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易研究 ２０１９年第６期（总第一五八期）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６－０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秦汉简帛系列字 形 谱”（１１ＸＺＳ００１）；西 南 大 学 基 本 科 研 业 务 费 专 项 基 金 创 新 团 队 项 目：

“基于出土文献综合研究的文化推广工程”（ＳＷＵ１５０９３９５）

作者简介：祝 永 新（１９８４－），西 南 大 学 汉 语 言 文 献 研 究 所 博 士。主 要 研 究 方 向：出 土 文 献 学，汉 语 言 文 字 学。张 显 成

（１９５３—），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方向：出土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

①　本文释文中“［］”内为据上下文或其他文献补出的文字，“（）”内为释读出的本字，“？”表示释读有疑的字，“□”表示无法释

读的残字，“ ”表示残断处。此简文系简４３９与另两支简号未详之简（下称简Ｘ、Ｙ）缀合而得，简４３９部分为“昔者穆天子……［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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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简《归藏》“苍苍其羽”新证

祝永新　张显成
（西南大学 汉语言文献研究所，重庆４００７１５）

摘要：王家台秦简《归藏·师》有“（龙）飞而冲天，苍 苍 其 羽”一 句，该 卦 辞 亦 见 于 传 本《归 藏》。句 中“苍 苍”不 应 训 为 青

（青黑）色，该句也并非形容飞龙翅膀的羽毛颜色或翅膀受伤发青。从先秦两汉文献描述神物（动物）和飞龙羽翼时的描述重

点、主要描述目的以及“苍苍”在上古汉语的语用习惯看，“苍苍”应训为“广阔”或“繁盛”义，“苍苍其羽”描述的应是飞龙羽翼

的宽广宏大及其气势，或是翅膀羽毛的繁盛，目的是通过描写飞龙羽翼的宏大气势来凸显飞龙一飞冲天的恢宏气象。

关键词：王家台秦简；《归藏》；“苍苍其羽”；易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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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由来及有关误解

《归藏》是研究先秦思想文化的珍贵资料。该书散佚较早，今见内容多为后世所辑录。１９９３年

江陵王家台秦简出土后，《归藏》的部分内容首见于世，其《师》卦中有一段关于穆天子占问出师吉凶

的卦辞，简文如下：

　　昔者穆天子卜出师而枚占□□［禺强］□ ４３９ 龙降于天，而□ ［道里修？］远，飞而中

（沖）天，苍 ［苍其羽］①

译文为：“从前穆天子向禺强枚占出征吉凶，卦辞为龙从天而降，道路遥远漫长，（龙）冲天飞起，

羽翼苍苍。”

相似内容又散见于《太平御览》卷八五引《归藏》：“昔穆王天子筮出于西征，不吉。曰：‘龙降于

天，而道里修远，飞而冲天，苍苍其羽。’”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上》引《归藏》：“昔穆王子筮卦

于禺强。”李家浩、王明钦、王辉诸先生认为它们属同一条卦辞，异文处当以王家台《归藏》为准，皆



是。结合以上材料，《归藏》该段卦辞可补充为：

　　昔者穆天子卜出师而枚占禺强，不吉，曰：“龙降于天，而道里修远，飞而冲天，苍苍其羽。”

目前，对该卦辞中“苍苍其羽”一句及其中“苍苍”二字的解释，学界存在误解。“苍苍其羽”一句

因字词简单，学者或多不释，如王明钦、李家浩、连劭名、王辉等诸先生。或简单释“苍苍”为“青色”

或“青黑色”，认为该句是指翅膀羽毛或翅膀受伤后的颜色。如：

辛亚民《略论王家台秦简〈归藏〉的风格特征》：“‘苍苍’，青色貌……（龙）腾飞上天，羽色青黑。”

