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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保训》篇自在 2009 年第 6 期《文物》上

发表以来，引发了海内外学者的热烈讨论。讨论内容

涉及字词释读，“中”的概念，“河”的指向，《保训》的

性质、体裁、年代，《保训》与《逸周书》关系，《保训》字

（清华大学历史系， 北京 100084）

清华简《保训》篇释读

刘 丽

我过去曾有小文说明，古文字中“原来有两个

‘ ’字，一为古‘堆’字，一为古‘师’字，后来在文字

演变中逐渐混淆……《说文》混二者为一，和对‘追’

字的理解有关。”④许慎讲“追”是形声字，认为其所从

是作为古“堆”字的“ ”，此说的缺点已为罗振玉、

杨树达先后指出。 杨树达先生在《释追逐》一文里指

出“‘追’、‘逐’皆为会意字，在甲骨文中两者用法划

然不紊。 ‘追’所从为‘师’，义为人众，‘逐’所从为

‘逐’，推 广 之 为 兽，故‘追’字 用 于 人，‘逐’字 用 于

兽。”⑤现在看清华简，这种混淆在战国时人的理解中

已经存在了。

其二是：“逐”也可以视为一个形声字。

清华简《说命下》有一句是：“余柔远能逐”⑥，注

释指明，“柔远能迩”一语见于《尚书·舜典》和大克鼎

等西周金文。简上的“逐”不是追逐的“逐”字，而是一

个从“豕”声的形声字。“豕”古音书母脂部，故可读为

日母脂部的“迩”（《说文》“ ”字或作“ ”）。

这就给我们一个暗示，《保训》简文里的“ ”字

也 可 能 不 是“追”，而 是 一 个 从“ ”声 的 形 声 字。

“ ”在这里读为“师”，这个“ ”字也当读为“师”。

现在让我们再依此重读简文。

“昔微假中于河”，是说上甲微因其父王亥被有

易害死，依借河伯战胜有易。 “假”在这里是凭借、依

靠的意思⑦，“假中于河” 即凭靠河伯能禀持中道，公

正行事，终能使有易服罪。

“乃 （师）中于河”，是说上甲微从河伯那里传

习了中道。“师”字意为学习效法，如《尚书·益稷》“师

汝昌言”。

这样，我们便可以确定《保训》所说文王传的宝

训确是中道，与《论语·尧曰》、《礼记·中庸》等儒家文

献有一定联系，也正是后世儒学道统说的滥觞。

注：
①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

简〈保训〉释文》，《文物》2009 年第 6 期；李学勤：《论 清 华

简〈保训〉的几个问题》，同上；又收入《初识清华简》。

② 梁涛：《清华简〈保训〉的“中”为中道说》，《清华简研究》第

1 辑，中西书局，2012 年。

曹峰：《〈保训〉的“中”即“公平公正”之理念说》，同上。

③ 相反的意见如郑吉雄：《先秦经典“中”字字义分析》，收入

陈致主编《简帛·经典·古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④ 李学勤：《论西周金文的六师、 八师》，《华夏考古》1987 年

第 2 期；又收入《李学勤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年。

⑤ 同④引。

⑥ 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中西书局，2012 年。

⑦ “假”有凭借义，见王力：《古 汉 语 字 典》，第 39 页，中 华 书

局，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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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风格，《保训》真伪辨析等多个议题。 据笔者《清华

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集释》的统计，截止到 2013
年 9 月底，专业学术论文已有 210 篇左右。本文是笔

者在做《保训集释》过程中的几点心得，不当之处，请

各位方家指教。

1.王念日之多鬲（历）， （恐）述（坠）保（宝）训。

学者对这句话有众多的释读， 差异主要表现在

对“鬲”字的理解上。且结合《保训》为文王遗训，大部

份学者倾向于理解为“时日不多”之意。 且学者们多

把“王念日之多历”与“多历年”相对照。

“鬲”读为“历”是正确的，正如小狐先生所言，

“三体石经《君奭》篇对应‘历’字之古文形体正写作

‘鬲’字。 ”然笔者认为，“日之多鬲（历）”与“多历年”

