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戰國竹書文字佈局小識

賈連翔

　　竹簡窄長的形狀，對文字的書寫和佈局産生了極大的影響和制約，總起來講，戰

國竹書文字佈局的特點爲縱向整齊，横向參差，上端整齊，下端參差。 這是因竹簡是

按從上至下順序依次書寫而成，每個文字的高度有差，字與字之間的距離也不盡相

同，書寫至簡末端時若空間不足以容納一字和一個間隔，則收筆换行，使得每簡末尾

的文字排列很難一貫平齊。 與此同時，由於戰國文字不像後世的隸書、楷書等字體趨

向方塊等高，字與字的高度有較大的差距，因此文字在水平方向上很難均等平齊排

列。 這些也都是早期抄本書籍難以避免的版式現象。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因素對竹

書的文字佈局有較大的影響，兹論説如下。

佈局與編繩

竹書正文都是書寫於篾黄一面，通常每簡只書一行字，《春秋左傳序》孔穎達疏

曰：“簡之所容，一行字耳。”是對竹書情况較爲準確的概括。 〔１〕文字從上自下縱向

順序排列，第一支簡起始的一字往往就確定了全篇竹簡文字的上端位置，而此簡的末

一字也基本代表全篇文字下端的位置。 每篇竹書文字的佈局，與該篇竹書編繩的位

置密切相關，目前所見的戰國竹書，無論尺寸長短，或施以三道編繩，或施以兩道

編繩。

文字佈局留有“天頭”和“地脚”。 此類竹書皆施以三道編繩，第一、三道編繩每每

都臨近竹簡的兩端，即以簡的上端至第一道編繩爲“天頭”，以第三道編繩至簡的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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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一些特殊内容的竹簡如《算表》等，有一簡書寫兩行的情况，但這並不是竹書的常態。



爲“地脚”，如郭店簡《語叢一》、上博簡《陳公治兵》、清華簡《繫年》等。 天頭位置通常

都是空白區域，不書寫文字，地脚位置絶大多數情况也是空白，但偶爾也有一些特殊

用途，例如上博簡《卜書》、清華簡《筮法》都是在地脚的位置上書寫竹簡的次序編號。

文字佈局爲滿簡書寫。 此類竹書或施以兩道編繩，或施以三道編繩，編繩通常都

是在遠離簡端的位置上，起不到框定界格的效果，文字每每頂着簡端開始書寫，寫至

簡尾而結束。 其中兩道編繩滿簡書寫者，如郭店簡《尊德義》、上博簡《柬大王泊旱》、

清華簡《保訓》等，三道編繩滿簡書寫者，如上博簡《緇衣》、《魯邦大旱》等。

較爲特别的是上博簡《孔子詩論》篇，該篇大多爲滿簡書寫，施以三道編繩，且第

一、三道編在遠離簡端的位置。 而文中前７支簡的内容都書於一、三道編之間，於第

一道編繩之上以及第三道編繩之下皆留有刮削處理過的空白，在佈局上形成了面積

較大的“天頭”和“地脚”。 此處書寫的内容在本篇中具有概述的性質，可獨立爲一段。

這種文字佈局的特點在戰國竹書中也未見第二例。

竹書的文字内容或書寫於編聯之前，或書寫於編聯之後。 書寫於編聯之前者，佈

局較爲均匀，也每每會發現編繩痕迹叠壓文字的情况。 書寫於編聯之後者，文字寫至

編繩處時須繞過編繩，其佈局每每在編繩附近或更緊密，或更舒朗。 也有一種可能，

即在書寫之前已經在竹簡上標注了編繩契口的位置，書寫之時有意躲開其位置，這種

情况的文字佈局與先編後寫者基本相同。

佈局與容字

除去那些一簡書寫多行的特殊情况，我們討論的容字主要是以一簡一行字爲標

準，同時，竹書在篇章結尾處每每留有空白，因此，這裏所説的容字更準確地講，是指

寫滿字的竹簡。 每簡的容字大致上是有一定標準的，然而載籍所述一簡容字多有差

異，先賢學者也多有討論，陳夢家先生曾根據武威漢簡分析道：

《聘禮》疏引“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漢書·藝文志》述

劉向校今本《尚書》脱簡或二十二字，或二十五字；《聘禮》疏引“鄭注《尚書》

三十字一簡之文”；《穆天子傳序》記汲冢竹書“一簡四十字”。凡此所記字

數，或因多屬周末漢初之制，所以與武威簡本不合。《聘禮》曰：“百名以上書

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向來頗有不同之解。所謂策是編册，凡百字以上的

可書於編册，而百字以内的可書於方版，方版是單一之札。《國語·魯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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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文仲將展禽五百言“使書以爲三策”，即三個册子，韋昭注以爲三通分給三

