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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训诂者，解释古代文献语言音义者也。
训诂学者，研究训诂体式、内容、方法、流变者也。
　　训诂讲究发明。
没有发明，就没有真正的训诂。
发者，发隐；明者，明幽。
将隐幽抉发出来，晓喻众人就是发明。
前人对古代经传史乘的疏证、诂传，用力之勤，令人钦佩。
大多数的语言音义问题，多已得到解决，要在此基础上，有所发明，谈何容易？
非能者莫为。
　　训诂讲究功力。
所谓功力，一指发现问题的功力。
古今语言，有同有异。
于异中发现问题，似乎不难，但这些问题前人大多发现并解决了。
于同中发现问题，就是发现所谓字面普通而义别者，这就不易了，非目光如炬，心细如发不可。
由此显示训诂者的语感能力，显示训诂者的功力。
二指证明问题的功力。
证明问题，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证明问题的存在，二是证明自己的观点。
要证明问题，一靠证据，二靠逻辑。
用证据证明问题，实际上是归纳法；用逻辑证明问题，实际上是演绎法。
归纳讲究“例不十，法不立”，讲究“例外不十，法不破”；演绎讲究推理正确，丝丝人扣。
具体运用上，归纳中有演绎，演绎中有归纳，二者水乳交融，你中有我。
有时候发现了问题，提出了观点，但却不能很好地证明它，或进行了论证，却不能令人信服。
所以能证明问题并令人信服，就是功力。
三指搜寻例证、理解例证的功力。
现代人运用计算机检索搜寻例证，但检索不能代替阅读，检索不能培养语感，不能解释和理解例证。
在搜寻例证上，应以阅读为主，计算机检索为辅。
阅读文献，理解文献，正确使用文献，本身就是一种功力。
　　训诂还讲究贯通。
贯通首先指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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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训诂者，解释古代文献语言音义者也。
训诂学者，研究训诂体式、内容、方法、流变者也。
训诂讲究发明。
没有发明，就没有真正的训诂。
发者，发隐；明者，明幽。
将隐幽抉发出来，晓喻众人就是发明。
前人对古代经传史乘的疏证、诂传，用力之勤，令人钦佩。
大多数的语言音义问题，多已得到解决，要在此基础上，有所发明，谈何容易？
非能者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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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什么是训诂　　“训诂”亦作“诂训”，两字颠倒，始于秦汉之际鲁人毛亨的《毛诗诂训
传》。
其中“诂”字也可以写作“故”，所以《毛诗诂训传》，又写作《毛诗故训传》，而《汉书?艺文志》
称“鲁申公为诗训故”，是“训诂”亦可写作“训故”。
　　关于“训诂”的意义，据唐孔颖达《毛诗正义》的解释是：“诂者，古也。
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
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
”根据他这一个解释，可见“诂”，就是通古今异言，这与《说文。
言部》对“诂”字的定义“训故言也”是一致的。
所谓古今异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因时代的不同而产生的异言。
如同是年岁的“年”，“夏日岁（取岁星行周天一次），商日祀（取四时祭祀一终），周日年（取禾
一熟），唐、虞曰载（载，始也，取物终更始）（《尔雅?释天》）。
一是因地区的不同而产生的异言。
如同是往来的“往”，“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
”（扬雄《方言》卷一）至于“训”，则是“道物之貌”。
所谓道物之貌，陆宗达先生认为：“就是对文献语言的具体含义，进行形象的描绘、说明。
”陆先生并进而认为：“这就不只是以词来解释词，而且要用较多的文字来达到疏通文意的目的。
它包括对词的具体含义和色彩的说明，对句子结构的分析，对修辞手法的阐述，以及对古人思想观点
和情感心理的发掘，内容十分丰富。
它所解释的语言单位也不只是讯.还包括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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