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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先秦文献信息处理》研究先秦文献的信息处理，包括词汇和历史知识的处理与智能检索。
先秦汉语是汉语可以溯及的源头，对先秦文献做词汇处理，目的在于追本溯源，了解先秦汉语词汇的
基本面貌。
用计算语言学方法梳理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人名、地名等知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先秦文献。
与现当代中文文献相比，先秦传世文献规模很小，但相关的注疏文献十分丰富。
因此书中采用了与一般中文信息处理不同的方法——基于注疏文献的方法。
对比实验表明，这种方法在先秦文献信息处理中具有显著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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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荷，江西丰城人。
北京大学现代汉语专业文学博士。
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科学及技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理事、 《中文信
息学报》编委。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文信息处理、汉语语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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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例如：没有为今读yo的第一人称代词造字，而是借用同音的“予”、“余”来表示
。
没有为今读wéi的句首句中语气词造字，而是借用同音的“唯”、“惟”、“维”来表示，这就是通
用。
在通假字中，通用较少，假借居多。
因此，本研究的通假字标注，不再细分二者，主要针对假借字标注。
 《汉语大字典》在《编写细则·释义·通假现象的处理》中说：“通假是指古汉语书面语言中音同音
近而意义原无关联的字通用。
‘甲’通‘乙， 的条件必须是： （1）甲乙二字同时并存； （2） 甲乙二字音同音近； （3）甲乙二
字意义原无联系。
”可见，通假字的特点之一是借音不借义，重视的是它们之间的语音联系，如，《管子。
问》：“授事以能，则人上功。
”中“上”通“尚”。
借用甲字的声音表示乙字的意义，甲字的意义并不参与其中，但这并不等于说甲字和乙字意义上毫无
联系，不能把这作为识别通假字的标准之一。
 通假字的另一个特点是，通假字和正字同时并存。
通假的产生。
必须以通假的两个字同时存在为前提，二者是共时的关系。
通假的双方，失去任何一方，也就无所谓通假了。
这也是通假字区别于古今字的一个重要特点。
古今字的古字和今字在时间上有明显的先后关系。
古人在写通假字的时候，并不注意它的形体结构所表示的意义，而只是把它当作一个语音符号。
古今字则是借助于汉字的表意功能，通常是在原有的形体上增加或者改变意符，从而减轻原来字形表
示的意义太多的负担，以便从视觉上把今字和古字区别开来。
也就是说，今字分担了古字的全部或部分意义。
此外，文字通假现象是利用现有的文字根据音同音近的原则进行替代，并不意味着汉字的数量的增加
，而古今字多数情况下，今字产生，古字不废，汉字的数量有所增加。
通假字和古今字的根本区别是共时和历时。
但是，共时和历时是相对的，古今字和通假字也不是绝对对立的。
当今字产生之后，如果有人再用古字，那就不应该视为古今关系，而应视为通假关系了。
但在具体实践中，要弄清每一个字产生的时代，区分通假字和古今字并非易事。
即使据现有资料，可以说某个字在某个时代就有了，但是也不敢说，这个字就产生于那个时代。
一旦有新材料出土，这个字的产生时间就可能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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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先秦文献信息处理》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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