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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礼清华百年
——清华简整理报告第一册简介

○ 刘国忠 

为了尽快将清华简相关资料整理出来，提供

给国内外的学者们研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中心

的各位工作人员群策群力，创造性地进行各项工

作。根据目前初步的缀合、编排，清华简总共约

有64篇文献，其中的《尚书》类文献与史书类文

献在清华简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经过认真讨论，

目前该中心已经选取了9篇文献，准备作为清华简

整理报告第一册的内容，争取在今年年底前能够

正式整理出版。这9篇文献分别是：《尹至》、

《尹诰》、《程寤》、《保训》、《耆夜》、

《金縢》、《皇门》、《祭公》、《楚居》。

之所以选取这9篇文献先期整理出版，主要是

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简文内容较为完整，二

是目前对它们的整理工作较为成熟；三是各篇的

学术价值重大。根据我们目前的了解，下面对这9

篇文献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尹至》和《尹诰》

这两篇是有关伊尹和商汤的重要文献，涉及

到商汤灭夏的众多史实，内容极为重要。其中的

《尹诰》又称为《咸有一德》，是古文《尚书》

中的重要篇章，在《礼记·缁衣》中曾有引用。

将《尹诰》与《礼记·缁衣》中的相关引文相对

照，可以校正其中的不少文字错误。更为重要的

是，如果把清华简《尹诰》与传世的伪古文尚书

《咸有一德》相比较的话，立即就可以判断现存

的伪古文尚书《咸有一德》系后人伪作，而如果

断定伪古文尚书确实为后人伪作的话，其意义将

十分重大，对于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影响至为深

远。一千多年来，传世的伪古文《尚书》的真伪

问题曾引起了学者们长期而热烈的讨论，至今仍

在继续，但是从清华简《尹诰》等篇来看，存世

的伪古文《尚书》确是后人伪作。

《程寤》和《保训》

这两篇文献反映的都是商末周初时周文王

的有关史实。《程寤》篇原来见于《逸周书》，

但在后世流传过程中佚失，现在仅有部分佚文存

世。如《艺文类聚》卷七十九《梦》言：“《周

书》曰：大姒梦见商之庭产棘，太子发取周庭之

梓树于阙，梓化为松栢棫柞，寐觉，以告文王。

文王乃召太子发，占之于明堂。王及太子发并拜

吉梦，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大意是周文王

妻子太姒，梦见商朝王庭中长满荆棘，而周文王

之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取周人之树种到商朝

王庭之中，预示周朝将要代替商朝，这件事很可

能与周人津津乐道的“文王受命”有密切关系。

由于《程寤》已经佚失，后人已无法得知详情。

清华简《程寤》篇全篇相当完整，对于了解周文

王时的这一事件有重要帮助。至于《保训》简，

记载的则是周文王临终前对其子武王的遗言，里

面讲到尧、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为过去

所未闻见。篇中所包含的中道思想还很有哲学意

义。《保训》简的图版与初步释文已于《文物》

2009年第6期正式刊布，李学勤教授的《清华简

〈保训〉释读补正》一文（见《中国史研究》

2009年第3期）还对《保训》的释文作了进一步的

补充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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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夜》

本篇简文记载了周武王8年征伐耆国（即黎

国），得胜回到周都后，在文王宗庙举行“饮

至”典礼，参加者有武王、周公、毕公、召公、

辛甲、作册逸、师尚父等人，典礼中饮酒赋诗，

其中有周武王致毕公的诗、周公致毕公的诗等内

容，为过去所从未闻见。其中周公所作的一首诗

竟然与现在《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诗有

关，更是出人意料。《耆夜》为该篇简文的原有

篇题，耆国即是古书中提到的位于山西东南部的

黎国。《耆夜》简的最大意义，在于纠正了千百

年来关于《尚书·西伯戡黎》篇的认识。《尚

书·西伯戡黎》是有关周人伐黎的重要文献，据

书序说：“殷始咎周，周人乘黎”，并没有说

“西伯”就是周文王。但由于文王曾为商的西

伯，故后人往往都把该篇中的“西伯”理解为周

文王。现在根据清华简《耆夜》，伐黎实际上是

周武王时发生的事件，那么《西伯戡黎》中的

“西伯”自然也是指周武王，这是一个极重大的

发现。另外，根据这篇文献，我们可以知道，周

人伐黎是在周武王八年时才发生的，这样就明确

了周人灭黎的具体时间，从而使我们对于商周史

的许多相关问题需要重新加以研究。

《金縢》

《金縢》是《尚书》中的重要一篇，记载

了周武王灭商后不久即卧病不起，武王之弟周公

为武王祈祷，愿代武王生病，其所祷告之语被置

入“金縢之匮”。清华简中也有《金縢》篇，但

却有自己的一个长达14字的篇名，出乎人们的想

象。另外，清华简《金縢》的文字内容与传世本

《金縢》有许多重大的差异，可以纠正传世本的

许多问题，也可以使两千多年来人们对本篇《尚

书》中许多聚讼不休的争论得以解决。

《皇门》

《皇门》篇见于传世的《逸周书》中，记

载了周公训诫群臣献言荐贤，助己治国的相关内

容。目前，学术界已经公认《皇门》篇为西周时

期的文献，然而由于本篇文字讹脱严重，许多地

方都无法通读。现在清华简中也发现了《皇门》

篇，内容非常完整，将它与传世的《皇门》篇相

对比，传世本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这对

于发挥《皇门》篇在西周史研究中的地位具有重

要的作用。

《祭公》

《祭公》篇亦见于传世的《逸周书》中，内

容为祭公谋父临终前训诫周穆王之言。《祭公》

篇文字古奥，许多地方可以与金文相对照，也是

一篇公认的西周文献。清华简《祭公》篇有自己

的篇题，为“祭公之顾命”，这一篇名与《礼

记·缁衣》的引用相一致。而且清华简《祭公》

篇的内容也与传世本有不少异文，可以纠正传世

本中的许多问题。

《楚居》

《楚居》简的长度将近半米，在“清华简”

中是竹简长度最长的一篇，所述内容与楚国历史

密切相关。《楚居》这一篇名为整理小组所拟，

因为战国时期的《世本》一书，记载了从黄帝

以来到春秋时诸侯列国的氏姓、世系、居（都

邑）、作（制作）等内容，可惜早已流散。此

次清华简中的《楚居》篇，体裁与《世本》的

“居”篇有类似之处，因此整理小组把它暂定名

为《楚居》。清华简《楚居》篇非常详细地记录

了历代楚王的世系及定都情况，为历史地理研究

及文物考古工作提供了大量线索，必将推动楚文

化研究的深入开展。

这9篇清华简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一旦整理

公布，相信会引起学术界长期而热烈的讨论。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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