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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十一

辑整理研究报告ꎬ公布了«五纪»这一重要的战

国佚籍ꎮ〔１〕«五纪»全篇原有 １３０ 支简(现存 １２６
支)ꎬ简长约 ４５ 厘米ꎬ宽约 ０. ６ 厘米ꎬ每简书写 ３５
字左右ꎬ简面下端有编号ꎮ〔２〕 全篇基本完整ꎬ存
４４６３ 字ꎮ 简文以洪灾泛滥、社会准则和德行失

序为背景ꎬ藉托后帝修历五纪、确立天地神祇司

掌、规范万貌德行和人事行用ꎬ以构建一个庞大

复杂的天人系统ꎬ并最终实现天下治理目标ꎮ 简

文内涵极为丰富ꎬ对先秦思想史、科技史和学术

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ꎮ 根据整理研究该篇简

文过程中形成的初步认识ꎬ本文对«五纪»篇建

构的天人系统略作介绍ꎮ〔３〕

一、«五纪»篇的写作背景与天人系统基本构架

«五纪»篇开篇一节ꎬ包含了简文的写作背

景和主旨ꎬ对我们总体把握和深入理解这篇文献

极为重要ꎮ 简文如下:
唯昔方有洪ꎬ奋溢于上ꎬ权其有中ꎬ戏其

有德ꎬ以乘乱天纪ꎮ 后帝、四干、四辅ꎬ乃耸乃

惧ꎬ称【一】攘以图ꎮ 后帝情己ꎬ修历五纪ꎬ自
日始ꎬ乃旬简五纪ꎮ 五纪既敷ꎬ五算聿度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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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建常ꎮ 天地、神祇、万【二】貌同德ꎬ有昭明

明ꎬ有洪乃弥ꎬ五纪有常ꎮ
简文首先描述了这样一幅景象:往昔邦国洪

水滔天ꎬ社会准则变乱ꎬ人伦道德失范ꎬ天上之

“日、月、星、辰、岁”五纪也因此而凌乱失序ꎮ 皇

天后帝与四干、四辅都惊悚惧怕ꎬ图谋平息除却

这些灾异乱象ꎮ 后帝反身自省ꎬ从巡检修历“五
纪”做起ꎮ 通过后帝的规正ꎬ“五纪”既已分布有

序ꎬ“五算”也合乎规度ꎬ于是“天地、神祇、万貌

同德ꎬ有昭明明ꎬ有洪乃弥ꎬ五纪有常”ꎮ 这段文

字开宗明义ꎬ不仅介绍了后帝建构天人系统的缘

由和背景ꎬ而且阐明了后帝建构天人系统的基

础、目的和产生的结果ꎮ
从这段简文看ꎬ«五纪»作者对天地神人关

系有如下预设:一是“后帝”乃是万物最高统治

者ꎬ在四干、四辅的辅佐下ꎬ实现对天地神人的统

治ꎻ二是尘世发生灾异乱象ꎬ会使“天纪”运行失

常ꎬ导致天文历法出现混乱ꎻ三是天文历法恢复

正常有序之后ꎬ尘世的秩序就会趋向规范ꎬ洪水

等自然灾异就会平息ꎻ四是在天地神人关系中ꎬ
起主宰和决定性作用的是后帝ꎬ而后帝则又是通

过神祇来实现对万民的控制ꎮ 此预设关系ꎬ在后

帝构建的天人系统中得到充分体现ꎮ 简文的主

旨是通过后帝对天人系统的建构ꎬ理顺天人关系ꎬ
使天地神人按照各自应遵循的规则运作ꎬ以保持

天地、神祇、万民处于“圆裕中正”的有序状态ꎬ
天下得到良好的治理ꎮ 可见ꎬ«五纪»开篇集中

体现了作者的天人思想观念ꎬ围绕这一思想ꎬ全
篇逐层展开ꎬ构建了一个宏大严密的天人系统ꎮ

«五纪»开篇之后ꎬ以“后曰”引出建立天人

系统的基本构架ꎮ 这个构架的建立ꎬ首先是“伦
历天纪”ꎮ 所谓“天纪”ꎬ即指“日、月、星、辰、岁ꎬ
唯天五纪”ꎮ “五纪”是经纬天地、统领神人的总

纲ꎬ“五纪”伦次有序ꎬ天文历法有常ꎬ“天地、神
祇、万貌”也就会进入有序状态ꎮ 简文认为“五
纪”是“文后经德”的起点ꎬ“天下之数算”是文后

遵循的律度ꎮ 这段简文如下:
后曰:日、月、星、辰、岁ꎬ唯天五纪ꎮ 文后

经德自此始ꎮ 文后乃【三】伦历天纪ꎬ初载于

日ꎮ 曰遥古之纪ꎬ自一始ꎬ一亦一ꎬ二亦二ꎬ三
亦三ꎬ四亦四ꎬ五亦五ꎮ 天下之数算ꎬ唯后

【四】之律ꎮ
在伦历五纪的基础上ꎬ«五纪»篇设定了维

系天下运行的主要准则和道德规范ꎮ 第 ５ － ６ 号

简文有如下记述:
后曰:一风ꎬ二雨ꎬ三寒ꎬ四暑ꎬ五大音ꎬ天

下之时ꎮ 一直ꎬ二矩ꎬ三准ꎬ四称ꎬ五规ꎬ圆正

达常ꎬ天下之度ꎮ 【五】直礼ꎬ矩义ꎬ准爱ꎬ称

仁ꎬ圆忠ꎬ天下之正ꎮ 礼青ꎬ义白ꎬ爱墨ꎬ仁赤ꎬ
忠黄ꎬ天下之章ꎮ

简文设立的这套天下运行准则和道德规范:
一是“天下之时”ꎬ这是人们社会活动所必须遵

循的规律ꎮ 处身农业文明时期的古人ꎬ早已从经

验中总结出时令气候变化对人们基本生活和生

产方式的决定性影响ꎮ “风、雨、寒、暑、大音

(雷)”ꎬ这些天气征候的变化是日月更替、四时

运转中出现的自然现象ꎬ简文首列“天下之时”ꎬ
表达出人事不违“天时”的思想ꎮ 二是“天下之

度”ꎬ确定“直(绳)、矩、准、称、规”为天下所共同

依据的五种测度工具ꎬ简文谓“五度”可保证天

下“圆正达常”ꎮ 三是“天下之正”ꎬ简文将“直
(绳)、矩、准、称、规”五度ꎬ与“礼、义、爱、仁、忠”
五德相配ꎬ赋予“五度”相应的人伦道德内涵ꎬ这
就是“天下之正”ꎮ 四是“天下之章”ꎬ简文将“五
德”与“青、白、墨、赤、黄”五色对应相配ꎬ以“五
色”彰显“五德”ꎬ这就是“天下之章”ꎮ 这段简文

