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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概述 「楚簡專題研究」以歷來新出楚簡為主要講述與討論的

對象。

目前已出土的楚簡，計有以下幾批：1、五里牌楚簡；

2、仰天湖竹簡；3、楊家灣楚簡；4、長台關楚簡（信陽楚

簡）；5、望山楚簡；6、藤店楚簡；7、曾侯乙墓竹簡；8、

天星觀楚簡；9、九店楚簡；10、臨澧楚簡；11、夕陽坡楚

簡；12、秦家咀楚簡；13、包山楚簡；14、慈利楚簡；15、

郭店楚簡；16、新蔡葛陵楚簡；17、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

竹書；18、香港中文大學藏簡；19、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

等。本課將對以下幾個重要的楚簡：1.包山楚簡、2.郭店楚

簡、3.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竹書 4.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

等四大重要出土楚簡進行專題討論。簡介如下：

一、包山楚簡

1987 年，湖北荊門包山 2 號楚墓，出土竹簡 448 枚，

其中有文字的記 278 枚，總字數 12472 字。這批竹簡保存

較好，字跡清晰。竹簡內容可分為卜筮記錄、司法文書、遣



策等。《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 年）一書，詳細介

紹了包山楚簡的出土情況和簡牘的形制及其主要內容，並

對簡牘作了釋文和考釋。

二、郭店楚簡

1993 年，湖北省荊門郭店一號楚墓出土 804 枚竹簡，

內容主要是儒家和道家典籍。道家類有《老子》甲、乙、丙三

組，均係摘抄（是否摘抄仍需討論），不相重複，並附有

一篇《太一生水》，是對《老子》解說引申。儒家類著作可分

為兩組：第一組有《緇衣》、《五行》、《成之聞之》、《尊德

義》、《性自命出》、《六德》六篇。第二組有《魯穆公問子

思》、《窮達以時》兩篇。此外還有《唐虞之道》、《忠信之道》

兩篇，另有《語叢》四組，雜抄百家之說。荊州市博物館編

《郭店楚簡竹簡》（文物出版社，1988 年）一書，對該墓

出土的竹簡等作了全面翔實的論述，並附有竹簡的圖版、

釋文、考證等內容。

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竹書

1995 年，上海博物館藏從香港市場購得 1200餘枚戰

國竹簡，內容涵蓋儒家、道家、雜家、兵家等各方面涉及的

主要古籍有《易經》、《詩論》、《緇衣》、《子羔》、《孔子閒

居》、《彭祖》、《樂禮》、《曾子》、《武王踐阼》、《賦》、《子

路》、《桓先》、《曹沫之陣》、《夫子答史留問》、《四帝二王》、

《曾子立孝》、《顏淵》、《樂書》、《魯邦大旱》、《卜書》等八十

餘種先秦古籍，少數有傳本，但差異較大，大多今已失

佚。

馬承源等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上海古籍

出版社）目前己發佈九冊（含圖版、釋文及考證等內

容），其內容分別如下：

第一冊，2001 年 11月出版，包括《孔子詩論》、《緇衣》、

《性情論》3篇。，參見（《上博楚竹書‧(一)》）；

第二冊，2002 年 12月出版，〈民之父母〉、〈子羔〉、〈魯

邦大旱〉、〈從政〉（甲篇、乙篇）、〈昔者君老〉、〈容成

