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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秦代“书同文”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秦王朝曾为之编撰了三部识字教材，分别为李斯所撰《苍颉》七

章，赵高所撰《爰历》六章，以及胡母敬①所撰《博学》七章，合称“秦三苍”。②

汉兴，闾里书师并“秦三苍”为一书，命名《苍颉篇》，流行全国。③作为秦汉文字教育的官方文献，“秦三苍”

及汉代所并《苍颉篇》影响深远，对汉语汉字史、秦汉史以及古代教育史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

百年来，《苍颉篇》残文陆续见于出土汉简④，赵高《爰历》六章的开篇内容也随之现世，但对此开篇内容，学

术界目前尚未有完整、合理的解读，这显然是憾事。故本文拟通过对汉简有关材料的疏理钩稽，解决赵高《爰

历》开篇内容的解读问题。

二、汉简《苍颉篇》所见《爰历》开篇文字

百年来，《苍颉篇》残文陆续见于阜阳汉简、水泉子汉简等多批汉简材料⑤，累计达数千字，数量可观。在这

些汉简中，确信与赵高《爰历》相关者共二枚，以下分别予以介绍(二简照片与摹本如下页图1图2)⑥。
以上汉简的释文分别为：

爰历次貤，继续前图，辅廑颗咀，軷儋 屠，嘾 (《阜阳汉简》C010)
此为阜阳汉简《苍颉篇》残文，开端有一墨点分章符号，抄写时间不晚于汉文帝前元十五年。⑧整理者指出

这段简文是赵高《爰历》六章的篇首，学术界皆认同此说。⑨

爰历次貤少巧功，继续前图(《水泉子汉简》暂30)⑩

汉简所见秦赵高《爰历》开篇语疏证
路 炜 张显成

【摘 要】秦赵高所撰《爰历》是秦“书同文”运动的法定识字教材，是汉语汉字史、秦汉史的重要研究对

象，惜早已佚亡。《爰历》开篇内容今喜见于汉简《苍颉篇》，自出土以来，其开篇语内容一直未被正确认知。今

通过对汉简有关材料的钩稽研究，认为《爰历》开篇四句应释读为：“爰历次貤，继续前图。辅勤颗咀，跋涉旅

途。”第一、二句“爰历次貤，继续前图”句义为“经过重复不断地(讽诵、摹习)，(现在)按照前书(《苍颉》七章)的法

度继续(学习)”。该二句具有劝学性质，当为《爰历》的开篇劝学语。第三、四句“辅勤颗咀，跋涉旅途”是《爰历》

正文开始部分，二者都属于《苍颉篇》体例中罗列式下“事类相从”一类。“辅勤颗咀”之“辅”“勤”二字均表“辅

助、佐助”义，二字同义并列。“颗”指“颗粒(小块)”，“咀”指“咀嚼食用”，“颗咀”是“咀嚼食用”事类下具有因果关

系的一组词。“辅勤”可指颊骨对咀嚼进食的辅助作用，故与“颗咀”具有语义联系，“辅勤颗咀”为“咀嚼食用”事

类下的字词罗列。“跋涉旅途”之“跋涉”“旅途”为两个同义词组，全句属“行路旅途”事类下的字词罗列。“旅途”

在上古不成词，亦不符合“跋涉”一词动宾搭配的语义条件，故“跋涉旅途”不应视为具有述宾关系的陈述句式。

【关 键 词】《爰历》；秦汉识字教材；《苍颉篇》；秦三苍；开篇劝学

【作者简介】路炜、张显成，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重庆 400715）。

【原文出处】《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京）,2021.第27辑 .203～217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秦汉简帛系列字形谱”(项目号：11XZS0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

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项目号：SWU2009108)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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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水泉子汉简七言本《苍颉篇》残文，抄写年代不早于汉武帝时期。该七言本是汉人增字本，七字一句，

