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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十多年前，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老一代训诂学家、语言学家的大力倡导和促进之下，
我国传统的训诂学开始复兴。
1981年5月，中国训诂学研究会正式成立，此后，全国许多高校相继开设了“训诂学”课，1982年6月
，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校训诂学教学大纲讨论会”，训诂之道日渐昌盛。
我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和氛围之中，开始了自己的训诂学教学工作的。
　　1980年，在我攻读研究生之际，有幸在北京大学听课的同时，也回母校北京师范大学旁听了陆宗
达、萧璋、余敏和许嘉璐等先生的授课。
1985年暑期，我又参加了训诂学研究会在苏州举办的“训诂学讲习班”。
归来之后，应教学之需，也开始讲授训诂学。
当时，主要的参考书就是陆宗达先生的《训诂简论》、齐佩瑢先生的《训诂学概论》、洪诚先生的《
训诂学》和讲习班上的学习笔记。
后来，又陆续读到吴孟复先生的《训诂通论》、周大璞先生的《训诂学要略》、郭在贻先生的《训诂
学》’以及白兆麟、张永言、杨端志、赵振铎、周大璞、黄典诚、周复纲、陈绂等先生的著作。
师辈和同学们的大著各具特色，为我提供了丰富、有益的借鉴，而从陆宗达、郭在贻、王力等先生的
著作中所获尤多。
1994年，我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编写、出版的《训诂学》，就是在学习和吸收了诸多先生的成果的基
础上敷衍而成的。
现在，该教材又有幸列入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这自然是专家学者们对我的
鼓励。
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教学过程中，我深深感到，我们的教学对象是富有时代精神的生动活泼的当代青年，而我们所
讲授的却是一门传统的古老学科，面对的是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是早巳弃置的记录在书面上的古代
语言，因此，如何使学生对这门课程产生强烈的学习兴趣。
从而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努力改进的重要问题。
通过教学实践，我把“学以致用”作为自己的教学目标，力求“授人以渔”，努力使学生较快掌握基
本的训诂方法，能够自己动手解决问题——这也正符合当前所倡导的“化知识为技能”的教学要求。
围绕这一思想，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我也做了一些改进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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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训诂学》论述中国传统训诂学的历史、理论、实践，分析和讲解训诂术语，特别加大了“训诂
方法”的比重，增设“训诂实例”一章，并改进习题方式，设计了多种新颖的、可运用多种训诂方法
的习题，以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
《训诂学》适于高等院校中文专业学生和古汉语爱好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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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芹纳，笔名涵瀛。
男，汉族。
生于1945年6月20日(农历)。
陕西大荔人。
1969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1980年兰州大学中文系汉语史研究生毕业。
现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兼任中国民主促进会陕西省委员会副主委，陕西省政协常委、黄帝陵基金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
常务理事，陕西省语言学会副会长；《秦岭诗词》等刊物的名誉主编。
主要从事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训诂学等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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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校勘已审，然后本子可读”，正说明了这个道理。
例如：屈原《怀沙》：“惩连改忿兮，抑心而自强。
”王逸注：“惩，止也。
　　言止己留连之心，改其忿恨。
”　　王逸据“连”字来释义，则使上下文义不合。
王念孙说，“连”当从《史记·屈原列传》作“违”。
违，恨也。
句意说的是“止其恨，改其忿，抑其心而自强勉也”。
“恨”与“忿”义相近。
如果解释成“留连之心”，则非其类矣。
王念孙列举了不少例证来说明。
例如：班固《幽通赋》“违世业之可怀”，曹大家日：“违，恨也。
”《广雅》：“怨、帏、很，恨也。
”帏与违同。
又《尚书·无逸》：“民否则厥心违怨。
”违，亦怨也。
《邶风·谷风》：“中心有违”。
《韩诗》日：“违，很也。
”“很”亦恨也。
王氏从校勘人手，正其误字，然后加以解说，就使句意明白易懂了。
　　《国语·楚语下》：“若来而无宠，速其怒也。
若其宠之，毅贪无厌，既能得入，而耀之以大利，不仁以长之，思旧想以修其心，苟国有衅，必不居
矣。
”　　王引之认为，“既能得入”的“入”，当是“人”字之误。
他说：“‘能得人’，即上文所谓爱也，足以得人也。
‘耀之以大利’，谓示其人以大利也。
下文‘动而得人’，即承此句言之。
若作‘人’字，则义不可通。
”　　除了注音正读、校勘正误以外，训诂学家有时还说明典故、训释民俗以及典章制度等。
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训诂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