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 

{ 

3
9

勾

n
u
ι
v
r
i
‘
 

zei kz 

• 

(6-055) 中华又化i!志·学术典

庞朴主辅

语富主字学志

申小龙撰

上悔..Á " ~ A4 ，IJ.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邮政编码"∞20)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880X 1270 毫米 32 开

刷

本

E~ 

开

340 ,000 数

张 13.875 

1998 年 10 月第 1 眶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08-02313一 l/K • 532 

141593 

1 E

在
挽
回
亏

字
印
擂
版
印
书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萧克

华
溪
'
尼

泽
营
企

刘
刘
革

主
在
昕吴

王
陈
陈

可
朴
华

且

中
庞
县

勤
江

A
T
琦

学
长
一
国

李
孙
汤
张

蚕编

办公室主任张国琦

办公室副主任王科，ι

策 划晏义半张国琦

141593 



《中华文化通志》编辑出版人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昕
明
德志椿

陈
余
郁

审
问
制

决
顾
监

总
总
总

编辑部主任 朱盘元

编辑部副主任 虞信，住

责任编辑 王有为王界云孔令茸叶亚廉朱于凰

朱盘元汤中仁苏贻鸣杨革结李卫

李文俊丰远涛吴书勇宋慧曾张玫

张臻张美嫌陆凤章胡小静郝盛潮

事建洲顾兆敏夏绍袭唐继无曹丈娟

曹培雷屠琦捐虞信棠

责任决审 王有为王树鸣王界云宋存严忠树

臭慧生张攻张满鸿周琪生柳肇瑞

胡小静钱雪门高噩漉夏国智黄行发

魏允和

装帧程计 吕敬人工作室

盖术编辑 孙宝堂

监 制 戴也

技术编辑 沈树檀吴坚何永康妻华生曹伯祥

责任校对 王芳菊张新宇陆章酬陆秉熙顾伟民

膺毓华谈维陶雪英龚养耿

编 务 朱王堂张大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语言文字学志

作者简介

同F小龙 .195Z 年生. 1988 年获

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学位.导

业后留校任，重 .11.旦大学中文系敏

夜，理论渴文学研究室主任. 着有

‘中国句型文化》等专著 'Q 郁，主罐

布‘新文化古代汉洒'等高後被树 3
部f中周文化语盲学"等丛书 3 套.

《当代中国活盲掌论纲》等论集 5

部 . 1997 年出版英主版《申小龙文化

语言学论文'晨 1 .

叫伊华文化通忘

掌术典



总序

中华文化绵延丁五千年的历史，起伏跌若 6 哺育着差不

多五分之一人类的身心.灿烂辉煌。它坦诚似天，虚怀若谷 ，

在漫长的岁月里，广袤的土地上，有过无私幸献四面传播的

光荣，也有过诚心求教八方接纳的盛事.它和以直，健以稳，

丈而质 ，博而精.大而弥德 ， 久而弥新，昂然挺立于世界各民

族文化之林.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却论东西，不分大小 .都有 t 自

己的土壤和空气，都有它自已的载体和灵性，当然也就都有

t 自 己的长处和短处，稚气和老练@准乎此，任何-个民族

的文化，都有 t存在和:t展 的天赋权利，以及尊重异质文化

同等权利的人间义务.每一民族都需要学习其他文化 的各

种优点，来推动自身发展多都应该发扬自身文化的一切优

点.来保证自己的存在，缔造人类的文明乐团 .

现在，当二十世纪的帷幕悻徐降落z际，为迎接新世纪

的到来，中华民族正在重新检视自己，以便在新的世界历史

皮展中，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地位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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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本4 中华 文化通志机便是我们为 此而向新世纪的中国和

世界做出的奉献 .

《 中华文化通志》全书共十典百志 .

唐人扯佑著《通典 ) ， 1 列古今经邦款用的学问，分为八

大门粟"每事 以鼻相从，举其始终 " • :9t .;jt做到"语备而理
尽 ，例 明而事 中 ， 4<而措之 .如指诸幸.. 0 (通典E的这一编革

方法.为 我们所借用。《中华文化通志》分为十典历代文化

油革典、地域文化典、民族文化典、制度文化典、教化与 礼仪

典、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典、宗教与民俗典、中 外文化

主流典 .每"典"十"志气历代丈化沿革典十志.按时序排列 .

