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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10日下午，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历史系举办的“简帛讲读班”
第二十九次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会议室举行。廖名春先生主持此次活动，李
学勤先生继续讲论他最新的研究成果，作了题为《有纪年楚简的年代(一)》的精彩
报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单位的数十位研究生与会。 

此次李先生主要讲述包山简中几件大事的年代。他首先指出，鄂君启节和包山楚
简中所记的“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史书虽明载于楚怀王六年(323B.C)，但
是这其实是根据魏国的纪年推定的结果。过去因为包山简有历日不合，有学者提出
了楚以前年大事纪年或战争跨年之说，不可信。实际情况应该是魏、楚岁首有别，
这一点，陈伟先生和日人平势隆郎先生已经有所论及。李先生则根据杜预《春秋左
传集解后序》以及云梦秦简《为吏之道》所引魏律，确证战国时魏仍用夏历，与楚
之岁首相差达三月之久。因此，如果从楚方面来看，楚魏之战实际上已经到了楚怀
王七年。李先生还据云梦秦简《编年记》，举出了类似的年岁相差一载的例子——
秦攻魏皮氏。 

关于“大司马悼滑救郙”中的“郙”，《望山楚简》的注释者曾经提及河南固始
白狮子地2号墓出土有郙王剑。李先生根据墓葬的年代、郙王剑明显的楚器风格，又
据战国楚简屡见“郙客”的情况，指出“郙”必须满足五个条件： 

1.“郙”是国名，且是较大的国家，不会是文献中不见的小国； 
2.“郙”一定是通假字； 
3.“郙”受楚文化影响早而且深，可能临近楚国； 
4.“郙”在春秋战国之际已经称王，可能属于“蛮夷”之类； 
5.“郙”在战国中期还存在，与楚通使。 
据此，以往对于“郙”的种种猜测，均难成立。李先生指出，此“郙”就是

“巴”！“甫”、“巴”古音皆属帮纽鱼部字；“巴客”一词，《左传》中就有；
根据考古资料来看，“巴”“楚”两国境内都能找到对方的文化痕迹。《华阳国
志》说“及七国称王，巴亦称王”，任乃强先生已指出其谬。“大司马悼滑救郙之
岁”，乃公元前316年，正是司马错灭蜀之年，《华阳国志》记载巴、蜀相攻，巴请
救于秦，秦灭蜀，随后灭巴。李先生指出，很可能巴也曾请救于楚，但不久为秦所
灭。若然，出现了“郙客”的望山简、天星观简，均不晚于316B.C。关于悼滑，李
先生指出文献中还可以见到他的踪迹，时代与316B.C很近。 

李先生又考察了包山第255号简，指出简中有字当读作“蜜梅”。《包山楚简》
的研究者仅根据“梅”来推断岁时，不确切。 

李先生还讨论了“鲁阳公以楚师后城郑”之事，根据《墨子?鲁问》所记鲁阳文
君将攻郑，墨子止之，指出“鲁阳公以楚师后城郑”的时间与此事相近，不会晚于
魏取鲁阳之年(371B.C)。包山楚简提到这件事，乃是因为此简后文属于《集箸
(书)》，是引过去的事情作为法律文案。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责任编辑: ech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请点击注

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Copyright © 2002 -2003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phpArticle modified by tphs Version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