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簡文本復原

———以《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一、二輯爲例

李均明　趙桂芳

　　狹義的文本指由書寫（或印刷等）而固定下來的任何話語，是語言的實際運用形態。

文本通常具備載體、符號、内容三個要素。清華簡是戰國末期産生的文本，其形態爲竹

質墨書寫本。由於年代久遠及出土後經過輾轉流傳，其文本狀態已有較大的變化，因而只

有經過科學的分析復原，才能恢復其本來面貌（主要是内容的復原，不可能完全恢復）。我

們對清華簡進行文本復原的主要過程包括：載體保護、符號顯示、内容識别三個方面。

一、載 體 的 保 護

載體是文本的物質基礎。清華簡的載體爲竹簡，竹質爲剛竹，處於飽水狀態，總

數約２５００枚，合完整簡約１７００余支。入藏前原持有者將數十枚簡捆成一束，用保

鮮膜包裹，小部分用新竹片做托板，把竹簡置於其上，然後也用保鮮膜包裹。竹簡色

澤普遍較深，呈暗褐色，有些簡表面有白色黴點，其水溶液有異味。入藏後，我們采取

的首要措施是拆封及檢測。拆解繩索及保鮮膜後，以每束爲單元置於一個不銹鋼容

器中，加蒸餾水浸泡，對其浸泡液進行檢測。發現部分竹簡表面有黴菌活體，水樣中

有較多磷酸根離子，Ｃｌ－濃度也較大，這些因素對竹簡都有較大的降解破壞作用。我

們隨時采取相應的清污、去黴、殺菌處理：多次更换蒸餾水，使水中Ｐ、Ｃｌ－和Ｆｅ的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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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降低；清除污垢，用小毛筆筆尖輕輕剔除白色黴點，對簡面、簡背污垢亦做初步清

除；然後用季銨鹽類殺菌劑殺菌，殺菌劑爲無色，具有廣普殺菌作用，使用劑量根據不

同情況確定，儘量少用。由於竹簡本身脆弱柔軟，移動時都要使用相應的托板，切忌

用雙手直接移動。經過上述方法處理，遏制了竹簡的進一步損壞，保證載體的存在。

由於年代久遠，竹簡表面不同程度地被沉澱物所覆蓋，竹簡之間也有叠壓粘連的

現象。我們看到的覆蓋大致有三種情形：一是被鬆散的污泥覆蓋，用小毛筆輕輕一掃

即可棄除；二是被粘性較强、較厚的粘土覆蓋，不能一次性剔除，只能先掃除表層，用

水浸泡一段時間後再逐層剥除，需要反復三至四次才能除浄；三是被各種沉澱物在漫

長的歲月中形成的殼狀物覆蓋，已無法用毛筆剔除，只能用毛筆筆尖置於覆蓋物邊

沿，然後用竹質小刀墊在筆毛上，刀尖對準覆蓋物進行剥除。凡此類竹簡，由於覆蓋

物的保護，下面的字迹往往都很清晰。對叠壓粘連的竹簡，先觀察竹簡叠壓的走向，

然後從較容易鬆動的部位開始，通常是用小竹簽從一端輕輕向裏插進，在推進過程中用

力適中，這樣叠壓在一起的兩枚竹簡就可以分離，操作時要精力集中，特别地小心謹慎。

做完上述清污殺菌工作後，我們以較長的時間（三個月）用小毛筆清除每枚簡字

迹上面及周邊的污垢，儘可能使每個字的筆劃都顯露。此後經過碳十四測定、含水率

測定等科學檢測及專家進一步鑒定確認真僞之後 〔１〕，儘快照相（詳下節）。

與照相同時，給每枚簡編碼，測量長寬，登記入檔。照相後爲便於保存，用比竹簡

稍長、稍寬的玻璃條爲托板，將有字的一面朝下，用綫將竹簡捆縛在玻璃條上。有字

的一面朝下的目的是爲了避光以保護字迹。刻有序碼的不銹鋼號牌也捆在玻璃條頂

端，便於日後查找。

之後，先在容器内放入少量水，把捆好的竹簡按序碼從右至左擺放在口沿較寬的

方盤容器底部，避免相互叠壓，然後繼續放入蒸餾水及濃度較低的殺菌劑。水溶液的

液面達到容器高度的三分之二即可，其上覆以無毒的透明薄膜。容器的邊沿較寬便

於吸附薄膜，使薄膜緊貼其表面，達到隔絶盤内外環境的目的，使塵埃等污染物無法

進到盤内。使用透明薄膜也便於日常觀察。薄膜用透明膠條纏在容器四周，上面四

角及中心位置亦以膠條加固。

日常維護則保持恒温恒濕，經常檢測室内温濕度，降低光照度，減少見光時間，避

免自然光，減少人爲因素的干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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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清華簡的入藏與鑒定，參見劉國忠：《走近清華簡》第３５—４７頁，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關於清華簡的保護，參見趙桂芳：《戰國飽水竹簡的搶救性保護》，刊於《出土文獻》（第一輯）第２３５—

