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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博物馆藏竹书《景公疟》
补释陆梁地问题

辛德勇

　　《左传》和《晏子春秋》中都载有一则晏子

劝诫齐景公勿枉杀祝史的故事，上海 博 物 馆

藏战国竹书《景公疟》记述同一事件，文句与

之有明显差异，其中有一段话谈到：

今薪蒸 使 虞 守 之，泽 梁 使 守 之，

山林使衡守之。

文中“泽 梁”之“梁”，竹 书 整 理 者 原 本 释 作

“梨”，疑当读为“济水”之“济”，①陈伟改释为

“梁”，②兹从之。

“泽梁”连用，本见于《孟子》等先前典籍，

前此我曾依据《孟子》等书，论证所谓“泽梁”

的本义，系指泽中之梁，而这种“泽中之梁”乃

是古 人 用 以 捕 鱼 的“鱼 梁”。与 此“泽 梁”相

对，秦汉时人亦有“陆梁”之称，亦即“陆地之

梁”，《史记·秦始皇本纪》称岭南地区为“陆

梁地”，就是用“陆梁”来形容南岭山脉，“陆梁

地”乃指南岭及其迤南地区。③

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实际能够找到的“泽

梁”用例，除了《孟子》以外，先秦时期的典籍，

仅别见于《荀子》，甚至就连秦汉时期的用例

也并不很多；特别是在秦汉以前，以“泽梁”特

指“鱼梁”，而不是“水泽”与“鱼梁”两事并举，

这还没有见到直接的表述。

今《景公疟》此文，不仅提 供 了 先 秦 时 期

连用“泽梁”二字的又一例证，而且清楚讲述

有关泽梁的事物是由“ ”来司掌，而这种司

掌泽梁的 官 职“ ”，应 即 所 谓“渔 人”。《周

礼》记其职事曰：

人，掌 以 时 为 梁。春 献 王 鲔，辨

鱼物为鲜薧，以 共 王 膳 羞。凡 祭 祀 宾 客

丧纪共其鱼 之 鲜 薧。凡 者 掌 其 政 令。

凡 征入于玉府。④

人所掌，俱属与捕鱼供鱼相关的事物，故此由

“ ”官 相 守 的“泽 梁”，其 意 必 特 指“泽 中 之

梁”亦即无疑。

“泽梁”之 义 既 得 确 证，与 之 相 对 的“陆

梁”系指“陆地之梁”也就愈加无可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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