（《集成（柒）》第１４７頁） 《集成（壹）》第２７４頁

　　這塊殘片上有《諸日》章的反印文，其圖版見於《集成（壹）》第２６９頁：

《雜占之四》８行上 水平翻轉 《諸日》第２—４行

　　《諸日》第３行“爲晳日”的反印文能看得很清楚。 根據這個反印關係，該片的位

置也可以確定。

第三，《上朔》第８欄“順六”之“順”的殘片（《集成（壹）》第２４７頁、原始圖版《集成

（柒）》第１６８頁），字的大小、筆畫都不密合，《集成》的拼綴有誤。 這塊殘片應該移到

《■》第２行 “行”字下。 此外殘片９３（原始圖版 《集成 （柒）》第１６８頁）可以拼到其

右邊：

·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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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壹）》第２４７頁 殘片９３〔１〕 《■》第１—３行

　　第四，殘片７２、殘片７３本來是一塊殘片，《集成》誤把它剪成兩塊：

原始圖版（《集成（柒）》第１５３頁） 殘片７２ 殘片７３

　　這塊殘片可以拼到《■》第２—４行：

第五，殘片１０（《集成（壹）》第２７３頁、《集成（柒）》第１６９頁）可以放在殘片７２、殘

片７３下。 殘片１０上有《諸日》第６行（《集成（壹）》第２６９頁）“甲午才”的反印文，也能

看到“甲午才”右邊紅色欄綫的反印文。 據此可以確定這塊殘片的確切位置。 拼綴這

塊殘片後，《■》第１—４行的占文内容很整齊：

·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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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殘片注〔四五〕云：“此字殘存‘台’旁”。 （《集成（壹）》第１１４頁）



出言必里（理），行順必治，一［月］有時，妻受１上

子出言必里（理），行順必治，一月有時，子受□２上

出門犾言必■（疑），出言必里（理），行順必治，一月［有時］，□□□３上

臣妾出言必里（理），行順必治，一月有時，臣妾受之，月４上

此外，殘片１０和殘片１６０有反印關係。 殘片１０上有“緊牛”的反印文，殘片１６０

上有“受之月”的反印文。 根據這個反印關係，如果殘片１０放在這個位置，殘片１６０則

應該放在《祭（二）》第８欄。 根據《集成》的復原，《祭（二）》第８欄完全殘缺，完全能够

容下殘片１６０。 而且殘片１６０上有紅色欄綫，放在《祭（二）》的這個地方也很合適。 〔１〕

這個事實可以從側面證明殘片１０拼綴的正確性。

殘片１０〔２〕 水平翻轉 殘片１６０和《諸日》第６行

　　第六，殘片１０３（《集成（壹）》第２７５頁）由於有反印紅色欄綫（已變爲黑色），據此

可以放在《雜占之四》章上端。

殘片１０３ 拼合後

·０５１·

出土文獻（第八輯）

〔１〕

〔２〕

參看名和敏光： 《馬王堆漢墓帛書〈陰陽五行〉甲篇〈諸日〉〈祭（二）〉綴合校釋》，待刊。

殘片注〔一四〕云：“該片由兩殘片綴合而成，綴合方案從陳劍説。”（《集成（壹）》第１１３頁）



（二）下半截的復原

《■》、《雜占之四》下半截的《集成》原始圖版和整理圖版如下：

原始圖版（《集成（柒）》第１４９頁） 整理圖版（《集成（壹）》第２５７頁）

　　整理者把原始圖版左上角的帛片往下挪一點，此外在左下角加了原來放在《集成

（柒）》第２８６頁的兩塊帛片。

首先，左上角的那塊帛片其實是由四塊小殘片構成的：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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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４ 右３ 右２ 右１

　　右１、右２、右４可以拼到一處，但從上到下須按照右２、右１、右４的順序

拼綴： 　　

至於右３，在旋轉１８０度後，可以和殘片２７（《集成（柒）》第１６２頁）拼綴。 這兩塊

殘片應該放在《■》第１—２行：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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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３（已旋轉１８０度） 殘片２７ 拼合後

