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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简研究》(第二辑) 
长沙简牍博物馆、北京吴简研讨班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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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吴简研讨班主编的《吴简研究》第一辑于2004年7月出版之后，引起许多国

内同行关注，也得到了日本吴简研究会各位先生的鼓励。2005年8月23日，北京吴简
研讨班与日本吴简研究会在北京大学联合召开了“走马楼吴简学术讨论会”，两国
学者向这次会议提交的15篇论文成为《吴简研究》第二辑的基础。除了前述会议论
文外，我们还收到一些同行赐稿，其中有些曾在研讨班的例会中讨论。值得强调的
是本辑有日本学者的三篇论文，在这里我们要感谢日本吴简研究会的窪添庆文教授
和关尾史郎教授。 

这次会议之后，北京吴简研讨班的部分成员在长沙参加整理吴简期间，与长沙简
牍博物馆的负责人就如何共同推进吴简的整理与研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达成共
识，决定继续推出《吴简研究》，这是本辑得以出版的缘由。同时，也是我们认真
贯彻国家文物局提出的开放合作加强吴简研究的一种努力与尝试。 

从本辑开始，《吴简研究》由长沙简牍博物馆和北京吴简研讨班联合主编。随着
新整理的吴简的陆续出版，学界对作为三国史料的吴简的认识也会渐渐深人，越来
越多的重要问题会被触及，这方面的研究终将大有助于我们对三国史乃至中古史的
理解和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吴简研究，必有远大的学术前
景。我们热诚欢迎国内外对吴简研究有兴趣的朋友加入进来，惠赐大作，分享研究
的乐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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