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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書以現有戰國秦楚簡文資料爲基礎，在漢字構形學理論的指導下，從直接構件
層面完成了秦楚簡文的量化評估，在此基礎上根據科學的對比數據，歸納整理戰國時
期秦楚簡文的特點，探求秦楚兩國文字的内部發展機制，彌補了戰國文字分域研究中
的不足，有助於戰國文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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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至戰國時代，漢字進入大發展時期，各國文字的演變殊異，字形結構呈現鮮明

的地域性特徵。自現代戰國文字研究濫觴以來，分域研究就一直是其中的重要課

題，並且與戰國文字資料的發現及研究同步發展、不斷深化。現在出土的戰國文獻

主要是秦楚簡文，它們是戰國文字分域研究極其珍貴的語料。綜合考釋成果，全面

比較秦楚簡文構件系統的工作仍有待進一步深入。究其原因，要者有三：第一，以

往大多選取秦文字或楚文字做專題研究，兼及相關文字考釋，系統、綜合比較不足。

第二，近年來陸續有新的文字資料發佈，研究者結合新舊資料，就一些重要問題又

有更爲深入的探討，既有研究特别是構件系統比較研究日漸滯後。第三，現有研究

側重於以個别字形爲單位做舉例性探討，而窮盡性進行秦楚簡文構件系統的比較

研究似顯不足。基於此，本書的研究内容是窮盡現有戰國秦楚簡文資料，全面總結

和呈現當下研究成果，從構件層面來完成兩者的量化評估，在此基礎上根據科學的

對比數據，歸納整理戰國時期秦楚簡文的特點，探求秦楚兩國文字的内部發展機

制，從而爲戰國文字以及漢字形體上古發展史的研究提供重要參考。

爲保證最終成果的學術品質，本書在全面吸收迄今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完

成了對收録的戰國秦楚簡文的數字化處理工作。在研究前期階段，建立了一個較

爲完善的戰國秦楚文獻語料庫。語料庫包括以下幾個層面：一是簡文的原始圖片

資料，確保語料庫來源的真實性；二是將秦楚文獻本體材料録入數據庫，使之變成

可作數字化檢索的對象；三是對録入的原始信息進行自然屬性的標注，比如時代、

類型、著録出處等信息；四是選擇最能反映文字系統特徵的構形單位作爲研究視

角，對比較研究所需要的屬性信息進行標注。最後，依託上述平臺，通過計算機數

據分析和統計手段，將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有機地結合起來，實現對戰國秦楚簡文

構件系統的比較，填補漢字發展史研究的缺漏。

本書的具體研究成果由四個部分和附表組成。第一部分，緒論。綜述戰國秦

楚簡文的現有研究情況，以及概述材料的來源以及字表的製作。第二部分，對戰國

秦楚簡文中存在的特異構件進行整理辨析。將特異構件分爲傳承特異構件和新增

特異構件兩個類型。在此基礎上，整理出秦簡牘文特異構件９６個，楚簡帛文特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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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件３１１個。第三部分，分别從不重複字形層面、文獻用字層面、結構功能層面和

