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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赜
【性别】：男
【民族】：汉
【籍贯】：湖北广济
【出生年】：1891—1978
【来源】：《湖北省社会科学界名人》
【简介】：因生于湖南牛鼻滩舟中，自号牛鼻滩生。
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1927年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
从1928年开始，直到1978年病逝，在武汉大学执教，讲授文字，声韵、训诂、毛诗、周易研究等课程
。
曾任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多年。
新中国建立后被国家评为一级教授，是第三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

刘赜是我国著名的小学家。
他就学北京大学时，从国学大师黄侃(季刚)先生受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甚得黄先生赏识。
北大毕业后，他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不断深入研究这门学问，经过长期的努力，终于成就斐然。
他与黄焯(耀先)一同被学术界称为章(太炎)黄(季刚)训诂学派的主要继承人。

刘赜研究祖国的语言文字有明确目的和浓厚兴趣。
他在谈到古音研究时认为：“吾人求古音，所以明古义，由是以探讨古代社会历史文化之衍变情况，
斯为研治古言古训之重要意旨也。
”这是他毕生乐此不疲的原因。
他说：“吾推寻文字根源，每于一二字用意穷日夜，仍难得其声义所由之故，泛览文史，辄日尽数卷
，宁用力多而畜德少耶?然吾终不以彼易此。
”他治学60年，就是如此覃精冥悟、深造自得的。
他还意味深长地告诫学子：“入其门，则其乐也无穷1”
刘赜研究文字声韵训诂之学，继承了章黄学派的基本观点和方法，面又有自己的创新。
早在30年代初，他就注意到了汉语浯音和文字的系统性，以大量例证阐明了“古声同纽之字义多相近
说o，。
此后的几十年里，音义关系这个难度极大的问题成了他研究的主要对象。
黄炸曾概括地指出他的著作“卓然独见吾土语言文字本真，一祛前儒漫言假借之敝，且灼见文字为先
民心声，而其事与史同功也。
”刘赜于文字相生相衍之迹发现甚多，缜密地确立了他的汉语言文字音义上多两两相丽的基本观点。
他分{说女》音义同源相生之字为名事之属、音义相承之属、事物类象之属等五类。
这是语源学上的重要发现，对研究汉语言文字的系统性具有开创意义。

刘赜治学严谨。
他按照黄侃先生所定古本声19类，古本韵28·部，将《说文》九千余字分别列入表格，置于几案，数
十年寻绎不殆。
他的数十册以小学札记为主要内容的《简园日记》，建国前以自书石印流传。
50年代末，他嫌其未臻成熟，决意收回而付2一炬。
其中，他自己比较满意的，仅仅十不存一的一本《简园日记存钞》。
对其旧作，无论是未刊稿，还是已经发表、出版过的论著，大都反复作过修订和删补，力求臻于缜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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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赜著述宏富。
1932年所编《声韵学表解》讲义，旨在使学子“由通《广韵》以明古今之音”，得到黄侃先生的充分
肯定。
此书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章太炎先生为其题签并作序，许他为再传弟子。
196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他的另一部，著作《说文古韵谱》。
其中所附《中国语言文字音系略例》，系统阐述了他对汉语言文字的音义关系的独到见解，为研究者
探讨这个问题指出了途径，提供了方法，也是此书的意图所在。
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将他的遗著《初文述谊》、《小学札记》合为《刘赜小学著作二种》影印
出版。
《初文述谊》对每一初文和准初文都作了精辟的解释，对探求《说文》全书的藩奥，可以起到“用力
少而成功多且易”的作用。
《小学札记》是他对音义关系的微观研究，探赜索隐，创见迭出。
这是他从自己的大量小学札记中严格筛选出来的文章，是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
刘赜还有{说文释例匡谬》·、《楚语拾遗》、《古声同纽之字义多相近说》，《再答王楚屏先生问浠
水方言》、《喻邪两纽古读初探》、《广济方言之调类与调值》、《释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广
挤方言》、《说文形声释例》等文章散见于学术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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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赜，字博平，湖北广济人，1891年生于湖南牛鼻滩一舟上，故自号牛鼻滩生。
1914-191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师从著名国学大师黄侃先生。
1929年始就教于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讲授文字、声韵、训诂和《周易》研究诸课程，兼任系
主任多年，1956年由教育部评定、国务院公布为一级教授。
至1978年病逝，50年贡献于武大，为中文系“五老”之一。
1929-1963年间，刘博平先后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武汉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发表《〈说文〉
释例匡谬》、《楚语拾遗》、《古声同纽字义多相近说》、《〈说文〉形声释例》等多篇重要论文
，1963年出版《说文古音谱》一书，1978年病逝时留有《初文述谊》和《小学札记》两部遗著。

