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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七年前，我在北大结束了七年的学习生活而回家南下。
托运中丢了一箱书，《古字通假会典》和《说文》等案头必备之书尽在其中，真是不小的打击和代价
。
现在还想，那一箱书如果换了是竹简写的竹书，大概也有几车吧？
　　在佛山是缺书少友，所以不免一度多思多愁；想到考博，做博士后。
但在一个梦里，裘锡圭先生说：“你又不是天生的博士，干嘛要考博呢？
”我深以为然。
裘先生的道德学问一直给我许多精神食粮，就在梦里也给我莫大启发。
于是乎心平气和，在学校上过好几门课，还多次带学生到中学实习，该做的工作都努力做。
所写《笔顺规则新探》一文（按，后来发表于《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大体以笔画
的末端判断其“上下左右”，以偏旁的纵、横向距离的乘积估算其“大小”，从而用“上下左右、大
小长短”八个字概括笔顺的规则，这个也许是最为简洁和最为有效的笔顺规则就是屡听学生实习讲课
而总结出来的。
当然，自己在“业余”仍想多结书缘。
可惜自己的书和学校的书，特别是古代语言文字和文史方面的专业书，就和我付出的努力一样，其实
都很不够，因而学力增进有限。
所以，我还是要开始新的学业征程。
　　九九之春，我投考中大而成为曾宪通先生指导的博士生。
中大历来是古文字学重镇，多有名师，富有藏书。
受其师、书之教，学业稍有长进。
　　曾先生在简帛研究方面造诣精深，所以我的论文题目很早就预定以简帛研究为限。
只是简帛文献十分丰富，囿於学力，范围一再缩小，最后圈定在战国竹书上面。
我最初认为是扬长避短的一个选择，因为自己本科和研究生读的都是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阶段的主
攻方向恰好又是战国文字，并且导师李家浩先生是著名古文字学家中著名的战国文字专家，在他的言
传身教下，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基础大概是具备了，所以裘先生曾在学位论文的评语中奖勉说“已有较
深造诣”。
尽管这样，本论文的写作还是处处显得捉襟见肘，好在曾先生不时加以指导，所以三年来的写作虽然
断断续续，但并没有出现太长时间的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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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号称文明古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
在种类繁多的出土文献中，简帛文献最为大宗。
已发现的简帛，按照内容性质主要分书籍和文书两大类，此外还有书札、历谱、遣策和卜祷记录等。
由于内容性质不同，简帛书籍和其他类别在研究的方法途径上也有一些区别，所以有学者主张将它们
分开来进行研究。
简帛书籍按其年代又可分为战国、秦、西汉早期、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四组，其中战国一组年代最早，
学术价值非常高，其文字又多与其他三组有较大差异。
而从书写材料看，简和帛根本不同，简也有竹简、木简之别。
鉴于战国帛书只有子弹库楚帛书，其发现时代早，数量也少，学者研究比较多；而现在“已发现的战
国简均为竹简”，换言之，已发现的战国简帛书籍除了子弹库楚帛书，就都是战国竹书，因此，将战
国竹书独立出来进行研究是完全可行和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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