苏雪林《天问正简》：“‘……飞而冲天，苍苍其羽。’（《御览》九二九）点明龙羽色苍，殊可贵。”朱兴国

《三易通义·归藏》：“苍，青 色。古 人 常 常 青 黑 不 辨，黑 亦 曰 青……苍 苍 其 羽，翅 膀 受 伤 而 发 青 之

貌。”①

不释此“苍苍”或释之为颜色（青或青黑色）皆不妥。《归藏》散佚已久，任何词句都是吉光片羽

般的珍贵材料，尤其一些看似简单，实则易被误解的词句，更有被关注的必要，不释有欠妥当。而释

之为青色或青黑色等颜色，则近于望文生义，不仅使卦辞文意难解，也不符合有关字词在上古文献

中的语用习惯，以下详细论述。

第一，与同类卦辞相比，若“苍苍”解作颜色，则文意晦涩难解。

《归藏》属于“易占”，“易占”作为占筮工具，其卦辞用语一般须对该卦主题或占筮內容起到说

明、解释或补充作用，以助于理解卦义。

如《周易·中孚》：“翰音登于天，贞凶。”“翰音”即飞鸟鸣音，此句形容飞鸟鸣叫声响彻天空，虚

声高远而信实不继，故判词曰凶。“翰音”是飞鸟鸣叫声，属动物类元素，以“翰音”的虚声、信实不继

象征占筮结果的负面性，该词对判词“凶”的成因显有解释作用。

《周易·明夷》：“明夷于飞，垂其翼。”王弼注：“怀惧而行，行不敢显，故曰垂其翼也。”“明夷”指

光明损伤，②此卦言君子韬光养晦之义。卦辞描述鸟在光明损伤的昏暗中垂翼低飞，比喻君子养晦

时的仓惶情状，其“垂翼”动作，则是对卦辞主题的喻义性说明。

《周易·渐》：“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卦辞言大雁渐渐飞近高山，羽毛可作洁美的仪饰。

其以羽毛之洁美映照高洁的志向，对判词“吉”的成因具有解释作用。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一）《归藏》：“初巽，有鸟将至而垂翼。”鸟将飞停，故垂翼收敛，该“垂

翼”动作是对飞鸟状态的补充，有补全句意的作用。

以上例句均与“苍苍其羽”一句同类而属于含动物类元素的卦辞，其中“翰音”“羽”“翼”等动物

类元素无不对卦辞主题具有明显的说明、解释或补充作用，使文意便于理解。

但反观“龙降于天……苍苍其羽”一句，则与以上诸例大相径庭。该卦判词为“不吉”，内容描叙

了飞龙从天而降，但因道路远阻，复又冲天而去的场面，体现出知难而退，复归本途之意，着重描绘

了飞龙冲天而起的恢宏气势。若将“苍苍”解作“青色（青黑色）”，则文意将变得晦涩难解。众所周

知，“易占”卦辞惜字如金，其何以要大费笔墨去强调飞龙羽翼是青色呢？毕竟从文意看，飞龙羽翼

的颜色并不能对该卦辞的主题，或飞龙冲天而起的气势起到明显的说明、解释或补充作用，反而令

人感到莫名其妙。所以，将“苍苍”训为“颜色”既会使卦义变得晦涩，也明显有别于同类卦辞中动物

类元素能够凸显卦辞主题或内容的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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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辛亚民《略论王家台秦简〈归藏〉的风格特征》，载《船山学刊》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１３０页；苏雪林《天问正简》，武汉：武

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９５页；朱兴国《三易通义·归藏》，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７９页。

