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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簡〈從政〉與〈季康子問孔子〉考釋劄記 

賴怡璇 * 
摘 要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目前公布九冊，〈從政〉與〈季康子問孔子〉分別

收錄於第二冊與第五冊，這兩篇文章在內容的分類上同樣是「論語類」也可以是「禮

記類」，內容皆與孔子有關、文本性質相近。兩篇文章的公布時間已超過十五年，

相關的研究文章眾多，但兩篇簡文從出版到今年為止已有許多新材料公布，這些新

出版的資料對於舊材料在文字釋讀有很高的參考價值，本文立基在新出楚簡資料之

上，對〈從政〉與〈季康子問孔子〉兩篇文獻提出文字考釋，希望可以對簡文提供新

的解釋。 
 

關鍵字：上博楚簡、從政、季康子問孔子、文字考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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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目前公布九冊，〈從政〉與〈季康子問孔子〉分別

收錄於第二冊與第五冊。1〈從政〉篇的整理者原將簡文分為甲、乙兩篇，陳劍師的

〈上博簡《子羔》、《從政》篇的拼合與編連問題小議〉一文指出：2 

整理者據以分篇的根據「兩組竹簡長度各異，編繩部位亦不相同」（《上海博

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213頁），其實相當薄弱，因爲所謂乙篇中只有一支

整簡，即第1簡。而此簡長42.6釐米，跟甲篇的幾支整簡5、8、11、18長度完

全相同。甲篇餘下的三支整簡第1、15簡長42.5釐米，第19簡長42.8釐米，也

沒有多少出入。所謂編繩位置的問題，細看圖版，也很難看出兩篇有什麽不

同。下文要談到，分屬甲乙兩篇的有些簡可以拼合、連讀。總之，這25支簡

本應屬於同一篇，〈從政〉篇並無所謂甲篇乙篇的問題。 

而後學者皆贊同陳說，將〈從政〉甲、乙簡文釋為一篇，本篇簡文主要講述從政之道，

竹簡多以「聞之曰」一句作為開頭，簡文具體說明「五德」、「七幾」等從政規範。 

〈季康子問孔子〉共 23 支簡，竹簡除了簡 1、3、4、7、14、19、20 和 23 為完

簡之外，其餘皆為殘簡，此種情況造成竹簡的編聯、簡文的考釋許多不便。 3學者

對於內容亦有不同的分章，許慜慧分為五章：任之以德、修養德性、強權統治、寬

政以及為君之道，4高榮鴻則是分為信之以德、君子修德、寬政安民、先人遺訓以

 
1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2 陳劍，〈上博簡《子羔》、《從政》篇的拼合與編連問題小議〉，簡帛研究網（網站已關

閉），2003 年 1 月 5 日。後收入氏著，《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頁 24-31。 

3 各家學者的編聯可參考許慜慧，《《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季庚子問於孔子》

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 年），頁 13-16。 
4 許慜慧，《《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季庚子問於孔子》研究》（臺北：臺灣師

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 年），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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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零簡，5黃武智分為仁之以德、孟子餘言二個部份。6由學者的分類命名可了

解本篇簡文多與君子修德以及安邦治國相關，福田哲之認為本篇主旨是孔子向季康

子闡述德治與寬政的重要性。7 

〈從政〉與〈季康子問孔子〉可被歸類為上博簡的「禮記」類文獻或「論語」類

文獻。「禮記」一詞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是僅指《大戴禮記》與《小戴禮記》二

書，而廣義則是孔子的弟子與孔門後學用以配合傳習《儀禮》的「記」，即是對《禮

經》（包括漢以前已佚者）進行解說、補充和發揮的一些文獻匯集。8若以「廣義禮記」

為依據，上博簡收錄的簡文與「廣義禮記」相關的篇章為： 

1. 有傳世典籍可資校對：〈緇衣〉、〈民之父母〉、〈武王踐阼〉。9 

2. 無傳世典籍可資校對：〈性情論〉、〈仲弓〉、〈魯邦大旱〉、〈天子建州〉（甲、

乙）、〈季康子問孔子〉、〈孔子見季桓子〉、〈相邦之道〉、〈從政〉、〈君子為禮〉、

〈弟子問〉、〈內豊〉、〈昔者君老〉與〈顏淵問於孔子〉。 

上述共十七篇文獻，各個篇章皆已有不少考釋資料，包含學位論文、單篇論文或是專

書。10  

「論語」類文獻，《漢書．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

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對輯而論簡，

故謂之《論語》。」11可見《論語》的定義是孔子與弟子或當時人的談話，而上博楚

簡收錄的多篇簡文內容即是如此，學者將上博簡中的〈民之父母〉、〈子羔〉、〈魯

 
5 高榮鴻，《上博楚簡論語類文獻疏證》（臺中：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3 年），

