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十年代中國出士的秦漢簡姆和借書

朱德照表鶴主

中國有悠久的文明史，是世界上保存古文獻最多的國家。不但有大量古文獻一代代

流傳下來，而且還有大量古文獻埋藏在古代的遺址和墓葬襄等待人們去發現。十九世紀

末年以來，在中國發現了三批重要的古文獻。 1899年〈清光緒二十五年〉以來，在河南

省安鷗市殷墟遺址發現了大量商代後期(公元前十四至十一世紀)的王室占←檔案一一甲

骨文。二十世紀初年臥來，在西北的內蒙、甘肅、新疆等地發現了大量漠簡租一些魏晉

簡。"∞年(光緒二十六年) .在甘肅省敦煌縣莫高窟〈也稱千佛洞〉的一個封閉了八

百多年的竄室裹，發現了大量六朝至北宋(主要是唐代)的寫本和一些唐宋印刷品。在

剛過去的七十年代裹，中國考古工作者叉在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山東省臨訢縣銀雀

山、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和安徽省車腸縣雙古堆等地的秦和西漢前期(公元前三至二世

紀〉墓葬襄發現了大量簡冊和自害。這可以稱為近代以來新發現的第四批重要古文獻。

簡冊巷口串害的 1ft命'1

中國是植物纖維紙的發群地。但是可以用於書寫的抵是在二世紀初才出現的，紙成

為佔統治地位的書寫材料，大約是從四世紀開始的。戰國時代的《墨子》襄屢次說“書

於竹舟，，( ((天志》篇中)、“書之竹鳥，，( ((明鬼》篇下、《天志》篇下) ，在用紙之

前，竹和自是主要的書寫材料。

竹子用於書寫之前，先劈成細長條的薄片，並加刮制，使之便於書寫。這樣的竹片

叫做“簡"。不產竹子的地方，通常以木為簡。西北地區發現的漢簡絕大部分是木筒，河

南、山東、湖北、湖南、安徽等地發現的戰國秦漢時代的筒，幾乎都是竹筒。筒的寬度

-敵在0.5至 1巨米左右，簡土通常只寫一行字。筒的長度往往親用途而異。例如在漢

代，官府用的正式法律文本用三尺或二尺四寸長的簡(當時的-尺長23巨米左右，相當於

現行中國尺的十分之七左右)。重要的儒家經典用二尺四寸的筒。最常用的筒，長度為

一尺，其次為一尺二寸。也有些簡長一尺一寸或短於一尺。由於筒的長短和字的大小不

一致，一簡昕容的字數沒有回定的標準。在一股情況下，尺左右的簡大概寫三十字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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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用絲輯或麻緝蝙聯起來說成為“冊"。甲骨文珊字作#梅等形，豎畫代農簡'。或

2代表輝在簡土的騙蠅。從出土寶物看，一般簡冊多用三道或兩道緝蠅。三道是上下諧

和中間各一道。用兩道的，將簡大致分成三等分。長的間正在用四道甚至五道編繩。每

冊包含的簡數可多可少。在一般情況下，先將簡編連成冊，然後再書寫。簡冊蚊藏的時

帳，卷成一卷，講究的還在外面加書囊。

如果需要書寫的文字不多，通常不用簡珊，而用比較寬的長方形木板，稱為“方"或

“贖"。一塊贖可以寫錢行字，反面往往也寫字(簡冊也有在反面寫字的，但不及贖普

遍)。書信一般寫在一尺長的贖上，昕以書信也叫尺贖。

因為一根簡通常只寫一行字，昕以這樣寫成的書是非常笨重的。漢代著名的歷史學

家司馬遷在他的巨著《史記》的“自序"襄說. <<史記》“凡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假定

