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又申報

「三歸J 一辭，歷來說解紛耘，或調「娶三姓之立 J '或調「家有玉處J '或謂「

自行建造的三師全J '或調「朋『三師法J 所建造的方形高畫J '或謂「藏泉幣的府庫

J '或謂「桓公封宜管仲蓋老的采且 J '或謂「歸於公有的 rlï租常例J '莫衷一是。茲

hit管于本吉、旁及韓非于、安于春秋、說苑、漢書諂籍昕載，取資誼明「一歸」一辭，

由以「歸於公有的i!i租常例」 就是;以原該歸股[公室」的全部收益(佔總收鋒的

一成) ，故歸於管仲」解釋為是。

釋 歸」

ff 飛龍

「→歸」一辭 P 出現於先泰兩漠經史典籍者計有:論語凡情篇第三 l 管民有一三歸」

、戰國策鬼!再「管仲故為三歸立在」、史記在 十三禮書「骨仲之家，兼備三師」、史

刮在六十二甘晏列傳「管仲宮擬於公室，有三帥、反咕，齊人不以為侈」、史記堪一百

一十三之PI字侯列Ni I且目間管仲相齊習毛 鉤，樓;擬於君」、史記告一行之卜九貨殖列

傳「而管氏亦布三峙，位在的臣， ~，若於列國之君」、和漢書者二十八下地理志下「桓公

開管仲， 身在陪臣，叩取三歸 J 七處。 {Il躍來往疏家對於「二三歸」卸布以下七種不

同的解釋

一、請「姿三在生之女」

論誰八借篇 I dG 日 背仲俄乎 9 日 管氏 fI三峙，官事不攝，焉待紋。 J

三國說何是論活集解'iI東il'i包戚在: r三帥，娶三姓缸。婦人調起在H蹄。」

~市侃f品市H宜i[íft: 1- 一歸莉，臂。l'娶三土問 td-:'0婦也。婦人調嫁日師也。!愷 諸侯」

娶一間九立，以 大國為正夫人。在夫人之兄弟古 人，又;屯人之妹一人，謂之控梯，

隨夫人來為妾，又二小關之女來為膛，胺亦有經梯自隘 ν 既每閻二人，一間故九人也。

大夫婚不越境，但一國娶三女，以一為l[妻，二人鐘梯，從為妾也。管制，是齊大夫，而

一娶三國九人，故云『有三師J 也 n 說女多， 使用不少，此WJ非白色者 f呀?苔， r"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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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三掃」

