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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研究目的

汉代在汉字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一方面是由于汉代立碑之风

的盛行，汉字的载体形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碑刻作为一种文字载体走向成熟，

为汉字提供于更广阔的使用场合，此时期的汉碎多用隶书写载"凡一种字体在

郑重的用途中，如鼎铭、碑额之类上出现，即是说明这种字捧在这时已被认为

合法。"每汉碑隶书代表了当时社会通用文字的主流。另一方面，汉代处于古今

文字交界阶茧的中后期，以汉碑隶书为代表的汉隶走向成熟，完成了从古文字

到今文字的转变。 该时爵的汉字发生了徨大的变化:从字体上来说，从战国晚

期开始萌芽于小篆的古隶演变为了成熟的汉隶;从外部特征上来说，实现了从

小篆长图形格局到隶书属方影格局的转变;从书写单位上来说，实瑰了从古文

字线条到今文字笔画的转变;从汉字构影上来说，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异写字和

异持字。因此，要了解汉代适用文字的书写状况和变异状况，离不开对汉碑隶

书文字的整理和研究。本论文报实现如下目标:

首先，利用计算机从汉碑拓片中提取字形医片，并按照字韩、字位、字样

二个不再层次的单位进仔字形整理，制作出《汉碑隶书文字表》。

其次，在字表的基础上，描写出汉碑隶书的书写状况和构形状况。着重从

书写的角度对汉碑字形的变异状况进行分析，总结出汉碑字形变异的规律，进

一步探讨字形变异的原因 O

再次、结合与汉碑隶书有关的各项文化背景，对当时汉字在发展和使用中

② 自功， {古代字体论稿~ ，文物出殷社. 1964 年，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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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现象进行圈释。

本选题具有以下意义:

首先，汉碑隶书上接小篆，下启揩书，在宇影演变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

将汉碑文字整理成《汉碑隶书文字表)，具有非常高的字科价值。"保存古代汉

字的文物和文化扮值，离不开对历代汉字原始形体的保护。"①丰富的汉碑原

始字形具有银高的史料价值，从整理、保护的角度讲，对其进行较集、类聚和

整埠，对继承和弘扬汉字文位，保护汉字遗产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隶书是楷书的源头，楷书中的徨多字形只有追潮到隶变，从汉代碑

刻和第牍中才能找到报源c 因此，汉碑字形变异的研究在楷书的规范与整理、

字书的研究与编撰、吉籍整理和汉代碑刻文献整理等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应居

拚值。

再次，从汉代社会实际用字状况出发，客观、全面地描写汉碑文字的变异

状况，总结汉碑字形在笔画、构件和整字上的变异规律，可以进一步丰富汉字

构形学理论。

二、研究材料

"碑是为了纪念、标记或承载文字资料而制作的立石或刻石的恙称，也特撞

地面上具有特定形制的长方形刻石o 垂王立军的这一定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

菌对"碑"做出了界定，相对应埠，碍站也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内涵。广义上的

碑刻是指为了纪念、挥记或承载文献资料在石贯材料上所刻的内容;狭义上的

碑刻特指为了纪念、棕记或承载文献资料在具有特定彭甜的长方彭石贯材料上

房刻的内容。每本文所硬甫的是广义上的碑刻。从历史上来看，东汉以前不用

"碑"来称谓刻有文字的石头，而称之为"刻石"喝"等，{ê自宋代金石学兴

① 李国英、周费文， ~字料库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北京师莲大学学报} (社科

版)， 2009 年第 5 期， 48-53 衷。

②王立军， ~中国古代碑刻文献综论上北京师莲大学 2α03 年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 3 

茧。

③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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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以来，通常将凡是刻在文字的石头都叫作"碑"石刻"和"碑刻"的所指