每句前四字为《苍颉篇》原句，后三字是汉人增字，所增字是对原句意义的解释或补充，这已为学界所熟知。这

段简文也属于赵高《爰历》的开篇内容。

对照上引两批简的文字，去掉水泉子本所增“少巧工”三字，可知赵高《爰历》开篇文字当为：

爰历次貤，继续前图，辅廑颗咀，軷儋 屠，嘾……

因竹简残断，这段文字的下文暂无从得知，有待于今后考古发现。以下对这四句简文进行释读、疏证，并

说明其性质。

三、“爰历次貤，继续前图”疏证

学术界对《爰历》开篇四句曾有解释，现以之为基础，对相关释读成果进行再讨论。

因《苍颉篇》体例是理解该书文句的重要前提，故先予以简要说明。《苍颉篇》四字一句，体例有两大类：

第一类是“罗列式”，即按“以类相从”原则罗列字词，字词间无语义逻辑，具体可分三种形式。其一为“同

义相从”，指将同义词相邻罗列，如“勇猛刚毅”之“勇猛”“刚毅”。其二为“反义相从”，指将反义词相邻罗

列，如“骫奊左右”之“左右”。其三为“事类相从”，指将无同义、反义关系，但属于同一事类的字词相邻罗

列，如“诛罚赀耐”中四字同属“罪罚”事类，“读敕捺玺”中“读敕”“捺玺”同属“诏告文书”事类，故各自编联

为一句。“罗列式”在《苍颉篇》中比重较大，其或单一形式成句，或任意两种形式成句，并不固定。第二

类是“陈述式”，即字、词间存在句法关系的陈述句，如“汉兼天下，海内并厕”之类。“陈述式”在《苍颉篇》中

比重较小。

以上是《苍颉篇》基本体例，以下释读简文。

(一)爰历次貤

第一、二字“爰历”。此二字，阜阳汉简整理者未解释，张存良、梁静解作“经历、经过”，认为“爰”是句首助

词，发语无实义，而“历”即“经历”之“历”。学术界一般认同此说。“爰历”不见于先秦典籍，后世用例如《魏书·

帝纪》：“爰历三代，以及秦汉。”《隋书·后妃传》：“爰历晋宋，实繁有徒。”皆指“经历、经过”。

第三、四字“次貤”。此二字的释读，主要有三种意见。

阜阳汉简整理者未解释“次”及“次貤”。“貤”，整理者从《说文解字》，认为是“重次第物也”。

图1《阜阳汉简》C010⑦ 图2《水泉子汉简》暂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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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存良认为，“次”指“顺序、等第”。“貤”读为“迤”，指“延展、延伸”。“次貤”指“依次延展，按序排列”。

梁静认为，“次”指“次序、顺序”，“貤”指“重复”，“次貤”指“多次”。

梁说大致可从，但略有未备，宜加申说。“次貤”之“次”谓“次序、顺序”，这并无异议，关键在“貤”。《说文·贝

部》：“貤，重次第物也。”段注：“重次第者，既次第之，又因而重之也。”王筠句读：“谓物之重叠者，其次弟谓之貤

也。”《汉书·武帝纪》：“受爵赏而欲移卖者，无所流貤。”颜师古注：“今俗犹谓凡物一重为一貤也。”可见，“貤”是

一种重复性(重叠性)次序，是次序中的特殊形式。

“同义相从”是《苍颉篇》基本体例之一，而“貤”指“重复性(重叠性)次序”，正是“次序”的一种，与上字“次”

近义，合乎该体例。故“貤”可径读本字，张存良破读为“迤”，略显迂远，于体例亦未安。

所以，“次”谓次序，“貤”谓重复性(重叠性)次序，“次貤”即“多次重复”之意。全句“爰历次貤”皆读本字，指

“经过不断地重复”。

(二)爰历次貤少巧功

水泉子本“爰历次貤”后增“少巧功”三字。上文说过，此类增字与原句语义相关，有助于理解文义。“爰历

次貤”释读如上，现解释“少巧功”。

张存良读“功”为“工”，认为“巧工”指“技艺高超之工匠”，“少巧工”指“阙乏高妙之技巧，谦辞”。泉子本

所增字是对《苍颉篇》原文的解释或补充，故张先生之说的困难在于：由于径用大型辞书中“巧工”之解释，该说

未能从水泉子本增字体例出发，使得“少巧工”三字与原文“爰历次貤”关系不明。全句据此将被解作“经过依

次延展，阙乏技艺高超的工匠与技巧”，语义曲折难解。

我们认为，“少”应指减少(词义于古汉语常见，辞例不赘)。“巧”指巧避、巧智。“功”指工夫、事功。《逸周书·

周祝》：“大威将至不可为巧。”朱右曾集训校释：“巧，巧避也。”《吕氏春秋·上农》：“多诈则巧法令。”高诱注：

“巧，读如巧智之巧。”汉孔鲋《小尔雅·广诂》：“功，事也。”故“少巧工”可解作“减少取巧不实之工”，意即不要

偷工减料。

上文已证，“爰历次貤”义为“经过不断地重复”。“不断地重复”就是一次次重来，即踏实不取巧之义，上解

“减少取巧不实之工”正与该句语义顺续相承，对原文起补充说明作用。此解文从字顺，贯通句义，符合水泉子

本增字体例。

故“少巧功”当指“减少取巧不实之工”，水泉子本此处汉人增字与原文的契合，也反证了我们对“爰历次

貤”一句解释的合理性。

(三)继续前图

第一、二字“继续”。此二字，阜阳汉简整理者未解释，张存良认为“继”“续”二字同义连用，表“连续，继承，

嗣续”。此说可从。“继续”不见于先秦典籍，在此句做谓语动词。

第三、四字“前图”。此二字，阜阳汉简整理者未解释，张存良认为指“前贤之法度、仪轨”。张说指“图”为

法度，可从。但“前”并非指“前贤”，而应当指“前书”，“前图”应训为“前书的法度、规矩”。

“前图”一词，见《楚辞·九章·怀沙》：“章画志墨兮，前图未改。”王逸注：“图，法也。以言人遵先圣之法度。”

