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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近年戰國秦漢簡牘等文物大量出土，儘管多數未克及時整理公佈。但就所見珍異典籍已

足補文獻之不足。然而既有研究方向多半決定於簡牘內容。初期多以發掘報告及文字考釋為

主，其中又以經子典籍最為學者所注重。其次則為算術、醫學、天文曆算等中國科技史之專

門學科。相較之下，陰陽家說則每因內容紛雜難解，思想又多本於附會臆測，因此公佈較遲，

研究者亦較少，相關論述則多拘限於概論與文字詮釋。實則此類素材正足以反映先秦以來之

社會禮俗現象，更對秦漢以來天人之學等命題有廓清之效。 

本計畫就「日書」此一命題為主，擬極力蒐羅現今出土之十八批日書材料。在前輩學者

的研究成果之上，除將日書研究上溯至戰國時期之九店楚簡日書，建構日書推衍原則的觀念

基礎外。並進一步與近代通書文獻就呈現方式、擇日項目及擇日法則等方面加以分析比較。

更參酌相關數術文獻與通書撰作時之社會背景與學術思想，藉以詮釋二者因革之可能因素。

此一計畫不僅可增進吾人對於數術文獻的認識，也對今日擇日禁忌之禮俗淵源與詮釋策略有

更真切的了解。 

 

