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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聞 

  淺野裕一教授撰著、佐藤將之教授監譯的《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2008年9月由臺北萬卷樓圖書股

新臺幣240元。承淺野、佐藤二位先生美意，并得萬卷樓書店的同意，兹將是書目次、作者自序、監譯者跋、淺野

以及第二章全文《〈曹沫之陳〉的兵學思想》（見簡帛文庫）在簡帛綱發表。  

  應該説明的是，佐藤教授在《監譯者跋》中説：“第二章的初稿發表於‘簡帛網’（武漢：武漢大學簡帛

〔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qianyeyuyi001.htm〕，2006年2月19日）。”其實，淺野教

在“簡帛研究綱”發表的，“2006年”則是“2005年”的筆誤。“簡帛研究綱”在2003年9月至2004

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辦。大概因爲這一緣故，容易有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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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日本學界圍繞新出土資料的研究狀況，與中國、台灣、歐美等地大相逕庭。特別是1993年郭店楚簡發現以來，其區別尤始

突出。銀雀山漢簡和馬王堆帛書的出土，也帶來了對某些文獻是先秦古書還是秦漢以後所作的議論，造成了重大的影響。可

是，由於兩者都是從西漢墓中出土的，所以並未能成爲解決論爭的決定性證據。不過，由於戰國楚簡是從戰國中期的楚墓中出

土的，因此，它具有能夠解決是先秦還是秦漢以後之議論的性質。  

  爲此，唯恐以往憑疑古手法構築起來的定論會被戰國楚簡的發現推翻的人們，或假裝沉默不語，或

僞造出來的。筆者聽說京都大學和廣島大學等持有僞作說的觀點。這是日本學界具有特色的第一種觀點。

  不過，抱持僞作說的學者，決不公開發言或寫文章公開發表。僞作說主要在大學校內被封閉的空間裏，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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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下談論。他們一概不言及戰國楚簡的存在，而停留在以繼續無視的姿態，間接表示自己否定態度的層面上。因此，

具體內容，從外部則很難把握其詳情，現在亦連是否維持著其觀點也不清楚。  

  日本學界上第二種具有特色的觀點，是把戰國楚簡的年代拉晚到從戰國末到大約漢初左右爲止的觀點。池田知久先生在

《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篇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3年）中指出了①《五行》的“經”和“說”