张先生据《楚辞》例，采用王逸注中训“前”为“先圣”的说法，类推《爰历》中“继续前图”之“前”也指先圣、前贤，

此训虽合《楚辞》，但于《爰历》未安。

众所周知，“秦三苍”在体例、内容上顺续贯连，三书序位依次为李斯《苍颉》、赵高《爰历》、胡母敬《博学》。

其中，李斯在《苍颉》七章的首章中规定了全书学习总纲，有关简文为：

苍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诏，谨慎敬戒。勉力讽诵，昼夜勿置。苟务成史，计会辩治。超等轶群，出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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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异。初虽劳苦，卒必有憙。(《居延新简》EPT50.1A，EPT50.1B)
上述简文中，“苍颉作书”说明教材文字原始，强调秦文字之正统。“幼子”说明教学对象。“谨慎敬戒”说明

学习态度。“勉力讽诵”说明学习方法，即大量背记、诵读。“昼夜勿置”是强调勤勉习惯。“苟务成史”说明教学目

的，即学成后担任“史”的职务。“计会辩治”说明业务要求，即通晓会计与治政。这些内容论及文字原始、教学

对象、学习态度、学习方法、教学目的等内容，具有“法度、规矩”的性质，正是“学习总纲”。

那么，《苍颉》七章作为“秦三苍”之首，撰者李斯亦是“秦三苍”主持者，此学习总纲以及《苍颉》七章的体

例、内容对后两部书无疑起到规范与引领作用。所以，《爰历》“继续前图”所承续的“法度、规矩”，更可能源自

前书《苍颉》，而非空泛的所谓“前贤、先圣”。此解符合“秦三苍”顺续关系，亦贯通前后文义，较“前贤说”更符

合《苍颉篇》文本实际。

所以，“前”应当训为“前书”，“图”指法度、规矩。“继续前图”意指“承续前书的法度、规矩”。

上述证明，《爰历》开篇第一、二句“爰历次貤，继续前图”，其句义可解作“经过不断地重复，承续前书的法

度、规矩”，水泉子汉简《苍颉篇》“爰历次貤少巧功”的句义亦与之相合。而该二句显是具有句法逻辑的陈述

句，又具有一定的劝学性质，故可视为《爰历》的开篇劝学语。

四、“辅廑颗咀，軷儋 屠”疏证

以上是《爰历》首简第一、二句的情况，现解释第三、四句“辅廑颗咀、軷儋 屠”。

(一)“辅廑颗咀”

“辅廑颗咀”一句，过去多认为费解，今从《苍颉篇》体例出发，考之通假与句末残字，认为可读“辅勤颗咀”，

是“咀嚼进食”事类下的字词罗列，论述如下。

1.辅廑

第一字“辅”，整理者未解释，学者所论亦多罗列该词义项，并无确解。此“辅”字，当读如字，为辅助、佐助

之义。辅，本指夹辅车轮的承重木件，后引申出辅助之义。《说文解字注·车部》：“辅，引申之义为凡相助之称。”

《国语·周语下》“柯陵之会”章：“王又章辅祸乱。”韦昭注：“辅，助也。”此句“辅”之义还可参《急就篇》，《急就篇》

文字皆《苍颉篇》正字，不少字义演化自《苍颉篇》，该书有“原辅辐”一句，该“辅”字正是指车轮部件，强调其

辅助、佐助作用。

第二字“廑”，整理者未解释，梁静解作“道中死人坟冢”，可商。《爰历》是识字蒙书，当照顾童蒙心性。何

以上句尚言“继承前书法度”，下句却骤然转及死人坟冢？且此句上下文亦未言死丧之事。若据梁说，则全句

语义较为突兀费解，在文义连贯、教材编撰意图及语境上都欠缺协调。

张存良认为“辅廑”语义不明，径引《说文》将“廑”解作“小屋”。张先生之说源采经典，但立意距《苍颉篇》

文本略远，稍显空泛。

我们认为，“廑”即古“勤”字。《汗简》中“廑”作“ ”，郭忠恕曰：“廑：勤。并见史书。”《别雅》卷一：“廑，勤

也。”《汉书·文帝纪》：“今廑身从事。”颜师古引晋灼曰：“廑，古勤字。”《文选·扬雄〈长杨赋〉》：“其廑至矣。”李善

注引《古今字诂》：“廑，今勤字也。”《长杨赋》此句，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三七《长杨赋》作：“其勤至

矣。”可见“勤”字，古亦作“廑”。

“勤”有辅助、佐助之义，《国语·晋语二》“献公”章：“秦人勤我矣。”韦昭注：“勤，助我也。”《左传·僖公三

年》：“楚人伐郑，郑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齐方勤我，弃德不祥。’”杜注：“勤，恤郑难。”“恤郑难”即关怀、佐助

郑国，为之奔劳。

古人也常将辅、勤置于同一意群中，用于表达辅助、辅佐之义。如宋魏齐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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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登极贺皇后笺》：“刚德初潜，实勤辅佐，灵辰内禅。”金赵秉文《滏水集》卷一八《祭文·明惠皇后谥册》：

“(皇太后)来嫔于京，天作之合，忧勤辅佐，用共济于艰难。”明《皇明恩命世录》卷三《命建斋有应奖敕》：“执恪秉

虔，辅勤昭事。”

