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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闻之于师：治训诂者，不能离声音文字，因形音义三者可贯串证发也。
段玉裁以声音施于文字，而后知假借引申与本字本义之辨；王念孙父子则以声音阐明训诂，而后知声
音训诂之为浑然一体。
斯言也，可谓剀切当理矣。
余执友洪君自明，幼有异禀，读书能刻苦自励。
迨事蕲春黄君，而学以大进。
文字音训，素所研习，九经三史，靡不淹该，其说典制名物，如数家珍，可娓娓而听也。
余辱在同门，得闻君绪余，疑义与析，亦甚幸矣。
    1979年，洪君撰成《训诂学》一书，余受而读之。
书凡六章，章分细芬，述前贤之确诂，发已说之精英，语皆有据，辞无不达。
文有假借，则贯之以声音；书有传讹，则订之以校勘，可谓文理密察，极训诂之能事者矣。
君另有《训练诂杂议》一篇，阐述训诂条例，指示途径，学者所当先务。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洪诚文集>>

书籍目录

序言序自序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训诂释义  第二节 训诂和训诂学的任务  第三节 训诂学的起因与发展第
二章  与训诂有关的书面上的基本情况  第一节 文字多假借  第二节 字休字式多变迁  第三节 传写有讹误
 第四节 音义情况复杂，须掌握条理  第五节 分析问题，须区别主次  第六节 古书没有句读，当如何断
句第三章  阅读必须掌握的基本规律  第一节 形音义三者的关系  第二节 文字假借与词义引申  第三节 单
音词和复音词  第四节 运用历史观点解释语义  第五节 语音的历史法则  第六节 通假略例  第七节 句法
规律  第八节 辨颖似第四章  读注  第一节 剔除封建糟粕  第二节 几种常见的训诂方式  第三节 怎样读注
第五章  作注  第一节 准确地利用古注古辞书的释义  第二节 字义与句义相联系，句与章联系  第三节 注
文宜简要  第四节 注意字形、字义的辨析  第五节 注释人物、事件、地名  第六节 关于引用资料第六章  
总结——训诂学几个重要的原则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洪诚文集>>