还是有一定差距，与《保训》此处最为契合者当为《逸

周书·小开》“王念曰多□”。对此蔡伟先生《据清华简

校正〈逸周书〉三则》指出：“《逸周书·小开》：‘维三十

有五祀，王念曰多□，正月丙子，拜望，食无时……维

周于民人谋竞，不可以[藏]，后戒后戒，宿不悉，日不

足。 ’过去研究《逸周书》的学者，都认为‘王念曰多

□’这句话是错简……今按清华简《保训》‘（维）王

五十年，不豫，王念日之多鬲，恐坠保训……’我们

认为，《逸周书·小开》的‘王念曰多□’，当作‘王念日

多 ’。 曰、日讹混，古书习见。 当然，所缺之字也有

可能是与“鬲”音同或音近的字。 ”

此说甚是有理。然而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即清华

简错了。 简的抄写者混讹了曰、日，后来觉得文意不

通，又添加了“之”，这从《保训》简 1“之”与上下文的

间隔可以看出。“之”可能如李学勤先生所言，为后来

补加，则原文可能为“王念曰多鬲（历）”。

然而，无论是“王念曰多鬲（历）”还是“王念日之

多鬲（历）”，笔者认为，“多历”可能与天文历法、日月

星辰有关。 《类篇·日部》：“历，历象也。 ”《大戴礼记·

曾子天员》：“圣人慎守日月之数， 以察星辰之行，以

序四时之顺逆，谓之历。”《保训》“多历”异于常历，所

以文王才会“恐坠保训”。 此处疑为日、月食之类。 这

从《逸周书·小开》“正月丙子，拜望，食无时，汝开后

嗣谋”中也可看出 ,正是出现了“多□”，而“拜 望”、

“开后嗣谋”。 朱佑曾：“望， 日月相望也。 《周礼·太

仆》：‘赞王鼓，日月食，亦如之。 ’《春秋传》：‘日食则

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 ’月食无文，准《太仆》之

文，当亦用币，故云拜望。 王见月之眚，念德之明，若

天诏之，开后嗣谋也。 ”[1]古人认为出现日月食（一种

异象）是上天的警示，因此常对此十分恐惧与重视。

古籍中不乏这样的例子。 文王五十年，天有异象，且

王又“不□”，因此才“恐坠保训”。 对照《逸周书·小

开》，似乎“日之多鬲（历）”不应该理解为对“时日不

多”的恐惧。

至于“保训”，笔者认为把与《保训》相似文献排

在一起，或许能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逸周书·文儆解》：维文王告梦，惧后嗣之无保，

庚辰诏太子发曰：“汝敬之哉！ ”

《逸周书·文传解》：文王受命之九年，时维暮春，

在鄗召太子发曰：“呜呼！我身老矣，吾语汝我所保与

我所守，传之子孙。 ”

《逸周书·武儆解》：“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梦，

丙辰，出金枝，郊宝，开和细书，命诏周公旦立后嗣，

属小子诵文及宝典。 ”

