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俞樾《諸子平議·商君書》記


郭鵬飛　 蔡　 挺

提　 　 要

德清俞樾（１８２１—１９０７），字蔭甫，號曲園，晚清樸學大家，徐世昌（１８５５—

１９３９）《清儒學案·曲園學案》曰：“曲園之學，以高郵王氏爲宗。發明故訓，是

正文字，而務爲廣博，旁及百家，著述閎富，同、光之間，蔚然爲東南大師。”《諸

子平議》一書，是俞樾的代表作，可説是子學訓釋的鉅著。此書仿效王念孫

（１７４４—１８３２）《讀書雜志》而補其未及，識力之精，涉獵之廣，爲《雜志》之後，

從事子學者不可或缺的典籍。然而，智者千慮，容或有失，今就俞氏《諸子平

議·商君書》部分，舉其精到見解，檢其可議之處，略陳己見，以明是書之

得失。

關鍵詞：俞樾　 《諸子平議》　 《商君書》　 子學

一、 前　 　 言

《Âë�》，d*《Âë》、《ÂW》，s�AL+（X ５—X ２２１）Ë¨&w�

 本論文爲“俞樾《諸子平議》斠正”研究計劃部分成果，計劃得到香港政府研究資助局優

配研究金資助（ＵＧＣ ＧＲＦ，編號：１４５０１２），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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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ë（i��，１７６２—１８４３）?《Âë�47!O》Q：

舊刻多舛誤，不可讀。余參稽衆本，又旁搜羣籍，勘正其紕謬，而疑其不

可攷者，然後焉馬魯魚十去三四。?

��《Âë�》�ýÀ�，�iÆ�，1i[Mê，l¢%ÆÑM%�，ªB

《Âë�》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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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X：《è�.+h�ðe'〈Âë�〉&!¤》，《É'�.》，２００７ î* ４ +，
ï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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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２０１３ î），* ５ `，ï １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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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ê¹：�(�í，２００６ î），ï １３９。r~，5�gm（１８７８—１９６９）3º¡{
&RB，B\BJo#�Þ。XJ��'：《Âë�-}¡�》（ê¹：d3��0，１９５６
î），《Y�》，ï １１。`J�º'：《“i��”、“i�ë”À》，《+íF�（���）》，
１９９６ î* ６ +，ï １０７。.：4JÛs。#M¼�+，�+G(è��ª'LD\LJs
i��w，�+��gi�ë´5f+*rBÅi��。
i�ë：《Âë�47!》，《4Ñ4W》（éê：éÖ��05�Ï4î［１８７６］Ñº�í
7Ö'si[�eÄ，１９７６ î），* ６ `，ï ６１７。�J.：�+9ñ《Âë�47!》（g
9òÅi�）Mté，GëÒ�fw，���NÑº�í7Ö�。



w4�%。Zà*（１７５３—１８１８）、i�ë、̂ }�（？—１８４４）�EJ�《Âë

�》=�7!，r@7Ð[©J��。�äå《ÂW3N》�，�!Êã，I¬¨

¹©，�XÞ9y�，�Ú{�。s�g^`eJÆ�，�7ß�（１８５９—

１９４０）、Yì�（１８６６—１９１３）、Z�ã（１８４８—１９０８）、��（１８５４—１９１０）、uz

M（１８６０—１９１８）、YLò（Ygï，１８７９—？）?、ò�（１８８６—１９３７）、�gm、L

àz（１９１６—１９９５）�ÞM《Âë�》'(，�ÈõRäÛ。±þ�（１８７６—

１９３９）《Âë���·O�》Å：“Ýg#%¨（i�ë、äå、Z�ã）Mó《Â

ë�》，2t|Æ，~ä、ZÑr，µt�rwM。”?Làz《Âë��:·`

�》t�SÆ�“\ä、Z、Y、ò、�，(éMcMíT”，ÊÈqs“¼ä、Z¬

ë6T”。?CÃ��，《ÂW3N》Ä�ÈY，#`Þ9^w。r~，ä�ã

@lDÈ�，�~��s�M�{JÂ，ÈÊ[�。�_oB5，È�ä�

�ã。

二、 論述精闢之例

äå《ÂW3N》，7DZà*�X¤iy，Þ��5，\Ñ6Ö7è，Õß

£X，�Èo_þüþM�J，�z5�g\M：

　 　 （一）山林居什一，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

樾謹按：“都邑蹊道”下，有闕文，今據《徠民篇》補云：“都邑蹊道居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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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5OPiMRB，YLò，ò*Lò，̀ Ö*Lu，rgï，½�<SR5E。¡
î·óEA4ÑýîM`。�['：《�i¯Ì，RÁ"9：l3EA¸×�{�?iM
L———$¢�{íP〈l3EAÇAK×+h3So�{〉》，《@4FáEYE)》（@
E01hE），２０１２ î* ７ +，ï １２１。
YLò：《Âë���》，《Wx》（ê¹：A¨L�Å��05EA�î［１９１５］[+L�
0FÄ《+�¨ÿ�》�eÄ，２０１５ î），Ë¨�·Âë�5，* ７ `，O １，ï ５１。
Làz：《Âë��:》（ê¹：�(�í，１９８６ î），ï １６３。�J.：�+9ñ��《Â
ë�》té�ÆD&，GëÒÛ\w，́ 5《Âë��:》，s�9û《Âë�》ò+gi�
ë《Âë�47!》#s�。



惡田居什一，?良田居什四。”?

.：��ò+�$《Âë�·�1�》，ß：

故爲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

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爲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

也。方土百里，出戰卒萬人者，數小也。此其墾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

足以處其民；山林藪澤谿谷足以供其利，藪澤隄防足以畜，故兵出糧給

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瑏瑠

\Q�9《j[A�》�（g9òÅj�）瑏瑡、\ù_=æ�（１５４４ î=c）&$

�（g9òÅæ�）瑏瑢、\��9《éê¬WD²》�（g9òÅ[�）瑏瑣、\=÷

（\Þ，Î¡îÈ~）《]7ÿ�》�（g9òÅ=�）瑏瑤、\sGE（\Þ，Î¡î

È~）《4ÑW》�（g9òÅs�）瑏瑥、《D¬*¨#&¬W��》�（g9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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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J.：YLòß：“WL‘A�ÿ¥4。’”�['：《Âë��-》（ê¹：A¨L�Å�
�05EA�««(ËìE7íÄ�eÄ，２０１５ î），《Wx·Ë¨�·Âë�5》，*
７ `，5 ２，ï ２５３。dR3�Ï4î（１８７６）Ñº�í7Öi�ë《Âë�47!》�lL
“A�ÿ¥4”。�i�ë：《Âë�47!》，《4Ñ4W》，* ６ `，ï ７０５。CÃ��，ä
å《¬W3N》ÃÖ95《�E�》M+�@。
äå：《¬W3N》（pµ：ÂÃÄ�Å，１９３６ î），�`，ï ３９２。
Làz：《Âë��:》，ï ４３—４４。
j©¯，��æ�：《ÂW》（ê¹：A¨L�Å��05\�"［１５２２—１５６６］©《j[
A�》�eÄ，２０１５ î），《Wx·Ë¨�·Âë�5》，* １ `，5 ２，ï ３５。
æ�&$：《ÂW》，《Wx》（ê¹：A¨L�Å��05\ù_=©�eÄ，２０１５ î），Ë
¨�·Âë�5，* ４ `，5 ２，ï ５３９。
Â�：《ÂW》（ê¹：A¨L�Å��05\�N%Ñî［１６０２］��9©《éê¬WD
²》�eÄ，２０１５ î），《Wx·Ë¨�·Âë�5》，* １ `，5 ２，ï １６４。
=÷¯，��ý�}Å}þ\3i��7�：《ÂW》（ê¹：A¨L�Å��05\�N
［１５７３—１６２０］=÷©《]7ÿ�》�eÄ，２０１５ î），《Wx·Ë¨�·Âë�5》，* １
`，5 ２，ï ４０７。
sGE7：《ÂW》（ê¹：A¨L�Å��05\�N［１５７３—１６２０］©《4ÑW��》
�eÄ，２０１５ î），《Wx·Ë¨�·Âë�5》，* ２ `，5 ２，ï ３８。



Å��）瑏瑦、\±ìR（１５８１—１６３６）《¬WAJ》�（g9òÅ±�）瑏瑧、\《¬W

«¹》�（g9òÅ《«¹》�）瑏瑨、\《KK×�qÑýW》�（g9òÅ《KK

×》�）瑏瑩、《¬Wâx》�（g9òÅ《âx》�）瑐瑠、《¬W#¢》�（g9òÅ

《#¢》�）瑐瑡、《+ô9�n��》�（g9òÅ�n�）瑐瑢、¦�\�%î

（１７６６）¹;��m�é7\©《]7ÿ�》�（g9òÅ�Ö�）瑐瑣、i�瑐瑤、¤

+�í《W�à¨》�（g9òÅ¤+�）瑐瑥´L“>rÿ¥�，Øòÿ¥�，�

ß9�ÿ¥�，;%�fÿ¥�”。|ó\ê²Î（\Þ，Î¡îÈ~）̄ 《äê

Ñ�W》�（g9òÅê�）“>rÿ¥�”M“>r”L“>ò”。瑐瑦æLô（æÖ

Ñ，？—１６４５）ø�（g9òÅæø�）“;%�fÿ¥�”p×�“ÿ”r。瑐瑧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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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瑦

瑐瑧

}x$，ÈGbè，� r�：《ÂW》（ê¹：A¨L�Å��05\Qg［１６２１—
１６２７］©《D¬*¨#&¬W��》�eÄ，２０１５ î），《Wx·Ë¨�·Âë�5》，* ４
`，5p，ï ３７９。
±ìR$/：《ÂW》（ê¹：A¨L�Å��05\Qgýî［１６２５］©《¬WAJ》�e
Ä，２０１５ î），《Wx·Ë¨�·Âë�5》，* ５ `，5M ３６，ï ３２３。
J¡A¯：《ÂW》（ê¹：A¨L�Å��05\©《¬W«¹》�（*Ñ��¹*|*
4Ñý�¡�5\©《Ñ4W》�»I）eÄ，２０１５ î），《Wx·Ë¨�·Âë�5》，* ２
`，È�5，ï ３０７。
M�：《ÂW》（ê¹：A¨L�Å��05\©《KK×�qÑýW》�eÄ，２０１５ î），
《Wx·Ë¨�·Âë�5》，* １ `，È�5，ï ２８１。
±�：《¬Wâx》，《�n��Ü~ÿ�·W�·K¨-》（é«R)Î{：ti+Cº
<�T^_5±&?EL�Åx\�NÖ�eÄ，１９９５ î），* １２２ `，5 １４，ï ４８４ 9。
Í��：《¬W#¢》，《�n��Ü~ÿ�·W�·K¨-》（é«R)Î{：ti+C
º<�T^_5±&uL�Åx\Qg6î［１６２５］Ö�eÄ，１９９５ î），* １２６ `，5 ７，
ï ２６８ 9。
Â�：《ÂW》，《ûÄ+ô9�n��·W�·Ë¨-》（éê：é&ÂÃÄ�Å5A®
N�½»Y9x+ô9�n��eÄ，１９８５ î），* ７２９ `，5 ２，ï ５７１ p。
=÷7：《ÂW》，《�Ö�¬W?i》（'¹：*d�Y5¦�\�%î［１７６６］¹;��
m�é7\©《]7ÿ�》�eÄ，１９７５ î），* ５ ¯，ï ３０７ 9。�J.：Ã��s7\
=÷¯M《]7ÿ�》�，¡4�+r�Èo，N�}5#®�，g¶7¡。
i�ë：《Âë�47!》，《4Ñ4W》，* ６ `，ï ６６７。
Â�：《ÂW》（ê¹：A¨L�Å��053�Ïbî［１８７５］�ê¤+�í©《W�à
¨》�eÄ，２０１５ î），《Wx·Ë¨�·Âë�5》，* ３ `，5 ２，ï １５４—１５５。
ê�MF�，sñ$ä®G�²'：《ÂWa7aç》（«¹：üý��0，２０１７ î），p
`，ï ２３１。
æÖÑ#7，ÏOï�：《ÂW》（ê¹：A¨L�Å��05\DæÖÑø�eÄ，２０１５
î），《Wx·Ë¨�·Âë�》，* １ `，5 ２，ï ５２６。