新增特異構件四個方面，對戰國秦楚簡文特異構件的影響力進行計算評估，並在此

基礎上勾勒出秦楚簡文的構形差異程度。統計數據表明：第一，在不重複字形層

面，戰國秦楚簡文特異構件影響力不大，二者構形差異度小，而在文獻用字層面更

是如此。第二，在結構功能層面，戰國秦楚簡文特異構件都比較側重於表音構件系

統；而相較秦簡牘文而言，楚簡帛文中會意特異構件和表音特異構件更爲發達；相

較楚簡帛文而言，秦簡牘文中象形特異構件、指事特異構件和無理特異構件更爲發

達。第三，以新增特異構件這個視角來看，在不重複字形層面和文獻用字層面，戰

國秦楚簡文在戰國時段各自出現的特異構件所造成的影響力則更小。從新增特異

構件的功能分佈看，相較秦簡牘文而言，戰國時段出現的楚簡帛文表音特異構件更

爲發達；而相較楚簡帛文而言，戰國時段出現的秦簡牘文象形特異構件、指事特異

構件、會意特異構件和無理特異構件更爲發達。第四部分，從特異構件産生的原因

來分析戰國秦楚簡文發展的不同趨向。從漢字本體來考察，形成楚簡帛文特異構

件的原因，比秦簡牘文特異構件的成因要相對複雜一些。除了傳承異形、局部變

異、另造新形和構件訛變是兩者都有的原因以外，楚簡帛文特異構件的成因還有增

加構件和省減構件兩類。通過對各類原因所形成的特異構件在不同層面上的分佈

情況的量化統計，發現秦簡牘文在發展過程中，對傳統文字體系進行了較大的改

易，總體趨於簡化，注重應用性，而且漢字生成機制的無理性增強；而楚簡帛文在發

展過程中，保持了較強的傳承性，通過一些調整和新造來保持漢字與語言發展的同

步，試圖維持漢字生成機制的理據性，總體上趨於繁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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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　論００１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意義及研究現狀

一、研究意義

戰國時代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動蕩時期，也是漢字演變歷程中的一個重要

的嬗變階段。這一時期，漢字走上了依地區或國别而異形、分化的道路，許慎在《説

文解字·敍》中就指出該時期“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混亂情形。在目前出土的當

時文獻材料中，以秦、楚兩國的簡牘文字材料最爲豐富。因此，將兩類文字進行比

較研究，特别是深入到構件層次，對於發現兩類文字形體的聯繫和差異，反映兩者

發展趨向的異同，以及描述戰國文字全貌，具有不可或缺的意義。同時，這也將爲

構建完整的漢字發展史提供重要的材料依據和數據印證，填補漢字發展史研究中

的空白。

二、研究現狀

戰國文字一直是文字學界研究的熱點，其中，秦、楚兩國文字因出土的簡牘文

獻資料最爲豐富而備受關注，秦簡牘文、楚簡帛文研究之成果蔚爲大觀。

１．秦簡牘文研究

隨着秦始皇肅清環宇、一統天下，漢字也結束了形體紛呈的局面而統於小篆。

然而之前的秦國文字是什麽樣子？人們更多的只能憑藉幾個石鼓進行揣測。二十

世紀七十年代起，大量秦國簡牘的出土，使秦國文字的面貌更加豐富而真實地呈現

在人們面前，在學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目前，相關研究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對秦簡牘文獻的整理和考釋。這是開展各項研究工作的基礎。自各批

秦簡現世以來，諸多語言文字專家就對秦簡文進行了疏理和考釋。這類成果可以

分爲三個種類：第一類是全部篇章考釋彙集性專著。目前主要有６部，分别是劉

信芳、梁柱編撰《雲夢龍崗秦簡》（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７年），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編撰《龍崗秦簡》（中華書局２００１年），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

物館編撰《關沮秦漢墓簡牘》（中華書局２００１年），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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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虎地秦墓竹簡》（線裝本）（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撰

《睡虎地秦墓竹簡》（３２開平裝本）（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

組編撰《睡虎地秦墓竹簡》（８開精裝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其中後三種不同

版本的《睡虎地秦墓竹簡》并非僅在裝幀上存在差别，内容也略有不同：線裝本、平

裝本都没有收入《日書》，而且平裝本使用簡體字排印，没有圖版；精裝本則收有《日

書》，全書用繁體排印，附有圖版可供對照，而且由於精裝本出版時間最晚，對簡文

考釋更爲可靠和完善。第二類是具體篇章考釋彙集性專著。例如：饒宗頤、曾憲

通編撰《雲夢秦簡日書研究》（見《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中華書局１９９３年），劉

樂賢編撰《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和王子今編撰《睡虎地

秦簡〈日書〉甲種疏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等。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日書》