中文關鍵詞： 

日書,通書,術數,時日禁忌,簡牘 

英文關鍵詞： 

Almanac, Shushu(術數, magical calculation  or fortune telling), Bamboo slips 



出土日書資料與現存元明清通書內容比較研究 

壹、報告內容 

一、 前言及研究目的 
概觀兩漢學術之研究，前輩學者成果，實屬豐碩。然對於漢代所謂「天人之學」，則多因

蒙受宋明理學之理論體系影響，議論間不免有以宋律漢、以今議古之慨。其中大陸學者又多

沿襲「天人哲學乃漢儒為了強化漢代中王權的絕對權威並肯定劉漢繼承天命的理論根據、或

因借用上天來限制君主獨裁，所建構出來的神學體系」等舊說。凡此諸說，似與漢人實際生

活與觀念有所扞隔。本此，除宜在前賢既有之研究基礎上繼續探析原典之外；亦應留心漢代

士人以及庶民之禮俗、信仰，藉以客觀地描摩出漢人實際生活中的天人關係，方有助於對漢

代天人之學有更真切的詮釋。 

誠然，在文獻材料中關於漢代天人之學乃「災異」此一命題較比豐富。但因欠缺對於災

異推演原則及理論體系的整體分析，又加上缺乏出土文物的佐證。致使學者在觀點上南轅北

輒，甚而因襲陳說。相較之下，近年戰國秦漢簡牘等出土文物大量出現，儘管多數材料未克

及時整理公佈。然就今日所見珍異典籍，如馬王堆《周易》、阜陽《詩經》、武威《儀禮》、定

縣《論語》、馬王堆《老子》與《黃帝四經》、銀雀山《孫武兵法》、《孫臏兵法》與《尉繚子》

已足以補文獻之不足。其他如卜筮祭禱簡策中對於宗教禮俗的記載、官守名稱與律令容及種

種專業技術如陰陽家之《五星占》、算術之《算數書》、醫學之《五十二病方》、《導引圖》與

《脈書》等等，皆有助於了解當時之社會現況與思想信仰。在此一豐富紛雜的材料之中與天

人之學關係最密切的，莫過於陰陽家之說，而這一部分亦是現今學者著墨較少者。然而，如

欲了解戰國以來士人與庶民的天人思想，勢必要對此材料加以精密分析。隨著1975年湖北雲

夢睡虎地秦日書的出土，以往零散的選擇術數研究，得到進一步的印證。更因《睡簡》日書

豐富的材料，更提供了另一個了解東周以來天人思想的途徑。 

既有的簡牘研究方向多決定於簡牘所呈現內容本身。初期多以發掘報告及文字考釋為

主，其中又以經子典籍最為學者所注重。其原因不外乎原書內容影響後世深遠及有足夠的相

關文獻可供參比。其次為算術、醫學、天文曆算等專門學科的材料，蓋此工作對於重現中國

科技史是一重要的歷程。相較之下，陰陽家說因其內容紛雜難讀，思想又多出附會臆測，故

相較其他簡策，公佈時間多半較晚，也因此增加了研究的難度。目前已知共出土日書約有湖

北江陵九店戰國楚日書、甘肅天水放馬灘戰國秦日書等18批材料。由於諸批日書材料乃以《九

簡》、《放簡》、《睡簡》最為完整，是故學界對於日書的研究成果泰半集中於此，尤以《睡簡》

為盛。就研究方向上，可概分為概論介紹、文字詮釋、天文曆法研究、社會禮俗研究及術數

研究等五類。其中概論與文字詮釋乃是文物出土時所必備的基礎工作，在這方面學者成績斐

然。至於社會禮俗研究，則是近年日書研究的熱門課題。其中林劍鳴先生指導西北大學日書

研讀班在這方面有相當的成果。至於天文曆法與術數研究方面，則因涉及專業知識因此研究

者較少，其中以李學勤、李零、何雙全、張銘洽、劉樂賢及王子今等人之研究最為重要。其



中劉樂賢對於《睡簡》日書的研討，更運用了《協紀辨方書》、《陰陽寶鑑剋擇通書》、敦

煌出土相關資料，乃至少數民族之曆書。為選擇術數發展史的研究做了最佳的示範。 

相對的，在近代通書文獻的研究上因向不為士人所重，故著錄流傳者並不太多。在臺灣

有李亦園、莊英章主持「民間現行曆書的使用及其影響之研究」計劃，其後惟見呂理政《台

灣現行農民曆使用之檢討》一文，研究並不熱絡。黃一農〈從尹灣漢墓簡牘看中國社會的擇

日傳統〉、〈擇日之爭與「康熙曆獄」〉及〈嫁娶宜忌：選擇術中的「亥不行嫁」與「陰陽

不將」考辨〉等文，則蒐羅大量通書作為佐證，成果最為豐碩。 

本計畫即在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上，更廣泛的參考新出土或完整發表之日書材料，以及

近代通書文獻。取《睡簡》日書與《協紀辨方書》作為核心材料，並佐以其他出土日書與通

書資料，以婚嫁禮俗作為切入點，試圖考察選擇術數的推演法則之傳承是否密切？亦以此專

題研究的方式，逐一研析選擇術數的附益過程。 

 

二、 文獻探討 

(一) 出土日書資料部分 

1. 1981 年湖北江陵九店 56 號墓戰國楚日書： 
為《睡虎地秦簡日書》之外，最為完備之日書材料。時代在各批日書之中亦屬最早。學

者多視為具有楚地色彩之日書。其中如〈建除〉、〈叢辰〉部分，皆可與《睡簡》日書相參。 

2. 1980 年甘肅天水放馬灘 1 號墓戰國末年秦日書： 
為《睡簡》、《九簡》之外，第三部內容最豐富之日書材料。學者視之為秦地色彩之日書。

由於時代略早於《睡簡》，因此與《九簡》成為佐證、考察《睡簡》之重要材料。整理小組依

日書簡冊形制與內容分為甲、乙兩種，其中甲種之〈月建〉、〈建除〉、〈男女日〉及〈禹須臾

行〉等皆可與《睡簡》相參。乙種依整理小組所言：內容多與甲種相似，然又有〈日忌〉、〈月

忌〉、〈五種忌〉、〈入官忌〉、〈四時啻〉等特殊禁忌。惜乙種之簡文多未發表，未克詳考。 

3. 1993 年湖北江陵王家台 15 號墓秦日書： 
簡文尚未發表。依整理小組所述：內容包括〈建除〉、〈夢占〉、〈病〉、〈日忌〉與〈門〉

等。〈建除〉部分與《睡簡》之〈秦除〉相似；〈夢占〉則較完整，與《睡簡》不盡相同；〈門〉

則與《睡簡》相似。 

4. 1975 年湖北雲夢睡虎地 11 號墓秦日書： 
在各批日書之中內容最為豐富，亦為學者研究重心。就內容而言，學者多視為兼具楚、

秦色彩之日書。正因其內容豐富，發布亦較完整，故成為學者研究出土日書之重要定位點與

比對素材。學界研究成果至為可觀、詳實。 

5. 1993 年湖北荊州周家台 30 號墓秦日書： 
內容包括〈二十八宿占〉、〈五時段占〉、〈戎磨日占〉及〈五行占〉等，多與《睡簡》相

同。 



6. 1986 年湖北江陵岳山 36 號墓秦日書： 
計木牘兩枚，內容主要為水、土、木、火、玉、金、人、牛、馬、羊、犬、豬、雞等良

日。又有祠大父、祠門、祠灶、衣等良日以及衣忌，多與《睡簡》相同。 

7. 2000 年湖北隨州孔家坡 8 號墓漢初日書： 
簡文尚未發表。依整理小組所述：內容包括〈建除〉、〈叢辰〉、〈星〉、〈盜日〉等與《睡

簡》相同。而〈艮山〉則與《睡簡》〈艮山圖〉差異較大。另有〈刑德〉、〈反支〉、〈入官〉等

內容，但未及發表。 

8. 1983 年湖北江陵張家山 249 號墓漢初日書： 
簡文至今尚未發表，內容亦不甚詳明。 

9. 1999 年湖南沅陵虎溪山 1 號墓漢文帝時期日書： 
簡文尚未發表。依整理小組所述：整簡約500枚，自署篇名為〈閻氏五勝〉。有別於其他

日書之處，乃是為證明其推演的正確而引入秦末漢初的史事。 

10. 1977 年安徽阜陽雙古堆 1 號墓漢文帝時期日書： 
簡文尚未發表。據胡平生介紹內容與《睡簡》日書乙種117至128簡相近。尚有若干簡

講星象星色之吉凶，內容涉及徙家、娶婦、築室。 

11. 1972 年山東臨沂銀雀山 1 號墓漢武帝時期日書： 
整理小組稱為「陰陽時令占候之類」的十二種殘書。內容屬軍事方面的選擇占候。 

12. 1973 年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宣帝時期日書： 
簡文至今尚未發表，內容亦不甚詳明。 

