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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记者 刘昱

和璧隋珠文化魂
——清华简综述

数量在原先公布的2388枚（含残片）

的基础上，又增加100余枚，总数接

近2500枚。清华简的时代约为公元

前305年前后，属于战国中期偏晚。

清华简的内容多为经、史一类的典

籍，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对于中国先秦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将

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然而她的到

来却经历了一番波折。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

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介绍说：“我

们最早收到关于这批竹简的消息是在

2006年底，消息说竹简当时已经流

失海外，曾有学者看到过关于这批简

的一点点材料，但消息被湮没在一堆

伪消息中，并没有引起重视。当时看

到的材料太少，学界很难判断这批简

的真伪，也很难追溯它们的来源。” 

“我们的一位校友得知了这批

文物，并请专家到香港看了一部分

标本。经过专家判断，竹简具有收

藏价值，这位校友就把竹简捐赠给了

母校。” 李学勤所说的那位热心校

友，便是健坤集团董事长、清华电

子系1985级校友赵伟国，他于2008

年拍下这批宝贵的竹简并捐赠给母

校。李学勤难掩自己的兴奋之情：“ 

2008年7月15日，这批竹简送到了清

华大学。”也正是从那天起，清华大

学开始了对这批竹简三个阶段的保护

和整理工作。

井井有条的保护与整理工作

第一阶段工作，到2008年10月

中旬才告一段落。竹简运来的时候，

暑假已经开始，李学勤他们本打算只

加以基本维护，等开学后再展开工

作。可是没想到竹简经历较长时间流

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

国维先生曾应清华学校学生会之请，

做过一场名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

新发现之学问》的演讲。他说：“古

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

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字之

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

器物古文字之学。”如今，一批宝贵

的战国竹简入藏清华，这一罕见新材

料的重新发现，为历史悠久而又生机

勃勃的清华史学研究带来一阵旋风。

清华简入藏的故事

2008年7月，经校友捐赠，清华

大学抢救入藏了一批流失境外的古代

竹简，成为近百年清华校史中最珍贵

的入藏文物。近两年来，这批被人们

称为清华简的珍贵材料受到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据最新统计，清华简

李学勤教授（右1）向温家宝总理介绍清华简，国务委员刘延东（左1），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左2）、党委书记胡和平（右2）等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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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工作将是相当漫长的，然而不断

出现的惊人发现，也使得李学勤他

们不断看到许多“古代历史、文化

研究的新希望”。

2009年4月25日，清华大学出土

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正式成立，挂靠

人文学院。中心由多位古史、简帛研

究方面的专家组成，其中李学勤为主

要负责人，赵桂芳主要负责竹简的清

理保护工作，赵平安、李均明、廖名

春、彭林、沈建华、刘国忠等位主要

对竹简内容进行释读和分析。

竹简虽然收藏于清华，但绝不

是封闭在清华，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

中心准备在整理工作期间，尽可能向

学术界提供相关讯息，不定期地公布

一些相关整理释文，以供学术界研究

和讨论。据出土文献中心的刘国忠副

教授介绍，根据目前初步的缀合、编

排，清华简总共约有64篇文献。该中

心已选取了9篇文献，准备作为《清

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册的内容出

版，也为2011年清华大学建校百年献

上一份具有历史文化丰韵的厚礼。

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现代学者与

学术思潮之间的关系提出著名的“预

流说”，他认为：“一时代之学术，

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

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之学术

新潮流。”清华简具有如此之高的历

史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加之科学的

保护与研究，定能引起学界长期而热

烈的讨论，为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和文

化带来新的希望。

门的协作与配合，始于2008年11月

的第二阶段工作就凸显了这一点。当

月，清华组织专人前往武汉、荆州、

长沙、上海等地有关文博单位进行调

研，了解学习兄弟单位在竹简整理保

护方面的经验。2008年12月，由国

家文物局主办，清华大学与中国文物

保护协会、出土木漆器保护国家文物

局重点科研基地协办的“出土饱水竹

木漆器及简牍保护学术研讨会”在清

华召开。一些专家特别对清华简的进

一步保护工作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与

此同时，由清华美院专家参与的清华

简的摄影工作正式开始，至2009年1

月12日这一工作基本完成时，清华简

的数量经细致清点，最终确定为2388

枚（包括少数残断简）。 

同时进行的还有清华简的精确

年代和样本含水率测定。2008年12

月，清华大学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

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

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进行AMS碳14

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数据是：该

样片产生于公元前305±30年，相当

于战国中期偏晚，与由古文字学观察

得出的估计结果一致。而清华大学分

析中心经过对多片竹简样片的检测，

测得其绝对含水率为400%。

“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希望”

2009年3月，清华简的读释工作

正式启动，这标志着清华简的保护

与研究进入第三阶段。根据以往类

似工作的经验，清华简的整理与考

散，部分已经发生菌害霉变，抢救工

作刻不容缓。学校有关方面迅即成立

专门领导小组，开展了竹简的紧急抢

救和保护工作，组织包括化学系、生

物系专家在内的研究人员对霉变组织

进行采样、化验和分析，明确霉菌的

性质和种类，科学制定了积极而又稳

妥的保护办法，克服种种困难，过了

道道难关，最终保护住了这些珍贵的

竹简。清理后发现，清华简中整简的

比例很大，而且简上一般都有文字。

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46厘米，

最短的10厘米左右。简上的墨书文字

出于不同书手，风格不尽一致，大多

精整清晰。有少数简上还有红色的格

线，即所谓“朱丝栏”。与这批竹简

同来的，还有一件漆木容器的残块，

上有美观复杂的彩绘图案。经过试行

拼合，显示可能是原来贮放竹简的书

笥。在一块残部的侧面，粘贴着一小

段竹简，简上有字可以辨识，这增加

了容器与简相关的可能性。

2008年10月14日，清华邀请了

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香港中文

大学和国家文物局等单位的11位专家

学者举行了鉴定会，专家们初步的观

察鉴定结论已颇具震撼力——“这批

战国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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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简属于中国文化的共有财

产，其保护研究离不开各专业、各部

清华简专家鉴定会现场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成立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