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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记得一位文物专家谈到历代文物的出土时说，我们的祖先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埋到地下，我们
也不可能把祖先埋的东西全挖出来。
这话说得非常客观，也非常到位，的确这是一个没有争论的问题。
这就使我们研究的课题，永远带有一定的玄妙性，有不少疑团等待我们解决，于是我们的课题也就显
得丰富多彩起来。
　现实还告诉我们，随着时光的推移，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我们几乎每天都有祖先埋的东西被发掘
出来，给我们的研究增加新的材料，也使我们的研究日益生动起来，并且不断地向前发展。
　　对于书法工作者来说，发现新资料似乎更显得重要。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文字发展的轨迹可以说已经基本画就，虽然我们推断甲骨文前面有了系统的文字
，但是发现要依赖很大程度上的偶然性，也许像甲骨文当年走出中药铺那样。
于是，带有刻符的陶器、做辅料用的残纸、作为地界铭文的砖头⋯⋯发现都会令我们惊喜不已。
　　这些文物的出现，我们更看中其身上的文字，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忽略了本身的价值，颇有点儿买
椟还珠的意思。
这倒不是我们喧宾夺主，而是这些文字的出现虽然比不了填补甲骨文那样大的缺项，却在小的地方把
原有的文字丰富起来，使得文字发展的轨迹更加圆满和流畅，也为我们研究古文字和发展书法某一流
派提供了千金难买的第一手资料。
　　尽管这些资料是零散的，但是一汇入已经有了的文字阵容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立刻便被显示出
来。
几十年来，有些学者开始对这些看似散碎的资料着手整理，使之尽可能地系统化，并探讨出处，无论
是对研究历史还是书法者，都有着莫大的好处。
　　有的时候，学术不受国界的局限，更何况和我们一衣带水的日本，对汉文化一直是锲而不舍地研
究。
我的老朋友，日本学者西林昭一先生，专攻书法理论和中国书法演变史已经五十多年了，经过辛勤的
积累，陆续发表了关于书史书迹的论文，并且在1989年出版了专著——《中国新出土的书迹》，涉及
的资料竟然有300多种。
这种精神，这种业绩，真是到了令人赞叹的地步。
他在出书的时候，就有了预言，说随着时光的推移和考古事业的发展，一定会有更多的新的书迹被发
现。
他有一个充足的理由，那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
　　正如学者有卓识的预言，果然新的书迹也争先来沐浴新世纪的阳光了，使得考古界又有了新的发
现，书人又有了新的惊喜。
西林昭一先生自然也按捺不住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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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出土书迹》是在西林昭一所著《中国新出土の书》和《中国新发现の书》两《新中国出
土书迹》的基础上重新编排修订补充而成的。
《新中国出土书迹》所选出土书迹的发表时间截止于2005年底，凡在2005年以前经由正式出版物刊发
的出土书迹，原则上都是《新中国出土书迹》选择的范围，但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仅选取唐代以前
的部分书迹，宋以下的碑拓等书迹就只好忍痛割爱了。
《新中国出土书迹》所选的出土书迹，均以其本身的书法价值和其在书法演变史上的地位为标准，凡
同一时期同样书法风格的出土书迹，我们择善取用，凡书迹保存不太清晰者，我们多合而不取。
　　西林昭一原来所著两书中的文字，比较注意墓葬考古资料的介绍，《新中国出土书迹》为统一体
例和节约篇幅，削减了相关的一些墓葬考古背景资料，重点是介绍书迹本身的出土地点、时间、定名
、内容和其所具有的书法价值等，因此，如果对考古资料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西林昭一的那两本
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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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西林昭一，1932年生。
大东文化大学毕业。
迹见学园女子大学名誉教授。
淑德大学大学院教授。
书学书道史学会前理事长。
主要著作·编集·监修有《书谱》（明德出版社）、《中国新出土的书》、《书的文化史》（上·中
·下）（二玄社）、《中国的书迹·史迹及博物馆导览》、《视觉上的书艺术全集》全十卷（雄山阁
出版）、《书道名言辞典》（东京书籍）、电视《书之路，中国书道之旅映像集》全十二卷（日
本victor）、《中国的书法导览石刻·遗迹·博物馆》、《丝绸之路的书迹》、《历代名家临书集成》
全七卷、《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全十五卷、《翁方纲的书学·苏斋笔记译注》（柳原书店·
柳原出版）⋯⋯等。
其他论文多篇。
　　陈松长，1957年生，湖南省新化人。
原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现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院长、教授；兼任中国汉画学会副会长，中国秦汉
史学会、楚文化研究会、湖南省史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专家组成员，湖南省书
法家协会会员；《简帛研究》、《简帛》、《简帛语言文字研究》等学术杂志编委，《简帛研究译丛
》、《中国简帛集成》副主编。
已出版《马王堆汉墓文物》（合著）、《玺印鉴赏》、《马王堆帛书艺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藏简牍》、《马王堆帛书竹简文字编》、《湖南古代玺印》等学术著作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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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陶文二、甲骨文三、金文四、简牍五、帛书六、纸文书七、碑铭刻石八、其他器物铭文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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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72年在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发掘了两座汉墓，随葬品除陶器、漆器等95件之外，最引人注目的
是出土了4974枚竹简，其中一号墓出土4942枚，简长2.7.6厘米，宽0.5-0.9厘米不等。
二号墓出土竹简32枚，简长69厘米，宽1厘米。
　　一号墓出土的竹简都是书籍，经整理，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
、《管子》、《晏子春秋》、《墨子》、《相狗经》、《曹子阴阳书》、《风角占》、《灾异占》、
《杂占》等十余种。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孙膑兵法》，此书自古以来就传说与《孙子兵法》有关系，但对其存在与否历
来持怀疑态度，现在终于发现了汉代的古本，证明确实有《孙膑兵法》一书。
　　墓葬的年代，据墓中出土的半两钱与五铢钱来看，推测是武帝时代的前期（公元前140至120左右
）。
但是，竹简的书写年代，根据《孙膑兵法》简书中对汉文帝之名避讳这一点，可以推定写于文帝继位
以后。
其余各篇根据书风来判断，大体上也是同一个时期抄写而成。
　　简书的字体与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所书的古隶是同一系统。
但由于抄手的不同，又各有其风格差异。
其中《孙膑兵法》（图4.29a）稍显肥厚和阔达；《孙子兵法》（图4.29b），《晏子春秋））则少许有
变体意味，但比较整齐；《六韬》（图4.29c）、《管子》、《墨子》则造型右肩下垂并杂有章草风味
的点画等。
　　二号墓的竹简长度相当于汉尺的三尺，内容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的历谱，这是中国
隶书中最古的遗例之一。
（《文物》1974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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