頁 212-222。 
6 黃武智，《上博楚簡「禮記類」文獻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

年），頁 147。 
7 福田哲之，〈上博五《季康子問於孔子》的編聯與結構〉，丁四新主編，《楚地簡帛思想研

究（三）》（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年），頁 53-69。 
8 趙逵夫，〈《禮記》成書考．序〉，《《禮記》成書考》（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序 3。

蔡振華，《上博簡「禮記」類文獻研究》（長春：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20 年），頁 2。 
9 上博簡的〈緇衣〉另有《郭店．緇衣》本可供對照，〈民之父母〉可與《禮記》、《孔子家

語》對勘，〈武王踐阼〉與《大戴禮記．武王踐阼》內容大體相合。 
10 研究成果參考黃武智，《上博楚簡「禮記類」文獻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

士論文，2009 年。黃武智，《上博楚簡「禮記類」文獻研究》，新北市：花木蘭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2018 年。蔡振華，《上博簡「禮記」類文獻研究》，長春：吉林大學碩士論文，

2020 年。 
11 安平秋、張傳璽分史主編，《漢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 年），頁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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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大旱〉、〈從政〉、〈中弓〉、〈相邦之道〉、〈季庚子問於孔子〉、〈君子為禮〉、

〈弟子問〉、〈孔子見季桓子〉、〈顏淵問於孔子〉與〈史蒥問於夫子〉視為「論語」

類文獻，尉侯凱指出〈從政〉、〈中弓〉與〈君子為禮〉的部分內容被改寫成《論語》

中的〈子路〉、〈堯曰〉與〈顏淵〉中的一章，而〈民之父母〉主題偏重「禮樂」一

類，被後人輯入《禮記》之中。12 

本文所討論的〈從政〉與〈季康子問孔子〉在內容和性質上息息相關，當然若文

獻性質再放寬一點來看，二篇簡文皆為「儒學」類文獻。13這二篇文獻分別是 2002

與 2005 年公布，至今（2024 年）已過了十九年以上的時間，這十多年間相繼有清華

大學藏戰國竹簡（目前共十三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目前共二冊）公布，這些

新公布的楚簡，讓字形的解釋和文字的通假有更多研究依據，同時在楚簡「用字習

慣」的研究上也有更多的例證與歸納，因此本文依新公布資料為基礎，分別對〈從

政〉與〈季康子問孔子〉二篇文獻各提出一則文字考釋，以就教方家。 

二、〈從政〉與〈季康子問孔子〉文字考釋 

（一）從政 

《上博二．從政》甲 19：「 （聞）之曰：『行 （險）至（致）命， （飢）

滄（寒）而毋 （懀），從事而不 （凶），君子不 （以）流言 （傷）人。』」 

整理者對「 」與「 」二字皆無說明，認為此二句待考。14周鳳五將「 」讀

為「 」，訓為「恨」、「懼」，「 」讀為「兇」，指「驚擾」，簡文指君子篤守

正道，不怕飢寒，不受驚擾。15黃德寬認為「 」即是「 」的異體，又省作「訩」，

訓為「訟」，簡文「飢寒而毋會，從事而毋訩」，指饑寒之歲不要舉行會同，行事之

時不要爭訟。16劉信芳認為「 」該讀為「會」，訓為「合」，簡文指君子固窮，不

 
12 尉侯凱，《上博簡《論語》類文獻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 年），頁 2。 
13 侯乃峰，《上博楚簡儒學文獻校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 
14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232。 
15 周鳳五，〈讀上博楚竹書《從政（甲篇）》劄記〉，簡帛研究網（網站已關閉），2003 年 1

月 10 日。 
16 黃德寬，〈《戰國楚竹書》（二）釋文補正〉，簡帛研究網（網站已關閉），2003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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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飢滄而屈己附人，並贊同黃德寬將「 」訓為「訟」。17連劭名將「 」讀為「凶」，