13. 1993 年江蘇東海尹灣 6 號墓漢成帝時期日書： 
其中〈神龜占〉、〈六甲陰陽書〉、〈行道吉凶〉及〈刑德行時〉與日書性質相似。 

14. 1959 年甘肅武威磨嘴子 6 號墓王莽時期日書： 
原稱〈日忌木簡〉及〈雜占木簡〉。內容主要討論干支之避忌。如「甲毋治宅不居必荒，

乙毋內財不保必亡」及「午毋蓋屋必見火光，未毋飲藥必得之毒，申毋財衣不煩必亡，酉毋

召客不鬧若傷，戌毋內畜不死必亡，亥毋內婦不宜姑公」之類。 

15. 1906 年甘肅敦煌漢簡日書： 
殘簡約20枚。有建除、生子等內容。 

16. 1973 年甘肅居延(甲渠候官)漢簡日書： 
殘簡約60枚。內有建除、擇日等內容，可與《睡簡》相參。又有「車祭者，占牛馬毛物

黃白青，以取妻嫁女祠祀遠行入官遷徙初疾」一簡，內容似與日書相近。 



17. 1990 年甘肅敦煌懸泉置漢簡日書： 
內容包括〈建除〉、〈死〉、〈大小時〉、〈葬曆〉及衣忌、禹步等。 

18. 2001 年西安杜陵漢墓日書： 
簡文尚未發表。依整理小組所述：內容與《睡簡》〈農事篇〉相近。 

 