卿，是對的。由百名以上書於策，並不能説明一簡的字數。

每一簡牘所容的字數與行數相關。凡編簡爲册的，因編册可以成卷，所

以簡必狹長，只能容一行，惟曆譜爲例外。既然書籍因其内容性質而用簡有

長短之别，則每一行所容字亦自不同。〔１〕

陳先生認爲每簡容字除書寫行數外，與簡之長短關係最大。 程鵬萬先生進一步指出：

楚簡上書寫的是楚文字，字修長，字與字之間的距離大，一般１０釐米左

右書寫７到１０字，３０釐米左右的簡容字２０—２５字左右，５０釐米左右的簡

則容字４０字左右，《穆天子傳》簡長二尺四寸，約爲５４釐米左右，容字４０，與

楚簡的容字大體相近，可見戰國時期各國的簡上容字大體上是一致的。〔２〕

程先生以每１０釐米爲單位，測算竹簡的容字，並指出容字與字間距關係密切。 根據

我們對竹書實物的進一步觀察，發現影響竹簡容字的因素是很多的，除了上文提到的

滿簡書寫與保留“天頭”、“地脚”之間的差别外，其他方面總結起來還有三點： 一是竹

簡的長度，二是所書文字的大小，三是字與字之間的距離。

按照我們的歸納，戰國竹書的長度主要有５５釐米、４８釐米、４５釐米、３９釐米、３３

釐米、２７釐米、１６釐米七種， 〔３〕通常情况下，竹簡越長，容字數量越多。 竹簡所書文

字大小也有很大差異，有些文字書寫得十分修長，則竹簡的容字數量相應减少，如郭

店簡《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等；有些文字書寫得較爲扁平，則竹簡的容字數量

相應增多，如上博簡《周易》、《子羔》、《魯邦大旱》等。 另外，竹簡的寬度也會對所書文

字的大小産生直接的影響，一般來説寬度越窄，文字則越小，而竹簡容字數量則越多。

書寫文字時會産生字間距的差别，在竹簡長度、文字大小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字

間距越小，容字數量越多。 字與字的間距也有一定的規律，按照間距與文字的大小關

係，可分“超一字間距”、“約一字間距”和“無字間距”三類。 超一字間距類，如上博簡

《性情論》，清華簡《繫年》、《耆夜》、《金縢》、《祭公》等；約一字間距類，如郭店簡《老子》

甲、乙、丙組，上博簡《周易》、《采風曲目》、《曹沫之陳》，清華簡 《尹至》、《尹誥》、《皇

門》、《楚居》等；無字間距類，如上博簡《容成氏》、《相邦之道》、《姑成家父》、《三德》、

《吴命》等。 除不同篇目外，同一篇竹書中字間距也會有一定的區别，甚至有前後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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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夢家： 《由實物所見漢代簡册制度》，《漢簡綴述》第３００—３０１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０年。

