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子儀》歌、隋與幾個疑難字的釋讀 

—兼及《子儀》的文本流傳 

 

                                 趙平安 

 

 

    清華簡《子儀》是一篇描寫春秋故事的重要文獻。簡文講述秦晉殽之戰以後，秦穆公為

了與楚修好，主動放歸子儀的事情。簡文對放歸過程，特別是秦穆公與子儀的對話有詳細描

述，是瞭解殽之戰前後秦、晉、楚三國關係與春秋外交辭令的珍貴史料。 

    文中三處出現歌字，特別引人注目。為便於觀覽理解，特將簡文移錄如下： 

       公命 韋 （昇）  （琴）奏甬（鏞）， （歌）曰：“ = （遲遲） 可（兮）， 

= （委委）  可（兮），  徒 所遊又步裡謱 也。”和 （歌）曰：“湋水可（兮）

遠 （望），逆 （視）達化。 （汧）可（兮）非=（霏霏），渭可（兮）滔=（滔滔），

楊 （柳）可（兮）依=（依依），亓(其)下之 =（淏淏）。此 （慍）之昜（傷）僮，是

不攼而猶僮，是尚求叔（蹙）易（惕）之怍，凥（處） （吾） （以）休，萬（賴）子

是救。”乃命 （昇） （琴）訶（歌）於子義（儀），楚樂和之曰······
1
 

                                                               簡 5-8 

    其中歌字分別作： 

（簡 5） 

（簡 6） 

（簡 7） 

之形。三個歌字可以分為兩組，簡 5、6 為一組，簡 7為一組。簡 7 為楚文字常見的寫法。
2

三晉文字也有這種寫法，作人名或地名。
3
由於三晉文字地名“朝訶”，傳世文獻作“朝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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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也有學者指出“三晉文字以訶為歌”。
4
簡 5、6的寫法系別不明，屬於首見字形。 

    要正確理解簡 5、6 中的字，必須先瞭解歌字的來源和構形。這方面目前已有比較一致

的意見，而以裘錫圭先生的說法最具代表性。他說： 

        從字音和甲骨（引者注：指 、 之類）金文（引者注：指 、 之類） 

的字形來看， “ ”顯然是從“何”字分化出來的一個字。甲骨、金文的 “ ” 字 

象人荷物而張口出氣。人荷物或從事其他重體力勞動時，呼吸的動作比較顯著（即一般 

所謂“氣粗”）， “ ”字訓“息”或“氣粗”，正與字形表示的意義相合。 “ ” 

與“歌”形音並近，這恐怕不是偶然的（金文“歌”作“訶”，從“可”聲，見《金文 

編》621 頁）。荷重或從事其他重體力勞動者，往往發出有節奏的呼喊聲如“杭呵”“杭 

育”之類，以減輕疲勞的感覺。這種呼喊聲大概就是最原始的歌。“歌”很可能就是由 

 “ ”派生出來的一個詞。
5
 

    參照裘先生的意見，我們知道訶字從言、可聲，是歌的異體字
6
。而簡 5、6 中的字也可

以分析為“可”聲，比較費解的只是其中“克”的部分。 

根據現在對克字形體的認識
7
，很難說它的意義與歌字有關。過去一般依據《說文》篆

文，釋克為“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從古文字構形看，這個說法顯然是靠不住的。早期

的克字作如下之形： 

甲骨文： （合 13709 正）   （合 15190）  （合 31821） 

金文： （利簋） （井侯簋） （公克錞） 

殷滌非先生指出字上象胄形，結合胄字來看，也許是正確的。
8
字的下部，象盾的側視形。

9
我

認為，這個字很可能是用胄和盾的組合來表示“克”、“勝”一類的意思。因此目前看來，

無論是按照老的說法還是新的說法，都很難說克和歌在意義上有什麼聯繫，我們只能從聲音

上來理解克與歌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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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2008 年，第 542 頁；或看作歌的異體或專字，如李守奎《楚文字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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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和《說文》言部訓“大言而怒也”的“訶”看作同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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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字下與古文字“屯”僅一筆之差。目前還不清楚古文字“屯”的構形，很可能“屯”是“盾”的初文。 



