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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年夏清華大學校友向學校捐贈一批古代飽水竹簡，經北京大學碳十四年代

鑒定爲戰國竹簡。 這批飽水竹簡中有幾十枚呈卷册狀態，今介紹這部分竹簡的分離

揭取過程。

這批飽水竹簡之一端呈扇狀散開，有少部分殘斷或杂散在其他竹簡中（參見圖

一）。 成册竹簡之所以没有散開，是因爲有殘存的絲帶纏繞。 據能考察到的局部所

見，内層的絲帶殘迹寬約４釐米，分别位於竹簡的上半段及下半段中間位置，其或於

編繩之外，起到加固簡册的作用，加之泥土的粘合作用使竹簡没有完全散開，大體保

留着原始狀態。

此册原本用絲綢包裹，經過兩千多年的地下環境，尤其是温濕度、地下水、微生

物、地質的酸鹼性等物理和化學變化，作爲有機質地材料組成的竹簡和絲織品會因爲

環境的變化造成材質中的化學成分降解，從而導致竹簡和絲織品腐朽殘損，尤其是絲

織品降解嚴重，幾乎成爲小碎片。

如何毫不損傷地將竹簡一枚枚地分開並不損傷其上面的字迹就是我們首先要考

慮和探討的重要問題。 從文物保護的理念出發，爲了文物的安全，在揭取分離竹簡之

前，需要做好各方面的準備工作。 這部分竹簡大體成卷册保存，但在墓内已經被地下

水飽和，被泥土、污染物和屍骨滲出物所污染及粘結，所以揭取分離這部分竹簡時需

要考慮竹簡上污垢的去除問題。 由於污垢與材質表面的結合狀態是多種多樣的，結

合力不同，結合的牢固程度也不同，去除的難易不同，方法也應該有所差異。 污垢靠

·１１３·

本課題的研究得到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出土簡帛與古史再建”（０９犑犣犇００４２）

的資助。



吸附作用結合於物體表面時，這種結合力是很强的。 不同的污垢，要求不同的清洗劑

去除。

水是去污的常用介質，但它本身表面張力大，潤濕性差，去污能力不够强，故在必

要的情況下需要添加洗滌劑，使水和污垢之間的介面張力降低，再通過機械作用，污

垢才能從竹簡表面脱離。

一、揭取的準備工作

１．工具用品： 如竹簽、竹夾、毛筆、鉛筆、米格紙、尺規、塑膠尺、放大鏡、瓷盤、有

機玻璃板、有機玻璃容器、噴水壺、臺燈、照相機、攝像機等。

２．爲了更好地揭取分離卷册竹簡，在揭取前要進行整體、截面和側面的照相，同

時需要對原始狀態進行正面和截面繪圖。

３．保護人員和相關研究人員仔細觀察竹簡的現狀包括叠壓的層次，判斷下手的

起始點。

二、揭取分離竹簡的操作流程

拍照和録影—繪圖（現狀）—記録（全程）—分離、去污—脱色—登記—入庫。

１．爲了保證資料的系統性和文物資料存檔及文物保護工作的需要，我們先對這

册飽水竹簡的整體或局部拍照，然後由攝影師對這册竹簡的揭取分離過程全程跟蹤

録影。

２．把竹簡放在有機玻璃容器内，考古專業人員開始繪圖。 由於操作時間較長，爲

了防止飽水竹簡暴露在空氣中會逐漸脱水造成竹簡開裂或因失水而收縮變形等現象

的出現，我們用微型噴水壺向竹簡表面噴灑蒸餾水，使竹簡始終保持飽水狀態。

３．保護人員跟踪記録。

４．繪圖結束後開始初試分離竹簡，把飽水竹簡移至有機玻璃容器内。 由於這册

竹簡還有殘損的絲織物纏繞，要想分離竹簡，首先得將纏繞在竹簡上的絲織物取下。

由於絲織物幾乎成爲絲綫狀，而且不止一層纏繞，這時需要順着纏繞的反方向小心慢

慢取下，竹簡質地已很脆弱，務必要避免在取絲織物時將竹簡折損。

５． 我們在揭取竹簡之前，反復觀察竹簡的各個側面，揭取時原則上是按從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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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從上向下，由易到難的思路進行操作，每揭取一枚簡後就要考慮下一枚簡如何