程鵬萬： 《簡牘帛書格式研究》第１４４頁，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２００６年。

賈連翔： 《戰國竹書尺度新論》，待刊稿。



間距不等的現象，但爲了分析竹書容字的共性特徵，我們暫不討論這些特殊的情况。

比較來看，竹簡長度對竹簡容字的影響最大，字號大小及竹簡寬度影響次之，文

字間距影響相對較小。 根據這些標準，我們對所見戰國竹書的容字情况作了一個全

面調查，並總結了一個《竹簡容字規律表》，以供參考。

竹書長度（釐米）
每簡容字（個）

標準字、距 大字、距 小字、距

５５釐米 ５２ ４２ ６５

４８釐米 ３５ — ４１

４５釐米 ３２ ２７ ４５

３９釐米 ３７ — —

３３釐米 ２７ ２３ ３４

２７釐米 ２３ — ３０

１６釐米 １５ ８ —

　　長約５５釐米的竹書，僅見於上博簡，目前共有１６篇，屬於標準字號間距者約占

５０％，篇目如《孔子詩論》、《性情論》、《子羔》、《魯邦大旱》、《彭祖》、《相邦之道》、《競公

瘧》、《蘭賦》；大字號間距者約占３７．５％，有 《緇衣》（上博簡）、《采風曲目》、《君子爲

禮》、《弟子問》、 《孔子見季桓子 》、 《鬼神之明 ／ 融師有成氏 》；小字號間距者約占

１２．５％，有《吴命》、《李頌》。

長約４８釐米的竹書，目前僅５篇，屬於標準字號間距者占８０％，篇目有上博簡

《中弓》、《曹沫之陳》、《鄭子家喪》乙本，清華簡《楚居》；間距略小者爲清華簡《命訓》。

長約４５釐米的竹書，目前有４６篇，除信陽簡《墨子》佚文、慈利簡《吴语》、上博簡

《鶹鷅》三篇容字不可考以及清華簡《算表》形制特殊外，屬於標準字號間距者約占

５１．９％，篇目有上博簡《民之父母》、《從政》、《昭王毁室 ／ 昭王與龔之■》、《競建内之》、

《用曰》、《天子建州》甲本、《天子建州》乙本、《武王踐阼》、《子道餓》、《顔淵問於孔子》、

《成王既邦》、《有皇將起》、《陳公治兵》、《舉治王天下》、《卜書》，清華簡《尹至》、《尹

誥》、《程寤》、《繫年》、《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赤■之集湯之屋》、《金縢》、《厚

父》、《封許之命》、《殷高宗問於三壽》；大字號間距者約占１６．７％，有清華簡《耆夜》、

《祭公》、《説命》（上、中、下）、《湯處於湯丘》、《湯在啻門》；小字號間距者約占２１．４％，

有上博簡《昔者君老》、《容成氏》、《周易》、《逸詩》、《内豊》、《鮑叔牙與隰朋之諫》、《姑

成家父》、《三德》以及清華簡《皇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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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約３９釐米的竹書，僅見於上博簡的《亙先》、《季庚子問於孔子》、《凡物流行》乙

本、《史蒥問於夫子》４篇，滿簡容字約爲３７。

長約３３釐米的竹書，目前有２６篇，除清華簡《筮法》形制特殊外，屬於標準字號間

距者約占７２％，篇目有郭店簡《老子》甲組、《老子》乙組、《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

命出》（上、下）、《六德》，上博簡《莊王既成 ／ 申公臣霝王》、《平王問鄭壽》、《平王與王子

木》、《慎子曰恭儉》、《君人者何必安哉》甲本、《君人者何必安哉》乙本、《凡物流行》甲

本、《命》、《成王爲城濮之行》甲本、《成王爲城濮之行》乙本，清華簡《良臣》、《祝辭》；大

字號間距者約占１６％，有郭店簡《緇衣》、《五行》，上博簡《王居》、《志書乃言》；小字號

間距者約占１２％，有上博簡《鄭子家喪》甲本、《靈王遂申》、《邦人不稱》。

長約２７釐米的竹書，目前有９篇，除慈利簡《寧越子》容字不可考外，屬於標準字

號間距者占８７．５％，有郭店簡 《老子》丙組、《太一生水》、《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

時》、《唐虞之道》，上博簡《柬大王泊旱》以及清華簡《保訓》；郭店簡《忠信之道》間距

略小。

長約１６釐米的竹書，目前有５篇，標準字號間距者爲郭店簡《語叢四》和清華簡

《别卦》，而郭店簡《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的字號和間距則明顯偏大。

餘　　論

根據竹書尺寸與容字的規律，我們可以管窺孔壁中經和汲冢竹書的文字佈局特

徵。 荀勖《穆天子傳序》稱：

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準盗發古冢所得書也，皆竹簡，

素絲綸，以臣勖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

王國維認爲該篇可能爲兩行書寫，非是。 〔１〕二尺四寸約合５５釐米的竹書，每簡書４０

字，則汲冢《穆天子傳》與上博簡《君子爲禮》、《孔子見季桓子》兩篇的文字佈局情形最

爲接近。

又《漢書·藝文志》載：

劉向以中古文（孔壁《尚書》）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脱簡

一，《召誥》脱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脱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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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字。

每簡容字２２或２５字，按照我們總結的規律，其所用竹簡長度應爲３３釐米或２７釐米，

郭店簡諸篇竹書大多在這個尺寸中，可以略覽其貌。 從内容上看，清華簡也多有《尚

書》及相類篇目，如《尹至》、《尹誥》、《金縢》、《程寤》、《皇門》、《祭公》、《説命》（上、中、

下）、《厚父》、《封許之命》，皆長４５釐米，每簡容字約３０上下，與孔壁中經有明顯不同。

（賈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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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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