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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出土简牍的专著。
书中综合研究了古籍中关于简牍出土的记载、近代简牍的发掘情况，解放前后简牍出土的概括，重点
论述和介绍了简牍形式与称呼、编联及符号，简牍的残缀组合及简册复原，述说了斯坦因与敦煌汉简
、沙畹与流沙坠简、马伯乐与西陲木简、黄文弼与罗布淖尔简牍，以及战国楚简出土、居延汉简整理
情况、云梦睡虎地秦简研究等。
    书中还详细论述了解放前后简牍的命运、遭际，介绍了国内外学者研究简牍的成果、各家的不同观
点和贡献。
书末还附有【简牍研究方法释例】、【中国出土简牍论著目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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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有国，福建福州人，1949年生。
厦门大学博士。
现任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福建师范大学、福州大学兼职教授。
研究领域广泛，主要有简牍研究、中国经济史、区域经济研究。
出版《简牍学综论》、《中国市舶制度研究》等。
现致力于中国文化及亚太区域发展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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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第二章  简牍的出土及整理  第一节  史籍中关于古代简续出土的记载  第二节  二十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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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黄文弼与罗布淳尔出土的简牍研究  第二节  居延汉简的出土及整理  第三节  夏鼐与《新获之敦煌汉
简》第八章  简牍研究的新时期  第一节《居延汉简》的资料整理  第二节  汉简研究概述  第三节  汉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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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简牍的出土及整理　　第三节 解放后简牍出土之概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后，我国简牍的出土，也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注下，从1950年起，公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令，保护我国出土的文物。
国务院于l956年4月，通知各地严格注意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①。
为防止盗走和损坏珍贵文物，文化部设立文物局领导全国的文物工作。
各省市则相应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把考古研究所独立分开，指导各地考古研究。
解放以来，在我国河北、江苏、广西、湖北、河南、安徽、江苏、陕西、江西、湖南各地都有简牍出
土。
从出土简牍的数量上说，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出土简牍从战国到魏晋各个时期都有。
简牍内容除了以往发现的屯书文书之外，还有许多古代珍贵的书籍。
随着科学的发展，对简牍的保护措施也越来越严密了。
在研究过程中，科学工作者不仅注意到简牍的出土层位，还开始注意到陪葬简牍放置的位置与墓主的
关系等。
下面我们试述解放以来简牍出土的情况。
　　1951年，在湖南省长沙市近郊五里牌地方的一座古墓中，出土了战国时代的竹简，共37枚。
简牍长短不一，文字漫灭，很难辨认。
其中可以辨认的有“金戈八”、“鼎八”等，从文字中分析，应当属于遣策之类。
这是解放以来出土的第一批战国简牍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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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近代第一枚简牍出土，至今已近一个世纪了。
简牍研究在这一个世纪中，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
《简牍学综论》希望能大略地刻划出这一艰难行进的轨迹，以纪念在简牍研究历史中做出贡献的学者
，并对有志于简牍研究的人们有所启示。
《简牍学综论》主要讨论是中国境内出土的简牍及研究状况，像这样一部专著，在国内目前是无例可
循的，而像简牍的形式、名称、简牍的文书分类等，可以说都是有待于深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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