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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

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

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

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

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本书所谓经典是广义的用法，包括

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要读懂这些书，特

别是经、子，得懂 “小学”，就是文字学，所以 《说文解字》

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

读经的教育。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自然偏枯失

调；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残了

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

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

家认为是开倒车。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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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典 常 谈

准里却有 “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

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 “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

名著之能力”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

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

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

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这实在是一种

进步。

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

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朱子似乎见到了这个，他注 “四

书”，一种作用就是使 “四书”普及于一般人。他是成功的，

他的 “四书”注后来成了小学教科书。又如清初人选注的

《史记菁华录》，价值和影响虽然远在 “四书”注之下，可是

也风行了几百年，帮助初学不少。但到了现在这时代，这些

书都不适用了。我们知道清代 “汉学家”对于经典的校勘和

训诂贡献极大。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有些该是

全书，有些只该是选本节本———应该尽可能地采取他们的结

论；一面将本文分段，仔细地标点，并用白话文作简要的注

释。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这需要

见解、学力和经验，不是一个人一个时期所能成就的。商务

印书馆编印的一些 “学生国学丛书”，似乎就是这番用意，

但离我们理想的标准还远着呢。理想的经典读本既然一时不

容易出现，有些人便想着先从治标下手。顾颉刚先生用浅明

的白话文译 《尚书》，又用同样的文体写 《汉代学术史略》，

用意便在这里。这样办虽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亲近经典，却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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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能启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这部小书也

只是向这方面努力的工作。如果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

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尽了

他做尖兵的一份儿。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

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

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这部书不是 “国学概论”一类。照编撰者现在的意见，

“概论”这名字容易教读者感到自己满足；“概论”里好像什

么都有了，再用不着别的———其实什么都只有一点儿！ “国

学”这名字，和西洋人所谓 “汉学”一般，都未免笼统的毛

病。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分别标明历史和语

言，不再浑称 “国学”，确是正办。这部书以经典为主，以

书为主，不以 “经学”“史学”“诸子学”等作纲领。但

《诗》《文》两篇，却还只能叙述源流；因为书太多了，没法

子一一详论，而集部书的问题，也不像经、史、子的那样重

要，在这儿也无须详论。书中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

史、子、集的顺序，并照传统的意见将 “小学”书放在最前

头。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

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全篇的参考资料，

开列在各篇后面；局部的，随处分别注明。也有袭用成说而

没有注出的，那是为了节省读者的注意力；一般的读物和考

据的著作不同，是无须乎那样严格的。末了儿，编撰者得谢

谢杨振声先生，他鼓励编撰者写下这些篇 “常谈”。还得谢

谢雷海宗先生允许引用他还没有正式印行的 《中国通史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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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典 常 谈

读》讲义，陈梦家先生允许引用他的 《中国文字学》稿本。

还得谢谢董庶先生，他给我抄了全份清稿，让排印时不致有

太多的错字。

朱自清

三十一年二月，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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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 第一

中国文字相传是黄帝的史官叫仓颉的造的。这仓颉据说有

四只眼睛，他看见了地上的兽蹄儿、鸟爪儿印着的痕迹，灵感

涌上心头，便造起文字来。文字的作用太伟大了，太奇妙了，

造字真是一件神圣的工作。但是文字可以增进人的能力，也可

以增进人的巧诈。仓颉泄漏了天机，却将人教坏了。所以他造

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人有了文字，会变机灵了，会

争着去做那容易赚钱的商人，辛辛苦苦去种地的便少了。天怕

人不够吃的，所以降下米来让他们存着救急。鬼也怕这些机灵

人用文字来制他们，所以夜里嚎哭①；文字原是有巫术的作用

的。但仓颉造字的传说，战国末期才有。那时人并不都相信，

如 《易·系辞》里就只说文字是 “后世圣人”造出来的。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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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典 常 谈

