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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简牍研究（包括帛书），诚如有的学者所说，“可分为简帛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两个方面”。简牍的基础研究是指对出土简牍进行清洗、编号、照像、拼接、复原、制作
图版、释读并写出释文、注释、语译、编制各种索引和公布发掘报告等各种程序和步骤，
这是简牍出土后最初的和最基础的研究工作。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研究本身
并不是目的，它的目的在于给简牍内容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这种基础研究
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对具体的特定的出土简牍进行具体的整理与研究，并不是对
整个出土简牍进行综合研究的成果。因此，这种基础研究的本身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科学的
简牍学，它只能为简牍学研究提供素材。至于简牍的应用研究则是指依据简牍基础研究的
成果，把具体的简牍内容同传世文献记载相结合所作出的阐发简牍内容的特征、作用、意
义与价值的研究，并用以证史、补史、纠谬、辑佚和校勘。这种应用研究，虽是简牍基础
研究的延续、升华和归宿，其研究内容也可能涉及简牍学的一些内涵，但它的本身还只能
说是简牍研究而不是系统的科学的简牍学。  

  那么，所谓系统、科学的简牍学指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以为简牍学应当是把全部出土
简牍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纵向、横向研究，从而揭示我国古代简册制度的渊源、内涵、演变
及其有关规律的学问。它的内容至少应当包括如下一些方面：简牍的发现史，包括自然发
现与科学发掘史；简、牍、方、觚、札、检、揭、遣册等等不同简牍名称和涵义及其区
别；简牍的制作材料与制作过程；简牍书写时所使用的各种符号及其意义；关于简牍本身
按照书写内容不同的长短宽窄的法律规定及其变化发展；编制简册的各种有关规定与作
法；书写简牍时按简牍内容类别不同而产生的各种格式及其变化发展；书写简牍的字体变
化及其发展规律，特别是战国简牍与楚简的字体特征与规律值得深究；不同时代的简牍书
写时所使用习惯语言的揭示与归纳；整理与研究简牍的基本方法、途径与步骤的总结。如
此等等，不一而足，应当都是系统的科学的简牍学的内涵。通过简牍学的研究，如果能揭
示出不同时期的出土简牍在字体特征、书写格式、简牍形制、习惯用语等等方面的不同特
点与规律来，将会有助于残简、断简及散乱简牍的拼接与复原，也有助于判断无纪年简牍
的年代，更可以反过来推进简牍的基础研究与运用研究的水平。像这样的简牍学研究，是
任何简牍的基础研究与运用研究都不能取代的。因此，简牍研究虽然与简牍学有密切联
系，但把它完全混同于简牍学的说法是不可取的。这种说法的危害在于降低了简牍学作为
一门学科体系的作用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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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纵向、横向研究，从而揭示我国古代简册制度的渊源、内涵、演变及其
有关规律的学问。它的内容至少应当包括如下一些方面：简牍的发现史，包括自然发现与
科学发掘史；简、牍、方、觚、札、检、揭、遣册等等不同简牍名称和涵义及其区别；简
牍的制作材料与制作过程；简牍书写时所使用的各种符号及其意义；关于简牍本身按照书
写内容不同的长短宽窄的法律规定及其变化发展；编制简册的各种有关规定与作法；书写
简牍时按简牍内容类别不同而产生的各种格式及其变化发展；书写简牍的字体变化及其发
展规律，特别是战国简牍与楚简的字体特征与规律值得深究；不同时代的简牍书写时所使
用习惯语言的揭示与归纳；整理与研究简牍的基本方法、途径与步骤的总结。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应当都是系统的科学的简牍学的内涵。通过简牍学的研究，如果能揭示出不同
时期的出土简牍在字体特征、书写格式、简牍形制、习惯用语等等方面的不同特点与规律
来，将会有助于残简、断简及散乱简牍的拼接与复原，也有助于判断无纪年简牍的年代，
更可以反过来推进简牍的基础研究与运用研究的水平。像这样的简牍学研究，是任何简牍
的基础研究与运用研究都不能取代的。因此，简牍研究虽然与简牍学有密切联系，但把它
完全混同于简牍学的说法是不可取的。这种说法的危害在于降低了简牍学作为一门学科体
系的作用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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