　　《祭（二）》章上有這個部分的反印文，圖版見於《集成（壹）》第２７０頁：

《祭（二）》第９欄 水平翻轉 《■》第１—３行

　　另外，殘片２３８（《集成（柒）》第２８６頁）可以拼綴到《雜占之四》第７—１０行 〔１〕：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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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殘片注〔八〇〕云：“殘片綴合從陳劍説。 廣瀨薰雄指出第２９９號有該片反印文，並疑屬於《雜占之四》。”
（《集成（壹）》第１１５頁）



殘片２３８ 拼合後

（三）新 釋 文

通過以上的拼綴，《■》、《雜占之四》上半截、下半截可以復原成如附圖所示。 我

們根據這個圖版重作這兩章的釋文：

一一　■

［中］之月 〔１〕，旬有（又）五日，母（毋）■（怒），出言必里（理），行順必

治，一［月］有時，妻受［□□□□□□□］１上［□］□大■ 〔２〕之■（道）。１下

中之月，旬有（又）五日，母（毋）■（怒），子出言必里（理），行順必治，

一月有時，子受□［□□□□］２上［□］酒□，含（吟）之胃（謂）順大敬之■

·４５１·

出土文獻（第八輯）

〔１〕

〔２〕

《集成》釋文漏了“月”字。 此根據鄔可晶《讀馬王堆帛書〈刑德〉、〈陰陽五行〉等篇瑣記》（《長沙馬王堆漢
墓簡帛集成》修訂國際研討會報告）補。 ２行上、３行上、４行上“ 中之月”之“月”同。
“■”疑讀爲“謀”。 楚簡中一般用“■”字表示“謀”這個詞，也有用“■”爲“謀”的例子。 參看白於藍： 《戰
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第９—１０頁，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大謀”在古書中常見，如《論語·

衞靈公》：“巧言亂德。 小不忍，則亂大謀。”



（道）。２下

中之月，旬有（又）五日，母（毋）■（怒），出門犾言必■（疑），出言必里

（理），行順必治，一月［有時］，□□３上□之日，塞火母（毋）■（爨），含（吟）此

胃（謂）順徳（德）之■（道）。３下

［中之月］，旬有（又）五日，母（毋）■（怒），臣妾出言必里（理），行順必

治，一月有時，臣妾受之，月［□］４上晝■（寢）而夜飤（食）黍肉，必多酒酉 〔１〕；

母（毋）■（寢），必■（醉）〔２〕，訶（歌）無（舞）至廛（旦），東方皙 ４下 父兄，

含（吟）此胃（謂）大■（恭）之■（道）。５上 〔３〕

□時□□有再有子有貨身臣妾，必以敬聞於天下 〔４〕，［自］〔５〕天子

以至庶人，［□］６上□者親，邦治家益，先王行此，含（吟）之胃（謂）…… 〔６〕。６下

一二　雜占之四

知（？）得之□□［□□□］子、卯、午、酉、癸巳、癸丑月朢（望）不可 １上

□■（閭）有辟（壁），高□坪■（基），疾病毋□ 〔７〕，［□］□勿□，唯福

之［□］２上之 〔８〕。以頪（糗）、■（脯）、酉（酒）□□□■（塗）■（橉），尃（敷）之

·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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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酒酉，《集成》釋文作“酒｛酉｝”，認爲“酉”是衍文。 注〔七〕云：“此處‘酒酉’當指‘酒’。”今按，“酒酉”亦見
於殘片９上半部和殘片２０４，這兩塊殘片都可以拼綴到《祭（一）》和《諸神吉凶（上）》間，拼綴後的相關占
文如下：

