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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楚地出土战国简册研究”是2003年年底立项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楚
简综合整理与研究”（03JZD0010）基本成果的一部分。
　　1925年，王国维先生敏锐地提出：“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
”①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先秦楚国故地，今湖北、河南、湖南省境，出土了大量战国时代的竹简，
为遣一论断增添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发现的这类简册，有30多批、10万字以上。
其中如荆门包山简、江陵望山简、随州曾侯乙简、信阳长台阗简、新蔡葛陵简，有墓主生前卜筮方面
的记录和关于丧葬的记录；包山简的大部分和江陵砖瓦厂370号墓竹简是司法、行政文书；信阳长台关
简的一部分、荆门郭店简、江陵九店简、上海博物馆购藏竹书以及新近披露的清华大学购藏竹书，则
是各种珍贵的思想文化和数术方面的典籍。
对这些简册的整理和研究，吸引了海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在中国古代出土文献遣门学问中，
开辟出一个生机勃勃、前景宽阔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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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楚地出土战国简册研究”共10册，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是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
题攻关项目“楚简综合整理与研究”的重要成果。
    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即通常所说的“楚简”，内容丰富，价值重大，涉及众多学科，具有广泛的国际
影响。
这套书分地理、习俗、宗教、文字、语言、思想和《老子》、《周易》、《缁衣》等专题展开探讨，
体现了楚地出土战国简册文本复原和内涵探究的最新思考和认识，具有较高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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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献记载也不乏其例，褚先生补（史记·日者列传）载：“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娶妇
乎？
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一）家曰小吉，太
一家曰大吉。
辩讼不决，以状闻。
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
人取于五行者也。
”其中“建除”、“丛辰”均见睡简《日书》，“天一”见于马王堆帛书。
可见武帝也是信用（日书）的。
《漠书.王莽传上》：十一月“以戊辰日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
以秦简《日书》建除术推之，十一月“建”子，“定日”值辰。
可见王莽也是信用《日书》的。
《后汉书。
皇后纪上》：“十七年正月，当谒原陵，夜梦先帝、太后如平生欢。
既寤，悲不能寐，即案历，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
”所谓“案历明旦日吉”之“历”，显然也是（日书）一类的择日书。
所以，从《日书》使用者的社会阶层看，可能与卜筮祭祷简相似，也是上至王公大人，下至士庶百姓
，其反映的宗教信仰，是较具普遍意义的。
　　目前发现的战国楚简帛文献中的方术材料，主要是卜筮和择日（选择）两大类，这种情形，很容
易使人联想起（史记》的《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
太史公“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作《太史公书》，而与民间方术活动有关者，亦仅《龟策
》与《日者》二传，这不能不使人怀疑，直到太史公司马迁之时，当时在民间基层社会活跃的方术，
恐怕是以此二者——卜筮与择日——为主流的。
吕思勉先生很敏锐地观察到了遣一点，他说：“《史记》有《日者》、《龟策》二传，则时日、卜筮
，实为古人趋吉避凶之术之两大端，盖事有可豫测其吉凶而趋避之者，时日是也。
有无从豫见，必待临事求其征兆；或征兆先见，从而占其吉凶者，龟筮、杂占是也。
吉凶既可豫知，自可从事禳解，故《周官》占梦，有赠恶梦之法；而《汉志》杂占家，亦有执不祥，
劾鬼物，请官除妖祥及禳、祀、请、梼诸书焉。
”①其说甚为有见。
《楚辞.离骚》云：“灵芬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巫鬼与淫祀>>

编辑推荐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楚简综合整理与研究”(03JZD0010)成果，“十一五
”国家重点图书，楚地出土战国简册研究，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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