体现了如下观念:在“天纪”的统领下ꎬ“数算”
“时”“度”“正”“章”具有内在的关联性ꎬ彼此相

互因依ꎬ从而维系天地社会的合伦有序ꎮ
简文在建立这套天下运行准则和道德规范

之后ꎬ进而确立了执掌“数算” “时” “度” “正”
“章”的神祇体系ꎮ 据第 ６ － ９ 号简文ꎬ后帝确立

了五组神祇来分别执掌“章、正、度、时、数算”和
“五德”ꎬ具体分工是:“掌章司礼”ꎬ为“日、扬者、
昭昏、大昊、司命、癸中”六神祇ꎻ“掌正司义”ꎬ为
“月、娄、 穷、少昊、司禄、大严”六神祇ꎻ“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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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爱”ꎬ为“门、行、明星、颛顼、司盟、司校”六神

祇ꎻ“掌时司仁”ꎬ为“大山、大川、高大、大音、大
石、稷匿”六神祇ꎻ“掌数算司忠”ꎬ为“天、地、大
和、大乘、少和、少乘”六神祇ꎮ〔４〕以上五组三十位

神祇ꎬ分别对应掌管“礼、义、爱、仁、忠”五德ꎮ
经过伦历天纪、确立“数算、时、度、正、章”

准则和“五德” 系统ꎬ并明确相应的神祇执掌ꎬ
«五纪»篇完成了天人系统基本构架的建立ꎬ而
建立这个基本构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ꎬ显然是为

了维系天下运行的准则和道德规范ꎬ进而改变

“权其有中ꎬ戏其有德”的尘世乱象ꎮ

二、«五纪»篇的天人观念及其阐发

在完成天人系统基本构架的建立之后ꎬ简文

以“后曰”引述各节ꎬ从“后帝”的立场进行分层

次陈说和阐发ꎬ论述“天”“地”“神”“人”在这一

系统中的密切联系ꎬ将天人观念具体化于基本构

架系统之中ꎬ这是«五纪»篇的主体和核心部分ꎮ
(一)简文“五德”观念及其阐释

简文之“五德”ꎬ指“礼、义、爱、仁、忠”ꎮ “后
曰:一曰礼ꎬ二曰义ꎬ三曰爱ꎬ四曰仁ꎬ五曰忠ꎬ唯
后之正民之德ꎮ”(第 ９ － １０ 号简)在«五纪»天人

系统中ꎬ“五德”处于核心地位ꎬ规范天下人伦秩

序ꎬ融通于“数算、时、度、正、章”ꎬ是君后“正民

之德”的凭依ꎬ体现在人事行用的各个方面:
后曰:天下礼以事贱ꎬ义以待相如ꎬ爱以事

宾配ꎬ仁以共友【一〇】ꎬ忠以事君父母ꎮ 后

曰:礼敬ꎬ义恪ꎬ爱恭ꎬ仁严ꎬ忠畏ꎮ 后曰:礼鬼ꎬ
义人ꎬ爱地ꎬ仁时ꎬ忠天ꎮ 后曰:礼【一一】基ꎬ
义起ꎬ爱往ꎬ仁来ꎬ忠止ꎮ 后曰:目相礼ꎬ口相

义ꎬ耳相爱ꎬ鼻相仁ꎬ心相忠ꎮ 后曰:天下目相

礼ꎬ礼行【一二】直ꎻ口相义ꎬ义行方ꎻ耳相爱ꎬ
爱行准ꎻ鼻相仁ꎬ仁行称ꎻ心相忠ꎬ忠行圆裕ꎮ

简文对“五德”之于人际关系、相应态度、适
用范围、行为方式等都作了限定ꎬ强调天下君后

“正民之德”唯有“礼、义、爱、仁、忠”ꎬ实行“五
德”就能达到“天下圆裕”ꎮ 在此基础上ꎬ简文进

而论述“五德”与“五纪” “五算” “五度” “五章”

的相互因依关系(第 １６ － １９ 号简)ꎮ 不仅如此ꎬ
简文还将“五德”纳入到宇宙基本结构之中ꎬ以
凸显其重要性ꎮ 第 １９ － ２１ 号简文说:

后曰:参律、建神、正向ꎬ仁为四正:东冘、
南冘、西冘、北【一九】 冘ꎬ礼、爱成ꎮ 左:南

维、北维ꎬ东柱、东柱ꎬ义、忠成ꎮ 右:南维、北

维ꎬ西柱、西柱ꎬ成矩ꎮ 建子、丑、寅、卯、辰、
巳、午、未、申、【二〇】酉、戌、亥ꎬ纪参成天之

堵ꎮ 陬、如、寎、余、皐、且、相、壮、玄、阳、辜、
涂ꎬ十有二成岁ꎮ 处五:日、月、星、辰、岁ꎮ

简文通过“参律、建神、正向”ꎬ完整展现了

一幅宇宙图式:以“仁为四正”ꎬ以“四冘”为这一

图式的坐标ꎬ“四冘”定而“礼、爱”成ꎮ 图式之

左ꎬ南、北维和二东柱定而“义、忠”成ꎻ图式之右ꎬ
南、北维和二西柱定则“矩”成ꎮ 在这一宇宙基本

构架中纳入十二辰次ꎬ划分出天体的区域范围ꎻ
十二月依次运转而成年岁ꎮ 天之五纪“日、月、
星、辰、岁”就居处在这样一个宇宙构架中ꎮ 这段

简文的重要性在于ꎬ清晰地勾画出宇宙图式ꎬ根
据描述可以复原这一图式ꎮ〔５〕简文将这一图式与

“五德”相配ꎬ体现宇宙结构与社会人伦结构合

二为一ꎬ这就从根本上解释了何以尘世“权其有

中ꎬ戏其有德”ꎬ就会产生“乘乱天纪”的后果ꎮ
(二)简文“五德”处位与天地神祇执掌

简文第 ２１ － ２５ 号简阐明“畴列五纪”的目的

是“文胥天则”ꎬ将“五德”与“五色”相配ꎬ分别处

位于“中”“东”“南”“西” “北”等“五极”ꎮ 简文

所谓“五极”ꎬ即«淮南子天文»之“五方”ꎮ 上

文第 ６ － ９ 号简司掌“数算”“时”“度”“正”“章”
的三十位神祇ꎬ同时又执掌“五极”ꎮ 对此简文

有如下描述:
后曰【二一】:畴列五纪ꎬ以文胥天则:忠

黄ꎬ宅中极ꎬ天、地、大和、大乘、少和、少乘ꎬ掌
忠司算律ꎻ礼青ꎬ[宅东极]ꎬ【二二】 [日、扬

者、昭] 昏、大昊、司命、癸中ꎬ掌礼司章ꎻ仁

赤ꎬ宅南极ꎬ大山、大川、高大、大音、大石、稷

匿ꎬ掌仁司【二三】时ꎻ义白ꎬ宅西极ꎬ月、娄、
穷、少昊、司禄、大严ꎬ掌义司正ꎻ爱黑ꎬ宅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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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ꎬ门、行、明星、颛顼、司盟、[司校]ꎬ【二四】
掌爱司度ꎮ