氏〉，參見《上博楚竹書‧(二)》。；

第三冊，2003 年 12月出版，〈周易〉、〈中弓〉、〈亙先〉、

〈彭祖〉，參見（《上博楚竹書‧(三)》）；

第四冊，2004 年 12月出版，〈采風曲目〉、〈逸詩〉、〈昭



王毀室－昭王與龔之脽〉、〈柬大王泊旱〉、〈內豊〉、〈相邦

之道〉、〈曹沬之陣〉，參見（《上博楚竹書‧(四)》）；

第五冊，2005 年 12月出版，〈競內建之〉、〈鮑叔牙與隰

朋之諫〉、〈季庚子問於孔子〉、〈姑成家父〉、〈君子為禮〉、

〈弟子問〉、〈三德〉、〈鬼神之明－融師有成氏〉，參見

（《上博楚竹書‧(五)》）；

第六冊，2007 年 7月出版，〈競公瘧〉、〈孔子見季桓

子〉、〈莊王既成－ 申公臣靈王〉、〈平王問鄭壽〉、〈平王與

王子木〉、〈慎子曰恭儉〉、〈用曰〉、〈天子建州〉（甲、乙

本），參見（《上博楚竹書‧(六)》）；

第七冊，2008 年 12月出版，〈武王踐阼〉、〈鄭子家喪〉

（甲、乙本）、〈君人者何必安哉〉（甲本、乙本）、〈凡物流

形〉（甲本、乙本）、〈吳命〉，參見（《上博楚竹書‧

(七)》）等篇；

第八冊，2009 年 12月出版，包括《子道餓》、《顏淵問於

孔子》、《成王既邦》、《命》、《王居》、《志書乃言》、《有皇將

起》、《李頌》、《蘭賦》、《鶹鸝》10篇，（《上博楚竹書‧

(八)》）；

第九冊，2012 年 12月出版，包括《成王為城濮之行

（甲、乙本）》、《靈王遂申》、《陳公治兵》、《舉治王天下

（五篇）》、《邦人不稱》、《史蒥問於夫子》、《卜書》7篇，

參見（《上博楚竹書‧(九)》）等篇。

19、清華戰國簡

2008 年 7月，北京清華大學新購一批戰國楚簡。清華

簡係由清華大學校友於 2008 年 7月海外拍賣時，購捐給

該校。據整理統計，竹簡數量（含殘片）接近 2500 枚，其

內容多為經、史一類的典籍，大多在已經發現的先秦竹簡

中是從未見過的，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清華簡涉及中國

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重視，將會

對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文獻學等許多學科產生廣泛

深遠的影響。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收入了《尹至》、《尹誥》、

《程寤》、《保訓》、《耆夜》、《金縢》、《皇門》、《祭公》和《楚

居》九篇。「清華簡」中已發現有多篇《尚書》，都是焚書坑

儒以前的寫本。有些篇有傳世本，如《金縢》、《康誥》、《顧

命》等，但文句多有差異，甚至篇題也不相同，更多的則



是前所未見的佚篇。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收入了一部已經失傳

2300多年的歷史著作，整理小組將它命名為《繫年》。《繫

年》一共有 138支竹簡，字跡清晰，保存較好，只有個別

殘損之處。全篇共分為 23章，概要記述了從西周初年一直

到戰國前期的歷史，其中有許多事件不見於傳世文獻，或

對傳世的《左傳》、《國語》、《史記》等典籍有重大的訂正作

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收入了 8篇清華簡文獻分

別是已失傳兩千多年的《傅說之命》3篇、《周公之琴舞》、

《芮良夫毖》、《良臣》、《祝辭》以及《赤鵠之集湯之屋》。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收入了《算表》、《筮法》和

