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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简学》

内容概要

汤浅邦弘教授是日本的中国出土文献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著述颇丰。本书收录了汤浅教授最近十
年来关于竹简研究的重要论述。全书整体上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以儒家思想与古圣王的传说为题，
以上博楚简与清华简为中心，对儒家思想的形成史以及尧舜禹及周文王等古圣王的传说加以考察。第
二部分，以王者的记录与教诫——楚王故事研究为题，以上博楚简中富有特色的六篇楚王故事为主，
对其特色、文献性质加以分析。第三部分，以新出秦简、汉简中体现的思想史为题，以岳麓秦简、银
雀山汉简、北大简为主加以分析，其内容分别涉及占梦、军事、《老子》等思想史课题。以上三个部
分，均围绕战国至秦汉的重要思想史问题进行探索，特别是楚王故事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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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汤浅邦弘 著名竹简研究专家。1957年出生于日本岛根县，获得日本大阪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历任北海
道教育大学讲师、岛根大学副教授、大阪大学副教授，2000 年起担任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教授。汤浅
教授的研究领域以中国思想史研究为主，现主要通过解读出土竹简文献研究诸子百家思想，出版著作
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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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文
竹简学用语解说
第一部分  儒家思想与古圣王的传说
序　章　中国新出土文献研究的历史与发展
第一章　战国楚简与儒家思想“君子”的含义
第二章　上博楚简《颜渊问于孔子》与儒家文献形成史
第三章　上博楚简《举治王天下》的古圣王传说
第四章　太姒之梦与文王的训诫——清华简《程寤》
第二部分  王者的记录与教诫——楚王故事研究
序　章　上博楚简与楚王的故事
第一章　《庄王既成》的“预言”
第二章　《申公臣灵王》——灵王的“簒夺”
第三章　《平王与王子木》——太子之“知”
第四章　《平王问郑寿》——谏言与预言
第五章　《昭王毁室》中的父母合葬
第六章　教诫书《君人者何必安哉》的意义
第三部分  新出秦简、汉简中体现的思想史
序　章　新发现的秦简、汉简
第一章　岳麓秦简《占梦书》的结构与思想
第二章　银雀山汉墓竹简论政论兵之类考释
第三章　兴军之时——关于银雀山汉墓竹简《起师》
第四章　先秦兵学的发展——以《银雀山汉墓竹简（贰）》为线索
第五章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的特征
附录
结语
中文版后记
索引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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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个人的文献阅读能力有待提高，基本得靠释读才能理解。不过作者的部分释读也存在问题，明显
如72页『旨味既用』一句，虽然整体来看这些争议小误尚未影响对全文的理解，但深觉出土简帛的隶
定与释读实有依靠数据库之必要。全书仅止于基础性论述，如此虽严谨但有兴之未尽之感，大概是材
料不足的局限吧
2、不错的竹简学，适合专业人士阅读。
3、语言简洁明快，观点平实可信，找不出半点出语惊人的高论，很能代表日本学者的治学风格。其
中“楚王故事研究”一章视点新颖，从文本细读着眼，在结论处概括和升华，读来真是享受！国内的
出土文献研究很缺乏这种“精耕细作”的慢功夫。
4、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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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竹简学》的笔记-第1页

        中国新出土文献研究的历史与发展
    莫高窟与敦煌学
竹简与中国思想史
研究清华简的发现
竹简学的诞生第一部分的序章是溯源。梳理了竹简学产生的历史源流。从敦煌学开始，出土文献研究
逐渐兴盛。
这门学科可以说是古典文献学的一个分支。又是在考古学基础上产生的。同时这些出土文献反映了当
时的文化生态，对研究古代的思想文化现象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本书作者立足于中国古代思想，从竹简学中探索中国古代思想的状况。
作者认为，要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根本绕不开中国的这些出土文献。
而出土文献在先秦时期最主要的历史物料之一就是竹简。简牍帛中的简，是文字资料的重要载体。

2、《竹简学》的笔记-第31页

        第二章 
    上博楚简《颜渊间于孔子》与儒家文献形成史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八）
    儒家集团绝非纯粹的学术研究集团。他们希望通过成为为政者
在现世实现自已的翼j鸥因此，谋求俸禄也即仕官便成为一个大前提。此文献，可以说是充分体现了儒
家集团的这一性质    
    应该说，此类文献正显示了在儒家文献形成的过程中，曾存在过各种跨越诸文献的不同传承。
    例如，就资料①而言，可以认为，《论语》并非在某一时期收集了孔子的言语后立刻编辑完成，而
是弟子们将各自保存的孔子的言语记录到多个文献中，这些略有差异的言语被传承下来之后，最终编
纂为《论语》。可以推测，《论语》的编纂具有一个复杂的过程另外，就资料⑦而言，虽接续未详，
但如果《易传》的间世早耋《颜渊问于孔子》，则有可能是孔子及其弟子们学习《周易》，并将与之
类似的言语记录到了该文献中上博楚简《颜渊问于孔子1和传世儒家文献的类似现象，正表明了儒家
文献是通过相互间的不断影响而形成的这一状况。
    上博楚简中包含的儒家古佚文献，为弄清孔子以降的儒者们如何开展活动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lt;原文开始&gt;&lt;/原文结束&gt;