章节摘录

　　第四节　音义情况复杂，须掌握条理　　汉人注音用直音法，这种方法很不方便，也行不通。
读者对注音字按不同的方音或误音随便读，得不到注音所要求的读音。
况且同音字也不是每个字都有的。
如真韵巾字，居银切；登韵能字，奴登切；谆韵春字，昌唇切；魂韵村字，此尊切；马韵把字，博下
切；笑韵训呼的召字，直照切；支韵亏字，去为切；脂韵帷字，洧悲切；悲字，府眉切；映韵庆字，
丘敬切；更字，古孟切；命字，眉病切；合韵唈字，乌答切，乏韵法字，方乏切。
（同音字是“灋”字，与“法”是一个字。
）这些字都没有同音字。
再说用来注音的字必须是常用的字，这样常用字就不够使用。
所以直音法非改成反切法不可。
反切的方法虽然比直音法进步，但是也不能解决直音法的所有矛盾，切字音读不准，就切不出正确的
音。
例如庚韵平字，符兵切。
符字中古是双唇音並母，用唇齿音读它，就切不出平字的音，改为仆兵切才适合。
所以读者依反切读音，总还感到不方便。
　　反切最大的缺点，是上下字不统一。
同声母同韵母的字，所用的反切字纷歧，初学的人感到茫无头绪。
例如《关雎》的雎，七胥反，又音七馀反（此切语见《论语·八佾》释文），胥馀同属鱼韵，七字属
清纽。
丈字，直两反，又雉两反。
雉直同属澄纽，两属养韵（雉属五旨韵，直几切，与直字同纽）。
　　雎字反切用两个不同的下字，丈字反切用两个不同的上字，每字并非有两个音。
《经典释文》的反切上下字没有分类。
《诗·周南·兔置》释文：帅，色类反；沈，所愧反（沈指沈重）。
这两个切语同在一条，看起来好像是两种读法。
如果按《广韵》的声类韵类所列的上下字看，完全同音。
色所同属疏纽，类愧在至韵同一小类。
　　用不同的反切字注同样的音，这种注音法很不适用。
除《经典释文》、《博雅音》诸书不算，单《广韵》一书，反切上字有四百五十二个，下字有一千一
百九十五个①。
经过前人陆续研究，反切上下字都已按声类的类别分列成表②，反切字不统一的障碍已经克服。
　　文字是词语的记录符号。
词的意义起了变化，字音也要跟着变化。
如《论语·述而》：“曲肱而枕之。
”枕字由名词转为动词，当读去声，明末黄淳耀（1605—1645）读上声，受到阎若璩的批评（见《四
书释地又续》“见音现”条及《三续》）。
雎字属鱼韵清纽；酗字，《说文》作酌，属遇韵晓纽。
清朝乾嘉时期的人把雎字读为精纽，把酗字读为凶字的上声，即肿韵晓纽。
周春《十三经音略》指出了这种错误。
可见这些音读的错误，不但初学的人容易出现，就是学有素养的人也仍难免。
　　丁，当经切，端纽；“椓之丁丁”的“丁”，陟耕切，知纽。
“钟鼓乐之”，《释文》云：“乐之，音洛，又音岳；或云，协韵宜五教反。
”岳在觉韵，五角切。
洛属来纽，五属疑纽。
这是一个字的声纽有不同的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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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差字，有好几种读法。
形容词等差、参差不齐义，音初宜反，《广韵》属支韵；外动词差使、选择义，音初佳反，《广韵》
属佳韵；内动词差错、不相值义，音初牙反，《广韵》属麻韵。
《诗·陈风·东门之扮》：“毅旦于差。
”差训择，音初佳反；徐邈音七何反，属歌韵，是差字的上古音。
这是一个音的韵部有不同的读法③。
　　使字，动词上声，名词去声。
与字，本音上声，助词平声，连词外动词名词读上声。
据《论语释文》，凡介词之与不注音，遇有异义异读的，于介词之义则云如字，是介词读上声；参与
的与，又读去声。
但《马氏文通》动词辨音中，介词也读去声。
今音连词介词同读上　　声。
这是一个字因词类不同，声调也有不同的读法。
　　还有因假借变音的例子。
在假借字中，本来是同音假借的，不须变读；是音近假借的，变读也不大；真正变读较大的则是由于
音变。
其中，原本是双声假借，改读的音和假借字音差别在韵；原本是叠韵假借，改读的音和假借字音差别
在声。
例如《庄子·逍遥游》：“而后乃今培风。
”培当读为凭。
培古音蓝纽之部，凭古音蓝纽蒸部。
又如《史记·陈涉世家》中的“逋戍”，逋当读为谪。
逋，之石切，又音施蔓切，昔韵；谪，陟革切，麦韵。
中古音有区别，但在上古却是锡部的同音字。
《史记》索隐：“逋音直革反。
”这个切语还是读逋为谪。
因为谪　　字又音丈厄切，直革切等于丈厄切。
中古音直丈同属澄纽，革厄同属麦韵。
又如衣字於稀切，在微韵。
《中庸》：“武王⋯⋯壹戎衣而有天下。
”郑注云：“衣读如殷，声之误也。
齐人言殷声如衣。
⋯⋯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
”《释文》依注作音，衣，於巾切。
衣变读殷，由阴声韵变为阳声韵(《广韵》微殷对转，上古音由灰韵转痕韵)，元音不变。
与培变读凭的情况相似。
　　一个字的注音，因反切用字不统一，因声随义转而引起纽、韵、调的变化，因假借改读，以致于
音义纷繁。
不是专门研究古韵的人，很不容易掌握它的条理。
前人说：不字贲字有十四音，敦字苴字有十七音，其所以纷繁的原因在此(见《通雅·疑始》)。
　　上古一字一义，理当只有一个音，但有些字可能有两个音，如主动词的“伐”，长读；被动词的
“伐”，短读，见《公羊传·庄公二十八年》何休注。
传到六朝的时候，因语音有演变，方言有差异，传授的人很多，各人的读音也不一致；而陆德明撰《
经典释文》，把各种读音综集起来，就显得复杂了。
至于用声调区别一个字的词性，前人说这种办法起于葛洪(见顾炎武《音论》卷下、钱大昕《十驾斋养
新录》卷五)，这是不合事实的。
　　因为一字多义，古人就能用一个字，解释不同义的两类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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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尔雅》、《广雅》二义同条的原因。
例句见前，此略。
　　古注解释一句话或一个词，也有不易理解的。
如《诗·召南·行露》；“何以速我狱。
”《毛传》：“狱，墒也。
”这种释义，前人都未讲清楚。
传意是无罪速我狱，则狱不墒矣。
　　古时解释词义简略笼统，容易引起后人误解和争论。
在古时这样解释没有什么不妥，但是今天的语言远不同于古人，思想方法也比古人细密得多，对这类
笼统其辞的训诂，则又有加以分析的必要。
　　我们了解古代书面语言有这些复杂的情况，加以注意和分析，就不致于含混过去。
我们知道有一字多音多义、声随义转的情况，我们就会由义取音，由音审义。
我们知道反切分歧，有的是因变调辨义所注的音，有的是因破字注上的音，有的是多义多音，有的是
一个字有不同的读法，有的只是所用的反切字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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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传统训估学断裂了半个世纪的年代，是当代训估学大师陆宋达先生首先站出来呼唤它的复生；
《训诂简论》以它通俗的语言、准确的阐释，认真严肃又轻松地，把没有接触过训估的青年一代，带
人这门古老而有用学科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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