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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在这所成都市人民政府创办的学校里! 我已经工作了 #$ 年"

从满头青丝到两鬓斑白! 经历了许多人与事" 长留心中并感觉温
暖的! 主要是与学生和同事结下的友善与真情" 此次拜读同事们
写的论文! 一是感到欣慰! 因为这样一个并非 #核心期刊$ 的
集子! 得到了大家的踊跃赐稿! 涉猎广泛! 高见良多" 从作者年
龄跨度来讲! 几乎涵盖了三代学人! 大家各自呈现自己的最新洞
见! 做学问上的 #忘年交$! 岂不快哉% 二是感到惭愧! 因为我
一直冗务缠身! 去年写就的三篇稿件已经被其他刊物约稿采用!

不能在本书奉呈拙见! 所以只能撰此前言! 将功补过"

做学问! 我最欣赏十年磨一剑的精神! 推崇文史哲打通的路
径& 古今中西交汇的眼界! 以及熟练运用相关技术手段的能力"

这样的境界! 虽不能至! 然心向往之" 如果有学术同类自称或被
称为大师! 自谓还有新的治学捷径! 吾愿洗耳恭听"

学者事业! 春华秋实" 文学与新闻学院及其前身中文系的珍
贵传统! 就是严谨治学& 精心育人& 以文会友" 这本论文集的出
版! 将成为 #%&’年文学与新闻学院学术活动的一朵浪花! 虽不
高大上! 但一定真善美"

谨此献给本书的每一位作者和读者"

谭"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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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在深化古代汉语文选课教学中的作用!

!说文解字"在深化古代汉语文
选课教学中的作用

刘兴均

"

摘#要#!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成理论系统$有内在条
理$有独到创见的文字学著作%也是探讨汉语字词本义%分析汉
字字形结构的不朽名著&利用 !说文解字"进行古代汉语文选词
义教学%可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论文结合作者本人二十余年的
教学实践%论述了 !说文解字"在深化古代汉语文选课教学中的
作用&

关键词#!说文解字"’古代汉语’文选’本义’通假

"

东汉许慎积二十余年之功写成的 !说文解字" (简称 !说
文")是中国第一部成理论系统$有内在条理$有独到创见的文
字学著作%也是探讨汉语字词本义%分析汉字字形结构的不朽名
著&时至今日都还在熠熠生辉&笔者在二十余年的古代汉语教学
实践中%摸索出利用 !说文"进行古代汉语文选词义教学%以提
高课堂教学效果的一条途径&教学一开始就要求学生人手一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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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个个懂得查检 !说文"&学生一开始觉得难度太大%初
次面对毫无标点而字头又是以小篆为体的 !说文"%可说是一筹
莫展&经过启发和指导%一年下来%学生不但能自己查检 !说
文"%解决阅读中的词义障碍%还能以 !说文"为据撰写课程论
文%辨正 !古代汉语"教材和中学文言文选文中的释义错误&因
此%笔者认为%在深化古代汉语文选课教学%提高教学效果方
面%!说文"有着它无可替代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说文"能使学生从源头上了解古代文献词义

古代汉语是一门工具性很强的课%又是学生进一步学习中国
古典文学$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门基础课&因此%古代汉语文
选课的教学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学会利用工具书来辨析词义%自己
分析选文的语言特点&因此%在讲文选词义时%应注意从源头上
把握文献词义%因为%只要把源头义弄清楚了%文献中的使用义
才有了落脚点&而要从源头上把握词义%!说文"就是一部必不
可少的参考书&!说文"所释之义绝大多数就是该字所记录的词
的本义%也就是文献词义的源头&我们以王力先生主编的 !古代
汉语"+!, (下简称 -王本.)为教材%参以 !说文"%在教学中实
行追根寻源式的教学%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王本第一单元文选 !郑伯克段于鄢"#-初%郑武公娶于申%

曰武姜&.其中的 -初.%教材注释为#-从前%是追溯往事的惯
用语&.这样讲只接触到流&!说文*刀部"#-初%裁衣之始%从
刀$从衣会意&.+",%! +!说文"的版本我们采用中华书局!%$&年
影印同治十二年 (!’(&)番禺陈昌治本%此本以北宋徐铉校订本
为底本%俗称 -大徐本.,-初.字的源头义是裁衣%而裁衣是
做衣的第一道工序%因此%由这个意义出发就可引申出一切事件
的开始%这样%-初.作为追溯往事的惯用语就有了落脚点&