   “克”是職部溪母字，“可”是歌部溪母字，“歌”是歌部見母字，克與歌聲母很近。

在一般的古音專家眼中，職歌兩部遠隔。其實仔細尋繹，兩韻之間也有割不斷的關係。古書

中兩部字有通假之例。如《周禮·大宗伯》：“收 辜祭四方百物。”鄭玄注：“故書 為

罷。” 乃籀文副字。副，職部滂母，罷，歌部並母，即其佳證。同源詞中，兩部亦有韻

轉關係。如《說文》牛部：“犕，《易》曰：犕牛乘馬。今本《周易》作“服牛乘馬”。又

革部：“鞁，車駕具也。”《字彙》革部：“犕，服駕牛馬也。”犕，職部並母，鞁，革部

並母。《說文解字》聲訓中，歌部字與職部字也有交替。
10
史存直先生曾說：“古音之幽兩部

相涉是常見的現象，而且有時會旁涉到鄰近的韻部，和之部相近的是脂支，和幽部相近的是

侯魚兩部。”
11
黃綺先生曾撰《論古韻分部及支之脂三部是否應分為三》，主張支之脂三部相

合，文中列舉大量例證。
12
孟蓬生先生在談同源詞通轉關係時，曾專列“之類與歌類”，並

舉有若干實例，也可以參看。
13
因此從實例和音理兩方面看， 字都可以看作雙聲符字。我

們覺得這可能和方言的因素有關。 

    字從克聲，對於我們釋讀三晉文字中兩個從克聲的字很有幫助。 

    三晉文字有一個從欠、克聲的 字
14
，作 

侯馬七五：三  比  

侯馬九二：五  比  

侯馬二〇〇：四四  比  

之形。又有從疒、克聲的 字
15
，作 

侯馬三：一七  比  

侯馬三：一一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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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馬一九五：七  比  

侯馬三：一五  比  

璽彙 0476  王  

璽彙 1543  孫  

之形，都用作人名。這兩個字侯馬盟書整理者都放在 字底下，作一字處理。
16
在侯馬盟書

中， 和 有可能是指同一人，但是作為文字還是應該當作兩個字來看比較妥當。這裡

從絕大多數學者的意見，把它們處理成兩個字。雖然如此，它們相當於後世什麼字，仍然搞

不清楚。 

    這兩個字應分析為從欠、克聲和從疒、克聲
17
，我們認為，根據《子儀》篇中克可以在

中作雙聲符的情況，可以分別釋為 和疴。 

   《子儀》篇中還出現了著名歷史人物 “ 貨”： 

        乃張大侯於東奇之外，豊（禮）子義（儀），亡（無）豊（禮） （隋）貨，  

    （以）贛（竷）。
18
 

                                                                      簡 4-5 

貨就是隋會
19
。 字原作 

 

之形。 本是晉國的一個地名，後以地名為氏。它的寫法和湖北境內的隋氏很不相同，極

具特色。《通志·以國為氏》：“隨氏，侯爵，楚滅之，子孫以國為氏。又杜伯之玄孫為晉大

夫，食采為隨，曰隨會。子孫以邑為氏。之隋，去辵作隋。”隋氏有兩個不同來源，不同來

源的隋寫法不同。隋會的隋《子儀》作 。包山楚簡也多見隋氏，是在 上增加邑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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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旁，或田旁，或者省略一部分形體。
20
這個隋就是湖北境內的隋氏。從東周金文來看，包

山簡隋氏的寫法最早用為國名，是在 上加邑旁
21
。《系年》第 9、10、14 章也有隋會（簡

51、54、66），隋作 之形，第 15 章“昭王歸隋”（簡 84）的隋（即湖北境內隋氏之隋），

從 從邑，表明《系年》的書寫者（戰國楚人）寫隋會之隋和寫湖北境內的隋氏的隋還是

有所不同。看來，兩種不同來源的隋一直保持著字形上的區別。《子儀》和包山簡的隋，根

本區別在於一個從禾，一個不從禾（往往從邑或其他義近形旁）。隋是歌部邪母字，禾是歌

部匣母字，禾應是綴加上去的聲符。種種跡象表明， 很可能不是楚文字的寫法。 

    在三晉文字中有一個 字
22
，原形作 

集粹 89  困頁（首） 

之形，也是氏名，參照《子儀》簡文 字，這個字也可以釋為隋字。 

上博簡《容成氏》也有此字，作 

之形。簡文說： 

        於是虖（乎）方囩（圓）千里，於是於（乎） （持？）板正立（位），四向   

    禾（和），褱（懷）以逨（來）天下之民。
23
 

                                                                        簡 7   

也可以釋為隋，讀作“隨”。“隨和”指應和、依附。《漢書·梅福傳》：“及山陽亡徒

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党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簡文用為動詞。 

 字還可以從心作，見於郭店簡《緇衣》： 

        子曰：可言不可行，君子弗言；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則民言不 （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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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調整。此條初稿未及，蒙周波先生提示加入，釋讀也是他的意見。 



    不 （危）言。 

                                                               簡 30-32 

字今本作“危”，裘錫圭先生按語指出：字當從“禾”聲，讀為“危”。
24
我們認為這個

字應理解為憜字的異體。憜在歌部定母，可以讀為“危”。 

    以上，我們根據《子儀》篇歌和隋字釋讀了古文字中的幾個未釋字。這幾個未釋字似頗

與三晉文字有關。歌和隋與三晉文字的這種關聯，似也可以說明《子儀》篇具有一定的三晉

文字特點。 

從《子儀》篇內容來看，大約原來應是秦人的作品。從通篇文字風格來看，《子儀》總

體上系用楚文字書寫。上揭三晉文字的要素，應是受三晉文字影響的產物。很可能，《子儀》

由秦傳到晉，再由晉傳到楚，畢竟此篇內容與晉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當然，也可能是由秦直

接傳到楚，而書寫此篇的人熟悉晉文字，所以把晉文字的一些寫法攙雜進去了。實際情況究

竟如何,有待於更多的材料來進一步驗證。 

 

（本文初稿完成後，曾請周波、袁金平、湯志彪、沈之傑、劉剛等先生審看，蒙提出寶貴意

見，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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