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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对训诂学教学的深度和广度进行拓展，行文力求视野开阔、举证翔富、理论平实而深刻、论
述浅近而缜密。
本书着重从学术原理和方法论上对训诂学进行系统而深入的阐释；有关训诂学的许多重要观点和理论
、方法问题，诸如“因声求义的辩证性”、“音转义存”、“声随义转”、“词义的二重性”、“义
类与名实关系的矛盾律”、“训诂与语言社会性的历史主义原则”等问题的提出和有关论述，在学术
界均具有创见性和开拓性；对以往教材有所涉及的重大问题，如“四声别义”、“声义同源”、“声
训”“形训”、“右文说”、“词义引申”问题等，本书亦作了更深入、更科学的分析和评介。
    本书可供大学中文、历史、哲学、图书馆学等专业在读本科生与研究生作教材，也适合于研究中国
古代典籍的各界人士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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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字通假的必然性    （二）至啧不乱的易简之理  三、因声求义的辩证性    （一）汉字对汉语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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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与训诂学第四章  声义同源  一、同源现象的形成    （一）音义结合的任意性和非任意性    （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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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源的推求    （七）语族与类义    （八）王念孙《释大》  三、声训    （一）“声训”名称的提出    （
二）“声训”正名    （三）声训的性质    （四）声训源流    （五）声训条例、形式和义类    （六）声训
的评价  四、右文说    （一）右文说源流    （二）右文现象的形成    （三）右文说与声训    （四）音近
义通说与右文说    （五）右文说的研究与评价第五章  词义的变化  一、词义变化的体现及其基本规律   
（一）从所指关系看词义的变化    （二）从类义关系看词义的变化    （三）意义变化的基本规律——
引申触类，反复旁通  二、促使词义变化的因素    （一）从语言外诸因素看词义的变化    （二）从语言
自身因素看词义的变化  三、词义引申说    （一）引申说的提出    （二）引申的基点    （三）引申的规
律    （四）引申说的局限    （五）引申说的突破——论“同步引申”第六章  词义的存现  一、词义的
概括性与具体性    （一）“通”与“别”（“圆”与“专”）    （二）“对文、散文”与“统言、析
言”    （三）泛指与特指  二、言外之意    （一）词义与“文意”    （二）言不尽意与言外之意    （三
）言外之意的体认与诠释  三、语境与随文释义    （一）语境对词义的制约    （二）训诂家的语境观    
（三）随文释义与传注训诂    （四）随文释义与词书训诂第七章  训诂与语言的社会性  一、语言社会
性的层面    （一）词汇词义的社会性    （二）言语表达的社会性    （三）文字使用的社会性  二、训诂
与语言社会性的历史主义原则    （一）语言社会性的时空因素    （二）语言社会性的个人因素主要参
考文献跋后记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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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引论　　一、&ldquo;训诂&rdquo;不等于&ldquo;故训&rdquo;　　当今介绍训诂学的著作
，在解释&ldquo;训诂&rdquo;这一名称的由来和意义时，一般都把它与《毛诗故训传》书名中
的&ldquo;故训&rdquo;二字等同起来，认为&ldquo;训诂&rdquo;即是&ldquo;故训&rdquo;的同义倒文，
二者所指完全是一回事；并且认为，无论是&ldquo;训诂&rdquo;还是&ldquo;故训&rdquo;，以构词法而
言都是一种同义连文式的平列结构，&ldquo;训&rdquo;与&ldquo;诂&rdquo;（故）是统言不别，无
非&ldquo;解释&rdquo;之意。
自清代以来，这种看法在传统小学领域里就非常流行，几成定论。
训诂之学的精神重在辨讹存真，实事求是，不宜雷同相从，随声是非。
通过求原探本，夷考情实，我们认为：&ldquo;训沽&rdquo;并不等于&ldquo;故训&rdquo;，这两个词语
来源和取义并不完全相同。
　　训诂之事在我国历史悠久，至迟在春秋之际便已有之。
但是，&ldquo;训诂&rdquo;这一词语的出现，从现存文献材料看来，则似乎只是两汉时期的事情。
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收录西汉刘歆写给扬雄一封求取《方言》的信，及扬雄
的一封回信，其中都提到了&ldquo;训诂&rdquo;这一词语。
东汉班固著《汉书》，其《扬雄传》中也出现&ldquo;训诂&rdquo;二字。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词语在《汉书》的另外一些篇目中却都是写作&ldquo;训故&rdquo;。
先秦典籍中未见&ldquo;诂&rdquo;字。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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