《尚书·顾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 甲子，王

乃洮颒水。相被冕服，凭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

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 王

曰：“呜呼！ 疾大渐，惟几，病日臻。 既弥留，恐不获誓

言嗣，兹予审训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

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在后之侗，敬迓天

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 今天降疾，殆弗兴弗

悟。 尔尚明时朕言，用敬保元子钊弘济于艰难，柔远

能迩，安劝小大庶邦。 思夫人自乱于威仪。 尔无以钊

冒贡于非几。 ”……太史秉书，由宾阶隮，御王册命。

曰：“皇后凭玉几，道扬末命，命汝嗣训，临君周邦，率

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扬文、武之光训。

笔者在 2010 年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读书会上

认为“保训”应该分读，理由是简文后面“发， （朕）

疾 甚， （恐）不女（汝）及训。 昔歬（前）人 （传）

保（宝），必受之以詷。”是明显分开的，后来也有学者

提出了类似意见①。 现在看来，“保训”还是应该作为

一个整体为好，这与对“保训”的理解有关。“保”应该

如字读，类似于《逸周书·文儆解》：“维文王告梦，惧

后嗣之无保”以及《文传解》：“我身老矣，吾语汝我所

保与我所守”中的“保”。正如李零先生所言：“保”，本

义是养护小孩，字形象人抱子，古人训养、训安、训

守、训持、训护、训佑，皆从此义生……《尚书》，“保”

字多见，往往和受命有关。受命而保，保什么？保的是

上天和先王所授之命。 王位、土地、民人、美德，都在

所保之列[2]。 “保训”即是对武王的训诫，训诫内容则

为“保”，即文王“所保与所守”，具体在《保训》中则

为“中”，很明显，“中”与“用授厥绪”及“受命”有关。

子居先生认为：“保训，即所保天命之训。 ”是有道理

的②。 至于简后文分读， 笔者认为这正是对 “保”和

“训”内涵的解释，并不影响“保训”作为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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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命》中的“文、武大训”可能就是“保训”。

从上文提及的《逸周书》的相关篇章可以看出，

文王对于后嗣所言常有不同之处，这表明文王一直

在探索中，寻求最好的守国、治国之道。 《保训》简后

文文王言“发，敬才（哉）！ 朕闻兹不旧（久），命未又

所延。 ”更表明了这点。 一直在临终之前，文王还把

“闻兹不久”的“中”告诉武王，希望武王能够因此同

舜和汤一样受大命。 这种立国之初的焦虑和急切感

在 武 王 身 上 也 表 现 得 十 分 明 显，《逸 周 书·度 邑》：

“我所未定天保， 何寝能欲？ ”《大戴礼记·武王践

祚》：武王践祚三日，召士大夫而问焉，曰：“恶有藏

之约，行之行，万世可以为子孙常者乎？ ”诸大夫对

曰：“未得闻也。 ”然后召师尚父而问焉。 曰：“黄帝、

颛顼之道存乎，意亦乎不可得见与？ ”师尚父曰：“在

丹书。 王欲闻之，则斋矣。 ”《上博简七·武王践祚》：

武王问于师尚父，曰：“不知黄帝、颛顼、尧、舜之道

在乎？ 意微丧不可得而睹乎？ ”师尚父曰：“在丹书。

王如欲观之，盖斋乎？ 将以书见。 ”虽然有文王之训，

然而，武王践祚三日还是问师尚父关于“藏之约，行

之行，万世可以为子孙常者”以及“黄帝、颛顼、尧、

舜之道”，焦虑和急切的心情可见一斑。

2.朕疾 甚。

从字形上看，不同于同篇中简 1 和简 4 中

的 ，而与简 7 中 （帝）的写法近似，整理者隶定

为“ ”的意见可从。或当如李学勤先生所言，“清华

简屡见‘壹’字，左旁都是这样的，其结构可参看金

文‘懿’字。 西周中期的师□鼎铭文中有‘孙子一甚

皇辟壹德’，《管子·霸形》有‘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

矣’，简文‘壹甚’，也就是‘一甚’。 ‘一’或‘壹’是强

调语气的助词。 ”[3]《战国策》中有类似的记载：春申

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春申君曰：“何谓无

妄之福？ ”曰：“君相楚二十余年矣，虽名为相国，实

楚王也。 五子皆相诸侯。 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

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当国，如伊

尹、周公。 王长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称孤，因而有楚

国。 此所谓无妄之福也。 ”[4]又《吕氏春秋?孟春纪?贵

公》：“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病矣，渍

甚，国人弗讳，寡人将谁属国？ ’”高诱注：“渍，亦病

也。 ” ，为强调语气的助词，当无异议，但这到底是

什么字，还有待进一步讨论，孟蓬生先生释为“渐”

