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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心坚决贯彻落实学校党政

工作部署，以清华简整理研究等

重大任务为抓手，以实施“强基计划”与“古文

字工程”为契机，全面推进学科建设，向建成世

界一流文科研究中心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中
心
围
绕
出
土
文
献
与
中
国
古
代
文
明
研
究
，
以

清
华
简
整
理
工
作
为
重
点
，
不
断
拓
展
学
科
领
域
，

努
力
提
升
学
术
水
平
，
取
得
了
一
系
列
成
果
。

清华简研究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壹）》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壹）》收录长篇战国竹

书《五纪》。该篇凡 130 简，全篇内容基本完整，总字数

近 4500 字，是前所未见的先秦佚籍，篇幅巨大，可称出

土简牍之最。《五纪》借托后帝之口，以五纪（日、月、星、

辰、岁）、五算为中心，确立了天地万物的常规、法度。

《五纪》将星辰历象与礼、义、爱、仁、忠五种德行，天

神地祇所司所掌一一相配，集中于与之对应的人事行用，

涉及树设邦国、礼仪祭祀、人伦德行、土工百物、兵戎战

事、生育繁衍、人体疾祟等各个方面。全篇构建了宏大而

复杂的天人体系，可以说是先秦时期对天人关系认识的综

合与总结。

学 术 研 究2 0 2 1 年 度 报 告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壹）》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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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下发布会现场

‹ 文科建设处处长杨永恒教授致辞

12 月 16 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壹）》成果发布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人

文楼召开。为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中心、中西书局与“学堂在线”合作，并开通清华

大学微信视频号、清华大学微博直播入口，面向全球进行直播。发布会反响热烈，同

时在线人数超过 10 万人，诸多海内外著名学者通过“学堂在线”等平台全程观看了发

布会。

成果发布会由中心副主任刘国忠教授主持。清华大学文科建设处处长杨永恒教授

代表学校致辞，对清华简整理工作予以高度肯定。上海辞书出版社、中西书局社长秦

志华介绍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壹）》的编辑、出版情况。

中心四位青年教师马楠、贾

连翔、石小力、程浩对简文内容

进行了解读。

中心主任黄德宽教授介绍了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壹）》

的研究整理情况，并回答了线上

线下与会学者、记者提出的问题。

‹ 线上微博直播

‹ 上海辞书出版社、中西书局社长秦志华介绍编

辑出版情况

1. 中心马楠副教授

2. 中心石小力副教授

3. 中心贾连翔副教授

4. 中心程浩副教授

5. 中心主任黄德宽教授介绍整理工作并答学者、记者问

1
3

2
4

5

学 术 研 究

‹ 中心副主任刘国忠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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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第十一辑的发布，得到了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

《中国教育报》等多家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2021 年 12 月 17 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最新成果再现

2300 年前天人思想体系》，记者代钦夫、姚文利。

中国教育电视台

2021 年 12 月 19 日，《清华最新战国竹简发布：发现战国

时代复杂天人体系》。

媒体报道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校释》编纂

中心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编纂《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校释》，在原整理研究报告基

础上，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为多学科学者更好地利用清华简开展研究、为广大读者阅

读珍贵的清华简提供便利，推进清华简这批重要文献材料的研究、利用、传播，推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本系列丛书计划出版 18 卷，本年度第一辑（1-4 卷）

已交稿，预计 2022 年出版，第二辑（5-8 卷）已启动编纂工作。

《人民日报》

2021 年 12 月 18 日，《长篇佚籍发现战国时代宏

大复杂天人体系》，记者赵婀娜、陈炳旭。

《光明日报》

2021 年 12 月 17 日，《战国时即有“三维空间”

宇宙观？“清华简”再发最新研究成果》，记者

邓晖。

新华社

2021 年 12 月 19 日，《清华简又爆猛料：蚩尤是

黄帝之子！黄帝战蚩尤是父子之战？》，记者盖

博铭。

《中国青年报》

2021 年 12 月 16 日，《清华最新战国竹简发布：

揭示战国时代宏大天人体系》，记者叶雨婷。

中国新闻社

2021 年 12 月 16 日，《长篇佚籍发现战国时代宏

大复杂天人体系》，记者程宇。

《中国科学报》

2021年12月16日，《清华简新研究内藏“猛料”》，

记者张文静、崔雪芹。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1 年 12 月 19 日，《长篇佚籍发现战国时代宏

大复杂天人体系》，记者郑成宏、张娓。

《中国文物报》

2021 年 12 月 16 日，《思想史、科技史价值不可估量的〈五纪〉——清华简第十一

辑成果发布！》，记者张宸。

澎湃新闻

2021年 12月 17日，《“清华简”第十一辑发布，后续将出“清华简”校释本和英文版》，

记者程婷。

《中华读书报》

2021 年 12 月 22 日，《堪称出土简牍之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壹）〉成果发布》，

记者陈菁霞。

《文汇报》

2021 年 12 月 17 日，《“简牍之最”先秦佚籍揭示战国时代所认识的天人体系，〈清

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壹）〉发布》，记者李扬。

《新京报》

2021年12月16日，《清华发布战国竹简“破译”新成果：发现战国时代复杂天人体系》，

记者浦峰、冯琪。

《北京日报》

2021 年 12 月 16 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壹）〉发布，清华简整理研究到攻

坚阶段》，记者何蕊（实习生）。

《北京青年报》

2021年 12月 16日，《“清华简”（拾壹）现长篇佚籍〈五纪〉构建先秦宏大天人体系》，

记者雷嘉。

学 术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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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文集》出版

《李学勤文集》收录了李学勤先生自 1956年至 2018年期间所撰写的中文论著，

约 1000万字，分为 7大类，即：古史研究（附文明起源研究，共 6册）、甲骨学研究（附

文字起源研究，共 4 册）、青铜器研究（附铜镜研究，共 6 册）、战国文字研究（附

古文字学通论，共 1 册）、简帛学研究（共 3 册）、学术史研究（附国际汉学研究，

共 3 册）、序跋杂文（共 6 册）。全套文集共 30 册，最后一册为目录和索引。每一

大类中先收专著，再收论文。在每一大类的最前面，李先生生前都专门以口授完成

了一篇“前言”，讲述自己的研究体会。为体现历史原貌和符合国家出版规范，除

修正个别排印错误和一些必要的调整外，收入文集中的论著均一仍其旧。《李学勤

文集》展现了李学勤先生 60 余年科研工作中所走过的学术道路，为全面了解李先生

的学术成果提供了丰富材料，同时也将为中国学术、中国文化的繁荣做出特殊贡献。

‹ 李学勤与清华简研究团队

‹ 李学勤先生手编《论著目录》 ‹《文集》每一大类前由李先生专门口述完成的“前言”‹《李学勤文集》书影

学 术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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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下发布会现场 ‹ 线上发布会现场

