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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辞辨》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古汉语语义词典。
作者在本书的《凡例》和《后记》中反复阐述了写作的由来和命名的立意。
通过对十三经、周秦诸子等常用典籍的梳理，作者筛选出4000多个常用字词，将它们按意义的共性类
聚为1400余组；在意义组内，着重分析阐释字词间的内在区别。
书名“古辞辨”，是《古代汉语近义辞辨析》的缩称，“就其实际来说，是一部扩大了收录范围的古
代汉语常用词同义词词典”（引文见本书《后记》，下同）。
作者超脱了现代词汇学的分类，将同义词、近义词、对义词、同类词、同源词等放在一起，以它们所
指的对象为范畴，以它们的意义关联为纽带，把看似散沙式的字词构筑成了一个古汉语词义的本体框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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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凤阳（1929-），语言文字学家，东北师范大学教授，1952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
，讲授古代汉语、汉字学等课程。
著有《汉字学》《古辞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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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说文》“草木斡也”（依段注）。
“茎”字偏旁虽从草，但它不限于草茎，也可以用于树木；甚至不限于草木，凡物体的挺拔直立的主
斡部分都可以称“茎”。
《荀子·劝学》“西方有木焉，名日射于，茎长四寸”，这是木的“茎”；《汉书·武帝纪》“甘泉
宫内产芝，九茎连蕖”，这是菌类的“茎”；《韩非子·喻老》“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葉者，三年
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别也”，这裹“茎”指葉柄；《後汉书·班固传》
“抗仙掌以承露，擢双立之金茎”，这襄“金茎”指支持承露盘的铜柱。
扩大开来，人体支撑头部的称“颈”，支撑身体的称“胫”，虽然这是比喻用法的分化，但可以看出
“茎”侧重于起支撑作用的细长部分，只是它经常用于草类的茎而已。
干（gan），简化前作“斡”，古作“榦”，《字汇》“草木茎也”。
“斡”固然多表树斡，它同样不限于树斡，也可以表草本植物的茎。
沈约《咏新荷》“微根才出浪，短斡未摇风”，王勃《采莲赋》“风低绿斡，水溅黄螺”：“斡”指
的就是荷藁、莲花的茎。
对人来说，“斡”就是支持身体的脊柱，所谓“躯斡”；其他物体的主体部分也可以叫“斡”。
“茎”和“斡”是同源的，只不过细长挺直的叫做“茎”，长而粗壮的叫做“斡”罢了。
所以在使用中“茎”才主要用于草本类，“斡”才主要用于木本类。
“茎”为草本植物所专用的是“莛”，“秆”、“稿”则是“斡”的分化词。
东方朔《答客难》“以蠡测海，以莛撞钟”，“莛”就是草茎；《左传·昭公二十七年》“或取一秉
秆焉”，“秆”就是禾斡。
为木本植物所专用的则有“杆”、“竿”这类分化字。
朱骏声“草日莛，木日梃”。
截木梃而成的棍棒之类也称“梃”，如：《孟子·梁惠王上》“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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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辞辨(增订本)》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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