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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遵易青先生之命，为《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系统研究》作序。
于是放下手头的事情，用十多天时间读完了这部大著。
理论著作，尤其是原材料十分丰富且具有独创意义的理论著作，要一口气读完，很不容易，阅读过程
中免不了还要查检一些相关资料，这就更费时费事了。
但这种“费时费事”是值得的，也是我所乐意的。
我从来都认为：阅读别人的著作，并不是要自己去当裁判，而是在保持独立思考的前提下，互相交流
、沟通、理解，以求共同进步。
多年的阅读经验，也使我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把读书与“读人”联系起来。
读《论语》就是在读孔子，读《史记》就是在读司马迁，读《观堂集林》就是在读王国维，读《管锥
编》就是在读钱钟书。
什么样的人能写什么样的书，什么样的书一定得由什么样的人来写。
这部《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系统研究》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气质，不就是一个活灵活现的黄易青吗？
优点是黄易青的，缺点也是黄易青的。
个性鲜明，品格突出，书如其人，人如其书。
按照这个思路去读这本书，我们就能在理解这部书的同时也理解它的作者黄易青。
学术著作能有自己的个性，这是极为宝贵的。
人云亦云的所谓“著作”是不值得“费时费事”去读的。
　　我认识黄易青先生已有十个年头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97年6月19日，他给我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
印象之一是，此公相当执著，这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印象之二是，此公长于和善于思考，在
理论上有独特的追求。
　　第一印象是不会错的。
当然，论人论学不能只凭一时印象，而这本《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系统研究》完全可以证明，我的印
象是客观实际的真实反映。
　　在97年6月那次答辩会上，易青的论文不仅顺利通过，且获得好评。
从那时到现在，易青又用了整整十个年头进行增改，完成了这部大作，为汉语同源词的理论探讨做出
了自己的贡献。
　　十年磨一剑，这就是执著，这就是独特追求。
“执著”加“独特追求”等于精品。
左思赋《三都》，“构思十年”；曹公“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才“演出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
”；王念孙疏证《广雅》，“十年而成书”；王筠著《句读》，“时阅十年，稿凡三易”；马建忠“
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而成《文通》。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论著不在多，有精品则成。
精品，学术精品，不可能一蹴而就。
绞尽脑汁，费尽心血，才有成功的可能，但还不是必然。
因为真正的精品，“实学人词人不可少之书，而古人今人未始有之书，所谓似因而实创者”（谢增《
说文通训定声·跋》）。
“创”，不仅需要时间，需要勤奋，更需要眼光、洞察力。
哪种书是“不可少之书”，哪种书是“未始有之书”，这是最难回答的问题。
这个问题回答清楚了，回答正确了，著者的独特追求肯定就能符合该学科发展的大方向，再加上必不
可少的执著精神，创精品的条件就完全具备了。
　　学术发展有自己内在的理路，同源词的研究也不例外。
王力以前的汉语同源词研究，成果已相当可观，王力的《同源字典》具有总结性的意义，具有里程碑
的性质。
黄易青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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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重复章太炎、王力的路子，也能取得一定的成绩，却不能说是“不可少之书”、“未始有之书”
。
所以，黄易青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前人留给我们继续探讨的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由谁来解答？
能提出问题的人基本上也就是能解答问题的人。
黄易青的答案是：　　归结起来，最核心的问题首先是词源意义，进而是意义变化发展规律即运动规
律，最后是同源意义系统。
　　词源意义和意义运动规律，都是同源意义系统研究的必要前提和基础。
　　全书洋洋数十万言，就是对这三大问题进行研究探讨。
黄易青所探出来的各种观点、结论，未必人人信服，但有一点我想是不会有争议的：黄易青这部论著
的问世，标志着汉语同源词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理论探讨阶段。
黄易青在全书“结论”中说：　　我们认为，同源词研究工作最重要的不是证明哪些词之间有无同源
关源，而是能够探讨、了解整个意义系统的面貌和结构组织方式，以及词义动规律和这种规律所反映
的古人认识规律、古人所理解的事物发展规律。
上述的这些，都是本书的主要指导思想。
　　“执著”的人，有时容易“执一”而忘二。
“本书的主要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是重要的，但绝对不能说“证明哪些词之间有无同源关系”