《李学勤文集》发布会举行

4 月 17 日，《李学勤文集》发布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召开。发布会

由中心、江西教育出版社联合主办，中心主任黄德宽主持。清华大学副校长彭

刚，文科建设处处长杨永恒，文化建设办公室主任赵鑫，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

党委书记孙明君，李学勤先生家属等出席发布会。来自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出

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等部门的 70 余位师生代表参加了现场活动。同时，清华

大学新浪微博、快手，“学堂在线”等平台进行了全球直播，各地专家、学者，

李学勤先生生前好友、受业弟子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等，超 20 万人次共同见证文

集发布。

1. 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教授

2. 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教授

3.江西教育出版社社长廖晓勇

4. 中心副主任刘国忠教授

5. 复旦大学裘锡圭教授

6. 中山大学曾宪通教授

7. 北京师范大学晁福林教授

8. 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

9.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巍教授

5 6
7 8 9

‹ 李缙云先生代表李学勤先生家属致辞

学 术 研 究

彭刚代表清华大学致辞，对《李学勤文集》的

出版表示热烈祝贺。

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教授在致辞中表示，《李

学勤文集》的出版是对李学勤先生最好的纪念。

《文集》出版方、江西教育出版社社长廖晓勇

以视频形式介绍了《李学勤文集》出版情况。

中心副主任刘国忠教授详细介绍了《李学勤文

集》的出版编辑过程，以及《文集》的特点。

复旦大学裘锡圭，中山大学曾宪

通，北京师范大学晁福林，复旦大学

葛兆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巍等专家

学者通过视频致辞，深情回顾了李学

勤先生的治学往事，高度评价了《李

学勤文集》的学术价值和李先生的学

术贡献。

李缙云先生代表李学勤先生家属

致辞，对文集编辑出版工作表示感谢。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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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建校 110 周年特别策划了“大学”系列论坛，从“开放”“创

新”“公益”“可持续发展”和“思想”五个维度全方位展现清华新百年

新风貌。4 月 16 日晚，“大学”系列论坛收官之场——“大学·思想”论坛

在新清华学堂举行。中心主任黄德宽教授作了题为《传统的力量：清华简

的当代价值》的演讲。带领听众一起领略清华简中熠熠生辉的思想精华，

感受传统文化如何连接历史与当代、贡献中国与世界。

“

大
学
·
思
想”

论
坛

  110

周
年
校
庆

‹ 部分演讲 ppt

‹ 黄德宽讲述清华简的当代价值

12月 28日下午，清华大学 2021年科研创新交流会在主楼接待厅举行。

中心主任黄德宽教授作《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清华力量》专

题报告介绍中心重要研究成果，并荣获“2021 年清华大学科研管理特殊贡

献奖”。

2021

年
科
研
创
新
交
流
会

‹ 黄德宽教授荣获 2021 年清华大学科研管理特殊贡献奖

‹ 中心主任黄德宽教授作《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清华力量》专题报告

学 术 研 究



16

2021 Annual Report of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Center 
for Unearthed Texts

172 0 2 1 年 度 报 告

年度项目

新增项目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黄天树 甲骨文摹本大系 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

黄天树

吴丽婉
甲骨文字新编 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

贾连翔
以定县简为代表的极端性状竹书的整理

及其方法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1&ZD306）

贾连翔 河北定县汉简保护修复项目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招标项目

程　浩 出土文献与郑国史新探 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文科专项后期资助项目

石小力 清华简书类文献与商周金文合证 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

Rens Krijgsman 
武致知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英译与研究 北京市外籍高层次人才资助计划 J202132

赵尔阳 肩水金关汉简地理史料的整理与研究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70 批面上资助

（2021M701904）

李洁琼
秦“书同文”具体规定的全面考察——

以秦统一前后出土文献为依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70 批面上资助

（2021M701961）

2 0 2 1
年 报

结项项目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来源 项目简介

刘国忠
清华简《逸周书》

类文献研究
15LSB006

北京市社会

科学基金

本项目以研究清华简中《逸周书》类文献为中心，

从文献学的视角出发，对清华简各篇简文进行了

细致的分析和解读，从而进一步揭示清华简的重

大学术价值。

王子杨
甲骨字释的整理

与研究
15BYY149

国家社科基

金一般项目

本项目利用甲骨文工具书，加上平时阅读积累，

广泛搜罗学者发表在报刊杂志中的甲骨文字考释

意见，并且加以系统整理，辨明甲骨单字考释源

流，最终形成可以被学界查考、利用的工具书《甲

骨字释提要》。

贾连翔

中国古代竹书形

制及出土竹书整

理方法研究

17CZS054
国家社科基

金青年项目

该项目以新出竹书的整理为基础，对当下学术界

非常关注的中国古代竹书形制及竹书整理方法问

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多篇竹书整理的典型例

子，说明了古书复原整理中的问题和方法，多有

新的创见。获“优秀”等级结项。

郭伟涛

肩水金关汉简

通关文书整理

与研究

18CZS010
国家社科基

金青年项目

肩水金关汉简通关文书，是汉代张掖郡肩水金关

遗留的档案文书。本项目结合相关文献，对汉代

的通关制度、通关作业流程、西北边塞的军事形

势等问题做了深入考察，同时从文书学与考古学

的角度反思了文书简的整理工作与研究取径。

主要作者 作品名称 奖项名称 获奖时间

黄德宽（主编之一） 《方以智全书（10册）》 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2021 年 9 月

赵平安

李　婧

石小力

《秦汉印章封泥文字编》 第二十三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2019 年度一等奖 2021 年 11 月

贾连翔 《出土数字卦文献辑释》 第二十三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2020 年度一等奖 2021 年 11 月

马　楠 《唐宋官私目录研究》 第二十三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2020 年度二等奖 2021 年 11 月

获奖成果

学 术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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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

学藏战国竹简（拾壹）》于 2021 年 12 月由中西书局出版。此辑

整理报告收录长篇战国竹书《五纪》，该篇构建了宏大而复杂的

天人体系，可以说是先秦时期对天人关系认识的综合与总结。

《悬泉汉简（贰）》由中心与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等单位合作

整理，本卷于 2021 年由中西书局出版。悬泉汉简出土于汉代敦煌

郡效谷县悬泉置遗址，时代为西汉中后期至东汉早期，有字简牍

近两万枚，拟分八卷出版。作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壹）》

《悬泉汉简（贰）》

《清华简研究（第四辑）》

《半部学术史 一位李先生》

《说解汉字一百五十讲》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伍、陆）》

《语言学新视野》

《清华简研究（第四辑）》于 2021 年 12 月由中西书局出版。

本辑收录“纪念清华简入藏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成

立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33 篇，从古文字学、文献学、

历史学、思想史等诸多方面，对清华简及其他新见出土资料进行了

深入考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半部学术史 一位李先生》于

2021 年 4 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 2019 年 12 月 7—8 日召开

的“李学勤先生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收入了 100

多篇会议论文。这些文章从多角度总结了李学勤先生的生平事迹、学术

贡献和学术思想，并对相关领域的科研工作有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李守奎、王永昌著《说解汉字一百五十讲》于 2021 年 12 月由陕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着眼于每个字的构形理据分析，成组释字，彼此印证，

