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土文獻

甲骨文（兩則）

甲骨文是指刻在龜甲或獸骨上的文字，又叫甲骨卜辭。甲骨文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成系統的文字材料，

也是現存最古的歷史文獻。甲骨文主要是殷人占卜的記錄，大部分是殷朝王室卜辭，也有少量非王卜辭。

一

[說明]該篇節選自《甲骨文合集》10405 片正面，是關於祭祀和田獵的卜辭。全片主要由加了界線的三條

卜辭組成，以右中左為序。

癸未卜，�貞[1]：旬亡�（禍）[2]？王占曰： ，乃茲有求（咎）[3]。六日戊子，子 囚[4]。一月。癸巳卜，

�貞：旬�（禍）？王占曰：乃茲亦有求（咎）。若偁[5]，甲午王往逐兕[6]，小臣古車馬硪 王車[7]，子央

亦队（墜）[8]。癸酉卜，�貞：旬�（禍）？王二曰：匄[9]。王占曰：俞，有求（咎）有夢[10]。五日丁丑，

王嬪中丁[11]，在氒 ，在� 阜[12]。十月。

注釋：

[1] �：武丁時期貞人，經常代殷王占卜國家大事。

[2] 旬亡禍：在每一旬的最後一日占問下旬的吉凶，所以這類卜辭都以“癸”開頭，或稱之為貞旬卜辭。

[3] 占：卜問。 ：語義未明，可能與下文中的“俞”同例，為語氣詞。乃茲：現在。求：通“咎”，禍殃。



[4] ：人名，當是武丁諸子之一，故稱子 。囚：此字爭議較大，或釋死，或釋凶，大約應屬災禍、暴病

之類。

[5] 若偁：果然。

[6] 兕：野牛。

[7] 小臣：官名。古：人名。這句話的意思是小臣古的車迎面撞上殷王的車。

[8] 子央：人名，當亦是武丁諸子之一。

[9] 王二曰：王再說、連聲說。匄：害，禍害。

[10] 俞：句首語氣詞。夢：殷人認為，夢與“求”一樣，也是不祥的東西。

[11] 嬪：祭祀之名。中丁：一作仲丁，殷王名。

[12] 氒：即“厥”字，假借為“蹶”。蹶 ，摔跤。 阜：地名。

二

[說明]該篇為《甲骨文合集》11506 正面，是一篇為殷王占問疾病的卜辭，這類卜辭主要見於武丁時期，

其後比較少見。

貞：有疒（疾）自[1]，唯有它？貞：有疒（疾）自，不唯有它？[2]甲寅卜，�貞：翌乙卯易日？[3]貞：翌乙

卯不其易日？

[注釋]

[1] 疒：或釋為“疾”。自：鼻子的象形，後加畀為聲符，遂為從自，畀聲的形聲字。唯：語氣詞。它：

像蛇的頭身尾之形，此處義為“災害”，本句的意思是殷王鼻子不舒服，會有災害降臨嗎？



[2] 此處為典型的對貞卜辭，即對同一問題從正反兩個方面進行占卜。對貞卜辭不僅內容正反相對，而且

寫刻位置成對。

[3] 翌：明日，第二天。易日：變天。

商周金文（兩則）

金文是指鑄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主要記錄作器者因功受賞或者某些值得誇耀的事蹟，亦或重要事件，以

便傳於後世子孫。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金文，上自殷商，下迄兩漢，而其西周、春秋金文為主，尤其是西

周時代的銅器銘文最多。

一 小臣艅尊

[簡介]

小臣艅尊銘文選自《殷周金文集成》05990 號。清道光年間出土於山東壽張梁山下，現藏於美國舊金

山亞洲美術博物館。全尊共鑄刻銘文 4行 27 字，合文 1字。小臣艅尊記載了商代末年商王征人方、

視察戰略要地時所作的賞賜之事。

[釋文]

丁巳，王省夔京[1]，王易（賜）小臣艅夔貝[2]，唯王來征人方[3]，唯王十祀又五[4]，肜日[5]。

[注釋]

