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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
發布會上的致辭

吴振武

尊敬的李先生和清華大學的領導、老師們、同學們，

尊敬的各位來賓和朋友們：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們大家來這裏參加《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六輯的發布會，都非常高興

和感動。 在李先生的主持下，在清華大學同道和中西書局的共同努力下，清華簡的保

護、整理和刊布，既有質量，又有速度。 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今年已是按計劃連續第

六年刊布新簡了。 在此，我謹代表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和業内同道，向清華大學、向李

先生和他的團隊，表示衷心的祝賀和感謝！ 也向承擔出版任務的中西書局和在座的

秦志華社長表示崇高的敬意！

清華簡的入藏保護和整理刊布，已經進入第八個年頭了。 它所引發的學術熱點

也是有目共睹的。 清華簡的出現，不僅爲我們認識中國古代社會和思想，提供了前所

未見的新材料；也爲我們重新檢討以往的古史研究、古文獻研究、古文字研究的方法

和手段，創造了新的契機；更由此培養出一支古典研究領域的新生力量。 清華大學同

道爲此工作而創造出的一整套保護整理出土文獻的經驗和模式，也將成爲今後相關

文物保護整理的一個經典範式。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以我個人今天的認知而言，即使在清華簡的整理研究過

程中，我們會隔三差五地聽見學界有這樣那樣的雜音———譬如最近微信裏盛傳的

一位本專業以外的學人，從批評清華簡的注釋開始，最終認爲清華簡是僞簡，等

等———仍然是對學術有益的。 因爲我常説，出土文字和文獻的考證，也是挑戰人

類智慧可能達到的高度之一種。 那麽在這個過程中，看看人類智慧會如何被種種

非理性的偏見、不邏輯的推導和其他各種誤解所遮蔽，非但不是無益的，還更可能

·１·



是有益的。

我的發言就到此結束。 再次謝謝清華大學，謝謝各位。

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６日上午，清華

（吴振武　吉林大學　教授）

·２·

出土文獻（第九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