简要精当地描述其形体演变的来龙去脉和规律，抽绎出若干理论问题和思考

题，将古文字释读、汉字阐释、汉字理论和汉字文化普及融会贯通，内容非

常丰富。全书 150 讲构成了一个形散神聚的整体，是汉字阐释理论和方法探

索的一次成功实践。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伍、陆）》，由中心与长沙市文

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合作整

理，于 2021 年由中西书局出版。五一广场简出土自湖南省长沙

市五一广场附近的一处东汉井窖里，有字简牍近七千枚，第伍、

陆卷共收录简牍九百枚，包括简牍图版、释文注释及相关附录。

《语言学新视野》于 2021 年 10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项工作由中心

主任黄德宽教授组织和统筹，语言学界多位专家参与了调研和报告的撰写，

编成此书。本书全面总结了“十三五”期间的语言学研究情况，并对“十四五”

时期语言学的学术前沿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科学研判，对语言学的研究具有总

结以往、指导未来的作用。

学 术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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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山东博物馆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启动了银

雀山汉简的再整理工作，中心部分人员参与了该项目。该项目

成果《银雀山汉墓简牍集成》陆续出版。本辑于 2021 年由文

物出版社出版，收录了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尉缭子》竹书，包

括彩色、红外图版、摹本，以及最近编连后的释文、注释。

《银雀山汉墓简牍集成（叁）》

《有为言之：先秦“书”类文献的源与流》

《出土文献与郑国史新探》

程浩著《有为言之：先秦“书”类文献的源与流》于 2021 年 9 月

由中华书局出版。本书所探讨的“书”是君臣在行政过程中发表的言论

所形成的一类文献，它的体裁以记言为主，内容也大多是“政事之纪”。

本书结合清华简中的“书”类文献提供的信息以及古书中的相关记载，

大致还原了“书”由史官对记言档案的不断整理、加工并经过流传过程

中的不断增广历时成篇的过程。

程浩著《出土文献与郑国史新探》于 2021年 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国虽是西周诸侯国中出封最晚的一个，但却在西周以降的历史进程中扮演

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纵观郑国四百余年的政治发展历程，称得上是整个春秋

时代社会历史变革的一个缩影。本书立足于清华简以及青铜器金文中新见的

郑国史料，结合《左传》《史记》等传世史书的记载，力求还原郑国发展的

几个重要阶段、若干重大事件，并尝试将郑国历史的发展纳入春秋战国社会

变迁的全局进行思考。

论文
论文文章一览表

序号 题目 作者 发表刊物  发表时间

1 释古文字中的“杪”及相关字 黄德宽 《汉字汉语研究》 2021年第1期

2 汉字学研究现状与展望 黄德宽 《语言科学》 2021年第5期

3 说“彦”及相关诸字 黄德宽 《中国文字博物馆集刊（2021）》 2021年9月

4 清华简《五纪》篇“四冘”说 黄德宽 《出土文献》 2021年第4期

5 关于商代甲骨卜辞是否有代词“其”的考察 黄天树 《语文研究》 2021年第3期

6 甲骨虚词中有关时空观念的一些语法规则 黄天树 《汉字汉语研究》 2021年第3期

7 再说殷墟卜辞的“寇” 黄天树
《半部学术史，一位李先生：李学勤
先生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
论文集》

2021年4月

8 方稚松《殷墟甲骨文五种外记事刻辞研究》序 黄天树 《殷墟甲骨文五种外记事刻辞研究》 2021年4月

9 清华简算表运算过程解析——阴阳开合说 李均明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1年12月31日
第5版

10 走马楼西汉简《长沙邸传舍劾文书》解析 李均明 《中州学刊》 2021年第1期

11 清华简《成人》篇之尚“五”观 李均明 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研讨会 2021年9月

12 中国简牍的发现与研究 李均明 《中国考古百年史》 2021年12月

13 汉字：中华民族的基因密码 李守奎 《2020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 2021年5月

14 汉字阐释与汉字文化普及——以福字为例 李守奎 《汉字汉语研究》 2021年第2期

15 从观念出发与从材料出发的汉字阐释 李守奎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1年第6期

16 楚文字综合整理与楚文字学的构建 李守奎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1年12月31日

17 释黄组卜辞特殊写法的“黍”字 王子杨 《汉语言文学研究》 2021年第2期

18 谈两版圆体类龟腹甲的释读 王子杨 《出土文献》 2021年第3期

19 释甲骨文“睘” 王子杨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28辑 2021年12月

20 清华简与西周史研究 刘国忠 《中国社会科学》 2021年第1期

21 《李学勤文集》的编辑及其学术意义 刘国忠 《中国文化研究》 2021年第2期

22 清华简《皇门》“处事”解 刘国忠 《中国文字》 2021年第6期

23 清华简的文献特色与墓主身份蠡测 刘国忠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30日
11版

24 记钱钟书与饶宗颐往来通函 沈建华 《掌故》第八集 2021年7月

25 刘向《别录》“一人持本”考述 马　楠 《文史哲》 2021年第4期

26 《历代名画记》“古之秘画珍图”的两种文献来源 马　楠 《历史文献研究》第46辑 2021年6月

27 清华简《五纪》初识 马　楠 《文物》 2021年第9期

28 《玉海》引《国史艺文志》考述 马　楠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二十四辑 2021年9月

29 说《诗经·驺虞》“壹发五豝”及《驺虞》诗旨 马　楠 《简帛研究》2021春夏卷 2021年9月

学 术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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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保护与研究

本年度制订了竹简库房和实验室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实验室安全和

化学药品使用安全管理规定，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方案、仪器设备维保要求、

严格落实用电管理制度等等，确保了竹简库房和实验室的规范管理和安全

运营，防患于未然。

中心文保实验室今年购置了 X 射线荧光光谱仪等 10 台 ( 件 ) 仪器，

并对 ATP 荧光检测仪等设备进行了初步使用。通过今年的建设，文保实

验室在硬件方面上了一个大台阶，已经具备开展一些文保实验的基本条件。

1. 开展文保实验

2. 手持式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3. 实验室内景

1

3
54 6

2

4. 超声波清洗机

5. 干燥箱

6. 全自动比色计

序号 题目 作者 发表刊物 发表时间

30 试析战国竹书中的“貌”字 贾连翔 《简帛研究》2021春夏卷 2021年9月

31 清华简《五纪》中的“行象”之则与“天人”关系 贾连翔 《文物》 2021年第9期

32 清华简关于战国时期”百科全书“的新发现 贾连翔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30日
11版

33 清华简《五纪》的“骸”及相关字的再讨论 贾连翔 《出土文献》 2021年第4期

34 博通视域下的清华考古学、古文字学与美育 贾连翔 《向美而行——清华大学美育之路》 2021年10月

35 加嬭编钟与楚庄王服曾 程　浩 《北方论丛》 2021年第4期

36 《老子》中的“妙”与“徼” 程　浩 《国学学刊》 2021年第3期

37 清华简《五纪》中的黄帝故事 程　浩 《文物》 2021年第9期

38 清华简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论述及其应对之策 程　浩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30日
11版