同篇#-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和 -公曰# /无庸%将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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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 -及.%前者可以释为 -等到.%后者可以释为 -赶上.&

这两个意义之间的联系%也需要从源头上去梳理& !说文*又
部"#-及%逮也&从又从人&.+",$)从构字来看%-及.从又从人
会意%-又.是右手的侧面形%一个人的右手抓住另一个人的后
衣襟%这就是 -及.的原初构意%表示一个人追上并抓住了另一
个人&所以%它可以引申为 -等到.和 -赶上.两个意义&结合
!说文"训释%可把两个意义之间的联系梳理得十分清楚&

同篇#-君将不堪&.其中的 -堪.可以讲为 -忍受.%这也
与它的源头义有关&!说文*土部"#-堪%地突也&.+","’(学生对
这一训释难以理解%我在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时就结合本校
的一道风景000独秀峰来讲解这个词义%-地突.指的像独秀峰
一样的地貌%突然耸立一座高山%突然耸立的高山就像 -木秀于
林.一样%必然会受到风雨的摧折%它就比一般的小土堆要忍受
更多的风雨的洗刷&这样讲%学生就明白了&

有的古今字关系也要追索到某字的源头义上去&例如%!郑
伯克段于鄢"#-姜氏欲之%焉辟害1.教材注释#-辟%躲避%这
个意义后来写作避&.这是对的&但学生就不明白为什么 -辟.

与 -避.会构成古今字的关系&这就需要我们了解 -辟.的源头
义&!说文*卪部"#-%法也%从卪$从辛%节制其罪也&从
口%用法者也&.+",!’(原来 -辟.与刑法有关%一从卪%卪有符节
义%可直接引申出法典义&辛与刑具有关%辛从一%-.甲
骨文作 %就像一头是锥%另一头是铲的一种刑具&有法典%有
刑具%又有打官司的口%-辟.就会意为法&后来从这一意义引
申出躲避之义%因为一个正常人是不愿意惹上官司的&为了区别
-法.和 -躲避.这两个意义%就造了一个从辵辟声的后起字
-避.&所以%-辟.和 -避.就构成古今字的关系&

对古今词义有差异的词也要追索它的源头义&例如%!郑伯
克段于鄢"#-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其中的 -毙.按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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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就是死& -自毙.就似乎可以理解为 -自己找死.&而此处
-毙.的文献用义是 -摔跟头.&要了解词义差别形成的由来%也
需要从 -毙.的源头义找依据& !说文*死部"无 -斃 (毙).

字%-斃 (毙).作为或体附于 !犬部"-獘.字下#-%顿仆
也%从犬敝声& !春秋传"曰# /与犬%犬獘&2毙%獘或从
死&.+","#*由此可见%-獘.最初是指狗受到打击一下倒下去%但
不一定就是死&后来才引申出死的意思%故改其形符为 -死.&

这种古今词义的差异引起字形更换形符的现象是值得语言学者关
注的&

同篇#-爱其母%施及庄公&. -施.的今义是施行$措施%

文献中的使用义是延伸和影响&要弄清古今词义的差异%也只有
从 -施.的源头义来找答案&!说文* 部"#-施%旗皃%从 %

也声&.+",!)# !说文"只讲了施是旗帜的一种状态%到底是一种什
么状态%根据 !说文"-据形系联.和 -以类相从.的编排原则%

并联系 -施.字前后几字的训释%我们推测%-施.的本义就是
旗帜随风飘动的样子&随风飘动%就像是在向外延伸%故此字可
引申出延伸$影响之义&再进一步引申%就可引申出施行和措施
之义&

利用 !说文"%就会让学生明白%古今词义的差异多由于词
义的展转引申所致%也会让学生知道如何寻求汉语字词的本义并
梳理本义与引申义之间的联系&

二$查检 !说文"可帮助学生明辨通假字%指正教
材的误判和漏判

##通假字的判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工作%需要具备深厚的语言
文字功底才能做到万无一失&笔者近十年来一直在探索此问题%

也发表过相关的学术论文&在判定通假字的时候不仅要注意古音
是否相同%更为重要的是看这两个字的意义有无联系&意义有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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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就不会是通假字&而要判定意义有无联系%就要以 !说文"

