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出土資料學會2008年度第1回例會簡訊 

與聞 

  2008年7月12日下午1時，中國出土資料學會2008年度第1回例會在東京大學文學部法文2號館2番大

四十餘人參加。大會發表論題如下：  

     

  報告一： 凡 國棟 （中國武漢大學歴史學院博士生）  

  題目：里耶秦簡“ ”字及楚文字所見相關之字綜析  

  概要：里耶秦簡編號為J1⑤7的竹簡文字明顯具有戰國時期楚文字的書寫特徵。其中第三字整理者釋作

見于包山、郭店、上博和新蔡楚簡，我們在檢討相關文獻的時候發現，該字雖然在某些簡文中的讀法已經取得了較

見，但是其字形來歷與變化，仍然存在不少疑點。因此，本文的旨趣在於從里耶秦簡所見“ ”字出發，對楚地出土材料中的

“ ”字及與之相關的問題作一個較爲全面的梳理。同時，本文還結合包山楚簡中所透漏出的關於

簡中所見“鄩郢”的地望作了考察。  

     

  報告二 吉冨 透（青山學院大學非常勤講師）  

  題目：關于《楚辭》天問篇和戰國楚竹簡類的歴史傳説  

  概要：《楚辭》天問篇和戰國楚簡《三德》篇中均出現皇天、上帝、 后帝，並以此來昭示天的意志。三德篇不闡述

治亂和興亡，而天問篇則體現了夏、殷時對帝、後帝意志的重視，並且有周文王“恭天之罰”之類的表述。此外，傳世文獻中

頻見上帝、天命之類的詞，而沒有提及三德篇和天問篇中的“后帝”。以甲骨文的解讀經歷來看，天問篇與戰國楚簡一樣在傳

承的過程中也曾經中斷過。本文對天問篇重新加以考察，並且對相關的各種問題試提出我們的看法。 

     

  報告三 丹羽 崇史（奈良文化財研究所）  

  題目：銘文史料所見春秋戰國時代的青銅器生産  

  概要：本文是爲了闡明目前所見春秋戰國時代青銅器的生産、流通實態而進行的以青銅器的製作痕跡和形態

學檢討。但是,關於青銅器的生產體制和流通形態問題, 除了製作痕跡、形態、紋様等檢討方法以外，從銘文記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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