39
从“盟府”到“杏坛”：先秦“书”类文献的生
成、结集与流变

程　浩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6期

40 清华简《五纪》思想观念发微 程　浩 《出土文献》 2021年第4期

41 清华简校读琐记 程　浩 《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第13辑 2021年6月

42 清华简第八辑整理报告拾遗 程　浩 《清华简研究（第4辑）》 2021年12月

43 论古井简的弃置与性质 郭伟涛 《文史》 2021年第2期

44 西北文书简的编号 郭伟涛 《简帛学理论与实践（第一辑）》 2021年11月

45 秦汉从史补考 郭伟涛
《半部学术史，一位李先生：李学勤
先生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
论文集》

2021年4月

46 清华简《系年》鸡父之战战地探赜 魏　栋 《文史》 2021年第1期

47 清华简《系年》武阳（榆关）之战战地考论 魏　栋 《中国文字》（2020冬季号） 2021年2月

48
试论早期中国阅读模式的形成：《用曰》《引书》
的使用和制作

Rens Krijgsman 
武致知

《简帛》（第二十二辑） 2021年5月

49
文化记忆和出土“书体”文本中的轶事：论清华
《保训》简对文类张力的调和

Rens Krijgsman 
武致知

《出土文献》 2021年第2期

50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Rhymed Passages in 
the Daybook Manuscripts

Rens Krijgsman 
武致知

Bamboo and Silk 2021年9月

51 汉简武威郡姑臧县、张掖县史料钩沉 赵尔阳 《甘肃简牍》第1辑 2021年10月

52 史籍和汉简中的武威郡 赵尔阳
《“凉州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与文明嬗
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21年8月

53 秦代道路安全问题及其治理 王博凯 《中州学刊》 2021年第7期

54
家庭治理视域下秦始皇褒奖“巴寡妇清”原因新
探——基于岳麓秦简一条令文的考察

王博凯 《简帛研究》2021年春夏卷 2021年6月

55 读岳麓秦简律令文献札记四则 王博凯 《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第10辑 2021年8月

56 读清华简《成人》篇札记 程　薇
《半部学术史，一位李先生：李学勤
先生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
论文集》

2021年4月

57 释金文中的“尾择” 王　磊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6期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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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项目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

◎   与合作单位完成了《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第 5、6 卷的出版，第 7、8 卷的

整理工作基本完成，已交付出版社排版，将于 2022 年出版。

◎   10 月 23-24 日，“五一简与东汉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在蒙民伟人文楼举行。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各单位的同仁与中心师生共 50

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分组报告讨论，对

五一简所反映的基层管理、法律诉讼、文书行政、社会生活、文字释读等诸

方面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探讨。

2021 年度，中心继续通过与文物考古部门和兄弟单位合作，着力加强秦汉简

牍研究，提升中心在秦汉简研究领域的影响力，实现了对早期出土文献研究的全

覆盖。

贰

交 流 合 作

‹ “五一简与东汉历史文化”线下参会学者合影

1. 中心黄德宽教授致辞

2. 李均明研究员作主题报告

3.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海年研究员致辞

4. 刘绍刚研究员致闭幕辞

5. 开幕式线下现场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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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泉汉简》

与合作单位完成了《悬泉汉简》第 2 卷的出版，并

启动了第 3、4 卷的整理工作。

中心贾连翔副教授参加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

北定县汉简保护修复项目”的招标并中标。针对定县简的

特殊性状，探索广域图像采集方法创新，成功解决竹简图

像信息提取难题，清晰再现碳化变形后的竹简墨迹，为定

县简的后续整理研究奠定了基础。

该项突破性成果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贾连翔“以

定县简为代表的极端性状竹书的整理及其方法研究”申报

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已获批立项。

定县简信息提取采集及整理

交 流 合 作

‹ 广域图像采集效果对比

1. 定县简面貌

2. 信息采集工作现场

3. 定县简整理合作签约仪式

1
2

3

山东九宫阁齐国文字博物馆藏古文字合作项目

6 月，中心与山东九宫阁齐国文字博物馆签订合作协议。

12月24日，中心主任黄德宽教授、刘绍刚研究员、贾连翔副教授、

石小力副教授前往山东淄博考察齐国文字资料保护和整理，正式启

动山东九宫阁齐国文字博物馆藏古文字整理与研究合作项目。

‹ 在山东九宫阁齐国文字博物馆实地考

察齐国文字资料保护和整理工作

‹在淄博市博物总馆召开学术考察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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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建设

2021 年是《出土文献》由集刊升级转型为学

术期刊的第二年，经过 2020 年的努力，刊物顺利

进入 CSSCI(2021-2022) 来源期刊目录。刊物运行

逐步规范稳定，刊载论文学术水平逐步提高，学界

口碑良好，作为本领域唯一一种期刊，已成为本学

科发展的前沿阵地。

中心网站改版升级后已投入正

常运行，是中心对外宣传工作的重

要窗口。

“楚文字综合整理工作平台”

开发工作已完成，顺利进入下一阶

段的数据录入工作

‹ 2021 年出土文献期刊 1-4 期

‹ 网站首页

交 流 合 作

“出土文献”公众号于 2020

年开通，2021 年年底关注用户已

超 1万人，本年度更新推送 250篇，

单篇最大阅读量近 5000，已逐渐

成为“冷门绝学”领域最受关注的

专业公众号之一。

‹ 微信栏目 & 微信二维码

中心图书资料室经过 2020 年全年的编目与排架，于 2021 年

正式面向全校师生开放馆内查询及阅览服务。全年开放超过 150

个工作日，共有一千余人次进馆阅览。

本年度，中心资料室的基础条件和环境建设又进一步得到加

强，制定实施了《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资料室管理办法》《出

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图书管理实施细则》《出土文献中心资料

室阅览须知》等文件加强管理，并购置了三台单通道图书安全检

测仪保障图书安全。

在地下二层建成了可容纳 20 万册图书的密集书库，并利用

捐赠图书设置了沈之瑜、李学勤、田余庆三位先生的特藏专室。

馆藏方面，全年购置入藏了图书 3000 余册、期刊 20 余种，

丰富了资料室藏书数量与品类。

1. 地下二层密集书库

2. 单通道图书安全检测仪

3. 李学勤纪念图书室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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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参会人员 会议名称 时间 主办单位 论文 / 报告题目

黄德宽
第十届国际古汉语语法

学术研讨会
2021.3.27-28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

院章黄学术理论研究所

《清华简〈摄命篇〉“劼姪摄”训

释的再讨论》

黄德宽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

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
2021.3.14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Bamboo and Silk 编辑部
《安大简〈诗经〉略说》