所以，辅、勤皆表“辅助、佐助”，又常在同一意群中表达辅助类主题，关系密切，故《爰历》之“辅廑”当读“辅

勤”，为辅助义的同义并列，这符合《苍颉篇》体例与文献语用习惯。

2.颗咀

第一字“颗”，整理者未解释，张存良读如字，认为指“颗粒状物”，可从。此外，“颗”还指小块状物。《颜

氏家训·书证》：“北土通呼物一 ，改为一颗。”郝懿行注：“是呼块为颗，北人通语也。”故“颗”应指颗粒(小块)
状物。

第二字“ ”，左部部件残，整理者释为残字“ ”，左部不识。通考今见上古“且”系字，该“ ”字左残部件当

为“口”，整字当释“ ”。字形如下：

可见，残字“咀”左上方有竖笔墨迹，下方无墨迹。故该字左部件的写法，当是上端靠近“且”的一侧为竖

笔，下端距“且”较远，或下端无笔画。故通检字形可知，凡左部件上端非竖笔者，如殂、粗、沮、坦、祖、

诅、徂、柤、俎、组等字皆不符，可排除。而虽有竖笔，但上下俱有笔画者亦不符，如 、 等，亦排除。又

细察简面(见上图 1)，“且”左侧已近简缘，空间不多，难以容下繁杂笔画。故驵、飷、龃、 等左部件为繁笔

画者亦排除。

因此，上古习见并符合上述字形条件者有咀、阻二字。而从《苍颉篇》编撰体例、汉人记载等方面看，此句

“咀”释读为“咀”的可能性较大，理由如下：

第一，“颗”“咀”是咀嚼进食过程中具有因果关系的一组词，同属“咀嚼食用”这一事类，“颗咀”并列，符合

《苍颉篇》“事类相从”的体例。

“咀”，读如字，指在口中咀嚼食用。《说文·口部》：“咀，含而味之。”《管子·水地》：“三月如咀咀者何？”尹知

章注：“咀咀，口和嚼之。”“颗”如前述，指颗粒(小块)状物。

凡食用食物必以口齿咀嚼粉碎，食谷咀嚼为“颗粒”状、食肉咀嚼为“小块”状，即咀嚼为颗粒(小块)状物，

才能便于吞食。如《春秋繁露·仁义法》：“虽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也。”便是强调要咀嚼食物才能知

味吞食。

再如表咀嚼义的常用词“ 咀”，“ 咀”即“哺咀”，为同义连用表“咀嚼”义，《灵枢经·寿夭刚柔》：“凡四种，

皆 咀，渍酒中。”明马莳注：“ 咀，以口碎药如豆粒也。”可见“ 咀”是用口将药嚼碎成“豆粒”一样的颗粒

物，目的是便于服用。可知在药物方面，古人也认为须将之“咀嚼”成颗粒(小块)后方可服用。

所以，在咀嚼进食过程中，“颗”表示的颗粒(小块)状物是“咀嚼”的必然结果，二者因果关系密切，无需再

、咀字形表

字形

整字栏

残字栏

出处 阜阳汉简

咀

流沙坠简
马王堆帛书·五十

二病方

马王堆帛书·五十

二病方

马王堆帛书·五十

二病方

唐·道因法师碑

(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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赘。故知“辅勤颗咀”之“颗咀”关系密切，属于“咀嚼食用”事类下具有因果关系的一组词。

第二，汉人已说明《苍颉篇》有“咀”字，其字义正为“咀嚼”。《文选》卷一五《思玄赋》：“咀石菌之流英。”李善

注引《苍颉篇》：“咀，噍也。”李善所引注语当出自《苍颉篇》汉注本，而流传到唐代的《苍颉篇》汉注本仅杜林一

家。杜林从张敞受《苍颉篇》，是西汉传承《苍颉篇》的大家，故其注当可信。汉注本《苍颉篇》中“咀”的字形

及其字义，正与上释之“咀”不谋而合。

第三，古人对“咀嚼食用”现象颇为关注，《爰历》收入“咀”字合情合理。古人对口齿咀嚼的现象颇为关注，

常述之专文。如《论衡·道虚篇》：“故形上有口齿，形下有孔窍。口齿以噍(嚼)食。”《抱朴子·博喻》：“故锯齿不

能咀嚼，箕舌不能别味。”辞例尚多，不赘。

《苍颉篇》及其续篇对“咀嚼食用”现象也很注意。如北大汉简《苍颉篇》简8“胡无噍类”，以胡族无嚼食之

人形容胡族无活口。《苍颉篇》散见文字中亦包括表“哺”义的“含”字。而由扬雄、贾鲂所续的《训纂篇》《滂喜

篇》中，亦收录咀、吮、噬等与“咀嚼食用”相关的字。这些都说明，包括《苍颉篇》及其续篇在内的古代典籍对

“咀嚼食用”现象颇为关注，故赵高《爰历》作为普及型文字教材，收入“咀”字合情合理。

所以，从“咀”的残字字形、《苍颉篇》“事类相从”体例、《苍颉篇》汉注本记载以及古人对“咀嚼食用”现象的

关注来看，“颗咀”之“咀”应当释为“咀”。并且，此释读也合乎《苍颉篇》押韵要求。《爰历》首简四句押鱼部、歌

部韵，“咀”上古音从纽鱼部，可以押韵。

因此，“颗咀”可释读为“颗咀”，“颗”指颗粒(小块)，“咀”指咀嚼食用，“颗”是“咀”的结果，二者是“咀嚼食

用”事类下因果关系密切的一组词。

3.“辅廑颗咀”的语义联系

“辅勤”之“辅”，基本义为辅助，引申为辅助牙齿咀嚼的颊骨及所附肌肉，古称“辅”“辅车”“颊车”等。《说

文·车部》：“辅，人颊车也。”《左传·僖公五年》：“辅车相依。”孔颖达疏：“颊之与辅，口旁肌之名也。盖辅车一处

分为二名耳，辅为外表，车是内骨。”

