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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言在不断地产生，又在不断的消失。
一种语言在交流和变化中产生，另一种语言也在分化为几种语言，同时原始的语言走向了消亡。
《历史语言学论文集》结集历史语言学的14篇论文，是希望能从中看出历史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演变
，也希望能对汉语史研究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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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及徐，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历史语言学、先秦两汉语以及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历史比较。
现在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
专著《汉语印欧语词汇比较》另有《康熙字典现代版》（合著）及语言学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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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辨《说文段注》“涐”、“沫”二篆注误兼辨《辞源》《辞海》同字条之误释“告”及甲骨文牛龄诸
字20世纪成都话音变研究古“甫”今“巴”话语源上古汉语双音节词单音节化现象初探《尔雅·释诂
》“林、烝，君也”解“於菟”之“菟”的同族词及其同源词“大同”新解“弓”的传播和史前世界
文化交流比较法与科学研究《汉语印欧语词汇比较》自序历史比较法和汉语——印欧语比较汉语和印
欧语史前关系的证据之一：基本词汇的对应汉语和印欧语史前关系的证据之二：文化词汇的对应上古
汉语中的*Kw-／*K->P-音变及其时间层次Correspondences of the Basic Words between Old Chinese and
Proto-Indo-EuropeanCorrespondences of Cultural Words between Old Chinese and Proto-Indo-Europ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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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普通话的影响是成都话语音变化的主要因素，向普通话语音靠拢是成都话语音变化的主要趋势　
　本文第二节中收集180个词，产生变读的有125个（根据本文第二节统计，以下数字同）。
其中，变读音与相应的普通话读音声母、韵母和调类全部相同的有70个，约占变读词总数的56％；变
读音与相应的普通话读音声母和韵母相同的94个，约占变读词总数的75％：变读音与相应的普通话读
音韵母相同的有107个，约占变读词总数的86％。
可见，普通话的影响是成都话语音变化的主要因素，成都话语音模仿、学习普通话的趋势十分明显。
考虑到趋同于普通话的变读盛行于青年学生中的情形，这种趋势今后会日益加强。
　　变读的125个词中，韵母变化的有86个，约占变读词总数的69％；声母变化的有68个，约占变读词
总数的54％：调值不变，调类变化的仅有7个，约占变读词总数的5．6％。
可见，在变读词中，韵母变化最多，声母变化较少，声调变化极少。
声调是当代成都话中最稳定的语音成分。
　　〔摘 要〕从现存文献来看，上古汉语似乎是以单音节为主的。
但是周秦时期的一些诗歌，例如《诗经》 《楚辞》，却记录了大量的双音节单纯词（即传统所谓“连
绵字”），从文献观察，这些双音节词在当时，尤其是在后来的汉代，又以意义相同、语音相近的单
音节词出现。
本文分析了见于《离骚》中的这种双音节词现象，认为双音节词的单音节化是上古汉语历史演变过程
中的一个重要事实。
　　〔关键词〕双音节词；单音节词；离骚；上古汉语从现存的文献来看，古代汉语是以单音节词为
主的。
但是一些先秦时期的文献，特别是最能反映口头语言的诗歌一类的文献，如《诗经》 《楚辞》以及一
些民谣、谚语等等，却记录了大量的双音节词。
（即传统所谓“连绵字”，大部分是双音节单纯词。
）这使我们推测当时的语言中是存在着大量的双音节词的。
而在汉代以后，除了袭用的以外，创新的双音节单纯词很少。
保存在书面语中的这类双音节词，如“荒忽”、“相羊”、“夭阏”、“诧傺”之类，总显出很古拙
的样子，使人感到它们是更早的时代的语言的遗迹。
然而语言的历史是连续的、渐变的，其间不应有截然的裂痕。
上古汉语中的这类双音节词在后世也应该是有迹可寻的。
连绵词单用其中一字的现象，在先秦古文献中时有出现，传统训诂学称之为“长言（之）、短言（之
）”或“缓言（之）、急言（之）”。
本文以在《离骚》中出现的双音节单纯词（名物词除外）为例进行分析，发现这些词的单音节化现象
并非个别的偶然现象。
通过对这些词例的归纳分析，笔者认为这种现象与上古汉语历史演变的过程有关。
　　这段文字记述了孔子的话，说史前时期（黄河流域地区）曾有过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和后来
的君主专权、贵族世袭的封建制度不一样。
它的特点是国家（天下）属于人民，人民选举有　　德行、有才能的人来管理国家。
因此人们互相信任，关系和睦，整个社会友爱团结，像一个大家庭。
后来这种社会制度消失了（“今大道既隐”）。
这段话本来是很清楚的。
　　可是，由于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的历史长达五千年，有史以来的文献记载满本都是君主世袭
“家天下”，于是人们对《礼记》的这段文字产生了怀疑。
在相信古文献记载还是相信推测的问题上，许多人选择了后者。
许多权威的词典和教科书，都把“大同”解释为一种社会理想。
《辞海》“大同”条注：“儒家的社会理想。
”〔2〕大学教材《古代汉语》（王力主编，1981年修订本）“大同”篇注：“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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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高度的和平，实际是指原始共产社会的那种局面。
是当时知识分子由于对现实不满而产生的复古思想，”〔3〕（208页）为了使“大同”篇的文意与这
种推测性的解释相符，又在“而有志焉”下注〔10〕：“有志焉，指有志于此。
孔子这句话是说：大道实行的时代和三代英明之主当政的时代，我都没有赶上，可是我心里向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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