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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国胜 (l 9 6 9
一

)
,

男
,

江西丰城人
,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博士生
,

从事先秦

历史地理及 出土文献的学习与研究
。

内容提要 郭店竹简属地下出土的传抄古籍
,

是用典型的楚系文字书写
。

由于战国时期特定的

历史环境
,

战国文字的地域差别十分突出
。

因而对战国文字作分域考释 十分必要
。

郭店楚简所见
“

逸
” 、 “

毕
” 、 “

嫁
” 、 “

对
” 、 “

偏
” 、 “

赖
” 、 “

叛
” 、 “

蜂
”

等几字字形都存有一定变化
。

因此
,

结合楚系文字的

形体演变规律对上述几字作出考释
,

希望有助于这批重要出土古籍的整理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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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竹简 1 9 9 3 年出土于湖北荆 门郭店一号楚

墓① ,

自问世以来
,

备受海内外学术界关注
。

1 9 9 8 年

5 月
,

《郭店楚墓竹简》二书出版
,

对该墓出土竹简作

了全面刊布② 。

郭店这批竹简涉及多种先秦古籍
,

主

要为儒
、

道两家学派的著作
。

由于系地下出土
,

其与

相关传世文献相 比
,

更为真实可靠
,

成为目前研究先

秦哲学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
。

文字学界对这批竹简

也给予 了高度重视
。

一方面
,

由于有传世文献的对

照
,

部分疑难 已久的古文字得以最终定论
。

另一方

面
,

由于具备了更近原貌的古文字文献资料
,

部分先

秦哲学思想原有的研究结果得以重新检讨
。

作为语言的书写符号
,

战国文字繁化
、

简化
、

同

化
、

异化等现象异常突出
。

出土于属战国中期偏晚楚

墓的郭店竹简文字资料又因涉及当时的哲学思想
,

一些关键文字的词义深奥难测
。

这给文字的正确辨

识带来格外的困难
。

好在这批古文字资料经过整理

小组的努力
,

加上学者专家的考订
,

已以精良的版本

呈世
,

确属幸事
。

笔者拟在《郭店楚墓竹简 》一书的基

础上
,

对几处文字的考释提出个人的一点意见
。

不妥

之处
,

恳请指正
。

一
、

释逸

《六德 》三三号简有字作哆未释
。

应释为
“

逸
” 。

此字从去从象
。 “

去
”

旁与《六德 》二号简
` ’

法
”

字所从
“

去
”

形近
。 “

象
”

旁与《老子 》乙一二号简
“

象
”

字形同
。

古文象
、

兔二字形近易混
,

又因二字性质相 同
,

有时

作为表意符号可以通用
。

如者切钟
“

逸
’ ,

作鳍
,

三体石

经
“

逸
”

嵘铲
。

后一例
“

逸
”

下部所从偏旁与简文近

似
,

当是
“
去

, ,

旁
。 “

逸
”

从
“
去

”

旁属增加义符
,

去
、

逸 皆

有
“

失
”

之义
。

简文云
: “

逸其志
,

求养亲之志
。 ” “

逸
”

当

为隐匿的意思
。

《正字通 》 : “

逸
,

隐遁也
。 ”

简文表述了

以爱亲为仁的道德观念
,

指出了处理家庭关系要 以

仁为主的道德原则
。

《性自命出》五九号简有一字
,

原释文隶作
“

能
” ,

未释
。

该字图版不清
,

其左旁一
“

象
”

尚可辨
,

恐亦当

释为
“

逸
” 。

简文云
: “

门内之治
,

欲其逸也
;
门外之治

,

欲其折也
。 ” “

逸
”

亦作隐匿之义
。

《六德 》三一号简简

文云
: “

门内之治
,

仁弃义
;
门外之治

,

义斩仁
。 ” “

弃
”

与
“

逸
”
义同

,

皆为隐匿
、

掩盖的意思
。

二
、

释毕

《性 自命出》六四号简有字啄
,

无释
。

应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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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
” 。

