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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简帛书籍史》

内容概要

著者使用出土文物实证和当时文献互证的研究方法，尽可能地还原了简帛书籍——中国最早的书籍形
态，先民原创性思想的载体——的精神生产、物质生产、传播以及阅读的整个过程，揭示出书籍的遗
传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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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简帛书籍史》

作者简介

耿相新，出版人，学者。198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尝从刘乃和先生习文献学两年。在出版
实践方面，经验丰富，成就斐然。案牍劳形之余，醉心于出版史、书籍史、出版理论研究，颇有心得
。著作有《河南通志出版至》（古代部分）、《随书而动》、《忽必烈汗》、《学会呼吸》等多种。
发表过《宋元时期图书广告初探》、《论出版社的组织结构》等出版理论、出版史论文二十余篇
。2009年完成十万言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出版产业化》部级课题。

Page 3



《中国简帛书籍史》

书籍目录

从作者到读者——代序
绪论 书籍的起源
第一章 简帛书籍的外观形制
第二章 简帛书籍的书写与缮写
第三章 简帛书籍的内部结构
第四章 简帛书籍的著作形式
第五章 简帛书籍的内容分类
第六章 简帛书籍时期的作者群体
第七章 简帛书籍的编校方法
第八章 简帛书籍的传播方式
第九章 简帛书籍的阅读群体
第十章 国家对简帛书籍的管理
结语 简帛书籍的文化影响力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图版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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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简帛书籍史》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一章 简帛书籍的外观形制第二节 帛书的形制战国初年的墨子说：“古者圣王必以
鬼神为其务，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故先王之书，
圣人一尺之帛，一篇之书，语数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①墨子时代的帛书形制，也许就是“一尺
之帛”。比墨子还要年长些的孔子说过：“子张书诸绅”②，绅是帛的一种。墨子之后，“书于竹帛
”的记载渐渐多了起来，但关于形制的记载，诸子们则无暇顾及。依据诸子的文献记载，我们可以推
知，春秋时期帛已较多用于文字书写，但春秋之前帛用于书写的情况，没有文献记载，也没有出土实
物证明。迄今为止，我们能够目睹的年代最早的帛书实物是战国中晚期的，这件完整的帛书1942年在
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中被盗掘出土。战国时期的丝织品，20世纪以来屡有出土，出土实物的精美
程度与品种之繁多让我们十分惊叹。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了大量战国中晚期的丝织品，其中
以绢最多，其次是罗和锦，锦的颜色最多达到六色，花纹有几何纹、动物纹、歌舞人物纹，绢上绣
有20多种精美的绣花，最大的一件锦为267厘米×210厘米，由5幅拼缝③。战国帛画也有发现，其中一
幅出于子弹库帛书同一楚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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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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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简帛书籍史》

精彩短评

1、用书来记录书的历史，很好！
2、　　如果只看此书的名字，让人觉得还有些新意。但通读一遍，就会发现作者文笔繁冗，行文啰
嗦。全书多是抄引文献资料，真正属于自己的创见几乎没有。基本上都是某某人说过什么，然后引上
几段资料证明一下。属于那种只需大致浏览一番的书，充其量可以当作资料索引来使用，除此之外真
的是价值寥寥无几。
3、选购此书是为了了解早期书史的一些基本资料
4、这本书名为简帛书籍史，实际上是对早期中华文化载体、形制的论述。对于中华文化源头感兴趣
的读者而言，本书为我们陈述了许多必要且有趣的话题，对行外人而言深度和难度刚刚好（当然，对
内行而言恐怕就是乏善可陈之作）。加之作者身为出版人，所具备的优秀的语言文字能力也为本书增
色不少。
5、仅仅是抄撮资料而已，若一定要说有什么价值，那就是提供文献线索，不过这样的功用恐怕也是
很少的。
6、醉了。
7、文化的传承,着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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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简帛书籍史》

精彩书评

1、如果只看此书的名字，让人觉得还有些新意。但通读一遍，就会发现作者文笔繁冗，行文啰嗦。
全书多是抄引文献资料，真正属于自己的创见几乎没有。基本上都是某某人说过什么，然后引上几段
资料证明一下。属于那种只需大致浏览一番的书，充其量可以当作资料索引来使用，除此之外真的是
价值寥寥无几。
2、读这本书，让我想起曾读过的鹫尾贤也所著的《编辑力》一书。只因为作者都是编辑或出版人，
因为年深日久的审稿和编书工作，使其在文字方面的功力和写书方面的诚意自然要扎实一些。从此书
中看，除去疏于语法和文法的文献部分之外，作者的论述还是相当令人愉悦的。经管此书的话题和主
题不算是趣味横生的对象，然而对于像我这样的外行人来说，这本书还是充满了知识性和科普性——
何谓“述而不作”，何谓“刀笔吏”，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又如何奠定了汉语书籍的形制⋯⋯等等，
真的是有大开眼界的感觉。然而为了显得专业、客观，这本书引用和摘录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这就把
作者的话语和观点——从篇幅而言——推挤到了一个相对逼仄和尴尬的境地。大量的专业文献，对行
内人而言恐属塞责之物，对行外人而言又属无用之物⋯⋯可谓两面不讨好，也让此书的价值成色打了
折扣。实属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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