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上博楚简 《周易》

李 零

内容提要
:

上博楚简《周 易》是出土发现最早的 《周 易》
,

对 《周 易》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

本文是作者根据最初整理上博楚简的原稿
,

给学生讲课写作的阅读材杆
。

不但时 已发表的简

文释文和校读进行了全 面修订
,

重新分析 了简文分组的规律
,

还补充 了一条未发表的简文
。

通过这次再整理
,

作者认为
,

简本 《周 易》与今本 《周 易》在排列顺序上是一致的
。

《周 易》

是最早完成经典化的典籍之一
。

关键词
:

周易 上博楚简 马王堆 帛书 双古堆汉简

上博楚简 《周易》¹
,

出版已两年多
,

一直

没读
。

最近给学生开课
,

故把当年整理上博楚简

的笔记从筐中捡出
,

与书中的释文和注释 (作者

淮茅左 ) 对比
,

供同学讨论
,

写成这篇小稿
。

这里应当说明的是
,

淮氏的释文是以我的旧

稿为基础
,

大体同于旧稿
;
但有些字的隶定

,

有

些词的解释
,

是他自己的新见
,

特别是对简文排

序的理解
,

和我无关
。

凡是他说对的地方
,

没有

必要重复
,

只把值得补充和讨论的地方说一下
。

以下把简文分为 10 组
,

用宽式释文录写
,

凡

可破读
,

没有太大分歧的地方
,

都直接按读法录

写
,

而把值得讨论的问题写在后面
。

卦形
,

为了

排印的方便
,

也直接用断连式代替一六式
。

文中

引用供作校读的文本有三种
, “

马王堆本
”

指马

王堆帛书《周易》
, “

双古堆本
”

指双古堆汉简《周

易》
, “

今本
”

指 《十三经注疏》本 《周易》
。

一 《周易》释文校读

(一 )

组标记

1
.

乾

第一组 (乾
、

坤
、

屯
、

蒙)
:

未见分

(缺)

2 坤 (缺 )
。

3
.

屯 (缺)
。

4
·

蒙 (残 )
。

〔妇吉
,

子克家〕
。

六三
,

勿用
,

娶女 见

金夫
,

不有躬
,

无枚利
。

六四
,

困蒙
,

吝
。

六五
,

重 蒙
,

吉
。

上九
,

击 蒙
,

不利为寇
,

矛
,

!御寇
。

1

简 1无简尾的分组标记
。

上缺一简
,

今本作
“

三 三 蒙 亨
。

匪我求童蒙
,

童蒙求我
。

初笠告
,

再三读
,

读则不告
,

利贞
。

初六
,

发蒙
,

利用刑

人
,

用说 (脱 ) 侄桔
,

以往吝
。

九二
,

包蒙吉
,

纳
” 。

纳
,

淮注补在简 1 的开端
。

击
,

简文作毅
,

今本作击
。

许慎分击为二
,

一作毅
,

训
“

相中也
” ,

以为如车害相击
,

故从

受从害 (《说文》卷三下 ) ; 一作击
,

训
“

支也
” ,

则是打击的击 (《说文》卷十二上 )
。

其左旁
,

和

害字显然不一样
,

略如童字
。

简 40 的系字 (简

文原作繁 ) 以敷为声旁
,

上半的左旁又不同
,

则

略如重字
。

案童从 目
,

可能是瞳的本字
,

重从东
,

可能是种的本字
,

这两个字密切相关
,

西周金文

的童
,

有时就是合童
、

东为一字
,

可见默本从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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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重
,

而不从害
,

从害是讹变
。

第二组 (需
、

讼
、

师
、

比 )
:

前后标红方块

(下作口 )

5
.

需 (残 )
。

兰 三 需口有孚
,

光亨
,

贞吉
,

利涉大

川
。

初九
,

需于郊
,

利用恒
,

无咎
。

九二
,

需于沙
,

小有言
,

终吉
。

九三
,

需于 泥
,

致

寇至
。

六 四
,

需于血
,

出 2 … … 吉
。

口 乙

简 3
,

吉字上只有 23 一 24 字的空间
,

今本

作
“

自穴
。

九五
,

需于酒食
,

贞吉
。

上六
,

入于

穴
,

有不速之客三人来
,

敬之
,

终
” ,

有 26 字 ;

吉字下有
“

虽不当位
,

未大失也
”

8字
。

马王堆

本没有
“

虽不当位
,

未大失也
” ,

同简本
,

但
“

不

速之客
”

作
“

不速客
” ,

少 1字
。

我怀疑
, “

有不

速之客三人来
” ,

简本是作
“

有不速客三人来
”

或
“

有不速客三来
” ,

比今本简略
。

骥注往往直接照

今本补字
,

不考虑简文容字
,

他是把补出的字写

在方围内
,

也和补残字没有区别
。

需
,

简文从勺从子
。

此字从勺
,

商周时期
,

巳往往作子
,

如果不是有今本对读
,

有可能被当

成包字
。

但古文字的包字怎么写并不清楚
。

西周

金文中从占从 巳的字并不一定就是包
。

包与保
、

孚
、

俘可能有关
。

这些字
,

都是帮母幽部字
,

象

人俯身抱小孩
。

保字所从的呆 (不是鼓的简化

字 )
,

是在子的左下
、

右下各加一笔 (或仅右下

一笔 )
,

没有这两笔
,

就成了仔
;
孚

、

俘
,

则在

子上加爪
。

它们是一组同源字
。

简文这个字
,

有

今本对读
,

不是包字
,

我怀疑
,

应是古乳字
。

《古

文四声韵》卷三第十页背引 《义云章》有乳字
,

从尚从呆
,

由盖勺旁之讹写
,

呆即保字所从
,

只

是子的另一种写法
,

可能就是这个字
。

乳是 日母

侯部
,

需是心母侯部
,

可以通假
。

这里
,

应当说

明的是
,

乳
,

古文字怎么写
,

一直是问题
。

今乳

字
,

从孚从L
。

《说文》卷十二上L 部是个谜
,

此

部只有乳
、

孔二字
,

这两个字
,

似乎都跟小孩吃

奶有关
。

乳
,

从孚
,

似与保
、

孚等字有关
;
从匕

,

则可能与勺旁有关
。

商代甲骨文有个字
,

象人抱

子于怀
,

学者释乳
,

是否为乳字
,

还值得研究
。

金文也有象人抱子的字
,

学者释保
,

也不能肯

定
。

孔
,

商代甲骨文未见
,

但两周文字常见
,

是

在子字表示头的部分加一斜弯
,

表示婴儿头贴

乳房
,

衔乳而吮吸
,

高鸿绪以为象哺乳之形º
。

古文字中的勺旁
,

象人俯身
,

是从人旁分化
,

古

文字中的朋
,

本象一串贝
,

是货币单位
,

朋友的

朋
,

往往加勺旁
,

学者多隶定为棚
,

其实东周时

期
,

勺旁已完全独立
,

还是写成勺旁更合适
。

淮

注以为这个字是从子从而省
,

不妥
。

郊
,

简文作篙
,

甲骨
、

金文和楚简的郊字都

是作篙
。

如德方鼎中的篙字
,

过去释为镐
,

不对
,

其实是用为郊字
。

九二
,

二有残画
。

泥
,

简文从土从尼省 (省去上部 )
,

其完整

写法
,

见 《仲弓》简 10 和简 28
,

又本篇简 40 桅

字所从的尼
,

也是这样写
。

尼字
,

从商代甲骨文

的写法看
,

是一个人坐在另一个人的背上
。

郭店

楚简 ((尊德义》简 17 有句话
,

作
“

察一 则无避
” ,

察字下面的那个字
,

过去不认识
,

现在看来
,

是

从是从尼
,

似应读为亲昵之昵或藏匿之匿
。

6
.