《�E�》L“1MàëJ，>]�¥�，Øò�¥�，�ß9��¥�，;%�

f�¥�，A��¥4，/��¥�”。瑐瑨>]、Øò、:ß�pçD�ýM9，

¡�Yé°ê、;|�»è；;%#ÿE_，�f×s×F9£，Ø?�¢ûe

"M�；A�3/�s:��&,£r9。´Ï/s��¼¾-¡g1£A

¨g1¢û�9¤±HË�&â�。B¶��9，��L“>rÿ¥�，Øò

ÿ¥�，�ß9�ÿ¥�，;%�fÿ¥�”，£â�pxr}È¨±。CÃ�

B，“;%�f”3“ÿ¥�”Mo�$+，#§+6¨ª，W5《�E�》£

“f”9“ÿ”pI“ÿ¥�A�ÿ¥4/�”Ñr。ä[�ÍNæ，~�� 9

£，ªxET。7ß�瑐瑩、�gm瑑瑠lèäÛ。

　 　 （二）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者著，死者削。

樾謹按：此奪“生”字，當作“生者著，死者削。”説見《去强篇》。瑑瑡

.：��ò+�$《Âë�·pt�》，ß：

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者著，死者削。其有爵者乞無爵者以爲

庶子，級乞一人。其無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隨

而養之軍。瑑瑢

“þR�W´�*ópJ'，́ Jf”B�，+6ÈF。ÃÏ]SÝªýâï

ð，《Âë�》��l�âó。《%î�》：“zEºª5，ÎJ'，́ Jf。EÊX

¥，2Êï¯，×A�，A�J`。”瑑瑣�gm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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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瑨
瑐瑩

瑑瑠
瑑瑡
瑑瑢
瑑瑣

Làz：《Âë��:》，ï ８６—８７。
7ß�：《Âë�7!》，û\óYì�：《Âë�>¶》（ê¹：A¨L�Å��05��
�eÄ，２０１５ î），《Wx·Ë¨�·Âë�5》，* ６ `，È�5，ï １７２。
�gm：《Âë�-}¡�》，ï ２５。
äå：《¬W3N》，�`，ï ４０２。
Làz：《Âë��:》，ï １１４。D&��Ö�。
op，ï ３２。D&��Ö�。



此户籍之法也。舉凡民衆户口之數，生者著於籍，死者削其名。户籍可

攷，故民不逃粟，而土地盡墾。瑑瑤

《%î》9(È¡3��¶o，K=�WÛ\Ãï~&，s#Æhx�<ÎèM

³¡。ä[5《%î�》£“J'”pI“Î”r，Û\Ý3Ýp，ÎJ'ó3，́

JfÆ*，+6¦r}�。§�1êò《ê�Kø·Óc�》ln“�#NêÞ

�，f3”，瑑瑥��《Âë�》â(êAMÝªýâïðl~�ð。Z�ã、瑑瑦Y

Lò瑑瑧lpäÛ。

　 　 （三）入其國，觀其治，兵用者彊。

樾謹按：“兵”當作“民”。下云：“奚以知民之見用者也？民之見戰也，如

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正承此文而言，故知當作“民用”。瑑瑨

.：��ò+�$《Âë�·ÛW�》，ß：

民勇者戰勝，民不勇者戰敗。能壹民於戰者，民勇；不能壹民於戰者，民

不勇。聖王見王之致於兵也，故舉國而責之於兵。入其國，觀其治，兵用

者彊。奚以知民之見用者也？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瑑瑩

��äÛ，59++6WÖ“�”L“E”。�L“�”J，;p+“Nz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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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瑤
瑑瑥

瑑瑦

瑑瑧
瑑瑨
瑑瑩

�gm：《Âë�-}¡�》，ï １８。
�]?Eò¨�{�,、�êu½»Å、�êu+»Rd�{9²：《§�1ê²Cò》，
《êò©D�（�）》（�]：�]?E��0，２０１４ î），p`，ï １６９。
Z�ã\，Zà*、i��、̂ æý#7：《Âë�》，《Wx·Ë¨�·Âë�5》，* ３
`，5 ５，ï ３２９。dZ[#7��ó ２０１４ îC�(�ígF7ab��，ÃÖl�Z�
ã�，©zQ&7：《ÂW7� é�dªâ（w4¾）》（ê¹：�(�í，２０１４ î），ï ７７。
YLò：《Âë��-》，《Wx·Ë¨�·Âë�5》，* ７ `，5 ５，ï ２９９。
äå：《¬W3N》，�`，ï ４０１。
Làz：《Âë��:》，ï １０８。D&��Ö�。



ó�”~@。瑒瑠rLàzß：

禮鴻案：“兵用”不必誤。《去彊篇》：“戰事兵用曰彊。”與此同。夫兵

者，民之所爲，用民用兵，無有異也。下雖曰：“民之見用”，此固不妨作

“兵用”矣。瑒瑡

ZnS“�2”，LÛlÊÈ�。«¡¬p+“E¥J�Û，EÈ¥J�Á。¹

�Eó�J，E¥；È¹�Eó�J，EÈ¥。]Y�YMáó�T，NzA~

�Mó�”，sÛ§E�ó�，×zA´�`�，N+ss2Eó�，~p�M

#2。dR《JD�》“�í”，�¶�M+，ß：

彼能戰者踐富貴之門，彊梗焉，有常刑而不赦。是父兄、昆弟、知識、婚

婣、合同者皆曰：“務之所加，存戰而已矣。”夫故當壯者務於戰，老弱者

務於守；死者不悔，生者務勸。此臣之所謂壹教也。瑒瑢

ÆSw&£“E”，N(Æ“E”�µi`�。CÃ��，L[“2E2�，Ê�¹

T”MÛ@Æ，~j�äÛM½W。《ÛW�》Ã�ó¼�´L“�2”，o{@�

&。ä[¹5+6，?ò�¨，ÃsxD\À。

　 　 （四）就爲大庶長，故大庶長，就爲左更，故四更也，就爲大良造。

樾謹按：此當在上文“故爵五大夫”之下。“大庶長”之“大”，并衍文也。

《漢書·百官公卿表》：“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

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

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

八大庶長，十九關内侯”，是大庶長之爵尊於左更，乃云故大庶長就爲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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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瑠
瑒瑡
瑒瑢

±gQ：《Âë�7è（¹��）》（éê：é&ÂÃÄ�Å，１９７４ î），ï １１７。
Làz：《Âë��:》，ï １０８。
op，ï １０４—１０５。



更，不可通矣，故知“大”字衍文也。此庶長兼左右庶長而言，謂故爵五

大夫者，就爲左右庶長也。左右庶長之上即是左更，故曰“故庶長就爲

左更”，於文正合。其云“故四更也就爲大良造”，此“四”字乃“三”字之

誤，古書“三”字，每誤作“四”。《儀禮·覲禮篇》“四享”，鄭《注》曰：

“‘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周官·

内宰》疏引鄭《注》曰：“純四■，四當爲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

然則三更之爲四更，亦猶三享之爲四享，三■之爲四矣。三更者，并左

更、中更、右更而數之也，由左更、中更、右更而上之，即爲少上造、大上

造，故曰：“故三更也就爲大良造”，“大良造”，即大上造也。不言少良造

者，或文不備，或大少良造亦猶左右庶長，分之則爲二，合之則爲一耳。

此書所言，與表皆合，足徵秦制之所自來，而傳寫訛奪，且多竄益，遂不

可讀。瑒瑣

.：��ò+�$《Âë�·pt�》，ß：

故爵五大夫，皆有賜邑三百家，有賜税三百家。爵五大夫，有税邑六百家

者受客。大將御參皆賜爵三級。故客卿相論盈就正卿。就爲大庶長。

故大庶長就爲左更。故四更也就爲大良造。瑒瑤

5+F，Ã4Ñ4rWAó“N�6?R”9，g(“6?R”M�ÅOo。|ó

ä[n“?��”M“?”#*+，ls。5《]�·àù^�>》9(，]M4

Ñ��m§êï，ÑC#¢��，Ñ�C#µ��，?��ØÑ\C，£¢t、?

pç（Ç?/ç）瑒瑥Mp，瑒瑦NÖÆ@。�gm�?��#¢、µ��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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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瑣
瑒瑤
瑒瑥

瑒瑦

äå：《¬W3N》，�`，ï ４０２—４０３。
Làz：《Âë��:》，ï １１８。
�gmß：“?/çÇp?ç。《¼ã·è}》：‘/，�T’，�lpT。”�['：《Âë�-
}¡�》，ï ７３。
�è�，¬gdç：《]�》（ê¹：�(�í，１９６２ î），5 １９ p，ï ７３９。



zB5$x。瑒瑧r"（１９００—１９８６）:“‘?’r�òL‘■’，Ç■d&D¯，■

dÇ¢µ。‘■’ga]@#‘?’”，瑒瑨ÃÛl^i®，vd+r}Ê“■”、“d”

MD+。瑒瑩Làzñ¡�q（１９１１—１９９４）s�g“¢、µ��DÅ#?�

�”瑓瑠，oeno�B，yª#5。

5S3+h9ó，¢、µ��MCÒ£Â�Ma?¶<È?，N@g“�

�”CÅ，�《Sâ·ê��》óê{+Y（"，X ３５６—X ３１１）tbcî，瑓瑡

“�、$、7、X、¬D®MÞ�ê。ê§���3�¹ý，̄ Æ�å<，Á$^

W°、�dW±，²)\�4-”。瑓瑢dê�Y（�，X ３２９—X ３０７）bî，“§

=)、��¦³Ýø”。瑓瑣��Â�|`&êA，�g��5S¢、µ��M*。

��ä7，“N�tT”M“�”lWL“%”。vd+¶]~@，Æ@�l��

óÆ�éêd3，�《¢Ç》~^Ñ4î：

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

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

楚，敢不畏君王哉！”瑓瑤

:R(n“�”W#“%”rM@，“%A”:p+±A、iA3ÈOy，d+“�”

