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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芳百世

蔡施蕊洒
（晉江市龍湖鎮瑤厝村）

逝世於六月十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312-HELENIUM）三樓三一二號靈堂
出殯於六月廿五日上午十一時

c

訃告
林陳佩珍

（晉江市西濱鄉大三房村）
逝世於六月廿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大同殯儀館一
號靈堂（Cosmopolitan Memorial Chapel, 
Araneta Ave., QC）
擇訂六月廿五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出殯

吳彥進
（石獅后垵村）

逝世於六月廿三日
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12-HELENIUM）
靈堂

王天住家屬捐
龍塘四鄉

旅菲龍塘四鄉聯合會訉：本會顧問王

天住老先生，不幸於二零二四年六月十一日

逝世，老成凋謝，本會同仁哀悼同深。六月

十九日下午一時出殯之際，白馬素車，極盡

哀榮。本會聞耗，全體理事深表哀悼，並於

六月十八日晚七時在靈前舉行鄉祭祭禮，藉

表哀思，而盡鄉誼。

其哲嗣王明英、明帛、曉南、茸茸賢昆

玉，孝思純篤，秉承嚴訓，熱愛鄉會。在守

制期間，仍不忘公益，特獻捐菲幣伍萬元充

作本會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

籍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故施金城家屬捐商總
華生流失補助金十萬
菲華商聯總會訊: 本會南呂宋區常務理