的意见或可从[5]。

3.昔前人 （传）保（宝），必受之以詷。

当是“人”字。我们可以从同篇的相关字形可

以看出。 简四的“小人”合文作“ ”，也是左边的一

撇弯曲；又如简 7 的尧字“ ”其下左边一撇也作弯

曲形。 这可能是《保训》里的特殊写法，并不是笔误。

这也正证明了《保训》字体的独特之处。

“昔前人 （传）保（宝），必受之以詷”的“詷”当

同于《顾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 甲子，王乃洮

颒水。 相被冕服，凭玉几。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

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 ”中的

“乃同”。 葛志毅先生有文表明了相似的意见，认为

此“同”必与《书·顾命》相参证方可明白，但与“在后

之侗”一句无关。 《顾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

甲子，王乃洮颒水，相被冕服，凭玉几。 ”此与《保训》

篇首文字相近，但《顾命》接下去则曰：“乃同召太保

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

御事，王曰”，以下即成王顾命之辞。 按“同召”即召

集诸公侯大臣共同聆听成王顾命，此即相当于所谓

“昔前人传宝，必受之以詷”，詷者共同，相当于所谓

“同召”。 但因文王病重，恐来不及召集众位大臣，故

只好主要训命武王一人 [6]。 笔者赞同葛先生意见，

《保训》此处的“同”与“在后之侗”无关，而当与后文

对照，但不同意与“同召”相对读。

对于《顾命》这段话的理解，杨遇夫先生有云：

“云召可矣，何必言同召乎？ 余疑‘乃同’二字当为

句，同谓会同，所 谓 ‘殷 见 曰 同 ’。 ” [ 7 ] 则 《顾 命 》此

句 当 为 ：“惟 四 月 ，哉 生 魄 ，王 不 怿 。 甲 子 ，王 乃

洮 颒 水 。 相 被 冕 服 ，凭 玉 几 ，乃 同 。 召 太 保 奭 、芮

伯 、彤 伯 、毕 公 、卫 侯 、毛 公 、师 氏 、虎 臣 、百 尹 、

御 事 。 ”此 说 甚 是 有 理 。 《周 礼·秋 官·大 行 人 》：

“殷 同 以 施 天 下 之 政 。 ”郑 玄 注 ： “殷 同 ，即 殷 见

也 。 ”文 王 临 终 传 保 必 是 一 件 大 事 ，殷 同 可 能 是

必 要 的 ，如同《顾命》。 但因 文 王“疾 甚”、“疾 允

病 ”，“ （恐 ）弗 念 （堪 ） （终 ）”，所 以 才 取 消 了

“同”，改换了另一种形式“以箸受之”。 很多学者根

据“詷”与“箸”的相对位置，认为“詷”当读为“诵”。

这是有道理的，“詷”的过程可能主要就是“诵”。

4.钦才（哉）！ 勿淫！

，当隶作“泾”字。 郭店简《唐虞之道》里有

字，《缁衣》里有 字，根据上下文义，读为“淫”较

好，形近讹混。 此处大概也应是“淫”字的讹混，放

滥、懈怠之意。 《周礼·天官·官正》：“去其淫怠与其

奇 之民”，郑玄注：“淫，放滥也。怠，解（懈）慢也。”

淫怠义应相近。 《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师尚父西

面道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 义胜欲

者从，欲胜义者凶。 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

者灭废，敬者万世。 藏之约，行之行，可以为子孙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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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此言之谓也。 ”“敬”与“怠”相对。 《尊德义》 字，