此字从网从毕从臼( 两手之形 )
。

包 山楚简

哗
”

嗦
④ ,

与此同
。

`说文 ,
: “

毕
,

田网也
。 ”
此字从

网属添加形符
;

湃舟属会意
,

握毕之柄
。

简文云
: “

忧

欲俭而毋闷
,

怒欲盈而毋毕
。 ” “

毕
”

为尽之义
。

简文意

谓
:

忧要节制但不能生闷
,

怒要发泄但不能泄尽
。

三
、

释嫁

《六德 》二 。 号简有字作务原释
“

变
” 。

陈伟先生

改释为
“

嫁
’ ,⑤ ,

甚是
。

郭店竹简
“

家
”
写作

“

豪
”
不乏其

其一 也就行了
。

” 庄子
·

天下 》云
: “

不该不偏
,

一曲

之士也
。 ”
庄子之说与简文所表述的思想不 同

,

其推

崇道术应对宇宙
、

人生作全面性
、

整体性 的把握
,

批

评所谓的
“
一察之道

。 ”

例
。

不过楚系文家中的
“

家
”

写 法多有变化
。

楚公豪戈

近
。

此字从爪从森
,

即家
,

字
,

“

豪

其下部所从之
“

泵
”
的

”
写作即

,

与简文形

从两泵与从一泵无别
,

犹

古文字
“
室

”

也写作
“

会
’ ,⑦ 。

此字应隶定作
“

豪
” ,

读为
“

嫁
” 。

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云
: “

不可以嫁女
,

娶臣妾
” ,

“

嫁
”
正作

“

豪
’ ,⑧ 。

简文云
: “

是故夫死有主
,

终身不

嫁
。 ”

末一字释
“

嫁
” ,

句顺义通
。

四
、

释对

《成之闻之 》一九号简
、

《尊德义 》八号
、

一七号简

有字作群未释
。

应释为
“

对
” 。

《说文 》 : “

对
,

从学 口

从寸
。 ”

此字从

如
“

仆
”

字可写

戈
。

楚简文字
“

谬曾此字所从
举

”

“

戈

常省作晋形
,

, ,

是
“

寸
”
的互

换通用偏旁
。

战国文字的一些形符往往可用与其义

近的表意偏旁替换
。

寸
、

戈
、

支即属其例L 。

《广韵
·

队韵 》 : “

对
,

答也
。

应也
。 ” 《说文 》 : “

对
,

应无方也
。 ”

段

玉裁注
: “

应无方者
,

所谓善待问者如撞钟
。

叩以大者

则大呜
,

叩以小者则小鸣也
。 ”

简文云
: “

对反诸己而

可以知人
。

是故欲人之爱 己也
,

则必先爱人
。

欲人之

敬己也
,

则必先敬人
。 ”

后两句是对前一句的举证
。

所

谓
“

对反诸己而可以知人
” ,

意在表述要以 自己所求

回应他人的为君之道
。

《尊德义 》简文云
: “

因恒则固
。

对起则无避
,

不当则无怨
。 ” 《广雅

·

释话三 》 : “

对
,

当

也
。 ”

简文
“

对起
”

与
“

不当
”

为对文
。

此处简文是在阐

明人道固有的思想观念
。

六
、

释赖

《细衣 》一九号简有字

喇
,

原释文隶定作
“

教
” 。

应隶作
“

栽
” ,

读为
“

赖
” ,

训为仇
。

此字又见于包山楚

简@
。

此字当从来从戈
。

江陵天星观楚简简文云
: “

从
十月以至来岁之十月

” , “

来
”

字写作妙
。 “

栽
”

字不

见字书
,

当从来得声
。

来
、

赖古音近
,

来属来纽之部
,

赖属来纽月部
。

古康
、

病
、

癫三字可互训是其证
。

“

栽
”
疑为

“

赖
”

