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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对已公布的斯坦因所获敦煌汉简、居延旧简、居延新简、建国后所获敦煌汉简、尼雅汉简、
阜阳汉简、水泉子汉简以及北大汉简中的《苍颉篇》残简的对比研究，最大程度上复原了这部亡佚已
久的字书，进而探讨了此书的文本结构以及流传中的不同版本。大致弄清楚了以下几个问题：首先，
基本弄清楚了"闾里书师本"第一、五、六章的文本面貌，"姓名简"由于见于多个出土本，现在可以肯定
属于《苍颉篇》；其次，《苍颉篇》文本结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再次，在"李斯本"与五十五章的"闾
里书师本"之间，还存在一个合《苍颉》、《爰历》与《博学》三篇为一体的、未经"闾里书师"断六十
字为一章的版本；最后，《苍颉篇》在流传的过程中，在文字、结构以及用韵等各个方面，都经历了
或多或少的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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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静
女，河北邯郸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硕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博士後，
现为武汉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师。长期致力於先秦秦汉出土文献、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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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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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苍颉篇》包括《苍颉》、《爰历》和《博学》三篇，是秦代统一文字后颁行的字书，采用四言
韵文的形式，为秦汉时期最为重要的识字文献，同时也在战国秦汉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
的地位，可惜在历史长河中由于诸多原因早已亡佚。近百年来随着地下出土文献的大量涌现，《苍颉
篇》依稀的面貌又得以重见天日。如今可见《苍颉篇》残篇文字的汉简有斯坦因所获敦煌汉简、居延
旧简、居延新简、建国后所获敦煌汉简、尼雅汉简、水泉子汉简和阜阳双骨堆汉简，以上诸种汉简中
仅有阜阳汉简不属于西北边关汉简。就汉代边关所出简牍文献而言，一般一摞简牍中除了文书简以外
，还会同时出土大量古人用来练习写字的习字帖、以及少部分无字简。毕竟边关守将文化水平有限，
在书写正式文书之前，需要大量练习才能正式开始书写，或许他们在推敲写作过程之中，也需要借用
《苍颉篇》来选择韵脚和用字。 2015年10月，《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第一卷问世，其内容为现有所
见最为完整的《苍颉篇》传本，而梁静女史所撰写的本书是在“北大简”出版之前最全的辑本，有着
极强的学术价值。另外，本书作者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博士期间，也曾参与了“北大简”的整理工
作，故而在本书中也有所呈现“北大简”版《苍颉篇》与西北诸汉简、阜阳汉简《苍颉篇》中间的些
许异同，为今后学界的研究有所启发。另外本书已据《苍颉篇》所列篇目，以及根据韵部就目前大致
可见的文字以图表的格式将各种汉简所作语句、用字有详细的表格加以对比，为研究者详细辨析各种
版本间的殊异，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本书不失为“北大简”公布之前最全面的《苍颉篇》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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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出土《苍颉篇》研究》的笔记-第7页

        前言第7页胡平生对用韵的推测和第9页福田哲之由所谓章首符号的发现推测分章情况可能都不可
信。
“两句一韵”这一条似乎无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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