为依据&!说文"对某字的释义%往往能让学生明白该字与某字
的真正关系&

王本是由全国顶尖的学者所编%影响巨大%然在通假字的判
定上亦有诸多失误%主要是有误判和漏判&

误判的有#
!墨子*非攻"#-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教材

说 -兹.通 -滋.%这属于误判& !说文*艸部"# -兹%艸木多
益&.+",""草木多益%就是增加$加重之意%兹$滋应是古今字的
关系&孙氏 !间诂"亦曰 -兹$滋为古今字.&

同篇#-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
不知白黑之辩矣&.王本注讲 -辩.通 -辨.%不确&辩与辨都从
辡得声%亦皆有辡义&!说文*辡部"#-%辠人相与讼也%从
二辛&. -辩%治也%从言在辡之间&.+",&#%辨从辡得声%当有辡
义%都有识别$判定之义%像这类形体上相关而又有意义联系的
字应看成是同源通用字&

!冯谖客孟尝君"#-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
谖之计也&.王本注说 -介.通 -芥.%也不妥&据 !说文"-介.

的本义是介画%!说文*八部"#-介%画也&从八从人%人各有
介&.+","’介是将大片土地按等份划分成许多小块%让每人都分得
到一小块土地&故 -介.本身就有小义%不必给它找一个 -伪.

本字&
!国殇"#-操吴戈兮被犀甲&.王本注#-被.通 -披.%其说

也不可从&!说文*衣部"# -被%寝衣也&长一身有半%从衣$

皮声&.+",!("从这个意义就可以引申出覆盖$横被之义&-披.的
本义与此义相通& !说文*手部"# -披%旁持曰披&从手皮
声&.+","*)被$披都从皮得声%当有皮意&-皮.本为动词%是指
剥离兽皮这一动作%后来指所剥离之物000皮&-皮.是横被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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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或动物)身上的%故与横被$横披义通&被$披为同源通用
字无疑&

王本误判通假字还有一种情况是本字找错了&例如%!郑伯
克段于鄢"#-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王本注云#-帅%通
率&. -帅.是一个通假字没错%但作为率领义%本字可不是
-率.&!说文*率部"# -率%捕鸟兽毕也&像丝网上下其竿柄
也&.+","(’捕鸟兽的罗网怎么也引申不出率领义%率领义的真正本
字应是 -.&!说文*辵部"#-%先道也&从辵率声&.+",&%先
道就是先导%此才是率领的本字&作为佩巾的 -帅.和作为捕鸟
兽的工具的 -率.都不是率领的本字&

王本像这类误判通假字的还不少%本人已有多篇论文涉及%
不在此赘述&

同样%王本也有漏注通假的&例如#
!晋灵公不君"#-!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2.这里

的 -鲜.就是一个通假字%王本无注&!说文*鱼部"#-鲜%鱼
名%出貉国%从鱼羴省声&.+","))作为鱼名与 -少.义无关&表示
少的当另有其字%这个字就是 -尟.&!说文*是部"#-%是少
也&.+",&%可见%-鲜.通 -尟.%王本漏判&

!冯谖客孟尝君"# -先生不羞%乃有意欲为收责于薛乎1.
-羞.通 -醜.%王本无注&!说文*丑部"#-羞%进献也&从羊%
羊所进也%从丑%丑亦声&.+",&!#可见 -羞.的本义是以手持羊以
进献给天地祖宗%是与宗庙祭祀有关的一个事名词& -羞.当
-耻辱.讲%通 -醜.+&,&按#羞为心纽$幽部字%-醜.为昌纽$
幽部字%韵为叠韵%声为准旁纽&羞$醜声近%也合乎通假字的
语音标准&

三$!说文"可以帮助我们纠正前人和今人释义中
的误解

##古代汉语文选教学应当多参照前人的古注来校正今人的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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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在深化古代汉语文选课教学中的作用!

注&如果我们站得高一点%用 !说文"的训释来对照%就会发
现%不管前人的注也好%还是今人大家的注%有时也会出现千虑
一失&

!晋灵公不君"#-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这里的 -主.指的
不是君王%而是指的晋国正卿赵盾&对此%晋人杜预注云#-大
夫称主&.杜注不妥&!说文*丶部"#-主%灯中火主也&.+",!#*灯
中火苗为主%可引申为主心骨之意&民之主%就是老百姓的主心
骨&直言敢谏昏君的赵盾早已被晋国老百姓及其臣僚们看成是主
心骨%这样理解方与文意吻合&