(二) 現存近代通書文獻部分 

1. 南宋刻本《三曆撮要》一卷： 
不著撰人。以月為綱，而以嫁娶、出行、動土、安葬等22事為目，詳列各目之吉日。文

凡引《萬通》、《會要》、《百忌》、《具注》、《集聖》、《撮要》、《萬年》及《廣聖》等曆，又屢

引官曆。錢大昕題跋以為諸曆當是選擇家言。文中又引劉德成、方操仲、汪德昭及倪和甫諸

人之論，亦當時術數之士。 

2. 元刻本《新刊陰陽寶鑑剋擇通書》前集五卷、後集五卷： 
不著撰人。前集以嫁娶、出行等事為目，詳推吉日所在。前集卷四復羅列年、月、日之

吉凶神，以便演算。後集卷三中則詳載建除十二神之吉凶。 

3. 明刻本《類編曆法通書大全》三十卷： 
宋魯珍通書、何士泰曆法、熊宗立類編。編輯方式一如《陰陽寶鑑剋擇通書》，內容大同

小異。則此一編輯方式可視為宋元以來通書之常制。卷十一中分析建除十二神之宜忌，內容

亦與《陰陽寶鑑剋擇通書》相同，惟又推有叢辰吉凶，則與前者有別。熊宗立又編有《鰲頭

通書大全》，則內容當與此相類。 

4. 明萬曆年間刻本《新刊理氣詳辯纂要三台便覽通書正宗》二十卷： 
林紹周輯、林維松重編。首舉選擇諸事之宜忌諸神，後註吉凶諸神之性質。其後則就諸

事之目加以分析，內容與《陰陽寶鑑剋擇通書》相近。 

5. 明崇禎刻本《參籌秘書》十卷： 
汪三益輯注，依汪自敘所言：乃以太乙、六壬、奇門、禽遁、觀占等諸術，裨益軍陣之

機。是屬軍事選擇之術。然其中八專日、八絕日、流血日、血忌日之說，則與一般通書相近。 

6. 《正版增廣玉匣記》： 
許真君編，明人著作。今本已經術士重重增益，舊貌已難辨析。此書流行於明清之間，

內容之蕪雜，深為《協紀辨方書》所譏。 

7. 清《古今圖書集成》本《臞仙肘後神樞》一卷： 
朱權著，明人著作。《古今圖書集成》列在選擇部中。內容羅列年、月、日之吉凶神之方

位。 



8. 清《古今圖書集成》本《臞仙肘後經》二卷： 
朱權著，明人著作。《古今圖書集成》列在選擇部中。以月為綱，推算干支所值吉凶神。

後則以事為綱，以明宜忌。 

9. 清《古今圖書集成》本《曆學會通》六十卷： 
薛鳳祚著。薛氏為徐光啟的得意門生。《古今圖書集成》於乾象典、庶徵典多有引用。列

在選擇部中者，乃其選擇之目。內容以月為綱，歷載60甲子之宜忌事類。 

10. 清康熙 60 年(1721)刊本《新增象吉通書大全》二十九卷： 
魏明遠纂輯。依序目所述：內容包涵了時憲曆法、二十八宿宜忌、奇門、禽遁、二十四

山修方造葬之吉凶神煞，及出入、上官、嫁娶等事類之擇日宜忌。 

11. 清乾隆 35 年(1771)刊本《崇正闢謬永吉通書》十四卷 
李奉來編(武陵出版社誤題為李泰來)。首卷載唐代楊筠松造命千金歌以法古，卷六則對

吉凶神煞有所辨闢；卷六討論年月干支吉凶神煞，卷九以下則就諸事吉宜忌討論。 

12. 清《四庫全書》本，《御定星曆考原》六卷： 
李光地等撰。康熙二十二年命廷臣修輯《選擇通書》與《萬年書》一體頒行，而二書未

能畫一。相沿舊記之處又多未能改正。是故復命諸臣明於數學、音學者，以內廷蒙養齋纂輯

算法、樂律諸書，乃併取曹振圭《曆事明原》，詔大學士李光地等重為考定，以定是編。凡分

六目：一曰《象數考原》、二曰《年神方位》、三曰《月事吉神》、四曰《月事凶神》、五曰《日

時總類》、六曰《用事宜忌》。 

13. 清《四庫全書》本，《欽定御製協紀辨方書》三十六卷： 
允祿等撰，《協記辨方書》旨在「協乎五紀，辯乎五方以順天地之性」，內容包括祿命、

斗數、神數、堪輿、神煞、曆學、節氣等法。凡《本原》二卷，《義例》六卷，《立成》、《宜

忌》、《用事》各一卷，《公規》二卷，《年表》六卷，《月表》十二卷，《日表》一卷，《利用》

二卷，《附錄》、《辨訛》各一卷。舉術家附會不經、繁碎多礙之說，一訂以四時五行生剋衰旺

之理。駁正舊有《選擇通書》體例猥雜，動多矛盾之弊。尤其是如男女合婚嫁娶大小利月，

及諸妄託許真君《玉匣記》者，則從刪削，以存崇正闢邪之義。 

14. 清嘉慶年間《剋擇講義》十二期： 
洪潮和著，洪潮和在嘉慶二年開始編刻「趨避通書」，其繼成堂之通書當時風行東南沿海

各地，更銷售海外。《剋擇講義》則為洪氏三房的洪堂燕所編，對各地擇日生徒，進行函授。  

15. 清嘉慶 14 年(1809)刊本《精訂選擇求真》十卷： 
胡暉著，如李奉來《崇正闢謬永吉通書》之作，旨在辨正為術之愚人。而依《協紀辨方

書》之星曜為主。 



16. 清《參星祕要諏吉便覽》二卷： 
《清史稿‧藝文志》題為俞榮寬著。費相國(依姚承輿《擇吉會要》所述)任官雲南時，

鑑於《協紀辨方書》之巨冊，查察不易；而俞榮寬嫻演陰陽之學，故採輯《協紀辨方書》而

簡其要，以便隨籍資考。 

17. 清道光 29 年(1849)刊本《擇吉會要》四卷： 
姚承輿著。以《協紀辨方書》卷帙浩繁，鄉曲艱於購求，行篋更難攜帶。而費相國《諏

吉便覽》之作稱便但於應用之法尚多缺略，而沈重華《選擇通德類情》所載泊宮俱是捏造，

選擇奧義亦未明瞭。 

 