每根簡寫四十字，說耍一萬三千多根筒。估計這部書當時的體積至少相當現代印刷的《

史記》的五十倍左右，軍量也}定大得驚人。史書記載秦始皇每天處理的文書，多得要

用“石"為計算重量的單位(-石重一百二十斤，相當三十公斤左右)。這些文書都是用

竹木筒贖寫的，昕以才會這樣重。

西北地區出的木簡多數是在漢代邊區的官署和烽燈遺址襄發現的。木簡埋藏在乾燥

的沙漠裹，保存得很好，有些簡出土時簡直跟新的一樣。偶而還能發現蝙繩完好的聲珊

木簡。何南、山東、湖北、湖南、安徽等地出的竹筒，則都是在墓葬襄發現的。出筒的

古墓大都密封得很好，墓襄多半有水。竹筒在水襄泡了兩千多年，字越仍然非常清楚，

可見中國墨的質量是很好的。不過麻煩的是竹簡出土以後，還帶繼續浸在水里。一離開

水，很快就會皺縮、扭曲、變黑。近年來，有些博鞠館采用脫水的辦法保存竹筒，取得

了比較好的效果。

現在我們知道，戰國待代以至秦代和漢代前期的墓葬裹，如果墓主人比較潤氣，多

半都有竹筒。因為那時侯有一種風俗，死者下葬時，要把隨葬的東西閱一張清單留在基

裹，稱為“遣冊"。當時人講究厚葬，凡是括人要用的東西，死入也都得有一份。因此隨

葬的東西從食物、器血、去看、車馬以至樂器、兵器，無昕不有。因為隨葬的東西多，

清單也說相當長。此外，還有把死者在世時研讀的竹書埋在墓裹的。這樣說來，在戰國

和秦漢的墓葬裹，竹筒應該是很普通的東西了。可是我們部一直到五十年代才在墓葬襄

發現竹筒。這其實也不奇怪。因為在舊中國，挖掘古墓的多半是圖利的盜掘者。盜扭者

的興趣在金玉銅器。他們不注意也不認識竹筒，即使偶爾有人撿罔一些，離開水不久就

毀壞了，根本保存不下來。

自比竹木輕使得多，但是也貴重得多，作為書寫材料大大不如竹木用得廣泛，而且

島叉比較容易損壞，昕以古代的吊書一直很少發現。七十年代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一

批自書，錢乎是我們了解古代用書形制的唯一依攘。

馬王堆吊書的高度分48巨米左右和24巨米左右兩種。漢代的自幅廣二尺二寸。 48塵

米約合漢尺二尺一寸，可知前一種是整幅的島，後-種是半幅的島。折算出來的寬度昕

垃l墨小於漢代標準幅廣，可能是自書曾經受潮屢有收縮的韓故。島書的長度沒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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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相當長，例如抄有醫方和其他醫害的一卷烏書，估計全長在430鹿米左右。用書故

