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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書紀年研究竹書紀年研究竹書紀年研究竹書紀年研究（（（（2001200120012001----2013201320132013）》）》）》）》是是是是 2001200120012001----2013201320132013 年間關於年間關於年間關於年間關於《《《《竹書紀年竹書紀年竹書紀年竹書紀年》》》》研究的集大成匯編作品研究的集大成匯編作品研究的集大成匯編作品研究的集大成匯編作品。。。。

主體的主體的主體的主體的 28282828 篇論文篇論文篇論文篇論文，，，，能夠代表近能夠代表近能夠代表近能夠代表近 13131313 年來年來年來年來《《《《竹書紀年竹書紀年竹書紀年竹書紀年》》》》研究的重要成果研究的重要成果研究的重要成果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中很多專家的研究其中很多專家的研究其中很多專家的研究其中很多專家的研究

觀點完全相反觀點完全相反觀點完全相反觀點完全相反，，，，充分體現了該書編者兼容並蓄充分體現了該書編者兼容並蓄充分體現了該書編者兼容並蓄充分體現了該書編者兼容並蓄、、、、百家爭鳴的理念百家爭鳴的理念百家爭鳴的理念百家爭鳴的理念。。。。    

【內容推薦】 

《竹書紀年》相傳為戰國時魏國史官所作，共十三篇，記載自夏商周至戰國時期的歷史，是

中國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經秦火的編年通史。以君主紀年為綱目，上下記載了 89 位帝王、1847

年的歷史。《竹書紀年》早已亡佚，今存有“今本《竹書紀年》”和“古本《竹書紀年》”兩種。 

《竹書紀年研究（2001-2013）》集結了最近 13 年來倪德衛、夏含夷、曹書傑、邵東方、劉龐

生、何炳棣、張富祥、班大為、郭偉川、馬鐵浩、李學勤、張健、邱峰等十幾位專家對“古

本”、“今本”《竹書紀年》研究的重要成果。這 28 篇重要論文，既注重“溫故”也注重“知

新”，深入探討了《竹書紀年》版本的內容及時代背景，系統而全面地從直接史料中搜尋一切

相關的證據，對於“今本”《竹書紀年》的真偽問題、“古本”和“今本”的不同思想傾向、

《竹書紀年》的史實考證、標點句讀以及英譯探討等問題，均提出有力的文獻佐證和商榷意

見。尤其注意闡發昔賢所未論及之種種問題，並將結論建立在可供客觀檢驗的歷史事實之上，

為研究者揭示出一條較為深刻和廣闊的思考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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