一篇之上，對該篇文字釋讀方面做了大量補充。第三類是考釋性的單篇論文，這類

成果最爲豐富。比較重要的主要有：李學勤《青川郝家坪木牘研究》（見《文物》

１９８２年第１０期），李學勤《雲夢龍崗木牘試釋》（見《龍崗秦簡》，中華書局２００１年），

胡平生《雲夢龍崗秦簡考釋校證》（見《簡牘學研究》第一輯，甘肅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何雙全《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考述》（見《秦漢簡牘論文集》，甘肅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９年），秦簡整理小組《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釋文》（見《秦漢簡牘論

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楊宗兵《里耶秦簡釋義商榷》（見《中國歷史文物》

２００５年第２期），胡平生《讀里耶秦簡札記》（見《中國文物報》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２日），

裘錫圭《讀簡帛文字資料札記》（見《簡帛研究》第一輯，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劉釗

《談睡虎地秦簡中的“濆”字》（見《古漢語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３期），黄文傑《秦系簡牘

文字譯釋商榷》（見《中山大學學報》１９９６年第３期），等等。這些考釋性的單篇論

文對簡牘文獻中的個别語言文字現象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和研究。

第二，秦簡文字編的纂輯。這爲秦簡牘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參照。編

製秦簡文字編，對於凡是使用這批材料進行研究的學者來説都大有裨益。目前所

見，較爲早期的主要有４部文字編：第一部是１９８８年東北師範大學張世超、張玉

春合編的《秦簡文字編》，這是秦簡出土以來的第一部文字編。由於成書時間較早，

該書在收字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當時《睡虎地秦墓竹簡》精裝本尚未出版，因此該

書没有能夠參考《日書》兩種的文字材料。此外，由於該書出版於日本，國内只有極

少數人、極少數圖書館得以知曉和收藏。第二部是１９９３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陳振裕、劉信芳合編的《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全書以睡虎地秦墓竹簡文字爲主，兼

顧少量青川木牘和龍崗簡牘文字。該書每字所轄字形大多采用簡文圖片，若原簡

字形圖片不清晰則附摹寫字形。這避免了因摹寫而致使字形走樣的問題，爲研究

者提供了準確可靠的字形。第三部是１９９４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張守中編撰的《睡

虎地秦簡文字編》。全書收字範圍只包含所有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字，按《説文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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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部首排列，對未見於《説文解字》中的字均加以説明，每字所轄字形依《睡虎地秦

墓竹簡》（精裝本）圖版摹寫。雖然所有字形非原始圖片，但是摹寫品質比較高，盡

可能地還原了字形結構和筆法體式的特色。第四部是１９９３年陝西人民教育出版

社出版，袁仲一、劉鈺編輯的《秦文字類編》。該書是參考秦簡材料範圍最廣的一

部，不僅包括除龍崗秦簡之外的當時已發表的全部秦簡文字材料，還包括大量秦系

金文、陶文和石刻文字。近期，方勇的《秦簡牘文字編》（２０１２年）是目前收字最多

的秦簡文字編。張顯成的《秦簡逐字索引》（２０１０年）則對已正式公佈的各批秦簡

材料編製了逐字索引，爲研究者提供一個比較完善的參考文本和檢索工具。

第三，對秦簡牘文獻用字現象的研究。在秦簡文字研究之初，人們就已經注意

到秦簡文獻用字存在大量的假借情況，因此，出現了大量的文章對秦簡文獻中通假

字等特殊用字現象進行探究，甚至形成了一些論文、專著對這類問題進行深入討

論。論文類有：陳文傑《睡虎地秦墓竹簡通假字略論》（見《山东教育学院学報》

１９９９年第１期）、劉方文《試析〈睡虎地秦墓竹簡〉中的同音假借》（見《寧夏大學學

報》１９８５年第４期）、趙立偉《睡虎地秦墓竹簡四種用字研究》（見《重慶市第二屆語

言年會論文》１９９９年１１月）、趙平安《秦漢簡帛通假字的文字學研究》（見《河北大

學學報》１９９１年第４期）和《秦至漢初簡帛文字與假借改造字字淵考證》（見《簡帛

研究》第二輯，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等。專著類有：袁仲一、劉鈺編撰的《秦文字通

