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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文字类编》原是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生讲授古文字学时编写的《古文字学讲义》中
的第二章--《古文字表》。
当时考虑：本门课程的讲授，除使学生在理论上有所了解之外，还必须掌握一定数量的单字和一些不
同时代的形体。
于是根据教学规定的时数和要求，编制了一份包括商代甲骨文、两周金文和秦朝小篆等几个不同时代
字体的三栏字表。
以单字计，不足一千，但每一字最少附有五六种形体。
《古文字学讲义》于1974年由北京大学影印。
经过几年的试用，认为这种分栏式的字表对学生学习很有帮助。
不足之处是字数太少，并且缺少战国部分。
从汉字整个发展过程看，中间断了环节。
因此不少同志建议，应适当补足这两点欠缺把《古文字表》从讲义中分离出来，各自成书。
打倒四人帮之后，作者即开始从事这项工作。
经过三个半年头的日夜奋战，终于将《古文字表》改编成现在的《古文字类编》。
    《古文字表》仅收已认识的字，不收待问字。
《古文字类编》仍根据这一原则，将《字表》扩展为三编。
第一编由原来的三栏改作四栏：第一栏为商周时代的甲骨文；第二栏为商周时代的金文；第三栏增添
了春秋、战国时代的石刻、竹简、帛书、载书、符节、玺印、陶器以及泉货文字等；第四栏为秦篆。
增收的文字相当于旧字表的五倍，以单字计为三千零五十六字。
有些单字同时和不同时的异体可多达一二十种，最少的也有三四种。
连同重文统计，共计一万七千零五种形体。
第二编为合体文字，合体文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至秦即被淘汰。
故此编仅分三栏，共收三百零四种连同重文共计五百三十六种。
第三编为徽号文字，多是由一个或几个单字组合而成，字形皆较古老，仅出现在商代和西周，故此编
仅分二栏，共收五百九十八种，连同重文共计九百四十二种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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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分一、二、三编，分别为古文字、合体文字与未识徽号文字。
　　第一编通分四栏：商周时代的甲骨文：商周时代的金文；商周时代的陶器、石刻、竹简、帛书、
盟书、玺印、泉货文字以及少量的秦文字；最后一栏为《说文》所录篆书、古籀文等。
每栏所收文字都按时代先后为序，以便考察每字的形体演变。
为便于识读，眉端标注通用繁体楷书。
　　第二编为合体文字。
合体文字出现于商周时代的甲骨、金文与战国时代的其它文书，延至秦篆即基本被淘汰，故此编分三
栏。
　　第三编为未识徽号文字，字形均较古老，一般是由一至数字组成的族徽或名号，此种文字仅见于
商周时代的甲骨和金文，故只分二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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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  明  1926年生，祖籍天津。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6年留校任教，协助唐兰先生的教学工作，并师从唐兰先生
学习古文字。
研究方向为古文字学、考占学、古文献学。
着有《古文字类编》、《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古陶文汇编》、《古陶文字征》、《帛书老子校注
》等书，并在《考古》、《文物》等杂志发表论文数十篇。
涂白奎  1954年生，河南潢川县人。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物馆系副教授。
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占系商周考占专业古文字方向，师从高明先生学习古文字。
1990年毕业，获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为古文字学、占文献学。
在《中国史研究》、《考古与文物》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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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凡例第一编  古文字第二编  合文第三编  未识徽号文字引书目录引器目录检字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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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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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0年，出版社有续印《类编》之约。
诚之师以是书出版已二十年，其间新出资料及新的研究成果繁伙，旧本已嫌不足，遂决意增订。
由于增订工作量太大，师叉以我在河南大学，地处僻远，阵然独学，恐生怠惰以致荒废，乃命佐理此
事。
    二十一世纪之社会，已进入计算机时代。
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使得工具书的编纂趋于便捷，为往时所无法想见。
再，二十年问，又有多种古文字工具书面世，这都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但是，这次增订并不是简单地汇总已有的大宗材料，而是尽可能地穷搜博讨以反映古文字的丰富面貌
和学界的成果。
增订过程中，师不厌其烦地告诫我，必须坚持审慎的原则，取舍要以学界有无定说为标准。
其问，我几度以求全求多为胜，尽可能网罗学界新说，以致失之于滥，有违工具书编纂的标准。
当然，这些问题在诚之师的督促下基本上都已经得到纠正。
此外，师生间也常因一字的释定或取舍产生分歧，为此鱼雁往返至于再三，经旬月方能定谶。
故此，增订工作就不免有些旷曰持久。
增订今告蒇事，怱怱已历七年，余两鬓亦斑矣。
七年间，友朋或谏余，曷不以岁时未晚有所撰述以立说，而兀兀穷年苦于此哉。
当此，余每正色曰，是书为师之名作，师不以我为愚钝，而命预其事，是厚我多矣。
为乎此，得附骥尾，是名在其中；增订有取舍，叉或得陈一管之见，是立说在其中：书成能利于学术
发展，是利亦在其中矣。
故，虽苦亦乐。
    本书的增订，自始至终都得到李伯谦师的帮助：书稿初成，叉呈李零师审阅勘误，才得以有如今的
面貌。
书成，当然要首先感谢他们。
另外，还要提到的是崔乐才君。
他长于计算机的操作，从在河南大学求学到毕业参加工作的这五年中一直承担着繁琐的枯燥的劳动。
本书版式、字面堪称精美，多赖于他的工作。
    本书即将面世，其中谬误在所难免。
或有新资料的未备，或有识见的失当及编纂的疏失等等，祈望学界同仁及读者多予批评或惠知新资料
，以为将来的进一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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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文字类编增订本》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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