之异体
。

《方言 》卷二
: “

赖
,

仇也
。

南楚

之外日赖
,

秦晋日仇
。 ”

钱绎笺疏
: “

赖之训仇
,

以相反

为义也
。

… …赖训为仇
,

声转为厉
。

犹赖训为善
,

声

转 为决也
。 ”

简文云
: “

彼求我则
,

如不我得
。

执我赖

赖
,

亦不我力
。 ”

今本 《细衣 》作
“

执 我仇仇
’ ,L ,

郑玄

注
: “

言君始求我
,

如恐不得
。

即得我
,

持我仇仇然
,

不

坚固
,

亦不力用我
,

是不亲信我也
。 ”

今本之
“

仇
”

与简

本之
“

赖
”
义同

,

在此意为表面相亲
,

实则不信赖
。

古

赖字可反训
,

古仇字亦兼训嘉偶
、

怨匹二义
。

包山楚

简简文云
: “
思盈之赖除于盈之所证

。 ”

简文前后涉及

的是一件有关人命案的司法审判⑥ 。

上引简文是判

案中的一个环节
,

即是对当事人之一的舒盈所拟请

的证人作资格审查
,

排除其中与舒盈有所亲近而可

能对公正举证不利的人
。

简文中的
“

赖
”

亦训作仇解
。

五
、

释偏

《六德 》四三号简有字

此字右旁系
“

册
”

繁写
,

从

未释
。

应释为
“

偏
” 。

日
。

《一切经音义 》 :

“

誓
,

古文册
。 ”

册写作篡
,

类似古文曹写作曾L 。

古文

扁是一个从册的字
。

《说文 》 : “

扁
,

从户册
。

户册者
,

署门户之文也
。 ”

此字可隶作
“

栅
” ,

释为
“

偏
” 。

《广颜
·

线颜 》 : “
偏

,

周也
。 ”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 》 : “

偏
,

字亦作遍
。 ” ,

即周遍
、

周全之义
。

简文云
: “

道不可偏

也
,

能守一曲焉
。 ”

意思是说
:

道不可明其全体
,

能知

七
、

释叛

《六 德 》三 O 号 简 有 字作万八
,

未 释
。

应 释 为
“

辫
’ ,L ,

读为
“

叛
” 。

锌
、

叛古音均属并母元部字
,

音同

通假
。

简文云
: “
为父绝君

,

不为君绝父
;
为昆弟绝妻

,

不为妻绝昆弟
;
为宗族判朋友

,

不为朋友叛宗族
。 ”

此

处简文承上文
“

内立父
、

子
、

夫也
;
外立君

、

臣
、

妇也
。 ”

是对所谓
“

六德
” 、 “

六位
”
的内

、

外有别作进一步的阐

述
。

意在表明爱亲的人伦准则
。

J又
、

释蜂

《老子 》甲组三三号简有字作
`

赓
” ,

原释作
“

蝗
” 。

应隶作易
,

读为蜂
。

此字从自从蛆
,

自旁写法与楚简
“

思
”

字所从自形同L 。

《说文 》 : “

思
,

容也
。

从心
,

自

声
。 ”

此字从触会形
,

从自得声
。

自属清纽东部字
,

条

属并纽东部字
。

自
,

条古音相近
。

此字帛书《老子 》乙

本作
“

轰
” ,

甲本作
“

逢
” 。

今通行本大多写作
“

蜂
” 。

蜂

指的是一种尾部有鳌针的毒蜂虫
。

其下一字蔓
,

是指

,

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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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毒蝎
。 “

蜂董
”

一词是 固定搭配的用法
。

如《荀

子
·

议兵 》云
: “

惨如蜂蔓
” 。

又《淮南子
·

了叔真 》云
:

“

蜂蔓鳌指
”

等
。

简文云
。 ”

蜂蔓旭蛇弗鳌
” , “

尬蛇
”

亦

是一个常用词
,

指带毒的虫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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