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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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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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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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记录和阗于丧葬的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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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长台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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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楚简与先秦《本书运用古文字学知识和简牍
学知识，注意各批资料之间的相互补充与印证，系统、全面、准确地记录、解读简册中以文字为主的
各种信息。
在收集、总结已有成果、分析资料、推进认识等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诗》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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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逸诗》共两苜，整理看将之命名为《交交暍鹭》和《多薪》。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将之称为“逸诗”，乃是继承传统的说法，所谓的“逸”乃是对今本《诗经
》之外诗的一种称呼。
但实际上，上博四中遣两首诗完全应该是地道的楚诗。
我们可以说它们受到遇《诗经》的影响，但却不能说它们是《诗经》的“逸篇”。
我们或许可以结合石鼓文来讨论战国时期诗的创作，尤其是《诗经》的流布对当时诗歌创作的影响。
以上我们对近些年出土的且已经发布的简帛资料作了大致描述，这些材料粗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与
先秦《诗经》研究直接相关的材料，如《孔子诗论》等；另一类则是记载七十子及其后学学术思想的
文献。
有些出土文献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孔子后学学术活动的认识，更复活了一大批传世文献。
过去由于受到古思潮的影响，人们认为《礼记》等是汉人作品，《孔子家语》是王肃的伪作，研究孔
子及其后学，除了《论语》，便是《孟》、《荀》，而不及其它。
不断出现的简帛，使得我们有了修正我们认识的机会。
现在我们知道，不仅《礼记》是先秦儒家的作品，《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也有先秦旧籍的成分
，《韩诗外传》、《说苑》等书也多是先秦散语的辑录。
传世旧籍的重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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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小书是在我博士论文一部分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2001年，我考取复旦大学。
蒙蒋凡师不弃，得以忝列门墙，执弟子礼而问学。
先生融通经史，识见卓绝，举凡历代各体之文学，无所不治，而尤长于诗文批评。
而让人尤其感佩者，乃先生苦中求乐之治学精神。
先生书房乃是用阳台改装而成，先生名之曰“半万斋”，意为藏书五千，工资半万也。
然斋中除藏书外，总有一琴架，架上置谱。
每每我们到先生家上课，兴之所至，先生常即兴表演一曲。
而每星期二，先生到学校给我们上课，总是随身携带二胡或竹笛。
午饭后，先生或拉二胡，或吹笛，怡然自得其乐。
有时会和他的弟子中善吹箫的蔡静平师兄合奏，先生戏称之曰“笑傲江湖”。
而我想，这“笑傲江湖”大概便是先生达观淡定之人生态度吧。
博一下学期，先生问起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我便说准备做汉代《诗》学。
先生凭借他对汉代文学的熟悉，以及对学界研究状况的了解，认为做汉代《诗经》学难以再出新，建
议我结合出土文献研究先秦《诗》学。
克服了初始的畏难情绪之后，我便开始搜集遣方面的材料。
按照与先生商定的方案，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论青铜器与《诗》，一部分是论楚
简与《诗》。
阗于青铜器与《诗》我写了两章，一是编钟与《诗》的四言构髓之间的关系，一是青铜嘏词与《诗》
篇断代。
而关于楚简与《诗》我主要写当时上海博物馆藏刚刚公布的《孔子诗论》简与《诗》的关系。
记得2002年初，上博楚简第一册出版不久，其价格不菲。
囊中羞涩的我无力购买，便连续几次到国权路的鹿呜书店，抄写《孔子诗论》的简文，然后开始认真
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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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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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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