訓為「逆」，指乖於常理。18顧史考首先贊同周鳳五對簡文的理解，認為此句即是指

「不因飢餓而屈己合人」，但疑「 」讀為「虧」，可對應《莊子》中「聖人休休焉

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

神不虧」一句。19黃武智贊同將「 」讀為「訩」，認為依其文義，「訩」有語言傷

人的意思。20王輝將「 」讀為「劌」，訓為「傷」，簡文指不要傷害他人，並將「 」

改隸為「誽」，指「言不正」或是讀為「毀」。21王凱博贊同改隸為「誽」，但讀為

「鬩」。22 

謹按：首先談「 （飢）滄（寒）而毋 （懀）」中的「 」字，「 」从會聲，

楚簡的「會」聲之字多讀為「合」或「會」聲，例如五里牌簡 10「厀（漆）杯十會

（合）」，《清華玖．廼命二》簡 2「同心穆（戮）力，相收 （會）也」等等，因此

以楚簡用字習慣來看，「 」不應讀為「 」、「虧」與「劌」等字。劉信芳讀為「會」

雖符合用字習慣，但劉文將「會」訓為「合」，又引申為「屈己附人」之意，雖然

「合」可訓為「和睦、和諧」等正面字義，但「合」再理解為「屈己附人」則過度引

申了。 

 
17 劉信芳，〈上博藏竹書《從政》補釋（六則）〉，《第四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

新世紀的古文字學與經典詮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2003 年 10 月

15-17 日），頁 261。 
18 連劭名，〈上海博物館藏楚簡叢釋〉，《簡帛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頁 269。 
19 顧史考，〈上博二〈從政〉篇拾遺〉，《第二十八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字學會，2017 年 5 月 12-13 日），頁 182。 
20 黃武智，《上博楚簡「禮記類」文獻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

年），頁 208，註 66。 
21 王輝，〈《上博二．從政》甲篇簡 19 的 和誽〉，《簡帛為臣居官類文獻考論》（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22 年），頁 164-170。 
22 王凱博，《出土文獻資料疑義探研》（長春：吉林大學中國史博士論文，2018 年），頁 76。

此處轉引自王輝的《簡帛為臣居官類文獻考論》一書，筆者未能於《出土文獻資料疑義

探研》中找到相關考釋內容。王輝，〈《上博二．從政》甲篇簡 19 的 和誽〉，《簡帛為臣

居官類文獻考論》，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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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 」可讀為「懀」字，二字皆从會聲，「懀」訓為嫌惡、憎惡，《廣

雅．釋詁三下》：「懀，惡也。」23《玉篇．心部》：「懀，惡也；憎也。」24簡文

「 （飢）滄（寒）而毋 （懀）」指君子即使面對飢寒，心中亦不會感到憤恨、嫌惡。 

《論語．衛靈公》篇中記載孔子一行人在陳蔡絕糧一事：「在陳絕糧，從者病，

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25子路因無法忍受窮困故對孔子提出質疑，而孔子對子路的反應頗為不滿，因此指

出君子不會對窮困、飢寒感到憤恨，此處的記載可與簡文「 （飢）滄（寒）而毋

（懀）」對應，我們所釋的「懀」字也可對應上文中《論語．衛靈公》的子路之「慍」。

「 （飢）滄（寒）而毋 （懀）」一句為陳蔡絕糧一事的總結，君子和常人一樣皆會

有飢寒交迫的時候，但君子守窮，不會因為生活飢寒而心生憤恨。 

其次討論「從事而不 （凶）」的「 」字，此字作「 」，王輝處理後作「 」，

王文將此字的右旁改隸為「兒」，但筆者認為此字仍為「 」，我們認為王輝摹本中

所指出的筆畫似乎應為竹簡本身的痕跡「 」（原圖版作「 」，即摹本箭頭處： ）

而非殘泐筆畫，從「 」可見此字的「言」與「兒」兩個偏旁中間皆有竹簡痕跡，且

此痕跡為一豎線連貫而下。 

楚簡的「兒」字作「 」（《郭店．語叢四》簡 27）、「兒」旁作「 」（《清華

陸．鄭文公問太伯》甲簡 9），二形與王輝所摹字形皆不似，退一步說，即使筆者認

為「 」中間的痕跡為筆畫，此字亦與「兒」形不符。「 」右上方偏旁仍似「X」

形，只是筆畫較歪。王輝文中所舉的「兇」字是書寫較為規整的字例，其文所舉例

證如「 」（《上博七．武王踐阼》簡 14），但若將楚簡的「兇」旁所从的「X」形

上方筆畫移除，改為類似所論字的殘泐狀態，則與所論字則相仿，例如《清華壹．

程寤》簡 2「 」的「兇」旁改為「 」，《上博六．用曰》簡 4「 」的「兇」旁

改為「 」，皆可見楚簡中殘缺的「兇」旁即與「 」右旁相仿了。 

再退一步說，王輝的「誽」字右旁與「 」仍有部份相似之處，但古文獻中的

「誽」字如何解釋，仍不明。王文所引例子： 

 
23 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106-107。 
24 胡吉宣，《玉篇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頁 1675。 
25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朱漢民整理，十三經整理委員會整理，李學勤主編，《論語注

