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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王国维的名著，它对中国简牍学的形式与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全书对王国维著作进行了校勘、注释与串讲，多处附有实物图片。
书前并有导言，介绍王国维写作背景，学术成就，又结合资料对简牍制度作了再研究，适合关注考古
文物的年青学子阅读。
　　《简牍检署考校注》这部书的长处，首先在于对王国维原著进行了详尽准确的校雠和注解，使之
成为《简牍检署考》的最善本，便利于读者。
　　本书开首的导言，实际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学术论文，特别应当注意的有其中两点：一点是对《简
牍检署考》著作背景的叙述。
二点是对《简牍检署考》的内容，根据近年新发现的大量简牍，作了重要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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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校注说明《简牍检署考》导言《简牍检署考》校注后记征引书目一览表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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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简牍检署考》导言　　一　《简牍检署考》写作背景　　王国维是随同罗振玉一起到日本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一时政局动荡。
日本京都西本愿寺寺主大谷光瑞派其驻北京的代表寺僧邀请罗振玉东渡日本，京都大学罗振玉的朋友
也力劝罗振玉到日本，并为他安排了住所。
11月初，罗振玉与王国维及罗振玉的女婿刘大绅（刘鹗之子）三家共20多人，由天津乘坐一艘小型货
船“温州丸”前往日本。
航行一周到达神户，日本友人已经为他们在京都西郊吉田山下的田中村租好住房，三家人相邻而居。
后来，罗振玉在净土寺町购地数百坪，建造了一座小楼，称为“永慕园”。
不久又修建了一座藏书楼，命名为“大云书库”。
王国维则迁往相去不远的吉田神乐冈八番地居住。
罗振玉旅日，带了50万卷图书、3万多片甲骨、数千件碑拓、青铜器及其它文物1千多件。
这批图书文物，最初存放在京都大学，而后转移至大云书库。
王国维去国远行，没有经济来源，一家的生活都由罗振玉负责。
作为报答，他和罗振玉一道，对这批图书文物进行整理。
就在这时，王国维开始了他的国学研究。
　　这是王国维第二次到日本。
1901年1月21日。
王国维得到罗振玉的资助，曾到日本留学四个月，后因病回国。
十年后再到日本王国维已年逾三十，经历了近十年的“独学时代”，在词曲文学、西洋哲学美学方面
，都有了相当的造诣。
此时他受到罗振玉的影响，学术方向转向了小学、古史与出土文献。
罗振玉后来在文章中记述道：“至是予乃劝公专研国学，而先于小学、训诂植其基，并与论学术得失
，谓尼山之学在信古，今人则信今而疑古。
国朝学者疑古文《尚书》，疑《尚书》孔注，疑《家语》。
所疑固未尝不当，及大名崔氏着《考信录》，则多疑所不必疑。
至今晚近变本加厉，至谓诸经皆出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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