藏的時候，或者一層一層地拆壹起來，或者纏繞在二、三區米寬的竹木條土，卷成一卷

(後一種方法只用於半幅高的吊書)。吊書弘、寫前，往往先用朱甚少劃出豎格，每行寬約

六、七毫米。整幅的用還要用墨劃土下欄線，上下各留出一直米多的天地頭 (upper and 

foot margins)。半幅的自書一般每行寫三十多字，整幅的一般寫六七十字。

自書的行寬與竹簡的寬度相近，半幅吊害的高度與一尺二寸筒相同，整幅自書的高

度與二尺四寸簡相同，每行字數也很接近。整幅吊書的上下欄很像簡冊上下端的緝繩。

古代書籍多數是簡間本，自書本往往是從簡冊本過錄的，在行欺方面出現自書摹仿簡珊

的現象是很自然的。

我次重要的發現A

七十年代之前發現的漢筒，時代沒有早過漢武帝後期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發現

了幾批戰國時代的楚筒，但是秦代和西漢前期的竹簡一直沒有出士過。至於吊書，七十

年代之前，只在敦煌和居延的漢代遺址里發現過幾片西漢後期的書信題識之額的零星東

西。長沙、戰國楚墓襄發現過一幅帶影色圖畫的自害。七十年代發現的秦代和西漢前期(

指漢初至武帝前期〉的簡冊和馬書，填補了中國古文獻的-設空白，具有重大的意義。

七十年代最早發現的藏有簡冊的西漢前期墓葬，是1972年1月至4月間發掘的長沙馬

王堆一誼漢墓。這座塞是西漢初期長沙國丞相串大侯利倉的妻子的墓葬。從地層關係看，

稍晚於後來發掘的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下葬的馬王堆三號漢墓。由此推測，一

號墓的下葬年代大約在文帝晚年。墓中出了三百十二根竹筒，還是一分記載隨葬物品的

清單一一遣冊，不是真正的“書"。

緊接著馬王堆一號漢墓的發掘， 1972年 4 月在臨奸銀雀山發掘了相鄰的兩座漢墓。

兩座墓的埋葬年代顯然很接近。一號墓襄發現了大量竹筒。三號墓襄發現了由三十二根

簡組成的一份自曆譜，據研究是漢說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的。根攘兩墓的形制、

遺物，特別是上述元光元年曆譜，可以斷定它們是武帝初期的墓葬。

一號墓是在建築工程中偶然發現的，竹簡殘損得比較厲害。出土的全部竹簡編號在

六千斟上，但大部分是很碎的殘片，比較完整的簡只有幾百根。這批竹簡現在已經初步

整理完畢。整理者雖然在綴合聽片和繫連簡文方面化了很大力量，還是遠遠不能恢復這

批簡冊的區觀。這批簡冊基本上都是古書鈔本(不過有些書在當時也許還稱不上“古勻，

可以分為三類來說:第一類是現在還有傳本的，倒如《吳孫子兵法)) (通常稱《孫

子> )、《晏子》等。第二類是雖無傅本但漢代人緝的書目( {(漢書﹒藝文志>> )宴會

經著錄過的，例如《齊孫于>> (近來多稱《孫蹟兵法>> )、《地典)) (著錄於《漢書﹒

藝文志》兵家)。第三類是我們以前完全不知道的著作，內容有兵法，政論，講隘輯、

時令、占偎的書，以及講相狗(judge a d嗯's worth by its app個，rance)、作醬方法的雜

書。這一類書裹，有的有書名或篇名，有的因為竹筒殘損，連名稱也不知道。這批資料

已經發表過一部分(書目見附錄) .全部圖版和釋文、注釋準搞分三輯陸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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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1月至1974年初，發掘了馬王堆三號漢墓。這大概是軟偎利蒼的兒子的墓
葬。墓中所出的文字資料表明此基下葬於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這座墓襄發現
了大批珍貴的島書，主要有《周易》和解釋《易》的經說、兩種本于的《老子) (整理
者稱爵甲本、乙本)、附於這兩本《老子》的農種扶書、摘記並評論春秋時代史事的

書、類似《戰國策》的書、講相馬的書，以及很多種醫書和講陰醋、占4吏的書。有些自

書的字體較古，大概是秦代鈔本。此外墓中選出了一些盡在自土的圖，其中有水平很高
的地圖。這些自書、自圖由於長期折壘己沿折痕裂開，各層之間又因受潮五相黏連。出

土後，由技衛專家細心揭開，叉經過整理者認真掛合，現在除去農種過於殘破的跟外，

都巴大體復原。這批資料已經發表過好幾種(書目見附錄) .全部圖版和釋文、注釋準

備分六輯陸續出版。除自書之外，馬王堆三號漢墓還出了不少竹木簡。一部分是遣冊，

-部分是講養生之道和房中術的番。

1975年底至1976年初，在雲夢睡虎地發掘了戰國末年至秦代(公元前三世紀中後
期〉的十二座秦基。 1975年12月發掘的十一號墓，棺內藏有一千一百多根竹筒，大體完
好。這是秦筒的第一次發現。這批竹簡襄有秦律的鈔本、對秦律的問答體種釋、關於治

獄的各種文書程式的匯編、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
之間國家與基主家庭的大事年衰，以及格言和字書的鈔本等。此外還有兩種講時日禁忌
等迷信的《日書扎根攝上述大事年表可臥斷定這座墓是秦始皇三十年或稍晚-些下葬

的。墓中昕出法律文書大概是曾任獄吏的基主私人參考用的，所以沒有用三尺或二尺回

寸長的筒。這座墓出土的簡冊，除去兩種《日書) .都已發表(書目見附錯〉。目前正

在單備出版包括《日書》在內的全部簡冊的圖版和釋文、詮釋。

1977年在車鷗雙古堆發掘了夫妻並葬的兩座西漢前期墓。根攘墓中昕出器物的銘

文，可以斷定一雖墓的基主是死於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的第二代汝陰偎夏偎位。
這座墓出了一批竹筒，可惜由於在墓中長年受到擠壓，不但聽碎得很厲害，而且已極黏