２５１頁，中西書局２０１０年。



二、符 號 的 顯 示

文本符號包括文字和其他符號，如標點符號、重文符號、合文符號等。不同符號

的組合構成文本的基本内容。清華簡的文本符號原本應是清晰鮮明的，只是由於年

代久遠，長期的物理化學作用致清晰度降低，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污物覆蓋，二是氧化

作用致竹簡表面變黑（竹簡表層的二價鐵離子氧化成三價鐵離子，然後與竹材分子中

酚類物質中的羥基起作用變黑，又酚也可直接氧化成醌，使竹簡色澤變深）。

符號顯示就是儘可能復原其清晰面貌。目前的有效手段就是拍攝經過物理化學

處理的竹簡影像。我們的做法如下：

先清除字迹上的覆蓋物（見上節），再爲竹簡脱色。在一定的温度條件下，用一定

濃度的中性連二亞硫酸鈉水溶液作爲脱色劑，加入一定比例的絡合劑（可以保證竹簡

在拍照期間不返色）。然後把要拍攝的竹簡浸泡其中，浸泡時間長短要根據具體物件

有所區别，只要字迹清晰即可取出，再用蒸餾水浸漂幾次，經過這樣處理的竹簡顔色

變淺，大致恢復到原始狀態，與黑色墨之反差較大，故字迹顯得較清晰，便可擺放到托

板上。

托板以方形白色有機玻璃材料制成，對其表面要進行噴砂處理，以便消除有機玻

璃板的反光。其上雕刻版心綫及欄綫。把脱好色的竹簡擺放整齊後，每簡下端擺上

簡號，版的左側則擺上比例尺及色標，便於存檔及日後核對尺寸及進行顔色復原。

拍攝飽水竹簡的最大難度是竹簡表面容易産生許多閃亮的光點，影響構圖效果，

原因是竹簡表面事實上並不平整，仔細觀察可見許多細小的溝坑，高處較乾燥而低窪

處積水，積水處折射反光强烈，所以就形成光點。爲了儘可能減少光點的産生，照相

按快門前，可往竹簡表面噴水，使竹簡表面完全覆蓋上一層很薄的水膜，由於水膜的

作用，使折光度相對均匀，避免光點的産生，也由於水的浸潤，墨迹顯得更黑。爲避免

白色有機玻璃在閃光燈下呈現藍灰色調的偏向，我們在有機玻璃板背面墊了一層黄

色背景紙襯底，曝光後便呈現偏黄的暖色調，頗顯古樸。

竹簡的拍攝采用三種方式：一是使用傳統的８×１０專業反轉膠片（同一型號、同

一生産日期），以ＳＩＮＡＲＰ２專業８×１０座機，配３００毫米ＳＩＮＡＲＯＮ鏡頭拍攝。二

是用利圖ＡＦｉ６數碼相機，配３３００萬利圖數碼後備，施耐德１８０毫米鏡頭，蘋果電腦

等進行數碼拍攝。三是對少量已變黑無法脱色的竹簡進行紅外拍攝。此外，加之專

業的支架系統、燈光系統，並采用較硬的主光源，以銀質反光傘爲輔助光源，達到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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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拍攝效果，實現科學性與藝術性的統一。