在明确“五德”与“五色”“五极”配位和三十

位神祇的执掌后ꎬ第 ２５ － ２６ 号简文进而将“五
德”与分布在天体四维空间中的二十八宿相配

合ꎮ 经过这样的处位和执掌安排ꎬ构建了一个庞

大的神祇及其执掌体系:
后曰:天地、四荒、四冘、【二六】 [四柱、

四维ꎬ是唯]群神十有八ꎮ 方六司ꎬ是唯群祇

二十有四ꎮ 向七德ꎬ是唯群神二十有八ꎮ 施

正南门ꎬ天规北斗ꎮ
«五纪»篇所列天下神祇ꎬ包括:执掌“天地、

四荒、四冘、四柱、四维”的十八群神、执掌四方的

二十四群祇以及执掌四向的二十八群神ꎬ此外ꎬ
还有地位特别的“南门” “北斗”ꎮ 关于“南门”
“北斗”ꎬ第 ４１ － ４２ 号简分别有这样的描述:“南
门ꎬ其号曰天门、天启ꎬ建正ꎬ秉仁ꎬ位顺及左右徵

徒”ꎻ“北斗其号曰北宗、天规ꎬ建常ꎬ秉爱ꎬ皇天

下ꎬ正四位”ꎮ “后曰:天下之神祇ꎬ神之受算位

者ꎬ其数如此ꎮ”这些群神群祇ꎬ就是后帝建立的

“天下神祇”系统的主体ꎮ
从第 ２８ 至 ３６ 号简ꎬ简文着重阐述“天施地

型”ꎬ四时运转ꎬ“兴育万生ꎬ六畜蕃余”ꎬ十八神

“以光天下六珍(皮、革、羽、毛、丝、漆)”ꎬ有关神

祇各司其职ꎬ使“民之裕材”ꎮ 在此基础上ꎬ简文

对“十八群神” “四司” (东司、南司、西司、北司)
“南门”“北斗”诸神的美誉名号和上甲辰日进行

了逐一安排ꎮ (第 ３６ － ４２ 号简)
在后帝规制天地神祇的处位和执掌之后ꎬ简

文描述了天上人间呈现出的一派理想景象:
后曰:作有上下ꎬ而昊昊皇皇ꎬ方圆光裕ꎬ

正之以【四二】四方ꎮ 群神有位ꎬ司视不祥ꎮ
文象用现ꎬ威灵甚明ꎮ 春夏秋冬ꎬ反以阴阳ꎮ
日月星辰ꎬ赢绌短长ꎬ名日【四三】和辰ꎬ数以

为纪纲ꎮ 时降蕃育ꎬ万生所望ꎮ 五谷六畜ꎬ水
火相行ꎮ 庶人以服ꎬ神鬼以飨ꎮ 树设邦家ꎬ
【四四】庙祧经遂ꎬ道载正享ꎮ 邦家既建ꎬ草

木以为英ꎮ 规矩五度ꎬ天下所行ꎻ礼义爱仁ꎬ

忠相后皇ꎮ 配【四五】合高贰ꎬ知后以明ꎮ 天

道之不改ꎬ永久以长ꎮ 天下有德ꎬ规矩不爽ꎮ
(三)简文卜筮祭祀思想及其阐释

第 ４６ － ４７ 号简:“忠曰言ꎬ礼曰筮ꎬ义曰卜ꎬ
仁曰族ꎬ爱曰器ꎮ 忠曰行ꎬ礼曰相ꎬ义曰方ꎬ仁曰

相(?)ꎬ爱曰藏ꎮ”简文将“五德”与“言、筮、卜、
族、器”和“行、相、方、相(?)、藏”两组概念相配

之后ꎬ进而阐明天、神与龟筮、人事的关系ꎮ “后
曰:天为筮ꎬ神为龟ꎬ明神相贰ꎬ人事以谋ꎮ 天下

之后以贞ꎬ参志上下以恭神ꎬ行事不疑ꎮ” (第

４７ － ４８号简)简文表达了“筮”“龟”即“天”“神”
以及“明神相贰ꎬ人事以谋”的思想ꎬ通过占卜而

恭敬事神ꎬ天下君后就可以“行事不疑”ꎮ
第 ４８ － ６１ 号简接着阐述了君后行天下礼

仪ꎬ进行龟筮占卜、祭祀群神时ꎬ所应遵循的原则

和礼仪ꎬ强调:“凡攻祝、祭祀、斋宿、坛除、贡事ꎬ
不溥曰溥ꎬ不香曰香ꎬ不旨曰旨ꎬ不嘉曰嘉ꎮ 鬼神

有式ꎬ天下同仪”ꎻ“凡事群神ꎬ无咸有过ꎬ敬慎斋

宿、坛除、号祝ꎬ将器毋货ꎬ物生曰牺ꎬ币象用嘉ꎬ
春秋毋迷ꎬ行礼践时ꎬ神不求多”ꎮ 这些天下礼

仪ꎬ“用诸天ꎬ用诸神ꎬ用诸人”ꎬ如果违背了这些

原则ꎬ就会“视向而不明ꎬ听向而不聪ꎬ言向不皇ꎬ
多费用弃ꎬ鬼神弗享ꎬ猷咸无蹊ꎬ保必不行ꎬ明神

渝事ꎬ后祝受殃”ꎮ 因此ꎬ天下君后对百官百工、
百府百司要制宪以治ꎬ要求他们“恪恭皇事ꎬ敬汝

以式ꎬ成式之表ꎬ足以自劳”ꎮ 从第 ５６ 到 ６１ 号

简ꎬ后帝对天下君后与百官的行为及各自应恪守

的式则进行了申说ꎬ最后指出祝、宗、官长、工师

秉“五德”ꎬ祭祀合乎礼仪原则ꎬ天下就会实现

“礼”“仁”“义”“爱”ꎬ“四礼以恭ꎬ全忠曰福”ꎬ从
而达到“五德”的圆满ꎮ

三、«五纪»篇天人系统的运行和徵验

后帝对“五纪”“五德” “天地神祇” “占卜祭

祀”畴列伦次并具体阐发之后ꎬ既已完成“五纪”
的修历和天人系统的构建ꎬ简文由此进入到天人

系统的运行和徵验部分ꎮ 第 ６２ － ６３ 号简文说:
后曰:五纪既敷ꎬ参伍焕章ꎬ明明不惰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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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三光ꎮ 日出于东ꎬ行礼唯明ꎮ 月出于西ꎬ伦
义唯常ꎮ 南至【六二】四极ꎬ春夏秋冬ꎬ信其