結成一個大塊。這批竹筒目前正在由技衛專家細心剝離。攘初步觀察，知道包含《詩

經》、《蒼頡篇》等書。

在七十年代裹，除了眼土踐批重要資料跟外，還在廣西省貴縣、湖北省江毆縣等
地的好戲個西漢前期墓葬襄發現過簡贖。江睦鳳凰山十號墓出3:了一批記賦輯、繕役等

專項的鄉文書，其餘各基所出的基本土都是隨葬物的記錄。

墊洹且作

整理工作的難易繁簡取決於竹筒和自書的保存情況。在農批重要資料裹，雲夢秦簡

保存得比較好，大部分竹筒都是完整的，昕以整理德比較快。銀告山竹簡殘損情況嚴
重，整理工作花費的時間說比較長。說竹簡而言，整理工作除了清撓、裝管、偏號、照

相等純技術性工作以外，主要包括臥下踐個方面:

一、耕接，即把折斷的碎簡掛接起來。掛接的根攝是:<D文義是否相連。有時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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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裂成南部分，還可以根攘字形掛復。@斷簡體口的形狀。@斷筒的部位. mp看它是簡

頭還是簡尾，有時還可以根撞騙蟬的痕鐘確定它的部位。@字體和行歉。銀雀山竹筒共

有六千多個編韓，聲簡還不到二十分之一，數學土可能的組合數大得驚人。因此肯定有

許多本來可臥掰接的斷簡目前還沒有掛合。

二、繫連，即確定同一篇著作襄竹筒的順序。因為每一根簡一般只寫}行字，所臥

實酪土說是確定行的順序。

三、分篇分書，即確定哪些簡屬於同一篇著作，哪些篇屬於同一部書。

說銀告山竹筒的整理工作而言，且主三項工作都是相當困難的。設想我們把一本現

代的書按行剪閱(這已越把問題簡化了，因為銀雀山竹簡包含許多種書) .再把大多數

行剪成數目不等的小康，打亂垃l後去做復原的工作。這個比方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銀告山

竹筒整理工作的種雜程度。當然，以上是針對現在沒有傅本的抉書說的，有傅本的書可

臥攝今本對勘，工作比較容易一些。

四、考釋文字(如:iphering)。先棄文字屬於古文字的範疇， 秦漢時代通行的撮書屬

於近代文字的範疇。因此雖然秦漢眼戰國緊接，可是文字的差別極大。戰國竹筒的文字

非常難認，而寮漠竹筒百分之九十錢以上的字都是可誠的。當然也有一些字不易辦認。

例如銀雀山竹筒有-個“蜜"字。經研究知道這是“翼"字的另一種寫法。“翼"和“巴"古音

相近，因此以“異"作為聲旁(phonetic part)的字也可以接用“巴"作為聲旁，“肥"可以寫

作“標"，說是證攝。有少數字到現在還沒有認出來。

五、硨定字義。有時考釋出了文字，仍嘗不能理解文義，因為窮的是A，實釀上是

借A作為與A間音的B用的，還說是研謂假借字 (phonetic laon word)。還種情形在流
傳的先秦古書襄是經常可以遇到的，不過竹筒和自書襄假借字出現的頻率更高。舉一個

簡單的例子來說，我們在整理銀僅山竹筒時，會把兩小康碎簡掰接起來，簡文只有七個

字:“勝在戰不勝夜戰"。如果按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夜"字，這七個字的意思說無法講

遇。實際土“夜"是“亦"的假借字， (“夜"本來是由“夕"和“亦"兩個偏旁組成的形聲字，

“亦"是它的聲旁。〉“勝亦戰，不勝亦戰"是說打侮嬴要打，打不嬴也要忱。

以土介紹的是竹筒的整理工作。自書一般沒有繫蓮的問題，餅合的情況也和竹筒不

間。由於島書碎片土的文字大都不止-行，因此掛合的線索比竹筒多。不過，整理聽碎

魯特別厲害的自書，困難決不在整理殘碎的竹筒之下。至於考釋文字、確定字疆等芳

面，自害和竹筒是一樣的。

價值和意義

如土研述，七十年代在湖南、山東、湖北、安徽等地古墓葬襄發現的竹筒和自書.