通過以上拍攝，固化了竹簡符號顯示最清晰之瞬間影像。由於竹簡已腐朽，不可

多見光，不宜移動，故復原工作主要依據影像進行。通過電腦，影像可放大、縮小及做

其他必要的處理，便於提高工作效率。〔１〕

三、内 容 的 識 别

内容識别是復原工作的核心，工作量及難度都比較大，需反復推敲，逐步歸納，大

致包括以下過程：

首先是分類。經過載體保護保障了實物的存在，通過符號顯示使我們看到每支

簡的文字及其他符号，但我們所看到的都是散亂、孤立、不完整的片段，它與成册的竹

簡原貌相距甚遠。爲找出原簡册的組合，可通過逆向歸納逐級進行。如：先按形制尺

寸歸納。清華簡長度１０—４７．９釐米不等，寬０．４—１釐米不等，同長度的簡，寬度亦有

差别，例如同爲４６釐米的竹簡，有的寬０．４—０．５釐米，有的則達１釐米。把大致同長

度、同寬度的竹簡歸納在一起，同長度者又按不同寬度分組。今見《清華簡》第一、二

輯完整簡的長度如下 〔２〕：

《尹至》、《尹誥》４５釐米，《程寤》４４．５釐米，《保訓》２８．５—２８．６釐米，《耆夜》４５釐

米，《金縢》４５釐米，《皇門》４４．１—４５．４釐米，《祭公》４３．４—４５．１釐米，《楚居》４７．４—

４７．６釐米，《繫年》４４．８—４５釐米。

以上十篇按尺寸大致可分爲三組，每篇各簡尺寸亦有細微的差别，分組時取其大

致尺寸，不可過細。其他篇章尚見長度爲１０、１６、１９、２２、３３釐米等尺寸者，都可作爲

分組的依據。清華簡寬度大多０．４—０．５釐米左右，不便以寬度爲劃分依據。其中有

寬達１釐米者，則可輕易從諸篇中分出。

尺寸相同諸篇，字符的疏密程度也有差别，例如：

《尹至》２９—３２字，《尹誥》３１—３４字，《程寤》２９—３４字，《耆夜》２７—３１字，《金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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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藏戰國簡的拍攝由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與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攝影實驗室合作

進行。參見鄭林慶：《竹簡文物攝影的探索與創新———以清華簡拍攝爲例》，《裝飾》２００９年第６期，第

９４、９５頁。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中西書局２０１０年。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中西書局２０１１年。

本文簡稱《清華簡》第一、二輯。



３０字左右，《皇門》３９—４２字，《繫年》２８字左右。

以上諸篇中，《皇門》字符小且密，《繫年》相對疏稀，這兩篇很容易從諸篇中區

别開。

由於抄手或底本不同等原因，各篇的字符結構和書法風格也有差異，有的個性很

鮮明，例如：

“余”字，《清華簡》第一輯各篇多寫作“ ”，唯《皇門》寫作“ ”。

“命”字，《清華簡》第一輯各篇多寫作“ ”，而《保訓》寫作“ ”，《祭公》

寫作“ ”。

“才”字，《清華簡》第一輯各篇多寫作“ ”或“ ”，而《保訓》寫作“ ”。

“■”字，《清華簡》第一輯各篇多寫作“ ”，而《保訓》寫作“ ”，《皇門》

寫作“ ”。

“又”字，《清華簡》第一輯各篇多二劃寫作“ ”，而《保訓》三劃寫作

“ ”。

所以在《清華簡》第一輯的範圍内，據字體及書法風格很容易將《保訓》、《皇門》與

其他各篇區别開。尤其《保訓》字體多與衆不同者，除上文所見，又如“隹”作“ ”，“於”

作“ ”，“受”作“ ”等。有迹象表明，《保訓》文字多受秦晉字體的影響 〔１〕。字體結

構與風格的差異，固然也是分類的依據之一。

通過以上兩次分組，每一組别的範圍必然逐步縮小，最後則落實到按具體内容劃

分篇章。

《清華簡》第一、二輯所見諸篇體例不盡相同，有的區别甚明顯，如第一輯之《楚

居》及第二輯之《繫年》爲按時代先後排列的史實記録，而他篇多爲與《尚書》、《逸周

書》相類的斷代政論文。其中，《耆夜》因含誦詩的内容而易與他篇有别。

凡有與今本相類者，可參照今本歸納相關簡文，如清華簡《金縢》參見今文《尚書》

同篇，清華簡《皇門》、《祭公》參見《逸周書》同篇即是。儘管其具體内容不盡相同，大

體内容還是對應的。傳世本雖然僅見《程寤》之標題及片段，但對簡本《程寤》的收集

與定名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就細節而言，各篇的時代背景、中心議題、主要人物等要素多有區别，如：

《尹至》之時代背景爲夏、商之交，中心議題是滅夏的理由及事迹，主要人物是伊

尹和成湯。《尹誥》之時代背景爲商初成湯世，中心議題是汲取夏朝滅亡的教訓，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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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德治理國家，主要人物亦爲伊尹和成湯。

