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題論文：出土史料與傳世文獻 

編者的話 

隨著中國考古工作的持續推展，大約從二十世紀初期開始，陸續有各式各

樣地下史料出土，先有大量的殷墟甲骨、周原甲骨以及散布各地的青銅器，其

後又有居延漢簡、武威漢簡、銀雀山漢簡、馬王堆漢代簡帛、睡虎地秦簡、包

山楚簡、郭店楚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書、清華大學藏簡、嶽麓秦簡、北京

大學藏簡、安徽大學藏簡一批接著一批公布，內容豐富多元，令人目不暇給，

歎為觀止。這些前所未知的新出史料，為學術界帶來許多新線索、新觀點和新

議題，進而激發出新認知與新學問，讓文字學、語言學、文獻學、經學、思想

史及古史學其他各個面向均得以飛躍進步，甚至出現重新改寫中國學術史的新

契機。為了回應時代的召喚，本學報特以「出土史料與傳世文獻」為題公開徵

稿。 

經審查結果，本輯特刊共有四篇主題論文獲選：一、蘇建洲先生所撰〈再

談 陵君銅鋪的自名－「鈇」及相關問題〉，針對 陵君銅鋪自名「鈇盍」之

「盍」詳加考證，認為舊釋「蓋」、「盒」、「合」諸說均不可信，主張此字

應改釋為「 」，指豆形器的校足。二、高佑仁先生所撰〈安大簡《曹沫之 

陳》補釋〉，檢討《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曹沫之陳》原整理者釋文，

指出原釋文有十四處不夠周延。三、賴怡璇女士所撰〈上博簡〈從政〉與〈季

康子問孔子〉考釋劄記〉，針對《上博二．從政》甲 19 中的「 」字，以及

《上博五．季庚子問於孔子》簡 21 中的「玄曾」一詞，提出新的釋讀意見。 



四、金宇祥先生所撰〈清華簡〈治政之道〉人才思想初探〉，分別從人才概

念、人才名稱、人才位次、人才管理、人才與社會五個面向，探討《清華大學

藏戰國竹簡（捌）》〈治邦之道〉、〈治政之道〉中有關的人才的思想，作者

認為這兩篇簡文反映的人才思想無法完全歸屬於某一家學說。此外，本輯還有

一篇非主題論文梁淑芳女士所撰〈清末民初鄭觀應與陳攖寧的修道觀點及歷

程〉，作者藉由鄭觀應、陳攖寧這兩位道教人物，刻畫出時代思潮對道教觀點

與實踐的深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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