黄天树

“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贺

信精神，推进甲骨文等

古文字研究”研讨会

2021.4.10
中国文字学会主办

中国海洋大学承办

《甲骨语法研究——关于商代甲骨

卜辞是否有代词“其”的考察》

李均明
东亚的出土现状与研究

的新观念
2021.2.15-16 韩国庆北大学 《木楬与封检在物资管理中的作用》

李均明

第十一届“出土文献与

法律史研究”国际学术

研讨会

2021.8.24 华东政法大学 《五一简“左贼”及相关问题的考证》

李均明
圣旨大观——古代诏令

制诰
2021.4.24

历代法律文献馆等单位

联合举办
座谈

刘国忠
第三届商周青铜器与先

秦史研究青年论坛
2021.11.6-7 重庆市历史学会 《据清华简释〈中庸〉‘武王末受命’》

刘国忠
中国史学界第十次代表

大会
2021.7.28-31 中国史学会 《清华简与史学研究》

王子杨

第四届“古文字与出土

文献语言研究”学术研

讨会

2021.7.23-25 东北师范大学 《甲骨文“弦”字补释》

王子杨
甲骨文与古代文明青年

学者论坛
2021.12.5 河南大学 担任点评老师

马　楠
第三届礼学与礼制青年

工作坊
2021.11.6-7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晋武帝诸王师友之经学》

参会人员 会议名称 时间 主办单位 论文 / 报告题目

贾连翔
出土“书”类文献研究

高端学术论坛
2021.3.27-28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

究所

《清华简“〈尹至〉书手”字迹的

扩大及相关问题探讨》

贾连翔
“古文字与出土文献”

青年学者西湖论坛
2021.5.29-30

中国美术学院

汉字文化研究所

《清华简〈四告〉的形制及其成书

问题探研》

贾连翔
五一简与东汉历史文化

学术研讨会
2021.10.23-24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

与保护中心

《五一简所见东汉刑事案件的人身

伤害问题初探》

贾连翔
清华战国楚简国际学术

研讨会
2021.11.19-20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

与保护中心
主持

程　浩
出土“书”类文献研究

高端
2021.3.26-28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

究所
《清华简校读琐记》

程　浩

第二届“文献·文本·文字：

中西古典学研究的路径

与方法”学术研讨会

2021.4.23-25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无锡冯其庸学术馆
《〈老子〉中的“妙”与“徼”》

程　浩

第四届“古文字与出土

文献语言研究”学术研

讨会暨“出土文献语言

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论坛”

2021.7.23-25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说“帀”》

程　浩
首届“《文献语言学》

青年作者论坛”
2021.8.23-25

北京语言大学文献语言

学研究所

《安大简〈诗经〉的“同义换用”

现象与“窗”字释读》

程　浩 第五届新史学青年论坛 2021.10.8-10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史学月刊》编辑部

《西周王臣附属初命王的观念与君

臣彝伦的重建》

程　浩
第三届商周青铜器与先

秦史研究青年论坛
2021.11.5-8 西南大学历史学院

《清华简〈五纪〉中的阵法、仪仗

与军舞战歌》

程　浩
清华战国楚简国际学术

研讨会
2021.11.19-20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

与保护中心

《新出简帛文献与近三十年来中国

传统人文学术的转进》

交 流 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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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人员 会议名称 时间 主办单位 论文 / 报告题目

程　浩
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

（《诗》类文献专题）
2021.11.26-28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

究所
《安大简〈诗经〉剩义掇拾》

石小力
古文字与出土文献青年

学者西湖论坛”
2021.5.28-30 中国美术学院 《清华简〈五纪〉中的二十八宿初探》

石小力
第四届古文字与出土文

献语言研究学术研讨会
2021.7.23-25 东北师范大学 《清华简〈五纪〉中的几个用字现象》

石小力
《文献语言学》青年作

者论坛（2021）
2021.8.23-25 北京语言大学 《莒侯少子簋人名“不巨”新解》

石小力
第二届汉语字词关系学

术研讨会
2021.10.23-24 中山大学 《楚玺“行彔”新说》

郭伟涛
五一简与东汉历史文化

学术研讨会
2021.10.23-24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

与保护中心
《文书简研究取径与方法的再思考》

魏　栋

携手共进 多维创新——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青年

论坛

2021.6.9-10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敦煌研究院

《饱水简牍的长期保存方式之争及

其解决途径》

魏　栋

历史地理学的回顾与前

瞻暨纪念侯仁之先生诞

辰一百一十周年学术讨

论会

2021.5.21-23 北京大学 《清华简〈系年〉鸡父之战战地探赜》

Rens Krijgsman 
武致知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

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
2021.3.14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Bamboo and Silk 编辑部
主持

Rens Krijgsman 
武致知

第九届出土文献青年学

者国际论坛暨先秦秦汉

荊楚地区的空间整合学

术工作坊

2021.3.19-21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略谈清华简历史故事叙事的物质

属性》

Rens Krijgsman 
武致知

第三届古代文学研究新

材料与新视野高端论坛
2021.3.19-21 武汉大学文学院

《略谈清华简历史故事叙事的物质

属性》

参会人员 会议名称 时间 主办单位 论文 / 报告题目

Rens  Krijgsman 
武致知

清华战国楚简国际学术

研讨会
2021.11.19-20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

与保护中心
主持

王博凯
五一简与东汉历史文化

学术研讨会
2021.10.23-24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

与保护中心

《走马楼西汉简所见“某人”称名

与长沙国移民记忆》

王博凯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的整

理与研究第七次读简会
2021.6.24-26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长沙简牍博物馆
走马楼西汉简“铁官案”整理汇报

赵尔阳
“纪念侯仁之先生诞辰

110 周年”学术讨论会
2021.5.21-23

北京大学历史系古地理

与古文献研究中心
《西北汉简甲卒地理问题探析》

赵尔阳
“明清时期河西走廊社

会变迁”学术研讨会
2021.9.10-13

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

所、中共武威市委
《武威乡村地名浅谈》

赵尔阳
“2021 金塔汉简暨长城

文化学术研讨会”
2021.10.10-13

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

院、甘肃简牍博物馆、

金塔县人民政府

《居延、肩水汉简所见骑士的籍贯

与驻地探究》

赵尔阳
“五一广场简与东汉历

史文化”学术研讨会
2021.10.23-24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

与保护中心
《西北汉简里名探析》

程　薇
第三届商周青铜器与先

秦史研究青年论坛
2021.11.6-7 重庆市历史学会 《试说〈五纪〉“四正”及相关问题》

程　薇
清华战国楚简国际学术

研讨会
2021.11.19-20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

与保护中心

《清华简〈五纪〉“匡四极”及其

历法系统试析》

李洁琼

首届简牍学与出土文

献语言文字研究学术

研讨会

2021.8.7-8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

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一

室、中国人民大学吴玉

章中国语言文字研究

所、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语言文字学》编辑部、

甘肃简牍博物馆、西北

师范大学

《从字用看秦“书同文”的具体规定》

交 流 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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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讲学

主讲人 讲座题目 邀请单位  讲座时间

黄德宽 新形势下的人文学科发展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2021.9.8

黄德宽 语言学分析方法与出土文献疑难字词的释读 陕西师范大学 2021.6.11

黄天树 学中文的人要有“字感”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2021.9.25

黄天树 汉字的偏旁与部首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2021.11.17

李均明 简牍文书的分类、稿本与一般格式 韩国庆北大学 2021.6.23

李均明 五一简与东汉社会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2021.11.10

刘国忠 清华简与史学新知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2021.7.6

沈建华 学思自述 知鸦（北京） 2021.6.21

沈建华 从甲骨文卜辞看商代社会生活 风簷雅叙（美国洛杉矶全球播放） 2021.9.25

马　楠
江西漕贡进士赵希弁的私家藏书——《读书附

志》综理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2021.6.20

马　楠 浅谈经学的研究方法 南京大学文学院 2021.10.26

贾连翔 出土竹书的整理及其技术方法研究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2021.10.28

