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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代汉语》是卫星电视培训中学师资中文专业成套教材之一，是1986年版的修订本。
修订工作是在广泛征求使用者意见的基础上，遵循国家教委最新颁布的培训中学师资中文专业教学大
纲而进行的。
修订本改正了原教材的疏失脱漏；并偏深偏难的音韵学部分作了较多改写；全书框架和内容靠近了新
大纲；并注意保留了原版之所长；学术观点上注意稳妥，采用通说。
全书分上、下册。
下册为知识通论，包括文字、词汇、语法一、语法二、音韵、综合运用六章。
每章前有“学习提示”，每节后有“思考与练习”，便于学员使用。
并密切结合中学文言文教学，实用性强。
《古代汉语》适于电视师院、师资培训、教育学院、函授、自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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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思考与练习（十七）第三节 介词于（206）乎（209）以（209）为（212）与（213）因（215）
诸（216）思考与练习（十八）第四节 连词而（219）以（222）且（224）则（225）然则（227）然而
（228）虽然（229）然（230）思考与练习（十九）第五节 助词一、结构助词之（231）二、句首句中
语气助词夫（233）其（233）唯（惟）（234）者（234）也（236）乎、焉、与（237）三、直陈句常用
的句尾语气助词也（237）矣（238）已（239）焉（239）耳、尔、而已（240）四、疑问句常用的句尾
语气助词乎（241）与（欤）（242）邪（耶）（242）也、矣、焉、哉（243）五、祈使句常用的句尾
语气助词六、感叹句常用的句尾语气助词七、句尾语气助词的连用思考与练习（二十）第六节 常见的
习惯句式一、孰与、孰若、孰如、何与、何如、奚与、奚若二、何××为、何以××为、何以为三、
何××之××四、何其××五、不亦××乎六、无乃××乎七、得无××乎八、此其、是其、彼其思
考与练习（二十一）第五章 音韵第一节 汉语音韵的基本概念一、汉语的音节结构二、声、声母、声
纽三、韵、韵母四、声调和平仄五、古代的注音方法思考与练习（二十二）第二节 古音概述一、上古
音二、中古音思考与练习（二十三）第三节 诗律和词律一、诗韵和诗律二、词韵和词律思考与练习（
二十四）第六章 综合运用第一节 古书的注解一、古书注解的意义二、古书注解的体例三、古书注解
的方法四、古书注解的术语五、古书注解的局限思考与练习（二十五）第二节 古书的标点一、标点古
书的意义二、标点古书的原则思考与练习（二十六）第三节 古文今译一、古文今译的意义二、直译和
意译三、古文今译应注意的问题思考与练习（二十七）第四节 工具书与工具书的使用一、常用工具书
的种类和性能二、怎样使用工具书思考与练习（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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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怎样区分引申义和假借义？
主要看它和本义有无意义上的联系。
有联系的，便是引申义；没有联系的，便是假借义。
如“归”，本义是女子出嫁。
《说文》：“蹄（归），女嫁也。
从止（脚趾），婦省，自声。
”《诗经·周南·桃天》：“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是说这个女子出嫁，能使他的家庭和顺。
这里用的正是本义。
又如《论语·阳货》：“阳货欲见孔子，孑L子不见，归孔子豚（tun）。
”是说阳货想要让孔子来拜见他，孔子不去见，他便送一头[蒸熟了的]小猪给孔子。
“归孔子豚”不是阳货归还孔子一头小猪，而是馈赠，赠送。
本义“出嫁”与“赠送”二者之间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联系，“赠送”不是“归”的引申义，而是借音
近字“归”的字形表“馈”的意义。
可见“归”是“馈”的假借字，“馈”是本字，“馈送”则是“归”的假借义。
　　三、词义引申的方式　　由基础义引申出新义，是一种规律性活动。
它是客观事物不断发展，人的思维能力日益深化的表现。
根据表达新事物的需要，选定语言中具体的词和赖以引申新义的基础义。
对基础义的内容要有全面的考察和了解，通过联想，发现所要表达的新事物与基础义之间的共同点、
相似点，找出引申线索和条件，方能决定采取何种方式和途径引出新义。
就词义引申的一般规律说，是由具体到抽象，由个别到一般，由局部到整体，这是词义引申的基本途
径。
但绝不会这么单纯，实际上是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
它有时又由一般回到个别，由泛指到特称，由整体缩至局部，十分灵活，不拘一格。
所以引申方式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
我们对它的研究迄今还很不够，但通过对词义引申现象的分析，还是可以归纳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条
理的，分述于下：　　1.延展引申　　延展引申是根据表达新事物的需要，突出或延展原词义的某一
特征，并赋予它新的特点，而派生出新的词义。
这是一种普遍的常见的引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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