《別卦》文獻。其中，《算表》被認為是目前發現最早的實用

算具，距今 2300多年，計算功能超越里耶秦簡九九表和

張家界漢簡九九表等。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共收錄竹簡六篇，包括

《命訓》、《厚父》、《封許之命》、《湯處於湯丘》、《湯在啻門》

和《殷高宗問于三壽》，多為傳世文獻及以往出土材料所未

見的佚篇。其中，《命訓》見於今本《逸周書》，文句可校今

本之訛。《厚父》應為《尚書》佚篇，篇中文句見於《孟子》 

所引《尚書》。《封許之命》是周成王封呂丁于許的命書，也

應為《尚書》佚篇。《湯處於湯丘》、《湯在啻門》記湯與伊尹

的問答，皆伊尹故事，前者討論政事，後者則表達了當時

的天人觀。《殷高宗問于三壽》載殷高宗與三壽的對話，以

一系列觀念表達作者治國與修人的思想。這些出土戰國文

獻，對於中國古典學、古文字學、思想史等領域的研究無疑

有重要價值。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共收入 5篇戰國佚籍，記

錄了春秋時期鄭、齊、秦、楚諸國史事，此批文獻的整理公

佈將為歷史學、文獻學等領域提供新的研究資料。5篇文獻

中有 3篇是關於鄭國史事的，即《鄭武夫人規孺子》《鄭文

公問太伯》和《子產》；1篇是關於齊國史事的，題為《管

仲》；1篇是關於秦、楚史事的，題為《子儀》。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共收録竹簡四篇，皆爲傳

世文獻及以往出土材料所未見的佚篇。其中，《子犯子餘》

記重耳流亡到秦國，子犯、子餘與秦穆公的對話，以及秦

穆公、重耳先後問政於蹇叔。《晉文公入於晉》記述晉文公



從秦歸晉後，修政、修祀、增防、治軍，終至連年大勝而得

東方諸侯。《趙簡子》包括兩部分，卽范獻子諫趙簡子及趙

簡子與成鱄的對話。《越公其事》分爲十一章，敘述句踐困

棲會稽，向吳求和，勵精圖治，最終滅吳的過程。

以上諸簡，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故本課納為專題討

論重點。

課程目標 本課程設計為半學年課程，將以包山楚簡、郭店楚簡、上海

博物館藏戰國楚簡竹書、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進行專題

討論。課程會以文獻之圖版、釋文的解讀為主，帶領同學從

原簡進入。其間並對各篇章之個別文字、各家注釋和文字現

象等進行解析。並針對內容及相關時代的簡牘，進行文獻

解讀和綜合論析。期望在課程架構中，能引領同學進入簡

牘學研究之領域。

課程要求 閱讀簡牘學及古文字學相關書籍。

參考書目＆

指定閱讀

（不宜完全偏重

授課教師個人著

作）

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

《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

社，2002 年）。

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

《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上海：上海書

店出版社，2004年）。

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

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年）。

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楚簡整理小組：《戰國楚簡研究》

（廣州︰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楚簡整理小組，1976-

1977年）。

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北京：清華

大學出版社 1994年）。

王　輝：《古文字通假釋例》（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

王　博：《簡帛思想文獻論集》（臺北：臺灣古籍出版

社，2001 年）。

白於藍：《簡牘帛書通假字字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

社，2008年）。

李均明：《簡牘文書學》（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

李均明：《古代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李  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三聯書局，2004

年）。

李運富：《楚國簡帛文字構形系統研究》（長沙︰岳麓書

社，1997年）。

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臺灣：時報文化出版

社，1994年）。

周祖謨：〈古籍校勘述例〉，《周祖謨學術論著自選集》（北

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3年）；又收入周祖謨：

《文字音韻訓詁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吳辛丑：《簡帛典籍異文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

社，2002 年）。

涂宗流、劉祖信：《郭店楚簡先秦儒家佚書校釋》（臺北：萬

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1 年）。

高  明：《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徐富昌：《睡虎地秦簡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