讼 (全 )
。

三班 讼口有孚
,

窒惕
,

中吉
,

终凶
,

利

用见大人
,

不利涉大川
。

初六
,

不 出御事
,

小有言
,

终吉
。

九二
,

不克讼
,

归通
,

其邑

人三 4 四 户
,

无音
。

六三
,

食旧德
,

贞厉
,

终吉 ; 或从王事
,

无成
。

九四
,

不克讼
,

复

即命
,

渝安
,

贞吉
。

九五
,

讼
,

元吉
。

上九
,

或赐辈带
,

终 5 朝三辘之
。

口 6

窒惕
,

上字
,

简文作嚏
,

下字
,

简文从心从

商
,

嚏所从的震
,

和西周金文的写法不一样
,

是

从田从双止
。

这两个字
,

马王堆本作恤宁
,

恤是

晓母质部
,

窒是端母质部
,

可能是通假关系
,

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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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宁则是形近致讹
。

三四户
,

马王堆本作
“

三百户
” ,

今本同
。

四
、

百字形相近
,

必有一误
。

厉
,

简文从石万声
,

古文字的厂旁是从石旁

分化
,

本来就是一个字
,

可以直接写成厉
,

淮注

说
,

此字从石从厉省
,

不妥
。

肇
,

简文从系畔声
,

半在田上
,

其实就是畔

字
,

骥注说
,

此字从系从田半声
,

不妥
。

带
,

简文从系从带
。

楚简用为察的字似与此

有关
,

并有读为质的例子
。

察是初母月部字
,

带

是章母月部字
,

质是端母质部字
。

摘
,

简文从衣鹿声
,

推乃振
、

摇之义
、

骥注

说
,

此字从衣廉声
,

读作表
,

不妥
。

案马王堆本

与此相当的字是左从手
,

右从虑
,

下面加巾
,

巾

下有一横
,

张政娘《六十四卦》手稿以为掳字
,

虑

加巾是虎的异体
,

下面加横
,

相当虎字
。

我怀疑
,

此字初从鹿
,

或本借为虞或讹为虞
,

后演变成马

王堆本的那种写法
,

最后变成被
。

无论哪种写

法
,

都与廉无关
。

7. 师 (全 )
。

班 笼 师口 贞
,

丈人吉
,

无咎
。

初六
,

师

出以律
,

否藏凶
。

九二
,

在师
,

中吉
,

无咎
,

王三赐命
。

六三
,

师或典尸
,

凶
。

六 四
,

师

左次
,

无咎
。

六 7五
,

吐有禽
,

利执言
,

无

咎 ; 长子率师
,

弟子典尸
,

贞凶
。

上六
,

大

君子有命
,

启郑承家
,

小人勿用
。

8

注意
,

卦名师字下有句读符号
。

简 8缺简尾

的分组标记
。

次
,

简文从八从束
,

束是清母锡部
,

次是清

母支部
,

为对转字
。

蹼注的隶定是上从由
,

下从

来
,

可商
。

案商周时期表示师旅驻屯的次字
,

皆

从束声
,

许慎分出的未字 (《说文》卷六下 )
,

从

古文字的姊字看
,

其实就是束字
。

第和箫
,

《说

文》卷五上互训
,

许慎当作两个字
,

其实是同一

字 (箫从责
,

责从束 )
,

战国文字
,

束和来形近

混用
,

如枣就是写成上下重迭的双来
,

而不是双

束
。

大君子
,

马王堆本作
“

大人君
” ,

双古堆本
、

今本作
“

大君
” ,

疑皆
“

大人君子
”

之省
。

8
.

比 (全 )
。

三 班 比口原呈
,

元永 贞
,

吉无咎
,

不宁

方来
,

后 夫凶
。

初六
,

有孚比之
,

无咎 ; 有

孚 .2:斧击
,

终来有它
,

吉
。

六二
,

比之 自内
,

吉
。

六三
,

比之 9 非人
。

六四
,

外比之
,

无

不利
。

九五
,

显比
,

王三驱
,

失前禽
,

邑人

不戒
,

吉
。

上六
,

比无首
,

凶
。

口 10

原
,

简文作备 (和倩的简化字无关 )
,

今本

作原
。

备乃逮字所从
。

两周金文
,

原野的原都是

写成遵
,

和原是两个字
。

且译
,

今本作盈
,

蹼注释海
,

不妥
。

海
,

楚

文字多从水从母
,

与此不同
。

这个字还值得研究

(声旁为姓 ? )
。

第三组 (小畜
、

履
、

泰
、

否
、

同人 )
:

分组

标记不详

9
.

小畜 (残 )
。

〔九五
,

有〕孚
,

孪如
,

… …增

这枚残简的编号是
:

残 14 一 4
。

原书未收
。

上缺一简
,

今本作
“

三 三 小畜亨
,

密云不雨
,

自我西郊
。

初九
,

复自道
,

何其咎
,

吉
。

九二
,

牵复
,

吉
。

九三
,

舆说 (脱 ) 辐
,

夫妻反 目
。

六

四
,

有孚
,

血去惕出
,

无咎
” 。

挛
,

简文作膺
,

马王堆本作息
,

双古堆本
、

今本作挛
。

肩
,

古文字多用为卢
、

虏等字
,

这

些字都是来母鱼部字
,

挛是来母元部字
,

读音

相近
。

1 0
.

履 (缺 )
。

1 1
.

泰 (缺)
。

12
.

否 (缺)
。

一3
.

同人 (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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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组标记不详
,

或与第四组为同一组
。

第四组 (大有
、

谦
、

豫
、

随
、

蛊 )
:

前后标

黑方块 (下作 . )

14
.

大有 (残 )
。

无咎
。

六五
,

厥孚
,

交如威如
,

吉
。

上

九
,

自天枯之
,

吉
,

无不利
。

. 川

上缺一简
,

今本作
“

三 三 大有 元亨
。

初九
,

无交害匪咎
,

艰则无咎
。

九二
,

大车以载
,

积中

不败也
。

九三
,

公用享于天子
,

小人弗克
。

九四
,

匪其厄
” ,

估计前标 .
。

1 5
.

谦 (全 )
。

班 三 谦 . 亨
,

君子有终
。

初六
,

谦君

子
,

用涉大川
,

吉
。

六二
,

鸣谦
,

〔贞吉
。

九

三
,

劳谦君子
,

终吉
。

六〕四
,

无不利搞谦
。

六五
,

不富以 12 其邻
,

利用侵伐
,

无不利
。

上六
,

鸣谦
,

可用行师征郑
。

. 陷

谦君子
,

马王堆本
、

今本都作
“

谦谦君子
” ,

简本遗重文号
。

鸣谦
,

下可容 10 一 11 字
,

今本作
“

贞吉
。

九三
,

劳谦君子
,

有终吉
。

六
” ,

字数似略多
,

淮

注据今本补字
,

疑简本无
“

有
”

或
“

吉
”

字
。

16
.

豫 (全 )
。

三 班 像 . 利建侯行师
。

初六
,

鸣豫
,

凶
。

六二
,

介于石
,

不终 日
,

贞吉
。

六三
,

可豫

悔
,

迟有悔
。

九四
,

犹豫
,

大有得
,

毋疑
,

朋欲览
。

六五
,

! 4 疾
,

恒不死
。

上六
,

冥

像成
,

有渝无咎
。

. 15

可
,

简文写法类似吁
,

马王堆本作杆
,

双古

堆本作歌
,

今本作吁
,

都是吁的误写
。

悔
,

下有句读符号
。

朋欲叠
,

朋
,

简文作绷
,

朋从勺旁
,

土在下
;

欲
,

马王堆本作甲
,

今本作盒
;

叠的写法还值得

研究
,

马王堆本作谗
,

今本作瞥
,

骥注以为商字
,

但对比简 4 相当今本惕字的字 (从心商声 )
,

字

形不合
。

这句话应怎么读
,

还值得研究
。

冥
,

简文象木上有瓜果形
,

楚文字中的冥字

这么写
。

马王堆本
、

今本都作冥
,

是很好的证明
。

这个字
,

我一直认为是棋植的棋字
,

棋植是木瓜

类的植物
,

正象其形
。

蹼注释为果
,

又说呆就是

杳
,

杳的意思就是冥
,

不妥
。

17
.