大部分是古書的鈔本。這些兩千多年前的手鈔本古書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我們知道，

近代發現的古文獻裹，筒周時代的甲骨文和金文都不是書;巳發現的戰國楚簡絕大多數是

過黨和占←記錄;西北地區發現的漢簡多數是文書 (official do個ments)、簿籍 (r唔臨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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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unt 切ok丸 eω.). 古書鈔本只發現過一些零星殘筒。只有 1959 年在甘肅武威縣漢華

襄發現的《懂禮》簡冊，是成篇的古書鈔本，但是抄寫時間約在西漢末至王莽時，比馬

王堆等墓的古書鈔本晚了-二百年。至於莫高居寫本中的古書皇島、本，時代說更晚了，大

部分晚於馬王堆等墓的古書包、本八九百年斟上。由此可見，在全部近代以來發現的古文

獻裹，七十年代發現的秦漢簡冊和自書，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從歷史上看，也只有西

漢時代在孔子故宅牆壁襄發現古文經書，西晉時代在汲郡戰國魏墓襄發現《竹書紀

年》、《穆天于傅》等古書這兩件事，可以與七十年代的發現相比。

下面我們打算扼要介紹一下這批簡冊和自書在古文獻學、語言學和古代歷史、思想

史、科學技衛史等方面的重要意義。由於研究工作閱始不久，目前還不是對這拉資料的

學術價值進行全面評價的時帳。以下的介紹肯定是不全面的，而且有的部分很可能是不

完全中肯的。

,. 吉文獻學諸國
不論是在竹筒或是由書裹，都保存了不少久已失傅的抉書。其中有目前能看到的中

國最古的法律一一《秦律>> .最古的字書一一《倉頡篇>> (西北地區會發現一些零碎的

《倉頡篇》聽筒，在數量上無法與雙古堆相比) .最古的日曆譜一一《元光元年磨

譜) .最古的醫書、相畜書、日書、占害和房中衛著作;還有亡抉多年的先秦重要著作

《齊齊于》、《孫子》扶篇等等。此外，馬王堆還出了中國最早的地圖。這些資料的發

現，在古文獻學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馬王堆《周易》不是現存王粥本昕從出之本，雙古堆《詩經》也不是現存的《毛

詩) .昕臥在一定意義上也可眼看作抉害。它們對古代經學的研究有重要價值。

傳世的先秦古籍《晏于》、《尉蹄子》、《六韜>> ，曾被人權展為秦漢以後的作

品。特別是二十、三十年代“接古"學風興起以後，比較審慎的學者都不敢把這些書當作

戰國時代的史料來使用。銀雀山竹簡襄有《晏于》、《尉續子》和《六韜》的不少第

章，文字與命本大體相同。我們知道，從一部書的開始出現到廣泛傳抄，通常總要經過

-數不太短的時間。西漢前期墓襄臨然發現了這些書的鈔本，可臥想見這些書在戰國時代

應該已極出現。這個例子告訴我們，做古書辦傌工作必須十分審暉，不能因為某些古書

的思想與我們自己頭腦中想像的古代思想不舍，說買賣然斷定這些古書是後人的僑作。

《齊孫子》的出土也澄清了古文獻學土有爭論的一個問題。相傳《孫子》十三篇的

作者是春秋時代的孫說，但是書中有不少內容反映了戰國時代的情況。由於戰國時代課

蹟學蔽的著作《齊主呆子》長期失傅，有人懷疑《孫子》十三篇原是《齊碌于》的一部

分。銀雀山漢墓中吳、齊兩種《孫子》同時出土，而且顯然是兩種書，這就徹底推窩了

上述那種臆說。

把有傅本的古書眼竹筒本或自書本相對照，可以看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歷來受到

重親的書，如《老子》、《碌于》一類著作，古本和今本比較接近，出入不是很大。反

之，不太受重觀的書如《六輯》、《尉蹄子》等. i.年本和古本往往有較大的差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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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有成句成鼓地脫落或刪節的情況。此外，比起宋以後的刻本來，唐代類書引用的本子

