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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文字学家胡朴安先生在持志大学、国民大学、上海大学、群治大学历次讲授文字学知识的
讲义结集，分上、中、下三篇。
上篇从文字的起源讲到文字的变迁、废弃和增加，对甲骨文、古文、篆文、隶书等都有相当切实的说
明。
中篇说明六书的次第及功用，并分别用实例阐明各自的内容。
下篇是研究文字学的书目，指出各书优缺点，以备参考。
　　本书简明扼要，浅显易懂，不失为文字学初学者入门的一部基础参考书，故胡朴安先生本人也在
序言里坦承：“我这本《文字学》，并无新奇可喜的议论，但自信可为研究文字者入门的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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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朴安（1878～1947）
文字训诂学家。
原名韫玉，字朴安，安徽省泾县人。
他从事汉语文字和训诂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几十年，曾先后任教于上海大学、持志大学、国民大学和群
治大学等。
著有《文字学ABC》（世界书局，1929年）、《中国文字学史（上、下）》（商务印书馆，1937年）
、《中国训诂学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俗语典》（主编，上海广益书局，1922年）、《中
华全国风俗志》（上海广益书局，1923年）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字学常识>>

书籍目录

序上编　文字源流  第一章　文字通论  第二章　字音的原起  第三章　字义的原起  第四章　字形的原
起  第五章　甲文  第六章　古文  第七章　篆文  第八章　隶书  第九章　文字废弃  第十章　文字增加
中编　六书条例　第一章　六书通论  第二章　象形释例  第三章　指事释例  第四章　会意释例  第五
章　形声释例  第六章　转注释例  第七章　假借释例下编　研究书目  第一章　《说文》  第二章　形
体辨正  第三章　古籀与小篆  第四章　金文  第五章　《说文》中古籀  第六章　甲骨文字  第七章　隶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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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七章 假借释例　　一 假借概说　　古人本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四法，制造文字，以代替
言语的作用。
有一件事物，即有一个文字，本没有什么假借。
但是宇宙间事物，没有穷限；若必每一件事物，每一句言语，都有一个单独的文字代替，在造字的方
法上，未免要感着穷的困难。
例如县令的&ldquo;令&rdquo;，若不假借号令的&ldquo;令&rdquo;字，而另造一字，四书的方法，没有
一法可用，即使可用形声的方法，也不能表现的十分准确适合；因此便根据&ldquo;县令是发施号令
者&rdquo;的概念，借号令的&ldquo;令&rdquo;字来代替。
这便是假借的根本作用。
　　许叔复位义假借说：&ldquo;本无其字，依声托事。
&rdquo;所谓&ldquo;本无其字&rdquo;，便是本没有县令的&ldquo;令&rdquo;字，所谓&ldquo;依声托
事&rdquo;，便是依号&ldquo;令&rdquo;的字声，托号&ldquo;令&rdquo;的字义，而制造县令的&ldquo;
令&rdquo;字。
合声义而假借，用字便不虑穷限了。
　　有人说：&ldquo;有造字的假借，有用字的假借；本无其字的假借，是造字的假借；本有其字的假
借，是用字的假借。
许氏所说的假借，是造字的假借，和用字没有关系，可见假借是造字的方法。
&rdquo;这话是不对的，假借是因为没有造这文字，用来救济文字的穷限，并没有另造，仍是用字的方
法，而不是造字的方法。
例如《说文》&ldquo;来&rdquo;假借来字，以为行来的&ldquo;来&rdquo;，便不另造行来的来字。
至于本有其字的假借，《说文》里并不是没有；例如本有&ldquo;贤&rdquo;字，&ldquo;取&rdquo;字下
说：&ldquo;古文以为&lsquo;贤&rsquo;字。
&rdquo;便不能说，《说文》里假借，和用字没有关系了。
　　有许多学者，将假借的条例，和转注相混；说：&ldquo;声同义不相同者，谓之假借；义相蒙者，
谓之转注。
&rdquo;这是因转注的条例，没有研究清楚的缘故。
转注和假借，条例和作用绝不相同，转注是数字一义，汇通文字的异形同义；假借是一字数义，救济
文字的穷尽。
界限很清楚。
　　又有人说：&ldquo;假借即是&lsquo;引申&rsquo;。
&rdquo;&ldquo;引申&rdquo;本不是六书的条例，当然不能另立&ldquo;引申&rdquo;一例。
谓&ldquo;引申&rdquo;，即是引申字义而假借的意思，和滋乳字形而成字一样。
假借的条例，概括的说，便是借另一个字，代替这一个字；条例极简易。
不必多说了。
　　二 假借分类　　假借一例，历来都没有精确的分类。
郑樵分假借为十二类，大要也不过借音、借义两种。
其它自元明以来的学者，对于假借的分类，都没有什么贡献。
王筠着《说文释例》，也没有分类。
我们根据许叔重假借的定义，似当分假借为两例：　　（甲）借义。
　　（乙）借声。
　　但是，从《说文》上检查，凡假借的字，大都是声义相兼；例如&ldquo;西&rdquo;字，日在西方
，鸟便栖宿；可见&ldquo;西&rdquo;字本有东西的意义，这种假借，可以说是正例；即本无字的假借
。
其它声韵相近而意义或相合或不相合的假借，如借&ldquo;雕&rdquo;为&ldquo;&rdquo;，借&ldquo;
妖&rdquo;为&ldquo;祺&rdquo;；郑康成所谓&ldquo;仓卒无其字&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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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借用的，便是变例；即本有其字的假借。
本这两例，详记于下。
三假借正例　　许氏假借的定义说：&ldquo;本无其字，依声托事&lsquo;令&rsquo;，&lsquo;长&rsquo;
是也。
&rdquo;因古人思想质朴，造字不多，声义倘稍通的，便假借通用。
举例如下：　　&ldquo;令&rdquo;：本为号令的令字，假借为县令的令字。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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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胡朴安有国学大师之号，著作很多&hellip;&hellip;若天假之年，多活一二十岁，更不知还有几许贡
献呢。
　　&mdash;&mdash;掌故名家 郑远梅　　胡朴安为民国初年重要学者&hellip;&hellip;可见胡氏在中国
文字学史和训诂学史研究上的开创之功及影响之深远。
　　&mdash;&mdash;当代学者 沈心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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