随 (全 )
。

三三 随. 元亨
,

利 贞
,

无咎
。

初九
,

官

有渝
,

贞吉
,

出门交有功
。

六二
,

你 小子
,

失丈夫
。

六三
,

你丈夫
,

失小子
,

随求有得
,

利处 贞
。

九 四
,

随有 16 获
,

贞工
,

有孚在

道
,

已明何咎 ? 九五
,

孚于嘉
,

吉
。

上六
,

你而拘之
,

从乃瑞之
,

王 用享于西 山
。

. 17

随
,

简文的声旁是从双土从单又
,

这是省略

的写法
,

完整的写法是土加又
,

上下重迭
。

参看

下文简26
、

48
。

这个字实相当典籍中的隆字
,

但

在古文字中
,

这个字都是从土从又
,

而不是两个

左字
,

如保利博物馆收藏的塾公摄
, “

随山浚川
”

的
“

随
”

就这么写
。

随求有得
,

马王堆本
、

双古堆本
、

今本皆作
“

随有求得
” 。

处
,

简文从尸从几
,

马王堆本
、

今本皆作居
,

双古堆本作处
。

这两个字的分别
,

汉代已不太清

楚
。

许慎以此字为居
,

训为处 (《说文》卷十四

上 )
。

但包山楚简简犯有
“

居处名族
”

一语
,

居
、

处同时出现
,

处字就是这么写
。

现在
,

大家都知

道
,

此字实相当于处或处字
,

加上虎头就是处

字
,

与居不同
。

蹼注释居
,

不妥 (下文同误
,

不

再说明 )
。

获
,

简文作镬
,

左从丹省
,

不是爪
,

蹼注以

为从爪
,

不妥 (下文同误
,

不再说明 )
。

西山
,

今本仅见于此卦上六
,

旧注无说
,

不

详所指
,

马王堆本作
“

西山
” ,

但双古堆本作
“

枝

(岐 ) 山
” ,

似以西山为岐山
。

岐山
,

今本仅见于

升卦六四
,

马王堆本残去其名
,

双古堆本作
“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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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 ) 山
” 。

18
.

蛊 (残 )
。

三三 盘 . 元亨
,

利涉大川
,

先 甲三 日
,

后 甲三 日
。

初六
,

干父之盔
,

有子
,

玫无咎
,

厉终吉
。

九二
,

干母之蛊
,

不可 贞
。

九三
,

干父之盔
,

小有 18

下缺一简
,

今本作
“

悔
,

无大咎
。

六四
,

裕

父之蛊
,

往见咎
。

六五
,

干父之蛊
,

用誉
。

上九
,

不事王侯
,

高尚其事
” ,

估计后标 .
。

第五组 (临
、

观
、

噬磕
、

责
、

剥 )
:

分组标

记不详

1 9
.

临 (缺)
。

2 0
.

观 (缺 )
。

2 1
.

噬磕 (缺 )
。

2 2
.

责 (缺 )
。

2 3
.

剥 (缺 )
。

此组标记不详
,

或与第六组为同一组
。

第六组 (复
、

无妄
、

大畜
、

颐
、

大过 )
:

标

记情况有点复杂
,

下分别说明
:

2 4
.

复 (残 )
。

… …五
,

敦复
,

无悔
。

上六
,

迷
· ·

… 门 9

前后标记不详
。

上缺一简
,

今本上文作
‘

生 三 复 亨
,

出人

无疾
,

朋来无咎
,

反复其道
,

七 日来复
,

利有枚

往
。

初九
,

不远复
,

无抵悔
,

元吉
。

六二
,

休复
,

吉
。

六三
,

频复
,

厉
,

无咎
。

六四
,

中行有复
。

六
” ,

计 5 2字 (卦画只 占1字 )
,

计一简有余
,

如

按邻简字数计算
,

以48 字为上简
,

则简 19 的上

文就是
“

行有复
。

六
” ,

只有 4 个字
,

淮注是补

5个字
,

比我多 1字
。

迷字的下文
,

今本作
“

复
,

凶
,

有灾告
。

用行师
,

终有大败
,

以其国君凶
,

至于十年
,

不克征
” 。

25
.

无妄 (全 )
。

三 班 无妄 元 亨
,

利贞
。

其非复有音
,

不

利有枚往
。

初九
,

无妄
,

吉
。

六二
,

不耕而

镬
,

不舍蓄
,

〔则利有枚往
。

六三
,

或繁之

牛
,

行〕2。人之得
,

邑人之灾
。

九 四
,

可 贞
,

无咎
。

九五
,

无妄有疾
,

勿药有菜
。

上九
,

无妄行
,

有音
,

无彼利
。

. 2 !

前无标记
,

后作 . (小黑方块 )
。

复
,

马王堆本
、

今本作正
,

双古堆本从是正

声
。

不耕而镬
,

马王堆本
、

今本无而字
,

镬
,

简

文从禾从腹
。

不舍苗
,

简文作
“

不畜之
” ,

马王堆本和今

本作
“

不舍蓄
” ,

楚文字
,

畜与舍字形相近
,

畜

是错字
,

之和蓄则是通假字
,

之是章母之部
,

蓄

是精母之部
,

古音相近
。

淮注不破读
。

勿药有菜
,

简文作
“

勿药又菜
” ,

又读有
,

马

王堆本作
“

勿乐有喜
” ,

今本作
“

勿药有喜
” ,

淮

注不破读
,

以为是
“

有疾不一定用药攻治
,

不忘

用菜也可治愈
”

的意思
。

案药从乐声
,

菜是清母

之部
,

喜是晓母之部
,

读音相近
。

这句话该怎么

读
,

还值得研究
。

2 6
.

大畜 (全 )
。

班 三 大畜. 利贞
,

不家而食
,

吉
,

利步

大川
。

初九
,

有厉
,

利 已
。

九二
,

车脱较
。

九三
,

良马逐
,

利艰贞
,

曰班车效
,

利有枚

往
。

六四
,

童牛之桔
,

元 2 2 吉
。

六五
,

碳 系

之牙
,

吉
。

上九
,

何天之最
,

亨
。

口 2 乙

前标 . (小黑方块 )
,

后标 口 (小黑方框
,

右

边一竖贴简边
,

省去 )
。

已
,

淮注作巳
,

读为祀
。

案已
、

巳本为一字
,

而与己不同
。

西汉早期
,

巳和已
,

写法仍无别
,

读法要根据上下文而定
,

有些是 巳
,

有些是已
,

不能全写成巳
。

这个字
,

马王堆本和简本一样
,

今本作已
,

原文
“

有厉
,

利已
” ,

是说有厉
,

最

好停止
,

不是说有厉
,

利于祭祀
。

骥注把马王堆

本
、

今本和 《象传》的
“

已
”