[1] 省：省視，巡察。夔京：地名，具體所在不詳。

[2] 易：讀“賜”，金文賞賜之“賜”多借“易”。小臣：商代地位較高的一種官職，多見於殷商金文和

卜辭。夔貝：夔地所產的貝。“貝”字像貝売形，在春秋以前，貝曾被用作貨幣。

[3] 唯：語氣詞。來：指歸來。《玉篇·來部》：“來，歸也”。人方：商代的方國名。



[4] 王：帝乙。十祀又五：十有五年。此為計年之語，置於銘文的最後，商代銘文格式大多如此。《爾雅·釋

天》：“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

[5] 肜日：肜祭之日。肜是商代的祭名，指祭祀之後的第二天又接著祭祀。

二 頌簋

[簡介]

頌簋節選自《殷周金文集成》4332 號，為恭王時器，共 15 行 150 字，又重文 2 字。頌簋共 2 件，清朝前

期出土，現收藏於山東省博物館。頌簋記述了周王對頌策命的全過程，是記述西周策命儀式最完整的銅器。

頌所作之器有三鼎、五簋、二壺，文字大同小異，世稱三頌。

[釋文]

隹（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1]。王才（在）周康卲（昭）宮[2]。旦，王各（格）大（太）室[3]，即立（位）。

宰引右（佑）頌入門[4]，立中廷（庭）。尹氏受（授）王令（命）書[5]，王乎（呼）史虢生冊令（命）頌[6]。

王曰：頌，令（命）女（汝）官� （司）成周貯
[7]
，監� （司）新造貯，用宮御

[8]
。易（賜）女（汝）

玄衣黹屯（純）、赤巿、朱黃（珩）、䜌（鑾）旂 、攸勒，用事
[9]
。頌�（拜） 稽首

[10]
，受令（命）冊，

佩以出[11]，反（返）入（納）堇（覲）章（璋）[12]。頌敢對揚天子不(丕)顯魯休[13]。 用作 乍（作）朕皇

考龏 （叔）、皇母龏始（姒）寶尊簋
[14]
。用追孝� (祈)匄 (康) 、屯(純)右(祐)、通录(禄)永命

[15]
。

頌其萬年 （眉）壽舞（無）疆。㽙（畯）臣天子[16]，霝（靈）冬（終）[17]。子子孫孫永寶用。

[注釋]

[1] 隹三年：周宣王三年，前 825 年，據張培瑜《中國先秦史曆表》，甲戌應是二十七日。既死霸：指每

月二十三日或前后一天至月末这段时间。



[2] 周康邵宮：周應為宗周，即鎬京，與古成周相對。康：康王。邵：昭王，金文中“昭”皆作“邵”，

經籍作“昭”。康昭宮，學界或認為當是唐王宮廟中的昭王廟。

[3] 各：典籍作“格”，至，來。太室：室中至大者，庙有五室，中央曰太室。即位：就位。

[4] 宰：為諸侯或卿大夫的家臣。宰本為家臣，也參與冊命活動。《爾雅·釋詁》：“右，導也。”

[5] 尹氏：職官名，史官之長，參與賜命活動。受：讀為授。命書：記載周王冊命的簡冊。

[6] 乎：後作“呼”。史虢生：史，史官。虢，史官的名字。冊命：典藉作“策命”，读简册以册命之。

[7] 官�：主管。貯：或釋為“賈”，指商賈。此處為管理成周的商賈。

[8] 監�：監管。新造：職官名。秦爵名多稱造。此句意為監管製造，以供王宮之用。

[9] 玄衣：玄色之衣，为卿大夫朝服。黹屯：刺繡的花邊。“屯”通“純”，《爾雅·釋器》：“緣謂之

純”，郭注：“衣緣飾也”。玄衣黹純指帶花邊的黑色官服。赤巿：红色敝膝，今称围腰。朱黄：朱红色

的佩玉。“黄”读为“珩”。䜌同鑾，《广雅·释器》：“鑾，玲也。”《尔雅·释天》：“有玲曰旂。”

郭璞注：“悬玲于竿头，书蛟龙于旒。”攸勒：馬籠頭。用事：用以履行你的職事。

[10]拜：首至地也。拜，楊雄說：拜从兩手下。《周礼·春官》：“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

贾公彦疏:“头至地多时,则为稽首也。此三者(空首、顿首、稽首)正拜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

[11]受命冊，佩以出：接受了命冊，佩帶而出。

[12]入：或作納，堇：同瑾。章：同璋，美玉。此句意為返回獻納瑾璋。此為當時冊命的儀式之一。

[13]對揚：古代常語，屢見於金文。凡臣受君賜時多用之，兼有答謝、頌揚之意。丕：大。魯休：魯，嘉。

[14]龏姒：頌之亡母，龏為諡號，姒為其姓。

[15]追孝：追行孝道。� (祈)匄：“�”读为“祈”。“匄”，《說文》：“匄，气也。”“祈”“匄”