年）。

徐富昌、葉國良、鄭吉雄：《出土文獻研究方法論文集‧初

集》，（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

徐富昌：《簡帛典籍異文側探》，（臺北：國家出版社，2006

年）。

徐富昌：《武威儀禮漢簡文字編》，（臺北：國家出版

社，2006 年）。

袁仲一、劉鈺：《秦文字類編》（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

社，1993年）。

郭沂：《郭店竹簡與先秦學術思想》（上海教育出版

社，2002 年）。

張守中：《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年）。

張守中：《包山楚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年）。

張守中：《郭店楚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年）。

張光裕、袁國華：《郭店楚簡研究》第一卷（文字編）（臺

北︰藝文印書館，1999年）。

張光裕、袁國華：《包山楚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

社，1992 年）。



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陳松長：《簡帛研究文稿》（北京：線裝書局，2008年）

陳振裕、劉信芳：《睡虎地秦簡文字編》（武漢︰湖北人民

出版社，1993年）。

陳偉主編：《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十四種］》（北京：經濟

科學出版社，2009年）

曾憲通：《長沙楚帛書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

湯餘惠等：《戰國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年）。

裘錫圭：《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硏究》（北京：線裝書

局，2007）

黃文杰：《秦至漢初簡帛文字研究》（北京：商務印書

館，2008）

黃德寬、何琳儀、徐在國：《新出楚簡文字考》（合肥：安徽

大學出版社，2007）

楊寬：《戰國史》（增訂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館，1997年）。

楊澤生：《戰國竹書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

年）

趙平安：《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

館，2009年）。

劉釗：《郭店楚簡校釋》（廈門：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年）。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武漢：湖北教育出版

社，1995年）。

騈宇騫、段書安：《本世紀以來出土簡帛概述（資料篇、論著

目錄篇）》（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

騈宇騫：《簡帛文獻概述》（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

司，2005年）。

鄭有國：《中國簡牘學綜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

社，1989年）。

李學勤：〈清華簡《楚居》與楚徙鄩郢〉，《江漢考古》，2011

年 02 期。

曹建國：〈論清華簡中的《蟋蟀》〉，《江漢考古》，2011 年



02 期。

王連龍：〈清華簡《皇門》篇「惟正[月]庚午，公■(格)才(在)

■門」芻議——兼談周公訓誥的時間及場所問題〉，《孔

子研究》，2011 年 03期。

廖名春：〈清華簡《尹誥》研究〉，《史學史研究》，2011 年

02 期。

李學勤：〈清華簡與《尚書》、《逸周書》的研究〉，《史學史

研究》，2011 年 02 期。

李學勤：〈論清華簡《耆夜》的《蟋蟀》詩〉，《中國文

化》，2011 年 01 期。

王瑞雪：〈清華簡「保訓」之「中」的思想含義與價值取向論

析〉，《西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1 年 04

期。

虞萬裡：〈清華簡《尹誥》「隹尹旣﨤湯鹹又一悳」解讀〉，

《史林》，2011 年 02 期。

劉光勝：〈清華簡《耆夜》考論，《中華文化論壇〉》，2011 年

01 期。

馬楠：〈清華簡第一冊補釋〉，《中國史研究》，2011 年 01

期。

沈建華：〈清華楚簡《尹至》釋文試解〉，《中國史研

究》，2011 年 01 期。

李均明：〈清華簡《皇門》之君臣觀〉，《中國史研究》，2011

年 01 期。

李學勤：〈論清華簡《楚居》中的古史傳說〉，《中國史研

究》，2011 年 01 期。

李學勤：〈清華簡《系年》及有關古史問題〉，《文物》，2011

年 03期。

李銳：〈清華簡《保訓》與中國古代「中」的思想〉，《孔子研

究》，2011 年 02 期。

王志平：〈清華簡《保訓》「叚中」臆解〉，《孔子研究》，2011

年 02 期。

廖名春：〈清華簡《保訓》篇「中」字釋義及其他〉，《孔子研

究》，2011 年 02 期。

于振波：〈關于周文王的即位與稱王——讀清華簡《保訓》

劄記〉，《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1 年 02 期。

劉光勝：〈清華簡《耆夜》考論〉，《中州學刊》，2011 年 01

期。

http://cnki50.csis.com.tw/kns50/detail.aspx?QueryID=3&CurRec=12


孫飛燕：〈清華簡《皇門》管窺〉，《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

科學版) 》，2011 年 02 期。

伏俊璉：〈清華簡《(旨阝)夜》與西周時期的「飲至」典禮〉，

《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1 年 01 期。

無名：〈國之瑰寶：清華簡〉，《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 》，2011 年 01 期。