全都改成 巳
,

不妥
。

脱
,

简文作致
,

马王堆本
、

今本作说
,

皆用



·

读上博楚简 《周易》
·

为脱字
。

良马逐
,

逐
,

简文作由
,

马王堆本
、

双古堆

本作遂
,

今本作逐
。

由是喻母幽部
,

逐是定母觉

部
,

彼此为通假关系
。

但遂不是
,

它是邪母物部

字
。

案古文字
,

遂本作述
,

战国文字出现遂
,

遂

与逐写法相近 (参看下文简30
、

31 逐字的写法 )
,

马王堆帛书有混用的例子
。

班车我
,

这句话该怎么读
,

还值得研究
。

班
,

马王堆本作阑
,

今本作闲
,

可能是通假关系
。

车
,

马王堆本作舆
,

含义相似
。

我
,

简文从艾从戈
,

马王堆本
、

今本作卫
。

最后这个字见于楚帛书
,

下面有止旁
,

辞例是
“

… …乃上下联 (? ) 断
,

山陵不 一
。

乃命山川四海
,

口热气寒气
,

以为

其 一
,

以涉山陵
,

… …
” ,

过去读为疏或毅
,

现

在看来是与卫字有关
,

或与卫字有通假关系
。

上

博楚简 《容成氏》简 31 有段话
,

作
“

以卫于溪

谷
,

济于广川
” ,

卫下有止旁
,

可能相当此字
。

楚

帛书和《容成氏》的例子
,

还可以研究
,

我怀疑
,

简文的这个字是读为车害的害字
。

害
、

卫都是匣

母月部字
。

朵
,

今本作街
,

简文从木
,

丘声
,

两字应是

通假字 (之
、

鱼二部的通假字 )
。

2 7
.

颐 (全 )
。

三 三 颐 ‘ 贞吉
,

观颐
,

自求 口 实
。

初九
,

舍尔灵龟
,

观我朵颐
,

凶
。

六二
,

曰颠颐
,

拂经于北颐
,

征凶
。

六三
,

拂颐
,

贞凶
,

十

年勿 2 4 用
,

无枚利
。

六 四
,

颠颐
,

吉
。

虎

视吮吮
,

其献枚枚
,

无咎
。

六五
,

拂经
,

处

贞
,

吉
,

不可涉大川
。

上九
,

称颐
,

厉吉
,

利涉大川
。

‘2 5

前后标 ‘ (左上出头的黑色条块 )
,

前面的

标记还加涂红色
。

朵
,

简文是作微字的声旁
,

马王堆本与此相

当的字则从手从短
,

双古堆本作端
,

今本作朵
。

淮注照原字读为微
,

固然合理
,

但朵颐是固定的

词
,

端
、

短是端母元部
,

朵是端母歌部
,

为对转

字
。

我怀疑
,

简文本来从支命声
,

形近而写错
。

北
,

马王堆本作北
,

双古堆本
、

今本作丘
,

丘与北
,

字形相近
。

虎视耽眺
,

视
,

简文作立人加目
,

字形与见

相似
,

但并不一样
,

跪人为见
,

立人为视
,

学界

已有共识
,

淮注释见又释视
,

前错后对
;
眺眺

,

简文作融融
,

融字
,

左半上从宫
,

下作三横一竖
,

乃郭字的声旁
,

不是从宫从羊»
,

它的右半才是

声旁
,

作双虫加 口
,

双虫仍读矗
,

蠢是冬部字
。

融是喻母冬部
,

眺是端母侵部
。

清江有浩指出
“

冬每与蒸侵合
”

(《复王石耀先生书》)
,

两者是

通假关系
。

骥注怀疑它是婷字
,

是把形旁和声旁

弄反了
,

而且把左半理解为上从宫下从羊
。

其酞枚枚
,

马王堆本作
“

其容笛笛
” ,

今本

作
“

其欲逐逐
” 。

酞是喻母幽部
,

容是喻母东部
,

欲是喻母屋部
,

三者是通假关系
。

枚是喻母幽

部
,

笛
、

逐是定母觉部
,

三者也是通假关系
。

2 8
.

大过 (缺 )
。

以上五卦的标记可能是以较小或扁平的黑

方块为主
,

只是略有差异
。

第七组 (坎
、

离
、

咸
、

恒
、

避
、

大壮
、

晋
、

明夷
、

家人
、

睽 )
:

前后标黑方框填红色的方

块 (下作 口
,

右边一竖贴简边
,

省去 )

2 9
.

坎 (缺 )
。

3 0
.

离 (缺 )
。

3 1
.

咸 (全 )
。

三三 口咸亨
,

利 贞
,

取女吉
。

初六
,

咸

其拇
。

六二
,

咸其排
,

凶
,

处吉
。

九三
,

咸

其排
,

执其随
,

吝
。

九四
,

贞吉
,

无悔
,

幢

幢 〔往来
,

朋从尔〕 2 6 志
。

九五
,

咸其拇
,

无悔
。

上六
,

咸辅颊舌
。

口 27

前面的符号只有小黑方框
,

里面未涂红色
。

胖
,

简文上从弓从支
,

下从肉
。

马王堆本上

从肥
,

下从足
,

相当胖字
。

今本
,

六二作胖
,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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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股
。

淮注
,

六二读臀
,

九三读排
。

臂
,

上半

为答
、

肇等字所从
,

是一个整体
,

不同于此
。

我

怀疑
,

这个字也许和枚
、

玫等字读音相似
。

枚
、
‘

玫是明母微部
,

胖是业母微部
,

音极近
。

它可能

是胖字的异体
。

今本九三的股字则是错字
。

犯
.

恒 (全 )
。

三 三 恒 口 亨
,

利 贞
,

无咎
。

初六
,

浚恒
,

贞凶
,

无枚利
。

九二
,

悔亡
。

九三
,

不恒其

德
,

或承其羞
,

贞吝
。

九四
,

吐无 禽
。

六五
,

恒其德
,

贞妇人吉
,

夫 2 8 子凶
。

上六
,

浚

‘

巨
,

贞凶
。

D 2 9

浚恒
,

出现两次
,

简文原作敷恒
,

马王堆本

作复恒
,

今本上作浚恒
,

下作振恒
,

上下应统一

起来
。

案敷与复
,

从古文字的写法看
,

应是从同

一字分化
,

它们和奥字也有关系 (参看下文简

54
、

55 涣字的写法 )
,

都是由灸字的上半加 目加

支而构成
,

只不过一个支旁在右
,

一个支旁在

下
,

在右的支旁后来又省为又旁
。

《说文》把这

两个字分在不同的部首
,

复在卷四上
,

睿在卷四

下
,

为氰的古文
,

其实是一回事
。

许慎说灸从复

省 (卷三上 ) 也不对
,

我们从简本和马王堆本的

写法看
,

它们的上部
,

其实是同一种构形 (岁 +

谷字去口 )
,

估计是共有的声旁
。

睿 (或氰 ) 是

喻母月部
,

复是邪母元部
,

奥是晓母元部
,

它们

是一组同源字
。

羞
,

简文写法
,

与一般的忧字相似
,

但在页

旁的左边加了一个爪
,

爪下有类似衣字上面的

两笔 (楚简的卒字或从爪从衣 )
,

和页字下面的

一笔混在一起
,

今本作羞
。

忧是影母幽部
,

羞是

心母幽部
,

读音相近
。

骥注隶定有误
,

以为此字

与谣字有关
,

古文字的谣
、

蒜
,

都是绑缚野兽之

形
,

字从穿省
,

与爪无关
。

3 3
.

