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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至今简帛学大事记

	 1901年：	 斯坦因在新疆尼雅发掘简牍44枚。斯文·赫定于楼兰古城发掘魏晋简牍121枚。

	 1907年：	 斯坦因在敦煌获木简、纸文书近千件，其中汉文木简708枚。1914年，他又在同一地区及玉门等地发掘汉代木

简166枚。

	 1912年：	 王国维写成《简牍检署考》。

	 1914年：	 王国维、罗振玉合著《流沙坠简》在日本出版。

	 1930年：	 中国和瑞典联合组成的“西北考察团”于额济纳河流域30处获汉简万余枚，史称“居延汉简”，其中破城子

出简5200枚，红城子3500枚。

	 1943年：	 劳榦《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在四川南溪石印本出版。

	 1972年：	 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竹简4974枚，多为兵书。

	 1973年：	 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汉代帛书26件，12万余字。

	 		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竹简428枚，木牍9方。

	 1974年：	 《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75年：	 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1155枚，多为法律文书。

	 1977年：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简装本）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79年：	 “马王堆帛书工作会议”在美国举行。

	 198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上、下）由中华书局出版。

	 1981年：	 《云梦秦简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2年：	 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198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秦汉史研究室编《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984年：	 甘肃省文物考古队、甘肃省博物馆合编《汉简研究文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5年：	 饶宗颐、曾宪通合著《楚帛书》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

	 1986年：	 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秦简460枚，有《日书》等。

	 1989年：	 郑有国《中国简牍学综论》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1年：	 “首届中国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兰州举行。

	1990~1992年：	 甘肃敦煌悬泉置先后三次出土汉代简牍近2万枚。

	 1992年：	 日本关西大学举行“汉简研究国际学术会议”。

	 1993年：	 饶宗颐、曾宪通合著《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

	 		湖北荆门郭店出土战国楚简800余枚。

	 		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简帛研究中心，谢桂华担任主任。

	 1994年：	 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市场购得1200余枚战国竹简。

	 1996年：	 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10万枚以上，大部分为官府文书。

	 1998年：	 《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举办“郭店《老子》国际研讨会”。

	 1999年：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主办的“第一届简帛学术讨论会”在台北召开。

	 2000年：	 “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2001年：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2002年：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开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003年：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和台湾辅仁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新出楚简与儒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8年：	 清华大学收藏一批战国竹简，总数近2500枚。

	 2009年：	 《光明日报·国学版》辟“解读清华简”专栏，集中发表清华简研究最新成果及论文。

（本文参考、摘编自沈颂金《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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