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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 程燕

2015年，安徽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

楚简（简称安大简），其中有一部分内容

是孔子语录，书法极其精美。经整理研

究发现此篇共有 13支完简，除一条开头

为“康子使人问政于仲尼”外，其他简文

均以“仲尼曰”起始，故将简本篇名定为

《仲尼曰》。简本共收录有 25 条孔子语

录：见于今本《论语》者有 8 条，见于《论

语》前十篇的是《里仁》《公冶长》《雍也》

三篇，见于后十篇的有《颜渊》《宪问》

《卫灵公》《季氏》四篇；有的可与《礼记》

《大戴礼记》《孔丛子》等传世文献对照，

或记作孔子言论，或被误作他人言论；

还有的甚至不见于任何传世文献，失传

数千年。细细品味这一条条语录，穿越

两千多年的时空去聆听伟大思想家的

教诲，吾辈生逢盛世，何其幸哉！

首先，安大简《仲尼曰》记载最多的

莫过于“慎言”，或许是因为抄录者对有

关“慎言”的教导情有独钟，抑或是受益

最深所致。总之，其言至真至理，具有

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或由天道人理对比出发，警示人们

不要只说不做，这是不合天理的。仲尼

曰：“华繁而实厚，天；言多而行不足，

人。”（简 1）。简文与传世典籍差别较

大，《大戴礼记·曾子疾病》：“夫华繁而

实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

《说苑·敬慎》第九章记曾子曰作：“大华

多实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到

底是“华繁而实寡”“华多实少”，还是

“华繁而实厚”？这是一个生活常识，花

开得多自然果子就多，没有花又哪来的

果子呢？因此传世典籍所记的“实寡”

“实少”一定是传抄致误。孔子将自然

规律和人性特点形成强烈的对比，发人

深省，震撼到灵魂的最深处。

或举寡言智者伊和禹治国大成的例

子诠释“巧言令色鲜矣仁”的真谛，告诫人

们要少说多做。仲尼曰：“伊言咠，而禹言

丝，以治天下，未闻多言而仁者。”（简 3）虽

然对于“伊”“言咠”“言丝”的解释，学界还

存在争议，但在简文意思上基本形成共

识：伊和禹都不爱说话，他们使天下大安，

从没听说过话很多却很仁厚的。寡言者

方可立身成事，这也几乎成了世人公认的

定律。因此，孔子常通过观言察行来判定

一个人的品性，康子使人问政于仲尼。

曰：“丘未之闻也。”使者退。仲尼曰：“视

之君子，其言小人也。孰正而可使人问？”