贾连翔 微观考古视角下的战国竹书整理与研究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2021.11.19

程　浩 清华简《五纪》思想观念发微 南京大学文学院 2021.11.23

程　浩 周人所受“大命”本旨发微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2021.12.2

石小力 谈谈战国文字中的形体讹混现象 南京大学 2021.10.24

Rens Krijgsman  
武致知

“Collecting and disseminating technical 

knowledge”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唐氏早期中國研

究中心
2021.11.19

授课教师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授课时间

黄德宽    王子杨 古文字学 本科生课程 秋季学期

黄德宽    黄天树   
刘国忠    赵平安

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 本科生课程 秋季学期

黄德宽    黄天树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 本科生课程 秋季学期

黄天树 甲骨学概论 研究生课程 春季学期

李守奎 汉字学 本科生课程 春季学期

李守奎    贾连翔 汉字与中国文化 本科生课程 秋季学期

侯旭东    郭伟涛 秦汉史 本科生课程 春季学期

刘国忠 考古发现与史记 本科生课程 秋季学期

刘国忠 先秦史 本科生课程 秋季学期

王子杨 商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研究生课程 秋季学期

马　楠 目录学 本科生课程 春季学期

马　楠 书志与书史 研究生课程 春季学期

马　楠 中国经学史 本科生课程 秋季学期

马　楠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 研究生课程 秋季学期

贾连翔 简帛学 本科生课程 秋季学期

贾连翔    程　浩 专业实习 本科生课程 夏季学期

石小力 说文解字通论 本科生课程 秋季学期

程　浩 清华简与古代文明 本科生课程 春季学期

郭伟涛 前四史研读 研究生课程 秋季学期

魏　栋 出土文献与楚史楚文化 本科生课程 秋季学期

开设课程 人
才
培
养

T
A

L
E

N
T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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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

V
A

T
I

O
N

叁
中心教师在广泛吸收国内外前沿研究成果并结合自身研究的基础上，为本

科生及研究生开设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课程，承担了多种人才培养任务。探

索符合该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独具特色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典学新

学科，为人文学科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创新做出清华贡献。

人 才 培 养



36

2021 Annual Report of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Center 
for Unearthed Texts

372 0 2 1 年 度 报 告

古文字强基计划

中心本年度为日新书院（强基计划）本科生开设“出土文献与古

文字”“汉字与中国文化”等专业课程 8 门，新立校级教改项目 2 项。

通过选拔最终确定 7 名同学组成第一届古文字班，开始专门化培

养，并于 6 月 12 日召开“首届强基计划古文字班开班仪式暨日新 03

班主题班会”，彭刚副校长出席并给予指导。目前中心已有 8 位老师

担任日新 0 字班和 1 字班的班主任和专业导师。

6 月 18 至 19 日，中心教职工党支部、日新书院学生党支部赴河北

开展了“感悟初心宗旨、传承伟大精神”师生联合主题党日活动。师生

一行分别参观考察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柏坡纪念

馆、中山国王陵遗址等地，在参观文物、重温党史的过程中开展师生共学，

导学互动，以期实现“从游”之效。

受疫情影响，8 月的暑期专业实习，原制定集体考察四川境内文博单

位的计划未能成行，改为分类实习，低风险地区同学考察当地考古文博

单位，中高风险地区安排线上考察博物馆或项目实习，在克服疫情防控

的困难情况下，依旧达到了理想的教学效果。

1. 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致辞

2. 中心主任黄德宽教授致辞

3. 书院管理中心主任苏芃致辞

4. 日新书院院长王中忱教授致辞

5. 彭刚为获奖同学颁发“李学勤出土文献

奖学金”证书

6. 师生合影

31
42 5

6

1. 师生参观西柏坡纪念馆

2. 师生参观河北博物院

3. 师生在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观看定县

简信息采集

4. 师生参观中山国王陵遗址

3 42

1

人 才 培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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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招生 人才去向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招生类型

李　丹 黄德宽 博士研究生

王精松 黄德宽 博士研究生

李　林 黄天树 博士研究生

姜晰中 黄天树 博士研究生

王先虎 李守奎 博士研究生

王志远 刘国忠 博士研究生

张　琦 马　楠 博士研究生

程　頔 李守奎 硕士研究生

方晟伊 石小力 硕士研究生

刘技鑫 程　浩 硕士研究生

圈丙红 魏　栋 硕士研究生

姓名 在研时间 合作导师 出站去向

马　力 2019.9-2021.10 刘国忠 浙江师范大学

姓名 年级 指导教师 论文题目 授予学位 毕业去向

屈　涛 2015 侯旭东
《何以“名士”——〈鲁峻碑〉与两汉

朝野文化》
博士学位

武汉大学

博士后

祁　萌 2016 侯旭东
《战国秦汉人“名”的使用及其统治意

义研究》
博士学位

北京联合大学   

任教

杨小亮 2016 赵平安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册书复原研究》 博士学位
中国文化遗产   

研究院

李　聪 2017 赵平安 《战国简帛资料与甲骨文字考释》 博士学位
复旦大学

博士后

谭　梅 2017 廖名春 《出土简帛神话及相关文献整理与研究》 博士学位
湖南工商大学

任教

成　鹏 2018 侯旭东 《走马楼三国吴简仓帐薄复原研究》 硕士学位
清华大学历史系

读博

郝　睿 2019 李守奎 《“争”及相关字的研究》 硕士学位 新加坡教育部

出站博士后

毕业学生

人 才 培 养



40

2021 Annual Report of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Center 
for Unearthed Texts

412 0 2 1 年 度 报 告

国
际
交
流

IN
T

E
R

N
A

T
IO

N
A

L
 E

X
C

H
A

N
G

E

肆
在疫情常态化防控的背景下，中心积极开展新形势下的国际交流合作，进一

步提升国际合作的水平。

清华简外译项目

清华战国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心主任黄德宽教授与美国芝加哥大学顾立雅中心夏含夷教授签订了清华简研究与英

译国际合作项目。夏含夷教授组建了英译团队，共同翻译《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列丛

书。截止目前，《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研究与英译丛书第一卷：《逸周书》诸篇（The 

Tsinghua University Warring States Bamboo Manuscripts: Studies and Translations, Volume 1：

The Yi Zhou Shu and Pseudo Yi Zhou Shu Chapters）的编辑、校对工作已经完成，清华大学

出版社正在排版，将于 2022 年出版。

11月 19-20日，“清华战国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蒙民伟人文楼举行。

受疫情影响，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来自不同国家、地区 20

余家单位的学者与中心师生共 50 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线上听众共有 800

余人次。与会成员热烈讨论了学术机构收藏、研究市场流通文物的伦理争

议等重要学术问题，听众反响热烈。众多海外学者的参会，也为清华简的

保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 清华简英译团队线上研讨会

‹ 线下会议现场 ‹ 线上部分学者合影

国 际 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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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心主任黄德宽教授致开幕词