E I 焉得儉」也， 1 

戰閥策東周﹒ 11í"1ql故為三師之家。」市;抖的彪拉 「婦人"目眩曰歸，夫道，日氛。

仲瓷去了1正主血。，

史言已告二|二三月13吉: 11'可衰， ，相隨樂ttI ' 火d、相蜍，有3仲之家，誰悅于三峙。」劉宋

裴明史記集解: ，包氏問:「三的 9 娶三位企也。婦人謂嫁日郎 c J _I 

史記在六 1-二管壘列傳 「骨仲宮擬於去室，布三婦、反J，日，背人不以為f事。」府

張守的史記lE義: I 諦， 姓ý_也 c 婦人謂跋曰諦。」

淒苦巷，十/\-r 地開志 I、 「制公用fiT仲， 身在 i，':;--區， TIW取了蹄。」店鎮I:I~古

話: I 三帥，三姓之女。|

赴日IJ荒漠包戚、三國說何巷、梁互了侃、旦到~;f:裴輯、!占張1 帥、府在買何吉、 I何求鮑給

導人都1.:2在此說。

二、請「家有三處J

沾自權益重對17Ff品在 c-I- 韓JI 于外儲說篇(左下) 1-1: ["ftî'仲怕齊 9 桓公日

使于右三歸之家。 一-1-); *仲咒，山，朱益(朮革〕青衣(水!甘前王、后虹的社

版) :置鼓 InJ歸〔應作「陳鼓樂以的全」譜。蹄，一 fy-EEU 〉。雖有陳H~ (或為陳位

的故鼎) ，家有 歸。韓)1 子，先幸古告，)Jl_可依援。先 J_\ ~置放 l (rj歸l (比，MJ

字作「置鼓樂而且兩氏家」講) ，後zr家布三皇帝J 9 是所謂/fM_'1 -(司，即以特仲品，謂

背仲自憫而師其家有三處也。」

此與前一說泣似，或為前沿所RJfo

三、請「台行建造的三歸臺」

區議單向品苑書說: 1 管仲故築-歸之墓，以!可傷於民(在人民心目q，月行悔:時日

己) 0 J 

市:，jç朱申:"晶話集注在二:「:諦，主名。事且說苑， J 冗企:依從自引l話。

南末全履祥:有話怪f主考泣起二 三師J '並進一)þ說明 此真是所以吽作 三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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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又辛報

是因為眩肘了「 歸J 算法版理建造的緣故。訛詐以 F r阿」。

四、請「用「三且看法」所建造的方形高臺」

兩Lkf主履祥論丘吉集往考證在c-. I三的」 I (三歸， )一批「三歸之色1 。據掉家

(揮學家)有築堂「三歸法 1 '益方妄也。 Jt iJU-:方白相乖，几為若干尺; r')jX 肉相

乘，為若干尺;又以上7 刀相乘，為岩二i 尺，刮j以「心股法| ( I)L草草術 j 巾的一種

方法。是說 ~fTj 三角形的橫邊叫「句J '也;是吽 I 股，斜邊吽「弦J ;句力加股力

就是弦刀) 1 --:卦損，為中方之數 c ^n j 下巾刀，凡幾于尺， Ui'，'ij凡(消「付皮 尺

j )誼之。用「的事f}i1~ r'i (古代求取間形外肉或體前的方的〉得方主積尺(中刀尺或 L

方~)立眩，凡幾萬尺 F 謂之 T三師法 j 。如此，則但自~-t~三樹之眩，家店之多，為非

愷爾。」

這IE血 Iül{郭措支主義知吉揮主集巷~ r釋一歸」所說 說此以為;_;;~、告，至 {t:仁山(

全履ilil字)氏 fr(ì按以為軍m o 間為近之 ， l(iJ不能詐Jt義，

且t陪 ifi的命"全民之說實除應用 l 二歸法;、 「句股法」、 一積~(.人 l 「積尺 l 等

11學名詞外 '_，W.無實質碟切的述，似于流於常洞口

五、手背 1;我泉幣的府庫」

清武拓、咕純義i曾在七 I r管氏有了一如J ' 〔論 ~.4) _lli~.土.;_， 針，~名的g;"，_U

品苑 o :某- 「是 J 為[的 1罩之屬， ，可以州、仇布〔lTI和布，古代都是且是?有) 史15月

木紀 l 散鹿三至之風(泉，當作「財 I '財物) J 。 成一匕做鹿主之主主JJ~ l包 c' 'ïf 于

道們 ;-,11] )歪篇. {~古散.棧幸之錢，故諸城踢開 !ht 之三布，做l吊濟陰(. _1 JË齊信有

二至以為防品之肘。韓非子(外儲毅力下的〉 骨:中心門，凹 t~:貴吏，然而Ï>': fi 

" J 制公 13: 使 f布三歸之眾() J r'，又曰 l 甘仲 9 5卡拉75 衣，但故 IIIJ 峙，庭有

j耳!Jnl. ，京有三師。此間對貧五干了王師，只Ij師范亦已11 ， ，IH 坤_r 1}1j /(1 矣。泉JL、 (lH宋江1、退

古〕載布止，有「戶可歸化 l 三字街，貶為 何所做之1'，~ (寅幣)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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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三錄」