［□□□□□□］主有五得。●午酒酉，旬（？）［□］壬酒酉，［客］有咎。四（？）月下壬酒酉，［客］

有七得，主人有五得。

［□］□□［酒］酉，客主皆吉。［□］酒酉，……。凡［□］子、戊子酒［酉］，客主有亡。丙子、丁

亥、庚寅、辛□［□□□□］□丙寅，客死。

從這個例子看，“酒酉”之“酉”恐怕不大可能是衍文。 從上下文看，“酒酉”似是“飲酒”、“酒肉”之類的
意思。

此處《集成》的斷句是“晝■（寢）而夜飤（食），黍肉 ，必多酒｛酉｝，母（毋）■（寢），必■（醉），……”。

今按 ，“晝寢而夜食黍肉 ，必多酒酉”和“毋寢 ，必醉”是相對的兩句 。 上一句大概的意思是 “如果白
天睡覺 ，而且晚上吃黍肉 ，一定會喝很多酒 ”，下一句是 “不要 （白天 ）睡覺 ，（如果白天睡覺 ，）一定
會喝醉”。
《集成》注〔一○〕云：“該句亦可能與上句連讀。”今按，此説可從。
“天下”二字，《集成》缺釋。 此根據殘筆釋。

此處可以補“自”字。 與此類似的句子在古書中常見，如《禮記·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
身爲本”，《孝經·庶人章》“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等。
《集成》注〔一一〕云：“此句末尾漏抄數字。”
《集成》注〔四〕云：“此字殘，疑是‘來’字。”
“ □■（閭）有辟（壁），高□坪■（基），疾病毋□，［□］□勿□，唯福之［□］之”這句話可能是儀式上念
的咒語。



芙（蒲），白茅莋（藉），祝從門中，三祝三■（拜）□ 〔１〕。２下

端月生［□］３上 □□□□皆祭［□］□□ 〔２〕因皆舟而食┗，不妝。

□言 〔３〕。３下

□ ４上［□□□□□□□］午、戌、寅、乙巳、甲午、丑、辛、甲┗辰、● 丙

辰以出入人，傷當室。４下

５上［□□□□□□□］日壬癸以入臣妾後君。５下

６上［□□□□□□□］出入馬，兇（凶）。６下

７上［□□□□□□］傷［□］民。冬之壬癸緊（牽）牛，兇（凶）。７下

□癸巳以出 ８上［□□□］□傷妻子┗，黄丙午、戊午，白辛酉，黑

癸 〔４〕［酉］， □８下

［□］以出入豕，兇（凶）┗。秋之庚辛才（在）翼、矛（昴），以 〔５〕殺豕，兇

（凶）〔６〕。 ９下

［□］巳以出入□┗□□ １０下

附記：筆者在撰寫本文的過程中得到了廣瀨薰雄先生的幫助。謹致謝忱！

（名和敏光　日本山梨縣立大學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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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至“三祝三■”之１８字，《集成》歸於第３行。 今按，范常喜先生在討論這條占文時，將“以頪
■酉”和“□□■■……”歸於一行，可從。 “以頪（糗）、■（脯）、酉（酒）□□□■（塗）■（橉），尃（敷）之
芙（蒲），白茅莋（藉），祝從門中，三祝三■（拜）□”是“當時一種祭禱儀式”。 參看范常喜： 《馬王堆帛書
〈式法〉所記祝禱儀式疏釋》，《文物遺産》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此字《集成》釋文作“■”。 陳松長釋爲“■”（《馬王堆帛書藝術》第１９頁、《馬王堆簡帛文字編》第３１
頁）。 今按，此字的釋讀待考。
《集成》注〔八〕云：“此二字略小，且字迹與周圍文字不同，或是後補。 首字疑可釋爲‘■（陳）’。”
《集成》注〔一〇〕云：“行首殘字似是‘午’字。 該句疑可補爲：‘青甲午，赤丙午，白辛酉，黑癸酉。’另外還
可能有以‘黄’配干支的文字。 第九行下亦有類似文字，作‘黄丙午、戊□’，這些文字或有關聯，可獨立
成章。”（《集成（壹）》第８６頁）通過我們的拼綴，此説得到了證實。

以，《集成》釋作“必”。

兇，《集成》缺釋。



　　附圖

《■》、《雜占之四》上半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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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占之四》下半截

·８５１·

出土文獻（第八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