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博九 ？ 陈公治兵》 读

洪德荣
＊

摘 要 ： 《上博九
？

？
东公治兵》 是楚简中与 兵学相关的文献 ， 内容涉及楚

国过往的战争历史和带兵治军的方法 ． 简文中 的味公虽 于史无征 ， 但所提到

治军的兵法 ， 对兵学文献的研究 ， 也具有相 当 的价值。 本篇简文虽大致能通

读 ， 但残断之处不少 ， 也增加 了阅读理解上的困难 。 今在有关学者的基础上 ，

针对简文编联提出新的次序 ， 也针对简文中可再商讨的字词 ， 诸如
“ 灾 墮”

“

怀 （倍 ） 军而栈 （ 阵 ）

”“

御逕
＂

等提出讨论 。

关键词： 编联 兵学 字词考释

—

、 前言

《上博九 ． 陈公治兵》 是楚简中除 《上博四 ？ 曹沫之阵》 外另
一

篇与兵学相关的文献 ’ 内容记载着于史无征的陈公与楚王的对话 ’ 牵

涉楚国的史事、 君王为政之道及作战的战术 。 但因为简文多有残断 ，

导致数简简文的文意无法连结通读 。 简文中的文字及字词 ’ 经过学者

们的努力 ， 已有许多考释的成果 ， 在文字通读上大抵无碍。 此外 ， 高

佑仁依简文形制与内容 ， 认为全篇部分简文应该不属于此 ’ 当另外讨

论 。

？
笔者认为髙佑仁之说值得深思 ， 很具启发。 但至少全篇在文字的

＊介 ］
台湾东 中錢博±＊￡讲师 ’ 台

｝
ｔａｉ ’ 9 7 4 0 1 。

［ 项目简介 ］ 本文的写細専
‘ ‘

国科会
’ ’

专题 ｉ？Ｊ

‘ ‘

先秦两汉兵学出土文 补助
， 计划编号 ：

ＮＳＣ 1 0 2
－

2 4 1 0
－Ｈ－ 2 5 9

－

0 3 4 ｏ

① 参高佑仁说， 简 1 6 、 1 7 、
1 8 、

1 9 、 2 0 的长度与其他简不相合， 内容又属于抽象的兵法理途 ， 因

章？ 武汉 帛网＾ ：ｉ寸论Ｋ ， 《 〈 （＾■治兵 〉 初读》 ， 第 3 9

楼 ， 2 0 1 3 年 1 月 1 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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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九 ■

陈公治兵》 编联校读

书写上 ， 应为同
一

人所写 。 简 1 6 至 2 0 的内容主要以兵法为主无误 ’

但竹简的长度比较主要还是要依靠原整理者的记录与图版的检视 ， 当

然亦不排除图版在拍摄编排的时候 ’ 有失真的可能 。 在有更明确的数

据或数据佐证前 ， 只能暂时将全篇的 2 0 支简视为同篇 。 因此在下文的

讨论中 ’ 仍将此数简纳入讨论及编联。 依本篇内容来看 ’ 还有将简序

重新编联的必要 ， 并针对简文中还可以商讨的字词意义 ’ 予以考释 。

二 、 释文与编联

《陈公治兵 》全篇共 2 0 支简 ， 其中简 6 、 1 5 、 1 8 上端残损 ； 简 2 、

5 、 8 、 9 、 1 7 、 1 9 下端残损 ； 简 1 6 、 2 0 上下端皆残 ， 因此在简文文意

的通读上 ， 仍有无齡然麵的地方 。 关于敝编联 ， 有诸多说法 ，

诸如苏建洲 、 高佑仁 、 张崇礼 、 林清源都提出部分简文间编排的思考 ，

现将诸家之说罗列于下 ：

苏建洲 ： 简 3 ＋简 2＋简 4
；

高佑仁 ： 简 5 ＋简 1 5 、 简 1＋简 9 、 简 1＋简 1 4＋简 9 ；

张崇礼 ： 简 1 1＋简 1 3
＋简 1 2 ； 简 8

＋简 1 4 ；

马楠 ： 简 1
—简 1 4

￣简 9
￣简 1 0—简 7—简 8 4＾—简 1 1

一简

1 3— 1 2—简
3—ｆｔｊ 2—简

4
￣简

5＋ 1 5—＾ 
1 6—Ｍ 1 7—简

1 9＋ 1 8
—

简 2 0 ；

林清源 ： 治兵组 ： 简 1 、 简 6＋简 7 ＋简 8 、 简 9 ； 战史组 ： 简

3
＋简 2＋简 4 前段 ； 阵法组 ： 简 4 后段一简 5＋ 1 5 、 简 1 6 、 简 1 7 、

简 1 8 、 简 1 9 、 简
2 0
？

。

而又因为部分简文的残损 ， 导致阅读时文意无法完全串连 。 因此笔

者吸收了 位 文编联的研究成果 ， 并认为本篇叙事的職

为楚王出行 ， 见师徒纪律涣散 ， 因此请陈公整治 ， 陈公除了 自谦无才 ’

