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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
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
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
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
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
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
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
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
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
空，民不聊生。
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
的深渊。
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
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
理。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
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
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
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
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
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
。
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
族向心力和凝聚力。
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
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
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的新的历史时期。
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
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
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
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
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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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
，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
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
    《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
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
。
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
不屈与抗争精神。
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
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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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华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有一种特殊的书写材料曾经被作为重要的古代文化载体，这种特殊
的文化载体就是简牍。
在中国文书史的简牍时代，所有的文明创造和所有的文明积累，都曾经由这种竹木材料所记录，所传
承，所反映。
通过这些简犊，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认识当时社会的政治形式、军事制度、经济条件、社会构成、生活
实况、文化形态乃至时代的精神风貌。
所以说对简牍资料进行研究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近世大批简犊资料的发现，特别是以现代科学考古发掘方法所得到的大量简牍，不仅为简犊的研究提
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而且我们能够通过这些宝贵的出土文献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古代社会。
《简牍史话》便是介绍了简牍的形制、文化内涵、历代简牍发现、简牍研究的历史进步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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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简牍，是一种文书样式，同时体现出历史上的一种文化形态。
    简牍，是曾经通行的一种信息载体，同时又代表着文化演进的一个历史过程。
    意大利、英国、瑞士等地罗马帝国时代的遗址曾经出土简牍。
日本和韩国也有数量较多的简牍资料发现。
但是如中国这样保留文化内涵如此丰富的简牍遗存，具有学术基础如此深厚的研究条件，实在是在文
明史的历程中曾经长期居于优势地位的迹象之一。
中国的传世文献浩如烟海，出土的简牍资料印证着古书的内容，又充实和丰富了古书的记载。
    中国的简牍学研究者当然应当努力钻研，不断推出新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以无愧于如此丰厚的文
化遗产。
    用简明的笔调写清楚简牍应用和简牍研究的历史，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笔者在简牍研究的队伍中，是识见浅薄的后学。
当初受谢桂华先生委托承担这本书的写作任务时，内心难免不安。
仰对这门宏大精深的学问，个人学力不逮，正如居延汉简所见汉代人习用语所谓“不事用”、“不任
事”、“不鲜明”。
    本书能够完成，幸而有前辈学者的大作可以学习，有诸位师长与学友可以请教。
记得最初涉足简牍研究，得林剑鸣教授和谢桂华研究员指导。
他们推进中国简牍学的艰苦努力，至今令人缅怀。
    谨此感谢北京师范大学何兹全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林甘泉研究员、北京大学田余庆教
授、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复旦大学裘锡圭教授等先生的教诲！
    感谢北京大学李零教授、清华大学赵平安教授、沈建华教授、武汉大学陈伟教授、李天虹教授、彰
化师范大学陈文豪教授、湖南大学陈松长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刘乐贤教授、复旦大学刘钊教授、中国
文化遗产研究院胡平生研究员、李均明研究员、刘绍刚研究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邢义田研
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徐世虹教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大伦教授、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张德芳教授
、山西大学赵瑞民教授、中山大学刘昭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孙家洲教授、肇庆学院周苏平教授多年
来对我在简牍学研习方面的诸多帮助！
    因学力所限，本书疏误在所难免。
笔者真诚地欢迎读者的批评与指教。
    虽然本书难以准确地描述简牍出现以至于稍亡的历史，难以科学地说明简牍在文化史进程中的重要
作用，难以全面地概括简牍学研究的状况，但是如果能够使关心简牍学研究的读者由此得到点滴的借
益，则笔者亦以为幸甚！
    本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距今已时隔11年多。
此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再版，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赵宠亮补写了关于初版书稿完成后新发表简牍
资料和简牍学研究主要成果的信息。
原书一些明显的错误阙失，也予以补正。
    近年来，若干高校相继收藏保护了一些因盗掘、走私而流散的战国秦汉简牍资料。
对于这种称作“购藏”的方式是否从根本上有利于文物的保护，还存在不同意见。
但是我们看到，因这种形式推进的简牍研究，确实走上了新的阶梯。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湖南大学等高等学校通过对这些资料的保护、整理、研究，提升了简牍学的水
准。
一些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和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直接参与整理，保证了工作效率，也有
利于学术新人的成长。
这一情形与复旦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院校简牍学研究的相继兴起，改变了以往简牍学学
术力量多集中于若干专门研究机构和考古部门的状况，显现出这一学科的新的生机。
就我所知，数年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都先后有读简
班活动，青年学生踊跃参与，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老师们亦热心参与指导，形成了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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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气氛，我们因此可以乐观地预见简牍研究的学术前景。
看到一批又一批简牍学新生力量的成长，是我们最高兴的事情。
    本书增订面世，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高世瑜、黄丹等朋友们付出很多心力，谨此亦深心致谢。
    王子今    2011年雨水、惊蛰之间    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简牍史话>>

编辑推荐

《简牍史话》编辑推荐：简牍，是一种文书样式，同时体现出历史上的一种文化形态简牍，是曾经通
行的一种信息载体，同时又代表着文化演进的一个历史过程。
中国的传世文献浩如烟海，出土的简牍资料印证着古书的内容，又充实和丰富了古书的记载。
王子今、赵宠亮所著的《简牍史话》便是介绍了简牍的形制、文化内涵、历代简牍发现、简牍研究的
历史进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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