L“́ ”，3“%”¶�~@。瑓瑥{《]�·àù^�>》，è¢tÙ?pç，��

８６１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六期）

瑒瑧
瑒瑨
瑒瑩

瑓瑠
瑓瑡

瑓瑢

瑓瑣
瑓瑤

瑓瑥

�gm：《Âë�-}¡�》，ï ７３。
r"：《Âë�ç�》，《r"'L�r》（ê¹：3(?E��0，２００４î），* ７5，ï ５６４。
[ê：《〈Âë�〉�&g1ÞªìW》，《�µ¨+Ü：+S5》（Fr：¼'g8?E��
0，２０１１ î），ï １９１，ç １２。
Làz：《Âë��:》，ï １１８。
�J.：ê{+ëÇ¢`Ñ�îÅY，Âî（X ３２４）#tbbî，N“tbcî”:tb`
M*cî。
_ûü�，g"�-，_û�Áu，�,x!6：《Sâ》（ê¹：�(�í，１９５９ î），5 ５，
ï ２０７。
op，ï ２０９。
¢�\Ç，-.ç，ô¶§Ê：《©ª¢ÇçÊ》，®b（１７６４—１８４９）�7：《Ñ%:çÊ：
ô7ûâ》（éê：/+Ä�Å5�M4Ñî［１８１５］«P�E�eÄ，１９７６ î），* ６ `，
5 ４５，ï ７９４ 9。
:R(：《7ûEí=》（ê¹：ê¹?E��0，２０１３ î），ï ７３。



Ñ%C�t3Ñ�Cµt，瑓瑦N“%t”J，Ç¢t、�t、µt。ä[N5p9

+&+FÖ!+�，Ãs~��¶。

　 　 （五）農商官三者，國之常食官也。

樾謹按：“食”衍字。瑓瑧

.：��ò+�$《Âë�·ÂE�》，ß：

農商官三者，國之常食官也。農闢地，商物，官治民。三官生蝨六，曰歲，

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樸，必削。瑓瑨

“@²ù”%r，�Þ·-。ä[n“²”#*+，ÆÃ。《%î�》Ã�L“�Â

ù%J，AM@ùT”。瑓瑩d《4©6à¨ç÷AP!éÎ+�》5ý《̧ �》ñ

+¦õ（１１２４ î=c）《�+^P�¦ç》Q：

按《商君書》二十六篇，大祗以仁、義、禮、樂爲無虱官，如曰：“農商官三

者，天下之常官也。農闢地，商致物，官法民。三官生無虱官者六，曰歲，

曰食，曰玩，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必削”是也。瑔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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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瑦
瑓瑧
瑓瑨
瑓瑩

瑔瑠

�è�，¬gdç：《]�》，5 １９ p，ï ７３９。
äå：《¬W3N》，�`，ï ４０４。
Làz：《Âë��:》，ï １２４—１２５。
op，ï ２８。�J.：�gm、±gQlñ《%î�》Ã+，gBäÛ，~��gm：《Âë
�-}¡�》，ï ７７，g�±gQ：《Âë�7è（¹��）》，ï １３５。
�d�，7¼z�ç：《4©6à¨ç÷AP!éÎ+�》，《�(úç£�·¡þ²·�
�》（ê¹：ê¹L�Å��05«¹L�ÅxþMbý［１２００］î7¼z¨¹Ö�eÄ，
２００６ î），5 ６，ï １０。�J.：Z�ã《Âë�》#7�l(ðñ+¦õ《�+^P�¦
ç》Ã+，~�Z�ã\Zà*、i��、̂ æý#7：《Âë�》，《Wx·Ë¨�·Âë
�5》（ê¹：A¨L�Å��053�Ï4î［１８７６］Ñº�í©�eÄ，２０１５ î），* ３
`，5 １，ï ２５７。dÃÖF�£&7���@，�“+¦õ”@L“+¦r”、“ßs”@L
“ß]”�，~�Z�ã�，©zQ&7：《ÂW7� é�dªâ（w4¾）》，ï ３０。



CÃ��，þ�《Âë�》lÊ“²”r，ªBä7。�gm、瑔瑡±gQ、瑔瑢r"瑔瑣

lèäÛ。|ó“@ù”M6，r"ß：“‘@ù’»@ÉT”瑔瑤，�#:@É<。瑔瑥

“@ù”7�p+“�Âù%J”，Nr"�“ù”-#“É<”，sT。“ù”èùÉ

M6Ëfñå#É<、�<。《:[©ª·p��》：“YE$cðgp，Ú¬%

ù。��¥，á�9，��ï。”瑔瑦']r;ç：“%ù，�、á、�T。”瑔瑧rr"-

“@”#“:@”，×6�yå。�0n“@”:DË，NË，瑔瑨lódÊð。>'

?E《Âë�》çè�×è“@”#!@M6，瑔瑩ÆÛ�T。“@”WF-#!@、

3@M6，���《�1�》：“Ó*，ã�M@。”瑖瑠vÃ，“@ù”ØnÃ�、:

Â、(ù%J，sA¨�u#3@&É<。

gp6�，��ä[ºód3，�ó`6，N¹Ò�,.，Y�4�，gBX

ÞMã。

三、 考辨缺失之例

ä[��û�，¥óK4，r�+6¡��»L，È�^s+B，¼9G*，

NL�yäM�，�lz�g\M：

　 　 （一）農不能喜酣奭。

樾謹按：《詩·采芑篇》：“路車有奭。”毛《傳》曰：“奭，赤貌。”字

亦作“赩”。《瞻彼洛矣篇》：“韎韐有奭。”《白虎通·爵篇》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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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瑠

�gm：《Âë�-}¡�》，ï ７７。
±gQ：《Âë�7è（¹��）》，ï １３５。
r"：《Âë�ç�》，《r"'L�r》，* ７ 5，ï ５７８。
op，ï ５７８。
op，ï ５７９。
±A¼：《:[©ª47è》（pµ：pµd3��0，２００２ î），9`，ï １７２０。
op，ï １７３６。
�0：《Âë�7Ê》（ê¹：ÖÔè*��0，２０１２ î），ï ６０。
>'?E《Âë�》çè�：《Âë�4ç》（ª«：>'ÞE��0，１９７６ î），ï １５２，
( １４。
Làz：《Âë��:》，ï ４５。



“韎韐有赩”是也。“奭”爲赤貌，此以“酣奭”連文，蓋謂酒醉而面

赤矣。瑖瑡

.：��ò+�$《Âë�·���》，ß：

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賈少，農不能喜酣奭，大臣不

爲荒飽。商賈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酣奭，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

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瑖瑢

äè“m”#äà。fd½（１８６９—１９３６）lxsÛ。瑖瑣rò�ß：

謹案：俞説近是，但農不能喜酣而面赤，文嫌冗瑣。竊疑“喜”應讀“嬉

遊無度”之“嬉”，所謂盤樂飲酒。“奭”疑即“大臣”“大”字之重出而譌

者，以農不能喜酣，語意已足，無取乎再需形容面赤。瑖瑤

ò[9�Æs。G“+4Ë�”w，ùúTÈ�¡1ñáä，瑖瑥��äèy�

Æ6。«ò[:“m”#“?”rM@，ys。Làzß：

禮鴻案：簡氏以俞説冘瑣，不爲無理。但“大”、“奭”字形繁簡懸殊，且

“酣奭”兩見，而簡一皆以爲賸字而欲删之，尤爲近誣。案《詩·大雅·

蕩》曰：“内奰中國。”《傳》：“奰，怒也。不醉而怒謂之奰。”孔疏：“怒不

由醉，而云‘不醉而怒’者，以其承上醉事，嫌是醉時之怒，故辨之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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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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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瑥

äå：《¬W3N》，�`，ï ３８８。
Làz：《Âë��:》，ï １２—１３。
fd½'， ÓA7&：《��®�â》，pµÞE��0²：《fd½��》（pµ：pµ
ÞE��0，１９８２ î），* １ `，ï ６４。
ò�：《Âë�q!》（éê：¼+�í5EA4Ñî［１９３１］pµE��í�eÄ，１９７５
î），ï １９。
�0：《Âë�7Ê》，ï ２５。



孔氏説，則毛公此訓，由望文而生，凡怒皆得謂之奰，《廣韻》：“奰，怒

也。”是也，不止不醉之怒也。此“喜酣奭”疑“奭”爲“奰”字之誤，謂醉

而至怒也，極言其沈湎也。“喜”當爲“嬉”，簡説是也。瑖瑦

��LÛ，“?”、“m”a÷å9，ÊCá@。~Ln“m”WL“¾”，».T，r

ùúJÈ�¡�.。瑖瑧�gm、瑖瑨YÆ�瑖瑩×:“m”#“■”M'r，»hT，n

¿É，¡no�B$x。|ó3�g（１８８７—１９３７）瑘瑠�“m”#“ï”M@瑘瑡，Ð

#Àø（１８８２—１９５０）n“m”o“Á”，»ÛT瑘瑢，́ #Q�，yª#5。gp¼

Û，�0yå。R《âx》�Ã�9�çè，ß：

奭，大赤色也，又盛也。“酣奭”謂飲酒盛樂也。瑘瑣

��Ã�9MçèlQ：“m，UT。”瑘瑤�.Wè�ç#s。《Û+·Â�》：

，盛也。从大，从皕，皕亦聲。此燕召公名。讀若郝。《史篇》名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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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瑤

Làz：《Âë��:》，ï １２。
�0：《Âë�7Ê》，ï ２５。
�gm：《Âë�-}¡�》，ï ７。
YÆ�：《äå�}�{》（ª«：¬�0，２０１１ î），ï ２０８。
�J.：5tÀµ《«0ÿj·«00�º�》Mâó，ÐÅ3[MÎ¡î# １８８６ |
１９３８。~�ºM;：《3BÞ»Î¡î>》（ê¹：ÞE+E��0，２００５ î），ï ４６８。
3�g：《Â®+�â》，sñ$ä®G�²'：《ÂWa7aç》，p`，ï ５８。
#Àø：《Âë�4è》，《Wx·Ë¨�·Âë�5》（ê¹：A¨L�Å��05EA
Ñ4î［１９２３］©《G]=ÿ�·ìË��》�eÄ，２０１５ î），* ８ `，5 １，ï ３０。
±�：《¬Wâx》，《�n��Ü~ÿ�》，W�·K¨-，* １２２ `，5 １４，ï ４８１ 9。�
J.：Ãçl�ó《#¢》�、æ�、《4ÃÂW\S$&》（g9òÅ《$&》�）。《#¢》
�，�Í��：《¬W#¢》，《�n��Ü~ÿ�·W�·K¨-》，* １２６ `，5 ７，ï ２６４
p；æ�，�æ�&$：《ÂW》，《Wx·Ë¨�·Âë�5》，* ４ `，5 １，ï ５１３；《$
&》�，�Ò�í/，[xÀ�：《4ÃÂW\S$&》，《Wx·Ë¨�·Âë�5》（ê
¹：A¨L�Å��05\《4Ã¬W\S$&》�eÄ，２０１５ î），* ５ `，5 １３，ï １６２。
}x$，ÈGbè，� r�：《ÂW》，《Wx·Ë¨�·Âë�5》，* ４ `，5p，ï
３５２。�J.：�0�Ã�ç�#ÈGbMçè，��0：《Âë�7Ê》，ï ２５。