王連龍：〈清華簡《保訓》篇真偽討論中的文獻辨偽方法論

問題——以姜廣輝先生《〈保訓〉疑偽新證五則》為例〉，

《古代文明》，2011 年 02 期。

周同科：〈清華簡《保訓》之「中」關與婚事說〉，《南京大學

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 》，2010 年 06 期。

廖名春：〈清華簡與《尚書》研究〉，《文史哲》，2010 年 06

期。

張卉：〈清華簡《保訓》「中」字淺析〉，《史學月刊》，2010

年 12 期。

張崇禮：〈清華簡《保訓》解詁(四則) 〉，《山東教育學院學

報》，2010 年 05期。

丁進：〈清華簡《保訓》獻疑〉，《中國哲學史》，2010 年 03

期。

李存山：〈試評清華簡《保訓》篇中的「陰陽」 〉，《中國哲學

史》，2010 年 03期。

廖名春：〈清華簡《保訓》篇解讀〉，《中國哲學史》，2010 年

03期。

杜勇：〈關於清華簡《保訓》的著作年代問題〉，《天津師範

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0 年 04期。

劉成群：〈清華簡《(旨阝)夜》與尊隆文、武、周公——兼論戰

國楚地之《詩》學〉，《東嶽論叢》，2010 年 06 期。

劉成群：〈清華簡《(旨阝)夜》《蟋蟀》詩獻疑〉，《學術論

壇》，2010 年 06 期。

劉光勝：〈由清華簡談文王、周公的兩個問題〉，《東嶽論

叢》，2010 年 05期。

李學勤：〈清華簡九篇綜述〉，《文物》，2010 年 05期。

沈建華：〈清華楚簡「武王八年伐旨阝」芻議〉，《考古與文

物》，2010 年 02 期。

何蘭芳：〈清華簡的研究尚在起步階段〉，《中國社會科學

報》，2009年 01 期。

王輝：〈清華楚簡《保訓》「惟王五十年」解〉，《考古與文



物》，2009年 06 期。

李學勤：〈清華簡《保訓》釋讀補正〉，《中國史研究》，2009

年 03期。

劉國忠：〈清華簡保護及研究情況綜述〉，《中國史研究動

態》，2009年 09期。

馬楠：〈清華簡《(旨阝)夜》禮制小劄〉，《清華大學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 》，2009年 05期。

劉國忠：〈清華簡《保訓》與周文王事商〉，《清華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9年 05期。

李學勤：〈清華簡整理工作的第一年〉，《清華大學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 》，2009年 05期。

周汝昌：〈清華簡贊(一首) 〉，《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 》，2009年 05期。

王鵬程：〈「清華簡」武王所戡之「黎」應為「黎陽」 〉，《史

林》，2009年 04期。

劉成群：〈清華簡《樂詩》與「西伯戡黎」再探討〉，《史

林》，2009年 04期。

楊海文：〈清華簡《保訓》的學術價值〉，《雲夢學刊》，2009

年 04期。

鄭林慶：〈竹簡類文物攝影的探索與創新——以清華簡拍攝

為例〉，《裝飾》，2009年 06 期。

劉光勝：〈清華簡《保訓》與《易經》的形成〉，《文史知

識》，2009年 07期。

李學勤：〈論清華簡《保訓》的幾個問題〉，《文物》，2009年

06 期。

劉國忠：〈清華簡的入藏及其重要價值〉，《清華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9年 03期。

評量方式

（請註明各項評

分比例）

課程討論 50%

學期報告 50%。

課程進度＆

週次（18週）

單元主題

第 1週 第一講　緒論

1–1、楚簡簡專題研究課程說明(含義、範圍、目的與效用)