三、 研究方法 

(一) 材料運用方面： 
依前文文獻分析可知：出土日書材料雖夥，但多半尚未及時發表。就目前可資材料，則

以《九簡》、《放簡》、《睡簡》、《周簡》及《懸簡》較為豐富完整，其中又以《睡簡》日書所

涵蓋內容最廣，是故宜視為研討出土日書重要之比對基礎。相較之下，通書文獻因素不為士

人所重，因此傳世著錄與留存者並不多。以上文討論之17種通書資料，實以《協紀辨方書》

最為體大思精。蓋《協紀辨方書》乃總結乾隆以前選擇之作，並加以闢偽辨正，因此較先前

諸作詳實可徵；《協紀辨方書》之後諸書，則多本其篇帙加以刪省，或增益其他方術宜忌。因

此以《協紀辨方書》作為研究基礎，可有廓清匯要之效。職是之故，在材料運用上將以《睡

簡》日書與《協紀辨方書》作為核心材料，再以其他出土日書與通書資料作為佐證。 

(二) 研究主題方面： 
出土日書中以《睡簡》為例：甲種內容計有〈建除〉 (楚除、秦除兩種)、〈稷辰〉、〈農

事〉、〈衣〉〈玄戈〉、〈歲〉、〈星〉、〈病〉、〈帝〉、〈室忌〉、〈土忌〉、〈作事〉、〈毀棄〉、〈置室門〉、

〈行〉、〈歸〉、〈到室〉、〈生子〉、〈人字〉、〈娶妻〉、〈作女子〉、〈吏〉、〈夢〉、〈詰〉、〈盜者〉、

〈門〉及〈反支〉等六十目。乙種內容除與內容與甲種相近者之外，尚有〈諸良日〉、〈入官〉、

〈行〉、〈四敫日〉、〈嫁子刑〉、〈失火〉等數十種。近代通書文獻中若以《協紀辨方書》為例：

有御用六十七事、民用三十七事及通書選擇六十事。以通書選擇六十事所列，計有祭祀、祈

福、求嗣、上冊受封、上表章、襲爵受封、會親友、入學、冠帶、出行、上官赴任、臨政親

民、結婚姻、納采問名、嫁娶、進人口、移徙、遠迴、安牀、解除、沐浴、剃頭、整手足甲、

求醫療病、針刺、裁衣、築堤防、修造動土、豎柱上梁、修倉庫、鼓鑄、苫蓋、經絡、醖釀、

開市、立券、交易、納財、開倉庫、出貨財、修置產室、開渠穿井、安碓磑、補垣塞穴、掃

舍宇、修飾垣墻、平治道塗、破屋壞垣、伐木、捕捉、畋獵、取魚、乘船渡水、栽種、牧養、

納畜、破土、安葬、啟攢等。項目至為繁瑣，且古今名目不一。概括其內容，實可分為婚嫁

禮俗、喪葬禮俗、祭祀祈福、官事臨民、建築修繕、工商經營、農漁田獵及生活醫事等總類。

以如此紛雜的行事名目，必須分開討論，方能見其系統。 

婚嫁禮俗乃古今通書所具存之一目，即便出土日書中未必皆有專篇陳述，然而婚喪祭祀

正是一般庶民之要事。即今是通行農民曆與選擇通書依舊圍繞婚嫁禮俗、喪葬禮俗為主。蓋



隨時代遷異，祭祀漸有定規，而出行禍災漸減；但婚喪大事自《儀禮》〈士昏〉、〈士喪〉以來，

皆有請期之例，在趨吉避凶的心理下，更加強了婚喪禮俗的擇日需求。誠然，近代通書對於

婚喪擇日法則，多與造命推算之術結合。但正可藉由出土日書之比對，找出其較為原始的面

貌。 

(三) 資料蒐集與比對方面： 
資料之蒐集可就兩方面而言：其一是出土日書的釋文建檔。雖然在字形隸定的過程中，

可能導致文字失真。然而，日書內容多以干支、建除、神煞、行事的內容為主。因此比較其

他簡牘材料，出土日書利用電腦建檔，並不會造成太大的障礙。況且更可利用電腦的運算特

性，加以演算檢證。在已公佈的材料中，前人多已完成輸入工作，為學者增添些許便利。日

後，只要注意補充尚未公佈之出土日書資料，便可使資料庫日益完備。另一方面，就是既有

學者研究成果整理。如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二十年〉、沈頌金〈中日兩國學者

研究秦簡《日書》述評〉及相關日書專書中，多已蒐羅許多研究論著。今亦當針對此研究成

果加以整理。一則加強對於解讀出土日書的精確性；再則亦可成為一重要的參考材料(詳見「參

考文獻」)。 

在資料比對上，則主要以《九簡》、《放簡》、《睡簡》、《周簡》等四種日書所歸納之重要

婚嫁選擇原則，與《協紀辨方書》及其前後之通書進行比較。希望藉此考察日書在傳承關聯

性上是否密切？也藉此分析出近代通書中較為原始的成分。 

 

