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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四年的整理和编辑，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中备受瞩目的重要典籍—《老

子》，已于 2012 年 12 月出版。2013 年 2 月 23 日，由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和

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老子》卷）首发

式暨学术座谈会”在上海举行。来自国内各大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十多位专家学者

作为嘉宾与会。首发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高克勤社长主持。首先由上海古籍出版

社赵昌平总编、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耿琴副部长和出土文献研究所所长朱凤瀚教

授共同为新书揭幕。随后朱凤瀚教授简要介绍了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保护和整

理情况。这批西汉竹书是 2009 年初北京大学接受捐赠而从海外抢救回归的，共有

竹简 3300 多枚。竹书内容全都属于古代典籍，包括近二十种文献，基本涵盖了《汉

书·艺文志》所划分的“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

“方技”六大门类。这批西汉竹书是继 20 世纪 70 年代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

之后问世的又一座汉代典籍宝库，对于中国上古历史、思想、文化、科技、书法

艺术等领域的研究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2009 年 5 月，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

正式成立，该所由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考古文博学院联合组建，集中了校内外

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方面的十几位专家，承担起西汉竹书的保护、整理与研究工

作。三年多来，出土文献研究所先后完成了西汉竹书的清理、保护、科技检测、

彩色与红外照相、划痕测量、分类分篇、释文等工作。由出土文献研究所承担的 2

009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汉竹书整理与研究”和 2010 年度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整理与研究”先后获得批准立项，近

年已有一批简报和论文作为阶段性成果在学术刊物发表。 



 

北大西汉竹书中的《老子》，是继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乙本以及郭店

楚墓竹简《老子》之后，从地下出土的第四个简帛《老子》古本，几年来一直备

受学术界关注。据《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本卷整理者韩巍副教授介绍，西汉竹

书《老子》的特点和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竹书《老子》现存竹简 2

21 枚，5300 余字，其残缺部分仅 60 余字，是保存最为完整的简帛《老子》古本。

二、在竹书《老子》两枚竹简的背面写有“老子上经”和“老子下经”篇题，这

是《老子》书名在出土简帛中的首次发现，也印证了有关《老子》称“经”的文

献记载。三、保存了完整的篇章结构，共分 77 章，与传世 81 章本《老子》不同，

为探讨古本《老子》分章问题提供了宝贵资料。四、不少文句对《老子》一书的

校勘很有帮助。五、书法优美，抄写精善，堪称汉代“善本”。总体看来，西汉

竹书《老子》的文本形态介于帛书本与传世本之间。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处于“定

型”阶段的完整而精善的《老子》古本，使我们对《老子》一书产生、发展、定

型的过程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老子》卷）由

前言、凡例、图版、释文与注释、附录等几部分组成，在编辑出版方面也颇有创

新之处。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上海出版协会理事长赵昌平编审指出，本书与

以前的同类简帛出版物相比，有以下四个特点： 

1．本书的出版是作者方、出版方与印制方通力合作的成果。在北大西汉竹书保护

和整理工作的起始阶段，出土文献研究所就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达成出版意向，并

由出版社联系知名印刷企业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负责竹简彩色照片的拍摄

和制版工作，从而保证了竹简在最佳保存状态下拍摄成高精度、高还原度的数码

照片。在本书编撰过程中，作者方、出版社以及印制方三方联动，按照作者意图

完成图版的拼缀、复原、调色以及图书的设计、制版等工作，保证了出版质量和

进度。 



2．图版内容非常丰富。除原大和放大彩色图版外，还收入字迹模糊竹简的红外图

版，而“简背划痕示意图”更是首次出现在简帛资料报告中。竹木简背面用以标

示编联次序的刻划痕迹和墨线是近年才被学术界认识的一项最新发现。北京大学

藏西汉竹书和秦简牍的背面也普遍发现了划痕，出土文献研究所经过反复研究，

决定采用测量和绘图相结合的方法，对简背划痕的状态予以完整记录和再现。本

书图版的最后部分，就是根据测量数据绘制的“简背划痕示意图”，使研究者可

以一目了然地掌握竹书《老子》简背划痕的基本情况。由于竹书《老子》保存相

当完好，本书还附有简册照片的完整复原图拉页，让读者能一窥竹书《老子》全

貌，极具学术研究和观赏价值。 

3. “附录”收入丰富的竹简数据、相关文献以及整理者的研究成果，具有很高学

术价值。“附录”一《西汉竹书<老子>竹简一览表》，收录有全部竹简的长、宽、

契口（编痕）位置以及简背划痕位置的测量数据，为了解竹书的物质形态提供了

全面、翔实的一手资料。“附录”二《<老子>主要版本全文对照表》，收入西汉

竹书《老子》及其他八种出土和传世《老子》版本的全文，为研究者省却不少翻

检之劳。“附录”三、四是整理者撰写的两篇研究论文，对西汉竹书《老子》的

文本特征和学术价值做了全面介绍和深入分析，并且对竹书简背划痕的分布规律

进行了细致的梳理。 

4. 本书的编纂和出版得到国家最高级别资助。本书是教育部哲学社科研究重大课

题攻关项目“西汉竹书整理与研究”以及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的成果，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的出版资助。这充分

体现了国家对保护和整理中国传统文化瑰宝的重视。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耿琴副部长代表学校领导对《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出

版致以祝贺，并表示学校和社科部将对出土文献研究所的工作给予更好的配合和

支持。在随后的座谈会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裘锡圭教授、刘

钊教授、陈剑教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赵平安教授、吉林大学古

籍研究所吴振武教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胡平生研究员、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

究院曹锦炎教授、中山大学中文系陈伟武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哲学

系王博教授等专家学者先后发言，一致对《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整理和出版

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希望出土文献研究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继续坚持质量与速

度并重的方针，使《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成为简帛报告类出版物的典范。据朱

凤瀚教授介绍，《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在整理编纂中实行各卷编撰者的个人负

责制，但每卷书稿付印前，均由出土文献研究所主持召集相关专家进行多次讨论，

提出修改意见，各卷编撰者在听取大家意见并作出修订后定稿。这部大型资料集

计划分为七卷，自 2012 年底开始陆续出版，卷次大致按照《汉书·艺文志》“六

略”的顺序来编排：第一卷：《苍颉篇》；第二卷：《老子》；第三卷：《周驯》、

《赵正书》、子书丛残；第四卷：《妄稽》、《反淫》；第五卷：数术类文献五

种，即《荆决》、《六博》、《雨书》、《揕舆》、《节》；第六卷：日书类文

献三种，即《日书》、《日忌》、《日约》；第七卷：医方。目前，竹书各种文

献的整理和研究正在按计划分头进行，除已出版的第二卷《老子》外，第一卷《苍

颉篇》和第三卷《周驯》、《赵正书》等文献也已形成初稿，将力争在近期问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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