刘博平是章黄学派嫡传弟子。
1932年，他将声韵学教案整理编撰成《声韵学表解》，寄请黄侃审阅，黄侃特意请自己的老师章太炎
为书作序，序中评价道：（此书）“言古今韵，能得大体”，并称许刘博平为“再传弟子”。

刘博平治学严谨，精益求精。
他用日记记录40余年治小学之心得，于1953年冬石印成35册《简园日记》，在校内广为流传。
后又觉尚有不足，便毫不客气地全部收回，只取其中1947-1953年间札记题名为《简园日记存钞》。
黄焯先生（黄侃之侄，时亦任教武大）为其作序高度评价：“盖其所钞而存者乃其四十年来閟声光一
室之中，覃精冥悟，深造自得，信足达颉诵之玄意，将质诸百世而无疑者。
”但刘博平仍觉得此存钞还有待补充修订而未出版面世。
今世人所见《小学札记》，是他1964年以73岁高龄将存钞改写，76岁重新修订，82岁正式定稿时仍然
打算继续修订。
但不久便卧病在床，抱憾而去。

1980年，时任副校长的刘道玉非常提倡、重视学术交流，竭尽所能为校内各种学术会议的召开铺路搭
桥。
在中文系主办的一次古代文论讨论会上，古籍出版社社长李俊民和总编辑包正弟均有出席。
会后，黄焯宴请李社长一行，感谢其同意出版自己所整理黄侃著作和他本人的著作；同时将刘博平的
《初文述谊》和《小学札记》两部遗著郑重推荐给出版社。
李俊民早年亦为黄侃入室弟子，与刘博平有同门之谊，当即欣然同意。
这两部遗著于1983年合为32开精装本《刘赜小学著作二种》出版，重约4斤，共1236页，其中《初文述
谊》964页，《小学札记》272页。
刘博平在世时爱好书法，《刘赜小学著作二种》全由他用毛笔写成，字源部分为篆书，其他部分为小
楷，其篆书被郭沫若称赞为“珠圆玉润”。
出版社便完全尊重他的手写原貌进行影印，标题亦为他曾经书写所成。
著作仅定价9.75元（1963年出版的《说文古音谱》定价20元，可见此书的出版并无任何盈利目的），共
影印了4000本。

历史证明，一门学术的学统极其重要，人文学科尤其如此。
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第三章中谈道：从清代到民初，研究《说文解字》的学问如此发达，其重因
之一即在有学统传承下来。
俞樾传道与章太炎，章太炎又传道与黄侃，其他即使没有师生关系者，也在学术上继相接受深刻的影
响，如此一脉相传则有利于让优良之处沉积下来。
刘博平作为章黄学派的嫡传弟子，其《刘赜小学著作二种》即是对章黄学派学统的传承和光大。

章黄学派的理论精髓在于：以形说义，依声求义，即本着字形与字义相联系的原则来推溯《说文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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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收录的9000字中字源及其派生的同源字和同源字族。
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论到：“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即谓文代表字源（根），字在文基础上派生出来，由文到字
是汉语演变的方向和轨迹。
如“朿”这个象形字派生出了“刺”（用刀刺人）、“莿”（用草木刺人）和“策”（马鞭），因此
“朿”是文，是本；后三者则是由其发展而来的字。
章太炎由此得到启发，于1908年在其所撰《文始》（我国首部推溯《说文》中同源字与同源字族的著
作）一书，以音义相联的原理和依声求义的方法探求出《说文》所收9000字中共有文（字源）519个，
并逐一细列每个字源所派生出的同源字，形成5000多个字族群，由此为《说文》9000字构建了较全面
的字族系统。