疏．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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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韻．佳韻》：「誽，言不正也。」此字古籍用例甚少，《墨子．經上》「服

執誽，巧轉則求其故」孫詒讓曰：「服，謂言相從而不執；執，謂言相持而不

服；誽，則不服不執，而相伺。」 

其文認為从「兒」之字有「邪曲」之意，故簡文意是「從政行事不要言語不正」。然

而《墨子》中的「誽」字，堂策檻本、四庫本作「說」，除文字可能有誤之外，「誽」

字是否有「不正」之義仍需再討論，《說文》：「誽，言不正也」《集韻》引《埤蒼》

曰：「詀誽，言不正。」《墨子》中的「執（謺）誽」猶「詀誽」。26 因此「誽」一字

的字義是否可訓為「言不正」，不一定是定論。王輝的第二說是讀為「毀」，「誽」

為娘紐支部，「毀」為曉紐微部，韻部不近，王文是以字形之間互通為例，如「隉」

或作「棿、倪」，並引《莊子．大宗師》「不知端倪」的「倪」字，陸德明《釋文》指

出「倪，本作湼」為例，王輝所舉的字例為誤字而非二聲可以通假，王輝全文中將「誽」

讀為「毀」的例證皆如是，因此王輝最後的結論為「『誽』可能就是『 』」，也就是

其文是以「誤字」解釋二字的關係，然而楚簡中罕見「兒」所从的人形部件與「土」

形相訛的例證，因此這個訛字情況應不會出現在戰國楚簡的時代。 

王凱博的隸定與王輝相同，但讀為「鬩」，《說文．鬥部》「鬩，恒訟也」。此

說在通假上當然是比較合理的，於簡文中的釋讀為「不與人發生爭執」，但本簡內

容為「 （聞）之曰：『行 （險）至（致）命， （飢）滄（寒）而毋 ，從事而

不 ，君子不 （以）流言 （傷）人。』」，本簡是「君子」之道，「鬩」字一般

不會用在「君子」行為中，文獻的「鬩」字見於《新書．脩政語下》「民不私相鬥，

鬩不私相煞也」、《法言．重黎》「若秦、楚強鬩震撲」、《國語．周語中》「兄弟讒

鬩」等，可以發現「鬩」是較為負面的形容詞，不會出現在君子的行為準則中。 

我們仍將「 」隸為「 」。黃德寬將此字釋為「 」的異體是可能的，但學者

將之解釋為「訟」或是「驚擾」意的「兇」二說在文意上較不貼合。黃武智讀為「訩」，

認為依簡文文字有「以語言攻擊他人的意思」，但傳世文獻中未見此字義。「 」可

直接讀為「凶」，訓為「懼」，如《國語．晉語一》：「聲章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

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韋昭注：「凶，猶凶凶，恐懼也。」27簡文

「從事而不 （凶）」指做事不懼。 

 
26 吳毓江撰、孫啟治點校，《墨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頁 525-526。 
27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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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文「從事而不 （凶）」文意如同「臨事不懼」，文獻中相似文例甚多，例如

