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籍番号 73790

清華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護中心編

李学勤主編

2015年4月 A３変型

文物出版社 ￥36,000（本体）

ISBN 978-7-5475-0797-1

発売 株式会社 北九州中国書店

TEL/FAX 093-921-6570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主任
李學勤教授對清華簡第五輯整理報告的情況做了概要的介紹：該輯整理報告共收
錄六篇竹書，除《命訓》見於今本《逸周書》外，其他五篇皆為傳世文獻未見之
逸篇。其中《厚父》篇記錄了天子與夏代後人厚父的對話，篇中文句曾為孟子援
引，我們也根據《孟子》的說法，更傾向於該篇為《周書》。《封許之命》是周
成王封呂丁於許的冊命，呂丁應該就是《說文》敘中的許文叔，但簡文中所述冊
封時間在成王時，與傳世文獻所謂武王時不同。此篇記載成王所賜車馬器、鼎彝
正是周初“分器”之一端，從文字上看“文王”、“武王”作“玟”、“珷”，
且無合文符號，也與西周金文相合。《命訓》見於《逸周書》，可對照糾正傳世
文獻中的若幹訛誤。《命訓》全文為論體，沒有任何記事成分，但《度訓》、
《命訓》、《常訓》卻排在《逸周書》最前。《湯處於湯丘》、《湯在啻門》當
即戰國時流行的“伊尹故事”之兩種，可能就是《漢書藝文志》之道家類或小說
家類所著錄的伊尹書。《殷高宗問於三壽》載殷高宗與三壽的對話，體現出古人
對“德”、“義”、“信”等概念的早期認識，表達了治國與修人的思想。李先
生又對正在整理的清華簡第六冊內容作了簡要介紹，第六冊以記載春秋時期的文
獻為主，其中關於鄭國的內容特別突出，其中有一篇可能將被定名為“子產”，
講述了子產的政治理論與行政事跡，很有可能與傳世文獻所載子產鑄刑鼎的思想
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