黄侃继承了章太炎这种研究方法。
他在《说文略说》中谈到：“盖提挈维纲，止在初文数百；自是以降，要旨由初文变易，孳乳而来⋯
⋯今若推其本原，往往集数十初文而联为一贯，用以得文字之太初。
”又在《训诂学讲词》中谈到：“文字根于言语，言语发乎音声。
则声音者，文字之钤键，文字之贯串，故求字之系统，既不离乎声韵，而求文字之根源又岂能离乎声
韵哉？
”然而黄侃著书立说过于严谨，认为“五十当著纸笔矣”，遗憾的是他恰好于50岁那年突然病逝，没
有留下已写好的论著，因此这一方法在他那里贯彻得并不彻底。
但黄侃曾在《说文解字》文本上就字源和字族作过批注，由黄焯在80年代整理出版为《说文同文》一
书，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据此将章黄二人的统计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完全相同者占67％，部分相同
者占21％，不同者仅占12％。
毫无疑问，黄侃正是继承章太炎“以形说义，依声求义”的研究方法来对《说文》进行研究的。

到了刘博平这里，他仍然继承了这种研究方法，仿照黄侃将《说文》9000字分布在所定古韵28部，古
本声19类（纽），撰述《说文古音谱》，为《初文述谊》中进一步推溯字源和字族打下基础。
同时，他在《刘赜小学著作二种》中进一步光大了这种研究方法，表现在：首先，选字、分字更为精
细。
他仅选取423字作为《说文》9000字的字源，并将其细分为独体象形的文（字源）189个，独体指事的
文51个，合体象形的文80个，合体指事的文58个，变体象形的文9个，变体指事的文23个，省体象形的
文7个和省体指事的文6个。
其次，更全面地构造《说文》的字族系统。
刘博平进一步论述每个字源的形体、旨趣和音义关系，比章太炎更为细致精确地逐一细列每个字源的
同源字，只有少数疑者盖缺。
最后，他引进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览述远古社会的历史文化及其影响下文字发展和字形、字音、字义
间的关系，充分展现《说文》所收9000字所蕴涵的远古社会包罗万象的社会历史文化信息，这是章太
炎和黄侃所缺乏的。

刘博平在解放后初步接受了唯物史观，他在赠送给其得意弟子李格非的对联中写道：“期以声音训诂
拥护民德须用马列主义衡量群言。
”1962年，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极力提倡名家为学生们作学术报告。
刘博平在其《研究〈说文〉的任务与方法》这一报告中，强调应运用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义观点和相互
联系的方法研究《说文》，批评清代小学家反历史的推测和解释古人造字的本义，以及未将9000字作
为一个整体，而是一个个孤立加以研究的方法。
此学术报告被整理为论文《刘博平谈研究〈说文解字〉》，发表于《江汉学报》1962年第5期。
他在授课时也常谈道：造字者以自然界、社会现实和民族进化史迹为依据，汉字的发展规律是以社会
发展和民族进化史迹为根基的，研究者要将文字的形、音、义，字源、字族与社会发展、民族进化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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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来进行研究，做到“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如州、周、舟和畴是一群同源字族，州，水中可居曰州。
先民遭洪水，水中高土可居而生聚。
“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者，明九州得名，本于民居高土之州，且明陶唐氏之所以
号曰尧也，尧，高也。
周，取两旁之水的匝绕意。
舟，取舟可居犹州可居的类象之意。
畴，耕治田也，取于高土各治其土之意。
由此，“州”这一字源派生出“周”、“舟”和“畴”等同源字。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其远祖早已把天地人看成一个有联系的整体，形成一种视天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万事万物都似乎有密切关系的整体直观之思维方式，这是近十多年来研究者的看法；其实，刘博平总
结概括出的先民造字的五种条例早就初步揭示出此种思维方式，这五种条例是：名事相依、音义相承
、事物类象、共同与个别和正与反。
他的这种观点直接为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字文化学提供了依据，正如李开金先生在《绍章黄学统探
文字真源——〈刘赜小学著作二种〉发微》一文中所说：“《初文述谊》等二种著作是从文化史上，
从民族思维发展史上探索汉语言文字创造演变规律的巨著；加以重新组织，便可成为一部富有鲜明特
色的《汉字文化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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