一说“明夷”为鸟名。



第二，词频显示，先秦两汉文献中，“苍苍”主要用于形容苍茫广阔与繁盛，表颜色的情况相对很

少，因此该“苍苍”指颜色的概率极低。

利用传世文献与简帛材料统计“苍苍”在先秦两汉文献中的词频，发现该时期内，“苍苍”主要被

用于表示“苍茫广阔”与“繁盛”义，表颜色（青或青黑色）者很少。词频情况是：去除重出材料，去除

王家台秦简“苍苍其羽”１例，“苍苍”总频次３１例。其中，表“苍茫广阔”义１８例，占比５８％；表“繁

盛”６例，占比１９％；二者合占比为７７％。表颜色４例，占比１３％；因语境缺失或语境模糊而义项不

明者３例，占比１０％。数据表明，“苍苍”在先秦两汉时期主要用于表示“苍茫广阔”与“繁盛”义，而

并非颜色，这一结果与词汇学中“苍苍”义项在上古汉语的分布情况相符，所以，就语用实际看，“苍

苍其羽”之“苍苍”指颜色的概率相对极低。

在词频统计中，“苍苍上天”“苍苍之天”“天苍苍”一类以“苍苍”形容天的语句，均属“苍苍＋天”

句式的变体。旧说该句式之“苍苍”指天为青色，但实际上除少数特殊情况外，这种解释多为误解。

其一，此类句中的“苍苍”多与空间类词语相顺承，甚至直接存在对文，显与空间类概念相关。如《张

家山汉简·盖卢》简６：“苍苍上天，其央安在？洋洋下之，孰知其始？”是说天苍茫广阔，何处是天的

中央？该“苍苍”既与“央”意义顺承，又与下句形容天之广阔的“洋洋”对文，此二句前句问天的中

央，后句问天的起点，都与空间有关。《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六韬》简７４８：“大（太）公望曰：‘苍苍

上天，莫知极。’”即言天苍茫广阔，不知何处是边际，句中“苍苍”表“苍茫广阔”，与表“边际”的“极”

明显对应。再如北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八六《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该“苍苍”与“茫茫”对应，实为“苍茫”拆为两个叠音詞后的对文，

上句亦以“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强调天的辽阔无际，可见该“苍苍”应指天的苍茫广阔，而非指天为

青色。其二，古人对于上天的首要认知，是由上天的苍茫广阔与神秘莫测而产生的“敬畏”，而非天

的颜色，这一点已是上古文化研究中的常识，兹不赘述。其三，随地域与时段不同，天的颜色有青、

蓝、乌黑、青灰等，天色也有明有晦，就古代地理分域及文献用语的差异来看，各地文献居然不约而

同用“苍苍”来将这些颜色一言以蔽之，这种可能性是值得怀疑的。综上，“苍苍＋天”句式中的“苍

苍”，应当多指天的苍茫广阔，而非颜色。①

第三，《归藏》中，也不常以“苍苍”表示颜色。今见《归藏》中，用“苍苍”者尚有两例，内容如下：

其一，《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比曰：‘芘之 ，芘之苍苍，生子二人，或司阴司阳。不□□
姓□□’”２１６

该句“苍苍”指繁盛。“芘”，又称芘芣，即今之锦葵花。“ ”指华盛、繁盛。“芘之 ，芘之

苍苍”一句，“苍苍”与“ ”对文，也指华盛、繁盛，用于形容芘芣之盛美。

其二，《穆天子传》卷五《古文》：《讼》之繇：“薮泽苍苍，其中□□，宜其正公。”②

“其中”指中央，表示位置。“苍苍”和“中央”连用，感叹所指对象的广阔，这是上古汉语中的常

见搭配，如《张家山汉简·盖卢》简６：“苍苍上天，其央安在？”故该“苍苍”显是指薮泽苍茫广大，而

并不指颜色，不能解作“薮泽一片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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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具体详情我们将另述以专文。有关材料详参张家山二四七号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

本，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６１页；银雀 山 汉 墓 竹 简 整 理 小 组《银 雀 山 汉 墓 竹 简（壹）》，北 京：文 物 出 版 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２４
页；［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四部丛刊》本。

参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一说句读为“薮泽，苍苍其中，□宜其正公。”从文意与体例看，此说不妥。王家台秦简《归藏》