还对楚王述说关于楚国先祖征战的
一

段历史 ’ 并提出数个关于作战的制

度和阵式的运用 ， 表达陈公 自身的兵学思想 ’ 其后陈公便让师徒的行动

① 见＾建 Ｉ^ 2 0 1 3 ｂ ；■仁 2 0 1 3 ；？ 2 0 1 3 ； 马楠 2 0 1 3 ； 術Ｓ源 2 0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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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就字论丛 隱讓！

整齐有序 ， 使楚王喜之。 今循此脉络 ，
将简文的排序列如下 ：

第
一

组 ： 1
＋ 9 ＋ 6＋ 7＋ 8 ＋ 3＋ 2 ＋ 4 ＋ 5 ＋ 1 5＋ 1 6 ＋ 1 7＋ 1 3 ＋

1 2 ＋ 1 0 ＋ 1 1 ＋ 1 4 ；

第二组 ： 1 8 ＋ 1 9＋ 2 0 。

另外值得注意的还有简 1 8 、 1 9 、 2 0 所应放入的位置 。 有研宄者已

发现此三简的长度和 内容与其他简有所不同 ，可能是其他篇章的简文 。

笔者认为若依本文编联的排序 ’ 可另立
一组 ’ 似为专门讨论兵法的篇

章 ， 或可置入简 1 7 与 1 3 之间 ， 因简 1 3 开头提到关于以车为主的作战

方式 ， 而简 1 9 的 内容显然与车战有关 ， 但三简的排序仍无法确定 。

据此 ， 今写成释文如下 ：

王还 （适 ）

①

ＳＰ之ｆｒ ， 楚邦少安， 君王安 （ 焉 ） 先
＠

居 （处 ） 灾簠 （ 峦 ）

③

之上
④

，
以瞿 （观 ） 帀 （ 师 ） 徒安 （ 焉 ） 。 命帀 （ 师 ） 徒杀取金 （禽 ）

鞅 （ 兽 ） 塞 （雉 ） （兔 ）

？
， 帀 （ 师 ） 徒乃高 （乱 ） ， 不 一既圣

（ 听 ） 命 ， 乃螯 （设 ）

？
＆（整 ） 帀 （师 ） 廷 （徒 ）。 陈公乃遙 （就 ）

军 罄 （执 ） 事人 ， 君鲁… … 九…
…此■君王不皙 （知 ） 悉 （狂 ） 之

无栽 （ 才 ） ■命番 （狂 ） 望 （相 ） 嫛 （执 事人致 （整 ） 帀 （ 师 ）

迠 （徒 ） ，
不皙 （知 ） 进帀 （ 师 ） 廷 （徒 ） 逕 （极 ）

？

于王所 ，
而罡

（止 ） 帀 （ 师 ） 迳 （徒 ） 虑 （乎 ） ■ ，
不暂 （知 ） 亓 （ 其 ） 启窣 （卒 ）

麦 （令 ）

？

行 ， 述 （遂 ） 内 （ 纳 ） 王翠 （卒 ） 而毋罡 （止 ） 帀 （ 师 ）

① 从■狮释为 “适
”

，
见苏勸Ｈ 2 0 ｔ 3ａ 。

“

适
”

有往
、
去之意。

② 先或可读
“

选
”

， 参李天虹： 《小议〈系年 〉

“

先建
＊’

ｈ ｔｔｐ ：／／ｗｗｗｉ）Ｍａ
．ｏｒｇ

．ｏｎ／ｓｈｏｗ＿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ｐｈｐ ？ ｉｄ＝ｌ 7 1 0 ｏ

③ｗｆ文 中白《＂＾糚 滅預读， ｍｍｍ ， 下文同ａ

④ 断句及
“

安
”

“

居
”

的释读从親仁 2 0 1 3 。

⑤ 网友汗＾山读＾
‘

雉
”

， 参武汉大■帛网学和寸论区 ， 《 〈陈＾治兵 〉 棚卖》 ， 第 8楼 ， 2 0 1 3

年 1 月 5 日 。

⑥ｇ山 应释为
“

観、 汉大＿帛网＃讨论区 ， 《 〈 旧々 治兵 〉 初读 》 ， 第 8楼 ，

2 0 1 3 年 1 月 5 日 ； 亦可参苏建洲 2 0
1 3ａ 。

⑦ （ 2 0 1 3 ）
、ｍｍｍ’

’

， 帛网学求地仓区’ 《 〈胨公
＾

冶兵 〉纖》 ， 第龙

楼， 2 0 1 3 年 1 月 6 日 。 林灌 Ｗ＼ 见彬譲 2 0 1 3 ， 页 1 3 4 。

⑧ 苏建洲 2 0 1 3 ａ。

⑨ 苏勸嗵读 ^

“

屯
”

， 2 0 1 3 ａ
； 穩

“

陵
”

