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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必须研读的经典，作为该学科全部知识的精华，它凝聚着历代人不间断的持续思
考和深入探索。
这种思考和探索就其发端而言通常极为艰苦，就其最终的指向而言又经常是极其宏大的，所以能进入
到人们的生活，对读过并喜爱它的人们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进而它还进入到文化，成为传统的一部
分。
又由于它所讨论的问题大多关涉天道万物之根本，社会人生的原始，且所用以探讨的方法极富智慧和
原创的意味，对人的物我认知与反思觉解有深刻的启示作用和范式意义，所以它又被称为“原典”或
“元典”。
原者，源也；元者，始也、端也，两者的意思自来相通，故古人以“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
”，又说“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正道出了经典之构成人全部成熟思考与心智营造的
基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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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说文解字》五百四十部首讲解为中心，上下牵引，左右系联，力求完整呈献《说文解字》内
蕴之文化景观。
诸如著作体例、文字、音韵、训诂、语源、语法、词汇等方面，都经作者一一细心抉发，精心疏理。
藉此，既可明文字之理，又可窥造字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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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说文解字》第一篇一、一部“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
凡一之属皆从一。
芙。
古文一。
”道：宇宙本体。
造：开始。
《广雅?释诂一》：“造，始也。
”【讲解】1．文化意义“一”字是数词一的记录文字，许慎在这里所解释的不是该词的词义，词义
是可以分析为义项、义素的，也可以分析为本义、引申义。
许氏所训，为“一”这个词的文化意义。
道家认为，天地未形成时，宇宙是一个混沌体，它含有“元气”，后来气之轻清者上升为天，气之重
浊者下沉为地。
“阴阳熊”所表示的也是这个意思。
对于被释词，不讲它的本义或引申义，而训其文化意义，这是许书的一大通例。
2．字形与笔画完整的文字形体叫“字形”；字形经过切分所获得的单位叫“构件”；构件经过切分
获得的单位即“笔画”。
作者说“凡一之属皆从．_．”，意谓凡是有“一”的字都从属于“一”这个部首。
但稍作对比就可发现，“一”部所辖共四字，为“元、天、丕、吏”，它们所含的“一”只是一个笔
画，而不是“一”字。
3．古文在这一条中，作者收录了一个异体字，并指明是“古文”。
“古文”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古文”指与“今文”（汉代的隶书）相对的、除小篆以外、比小篆更古老的文字。
狭义的“古文”则指先秦写本儒经中的字体。
许氏书提到的古文458个，取材于壁中书。
4．重文这一条中古文“一”字是重文。
两个异体字记录的是同一个词，但文字却有两个，“重”即重复之意。
作者在其《后叙》中说全书所收重文共1163个。
每一卷中的重文数目也在卷首列出，第一卷的重文为81个。
清代文字学家王筠将许书重文分为同部重文和异部重文。
同部重文有三种类型，后世所见许书重文不能归入三类中的，则认为“盖出后人妄为移并。
”他以《玉篇》、《说文解字》二书相比较，称“凡《说文》同部而《玉篇》异部者，三百三十一字
；《说文》之重文，《玉篇》分为两字者，五十一字，不收者一百一十六字。
”所谓异部重文，即两个或更多个异体字分布在不同的部居中，许慎没有把它们当作重文来处理。
如许书有“自”字，另部又有“白”字，而且明明知道二字均指鼻。
王筠对许书的异部重文也有统计：“两字为一者，一百六十九字；三字为一者，一十三字；五字为一
者，一字；七字为一者，一字。
同部而两字为一者廿七字；三字为一者一字。
凡二百一十四字。
逐字记之，则四百四十三字。
若以一字为正文、余为重文计之，则重文二百四十一字。
”按：王氏所云“同部而两字为一者”等，指许书未指明的重文。
二、上部“上：高也。
此古文‘上’。
指事也。
凡上之一皆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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芏．篆文上。
”【讲解】5．指事“指事”是“六书”之一。
它有两层含意，一是造字方法，二是文字形体结构类型。
作为一种造字方法，指事即用纯粹的指点符号或在象形字上加注指点符号来造出新字，这种文字即指
事字。
指事字有两个子类。
一是用纯粹的指点符号构成的原始指事字，如“一、二、三、三、上、下。
”二是在象形字上加注指点符号而构成的后起指事字。
如“又”指手，象形字，加注指点符号构成“寸”字，指手的寸部，中医候脉的部位叫“寸、关、尺
”。
再如，在象形字“刀”的形体上加注指点符号构成“刃”字，指刀口；在象形字“木”的形体上加注
指点符号构成“本”字，指树根。
许慎在《叙》中给“指事”下定义时举“上、下”为例字，但在书的正文中也只有此二字指明是指事
，其他的指事字都未指明。
6．语义相通“上”是方位词。
许氏训“高”，这在训诂学上叫语义相通。
“高高在上”一语正可证许氏的训释。
所谓“相通”往往指两个词（被释词和解释词）的意义之间具有某种逻辑关联。
以“上、高”言之，在上则高，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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