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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所見
納音五行說 
—兼談 224–237 號簡的編聯問題

王強
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舊題「干支篇」，實際上是一篇反映

納音五行說的重要材料，經與其他出土簡帛材料對比研究，該篇宜

改稱「禹須臾」或「禹須臾行喜」。這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時代最早

的納音五行材料，證明至遲在戰國晚期，六十甲子納音的學說已經

形成。該篇性質明確之後，就會發現書寫這篇內容的 224–237 號簡

原來的編聯順序也存在問題，結合其下書寫的〈入官〉篇，本文給

出了新的編聯方案。

關鍵詞：	睡虎地秦簡日書 納音五行 禹須臾 入官 編聯

*

*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簡帛學大辭典（項目批准號：14ZDB027）」的階

段性成果，並得到「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博士創新資助項

目」資助。



睡
虎
地
秦
簡
《
日
書
》
乙
種
所
見
納
音
五
行
說

—

兼
談

2
2
4

–
2
3
7

號
簡
的
編
聯
問
題

252 253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饒
宗
頤
國
學
院

一、前言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 224–237 號簡分上下兩欄抄寫，有兩

篇內容，上欄原無篇題，整理者據簡文內容擬題作「干支篇」，下

欄自帶篇題「入官」。1 本文主要討論〈干支〉篇，但不可避免地會牽

涉到〈入官〉篇。為方便下文討論，茲將兩篇內容具引如下：

第一欄〈干支〉篇：

□申、壬申、丙申、戊申。（224A）

辛酉、癸酉、乙酉、丁酉、己酉。（225A）

〔辛〕卯、癸卯、乙卯、丁卯、己〔卯〕。（226A）

庚寅、壬寅、戊寅。（227A）

己丑、辛丑、癸丑、乙丑、丁丑。（228A）

壬子、甲子、丙子、戊子、庚子。（229A）

壬午、甲午、丙午、戊午、庚。（230A）

癸亥、乙亥、辛亥。（231A）

⋯⋯（232A）

清且〈旦〉、食時、日則、莫、夕。（233A）

己巳、辛巳、癸巳、乙巳、丁巳。（234A）

癸未、丁未、己未、辛未。（235A）

戊戌、庚戌、壬戌、甲戌、丙戌。（236A）

戊辰、庚辰、壬辰、丙辰。（237A）

第二欄〈入官〉篇：

▍入官：春三月，丙寅、丙子，利入官。（224B）

1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年），頁

250。下文所引睡虎地秦簡《日書》，釋文部分參考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

（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及陳偉主編：《秦簡牘全集（壹）》（武漢：武漢大

學出版社，2016 年）的意見，不再另注。

夏三月，甲申、甲辰、乙巳、乙未，利入官。（225B）

秋三月，壬子、壬辰、壬申、庚子、壬寅、癸丑，利

入官。（226B）

冬三月，庚申、庚子、庚寅、辛丑，利入官。（227B）

子、丑入官，久，七徙。（228B）

戌入官，行。（229B）

亥入官， （ ）去。（230B）

申入官，不計而徙。（231B）

酉入官，有辠（罪）。（232B）

卯入官，兇（凶）。（233B）

實〈寅〉、巳入官，吉。（234B）

未、辰、午入官，辱而去。（235B）

甲寅、乙丑、乙巳，皆可見人。甲子到乙亥是右〈君〉

也，利（236B）以臨官立（蒞）政，是胃（謂）貴勝賤。（237B）

二、〈干支〉篇正名與復原

關於〈干支〉篇的性質和用途，整理者沒有說明。此後討論該

篇的學者，我們只看到劉樂賢先生和凡國棟先生兩家。劉樂賢先生

認為：

本篇似乎是一張干支表，它將六十甲子按五支排列。

《日書》中有五辰（甲種二七正貳）、五丑（甲種二七正貳、

乙種一二九）、五巳（乙種四二貳）、五酉（乙種一一三）

等五支記日法。本篇的干支表似乎就是為了查閱五支而設

的，當然也可能還有別的用途。簡文除五酉、五丑、五

子、五巳、五戌齊全外，其餘都有殘缺，可以一一補齊。

第二三二簡上部可能有字（不可能是本篇的內容），

也可能沒有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