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简帛数术与历史地理论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简帛数术与历史地理论集>>

13位ISBN编号：9787100069991

10位ISBN编号：7100069998

出版时间：2010-8

出版时间：商務印書館

作者：晏昌贵

页数：35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简帛数术与历史地理论集>>

前言

　　“珞珈史学文库”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结集。
第一批推出的是二十多位教授的文集。
以后将根据情况，陆续推出新的集子。
　　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
早在1913年，武汉大学的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设置历史地理部。
1930年武汉大学组建史学系，1953年改名历史学系，2003年组建历史学院。
一批又一批著名学者，如李汉俊、李剑农、雷海宗、罗家伦、钱穆、吴其昌、徐中舒、陈祖源、周谱
冲、郭斌佳、杨人楩、梁园东、方壮猷、谭戒甫、唐长孺、吴于廑、吴廷寥、姚薇元、彭雨新、石泉
等，曾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在推动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和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繁
荣的同时，在武汉大学和中国史学史上也留下了嘉名。
其中，唐长孺、吴于廑两位大师贡献最为卓殊。
改革开放30年间，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建设成效显著。
1981年，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获得全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权。
1987年，历史地理学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
1988年，中国古代史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
1995年，历史系被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
1997年，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1999年，建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简帛数术与历史地理论集>>

内容概要

本书辑录小文25篇，发表年代最早的是2001年，截至2008年年底。
这些论作长短不一，形式多样，按内容可以大致分为三组：第一组是简帛《日书》和与《日书》有关
的论文，共11篇；第二组是关于楚卜筮祭祷简的研究，共6篇；第三组是关于历史地理的论文，共8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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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晏昌贵，1965年9月出生，1996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攻方向为历史区域地理、出土简帛数术文献。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各1项。
曾赴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从事学术合作研究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出版学术著作3部，发表论文50多篇，代表作有《丹江口水库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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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简帛《日书》与古代社会生活研究读《日书》札记九则简帛《日书》岁篇合证略论睡虎地秦简《日
书>对楚的继承与改造楚秦《日书》所见的居住习俗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汉简《日书》中的“人”
字孔家坡汉简《日书·岁》篇五行配音及相关问题孔家坡汉简《日书》的篇题与分篇虎溪山汉简《阎
氏五胜》校释读马王堆帛书《式法》敦煌具注历日中的“往亡”天星观卜筮祭祷简释文辑校秦家嘴卜
筮祭祷简释文辑校楚卜筮祭祷简的文本结构与性质楚卜筮简所见地祗通考楚卜筮简所见诸司神考新蔡
葛陵楚卜筮简中的繇辞解析释“地理”《豳公盈》铭文研究二题竹书《容成氏》九州考略楚国都城制
度初探楚国都城制度再认识里耶秦简所见的阳陵与迁陵张家山汉简释地六则《二年律令·秩律》与汉
初政区地理作者主要著述列表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简帛数术与历史地理论集>>

章节摘录

　　《月令》的五行配物与之完全相同，为了称引的方便，我们称之为“《月令》系”。
关于《月令》与《吕氏春秋二十二纪》首章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月令》抄《吕氏春秋》，但也
有学者认为正好相反。
前人对《月令》的著作年代，有作于夏代说、周代说、周秦书经汉人修改说，而以《吕氏春秋》的成
书年代较为确实，约在公元前239年前后，其书本出吕不韦宾客各著所闻，集中众说加以系统组织而成
，而《十二纪》“当即抄合晋人之旧作也”。
其中五行与五音的搭配关系，也广泛见载于《淮南子?时则训》、《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白虎通?
五行》、《潜夫论?卜列》等两汉文献中，隋萧吉所著《五行大义》，是五行文献的集大成者，而关于
五味、五音的搭配，也完全同于上表。
拿简文与表中配物对照，可以发现，五音、五味和方位的搭配，的确是不相同的。
　　但是，传世文献中另有与简文五音完全相同的搭配，《鹛冠子?泰鸿》篇称：　　东方者，万物立
止焉，故调以徵。
南方者，万物华羽焉，故调以羽。
西方者，万物成章焉，故调以商。
北方者，万物录臧焉，故调以角。
中央者，太一之位，百神仰制焉，故调以宫。
　　由于《鹃冠子》的说法与“《月令》系”的主流说法不同，学者多有不同的解释，如宋人陆佃的
注说：“徵属南方，此言东方者，盖言以调东方而已，非谓分配东方也。
下皆放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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