巡 (全 )
。

三 三 巡 口 亨
,

小利 贞
。

初六
,

逛其尾
,

厉
,

勿用有枚往
。

六二
,

饰用黄牛之革
,

莫

之胜放
。

九三
,

你巡有疾
,

厉 ; 畜 臣妾
,

吉
。

九四
,

好逛
,

君 胡 子 吉
,

小人否
。

九五
,

嘉

巡
,

吉
。

上九
,

肥巡
,

无不利
。

口 引

逐
,

简文从肉从泵
,

泵上有八字形的两撇
,

骥注隶定为遂字的声旁
,

不妥
。

饰用黄牛之革
,

饰
,

简文从玉弋声
,

《容成

氏》简 38 有
“

饰为瑶台
”

句
,

饰字就是这样写
,

马王堆本作共
,

今本作执
。

案简文与攻相似
,

攻

可通共
,

共可通巩
,

巩与执相似
。

下文革卦
“

巩

用黄牛之革
” ,

正作巩
。

简文饰
,

也许是攻的讹

写
。

淮注以为简文从玉从弋是对的
,

但说此字和

执字音近可通
,

意为缚
、

结
,

不妥
。

效
,

简文有笔误
,

成了从八从子从又
,

马王

堆本作夺
,

今本作说
,

淮注曰待考
,

或释致
,

其

实就是写坏的致字
。

3 4
.

大壮 (缺 )
。

3 5
.

晋 (缺 )
。

3 6
.

明夷 (缺)
。

3 7
.

家人 (缺)
。

3 8
,

睽 (缺 )
。

三三睽 口 小事吉
。

初九
,

悔亡
,

亡马勿

逐
,

自复 ; 见恶人
,

无咎
。

九二
,

遇主于巷
,

无咎
。

六三
,

见车揭
,

其牛掣
,

其人天且鼻d
,

无初有终
。

九犯 四
,

睽孤
,

遇元夫
,

交孚
,

厉
,

无咎
。

六五
,

悔亡
,

登宗噬肤
,

往何咎
。

上九
,

睽孤
,

见琴负涂
,

载 〔鬼一车
,

先张

之弧
,

后说之弧
,

非〕品 寇婚铸
,

往遇雨则

吉
。

口 3 4

悔亡
,

亡字上面有好像中的部分
,

重文
。

案

亡字
,

简文分两种
,

有无之无作亡
,

丧亡之亡 (与

得相反 )是这种写法
。

我们要注意
,

后一种写法
,

其实是丧字的省体
,

比较西周金文的丧字
,

我们

不难看出
,

它是保留了丧字的上端和下部
,

而略

去了它中间的四个口和横画
。

它上面好像中的

部分
,

并非卿的一半
,

因此不能隶定为芒
。

淮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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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定为九旁加人
,

以为亡
、

丧合文
,

或释芒
,

不

妥 (下文同误
,

不再说明 )
。

亡马
,

简文作重文的亡字是丧字的省体
,

上

一亡字只能读亡
,

简文悔亡
,

只有此条是例外
,

用丧字的省体
,

其它都是普通的亡字
;
下一亡

字
,

是丧亡之亡
,

马王堆本作亡马
,

双古堆本
、

今本作丧马
,

读丧亦通
。

蝎
,

马王堆本作忽
,

双古堆本作谍
,

今本作

曳
,

忽是溪母月部
,

谍是定母叶部
,

曳是喻母月

部
,

都是通假字
。

这个字也见于郭店楚简 《语丛

四》
,

作
“

车 一之酚酿
” ,

我怀疑
,

在文中是读为

车辙的辙字
。

“

其牛掣
,

其人天且鼻」
,

无初有终
。

九
” ,

香

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
。

掣
,

简文从支从介
,

介

是见母月部
,

掣是昌母月部
,

古音相近
。

噬
,

简文作豁
,

马王堆本作笙
,

今本作噬
。

此字应该怎么读
,

过去有不同看法
。

与此有关
,

有两个例子
,

最值得注意
,

一是郭店楚简《老子》

甲组简 2 2
“

大曰 一
,

一 曰转
,

转日反
” ,

二是郭

店楚简《语丛四》简 19
“

若齿之事舌
,

而终弗一
” ,

前者有今本对读
,

应读为逝
,

后者则应读为噬
。

这两个字
,

都是禅母月部字
。

淮注说此字可读噬

或啮
,

读噬对
,

读啮不对
。

第八组 (赛
、

解
、

损
、

益
、

央
、

娠
、

萃
、

困
、

井 )
:

前后标红方框填黑色的方块 (下作

回
,

右边一竖贴简边
,

省去 )

3 9
.

赛
。

三 三 冬 回 利西南
,

不利东北
,

利见大

人
。

初六
,

往冬来誉
。

六二
,

王 臣赛赛
,

非

今之故
。

九三
,

往赛来反
。

六 四
,

往寨来连
。

九五
,

大赛不来
。

砧 上六
,

往赛来硕
,

吉
,

利见大人
。

回 码

大赛不来
,

不
,

马王堆本与此相当的字是从

人匈声
,

今本作朋
,

朋是业母之部
,

不是帮母之

部
,

可以通假
,

但这句话怎么读
,

读不还是读朋
,

仍可研究
。

4 0
.

解
。

三 三 解 回 利西 南
,

无所往
,

其来复吉
;

有枚往
,

宿吉
。

初六
,

无咎
。

九二
,

岐获三

孤
,

得黄矢
,

贞吉
。

六三
,

负且乘
,

致寇至
。

九四
,

解其姆
,

脚

下缺一简
,

今本作
“

朋至斯孚
。

六五
,

君子

维有解
,

吉
,

有孚于小人
。

上六
,

公用射集于高

墉之上
,

获之
,

无不利
” ,

估计后标回
。

4 1
.

损 (缺 )
。

4 2
.

益 (缺 )
。

4 3
.

夫 (残 )
。

惕号
,

暮夜有戎
,

勿恤
。

九三
,

壮于顺
,

有凶
; 君子夹夹独行

,

遇雨如雾
,

有厉 无咎
。

九四
,

臀无肤
,

其行次且
,

亡羊悔亡
,

闻邪

言不终
。

九五
,

兑陆 夹夹
,

中行无咎
。

上六
,

忘号
,

中有凶
。

回 胡

上缺一简
,

今本作
“

三 三央 扬于王庭
,

孚

号
,

有厉
,

告 自邑
,

不利即戒
,

利有枚往
。

初九
,

壮于前趾
,

往不胜
,

为咎
。

九二
” ,

字数似乎不

足一简
,

疑简本比今本多 7 字
,

估计前标回
。

次且
,

即越超
,

是行路艰难状
,

简文作
“

矮

正
” ,

蹼注读为
“

萎且
” ,

以为即 《诗
·

周颂
·

有

客》
“

有萎有且
”

的
“

萎且
” ,

不妥
。 “

妻且
”

是

敬慎貌
,

不是形容行路艰难状 (下文同误
,

不再

说明 )
。

亡
,

同简 3 2 初九的亡
,

是丧亡之亡
,

马王

堆本
、

今本作牵
,

可能是丧字之误
。

不终
,

简文作
“

不冬
” ,

骥注读
“

不聪
” ,

不

妥
。

号
,

简文从虑从口
。

这个字有两种用法
,

一

是号
,

二是虐
。

号是匣母宵部
,

虐是疑母药部
,

为对转字
。

偶尔
,

此字也当乎
,

乎是匣母鱼部字
,

声母相同
,

韵母接近
。

4 4
.

垢 (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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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始 回 女壮
,

勿用取女
。

初六
,

餐于

金桅
,

贞吉 ; 有伙往
,

见凶
,

赢琴孚墒蜀
。

九二
,

包有鱼
,

无咎
,

不利宾
。

九三
,

臀无

40 肤
,

其行次且
,

厉
,

无大 咎
。

九四
,

包无

鱼
,

起凶
。

九五
,

以祀 包瓜
,

含章
,

有忧 自

天
。

上九
,

始其角
,

吝
,

无咎
。

回 41

包
,

简文作案
,

是大囊之义
。

起
,

马王堆本作正
,

今本作起
,

疑正是错字
。

45
.