個人物乃至同一個學派一起撰寫的、②《五行》的成書年代是西漢高祖期乃至惠帝期、③《五行》的作者是折衷了孟子學派和

荀子學派思想的漢初折衷學派、④《五行》的著作意圖，在於爲了響應漢初的時代要求，而提出新興的士大夫形象上。

  可是，由於1993年郭店楚簡的發現，其結論被全盤推翻了。那是因爲郭店楚簡中，包含著僅止以經的形式單行的《五

行》。戰國中期的公元前300年左右的寫本郭店楚簡中，既然存在有《五行》，那麼，就不得不說《五行》在戰國前期就業已成

書了。從而，便確定了上述①～④的結論，完全就是謬誤。  

  池田先生承續這種事態，於《郭店楚簡〈五行〉の研究》（收入於《郭店楚簡の思想史的研究》第二卷，東京大學郭店楚

簡研究會，1999年）中，將《五行》的成書年代改爲從戰國後期到西漢初期之際，還將郭店一號楚墓的下葬年代拉

段，企圖維持、延長自己學說的壽命。這就是在日本學界中產生拉晚說的唯一原因。  

  這樣的拉晚說，是由於池田先生個人的情況而發生的特殊的觀點。而且，由於郭店楚簡中能看出荀子或荀子後學的影響；

因此，將郭店楚墓的下葬年代認定爲戰國末期的主張，在國際上是完全不能通用的謬見。  

  起初池田先生或把王葆玹先生的見解（《試論郭店楚簡的抄寫時間與莊子撰寫年代──兼論郭店與包山楚墓的時代問

題》，收入於《哲學研究》第4期，1999年）當作一個論據提了出來；或根據李承律先生《郭店一號楚墓中所見到的中國

類型學”方法論上的諸問題和“白起拔郢”的問題》（收入於《郭店楚簡の思想史的研究》第6卷，東京大學郭店楚簡

2003年），使人們對郭店楚墓的下葬年代提出疑問；或以對中國方面沒有作使用碳素測定法的測定之事表明疑問的方法（氏

著：《前言》，收入於《楚地岀土資料と中國古代文化》，東京：汲古書院，2002年），試著證明拉

張如果日本研究者繼續維持戰國中期說的觀點，就會落後於世界。  

  但是最近，正如“於現今的學界，似乎認爲下葬時間爲公元前300年前後的見解最爲盛行”（《馬王堆出土文獻譯注叢書

老子》〔東京：東方書店，2006年〕）的說法，戰國中期說才是世界的大趨勢。而拉晚說不得不承認自己孤立的

過，日本國內仍然存在贊同拉晚說的追隨者，尚保持著一定的影響力。  

  日本學界所存在的第三種觀點，正如世界總的趨勢那樣，將郭店楚簡和上博楚簡看作是戰國中期的寫本。而筆者於

組織的戰國楚簡研究會，就是立足於這個觀點之上的。到現在爲止，一直以來戰國楚簡研究會出版了淺野裕一、湯淺邦弘編：

《諸子百家“再發見”──掘り起こされる古代中國思想》（東京：岩波書店，2004年）、淺野裕一編：《古代思想史

楚簡》（東京：汲古書院，2005年）、《竹簡が語る古代中國思想－上博楚簡研究》（東京：汲古書院，

編：《上博楚簡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7年）、淺野裕一編：《竹簡が語る古代中國思想（二）

（東京：汲古書院，2008年）等書，對外發表了研究成果。本研究會的立場，是承接新出土資料的發現，欲帶給以往的先秦思

想史研究更廣泛的新變化。  

  同時，戰國楚簡研究會，亦積極從事以中文發表研究成果。淺野裕一著、佐藤將之監譯：《戰國楚簡

樓，出土文獻譯注研析叢書，2004年）、福田哲之著，佐藤將之、王綉雯合譯：《中國出土古文獻與戰國文字之

北：萬卷樓，出土文獻譯注研析叢書，2005年）、湯淺邦弘著，佐藤將之監譯：《戰國楚簡與秦簡之思想史

卷樓，出土文獻譯注研析叢書，2006年）等著作便是。  

  本書出版之際，也同前一部著作一樣，請台灣大學佐藤將之先生作監譯工作。佐藤先生與筆者一樣，專業是先秦思想史，

而且還精通出土資料的研究，所以讓筆者相當地放心。對提供翻譯初稿的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際漢學