《唐虞之道》 字，《性自命出》 字， 字形均与此字

右边相似，皆读作“轻”[8]。 然《尊德义》里有“淫”字，

作 形，为古文四声韵古文，与“巠”区别明显，也许

别具深意。 然《唐虞之道》“ ”右边却与“巠”是一样

的。 其实对于《唐虞之道》与《缁衣》里的“泾”的释读

也还存在争议。 这里暂且存疑。

5.不讳于庶万眚之多欲，氒（厥）又（有） （施）

于上下远埶（迩）。

《容成氏》：“乃因迩以知远，去苛而行简，因民之

欲，会天地之利夫，是以近者悦治，而远者自至，四海

之内及四海之外皆请贡。 ”《墨子·尚贤中》：“是故上

者天鬼富之，外者诸侯与之，内者万民亲之，贤人归

之，以此谋事则得，举事则成，入守则固，出诛则疆。

故唯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人所以王天下、 正诸

侯者，此亦其法也。”《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与！

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

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朱熹集注：“舜之所以为大知

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诸人也。迩言者，浅近之言，犹必

察焉， 其无遗善可知。 然于其言之未善者则隐而不

宣，其善者则播而不匿，其广大光明又如此，则人孰

不乐告以善哉。 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 盖凡物皆

有两端，如小大厚薄之类，于善之中有执其两端，而

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 ”[9]