《程寤》之時代背景爲商周之交，中心議題以夢中事陳述周即將代商的理由，主要

人物是周文王妻太姒及太子發。

《保訓》之時代背景爲商周之交，中心議題爲周文王遺訓，教導後人汲取舜及上甲

微的中道經驗，主要人物是周文王及太子發，涉及歷史人物上甲微、河伯、有易等。

《耆夜》之時代背景爲商周之交武王八年事，中心議題是伐黎大勝後之飲酒作詩，

人物有周武王、周公、畢公、召公等。

《金縢》之時代背景爲周初武王末年，中心議題爲武王有疾，周公自願代王受疾的

經過及物象變化，主要人物是周武王及周公。

《皇門》之時代背景爲周武王、成王之交，中心議題爲訓誡群臣望族以史爲鑒，助

王治國，主要人物爲周公。

《祭公》之時代背景爲周穆王在位時，中心議題是祭公臨終前對穆王及執政二王

的勸諫告誡，主要人物爲祭公謀父。

《楚居》是跨越時代的，包括從楚季連到楚悼王等二十三位楚公、楚王，中心議題

是楚王居處的遷徙及相關歷史事件，涉及人物衆多。

《繫年》也是越跨時代的，所述從周初直至戰國前期，議題涉及面甚廣，爲各國歷

代所發生的大事，涉及人物亦衆多。〔１〕

綜言之，對時代背景、中心議題及主要人物等要素之綜合考察，是劃分篇章的具

體依據。

再者是排序、殘簡綴合及定位。

被認爲是同篇的簡文集中後尚需排序，排序的依據及參照因素有多種，主要如：

清華簡中有一部分簡設有序號，通常書於簡背，《尹至》、《尹誥》、《耆夜》、《金縢》、

《皇門》、《祭公》、《楚居》、《繫年》所見即是。序號皆用數字表示，如“一”表示“第一”，

“二”表示“第二”等。凡有序號者即可直接用序號排序。但要注意古人也有出錯時，

如《繫年》内容連貫但見兩個“五十二”序號，又缺序號“八十八”，皆爲當時人筆誤

所致。

簡文内容之合理銜接是排序的根本，其中上簡末端與下簡頂端的簡文連貫與否

是最重要的標誌。以《繫年》之５１—５３簡爲例：５２簡與５３簡背序號皆署“五十二”，當

爲原抄寫者有誤所致，孰前孰後只能依簡文内容判斷。由於今５３號簡文末尾有“ ”

符號，知其爲篇章末簡，應排在最後。再從文序看，５１簡末“死人何罪”與５２簡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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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關於各篇的時代背景、中心議題、主要人物，參見《清華簡》第一、二輯各篇説明。



