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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摄命》篇“粦”字质疑

李学勤（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教 授）

即将出版的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
收录了一篇重要的《尚书》类文献，该篇共有简

32 支，字迹清晰，有序号，无篇题，通篇内容以

“王曰”起句，是周王对“摄伯”的告诫和册命，
该篇有几处都出现了从“炎”的古文字形，可和

以往的金文字形相参照，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过

去被读为粦的“ ”字具有重要意义。
为便于征引， 现将有关的几 处 文 例 转 写

如下：
1.粤御事庶百（伯），有告有 。 （简 4）
2.敬学 明，勿 （谣）之。 （简 10）
3.凡人有（简 21）狱有 ，女毋受 （币）。
4.凡人无（简 22）狱亡 ，廼隹（唯）惪

亯。 （简 23）
原释文将简 1、3、4 视为一组， 将简 2 视为

一组，并根据过去学者的意见，把这个字念成

粦，给出了两个解释：其一，处理争讼；其二，粦

明。 前者与狱案有关，后者与大臣的贤德有关，
这两个解释都是有根据的[1]。

可是，“粦”字实际跟这两种解释都没有直

接的关系。
先说前一个解释。 简文“有狱”，即有罪，见

《郑语》“褒人有狱”，韦注“狱，罪也”。 简文“亡

狱”，即无讼，见《周语》“夫君臣无狱”，韦注“狱，
讼也”。 简文“有告”，意为相告以罪，亦与狱罪

相关，参见《周礼·大司寇》“以两剂禁民狱”，郑

注“狱，谓相告以罪名者”。 狱，从 ，从言，《说

文》 训二犬相啮，杨树达先生认为“盖以二犬

相啮喻狱讼者两造之相争” [2]。 狱讼者两造相

争，则必然会有嫌疑方或嫌疑人。
简文不识字形从炎，为上下结构，而与此

字形相差不多、句式又相类的文例亦见于西周

时期的金文，且也都跟狱案有关系。 如牧簋的

“粤乃讯庶有 ， 毋敢不明不中不刑”、 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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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小大又 ”、四十三年佐鼎的“粤乃讯庶有

，毋敢不明不刑”，我在过去写的《四十三年

佐鼎与牧簋》 一文讨论过，“‘粤乃讯庶又 ’，
‘讯’是讯问，‘庶’义为众，‘又’读为‘有’。 簋

也有‘讯小大又（有） ’。‘ ’字从‘炎’声，应读

为古音同在匣母谈部的‘嫌’，即嫌疑。 ‘讯庶有

嫌’，即审讯嫌疑人”[3]。 由此，不难看出简 1 的

“有告有”后一简文“ ”，上面也从两火，只是

第二个“火”的写法有些变形，笔画比例失调，
但仍是“炎”字，底下从“口”。简 3 的“有狱有”后

一简文字形“ ”，上面还是“炎”字，底下的“曰”
形，是“口”中添了一羡笔。 类似的字形变化常

见，例如“智”字，其下原从口，本义为口之所陈

述事情，后来写作“曰”形或“白”形[4]。 简 4 的字

形“ ”与简 3 的“ ”完全相同，或说“曰”字上有

极其淡的“人” 字形墨迹， 如果也视为笔道的

话，则下面可以视作从“白”，也是“口”形的讹

变，参《字源》“智”条的字形解释 [5]，但这些并不

影响对“ ”字的释读。 由此，可以说与罪案、争

讼相关的第一组简文字形是上面皆从炎，下面

从口，或口的变形“曰”“白”，是从炎得声的谈部

字，可读为匣母谈部的“嫌”字，意为怀疑、有嫌

疑的人，则简文“有告有 ”即“有告有嫌”，“有

狱有 < >”即“有狱有嫌”，意思是有罪告，就

会有嫌疑人， 如同今天的司法诉讼， 提到罪案

时，也会说嫌疑人、嫌犯。 简文“无狱无 < >”，
可读为“无狱无嫌”。 “无嫌”，词见《礼记·访记》
“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

纪者也”，郑玄注“嫌，嫌疑也” [6]。 马王堆帛书

《春秋事语·吴伐越章》也出现有“ ”字，以前

学者释为“粦”或“慎”，现在看来也宜释为“嫌”，
文例“刑不 ”，即“刑不嫌”[7]。

再说后一个解释， 与大臣贤德有关的 “
（ ）明”，也见于西周中期的金文中，如师 鼎

的“ 明”、史墙盘的“ 明”。 而所有考证史墙盘

的学者，如唐兰、伍士谦、徐中舒、裘锡圭等[8]，包

括我在内，都把这个从炎、从口的“ ”字念成

粦，把“ 明”读作“粦明”，参见我以前写的《论

史墙盘及其意义》，“ 明一词， 几次见于西周

中期金文，应读为粦明。 师 鼎（《集成》2830）:

‘用型乃圣祖考 （隣）明 辟前王，事余一人。’
尹姞鬲（《劫掠》I27、《冠斝》I2）：‘休天君弗忘穆

公圣粦明 （比）事先王。 ’粦假为灵，《文选·东

京赋》注：‘明也。 ’灵见于《谥法》”[9]。
为什么大家会把“ 明”念成“粦明”？ 是因

为受到陈梦家先生释尹姞鼎的影响。 尹姞鼎上

的字形作“ ”（《集成》754）、“ ”（《集成》755），
陈先生把炎字下面看成了两个向外撇的脚形，
即两个“止”，就是“舛”字，所以把这个字念成了

粦，见《西周铜器断代（上）》“休天君弗望（忘）穆

公圣粦明 （毗）事先王”[10]。 陈先生以为“事先

王”的前四个字“圣粦明 ”是形容穆公的圣瞵、
明毗。他将“粦”读为“瞵”，云“《说文》：‘瞵，目精

也’，与圣皆指耳目聪明”[11]。 现在看来这个说法

是不对的， 炎字下面应是两个并列的口形，原

来释成“粦”的字应新释为从两个口的“ ”字。
，为“ ”的繁写，故“ 明”，即“ 明”。 顺带提

一下， 簋（《近出二》440）上的“ ”字原来被释

为“粦”，现在看来其“炎”下面也是从两个相背

的“口”形，应改释为“ ”，即“讯有 （嫌）”，也

就是说审讯有嫌疑的人。
“ ”字的省形见于 盘，作“ （炎）明”，我

在《眉县杨家村 新出青铜器研究》中有过相关

讨论，“ 朕皇高祖零伯，炎明氒心。 ‘炎明’，
即史墙盘等的‘ 明’，‘炎’读为‘廉’，古音均

在谈部” [12]。
“ ”从“炎”得声，为谈部字，可读为来母

谈部的“廉”字。简文“ 明”可念为“廉明”。廉，
形容大臣的道德，文义与“贪”相对，如《楚辞·
卜居》“谁知吾之廉贞”，《管子·牧民》“国有四

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孟

子·离娄下》“取伤廉”。 “廉洁”一词也见于《楚

辞·招魂》“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沬”，王

逸注“不受曰廉，不污曰洁”[13]。 但这些意思出现

较晚。 我认为“廉明”之“廉”可以训为察，具有

考察、察访之义，《管子·正世》“人君不廉而变”，
《汉书·高帝纪下》“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 以后

果论之”。又《何武传》“武使从事廉得其罪”。“廉

明”，见于《汉书·赵广汉传》“广汉虽坐法诛，为

京兆尹廉明”[14]，这个词从汉代以来常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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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地方还在使用。
那么，关于这个字的构形应当怎样分析？
由上面讨论可以得知，“ ”是从炎得声的

会意字。 “ ”下面从“口”，以表示说话，有时从

两个口或 三 个 口 [15]，表 示 多 张 嘴 在 说，会 意 凡

是要察的问题，凡是有怀疑、有嫌疑的问题，都

是有着争论。争论，就会有好多张嘴在说，金文

“ 明”（廉 明）之“ ”在《摄 命》简 文 中 作“
（ ）”，炎 下 所 从 的 “自 ”形 是 “口 ”形 到 “自

（白）”的讹变[16]。
综上，本文通过清华简《摄命》篇文例与金

文相关辞例合证，对过去被大家释为“粦”的金

文提出了质疑， 认为尹姞鼎上的字形应该是

“ ”的异形。 “ ”为会意字，从口，炎声，其异

形 主 要 体 现 在 下 面“口”形 的 变 化，如 金 文 的

“ ”“ ”， 简文的 “ ”“ ”“ ”， 其省形作

“炎”。 “ ”，在“有狱有 ”“无狱无 ”“有告

有 ”中可读为“嫌”，训作“嫌疑”“嫌犯”；在“
明”中，可读为“廉”，训作“察”。 当然，对于这个

重要字形的认识还需要仔细梳理， 期待大家进

一步解决。
（程薇笔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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