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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清华简”栏目的设立过程及刊登文章的情

况。随后在艾兰教授等人的主持下，与会专家开始

逐字逐句对清华简《保训》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研讨过程中可谓是精彩纷呈，专家们对《保

训》简的释文、含义及内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对于一些疑难的文字及句子，也纷纷提出了自

己的见解。特别是《保训》简中的“中”字，

更是引起了与会专家的极大关注。艾兰教授比

较赞同李零教授的观点，同时指出，《保训》

简的“中”字具有地理上和宇宙上的含义，地之

“中”意味着可以很方便地与天或上帝进行交

流，而天下之“中”则是指现在的河南登封的嵩

山一带。作为天子，必须统治这一区域，才真正

拥有天下；而伦理上的中道也是由此引申而来。

邢文教授则认为不妨把“中”理解为“数”——

“天之数”，就是孔子所传帝尧所说的“天之历

数在尔躬”的“天数”，也是传说中舜得河图的

河图之数。《保训》简中的“假中于河”、“归

中于河”，并不是向河伯借兵、还兵。古有“舜

得河图”、“禹得洛书”之说，上甲微兵力不足

以伐有易，于是，“假中于河”，仰赖天数的神

用，不仅让“有易服厥罪”，而且自己在战争中

也免灾“无害”，因此，战后上甲微必然要去谢

天还愿，还愿者，“归”也，这就是所谓的“归

中于河”。艾兰教授与邢文教授的观点引起了与

会学者的浓厚兴趣，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这次研讨会虽然仅有一天的时间，但是由于

时间安排紧凑，内容异常丰富，与会学者普遍感

到收获很大。艾兰教授对本次研讨会非常满意，

认为是她在1998年5月举办的“郭店老子国际学

术研讨会”和2000年8月举办的“新出简帛国际

学术研讨会”之后又一个成功的研讨会，这也是

与会专家的共同感受。

对于参加本次研讨会的我来说，另外一个很

深的感触是：国际汉学界对于清华简的关注程度

超出了我的想像。清华简入藏一年多以来，海内

外的媒体曾做过广泛的报道，但是海外汉学家们

对清华简的态度过去我还不太了解。本次会议可

以说是海外汉学界第一次对清华简《保训》进行

了全面系统的讨论。专家们对于《保训》简做了

细致入微的研究，其成果可以为今后《保训》简

的深入探讨提供很好的借鉴。另外，汉学家们对

于清华简的入藏、整理及出版工作的关心也令人

感动，这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清华简第一册整理报

告的编写既是很大的鼓舞，也是很好的鞭策。

研讨会之后，根据艾兰教授的安排，我还参

加了3月26日~28日在费城举办的美国亚洲学会的

年会，并在其中有关中国古代简帛的分组讨论会

上做了有关“清华简《保训》简与文王时期的商

周关系”的发言，与许多汉学家就清华简的有关

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

通过这次研讨会可以看到，汉学家们普遍

对清华简非常关注，并表达了要与清华大学出土

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进一步展开合作的愿望。相

信，在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清华简的整理、

研究和保护工作一定可以取得很好的成绩。

《保训》美国研讨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