出土后，学者便已指出《归藏》之《讼》实本之于《穆天 子 传》之《讼》。如 朱 渊 清 先 生：“王 家 台《归 藏》之《讼》卦 与 夏 启 事 有 关。《归

藏》之《讼》卦，本事来自《穆天子传》，并无可疑。”（朱渊清《王家台〈归藏〉与〈穆天子传〉》，载《周 易 研 究》２００６年 第６期，第１１－１２
页）



以上是除“苍苍其羽”外，今见《归藏》中使用“苍苍”的例子。二处“苍苍”在句中均表示苍茫广

阔，而不表示颜色，这种义项使用情况也与上述词频结果相符合。由此可见，《归藏》中的“苍苍”，也

主要用以表示苍茫广阔或繁盛，很少被用于表示颜色。因此，考虑到先秦两汉文献与《归藏》中“苍

苍”一词在义项使用方面的整体面貌，径将“苍苍其羽”之“苍苍”解作颜色，并不符合该词的语用常

态，因而这种解释非常值得商榷。

第四，先秦两汉文献中，“苍苍”表颜色时通常会搭配具有提示作用的搭配词，其常用者为“色”，

而“苍苍其羽”一句却未见相关搭配词，与语用习惯不合。

我们通检了先秦两汉文献中以“苍苍”表颜色的语句，发现由于“苍苍”具有苍茫广阔、繁盛与颜

色三种所指，而颜色又与均属形态范畴的前二者毫无关联，故为了区分词义，避免误解，当“苍苍”在

先秦两汉文献中表颜色时，人们常会加一个具有提示作用的词作为区分，其常态搭配者是“色”，①

如下例：

《庄子·逍遥游》：“天之苍苍，其正色邪？”

《史记·天官书》：“牵牛晨出东方……色苍苍有光。”

《释名·释天》：“春曰苍天，阳气始发，色苍苍也。”

管辂《管氏指蒙》卷上《山岳配天》：“天色苍苍，而星辰之列象，澄彻昭映也。”

可见，“苍苍”表颜色时，多以“色”字作提示而与之搭配，这可视为时人以“苍苍”表颜色义时的

一种习惯，但“龙降于天……苍苍其羽”一句中并未出现具有类似提示作用的搭配词，这与上述搭配

特点并不吻合。因此，将“苍苍”解作颜色，并不能获得先秦两汉文献中“苍苍”用词搭配习惯的支

持，不符合当时的语用通例。

第五，通检先秦两汉文献中关于动物羽翼的描述，发现其主要是描述羽翼的外形或状态，并以

之辅助主题，很少对颜色作专门描述，例如：

《诗·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郑玄笺：“谓张舒其尾翼。”孔颖达疏：“舒张其尾翼，

实翼也，而兼言尾者，以飞时尾亦舒张故也。”（侧重状态）

《诗·大雅·卷阿》：“凤凰于飞，刿刿其羽。”（侧重状态。）

《庄子·逍遥游》：“（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侧重外形）

《庄子·逍遥游》：“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鹏）大翼也无力。”（侧重外形）

《荀子·解蔽》：“凤凰秋秋，其翼若干。”杨倞注：“干，楯也。”（侧重外形。）

汉东方朔《神异经》：“北海有大鸟……左翼文曰鹥，右翼文曰勒……或时举翼而飞，其羽相切，

如风雷也。”②（侧重状态）

嵇康《嵇中散集》卷三：“宁舒翼扬声，若云间之鸿乎。”③（侧重状态）

可见，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对动物羽翼的关注，主要在于其外形或状态。可以想见，羽翼作为人