地域文化典十志 .主要叙述汉民族聚居E 域的地域文化，按

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排列. 民族文化典十志 .基本

上按语系分类排列。中外文化交流典十志 ，按中 国与周边及

世界各大区域交往分区排列 .其余各典所属各志，俱按内容

排列.

束人郑樵 4 通志 · 总序}有曰 .古者记事主史 .谓之

志.""志者 ，宪章之所* 0 "指的是 . 史书的编事关系到发掘

历史鉴戒z所在 ，所 以，编辜者不能徒以词菲为 文、考据为

学 ， 而应在驰挎于遭丈故册时，"运以别识心裁"，求其"义意

所 归 "- f量通史事风，而" 自为经纬，成一革吉气〈章学诚《丈

史 通义 ·申郑 ))

本书以典、革命名，正是承续这样的体例和精神. 唯本

书为文化通志，所述自然是文化方面诸事，其编撰特色 ，可

以概括为"类"与 "通"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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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者王类。全书十典，各为中华文化一大门类;每典

十志，各为大门类下的一个方面;每志中的"编".章M节"

"目"，#或各成其类。如此依事王类，层层分疏，既以求其纲

目分明，论述精细，也便于得门而入，由道以行，伴著者、读

者都能于浩瀚的中华文化海洋里，探辄得珠，自在悠游。

"遇"者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于以类相从时，复举

其始终，事其谭流，明其因草，论其古今。盖一事z立，无不

由几及显，自微王若，就是说，有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弄清

楚了一事物一制度一观念的演变轨迹，也就多少掌握到丁

它内在本质，摸索到了它的未来趋势。

"遇"者汇通。文化诸事，无论其为物盾形态的，制度形

态的，还是观念形态的，都非孤立存在。物质的往往决定观

念的，观念的又常左右物质的 g 而介乎二者之间的制度，固

受制于物盾与观念，却又不时反戈一击，君临天下，使制之

者大受其制。其内部的诸决形惑之间，也互相渗透，左右连

手，使整个文化呈现出一派班斓缤纷的色彩。中华文化是境

内古今各民族文化交融激荡的硕果;境外许多不同种的文

化，也在其中精芜杂存，若现若隐。因此，描绘中华文化，于

贯通的同时，还得顾及如此种种交汇的事实，爬梳剔理，还

它一个庐山真面目。此之谓"汇通"

"通"者全通。f"全"宇，原义为器皿的盖于，引申为密合$

现在所眈的"体去"飞、f" 领合"飞、"企 A心心Lk、"飞、"心领神全"等，皆由此

得义。《中华文化通志》所求之通，通过作者对中华文化的领

悟，与中华民族心灵相体认，与中华文化精神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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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华文化通志 E依以架构旨趣之所在 . 是耶非

耶 ，如我罪载 ，乖候于海内外大方之家 .

4 中华文化通志》由萧克将军创意于 1990 年. 1991 年

先后商决在广泛范围内进行丁论证 . 1 992 年组成编耳垂直

全.十典主编一致请求萧克将军担任编垂舍王任委员 .王持

这一宏大 的文化工程. 1993 年 l 月和 1994 年 2 月，全体作

者先后齐集北京、广东花都市 ，研究全书幸旨，商定典患体

例，切磋学幸心得 ，讨论写作提纲.事前事后 ，编委会更多攻

就全书的内容与形式、质量与速度、整体与部分、分工与协

作等问题，进行研究讨论.近二百位作者进行了创造性构理

和奋斗式劳作.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得到丁中央领导同志以

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编委合办公室承担了大量的 目常

工作 . 上海人民出版社最担了本书出版任鼻，并组织丁离北

准高效串的编辑、审读、校对队伍，使百巷本4 中 华文化通

志 F得以现今面貌牵献于世人面前 。我们参与这一工作的全

体成员带着兴奋而又惶恐的心情，希望 它能给祖国精神文

明建设大业增添些光彩，更期待着读者对它的不当和不足

之处给于指正.

4中华文化通志B编委会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语官学情蝇，是中国文化传蝇的重要和基础性的组成

部分 . 't:以经典阐释生其监生和;t展的动力 . ~)丈造一体j曲其语吉现

和语吉哲学，以现实理性指导其语Z实践 ，在中固文化的思维方式和

社会环境的影 响下，形成 丁与 江语班宇结构特征相适应的历史博 义

的研究姐缸 ，为人类的语吉研究提棋了具有彼特价值和意且曲学术

是型 .