古人认为“辅”可协助牙齿嚼碎食物，对咀嚼行为具有关键辅助作用，文献述之甚详，如：

《周易·颐卦》：“颐，贞吉。观颐，自求口食。”郑玄注：“颐，口车辅之名也。震动于下，艮止于上。车口动而

上，因辅嚼物以养人。”

晋皇甫谧《甲乙经》卷十二《手足阳明脉动发口齿病第六》：“颊肿口急，颊车痛不可以嚼，颊车主之上齿龋，

痛恶寒者，上关主之。”

宋王安石《临川集》卷一八《读眉山集次韵雪诗五首》之五：“戏摇微缟女鬟鸦，试咀流酥已颊车。”

所以，“辅勤”之“辅”可引申为辅助咀嚼的“颊车”，“勤”也表“辅助”，故而在“咀嚼食用”事类下，“辅勤”与

“颗咀”的语义联系密切，据《苍颉篇》“事类相从”体例，它们可编联在一句中。

但须说明的是，此句四字虽有语义联系，却未见明显的句法关系，故我们仍主张将之视为罗列式句型，而

非陈述式。其实，《苍颉篇》中这类只有语义联系，而没有句法关系的句子并不少见，如北大汉简《苍颉篇》简39
“读敕捺玺”，“读敕”指宣读敕书，“捺玺”指在敕书上用印，二者具有敕书成文后盖玺印，然后予以宣读的语义

联系，但显然不存在语法关系。“辅廑颗咀”的情况与之相同。

上述证明，《爰历》首简“辅廑颗咀”可释读为“辅勤颗咀”，其中，“辅勤”均表“辅助、佐助”，为“同义相从”，

与辅助咀嚼有关。“颗咀”分别指“颗粒(小块)”与“咀嚼食用”，“颗”是“咀”的结果，二者为“事类相从”。“辅勤颗

咀”是“同义相从+事类相从”的罗列句式，总体上是统摄于“咀嚼食用”事类的“事类相从”形式。这种句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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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相从”或换为“反义相从”)在《苍颉篇》中常见。如北大汉简《苍颉篇》简2“系孙襃(葆)俗”，简21“坐 (迁)讂
求”等皆如是。

(二)“軷儋 屠”

再来看第四句“軷儋 屠”。整理者将该句释作“跋涉旅途”，可从。

第一、二字“軷儋”，整理者读为“跋涉”，并引《说文》段注说明。张存良对此存疑，他说：“字书的编撰应以

简捷明了为要，不当如此周章曲折，辗转通假。”

张说可商。上古书籍口耳相传，同音通假是必然现象。秦末战乱而书籍流散，《苍颉篇》抄本丛出，各

有源流。故其虽为字书，仍不免有通假现象。汉简中诸本《苍颉篇》均有通假字，即为明证，故不必对通假

予以否定。

因此“軷儋”可从整理者读“跋涉”，《说文解字注》谓“山行曰軷，水行曰涉”。可知“跋”“涉”同义并列，分别

指行于山，行于水。

第三、四字“ 屠”，整理者读为“旅途”，并引睡虎地秦简《魏奔命律》“ ”通“旅”为证，学术界一般从其说。

“旅”“途”均指供人车行走的地面道路(下文将详述)，二者同义并列。《尔雅·释宫》：“路、旅，途也。”《礼记·郊特

牲》：“台门而旅树。”郑玄注：“旅，道也。”《广韵·模韵》：“途，道也。”

所以，“軷儋 屠”可从整理者释为“跋涉旅途”，这不难理解。但关键问题在于，该句句式究竟属罗列式还

是陈述式？

若为罗列式，则该句为“跋涉”“旅途”两组同义词的并列，均属“行路旅途”事类，是“事类相从”体例，句中

字词无句法关系。若为陈述式，则“旅途”是“跋涉”的处所宾语，“跋涉旅途”是具有述宾关系的陈述句，解作

“跋涉于旅途中”。

我们认为，“跋涉旅途”一句不应为陈述式。因为根据古文献语用实际，“旅途”在上古时期难以作“跋涉”

的宾语，理由如下。

首先，“旅途”在上古不成词，而若视之为词组，则“跋涉旅途”亦不成句，文义难通。

“旅途”在上古不成词，双音词“旅途”迟至中古才出现，故“跋涉旅途”之“旅途”不能作为一个词担任处所

宾语。通检今见出土与传世文献，上古语料中未见“旅途”一词，上古时期表地面道路之“旅”“途”均单用，未见

连用的情况。如《尚书·禹贡》：“蔡、蒙旅平。”《孙子·军争》：“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