很有趣的发现。

3、《竹简学》的笔记-第69页

        
    《原文开始》对梦进行占断的结果为“吉梦”。文文王元年，商庭蔓生荆棘，种植下的梓超过荆棘
成长为大树之事，象征了殷的衰亡与周的受命，对周来说基本上是吉梦。而且，文王也说，"如天降疾
，旨味用，不可药，时不远”，“明明在尚，惟容纳棘”，言及了殷商衰退灭亡的可能性。
    所谓《程寤》，主要记述了在殷商末期，周文王被流放到程地，鉴于在其即位的元年妻子太姒所做
的梦，文王对太子发（后来的武王）进行训诫的内容。文王之所以对此梦极为重视，进行了隆重的祭
祀，并供奉占断，还对发（武王）进行了长篇的训诫，可以说，正是因为文王看重梦中的这一内容，
即不是由自己，而是白发种下梓树，梓树长成大树。文王认为，该梦象征了虽然殷商的气数已尽，但
在自己这一代尚无法实现王权的交替，将来应由发来建立周王朝。
    首先，以母亲（太姒）所做的梦为媒介讲述新王朝的受命，与孔子诞生的传说等类类似&lt;/原文结
束&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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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章的有趣之处就在于是个和梦有关的故事。古代人也很惨，做了个梦也得受一番长篇大论的教
育。
    不过，对梦的解析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有时候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而《程寤》这篇讲的内容就是对梦的一种较好的解析方法，有一点精神分析的味道。不过所谓精神
分析学其实并非弗洛伊德独创。这种做法古今中外都有过。只不过弗洛伊德集大成，把这种行为进行
了理论化升华。对梦的解释终究是映照现实的，是有很强的现实指向意义的。《程寤》中对梦的解释
就包含着很强的引导人向上、让人心中有所敬畏、从而奋发图强的意义。
      

4、《竹简学》的笔记-第47页

        此篇中需要注意的是禹的治水传说。禹仍被描写为因治水而取得功绩的人物。但是，与传世文献
中禹治水的传说稍有不同。首先，该治水事业是在尧而非舜的指令下进行的。而且，尧时治理洪水的
共工，以及因治水失败被舜所杀的禹的父亲鲧并未登场。PS:此篇指《禹王天下》。

5、《竹简学》的笔记-第221页

        《起师》主张春季是向敌人夺取粮食与物资的有利季节。然而，将季节特定为春季，是否也存在
弊害？《孙子》主张“时”的中翱翔，却毫无将军事行动限于特定季节之意。与其相比《起师》认为
只有春季才是兴军的季节。《孙子》具有普遍性、适应兴，而《起师》则极为具体。

6、《竹简学》的笔记-第87页

        除此之外，在诸子百家之前的时代，是否就没有别的文献？对于这个问题，近年的出土文献给出
了很好的答复。通过新的资料可知，除了《诗》、《书》以外，还存在各种形态的古代文献。特别是
在上博楚简中，含有多种春秋时期楚国的书籍。在这些书籍中，以故事形式记述了当时楚国的历史，
描述了王和太子的理想形象。

7、《竹简学》的笔记-第2页

        简牍--竹简与木简的总称。竹简只要用作文献、文书等，将其编缀后的形状便是汉字的“册”字。
纸发明以后，其用途被纸取代，并逐渐受到驱逐。木简则主要用作文书、账簿、名片、货签等，用途
较多，纸发明之后，暂与纸并用。简帛--竹简与帛书的总称。

8、《竹简学》的笔记-第77页

        因此，可以认为该文献，是后来的周王朝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受命（殷周革命）的正当性而
制作的；同时，也是为了称颂文王的深谋远虑。文王受命称王，但其后被捕幽闭羑里，无法亲手推翻
殷王朝，便将该意志秘密训诫给其子发。该训诫的部分，才是迄今未流传下来的《程寤》的最大的特
色。PS：该文献即指《程寤》。

9、《竹简学》的笔记-第20页

        那么，在记录孔子的言行最多的《论语》中，“君子”是如何理解的？关于这点值得注意的是，
桥本高胜在《从天罚到人怨》中的如下简介。即，《论语》的“君子”言说，有必要分为向“君主”
期求“君子”和向“在野人士”期求应该出来做官的“君子”两种情况，分别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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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竹简学》的笔记-第67页

        禹治理天下洪水，或许本为神话，但人们认定其奠定了中国的地理基础。将禹直接作为尧的臣下
，也并非毫无根据。另外，舜也被作为伟大的圣王，《举治王天下》中也有《舜王天下》篇。

11、《竹简学》的笔记-第92页

        “春秋尝”的“尝”：指以当年新收获的谷物祭祀祖先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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