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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简”何以成为

中华文明的“历史拼图”？

———专访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徐在国

2015 年，安徽大学入藏了一批

战国早中期楚简(简称“安大简”)，

数量较多、保存良好，是先秦文献

的又一重大发现，对中国古代文明

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关于“安大简”有哪些重要发

现和研究成果？ 何以成为中华文明

的“历史拼图”？ 安徽大学汉字发

展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古文

字研究会理事、中国文字学会常务

理事徐在国近日接受记者专访，对

此进行解答。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

截至目前 ，关于 “安大

简”有哪些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

�������徐在国：“安大简” 共有 1167

个编号，竹简形制多样、长短不一，

由不同书手抄写， 书体风格多样，

字迹清晰，内容包括《诗经》、楚国

历史、《仲尼曰》等诸子类著作、楚

辞以及占梦、 相面等方面的作品，

多不见于传世文献， 对古文字学、

文献学、训诂学、古代文学等研究

都具有极重要的研究价值。

2019 年整理公布的 《安徽大

学藏战国竹简 (一 )》，内容为《诗

经》。 “安大简”《诗经》原有 117

支，实存 93 支，内容为《国风》，存

诗 58 篇，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存

诗最多的《诗经》抄本。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 (二)》

于 2022 年出版，内容为《仲尼曰》

和《曹沫之阵》。《仲尼曰》共有完

简 13 支，辑录孔子的言论，共 25

条，除一条以“康子使人问政于仲

尼”开头外，其他简文皆以“仲尼

曰”引出，遂取篇首“仲尼曰”三字

为篇题。 《曹沫之阵》 原有 46 支

简，实存 44 支，内容与上海博物馆

藏楚简《曹沫之阵》相同，仅个别

字略有不同。

同年还出版了 《安大简 〈诗

经〉研究》，分为材料综述、字词考

释、异文新解三部分，内容涉及文

字考释、词汇训诂、古音系联等多

方面， 系统反映了 “安大简”《诗

经》的整理和研究情况，是近年来

对“安大简”《诗经》研究的回顾

总结与集中展示。

记者：

“安大简”何以成为中华

文明的“历史拼图”？

徐在国：“安大简” 主要内容

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文献， 涉及史

学、经学、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出

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碰撞，让我们

得以欣赏中华文明的瑰宝。

“安大简”《诗经》与传世本

《诗经》对比，不仅篇章顺序有所

不同，还存在大量异文，保留了很

多词汇的早期形态，对人们理解古

注、研究古汉语词汇发展、探索《诗

经》 文本早期形态等都具重要价

值。如《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

女”的“窈窕”，“安大简”作“要

(腰)翟(嬥)”等。

其次，“安大简” 还有很多沉

埋已久、 未能流传于世的先秦文

献，两千多年以后重见天日，将对

中国学术史产生深远影响。

“安大简”中有不少和楚史有

关的竹简，简文内容丰富、系统，有

些可与传世文献互证，有些可补历

史记载缺失。 这批简从“颛顼生老

童”起到楚 (献)惠王“白公起祸”

止，记载了楚先祖及熊丽以下至惠

王时期各王的终立更替和重大历

史事件。 通过这批简文，解决了早

年学界争论不休的季连与穴熊、鬻

熊的关系问题， 证实了季连与穴

熊、 鬻熊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写法，

极大地推动了楚史研究的进程。

另外， 简本有很多内容闪耀着

先贤智慧的光芒，经过千年沉淀，逐

渐内化为中华民族一种具有强大生

命力的历史文化基因。 “安大简”

《仲尼曰》辑录孔子的言论，为研究

孔子思想提供了最直接、 最原始的

资料来源。 《仲尼曰》简 1：“仲尼

曰：华繁而实厚，天；言多而行不足，

人。 ”此条简文意应为“言少而行

多”，即踏踏实实做事情。 这在当今

社会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

文物工作者对“安大简”