（简 9-10）此条简文见于《论语·颜渊》：“季

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

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内容差异较

大。简文重在叙述孔子不理睬季康子使

者来问政的场景，并解释其原因。因为孔

子看季康子的样子像个君子，但听他说话

断定他是个小人。孔子曾经“以言取人，

失之宰予”，所以他不会再被夸夸其谈的

花言巧语所蒙蔽了。

或进一步厘清言与行的关系，告诫

大 家 要 少 说 多 做 ，做 了 也 少 说 。 仲 尼

曰：“务言而惰行，虽言不听；务行伐功，

虽劳不闻。”（简 12-13）此条简文与《墨

子·修身》“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

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句意相似。前

半句大意是说得多，做得少，即使说了

也没人听；后半句大意是做得多，大肆

夸 耀 其 功 劳 ，即 使 有 功 劳 也 没 人 想 知

道。这不禁让人联想到闻一多先生的

说 和 做 ，闻 先 生 曾 说 过“ 人 家 说 了 再

做，我是做了再说。”“人家说了也不一

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这分明

就是儒学思想在现代学者身上的生动

体现。

或通过事物间的类比来渲染不慎

言的严重后果。仲尼曰：“君子溺于言，

小人溺于水。”（简 2）此条见于《礼记·缁

衣》，“ 子 曰 ：‘ 小 人 溺 于 水 ，君 子 溺 于

口。’”君子喜欢侃侃而谈，一吐为快，但

说出来的话如覆水难收，连后悔都难，

最终难逃如同溺水一样的灾祸。正所

谓“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论语·公

冶长》）一代湘军首领、晚清中兴四大名

臣之一的曾国藩曾写过这样一副对联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群居守口，独居

守心”，教导后辈处世行事之道，“群居

守口”即警惕“祸从口出”。

其次，《仲尼曰》强调孔子慎独、内

省的自律思想。仲尼曰：“弟子如出也，

十 手 指 汝 ，十 目 视 汝 ，汝 乌 敢 为 不 善

乎？盖君子慎其独也。”（简 5-6）此条简

文可与《礼记·大学》“曾子曰：‘十目所

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

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句参

读。被后代误传为曾子的一段慎独名

言，实则出自孔子，若不是有出土文献

的实证，有谁敢想？简本所记较《大学》

篇更为活灵活现，说教效果极佳。弟子

如果出来，十只手指指着你，十双眼睛

盯着你，你哪里还敢做不好的事呢？所

以君子独处时要谨慎啊！此时此刻，一

位老者正表演着私下做坏事被别人看

到时的尴尬和窘迫形象跃然纸上。在

孔子看来除了慎独，还要自我反省才能

达到自律的效果。仲尼曰：“君子见善

以思，见不善以戒。”（简 8），此条与“见

贤 思 齐 焉 ，见 不 贤 而 内 自 省 也 ”（《论

语·里仁》）句意思相近。看到好的就

想 想 自 己 是 否 与 之 还 有 距 离 ，看 到 不

好的就告诫自己身上不能有。与之相

类的还有“见善如弗及，见不善如袭。

仅以避难静居，以成其志。伯夷、叔齐

死于首阳，手足不弇，必夫人之谓乎？”