六、請「桓公封賞管仲害毛主的采已」

清單是玉繩瞥言己: I翟唷江(翟顛字)教授去: r以管氏本書說之，三歸特一地名，

讀輕重篇自見。蓋其地以「歸」、「三不歸」而名之也。本公草地，但公路以為采皂耳

o d 寞晏于春耿雜干篇: r'晏于指景去，者，辭色。公日 〔昔吾〉先君桓去，有

管仲(，~血勞齊國) ，身茗，宜之以三歸，澤及于孫。 今 欲為夫子三訝，澤至 F

孫，豈不可哉? J 按此， ftU晴在以為地名，審矣 !J

其實，三歸" '作「賜予老臣的「厚賞11 J '或一作為「厚宜:J 的什麼事物→誨

，似乎也講得過，不必非指「朵臣」不可。

主、請「歸於公布的甘于幸且常例」

清郭嵩蕪養知書屋文集在一「釋三歸J : I此蓋骨于九府控重之法，當就管于書忙

之。山至數篇曰"則氏之三有(又〕歸於上矣。! r三歸』之名，實本於此。，是

所謂「三歸J 者， r市租之常例之歸之公者J 也。桓公飯霸，遂以賞管仲。漢書地理志

、食貨志(按:宜貨志並無此段文字，僅對管氏「輕重之權J 有所解說罷了〉並云 t;t'宣

告用管仲，設輕重以富民〔原主作「國J) , 身在陪臣，而取三歸J '其言較然(

明顯說〕間顯。韓非子(外儲說左下篇)云: r便于有三歸之家J '說苑〔尊賢篇〕作

『宜之市租j 0 r三歸J 之為「市租J '漠世儒者猶能瞬之 c 此一誰也。晏于春秋(河

篇雜下) (記壘于〉 了辭三歸之宜J '而云:「厚受賞以梅園民義(國家和人民的情義

) '? r:其 F眾之民」無疑也。比1 證也。」

郭氏認定「三歸」一辭的由來，是源於管于山至數第匕十六 「令，上斂殼以幣，

民曰:無幣，以殼。 RU民之三有歸於上矣」一句。按:「今J 'íf!為「帝」字。 I.U

'指「公室J 0 I斂穀以幣J '作「周貨幣31(購殼J 講。「民之三J '接管于集酬，說

的是亭惺平羅法「上歲(好年頭〉蘿三捨一(政府購λ農民餘糧的四分之三，農民保留

問5t之〕 jo 「有J ' i咒 的意思 c 仔細推敲，以此作為「三師J 語源之所白，並

不十卦恰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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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品先

法知: 肉之三J 的「三J ，[巨作:~捨一 諜，不日 l 師」的「汀，性質全

缺不相煩。郭氏閉門 11I門、數綺迢迢文字， J司在不如甘于書中其它兩段立旬，關係來得當

切 n

'C立山於山權數篇: 故土有歲守(拉克歲保持〉十封之譽。 藏事之一〔←十之

一 1 ，大略而汀，和「三之 」差不多) ，不足以借氏，而農夫故事〔敬謹從事) JJ fI 

(在 )J工作) 0 J 

一段山於輕電乙篇: 1故苦〔持於治民〕有不如與(助〕民是其垂〔在收成、政4哥

哥項條件配合下了，那種物品受人貴重) ,,1 (謀取〕其贏。民得其卡(清戴望段芷 l 

十乃「七一字章。'君得其三 o .J 

所"目 11 卦之學，即謂 L記得其七，站得其三J '說的那i在從「人民」的仝部收

缸中，位萃 "1以取得 i 分」巾的(一分 j 0 也就是說: 1人民」和「公宅所得

的比例是: 1 七」和「三亡。如此，這個「三」字，代表的就是 7飾於 í' j 的「仝

會1\租稅」了。

管于書 '1'還有幾個有 三」組成的辭詣，似乎差多多少少也和「三師」的「三 l rF有

Ji;;兒關注。

個是:三准」 7三 rri 輩的 1 ，且於輕重甲篇 「故知「二准J (;目 殼

、?腎、財〕同策(加以「同等考慮j)莉，悔1:&*下，不知「三准J 之同策者，不能為

天干 υ|

(同 JI 原4 于三」項「源頭 ，且於輕重丁篇. (桓) Äμ- 「it宜之

主〈消「有百乘之號， IÍIi無尺壤之用」的 'I:f宜君主) ，及古地〔到了我們問問) ，亦有

道(謂「維持月 1舌的途徑J )乎。!特于對L:J:【守〔把棋〉共了 自L' (調心絲蘭、

殺、六TfIJ →在1收入的「源E1l 〕 c J 」

個是「二三等之租」 調「山地和院的三'?日U J '且於IU閥軌結 I 甘室器械，

Jr山無所仰(仰頭) ，聽後君\:t: f二等之和」於山。」

站外，關於H公布!管仲間捏住的情形， tîf'何段持為飢似的缸載， 段且於韓非 f件

偏說左 F篇， 段見於說苑申賢篇，分別鈔錶此!后

前書作:

管仲桐齊，門 [厄tt哎，然而且íct c : .tfi公 11: 1 便于有三歸之系。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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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三歸」

「巨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商、國(太公的後人，都世代為卿〉之上。日

「臣韋矣，然而臣疏， ~乃立為汁中咒」。孔于聞而非之曰: í泰(過其〉侈倍

(侵迫〉上 o

一日.管仲叉，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 c 孔子日 「

且大夫也，其侈逼上。」

後書作:

齊桓公使管仲治閣，管仲對日; i賤不能臨(治理〉貴。」桓公以為上卿 CA主

尊貴的諸侯區) Iffi國不泊，但公白 「何故。」管仲對臼﹒「貧，不能使當(使圈

人富有) 0 _;桓公賜之「齊國市租j (市場交品稅租〕一年而國不擒，桓公日 「

何故。 J 對日 「疏，不能制(節制〉親。」桓公立以為「仲咒J 0 齊國大安，而

遂霸天下。孔于日 「管仲之賢，不得比三權(三項權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

而霸矣。」

上31兩度文字，略加i七對，發現

一、結尾部卦都有孔子的評語，

二、說到改善管仲的卑賤身分，前本作「使立於高、國之上J .後本作了以為上卿

J .丈句雖有出入，實質並無5)-別，

三、說到改善管氏和齊室的一說疏J 關係，前本、後末都ffí立為『仲咒j J ; 

四、說到改善管氏的貧窮境遇，用辭卸完全不同.前本作「使于有「三師』之家」

，後木作「賜之齊國市租一年」。

從兩本設述的方式、以及 至三項所記內容實質完全相同、雨點去看，可以認定

所記述的只是同一事抖。至於四項的所以發生極大差異，似乎也有充仕理由讓人推論:

兩本的記載，從表面 t看，雖然南轅北轍，毫無關涉，叮是實質 l二，只不過同一事抖的

兩種不同說辭捏了。或許. í三歸之家」正是「齊圓的市租」。

果然如此，正如前引郭嵩素所說，也還有幾項有力的旁證，現在一僻舉述如 f:

第一，漢書地理志于說: 桓去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園， 身在;再巨而1取三蹄。

J í取 f三歸』 J 的這個「取」字，如果作「娶」字講. í娶三姓之女」、 I% :其家有

三處J .任何富有的人都可以辦得到，又何必標出什麼「身在陪ÞIJ 的字樣? í取 , 

只有作 『取」於民的「市租~ ~誨，才講得通腸、講得圓融。而且. í身在倍巨而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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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是 fA

三歸J ~~f.I-l;{i月|山」字，特別重要，也特別有力，似乎有芯透露 f消息:向人t~ 1取」

來的是:以應「蹄」屬於 1_ )..J (公主) ff, ， '1月川，泣對於怯怯「陷阱J 地位的管仲

來說，諾在是份ii-早賞」、是份「掰一榮 1 " 