操作。

６．我們用小竹簽慢慢插進竹簡的一頭輕輕鬆動，用力適度，使上下竹簡之間出現

空隙，直到一枚簡完全與下面和旁邊的簡脱離開來，便可以輕輕地取下。 在揭取過程

中要經常對竹簡噴水霧，防止乾燥，同時有水存在還可使部分泥土逐漸鬆散，便於

分離。

７．有的竹簡由於兩枚粘結在一起，很牢固，這些竹簡的分離操作難度較大，分離

時不能操之過急，須小心慢慢地試分開。 分離後可以看到兩枚簡的内側即有字的一

側爲竹材的原始色澤竹黄色，原因是竹簡入藏時是竹材的本色，長期在地下埋藏，竹

簡表面接觸空氣已經氧化，顔色逐漸變深，而粘合在一起的兩枚竹簡的内側緊緊粘在

一起阻止空氣進入，所以没有發生氧化作用。 因此，剛分離開時能看到竹簡的本來面

目，分離後當接觸空氣一段時間後，竹簡的竹黄色就逐漸轉變成暗褐色，而兩枚簡的

外側由於長期暴露於空氣中早已經變成深褐色（參見圖二）。

８．分離出來的竹簡大部分是完整的，也有少數竹簡原已殘斷。 我們將分離的竹

簡逐一放到盛水的搪瓷盤中，同時按揭取順序編號，一個盤中只能放入一定數量的飽

水竹簡。 經過一段時間蒸餾水的浸泡，有些無機鹽會逐漸溶解，泥土污物有些也會逐

漸溶散到水中。

９．經過幾次蒸餾水的浸泡，竹簡比剛揭取下來時乾浄了許多，保護人員再使用小

毛筆小心剔除簡面上剩餘的難去除的污垢和黴菌，在清污時注意保護竹簡上的墨迹

不受損傷（清污時要避開墨迹），有些難於清除的污垢可暫時不管，待經水溶液的長時

間浸泡有所鬆軟後再慢慢去除。 在多次清污漂水後，竹簡的原貌顯露出來，字迹清晰

可見。

１０．飽水竹簡脱色、拍照、編號、登記造册、加玻璃條支撑、加不銹鋼號碼、捆綫。

１１．交回文物庫房長期保存。

１２．將卷册揭取報告、繪圖、照相和攝像資料整理歸檔，交由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

究和保護中心保存。

經過揭取、分離，這册飽水竹簡順利地分離開來，分離後最終統計共有飽水竹簡

６３枚，從卷册中分離出５２枚簡，其他１１枚簡混杂在其他部分的竹簡中。 這批飽水竹

簡長３５釐米，寬０．６釐米，厚０．０８釐米，竹簡色澤暗褐色，字迹清晰，質地腐朽，大部

分完整，其中有幾枚屬於陳舊性殘斷。 竹簡文字内容經整理者釋讀研究爲與筮占相

關的内容，故定名爲《筮法》。 這部分竹簡由於大部分成卷册保存，受外部環境影響較

小，因而竹簡字迹比較清晰，保存狀況相對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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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筮法》竹簡揭取過程遵循由上及下逐層進行，每層則由左至右剥離，共分十五

層，有少量重叠，揭取編號如下：

第一層：１２、３０

第二層：２１、１９

第三層：３２、３１、２０、４０、２９

第四層：４３、４２、４１、１８、３９

第五層：５１、５０、４９、４８

第六層：５７、５６、５５

第七層：６２、６１

第八層：５８

第九層：５９、６３

第十層：４４、５２、６０

第十一層：３５、４５、５３、５４

第十二層：３６、２５、３７、２６、４６、４７

第十三層：３３、２４、２７、２８、３８

第十四層：３４、８、１４、１５、７、６

第十五層：９、１３

以上層位僅爲揭取層位，非卷册層位。

圖一　《筮法》竹簡原始照片
　

圖二　竹簡分離時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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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