眼及教煌唐寫本，跟竹筒本或自書本要接近得多。這說明印刷衛的興起一方面誠少了古

書失傅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古書文字訛誤衍脫的可能性。刊刻的古書由於昕攝

底本不善，或是刊刻者出於牟利的目的草率從事，往往錯誤很多，而刻本的出現又可能

導致各種鈔本失傅，斟致好的本子反而破壞的本子淘汰。

竹筒本和自書本時代早，一般說來比較接近原本，因此可眼用來故勘古書，斜正4年

本的錯誤。例如《孫子﹒計篇》有一句話. ，&年本作“地者，遠近、臉易、廣獄、死生

也"，簡本作“地者，高下、廣狹、遠近、隘易、死生也"，比令本多“高下"二字。《孫
子》是兵法書，對於作戰來說，地形高低非常重要. "年本在傅鈔過程中脫落了這兩個

字，是嚴重的錯誤。在已發表的馬王堆自書和銀雀山竹害的注釋宴，可QJ.找到很多這方

面的實倒。

2. 語言學和文字學芳茵

七十年代發現的竹筒和自害的總字數估計在二十萬字斟上。這為我們研究古代語言

和文字提供了極其重要而叉豐富的資料。抉害的價值自不待言，說是那些現在有傅本的

古書鈔本，由於與原本比較接近，作為語言資料，其價值也遠遠超過今本。舉例來說，

馬王堆用書本《老子》間及銀雀山簡本《懿于》和《晏于》裹的“弗"字.4-本往往故作
“不"。如果要研究否定詞“不"和“弗"的區別，那自然不能根讓今本而應該根攘簡本。上

文已經提到，竹書和島書襄保存了大量的同音假借字資料，還是研究古音的重要依攝。

自古相傅秦代開始使用教書。但是過去大家沒有看到過真正的秦隸，說是對西漢前

期的韓書也缺乏確切的知識。各墓出土的竹筒和島書，包括秦基出土的在內，絕大多數

是用教書或介於豪輯之間的一種過渡字體書寫的。它們填補了漢字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

缺疆，使大家認識了秦諒的面藐，並了解到隸書實際土在戰國時代的秦國就已羽步形

成。以前對秦隸的一些錯誤看法得到了斜正。這是中國文字學史上的一件大事。
秦至西漢前期的諒書，是古文字和近代文字之間的中間環節，因此無論對於研究古

文字還是對於研究近代文字，都是十分重要的審考資料。古書襄有些長期成為問題的

字，也由於這社資料的出土而得到了正確的解釋，例如《黃帝內極》襄常見“臭"字，用

法與“熱"字十分相似，同樣用法的“吏"字也見於西北地區出土的漢筒。但是字書裹的

“臭"字，不但讀音跟“熱"字完全不同，並且也沒有“熱"的意思。馬王堆《老子》甲本有

“臭"字，今本和馬王堆<<:老子》乙本作“熱"的字，甲本作“臭"。由此可知漢代人是
把“臭"字當作“熱"的異體字用的(“臭"由“日"、“火"二字合成，日和火都能發熱，“自"

字的讀音也與“熱"很相近 )0 (內極》的“臭"字額然是從漢代鈔本遺留下來的“熱"字異
體，一敵人用字書襄“臭"字的音來讀它，是錯誤的。

3. 古代社會和歷史的研究站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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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雀山研出抉書中有《回法》篇，大約作於戰圈。第中講到故府授田給農民的制

度、農民的各種負坦臥及農民不能完成敢府蟬定的生產任審時昕應受的處罰。在現存的

戰國史料裹，從來沒有看到過像《個法》那樣具體地談到這些問題的資料。這篇抉書由

於竹筒殘損無法依種原說，但是殘存部分對於研究戰國時代的社會組濟和政治制度仍然

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腫虎地出土的《寮律》和有關文書，是研究戰國時代秦國臥及秦代的社會鍾濟和政

治制度的極為重要的史料。秦代統治時間短，流傅下來的社會經濟史料非常貧乏，因此

這批史料的重要性說顯繩更為突出了。

江接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的記賦稅、搖役等事項的鄉文書，是現在能看到的這類文

書中時代最古的-批。這批文書對於研究西漢前期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有非常重要的