1–2、戰國楚簡及相關研究之總介

1–3、戰國楚簡及簡牘學參考書目簡介

第 2週 第二講　《包山楚簡》文獻解讀之一



2–1、卜筮記錄之圖版及釋文解讀

2–2、綜合討論

第 3週 第三講　《包山楚簡》文獻解讀之二

3–1、司法文書、遣策之圖版及釋文解讀

3–2、綜合討論

第 4週 第四講　《郭店楚簡》文獻解讀之一

4–1、儒家典籍（第一組）圖版及釋文解讀

4–2、綜合討論

第 5週 第五講　《郭店楚簡》文獻解讀之二

5–1、儒家典籍（第二組）圖版及釋文解讀

5–2、綜合討論

第 6週 第六講　《郭店楚簡》文獻解讀之三

6–1、道家典籍圖版及釋文解讀

6–2、綜合討論

第 7週 第七講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竹書》文獻解讀之一

7–1、《孔子詩論》、《緇衣》、《性情論》圖版及釋文解讀

7–2、綜合討論

第 8週 第八講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竹書》文獻解讀之二

8–1、〈民之父母〉、〈子羔〉、〈魯邦大旱〉、〈從政〉（甲篇、

乙篇）、〈昔者君老〉、〈容成氏〉圖版及釋文解讀

8–2、綜合討論

第 9週 期中考

第 10週 第九講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竹書》文獻解讀之三

9–1、〈周易〉、〈中弓〉、〈亙先〉、〈彭祖〉各家釋讀論析

9–2、綜合討論

第 11週 第十講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竹書》文獻解讀之四

10–1、〈采風曲目〉、〈逸詩〉、〈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脽〉、

〈柬大王泊旱〉、〈內豊〉、〈相邦之道〉、〈曹沬之陣〉圖版及

釋文解讀

10–2、綜合討論

第 12週 第十一講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竹書》文獻解讀之五

11–1、〈競內建之〉、〈鮑叔牙與隰朋之諫〉、〈季庚子問於孔

子〉、〈姑成家父〉、〈君子為禮〉、〈弟子問〉、〈三德〉、〈鬼神

之明－融師有成氏〉圖版及釋文解讀

11–2、綜合討論

第 13週 第十二講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文獻解讀之一

12–1、〈繫年〉一至十章圖版及釋文解讀



12–2、綜合討論

第 14週 第十三講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文獻解讀之二

13–1、《傅說之命》3篇、《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良

臣》、《祝辭》、《赤鵠之集湯之屋》圖版及釋文解讀

13–2、綜合討論

第 15週 第十四講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文獻解讀之三

14–1、《命訓》、《厚父》、《封許之命》、《湯處於湯丘》、《湯

在啻門》、《殷高宗問于三壽》圖版及釋文解讀

14–2、綜合討論

第 16週 第十五講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文獻解讀之四

15–1、《鄭武夫人規孺子》、《鄭文公問太伯》、《子產》、《管

仲》、《子儀》圖版及釋文解讀

15–2、綜合討論

第 17週 第十六講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文獻解讀之五

16–1、《子犯子餘》、《晉文公入於晉》、《趙簡子》、《越公其

事》圖版及釋文解讀

16–2、綜合討論

16–5、總討論

第 18週 期末考週

徐富昌先生近五年著作目錄： 

期刊論文：

〈英雄乎？俠客乎？盜寇乎？——武俠小說視角下的《水滸傳》解讀〉，《北京清華大學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 3期，2017年 5月。

專書和專書論文：

〈臺灣文化的多元性──文化認同與對他者的文化理解〉，《理解文化論集》，（昆明：雲南大學

出版社，2015年 3月），頁 68-88。

〈從北大漢簡本《老子》異文談古籍之校勘〉，《王叔岷先生百歲冥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15年 5月），頁 189-228。

〈老梗新葉──武俠小說的創作模式與突破〉，《人文殊致》，（臺北：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2015年 5月），頁 136-193。

會議論文：

〈《清華簡‧祭公之顧命》與《逸周書‧祭公》之異文探析〉，海峽兩岸古漢語語法學術研討會，重慶：

西南大學，2015年 10月。

〈北大簡《老子》書體結構之考察〉，第二屆先秦兩漢出土文獻與學術新視野國際研討會，臺北：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15年 10月。

〈清儒《說文》引經研究評析〉，第三屆許慎文化國際研討會，河南：漯河，2015年 11月。

計劃報告：

簡帛文字研究新視野，國科會專題計畫，2011.08.01-2013.01.31。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文字構形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2012.08.01-2014.0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