进行了哪些抢救和保护？

徐在国：“安大简” 的时代约

在公元前 340 年左右 ， 历经了

2300 多年岁月长河。“安大简”在

2015 年初被带回安徽大学后，已

有部分竹简发生氧化、粘连，如不

及时清理，很容易损坏，这将是一

大损失。

竹简内部原本应是用编绳编

好单独成卷的简册，但由于时代过

于遥远，编绳已经断裂，原本成卷

的竹简也脱落、堆积在一起。 我们

先用竹签和竹夹小心翼翼地把竹

简一根根剥离出来， 放到玻璃条

上， 再用蒸馏水和毛笔慢慢冲洗、

洗刷掉泥土和杂质。 我们对古文字

的构形比较熟悉，所以在清洗过程

中更加注意保存简文的完整笔画、

简背信息、编绳以及其他有助于简

文研究的内容，这也为日后的研究

工作提供了便利。

目前，“安大简” 已被妥善安置

在恒温恒湿的文物保护室，这场竹简

“保护战”算是告一段落，后续对竹

简内容的整理研究成为工作重点。

记者：

“安大简”是中华文明的

载体，其对向海外介绍中华文明有

何意义？

徐在国：目前，中国正大力传

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实施古

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等

项目，“安大简” 的整理与研究是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研究 “安大

简” 并向海内外学者发布研究成

果，是在打造独属于中华民族的文

化品牌，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源远流

长的优秀文化。

“安大简”《仲尼曰》等文献

中体现出的先哲思想，展示出几千

年来中国人的道德坚守和文化素

养，是已内化为中华民族基因的礼

仪风范的最好诠释，有助于各国民

众更好、 更准确地理解中华文明，

也有助于向全世界展示真实全面、

立体多彩的东方大国形象。

另外，“安大简” 的主要内容

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文献，是构筑中

华文明大厦的重要基石，是当之无

愧的 “国之瑰宝”。 研究 “安大

简”、发布研究成果，可以在更大程

度上普及该领域知识，呈现传统文

化丰富的表现形式， 让更多人了

解、认知并参与到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进程中来。

储玮玮 张俊

徽州三雕 刀尖秀技

△

曹永盛（中）向徒弟们演示木雕细节雕刻手法。

茳

国家级非

遗传承人冯

有进在进行

石雕雕刻。

△

吴正辉在进行砖雕人物细节的创作。

△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吴正辉在进行砖雕创作。

△

国家级非

遗传承人曹

永盛在进行

木雕创作。

“徽州三雕”是古徽州（一府

六县）木雕、砖雕、石雕的统称，源

于宋代，盛行于明清。 皖南山区里，

随处可见的古民居、古祠堂、古牌

坊、古桥梁等建筑上，无不镶嵌着

精美的“三雕”珍品，漏窗、梁枋、

斗拱、雀替、栏杆、门罩、石狮、石马

以及工艺摆件、民俗用品、家具杂

件等造型各异，令人叹为观止。

“徽州三雕”艺术善于处理

原材料本色， 手艺人将其巧妙地

融合在建筑物整体之中， 又能独

树一帜，相映成趣。 雕刻不仅是古

民居建筑中重要的装饰手段，也

体现了当地人民的艺术创造水

平。 2006 年，“徽州三雕”入选首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

木雕：会说话的雕梁画栋

学艺在法，其妙在人。 黄山市

徽州区呈坎古村落徽派雕刻研究

所里，“徽州三雕”（木雕）国家级

非遗传承人曹永盛对木雕有着特

殊情结。 十六岁时，他开始学习雕

刻技艺。 古村落、古民居的雕梁画

栋， 让曹永盛饱览了徽雕的刀法。

多年的实践磨砺，为他在木雕手艺

上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徽州山区盛产木材，建筑中木

料使用较多。 民居宅院的屏风、窗

棂、栏柱，日常使用的床、桌、椅、案

和文房用品上均可一睹木雕的风

采。 雕花撰朵，富丽繁华、婉转流

动，琳琅满目。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在曹永盛看来，传承时必须有敬畏

之心，继承低调谦虚的精神，让作

品自己“说话”。

砖雕：古老的室内美学

“砖雕通常呈斜坡式递进，如

果层面处理不好，从各个角度都无

法下刀。 ”歙县正辉砖雕艺术研究

所里，“徽州三雕”（砖雕）国家级

非遗传承人吴正辉边工作边指导

徒弟们。

砖雕是在徽州盛产质地坚细

的青灰砖上经过精致雕镂而形成

的建筑装饰， 其雕刻工艺细腻复

杂，以人物、祥禽瑞兽、花卉、吉祥

图案等题材为主，广泛用于徽派风

格的门楼、门套、门楣、屋檐、屋顶、

屋瓴等处。 结合现代人的审美习惯

和建筑环境，吴正辉尝试着让砖雕

从室外走向室内， 变得更加实用。

大到背景墙、 玄关， 小到茶台、墙

饰，在他的创新下，徽州砖雕又变

成了一种流行的室内美学，“飞”

进了寻常百姓家。

石雕：“叮叮咣咣”的凿刻

相较于其他雕刻，石雕绝对算

得上是体力活。 位于黄山市屯溪区

的徽派石雕工艺厂里，70 岁的“徽

州三雕”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冯有进

依旧活跃在石雕一线。 一把铁锤、

几柄凿刀，不善言辞的他更擅长在

“叮叮咣咣”的凿刻中，向工人们

演示并传授着传统石雕技法。

徽州石雕受雕刻材料自身限

制，常见于动植物形象、博古纹样

和书法类主题，人物故事与山水则

较为少见。 祖辈一直从事石雕行业

的冯有进，不断将传统石雕技艺发

扬光大。 2012 年，冯有进的徽州石

雕小牌楼作品在首届中国（黄山）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中

荣获金奖；2021 年他参与黄山镇海

桥修缮工程，在石料工艺、石雕技

艺等方面遵循古法修复。

程兆 / 摄影报道

受访者简介

徐在国，安徽大学教授、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汉语

言文字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文字学会常务

理事， 中国文字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主要从事古文字

学、出土文献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主持

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

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 “安大藏战国竹简儒家类文献的整

理与研究”。 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

(

一、二

)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