意羲。
說是在講迷信的日書、占書裹，也可QL找到一些重要的史料。例如腫虎地《日書》

襄講到甚麼日子可以買奴諦，甚麼日子不可臥賣奴隸，甚麼日于生的孩子不吉利，-定

會當奴攏，等等。這對於了解當時的社會經濟情況說非常有用。

馬主堆出土的類似《戰國策》的一種古書，內容大部分不見於《史記》和《戰國

第) ，是研究戰國歷史的重要新史料。道部分快書襄包含了不少關於蘇棄的第一手史

料。蘇賽是戰國後期一個且善於游說著稱的政治活動家。由於名聲大，很早說成為一個
傅奇式人物，很多別人的事情間至虛構的故事都被掛到他的名下。司馬還寫《史記》的

時儂已經弄不清他的歷史，把他的卒年推前了三十年左右，在戰國史土進成了一些混

亂，現代學者間早已有人對此產生懷疑。這批新貴科的出土徹底解決了這個問題。睡虎

地出土的大事年衷，對《史記》的某些記載也起了捕克或斜正的作用。

4. 宙飛思想聽貴國

各基出土的古書，絕大部分都可以用作研究古代思想的資料。其中，在古代思想桌

上有特別重要的價值的，是馬王堆出土的“黃老學派"的抉書一一《經法》等四篇抉害和

《伊尹﹒丸主) (即附於《老子》甲、乙本的缺害的主要部分)。

在戰圈中後期出現了-個攘合道、法、陰晦等家思想的重要學派，近年來學者多稱
之為“賈老學棍，，(“老"指老子，“黃"指黃帝，這一蔽的著作往往托名於黃帝)。黃老學

蔽的著作多巴亡侯，流傳下來的著作，有的沒有受到重觀，有的雖然受到一定重頓，但

很少有人從研究黃老學派思想的角度表加臥注意。因此學術界長期以來對這一學派沒有

明躍的認諧。馬王堆缺害的出土，大大推動了對黃老學蔽的研究工作，現在學術界對遷

.....學蔽的認識，比七十年代之前已極深刻多了。
各座墓葬研出的古書襄都有反映迷信思想的書。除了日書、占書跟外，請陰睡五

行、時令的書通常也包含這方面的內容。這充分反映了述倍思想在當時人們頭腦中研佑

的重要地位。

5. 宙飛科學按街史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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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王堆出土的自圖中，有一張長抄國南部地區的地圈，其主要部分的比例尺約第十

八萬分之-，圍中對山脈、水系、居民點、交通線等都作了比較詳細的表示，而且精體

度相當高。水道大部分接近於現代地園，縣一級居民點的位置也相當準確。在公元前二

世紀能畫出這樣的地圖，實在令人佩服。如果沒有水平相當高的地理學和數學知論以及

測量、繪圖技銜，這樣的地圖顯然是畫不出來的。這是中國已發現的最古地圖，在世界

上同類水平的地區襄大概也是時代最早的一張。

古代的天文學與占星衡是分不闊的。馬王堆出土的天象方面的占書保存了不少重要

的天文學資料。一種關於五星的占書附有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至漢文帝三年〈

公元前 177 年〉這七十年間木、土、金三星的還年位置衰，並附有關於這三星運行遠度

的說明。通過表和說明，可眼看到當時對行星進行觀測的水平已經相當高。當時測定的

金星會合周期為584.4日，比今測值只大0.48 日，這是很驚人的成戲。男一種關於天文、

氣象的占書(原本大約出自戰國時代的楚國) ，有二十九幅附有說明的彗星圖，彗星名

稱共有十八種，各種彗星的圖形基本附合實際，這反映當時對彗星已有很精細的觀察。

為王堆漢墓出了一批重要醫書，攘研究其成書時代多數早於中醫最重要的經典著作

《黃帝內極》。其中有現在能看到的中國最古的醫學理論著作、麗金斷學著作和醫方。此

外，墓中還出了一張畫有各種“導引"動作的圖解的車圖(導引是呼吸運動和軀體運動相

結合的一種醫療體育方法)。這批實貴的醫書大大加深了我們對中國古代醫學的認識，

對於操索一些重要中醫理論的形成過程有極其重要的意羲。此外，從睡虎地秦筒中的某

些治獄文書，可眼看出法醫學在當時已經有了比較顯著的萌芽。

馬王堆出土的“相馬"書、銀雀山出土的“相狗"害，反映出當時人對家畜形體服及形

體與性能之間的聯繫，有很精細的觀察。不過，有一些說法恐怕並不附合實際情況。

帶 學 學

故土對七十年代發現的秦和西漢前期的簡珊和自書作了一個極為膚潰的介紹。隨著

有關研究工作的進晨，這個介紹一定會有越來越多需要加臥補充和斜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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