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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出土楚國卜筮祭禱簡校注及英譯



提    要

目前，湖北境內出土楚卜筮祭禱簡的墓葬，按發掘時間先後，主要有望山 M1 號墓（1965）、
天星觀 M1 號墓（1978）、包山 M2 號墓（1986 ～ 1987）、秦家嘴 M1、M13、M99 號墓（1986
～ 1987）、丁家嘴 M2 號墓（2009）、嚴倉 M1 號墓（2009 ～ 2010）、望山橋 M1 號墓（2013 ～

2015）、唐維寺 M126 號墓（2019）、熊家灣 M43 號墓（2019）、和彭家灣 M183、M264 號墓（2020
～ 2021）。這些卜筮祭禱簡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是研究戰國時期楚國文化、風俗的珍貴資料。

本書根據學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對湖北出土的楚國卜筮祭禱簡進行整理和研究，重新釋寫釋文，

對重要字句加以注釋，並對簡文進行了白話翻譯。同時，為方便國外學者使用以及國內外學者

交流，我們還對簡文的原文進行了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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