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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保训》篇

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成立于2008年8

月，中心由清华大学历史系与图书馆、化学系等单位共

建，由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担任中心主任。中心的工

作目标是通过开展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性合作，深

入探讨出土文献整理、研究与保护工作的前沿课题，进而

对中国古代文明做出创新性的研究，争取把本中心建设成

为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出土文献研究和保护中心。当前中

心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对清华大学抢救入藏的战国竹简进行

整理、研究与保护，同时开展甲骨文、青铜器等其他出土

资料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2008年7月，由校友捐献，清华大学收藏了一批流散

到境外的战国竹简。学校组织专家进

行了抢救性的清理和保护，经整理统

计竹简数量（含残片）约2500余枚，

另外还有一个漆绘木笥残部。经专家

组鉴定：“这批竹简内涵丰富，初步

观察以书籍为主，其中有对探索中国

历史和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的‘经、

史’类书，大多在已经发现的先秦竹

简中是从未见过的，具有极高的学术

价值；在简牍形制与古文字研究等方

面也具有重要价值。”	 “这批战国

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

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

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

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

文献学等许多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

的影响。”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已于2010年底出

版，内容包括竹简的原大图版、放大图版、释文注释、字

形表等，本共包括《尹至》、《尹诰》、《程寤》、《保

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

居》等九篇文献。2011年12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贰）》出版，收入了一部已经失传2300多年的历史著

作，整理小组将它命名为《系年》。《系年》一共有138

支竹简，字迹清晰，保存较好，只有个别残损之处。全篇

共分为23章，概要记述了从西周初年一直到战国前期的

历史，其中有许多事件不见于传世文献，或对传世的《左

传》、《国语》、《史记》等典籍有重大的订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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