“旅途”作为双音词最早见于唐代，并不实指为供人车行走的地面道路，而表示抽象性质的“旅行途中”，

如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中《白马赋》：“诚知两轴非珠玉，深愧三缣恤旅途。”

因此，若“旅”“途”在上古已大量连用，从而凝固为“旅途”一词，则作为常用词，文献中应能见到该词的成

词用例，或成词之前“旅”“途”同义连用的用例。但上古文献中并未发现这种迹象，可知“旅途”在上古时期并

不成词，其应成词于中古，故将“跋涉旅途”之“旅途”视为一个词而做“跋涉”的宾语，并不妥当。

此外，若将“旅途”视为词组而非一个词，即“旅”“途”并列做“跋涉”的处所双宾语，则“跋涉旅途”就只能解

释为“跋涉于道路与道路中”，亦不成句，故“旅途”作为词组时亦不能做“跋涉”的宾语。

所以，“旅途”在上古不成词，作为词组则“跋涉旅途”将不成句，故“跋涉旅途”为述宾结构的可能性不大。

其次，以“旅途”为“跋涉”的宾语不符合上古时期“跋涉”的谓语动词特点。通检今见商至南北朝语料，“跋

涉”一词共53见，其做谓语动词的特点如下：

一是“跋涉”是不及物动词，常态情况下不带宾语。“跋涉”在中古以前为不及物动词，多独立使用，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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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鄘风·载驰》：“大夫跋涉，我心则忧。”孔融《孔北海集》：“家之将亡，缇萦跋涉。”此类情况计 31例，占比

58%。而“跋涉”做不及物动词活用后带宾语者(均为处所宾语)，计22例，占比41%。可见“跋涉”在中古以前

为不及物动词，常态情况下不带宾语，“跋涉旅途”做述宾结构的概率相对较低。

二是即便在少数情况下，“跋涉”做不及物动词活用而带处所宾语，则该处所宾语的语义及语境必须能凸

显“不易通行的道路或野外恶劣的行路环境”，从而与“跋涉”翻山渡水，艰险行进的语义相配，这是“跋涉”动宾

搭配的语义条件。辞例如下：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君弃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

《淮南子·修务》：“身淬霜露，敕蹻趹，跋涉山川，冒蒙荆棘。”

《史记·楚世家》：“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

《扬雄·长杨赋》：“拔(跋)鹵莽，刊山石。”唐刘良注：“(兵騎)跋涉咸草之中，削其山石以通道路也。”

《后汉书·孝章帝纪》：“跋涉悬度，陵践阻绝。”李贤注引《西域传》：“悬度者，石山也。”

可见，上例中“跋涉”的宾语“山林”“山川”“悬度(石山)”及其前后语境“蒙犯霜露”“冒蒙荆棘”等，语义上都

强调危难险阻的行路环境，其所通行的是近乎未经人工修筑的荒道。究其原因，所谓“山行曰跋，水行曰涉”，

在交通条件不发达的古代，翻山渡水即意味着要在野外恶劣环境中行进，常面临受寒挨冻，岩阻绝岭等困难与

危险，故上古以“跋涉”一词描述在野外恶劣环境下行路的艰险，因此，凡作为“跋涉”处所宾语者，自然也要求

能凸显出这一语义，这是上古时“跋涉”动宾搭配的语义条件(至于后世“跋涉”的内涵拓宽，普通行路环境偶尔

也可与之搭配，则是后话)。
但考察上古时期“旅”“途”二词的所指，均表示较易通行的人工所修筑道路，不符合“跋涉”动宾搭配的宾

语语义条件。

途，或作“塗”“涂”，指由人工建筑且易于通行的道路，是主要交通道路的一种。

《周礼·地官·遂人》：“洫上有涂。”郑玄注：“径、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车徒于国都也。径容牛马，畛容大

车，涂容乘车一轨，道容二轨，路容三轨，都之野涂与环涂同，可也。”

张衡《东京赋》：“经途九轨。”薛综注：“南北为经。途，道也。轨，车辙也。”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豫部·徐》论“塗”引郑玄：“国中三道曰塗。”

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长途中宿。”裴骃集解引郭璞：“途，楼阁间陛道。”

这些“途”或容一轨之车通行，或容九轨之车通行，或通于国都，或位于国中，或连接楼阁，可知古人所称

“途”者，是一种人工所修筑且易于通行的道路，属主要交通道路之一。

旅，与“途”近义，亦指由人工建筑且易于通行的道路，虽然文献用例少见，但仍可以之明义。

《尔雅·释宫》：“路、旅，途也。”

《礼记·郊特牲》：“台门而旅树。”郑玄注：“旅，道也。屏谓之树，树所以蔽行道。”(车道旁植树以遮蔽风沙，

是古代筑路规制，古文献多见，可知“旅”是人工修筑的大道。)
《汉书·地理志》引《尚书》：“蔡、蒙旅平。”王引之述闻：“蔡、蒙旅平者，言二山之道已平治也。”(“旅平”即