四、 結果與討論 

(一) 出土日書呈現多樣而複雜的選擇術數 
由出土日書材料所呈現的婚娶選擇術數，多樣而複雜，彼此在詮釋上甚至多有矛盾。以

《睡簡》為例共有以下數種： 

1. 建除： 
建除之法普遍存在於各批日書之中，成是學者辨明出土文物性質之重要指標。《睡簡》日

書甲、乙本皆記錄了楚建除與秦建除兩種。 

(1) 楚建除： 

《睡簡》楚建除之十二值名共同三套。甲本楚建除中以陰日利於家室、祭祀、嫁子、娶

婦。《九簡》所言相同，但又舉交日利於納室，可作《睡簡》補充。此外《九簡》又提到建、

寧、城、微等四日利於娶妻；《睡簡》甲本中只紀錄十二值之名而卻無宜忌。如參考《睡簡》

乙本楚建除利於娶妻之贏陽、作陰、成決光、復秀等四日。則楚建除嫁娶吉日為：贏(陽、贏

陽、微)、建(交、建交)、彼(陰、作陰)、寧(外陽)、成 (夬光、成決光、城)、甬(秀、復秀、

復)。 

(2) 秦建除： 

《睡簡》秦建除十二值名稱有二套，其中甲本所述即今日所流傳之建除十二值神。甲本

秦建除中以平、收兩日可以娶妻。乙本則以窞、敫二日可以入臣妾。誠然，在當時入妾不必

視為取妻。故仍可以甲本為主。參考《放簡》甲種則娶妻只稱平日；入臣妾只稱閉日(《放簡》

乙種同此)，與《睡簡》稍異。再如《隨州孔家坡漢簡日書》則云「閉日：可以入馬牛、畜生、



禾粟、居室、娶妻、入奴婢，破堤。」則似乎秦建除嫁娶吉日當有：平、收、閉三日為是。 

2. 叢辰： 
《睡簡》甲本有一題名「稷辰」者，學者以為即是叢辰之說。然而叢辰值神之名多與楚

建除相涉，因此學者或將《九簡》之材料視作叢辰處理。然依《睡簡》所言，叢辰與建神推

算之法原本不同，值日之數亦有別，實不應以名稱相似而混同。按《睡簡》以秀(乙本作穗)、

陰、結三日可以取婦嫁女，而危陽、敫、徹三日則不宜。參考《孔簡》亦稱「徹，是謂六甲

相逆，利以戰伐，不可見人、取妻、嫁女、出入人、畜生。」與《睡簡》一致。 

3. 艮山圖： 
《睡簡》有一艮山圖，據以推出反支與離日，並言「離日不可以嫁女、娶婦及入人民畜

生，唯利以分異。」按《孔簡》亦有〈艮山圖〉，整理小組言其與《睡簡》差異較大。但因尚

未完整發表，無由考察。 

4. 二十八宿星占： 
《睡簡》中二十八宿星占，學者以為並非指實際星體，可能是擇日者藉以表述時間或方

向的符號。其中甲本云角、氐、心、尾、箕、斗、虛、營室、畢及翼等宿當值，取妻必有禍

災，而房、須女、奎、婁、胃、參、東井、柳、張及軫等宿當值時取妻乃吉。乙本以月為綱，

陳述類此，除參宿或因其間有缺簡而未記為宜日之外，其餘皆同。《孔簡》亦有此篇云「正月：

營，利祠。不可為室及入之。以娶妻，不寧。司定，以生子，為大吏。」可謂依循《睡簡》

乙本。 

5. 臽日敫日： 
《睡簡》甲本臽日敫日。根據劉信芳與劉樂賢的研究，此處的臽日、敫日與建除中的窞、

敫推算時程並不相同，故並非同一套法則。據《睡簡》所示：「凡臽日，可以娶婦、嫁女」，

則便指正月壬日、二月癸日、三月戊日、四月甲日、五月乙日、六月戊日、七月丙日、八月

丁日、九月己日、十月庚日、十一月辛日、十二月己日。 

6. 取妻嫁女篇：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一書中匯集了《睡簡》日書中與嫁娶有關者成為一篇。

然而其間實包涵了不同系統、傳說的嫁娶選擇。以下依劉氏所歸重新整理分析如下： 

(1) 大敗日 

如(甲1背)「春三月季庚辛，夏三月季壬癸，秋三月季甲乙，冬三月季丙丁，此大敗日。

娶妻，不終」即是。 

(2) 娶妻龍日 

如(甲155正)「娶妻龍日，丁巳、癸丑、辛酉、辛亥、乙酉，及春之未戌，秋丑辰，冬

戌亥。丁丑、己丑、己丑娶妻，不吉。戊申、己酉，牽牛以娶織女，不果，三棄。無以戌亥

嫁子，娶婦，是謂相。」即是。主要歷陳婚娶宜忌之日，但多未說明推演原則。文中引「牽

牛以娶織女」故事佐證，(甲2-9背1)，(甲7背2)與 (甲147背)皆是此類，又(甲10背)

言「戌與亥是謂分離日，不可娶妻。娶妻，不終，死若棄。」正可證明(甲155正)中「無以

戌亥嫁子，娶婦」之因。至於(乙125)言「甲子、乙丑，可以嫁女、娶婦、冠帶、祠。不可



築興土功，命曰無後。」也屬此類。不過(乙125)以甲子為娶婦吉日，而(甲8背1)卻說「甲

子午、庚辰、丁巳，不可娶妻、嫁子。」立張顯然不同。 

(3) 牝月牡日 

(甲11-12背)如「子、寅、卯、巳、酉、戌為牡日。丑、辰、申、午、未、亥為牝。牝

日以葬，必復之。十二月、正月、七月、八月為牡月。三月、四月、九月、十月為牝月。牝

月牡日娶妻，吉。」蓋取陰陽和合之義。《放簡》乙種亦有牝牡月之說。 

(4) 二十八宿 

如(甲6背1)「凡娶妻、出女之日，冬三月奎、婁吉。以奎，夫愛妻；以婁，妻愛夫。」

即是。其他如(甲2-6背2)諸簡皆是以二十八宿所以言，在性質上與前述二十八宿星占等簡

相似。 

(5) 朔望日 
如(甲9背2)「月生五日曰杵，九日曰舉，十二日曰見莫取，十四日謑訽，(甲8背2)