， 髓 ’ｉ
Ａ
ｌ？ 2 0 1

3
； 纖源读

“

领
＂

， 见

林＿｜ 2 0 1 3
，
页⑶ 。 按 ：

“

爱
”“

令
”

音近可通 ，

窗或可读
“

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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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九 ？ 陈公治兵》 编联校读

七 廷 （徒 ） 虐 （ 乎 ） ？ 王 胃 （谓 ） 陈公 ：
ｒ 女 （如 ）

？
内 （ 纳 ）

王翠 （ 卒 ）

而毋罡
（
止 ） 帀 （ 师 ） 廷 （徒 ） ， 毋亦善虐 （ 乎 ） ？■ 」 陈 【公 】

． ． ． ． ． ．

战于 钞 （ 蔡 ）

②

咎 ， 帀 （ 师 ） 不塵 （
绝 ）

？
■舎 （ 熊 ） 霪 （ 雪 ）

？
、

子棘与郁 （ 巴 ） 人
？

战于駱 州 ， 帀 （ 师 ） 不鏖 （
绝 ）

■安 （ 焉 ／ 乃 ）

曼 （ 得 ） 鼷 （ 猿 ） 畀 （旗 ） 》

？

屈寄 （ 咢 ） 与郁 （ 巴 ） 命 （令 ） 尹战

于 璁 （ 息 ） 三 戬 （ 战 ） 而畤＝

（持之 ）

？

， 先君武王与 云
ｉ

5

 （ 邵 ）
人戬

于莆寞
⑧

， 帀 （ 师 ） 不塵 （ 绝 ） ？先君文 【王】
…
… 二 战于涂

？
漳之游

（浒 ） ， 帀 （ 师 ）
不饉

（
绝 ） ， 或与晋人战于两棠 ， 帀 （ 师 ） 不塵 （ 绝 ）

■女
（
如 ） 既至于钱 （仇 ）

？
人之開 （ 间 ） ， 脑

（ 将 ） 出 帀 （ 师 ）
， 既

斯 （徙 ） 军
＂

， 左右 四 司 马进于猶 （将 ） 军 ， 命出 帀 （ 师 ） 迠 （徒 ） ，

脑 （将 ） 军乃许若 （诺 ） ，
左右司 马 …

… 五 …
…之帀 （ 师 ） 迗 （

徒
）

乃 出 ， 怀 （倍 ） 军而栈 （ 阵 ） 〔
2
〕 ，
脑 （将 ） 军逡 （ 后 ） 出安 （ 焉 ） ，

名 松之曰 萁
（ 掩 ）行■女 （

如 ） ｌ

ｉ
ｙ

1
2

， 女 （如 ）逆 閲
， 女 （ 如

）
開 （ 关 ）

① 从高佑仁读为
“

如
”

参高佑仁 2 0 1 3。

“

如
”

依沈培说可读为
“

不如
”

。

② 苏建洲 2 0 丨 3 ａ ； 吴良宝 《楚地
“

昜
”

新考 》， 《古文字学论稿 》， 安徽大学出版社 ． 2 0 0 8 年 4 月 ，

页 4 3 0 。

③ 从高佑仁读为
“

绝
”

， 因简文中数次提到的战役 ， 楚国皆胜或取得伏势， 若释为
“

师不继
”

， 则与

胜利或优势的情况不符。 餘汉大学简帛网学术讨论区 ， 《 〈陈公治兵
〉
初读 》 ， 第 4 5 楼 ， 2 0

1 3

年 1 月 3 0 日 。

④ 苏建洲指出此即 《清华简 （

一

） □楚居 》 之
“

熊雪
”

， 见苏建洲 2 0 1 3ａ 。

⑤ 参李学勤
： 《包山楚简

“

郁
”

即巴国说 》 ， 《 中国文化》 2 0 0 4 年舂季号
（
总 2 1 辑 ） ，

2 0 0 4 年 6 月 ，

页 丨 4 

￣

 1 7 ； 吴良宝 ：
《战国楚简地名辑证》

，
武汉大学出版社 ，

2 0 1 0
， 页 3 3 

￣

 3 4 。

⑥ 单育辰应读为
“

纖
”

， 于动物名加鼠旁 ， 曾侯乙简常见 ， 见单育辰 2 0 1 3 。

⑦ 林清源读为
“

持
”

， 见林凊源 2 0
1 3 ， 页 1 3 3 。

⑧ 武汉大学简帛网学术讨论区 ， 《 〈陈公治兵 〉初读》 ， 第 2 3 楼 ， 2 0 1 3 年 1 月 6 日 ； 高佑仁 2 0 1 3
。

⑨ 张峰汄为
‘

馀
”

可能读为
‘

驵
”

， 这一点网友ｍ鸿已经指出 。 二者皆为鱼部字 ， 叶漳水和沮水有

汇合交叉之处 ， 作战地点在两水边是可能的 ， 参张峰 2 0 1
3 。

⑩ 2 0 1 3 ａ。

◎ 网友
丨
嘲 1藤为

“

徙
”