“后世圣人”不止一人，是许多人。我们知道，文字不断地在

演变着，说是一人独创，是不可能的。《系辞》的话自然合理

得多。

“仓颉造字说”也不是凭空起来的。秦以前是文字发生与

演化的时代，字体因世因国而不同，官书虽是系统相承，民间

书却极为庞杂。到了战国末期，政治方面，学术方面，都感到

统一的需要了，鼓吹的也有人了；文字统一的需要，自然也在

一般意识之中。这时候抬出一个造字的圣人，实在是统一文字

的预备工夫，好教人知道 “一个”圣人造的字当然是该一致

的。《荀子·解蔽篇》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

也。”“一”是 “专一”的意思，这儿只说仓颉是个整理文字的

专家，并不曾说他是造字的人，可见得那时 “仓颉造字说”还

没有凝成定型。但是，仓颉究竟是什么人呢？照近人的解释，

“仓颉”的字音近于 “商契”，造字的也许指的是商契。商契是

商民族的祖宗。“契”有 “刀刻”的义；古代用刀笔刻字，文

字有 “书契”的名称。可能的因为这点联系，商契便传为造字

的圣人。事实上商契也许和造字全然无涉，但这个传说却暗示

着文字起于夏商之间。这个暗示也许是值得相信的。至于仓颉

是黄帝的史官，始见于 《说文·序》。“仓颉造字说”大概凝定

于汉初，那时还没有定出他是哪一代的人；《说文·序》所称，

显然是后来加添的枝叶了。

识字是教育的初步。《周礼·保氏》说贵族子弟八岁入小

学，先生教给他们识字。秦以前字体非常庞杂，贵族子弟所学

的，大约只是官书罢了。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他也统一了文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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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第一

字；小篆成了国书，别体渐归淘汰，识字便简易多了。这时候

贵族阶级已经没有了，所以渐渐注重一般的识字教育。到了汉

代，考试史、尚书史 （书记秘书）等官儿，都只凭识字的程

度；识字教育更注重了。识字需要字书。相传最古的字书是

《史籀篇》，是周宣王的太史籀作的。这部书已经佚去，但许慎

《说文解字》里收了好些 “籀文”，又称为 “大篆”，字体和小

篆差不多，和始皇以前三百年的碑碣器物上的秦篆简直一样。

所以现在相信这只是始皇以前秦国的字书。“史籀”是 “书记

必读”的意思，只是书名，不是人名。

始皇为了统一文字，教李斯作了 《仓颉篇》七章，赵高作

了 《爰历篇》六章，胡母敬作了 《博学篇》七章。所选的字，

大部分还是 《史籀篇》里的，但字体以当时通用的小篆为准，

便与 “籀文”略有不同。这些是当时官定的标准字书。有了标

准字书，文字统一就容易进行了。汉初，教书先生将这三篇合

为一书，单称为 《仓颉篇》。秦代那三种字书都不传了；汉代

这个 《仓颉篇》，现在残存着一部分。西汉时期还有些人作了

些字书，所选的字大致和这个 《仓颉篇》差不多。就中只有史

游的 《急就篇》还存留着。《仓颉》残篇四字一句，两句一韵。

《急就篇》不分章而分部，前半三字一句，后半七字一句，两

句一韵；所收的都是名姓、器物、官名等日常用字，没有说

解。这些书和后世 “日用杂字”相似，按事类收字———所谓分

章或分部，都据事类而言。这些一面供教授学童用，一面供民

众检阅用，所收约三千三百字，是通俗的字书。

东汉和帝时，有个许慎，作了一部 《说文解字》。这是一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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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的 《说文解字》版本

