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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在充分保护整理的基础上，清华

简的释读工作正式全面启动。经整理发现，《尚

书》类文献与史书类文献在清华简中占有突出的

地位。

2009年4月13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

护中心学者在《光明日报》上撰文，介绍了最早

整理出的一篇竹简《保训》。其中李学勤先生的

《周文王遗言》一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保训》

简的情况。

《保训》记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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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未见。篇中所包含的中道思想还很有哲

学意义。篇首“惟王五十年”的纪年方式可能反

映了周文王生前已经称王的史实，对于我们了解

商周关系史有重要作用。

《保训》简公布后，学术界关于《保训》简

的讨论十分热烈。针对《保训》展开的讨论，除

了《保训》的时间、意义等，还主要包括以下三

类：

一、

关于《保训》篇的文字解读。最早由李学

勤《周文王遗言》（《光明日报》2009年4月13

日）一文对《保训》简的大部分内容做了解读和

介绍，随后出土文献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保训>释文》（《文物》2009年第6期）则给出

了全篇的释文。围绕此《释文》，学者们发表了

一系列的观点，对《释文》中有争议的地方进行

讨论和补正。

二、

关于《保训》简的性质。李学勤在《论清华

简<保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保训》

是《尚书》体裁，是周文王临终前对武王姬发的

遗言；赵平安认为《保训》的体式与古文《尚

书·伊训》相似。《尚书》作为史学研究的重

要史实类典籍，对形成中华民族先秦历史的观

念有深远影响。然而姜广辉在《<保训>十疑》

（《光明日报》2009年5月4日）中指出：要确保

《保训》简的文献学价值，势必得确定它究竟是

史官实录还是后人追述。如果是后人的追述，那

么《保训》简隶属于《尚书》系统的所有属性就

未必成立。姜广辉对《保训》篇的释读和内容所

发出的十点疑问，引人深思，也引发了学界更大

范围的争论。王连龙和黄怀信则认为《保训》和

《逸周书》的关系更加密切。

三、

对《保训》简“中”字内涵的讨论。周文王

对太子讲了两个历史传说，一件是关于舜的，另一

件是商朝祖先上甲微的，而文王通过这两者所要讲

的，则是“中”这个富于哲理性的观念。周文王四

次提到“中”，可见其是《保训》全篇的中心。李

学勤率先指出，这对于研究儒家思想的渊源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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