，古文奭。瑘瑥

Ïß.（１７３５—１８１５）《Û+-rç》ß：

《釋詁》：“赫赫躍躍。”“赫赫”，舍人本作“奭奭”。《常武》毛《傳》云：

“赫赫然盛也。”按：“奭”是正字，“赫”是假借字。《小雅》：“路車有奭，

韎韐有奭。”毛曰：“奭，赤皃。”此當作“赫”。赤部云：“赫，火赤皃。”

“奭”是假借字。从大，从皕，皕與大皆盛意也。瑘瑦

r6�（？—１９３２）瑘瑧lQ：“《û》：‘Í��m。’（《Ôõ》）《Ç》Q：‘äà。’

‘¦’3‘ä’́ ÑUMÔT。”瑘瑨“m”Ä?ÄÂ�U，Æ�6nÞMxU，v~ñ

å#U?Mà。dÑ?×ä~��，NU?3Ñä6o¶i。“m”、“Ë”vÒ

6o"，Æ÷lo，v~Â4F[MÖî。瑘瑩��“m”�äà6，Ø'“Ë”MÑ

ä6&,N。

|ó，“¿”，《Û+·Å�》：“ùaT”瑝瑠，�6sÉù1y。N“¿m”:

qð&ÉùLa。�++ss:�EZ}¦oú，Ê9xï，u}ïR!º。

NÂ�#*`?Ò��EÆùò²，“&ù±M!，wÆÇ，�ÑZÆä。”Ãl

Â�È=�<�H&w�øÂM�。§�1êò《ê�Ñ\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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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瑥

瑘瑦
瑘瑧

瑘瑨
瑘瑩
瑝瑠

Íäh（１８７４—１９５２）：《Û+-r}r》（ê¹：�(�í，１９８８ î），* ５ `，ï
３９４３ p。
op。
�J.：!É、±ßþ《r6��Æ〈+"〉》ß：“r6�，r1�，ä§jRÞ，Îîy~。
è�3}Á§&�le'，¡îW#�<%4î。}Á§MZ}zûéÎ±F��&
《g¶ÿ�Ê��》��‘r6�%F’。Æ�*%F¯ó�<%4îý,�¦。}Á§
ôâÛ：‘Ã%îrëeò。È&rëgòHCa^。~\！’”�5!、±4[RB，Ip
r6�M¡î。!É、±ßþ《r6��Æ〈+"〉》�+，ûór6�：《+"》（pµ：�
'�í，２０１２ î），《̄ G》，ï １。
r6�：《+"》，ï ３４３。
��.：《Û+-r�ç》（�]：(�g8?E��0，２００９ î），* １ `，ï ８４０。
Íäh：《Û+-r}r》，* １５ `，ï １４３１８ 9。



ß：“à�ÿ�[JË§■（Ì）Å（ù）。�ÍR、�ye*¨M，�Èè�J�

Î（�）。”瑝瑡i�=:ò+9óË�s*`�Þ&ÞgÏl²�ù、Ðek·，

oLTTïÞEÉù。瑝瑢Ã�BÂ�M*ù�Ã£êAv�，gTÞEÆù，

¤G�º。CÃ��，è“¿m”#Éùqð，ÌMùú~ä，ó6t½。ä

[Èk�ç，̀ #M-，Ê^。

　 　 （二）故王者刑於九而賞出一。

樾謹按：此當作“刑於九而賞於一。”《去强篇》曰：“王者刑九賞一，强國

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是“刑九賞一”，乃刑多賞少之意，非如《農戰

篇》所云：“利從壹孔出也”，不當作“出一”，明矣。下云：“民之所欲萬，

而利之所出一”，與此義本不相蒙，今作“賞出一”，蓋涉下文而誤。瑝瑣

.：��ò+�$《Âë�·ÛE�》，ß：

刑生力，力生彊，彊生威，威生德，德生於刑。故刑多則賞重，賞少則刑

重。民之有欲有惡也，欲有六淫，惡有四難。從六淫，國弱；行四難，兵

彊。故王者刑於九而賞出一。刑於九則六淫止，賞出一則四難行。六淫

止則國無姦，四難行則兵無敵。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則

無以致欲，故作一。作一則力摶，力摶則彊。彊而用，重彊。故能生力、

能殺力，曰攻敵之國，必彊。塞私道以窮其志，啓一門以致其欲，使民必

先行其所要，然後致其所欲，故力多。瑝瑤

ä[5《%î�》“D<J�”，:“J��”WL“Dó<~Jó�”，n“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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瑝瑡

瑝瑢
瑝瑣
瑝瑤

�]?Eò¨�{�,、�êu½»Å、�êu+»Rd�{9²：《§�1ê²Cò》，
《êò©D�（�）》，p`，ï ５０。
i�=：《êAl²:ª�{（O��）》（t�：?Ð��0，２００９ î），ï １３０—１３１。
äå：《¬W3N》，�`，ï ３９１。
Làz：《Âë��:》，ï ３８—３９。



�”，ØD�J�Ms，p�《���》9Q“·è�ô�T”，}:9+“EM9

9�，~·M9��”3��6È¶�。ò���ß：

謹案：“賞出一”亦通，“出”與“於”原不相遠。又此處刑賞多少從民欲

惡言，下文亦以欲惡言，上下一貫，不能謂不相蒙也。瑝瑥

Làz×n“‘J��’!Ç《���》‘·è�ô�’M6。”瑝瑦Ã3äÛ¶�。

.：“Dó<~J��”M“ó”#«8，“<”#g`；“J��”s“J�ó�”M

u，snDJ�g2ó�M，|óJ�×Ê¹�$��，~9+“Dó<×ý

ú`，J��×�^�”svy�，��Á�9:。vÃ，®�G“J��”Ð

“Jó�”，Æs¶Z，“�”È¹�äå9ÛÊsÚ:M“J�”。|óä[ñ

《%î�》“YJD<J�”#B，l@。“D<J�”È¹�o“Dó<~Jó

�”，ä[º�Æ“ó”L#«ü�L�Ð&`Ë¸¹。瑝瑧《Âë�》¶W'w

“L�”。《���》ß：

善爲國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民見上利

之從壹孔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瑝瑨

“L�”Ç“Lº��”，s:��。《%î�》“AL��d，Ñdî；L�Ñd，

àdî”，“L�”:��。��9+“Ep�×Êgá9，NL�，L�×t

Ñ”、“g�;gáÆ9”，“L�”、“�;”ln��，~“EM99�，~·M9

��”&“��”，lÇ《���》“E�p·Mè�ô�T”M“�ô”，sn·�

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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瑝瑥
瑝瑦
瑝瑧

瑝瑨

ò�：《Âë�q!》，ï ５１。
Làz：《Âë��:》，ï ３９。
�J.：“ó”&`Ë� õ�Ü¥±：《éê`Ë（¹��）》（�¬：�«?E��0，
２００５ î），ï ５０９。
Làz：《Âë��:》，ï ２０。



>p9S，�+“Dó<~J��”M“��”，s:“�ó��”，“�

�”n��。ä[Ö“J��”#“Jó�”，SD�J�，]È\Â���

&�s。

　 　 （三）親親者以私爲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

樾謹按：“中正”當作“立中”，因“立”與“正”形近而誤，遂倒其文爲“中

正”耳。上文曰：“故賢者立中，設無私，而民曰仁。”此文承彼而言，則當

爲“立中”，不當爲“中正”矣。且“立中者使私無行”，與上文“立君者使

賢無用”兩文相對，益知今本之非。瑝瑩

.：��ò+�$《Âë�·}~�》，ß：

當此之時，民務勝而カ征。務勝則争，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

地。故賢者立中正，設無私，而民説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

凡仁者以愛爲務，而賢者以相出爲道。……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

上賢而説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賢無

用也。親親者，以私爲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

ä[95�“N¤J®�!”Ê“!”r，ri�“�”9�“!”r。i�

ëß：

“故賢者立中正”，范本無“正”字，誤。???

�MÑýî（１８１１）i�ëw7《�:b》ø�（g9òÅw7�）ó“�”9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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瑝瑩
???
???

äå：《¬W3N》，�`，ï ３９３。
Làz：《Âë��:》，ï ５１—５３。
i�ë：《Âë�47!》，《4Ñ4W》，* ６ `，ï ６７６。



I“!”r。???p(B��si[õ7<�ãÇ&b©�~i，m�7û!

¤。???CÃùM，b©�“�”9W�“!”r，~\3¬�´$。7ß���ä

Û，ß：

案：上文“故賢者立中正”，俞所據本脱“正”字，故云此當作“立中”，實

則此文“中正”，即承上而言。???

.：7[9SÆs。“~�!J§´Ê�T”pm“N¤J®�!”M“�!”~

S。|ó“N¤J®�!”M“!”，Çp+“¬~Ê!”M“!”。£“¬~Ê!，

×��Æ�T”???�9，�gmß：

轍按：《小爾雅》：“鵠中者謂之正。”“正”爲矢之標準。民争而無標準以

判其是非，則不能順民之性。???

���Û，“!”óÃ-L“Da”。《G`·WJ》：“Ý$é�，r`a!，

《ã》、《ö》¼�Æ9。”???d《{*》：“[È!，È²。”???《S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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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3i��7�：《ÂW》，《Wx·Ë¨�·Âë�5》（ê¹：A¨L�Å��0
53ø�eÄ，２０１５ î），* ４ `，5 ２，ï ３４。�J.：5w7《�:bÿ�》ø��D&
�+（�o�，ï ８８），Ã�7ó�MÑýî（１８１１），Çió《Âë�47!》M`。Nø
�W��È�té;��!XLÐXL9y�J，�ó《Âë�》&7û，mÂ!¤。
�J.：i�ëó《Âë�47!》7~`M.`：“Ö�bÃ，Ñ《tË》，̀ 《¡�》，#�
4Ñý，�r�4，*Ñý、*4Ñ�，o4Ñ��，3�9�j©�!o。`d�ê�
Ý�，I¹s!K@，u#£�，Æ�Âlo。vgÖþÊÃ�，Ð�M~9ÇÈ¼，Nb
L��9rãT。��n7~，j��，��\#��，�¬5)Q。”�['：《Âë�4
7!》，《4Ñ4W》，* ６ `，ï ６３２—６３３。èi[.`��，《Âë�47!》Ms�#<
�ãÜMb©�Ê�。
7ß�：《Âë�7!》，û\óYì�：《Âë�>¶》，《Wx·Ë¨�·Âë�5》，*
６ `，È�5，ï １７５。
Làz：《Âë��:》，ï ５２。
�gm：《Âë�-}¡�》，ï ３１。
µÒç，ÓÔÊ：《G`çÊ》，®b�7：《Ñ%:çÊ：ô7ûâ》，* ８ `，5 ９，ï ７９
9—８０ p。
op，5 １０，ï ８９ 9。



“ËJ，'M!T，9g*ò~É£ÞT。”???“�!”ÇÈ+È=&a×M6。

Ã6d3æ�，�《�·:D》：“\gD�，Kè，h��!。”???i （１１６７—

１２３０）《�Ç》ß：“h��!J，́ �¢ÆÊqÕT。”???d《àâ·aâ》：“�

!Êñ，àM¤T。”???N“�!J，§´Ê�T”，snó�^!，¹§´·È

�。+6Æ\，ÊLÖr，ä[oÈÓ£�~)*Ø@。

Ãw，äån“K‘®�J§´Ê�’，3p+‘®ëJ§¤Ê2’B+¶�，

jÖ��Mp”，FlÝÂ。‘®ëJ，§¤Ê2T”39n“®�J，§´Ê�

1”���“kkJ，g´#fT”�`，“®ë”ÈÁ3“®�”¶�。ägÃ

L#X¡“�!”&B5，oqó?ù。

　 　 （四）故以愛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諸侯者退德。

樾謹按：“并”當讀爲“屏”，謂屏除之也，以愛則屏刑，以力則退德，兩文

相對，作“并”者叚字。???