有阴阳ꎬ中正规矩ꎬ权称正衡ꎮ
这段文字是后帝对“五纪既敷”后天人系统

运行状况的总体概述ꎮ 概述之后ꎬ后帝验证了

“日”“月”“南门” “北斗” “建星”的有序运行及

其对天下、君后所产生的影响ꎬ结果是:“日之德

明察”ꎬ“是故后明察”ꎻ“月之德行审”ꎬ“是故后

行审”ꎻ“南门之德位顺”ꎬ“是故后位顺”ꎻ“北斗

之德正情稽命”ꎬ“是故后正情稽命”ꎻ“建星之德

数稽”ꎬ“是故后长数稽”ꎮ (第 ６３ － ６７ 号简)这

表明天人相副ꎬ系统运行已臻和谐ꎮ
继之ꎬ后帝检视四维ꎬ根据二十八宿运行之

次ꎬ为君后、万生的人事行用“章视象则”ꎮ〔６〕 第

７１ － ７５ 号简文将二十八宿与君后、万生的人事

行用逐一配合ꎬ体现了“后时罗作事ꎬ而诊名是

扬”的用意ꎮ 如列于四维之首的北维七星:“后
乃载位于建星ꎬ礼乐于牵牛ꎬ宾安于婺女ꎬ作巧让

于虚ꎬ张次施栋于危ꎬ〔７〕 载庙于营室ꎬ明启于

壁ꎮ”(第 ７５ － ７６ 号简)北维七星各有所主ꎬ每一

星宿都与一定的人事行用相对应ꎬ其具体内容可

与«史记天官书»等文献相互印证ꎮ 简文首列

建星ꎬ因建星主建时节ꎬ«史记天官书»谓“建
星者旗也”ꎮ 第二星是牵牛ꎬ主祭祀ꎬ涉礼乐ꎬ故
谓“礼乐于牵牛”ꎮ 第三星是婺女ꎬ主嫁娶ꎬ故谓

“宾安于婺女”ꎮ 第四星是虚ꎬ主巧让ꎬ故谓“作
巧让于虚”ꎮ 第五星是危ꎬ主架屋ꎬ故谓“张次施

栋于危”ꎮ 第六星是营室ꎬ主作宫室土功之事ꎬ故
谓“载庙于营室”ꎮ 第七星是 壁ꎬ主文章ꎬ故谓

“明启于 壁”ꎮ〔８〕 天上二十八宿“历历其行”ꎬ
“七次设敷ꎬ而周盈阴阳”ꎬ后帝根据二十八宿运

行而设置人事行用ꎬ为天下君后、万生提供“象
则”ꎬ以“赣司民德”ꎬ使人事行用与天上星宿运

行不相悖乱ꎮ
至此ꎬ后帝完成了天人系统的构建、阐释和

验证ꎬ故简文说 “后事咸成ꎬ万生行象则之”ꎮ
(第 ７９ 号简)在“后事咸成”之后ꎬ从第 ７９ 到 ９４
号简ꎬ简文的视角转向天神地祇与万生自体和疾

祟方面ꎬ将天人关系从宏观构建转向人身这一微

观系统ꎮ 简文直接将“首”与“天”对应ꎬ“地”“四
荒”等九神为“脊”ꎬ执掌甲子十日ꎻ“高大”等十

神为“右胁”ꎬ执掌甲戌十日ꎻ“大音”等十神为

“左胁”ꎬ执掌甲申十日ꎻ “四冘” 为左右 “肩”
“髀”ꎬ“四柱”为左右“肱” “股”ꎬ“四维”为左右

“臂”“骸”ꎬ这十二位是大神ꎬ掌十二大骨ꎬ司十

二辰ꎻ“大角”“建星”“南门”“箕”分别对应“耳”
“目” “鼻” “口”ꎬ “北斗” 等六神与 “心” “肺”
“肝”“肾”“朘” “尻” “脾”对应ꎬ执掌甲午十日ꎻ
东、南维为左、右手十指ꎬ执掌甲辰十日ꎻ西、北维

为右、左足十指ꎬ执掌甲寅十日ꎮ “大神”掌十二

大骨ꎬ“六旬掌短节小骨”ꎮ 简文不仅描述了天

神地祇与人体的对应关系ꎬ还分别与甲子六旬、
十二辰执掌相配ꎬ使人体与宇宙时空构成了相互

关联的系统ꎬ从而实现了“天地神祇”与“人”的

一体化构建ꎮ〔９〕

«淮南子天文»:“蚑行喙息ꎬ莫贵于人ꎮ
孔窍肢体ꎬ皆通于天ꎮ 天有九重ꎬ人亦有九窍ꎮ
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ꎬ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ꎮ
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ꎬ人亦有十二肢以使

三百六十节ꎮ 故举事而不顺天者ꎬ逆其生者也ꎮ”
«天文»所谓“孔窍肢体ꎬ皆通于天”ꎬ在«五纪»篇
中表现为“孔窍肢体”皆由天神地祇执掌ꎬ比“通
于天”一语也更加具体化ꎮ 简文建构天与人的关

系ꎬ目的是表达“人”的行为由“天”来决定ꎮ 如

简文说:“南门授仁ꎬ而北斗授爱ꎬ是秉仁而行爱ꎮ
既膺受德ꎬ践位有常ꎮ”所谓“既膺受德”ꎬ具体当

即指“耳唯爱ꎬ目唯礼ꎬ鼻唯仁ꎬ口唯义”ꎮ 通过

膺受五德ꎬ使万民 “处位有常”ꎬ “规受天道”ꎮ
(第 ８６ － ８８ 号简)简文第 １２ － １３ 号已将“目”
“口”“耳”“鼻”“心”与“五德”“五正”相配ꎬ可与

此处简文对读ꎮ 不过此处却没有“忠”一德ꎮ 寻

绎简文ꎬ“忠”实际上隐含在第 ８８ － ９１ 号简记述

的内容之中ꎮ 这几支简主要描述“标躬唯度”ꎬ
说明以人体为“计袤”及其与数算的关系ꎮ〔１０〕 这

种标记数算的方法文献也有记载ꎬ如«大戴礼

记主言 »: “ 布 指 知 寸ꎬ 布 手 知 尺ꎬ 舒 肘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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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ꎮ〔１１〕许慎«说文解字» “尺”字下说:“周制ꎬ
寸、尺、咫、寻、常、仞诸度量ꎬ皆以人之体为法ꎮ”
简文所述“标躬唯度”的立意ꎬ不仅在于表明人