萃 (残)
。

三 班苹回 王格于庙
,

利见大人
,

亨
,

利

贞 ; 用大牲
,

利有枚往
。

初六
,

有孚不终
,

乃乱乃革
,

若号
,

一握于 笑
,

勿恤
,

往无咎
。

4 2

下缺两简
,

今本作
“

六二
,

引吉
,

无咎
,

孚

乃利用擒
。

六三
,

萃如磋如
,

无牧利
,

往无咎
,

小吝
。

九四
,

大吉无咎
。

九五
,

萃有位
,

无咎
,

匪孚
,

元永贞悔亡
。

上六
,

责咨涕演
,

无咎
” ,

估

计后标回
。

王格于庙
,

于
,

马王堆本同
,

今本误为有
。

握
,

简文作解
,

象斗口内含角字
。

斗字
,

见

下简 51
。

楚简爵字
,

有一种写法也是从斗
,

斗口

内是声符少字
。

这个偏旁不是勺字
,

楚遣册所见

器物名有勺字
,

与此完全不同
。

解是匣母屋部

字
,

握是影母屋部字
,

古音相近
。

4 6
.

升 (缺 )
。

4 7
.

困 (残 )
。

利用祭祀
。

上六
,

困于 葛蕊
,

于鼻」口
,

曰达悔有悔
,

征吉
。

上缺两简
,

今本作

回 4乙

困 亨
,

贞大人

吉
,

无咎
,

有言不信
。

初六
,

臀困于株木
,

人于

幽谷
,

三岁不靓
。

九二
,

困于酒食
,

朱级方来
,

利用享祀
,

征凶
,

无咎
。

六三
,

困于石
,

据于羡

黎
,

人于其宫
,

不见其妻
,

凶
。

九四
,

来徐徐
,

困于金车
,

吝
,

有终
。

九五
,

剿月J
,

困于赤线
,

乃徐有说
” ,

估计前标 回
。

剿口
,

上字
,

简文从刀桌声
,

和鼻l是同一字

(《说文》卷四下 ) ; 下字残
,

我查过原简
,

笔记

上留下的记录是
,

它与简 44 第五句第三字相当

今本橘字的字似是同一字
。

这两个字
,

就是今本

上文的
“

鼻(月J
” ,

今本上下文不统一
,

九五作
“

鼻(

别
” ;
上六的上字是从危桌声

,

下字是从危兀声
,

得此方知
,

也是
“

鼻l别
”

的错字和借字
。

案桌是

鼻字的误写
;
橘是喻母质部

,

月J是疑母月部
,

从

兀得声的字往往是疑母物部
,

彼此为通假字
。

托
,

简文从是从犬
,

今本作夷
。

骥注以为

即 《广韵》训为
“

足滑
”

的字
,

其实 《广韵》的

这个字是达字 (不是建字 ) 的误写
,

与此无关
。

4 8
.

井 (全 )
。

三 三 井 回 改邑不改井
,

无亡无得
,

往

来井井
,

吃至
,

亦毋矍井
,

赢研
,

凶
。

初六
,

井泥不食
,

旧 井无禽
。

九二
,

井浴射纷
,

唯

敞 44 漏
。

九三
,

井梵不食
,

为我心塞
,

可

以汲
,

王 明
,

并受其福
。

六四
,

井循无咎
。

九五
,

井例寒泉
,

食
。

上六
,

井瓮 勿幕
,

有

孚
,

元 4 5 吉
。

回 46

改
,

简文从巳
。

淮注说此字与改形近字通
,

不妥
。

案许慎以为改字从支己 (《说文》卷三下 )
,

李阳冰也说
“

己有过
,

支之即改
” ,

都是误以此

字从己
。

其实
,

早期已
、

巳无别
,

但与己明显不

同
,

改字并不从 己
,

因此也无所谓形近字通
。

无亡无得
,

注意
,

这里有三个亡字
,

第一
、

第三两字是有无之无
,

简文作亡
,

第二字是丧亡

之亡
,

简文作丧字的省体
,

马王堆本作亡
,

今本

作丧
。

羹
,

简文写法较怪
,

上部左半从采从月
,

右

半从佳从心
,

下部作犬
,

疑读为橘
。

马王堆本作

汲
,

今本作橘
。

泥
,

简文作普
,

淮注以为普的本字
,

不妥
,

应释替
。

《说文》替在卷十下拉部
,

普在卷七上

日部
,

二字俱从拉
,

差别只在下面的偏旁
,

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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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 ) 为替
,

从 日为普
。

其实
,

普在古文字中

还没发现
,

中山王大鼎有拉字
,

两立
,

一高一低
,

乃是替字
,

这里的普也是替字
。

替是透母质部
,

泥是泥母脂部
,

为对转字
。

马王堆本和今本都作

泥
。

井浴射鲜
,

浴
,

简文多用为谷字
,

马王堆本

作读
,

今本作谷
;
射

,

简文从弓从矢 (倒矢)
,

蹼

注以为张即捌
,

用为射
,

其实
,

张就是射的异体
,

作别反而是借字
;

鲍
,

简文从泵从丰
,

淮注曰待

考
,

其实
,

丰是业母东部
,

鳅是业母侯部
,

乃通

假字
,

马王堆本作付
,

今本作鳅
。

唯敝漏
,

敝
,

简文从衣不从支
;

漏
,

简文作

缕
。

马王堆本作
“

唯敝句
” ,

双古堆本作
“

… …

敝屡
” ,

今本作
“

瓮敝漏
” ,

缕
、

屡
、

漏是来母侯

部
,

句是见母侯部
,

都是漏的借字
,

今本以所漏

者为瓮
。

瓷
,

简文作相
,

利是见母幽部
,

瓷是庄母幽

部
,

乃通假字
,

这里读瓷
,

淮注读救读收
,

不妥
。

马王堆本与此相 当的字是从世从止
,

今本作谍
。

我怀疑
,

九三
、

六四的
“

井瓷
”

和
“

井谍
” ,

位

置正好相反
,

下面的霏字才是相当于谍 (详下 )
。

患
,

马王堆本作塞
,

今本作恻
。

此字有安
、

塞之义
,

恻是悲痛之义
,

含义不同
,

但赛
、

塞是

心母职部
,

侧是初母职部
,

读音相近
。

简文恻
,

有时还用为贼
。

这里是用前一种读法
。

淮注或读

想
,

是误以为此字从寒得声
。

霏
,

简文从肩的字多是来母 (或帮母 ) 鱼部

字
。

淮注
,

释文读瓷
,

注释读扶
,

不知到底怎样

理解
。

我怀疑
,

它是相当于谍
,

谍是心母月部字
。

例
,

简文从水圆声
,

马王堆本作决
,

今本作

冽
。

第九组 (革
、

鼎
、

震
、

民
、

渐
、

归妹
、

丰
、

旅)
:

前后标 口 (右边一竖贴简边
,

省去 )

4 9
.

革 (残 )
。

三三 革 口改 日乃孚
,

元永 贞
,

利 贞
,

悔

亡
。

初九
,

巩用黄牛之革
。

六二
,

改 日乃革

之
,

征吉
,

无咎
。

九三
,

征凶
,

革言三就
,

有孚
。

4了

下缺一简
,

今本作
“

九四
,

悔亡
,

有孚
,

改

命吉
。

九五
,

大人虎变
,

未 占有孚
。

上六
,

君子

豹变
,

其文蔚也
。

小人革面
,

顺以从君也
” ,

估

计后标 口
。

改
,

简文写法同简 44
,

马王堆本
、

今本作

巳
,

淮注读为劝改的改
,

不妥
。

巩
,

右下的女是孔旁固有的附加成分
,

可以

直接释为巩
,

马王堆本作共
,

今本作巩
。

就
,

简文从支就声
,

其声旁本身就是古文字

的就字
,

而不是京字
,

淮注隶定为从支从京
,

不

妥
。

5 0
.

鼎 (缺 )
。

5 1
.

震 (缺 )
。

5 2
.

