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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壬生先生新著《楚系简帛文字编•增订本》，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正式出版了。它是由国家古籍整

理“十五”规划出版专项经费补贴出版的楚系简帛文字集释巨著，必将大大推动楚文化与先秦典籍研究

的深入开展，是学术界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简帛是竹、木简和帛书的合称。《墨子》说：“书之竹帛，传后世子孙。”所以，它是书写的载

体，在未发明造纸术之前，是中国古代宝贵的典籍。中国古代简帛的发现，原最重要的是孔壁中经和西

晋时的汲冢竹书。到了２０世纪，全国各地出土了大批的竹、木简，其中尤以在楚国辖地中出土的竹简

最多，帛书则于１９４２年前后亦在楚地湖南长沙子弹库发现。这些简帛，无论从数量、规模或内容

看，都远远超过了孔壁中经和汲冢竹书，是建国前后以来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之一。从已出土的简帛

看，按其内容性质，可归纳为三类，即典籍、文书和遣策、卜筮祭祷一类零星资料，均具有很高的学术

价值。 

  众所周知，上世纪９０年代，滕壬生先生编著的《楚系简帛文字编》是张正明先生主编的《楚文

库》中唯一的楚文字专书，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之后，随着楚简的大量发现与公布，学界急需要

楚文字有一个新的总结综合，便于对中国古籍和楚文化的深入研究。滕壬生先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接

受湖北教育出版社的建议，在原书的基础上，进行修订、扩充，经过七、八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一

新的增订本的巨著。新增订本，不仅字数增多，且广泛地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集中地反映了当前的释

字水平，成为一洋洋大观的楚系简帛文字大典。具体说来，它有如下的特点与意义。 

  其一，增订本，新增加了《九店楚简》２３４８字；《郭店楚简》１２０７２字；《新蔡葛陵楚墓•

竹简》８０００余字；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二）两本６９６８字。共计２９３８８

载籍浩瀚 考订凿凿

——读腾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增订本》



字，即在原书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倍多。这样，增订本共收录４９０５４字，不失为一部载籍浩瀚的简帛

文字编，成为学人手头不可少的文字工具书。 

  为了便于读者的识读，作者对楚文字的形体结构，也作了具体的说明。如指出楚字结构歧异，笔划

多变，符号繁杂特殊，又往往一字多体，繁简并存，偏旁无定，假借盛行。在近５万字中，分编为单

字、合文、附录三部分。每一个字下皆注明出处，并附辞例。辞例中的本字，用“｜”作代号，存疑或

残缺字，用“□”号，竹简残断处则以号代之。审释文字，博采众家之说而断以己意，对个别众说纷纭

之字，则从一家之言，字下间出按语。凡此均体现了作者严谨的学风，实乃考订凿凿，令人信服。 

  其二，秦代的焚书，先秦典籍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加上先秦的战乱及其后历代的变迁，能保存下来

的典籍和资料极其有限，２０世纪中期前后陆续出土的楚系简帛资料，就显得格外宝贵，弥补了上述的

各种损失。如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就为重新研究《老子》及道家思想、黄老学说，提供了丰富的资

料。郭店楚简的１６篇文献，除《老子》、《太一生水》为道家著作外，余１４篇均为儒家著作，这不

仅为研究道、儒提供了新的资料依据，且对楚文化的了解与研究，更有直接的参考意义。如我们常说的

楚文化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楚人历来执行“抚有蛮夷，以属诸夏”政策，在此亦得到最有力的诠释。

滕壬生先生广采博撷，对已出土公布的楚简帛文字，尽量收录增订本中，这就为我们识读、了解和研究

先秦典籍和学术思想，提供了方便。 

  同时，楚系简帛还包含了大量丰富的文书和各种杂类资料，也是研究先秦历史文化，尤其是研究楚

国历史文化很有价值的资料。如遣策，直接提供的墓主姓名、级别及众多的随葬品、卜筮祭祷详细记载

的卜祭内容，都直接地解开了墓主身份及当时巫风之谜，是读者和研究者所急需了解的资料。 

  其三，增订本对楚文字的形体结构、简化、繁化、异化、特殊偏旁，尽录其中，并附以简要说明，

对研究商周以来文字的源流嬗变，尤其对了解楚文字与先秦各国文字的异同，提供了实证资料，故增订

本又不失为一文字学之著。楚系简帛纯为楚人用毛笔写成的手写体，朴素大方，美丽流畅，通览下来，

深感字字有特色，字字有风采，美不胜收，难以释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增订本又是一本难能可

贵的集楚字书法艺术之大成的著作。 

  滕壬生先生生于１９３２年，今已进入耄耋之年，仍积年累月，孜孜不倦，终成这一巨著，这种

“老骥伏枥”、锲而不舍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值得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