假集釋》（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趙立偉撰寫的碩士論文《睡虎地秦墓竹簡

通假字、俗字研究》（西南師範大學２００２年）等。

第四，對秦簡牘文形體的研究。較早的成果有：吴白陶《從出土秦簡帛書看秦

漢早期隸書》（見《文物》１９７８年第２期）、鐘鳴天和左承德《從雲夢秦簡看秦隸》（見

《書法》１９８３年第３期）、李學勤《秦簡的古文字學考察》（見《云夢秦簡研究》，中華

書局１９８１年）等。之後較重要的論文有：黄文傑《睡虎地秦簡文字形體的特點》

（見《中山大學學報》１９９４年第２期）、郝茂《秦簡新構字論析》（見《語言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１期）、魏德勝《雲夢秦簡與〈説文〉的用字》（見《簡帛語言文字研究》第一輯，巴

蜀書社２００２年）、楊宗兵《秦文字“草化”論析》（見《漢字研究》第一輯，學苑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等。除了上述單篇論文外，也有大量專著對秦簡文字本體進行系統的研

究，例如：郝茂撰寫的《秦簡文字系統之研究》（新疆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宋瑉映

撰寫的博士論文《〈秦簡〉文字與〈説文〉小篆字形比較研究》（北京師範大學１９９７

年）、黎東明撰寫的博士論文《秦系文字研究》（首都師範大學１９９９年）、孫鶴撰寫的

博士論文《秦簡牘書研究》（首都師範大學２００４年）、徐筱婷的碩士論文《秦系文字

構形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２０００年）、楊宗兵的博士論文《秦文字字體研究》（北

京師範大學２００５年）、陳松長的《岳麓書院藏秦簡的整理與研究》（中西書局２０１４

年）等。此外，對於簡文形體特點的基礎研究散見於一些通論性的文字學理論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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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如裘錫圭《文字學概要》第四部分、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第三章都設專節討論

秦系文字等。

總之，秦簡牘文獻在其出土的三十多年内，在各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得出了很

多權威性的論斷。其中對秦簡文字的形體特點，形成了一些公認的結論。其内容

包括秦簡文字形體的基本特點、秦簡文字字體與隸書、小篆之間的關係等問題。

如：黄文傑對秦簡文字的形體特點進行了總結性的論述：“秦簡字形繼承和保留了

篆文的某些寫法，其結構多與秦篆相合，但用筆普遍出現了平直方折的變化，呈現

出一種古文字起了變化而今文字尚未定型的過渡形態。”①何琳儀也有類似的認

識：“秦隸最大的特點是，把秦篆的圓轉筆畫分解爲方折筆畫，並進一步線條化”，并

且進一步闡釋“秦篆和秦隸是商周古文字向秦漢文字過渡時的孿生兄弟，……傳統

的秦篆發展成爲統一後的小篆，戰國中晚期形成的秦隸則發展成爲漢代的隸書。”②

２．楚簡帛文研究

戰國七雄以秦、楚最強，秦有崤函之固，楚有長江之險，兩國形成了不同於其他

五國的文化特質。隨着楚簡帛文獻的大量出土，楚簡帛文逐漸成爲一個獨立的研

究課題被廣泛關注，至今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第一，對楚簡帛文獻的整理和釋讀。這批成果分爲三類。第一類是對第一手

材料的整理和彙釋性編著。目前所見共有１６部，分别是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編撰的

《信陽楚墓》（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６年）、湖北省博物館編撰《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中文系合編《望山楚簡》（中華書局

１９９５年）、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編撰《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年）、荆門市