体与度量的缘起有关ꎬ而且暗含了 “数算” 与

“忠”的特殊联系ꎮ 第 ９ 号简谓“天、地、大和、大
乘、少和、少乘ꎬ掌数算司忠”ꎮ 从“天”“地”等六

神“掌数算司忠”以及“天下圆裕ꎬ合众唯忠ꎬ忠
唯律”(第 １３ 号简)等阐述ꎬ可以看出简文“忠”
在“五德”中的重要性及其与“数算”的关联ꎮ 因

此ꎬ这段文字在体现“标躬唯度”之后ꎬ强调“凡
天下万民ꎬ作好用此ꎬ蕃息用此ꎬ嗣子用此ꎬ恭祀

用此”ꎮ (第 ９１ 号简)
天下之人膺受“五德”是为了“处位有常”ꎬ更

好地“规受天道”ꎬ以免因行事不顺天道ꎬ而受天之

罚ꎬ发生各类疾病ꎮ 简文指出:凡万民“作有百祟ꎬ
在人之出ꎮ 占民之疾ꎬ群神群祇ꎬ掌其肢节ꎬ上下

左右ꎬ有辰与日ꎮ”凡民有各类疾病ꎬ是因为“杂德

不纯ꎬ百祟之殃”ꎮ〔１２〕 (第 ９１ － ９５ 号简)因此ꎬ简
文强调:“民之不敬ꎬ神祇弗良ꎮ 天下有常ꎬ不违

之用行ꎮ”“天”“神” “人”都按规矩法度运行ꎬ不
违天常ꎬ恭敬行事ꎬ最终就会实现“天下圆裕”ꎮ

从内容和篇章结构看ꎬ简文至此已经比较完

整了ꎮ〔１３〕但作者似乎兴犹未尽ꎬ从第 ９７ 到 １２０
号简记述了黄帝杀蚩尤、兴礼仪制度的故事ꎮ〔１４〕

据简文记载:黄帝“溥有天下ꎬ始有树邦ꎬ始有王

公”ꎬ其子蚩尤长成后作兵兴乱ꎮ 在群神群祇的

辅助下ꎬ黄帝杀蚩尤ꎬ并建立起祭祀礼仪制度ꎬ使
得天下昭昭大明ꎬ行礼行义ꎬ“世万以为常”ꎮ 简

文引述黄帝传说ꎬ意在进一步说明蚩尤作乱是违

背“五德”的ꎬ故最终招致天之罚ꎮ 黄帝灭蚩尤

之后ꎬ建立了各类祭祀礼仪制度ꎬ使天下君后、万
貌的人事行用有所凭依ꎬ天人秩序得以规正ꎮ 从

这种意义上说ꎬ简文引述黄帝故事也是对后帝建

立的天人系统的进一步验证ꎮ

四、«五纪»篇天人系统的特点和意义

«五纪»篇是先秦文献的重要新发现ꎬ其篇

幅宏大ꎬ结构谨严ꎬ思想内涵极为复杂ꎬ不仅出土

文献前所未见ꎬ即便是从整个先秦文献看也堪称

鸿篇巨制ꎮ «五纪»的思想内容ꎬ可以从多方面

予以解读ꎮ〔１５〕上文根据简文自身的行文逻辑ꎬ围
绕天人系统的建构这一主题和线索展开ꎬ介绍了

我们对简文的初步理解ꎮ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重要命题ꎬ古

代天人观念的形成与发展ꎬ与华夏农业文明和政

治制度的发展密切相关ꎮ 先民从对“天”的原始

崇拜ꎬ发展到“天命论”ꎬ再到“天人合一”和“天
人感应”等学说ꎬ是古代先贤对天人关系探索以

及社会历史发展的反映ꎮ〔１６〕 «五纪»篇构建的天

人系统ꎬ是战国时期关于天人观念的具体体现ꎬ
其内涵和特点有待从事古代思想史研究的学者

作进一步的深入发掘ꎮ 以下所列举的几点ꎬ是我

们研读该篇佚籍时形成的一些粗浅认识:
首先ꎬ«五纪»篇体现了“天”与“人”对立统

一的观念ꎮ “天”ꎬ在«五纪»篇中指“后帝”ꎬ也包

括受其统治的庞大的神祇系统ꎬ皇天后帝为

“天”“地”“神”“人”的最高统治者ꎬ他对“五纪”
“十八大神”“二十八宿”等群神群祇拥有至高无

上的支配权ꎬ而天地神祇则奉后帝之命各有所

司ꎬ行使执掌尘世万貌的相应职责ꎮ 在简文中ꎬ
一方面“人”与“天”为相互对立的关系ꎬ尘世万

貌的行为受群神群祇的控制ꎬ必须遵循“天”所

设置的各种规则律度ꎻ另一方面“天”与“人”也

是相互统一的ꎬ“天”虽然通过群神群祇掌控天

下君后、万貌的一切行为ꎬ但尘世的行为和状态

也会影响到“天”ꎮ 根据简文描述ꎬ尘世洪灾泛

滥、“权其有中ꎬ戏其有德”ꎬ就会“乘乱天纪”ꎬ使
皇天后帝和左右辅臣悚惧不安ꎻ天上“五纪有

常”ꎬ群神群祇各司其职ꎬ合伦有序ꎬ则“天下圆

裕”的社会情状就会出现ꎮ 不仅如此ꎬ简文从

“人”的“孔窍肢体” “皆通于天”的观念出发ꎬ通
过描述天地群神群祇司掌人体的各个部分ꎬ从而

使“天”与“人”具有合而为一的同构性ꎬ体现了

“天”与“人”的对立统一关系ꎮ
其次ꎬ«五纪»篇体现了天、地、神、人“同德”

