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書是本人 2006 年 6 月至 2008 年 6 月在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博士後流動站期間，所完成的

博士後研究報告。馬王堆帛書《周易》，包括《易經》和《易傳》，《易經》由六十四卦符號以及

卦爻辭組成，《易傳》由《二三子問》、《繫辭》、《衷》、《要》、《繆和》、《昭力》等六篇組成。本

書即是對帛書《周易》經傳的初步研究，其內容包括三部分：

一、帛書《要》篇釋文後兩章校釋。《要》篇釋文至今（2008 年 6 月）發表八種，研究成

果豐富，但有兩個基礎性的重要問題值得關注：第一， 八種釋文彼此多有出入。第二，文本詞

語意義理解存在諸多分歧。這兩個問題直接影響對《要》篇的深入研究。本書針對這兩個問題，

選取《要》篇釋文的最後兩章──「夫子老而好《易》」章和孔子論「《損》《益》一卦」章，對

照圖版照片，對其八種釋文以及校釋成果進行全面檢討，在此基礎上提出自己一些新的看法。

二、帛書《要》篇「五正」考釋。《要》篇「五正」一詞，很受學者重視，看法很多。本書

在分析學者意見基礎上，認為「五正」一詞，乃為古代易學講君道的特定術語。其內容是帝王

取度於身所建立的規矩繩權衡五種法度，與八卦中的某些卦、四時和五方等相配納，而形成的

易學模式。

三、子夏與《歸藏》關係初探──兼及帛書《易經》卦序的來源。本書通過考證孔子弟子

子夏與《歸藏》關係，認為子夏瞭解、掌握《歸藏》，並傳承之。帛書《易經》的卦序，表明它

應屬於《歸藏》系統，而其來源可能與子夏有關。

作者簡介

劉彬，字於易，男，1965 年生，山東滕州人，哲學博士，清華大學博士後，曲阜師範大學孔子

文化研究院教授，碩士生導師，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兼職教授，山東周易研

究會常務理事，山東孔子學會理事，中國孔子研究院特聘研究員。長期學習和研究易學，在象

數易學、出土易學文獻研究等方面有較深造詣。在《中國哲學史》、《周易研究》、《孔子

研究》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 30 餘篇，出版《帛書〈要〉篇校釋》、《〈易緯〉占術研究》等專著，

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帛書《衷》篇新校新釋」，主持教育部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帛書

《易傳》新釋暨孔子易學思想研究」等課題。



 

 

 

 

目  次 

 

－目 1－

 

 

 

 

 

 

 

 

 

 

 

 

 

 

 

 

 

 

前  言 ············································································ 1 

一、帛書《要》篇釋文後兩章校釋 ····························· 3 

1、緒  論 ··································································· 3 

2、《要》篇「夫子老而好《易》」章校釋 ················ 13 

3、《要》篇孔子論「《損》《益》一卦」章校釋 ······· 65 

二、帛書《要》篇「五正」考釋····························· 121 

1、學者對《要》篇「五正」的研究······················ 121 

2、「五正」的基本含義 ·········································· 125 

3、《要》篇「五正」的易學涵義 ··························· 128 

三、子夏與《歸藏》關係初探──兼及帛書《易經》

卦序的來源························································· 133 

1、子夏傳習《歸藏》 ············································ 133 

2、帛書《易經》卦序與子夏所傳承《歸藏》的 

關係··································································· 140 

參考文獻 ···································································· 145 

後  記 ········································································ 167 

目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