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首批清華簡出版新聞
發佈會上的講話

———略説清華簡的重大學術價值

黄德寬

　　清華簡自２００８年７月收藏並於１０月召開鑒定會以來，《保訓》等篇的陸續發佈，

震驚了學術界，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光明日報》還因此開闢了“解讀清華簡”專欄。 學

術界一直熱切關注並期盼早日看到這批具有重大價值的新材料。 今天，第一批整理

研究成果———清華簡首册隆重面世，實在是可喜可賀！

首先，要對李學勤先生領導的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的各位專家學

者表示熱烈祝賀與崇高敬意！ 從參觀中心所整理竹簡留下的深刻印象到面前這部散

發墨香的新書，我能强烈地感到，爲了保護、整理好這批具有重大價值的珍貴材料，參

與其事的各位先生付出了極大的努力，開展了富有成效的卓越工作，其精神令人

感佩！

嚴謹而科學的整理保護是深入開展清華簡研究的基礎性工作，難度非常之大。

作爲長期埋藏於地下的戰國遺物，任何不當處置都有可能造成無法彌補的重大損失。

清華大學領導頗具卓識，顧校長、謝校長等校領導高度重視這批竹簡的收藏和保護，

提供了很好的設施，創造了必要的工作環境和條件，這是清華大學對中國學術文化發

展所做的又一重要貢獻，令人欽佩！

清華簡的搶救保護和整理研究，必將在中國學史上留下輝煌的一頁！ 歷史上漢

代孔子壁中書的發現、西晉汲冢竹書以及甲骨文和敦煌遺書的發現，都曾對中國學術

文化史產生過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繼郭店楚簡、上博楚竹書之後，清華搶救的這批竹

簡也將同樣會對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產生深遠影響。

僅就首册發表的這批竹簡看，這批資料涉及到中國歷史和思想文化史的許多重

大問題，其價值和意義是難以估量的。 《尹至》等書九篇，與傳世文獻《尚書》、《逸周



書》關係密切，大多是佚失已久的篇目，爲研究商周歷史中許多懸而未决的重要問題

提供了新的材料。 《保訓》篇中文王訓誥武王，説到舜“求中”、“得中”，上甲微“假中”、

“歸中”的故事，篇中藴含的思想關涉到中國傳統文化中“中道”觀念；提到舜“乃測陰

陽之物，咸順不逆”，則關係到陰陽諧和的思想。 “中”與“陰陽”這些觀念是長期影響

中國主流思想文化的核心元素。 儘管對簡文中這些詞的具體理解還有不同意見，對

這批竹簡的思想內容是否體現的就是西周早期的思想也會有不同看法，但是，不管怎

樣，這篇文獻的重見天日，對進一步探討“中道”與“陰陽”觀念的形成與發展，價值卻

是毋庸置疑的。 其中《楚居》一篇，李學勤先生指出“對於研究楚國歷史地理，以及楚

文化考古工作，無疑有重大價值”。 如新蔡葛陵楚簡發現之後，我們從“三楚先”的排

列中曾推論“穴熊”和“鬻熊”是楚同一位先祖（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９日南京大學中文系；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十四届年會，杭州），對此有的先生提出不同看法，

而《楚居》則“更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文物》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對古代文獻研究，清華簡也是一批絶好的材料。 從首册各篇來看，有些可以與傳

世的《尚書》、《逸周書》的一些篇章對讀，如《金縢》、《皇門》、《祭公》等；有些雖是佚文，

但傳世文獻中或明確記載其篇目，或多次徵引其文句，如《尹誥》、《程寤》等。 這對我

們進一步研究《尚書》、《逸周書》等重要先秦文獻的形成和流傳歷史極其重要，爲我們

進一步研究解决傳世文獻中的疑難問題也提供了可能。 文獻學史上一直對《尚書》、

《逸周書》等重要的記載商周時期歷史的傳世文獻的真僞問題争訟不絶。 清代經學家

皮錫瑞説：“孔子所定之經，惟《尚書》真僞難分明”，“《尚書》僞中作僞，屢出不已，其故

有二： 一則因秦燔亡失而篇名多僞，一則因秦燔亡失而文字多僞”。 他認爲正是由於

秦焚經書，“《尚書》獨受其害”，因而也導致《尚書》文本真僞混亂莫辨。 （《經學通論》

第５３頁，中華書局１９５４年版，１９８２年重印本）清華簡公佈的這批與《尚書》相關的資

料，至少反映了戰國時期的文本面貌，我們相信這必然會促進傳世《尚書》等文本的校

讀研究。 近年來，隨着郭店、上博等戰國出土文獻研究的深入，對先秦傳世文獻中的

許多問題我們獲得了新的認識，傳世文本在保持文獻原貌方面也許需要重新估價。

比如《尚書》等書記載有關禹的事跡，有“布土、隨山、浚川”等文字，而近出西周中期的

豳公盨銘文正巧有“天命禹尃土墮山濬川”的記載（《中國歷史文物》２００２年第６期），

從語言學和古文字學上皆可證明銘文與傳世文本的內容、文辭和用字一致，這説明傳

世文本必有所據，而銅器銘文與傳世文獻所據文本應該有相同的淵源。 《尚書·多

士》説“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中國的典册制度淵源久遠，重要典册有專人掌管，其授

受傳播規範有序，雖然戰争和人爲毁壞使大量典籍散佚殆盡（如上博簡內含將近１００

種先秦文獻，而有傳世文獻可供對照者不到十分之一），但是流傳下來的必然是最重

·６·

出土文獻（第二輯）



要的典籍，其文本的面貌也應該與原貌相差不遠。 已公佈的清華簡的有關材料，爲我

們提供了新的重要的實證，我們可以根據這些新材料重新審視傳世文本，探討文本流

傳過程中內容和文字的變異，不必因爲清華簡與傳世文獻有許多相同或可以互證的

資料而心存疑惑。

此外，清華簡多達２３８８枚，數量龐大，內容重要，對戰國初文字乃至整個古文字

的研究必然會產生重要影響。 已經公佈的材料，出現了一些古文字新字形和新用法，

一些詞語可以與傳世文獻或西周金文銘辭互相發明，這些對先秦漢語史和漢字史研

究都是非常珍貴的。

清華簡全部內容的整理公佈尚需時日，不過僅就首批公佈的材料來看，就已經提

出了許多令人興奮的問題。 可以預期，簡文涉及的中國思想史、學術史的一些重大問

題，一定會引起學術界長期的關注和研究，清華簡的發現也必然會促進中國古代歷史

文化研究取得更大的成就。 因此，清華簡的整理、出版，可以説是名山事業，功在千

秋，是對中國民族歷史文明的重要貢獻！

最後，再次對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表示敬意和祝賀！ 對出版本書

的上海文藝出版集團表示敬意和祝賀！

謝謝！

２０１１年元月５日於清華大學

（黄德寬　安徽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文字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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