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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秦漢簡牘文字內容重要，數量巨大，目前尚缺乏便捷的引得、

詞典等工具書，查檢十分不便。而海內外剛剛起步的資料庫建設無論在

材料種類還是在內容加工、功能開發上都存在很大的發展空間。本文將

介紹我們的戰國秦漢簡牘文字語料庫建設情況。 

1. 語料的收集範圍 

 語料庫所收集的語料包括所有已經出版的戰國秦漢簡牘文字語料。

目前已經發表的簡牘語料主要有： 

1．戰國楚簡：主要包括包山楚簡、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郭店楚

墓竹簡、九店楚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曾侯乙墓竹簡、新蔡竹

簡、望山楚墓竹簡、長沙五里牌楚墓竹簡、信陽長臺關、楊家灣楚墓竹

簡、仰天湖楚墓竹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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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簡：主要包括睡虎地秦簡木牘、天水放馬灘秦簡、龍崗秦簡牘、

楊家山秦簡、王家臺秦簡牘、關沮周家臺秦簡牘、里耶秦簡、嶽麓秦簡

等。 

3．漢簡：主要包括敦煌漢簡、懸泉漢簡、額濟納漢簡、居延漢簡、

居延新簡、肩水金關漢簡、武威漢簡、尹灣漢簡、張家山漢簡、阜陽漢

簡、馬王堆漢簡帛書、孔家坡漢簡、銀雀山漢簡、江陵漢簡、長沙東牌

樓漢簡、香港中文大學藏漢簡等。 

 語料庫具備開放性，後續發表的相關簡牘材料將不斷予以補充。 

2. 語料的加工特點與加工層次 

 與現代漢語語料庫相比較而言，戰國秦漢簡牘語料庫的最大不同是

簡牘語料的原始書寫形式不是現代楷書。即使是用隸書或草書書寫的漢

代簡牘，字形也與楷書存在很大差異。在建庫過程中，需要有一個從實

物文字到電腦系統楷書文字轉寫的過程。語料庫的基礎是語料的真實性。

在文字轉寫過程中保持基礎語料真實性是出土古文字類語料庫建設首先

必須解決的問題。 

爲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把戰國秦漢簡牘語料庫的語料本身分爲兩

個層次。第一層次是簡牘文獻發表時整理者的基礎釋文，這一釋文是語

料庫建設的基礎，但是語料庫加工者未進行進一步的加工，因此可以稱

之爲“生語料”。第二層次是語料庫加工者根據文獻發表後學術界的研

究成果，對基礎釋文進行校訂，形成“精校語料”。由於釋讀研究的不

斷進展，釋讀現狀的把握關乎語料的真實性。這一層次的語料文本除了

語料庫加工者對考釋研究成果的選擇結果之外，還顯示未被選擇的諸家

考釋結果。而對於古書類簡牘語料而言，還可以顯示可資對照的傳世古

籍文本。 

就語料庫語料的屬性加工而言，則還有第三個層次，就是對語料進

行分詞及詞性、詞義標注等加工，形成“精加工語料庫”。這是語料庫

加工的核心層面。 

除了古文字方面的特徵外，戰國秦漢簡牘作爲出土文獻還有出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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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方面的特徵。作爲戰國秦漢時期的語料，還有古代漢語方面的特徵。

爲了兼顧這些特徵，以便更好地發揮語料庫的作用，除了一般語料庫所

必需的加工外，戰國秦漢簡牘語料庫的加工還需要注意相關屬性資料的

標記。 

 1．相應的原始圖版。有整簡圖版和單字圖版兩種形式。 

 2．相關出土文獻屬性。這一方面的屬性有不少，如： 

（1）考古形態特徵：清晰度、殘損度、散亂度等。 

（2）書跡性質：正常文字、圖畫、習字等。 

（3）簡牘形制：簡、牘、柧（觚）、楬、封檢、削衣等。 

 （4）內容分類：古書、文書、遣冊等。 

 （5）書體：篆書、隸書、楷書、行書等。 

 3．文字釋讀研究方面的屬性資料 

（1）殘斷簡的綴合與簡的編聯。 

（2）文字用法的標注，包括通假字、古今字、訛字等。 

 （3）重文、合文等書寫特徵。它們往往只是書寫形態問題，無關其

功能與意義。 

 （4）文字單位的認定。文字單位的認定就是判定一個字形究竟屬於

哪個字，並在語料庫中加以標記。這一工作關係到文字、詞彙等頻率統

計的準確性。文字單位的認定不能僅憑外在的字形，而要結合字形的歷

時發展及在語料中的意義綜合考慮。由於戰國秦漢時期是漢字動態發展

的重要時期，簡牘語料又是民間手寫的文字，通假字、異體字等廣泛存

在，戰國秦漢簡牘語料中的字形關係相當複雜，從而給文字單位的認定

帶來相當大的困難。字形歸屬及源流關係尚不明確者宜按照從分不從合

的原則確定文字單位。 

3. 語料庫的功能與使用 

 戰國秦漢簡牘語料庫在內容上具有相當的完整性和高度關聯性。語

料庫提供著錄、文例、字形、參考文獻、考釋信息、新造字字形等六大

類型的檢索，基本囊括了對戰國秦漢簡牘進行語言文字研究所需要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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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信息。語料庫中的簡牘單位、字詞單位、釋讀成果之間通過超鏈結互