类所不具备的特殊部位，又承载了人们希望翱翔天际的向往，故而才使人们将羽翼的外形或状态视

为最原始的直观感受。汉代画像石中频繁出现的长有双翼的羽人，其翅膀造型夸张，形态不一，正

表达了古人对于动物羽翼外形与状态的这种直观感受。所以，上古时期人们对动物羽翼的关注、描

写，主要在于其外形或状态，《归藏》作为重要且使用广泛的“易占”文献，如果突然脱离这种普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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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中古，这种方法在诗歌中似乎已有所松动，但仍能提供辨析词义区别的语境。如苏轼《留题仙都观》诗：“山前江水流

浩浩，山上苍苍松柏老。”
［汉］东方朔《神异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魏］嵇康《嵇中散集》，《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



识而以“苍苍”去强调羽翼颜色，非但令文意迂曲难解，也显得非常突兀而有悖通例和常理，故这种

解释是颇为值得怀疑的。

以上证明，将“苍苍其羽”无论解作翅膀羽毛青（青黑）色还是解作翅膀受伤发青，都令人难以信

从。

二、“苍苍其羽”的合理解释

我们认为，“苍苍其羽”一句，最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羽”指翅膀，“苍苍”指宽广、宏阔（苍茫

广阔义的相近义），全句描述飞龙羽翼的宽广、宏阔及其气势，凸显飞龙一飞冲天的恢弘气象。二是

“羽”指飞龙翅膀上的羽毛，“苍苍”形容羽毛的繁盛，全句指飞龙翅膀羽毛的繁荣茂盛，凸显飞龙冲

天的恢弘气势。这两种解释的理由如下。

第一，“羽”可指翅膀，或翅膀上的羽毛，但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上古汉语中，翅膀和羽毛都是“羽”的常用义项。指翅膀者如《吴越春秋·吴太伯传》：“众鸟以

羽覆之，后稷遂得不死。”《广韵·遇韵》：“羽，鸟翅也。”指羽毛者如《说文·羽部·羽》：“羽，鸟长毛

也。”《周易·渐》：“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但对比同类句式结构，《归藏》该“羽”字指翅膀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先秦文献中多有与“（龙）飞

而冲天，苍苍其羽”一句结构相同者，如《诗·大雅·卷阿》：“凤凰于飞，刿刿其羽。”《诗·小雅·鸿

雁》：“鸿雁于飞，肃肃其羽。”《诗·邶风·雄雉》：“雄雉于飞，泄泄其羽。”《诗经·邶风·燕燕》：“燕

燕于飞，差池其羽。”等等。这些句子结构相同，都属四言句，前句指出主体的飞翔状态，后句以叠音

（音近）词＋其＋羽的形式对主体状态进行补充，这种高度一致的句式说明，该句式应当是先秦时期

描述动物飞翔状态的惯用句式，故其用词也当有一定共性。因这些句子中的“羽”字都指翅膀，“苍

苍其羽”既与之属同类句式，故该“羽”字指翅膀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第二，先秦两汉文献中描写神物（动物）飞天之貌，均强调其羽翼的盛大恢弘，目的是凸显主体

气势。

《诗·大雅·卷阿》：“凤凰于飞，刿刿其羽。”（“刿刿”，指翅膀扇动时的飒飒响声，全句义为凤凰

展翅飞翔，其羽翼飒飒作响，该描写凸出了凤凰振翼的声势。）

《庄子·逍遥游》：“（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庄子·逍遥游》：“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