十五日曰臣代主。代主及謑訽，不可娶妻。」主要是針對望日及其前一日。再如(乙117)「正

月、七月朔日，以出女、娶婦，夫妻必有死者。以築室，室不居。」(乙118)「凡月望，不

可娶婦、嫁女、入畜牲。」亦可為證。 

--------------- 

除了《睡簡》之外，其他出土日書材料也保留了若干婚娶選擇術數。《睡簡》或亦提及但

並未涉及婚娶。因此這些材料正可為《睡簡》日書作一彌補。 

1. 四時啻： 
在《九簡》中曾提到「〔凡春三月〕，甲、乙、丙、丁不吉，壬、癸吉，庚、辛成日。〔凡

夏三月〕，丙、丁、庚、辛不吉，甲、乙吉，壬、癸成日。凡秋三月，庚、辛、壬、癸不吉，

丙、丁吉，甲、乙辛成日。凡冬三月，壬、癸、甲、乙不吉，庚、辛吉，丙、丁成日。凡成

日，利以娶妻、嫁女、冠，利以成事，利以入邦中，利以納室，利以納田邑，利以入人民，

利。凡吉日，利以祭祀、禱祠。凡不吉日，利以見公王與貴人，利以取貨於人之所，毋以舍

人貨於外。」亦即指春三月之庚、辛；夏三月之壬、癸；秋三月之甲、乙；冬三月之丙、丁

為嫁娶吉日。在《睡簡》中有〈帝〉篇云「春三月，帝為室申，剽卯，殺辰，四廢庚辛。夏

三月，帝為室寅，剽午，殺未，四廢壬癸。秋三月，帝為室巳，剽酉，殺戌，四廢甲乙。冬

三月，帝為室辰，剽子，殺丑，四廢丙丁。」的說法，又稱「殺日，勿以殺六畜，不可以娶

婦、嫁女、禱祠、出貨。」而《放簡》乙種亦有〈四時啻〉云「凡四時帝為室日矣，不可以

築大室內。」(乙25)「春子、夏卯、秋午、冬酉是，是人破日，不可築室、為嗇夫。娶婦嫁

女，凶。」(乙209)、「帝以春三月為室，亥，利癸，殺辰，四聽庚辛。夏三月帝為室，利

午，殺未，四聽壬癸。」(乙217)不過三批日書對於嫁娶吉日的認定，顯然不一。 

2. 反支： 
《放簡》(乙247)云：「亥朔己亥，是謂反支，以徙官，十徙以復，憂者十喜。以亡者，

得。十繫囚亟出。不可訇帶人，取婦嫁女，人、臣、妾乃田」關於反支，《睡簡》討論詳細，

只是未涉及嫁娶吉日。 

3. 戎磨占： 
《周家臺秦簡》日書特別保存了戎磨占：「此所謂戎磨日也。從朔日始數之，畫當一日。



直－者，大徹；直周者，小徹；直周中三畫者，窮。入月一日、七日、十三日、十九日、廿

五日大徹。入月二日、六日、八日、十二日、十四日、十八日、廿日、廿四日、廿六日、卅

日小徹。入月三日、四日、五日、九日、十日、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廿一日、廿二日、