的思想ꎮ 在«五纪»篇中ꎬ天之“五纪”ꎬ不仅是经

—０１—

　 ２０２２. ２学术探索



纬天地、统领神人的总纲ꎬ也是文后“经德”的基

始ꎮ “五德”作为“天下之正”ꎬ贯穿于宇宙图式、
群神群祇系统和人伦规范各个方面ꎮ 简文开篇

即总括性说明:后帝经过修历“五纪”ꎬ实现“天
地、神祇、万貌同德”ꎬ最终恢复“五纪有常”的运

行状态ꎮ 第 ６３ － ６９ 号简文ꎬ更直接地体现出

“神”与“人”的同德:
日之德曰:我期[礼]作时ꎬ丛群谋询ꎬ天

下 察【六三】之ꎮ 日之德明察ꎬ夫是故后明

察ꎮ 月之德曰:我秉义ꎬ奉正衰杀ꎬ循式天下ꎬ
恭不徙ꎮ 月之德行审ꎬ夫【六四】 是故后行

审ꎮ 南门之德曰:我顺仁ꎬ叙至四时ꎬ临天下ꎬ
纪皇天ꎮ 南门之德位顺ꎬ夫是故后位顺ꎮ 北

斗【六五】 之德曰:我秉爱ꎬ畴民之位ꎬ匡天

下ꎬ正四位ꎮ 北斗之德正情稽命ꎬ夫是故后正

情稽命ꎮ 建星之德【六六】曰:我行忠ꎬ历日

月成岁ꎬ弥天下ꎬ数之终ꎮ 建星之德数稽ꎬ夫

是故后长数稽ꎮ
简文明确说到“日”“月”“南门”“北斗”“建

星”等能秉持“五德”ꎬ处位运行顺遂有序ꎬ故天

下君后也能“明察” “行审” “位顺” “正情稽命”
“数稽”ꎬ天下君后与诸神祇德行完全相呼应ꎮ
因此ꎬ简文强调了“天地、神祇、万貌同德”ꎬ对消

弭自然灾异、社会失序现象以及最终恢复“天

纪”运行秩序的重要性ꎮ〔１７〕

第三ꎬ«五纪»篇体现了“规矩五度ꎬ天下所

行”的立意ꎮ «五纪»篇将“数算”“时”“度”“正”
“章”与“五德”相配ꎬ分别由三十位神祇执掌ꎬ建
立了天下运行所遵循的基本准则ꎮ 第 １６ 号简

“后曰:日唯常ꎬ而月唯则ꎬ星唯型ꎬ辰唯综ꎬ岁唯

纪ꎬ敷设五章”ꎮ 简文以 “常” “则” “型” “综”
“纪”等概念分别系属于“日、月、星、辰、岁”ꎬ显
示后帝是将“五纪”作为型则纲常而“敷设五章”
的ꎬ目的是为规范天下人事行用提供“象则”ꎮ
第１７ － １８号简“后曰:伦五纪ꎬ绳以为方ꎮ 礼青ꎬ
爱黑ꎬ青黑为章ꎬ准绳成方ꎻ义白ꎬ忠黄ꎬ黄白为

章ꎬ规矩成方ꎮ 后曰:集章文礼ꎬ唯德曰礼、义、
爱、仁、忠ꎬ合德以为方”ꎮ “五纪”“五德”与天下

之“时”“度”“正”“章”被整合为一体ꎬ使天下能

够“由规正矩遂度”ꎮ 在«五纪»建构的天人系统

中ꎬ上述思想贯穿于始终ꎬ如第 ４５ － ４６ 号简:“规
矩五度ꎬ天下所行ꎻ礼义爱仁ꎬ忠相后皇ꎮ 配合高

贰ꎬ知后以明ꎮ 天道之不改ꎬ永久以长ꎮ 天下有

德ꎬ规矩不爽ꎮ”第 ６２ － ６３ 号简:“后曰:五纪既

敷ꎬ参伍焕章ꎬ明明不惰ꎬ有昭三光ꎮ 中正规

矩ꎬ权称正衡ꎮ”第 ９７ 号简:“于天如规ꎬ于神如

矩ꎬ于人如度ꎬ天地、四荒、四冘、四柱、四维是

司ꎮ”«论语尧曰»:“谨权量ꎬ审法度ꎬ修废官ꎬ
举逸民ꎬ四方之政行矣ꎮ”简文表达的观念与此类

似ꎬ“规矩五度”即“天下所行”的准则和规范ꎮ
第四ꎬ«五纪»篇体现了“数算”对建立天人

纲常的价值认知ꎮ 关于“数算”在古代的作用ꎬ
«汉书律历志上»有如下论述:“数者ꎬ一、十、
百、 千、 万 也ꎬ 所 以 算 数 事 物ꎬ 顺 性 命 之 理

也ꎮ 夫推历生律制器ꎬ规圆矩方ꎬ权重衡平ꎬ
准绳嘉量ꎬ探赜索隐ꎬ钩深致远ꎬ莫不用焉ꎮ” 〔１８〕

“数算”是«五纪»篇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ꎬ简
文体现的“数算”对建构天人系统的重要性ꎬ可
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一是“数算”与“五纪”的关系ꎮ “五纪既敷ꎬ
五算聿度ꎬ大参建常”ꎬ简文将“五纪”和“五算”ꎬ
作为后帝平息灾异、建立社会纲常的前提条件ꎮ
第 ３ － ５ 号简在“文后乃伦历天纪ꎬ初载于日”之
后ꎬ接着“曰遥古之纪ꎬ自一始ꎬ一亦一ꎬ二亦二ꎬ
三亦三ꎬ四亦四ꎬ五亦五ꎮ” “伦历天纪ꎬ初载于

日”与“遥古之纪ꎬ自一始”是密切关联的ꎮ 关于

“天之数ꎬ始于一”的观念ꎬ在先秦秦汉时期曾广

为流行ꎮ〔１９〕简文将“伦历天纪”与“数算”这一观

念联系起来ꎬ并强调“天下之数算ꎬ唯后之律”ꎬ
显示“五纪”有序运行与遵循“五算”法则ꎬ对建

立天下纲常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ꎮ
二是“数算”与“五德”的关系ꎮ 简文第 ６ － ９

号:“数算、时、度、正、章ꎬ唯神之掌、祇之司”ꎬ并
与“五德”相配ꎬ其中“天、地、大和、大乘、少和、
少乘ꎬ掌数算司忠ꎮ”简文第 ２１ － ２２ 号进一步明

确:“后曰:畴列五纪ꎬ以文胥天则ꎮ 忠黄ꎬ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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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ꎬ天、地、大和、大乘、少和、少乘ꎬ掌忠司算律ꎮ”
“数算”的执掌神是简文中地位最高的一组神ꎬ
配五色之“黄”色而“宅中极”ꎬ对应的是“五德”
之“忠”ꎮ 第 １３ 号简谓“心相忠ꎬ忠行圆裕”ꎬ“天
下圆裕ꎬ合众唯忠ꎬ忠唯律”ꎬ简文强调唯有“忠”
的施行ꎬ才能实现“天下圆裕”的理想状态ꎮ “数
算”与“五德”关系到“天下圆裕”的最终实现ꎮ

三是“数算”与“律历”的关系ꎮ “数算”与

“律历”的建立是直接相关的ꎮ «书尧典»:“乃
命羲、和ꎬ钦若昊天ꎬ历象日月星辰ꎬ敬授民时ꎮ”
所谓“历象日月星辰”ꎬ即“以历数之法观察日月

星辰之早晩”ꎮ〔２０〕简文中后帝逐一确定“四维”与
二十八宿的神祇执掌和所受算位ꎬ为天下万民

“观象授时”ꎮ〔２１〕第 ２７ － ３０ 号简:“后曰:天下之

神祇ꎬ神之受算位者ꎬ其数如此ꎮ 天曰施ꎬ地曰

型ꎬ和曰时ꎬ乘曰成ꎮ 子曰生ꎬ丑曰爱ꎬ寅曰音ꎬ卯
曰蠲ꎬ辰曰震ꎬ巳曰和ꎬ午曰言ꎬ未曰味ꎬ申曰爱ꎬ
酉曰甘ꎬ戌曰苦ꎬ亥曰恶ꎮ 受德发时ꎬ春夏秋冬ꎬ
转受寒暑ꎬ四极至风ꎬ降施时雨ꎬ兴育万生ꎬ六畜