!礼记*礼运"#-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志%王本注讲为
-有志于此.%不确& !说文*心部"# -志%意也&从心之声&.
-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从心从音&.+","!(意$志互训%
-志.似乎可以讲为志向&但是清人段玉裁注指出%大徐本非
!说文"之原本%-志.字为徐铉等妄增&-志.应该是 -识.的
古文%见 !周礼*保章氏"郑注%今 !说文"-识.字下不载此
古文 -志.%有脱文+),&段注可从&志是记取之义& !周礼"曰
-掌四方之志.%就是用的记识之义%今 -县志.-方志.还保留
古义&孔子原意是我没赶上那个时代%却有这方面的文献记载%

比如 -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讲为 -有志于此.%显然是
以今律古&

!许行"同篇#-禽兽偪人&.偪%王本注讲后来写作 -逼.&

这是以为 -偪.与 -逼.为古今字%误&偪%最早出现在西汉扬
雄作的 !方言"中%解释为 -满也.&-逼.出现在 !晏子春秋"

中%这两个字在 !说文"中都不载%!说文"新附字收入 -逼.%

解释为 -近也.%是 -迫近.之义&-偪.的本字当作 -畐.%!说
文*畐部"#-畐%满也&从高省%象高厚之形&.+",!!!禽兽偪人%

猛兽迫近于人%也就是说禽兽与人类争夺生存的空间&-逼.与
-偪.都从畐得声%应该是属于同源通用之字&

*(*



### !蜀风学术论衡 ("#!$)! "
######!!!成都学院 (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论文集

同篇#-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教材注云#-先%超
过&名词用如动词&.这个说法也是错的&!说文*先部"#-先%

前进也&从儿从之&.+",!((可见%-先.本身就是一个动词%前进
的意思%没有必要讲为名词活用作动词&

!静女"#-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王本没有注 -爱.字%可
能是按郑 !笺"和孔 !疏"的讲法%认为是 -爱之而不往 (得)

见.%误&-爱.的本义与行走有关%!说文*夊部"#-爱%行貌&

从夊% 声&.+",!!"戴震 !毛郑诗考证"#-爱而%犹隐然&.则
-而.是一个近似于词尾的东西&-爱而.就是行动迟缓%扭扭捏
捏的样子&这样讲才与 !诗经"文本贴近&

四$从本字本义切入讲解选文中的词义能收到引人
入胜之效

##笔者始终觉得从本字本义切入讲解选文词义%才能收到意想
不到的效果&这也是始终坚持以 !说文"来统帅文献词义教学的
一个动力&

!齐晋鞌之战"#-韩厥执絷马前%再拜稽首&.其中的 -絷.

就是套马索的意思&如果只讲到这一步%学生会觉得索然无味&

其实 -絷.非本字%-套马索.也非本义&!说文*马部"#-%

绊马也&从马$其足& !春秋传"曰# /韩厥执馽前&2读若辄&

絷%馽或从糸执声&.+","#!由 !说文"可知% -絷.的本字应是
-.%-.是一个形象性很强的字%像马的腿脚被绳子束缚起来
的样子&用绳子套马%是古代征服野马的一种手段&絷的本义是
绊住奔跑的马&韩厥即将拘捕口出狂言的齐顷公%犹如驯服一匹
狂奔的野马&这样一讲%学生的兴趣就提起来了&

!冯谖客孟尝君"#-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无使乏&.教材注
释#-乏%匮乏&.如果一个老师照本宣科地这样讲%学生会无精
打采&我们就可以问#乏为什么可以讲为物资匮乏1 !说文"给

*’*



!!说文解字"在深化古代汉语文选课教学中的作用!

我们提供了初步答案&!说文*正部"#-乏%!春秋传"曰 /反正
为乏2&.+",&% -正.与 -乏.在古文字中有正写与反写的区别%

而在汉语词汇中又是一对反义词&反义的体现要追溯到先秦的文
献用例上去&正%在先秦是指射箭的靶子的中心部分%二尺见方
处&-正.是从正面受矢的%而 -乏.在 !周礼"书中又称为
-容.%是报靶的人举着挡在身前的牌子&从其上着箭的数量来
看%-正.肯定比 -乏.受箭数要多%而 -乏.是挡箭牌%若其
上有箭%是射箭练习的意外事故&所以%-乏.上中箭数显然会
比 -正.要少%它可引申出匮乏之义&这样来讲文选中的词义%

