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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清华简开辟全面、多维报道的平台
——访《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先生

○ 学生记者 徐欢

2009年4月，在清华简的整理、研究工作有

序展开、研究成果及专业论文也陆续出炉之际，

《光明日报》国学版开辟了“解读清华简”专

栏。	就《光明日报》开辟专栏一事，记者专访了

国学版主编梁枢先生。

对于专栏设立初衷，梁先生表示自2008年夏

天这批竹简入藏清华开始，媒体就进行了大量的

报道，方方面面的读者也对清华简显示出了浓厚

的兴趣.。2009年3月份，	清华简整理研究工作获

得初步成果，周文王政治遗嘱《保训》篇于两千

多枚简中被整理研究小组首先发现。李学勤等五

位小组成员，在最短的时间里撰写出释读文章，

并于第一时间送到了该报《国学》版编辑手里。

《国学》版随即开辟“解读清华简”专栏，分三

次刊登，立即引起学界热烈反应。自此，一场

“清华简热”在海内外持续开展起来。

梁先生指出，之所以要开辟专栏，一是为了

及时、全面、多维地报道清华简整理研究的最新

信息；二是为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个多种声

音兼容并包的开放式平台。

专栏自从开辟以来，已刊登了一系列有关清

华简的研究成果和专业论文，梁先生表示这些文

章大致分为两种：

其一，关于清华简内容的探讨，如李学勤

《周文王遗言》（2009-04-13）、刘国忠《〈保

训〉与周文王称王》（2009-04-27）、江林昌

《清华〈保训〉篇“中”的观念》（2009-08-

03）、沈建华《“武王八年伐耆”刍议》（2009-

08-24）等；

其二，关于《保训》篇真伪问题的讨论，如

姜广辉《〈保训〉十疑》（2009-05-04）以及

《清华简鉴定可能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再谈

对〈保训〉篇的疑问》（2009-06-08）、王连

龙《对〈《保训》“十疑”〉一文的几点释疑》

（2009-05-2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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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论文及纪要引起了学术界强烈的共

鸣与争论，也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梁先

生表示，尤其是姜广辉与王连龙之间互动式的讨

论，对《保训》一篇进行的“质疑—反质疑—再

质疑”，更是在一时间内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一个

大热点。

在对清华简未来的展望中，梁枢表示目前报

社不断收到各界专家、学者的文章，国学版会对

其进行选择性刊登。梁先生还说，《光明日报》

近期有可能刊登几篇欧美学者对清华简研究、解

读的文章，使海外汉学界的声音也能被听到。专

栏不仅成为国内学者对话的开放式平台，更要成

为中西学者互通学术信息、研究成果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