或可作为此两句的参考。

6.易立埶诣。

廖名春先生和陈伟先生曾有讨论③，也即是后来

清华简整理者的意见。易，治也。立，卽“位”，指职位、

官爵。 埶，文书簿籍。 “易”与“设”相对互文，有修治

义。 《墨子·尚贤中》：“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诸侯

与之，内者万民亲之，贤人归之，以此谋事则得，举事

则成，入守则固，出诛则疆。 故唯三代圣王尧舜禹汤

文武之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也。 既曰

若法，未知所以行之术，则事犹若未成，是以必为置

三本。何谓三本？曰：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

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故古圣王高予之

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夫岂为其臣赐

哉，欲其事之成也。 ”这段话中提出了圣王王天下之

法以及具体实施内容，或可作为“易立埶诣”的脚注。

7. 测 侌 （ 阴 ） （ 阳 ） 之 勿 （ 物 ）， 咸 川 （ 顺 ）

不 （逆）。

《大聚解》：“闻之文考，来远宾，廉近者，道别其

阴阳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和《保训》记载有

些相似之处，或可参考。

，从图片上看，中间的一笔是穿过最下面横

画的。很多学者已经从字形上进行了比对，当隶定为

“ ”无疑，读为“逆”。但是郭店简，上博简，包山简中

均有“逆”字，从辵从屰，此字左旁为何从“言”，还未

可知。《和寤解》：“德降为则，振于四方，行有令问，成

和不逆，加用祷巫，神人允顺。 ”或可参考。

8. 甬（用） （作）三 （降）之悳（德）。

“三降之德”不见于文献，目前学者们也没有统

一的意见。 不过可以根据传世文献窥见一丝线索。

《尚书·舜典》：“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

庸命巽朕位。 ’岳曰：‘否德忝帝位。 ’曰：‘明明扬侧

陋。 ’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 ’帝曰：‘俞，予

闻，如何？ ’岳曰：‘瞽子。 父顽，母嚣，象傲，克协。 以

孝蒸蒸，乂不格奸。 ’帝曰：‘我其试哉。 女于时，观厥

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

慎徽五典，五典克従；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

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 帝曰：“格！

汝舜。 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三载。 汝陟帝位。 ”舜

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可见，“德”对

于践帝位的关键性。 据《保训》记载，也正是有“三降

之德”，才有“帝圥（尧）嘉之，甬（用）受（授）氒（厥）

绪。”对照《舜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

熙”，“三降之德”或与此有关④。然“降”字确实多次出

现在典籍中，且有与德相关的例子，如《尚书·大禹

谟》：“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 ”《逸周书·成

开》篇：“二显父登德，德降为则，则信民宁。 ”《逸周

书·和寤》：“德降为则，振于四方。 ”又《国语·周语

中》：“襄王十三年，郑人伐滑。王使游孙伯请滑，郑人

执之。 王怒，将以狄伐郑。 富辰谏曰：“不可。 古人有

言曰：‘兄弟谗阋、侮人百里。 ’周文公之诗曰：‘兄弟

阋于墙，外御其侮。’若是则阋乃内侮，而虽阋不败亲

也。郑在天子，兄弟也。郑武、庄有大勋力于平、桓；我

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子颓之乱，又郑之繇定。 今以

小忿弃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无乃不可乎！ 且夫兄

弟之怨，不征于他，征于他，利乃外矣。 章怨外利，不

义；弃亲即狄，不祥；以怨报德，不仁。 夫义所以生利

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义则利不阜，不

祥则福不降， 不仁则民不至。 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

者，故能光有天下，而和宁百姓，令闻不忘。王其不可

以弃之。”14“三德”或指义、祥、仁。或者当如有些学者

意见，“三降之德”与《大戴礼记·四代》：“子曰：有天

德，地德，有人德，此谓三德。三德率行，乃有阴阳，阳

曰德，阴曰刑。”及《尚书·洪范》云：“三德：一曰正直，

二曰刚克，三曰柔克。 ”相关问题，还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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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守奎

清华简《筮法》是一篇《易》类文献，由画、图、表、

数、符号和文字解释构成，行款有横有竖、有正有反。

《汉书·艺文志》载《易》类古书有“古杂八十篇，杂灾

异三十五篇，神输五篇，图一”等，其中有“图”，《筮

法》从形式上说或可称为“筮图”，其内容讲针对各类

命占的到占筮方法，讲到卦、爻、象、方、位等等，内容

丰富而复杂， 为解开筮法之谜提供了主要的材料。

《筮法》蕴含的信息量很大，本文只就其文字上的一

些特点做一简单描述。

一、书写端庄工整

清华简全部是古书，内容多为经史，与已出的郭

店简、上博简的古书相比，其文字书写的整体风格就

是端庄工整①，《筮法》类字迹尤其端庄。笔走中锋，字

字规矩，笔笔不苟，是非常专业老道的抄手的精心之

作。 除了字迹工整外，还有两点也值得关注：

第一，行款刻意求工整。 由于是图表的形式，全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北京 100084）

清华简《筮法》文字与文本特点略说

注：
① 参李守奎《〈保训〉二题》，《出土文献》第一辑，清华大学出

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中西书局，2010 年 8 月。 ）、王

进锋：《清华简〈保训〉词句再笺（三则）》（武汉大学简帛研

究中心网站，2011 年 4 月 9 日。 ）、刘信芳《清华简（一）释

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1 年 9

月 9 日)等文

② 子居：《清华简〈保训〉解析（修订版）》，《学灯》第十二期。

③ 陈 伟 .〈保 训〉 词 句 解 读， 武 汉 大 学 简 帛 研 究 中 心 网 站，

2009-07-13。 又刊于《出土文献》第一 辑，中 西 书 局 2010

年 8 月。 廖名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 初读

续》，清华大学简帛研究网，2009 年 6 月 20 日。

④ 周 凤 五：简 文 此 字 左 从 阜，右 从 二 倒 趾 形 ，下 从 止 ，确 为

“降”字无疑，但此处当读作“陟”，这是楚简特殊的用字现

象，即一组反义词的两个字，若字形由《说文》“六书”的“会

意”构成，以字形相反为义，则二词可共享一形，读法由上

下 语 境 决 定……简 文“三 陟 之 德”语 出《尚 书·舜 典》：“帝

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三载，汝陟帝位。”……

又“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原来，所谓“三陟”，是

说舜被尧试用九年，每三年考核一次，历经九年三次考核，

舜的功绩卓著，于是帝尧遂将帝位禅让给舜。（《清华简〈保

训〉 重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五周年纪念会论文集》，

201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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