才能真正收到引人入胜的功效&

参考文献#
+!,王力+古代汉语 (校订重排本) +,,+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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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风学术论衡 ("#!$)! "
######!!!成都学院 (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论文集

!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 (!(*)!!%)%)"
用字初探

崔雪梅

"

摘#要#!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 (!(*)!!%)%)"收录
了龙泉历史上近两百年间的"%&件契约文书&这些契约文书由族
中或村中读书人手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汉字使用情
况#民间用字误字较多$多用俗字$同字多形并存$俗字内部有
较强的系统性$政府文书也用俗字等&

关键词#误字’俗字’同字多形并存’系统性’政府文书

"

!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 (!(*)0!%)%)"+!, (以下简称
!龙泉契约")由成都巴蜀书社"#!"年!"月出版%是成都市龙
泉驿区档案局精选$影印和标点$注释龙泉驿历史上时间跨越清
朝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以及民国近两百
年的"%&件契约文书而成的一本书&书中所收契约文书产生并存
在于龙泉民间%多由族中或村中读书人手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当时的汉字使用情况%今试就书中用字做一初步探讨&

*#!*



!!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 (!(*)!!%)%)"用字初探!

一$误字较多

由于契约文书写手的语言文字水平参差不齐%也或因书写时

仓促疏忽%!龙泉契约"中误字较多&

(一)形近而误

!+因偏旁形近而误
如#

3欄000攔4外有牛攔一间55 ("%)+!’%+右"$&)"

3滥0004其房屋%客家自住自盖%不得漏等情&("%’+
"#%+右$)

"+因整字形近而误
如#

3段000叚4旱土壹叚55 ("(#+%&+右")

(二)音近而误
3纳000拿4倘遇天年不顺%请主看明%量田拿租& (&#%+

!’*+右’)
-纳.-拿.成都话发音相同&
3荆000金43砍000坎4黄金茨草%归于客家坎伐&("(&+

!(*+右*)

同样的这一句话在该书"()+!()+右*#中% -荆.又误作
-今.&-荆.-金.-今.成都话读音相同&

3至000趾000址4四趾分明%并无紊乱 ()+#!!+右&)’

凭众经踏%四址分明&(’+!!$+右&)

(三)类化而误
因受上下文影响%书写时给原本没有偏旁的字加上偏旁%或

把该字偏旁变得跟上下文邻近字的偏旁一致&如#

*!!*



### !蜀风学术论衡 ("#!$)! "
######!!!成都学院 (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论文集

3诓0004缘射利棍徒假充騙%历经查拏严究& ()#*+
##&+右")

!玉篇*言部"#-诓%狂言也&. !广韵*漾韵"# -诓%谬
言&.也指说谎话骗人 (!汉语大字典"+",%以下简称 !汉语")%
-诓骗.之 -诓.即是&-诓.字从 -言.%正好表明此字字义与
说话有关&而此处 -诓.字却改换成了 -马.旁%这是受到其后
-骗.字从 -马.的类化影响而致&

3串000000钏4比日凭证言明%客家自备无利押租时用
铜钱肆佰鋛正&("’%+"#&+右))

比日凭证言明%客家自备无利押租钱弍百钏正%每年实纳房
租钱六拾釧正%十月交清%不得短少&("%’+"#%+右&$))

此两例中的 -.-钏.二字是汉字系统已有之字%但均无
钱串量词之意义与用法&!龙龛手鉴*金部"指出 -.乃 -矿.

之俗字&!广韵*梗韵"#-矿%同矿&.!集韵*梗韵"#-磺%!说
文"#/铜铁朴石也&2或作矿$矿&.而 !说文新附"#-钏%臂环
也&从金川聲&.!集韵"#-钏%环也&.!正字通"#-钏%古男女
同用&今惟女饰有之&.(!汉语")!龙泉契约"中 -.-钏.

二字专用于计量钱串%而且用例颇多%实是受到言说钱两的语境
的影响而在 -串.字左边添加了 -金.%又因 -串.-川.音近而
将 -串.改写作了 -川.&

再如#
3商0004父子议%情愿出售&(!)+#!)+右")
-商.受 -议.的类化而加上了 -言.旁&
3黄荆馬桑000横栟榪榬4横栟榪榬&("%$+#!+右*)
3扇0004门具全&("(%+!%"+右&)

以上两例中的五个汉字均是在言说树木柴草的特定语境中而
在原字基础上添加了 -木.旁% -桑.字还因音同写作了 -丧.

字多一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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