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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字学是近代以来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
中国文字学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其悠久的学术传统，而且适应现代学术发展的趋势和文字学研究面临的
新的任务，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取得了超迈前贤的巨大成就。
　　本书对中国文字学的历史进行了总结研究，开展了形声结构等汉字构形方式的研究；较为系统地
考察了汉字的发展，还对汉字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
　　该书收录作者汉字理论研究文章共35篇，内容涉及汉字结构研究、汉字构形研究、汉字阐释研究
、汉字规范化研究、汉字研究现状及部分著作的引言或序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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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殷墟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文字形声起源之探索形声结构的类型论形符古汉字形声结构声符初探论形
声结构的组合关系、特点和性质古汉字形声结构的动态分析关于汉字构形功能的确定汉字形义关系的
疏离与弥合同声通假：汉字构形与运用的矛盾统一关于古代汉字字际关系的确定汉字构形方式：一个
历时态演进的系统汉字构形方式的动态分析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历史性：汉字阐释的原则儒家学说经
典化与汉字系统的稳定性古文字考释方法综论崇古、趋俗和语文政策的调整走向规范而又充满生气的
语文生活对汉字规范化问题的几点看法文字学教学需要改进和加强多层次展示汉字文化的独特魅力理
论的探索和体系的建构从转型到建构：世纪之交的汉字研究与汉语文字学古文字新发现与汉字发展史
研究中国文字学研究大有可为《汉语文字学史》引言《汉语文字学史》韩文版序[附]姚孝遂《汉语文
字学史》序《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前言[附]许嘉璐《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序《说文假借义证》前
言对古代汉字发展沿革内在关系的探索与揭示汉字理论研究的重要进展读《隶定“古文”疏证》附录
　部分引书简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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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文字学是近代以来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
中国文字学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其悠久的学术传统，而且适应现代学术发展的趋势和文字学研究面临的
新的任务，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取得了超迈前贤的巨大成就。
然而当我们回顾历史时，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文字学研究依然存在着不少薄弱环节，而对汉字理论问
题研究得不够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文字学从一产生就带着忽视理论的缺陷。
在经学处于统治地位的时代，文字学作为“说字解经义”的工具，是“小学”的一部分，这也就规定
了它的发展方向并逐渐形成其自身的传统。
标志着中国文字学正式创立的《说文解字》是形成这一传统的奠基石。
许慎在这部著作中对汉字的有关理论问题作了力所能及的阐述和总结，梳理了汉字的发展、演变，界
定了“六书”说并在汉字的结构分析中实践了自己的理论。
令人遗憾的是，其后近两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字学几乎未能超越许慎构建的理论和方法。
尽管唐代的字样之学、宋明的六书之学、清代的《说文》学和金石之学，在中国文字学发展的不同时
期都取得过突出成就，但都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而在理论上有重大建树，“六书”说之外再也没能
开拓出新的理论领域。
直到近代，西方学术的影响、科学技术的进步、汉字应用领域扩大提出的新要求以及古文字资料的不
断发现和研究进展，才使得汉字理论的探索和中国文字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成为研究者的理性追求。
今天看来，在成就斐然的文字学研究诸领域，理论问题的研究相对而言依然是学者关注较少、进展较
慢的方面。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笔者开始系统研习中国文字学，有感于这一学科的历史和现状，即对汉字理
论问题有所留意，为此进行了必要的学术准备，并开展了若干专题研究。
首先，我们对中国文字学的历史进行了总结研究，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汉语文字学史》；其次，我
们开展了形声结构等汉字构形方式的研究；第三，我们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汉字的发展，先后完成原国
家教育委员会社科青年基金“汉字发展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项目“商周秦汉汉字发展
沿革谱系研究”等课题；第四，我们对汉字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汉字阐释与文化
传统》一书反映了我们这方面的思考；同时，我们对一些古文字的考释和现代汉字及语文政策的意见
，同样也都与此相关。
虽然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准备和研究能对汉字理论的研究有所贡献和推动，但是所获甚微。
本书所收的文章，基本上都与汉字理论问题相关，从一个方面记载了20多年来著者的努力和一些体会
。
近几年，我们参与了国家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项目《语言学名词》（文字学部分）的工作，并着
手编撰教育部“十五”规划教材《文字学》，这两项工作为我们全面反思文字学理论，推进中国文字
学学科建设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本书所收文章大都曾公开发表过，个别篇章是根据著者应邀到有关高校和研究机构所作的演讲整
理，其中《理论的探索和体系的建构》一篇选自《汉语文字学史》。
所选论文，除一组关于汉字阐释的文章外皆为著者独自撰写。
多年来我也与一些师友、学生开展过学术上的合作，从这些合作中我吸取了他们的智慧，也深切感到
一个高水平的学术团队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对高质量开展大型课题研究的意义。
这些文章写作时间不一，个人的认识也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有所变化。
近几年各种重要的新的文字资料不断公布，不仅提出许多新的有待回答的问题，而且也印证或否定了
某些既成的看法，因此这部《丛稿》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今天看来有些尚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为了反映学术研究的真实历程，选编的论文除作了个别文字校订和体例统一外，一律保持原貌。
倘若这本书的出版能引起一些学者对有关问题的重视，推动文字学理论的研究，那么也就达到本书出
版的目的了。
书中存在的不足和错谬之处，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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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要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将“汉字理论与汉字发展史研究”作为2005年度重点项目予以
立项，促使本书得以编纂出版。
感谢商务印书馆和魏励先生对本书出版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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