良 (全 )
。

三三 良口其背
,

不获其身; 行其廷
,

不

〔见其人
,

无咎
。

初六〕
,

良其有
,

无咎
,

利

永 贞
。

六二
,

良其足
,

不登其随
,

其心不悸
。

九三
,

民其限
,

48 列其黄
,

厉 同心
。

六 四
,

良其躬
。

六五
,

民其辅
,

言有序
,

悔亡
。

上

九
,

敦民
,

吉
。

D 4 9

足
,

马王堆本作肥
,

今本作胖
,

含义相近
,

用字不同
。

悸
,

马王堆本
、

今本作快
,

含义相反
。

限
,

简本作膜
,

膜是晓母元部
,

限是匣母文

部
,

读音相近
。

列
,

简文写法同简 45 例字所从
,

马王堆本

作决
,

今本作列
,

列同裂
,

庚
、

列都是来母月部

字
。

黄
,

简文从行
,

行字的中间
,

上半从么
,

下

半从肉
,

应是 )9L 字的异体
;
马王堆本与此相当的

字是从肉从巳
,

我怀疑
,

是肥字的误写
,

相当今

本六二的胖字
;
今本作黄

,

是夹脊肉
。

黄
、

j靓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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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喻母真部字
,

简本与今本相合
。

淮注说撤字从

八是行字的省体
,

不妥
,

两周金文
,

撒字就 已如

此
,

从行反而是后起
。

同
,

疑读恫
、

助或痛
,

马王堆本
、

双古堆本
、

今本作熏
,

疑古本作童或重
,

讹为熏
。

5 3
.

渐 (全 )
。

三 班 渐 口女归吉
,

利 贞
。

初六
,

鸿渐

于岸
,

小子厉
,

有言
,

不终
。

六二
,

鸿渐于

阪
,

饮食侃侃
,

吉
。

九三
,

鸿渐于陆
,

夫征

不复
,

妇孕而 50

下缺一简
,

今本作
“

育
,

凶
,

利御寇
。

六四
,

鸿渐于木
,

或得其桶
,

无咎
。

九五
,

鸿渐于陵
,

妇三岁不孕
,

终莫之胜
,

吉
” ,

估计后标 口
。

岸
,

简文从双阜
,

中间有水
,

字象两岸夹凤

马王堆本作渊
,

是换用其义
,

别为一字
;
今本作

干
,

干同岸
。

这个字
,

曾见于青月}木犊
,

辞例作
“

利津 一
” ,

过去有不同释法
,

现在看来应释
“

利

津岸
” 。

岸
、

阪
、

陆互文
,

淮注读涧
,

不妥
。

侃
,

简文上作侃
,

下作双虫
,

马王堆本作衍
,

今本作衍
,

东周人好以衍字为名
,

侯马盟书
、

朱

家集楚器都有以衍为名者
,

或从心从侃
,

或从心

从上面那种写法的岸字
。

淮注隶定有误
,

上从人

从腐
,

下作双虫
。

5 4
.

归妹 (缺)
。

5 5
.

丰 (残 )
。

九三
,

丰其沛
,

日中见沫
,

折其右脓
,

无咎
。

九四
,

丰其荪
,

日中见斗
,

遇其夷主
,

吉
。

六五
,

来章有庆誉
,

吉
。

上六
,

丰其沛
,

51 葬其家
,

窥其户
,

孰 其无人
,

三 岁不魏
,

凶
。

口 52

上缺一简
,

今本作
“

三 三 丰 亨
,

王假之
,

勿忧
,

宜 日中
。

初九
,

遇其配主
,

虽旬无咎
,

有尚

孚
,

六二
,

丰其豁
,

日中见斗
,

往得疑疾
,

发若吉
” ,

估计前标 口
。

沫
,

简文从帅
,

下半似犬似币 (师字所从 )
,

疑是麦字的误写
,

马王堆本作茉
,

今本作沫
。

沫

是明母月部
,

麦是业母月部
,

古音相近
。

骥注据

《字汇补》读为瞒
,

不妥
。

斗
,

与曾侯乙墓出土漆箱盖上的二十八宿

图中间的斗字相似
。

古代术家说斗主土 (五行中

的土 )
,

这个斗字
,

外面正有土字
。

简文的斗字

也有这个部分
,

但写在斗口内
。

敦
,

右半从夫
,

旧稿以为融字
,

因无放大照

片
,

没有看出右边的夫旁
,

央旁是淮氏辨认出来

的
。

这个字
,

马王堆本写法比较怪
,

上作明
,

下

作犬
。

明
,

马王堆帛书的明字有这种写法
,

四作

目
,

月作勿
,

我怀疑
,

这个字可能是具的错字
,

许慎说
,

吴是狗看人的样子
,

从犬目 (《说文》卷

十上犬部 )
,

但从读音看
,

原来当是从朋得声
,

还

是理解为上从朋
,

下从犬
,

更合理
,

今本作闻是

证明
。

夫是见母月部字
,

从夫的字
,

多为溪母月

部字
,

闻是溪母锡部字
,

韵母不同
,

但这两个声

旁
,

古书还是有通假之例
,

如 《诗
·

幽风
·

七月》

的
“

七月鸣赔
” ,

《孟子
·

滕文公上》 赵注引作

媳
。

5 6
.

旅 (全 )
。

三 三旅 口小亨
,

旅 贞吉
。

初六
,

旅琐
,

此其所取誉
。

六二
,

旅即次
,

怀其资
,

得童

仆之贞
。

九三
,

旅焚其次
,

亡其童仆贞
,

贞

厉
。

九 四
,

旅 53

下简缺
,

今本作
“

于处
,

得其资斧
,

我心不

快
。

六五
,

射难
,

一矢亡
,

终以誉命
。

上九
,

鸟

焚其巢
,

旅人先笑后号眺
,

丧牛于易
,

凶
” ,

估

计后标 口
。

次
,

简文写法同简 7
,

马王堆本
、

今本作次
。

简 7
,

淮注隶定有误
,

但读次还是对的
,

这里忽

读为筐
,

注文无说
,

不明其故
。

亡
,

与得相对
,

作丧字的省体
。

第十组 (翼
、

兑
、

涣
、

节
、

中孚
、

小过
、

既济
、

未济 )
:

前后标内含黑方框的红色方块

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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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作 圈
,

黑方块的右边一竖贴简边
,

省去 )

5 7
.

翼 (缺 )
。

5 5
.

兑 (缺 )
。

5 9
.

涣 (全 )
。

三 笼 涣 圈 亨
,

王假于庙
,

利见大人
,

利

涉大川
。

初六
,

整 马
,

减吉
,

悔亡
。

九二
,

涣走其处
,

悔亡
。

六三
,

涣其躬
,

无咎
。

六

四
,

涣其群
,

元吉 ; 涣 5 4 其丘
,

非夷所思
。

九五
,

涣其大号
,

涣其处
,

无咎
。

上九
,

涣

其血
,

去逛 出
。

圈 55

涣
,

简文从睿从爱
,

左右皆声旁
。

其首字
,

睿旁加升
,

其实就是奥字
,

等于灸加爱
。

拯
,

简文作救
,

实即整字
。

许慎说
,

整字是

从支从束从正
,

正亦声 (《说文》卷三下 )
,

看来

声符正是后来加上去的
。

马王堆本作橙
,

今本作

拯
,

都是通假字
。

走
,

马王堆本
、

今本都作奔
。

处
,

简文写法同上
,

马王堆本作阶
,

今本作

机
,

机
、

阶都是见母脂部字
,

与处读音不同
,

相

同处只是机含有几
,

疑机
、

阶是错字
。

6 0
.

节 (缺 )
。

6 1
.

中孚 (缺)
。

6 2
.