灣大學博士候選人安井伸介先生、日本京都大學博士生王綉雯女士諸位，再次表示深深的謝意。還有，讓負責編輯工作的北海

道大學博士生關村博道先生受累了。並且，序文的翻譯托付於東北大學博士生張志香女士，索引的製作則托付於東北大學碩士

生鈴木謙介先生。在此同時深感謝意。  

  最後，再次向每當筆者過訪台灣時給予幫助的諸位先生深致重謝。隨著本書的出版，若能夠讓大家知曉日本也有進行出土

資料研究的研究者，筆者將深感到榮幸。  

   2008年8月10日   



戰國楚簡研究會代表

監譯者跋 

（一） 

   本書是淺野裕一教授於萬卷樓“出土文獻譯注研析叢書”中推出的第二部中譯著作，也是本系列中我所負責監譯的第四本

日本學者對中國古代出土文獻之研究成果。事實上，淺野裕一教授的第一本中譯書：《戰國楚簡研究》就是本叢書

系列”的開山之作。回顧從二○○四年出版第一本譯作迄今，中國哲學、思想研究領域，圍繞著國際漢學界與日本學界之間的

互動已經發生不少變化。  

   回溯到二○○四年，當我著手監譯淺野教授的第一本《戰國楚簡研究》之際，以中國、台灣以及歐美

學領域裡似乎彌漫著很難與日本學者進行學術溝通的印象。在我看來，其主要原因可歸納爲三點：（

力不夠；（2）日本學者在國際學術交流的舞台上似較被動，看起來不太願意進行交流；以及（3）在戰國楚簡的年代推斷上，

日本學者的“主流”見解似乎離國際漢學界的共識太遠。回想起來，雖然當時日本有兩大學會：創立已有五十九年之

國學會”、以及專門推動以出土資料爲中心且跨越學門之研究，以及學者間交流的“中國出土資料學會

續發表有關楚簡思想之研究。然而，在郭店楚簡公布後的五、六年之間，大陸、台灣以及美國學者所共同推動的各種學術會議

中，卻幾乎看不到來參加的日本學者身影。更何況，日本人用中文發表的有關此題目的論考也幾乎等於零的

的狀況來看，當時絕大多數中國傳統思想與文獻之研究者的確處於不知如何與國際學界打交道的狀況。由淺野

“戰國楚簡研究會”也是這樣的“臥虎藏龍”之一。本系列的開始即是以這樣的狀況爲背景，而淺野

楚簡研究》一書，在讓相關領域之日本學者放眼界於國際漢學的任務上，可說是立下一座里程碑。 

（二） 

  當時，我在監譯淺野教授的《戰國楚簡研究》之際，於書跋提及在不遠的將來日本古代中國思想

換”（paradigm shift）之可能性，而很諷刺地，淺野教授對前輩日本學者的傳統觀點之猛烈批評與筆者將此過程

換”之可能性的說法，便引起了部分不肯面對現狀改變的日本學者的小動作。有一位學者急著要批評淺野

還沒有讀Thomas Kuhn（1922-1996）的《科學革命之結構》
[1]
一書就批評我用“典範”一詞之愚。我實在不需要針對這樣不符

學術標準之小動作一一反駁，然今日可以宣稱：過去五年的情況反而證實此“典範轉換”確實一步一

國哲學、思想研究環境上所發生的變化，不只是學說上的更迭，而是在整個研究方式上發生的轉變。

  首先，在這幾年，越來越多的日本年輕學者渴求於海外發表之機會。我相信，中文學界的朋友這幾年在台灣、中國召開的

楚簡研究相關研討會中開始多發現到日本學者的身影。事實上，儘管大部分日本年輕學者的中文都還不太流暢，但他們都細心

準備中文的宣讀論文，在口頭報告之後還更加踴躍地投稿。
[3]
日本的中國思想研究者向國外的學術期刊自行投稿之情形，在五

年前是無法想像的。  

  再舉另一個例子。在我主持“戰國楚簡文哲研讀會”（2007年8月～2008年7月）這一年內的研讀活動裡，共有十位日本學

者擔任報告人（也包含與大陸廣州中山大學合辦的研讀活動；只算台灣內的話，則有七位），此數字比同時間日本國

的任何研討會上楚簡論文發表人的人數還要多。因爲在日本國內所謂的“學會”在中國古代哲學、思想

乎陷於麻痺狀態，尤其隸屬不同學校、不同老師的學生之間幾乎無法進行交流。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學界所推行的各種

計畫、研讀會以及國際學術研討會，對於日本學者而言，除了國際交流的機會之外，實際上還提供日本學者

會。而且在日本中國古典領域的年輕學者們就業極爲困難的情況之下，透過台灣學界提供給國外學人的各種

“訪問‧客座研究”、“博士後研究”等機會發展之日本研究生與年輕學者逐步增加，其中一部份人進而得以在台灣的大專任

教。
[4]
 
 

   還有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立足台灣的日本年輕學者之存在便進一步促使了原本沒想過與海外學界進行學術交流的