人何辜”爲排比句，可以順接，５２簡末“我莫命招”與５３簡首“之。乃立……”正好相

接，故序列之。

簡背刻劃斜綫也是排序時的重要參照。今見清華簡《程寤》、《耆夜》、《金縢》各有

一條斜綫。而《繫年》有多達七條斜綫，斜綫皆位於竹簡上半段，由左上向右下延伸。

以《繫年》所見爲例。（見圖一）

第一條斜綫跨１至２２簡（簡文包括第一至四章）。

第二條斜綫跨２３至４４簡（簡文包括第五至七章）。

第三條斜綫跨４５至７０簡（簡文包括第八至十四章一部分）。

第四條斜綫跨７１至９５簡（簡文包括第十四章一部分至十七章）。

第五條斜綫跨９６至１２０簡（簡文包括第十八章大部分至二十二章前兩簡）。

第六條斜綫跨１２１至１３４簡（簡文包括第二十二章大部分至二十三章）。

第七條斜綫跨１３５至１３８簡（簡文爲第二十三章後四簡）。

從以上現象可以看出，凡是篇章較短的，只劃一條斜綫足矣，如《程寤》、《耆夜》所

見。篇幅長者則需要多條斜綫，如《繫年》所見有七條斜綫。《金縢》所見２號簡簡背

上端編痕壓在刻劃綫之上，説明斜綫是在編聯簡册之前刻上的。一般來説，簡背斜綫

能否對應，可印證排序之是否準確，典型者如《繫年》無“八十八”序號，但第８８簡（序

號“八十七”）與第８９簡（序號“八十九”）正面内容連貫契合，簡背斜綫亦合理連接，説

明其間並無脱簡，而是漏寫了序號“八十八”。

殘簡的綴合與定位。清華簡完整者較多，但殘簡數量也不少，對殘簡的綴合與定

位是一項艱難細緻的工作，通常是在諸篇已大致排序後進行。

綴合指多枚殘簡的拼連結合。以《程寤》７號簡爲例：此簡由入藏編號爲２１３４、

２１７０、２３１０、２３１１、２１４６的五枚殘簡綴合而成，綴合的依據主要是内容連貫合理，斷口

契合。尤其２１７０與２３１０綴合後成形的“拜”字，２３１０與２３１１綴合後成形的“福”字及

２３１１與２１４６綴合後成形的“敞”字，原來的每字筆劃都分居在兩個殘片上，綴合後筆

劃對合，字乃成形，表明綴合準確無誤。

有些殘簡據内容能判斷其屬某簡斷片，但未能直接綴合，即需定位（在簡册中的

位置）。以《耆夜》第１０、１３號簡爲例，１０號簡上段（入藏號１３８０）與下段（入藏號

１８３４）未能綴合，由於上段存上編痕，又與９號簡内容連貫，故居於頂頭位置，下段見

中編痕及下編痕，故居下是必然的。兩段間隔一個半字位置。１３號簡上段（入藏號

１３４７）與中段（入藏號０９０６）也未能綴合。同樣，由於上段存上編痕，内容又與１２號簡

連貫，故頂頭排。而中段見中編痕，所以只要將中編痕與左右兩簡的中編痕對齊即

可，兩段間隔一個字空位。從簡背亦可看出，原册是沿斜刻綫的方向折斷的，或因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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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綫導致竹質脆弱而致。

經過上述過程，大體完成簡册的文本復原。當然，復原的程式不完全按部就班進

行，有的過程是交叉或反復進行的。復原的成果當然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完全復原本

來面貌。

《清華簡》第一、二輯之圖版，大體能體現簡册文本的原始面貌（尤其原大圖版）。

今見圖版分兩種：

一是原大圖版，包括所有的正面與背面影像，正面從右至左排列，背面則相反，與

原始文本的排列一致。以篇爲單元每簡設一順序號，以便查核。

二是按二倍比例放大的圖版，録正面全部及背面有文字的局部影像，序號與原大

圖版相同，目的是放大文字，以便更容易辨識。每簡影像左側録出相應文字的隸定及

原有符號，不加標點。

釋文與考證是文本復原的深入，是在復原的基礎上形成新文本的過程，有助於人

們對原始文本的理解，今《清華簡》第一、二輯所見即是。釋文包括文字與符號的釋

讀。我們在文字釋讀時，通常以人們易看懂的今字體釋文，又分别三種情況：

一、對於常見字不作嚴式隸定，直接按今字來釋，如“■”作“以”，“■”作“承”。

二、罕見字皆保持原偏旁形式及架構，如“ ”作“■”。未識字能隸定者儘可能隸

定，如“ ”作“■”。

三、無法隸定的文字，則采録原字形，如《繫年》第十一章“ ”字。

重文及合文的釋文在其後的括弧中表現，如合文“拜＝（拜手）■＝（稽首）”，重文

“籽＝松＝（梓松，梓松）”（《程寤》）。爲便於閲讀，除原釋文外，另加標點符號及編輯符

號。而原簡原有的句讀符號、章節號等僅在放大圖版每簡左側的釋文中標出（此類圖

版之釋文不加現代標點符號及通假字等）。編輯符號包括：

原簡字迹磨滅、殘泐者，根據上下文及旁簡能確定字數的簡文，每字用一個“□”

標示。

肯定有文字，但不能確定字數者，用“……”標示。

通假字、古今字、異體字隨文加（）號括注。

訛字隨文加〈〉號括注正字。

殘缺但能補定的文字，在補定的文字外加［］號，以供讀者參考。

注釋是對文本内容的基礎研究，《清華簡》第一、二輯的注釋已儘可能簡略，基本

内容包括字形分析、詞義解釋、語法特徵及重要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地理、典章

制度等。凡是内容見於傳世古籍者，則於注釋後擇善附録相關文獻，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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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標題。清華簡各篇，凡原有篇題者以原篇題爲名，無篇題者由整理者擬定。

原篇題字數較多者，括注簡稱或傳世文獻所見相應的篇題，如《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

以代王之志》，依今本名《金縢》；《祭公之顧命》，依今本名《祭公》。引文中通常用

簡稱。

《清華簡》第一、二輯書末還設有附録，包括字形表及竹簡信息表。

字形表包括所有字形（含異體），每字標出相應的隸定字頭，按《説文》部首排列，

未見《説文》者，依構型附在相應的部首列字後。表後附有筆劃及拼音檢字索引，便利

查閲。

竹簡信息表以表格形式列篇名、整理序號、入藏編號、長度、簡背原有編號及關於

殘損説明的備註等，便利讀者更全面瞭解文本的原始狀態。

清華簡的整理工作是在李學勤先生的主持與具體指導下，集出土文獻研究與保

護中心全體同仁之力完成的，以上僅爲我們從文本復原角度所做的歸納，供參考，有

不妥之處，望批評指正。

圖一　《繫年》簡背斜刻綫示意

（李均明　趙桂芳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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