博物館編撰《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

大學中文系合編《九店楚簡》（中華書局２０００年）、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

楚竹書》（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撰

《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３年）。這些專著都彙集了當時著名學者的研究

成果，基本掃清了文字障礙，爲釋讀和進一步研究相關楚簡帛材料提供了最有價值

的藍本。第二類是對各批楚簡的補釋性專著。楚簡的研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自

各批楚簡出土以來，學術界在對字詞的考釋、文意的理解和簡文編連等方面一直在

補充完善。因此，許多專家學者相繼吸收學術界的最新成果，編撰各類楚簡的校讀

和補釋專著。例如：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陳偉

《包山楚簡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中

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７年）、劉釗《郭店楚簡校釋》（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等。

①

②

黄文傑：《睡虎地秦簡文字形體的特点》，《中山大學學報》（哲社版），１９９４年第２期，第１２４頁。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第１９５—１９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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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專著對楚簡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第三類是考釋性的單篇論文。由於

楚簡帛文獻出土量大，内容涉及廣，這些年來，對楚簡帛文的考釋文章可謂汗牛充

棟。例如：彭浩《信陽長台關楚簡補釋》（見《江漢考古》１９８４年第２期）、朱德熙《望

山楚簡裏的“軗”和“墨”》（見《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中华書局１９８９年）、何琳儀

《信陽楚簡選釋》（見《文物研究》第八期，黄山書社１９９３年）、張桂光《〈郭店楚墓竹

簡·老子〉釋注商榷》（見《江漢考古》１９９９年第２期）、陳秉新《包山楚簡考釋商榷》

（見《南方文物》１９９８年第３期）、李守奎《江陵九店５６號墓竹簡考釋四則》（見《江漢

考古》１９９７年第４期）、劉信芳《楚簡文字考釋五則》（見《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

文集》，吉林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劉釗《釋楚簡中的“繆”字》（見《江漢考古》１９９９

年第１期）、李家浩《楚墓竹簡中的“昆”字及從“昆”之字》（見《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

選集·李家浩卷》，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楊澤生《楚系簡牘中從“肉”從“歹”之

字考釋》（見《古漢語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３期）、張鐵慧《〈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與考釋〉讀

後記》（見《江漢考古》１９９６年第３期）、白于藍《釋包山楚簡中的“巷”字》（見《殷都

學刊》１９９７年第３期）、李學勤《釋〈詩論〉簡“兔”及從“兔”之字》（見《北方論叢》

２００３年第１期）、何琳儀《新蔡竹簡選釋》（見《安徽大學學報》２００４年第３期）、陳偉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零釋》（見《武漢大學學報》２００４年第４期）、史傑

鵬《上博簡〈容成氏〉字詞考釋二則》（見《江漢考古》２００７年第１期）等等。

第二，楚簡帛文字編的撰輯。文字編的編輯存在兩種形式。一種是以某種單

一楚簡帛材料爲根據的文字編。主要有張光裕主編、袁國華合編的《包山楚簡文字

編》（臺灣藝文印書館１９９２年）和《郭店楚簡研究·第一卷·文字編》（臺灣藝文印

書館１９９９年），張光裕、黄錫全、滕壬生主編的《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臺灣藝文印

書館１９９７年），張守中等人編輯的《包山楚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和《郭

店楚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０年），曾憲通編輯的《長沙楚帛書文字編》（中華書

局１９９３年）。前三部由於在臺灣出版，大陸學者一般很難見到。張守中等人所編

的兩部文字編字形清晰，查找方便，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另一種是以多種楚簡材

料爲依據的文字編。主要有郭若愚編輯的《戰國楚簡文字編》（上海書畫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該書包括仰天湖和信陽兩批楚簡材料；滕壬生編輯的《楚系簡帛文字編》

（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此書收字材料比較豐富，含湖北江陵天星觀、秦家嘴、

范家坡、磚瓦廠等六批楚簡，但釋字或有疏誤，李零《讀楚系簡帛文字編》（見《出土

文獻研究》第五輯，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對其中不足有所訂正；商承祚編輯的《戰國

楚竹簡彙編·字表》（齊魯書社１９９５年），收納了五里牌、仰天湖、楊家灣、信陽等楚

簡文字材料；李守奎編輯的《楚文字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３年），該書參考

材料範圍更廣，不限於簡牘帛書，還包括楚銅器文字、陶文字等，但由於其收字截止

時間是２０００年，故未能收《新蔡葛陵楚墓》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中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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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爲彌補此遺憾，李守奎後又出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