云气，负青天。”（此二例以垂天之云形容鹏翼之盛大气势，凸显其怒而飞天，扶摇直上之恢弘气势。）

《荀子·解蔽》：“凤凰秋秋，其翼若干，其声若萧。”杨倞注：“干，楯也。”（此谓凤凰翩翩起舞飞

翔，其羽翼阔大如盾，颇为威风。）

东方朔《神异经》：“北海有大鸟……左翼文曰鹥，右翼文曰勒……或时举翼而飞，其羽相切，如

风雷也。”（此以风雷威势形容羽翼相切之状，以增强大鸟飞天之宏大气势。）

先秦两汉文献中这种对羽翼气势的强调，还延绵至中古。如南朝梁元帝《金楼子·志怪》篇：

“其花似杏，而绿蕊碧须，九春之时，万顷竞发，如鸾凤翼。”①其以“鸾凤翼”比喻“万顷竞发”之盛大

气势，本身就是对羽翼气势的强调。

所以，从先秦两汉文献描述神物（动物）飞天时，主要强调其羽翼盛大气势这一习惯来看，龙作

８１ 祝永新 张显成：秦简《归藏》“苍苍其羽”新证

① ［南梁］萧绎《金楼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为上古主要神物，该“苍苍其羽”之“苍苍”所体现的，应当也与其羽翼的盛大气势有关。而这一点，

又能从以下古文献中有关飞龙羽翼的描述得到印证。

第三，通检古文献中有关飞龙羽翼的描述，发现其也同样强调以羽翼声势来凸显主体气势。

首先，“龙降于天……苍苍其羽”之“龙”，是属于有翅膀的“飞龙”。上古将龙分为潜龙、飞龙。

如《周易·乾·彖传》：“乘六龙以御天。”王弼注：“处则乘潜龙，岀则乘飞龙，故曰时乘六龙也。”

飞龙即谓飞天之龙，该龙有翼。《楚辞·离骚》王逸注：“《易》曰：‘飞龙在天。’许慎云：‘飞龙有

翼。’”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乾》九五：“ 龙在天，利见大人。”①该“ ”字以“羽”为义符，证明时人

认为飞翔于天空的龙是有“羽”的。而龙为鳞类，②通体无羽毛，故此义符“羽”自当指翅膀。“苍苍

其羽”一句之“龙”，既可飞天，又有“羽”，符合《周易》《说文》中飞龙的特征，故亦当为有翼之飞龙，事

实上，汉画像石中也多见这类龙的形象。

其次，古文献有关飞龙羽翼的描述，主要强调以羽翼威势凸显飞龙的整体气势。今见文献中，

先秦时期描述飞龙羽翼的材料较为稀见，有关材料主要集中在汉及三国时期，但基于先秦两汉三国

之间思想文化的延续性，亦可以之说明古人描述飞龙羽翼时的侧重点，如下例：

孔融《孔北海集》：“龙跃天衢，振翼云汉，扬声紫微。”③（以云汉振翼之气势表现飞龙神威。）

管辂《管氏指蒙》：“飞龙者来迢迢兮，展羽翼而鼓波澜。”④（以羽翼鼓涌波澜之威势，凸显飞龙

激荡水面的壮阔。）

诸葛亮《诸葛武侯文集》卷三《八阵本始》：“天地之后冲为飞龙，云为鸟翔，突击之义也。龙居其

中，张翼以进。鸟掖两端，向敌而翔。”⑤（以飞龙张翼前进来形容突击之势，显然将飞龙张翼的动作

视为极有气势之行为。可见，对于龙翼，古人的关注重点在于其对气势之辅助。）

古代雕刻龙像，也以舒张其羽翼来体现气势，如汉赵晔《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西北立龙

飞翼之楼，以象天门。”此楼为越国范蠡所造，后称飞翼楼。“天门”谓天之门，气势恢宏。《楚辞·九

歌·大司命》：“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范蠡以飞龙张翼之势映衬“天门”，说明自上古起，吴越

人就将飞龙张翼视为气势恢宏的行为。

先秦两汉关于飞龙羽翼威势的这种侧重与强调，还一直延绵到中古。如李白《天马歌》：“天马

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翼骨，嘶青云，振绿发。”⑥明朱谏《李诗选注》卷二注此条曰：“其骨如龙翼