義近連用。康 ：“ ”字不識。通祿：猶今之高級薪俸。

[16]㽙臣天子：“㽙”同“畯”，讀“駿”，《爾雅·釋詁》：“長也。”永遠臣事天子。

[17]霝冬：霝，善。令冬，善終。《詩·大雅·既醉》：“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朱熹《詩集傳》：“令

終，善終。”

簡牘文獻兩則

一 魯穆公問子思



簡介

本篇為郭店楚墓竹簡中的一篇，1993 年湖北荊門郭店 1 號楚墓出土，現收藏於郭荊門市博物館。本篇共存

8 枚竹簡，簡的兩端修成梯形，簡長 26.4 釐米。編線兩道。簡文內容為魯穆公與子思和成孫弋的對話，表

現的是臣子不掩君上之惡的思想。《漢書·藝文志》載《子思子》二十卷。班固曰：“子思，名伋。孔子



孫，為魯繆公師。”此篇可能是子思或其弟子追記，不見於傳世文獻。

釋文

魯穆公[1]昏（問）於子思[2]曰：“可（何）女（如）而可胃（謂）忠臣？”子思曰：“ （亟）爯（稱）

[3]【簡 1】亓（其）君之亞（惡）者，可胃（謂）忠臣矣。”公不敓（悅），咠（揖）而退之[4]。成孫弋見

[5]
，【簡 2】公曰：“向者[6]

（吾）昏（問）忠臣於子=思=（子思，子思）曰：‘�（亟）爯（稱）其君

之亞（惡）者，可謂忠【簡 3】臣矣。’ （寡）人惑 （焉），而未之�（得）也。”成孫弋曰：“�

（噫），善才（哉），言 （乎）！【簡 4】夫為亓（其）君之古（故）殺亓（其）身者
[7]
，嘗又（有）

之矣。�（亟）爯（稱）其君之亞（惡）者，【簡 5】未之又（有）也。夫為亓（其）君之古（故）殺亓

（其）身者，交（效）录（祿） （爵）者也
[8]
。��（亟）【簡 6】[爯（稱）其君]其君之亞（惡）[者，

遠]录（祿） （爵）者[也。為]義而遠录（祿） （爵），非【簡 7】子思， （吾）亞（惡）昏（聞）

之矣。【簡 8】

注釋

[1] 魯穆公：戰國初魯國國君，文獻記載曾拜子思為師，並咨以國事。

[2] 子思：名孔伋,字子思,孔子嫡孫。生於東周敬王三十七年(西元前 483 年),卒於周威烈王二十四年(西

元前 402 年)。《漢書·藝文志》記有《子思子》23 篇,班固注謂子思“名伋,孔子孫,為魯繆公師”。《史

紀·孔子世家》記“子思作《中庸》”。

[3] 恒稱：亟稱，急切稱述。

[4] 咠（揖）而退之：子思行禮後退下。

[5] 成孫弋:不見於傳世文獻。《禮記》的《檀弓上》、《檀弓下》、《雜記下》有“縣子瑣”,與魯穆公

問答,不知是否為一人。

[6] 向：剛才。《莊子•山水》：“向也不恕而今也恕,向也虛而今也實。”

[7] 夫為其君之古（故）殺亓（其）身者，此句的意思是：為了國君而獻出自己生命者曾經有過。

[8] 交：讀為“效”。此處的“ ”是“雀”字增繁，與下文“ ”字皆讀為爵祿之“爵”。爵、祿在傳

世文獻中常常通用。本句的意思是：為了其君上的原因而獻出生命者，是盡忠於爵祿。

二、北大簡《老子》

2009 年初北京大學接受捐贈, 收藏了一批從海外搶救回歸的珍貴西漢竹簡。竹簡的文字內容全部屬於

古代書籍, 內涵極為豐富, 含有近 20 種古代文獻, 《老子》便是其中重要的篇目之一。北大藏西漢竹書

本《老子》現存完整、殘斷竹簡共計 280 枚, 經拼合後共有完整簡 218 枚、殘簡 3枚，合計為 5245 字。

北大簡本《老子》是目前保存最為完整的西漢古本, 对《老子》文本的校勘具有重大意義。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2%81%E7%A9%86%E5%85%A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0%E6%80%9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F%A0%E8%87%A3
http://www.guoxuedashi.com/a/450p/