（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７年）進行補充。

第三，對楚簡帛文獻用字方面的研究。楚簡和秦簡一樣，文獻中存在很多通假

字等特殊用字現象，這也引起了諸多學者注意，并發表了多篇論文進行討論。如范

常喜撰寫的《郭店楚簡〈老子〉中的假借字》（見《菏澤師範專科學校學報》２００３年第

１期）、張青松的碩士論文《郭店楚簡通假字初探》（華南師範大學２００２年）、傅銘的

碩士論文《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一）通假字淺析》（華南師範大學２００４年）。

第四，對楚簡帛文的本體研究。有些研究者以某一種楚簡帛文爲研究對象，如

劉信芳撰寫的《包山楚簡近似之字辨析》（見《考古與文物》１９９６年第２期）、張静撰

寫的博士論文《郭店楚簡文字研究》（安徽大學２００２年）、王波的博士論文《郭店楚

簡形聲字定量研究》（華東師範大學２００７年）、張新俊的博士論文《上博楚簡文字研

究》（吉林大學２００５年）、李松儒碩士論文《郭店楚墓竹簡字跡研究》（吉林大學２００６

年）、朱曉雪的《包山楚簡綜述》（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等。還有很多研究者綜

合多種楚簡帛材料進行討論。如馬國權《戰國楚竹簡文字略説》（見《古文字研究》

第三輯，中華書局１９８０年），歸納了從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６５年出土的七批楚簡的特點；

黄錫全《楚系文字略論》（見《華夏考古》１９９０年第３期）則指出了楚文字的特性。

近期的比如李天虹《楚簡文字形體混同混訛舉例》（見《江漢考古》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結合楚簡文字中的一些例證探討了混同、混訛現象；李運富《楚國簡帛文字構形系

統研究》（岳麓書社１９９７年），對信陽竹簡、包山簡牘、子彈庫帛書、仰天湖簡四種楚

簡進行了窮盡性系統整理；林清源博士論文《楚國文字構形演變研究》（東海大學

１９９７年）①；張傳旭博士論文《楚文字形體演變的現象和規律》（首都師範大學２００２

年）和蕭毅的《楚簡文字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０年），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

歸納了一些楚文字形體演化的規律；吴建偉博士論文《戰國楚文字構件系統分析和

〈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一）〉文字考辨》（華東師範大學２００４年），對２００２年１２月

以前出土發表的戰國楚文字材料進行研究，對其構件系統進行全面整理；韓同蘭博

士論文《戰國楚文字用字調查》（華東師範大學２００３年），調查了１３種楚文字材料

中的字量、字頻等用字現象；魏宜輝博士論文《楚系簡帛文字形體訛變分析》（南京

大學２００３年），就楚系簡帛文字中訛體字例進行了分析，探討了古漢字階段形體演

變的一些特殊現象。此外，部分研究成果散見於一些通論性的專著或論文中，專著

如：裘錫圭《文字學概要》的第四部分和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的第三章都設專節

討論。單篇論文如：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証發展》（見《考古學報》１９７２年第１

期）、高開貴《略論戰國時期文字的簡化與繁化》（見《江漢考古》１９８８年第４期）、姚

① 由於該論文在臺灣地區收藏，故未能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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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遂《古漢字的形體結構及其發展階段》（見《古文字研究》第四輯，中華書局１９８０

年）、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見《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中

