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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约公元40-121年）编纂的一部汉字纂集型的字书，它系统地贮存了经
秦代书同文而规范过的小篆及相应的前代大篆与“古文”，其字义训释来自遍索群经及博采通人，因
而系统地贮存了经先秦经典验证过的古文献词义。
故段玉裁注《说文》常说“许氏必有所本”，黄侃先生也说“《说文》所说皆有来历”。
程树德则说：“班史《艺文志》所录《仓颉》以下凡十家四十二篇，无一存者。
今当以许氏《说文》为最古，假《说文》以证史，其间上起黄帝，下逮两汉，逸闻古俗，胥存其中”
，又说：“泰西文字主于谐声，我国则并及象形、会意、指事、假借、转注诸法，恒可因制字之故窥
见上古逸史与其社会之情状。
”因此，系统研究《说文》字族的形音义，就能为专题文化研究提供可靠的材料并能揭示深藏于汉字
构形中的文化奥秘。
汉字虽然是在汉代才系统地集结起来并形成《说文》字系的，可它们多不是汉代所造。
构形本义所显示的主要不是汉代而是上古的社会生活形态。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说文》字系与上古社会>>

作者简介

　万献初
　　1956年生，湖北咸宁人，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武汉大学汉语言文学典籍整理与研究中心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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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采集捕获型的果菜网晕弓弋隹鸟鱼兽类字集考
　第一节　早期采集生活的果菜类字分析
　第二节　捕获鸟兽鱼鳖的行为与工具类字通析
　第三节　隹鸟羽等禽类二百二十二字通析
　第四节　鱼鳖类一百一十三字通考
　第五节　可捕食虫类与野兽类字通考
　小结
第二章　狩猎畜牧生产的犬豕牛羊马五畜字汇考
　第一节　犬类九十四字通考
　第二节　豕类四十五字通考
　第三节　牛类五十五字通考
　第四节　羊类三十四字通考
　第五节　马类一百一十八字通考
　小结
第三章　农业生产的耕作与庄稼类字通考
　第一节　土壤、田地是农业的本原
　第二节　农耕器具及其耕作方式类字汇析
　第三节　从禾构形的九十字通释
　第四节　从黍麻等构形的作物字通释
　小结
第四章　火食形态、烹饪器皿与方法类字汇考
 第一节　从火的三十六个火食、烹饪字探源
 第二节　从鬲、弼二部二十六字看初期器皿烹饪的形制
 第三节　从食类六十六字看饮食的方方面面
 第四节　由四十个肉食类字看早期肉食的特征
 第五节　米及瓜菜类字所反映的早期食物特点
 小结
第五章　酒类与瓦缶皿豆竹木金等器皿类字通考
 第一节　酒类一百字通考
 第二节　瓦缶二部陶器类字通考
 第三节　皿、匚、豆部字通考
 第四节　竹、木、金部中的器皿字通考
 小结
第六章　毛革丝麻布帛衣饰类字通考
 第一节　先民初用于衣饰的葛丝毛皮
 第二节　丝糸系素类二百六十一字通析
 第三节　巾帛类七十四字通析
 第四节　衣饰类一百一十八字通析
 第五节　冠冕与履屦类字汇析
 第六节　章　、革类字综合分析
 小结
第七章　宫室建筑及居住类字通考
　第一节　先民定居之初的基本观念
　第二节　穴土卿等部的穴居土建茅盖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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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口邑高门等部的居所与建筑用字
　第四节　广部四十九个建筑物用字
　第五节　山夥宫三部的宫室及居家用字
　⋯⋯
第八章　商贸类的贝部五十九字通考
总结
参考文献
后记
本书所析《说文》字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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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农业大国，中华文明发祥于黄河与长江流域的内陆，很晚才到达海边，
直到中古以后的郑和下西洋，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海上对外交流。
由于地域的封闭，相对古希腊那样的海洋文化而言，古代的华夏文化是典型的内陆农业文化。
华夏农业文化长期封闭，各地人对自己土地的依赖十分突出，汲井而饮，爨薪而食，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使得农业生产在古代中国发育得很早，对先民的生活影响很大很全面，农业在社
会结构中的地位一直都十分重要。
《周礼·地官》专设管理田制、水利、土壤、耕种、收获等农事的官职，如：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
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里宰“以岁时合耦于锄，以治稼穑”；稻人“掌稼下地”；司稼“为
之辨植稑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为法而悬于邑闾”等等，后来国之“三公”则专有“大司农
”之名。
以农业为治国之本，重农抑商，不仅是古代君王、重臣积极推行的国策，也是各家理论关注的焦点。
有文字记载以来，关于农业的著述甚丰，今传者如《管子》有“牧民、立政、八观、治国”诸篇主要
讲重农课农之事；《吕氏春秋》则有“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讲农业政策和生产技术等。
《汉书·艺文志》记有农书九家，此后史志多载历代农书，至今流传或知其内容的早期重要农书如：
西汉汜胜之的《汜胜之书》、东汉崔窟的《四民月令》、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等。
据《中国古代农书联合目录》（北京图书馆1959年编）载，计有古代农书书目643种，足见古人对农业
生产的一贯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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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说文》字系中所蕴涵的众多社会生活的深层内容，不是通常的字形考释能够发现的，也不是一般的
文化阐释能够达到的，需要作深入而细致的考辨，更需要作系统而广泛的对比研究，要占有和处理巨
量的材料，做多方面深层次的工作。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突破传统的个案性、举例式研究模式，框定范围、穷尽电脑数据，由定量到定性
，形音义结合作对比分析，通过系统研究探索隐含的规律与奥秘，统计数据、计算频率、显示概率、
推导规律，使得本书的研究更深入，结论更扎实可信。
　　——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骆瑞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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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说文〉字系与上古社会》对《说文》中与先民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数千字形作联系性的多角度
的定量分类考辨，把《说文》中反映某类生产生活内容的字按构形理据归为相对封闭的子字系来作穷
尽性的定量定性研究。
全书分为八章建立八个子字系进行形音义系统考析，借以考察《说文》字系中所含的上古先民“捕获
、狩猎、畜牧、农耕、饮食、器皿、衣着、居住、商贸”等方面的生产生活内容。
反之，借系统的内容来推证个体汉字的确解，然后观察各子字系随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变化的历时轨迹
，探讨哪些字在何时成为死字僻字，哪些字流传至今成为通用字词，并探询其成因与规律。
《说文》所收小篆字系为考辨主体，以传世文献的经注及训诘为说解之例证，引用甲骨文、金文等出
土古文字材料和考古研究成果，以补传世文献材料之不足并正《说文》本身说解之讹误，使由《说文
》字系考析来推论上古社会生活的研究有更为扎实的佐证。
细数汉字中隐藏的文化史、揭开华夏先祖生活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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