蕃余ꎮ”这正是“历象日月星辰ꎬ敬授民时”的具

体描述ꎮ «汉书  律历志» 谓 “历数之起上

矣ꎮ 至周武王访箕子ꎬ箕子言大法九章ꎬ而
五纪明历法”ꎮ〔２２〕简文体现了战国时期对“数算”
与“律历”关系的认识ꎮ

四是“数算”与“阴阳五行”的关系ꎮ 先秦两

汉关于“数算”与“阴阳”关系的论述ꎬ如«老子»
四十二章:“道生一ꎬ一生二ꎬ二生三ꎬ三生万物ꎮ
万物负阴而抱阳ꎬ冲气以为和ꎮ” «淮南子天

文»:“道始于一ꎬ一而不生ꎬ故分而为阴阳ꎬ阴阳

合和而万物生ꎬ故曰:一生二ꎬ二生三ꎬ三生万

物ꎮ” 〔２３〕简文谓“遥古之纪ꎬ自一始”ꎬ虽没有“分
为阴阳”“化成万物”的明确论述ꎬ但开篇就提到

“五纪既敷ꎬ五算聿度”ꎮ 所谓“五算”即“五数”ꎬ
当指“五行阴阳变化之数”ꎮ〔２４〕 简文中对“五纪”
运转、四时更替与阴阳变化的关系也有阐述ꎬ如
第 ４３ － ４４ 号简:“春夏秋冬ꎬ反以阴阳ꎮ 日月星

辰ꎬ赢绌短长ꎬ名日和辰ꎬ数以为纪纲”ꎻ第 ６２ －
６３ 号简:“南至四极ꎬ春夏秋冬ꎬ信其有阴阳”ꎻ第

７２ － ７４ 号简:“后曰:爰彼四维ꎬ历历其行ꎮ 夫七

次设敷ꎬ而周盈阴阳ꎮ 各有枝叶ꎬ爰爰其行ꎬ转还

无止ꎬ一阴一阳ꎮ”简文这些论述表明ꎬ阴阳变易

的观念对«五纪»篇天人系统的建构有着深刻的

影响ꎮ «周易系辞上»:“参伍以变ꎬ错综其数ꎮ
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ꎬ 极其数遂定 天 下 之

象ꎮ” 〔２５〕上引简文有关论述ꎬ正体现了“阴阳变化

之数”ꎮ 简文还明确描述了阴阳与“五行”的关

系ꎬ如第 ６９ － ７０ 号简:“唯皇上帝ꎬ和兆天度ꎬ建
设五步ꎬ〔２６〕春秋冬夏ꎬ天衡既正ꎬ爰有日夜ꎮ 唯

皇上帝ꎬ降为民式ꎬ建设五行ꎬ四时是备ꎬ帝正合

矩ꎬ绌赢同刑ꎬ动事象则ꎮ”简文“五步”“五行”所
指应当相同ꎬ虽没有突出“五行相胜”的思想ꎬ但
“转还无止”的“阴阳”与“五行”思想在简文中则

已确定无疑地发生了关联ꎮ
天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古代思想史

研究的重要命题ꎮ «五纪»篇建构的天人系统及

其体现的天人观念ꎬ为先秦天人思想的研究提供

了珍贵的新材料ꎮ «五纪»篇不仅吸收、整合了

先秦关于天人关系的许多认识ꎬ同时也体现出战

国时期天人观念的发展变化ꎻ简文既有先秦宇宙

图式、天文历法、人体疾祟等记述ꎬ更着眼于社会

规范、人伦道德的建立和遵循ꎬ以实现天下治理ꎮ
«五纪»篇思想内涵丰富而系统ꎬ还可以从先秦

社会史、科技史、古文献学等不同方面揭示其价

值和意义ꎮ〔２７〕本文认为ꎬ«五纪»篇的主旨是通过

天人系统的建构、阐释和徵验ꎬ从而实现天下治

理的目的ꎬ这只是我们对简文的一种解读ꎮ 我们

期待不同学科的学者能关注这篇佚籍ꎬ从多学科

视野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ꎮ

感谢北京大学章启群教授、清华大学李守奎

教授对本文的审读和建议ꎮ

注释:
〔１〕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黄德宽主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壹)»ꎬ上海:中西书局ꎬ２０２１ 年ꎮ 本文

引述简文都来自本研究整理报告ꎬ为方便更多读者ꎬ本文将原报

告释文转换为简体字ꎬ对通假字、异体字以及有关古文字字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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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相应的处理ꎮ 对原整理研究报告的某些释文和注释ꎬ笔者

根据新的认识作了一些改动ꎮ 所引简文【 】中的数字ꎬ是原简的

编号ꎮ 读者如需要了解原报告以及本文相关文字处理的情况ꎬ
请按照简号查核原整理研究报告文本和释文注释ꎮ 下文不再一

一注出ꎬ特此一并说明ꎮ
〔２〕简面编号自第１ 至 １３１ 号ꎬ缺第 １２３ 号ꎬ从简文内容看ꎬ１２２

号与１２４ 号简紧密相连ꎬ１２３ 号当属跳号ꎮ 第 １４、１５、１１３、１１４ 号简缺

失ꎮ 第 ２２、２４、２７、３４、３５、３６、１０１、１０３、１０５、１０６ 号简部分残损ꎮ
〔３〕«五纪»篇有关思想和内容ꎬ本课题组成员马楠、贾连

翔、程浩、石小力等先后在«文物»２０２１ 年第 ９ 期、«出土文献»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发表了两组文章予以介绍ꎬ有些文章已涉及该篇

天人系统问题ꎬ读者可参看ꎮ
〔４〕贾连翔认为这一组神指的是“天”“地”和“四荒”ꎬ也即

文献中的“六合”ꎬ可信ꎮ 参看贾连翔:«清华简‹五纪›中的宇宙

论与楚帛书等图式的方向问题»ꎬ待刊ꎮ
〔５〕关于宇宙图式推拟复原图ꎬ可参看«清华大学藏战国竹

简(拾壹)»下册ꎬ上海:中西书局ꎬ２０２１ 年ꎬ第 ９８ 页ꎻ贾连翔有

«清华简‹五纪›中的宇宙论与楚帛书等图式的方向问题» (待

刊)一文ꎬ对这一图式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ꎮ
〔６〕«五纪»二十八宿在四维首尾星宿或具体星宿选择、星宿名