部划时代的字书。经

典和别的字书里的字，

他都搜罗在他的书里，

所以有九千字。而且

小篆之外，兼收籀文、

“古文”；“古文”是鲁

恭王所得孔子宅 “壁

中 书” 及 张 仓 所 献

《春秋左氏传》的字体，大概是晚周民间的别体字。许氏又分

析偏旁，定出部首，将九千字分属五百四十部首。书中每字都

有说解，用晚周人作的 《尔雅》，扬雄的 《方言》，以及经典的

注文的体例。这部书意在帮助人通读古书，并非只供通俗之

用，和秦代及西汉的字书是大不相同的。它保存了小篆和一些

晚周文字，让后人可以溯源沿流；现在我们要认识商周文字，

探寻汉以来字体演变的轨迹，都得凭这部书。而且不但研究字

形得靠它，研究字音字义也得靠它。研究文字的形音义的，以

前叫 “小学”，现在叫文字学。从前学问限于经典，所以说研

究学问必须从小学入手；现在学问的范围是广了，但要研究古

典、古史、古文化，也还得从文字学入手。《说文解字》是文

字学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门径。

《说文·序》提起出土的古器物，说是书里也搜罗了古器

物铭的文字，便是 “古文”的一部分，但是汉代出土的古器物

很少；而拓墨的法子到南北朝才有，当时也不会有拓本，那些

铭文，许慎能见到的怕是更少。所以他的书里还只有秦篆和一

４



《说文解字》第一

些晚周民间书，再古的可以说是没有。到了宋代，古器物出土

的多了，拓本也流行了，那时有了好些金石图录考释的书。

“金”是铜器，铜器的铭文称为金文。铜器里钟鼎最是重器，

所以也称为钟鼎文。这些铭文都是记事的。而宋以来发现的铜

器大都是周代所作，所以金文多是两周的文字。清代古器物出

土的更多，而光绪二十五年 （西元一八九九）河南安阳发现了

商代的甲骨，尤其是划时代的。甲是龟的腹甲，骨是牛胛骨。

商人钻灼甲骨，以卜吉凶，卜完了就在上面刻字纪录。这称为

甲骨文，又称为卜辞，是盘庚 （约西元前一三○○）以后的商

代文字。这大概是最古的文字了。甲骨文，金文，以及 《说

文》里所谓 “古文”，还有籀文，现在统统算作古文字，这些

大部分是文字统一以前的官书。甲骨文是 “契”的，金文是

“铸”的。铸是先在模子上刻字，再倒铜。古代书写文字的方

法除 “契”和 “铸”外，还有 “书”和 “印”，因用的材料而

异。“书”用笔，竹木简以及帛和纸上用 “书”。“印”是在模

子上刻字，印在陶器或封泥上①。古代用竹木简最多，战国才

有帛；纸是汉代才有的。笔出现于商代，却只用竹木削成。竹

木简、帛、纸，都容易坏，汉以前的，已经荡然无存了。

造字和用字有六个条例，称为 “六书”。“六书”这个总名

初见于 《周礼》，但六书的各个的名字到汉人的书里才见。一

是 “象形”，象物形的大概，如 “日”“月”等字。二是 “指

事”，用抽象的符号，指示那无形的事类，如 “ ”（上）“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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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典 常 谈

（下）两个字，短画和长画都是抽象的符号，各代表着一个物

类。“ ”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上，“ ”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下。

这 “上”和 “下”两种关系便是无形的事类。又如 “刃”字，

在 “刀”形上加一点，指示刃之所在，也是的。三是 “会意”，

会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为一个字，这一个字的意义是那几个

字的意义积成的，如 “止”“戈”为 “武”，“人”“言”为

“信”等。四是 “形声”，也是两个字合成一个字，但一个字是

形，一个字是声；形是意符，声是音标。如 “江”“河”两字，

“氵” （水）是形，“工”“可”是声。但声也有兼义的。如

“浅”“钱”“贱”三字，“水”“金”“贝”是形，同以 “戋”为

声；但水小为 “浅”，金小为 “钱”，贝小为 “贱”，三字共有

的这个 “小”的意义，正是从 “戋”字来的。象形、指事、会

意、形声，都是造字的条例；形声最便，用处最大，所以我们

的形声字最多。

五是 “转注”，就是互训。两个字或两个以上的字，意义

全部相同或一部相同，可以互相解释的，便是转注字，也可以

叫作同义字。如 “考”“老”等字，又如 “初”“哉”“首”