（大體四十歲到五十出頭的）學者出國參加國際會議之情形。本系列中的第二本《中國出土古文獻與戰國文字之

將之、王綉雯合譯，2005年11月）的福田哲之教授、以及第三本《戰國楚簡與秦簡之思想史研究》（佐藤將之監譯，



月）的湯淺邦弘教授兩位就是這樣向國際漢學“出道”之中堅世代的學者。  

  在過去五年所進行的年輕學者和中堅學者向國際漢學界之推展，除了如上所述的進行學術發表的管道與形式之外，也必然

地影響其學術見解。尤其是在出土文獻之釋讀過程中，不參考中國學者所提供的楚簡併聯、以及由文字學和音韻學的基礎提出

之釋讀成果，是不可能的事。由於戰國時代同時資料之楚簡出現使得日本學界長期以來累積起來的“

時期”的中國古代思想史發展模式已無法再成立，日本的中國思想史學者，勢必要與國外學界互動重新構畫中國古代思想之脈

絡。在此意義上，與國際漢學互動的新研究與發表模式過程當中所產出的八篇論文集結成本書，亦是日本學者重建新中國古代

思想史研究典範之嘗試之一。也就是說，從出版第一本中文專書以來，與國際漢學互動並將自己的中國思想史的方法與

斷進化的實踐者，就是淺野裕一教授本人。  

  我們若由寫作、出版的方式來看淺野教授的“轉型”，前作《戰國楚簡研究》所收錄的論文發表方式大致上

先在日本發表，然後翻譯成中文並在台灣或大陸發表，或者直接收錄於書中。相反地，本書所收的全部論文都是在日本發表之

前，先在台灣、或大陸的研討會上宣讀，然後“翻譯”提供給日本的期刊、或論文集發表。也就是說

作、宣讀、投稿、以及出版的全部過程，從最初就是在與國際漢學互動下進行的。  

   再從內容來看。與前書的作風相比，本書中的淺野教授在自己行論中多依據中國、台灣學者在武漢大學

所發表的“併聯”、“文字隸定”、以及“釋讀”方面之成果。比較例外的是第一章中淺野教授將“

爲“察”這一點。
[5]
不過，如“追記二”所述，淺野教授後來撤回了其釋讀。畢竟，日本的古代中國思想

考慮楚簡文獻的思想，已進入非與國外學者分工不可的階段。在本書之中，也可觀察到淺野教授與國際漢學界的楚簡

進行有效率分工的種種功夫。此乃我在淺野教授這五年的嘗試中看出日本中國古代思想研究之“研究典範轉換

  那麼，淺野教授所下的功夫最顯著的是在哪裡呢？筆者認爲，就是淺野教授以他卓越的分析與描述能力所構畫的

代思想之世界”這部分。譬如，在第二章，原本也是古今東西軍事問題專家（他有一個假日樂趣是做戰

授，以《曹沫之陳》一篇文章爲切入點，非常生動地闡述了春秋到戰國時代戰爭型態之變化，他對戰爭的分析與描述不止於制

度與事實上的事實，而亦涉及於這些軍事制度運作上之心理因素、軍事思想運用上的特色等等。身爲

說服力地論述了從春秋時代到戰國時代的軍事思想之演變。在第六章，淺野教授針對《姑成家父》一篇中特別注意

詞，並以周鳳五教授的隸定爲切入點，將之解釋爲“由白狄人編制的近衛部隊”，進而闡述在晉狄關係中的晉國有力世族的興

亡之一段歷史。如此，由於淺野教授之詮釋與復原，我們得悉圍繞著一篇文獻背後存在的非常豐富的

言，目前日本的中國思想專家中，沒有像淺野教授如此能讓資料講故事的學者。也許可以如此宣稱，淺野

可與近年去世的中國思想史家：史華茲（Benjamin Schwartz，1916-1999）相提並論。 

（三） 

  如上所述，本書所錄論文的大部分是在台灣或大陸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並且同時（或後來）收入日本的學術期刊、或

論文集的。下文便列出各活動的名稱、場所以及時間，以期提供中文學者參考之便。  

     