（简 10-11）这段话见于《论语·季氏》，

但文字有很大的出入。强调一定要排

除 外 界 坏 的 干 扰 ，看 到 不 好 的 要 避 之

不及，以防“近墨者黑”。以伯夷和叔

齐为楷模，他们隐居行义，以生命为代

价坚守心中那片“善”的净土，这是孔

子所称许的。

再 者 ，《仲 尼 曰》所 记 孔 子 的 用 人

观也非常值得关注。仲尼曰：“君子之

择人劳，其用之逸 ；小人之择人逸，其

用之劳。”以君子和小人对比，君子在

选 拔 人 才 时 严 格 把 关 ，用 人 时 就 可 以

安逸了；而小人在选拔人才时很放松，

到了用人时就很艰辛了。这样的用人

观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

导 意 义 ，我 们 不 得 不 慨 叹 于 孔 子 在 两

千年多前就有如此胸怀天下的抱负和

责任担当！

另 外 ，《仲 尼 曰》还 有 一 则 饶 有 趣

味 ，将 最 贫 穷 和 最 富 有 的 弟 子 颜 回 和

端木赐进行比较，告诫弟子要靠贤德建

立群众基础，从而真正实现群众监督。

仲尼曰：“回，汝幸，如有过，人不谨汝，

汝能自改。赐，汝不幸，如有过，人弗疾

也。”（简 4-5）孔子对着颜回和端木赐两

位弟子语重心长地说道，颜回，你很幸

运，你如果有过错，人家不会隐藏你的

过错，你能因此自我改正；端木赐，你很

不幸，你如果有过错，人家却都不憎恶

你。众所周知，颜回以德行著称，端木

赐以言语著称，《论语·先进》说 :“德行：

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

我、子贡。”颜回因贤德建立了强大的群

众基础，别人都愿意帮他指出过错，而

端木赐大概是个口若悬河之人，高高在

上，不够谦卑，别人都与其保持距离，即

使他有过错别人都不表现出厌恶，表面

敷衍他，因此他不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过

错，更别提改正了。颜回一直是孔子最

喜欢的学生，仲尼曰“一箪食，一勺浆，

人 不 胜 其 忧 ，己 不 胜 其 乐 ，吾 不 如 回

也。”（简 10）简本与传世本的记载有稍

许不同，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

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

乐。贤哉回也！”尤其是在安大简中，孔

子用了“吾不如回也”来表达了自己对

颜回的高度评价，这是何等的谦逊，对

颜回又是何等的钟爱！

安大简《仲尼曰》最后一句作“中尼之

耑语也，朴慧周极”。“朴”，朴质；“慧”，叡

智；“周”，周徧；“极”，至极。意指孔子的

言论朴实叡智，无处不达到最高境界。战

国时代，孔子的思想就已经在中华大地上

传播，从鲁国到楚国，其影响之广可想而

知。而今，孔子的智慧就如一颗璀璨的明

珠，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两千

多年过去了，在安大简只字片语的研读中

我们似乎在与孔子进行一场距离最近的

对话，其智慧之光千年不息。

注：文 中 所 引《仲 尼 曰》均 见 黄 德

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

（二）》，中西书局 2022 年 8月。

（作者系安徽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副主任）

智慧之光：从安大简看孔子

■ 本报见习记者 鹿嘉惠

《诗经》《论语》……这些中国人耳

熟能详的核心文献，是构筑中华文明大

厦的最重要、最厚重的基石，其迄今最

早 的 、在 战 国 时 期 流 传 的 文 本 无 疑 是

“国之瑰宝”。其基本面貌与今本有哪

些差别？与今本互证、补历史缺失、映

文化流变，结出哪些硕果？在安大简研

究者的努力下，珍贵的古本风貌、先哲

智慧，复原出更多的“轴心期”中华文明

历史拼图，帮助今天的人们在文化冲击

下更深地思考：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又

将走向何处。

2015 年初，一批珍贵竹简入藏安徽

大学。经科学检测判断，这批竹简约为

2400 多 年 前 战 国 早 中 期 的 楚 国 之 物 。

八年多来，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

究中心的专家学者们潜心投入安大简

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先后两次发布研究

成果，回溯那个思想与文化的原创整理

高峰时代，感受先秦文明的灿烂辉煌。

以简为媒

进行跨越千年的对话

“竹简运到安大时，是用塑料薄膜封

存的，打开是黑乎乎的一团，远远看去一

根根竹简跟荞麦面似的。”安徽大学文学

院副院长、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副主

任程燕笑着说，清理安大简是个细活儿，

因为竹简不能在空气中暴露时间太长，容

易氧化、封干，所以要一边往简上轻喷蒸

馏水，一边用毛笔清理。力度既不能太

重，也不能太轻，下手重了，墨迹可能会被

擦掉，下手轻了，污渍处理不掉。

揭剥、清洗、脱色……经过数道工

序，安大简恢复了原本的颜色，上面的字

迹也“魔术”般清晰地再现于世人面前。

一枚枚米黄色的竹片上，墨迹清晰，那些

早已湮没、鲜活生动的历史故事，一一被

“唤醒”。“太漂亮了，字迹太工整了！”程

燕回忆起竹简上的文字忍不住再次慨

叹，看到这些竹简时，经常会想象当年孔

子是怎么教学生的？当时墓主人或者是

抄手，在抄诗经时是如何选择的？以简

为媒，今天的研究者仿佛与竹简的主人

来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经过安大专家初步解读，这批竹简

涉及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和语言文字

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包括《诗经》、孔子

语录和儒家著作、楚史、楚辞以及相术

等方面的作品。安大简入藏后，安徽大

学立即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推进其保护、

整理和研究工作。

2019 年 ，《安 徽 大 学 藏 战 国 竹 简

（一）》出版发布，内容为简本《诗经》的

初步整理研究成果，专家认为，这是目

前发现的抄写时代最早、存诗数量最多

的古本，同时也是未经后代改动过的较

原始本子，与以往所见的本子既有诸多

不同，也有较多契合。2022 年 8 月，《安

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问世，内容包

括《仲尼曰》和《曹沫之陈》两篇重要文

献，其中《仲尼曰》可能是截至目前发现

的最早《论语》文本。

程燕介绍，虽然安大简只是一个不

完整的抄本，但其文本价值尤显珍贵，

在古书文本流传方面给予我们的启示

颇多。首先，简本的抄写形制有利于我

们认识战国时期古书流传的概貌。其

次，简本《诗经》文本内容极为丰富，其

中保留了很多词汇的早期形态，对于理

解古注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再者，简本

《诗经》的抄写丰富了我们对早期文本

中符号、标记的认识。

目前，安大简贮藏在恒温恒湿的文

物保护室里，保存情况较好。研究者们

给 每 根 竹 简 都 设 一 个 编 号 ，包 括 残 断

的，全部整理完共有 1167个编号。

“冷门绝学”

以赤诚之心合力耕耘

从早晨 8 点工作到晚上 10 点多，是

这批研究者们清理安大简的日常。“为

了尽快把竹简清理完，我们团队人员都

是加班加点地工作，吃饭都没有准点。”

