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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楚帛书时代属于战国中晚期。
学术界一般认为是1942年秋在湖南长沙东郊子弹库楚墓中由当时盗墓的土夫子盗出，最初为长沙古董
商蔡季襄先生所得。
1946年经柯强（John
Hadiey
Cox）带往美国，辗转多次，最后为赛克勒（Sackler）医生所得，现藏于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
帛书人藏美国的经过，可详参蔡季襄先生遗稿《关于楚帛书流人美国经过的有关资料》（《湖南博物
馆文集》第四辑21-24页，1998一年4月）以及李零先生的相关考证，此不赘述。
同出的还有一些帛书残片，正式发表的有商承祚先生后人所捐出的帛书残片，这是唯一留存国内的楚
帛书残片。
李零先生《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发表的现藏于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的帛书残片，见该书图版五至图
版八。
“据李零先生介绍，在已揭开的部分帛片上有朱书者，也有朱丝栏和乌丝栏的区别，至少也有二至三
件帛书，其中有一件有可能基本拼复其原状。
”（陈松长：《帛书史话》8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1月）另外，李零先生在《读几种出土
发现的选择类古书》一文中介绍了已经揭开的楚帛书残片，按照内容可分为四类，该文未附照片。
衷心期待这些残片能够早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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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帛书四木按右旋排列，以象岁徙（太岁右旋）。
　　（5）帛书中间的两篇文字是处于北斗太一的位置，它们颠倒书写，正是象其阴阳顺逆，转位加
临。
（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第177-196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　　以上五点，是迄今为
止对楚帛书这种奇特而神秘的构图形式所做的最详备和最合理的阐释，它是人们进入楚帛书这座神秘
殿堂的一把不可或缺的钥匙。
　　至于十二图像的形象，根据红外线照片和实物观察所得，大多数图像都是由禽、兽和人三者复合
造型的，手法上采用线描加平涂，一般填以青、赤、棕三种颜色，如正月神为蛇首兽身鸟足；二月神
为四首方形双鸟身；三月即春之神为鸟身方首顶有短毛；四月神为蛇首双身盘结；五月神为三首人形
；六月即夏之神为雄性猿猴有尾，两臂长袖；七月神为人首鸟身；八月神为兽首鸟身；九月即秋之神
为两蛇首，体作伏蛙形；十月神为鸟头反顾，兽体有尾；十一月神为牛首人身；十二月即冬之神为人
身兽耳，等等。
从中国绘画史的绘画手法来考察，大凡古代超自然的神物，非现实生活中可以见到，其形象往往采取
复合造型的手法，见诸文字的描述亦然，如《山海经·南山经》描述凤凰的文饰是：“首文日德，背
文日礼，膺文日仁，腹文日信。
”郭璞注引《广雅》云：“凤，鸡头、燕额、蛇颈、龟背、鱼尾。
雌日凰，雄日凤。
”根据《广雅》的说法，凤是由鸡、燕、蛇、龟和鱼五种动物的形象复合而成的。
传说中的“龙”也有类似的情况。
帛书十、二图像正是采取这种复合形象造型的手法，并在很大程度上加以图案化和抽象化的结果。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每个帛书图像都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形象要素所组成的，具有动物合体和
人兽合体的特征。
他们中大多数都有头、角和利爪，且多半与蛇有关，可能这是当时楚地流行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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