之张，嘶则彻乎青云。”⑦可见李白诗是以龙翼舒张的气势来凸显天马的雄健气魄。

上例证明，古人对于飞龙羽翼的描写，是侧重表现其威风气势，强调以羽翼烘托飞龙整体的恢

宏气象。从这一角度看，无论是将“苍苍其羽”解作青（青黑）色羽毛，还是解作翅膀受伤发青，都不

能对文中散发冲天气势的飞龙起烘托作用，这显与上述描写习惯不合，甚至有些背道而驰。

所以，根据先秦两汉文献描述神物（动物）羽翼、飞龙羽翼时的侧重点和主要描述目的，以及“苍

苍”在先秦两汉时期主要用于表示“广阔”或“繁盛”，而并非“颜色”这一语言事实，我们认为，《归藏》

师卦辞“苍苍其羽”最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描述飞龙羽翼的宽阔宏大及其气势，另一种是指飞龙

羽翼上羽毛的繁盛，而无论哪一种，都是侧重于表现飞龙羽翼的盛大气势，目的是凸显飞龙冲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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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李白著，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２３４页。
［明］朱谏《李诗选注》，明隆庆刻本。



恢宏气象。

以上述解释研读卦辞，其文意便显得文从字顺，易于明晓。再次来看该卦辞：

　　昔者穆天子卜出师而枚占禺强，不吉，曰：“龙降于天，而道里修远，飞而冲天，苍苍其羽。”

其“龙降于天……苍苍其羽”四句显然分为两部分，“龙降于天，而道里修远”义为飞龙从天而

降，前路却漫长险阻。暗指飞龙本属天空之物，今不在天空飞翔而欲走陆路，却发现道路漫长险阻。

此喻不务本业者，本末倒置，自然困难重重，这也是判词“不吉”的原因。“（龙）飞而冲天，苍苍其羽”

言飞龙放弃陆路而复归天空，一飞冲天，龙翼广阔（龙羽繁茂）而尽显恢宏气势，复又如鱼得水。此

部分暗喻飞龙回归本务，扬长避短，故又能声势大振。整体看，全四句有劝喻卜问者回归本务之意。

《归藏》这段话记载周穆王卜西征①之事，穆王征伐、游猎天下，后人多以为其荒废政事，不固国

本。② “龙降于天……苍苍其羽”四句筮辞喻指飞龙本末倒置而困难重重，唯有回归本业方可复振

声势，正是以此喻穆王游猎为本末倒置之事，只有复以国本为重，治政安民方能国祚长久，这种思想

与《国语·周语》中祭公劝诫穆王务本修德之语如出一辙。可见，该段卦辞是借周穆王占西征一事

阐发天子应治政安民，以国务为本的思想。而唯有将“苍苍其羽”解作上述两种解释之一，展现出飞

龙回归本务后的宏大气势，与其行陆路的暗弱不畅形成对比，方能使文意顺畅合理。

综上所述，王家台秦简《归藏》“苍苍其羽”一句不应指飞龙翅膀羽毛为青（青黑）色或翅膀受伤

发青，而应当指飞龙羽翼的宽阔宏大及其惊人气势，或是指翅膀羽毛的繁盛，目的是通过描写飞龙

羽翼的宏大气势来凸显其一飞冲天的恢宏气象，这既符合先秦两汉文献描述神物（动物）、飞龙羽翼

时的描述重点，也符合“苍苍”在语用上的有关习惯。而从“刿刿其羽”“肃肃其羽”等同类句式类推，

该句“羽”字更可能指翅膀，故“（龙）飞而冲天，苍苍其羽”一句更可能是描述飞龙羽翼的宽阔宏大及

其所散发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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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 祝永新 张显成：秦简《归藏》“苍苍其羽”新证

①
②

周穆王西征，嬉游与军事目的兼具，此“征”字包含二者。

如旧题战国列御寇所著，但疑为晋张湛撰写的今本《列子》就有“（穆）王大 悦，不 恤 国 事……肆 意 远 游”之 语。《国 语·周

语》亦载祭公劝诫周穆王治国修德，勿伐犬戎之事。详参晋张湛注《列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７８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