第 1 壘于春秋內紡車:下言已F旦z于辭「 叫 l 之宜的時快說 「犀受笠以吾吾國民請」

，也表小位公昕宜的司、712什麼 蓮花的采且 1 '均是m人民繳納的 1 J!i和」。因為 1-111

祖」也於 7闕 J rpA':] 11心，如此才說得上 I 傷關;、「侮民J "iJ1 J 且;在前篇 I~i' {，巾故

築三歸之萃，以白棋於此」巾戶自傷於此」 句，賈，，)作為郭I("\';: i ---:b'<tJ.tó市租」之諒

的 4項佐泣。此外，郭且沒有捉到的5年說，布少還有下面 0~ 

第二，姜于春秋內篇雜下: 去 flH;郭文，匠，辭叫向公1-1 昔吾先君但公，

而管{巾恤持齊園，身芭'宜之以三j，~ , ?早及 ~fl，f， " J 只打把「三結」解釋成 r 1由之市拉l

, H', 1 山祖_; ':J"他「澤且fI!r\_1υ| 娶一位之交 l 、|家有-處 1 、空~;~ìi Fil沛的 7二

歸宗 l 、或「附陣J '對於 l 于孫」又有{I-，)2~ ，-思澤;可而。

缸里要附帶說明的有罰 是于耳欲內;有雄下;b1 ←宜之以「三的一，閃為 f 有「

i單及 T係」四字，應該是特仲 在:j;芭 J 時的封賞?和社苑牢賢篇 I J也之 J di和1 年 l

之 i 布「品FJ 二弓，應國-時宜j峙，性質不同。為何有這項捧兵，可能有積布解說，

立炭， ~:\~ 5_f1深曳。

如果 封|昕 r &寸 ; ii, ， 征主主 I j有之 :fí 81. I 的令部， W.說是以訊前於 l 公屯的

自 li%且(總收益的三成) ，控的管仲所有，于} j'1 JK {I自如此，間的所列舉佇j ,-- --:)~ I 多極解釋

中三、 11 行建造出" I ，于1 、「jptl且幣的附庫，也叫說得過 '_il. ~~丹也 信 J ，~ 

9 刊i J主成的就是 師 (市也〕財物 c

從以 l 各的所引用的經史典籍、成一般的 JfJ巧立述的文'-j-: 't~中，我們小到仁}J， : {U~ 

們討於 三師 -;;"j-í，'，1 iJ ü-: T:在科!念， 1比計泣是出於時間也蝶泣不J~(:_ki車，大開 l二的還能

胺悍的緣故吧!可是"'~ fil;f\;W泛的注J也許前，去J:____:'對 l 帥 的 u 僻 t_;;i糊小沛， Fj、

12JL輯佑錯誤的肢捌】這一引玉Wr吏，可也不liEHti控股;1'& ü 

引用垂考書目

晶晶豆 豆正FItEC于 lì 、|七米冊商前，沁園凹汁 l叫罕至英文I':!J古時JØ I)li~: ~古 l 一生 )1_ 叫占 UJ仟

學河水。

i 晶晶江、你 t')~ H ~是按步前'P;博物:~'~;-'站 )L~區以1世詞~'~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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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三歸」

論語義琉梁皇倪裂，藝丈印書館「無求情齋論EE集成影印日木元治元年萬蘊堂flJ

木。

論語集注 南宋朱著撰，藝丈戶口書館影印宋吳志忠刻幸。

論語集注考證 南宋1:0履祥撰，草草丈印書館 F無束備齊論語集成」影印退補齋到本。

莖經義設 清武億攘，皇清經解續編本 c

立經平議 清俞楷攘，清光緒二十五年春在堂圭書刊木。

幣記 清雪是主繩撰，皇清經解本。

戰國策 西漢劉向校鐵、南宋鮑能注、元吳師道補正，商務印書館匹i部叢fU木。

史~~ 西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闊葉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藝主印書館影印

清乾陸問年武英毆于日本。

漢書 東漢宜圈撰、唐顏師古往、清王先謙補注，懿文印書館影印長沙主氏虛堂堂授于目

束。

壘于春秋 不著攘人，替題先秦壘嬰撰，商務印書館四部叢于j本。

管子 先秦管仲撰、唐尹知章注、清戴望段正，民國四十四年世界書局排印本。

管于集餅民國郭尚武撰，民國六十二年吞港龍門書店排印本。

韓非于 先嘉韓非撰，世界書局現寄售出韓非子集釋木，商務印書館叫1啟天增訂韓非于較

譯本。

說苑 西漢劉向摸，商務印書館四部叢fU木。

主主知書屋文集 清郭嵩熹撰，立海出版社影自J清光緒圭長年于J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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