華書局１９８６年），等等。

楚簡帛與秦簡牘相較，楚簡帛出土量大，首批文獻出土時間早，研究時間長，因

此，楚簡帛文的研究更加充分和全面。在上述豐富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現在對楚

簡帛文已經有了較爲清晰、全面的認識。黄錫全認爲楚文字的特性是“文字形體與

它系有别、盛行鳥蟲書、並有别於它系的特殊字”①；李運富總結了楚簡帛文與戰國

文字的關係，認爲“從本質特徵和構形系統上來説，戰國文字仍是一個整體，楚國簡

帛文字的構形系統可以作爲這個整體的代表”，並在此基礎上總結了戰國文字的特

點：“戰國文字已是基本成熟的具有嚴密規律的漢字系統，但仍處在發展之中”②；

張傳旭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歸納了一些楚文字形體演化的規律：“一、楚文字中

的各種字體書體都是同一套文字在不同載體、場合、時段的具體表現，二、楚文字

與其他地域文字都是同屬於漢字體系中的一套文字，並非各自獨立發展的幾套文

字，三、文字的簡化和形聲化是漢字發展的主要規律，楚文字的發展也遵循着同樣

的規律”③。這些結論爲開展更深入、全面的秦簡牘文和楚簡帛文比較研究提供了

豐富、可靠的依托。

３．秦簡牘文、楚簡帛文比較研究

研究者在較早的時候就意識到，秦文字及戰國六國文字之間的相互比較，對釐

清該階段漢字整體面貌以及完善漢字發展史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就秦簡牘文和楚

簡帛文兩者存在的差異性和聯繫性而言，雖然在兩類文字本體研究之初就已經引

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但是目前爲止成果有限。如李運富在《楚國簡帛文字構形

系統研究》一書中，受材料所限，僅將楚文字構形系統和其他文字進行了一些大致

比較；萬業馨《略論書寫方法與戰國文字研究》（《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輯，中華書

局２００４年）就簡化過程中由於書寫方法的不同造成秦文字與其他六國文字的對立

進行了討論；張傳旭在《楚文字形體演變的現象和規律》中，也列舉一些字形對秦簡

和楚簡文字進行比較；孫鶴編撰的《秦文字研究》和楊宗兵編撰的《秦簡牘書研究》

都設專節比較秦簡牘文字與楚系文字。

４．研究空間

綜上所述，在豐富的秦簡、楚簡材料的基礎上，秦簡牘文和楚簡帛文的斷代研

①

②

③

黄錫全：《楚系文字略論》，《華夏考古》，１９９０年第３期，第９９—１０８頁。

李運富：《從楚文字的構形系統看戰國文字在漢字發展史上的地位》，《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社

版），１９９７年第３期，第３５—３９頁。

張傳旭：《楚文字形體演變的現象和規律》，首都師範大學博士論文，２００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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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已經獲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隨着更多出土文獻的發佈以及研究的不斷深入，

