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抄写者并非同一书手

2015年，安徽大学入藏一批战国楚简，共有

1167个编号，保存状况总体良好，整简数量在

900支左右。“安大简”的全称为“安徽大学藏战

国竹简”，经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的碳14

检测，竹简年代约在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50

年之间，属战国早中期。“安大简”的内容主要包

括《诗经》、楚史、楚辞、孔子语录等。这些珍稀的

先秦文献，在中国学术史上堪称重大发现，对中

国古代历史文明的研究将产生深远影响，对繁荣

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意义重大。

“安大简”长短不一，最长的达48.5厘米 ，最

短的仅21.3厘米，宽0.4～0.8厘米不等。有编绳，

长简有上中下三道编绳；短简有上下两道编绳。

编绳质地为麻，多灰色，少数为染成的红色。据安

徽大学教授、汉语言文字学博导、安徽大学汉字发

展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徐在国教授介绍，1167个

编号的安大简，并非是1167枚完整的竹简，其中

包含一些残断的竹简，完整的竹简大约有900

枚。徐在国教授说：“对这些编绳，只要没有遮盖

文字，清洗时，我都把它们保留下来了。”

据悉，竹简最早尘封地下，潮湿，成团状，其

中夹杂着一些淤泥。徐教授等用竹签、竹夹、毛

笔清洗时，下手重了，怕把竹简上的文字清洗掉

了；下手轻了，又很难洗掉泥巴和枯草。可见，

清洗工作是十分“轻巧的繁重活”。

经清洗后的竹简，字迹清晰，字形为楚文

字。每枚竹简上的字数不等，多的达40字，少

的只30字。有的竹简顶格书写，有的则首尾留

白。有些简背有刀刻和墨书痕迹，有的有编号，

有的有文字。简背文字与正面内容似乎无关，

像试笔留下的。从字迹看，“安大简”的抄写者

并非同一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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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简”在研究先秦经典文本的形成和流传方面意义非同

寻常，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源流、中国古代文明探源等重大理

论问题更是有着重要的价值。

徐在国教授说，“安大简”的第三部专著可能在明年出版。

他目前正在整理、研究的部分是一部有关“相面”的竹简，涉及为

女子相面，内容生动有趣，是目前已见的最早相面文献。

“安大简”每一辑的发布不仅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更是吸

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在此前的采访中，徐在国教授说：“‘安大

简’的主要内容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文献，是构筑中华文明大厦的

重要基石，是当之无愧的‘国之瑰宝’。研究‘安大简’、发布研

究成果，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普及该领域知识，呈现传统文化丰富

的表现形式，让更多人了解、认知并参与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进程中来。”

最新研究专著有望明年出版

“安大简”：构筑中华文明大厦的重要基石

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徐在国正在整理清洗竹简

“安大简”楚史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最为完整系统的楚国官修史书。

这批材料对于文献中有关楚史的记载可以起到重要的纠错和补充作用，去

除学术界长期未决的疑虑。楚史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开

展“安大简”楚史研究，传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对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日前，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

中心主任徐在国接受本报记者采访，透露了“安大简”研究最新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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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简”涉及经史子集各方面。首先是《诗经》，共90余

枚，但从竹简下面的编号看，从1开始，一直到最后一枚简，编号

是117，可见中间断缺了20余枚。所见诗歌50余首，均为“国

风”部分。诗歌编排次序与传世文本不尽相同，文字也有不小的

差别，异文很多。

其次是楚史，共300余枚，1万余字，分为两组。一组内容

是从楚国先祖颛顼一直到楚惠王时、秦国白起攻打楚国为止，

历代楚王的在位始终年份、楚王妻子以及其在位时发生的历

史大事。据此，徐在国教授称可以认定此为楚国官修史书。

另一组主要辑录楚国重要史事以及楚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发生

的重大事件。

其三是儒家类古书，主要是《仲尼曰》和《曹沫之陈》。《仲尼

曰》主要记载孔子语录，之所以不叫“论语”，是出于谨慎起见。

这部分孔子语录，有的见诸《论语》，有的见诸《孔子家语》，有的

文字不尽相同，但意思相同或相近。《曹沫之陈》与上海博物馆藏

楚简《曹沫之陈》是同一篇文献，但有少数字不同。

其四是楚辞类，共有两篇。一篇内容为舜的两名妃子对

舜的思念；另一篇是“善而莫吾知”之类的“牢骚”，有《离骚》

之风。

“安大简”整理团队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完成了竹简的编连、

分篇、释文、注释等工作。在全面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两

辑整理报告，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标志性学术成果。2019年，

“安大简”第一辑《诗经》正式出版发行。2022年8月，“安大简”

第二辑《仲尼曰》《曹沫之陈》也正式出版面世。

已公布的《诗经》《仲尼曰》，是目前所见《诗经》和《论语》的

最早抄本。《仲尼曰》部分，开篇语是“仲尼曰：‘华繁而实厚，天；

言多而行不足，人。’”这与后世所传《大戴礼记·曾子疾病》记载

的“曾子曰：‘夫华繁而实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言者

不一样，意思也不一样。徐在国教授说，“这个从文意上很容易

理解，“安大简”的记载更合理，这句话也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此

条简文意应为“言少而行多”，即踏踏实实做事情。这在当今社

会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仲尼曰》为目前所见《论语》最早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