回忆起清理竹简的经历，程燕表示很难

忘，也很珍贵。

“说起研究工作，我特别佩服徐老

师，他每天早上一醒就开始思考古文字

工作，三点醒就三点开始工作，四点醒

就四点工作。”程燕口中的徐老师正是

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主

任徐在国。

徐在国说：“作为古文字研究者，日

常的工作状态是研读各类著作。读学

术界最新的文章、著作，寻找最新的古

文字材料，看看能否发现一些问题，撰

写相关的文章。学古文字必须下苦功

夫，能坐‘冷板凳’。”

安大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的

研究者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释读安

大简，他们根据难点反复琢磨材料，通

过大量文献阅读开拓思路，利用结课后

的假期时间研读，分头攻克难点，之后

汇总再研读，再将每一册整理报告分享

给学界。

“在考释古文时，有些古文字可以

与已经出土的文献进行互相对照，有的

就要卡字形。比如安大简《诗经》中的

‘凿’字，这个字形对应今本《诗经》可以

推断是凿字，但是怎么分析它成了一道

难题。后来根据上博简等新出的资料，

我 们 再 次 解 读 就 可 以 判 断 它 就 是 凿

字。”程燕告诉记者，考释既‘烧脑’，也

充 满 乐 趣 。 随 着 新 材 料 、新 字 形 的 出

现，以前的研究可能又有了新的解读，

卡壳的问题一个个被解决，会给人带来

成就感、自豪感。

“现在我们团队一人负责整理一篇

文献，接下来可能推出一些儒家经典，

比如孔子与子贡对话。”程燕说。

传承经典

探究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区别于郭店简、清华简和上博简，

安大简主要有两个特点。”徐在国告诉

记者，从时代来看，安大简的年代大约

在公元前 400 年到 350 年，相当于战国

早中期。从内容来看，安大简也区别于

其他出土的先秦简，虽然都是古书，但

内容不一样，安大简主要内容是《诗经》

《仲尼曰》《楚辞》楚史等，尤其是楚史篇

幅大，对研究先秦史有重要作用。

先秦时期是中国最为瞩目的文化

繁荣时代，一个文字的原创时代。在发

现遗存、研究阐释的基础之上，应当传

递什么信息，如何传承文化？

对于文化传承，徐在国认为，传统

文化传什么？很重要，我们传承的应该

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比如仁、义、礼、智、

信等，是不能丢的。年轻人不能做精致

的利己主义者，不能言多行不足，更不

能做损人不利己的事。

儒 家 经 典 的 赓 续 ，以 留 存 至 今 的

文 物 为 纽 带 跨 越 时 空 ，在 现 代 生 活 中

传承。

简牍细长，每一枚遍布密密麻麻的

文字。言虽简，传递的哲学思想意蕴深

厚。安大简《仲尼曰》简 1：“仲尼曰：华

繁而实厚，天；言多而行不足，人。”此条

简文意谓：花开繁盛而果实多，是天变

化的规律；话说的多而做的少，是人为

造成的。简文的这句话也非常具有

现实意义，孔子是告诫人们，不要

只 说 不 做 ，就 像 是 言 语 上 的 巨

人 、行 动 上 的 矮 子 一 样 。 应

该“言少而行多”，即踏踏实

实做事情。尺寸之间，彰

显 书 法 之 美 。 在 长 约

48.5 厘 米 、宽 0.6 厘 米 的

简 片 上 ，古 人 镌 刻 细 密

的文字，笔锋尽显。言

虽 简 ，传 递 的 审 美 风 格

通达古今。

“安大简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载体，研究安

大简、发布研究成果，是为

了在更大程度上普及该领域

知识，呈现传统文化丰富的表

现形式，让更多人了解、认知，并

参与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进程中来。”程燕说。

完善中华文明完善中华文明““历史拼图历史拼图””
2015年初，一批珍贵的战国竹简入藏安徽大学。八年多来，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们潜

心整理研究安大简，先后两次发布研究成果。珍贵的古本风貌、先哲智慧，复原出更多的“轴心期”中华文明历史拼
图，帮助文化冲击下的今人更深地思考：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又将走向何处。

◀▲ 安徽大学

“ 安 大 简 ”特 藏

室 ，研 究 人 员 正

在 查 看“ 安 大

简”。（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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