事施金城先生，不幸於二零二四年五月十五

日仙逝，享壽七十有七高齡。老成凋謝，軫

悼同深，飾終令典，哀榮備至。

施金城常務理事平素熱心社會公益，其

哲嗣事親至孝，自幼秉承令先尊樂善好施之

美德家風，發揚善行義舉，尤其對華文教育

發展，更是關懷備至。守制期間，悲慟哀傷

之際，猶不忘公益事業，特獻捐本會菲幣十

萬元，充作華生流失補助金。仁風義舉，殊

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吳彥進逝世
旅菲石獅金峰同鄉會訊：本會吳永遠

名譽理事長彥進鄉賢不幸於二○二四年六月

廿三日下午四時三十八分壽終正寢，享壽積

閏壹佰零四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訂

六月廿五日下午一時火化，後設靈於計順市

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12-HELENIUM）靈堂。（只限六月廿六日

下午二時至六月廿八日晚十一時）另擇吉安

位。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勉其家屬節哀

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吳彥進逝世
和記訊：僑商吳彥進老先生（原籍石獅

后垵村）亦即僑商吳悅利，必煜，珊珊，琼

琼賢昆玉令尊，不幸於二○二四年六月廿三

日下午四時三十八分壽終正寢，享壽積閏壹

佰零四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訂六月

廿五日下午一時火化，後設靈於計順市亞蘭

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12-

HELENIUM）靈堂。（只限六月廿六日下午

二時至六月廿八日晚十一時）另擇吉安位。

吳彥進逝世
菲律賓華文作家協會訊：本會名譽會長

吳彥進老先生不幸於二○二四年六月廿三日

下午四時三十八分壽終正寢，享壽積閏壹佰

零四高齡。

文 星 隕 落 ， 軫 悼 同 深 。 訂 六 月 廿 五

日下午一時火化，後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

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12-

HELENIUM）靈堂。（只限六月廿六日下午

二時至六月廿八日晚十一時）另擇吉安位。

為緬懷吳彥進名譽會長生前熱心推動

菲華文運，支持菲華文藝發展，本會爰訂於

2024年6月26日（星期三）下午7時，在其靈

前舉行獻花儀式，以表哀思，而盡會誼。

何說雲夢睡虎地秦簡
是中國迄今發現最早、最完整法典？

——專訪湖北省博物館副館長王先福
中新社武漢6月24日電　1975年12月，湖

北省雲夢縣睡虎地發掘出土12座戰國末期至

秦代的墓葬。其中，在11號墓葬中發現大量

竹簡，經整理共1155枚。這是中國考古學史

上首次發現的大批秦簡，被稱為雲夢睡虎地

秦簡，屬國家一級文物。雲夢睡虎地秦簡主

要記錄了哪些內容？其發現有何意義？為何

被稱為中國迄今發現最早、最完整的法典？

湖北省博物館副館長王先福近日接受中新社

「東西問」專訪，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雲夢睡虎地秦簡是如何被

發現的？

王先福：1975年11月中旬，雲夢縣城關

鎮蕭李大隊在雲夢火車站西側的睡虎地崗地

上開挖水渠時，發現渠中有青灰色的泥土，

與周圍的泥土迥然不同，懷疑在青灰泥下有

古代墓葬。當時的雲夢縣文化局迅速將情況

上報，湖北省文化局（現湖北省文化和旅遊

廳）立即通知湖北省博物館派考古專業人

員，前往雲夢實地調查和發掘。經考古勘

探，共發現12座小型土坑木槨墓，其中4號墓

頭箱槨底板的中部發現兩件木牘，內容為家

書，這是目前所知時代最早的家書。在11號

墓的墓主頭部、右側、腹部和足部等部位，

堆放著大批竹簡，記錄著完備的秦律，因而

也被稱為中國迄今發現最早、最完整的法

典。

 中新社記者：雲夢睡虎地秦簡所記錄的

內容主要涉及哪些方面？有何特色？

王先福：雲夢睡虎地秦簡共1155枚，

主要有《編年記》《語書》《秦律十八種》

《效律》《秦律雜抄》《法律答問》《封診

式》《為吏之道》《日書》甲種和乙種等十

篇。內容涉及秦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軍

事等方面，秦律佔一半以上。

比如《秦律十八種》，佔整個秦簡數量

和文字的一半左右。包括《田律》《倉律》

等，內容涉及農業、倉庫、貨幣、貿易、徭

役、置吏、軍爵、手工業等方面，是當時體

系最為完備、留存資料最豐富的法典。

除此之外，《秦律雜抄》包括《除吏

律》《捕盜律》《戍律》等11種律文，其中

與軍事相關的律文較多。《封診式》則是關

于審判原則及對案件進行調查、勘驗、審訊

等方面的規定和案例。

睡虎地秦簡是目前為止公佈全文字數最

多、內容最為豐富的秦簡，對研究秦統一六

國的戰爭史、官吏制度、農業生產、工商業

發展、文化面貌以及社會生活等方面都有極

為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在中國法律史上具有