2. 中心李守奎教授作学术总结

3. 中心副主任刘国忠教授致闭幕词

4. 美国芝加哥大学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发言

5. 武汉大学陈伟教授发言

6. 荆州博物馆考古所赵晓斌副所长发言

1
2
3

4
5
6

《左传》研读系列课程

8 月 27 日 -10 月 15 日，中心邀请耶路撒冷希伯来大

学尤锐（Yuri Pines）教授主讲“《春秋左氏传》研读”系

列课程，共七讲。尤锐教授带领大家深入研读《左传》，

同时结合出土文献进行文本对读，分析讨论《左传》资料

来源、史料传播、史料可靠性及思想趋向等问题，为中心

师生带来中国传统经典研究新方法和新视角。

‹ 尤锐主讲《左传》研究

‹ 尤锐教授讲座现场 & 现场提问

国 际 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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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以人才队伍建设为重点，围绕各研究方向，采取多种方式，不断改进育才、

引才模式，人才引进与培养取得成效。

11 月 29 日，中心召开了人才工作会议，会议全面贯彻落实中央人才工

作会议精神和学校人才工作会议精神，结合实际情况，研究、思考和探

讨中心自身的人才工作问题，抓好“十四五”人才发展规划，为实现建

成世界一流文科中心的目标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

>>>

>>>

>>>

>>>

中心程浩副教授获得学校“学术新人奖”奖项

Rens Krijgsman（武致知）副教授参与和推进的清华简英译项目入选“北京市外籍高层次人才

资助计划”。

12 月 27 日，校组织部

对中心党政领导班子和

干部进行年度考核，中

心主任黄德宽个人述职

并代表党政领导班子述

职，校组织部李峰老师

组织中心全体教职员工

参加民主测评。

2021 年，中心被学校

授予“清华大学先进

集体”称号。

‹ 人才工作会议现场

‹ 清华大学先进集体荣誉证书

‹ 校组织部李峰参加考核会

‹ 学术新人奖颁奖典礼 ‹ 清华大学学术新人奖牌

国 际 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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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建设

新入站博士后胡其伟、李洁琼、王磊、王旭东。

胡其伟

2021 年 6 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专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2021 年 7 月起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中心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合

作导师李守奎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出土文献与先秦史。先后在《史

学史研究》《殷都学刊》等专业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王磊

2021 年 6 月毕业于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

2021 年 7 月起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中心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合

作导师黄德宽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战国文字，先后发表学术论

文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1 部。

王旭东

2021 年 6 月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史专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2021 年 7 月起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中心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合

作导师刘国忠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出土文献与先秦史。先后在《故

宫博物院院刊》等专业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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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党委和院党委的坚强领导下，中心党支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的精

神，以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等基础建设为重点，围绕疫情防控、

人才引进与培养、思政教育等工作大局，扎实开展党建工作。

党支部活动

5 月 10 日，与图书馆古籍特藏部党支部开展了以“馆

藏文物、古籍的保护整理与价值开发”为主题的联合党日

活动。双方探讨了清华简、清华甲骨等馆藏文物的保护情

况，并共同参观了在图书馆北馆大厅举办的“清华大学党

史档案文献史料展”。

6 月 19 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与日

新书院学生党支部赴西柏坡开展了“感悟初心宗旨、传承

伟大精神”师生联合主题党日活动。

‹ 师生联合主题党日活动

‹ 与图书馆古籍特藏部党支部联合党日活动合影

党 建 工 作

李洁琼

2021 年 6 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获文学博士

学位。2021 年 7 月起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开展博

士后研究工作，合作导师黄德宽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字学、

词汇学。近年来在《学术研究》《语文研究》《古汉语研究》等

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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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组织全体教职工学习了习近平总

书记在福建、广西、青海、西藏考察期间党史学习

教育相关重要讲话精神等。

11 月 29 日，出土文献中心教职工党支部党员

与群众教师共同学习了中央和学校人才会议精神以

及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心副

主任刘国忠教授主持会议。人事处人才工作高级主

管李明列席会议。

12 月 7 日，参与了人文学院党委组织的爱国主

义电影《长津湖》的观影活动。

‹ 全体教职工学习重要讲话精神

‹ 《长津湖》观影教职工合影

‹ 预备党员胡其伟转正

组织建设

2021 年度，新吸收入党积极分子 1 名（霍喆），

完成预备党员转正 1 名（胡其伟），接受外单位及

兄弟院系转移的党员 5名（廖名春、杨家刚、王子杨、

李洁琼、胡其伟）。

中心党支部在 2020 年度工作评测中获得优秀等

级。今年 7 月，被人文学院党委推荐作为参加先进

党组织“七一”表彰的候选单位。

开展了多次师风师德专题学习和违规违法警示

教育，集体学习了《清华大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清

华大学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办法》等文件，深度

剖析了相关失范案例，师德师风与学风建设水平得

到显著提升。

2021 年度，开展聘期师德师风考核 5 人次、晋

级晋升师德师风考核 1 人次、年度师德师风考核 16

人次。全体被考核教职工均在师风师德考核中获得

了较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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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委托清华大学
承担古文字工程牵头单位任务

2021 年 2 月，教育部发函委托清华大学作为古文字工程联合攻关协同

平台牵头单位，并在清华大学设立秘书处。清华大学接到委托函后，高度

重视实施古文字工程的重要意义。邱勇校长批示要求对此项工作建立定期

汇报、推动机制，并在办公场地、专职人员配备等方面为秘书处的设立提

供了必要保障。

秘书处设秘书长 1 名，副秘书长 2 名，专职秘书 1 名。由教育部语信

司王丹卉担任秘书长，清华大学青年骨干教师贾连翔、程浩担任副秘书长。

秘书处负责工程组织协调和日常运转工作，统筹各单位项目进展，汇总和

编报工程信息，按照要求对各单位工作落实情况予以督察，并承担专家委

员会交办的其他事务性工作。

‹ 委托函

古 文 字 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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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章立制规范工程管理 古文字工程专家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召开

第一批古文字工程协同
攻关创新平台组成单位确定

专家委员会秘书处成立后，在教育部语信司田立

新司长与专家委员会黄德宽主任委员的直接指导下，

先后召开了三次专题工作会议，明确了专家委员会职

责、秘书处功能定位、标志性成果打造以及首批工程

建设单位遴选标准等多项工作，并明确健全完善各项

管理制度，建立长效机制。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古

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实施办法》《关于成

立古文字工程专家委员会的通知》《关于第一批入选

古文字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组成单位的通知》等系

列文件，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会同教育部联合

发文，支持相关文博单位加入协同平台，合力开展工

程建设。在这些文件的起草和调研过程中，秘书处发

挥了积极作用。

7 月 10-11 日，古文字工程专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由

古文字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心主任黄德宽主持，古文字工程专家委

员会全体委员、教育部语信司王丹卉等参会。会议通报了古文字工程近期相

关工作情况、专家委员会工作分组，讨论了古文字工程五年发展规划及拟开

展研究项目的意见建议，并对后续主要工作进行了布置。

经古文字工程专家委员会遴选，第一批共有 16

家具备较强研究实力和良好工作基础的单位，入选协

同攻关创新平台组成单位，其中包括 12 所高校科研

院所和 4 家文博单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

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

湖南大学、安徽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郑州大学、中

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

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16 家单位接到通知后高度重视，按要求明确了

工程负责人，并报送了相应的材料，为工程实施搭建

起平台基础，并做好人才队伍的准备工作。

‹ 印发系列文件

‹ 12 家高校入选通知

‹ 古文字工程专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现场 ‹ 古文字工程专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合影