或對已有結論有了新的補充，或又發現了新問題。其中，如上文所講兩類文字的比

較，成爲比較突出的問題，而且秦簡牘文和楚簡帛文的比較研究還相當薄弱。但是

遺憾的是，目前的研究由於受到各種條件和因素（主要是材料和各種文字斷代研究

程度）的限制，或僅停留在一些理論上的闡釋，或只採取“枚舉法”，選擇部分代表性

的秦、楚簡帛材料進行文字形體比較，或兩種文字比較的層次不清晰。李運富在

《從楚文字的構形系統看戰國文字在漢字發展史上的地位》一文中就表現出對這一

問題的無奈：“秦系文字的構形系統還有待進一步分析和描述，目前尚無全面而確

切的資料可供利用”，所以只能“在全面分析和測查楚文字構形系統的基礎上，用同

樣的方法對其他國家的幾批文字材料（中山王墓各器、侯馬盟書、睡虎地秦簡）作大

致的分析和抽查”①。因此，更加全面系統地從構件角度開展秦簡牘文、楚簡帛文

的形體比較研究仍相當薄弱。

第二節　研究内容及方法

一、研究内容

由於諸侯割據、戰争頻繁，戰國時期的各國文字從春秋中晚期開始，就逐漸呈

現形體殊異的特點。就銘文而言，秦器銘文風格大體仍周之舊，齊器銘文結體修

長、富於裝飾，楚器銘文則用筆宛曲，譎麗流宕②。文字形態的這種地域性差别在

目前大量出土的戰國秦楚簡牘材料中，同樣明顯。面對構形現象紛繁複雜的秦楚

兩系文字材料，必須在構形系統中尋找切實可行的突破口進行對比研究。基於此，

本書在具體比較内容上有如下限定。

首先，選擇字下位的構形成分即構件，作爲比較研究對象。漢字構形學認爲：

漢字具有層級性結構，即單字、構件和線條（今文字階段是筆畫）。就秦、楚文字而

言，從單字層次比較只能流於表面，無法釐清深層同異；深入到最小單位層次，即線

條單位，又不符合秦、楚文字特性，兩者都處於漢字從古文字向今文字蜕嬗時期，線

條或黏或離，或繁或簡，不僅難措手足，而且并不能真實地反映文字特性。因此，構

件作爲比較研究單位最爲合理，一則便於通過單字拆分得出獨立的構件形體，二則

構件形體系統最能揭示該類型文字的深層特徵。

①

②

李運富：《從楚文字的構形系統看戰國文字在漢字發展史上的地位》，《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社

版），１９９７年第３期，第３８頁。

劉志基：《漢字———中國文化的元素》，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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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構件又包括直接構件、間接構件和基礎構件。其中，本書選擇直接構件

作爲考察範圍。因爲直接構件直接參與漢字構意，是考察漢字構形模式及構形理

據保存狀況的重要參數，文字的構形規律和特點在這個層面得以突顯。

最後，兩相比較，互有異同，而本書僅關注二者的差異性。因此，本書選擇兩者

相對特異的直接構件作爲最終的調查對象。所謂兩者相對特異的直接構件（本書

稱之爲特異構件），是指某種文字類型相較另一種文字類型，形體結構不同的直接

構件。而由書寫或形體演變造成的差異（比如在筆勢、筆畫數量等方面），不屬於特

異構件。比如構件“水”，楚簡中作“（上二／容／２４①，“波”字所從）”，秦簡中或作

“ （睡／語／１１②，“治”字所從）”，前者承襲商周文字形體，而後者因隸變所致，儘管

形體上存在差異，但二者提示的義類相同，因此不作爲特異構件。

基於此，本書具體研究内容爲：在戰國秦、楚簡文字數字化平臺的支持下，全

面梳理二者文字系統中存在的特異構件，并在此基礎上，通過特異構件實際參與的

構字量等相關屬性去評估這些特異構件的影響力，即造成兩者差異的量化評估，從

而揭示秦、楚文字不同的發展趨向。

二、研究方法

爲了完成研究目標，本書在漢字發展史理論和漢字構形學理論的指導下，採用

如下研究方法：

１．定量統計與定性分析

在數據庫等計算機手段介入的前提下，對秦、楚文字進行全面分析和比較，提

取出二者各自的特異構件，提交相關的量化數據。在測查手段上，設置多參數，包

括文字系統中特異構件的數量、頻率、功能類型等方面。在對各項數據進行理論分

析的時候，避免傳統的經驗式判斷，客觀地根據材料和數据下結論，以期真正做到

定量統計和定性分析的有機結合。

２．比較研究法

比較是研究漢字傳承與變異的必要手段，因此運用比較研究法，對秦、楚兩種

文字材料進行共時和歷時比較，可以明確它們形成、變化的源流及造成這種現象的

原因和條件。本書的共時比較，是指將兩種材料進行對比，整理出各自特異構件。

歷時比較，是指對特異構件源流進行考察，分析二者構件發展演變的軌跡。

①

②

楚簡帛文字形分佈的文獻單位表示法：著録名＋篇名（無篇名者只記著録名）＋簡號。考慮到篇幅

的因素，全書涉及的楚簡帛文著録名和篇名都以簡稱的方式出現，簡稱表見《附録：簡稱對應表》。

秦簡牘文字形分佈的文獻單位表示法：著録名＋篇名＋圖版號。考慮到篇幅的因素，全書涉及的秦

簡牘文著録名和篇名也都以簡稱的方式出現，簡稱表見《附録：簡稱對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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