， 赫汉大学简帛网学术讨论区 ， 《 〈陈公治兵 〉 初读 》 ， 第 2 7 楼 ， 2 0 1 3

年 1 月 6 日 。 笔者认为在此当读为
“

徙
”

， 在文意上十分剖Ｉ ，

“

斯
”

“

徙
”

同属心母支部字 ， 但尚

无直観假的相絲证。

？ 苏建洲指出 《系年 》 简 1
0 1

、 1 1 3 有此字 ，
已細卖为

“

门
”

， 训为攻城门 ， 见苏建洲 2 0 1 3 ａ ； 张崇

礼释读为
“

掩
”

， 攻击， 见张崇礼 2 0 1 3
； 減锡全 ： 《清华简 〈系年 〉

“閏”

字简议 》， 上海 占籍出版

社 ， 2 0 1 2 ， 页  5 3 

￣

 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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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论丛 賺Ｍａ

1术 （ ｆｉ ）

ｗ
， 女 （如 ） 戏 （ 攻 ） 丨沐 （ 隧 ）， 女 （如 ） 御逗 （援 ） 〔 3 〕 ，

必祈 （慎 ） 

③

十六

檜 （檐 ） 徒 ， 州 （ 周 ） 其徒戠 （
卫

） 〔
4
〕
■

，
女 （如 ） 既渫 （竭 ）

④

城安 （ 焉 ） ， 绅 （ 陈 ） 两和而幼之 〔 5 〕
■

，
必祈 （慎 ） … … 科 车为

宝 （主 ） 安 （ 焉 ） ， 或畤 （持 ） 入鼓五再 （称 ）

？
Ｂ ， 钲銳 （钱 ） 以

左
， 钝 （ Ｓ享 ） 紆 （ 于 ） 以右 ，

鏤－ （金铎 ） 以德 （ 坐 ）

？
， 木鎮 （铎 ）

以這 （起 ） ， 鼓以进之 ， 鞞 （鼙 ） 以 罡 （止之 ） ， 鶴 十三 以我士 ，

乔山 以遷 （ 退 ） 之 〔 6 〕 ， 有所胃 （谓 ） 槐 （威 ） ， 有所 胃 （谓 ） 恭 ，

有所胃 （谓 ） 络 （欲 ）

“？

， 有所 胃 （谓 ）

一

， 有所胃 （谓 ） 勤 （ 断 ）

？
。 陈公悉 （ 狂 ） 安 （ 焉 ） ， 巽 （选 ） 楚邦之古 （ 故 ） 十二 有逸 （ 复 ）

于君王 ，

以絰 （惩 ）

⑨

帀 （师 ）
＝ 廷 （徒 ） － （ 师徒 ， 师徒 ） 皆惧， 乃

各得其行。 陈公逸 （复 ） 圣 （听 ） 命于君王＝

（君王 ， 君王 ） 不知 臣

之无栽 （ 才 ） ， 命臣變 （相 ） 婺 （执 ） 十事人致 （整 ） 帀 （ 师 ） 廷 （徒 ）

婺 （执 ） 事人必善命之 ， 命啜 （相 ） 敷 （辅 ）

⑩
缓 （援 ）

ｕ
， 五

① 触释为
“

关
”

， 可训为闭 、 守
，

Ｊａ Ｌ^ Ｌ 2 0 1 3 ｏ

② 张崇＾认＾当释为
“

隧
”

。 隧 ， 小路 ， ＿险歐处 ， 见＾＾ 2 0 1 3
；
读为

“

术
”

，
道路

，

见教 2 0 1 3 ａ。

③ 简十六上端有残断，

“

之
”

字飾ｔ一Ｍ团句读符良 社端还＾文＾断不可见 ， 存疑之。 于此

暂觀 与简 1 5 连读 ’

④ 袁金平指出右旁应为
“

桀
”

， 参武汉大学筒帛网学术讨论Ｋ ， 《 〈陈公治兵 〉 初读 》 ， 第 1
6 楼

，

2 0 1 3 年 1 月 6 日 ； 賴Ｌ释读为 囑
”

， 见张崇＾Ｌ 2 0 1 3 。

⑤ 张崇＾认为姆之类皆手持举之 ， 振动以发声 ， 见张崇＾ 2 0 1 3 。

⑥ 参苏＿  2 0 1 3ａ ； 高佑仁说参武汉大学简帛网学术讨论！： ， 《 〈陈公治兵 〉初读》 ， 第 4 6 楼， 2 0 1 3

年 2 月 4 曰 。

⑦ 術＿衝％见術＿  2 0 1 3 ， 页 1 3 6 。 按 ： ｍｍ

“

威
”“恭

”

； 下铺
“
一

”“

断
”

， 都^
一种 ■■或意念的状态 ，

本字如果读 Ｖ ， 可以解做侧
”

跟前后文的意义较为接近 ，

指的应是作战时军士盼離或意念的枕态。

⑧編二认为从文义ｉ ｌ看读
“

断
”