中 国古代语吉学建构于 iX代，在士化阐释的框架中发展出 J-!豆 、

字 单、方言的研克恃革.且在与 印皮文化的主融中主展出音系的研究

伶提 .经过近古对"筑学"传统的反思与变革，中 国古代语官学在清代

进入理论与方法的成辑、各门要全面皮展的鼎盛期 ，井随西学东渐而

开始其现代转型.

中国古代语吉学学术体系自语件之学-文字学、语义之

学一一训访学、语形之学一-音韵学、语构之学 语洁学、语用之

学-静辞学组成.其 中丈丰、训话、音韵是研究的4童心 ，语洁白4童心

研究报生 、衍化 而来，修雷宇则 在核心研究之外的应用 层面晨开 .

中国古代语言学传魄自华 夏J， 民族语文传班共同组成. 在少植

民族的语古丈字研究既有其个性.旦有与 rJ.语文恃革史融、统一 的

共性.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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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文化的语言视界:中国

古代语言学的起源

人类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主学，其缘起不外于语亩f在时间和空间

上的变异以及语言在逻璐思辨中的功能. 在 些具荷古垂直明的民

族.语吉的时空变异且是表现为经典语言和世俗话吉的对立 e语言的

思醉功能且总是茬现为语义醉析与政治阐辑的统一. 在这两种力量

的推动下，语言文字的研究相解析成为 个民族社告文化发展的基

本耳节.这显然是由语言作为人与世界的根本纽带、作为一种文化的

"世界观"这一本质特征决定的 .

'自-节经典阐释:汉语解析意识之源

许多古老的民族语言，都发生过书面语言和口语的日渐脱离，而

书面语吉意睡着历史和情统，它往往以经典的形式援团为宗敏语言.

古印度用古代梵文写成的典鳝《吠陀)(Veda) ，就是印度婆罗门教最

古老的经典.它产生于公元前-千五百年左右，记载着关于神的颂歌

和梅宜，关于宗教祭祀仅礼的说明以且在这基础上产生的哲学.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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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在口头上传诵，眈陀经的语言具有丰富多采的韵棉.然而随着时

间的推事，这种相传古代仙人受掉的启示而涌出的语言与古印度的

口失语吉一一拍拉克里特语<P...ãkril)渐渐脱节. 当公元八世纪它被

一种从闪族人都儿借来的天城悻梵文字母记载下来时.这种古老的

诗体语言与口语的脱节已使人们深感不安.因为这章悻着古老的圭

歌中将有越来越多的地方不能为后人所了解，而准确地传授圭歌，对

于古代印度人来说，又是极为重要的. 在古代印度人的心目中，梵语

是一仲神的语吉.它的每一个字每部神圣不可侵犯.谁也不能任意改

变.圣歌的宗敏意义及其对诸神的召幢力量，正取决于它的主句和发

音的一切细节都真实和准确.事实上，在公元前五世纪，梵文已不再

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交际手段，但作为一种精神生活制宗教生活的工

具.人们却要维护它的语言的准确性，思量使之不景柏拉克里特语的

罪响，实现作为文学语言的梵语的规拖化. 于是，可谓亩的精细的研

究和描写，就成为经典传授的题中应有主义.同样.古代阿拉伯人一

方面要把伊斯兰教的经典 《古兰经》改编成属于为穰斯林们所理

解和掌握的经典.一方面卫须努力挥E古典语曹兔量为数众多的阿

拉伯方吉利外国穆斯林的语言所带来的不良.，响，这就促使他们研

究租描写本族语的结构形态.

中国古代语吉研究的起糠.没有古印度和古阿拉伯那种宗教诠

馨的气息，古矗一种实实在在的经典阐释.春秩战国时期，中国历史

向封建社舍过渡，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空前动荡、空前活跃.一方面

是诸候割据，王权旁蔷，一方面是百事争鸣，学术蟹荣.科学直属.无

论在文、史、哲还是在天文、历法、医学等领域.都出现了许多典籍，都

有新的建树.然而.社会的动荡变革在思想意识的重新传播上要求有

统-、规范的话盲媒介，而社合动荡变革本身卫在引起语吉的草剧变

化和失范. 且不说由于诸侯割据，因辈分裂，方曹土青在相对封闭的

政泊地理环榄中异常活跃起来，大大削弱了王都主青的交际效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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