小过
。

取彼在穴
。

上六
,

弗遇过之
,

飞鸟离之
,

凶
,

是谓灾音
。

圈 56

上缺两简
,

今本作
“

三 三小过 亨
,

利贞
。

可小事
,

不可大事
,

飞鸟遗之音
,

不宜上
,

宜下
,

大吉
。

初六
,

飞鸟以凶
。

六二
,

过其祖
,

遇其姚
,

不及其君
,

遇其臣
,

无咎
。

九三
,

弗过防之
,

从

或栽之
,

凶
。

九四
,

无咎
,

弗过遇之
,

往厉必戒
,

勿用永贞
。

六五
,

密云不雨
,

自我西郊
,

公弋取

彼在穴
” ,

估计前标 圈
。

6 3
.

既济 (残 )
。

勿用
。

孺有衣八
,

终 日戒
。

九五
,

东邻

杀牛
,

不如西邻之绩祭
,

是受福 吉
。

上六
,

濡其首
,

厉
。

圈 5 7

上缺一简
,

今本作
“

三 三 既济 亨
,

小利贞
,

初吉终乱
。

初九
,

曳其轮
,

濡其尾
,

无咎
。

九三
,

高宗伐鬼方
,

三年克之
,

小人勿用
” ,

估计前标

圈
。

字数似略少
,

疑简本比今本多 5 字左右
。

擒
,

简文作酌
,

马王堆本作灌
,

今本作擒
,

案擒或作拘
,

酌
、

灌二字都是擒
、

构的通假字
,

骥注不破读
。

6 4
.

未济 (残)
。

……利
。

九二
,

曳
,

吉
。

利涉大川
。

六

三
,

未济
,

征凶
,

利涉大川
。

九 四
,

贞吉
,

〔悔亡
,

震用〕58

上面的缺文
,

今本作
“

三笼 未济 亨
,

小狐

讫济
,

濡其尾
,

无枚利
。

初六
,

濡其尾
” ,

下缺

一简
,

今本作
“

伐鬼方
,

三年
,

有赏于大国
。

六

五
,

贞吉
,

无悔
,

君子之光有孚
,

吉
。

上九
,

有

孚于饮酒
,

无咎
。

濡其首
,

有孚是失
” ,

估计前

后标圈
。

利
,

简文残画如此
,

马王堆本作圃
,

今本作

吝
,

蹼注误释固
,

盖从马王堆本
。

曳
,

简文作里
,

上半是兔加肉
,

乃逸字所从
。

逸是喻母质部字
,

马王堆本作她
,

今本作曳
,

则

是喻母月部字
,

古音相近
,

骥注隶定有误
,

作

烫
。

二 总结

(一 ) 上述简文只有 《周易》64 卦的 34 卦
,

计 59 简 (比原书多 1简)
,

并且其中13 卦残缺不

全 (缺 15 简 )
,

大约只有原书的一半
。

但我相信
,

上博楚简《周易》肯定不是摘编本
,

不是改编本
,

而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本子
。

它和马王堆本不同
,

不是按卦气排列
,

另外编成的本子
; 也和双古堆

本不同
,

没有数术家附加的占断之辞
。

(二 ) 上博楚简 《周易》的卦序排列
,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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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能完全复原
,

但从大概的分组情况看 (见文

后附表 )
,

似乎是以四卦或五卦
,

八卦或十卦交

错排列
,

从各种迹象看
,

整个顺序大体同于今

本
。

淮注说简本卦序可能是一种不同于今本的

卦序
,

我看不出来
。

(三 ) 简文可以局部校正西汉早期和传世的

文本
,

但大体面貌同于今本
。

它说明
,

《周易》的经典化完成甚早
,

我们

今天看到的 《周易》
,

很早就有了大体稳定的面

貌
。

附录
:

简文分组一 览表 ( ? 表示缺标

记
; “

表示无标记 )

(一 ) 第一组 (4 卦 )
:

无标记

乾 (前 ?
,

后 ? )

坤 (前 ?
,

后 ? )

屯 (前 ?
,

后 ? )

蒙 (前?
,

后 x )

(二 ) 第二组 (4 卦)
:

标口

需 (前口
,

后口 )

讼 (前口
,

后口 )

师 (前口
,

后 x )

比 (前口
,

后口 )

(三 ) 第三组 (5 卦 )
:

情况不明
,

或与第

四组为同一组

小畜 (前?
,

后 ? )

履 (前?
,

后 ? )

泰 (前?
,

后 ? )

否 (前?
,

后 ? )

同人 (前?
,

后 ? )

(四 ) 第四组 ( 5 卦)
:

前后标.

大有 (前?
,

后. )

谦 (前.
,

后 . )

豫 (前 .
,

后. )

随 (前.
,

后. )

蛊 (前.
,

后 ? )

(五 ) 第五组 (5 卦)
:

情况不明
,

或与第

六组为同一组

临 (前?
,

后? )

观 (前?
,

后。 )

噬磕 (前?
,

后? )

责 (前?
,

后 ? )

剥 (前?
,

后 ? )

(六 ) 第六组 (5 卦)
:

前后标 . (但形式

不尽统一 )

复 (前?
,

后 ? )

无妄 (前 x ,

后 .)

大畜 . (前 . ,

后 ? )

颐 ‘ (前 ‘加红色
,

后 ‘ )

大过 (前?
,

后 ? )

案
:

颐卦的记号可能与上面 的小黑方块是

同一种
。

(七 ) 第七组 ( 10 卦)
:

前后标 口

坎 (前?
,

后 ? )

离 (前?
,

后 ? )

咸 (前口
,

后 口 )

恒 (前 口
,

后口)

逐 (前 口
,

后口 )

大壮 (前?
,

后 ? )

晋 (前?
,

后 ? )

明夷 (前?
,

后 ? )

家人 (前?
,

后 ? )

睽 (前口
,

后口 )

案
:

咸卦前面的记号
,

也可能是漏标红

色
,

仍属同一种
。

(八 ) 第八组 ( 10 卦)
:

前后标 回

赛 (前 回
,

后 回 )

解 (前 回
,

后 ? )

损 (前?
,

后 ? )

益 (前?
,

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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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前? 后 回)

始 (前回
,

后 回 )

萃 (前回
,

后 ? )

升 (前?
,

后 ? )

困 (前?
,

后 回 )

井 (前 回
,

后 回 )

(九 ) 第九组 (8 卦 )
:

革 (前口
,

后 口 )

鼎 (前?
,

后 ? )

震 (前?
,

后 ? )

良 (前口
,

后口 )

渐 (前 口
,

后 ? )

归妹 (前?
,

后 ? )

丰 (前?
,

后 口)

旅 (前 口
,

后 ? )

(十 ) 第十组 (8 卦 )
:

前后标 口

粪 (前?
,

后 ? )

兑 (前?
,

后 ? )

涣 (前圈
,

后翻 )

节 (前?
,

后 ? )

中孚 (前?
,

后 ? )

小过 (前?
,

后舞 )

既济 (前?
,

后 ? )

未济 (前?
,

后 ? )

前后标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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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9 8 1 年文物部门在四川忠县涂井沟

发现一批蜀汉时期的崖墓½
,

清理出土了 4株

铜钱树
,

钱树树干上共有 14 尊佛像
,

均属高

浮雕
,

每尊佛像坐高 5 一 6 厘米
。

该钱树佛像

与馆藏钱树主干的装饰相同
,

双目圆睁
,

口鼻

突出
,

腮有连须胡
,

佛像两侧各有三枚直径约

2
.

5
、

孔心 1厘米见方的竖向方孔圆钱
,

铜钱边

缘有一周 向外倾斜的刺形齿
。

不同的是该佛像

有的无项光
。

经对比研究
,

馆藏铜钱树是同类文物中的

精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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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玉兰 董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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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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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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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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