为妥 ， 见高佑仁 2 0 1 3 。

⑨ ？

“

惩
”

。 《 ｉ奴》
： ｉ戒也。

”

见？ ｉｍ

“

惩
”

ｍｍＴｉｃｘｘｍｉ ，

陈公以楚国史事告诫师徒 ’ 但典籍通假中未ｗ例证。

⑩？＾勸 曹
，

， ｍｍ ，
“

辅
”

为并纽 ，
皆为鱼醉

， ｍｍ ， 见ｔ＾：
2ｏ ｉ 3 ａ。

◎
“

辕
”

， 《容成氏 》 简 4 策缓氏
”

， 即戶通知的 ，
“

缓
”

通
“

键
”

。

简文£ 1 、是兵士夹 ：報两旁肺 见 2 0 1 3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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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九 ？

陈公治兵》 编联校读

人于吾 （伍 ） ， 十人于行－ （行 ， 行 ） 戟 （靡 ） ，
不成轉 （悴 ）

？
〔 7 〕 ，

銜
（率 ） 轉 （悴 ） ， 斂 （命 ） 从濂 （法 ）

？

炙 （ 小人 ） 酒 （将 ） 十

－ 童 （ 动 ） 之于遠 （后 ） ， 以厚
③

王 窣 （卒 ） ■三鼓乃行 ，
銮 （深 ） 内

（入 ） 王窣 （卒 ） ， 不罡 （止 ） 述 （遂 ） 鼓 ， 乃行 。 君王熹 （喜 ） 之 ，

安 （ 焉 ／乃 ） 命陈公悉 （狂 ） 麥 －

（ 止之 ）。 陈公恙 （狂 ） 十四

… …徒虜 （ 曱 ） 居逡 （ 后 ）。 申 （ 阵 ） 于盩 （ 障 ） ， 则徒摩 （ 曱 ） 进 ，

逡 （后 ） 十八

申 （ 阵 ） 于隍 （ 隳 ） 挎 （ 坑 ） 则 虞 （膘 ） 飞 。 申 （ 阵 ） 于埸 （ 疆 ）

④
鏖

（ 与 ） 罙 （深 ） 卉 （
＃

）、 霜露 〔 8 〕 ， 车 则 … … 十九

俩 申 （ 阵 ） 逡 （后 ） 乃右棘左棘 ， 申 （ 阵 ） 逡 （后 ） 若繞■或俩申

（ 阵 ） 前右棘左 【棘 】
… … 二十

三 、 字词考释

（

一

） 灾璽

原字形作辨＿前
一

字整理者隶定为灾 ， 即
‘
‘

灾
”

字 ； 后
一

字隶定

为 瓒 ， 即
“

乱
”

字 ，
二字释为

“

灾乱
”

， 指灾难、 动乱 。
搾

， 张崇礼

认为字形可释为
“

罙
”

， 或可读为
“

堪
”

。

“

罙
”

， 书母侵部 ； 堪从甚

声 ， 甚 ， 禅母侵部 。 二者音近可通 。 《说文》 ：

“

堪 ， 地突也， 段注 ：

“地之突出者曰堪。

”

謝 ， 当分析为从土 3声 ， 疑应释为
“

峦
＂

。 隱与

織同属来母元部 ， 音近可通 。 《楚辞 ． 王逸 〈九思 ． 守志 〉 》 ：

“

陟玉峦

兮逍遥 。

”

旧注 ：

“

山脊曰峦 。

”

简文
“

君王焉先居堪峦之上 ， 以观师徒

焉
”

， 君王于是先处在突出的山脊之上 ， 来观看士卒 。 马楠试释为会意

字灶 ， 读为精组宵部的巢 ， 可能与成十六年 《左传》 鄢陵之战楚师的
“

巢车
”

有关 。

？

① ＂Ｒｊ碎实与
“

萃
”

均为古解队的 单位 ’ 亦即刷
：
的

“

队
”

， 见聽＾ 2 0 1 3 。

② 纖Ｌ读为
“

废
”

，
坏也 ， 见麟 Ｌ 2 0

1
3 。

③鶴泌
“

厚
”“

遘
”

。

． ‘

ｊｒ ，ｍｍｍ ，
“

遘
”

’ 舰侯部 ， 音近相通。 《歡》 ：

“

遘
，

職。

”

猶源认＾戯体字读
，
财赌源 2 0 1 3 ， 页 1 3 8 。

④ 张峰认为字从勿从土从 日 ， 实际± 1提
“

埕
”

， 简文
“

垣
”

与
“

岗
”

对文 ， 参张峰 2 0
1 3 。

⑤ 见？隱＾ 2 0 1 3 ；＿ 2 0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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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ｆ 语言文字论丛瞧ｆｆｌｌ

德荣按 ：

押字与楚简深字所从
“

罙
”

作＿（ 《上博 （

一

）
？

？Ｌ子诗论》 简 2 ）

仍有区别 ， 原整理者隶定为灾可从 ’ 但释为
‘‘

灾
”

