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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说文古籀补》共分两部分，即研究篇和校议篇。
    在研究篇中，首先简介吴大澉生平及著述情况。
    其次，介绍《说文古籀补》产生的学术背景及成书和刊行情况，指出该书是在金石学复兴的背景下
，传统文字学与古文字学联姻的产物。
    再次，对《说文古籀补》收、释字情况进行分类考察。
先统计出该书所收字形总量、各类字形总量及单字量．然后对其正编所收字的释读情况分类进行考察
：对古币文、石鼓文、古玺文、古陶文四类文字的释读情况进行清理，并进行量化分析；梳理出宋人
所识金文字形及清人所释金文中疑难字形（吴大澂之后者不在此列）；对附录中所收字的释读情况进
行清理，辨别出吴大潋之时及其之前所释之字。
    第四，对《说文古籀补》作基本评价。
从“准确地摹写字形”、“文字学意义上的回归”、“立附录收入未成定论之字”、“重文体例的确
立”、“对旧有古籀观的超越”及该书在注语上的特色等方面揭示其特点和价值，肯定它在古文字考
释上的成就和理论上的贡献，同时也指出该书的不足之处。
    第五，从材料入手，实事求是地对吴大潋在古文字学史上的地位给予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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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绍宏，安徽巢湖人，大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教师，现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古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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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本课题研究的缘由、目的与意义　　古文字学是在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孕育并形
成的一门独立学科。
清代乾嘉以后，朴学之风盛行，考据之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在这样的学术风气和学术背景下，传
统学术各学科都得到了长足发展。
文字学也进入振兴时期，不仅表现为传统的《说文》学进入鼎盛时期，也表现为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
的古文字学家，古文字学逐渐有了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从而逐渐发展成为一
门独立的学科。
在古文字学发展史上，吴大潋是有突出贡献的代表之一，他的《说文古籀补》（以下简称《古籀补》
）即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产生的一部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
　　在古文字学史上，金文曾长期是研究的主体，甲骨文一经发现，便成为研究的热点。
目前，在古文字学界，随着先秦竹简文献资料的大量发现与不断公布，战国文字遂成为古文字学新的
研究热点。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文物大国，不断出土的先秦及秦、汉有字文物使许多
古文字研究者目不暇接，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新出土的古文字材料的研究上，因而无暇致力于本学科
学术史的研究。
　　《古籀补》成书已有一百多年。
一百多年来，大量新材料的发现与公布，推动了古文字学研究的发展。
利用新成果来全面系统的研究《古籀补》应当是古文字学术史上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
然而人们对于该书的研究目前并不完备，有关的论述多为介绍《古籀补》成书时间、版印情况、体例
、所收字数及学术地位等内容，这些概述性介绍，距离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要求相差甚远。
有鉴于此，在黄德宽师的指导下，本人选择该课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课题。
　　本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在理论上，本课题的研究可以丰富和完善古文字学术史。
清代在古文字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学者众多，成就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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