道路平治，可见“旅”经人工修筑而平坦易行。)
《尚书·禹贡》：“四隩既宅，九山刊旅。”宋钱时注：“二事正言僻远之地皆已可居，险阻之路皆已可行，僻远

险阻可居可行，则平土之可居，坦途之可行，不待言而喻矣。”

可见，“旅”和“途”一样，均指人工修筑的平坦易行的道路，交通环境较好，这难以符合“跋涉”动宾搭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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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语条件，故一般不以之做“跋涉”的宾语。上古文献中几乎未见“跋涉”以“旅途”或“旅”“途”做宾语的辞例，

或为此故。

所以，“旅途”在上古不成词，不应视为一个词而做“跋涉”的宾语，而若视为词组，则“跋涉旅途”不成句。

且“旅途”作为“跋涉”的宾语，亦不符合上古时期“跋涉”的谓语动词特点，故将“跋涉旅途”视为具有述宾关系

的陈述句，证据并不充分，该句更可能是“跋涉”“旅途”两组同义词的并列，属“行路旅途”事类下的罗列句式。

事实上，这类表面上如同陈述式，实际却为罗列式的句子在《苍颉篇》中并不少见，如北大汉简《苍颉篇》简

16“尘埃飘风”，看似陈述句，可释为“尘埃飘荡在风中”，但实际上，“飘”非动词，“飘风”是双音名词，为古常语，

即羊角风、龙卷风，“尘埃飘风”均是“风起扬尘”事类的有关字词，属罗列式下的“事类相从”。此类辞例尚有

简30“贪欲资货”，简27“送客兴居”等，不赘。

综上所述，“辅廑颗咀”可读“辅勤颗咀”，“軷儋 屠”从整理者读为“跋涉旅途”，释义见上不赘。该二句均

属“事类相从”的罗列句式，相关字词无句法关系，与开篇劝学语“爰历次貤，继续前图”亦无语义联系，应当是

开篇劝学语之后的正文开始部分。

五、结语

赵高《爰历》是秦代重要字书，亡佚已久。今通过对汉简材料的钩稽梳理，知其首简四句可释读为“爰历次

貤，继续前图。辅勤颗咀，跋涉旅途”。

其中，第一、二句“爰历次貤，继续前图”属于《爰历》一书的开篇劝学语，为陈述句式，可具体理解为“经过

重复不断地(讽诵与摹习)，(现在)按照前书(《苍颉》七章)的法度继续(学习)”。水泉子汉简《苍颉篇》“爰历次貤少

巧工”当释读为“经过不断重复，减少取巧不实之工”。

第三、四句“辅勤颗咀，跋涉旅途”则属《爰历》正文开始部分，与第一、二句无语义联系。“辅勤颗咀”之“辅

勤”为“辅助”义，与辅助咀嚼有关，“颗”指“颗粒(小块)”，“咀”指咀嚼进食，“颗”是“咀”的结果，全句属“同义相

从+事类相从”的罗列句式，但总体统摄于“咀嚼食用”事类下。“跋涉旅途”之“跋”指行于山，“涉”指行于水，“跋

涉”同义并列，“旅”“途”均指道路，“旅途”同义并列，全句为“行路旅途”事类下的字词罗列，并非陈述句式。

另有两点启示：一是《苍颉篇》作为字书，语境较弱，释读不易，因此该书“同义相从”“事类相从”等体例对

字词释读具有重要作用，需要重视。二是《苍颉篇》体例的结构复杂，常层层重叠，如“跋涉旅途”中就包含了一

级体例“事类相从”，二级体例“同义相从”。“辅勤颗咀”就包含了一级体例“事类相从”，二级体例“同义相从+事
类相从”。这就要求研究者在运用相关体例释读《苍颉篇》时，需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爰历》开篇语的释读疏解未尽如人意。今对相关简文重新予以释读、疏通，试图以之

呈现《爰历》开篇内容的合理面貌，相关成果对《苍颉篇》研究、汉语汉字史以及秦汉史研究均具有参考价值。

草创拙文，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注释：

①一作“胡毋敬”。

②《说文解字》许慎序：“(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苍颉

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

③《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小学序》：“《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

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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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本文的材料收录日期截止为2019年11月，但不包括刘桓《新见汉牍〈苍颉篇〉〈史篇〉校释》(中华书局2019年10月版。该书

的定性、地位目前学术界未有定论，故暂不收录)。
⑤这些汉简材料包括：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阜阳汉简、水泉子汉简、居延汉简、居延新简、敦煌汉简(含流沙坠简、马圈湾汉

简、玉门花海汉简)、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尼雅汉简以及额济纳汉简。

⑥本文所引常见古籍，不赘示著录信息。引文中繁体字无对应简体字者，保留繁体。本文释文符号的意义：□，表示未释出的

残字； ，表示简牍残断处；( )，表示括号中字为前字的本字或正字；【】，表示据他本补出的内容。以下《阜阳汉简》C010图版见

韩自强《阜阳·亳州出土文物文字篇》，第276页，阜阳市博物馆，2004年。(此照片较初师宾《中国简牍集成》所示照片更清晰，故采

用)摹本见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省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苍颉篇〉》，《文物》1983年第2期，第32页；《水

