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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簡柒〈趙簡子〉初探

顧史考
耶魯—新加坡國立大學學院

〈趙簡子〉為《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的一篇重要戰國出

土竹書，敘述晉國卿趙簡子（趙鞅）與晉國卿范獻子（士鞅）及晉

國大夫成剸（鱄）的兩次小對話。本文先收集各家對字詞釋讀之說

而列出新釋文，接著對趙簡子的歷史背景及其政績的相關文獻記載

加以陳述，以便對進一步探討該篇提供參考之資。同時亦基於相關

歷史背景而對文中「受將軍」、「為將軍」兩詞提出新的解釋。

關鍵詞：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清華簡）　趙簡子　范獻子　晉國　

春秋歷史　《左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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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的〈趙簡子〉篇，共十一枝簡，

除了第 11 簡有所殘缺外則基本完整，敘述的是晉國卿趙簡子（趙

鞅）與晉國卿范獻子（士鞅）及晉國大夫成剸（鱄）的兩次小對話。

本文範圍極小，下節先收集各家對字詞釋讀之說而開列新釋文，末

節則對趙簡子的歷史背景及其政績的相關文獻記載加以陳述，庶幾

作為進一步探討此篇的參考之資。

二、〈趙簡子〉釋文 1

▌ （趙）柬（簡）子既受 （盟）2 （將）軍 3，才（在）

1 以下的釋文，凡未加注者皆以整理者原釋文為準；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
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上海：中西書局，2017 年），
頁 107–111；而與原釋文不同之說則盡量出注（學者各說之出處見本文末的「引用
書目」）。在此，「▌」表示完簡的界限，「（）」表示所採讀法，「〈〉」表示定正之

訛字，而「□」表示因簡殘斷而缺之字。

2 「 」：整理者謂其中間部分可釋為「黽」或「龜」，當為聲符，字蓋「作將軍的限定

語」。又謂其中間部分或視為「蠅」省聲，字讀為「承」，訓為「繼」，「受承」即「繼

承」義，而「將軍」乃動賓結構。以上具見《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頁 108
注 1。依彼讀如「黽」的思路，楊蒙生讀為「命」，謂「受命將軍」指「趙簡子繼承
父職而被命為將軍」，而下文「今吾子旣為 將軍已」中的「 將軍」則「直接稱為『命

將軍』」；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石小力整理）：〈清華七整理報告補正〉，2017
年 4月 23日。下載自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
研究」網站（以下簡稱「清華出土文獻網」），網址：http://www.ctwx.tsinghua.edu.
cn/publish/cetrp/6831/2017/20170423065227407873210/20170423065227407873210_.
html。陳偉亦支持讀為「命」，謂「命將軍」蓋「類似於命卿，是得到天子任命
的將軍。」見氏著：〈也說楚簡从「黽」之字〉，2017 年 4 月 29 日。下載自武漢
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站（以下簡稱「武漢簡帛網」），網址：http://www.
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92。程浩則讀為「孟」，訓為「長」，而以「孟將
軍」為「上將軍」的別稱。見氏著：〈清華簡第七輯整理報告拾遺〉，2017 年 4 月
23日。下載自清華出土文獻網，網址：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
rp/6831/2017/20170423070443275145903/20170423070443275145903_.html。又，「武
汶」（第 3樓）疑可讀為「元」，而謂「元將軍」或與「元帥」相當；「黃縣人」（第
5樓）疑可讀為「偏」。俱見「清華七〈趙簡子〉初讀」，2017年 4月 24至 25日 23
日至 11月 8日。下載自武漢簡帛網．簡帛論壇，網址：http://www.bsm.org.cn/forum/
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59。許文獻則讀為「裨」而在此訓作「副」或
「偏」；見氏著：〈清華七《趙簡子》从黽二例釋讀小議〉，2017年 5月 8日。下載自
武漢簡帛網，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801。從「蠅」省聲
的角度而論，陳治軍讀為「正」或「上」；見氏著：〈清華簡《趙簡子》中从「黽」字

釋例〉，2017年 4月 29日。下載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以下
簡稱「復旦出土文獻網」），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3017。王
寧則視此字為「尚」之或體而讀為「上」；見氏著：〈史說清華簡七《趙簡子》中的「上

將軍」〉，2017年 5月 10日。下載自復旦出土文獻網，網址：http://www.gwz.fudan.
edu.cn/Web/Show/3041。此外亦有其他釋讀方法，多不足據，今不一一提之。筆者今
以「黽」為聲符而讀為「盟」，說見下節。郭店簡〈窮達以時〉第 7簡及清華七〈子
犯子餘〉第 12簡等亦有相近之字，然其下部从「日」而非「𠬞」，讀法或與此字不同。

3 「𨟻（將）軍」：如前注所述，整理者謂「一說」視為動賓結構，今亦如此視之。按，

《左傳》閔公元年冬傳：「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

萬為右」，是亦「將軍」當動賓結構之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