与下字连读为
“

灾

乱
”

， 笔者认为有待商榷 。

首先 ，

“

灾乱
”

于先秦古书中不见构成词组的用法 ， 反而是以灾或

乱单字形容混乱或灾祸的状态 ’ 古书中例子甚多 。 再者 ’ 据简文
‘‘

君

王安 （焉 ） 先居 （处 ） 灾簠之上
”

，

“

灾乱
”

是
一

种状态的描述’ 而

简文
“

居 （处）

……某……之上
” “

某
”

应为地名或地点 ， 而灾乱是
一

种状态 、 现象 ’ 若依原整理者所释 ’ 与古书行文的体例不符 。 苏建洲

． 提出
“灾塑 ”

是地名的可能性
？

， 笔者从之。 认为壁应通读为嶽声

之字 ， 可能是山峦
一

类的地形 。

②
但 目前文献中未见此地。

（

－

） 怀 （倍 ） 军而栈 （阵）

“

怀
”

， 整理者通读为
“

背
”

，

“

怀
”“

背
”

， 声韵相近 ， 在出土文献

中通假的例证甚多 ， 殆无疑义 。 曹建敦亦读为
“

背
”

， 并将下文
“

军
”

字释为营垒 ， 将
“栈 ”

释为
‘ ‘ 敫 ”

字 ， 读为
“

袭
”

。

③
在先秦兵书中 ，

军阵所
＇‘

背
”

都为具体的地形或位置 ， 如 《张家山汉简 ． 盖庐》 云 ：

“

倍 （背 ） 陵而军 ， 命曰乘势 。

” ④
《孙子兵法 ． 军事 》 ：

“

故用兵之

法 ， 高陵勿向 ， 背丘勿逆 。

”

因此若将
“

军
”

释为军队 ’ 于兵书的用

语惯例上不符 ’ 因此曹建敦将
“

军
”

字释为营垒 ， 在语意上也相当合

适 。

德荣按 ：

若依曹说 ， 将简文此四字释为
“

背靠营垒而袭
”

’ 与下文
‘ ‘

（将 ）

军逡 （后 ） 出安 （焉 ） ， 名之曰穽 （掩 ） 行
”

连读 ， 与
“

将军后出
”

文意间的关系并不密切 ， 应可做其他考虑 。

① 参武汉大学简帛网学术讨论区 ， 《 〈陈公治兵 〉 初读 》 ， 第 3 6 楼 ， 2 0 1 3 年 1 月 1
1
曰

。

② 读
“

恋
”

， 见＿Ｌ 2 0 1 3 。

③ 曹＾ 2 0 1 3如

④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ｆｔＭ／
Ｊ俎 ：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Ｘ释文修ｉＴ本 ） ’ 文物出版社 ，

2 0 0 6
， 页  1 6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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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九 ■ 陈公治兵》 编联校读

“

怀
”

， 应可读为
“

倍
”
。

“

倍
”“

怀
”

同为帮母之部 ， 又有出土文

献通读的例证 ， 如 《郭店 ． 缁衣》 ：

‘‘

信以结之 ， 则民不怀 。

” ？
倍军而

阵意即加倍军力形成阵式 ， 用以掩护 ， 保卫将军 ， 故言
“

将军后出
”

，

而与下
一

简连读 ， 此
一

阵法名曰
“弈 （掩） 行

”

。

（三） 女 （如 ） 御逗 （援 ）

原整理者释本句为
“

使马车去追击
”

（页 1 8 4 ） ， 张崇礼认为爱当

释
“

追
”

。

“

御
”

， 读为
＂

御
”

， 抵御 。 御追 ， 抵御和追击 。 御追和 闺 、

逆 阅及关隧、 攻隧 ， 同为两种相反的军事行为 。 苏建洲认为爱实为从

1＿从亘的字 ， 见于包山 5 5 、 穷达 0 6 、 景公疟 1 2 。

②
但通读为何字并

无细说 。

德荣按 ：

‘ ＇

追
”

字见 《新蔡简 ． 甲三 》 1 1 作统 ’ 与本简写法明显有别 ， 当

如苏建洲所说 ， 释逗为是 ’ 从 ：声 ’ 似可通读为
‘‘

援
”

，

“

亘
”“

爰
”

同属心母元部 ， 声可互通 ’ 出土文献也有相通的例子 ， 如 《帛乙老子

？ 德经》
：

“

天将建之 ， 如以兹 （慈 ） 垣 （援） 之。

” ？“
御援

”

， 即抵御

敌方援军 ’ 在古代的作战中援军扮演的地位相当重要 ’ 在战争的对抗

中可以扭转劣势和战局 ， 如 《吴子 ． 料敌》 ：

“

有不占而避之者六 ：

一

曰土地广大 ， 人民富众……六曰四邻之助 ， 大国之援。 凡此不如敌人，

避之勿疑。

”