称、顺序等方面ꎬ与出土和传世文献的记载有所不同ꎮ 参看石小力:
«清华简‹五纪›中的二十八宿初探»ꎬ«文物»２０２１ 年第 ９ 期ꎮ

〔７〕“栋”字原作茧ꎬ从艸虫声ꎬ与简化字“茧”同形ꎬ整理报

告未释读ꎮ 疑读为“栋”字ꎮ
〔８〕二十八宿运行与人事行用相配ꎬ见于«史记天官书»

«开元占经»等传世文献ꎬ本篇简文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相关材料ꎮ
关于二十八宿与人事行用配合详情ꎬ可参看«清华大学藏战国竹

简(拾壹)»整理研究报告和有关注释ꎮ
〔９〕贾连翔构拟了«五纪»人体与神祇的配位图ꎬ对相关问

题撰文进行了讨论ꎮ 参看贾连翔:«略说‹五纪›篇的“行象”之

则与“天人”关系»ꎬ«文物»２０２１ 年第 ９ 期ꎻ人体推拟图可参看清

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

战国竹简(拾壹)»下册ꎬ上海:中西书局ꎬ２０２１ 年ꎬ第 １１８ 页ꎮ
〔１０〕贾连翔:«清华简‹五纪›中的“行象”之则与“天人”关

系»ꎬ«文物»２０２１ 年第 ９ 期ꎻ«清华简‹五纪› “人体推拟图”与

“维特鲁威人”»ꎬ待刊ꎮ
〔１１〕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２２ 页ꎮ
〔１２〕关于«五纪»篇表现的人体与疾病的关系ꎬ李均明先生

有专文讨论ꎬ本文不再展开介绍ꎮ 参看李均明:«清华简‹五纪›
所见人体与疾患»ꎬ待刊ꎮ

〔１３〕第 ９７ 号简文中有“正列十乘有五”六字ꎬ与上下文内

容皆无关系ꎬ也无标记符号或空位ꎬ而下文则是另行记述黄帝故

事ꎮ 本辑整理研究报告吸收了贾连翔在讨论时提出的意见ꎬ注

释:“此句或为图数之记ꎬ或为对前文章节数的总结ꎮ”这句话的

确切所指虽然还可以讨论ꎬ但与正文内容无关则是可以肯定的ꎮ
此句以下简文专述黄帝之事ꎬ虽与本文内容相关ꎬ但与简文结构

和内在思想的严密性相比ꎬ这一部分却有其相对的独立性ꎮ
〔１４〕程浩:«清华简‹五纪›中的黄帝故事»ꎬ«文物»２０２１ 年

第 ９ 期ꎮ
〔１５〕程浩:«清华简‹五纪› 思想观念发微»ꎬ«出土文献»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ꎮ
〔１６〕章启群在«星空与帝国———秦汉思想史与占星学» (北

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１３ 年)一书中ꎬ对先秦天人观念的发展有较

为深入的探讨ꎮ
〔１７〕需要说明的是ꎬ简文中有些“德”的内涵颇难确切把

握ꎬ如“三德”“六德”“七德”等ꎬ但从简文总体来看ꎬ其中也无疑

蕴涵着“五德”的核心内容和“同德”的思想ꎮ
〔１８〕〔２２〕«汉书律历志上»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９５６、９７３ 页ꎮ
〔１９〕如«老子»四十二章曰“道生一”ꎬ王弼注“昔之得一者”

谓“一ꎬ数之始而物之极也”ꎻ(«老子»三十九章)«汉书律历志

上»“天之数始于一”ꎬ«说文»曰:“惟初太始ꎬ道立于一”ꎬ等等ꎮ
〔２０〕«史记五帝本纪»:帝尧“乃命羲、和ꎬ敬顺昊天ꎬ数法

日月星辰ꎬ敬授民时”ꎮ 司马贞索隐:“«尚书»作‘历象日月’ꎬ则
此言‘数法’ꎬ是训‘历象’二字ꎬ谓命羲和以历数之法观察日月

星辰之早晩ꎮ”(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２０ 页ꎮ)
〔２１〕四维ꎬ即第 ７２ 号简 “东维龙ꎬ南维鸟ꎬ西维虎ꎬ北维

蛇”ꎬ指二十八宿所分布的空间ꎮ 行星ꎬ指二十八宿ꎬ第 ４１ 号简

有“四维同号曰行星”ꎮ
〔２３〕通行本作“道曰规始于一”ꎬ王念孙谓“曰规”因上文误

衍ꎮ 马宗霍:«五行大义»论律吕引«淮南子»云:“数始于一ꎬ一

而不能生ꎬ故分为阴阳ꎬ阴阳合而万物生ꎮ”参看何宁:«淮南子集

释»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２４４ － ２４５ 页ꎮ
〔２４〕«汉书律历志上»“五数备矣”ꎬ注引孟康曰:“初以子

一乘丑三ꎬ馀则转因其成数以三乘之ꎬ历十二辰ꎬ得是积数也ꎬ五
行阴阳变化之数备于此矣ꎮ”(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９５６ －
９５７ 页ꎮ)

〔２５〕孔颖达正义曰:“‘通其变’者ꎬ由交错总聚通极其阴阳

相变也‘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者ꎬ谓穷极其阴阳之数ꎬ以定

天下万物之象ꎮ”见«周易正义»卷七ꎬ«十三经注疏»ꎬ北京:中华

书局ꎬ１９８０ 年ꎬ第 ６９ 页ꎮ
〔２６〕“五步”ꎬ整理研究报告注释:“疑指春、秋、冬、夏、天

衡ꎮ”«汉书律历志下»有“五步”ꎬ指“木”“金”“土”“火”“水”
五行ꎮ (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９９７ － １０００ 页ꎮ) 又称“五

部”“五纬”ꎬ«律历志上»“明察发敛ꎬ起五部ꎬ建气物分数”ꎬ注引

孟康曰:“五部ꎬ谓五行也ꎮ 天有四时ꎬ分为五行也ꎮ” (北京:中

华书局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９７６ 页ꎮ)
〔２７〕如程浩«清华简‹五纪›思想观念发微» («出土文献»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贾连翔«清华简‹五纪›中的宇宙论与楚帛书等

图式的方向问题»(待刊)、石小力«清华简‹五纪›中的二十八宿

初探»(«文物»２０２１ 年第 ９ 期)、李均明«清华简‹五纪›所见人

体与疾患»(待刊)和马楠«清华简‹五纪›篇初识»(«文物»２０２１
年第 ９ 期)等文所作的研究ꎮ

〔责任编辑:李本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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