.：��ò+�$《Âë�·}~�》，ß：

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則異，而所繩則一也。故曰：民愚則知

可以王，世知則力可以王。民愚則力有餘而知不足，世知則巧有餘而力

不足。民之生，不知則學，力盡而服。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

湯、武致彊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懷知而問；世知，無餘力而

服。故以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諸侯者退德。???

８７１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六期）

???
???

???

???

???
???

_ûü�，g"�-，_û�Áu，�,x!6：《Sâ》，5 １０，ï ４１８。
ôåA�，ô¶§Ê：《��çÊ》，®b�7：《Ñ%:çÊ：ô7ûâ》，* １ `，5 １９，
ï ３０３ p。
i （１１６７—１２３０）：《��Ç》，ûó�ÁÞ�?²：《�W��w²》（pµ：('g8?
E��0，２０１０ î），* １ `，ï ２６２。
t\ç，ô¶§Ê：《àâçÊ》，®b�7：《Ñ%:çÊ：ô7ûâ》，* ５ `，5 ３７，ï
６６９ 9。
äå：《¬W3N》，�`，ï ３９３。
Làz：《Âë��:》，ï ５３。D&��Ö�。



ä[:“ª”#“,”M'r，sT。???¡N“gKYQ9JªD”#è，×p。i

�“Y”pÊ“K”r。???7ß�ß：

俞云：“‘并’當讀爲‘屏’，謂屏除之”，是也。惟所據本“■”下衍“愛”

字，遂謂“以愛則屏刑，以力則退德”，兩文相對，則非。“故■”，猶所以。

“王天下”與“力征諸侯”爲對。???

5+6，“KYQ9”3p+“E<，×Ö�gY；aÖ，×t�gY”、“NP�í

ý~YQ9，gÆÖT”，6È¶�，��“K”W#@+。ä[è#@�9q。

r~，ä[ê�£°+6，zg@+è6，Ã#Êã。

7[�:�äÛM@，rn“YQ9”3“tè¬ö”#�，lp。59+

“tè¬öJÞ0”，WÖ“Y”p�$+。i�ëów7�Ö“K”#“�”。???

uzMß：

愚案：此當云：“故以知天下者并刑，以力征諸侯者退惪。”上文云：“神

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彊而征諸侯，服其力也。”此文即承

上而言。???

ò�lxsÛ。???�.%ÛsT。Ã“Ö”rmp+“P�íý~YQ9，gÆ

ÖT”~S，N“Y”pWI“Ö”r。|ó\3¬�“Y”p�“K”J，Ð�L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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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ÈGb、̂ }�éóä[�!。ÈÛ，~�}x$，ÈGbè，� r�：《Â
W》，《Wx·Ë¨�·Âë�5》，* ４ `，5p，ï ３９０；̂ Û，~�^}�7：《ÂW》，
《Wx·Ë¨�·Âë�5》（ê¹：A¨L�Å��053f�［１７８２—１８５０］6>^
[N《',>è#ø》©�w²O©《:µ》�eÄ，２０１５ î），* ３ `，5 ２，ï ４９。
i�ë：《Âë�47!》，《4Ñ4W》，* ６ `，ï ６７７。
7ß�：《Âë�7!》，û\óYì�：《Âë�>¶》，《Wx·Ë¨�·Âë�5》，*
６ `，È�5，ï １７５—１７６。
i��7�：《ÂW》，《Wx·Ë¨�·Âë�5》，* ４ `，5 ２，ï ３５。
uzM：《+¬W�â》（ê¹：�(�í，１９５９ î），ï ４１１—４１２。
ò�：《Âë�q!》，ï ７４—７５。



z9S，v“Ö”r@$，�`a7JsI。???�Ræø�“Y”p�“Ò”r，???×

d#“K”rM@。“Ö”3“t”�z。ÃB�7�p+，nP�、Â�、ä�Y

lg“Ö”3“t”�Q9，è~#êA“ªD”、“Þ0”&C'�ÏYéFGZ

Û。Làz:Ã+B�3《�pW·6Ö�》“pd=óf0，�aîó�ß，

W�MóÊt”，g�《\Û�》“dÞ×ó0，�aîó�，W�Mót”，+6

�o，???�F#B。

　 　 （五）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

樾謹按：“殺”乃“效”字之誤。“此吾以效刑之反於德”，猶言此吾以明

刑之反於德也。《荀子·正論篇》：“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

效之也。”楊倞《注》曰：“效，明也”，蓋古語如此。???

.：��ò+�$《Âë�·}~�》，ß：

治國刑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夫過有厚薄，則刑

有輕重；善有大小，則賞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終，則姦

不去；賞施於民所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姦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

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

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彊。一國行之，境内獨治。二國行之，兵

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

ä[n“Ý”WL“Ï”。7ß�???、±gQ???lèÆÛ。räÛÊ�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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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àz：《Âë��:》，ï ５３。
æÖÑ#7，ÏOï�：《ÂW》，《Wx·Ë¨�·Âë�5》，* １ `，5 ２，ï ５３６。
Làz：《Âë��:》，ï ５３。
äå：《¬W3N》，�`，ï ３９３—３９４。
Làz：《Âë��:》，ï ５７。
7ß�：《Âë�7!》，Yì�：《Âë�>¶》，《Wx·Ë¨�·Âë�5》，* ６ `，È
�5，ï １７６—１７７。
±gQ：《Âë�7è》，ï ６２。



B�¨，¶#Q�MÞ。Kj�???、æ�???、[�???、=�???、s�???、��???、±

�???、æø�???、《«¹》�???、《KK×》�???、�n�???、�Ö�???、i�???、¤+

�???´L“ÝD”。《âx》�???、《#¢》�???、《$&》�???、《4Ã�-$(+�

D²àW6T》???“D”p×Ê“Ý”r，ª�äÛÊ5。r"ß：

按：殺刑即殺與刑，不必改字。反讀爲返，歸也。???

rÛIs。《Û+·Ý�》：“ ，ØT。”???《¢Ç》�^4î：“4î©，þö�ô

[，Ýô�~kÆY。”???《A`·`p》：“Ò0ë)J，lÈ�ÈÝT。”???N

“Ý”�6#ÝØ，t�ñå#´D。《G`·WÍ》：“£Þ#£àî，l�g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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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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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j©¯，��æ�：《ÂW》，《Wx·Ë¨�·Âë�5》，* １ `，5 ２，ï ５０。
æ�&$：《ÂW》，《Wx·Ë¨�·Âë�5》，* ４ `，5 ２，ï ５５２。
Â�：《ÂW》，《Wx·Ë¨�·Âë�5》，* １ `，5 ２，ï １７６。
=÷¯，��ý�}Å}þ\3i��7�：《ÂW》，《Wx·Ë¨�·Âë�5》，* １
`，5 ２，ï ４２０。
sGE7：《ÂW》，《Wx·Ë¨�·Âë�5》，* ２ `，5 ２，ï ５２。
}x$，ÈGbè，� r�：《ÂW》，《Wx·Ë¨�·Âë�5》，* ４ `，5p，
ï ３９４。
±ìR$/：《ÂW》，《Wx·Ë¨�·Âë�5》，* ５ `，5M ３６，ï ３３７。
æÖÑ#7，ÏOï�：《ÂW》，《Wx·Ë¨�·Âë�5》，* １ `，5 ２，ï ５３８。
J¡A¯：《ÂW》，《Wx·Ë¨�·Âë�5》，* ２ `，È�5，ï ３２１。
M�：《ÂW》，《Wx·Ë¨�·Âë�5》，* １ `，È�5，ï ２９５。
Â�：《ÂW》，《ûÄ+ô9�n��·W�·Ë¨-》，* ７２９ `，5 ２，ï ５７４ 9。
=÷7：《ÂW》，《�Ö�¬W?i》，* ５ ¯，ï ３１０ 9。
i�ë：《Âë�47!》，《4Ñ4W》，* ６ `，ï ６８０。
Â�：《ÂW》，《Wx·Ë¨�·Âë�5》，* ３ `，5 ２，ï １６３。
±�：《¬Wâx》，《�n��Ü~ÿ�·W�·K¨-》，* １２２ `，5 １４，ï ４８７ 9。
Í��：《¬W#¢》，《�n��Ü~ÿ�·W�·K¨-》，* １２６ `，5 ７，ï ２７２ p。
Ò�í/，[xÀ�：《4ÃÂW\S$&》，* ５ `，5 １３，ï １８２。
UP：《4Ã�-$(+�D²àW6T》，《�n��Ü~ÿ�·W�·K¨-》（é«
R)Î{：ti+Cº<�T^_5ê¹L�Å�Åx3:AbÖ�eÄ，１９９５ î），*
１５３ `，5 ２，ï １０２ p。
r"：《Âë�ç�》，《r"'L�r》，* ７ 5，ï ４６２。
Íäh：《Û+-r}r》，* ４ `，ï ３５７７ p。
¢�\Ç，-.ç，ô¶§Ê：《©ª¢ÇçÊ》，®b�7：《Ñ%:çÊ：ô7ûâ》，*
６ `，5 ４０，ï ９０ p。
pµg8?Ed3±F�7&：《A`》（pµ：pµd3��0，１９７８ î），p`，ï １７６。



