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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書內容諸多體式，本難以說清箇中是非原委。雖然，晚近二三十年之間，以

新出土文獻資料公佈之至多且夥，漸有說解之可能。古代簡牘之內容，約可歸為四

類。第一種是全部皆為文字，而間以簡牘符號雜於其中而已。第二種是圖，但也並

非全無文字，主要以圖為主，文字較少則為輔。第三種是圖文混排，且圖文之比例

相當。第四種亦全為文字，但為特殊體例之編排，將文字放置寫入一表格中。所

謂「旁行邪上」，僅與第一種、第四種中之少數相干而已。指於一簡之中分為數個

欄位，讀法並不依一般正常之竹簡讀法一樣，由上直下，一簡到底，而是最上一欄

之文字讀竟，接續以次簡同一欄位而讀。今日所能見到之竹簡，郭店竹簡《語叢三》

可為說明之資助。「邪上」，則為特殊之法，主要與古曆譜牒有關。文中列舉郭

店竹簡《語叢三》、《墨經》、《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後漢書》卷二十

二〈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列傳〉中之〈馬武傳〉、《逸周書．諡法解》，加以說明。

古書、旁行、邪上、郭店竹簡、語叢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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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漢）班固，《漢書》，第6冊，頁1706。

2    （漢）司馬遷，《史記》，第10冊，頁3162。

3      同註2，第10冊，頁3163。

4    （唐）釋道世著，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第1冊，頁334。

5      同註1，第2冊，頁366。
6 同註2，第3冊，頁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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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幼官」當為「玄宮」二字之誤，此不贅述。

8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頁102。頁214註13裘按云：「自此以下各簡皆分上下二欄抄
寫，故釋文分上下兩欄。惜此部分竹簡多所缺失，無法復原。」

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江陵九店東周墓》，圖版103至110。

10    事實上，簡105至114也是廣義的分為上下兩欄，性質與此類似，只是簡105至114上下兩欄的文
字，上多下少，容易看出，而簡116 至119 則因上下兩欄的文字約略相當，故在中間部位，打上
較明顯的筆劃表示。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圖版46至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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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圖版第3至7、81 至85、89 至111、120 至138
頁。

12    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關沮秦漢墓簡牘》，圖版1至7、圖版16 至17、圖版27 至
28。

13    張家山247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247號墓）》，頁109-111、121。

14    連雲港市博物館、東海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尹灣漢
墓簡牘》，頁13-70。

11 

12 

13 

14 



古書旁行邪上考 5

72 71 70 69 68 67 66 65 64

15

16 

17 

15  「文」字或釋作「度」，特此說明。

16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頁214。

17    程樹德，《論語集釋》，第2冊，頁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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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清）孫詒讓，《墨子閒詁》，頁279-280，3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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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合」原作「古」，當為「合」是。「彼」字原作「攸」，當為「彼」是。「仳」原作「似」，亦當
為「仳」。

20  「移」在《經說上》作「命」，當作「移」是。

21  「且」字疑衍，「縣」字原 人、縣聲。

22  「相」字原作「攖」，當以「相」是。

23  「知，聞、說、親、名、實、合、為」，清代畢沅等人以為合為一經，是也，很多學者以為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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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若不合讀而必欲分開，則必不能若《經說上》依序解釋之，兩者應相距懸遠，故從畢說。

24  「侗」原作「同」，當作「侗」是。

25    很多學者的著作將「久，彌異時也」、「宇，彌異所也」分立，《經說上》云：「久，古今旦
莫。宇，東西家（中）南北。」若分立之，則兩者必隔懸遠，是以從《經說上》說，合為一經
也。

26  「庫」字 「車」之偏旁，當 「章」。

27  「環俱氐」三字之讀，從清孫詒讓說。

28  「徙」字原作「從」，當作「徙」是。「服執誽」三字之下原有「音利」二字，當是衍文。

29  「放」字《經說上》作「恕」，疑作「知」。

50 49 48 47 46 45 44 43 42 41 40 39 38 37 36
24

25

26

27

28

29



古書旁行邪上考 9

30 

31 32 

33 34 

35



30  （清）孫詒讓，《墨子閒詁》，頁287。

31    梁啟超，《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頁66。

32    所謂「重排」，非依內容加以分類，如譚戒甫《墨經分類譯注》者。而是指依竹簡分上下兩欄，
照文字原序，予以重排。

33    高亨，《墨經校詮》，頁10-19。

34    吳毓江，《墨子校注》，上冊，頁482-486。

35  （清）孫詒讓，《墨子閒詁》，頁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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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范耕研，《墨辯疏證》，頁4-5。

37  （清）孫詒讓，《墨子閒詁》，頁288。

38    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補編》，第1冊，頁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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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第2冊，頁789-790。

40  「淮陽」之「陽」字有誤，據清人王先謙校勘與本傳，均當作「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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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清）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頁150。

42  （清）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頁151-161。

43  （清）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頁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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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頁466。

45  （唐）姚思廉，《梁書》，第3冊，頁716。《史記》卷14《十二諸侯年表》云：「太史公讀《春秋
曆譜諜》」，唐司馬貞索隱亦云：「劉杳云：『《三代系表》旁行邪上，其放周譜。』」（《史記》，第
2冊，頁510）。

46  「桓君山」即「桓譚」。（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頁53。

47    唐司馬貞索隱云：「音牒。牒者，紀系謚之書也。下云『稽諸曆諜』，謂歷代之譜。」（《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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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上冊，頁4。

49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第3冊，頁2012。

50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隋書附索引》，第2冊，頁988。

51    唐人避李世民諱，故改「世」作「系」。

52  （漢）宋衷注，（清）秦嘉謨等輯，《世本八種》，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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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izontal and Diagonal in Ancient Texts

Huang Jen-erh
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ntent of ancient texts is of various forms, which makes it hard to be

interpreted. However, thanks to the excavation of many a document material for the

recent 20 to 30 years, an interpretation is now available. The slips from the ancient

times can be roughly categorized into four genres. The first type is in purely written

form, dotted with slip symbols. The second type is of mainly graphic form,

supplemented with few words. The third type is a mix of written words and symbols

in equal proportion. The last type is also of completely written form, but arranged in

such a special way that words are placed within charts. The so-called “Ban-shin-

shay-shan (Horizontal and Diagonal)” is related to few of the first and the last types.

It refers to the several columns in a slip with a different reading sequence from that

of normal ones which goes from top to bottom and all the way to the end in a slip. In

this case, after finishing the words from the top column, it is continued by the same

top column of the next slip. Of the bamboo slips nowadays available, Yu Gong 3 of

the Guodian Bamboo Slips can serve as a good example. “Shay-shan (Diagonal)”

refers to a special arrangement, which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ancient genealogical

documents I shall take Yu Cong 3 from Guodian Bamboo Slips, Moging, Chapter 28
“Geography” from Hanshu, Chapter 22 “Biography of Ma Wu” from Hou Hanshu,

and Chapter of Posthumous Name in Yi Zhoushu for example.

Keywords: The ancient texts, Horizontal, Diagonal, Bamboo manuscripts of

Guodian, Yu Cong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