廿三日、廿七日、廿八日、廿九日窮日。凡大徹之日，利以遠行、絕邊境、攻擊，亡人不得，

利以舉大事。凡小徹之日，利以行作、為好事。娶婦、嫁女，吉。是謂小徹，利以羈謀。凡

窮日，不利有為也。亡人得。是謂三閉。」「〔曰〕：數從朔日始，曰：徹周窮，窮周徹，徹周

窮，窮周⋯⋯日直窮，得；直周，復環之；直徹，不得。已入月，數朔日以到六日，倍之；

七日以到十二日，左之；十三日以到十八日，向之；十九日以到廿四日，右之廿五日以到卅

日，復倍之。以此見人及戰鬥皆可。」本此，則入月朔日以下二日、六日、八日、十二日、

十四日、十八日、廿日、廿四日、廿六日、卅日等小徹之日為取婦嫁女。 

(二) 近代通書繼承了出土日書方術名稱，但內容及法則卻不一。 
在近代通書之中，出土日書所舉之建除十二值神及叢辰之名，皆可考焉。就建除一法而

言，《協紀辨方書》所言皆同於《睡簡》秦建除。《協紀辨方書》亦指出建除、叢辰，自古莫

識其統。由日書材料更可證明這種現象。然而《協紀辨方書》所列叢辰，則無一與日書相符，

又需注意。再則如大敗日、四廢日(四擊日、敫日)、反支在通書中皆有保留，再如「戌與亥

是謂分離日，不可娶妻。」亦是後世所稱旬中空亡的凶煞。而牝月牡日的說法，則與後世所

謂陰陽不將相似，《協紀辨方書》云：「隂陽不將者，以月建為陽謂之陽建，正月起寅，順行

十二辰；月厭為隂謂之隂建，正月起戌，逆行十二辰。分於夘酉，�於子午。厭前枝幹自相

配者為陽將，厭後枝幹自相配者為隂將；厭後幹配厭前枝者為隂陽俱將，厭前幹配厭後枝者

為隂陽不將也。陽將傷夫，隂將傷婦；隂陽俱將，夫婦俱傷；隂陽不將，夫婦榮昌。」 

前述為古今意義或形式相當者。然而，更有許多名稱雖同而實際上定義與推演法則互異

者。如前述所言叢辰，其中神煞名稱不同便是其例。再如建除，《協紀辨方書》云：「嫁娶：

宜天徳、月徳、天徳合、月徳合、天赦、天願、三合、天喜、六合、不將。忌月破、平日、

收日、閉日、劫煞、災煞、月煞、月刑、月害、月厭、厭對、大時、天吏、四廢、四忌、四

窮、五墓、往亡、八專、亥日。」其中平日、收日、閉日乃是嫁娶當忌之日，然而如就《睡

簡》秦建除來看，卻正是吉日。出土日書並未說明原因，但《協紀辨方書》所述「平日為月

建隂氣既盡之地，其凶次於月破。」「收日為月建陽氣既盡之地，故所忌與平日同。」「閉日

本不為凶，第取建前斂息之義，故所忌如此。」諸等說法，自當非秦建除之原意。 

何以出土日書材料與近代通書有如此的差距。除了時代久遠的因素之外，擇日之術原本

就不只一端，出土日書一樣反映出這樣的現象。隨著術數的發展，後出者必然會努力詮釋，

或彌補原有的缺陷與矛盾，即使改變了原先的理論也在所不惜。這樣的心態在災異詮釋也是

如此。其次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之中，通書因應現實的需要，更不斷吸納新鮮而有效的素材，

如近代通書除了藉用天文算法以自重之外，更揉合了太乙、奇門、六壬、造命等種種方術，

因此現代嫁娶擇日早已不單純是一個良辰吉日而已，更要考量男女雙方的和諧性(所謂合

婚)，擇日既是一種天人之術，人的問題用命理來思考，對於庶民而言無疑是相當有說服力的。

如此一來命理之術便在擇日學中占了絕對的地位。同樣的發展也在喪葬禮俗的擇日當中。至

於這樣的過程究竟在何時轉變或完成？自然仍必須進一步了解秦漢以來，各種方術的發展軌

跡才能釐清。而出土日書的研究只是第一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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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成果自評 
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方面：本此計畫之研究內容完全扣緊在出土日書及近代通

書的文獻上，加以蒐羅比較，可謂與原計畫相符。至於由此引申出其他方術發展史的研析，

正可以成為未來重要的思索方向。 

就預期目標之達成情況方面：首先，就出土日書資料蒐集並輸入建檔而言。已完整蒐集

目前已發表之所有出土日書材料文獻，並透過前人的努力，順利建檔完成。特別是在研究過

程當中，陸續有新資料出土公佈，即便是尚未完整發表，但已對原計畫之內容提供了更加完

整的視野。在歷代通書文獻目錄匯整方面：目前國內蒐羅最完備者，首推清華大學黃一農教



授。由於諸多資料皆屬教授個人庋藏，因此筆者仍只能透過公藏圖書目錄及典籍也是使用，

因此無論在版本檢擇及數量上，遠不如黃一農教授之成果。此正宜向前輩學習之處。在出土

日書資料推衍法則的理論基礎詮釋上，因日書內容龐雜，故在時效性的考量下先就嫁娶禮俗

之擇日法則，做一重點分析。雖範圍較小，反而更能凸顯出問題的所在。對於出土日書材料

與近代通書之異同比較，有一定的發現。就近代通書的術數法則與詮解日書與通書內容相異

之因等方面，因涉及到其他如太乙、奇門、六壬、造命等方術的發展過程及相關典籍，短時

間力有未逮。是本計畫最未能達到預期目標者，猶待日後進一步研析為是。 

在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方面：由於本計畫尚有相當的努力空間，因此在應用價值

上實有欠缺。在學術價值上，則綜合參考了18批出土日書，以補現今論述未全之處。尤其對

於學者或認為日書與通書多半陳陳因因，亙古難易的看法，提出了修正。而透過這樣的研究，

也可以從庶民禮俗中，找到了解秦漢天人之學之社會實況與思想內容的途徑。作為筆者從事

災異學史研究的重要旁證。在釐清若干學者以今律古的誤解。就參與的人員而言，對簡牘材

料的運用也更為純熟，更增益對數術文獻及今日擇日禁忌之禮俗淵源的分析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