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書為彙整竹田健㆓在出㈯文獻研究方面的論考。主要研究內容置於出㈯文獻，討論㉃戰

國時㈹之思想，同時考察出㈯文獻本身㈵色，另提出竹簡形制問題而對其解釋。

第㆒篇部分為〈氣思想的研究〉。第㆒章：關於兵家〈孫氏之道〉之檢討，第㆓章：對於㆖

博楚簡之道家系統文獻《恆先》，以該氣思想加以考察，第㆔章：重新檢討㆗國古㈹氣思想及其

㈲關研究，又確認氣之原義，探討與氣思想之關係。第㆓篇則為〈郭店楚簡和㆖博楚簡的研究〉，

茲是於 1990年㈹以後公開的郭店楚簡及㆖博楚簡相關論考。第㆕章：將《性㉂命出》與《性

情論》之形式對比，確認其文本不同，第㈤章：透過《性㉂命出》與《性情論》，探索於戰國時

期之性說㈵徵，以及其對別家性說之相關性，第㈥章：言及戰國時㈹身體障礙者之褔利思維，

第㈦章：論㉃《慎子曰恭儉》之文獻㈻㆖性質。第㆔篇稱為〈出㈯竹簡的形制及契口以及劃線

的研究〉，第㈧章：切入於《曹沫之陳》㆗的竹簡綴合及契口，提供其問題之處，第㈨章：以㆖

博楚簡《采風曲目》之竹簡契口為㆗心，顯出其形制不同之可能性，第㈩章：研究於清華簡《楚

居》竹簡背面劃線及編聯進行之狀況，最後第㈩㆒章：透過北大簡《老子》之劃線排列，進行

考證其對復原竹簡排列之重要性。

筆者於本書編整關於出㈯文獻之各種論考，雖無全體結語，而以此擬指示對出㈯文獻研究

之各種焦點，亦希望提供對茲研究進展稍微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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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為彙整筆者在出土文獻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 

筆者在島根大學教育學部學習時，受淺野裕一先生（現東北大學名譽教

授）之指導，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史。於 1984 年島根大學畢業後，進入大阪

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在加地伸行先生（現大阪大學名譽教授）之指導下，

開始進行有關中國古代氣思想的研究，完成了修士論文。 

筆者最初發表出土文獻研究成果，是對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中兵家

的氣進行的研究。自 1998 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郭店楚墓竹簡》後，筆者

亦開始研究郭店楚簡。同時 1998 年 10 月加入「郭店楚簡研研究会」。該研

究會是為研究郭店楚簡所成立的共同研究組織。創始成員共有 5 人，研究會

代表為淺野裕一先生、湯淺邦弘先生（現大阪大學教授）、福田哲之先生（現

島根大學教授）、菅本大二先生（現梅花女子大學教授）以及筆者。 

2001 年，研究會更名為「戰國楚簡研究會」，後又改為「中國出土文獻

研究會」，成員亦有所變動，然而研究會的活動仍不斷地持續進行。筆者對

於郭店楚簡研究、上博楚簡研究、清華簡研究、北大簡研究等，基本上均於

研究會內部發表，其後聽取各成員的意見而投稿於各種刊物。 

本書第一部分是筆者對中國古代氣思想的有關研究加以論考。第二部分

為自 90 年代以後所公開的郭店楚簡、上博楚簡、清華簡、北大簡的相關研

究。第三部分探討有關出土竹簡的形制、契口，及於竹簡上的劃線問題。論

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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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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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気の思想〉，《概説中国思想史》ミネルヴァ書房，2010 年 10

月，頁 21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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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戰國楚簡『容成氏』における身體障害者〉，《福祉文化》第

3 号，2004 年 2 月，頁 75～82。淺野裕一編《竹簡が語る古代

中國思想──上博楚簡研究──》（汲古書院，200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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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上博楚簡『愼子曰恭倹』の文獻的性格〉，《中國研究集刊》

第 45 号，2007 年 12 月，頁 108～120。 

第三部分 

第八章 〈『曹沫之陳』における竹簡の綴合と契口〉，《東洋古典學研

究》第 19 集，2005 年 5 月，頁 23～29。湯淺邦弘編《上博

楚簡研究》（汲古書院，2007 年 5 月）収録。卜憲群、楊振

紅主編《簡帛研究 2005》（廣西師範大學出版会，2008 年 9

月）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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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上博楚簡『采風曲目』の竹簡の形制について──契口を中

心に──〉，《中國學の十字路 加地伸行博士古稀記念論集》

研文出版，2006 年 4 月，頁 71～83。湯淺邦弘編《上博楚簡

研究》（汲古書院，2007 年 5 月）收錄。丁四新主編《楚地簡

帛思想研究（參）──「新出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年 4 月）收錄。 

第十章 〈清華簡『楚居』の劃線‧墨線と竹簡の配列〉，《中國研究集

刊》第 56 号，2013 年 6 月，頁 65～81。 

第十一章 〈劃線小考──北京簡『老子』と清華簡『繫年』とを中心

に──〉，《中國研究集刊》第 57 号，2013 年 12 月，頁 126

～144。 



 

 

 

 
目  次 

 

－目 1－

  

 

 

 

 

 

 

序 

第一篇  氣思想的研究 ···································· 1 

第一章  關於兵家的氣思想──以「孫氏之道」為

中心 ················································ 3 

第二章  於上博楚簡《恆先》之「氣」思想 ········· 21 

第三章 「氣」思想 ········································ 33 

第二篇  郭店楚簡和上博楚簡的研究 ·················· 43 

第四章  郭店楚簡《性自命出》與上海博物館藏《性

情論》之間的關係 ····························· 45 

第五章  郭店楚簡《性自命出》、上博楚簡《性情

論》之性說 ······································ 65 

第六章 《容成氏》中有關身心障礙者之論述 ······· 77 

第七章  上博楚簡《慎子曰恭儉》文獻學的特徵 ··· 87 

第三篇  出土竹簡的形制及契口以及劃線的研究 ··· 97 

第八章 《曹沫之陳》中的竹簡綴合與契口 ·········· 99 

第九章  關於上博楚簡《采風曲目》的竹簡形制 
──以契口為中心 ··························· 107 

第十章  清華簡《楚居》的劃線、墨線與竹簡的排

序問題 ·········································· 119 

第十一章  劃線小考──以北京簡《老子》與清華

簡《繫年》為中心 ························· 135 

著作目錄 ··················································· 151 

跋 ···························································· 155 

目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