·天之道，其猶張弓者也[1]。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輔（補）之。天

之【簡 110】【道】，損有餘而奉不足。[2]人之道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3]。孰能有餘而有（又）

取奉【簡 111】於天者？唯有道者也[4]。是以聖人為而弗有，成功而弗居，其不欲見賢也[5]。

【簡 112】

注释

[1] 張弓：上弓弦，《說文》：“張，施弓也。”此句傳世本作“天之道其猶張弓與？”，

為疑問語氣。



[2] 使用弓箭，重在調和。此句以張弓之道比喻天道的虛盈和消長。

[3] 人之道往往搜刮窮賤者之財以媚尊貴者之心，故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與天道異。

[4] 有道者：遵循自然規律的人。

[5] 賢：聰明才智。

白文

甲骨文兩則

一

《甲骨文合集》06057 正

[1] 王占曰㞢有求咎其㞢來㛸气至七日己巳允㞢來㛸自西徵友角告曰�方出侵我示 田七十

人五

[2] 癸未卜��[貞旬亡�]

[3] 癸巳卜�貞旬亡�王占曰有[求]其有來�㛸气至五日丁酉允有來[㛸自]西沚 告曰土方圍

于我東啚[ ]二邑�方亦侵我西啚田

[4] 癸卯卜�貞旬亡�王占曰有求其有來㛸五日丁未允㞢來㛸飲御[達]自弘圉六[人]……

[5]卜[貞旬亡�]五月

二



《甲骨文合集》10405 反

[1]癸亥卜�貞旬亡�王占[曰㞢求]其亦有來㛸五日丁卯子 殊不殟

[2]王占�曰㞢求

[3]王占�曰乃若稱

[4]王占�曰有求八日庚戌㞢各云自東面每昃[亦]有出虹自北飲于河月

金文兩則

一 利簋



《殷周金文集成》4131

珷（武）征商隹（唯）甲子朝歲鼎（貞）克（聞）夙又（有）商辛未王在闌�（師）易（賜）又（右）

事（史）利金用乍（作）檀公寶尊彝

二 秦公鎛

圖片（一）



（圖片二）

（圖片三）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15824

秦公曰我先且（祖）受天命商（賞）宅受或（國）剌（烈）剌（烈）卲（紹）文公靜公憲公

不㒸（墜）於上卲（昭）合（答）皇天以虩事䜌（蠻）方公及王姬曰余小子余夙夕虔敬朕祀

以受多福克明又〈氒（厥）〉心 盩龢胤士咸畜左右 （藹） （藹）允義翼受明德以康奠

協朕或（國） 盜百䜌（蠻）具即其服乍（作）氒（厥）龢鐘霝（靈）音鍴鍴雍雍以匽（宴）

皇公以受大福屯（純）魯多釐大壽萬年秦公�（其）㽙（畯） （令）才（在）立（位）

雁（膺）受大令（命） （眉）壽無彊（疆）匍有四方�（其）康寶

簡帛文獻兩則

一 郭店楚墓竹簡《老子》



簡 9 簡 10 簡 11 簡 12

上士昏（聞）道 （僅）能行於（其）中=（中；中）士昏（聞）道若昏（聞）若亡（無）下士昏（聞）

道大�（笑）之弗【9】大��（笑）不足以為道矣是以建言又（有）之明道女（如）孛（昧）�（夷）

道【10】如繢（纇）【殘簡 20】[進]道若退上惪（德）女（如）若浴（谷）大白女（如）辱㞷（廣）德女

（如）不足建德如[偷質]貞女（如）愈（渝）【11】大方亡（無）禺（隅）大器曼（晚）成大音祗（希）

聖（聲）天象亡（無）坓（形）道[始無名善始善終]【11】
二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老子》

簡 12 簡 13



簡 14 簡 15

上士聞道 （勤）能行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為道【12】是以建言有

之曰明道如沬（昧）進道如退夷道如類（纇）上德如谷大白如辱廣【13】德如不足建德如榆（偷）桎（質）

真女（如）䩱（渝）大方無隅大器勉（晚）成大音希聖（聲）天象無刑（形）【14】道殷無名夫唯道善貣

（始）且成【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