不是“最重要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章太炎、王力时代，有那个时代的“最重要”，到了黄易青所处时代有
这个时代的“最重要”。
不仅不能以此“最重要”来否定或贬低那个“最重要”，而且没有那个“最重要”就不能有你今天这
个“最重要”，所谓“学术发展有自己内在的理路”，道理就在于此。
同时，我们还要区分：“重要”与“正确”是两回事。
“重要”指课题本身的价值，“正确”是指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
我们肯定“本书的主要指导思想”既是正确的，又是重要的，因为黄易青先生提出的这个课题具有时
代意义，在汉语同源词的研究史上具有“似因而实创”的特点，所以是重要的；他通过持久的研究，
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这一课题，从学术价值而言是正确的。
　　现在的学术界，有不少人把理论探索、把“似因而实创”看作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动辄宣布自己
填补了什么空白，宣称自己独创了什么什么新理论。
其实，也可能纯属无稽之谈，也可能是盲人摸象，也可能是坐井观天。
黄易青先生不是这样的人，他懂得个中的艰辛。
他用十年时间，呕心沥血，研究了“词源意义与词汇意义的不同”，在理论上，这是一个重要突破。
他还研究了词源意义的实质，词源意义的变化发展与意义系统的结构，上古汉语同源词的义通关系等
等，从术语到体系，令人耳目一新。
可是，字里行间没有丝毫的自鸣得意。
书的结尾给读者留下一段鞭辟人里的警言：　　科学的词源研究有它巨大的困难⋯⋯　　词源学难，
难于上青天！
　　这是一个十分繁重艰难的工作。
　　正因“困难”、“艰难”、“难于上青天”，才要求研究者应具有献身精神，具有扎硬寨打死仗
的精神。
古之儒家有所谓“士志于道”，有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是孔门提倡的以身殉道。
释家提倡的是舍身求法，七世纪的三藏法师就是典型。
他26岁西行求法，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终于成为当时国际上顶尖级的学术大师。
我们不妨读一读被梁启超誉为“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书中记载的曲女城法会，至今读来还令人惊心动魄，作为论主的三藏法师敢于将自己的论意“写一本
悬会场门外示一切人，若其间有一字无理能难破者，请斩首相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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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会诸王、诸僧、小乘外道等等，“充塞数十里间”，“无一人致言”，“自十八日来无敢论者”。
玄奘获得了世界性美誉。
“诸众欢喜，为法师竞立美名”。
我觉得那些热衷于搞窝里斗的先生，应该像玄奘那样，到国际论坛上斗法。
“兄弟阋于墙”，“相煎何太急”！
　　任何人从事任何一种理论探索，都会留下种种不足之处。
同源词研究，说到底还是音义结合问题。
说义不能离开音，说音不能离开义。
尽管侧重点可以不同，但在选取具体例证时音义必须契合。
本书也提供了一个上古音体系，大体上只是类的划分，音值的描写缺乏系统性。
因此书中虽然有大量义同、义通的材料，而读者无法获得明确的语音根据。
语音根据不十分明确，“同”、“通”的论据就不能算是充分而正确。
　　黄侃先生说：“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
”他那篇《音略》，几乎是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从语言简洁而言，实为典范之作，值得我们学
习。
此书语言还欠简洁，宜仔细斟酌。
　　多年来，我常应年轻朋友之命为他们的大著作序，有时借题发挥，针砭学弊，逆耳之言，取憎于
人。
余岂好为人序？
又何敢招惹是非？
为了迎接新的学术高潮，促进学术发展，必须纠正不良学风，这是学术界的共同愿望，非余一人之私
见也。
　　何九盈　　2006年9月7日于西郊蓝旗营　　后记　　这里主要简单交代说明本书材料搜集、分析
、整理以及写作过程，以便当读者在面对本书提出的一些不同于常见说法的观点、理论和研究方法，
有助于读者的理解和了解。
　　这个书稿的前身是我的博士论文《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关系研究》，导师王宁教授，1997年6月通
过答辩。
遵照评审专家以及以何九盈先生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对论文提出的意见，九年中不间断地继续向王宁
先生请益，进行修改。
特别是去年在日本进行教学交流一年，有较充足的时间改写和增写。
较之九年前的论文，本书稿约七成内容（论题、章节）是增写的，其他部分也都经过改写。
　　对词源学的关注是从1985年听王宁先生的训诂学课开始的。
1986年完成硕士论文《论同源词的音与义》（导师许嘉璐、曹述敬）。
约在1988—1989年间，恩师曹述敬先生极力向王宁先生推荐我从她学习。
因此那时王宁先生就让我确定一个目标，全面系统地准备材料。
最初定为同源词，还没有专以义为目标。
我首先要做的是把《说文》按古音三十部十九纽重新安排。
一开始剪了两本大徐本粘贴，工作做不到一半，发现刚出版的权少文《说文古韵二十八部声系》，跟
我原来设计相符，所以就用此书代替而停止粘贴。
不过此书完全按黄侃早期的古音学分部和声纽归类安排，所以我依黄永镇的幽部人声觉部独立，王力
的脂微分部，以及曾运乾的喻三归匣、喻四归定，重新予以归整标注，并改正增补其抄写错误、串行
以及缺漏等，才比较放心地用。
把《说文》按三十部、十九纽安排之后，九千篆之间的声韵关系可得到最大限度的展示。
这段期间，王宁先生让我通读并系联章太炎《文始》以了解其词源学思想，并熟悉以《说文》本义为
基础的词源研究。