泉子汉简》暂30图版见张存良《水泉子汉简七言本〈苍颉篇〉蠡测》，《出土文献研究》第9辑，中华书局，2010年，第10页。(以下出

版单位及时间不重复标注)
⑦因原简与摹本图片过长，为便于排印，此截为两段，“1-a”表示上段，“1-b”表示下段。

⑧参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第17-18页。

⑨参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省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苍颉篇〉》，第28页；林素清《苍颉篇研究》，《汉

学研究》1987年第5卷第1期，第63页。

⑩该句“历”字，书手误抄为“磨”，整理者释“历”无误。此简尾部完整，而次枚简未见出土，故“继续前图”后的内容暂无从知

晓。参张存良《水泉子汉简七言本〈苍颉篇〉蠡测》，第69页。

因“嘾”字字形残损严重，且缺失下文而不成句，暂不释。

“同义相从”之“同义”，包括同义词与近义词。

参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壹)》，简4、10、39、4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参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壹)》，简8。
参张存良《水泉子汉简〈苍颉篇〉整理与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71页；梁静《出土〈苍颉篇〉研究》，第36

页，科学出版社，2015年。

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省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苍颉篇〉》，第28页。

张存良《水泉子汉简〈苍颉篇〉整理与研究》，第171页。

梁静《出土〈苍颉篇〉研究》，第36页。

张存良《水泉子汉简〈苍颉篇〉整理与研究》，第171页。

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商务印书馆，1937年。

孔鲋《小尔雅》，吴琯《古今逸史》本。

张存良《水泉子汉简〈苍颉篇〉整理与研究》，第171页。

同上。

参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简EPT50.1A、EPT50.1B。
参张存良《水泉子汉简〈苍颉篇〉整理与研究》，第171页；梁静《出土〈苍颉篇〉研究》，第36页。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小学序》：“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

史游《急就篇》，第7页，岳麓书社，1989年。

梁静《出土〈苍颉篇〉研究》，第36页。

张存良《水泉子汉简〈苍颉篇〉整理与研究》，第171页。

同上。

吴玉搢《别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黄锡全《汗简注释》，第318页，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祝穆《古今事文类聚

前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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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字初编《皇明恩命世录》，明《续道藏》本；魏齐贤、叶棻辑《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赵秉文《滏水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存良《水泉子汉简〈苍颉篇〉整理与研究》，第171页。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第566、568页，中华书局，1993年。

本表字形采自臧克和编《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

书(肆)》，文物出版社，1985年；《中国碑刻全集》编委会编《中国碑刻全集》第5卷《唐》，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

马莳《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第49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年。

碎药的工作量变大后，借助器具，改为捣碎。

据《旧唐书·经籍志》，唐时，《苍颉篇》汉注本仅存杜林《苍颉训诂》一家。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小学序》：“《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

为作训故，并列焉。”

含、咀、吮、噬等字的详情参王国维《重辑〈苍颉篇〉》，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6卷，第503页，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0年。

郑玄《周易郑注》，清《湖海楼丛书》本。

皇甫谧《甲乙经》，明《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

王安石《临川集》，《四部丛刊》本。

参胡平生《读北大汉简〈苍颉篇〉札记》，《出土文献研究》第十五辑，中西书局，2016年，第290页。

北大汉简《苍颉篇》简2“系孙襃俗”，系、孙皆为“继续”之义，属“同义相从”。“襃”通“葆”，即“保”字，“俗”谓“礼俗习惯”，安

守礼俗习惯是古代惯有思想，“襃俗”属“事类相从”。简21“坐 (迁)讂求”，“坐”读如字，“坐”有方向向下之义。 即“迁”，“迁”有

方向向上之义，“坐 (迁)”属“反义相从”。“讂求”则属“事类相从”，《玉篇》：“讂，流言也，有所求也。”参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壹)》，简2、简21。
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省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苍颉篇〉》，第29页。

张存良《水泉子汉简〈苍颉篇〉整理与研究》，第172页。

杜甫《赠韦赞善别》“岁晚寸心违”一句，《九家集注杜诗》等宋人论著皆见苏轼注引晋张瀚《秋日北园诗》“旅途惊岁晚”以注

杜诗。但此苏注及其引诗均为宋人伪作复古，学者早已指明(参莫砺锋《唐宋诗歌论集》，第66页，凤凰出版社，2007年)，故该伪诗

不得作为“旅途”一词早出于晋的证据。

范摅《云溪友议》，《四部丛刊》本。

孔融《孔北海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古汉语中，处所宾语的谓语动词多为不及物动词活用，这一点杨伯峻先生已有详论，详参杨伯峻、何乐士《古汉语语法及其

发展》，第531页，语文出版社，2001年。

王引之《经义述闻》，第1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钱时《融堂书解》卷三《夏书·禹贡》，《丛书集成初编》本。

参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壹)》，第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参考文献：

[1]萧统编，李善等注《文选》，《四部丛刊》本 .
[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经韵楼藏本 .
[3]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临啸阁藏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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