‹ 4 家文博单位入选通知

古文字工程成果标署规定印行

秘书处制定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成果标署说明》，

并于 6 月发工程建设单位及相关管理部门执行。

‹ 简体 & 繁体

古 文 字 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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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工程”实施计划
（2021-2025）》发布

2021 年度古文字工程部门协同
机制会议（扩大会议）召开

为保障古文字工程扎实有序开展，《“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

展工程”实施计划（2021-2025）》于 11 月 17 日发布。该计划明确

了五类建设目标与 163 项具体研究任务，是今后五年实施古文字工程

建设的基本依据，由古文字工程部门协同机制办公室、古文字工程秘

书处联合印发给工程建设单位。

2022 年 1 月 12 日，2021 年度古文字工程部门协同机制会议（扩

大会议）在清华大学召开。会议主要交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贺信

精神两周年的工作情况，总结 2021 年度的工程进展，研讨 2022 年

度的工作计划。会议由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田立新司长主持。

工程协同机制 8 部门中宣部、教育部、国家语委、文旅部、科技部、

国家文物局、中国社科院、河南省政府等相关司局代表、专家委员会

全体成员、16 家工程建设单位代表参加会议。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

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进行。

‹ 线下会议现场

1. 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致辞

2. 专家委员会主任黄德宽汇报工程进展情况

3. 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

代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发言

4. 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刘冬妍发言

5. 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出土文献

研究所所长朱凤瀚线上汇报工作

6.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田立新作总

结讲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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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批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

中心代表清华大学参加国家语委组织开展了第二批国家

语言文字推广基地遴选建设工作。5 月 24 日下午，由教育部

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周为、评审专家组到中心进行实地

考察，调研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申报工作。校党委副书记

向波涛、文化建设办公室主任赵鑫出席考察汇报会。

清华大学 9 月被认定为“第二批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

地——汉字文化传承传播基地”。中心作为基地所在实体部

门，编写基地五年建设规划、2021-2022 年工作计划表，稳

步推动基地相关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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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向波涛致辞

2. 中心教授、基地负责人李守奎汇报

3.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周为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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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广基地铜牌

4. 评审专家考察办公场所

5. 评审专家考察清华简保护与研究工作

6. 评审专家实地考察

7. 评审专家考察图书资料室

社 会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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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教师担任中国文字学会会长等职务

11 月 28-29 日，中国文字学

会线上举行了第五届理事会换届

大会。黄德宽教授被选举为中国

文字学会会长，李守奎教授被选

举为副会长，赵平安教授被选举

为常务理事，石小力副教授被选

举为理事并担任副秘书长。

1 月 15 日，中心主任黄德宽教授、魏栋副教授与学生黄一村、杨倩等参加了 110 周年校庆

纪录片《大学》电影的拍摄，师生介绍、研讨清华简相关内容。

2 月 6 日，中心李守奎教授做客央视 CCTV-1 综合

频道《开讲啦》，分享古文字的神奇魅力。

6 月 11 日，《中国社会科学报》3-5 版专辟“独

家报道 ·  汉字与文明”栏目，对中心主任黄德宽教

授、刘绍刚研究员进行了专访，并发表文章《汉字

研究呈现全面发展的新气象》。

9 月 3 日，《解放日报》记者对中心主任黄德

宽教授进行了专访，并发表文章《了不起的汉字，

迎来“最好的时代”》。

5 月 20 日，中心副主任刘国忠教授受清华大学图

书馆等单位邀请，做了“走近清华简”的讲演，线

上参与的听众达 130 多万。

2 月 12 日，中心副主任刘国忠教授作为特邀

嘉宾，参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与

央视创造传媒联合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

《典籍里的中国》中的《楚辞》一书的录制。

‹ 中国文字学会线上会员代表大会

‹ 清华 110 校庆纪录片 - 清华简介绍

社 会 影 响

中心师生积极参加文字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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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0 日，中心三位教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文章：刘国忠教授《清华简的文献特色与墓主身份

蠡测》；贾连翔副教授《清华简关于战国时期“百

科全书”的新发现》；程浩副教授《清华简关于“历

史周期律”的论述及其应对之策》。

12 月 16 日，《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中心

主任黄德宽教授、贾连翔副教授和程浩副教

授，记者发表了采访文章《清华简新研究内

藏“猛料”》。

12 月 24 日，中心李守奎教授参加中央电视

台科教频道《探索与发现》栏目《宝剑沧桑

录（二）》的录制，讲解中提及清华简《越

公其事》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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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民伟人文楼一层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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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层东侧大厅文献展台

2. 四层东侧大厅信息栏

3. 四层咖啡角

4. 走廊字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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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学勤先生纪念室

揭牌仪式

4 月 17 日，《李学勤文集》发布会后，李

学勤先生家属徐维莹女士、李缙云先生，人文

学院党委书记孙明君，中心主任黄德宽共同为

李学勤先生纪念室揭牌。纪念室展出“李学勤

先生生平纪念展”，以文字、图片、实物等形式，

展现了李先生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以及杰出成

就与学术贡献。

纪念展是清华大学 110 周年校庆系列活动

之一，位于蒙民伟人文楼 434，为常设展览，

免费对观众开放。

‹ 李学勤先生纪念室内景

‹ 李学勤先生家属徐维莹女士、李缙云先生，人文学院党委书记孙明君，中心主任黄德宽共同为李学勤先生纪念室揭牌

环 境 建 设



62

2021 Annual Report of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Center 
for Unearthed Texts

632 0 2 1 年 度 报 告

接待参观

李学勤先生纪念室建成后，在 110

周年校庆接待参观 100 余人次。

国务院原副总理刘延东、清华大学

校长邱勇等参观纪念室及大厅文献。

李学勤先生纪念室作为人文学院研

究生新生教育活动基地之一，2021 年接

待学生参观约 200 人次。

2 0 2 1
年 报

1. 国务院原副总理刘延东参观四层大厅文献

2. 国务院原副总理刘延东参观李学勤先生纪念室

3.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参观四层大厅

4.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参观李学勤先生纪念室

5. 日新书院第一届古文字班学生参观

6. 日新书院第一届古文字班学生参观

7. 人文学院研究生新生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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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新址示意图

1. 中心教师合影

2. 学生担任冬奥会志愿者

3. 教师代表冬奥会观赛

4. 新年联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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