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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谈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谁都明白儒道释l一教乃其骨干，脱离i教而论之，便成蹈虚。
但仅说三教，其实仍是不够的。
虽然当今之世，求能通晓三教者，殆已难觅其人。
然三教之外，中国却还有两大传统是不能不予掌握的，那是什么呢？
一是文，二是侠。
文是由文字崇拜、文人阶层、文学艺术等所形成之相关文化状况；侠是由侠客崇拜而造就的社会肌理
。
不知此，即不能体会中国人的行动、思维与感情，亦不能切察中国社会之底蕴。
犹如不知武士之历史、阶层及精神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仅知基督教而不知骑士制度与传统，即不能深
入欧洲的文化那样。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符号学>>

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社会呈现出“文字—文学—文化”一体性的结构关系。
本书旨在说明中国语文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内在联系，由对文字符号的解析，指向文化传统，进行
文学与文化批评。
全书论述中国文学的发展、文人阶层的形成、文学与诸艺术之关系，探究中国文字之特性及其在哲学
、宗教、史学、文学各方面的文化表现，并观察中国这种文字化的社会特质，以及它在历史发展过程
中形成的各种问题。
经由这些讨论，一方面深入剖析中国社会文化的性质，一方面也在论述中尝试建立中国文化符号学的
方法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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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龚鹏程，祖籍江西吉安，1956年生于台北。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毕业，曾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
身兼海内外多种学术性、文化性社会职务，为促进中华文化的整体性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
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中兴文艺奖、杰出研究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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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形成  第二章  儒学、吏学与文书政治  第三章  文字传统的解构与重建    ——新文学运动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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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深察名号：哲学　　文字学——中国哲学之主要方法与基本型态　　一、专论字义论中国
哲学方法时，我们往往会忘记一个常识：中国没有文法学。
中国人对文字的辨析，向来极为注意。
先秦名学之发展即已甚为蓬勃；其后汉儒更发展出繁复的文字训诂方法，辨析字意、考定音读，著名
的专著如《说文解字》、《尔雅》、《方言》、《释名》、《广雅》等在文字学、语言学方面的贡献
，可谓有目共睹。
但是，我们固然有这么多讨论字词的著作，却一直没有发展出有关句式的探讨、一直没有语法文法的
研究。
　　当然，我们也有些有关主动词与被动词的辨别，例如《春秋·僖公元年》“邢迁于陈仪”，《公
羊传》就说，“迁者何？
其意也。
迁之者何？
非其意也。
”意谓“邢迁”指邢自己迁，若写作“迁邢”就是邢被人家迁了。
《春秋繁露·王道》云“春秋日：‘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也是如此。
又，《墨子·小取篇》云“一马，马也。
二马，马也。
马四足者，一马而四足也，非两马而四足也”，则是区分名词的单复数。
另外，还有些对句首句末或诸首之语助词、虚字的讨论，如《礼记·檀弓》：“檀弓日：何居？
”郑注：“居，语助也”；《书·金滕》：“对日：信、噫！
”孔传：“噫，恨辞也”。
此类研究发展至元，乃有第一部讨论虚字之专著——卢以纬《语助》。
清人推而广之，则如刘淇《助字辨略》、王引之《经传释词》、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等，皆研究虚
字语助之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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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内容有：中国文人传统之形成：论作者；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结构：说“文”解“字”；文
字艺术中的辩证：由张怀瓘书论观察；深查名号：哲学文字学；以文字掌握世界：有字天书；文学的
历史与历史的文学：文史通义；文学崇拜与中国社会：以唐代为例；儒学、吏学与文书政治；文字传
统的解构与重建：新文学运动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旨在说明中国语文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内在联
系，由对文字符号的解析，指向文化传统，进行文学与文化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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