Z%Ý^。”???µÒ《�-》ñYÁç：“%Ý，È2DÝT。”???《äà·_¯·_

D》：“_D：v6DMË，gØ�EM�。Í�6à，Ù�6à，��6à，Ú�

6à，Ý�6à。”???t\ç：“Ý，́ DT。”???�fp+“Ý9nDJ，6M�

T；~a9n6J，òMfT”，???sÂ�6�óD，giD#|0、Yf&'A

ù&。N�´3DJsocgDË'A&w��ÏM�，《Âë�》��l�

¶-G(，�《ÛW�》：“gÝ%Ý，�Ý�T。gD%D，�wD�g”、???《J

D�》：“ÝÞÈ#ò，JÞÈ#ìJ，AË\T。”???ÃÇ�+“ÝD”Mn。《¡

��》：“N]Þ®Q9~ÊD´J，pÈDÝT，�Ë�\¦ÜÖ。”???t��

Â�Mn“Ý”，s:ÝØMD。�+“ÃÝgÝDM�ó0，~6DóòT”，

sn"q´D�Æ�DJ~|ó%D，�~¹�§Ù|0&p�。《�pW·

4Û�》：“4ÛJ，D、0T。µnD、0？ß：ÝØMnD，MJMn0。”???Ç

mÂ�ÃÛ。CÃ��，ò+�F，~ä7ps。|ó3�g???、�®æ

（１９０８—２００８）???�“Ý”#*+，l�4�Û。

　 　 （六）給從從之不洽而熯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

樾謹按：上“從”字下有闕文，下“從”字當在“不洽”之下，“洽”亦當爲

“給”。此文當云：“給，從而□之；不給，從而熯之。”蓋承“發梁撤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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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Òç，ÓÔÊ：《G`çÊ》，®b�7：《Ñ%:çÊ：ô7ûâ》，* ８ `，5 ５，
ï １１７ p。
op。
t\ç，�^LÊ：《äàçÊ》，®b�7：《Ñ%:çÊ：ô7ûâ》，* ３ `，5 ３６，ï
５３９ p。
op。
Làz：《Âë��:》，ï ５６。�J.：“DJ”ò+L“·J”r，i�ëw7《�:b》
ø�Ö“·”#“D”，�Ì*\3i��7�：《ÂW》，《Wx·Ë¨�·Âë�5》，* ４
`，5 ２，ï ３６。5p9+6，WNiÛÖ。
Làz：《Âë��:》，ï １０７。
Làz：《Âë��:》，ï １０６。
op，ï １４６。
±A¼：《�pW47ç》（pµ：pµd3��0，２０００ î），p`，ï １２０。
3�g：《Â®+�â》，sñ$ä®G�²'：《ÂWa7aç》，p`，ï ３１９。
�®æ：《Âë�7+》，sñ$ä®G�²'：《ÂWa7aç》，p`，ï ３１９。



言，所發之梁，所撤之屋，其材尚可作它用，若其力有餘，則取之而歸；若

其力不足，則從而熯之，無使爲敵用也。給與不給，以力之有餘不足言，

或兼時之緩急，地之遠近也。給、洽古通用。《爾雅·釋天》：“太歲在未

曰協洽。”《童子逢盛碑》作“協給”，是也。上作“給”，正字；下作“洽”，

假字，上下文用字不同者，古書往往有之。至上句所闕字，則不可以意

補矣。???

.：��ò+�$《Âë�·�,�》，ß：

守城之道，盛力也。……客至而作土以爲險阻及耕格阱。發梁徹屋，給

從，從之；不洽，而熯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

ä[:“”、“̧ ”dF，sT。“È¸”，±�???、ê�???!L“È”。räÖ�

�L“，è~□M；È，è~ÜM”，×noÝB。Z�ãß：

案：此當作“給徙徙之，不給而熯之”，謂所發徹之材，可徙入城邑則徙

之，急卒不及徙則焚之。《墨子·號令篇》云：“外空室盡發之木盡伐之，

諸可以攻城盡内城中，材木不能盡内，即燒之，無令客得用之。”此云

“徙”，即《墨子》所謂“内城中”也。嚴、俞並失之。???

Z[ÖB“è”rL“$”，�F。“è”3“$”4r¶@M�，ód�æ�。�

《FÞ·É^》：“èL�M9èÔ，d,¹ÊiC。”???']YÀç：“��‘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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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äå：《¬W3N》，�`，ï ３９５。
Làz：《Âë��:》，ï ７３—７５。D&��Ö�。
±ìR$/：《ÂW》，《Wx·Ë¨�·Âë�5》，* ５ `，5M ３６，ï ３５０。
ê�MF�，sñ$ä®G�²'：《ÂWa7aç》，p`，ï ４００。
Z�ã'，6È(&7：《��》，ï １４４。
GyH�，¦C+�&7：《FÞIç》（ê¹：�(�í，１９８３ î），ï ４１。



@L‘$’。”???《̀ ]�·���Þ��》：“�Ñ,，�=A■DßL{Î。Æ

$�~J，D�y|，́ `Í�ë。”???±û�（１６７０—１７４７）ß：“{‘$’WL

‘è’，�~nsëêèMà。tg�îoècáD$BM，Ã‘$’rM@j\

^。”???o�《âãÇ》：“ä²-Å}$:åe¿=�，ã]¾，²)<àC，²

º¢1，µ*?7。”???!（１０２２—１０８８）ß：“.+‘$’WL‘è’。”???d《«

®MoÇ》：“��c?Vø，d$üõ，r`ÍA。”???�W%（１８５８—１９２８）ß：

“‘$’WL‘è’。”???《%AP·7�·«Ç》：“̀ gãïs，$9�，�#7

=d,。”???µæ（１６６１—１７２２）ß：“‘$’WL‘è’，9�£@9p，È·çï~

��]ü，Ws-Æ�É，�Mw=�。”???´ÆBT。

dCÑº�í9ÖMF��《Âë�47!》L“èèMÈ¸~Ü

M”，???¡i[k$7!Mè¯�L“è$”???，ÖÑº�í@©。i[7û《Â

ë�》sgbÖ�#s�，��f+��9“$”r�È@。�+p“è”rlW

L“$”，《þa?î·�·�,》ñL“"è”???，“"”l�#“$”rMa@。

èrae'，《þa?î》�]e?h�Ã��¡òà，�y¨�@L“èè”。

��ZL“èè”，+sÈF，W�Z�ãÛ，“èè”·#“$$”。YLò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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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
jé�，[¤�ç：《̀ ]�》（ê¹：�(�í，１９６５ î），5 ４，ï １６９。
±û�：《B]��I》，《4Ñ�S�I》（ê¹：�~+h��05《�Wÿ²》�eÄ，
１９９６ î），* ４ `，ï １０９７ p。
jé�，[¤�ç：《̀ ]�》，5 ４８，ï １６０５。
!：《']�©@》，《ÿ��i!²·S1-》（éê：4+���^_5EA%î
［１９１４］《ê�Aÿ�》�eÄ，１９８９ î），* ２７３ `，5 ３，ï １７７ p。
jé�，[¤�ç：《̀ ]�》，5 ８９，ï ２９６５。
�W%'，¡ü~²：《�W%SE['¯�》（wM：'«g8?E��0，１９９８ î），
ï ７７。
±¥�，gÀMç：《%AP》（ê¹：�(�í，１９５９ î），5 １３，ï ４００。
±¥�，gÀMç：《%AP》（�Ï4Ñ<î［１９０３］6�o+�ííÄ3¿ý�þÿ
�），5 １３，ï ２ａ。
i�ë：《Âë�47!》，《4Ñ4W》，* ６ `，ï ６９５。
i�ë：《Âë�47!》，《!¹�n��·W�·Ë¨-》（pµ：pµd3��05
ê¹L�Åx3i��ø�eÄ，２００２ î），* ９７１ `，5 ３，ï ６６０ 9。
-��óë¯：《þa?î》（ê¹：�(�í5ê¹L�Åx�eÄ，１９８６ î），* ４ `，
5 ８３３９，ï ３８７２ p。



案：此當作“給徙徙之???，不給而熯之”，謂所發撤之材，可徙入城邑則徙

之，急卒不及徙則焚之。《墨子·號令篇》云：“外空室盡發之，木盡伐

之，諸可以攻城盡内城中……材木不能盡内，即燒之，無令客得用之。”???

r"3YÛlo，}n“”»“�”T。???4ÛsT。“”，�LT。《A`·»

`�》：“ì��5，5~`。”???�~（？—２７３）ç：“5，4T。，�T。S

é�4~`�ºT。”???�½>]²�《ZW�Ë·<1�》：“ß�【□□□□】

ä【□□】M´（�）?5（I）T，¦ÞMÈT。”???�½>]²Cò±F#

�ç：

十一家本作“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數”

與“速”，“給”與“及”，古音相近可通。“不給”與“不及”，意亦相近。???

d《£«W·Û>�》：“Mí´��，ÈW。”???r;ç：“#ÊWz�9Ý，È

�îî???~ñT。”???�uÝß：

按：《注》以“不給”爲“不及”，是也。《晉書》：“豫而後給”，《注》：“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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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L“"$M”，�@。�5Y[XL《Âë���》ÃÖÖ，�Y
Lò：《Âë���》，《Wx·Ë¨�·Âë�5》，* ７ `，5 ３，ï １５１。
YLò：《Âë��-》，《Wx·Ë¨�·Âë�5》，* ７ `，5 ３，ï ２７３。
r"ß：“《A`·»`》�ç：‘，�T。’”�['：《Âë�ç�》，《r"'L�r》，*
７ 5，ï ４９３。
pµg8?Ed3±F�7&：《A`》，p`，ï ２６１。
op。
�½>]²Cò±F#�：《�½>]²Cò（�）·è+·çè》（ê¹：+»��0，
１９８５ î），ï ２１。
op，ï ２３，( １４。
�2ï：《£«W7è（O��）》（ê¹：ê¹?E��0，２０１３ î），9`，ï １７０５。
�J.：“îî”òL“î%”，�?i（１９３４—２００１）ß：“《ç》+‘î%’ÊF，《�B》�Ö
L‘îî’，s。”�['：《£«zOG+�》（éê：ëì�í，２００５ î），9`，ï １００９。
�5�ÛÖ。
�2ï：《£«W7è（O��）》，9`，ï １７０６。



及也。”《兵略篇》：“疾雷不及塞耳”，唐鈔本“及”作“給”，是其證。惟

《注》訓搏爲捷，義猶未符。《荀子·國富》：“是猶烏獲與焦僥搏也”，

《注》：“搏，鬭也。”此言慶忌死於劍鋒，不及與要離搏鬭也。???

Ã´“”#“�”MB。

7~SM，“$$M，È~ÜM”，Ç�LÍ®32g�，§ðÞê�»

F�2。�Ã，+6¦r}�，~l�ZsXÌäÛ#r。

　 　 （七）農宏姦勝，則國必削。

樾謹按：“宏”字義不可通，乃“谻”字之誤。《史記·司馬相如傳》：“徼

谻受詘。”《索隱》曰：“谻，倦也。”“農谻姦勝”，謂農夫倦殆而姦邪者勝

也。凡從谷之字，隸變作“■”，故《文選·子虚賦》“谻”作“■”，“■”字

闕壞止存右“■”字因誤爲“宏”矣。《去强篇》：“農而姦勸，其兵弱，國

必削至亡”，亦以“農”、“姦”對文成義。“姦勸”，猶姦勝也，其“而”字乃

“耎”之壞字。耎，弱也。???

.：��ò+�$《Âë�·ñ��》，ß：

物多末衆，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糧，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

其力，則農不怠。四寸之管無當，必不滿也。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無

當也。???

