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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丛书：先秦两汉语言学史略》创造了中国语言学史的断代研究模式。
作者在前人和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对先秦两汉时代的中国语言学进行了富有新意的论述，其中反映了
作者多年的教学心得和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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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一、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的研究对象和目的任务二、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历史分期三、中国古
代语言学的特点四、关于中国古代语言学的性质问题五、学习、研究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的态度和方法
六、近四十年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研究简况第二章 先秦时期的语言文字研究一、语言研究的兴起二、先
秦语言研究的特点三、先秦训诂的内容与方式四、对语言问题的探索五、有关造字者的传说六、语言
文字的规范与统七、字词汇编——字典的萌芽第三章 汉代语言研究概说一、“小学”的成立二、汉代
语言学兴盛的原因二、汉代语言研究的特点四、汉代语言研究的方式五、汉代语言研究的方法第四章 
《尔雅》一、《尔雅》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问题二、《尔雅》的体例和内容三、《尔雅》的贡献四、《
尔雅》的缺陷第五章 《方言》一、《方言》的成书二、《方言》的训释方式三、《方言》中的几个术
语四、《方言》的贡献与不足第六章 《说文解宇》一、许慎的生平二、《说文解字》的撰著三、《说
文解字》的体例四、《说文解字》中的同意字与转注字五、《说文解字》的成就与局限第七章 《释名
》一、《释名》的作者问题二、《释名》声训的评价问题三、《释名》的训释条例四、“声训”与“
因声求义”辨析五、《释名》的开创性贡献第八章 汉代注释学要略一、注释学与训诂学二、汉代注释
学的特点⋯⋯附录一 汉语虚词词典的先河——《助语辞》附录二《马氏文通》的“字无定类”说再认
识附录三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讲授提纲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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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说文解字》的产生标志着我国文字学的创立。
《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解析字形、探求本义的文字学著作，它所创立的部首分类法，所阐
释的“六书”理论，以及对字形结构的解说，都是对文字学的重大贡献。
有人把以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称为古文字学，而把以《说文解字》为中心的
文字学称为文献文字学，是有一定道理的。
以《说文解字》为中心的文献文字学以“六书”为理论武器，以小篆为古字根本，讲究字形与字义的
关系，注重推求经典文献中字词的本义和古义，进而达到通经明义的目的。
在甲骨文、金文未发现之前，《说文解字》所保存的小篆形体是一份最完整系统的古文字资料，是文
字学得以成立的根基；在甲骨文、金文发现之后，小篆又是楷书和甲金文之间的桥梁，而《说文解字
》则是释读古文字的阶梯，成为研究古文字学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
　　第二，《说文解字》为汉语字典编纂树立了楷模。
《说文解字》所创立的部首分类和检索方法，虽然历代有所损益，但根本原则未变，基本部首未变，
直到现在仍是一种主要的汉语字典排检方法。
《说文解字》对疑难字用“读若”注音，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后来的字典或用读若，或用
反切，或用直音，对字音都给予了重视，应该说是《说文解字》开了一个好头。
《说文解字》说解中另一值得称道的做法，是引用了不少古籍例句作为字义的印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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