是故 ， 简文亦将此与閱 、 逆閭 、 關 （关 ）
丨沭 （隧 ） 、 戏

（攻 ）
Ｉ沐 （隧 ） 等较为艰困的作战情况 ， 列为

“

必慎
”

的情况之
一

。

本简所慎之事 ， 似皆为作战的地形或情势 。

（四 ） 檜 （檐） 徒
，
州 （周 ） 其徒戠 （卫 ）

因为与本简编联的上文不明 ， 因此本句的断读
一

时不能确定 ，

＃释为
“

檐
”

己为定论 ， 前辈学者已有论说 ， 其中又以于省吾先生

所说最详 。

“ 檜 （檐） 徒
”

之名见 《鄂君启车节》 ， 相关的铭文为 ：

① 白于蓝： 《战国秦汉简帛古书通假字汇纂 》， 福建人民出版社，
2 0 1 2

， 页 1
。

② ＾＾ 2 0 1 3 ；＾ｆＨ 2 0 1 3 ａｏ
“

实
”

为从Ｌｉｍ的字 ， 见 山 5 5
、
穷达 0 6

、 景公拒 1
2 。

③ 白于蓝： 《战国秦汉简帛古书通假字汇纂 》， 福建人民出版社
，

2 0 1 2 ， 页 8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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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腿

“

女 （如 ） 檜 （檐 ） 徒 ， 屯廿＝ （二十 ） 檜 （檐 ） 台 （ 以 ） 堂 （当 ）

一车 。

“

檐徒为担运物资 ， 从事劳动工作的职务 。 因简文残缺 ， 参照

后文的
“

州其徒戠 （卫 ）

”

， 本句前应可补
“

（某 ） 其
”

二字 。

州应读为
“

周
”

， 出土文献多见通假之例证 。 按 ：

“

周
”

有
“

密
”

意 ，

在简文中周亦应为
“

密
”

意 ， 古书多见其例 ， 如 《管子 ？ 小匡 》 ：

“

于

是列广地以益狭地， 损有财以益无财， 周其君子 ， 不失成功 。 周其小

人 ， 不失成命。

”

徒戠 （卫） 见于 《左传 ． 文公七年 》 ：

“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晋 ， 曰 ：

文公之入也无卫 ’ 故有吕郄之难 。 乃多与之徒卫。

”

杨伯峻注云 ：

“

步

卒曰徒 ， 徒卫者 ， 步卒而为护卫 。

”？
则简文本句意指使徒卫密集以达

护卫之功能 。

（五 ） 绅 （陈 〉 两和而纫之
“

绅
”

， 应读为
＂

阵
”

。 网友汗天山将
”

和
”

释为
“

军门
”

， 并引

《周礼 ？ 夏官 ． 大司马 》 ：

“

以旌为左右和之门 。

” ②
郑注 ：

“

军门曰和 ，

今谓之金 门 ，
立两旌以为之。

”

《战国策》 ：

《

与秦交和而舍。

”

而 《韩非

子 ． 外储说左上》 又有 ：

“

李悝警其两和曰 ： 嘗敌人 ， 旦暮且至系

汝。

’

如是者再三而敌不至 。 两和懈怠 ， 不信李悝 。

”

笔者认为将
“

和
”

释为
“

军门
”

可从 。

“

纫
”

， 《说文 ？

衾 部》 ：

“

单绳也 。 从衾 刃声 。

”

纫有缀结 、 佩带之意 ， 《楚辞 ． 离骚》 ：

“

扈江离与辟芷兮 ， 纫秋兰以为

佩 。

”

简文中指两军门军队的连结 ，

“

和
”

确实可以解为军门 ， 但本句

应和我军釆取围城的手段有关 ’ 当部队布阵于左右军门 ， 组织围城进

攻时 ， 要特别注意两边军阵的连结 ， 或是指两边军阵的连结作战 。

（六 ） 鋸漓以戕士 ， 乔山以遷 （退） 之

《清华简 （

一

）
？ 楚居》 简 1 ：

“

季綹 （连 ） 初降于鄹 （驄 ） 山 ，

氐 （抵） 于空 （穴 ） 窮 （穷 ） 。 逮 （前 ） 出于乔 （骄） 山 ，
Ｍ（宅 ）

尻 （处） 爰波 （陂 ） 。

”“

乔 （骄） 山
”

为地名无误 ， 见 《山海经 ■ 中山

① 杨伯峻： 中华书局 ，
1 9 8 1

， 页 5 5 8
。

② 大学简帛网学术讨论区 ，
《 〈 陈公治兵 〉撤 》

， 第 1 4 褛 ， 2 0 1 3 年 1 月 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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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九 ■ 陈公治兵》 编联校读

经 ■中次八经》 ， 今所在不详 。

？
另简 1 4 中有

＂

窗漓
”

， 是楚国君王早

年迁徙的地点之
一

’ 其地望今天亦不详 。 因此本简的
“雜溝

” “

乔山
”

疑是地名 ， 根据 《陈公治兵 》 全篇的脉络来看 ， 漓以戕士 ， 乔山

以遲 （退） 之
”