ä[95�“á”L“[”，Zà*、Zæ¾（3Þ，Î¡îÈ~）《�:b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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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Ý：《2�ò¬W4B》（ê¹：�(�í5 １９６２ �(�íwFÄ�eÄ，２００９ î），
9`，ï １３６７—１３６８。�J.：Ã#LJ£ １９４９ îM`，BgO¡¹¡M��。
äå：《¬W3N》，�`，ï ３９５—３９６。
Làz：《Âë��:》，ï ７８。



（g9òÅ《�:b》�）???、̂ }�《:µ》�（g9òÅ^7�）???o。i�L

“á”???，j�???、æ�???、[�???、=�???、s�???、��???、±�???、《«¹》�???、

《KK×》�???、�Ö�???L“�”，�n�L“■”???，¤+�L“ó”???，æø�

“�á”×L“�~ô”。???Zg¤+�#B，äÛ]s。r¤+�©ó3�Ïb

î（１８７５），£《¬W3N》�iM`，Ã�Ð5《¬W3N》~Ö???，Nyªkl。

7ß�ß：

俞所據本作“宏”，謂“宏”乃“谻”字之誤。案“宏”本作“弛”，“弛”誤爲

“■”，遂誤爲“宏”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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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7：《ÂW》，《Wx·Ë¨�·Âë�5》（ê¹：A¨L�Å��05
3�M\î［１８０３］Z[《�:b》©�eÄ，２０１５ î），* ２ `，5 ３，ï ５６７。
^7�òL“[”，̂ }�5《�pW》ÖL“á”，~�[7：《ÂW》，《Wx》，* ３ `，5
３，ï ６６。
i�ë：《Âë�47!》，《4Ñ4W》，* ６ `，ï ６９６。
j©¯，��æ�：《ÂW》，《Wx·Ë¨�·Âë�5》，* １ `，5 ３，ï ６８。
æ�&$：《ÂW》，《Wx·Ë¨�·Âë�5》，* ４ `，5 ３，ï ５６９。
Â�：《ÂW》，《Wx·Ë¨�·Âë�5》，* １ `，5 ３，ï １９１。
=÷¯，��ý�}Å}þ\3i��7�：《ÂW》，《Wx·Ë¨�·Âë�5》，* １
`，5 ３，ï ４３７。
sGE7：《ÂW》，《Wx·Ë¨�·Âë�5》，* ２ `，5 ３，ï ７０。
}x$，ÈGbè，� r�：《ÂW》，《Wx·Ë¨�·Âë�5》，* ４ `，5p，
ï ４１０。
±ìR$/：《ÂW》，《Wx·Ë¨�·Âë�5》，* ５ `，5M ３７，ï ３５２。
J¡A¯：《ÂW》，《Wx·Ë¨�·Âë�5》，* ２ `，È�5，ï ３３６。
M�²：《ÂW》，《Wx·Ë¨�·Âë�5》，* １ `，È�5，ï ３１０。
=÷7：《ÂW》，《�Ö�¬W?i》，* ５ ¯，ï ３１５ p。
Â�：《ÂW》，《ûÄ+ô9�n��·W�·Ë¨-》，* ７２９ `，5 ３，ï ５７９ p。
Â�：《ÂW》，《Wx·Ë¨�·Âë�5》，* ３ `，5 ３，ï １７３。
æÖÑ#7，ÏOï�：《Wx·Ë¨�·Âë�5》，* １ `，5 ３，ï ５５３。
�J.：5äå£6ÑdÎr9¯《6Ñ�ð%i》�û�#ç“Ö9'《n:3N》、《¬
W3N》，¦�A��´Ä%Ñ�%。”CÃ��，4�Wióo'<îgX。~�äå：
《©£bû²》，《!¹�n��·��·Ò�-》（pµ：pµd3��05pµÞ��
�0L�Åx3�C4Ñ6î［１８９９］Ö《©£b��》�eÄ，２００２ î），* １５１１ `，5
７，ï ４１１ p。
7ß�：《Âë�7!》，û\óYì�：《Âë�>¶》，《Wx·Ë¨�·Âë�5》，*
６ `，È�5，ï １８２。



YÆ�lx¶�MÛ，ß：

今按：俞説無文獻之證，當非是。“宏”當爲“弛”字之誤。“弛”爲“懈

怠”之義，《説文·弓部》段玉裁注“弛，引申爲凡懈廢之稱。”《素問·生

氣通天論》：“筋脈沮弛。”張志聰《集注》：“弛，懈弛也。”“農弛”正與下

文“官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相應。《四部叢刊》影印天一閣本《商子》

作“農弘奸勝，則國必削”，蓋因“弛”誤爲“弘”，因而又誤爲“宏”矣。

《韓非子·飭令》：“物多者衆，農弛奸勝，則國必削”，正作“農弛”，是其

證也。???

7、Y4Û�s。“[”，W5i�L“á”。《�pW·õ��》Ã�!L“�

■”。???“á”o“■”。《�Ö·�Ö》：“á，ÐL■。”???《¼ã·è}�》：“■，[

T。”???Y=Z《¼ãÊB》：“■J，《äù·?_"》Q：‘[*át。’‘á’3

‘■’o。”???“á”，öáT。《FÞ·þß〈<A〉》：“dºº~ã1Ô，Ð��~

d■。”???“�á”sn�ºö÷。\©¬�“á”L“�”J，va�~@，�`3

BM《�:b》�???3^7�???#m3r4�Nã，dÖL“[”。3Þg“[”

B“�”M�，YLÀéÎz�Æ~，È:。???NÖ“á”、“[”、“�”%r9i}

p¶Cr@~�。ä[g@�#5，dÈÓ¬�£�L7，K^。

|óä[z《%î�》“�»T，ºJº，ÂJ�，�~ô4，Æ�Â，AÁ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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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Æ�：《äå�}�{》，ï １１３。
±A¼：《�pW47ç》，9`，ï １１６９。
$åø：《�Ö7�》（pµ：pµÞ���053�MÑ<î［１８１４］È¼ùw¹�eÄ，
２０１２ î），p`，ï ６４３。
iD?²，Â�ç、ºM;²t：《¼ã}r》（«¹：º»d3��0，１９９２ î），
ï ３４４ 9。
Y=Z�，�"P、+Æi�7&：《¼ãÊB》（pµ：pµd3��0，２０１６ î），* ２
`，ï ６８７。
GyH�，¦C+�&7：《FÞIç》，ï １９２。
�J.：《�:b》�©ó3�M\î（１８０３）�,。
�J.：̂ 7�©ó3f�Ñ<î（１８３９）。
YLÀ：《<Bmãr#î》（ê¹：�(�í，２００９ î），ï ９９—１００。



|r”#B，???:“~”Ø“ú”rMû。“�~ô4”，i�“�”9�“á”r，???

“�á~ô4”，mp+“�»T，ºJº，ÂJ�”，ÃSÃ�Jº，¡ÂlJ�，

l!$r9ü，�ElpM~á�，Ã3《wt�》“²T×�!，̂ w×Â

�”???，6!¶·。ùe+6，Wgi�#s。“�á~ô4”M“~”o#¦8，

p“ú”rM�，NÖä[G5lp。

　 　 （八）騶虞無所逃其惡矣，利異也。

樾謹按：毛《傳》以“騶虞”爲義獸，而《周官·鐘師》疏曰：“今《詩》韓、

魯説：騶虞，天子掌鳥獸官。”以此書證之，則韓、魯説亦古義也。惟“事

合而利異”，當作“事合而利同”，《商君》之意，蓋以騶、虞兩職，事合利

同，不可使之相監，恐其互相容隱也，故必馬能言始無所逃惡。下文云：

“吏之與吏，利合而惡同也”，是其明證也。“馬焉”之“焉”，當爲衍文，

即“馬”字之誤而衍者，或疑是《説文》“焉鳥”之本義，然“焉”之與“馬”，

旣非一類，合稱“馬焉”，於古無徵，殆不可用。???

.：��ò+�$《Âë�·*§�》，ß：

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爲棄惡蓋非而不害於親，民人不能相爲隱。上

與吏也，事合而利異者也。今夫騶虞以相監，不可，事合而利異者也

□□□□□□□□□□□□□□□□若使馬馬能焉，則騶虞無所逃其

惡矣，利異也。利合而惡同者，父不能以問子，君不能以問臣。吏之與

吏，利合而惡同也。夫事合而利異者，先王之所以爲端也。民之蔽主而

不害於蓋，賢者不能益，不肖者不能損。故遺賢去智，治之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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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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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àz：《Âë��:》，ï ３３。
i�ë：《Âë�47!》，《4Ñ4W》，* ６ `，ï ６９６。
Làz：《Âë��:》，ï １２８。
äå：《¬W3N》，�`，ï ４０５—４０６。
Làz：《Âë��:》，ï １３５—１３６。



ä[:“ºD~·¹”��，WL“ºD~·o”，sT。r�n“û_¹S”M

“_”#*+，×p。Gi�L“ûû¹_”???，g�æø�L“_û¹S”???w，

j�???、æ�???、[�???、=�???、s�???、��???、±�???、ê�???、《KK×》�???、

《âx》�???、�Ö�???、�n�L???、《�:b》�???、̂ 7�???、¤+�???åL“û

_¹S”，��Ì?��&��´�s，ªB“_”rWp*+。!�®（１９２４—

２０１１）ß：

案：朱師轍謂“吴本、崇文本作‘若使馬焉能言’。”當從之，但諸家多解

“焉”爲語詞，實則此處“焉”字用本義。《説文·鳥部》：“焉，鳥黄色，出

于江淮，象形。”???馬、焉與騶、虞對應。騶管馬，虞管鳥，然馬爲共名，焉

爲專名，不並列，則“焉”爲“鳥”之形誤，似更符合實際。???

!ÛÆs。“_”3p+“W”N¶�·，Zè“_”L`8，p9+6È�。|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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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ë：《Âë�47!》，《4Ñ4W》，* ６ `，ï ７４４。
æÖÑ#7，ÏOï�：《Wx·Ë¨�·Âë�5》，* １ `，5 ５，ï ５。
j©¯，��æ�：《ÂW》，《Wx·Ë¨�·Âë�5》，* １ `，5 ５，ï １２０。
æ�&$：《ÂW》，《Wx·Ë¨�·Âë�5》，* ４ `，5 ５，ï ６１６。
Â�：《ÂW》，《Wx·Ë¨�·Âë�5》，* １ `，5 ５，ï ２３４。
=÷¯，��ý�}Å}þ\3i��7�：《ÂW》，《Wx·Ë¨�·Âë�5》，* １
`，5 ５，ï ４８４。
sGE7：《ÂW》，《Wx·Ë¨�·Âë�5》，* ２ `，5 ５，ï １２２。
}x$，ÈGbè，� r�：《ÂW》，《Wx·Ë¨�·Âë�5》，* ４ `，59，
ï ４６１。
±ìR$/：《ÂW》，《Wx·Ë¨�·Âë�5》，* ５ `，5M ３７，ï ３９６。
ê�MF�，sñ$ä®G�²'：《ÂWa7aç》，9`，ï ７４６。
M�²：《ÂW》，《Wx·Ë¨�·Âë�5》，* １ `，È�5，ï ３５８。
±�：《¬Wâx》，《�n��Ü~ÿ�·W�·K¨-》，* １２２ `，5 １４，ï ４９３ 9。
=÷7：《ÂW》，《�Ö�¬W?i》，* ５ ¯，ï ３２６ 9。
Â�：《ÂW》，《ûÄ+ô9�n��·W�·Ë¨-》，* ７２９ `，5 ５，ï ５９２ p。
]\\3i��7：《ÂW》，《Wx·Ë¨�·Âë�5》，* ２ `，5 ５，ï ６００。
^}�7：《ÂW》，《Wx》，* ３ `，5 ５，ï １１３。
Â�：《ÂW》，《Wx·Ë¨�·Âë�5》，* ３ `，5 ５，ï ２０４。
�J.：Ã��![9ñ�@，WL《Û+·µ�》：“_，_µ，�Ô，�óº£。Ða。”
�Íäh：《Û+-r}r》，* ５ `，ï ４２８９ 9。
!�®：《¬Wq74P》（éê：!��í，１９９８ î），ï ２４３。



“_”#�*，3“û”TÈ¶·。N![n“_”s“µ”rMa@。�R“_”、

“µ”4rra�9：

“_”，《Û+》L“ ”。???6+L“ ”（�>Y■ò）【6+²】。êò+r

L“ ”（K��　 Ñ�）、“ ”（¦Ác�ú）、“ ”（ê�\）【§�1êò+

r²】、???“ ”（.ò�<�）。???

