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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玖）》讀本（上）



提    要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玖）讀本》是我帶著聊大師生楚簡讀書會逐篇逐句研讀的成果。〈治

政之道〉由劉德臨撰寫、〈成人〉由曾思夢撰寫、〈廼命〉由王作順撰寫、〈禱辭〉由魏紅玲撰寫。

全書由我和高中華老師做了最後的校定。

清華玖的內容，《治政之道》申論為政之道以德義自檢，治政之道在於興人，力主修內政、

來眾庶、睦外交、興文威，多與孔孟儒家的核心價值觀相合，但並不墨守一家，而是兼收並蓄，

儒墨道法諸家思想被不同程度吸收，呈現出融合的氣象。《成人》篇寫了五段「成人（老成、成

德之人）」的言論，敘述了邦中司正失刑，引起妖象橫生，因此展開了「成人」對法律制度的

意義、司法原則以及斷獄程式等方面的詳細論述，涉及五類「無赦」以及「五常」、「五正」、「五

罰」等重要刑罰概念，為先秦時期的政治思想、法治觀念和司法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合

情入理的細膩思考。有些語句可以校正學者對《書．呂刑》篇的誤釋。〈廼命〉兩篇是由國之

重臣誡命族人要忠君勤事、言語謹慎，勿強取豪奪，以保其室家。是我們現在可見最早的家訓

類文獻，後世的「家訓」「治家格言」應該都是承襲了這種精神的產物。〈禱辭〉是禱祠地祇的

告事求福之辭，增添了戰國時期的民俗信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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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學術史上的黃金時代，九流十家，百家爭鳴，綻生了無數輝煌的學術

花果。可惜秦皇統一六國，焚滅經書，箝制百家，中國的學術思想遭到第一次重大的滅絕。

漢興雖極力蒐求，但千不得一，而且支離殘破，詰屈聱牙，斷爛朝報，學者苦之。近百餘年

考古學發達，地下文物大量出土，許多傳世經典重見天日，糾正了不少漢代以來的斷爛訛誤。

《清華玖》沒有這些傳世經典，發布的四篇都是前所未見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世所未見的

先秦資料出土，其價值其實更甚於傳世典籍的重見天日，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寶庫增加了更多

的珍貴材料。這是《清華玖》及類似出土材料的重要意義。

我在六年前蒙蔡先金校長厚愛，被邀請到聊城大學擔任講座教授，開始和聊大的師生們共

同研讀出土文獻，其後帶領研究生組成出土文獻讀書會，每周四小時，數年來從不間斷。聊大

研究生的勤奮，令人感動，其後又蒙高中華老師加盟相助，共同為讀書會努力。數年來，影響

了好幾位研究生再上層樓，攻讀博士班，令人欣慰，本書的完成，更是這些年耕耘的具體收穫。

這全靠蔡先金校長的高瞻遠矚，也有賴於聊大文學院師生的共同努力，才能達到的成績。我能

夠在此中成為一個添火傳薪的人，也覺得非常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