《新序．節士》：「臣事君，由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守節不移，雖有鈇鉞湯

鑊之誅而不懼也，尊官顯位而不榮也。」28《孔子家語．始誅》：「由聞君子禍至不

懼，福至不喜」29皆如是。 

《上博二．從政》甲 19：「 （聞）之曰：『行 （險）至（致）命， （飢）

滄（寒）而毋 （懀），從事而不 （凶），君子不 （以）流言 （傷）人。』」

其中「行險致命」一詞，陳美蘭與陳劍師皆解釋為「行危險之事要（準備）獻出生

命」，30可從。全句文意即指君子行危險之事隨時準備獻出生命，（若因此事）遇到

飢寒也不會感到憤恨（或是不嫌惡飢寒），做事情也不會有所畏懼，君子亦不會以

流言來傷害他人。 

（二）季庚子問於孔子 

《上博五．季庚子問於孔子》簡 21「毋信玄（眩）曾（憎），因邦 =（之所）

臤（賢）而 （興）之」中的「玄曾」二字如何釋讀，一直是學界討論本篇文章的重

點問題之一。整理者原將「玄」隸為「予」，讀「諛」或「舒」，「曾」讀為「憎」。

31陳劍師改隸為「玄曾」，並改動本篇簡文的編聯為簡 21+22A+13。32范常喜師贊成

陳劍師的隸定，並通讀為「玄繒」，指祭品，簡文大意似為「不要相信玄繒這些祭

品，要找到國家中的賢人而推舉之。」33王化平將「玄」讀為「眩」，「曾」讀為「層」，

 
28 漢．劉向著，李華年譯，《新序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265。 
29 王德明主編，《孔子家語譯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11。 
30 陳美蘭，〈〈從政〉譯釋〉，季旭昇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讀本》（臺北：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頁 84-85。陳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從

政》篇研究（三題）〉，《簡帛研究二○○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35。陳劍校點，〈上博博物館藏楚竹書《從政》〉，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

《儒藏（精華編二八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 年），頁 27，註 1。 
31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232。 
32 陳劍，〈談談《上博（五）》的竹簡分篇、拼合與編聯問題〉，武漢大學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4)，2006 年 2 月 19 日。 
33 范常喜，〈《弟子問》《季庚子問於孔子》劄記三則〉，武漢大學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91)，2006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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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訓為「高」，「毋信玄曾」指不要相信天花亂墜的言語。34許慜慧疑「玄曾」讀為

「姦讒」，簡文「毋信姦讒」指不要相信讒言。35高榮鴻讀為「姦雄」，認為可與《荀

子》中的「姦人之雄」一詞對應。36林清源師讀為「眩譖」，認為「眩」為迷惑、惑

亂之義，「譖」指誣陷、讒毀。37 

謹按：簡文中的「玄」作「 」，此字依陳劍師隸定，字形同「 」（《安大

一．詩經》簡 6）、「 」（《清華玖．禱辭》簡 4）、「 」（《璽彙》1969），陳

劍師對簡文的重新編聯亦已為學界的共識： 

則民 之。毋信玄曾，因邦之所賢而興之。大罪殺【簡21】之， （中）罪刑

之，小罪罰之，苟能固守【簡22A】而行之，民必服矣，古（故/夫）子以此

言，為奚如？」【簡13】 

「毋信玄曾」後文為「因邦之所賢而興之」，如同林清源師所言「此句是在講任用人

才之事」，因此范常喜師、高榮鴻等人的說法與簡文文意不合。王化平將「曾」讀為

「層」，雖然在聲韻通假上沒問題，但王文將「眩層」解釋為「天花亂墜的言語」，

則屬於過度引申。許慜慧將「曾」讀為「讒」與林清源師將「曾」讀為「譖」二說，

與楚簡的用字習慣較為不合，楚簡用作｛讒｝者皆為「 」字，例如《上博八．志書

乃言》簡 4「 （讒）言」、《清華玖．治政之道》簡 39「 （讒）臣」等，而楚簡

用作「朁」聲之字多从朁聲或琮字，前者如《清華拾壹．五紀》簡 128「朁（僭）行」、

《清華柒．越公其事》簡 47「朁（譖）民則背」，後者如葛陵零 189「琮（憯）瘳速

瘥」。 

筆者贊成王化平將「玄」讀為「眩」，指迷亂的言論，「眩」字原指因疾病或其

他原因造成的所看到的事物都在旋轉晃動，引申開來指被事物的表面現象所迷惑，

 
34 王化平，〈讀上博五《季康子問於孔子》劄記六則〉，武漢大學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740)，2007 年 10 月 30 日。 
35 許慜慧，《《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季庚子問於孔子》研究》（臺北：臺灣師範

大學碩士論文，2008 年），頁 65。 
36 高榮鴻，《上博楚簡論語類文獻疏證》（臺中：中興大學博士論文，2003 年），頁 237-238。 
37 林清源，〈上博五〈季庚子問於孔子〉通釋〉，《漢學研究》第 34 卷第 1 期，頁 293-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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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清其真相、顛倒是非，38因此「眩」同「妄言」、「流言」一類詞語，文義如同