　　归整《说文》之后，要准备词源意义及意义关系考证的材料。
词源意义及其关系的考证乃基于传统训诂学的意义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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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训诂学的意义考证可以有三方面材料：一是经典及附在其中的训诂，一是小学专书的训诂，一是
清代对小学专书的注疏。
经典及附在其中的训诂我没有时间去搜集（《经籍纂诂》脱离文献，芜杂且不好用），小学专书的训
诂以及清人对它们的注疏最为合适。
尤其是，清人对小学专书的训诂，本身既含有小学专书的训诂，又有疏证这些训诂的典型文献材料，
更宝贵的是在疏证中体现了清人的音义观点和学术思想，包括他们的语义观，一身而兼三任。
所以，我取郝懿行《尔雅义疏》、王念孙《广雅疏证》、钱绎《方言笺疏》，逐字作了索引，记在《
说文古韵二十八部声系》相应正篆说解后。
这三部专书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补充了《说文》所收上古语料的不足。
此外还用此法对王引之《经义述闻》、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唐兰《殷虚文字记》、闻一多《古
典新义》、裘锡圭《古文字论集》作了索引。
这些书有而《说文》没有收的字，则附于相应声符后。
至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以及其他《说文》研究著作，包括按《说文》
体例编排的《甲骨文字释林》《金文诂林》《说文诂林》，都可以按例检得，对这些书的索引并不如
上面那些书必要，但也是方便时随手记之，并不全面。
这样，我在考一字一义时，就可以在《声系》的字头下找到上面著述所有有关的古义考证的索引，包
括甲骨金文的考释。
往往为了考证一个意义，把能找到此义训释的书都打开，铺满桌子、椅子和床，反复比较、寻绎。
同源词的意义考证不能单就一字一义，数字数义，而是必须放在所有音同音近的字词甚至整个意义系
统中考证。
这种时候就需要反复较正调整，需要把整个意义系统都考证一过再回头验证调整，颇费年月。
从1989到1994年入学攻博，这段时间的“业余”主要做的是这些材料准备和考证工作。
论文中用的材料，就是这样得到的。
此后书稿的修改补充，也是用这样的办法获取和分析材料。
（2004年《故训汇纂》出版后，王宁先生送我一部，也用它补充一些资料。
）至于具体系联和意义关系考证，逐个韵部做，不成文的考证草稿最后大多都没直接用上，所得只是
在感性中不断验证、纠正对词源意义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思考理论问题，体现在后来的撰稿过程中。
　　论文中的观点和一些具体方法，包括从对训诂材料的选择、分析到词源意义及其系统归整方法的
思考，对音义结合原理的思考，等等，就是在大量的处理实际材料的过程中反复琢磨体会，也是用同
样笨的办法，“掰着脚指头”想出来，一个字一个字的写或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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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论证了上古汉语意义系统中视觉范畴内形态、质量、量变和组构四部分内部以及四部分之间各种
意义的有系统、有规律的相通关系，从而证明其为一个各种意义可以相通的关系网络。
全书分5章，具体内容包括词源意义系统研究、同源词组织关系的三个层次、源义素的实质与意象对
事物特征的理解、认识对运动特征理解的概括性与意象的概括性、训诂学的比较互证法及其对现代词
源学的启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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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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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运动特征理解的概括性与意象的概括性第三章 词源意义的变化发展与意义系统的结构  第一节 观察
词源意义变化发展的方法——比较互证法    一、训诂学的比较互证法及其对现代词源学的启示    二、
古代训诂实践中的训释原理    三、运用训诂以求义通的义例  第二节 词源意义的变化发展    一、词义的
引申——词源意义变化发展的表现形式    二、词源意义的变化发展    三、词源意义变化发展的原理  第
三节 词源意义系统的结构主义阐释    一、词源意义系统结构的理论阐释    二、词源意义系统的“转换
规律”    三、词源意义系统的个性    四、词源意义系统的共性第四章 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系统的元素
及其组织结构  第一节 意义系统元素的分析归整    一、构建意义系统的材料及其义蕴    二、古代训诂对
词源意义、意义关系及意义内涵的揭示    三、意义系统的元素——源义类的归整  第二节 意义系统的
元素及其组织结构关系    一、叙例    二、共性意义系统的源义类及结构关系表第五章 上古汉语同源词
的义通关系  第一节 同源词义通关系的证明程式    一、同源词义通关系的证明方式    二、同源词义通关
系的证明程式    三、同源词义通关系的证明次序  第二节 视觉范畴中形态范畴的义通关系    一、动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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