劃時代意義的秦律，具體內容早已佚失無

存，傳世文獻中僅有關于秦律的零星的、側

面的概貌記載。這次發現的律文，雖然祗是

秦律的一部分內容，但已相當豐富。在「二

重證據法」指導下，綜合運用古文字學、考

古學與歷史學等多學科研究視角與方法，以

睡虎地秦簡校勘、補正傳世文獻，給相關學

術研究帶來了全新的契機與突破。

 中新社記者：作為中國迄今發現最早、

最完整的法典，雲夢睡虎地秦簡對後世產生

了怎樣的影響？其發現有何意義？

王先福：中國古代的法律，完整保存下

來的以唐律最早，隋代以前的律文，現存的

缺失較多。西漢初，相國蕭何依照秦法，適

應新形勢，制訂了包括盜律、賊律、囚律、

捕律、雜律、具律、戶律、興律、廄律在內

的《九章律》。前六篇大體同于秦律，源于

李悝《法經》。後三篇是新增的有關戶口、

賦役、興造、畜產、倉庫等方面的規定，又

稱《事律》。《九章律》對後世法律產生了

重要影響，漢以後的歷代法律大多以其為藍

本，被譽為律令之宗。秦律是《九章律》的

基礎，影響了兩千年來中國的傳統法律。秦

律所確認的法律形式、原則、制度等，對後

世封建法制的發展具有深遠影響，是封建法

制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睡虎地秦簡

保存了大量秦律的內容，極大豐富了今人對

秦律的瞭解，對于研究中國古代法律制度，

具有重要意義。

隨著江陵張家山漢簡所載漢初律令的逐

步公佈，特別是呂後二年律令，多有與秦律

一樣的條文，與唐律也多有對應之處，更反

映了數千年來中國法律的統一性和連續性。

以《捕律》為例，睡虎地秦簡的《秦律雜

抄》中有《捕盜律》，《法律答問》中也有

關于捕事的法律疑難問題解答。

 中新社記者：雲夢睡虎地秦簡與西方法

典相比，有何特點？

王先福：秦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

成和初建時期的產物，它對統一的經濟基礎

的鞏固和中央集權制國家的確立起了積極作

用。西方早期法典——《薩利克法典》，頒

佈于法蘭克王國墨洛溫王朝的創始人克洛維

統治後期（約507年—511年），發源于法蘭

克人薩利克部族中通行的各種習慣法，比秦

律晚近七百多年，其內容還夾雜著許多習慣

法。秦律的發現，證明了中國古代發達的法

製文明。

《秦律》至清朝之《大清律》，由于

實行「諸法合一」體制，不存在法律部門的

構造，因此，中國古代的法學研究對象是法

律規範。正因為這樣，中國古代的法學被稱

為「律學」。到清朝末年，西方法律部門構

造的理念被引進，並在民國時期以「六法全

書」形式得以初步完成。

從睡虎地秦簡來看，秦律以刑律為主，

專律為輔，形式多樣，體系完備，集春秋戰

國法典的大成。其刑事訴訟程序完備，從

《法律答問》和《封診式》所提供的有關刑

事訴訟法的大量資料，能夠看出秦刑事訴訟

的基本程序；刑事訴訟文書的規範，從《封

診式》來看，這是一部秦刑事訴訟文書的總

集，裡麵包括聽取訴訟、審訊被告、詢問證

人、公函調查、勘察檢驗、搜索查封、鑒定

證實等文書程序，是秦官方頒佈供處理獄案

參考的規範文件。此外，刑事勘察檢驗技術

已達較高水平，刑事勘察現場有法定的專職

人員負責。秦律大量運用奴役性的勞役刑，

肉刑式微，這也表明秦為了富國強兵，不希

望大量刑殺罪犯。

 中新社記者：睡虎地秦簡引起海內外

學者高度關注，曾在日本掀起研究熱潮。目

前，海外學者對睡虎地秦簡還展開了哪些研

究，他們重點關注什麼？

王先福：雲夢睡虎地秦簡出土後，不

僅在國內引起轟動和研究熱潮，在歐洲、日

本也引起很大關注。研究領域涉及秦律的分

類，立法條文解釋，或對秦律條文的不同見

解等，涉及到秦代法律所展現的整個社會和

國家治理層面。

如歐洲萊頓大學漢學家何四維所著《秦

律遺文》，是一部睡虎地秦律及青川秦田律

在內的英文譯注，作者汲取了當時他所能搜

集到的日本、中國學者的論述成果，並在註

釋中闡述了自己的見解。

日本學者對秦簡的研究多以大學為中

心，在著名教授包括池田溫、古賀登、大庭

脩等指導下組成「研讀班」，針對簡文進行

解讀或譯注。發表相關論著的日本學者達

四十餘人，圍繞秦律的分類及性質、秦律

名、秦律的釋文問題、秦律的年代、秦律的

意義、秦代國家和社會、法律與習俗等方面

展開討論。

較為著名的學者如大庭脩《雲夢出土竹

書秦律的研究》，論述了出土秦律的分類及

性質等。工籐元男出版了《睡虎地秦簡所見

秦代國家與社會》，全書由《秦都官與封建

制》《睡虎地秦簡與戰國秦的法律與習俗》

等11篇論文組成，指出了秦在推進中央集權

化過程中採取的是鬆緩現實的法治主義，並

有容忍當地社會習俗的傾向，其論著多篇已

有中文譯本。

此外，日本多次召開了關于雲夢睡虎地

秦簡相關的學術研討會，對雲夢睡虎地秦簡

在海外的傳播也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

 中新社記者：雲夢睡虎地秦簡是由秦

基層法律工作者「喜」摘抄、記錄的法律文

書，此前3D打印技術還原了「喜」的復原

像，其研究價值意義是什麼？後續還將圍繞

睡虎地秦簡展開哪些方面的研究？

王先福：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和吉林大學考古學院于2019年對雲