《大戴禮記．禮察》：「人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妄言。』」39 

「曾」可讀為「憎」，訓為「惡」，指「惡言」，「眩憎」之言如同《荀子．大

略》：「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惡言死焉。」

40此處是荀子說明如何辨別是非，指出要用公正的心去考量，如此則流言會止息，

惡言也會消失。「眩言」與「惡言」的解釋置於簡文中可做為選才的標準，以公正的

心選拔人才，不信刻意散播的流言、惡言（毀謗他人的言論、中傷之言），則可選

出優秀人才。反之，若是上位者聽信流言、惡言，則會如同《左傳．文公十八年》

「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

之民謂之窮奇」41一樣，《左傳》此處記載即指沒有識人之明的少皞氏之子，崇尚亂

言惡語，任用姦邪，最後國家日漸衰敗，由此記載可知辨別「惡言」為明君的關鍵，

需能不受流言、惡言的左右，國家（國君）才能任用真正的賢才。 

匿名審稿人指出傳世文獻中未見「眩憎」這個詞例，然而不見於傳世文獻中的

出土資料十分常見，例如陳劍師考釋《上博二．容成氏》簡 29 將「民乃△，驕態始

作」的「民乃△」釋讀為「民乃 」，「 」可能是「薄」的意思。42鄔可晶將《清

華玖．攝命》簡 1 的「余亦△窮亡可事（使）」的△隸為「敻」，讀為「惸」，簡文

「余亦惸窮亡可使」中的「惸窮亡」（筆者按：應可作「惸、窮、亡」斷句），43皆如

是，而筆者所釋讀的「眩憎」亦可斷句為「眩、憎」。 

簡文「毋信玄（眩）曾（憎），因邦之所賢而興之」，指（上位者）不要相信流

言、惡言，如此國家才能有更多的賢才使國家興盛。 

 
38 王鳳陽，《古辭辨》（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812。 
39 清．王聘珍撰，《大戴禮記解詁》（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24。 
40 戰國．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1092、

1099。 
41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十三經整理委員會整理，李學勤主編，

《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581。 
42 陳劍，〈《容成氏》補釋三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

文字研究》第 6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頁 377-378。 
43 鄔可晶，〈試釋清華簡《攝命》的「敻」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324)，2018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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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論 

本文對〈從政〉與〈季康子問孔子〉兩篇文獻各提出一則文字考釋： 

第一則認為《上博二．從政》甲 19：「 （聞）之曰：『行 （險）至（致）

命， （飢）滄（寒）而毋 （懀），從事而不 （凶），君子不 （以）流言 （傷）

人_。』」的「 」應讀為「懀」、「 」讀為「凶」，全句文意為君子行危險之事隨

時準備獻出生命，遇到飢寒也不會感到憤恨（或是不嫌惡飢寒），做事情也不會有

所畏懼，君子亦不會以流言來傷害他人。 

第二則考釋《上博五．季庚子問於孔子》簡 21「毋信玄曾，因邦之所賢而興之」

中的「玄曾」，「玄」讀為「眩」，簡文表示「眩言」，即是妄言、流言，「曾」讀

為「憎」，訓為「惡」，簡文指惡言。簡文指國家的選才不以流言、惡言為據，如此

國家賢才愈多而使國家興盛。本簡改釋之後，與第一則的《上博二．從政》甲 19「君

子不 （以）流言 （傷）人_。」簡文似也可互相對應，國家選才不以流言為據，

同時君子為人處事亦不可以相信無證據的言論而傷害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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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e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 Cong Zheng（從政）

" and "Ji Kang Zi wen Kong Zi（季康子問孔子）" on 
Bamboo Slips in Shanghai Museum 

Yi-Syuan, Lai* 

Abstract 

The "In the Shanghai Museum Collection of Chu Bamboo Slips " currently 

publishes nine volumes. "Cong Zheng（從政）" and "Ji Kang Zi wen Kong Zi（季

康子問孔子）" are included in the second and fifth volumes respectively. These two 

articles can also be classified a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論語）" in terms of 

content classification. "It can also be " Liji（禮記）", the content is related to 

Confucius and the nature of the text is similar. The two articles were published more 

than fifteen years ago, and there are many research articles. However, from the 

publication of the materials to this year, many new materials have been published. 

These newly published materials have high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textu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old materials. This article establishes Based on the newly 

published Chu bamboo slips, this paper proposes a textual analysis of two 

documents, "Cong Zheng（從政）" and "Ji Kang Zi wen Kong Zi（季康子問孔

子）", hoping to provid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mboo slips. 

 

 
Key words: Bamboo Slips Collected in Shanghai Museum, Cong Zheng（從政）, 

Ji Kang Zi wen Kong Zi（季康子問孔子）, textu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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