相關聯。如簡牘單位所列各字的字形和釋文下分別鏈結各字的全部字形

及各家的考釋成果。再如字形檢索、文例檢索的結果中，全部的字形、

例句均可以直接跳轉到各自的完整語境——簡牘單位頁面。 

 語料庫在功能上兼顧專業的學術檢索與大眾的學習閱讀。學術檢索

功能將在後面詳細介紹。學習閱讀功能旨在爲非專業研究的讀者提供淺

顯方便的簡牘閱讀形式。例如，原形圖片與隸定楷書逐字對照的形式提

供極其方便的字形識讀途徑。詞義即點即現的方式則十分便捷地顯示出

簡牘字詞的意義。圖一顯示當鼠標停留在睡虎地秦墓竹簡第四篇《效律》

第一簡正面第一字“爲”上時，顯示其語料庫標注的意義爲“制定”。 

 

圖一 

 

此外，對於無法用普通輸入法輸入的語料庫專用新造字，包括新造

隸定字和原形字，還提供“新造字形檢索”功能。該檢索可以從筆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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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件、構件拼音、部首等多種檢索方法進行檢索。檢索結果分兩欄顯示。

左側爲資料庫中使用的新造字形，可供語料庫檢索及個人寫作使用。右

側爲相應的字形圖片，供參照及個人寫作使用。 

 

圖二 

  

下面以戰國楚簡子語料庫爲例，說明語料庫的基本使用界面。需要

說明的是，由於語料庫的功能在不斷的開發更新過程中，實際使用界面

可能會與這裡略有不同，一些新的功能也未在這裡介紹。更準確詳細的

信息請見網站語料庫的電子說明文檔。 

 1. 著錄檢索 

 著錄檢索提供以簡牘爲單位的各種簡的流覽、查找。左側列出資料

庫中的簡的類型（見圖三），點開後可以顯示每種簡的各篇及各簡。右

側上部可以提供著錄書名、篇名、著錄號的檢索，下部顯示該簡的所有

原始字形圖片及逐字對應的釋文。圖四顯示上博楚竹書䊷衣第二簡的部

分字形，圖五顯示上博楚竹書孔子詩論第二簡的部分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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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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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各簡字形及釋文分別鏈結字形表和考釋表。圖六顯示的是從圖五的

第一個字“寺（詩）”鏈結的有關該字的考釋內容。圖七顯示的是從圖

五第二行最後一個“樂”字鏈結的該字所有楚簡文字字形的第 11 頁。 

 
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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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2. 文例檢索 

文例檢索提供釋字字頭、隸古定字頭或詞義的檢索。檢索範圍可以

進行多重選擇。見圖八。 

 

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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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例檢索結果顯示所有文例，見圖九。按簡的出處分列文例。如果

語料庫已經經過詞義分析標注，例句將按義項排列。尚未經過詞義分析

者，則如普通引得直接排列例句。例句後標記篇名和簡號。單擊簡號，

可以直接鏈結到圖四-五所示的相應簡的頁面。 

圖九 

  

3. 字形檢索 

字形檢索提供楚簡全部字形的檢索。檢索條件可以通過字形構件、

釋字字頭兩者進行。檢索範圍也可以進行選擇。見圖十。檢索結果顯示

符合條件的全部楚簡字形。圖十一顯示郭店簡、上博一、上博二這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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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中的“大”字檢索結果第 13 頁的字形。通過著錄號，也可以鏈結查

看圖四-五所示的該簡全部字形情況。點擊字形圖片，可以鏈結該字形的

各家考釋情況，如圖六所示。 

 

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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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4. 參考文獻檢索 

提供有關楚簡參考文獻的檢索。檢索途徑見圖十二。檢索結果顯示

符合條件的所有考釋論著目錄。見圖十三。通過“查看詳細”鏈結，可

以鏈結該論著的具體釋字情況，如圖六、圖十五所示。 

 

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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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5. 考釋信息檢索 

 可以通過字頭進行檢索。見圖十四。檢索結果以提要方式提供對某

個字的釋讀情況。見圖十五。著錄號一欄可以鏈結圖四-五所示該簡的完

整信息，考釋作者一欄可以鏈結圖十三所示該作者的論著信息。 

 

圖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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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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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ent of Warring States, Qin and Han bamboo slips text is huge 

and of great importance, but there is no handy reference books as index and 

dictionary yet, so it’s very inconvenient for searching. The corpus construction, 

which is starting up recently domestically and overseas, has great 

development space in both content-processing and function-developing. 

Based on the officially published bamboo slips of Chu in Warring States, Qin 

and Han dynasty, we’re now working on the Warring States, Qin and Han 

Bamboo Slips Text Corpu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Raw Corpus, Highly-revised 

Corpus and Highly-processed Corpus. The corpus has multiple archaeology 

and character explaining properties, focused on both popularization and 

researching, and highly connected among all levels.  

 

Key words: Warring States, Qin, Han,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silk 

manuscripts, Cor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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