  第一章的初稿發表於台灣大學哲學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輔仁大學文學院、東吳大學哲學系共同主

土文獻與先秦思想重構國際學術研討會”（於台灣大學哲學系，2005年3月25、26日）宣讀，在日本以《上博楚簡〈相邦之道〉

の全體構成》的題目收入於《中國學の十字路》（加地伸行教授古稀紀念論文集，東京：研文出版，

  第二章的初稿發表於“簡帛網”（武漢：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qianyeyuyi001.htm〕，2006年2月19日。）在日本以《上博楚簡〈曹沫之陳〉

思想》題目，刊登於《中國研究集刊》（第38號，2005年12月）。  

  第三章的初稿發表於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主辦：“漢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學資料整理研究所，2006年10月27、28日）；也發表於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台灣大學中文系、芝加哥大學顧立雅中國古文

字學中心共辦：“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2006”（於武漢大學2006年11月8日～10日）。在日本以《上博楚簡〈君子

素王說》的題目刊登於《中國研究集刊》（第41號，2006年12月）。  

  第四章的初稿發表於武漢大學主辦：“新出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於武漢大學，2006年6月26



博楚簡〈鬼神之明〉と〈墨子〉明鬼論》的題目刊登於《中國研究集刊》（第41號，2006年12月）。

  第五章的初稿發表於台灣大學、東華大學共同主辦：“簡帛研讀會與出土文獻傳世典籍詮釋論壇

2006年10月29日。在日本以《〈鮑叔牙與隰朋之諫〉の災異思想》之題目收入於《上博楚簡研究》（東京：汲古書院，

月）。  

  第六章的初稿發表於中國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戰國楚簡文哲資料研讀會共同主辦：“簡帛文獻與思想史

（於中國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2008年1月12日），在日本以《〈姑成家父〉における“百豫”》的題目收入於《竹簡

代中國思想》（東京：汲古書院，2008年9月）中。  

  第七章的初稿發表於台灣大學哲學系主辦：“戰國楚簡文哲資料研讀會”，第三次研讀會（於台灣大學哲學系，

月9日）；以及於華梵大學哲學系主辦：“第十一屆儒佛會通暨文化哲學學術研討會“東西政治哲學的交談

學系，2008年3月28、29日）。在日本以《〈景公瘧〉における爲政と祭祀呪術》的題目刊登於《中國

2007年12月）。  

  第八章的初稿發表於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台灣大學中文系、芝加哥大學顧立雅中國古文字學中心共同主

帛學國際論壇2007”（於台灣大學中文系，2007年11月11日）。在日本以《〈天子建州〉における北斗

《中國研究集刊》（第45號，2007年12月）。  

     

  本書各章的翻譯初稿由以下諸位擔任：  

     

  第一章 王繡雯（日本京都大學法學院博士候選人）  

  第二章 安井伸介（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第三章 藤井倫明（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第四章 刁小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講師）  

  第五章 刁小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講師）  

  第六章 關村博道（日本北海道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第七章 關村博道（日本北海道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第八章 監譯者自譯  

     

理所當然的，監譯者對全部的翻譯稿之每一個字進行了修改與潤飾，因而在此翻譯中若有任何問題，此責任應歸於監譯者本

人。  

  此次編輯過程由於本研究室之“編輯師傅”林嘉財君因要趕他的碩士論文而無法整體負責，但將他的專業技術傳給了北海

道大學博士生關村博道君，並且幾次提供給他所需要的幫助。如此，林君成了名正言順的本系列的“

實際作業上，關村博道君無外是此次本書編輯之最大功臣。  

  我們要感謝中央大學中文系朱湘鈺教授、台大哲學研究所博士生蔡妙坤君、以及高雄師範大學經學

所提供之幫助，也感謝工藤卓司博士和曾書嫻碩士之細心校對。最後，我們也向最大力推動本書出版之萬卷樓圖書公司梁錦興

總經理對於振興台灣文化事業，以及台灣、日本學術交流之熱心，表示最高的敬意暨由衷的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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