应是陈公向楚王讲述楚国早年军事作战的事迹 ， 可能

是在此两处曾发生的战争 ， 在军事历史上流传下来 。

（七 ） 行？（靡） 不成轉 （悴）

从原整理者释为《 ， 从戈米声 ， 可通读为
“

靡
”

’ 明母脂部 ；

“

麻
”

， 明母歌部 ， 音近可通 。

“

靡
”

有毁伤、 腐败之意 ， 简文中指军

队行伍混乱不成列 。后文的鞾字又见于 《楚王舍璋戈 》 （ 《集成》 1 1 3 8 1 ）

字形作 ■ ’ 铭文曰 ：

楚王舍 4严柷南越 ， 用作轉戈以昭扬丈武之 。

？

李家浩先生对轉字有专门考释 ， 认为字形可释为粹 ， 并引 《周

礼 ■夏官 ？射人》 ：

“

大师 ， 令有爵者乘王之悴车 。

”

郑玄注 悴车 ’ 戎

车之副 。

”

认为是
“

悴车
”

的专字 。

③
则简文轉字也当指

“

悴车
”

， 指

与君王戎车
一

同作战的副车 。

“

行戟 （靡 ） ， 不成轉 （悴 ）

”

指军队行

伍混乱不成列 ， 无法与悴车
一

同成为辅助 ， 协助戎车作战 。

（八 ） 申 （阵 ） 于場 （疆 ） 卷 （与 ） 罙 （深 ） 卉 （

＊
） 、 霜露

，

车则……

“

埸
”

， 《说文 ■土部》
：

“

疆也 。从土易声 。

”

应指国境疆界 。

“ 卷 ”

在出土文献及典籍当 中和从与声之字相通的例证多见 ， 但与和
“予

”

相通的例证除了声音上的关系之外 ， 也具有同意换读的意思 ，

“

野
”

从予声固无疑义 ， 但出土文献和典籍并未见从与声之字和野相通的例

证 。 在简文中应读为
“

与
”

^

本句后文残断 ， 因此无法确知在遭遇深草 、 霜露等情况时 ，

“

车
”

①
“

乔 （骄 ） 山之 师弟金宇祥硕士学位论文有专文论之 ， 麒地在今湖 附近 。

，② 释文于此以 鋅家浩 《楚王 的年代 》’ 《文史》 第二十＿ ， 中华

书局 ， 1 9 8 5 年 ， 页 1 5 。

③ 参李家浩 ：
《駐 ＾的靴 》

， 《文史 》第二十鹏
， 中华书局 ， 1 9 8 5 ， 页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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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 ？實 语言文字腿隱画

应该采取何种倘 ， 《六韬
■战车》 提到与车战有关的败地 ：

武王曰 ：

“

十死之地奈何 ？

“

太公曰 ：

“

往而无以还者 ， 车之死

地也
； 越绝险阻 、 乘敌远行者 ， 车之竭地也；

前易后险者 ， 车之困地

也
；
陷之险阻而难 出者 ， 车之绝地也；

圯下渐泽、 黑土點殖者 ， 车之

劳地也；
左险右易 、 上陵仰阪者 ’ 车之逆地也；

殷草横吉 、 犯历深泽

者 ， 车之拂地也 ； 车少地易 、 与步不敌者 ， 车之败地也 ； 后有沟渎 、

左有深水、 右有峻阪者 ， 车之坏地也；
日夜霖雨 ， 旬 日 不止 ， 道路清

陷 ， 前不能进 、 后不能解者 ， 车之陷地也 。 此十者 、 车之死地也 ， 故

拙＾夺 斤^以 ｊｙ＃ 、 明将之所以 育＆£ 也 。

“

《六韬 ？战车》 提到
“

殷職亩 、 犯历深泽者 ， 车之拂地也
”

和简

文中遭遇
“

深
＂

Ｈ
？”‘ ‘

霜露
’
’

的情况是比较接近的 ， 则此时车应采取某

种行动 ’ 来避免环境遭遇的劣势 。

（ 附记： 拙文草成后受到许学仁、 刘钊 、 高佑仁 、 高荣鸿 、 赖怡璇 、

金宇祥诸位师友的批阅及建议 ， 于此特申谢忱。 ）

2 0 1 3 年 1 1 月

（ ＃Ｋ己 ： 拙文草成提交大会发表后 ’ 蒙张显成 、 陈剑 两位老师点评 ，

又有多位师友对于 《陈公治兵 》 的研究提出许多极富创获的见解 ， 拜

读后获益 良多 ， 特别是林清源于第四届古文字与古代史会议发表之大

作尤为精到 ， 但为保存拙文草成后几个还不成熟的想法与师友再论 ’

故除释文中 明显的疏漏予以修订附注 ’ 字词考释的部分并无做较大的

改动 ’
以存其原貌 ， 才ｈｉ

己子此－ ）

2 0 1 3 年 1 2 月 3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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