“基”等字；前者同形同部，后者不同形不同部，却都可以

“转注”。同义字的孳生，大概是各地方言不同和古今语言演变

的缘故。六是 “假借”，语言里有许多有音无形的字，借了别

的同音的字，当作那个意义用。如代名词，“予”“汝”“彼”

等，形况字 “犹豫”“孟浪”“关关”“突如”等，虚助字 “于”

“以”“与”“而”“则”“然”“也”“乎”“哉”等，都是假借

字。又如 “令”，本义是 “发号”，借为县令的 “令”；“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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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是 “久远”，借为县长的 “长”。“县令”“县长”是 “令”

“长”的引申义。假借本因有音无字，但以后本来有字的也借

用别的字。所以我们现在所用的字，本义的少，引申义的多，

一字数义，便是这样来的。这可见假借的用处也很广大。但一

字借成数义，颇不容易分别。晋以来通行了四声，这才将同一

字分读几个音，让意义分得开些。如 “久远”的 “长”平声，

“县长”的 “长”读上声之类。这样，一个字便变成几个字了。

转注、假借都是用字的条例。

象形字本于图画。初民常以画记名，以画记事；这便是象

形的源头。但文字本于语言，语言发于声音，以某声命物，某

声便是那物的名字，这是 “名”；“名”该只指声音而言。画出

那物形的大概，是象形字。“文字”与 “字”都是通称；分析

地说，象形的字该叫作 “文”，“文”是 “错画”的意思①。

“文”本于 “名”，如先有 “日”名，才会有 “日”这个 “文”；

“名”就是 “文”的声音。但物类无穷，不能一一造 “文”，便

只得用假借字。假借字以声为主，也可以叫作 “名”。一字借

为数字，后世用四声分别，古代却用偏旁分别，这便是形声

字。如 “ ”本象箕形，是 “文”，它的 “名”是 “ ”。而日

期的 “期”，旗帜的 “旗”，麒麟的 “麒”等，在语言中与

“ ”同声，却无专字，便都借用 “ ”字。后来才加 “月”

为 “期”，加 “ ”为 “旗”，加 “鹿”为 “麒”，一个字变成

了几个字。严格地说，形声字才该叫作 “字”，“字”是 “孽乳

７

① 《说文·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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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渐多”的意思①。象形有抽象作用，如一画可以代表任何一

物，“ ”（上）“ ”（下）“一”“二”“三”其实都可以说是

象形。象形又有指示作用，如 “刀”字上加一点，表明刃在那

里。这样，旧时所谓指事字其实都可以归入象形字。象形还有

会合作用，会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子，表示一个意义；那

么，旧时所谓会意字其实也可以归入象形字。但会合成功的不

是 “文”，也该是 “字”。象形字、假借字、形声字，是文字发

展的逻辑的程序，但甲骨文里三种字都已经有了。这里所说的

程序，是近人新说，和 “六书说”颇有出入。“六书说”原有

些不完备不清楚的地方，新说加以补充修正，似乎更可信些。

秦以后只是书体演变的时代。演变的主因是应用，演变的

方向是简易。始皇用小篆统一了文字，不久便又有了 “隶书”。

当时公事忙，文书多，书记虽遵用小篆，有些下行文书，却不

免写得草率些。日子长了，这样写的人多了，便自然而然成了

一体，称为 “隶书”；因为是给徒隶等下级办公人看的。这种

字体究竟和小篆差不多。到了汉末，才渐渐变了，椭圆的变为

扁方的，“敛笔”变为 “挑笔”。这是所谓汉隶，是隶书的标

准。晋唐之间，又称为 “八分书”。汉初还有草书，从隶书变

化，更为简便。这从清末以来在新疆和敦煌发现的汉晋间的木

简里最能见出。这种草书，各字分开，还带着挑笔，称为 “章

草”。魏晋之际，又嫌挑笔费事，改为敛笔，字字连书，以一

行或一节为单位，这称为 “今草”。隶书方整，去了挑笔，又

８

① 《说文·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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