夢睡虎地M11墓主人「喜」的骨骼開展「雲

夢睡虎地出土人骨的綜合研究」。在不久前

取得預期成果，利用3D打印技術還原了兩千

多年前秦吏「喜」的復原頭像。

「喜」的頭像復原工作基于體質人類

學的研究方法及手段，對古代遺骸的研究和

對當時社會文化背景的瞭解，為現代人提供

了寶貴的歷史視覺資料，賦予歷史以鮮活氣

息。

體質人類學能夠幫助考古工作者瞭解某

一時代某一地域的古人類種群特徵、形象樣

貌、生活習慣等，能夠幫助研究當時的職業

分工、階級形態等，可以幫助我們獲知古人

的融合與遷徙，文化的發展、繁榮、變遷、

傳承等，在相關領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

用。

綜觀「喜」的骨骼各處病理現象，椎

骨、上肢骨的骨性關節炎以及下肢的「跪距

面」，反映了該個體長期從事文史記載、伏

案工作的行為習慣特徵。「喜」的經歷以及

造就的「職業病」，和體質人類學的鑒定結

果相符。另外，根據對該個體不同部位骨骼

鍶同位素的測定，推測該個體童年生活地不

在安陸（今雲夢縣），存在從他處遷徙至安

陸的生活經歷，這和雲夢鄭家湖墓地所見

「多數墓主來自關中及其周鄰地區」相同。

M11棺內隨葬竹簡《編年記》主要記述

了從秦昭襄王元年（公元前306年）到秦始皇

三十年（公元前217年）秦滅六國統一全國之

大事及墓主「喜」的生平經歷和家事，而這

一時間段正好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

關鍵節點，有其特別的價值和意義。

明年是睡虎地秦簡發掘50週年，將圍繞

主題開展系列活動。近期，湖北省博物館舉

行了「惠此簡書——睡虎地秦墓出土簡牘」

展覽，通過展出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簡和木

牘，竹簡主人「喜」的3D復原頭像，讓觀眾

進一步加深對睡虎地秦簡的瞭解。

目前，有關睡虎地秦簡的釋文已進行

了較為完整地呈現，後續研究重點將放在挖

掘秦簡或秦律背後所呈現的社會狀態上。同

時，湖北出土了眾多簡牘，秦漢簡牘是其中

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有關秦漢律法的傳承，

在中國法律史上的作用等，還有待我們進一

步深入研究。

熟悉彼此，實現更好的跨文化理解
　　——專訪西班牙智庫知華講堂主席羅薩·塞爾維拉

　　中新社北京6月23日電　“中國學的世界
對話·比利時論壇”近日在布魯塞爾舉行，西
班牙智庫知華講堂主席羅薩·塞爾維拉出席並
致辭。塞爾維拉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表示，中國文化雖然與歐洲文化有著不同根
源，但通過熟悉彼此，應當能够實現更好的
跨文化理解。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是如何與中國結緣的？
　　羅薩·塞爾維拉：1992年聖誕節假期期
間，我第一次來到中國。當時我哥哥作為一
家鋼鐵公司的西班牙代表在香港工作，我們
全家去那裡旅行。從那一年起，我被中國所
吸引，經常來華旅行。我曾在歐洲和美國生

活過，對那裡也很瞭解。中國與歐洲國家、
美國的鮮明對比是如此迷人，讓我以一種新
的方式思考和理解世界。2000年，我作為一
名建築師開始在中國工作。此後幾年裡，我
多次來到中國並在上海、杭州、北京、香港
等多個城市長時間停留。
　　中新社記者：您在中國和西班牙都從事
過建築設計工作。在您看來，兩國建築文化
有何異同？
　　羅薩·塞爾維拉：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建
築與西班牙歷史上的重要建築有很大不同。
它們源於兩種不同的哲學基礎，體現出對世
界、對人類在世界中的作用等方面的不同理
解。由於在構圖和空間概念、建築材料、建

築系統、規劃方法以及建築與自然空間關係
上截然不同，中國建築與西班牙建築呈現出
不同特點。
　　不過在當今全球化時代，建築已經採用
了一種“國際風格”。中國幾十年前就開放
了國際交流，允許國際建築師在中國工作，
也允許年輕的中國建築師到國外接受培訓。
這種快速的全球化進程對中國建築產生了重
大影響。
　　我的設計理念深受自然啟發，並在參加
中國的建築設計比賽時應用和精進。中國對
自然擁有深刻理解，我從中國瞭解到，建築
如何才能與自然和諧相處。從那時起，自然
愈發成為我建築設計靈感的來源。我的目標

是向自然形態學習，欣賞其美與效能。我認
為，高品質中國建築的特點包括對自然和建
築材料的敏感度以及非凡的景觀設計能力。
　　西班牙的藝術和建築也令人感到自豪，
這既包括歷史的，也包括當代的。我很榮幸
有機會在這兩個國家設計建築作品。
中新社記者：知華講堂為本次論壇提供了支
持。作為知華講堂主席，您如何看待中國與
西班牙的交流對話？
　　羅薩·塞爾維拉：西班牙和中國是兩個有
著豐富歷史的國家，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進
行廣泛貿易是兩國一段重要的共同歷史。知
華講堂的主要目標是促進西中關係、增進兩
國相互瞭解、展示中國的文化豐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