“µ”，《Û+》L“ ”。???6+L“ ”（µKûý）、“ ”（WþÔµ�）【6

+²】。êò+rL“ ”（¦Á6<ú）、“ ”（¦Á%�ú　 4�）、“ ”（¦

Á�<ú）【§�1êò+r²】、???“ ”（.ò%○）。???

èf+rae'，ëÒsêA+r，“_”、“µ”4r�Lµa，ram#¶

�，éÜ¶Ò，��!Û�5。

四、 結　 　 語

ä[EP�ë，¹�ÞMy�，�《�1�》“;%�fÿ¥�”，ä[�Í

Næ，Ó#Æ��¹+，}5《�E�》I�#“;%�f�¥�，A��¥4，

/��¥�”。d�《pt�》“�pMt，þR�W´�*ópJ'，́ Jf”，

“*ópJ'”+6ÈF，ä[5《%î�》£“J'”pI“Î”r，[r\¦。

äå�(¼�，@K4~%�Æ`，Ã�#]º，r¡�,�，¼¥ó®Û，NL

�y4。��《���》“�È¹-¿m”M“¿m”#ùú~ä，rùúTÈ

�¡1ñáä，ê��{“m”M�6�F。d�《ñ��》“�[ôÛ，×A

Áf”M“[”L“ó”，wÊó�B，ÈÓ¼¾《Âë�》��，g¡VJ。o×

“�[”Wèi�L“�á”，º�“[”Ø3r4�NMãr。YÃ´�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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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äh：《Û+-r}r》，* ５ `，ï ４２８９ 9。
d+r}r²thÈ1²t：《d+r}r》（pµ：pµí(��0，２００１ î），* ４ `，
ï ２６４。
M¥：《êò©+r²》（ä�：ä§ÞE��0，２０１２ î），ï １１０。
Íäh：《Û+-r}r》，* ５ `，ï ４１４１ 9。
d+r}r²thÈ1²t：《d+r}r》，* ４ `，ï ２０７。
M¥：《êò©+r²》，ï １０８。



@�Å~ ³Èª。�r�Ã，《ÂW3N》��7èÖ~Þ ８５ Ö，Æ�tÈ

o_þüþM�J，;r�@，lÊÿÃ��ó±F��《Âë�》MZ?

h，Z�ã、YLò、Làz�Þ'L?LðñÃ�，!@��《ÂW3N》¤r

ME�1¢。

（作者：郭鵬飛教授，香港城巿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教授

蔡挺博士，香港能仁專上學院高級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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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書

Íäh：《Û+-r}r》。ê¹：�(�í，１９８８ î。

pµg8?Ed3±F�7&：《A`》。pµ：pµd3��0，１９７８ î。

�?i：《£«zOG+�》。éê：ëì�í，２００５ î。

�uÝ：《2�ò¬W4B》。ê¹：�(�í，２００９ î。

>'?E《Âë�》çè�：《Âë�4ç》。ª«：>'ÞE��0，１９７６ î。

�Ad37~²thÈ1²：《�Ad37~·W�》。pµ：pµd3��0，２０１０ î。

M¥：《êò©+r²》。ä�：ä§ÞE��0，２０１２ î。

M¥²t：《Wx·Ë¨�·Âë�5》。ê¹：A¨L�Å��0，２０１５ î。

YÆ�：《äå�}�{》。ª«：¬�0，２０１１ î。

Y=Z�，�"P、+Æi�7&：《¼ãÊB》。pµ：pµd3��0，２０１６ î。

YLÀ：《<Bmãr#î》。ê¹：�(�í，２００９ î。

d+r}r²thÈ1²t：《d+r}r》。pµ：pµí(��0，１９９９—２００４ î。

_ûü�，g"�-，_û�Áu，�,x!6：《Sâ》。ê¹：�(�í，１９５９ î。

�gm：《Âë�-}¡�》。ê¹：d3��0，１９５６ î。

ºM;：《3BÞ»Î¡î>》。ê¹：ÞE+E��0，２００５ î。

[ê：《�µ¨+Ü：+S5》。Fr：¼'g8?E��0，２０１１ î。

®b�7：《Ñ%:çÊ：ô7ûâ》。éê：/+Ä�Å，１９７６ î。

ä®G�²'：《ÂWa7aç》。«¹：üý��0，２０１７ î。

Ü¥±：《éê`Ë（¹��）》。�¬：�«?E��0，２００５ î。

r6�：《+"》。pµ：�'�í，２０１２ î。

�]?Eò¨�{�,、�êu½»Å、�êu+»Rd�{9²：《êò©D�》。�]：�

]?E��0，２０１４ î。

äå：《©£bû²》，《!¹�n��》，* １５１１ `。pµ：pµd3��0，２００２ î。

äå：《¬W3N》。pµ：ÂÃÄ�Å，１９３６ 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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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H�，¦C+�&7：《FÞIç》。ê¹：�(�í，１９８３ î。

jé�，[¤�ç：《̀ ]�》。ê¹：�(�í，１９６５ î。

Z�ã：《��》。ê¹：�(�í，２００６ î。

Z�ã�，©zQ&7：《ÂW7�　 é�dªâ（w4¾）》。ê¹：�(�í，２０１４ î。

iaP�²， ýF，6È(&7：《31E.》。ê¹：�(�í，２００８ î。

iD?²，Â�ç、ºM;²t：《¼ã}r》。«¹：º»d3��0，１９９２ î。

�è�，¬gdç：《]�》。ê¹：�(�í，１９６２ î。

r"：《r"'L�r》。ê¹：3(?E��0，２００４ î。

Â�：《ÂW》，《ûÄ+ô9�n��》，* ７２９ `。

�W%'，¡ü~²：《�W%SE['¯�》。wM：'«g8?E��0，１９９８ î。

��.：《Û+-r�ç》。�]：(�g8?E��0，２００９ î。

�2ï：《£«W7è（O��）》。ê¹：ê¹?E��0，２０１３ î。

�0：《Âë�7Ê》。ê¹：ÖÔè*��0，２０１２ î。

fd½'， ÓA7&：《��®�â》，pµÞE��0²：《fd½��》，* １ `。pµ：

pµÞE��0，１９８２ î。

UP：《4Ã�-$(+�D²àW6T》，《�n��Ü~ÿ�》，* １５３ `。é«R)Î{：

ti+Cº<�T^_，１９９５ î。

±A¼：《:[©ª47è》。pµ：pµd3��0，２００２ î。

±A¼：《�pW47ç》。pµ：pµd3��0，２０００ î。

±gQ：《Âë�7è（¹��）》。éê，é&ÂÃÄ�Å，１９７４ î。

±�：《¬Wâx》，《�n��Ü~ÿ�》，* １２２ `。é«R)Î{：ti+Cº<�T^

_，１９９５ î。

±û�：《B]��I》，《4Ñ�S�I》，* ４ `。

±¥�，gÀMç：《%AP》。ê¹：�(�í，１９５９ î。

±¥�，gÀMç：《%AP》。�Ï4Ñ<î［１９０３］6�o+�ííÄ3¿ý�þÿ�。

uzM：《+¬W�â》。ê¹：�(�í，１９５９ î。

=÷7：《ÂW》，《�Ö�¬W?i》，* ５ ¯。'¹：*d�Y，１９７５。

�7'，�P&7：《�[¦¿》，�P、µÕà?²：《�7��》，* ５ `。��：Ñº?E�

�0，２０１３ î。

-��óë¯：《þa?î》。ê¹：�(�í，１９８６ î。

:R(：《7ûEí=》。ê¹：ê¹?E��0，２０１３ 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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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ø：《�Ö7�》。pµ：pµÞ���0，２０１２ î。

�½>]²Cò±F#�：《�½>]²Cò（�）》。ê¹：+»��0，１９８５ î。

!：《']�©@》，《ÿ��i!²》，* ２７３ `。

i ：《��Ç》，�ÁÞ�?²：《�W��w²》，* １ `。pµ：('g8?E��0，

２０１０ î。

i�=：《êAl²:ª�{（O��）》。t�：?Ð��0，２００９ î。

Làz：《Âë��:》。ê¹：�(�í，１９８６ î。

�d�，7¼z�ç：《4©6à¨(÷AP!éÎ+�》，《�(úç£�》，¡þ²·��。

ê¹：ê¹L�Å��0，２００６ î。

Í��：《¬W#¢》，《�n��Ü~ÿ�》，* １２６ `。é«R)Î{：ti+Cº<�T^

_，１９９５ î。

ò�：《Âë�q!》。éê：¼+�í，１９７５ î。

i�ë：《Âë�47!》，《!¹�n��》，* ９７１ `。pµ：pµd3��0，２００２ î。

i�ë：《Âë�47!》。éê：éÖ��0，１９７６ î。

二、論文

Ygï：《〈Âë�〉�{》，《+@ÿ©》，１９４０ î* １ 5，ï １—１５ａ。

s¦�、�{X：《è�.+h�ðe'〈Âë�〉&!¤》，《É'�.》２００７ î* ４ +，ï

３９—４１。

OPi：《�i¯Ì，RÁ"9：l3EA¸×�{�?iML———$¢�{íP〈l3EA

ÇAK×+h3So�{〉》，《@4FáEYE)》（@E01hE），２０１２ î* ７ +，ï

１１９—１２２。

º¡{：《“i��”、“i�ë”À》，《+íF�（���）》，１９９６ î* ６ +，ï １０５—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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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Ｙｕ Ｙｕｅｓ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ｊｕｎ ｓｈｕ ｉｎ Ｈｉｓ Ｚｈｕｚｉ ｐｉｎｇｙｉ

ＫＷＯＫ，Ｐａｎｇ Ｆｅｉ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ｉｔ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ｈｏｉ，Ｔｉｎｇ Ｓｔｅｖｅｎ
（Ｓｅｎｉ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Ｎａｎｇ Ｙ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Ｙｕ Ｙｕｅ （１８２１ １９０７）ｗａｓ ａ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１６４４ １９１１），ｗｈｏｓｅ ｔｒｅｍｅｎｄｏｕ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ｒｅｓｐｅｃｔｅｄ ｕｐ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Ｈｉｓ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Ｌｏｒｄ Ｓｈａｎｇ （Ｓｈａｎｇｊｕｎ ｓｈｕ ｐｉｎｇｙｉ）ｈａｓ ｌｏｎｇ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ａ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ｉｃｕｌｏｕｓ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ｉ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ｉ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ａ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ｆｌａｗｓ

ｏｆ Ｙｕｓ ｂｏｏｋ．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Ｙｕ Ｙｕｅ，Ｚｈｕｚｉ ｐｉｎｇｙｉ，Ｓｈａｎｇｊｕｎ ｓｈｕ，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ｉｎｋ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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