实际 t是相同的c 本文采用"碍刻词，主要是沿袭宋代以来的习璜称谓。

本文中所说的碍刻文字是指为了纪念、标记或承载文献资料，哥在石质材

料上所刻的文字。这一定义包含三个要素:一，所用的材质必须为石质，这→

要素可将碑刻文字与砖瓦铭文区别开;二，费亥§内容必须是文字，这→要素可

将碑刻文字与石虞画豫区别开;三，刻写文字的目的必须是为了纪念、标记或

承载文献资料，这一要素可以将碑刻文字与石质的笠印文字区别开。

本文的研究材料为从西汉如到东汉末(公元前 2∞6 年一公元 220 年〉这一

时黯内的碍刻隶书文字。材料的选用以《汉碑全集》和《汉石经集存》中所收

录的汉代碑刻拓本或照片为主体.酌'请补人或选自《汉王室六朝碑刻校注} ~汉代

石易集成} {中国书法全集·秦汉卷} ~北京国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

战E秦汉卷》以及各类期刊上搜集雨来的更为清晰的拓片，并进行进一步的颤

选。对材料霸选的总原则是"全市不伪具体为:一，原石或原拓尚存者均选

用，碑院、碑穰、碍侧上的隶书文字(均不包括后人增刻的文字)一律选用。

二，伪刻不录。伪刻对断代文字学研究没有价值，我们在材料来琼中所列的i吾

家多己经过比较严格的第选，收入伪刻的情况极少。对于个别伪刻，我11'1主要

j在提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胡海帆《秦汉刻石文字要吕》、华人德《两汉

刻石文字要吕》等论著进行剔除，如《立京菌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

战国秦汉卷》中的营睦置社碑、大风歌碑等。三、只要高有可辨识之字的碑刻

一律选人， t旦漫法不清、残勤过半的字形不进行字样的提敌。

经过重E选去重后，我们共收集到 292 种汉碑(取自《汉石经集存》中的

《嘉平石经》计为了 1 种〉。从立碑年代看，无纪年者 98 种;有明确纪年者 194

种，其中西汉碑 14 莉，茹莽碑 2 种，东汉碑 178 种。从碑文的字体看，以篆书

刻写者 30 种，以隶书刻写者 262 种。这 262 种以隶书刻写的汉碑就是本文的研

究对象。因西?又碑宠传世较少，且多数为篆书，隶书只有 4 种，为了表述的方

便，我们将研究材料统称为"汉碑隶书"实际上本文整理和研究的材料主体是

东汉碑刻隶书。

三、理论依据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以王宁先生的汉字构形学理论、汉字简化与优化理造

绪论 3 



在启功先生的汉字字体学理论作为理论依据，并沿用汉字构形学的梧关术语。

1.汉字构形学理论:汉字具有社会性，在构形上以系统的形式存在。每一

个个体字符在这一系统中都有各自的位置，与其他字符相互联系丽又梧互区别。

汉字具有理握性，个体宇符的理握体现在整体系统之中c 汉字具有多重属性，

其属性有构形j毒性、书写属性、字体属性等。构形属性毡捂各级构件及其功能、

构形模式、层级数;书写属性包捂各笔笔彭、笔JI票、笔画数量、笔画交接方式

等;字体属性包捂行笔、结字租笔意。@汉字的发震是元界有阶的，是渐变性和

防段性的统一。汉字的演变不是每个个体字符变化的篱单相加，再是经历着自

个体字符变住累较为系统变化的过程。

2. 汉字字体学理论:启功先生的《古代宇捧论稿》中，阎明了字体的内涵:

"字体是指文字的彭状，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萄文字的组织构造以至它所属的大

类型、总风格……其二是指某一书家、某一流摄的艺术风格。"②吕前学界一般将

运先生所说的第一类称作"字体"第二类称作"书体"字体的研究应归入文字

学领域，书体的研究应归入书法学领域。考察字体的不同主要看构造和岚格两个

方面: " (一〉组织梅造的变佳，包括: (1)各个捏成部分的不司，也可以说各单

体或镜旁的不同 (2) 各局部的安排以及笔划数量的不同。(二)书写风格的变

佳，包括: (1)笔划转折轨迹的不同， &P圆转或方括等差别 (2) 点如姿态的不

国; (3) 表现字迹的条件的不同，即用途、工具、方法等等的差别 (4) 书写习

惯的不同。"③王宁先生认为，启功先生的《古代字体论稿》提出了以下几个重要

现点第一，字体风格的形成由敬而显，两种主流宇体交替必有一个过渡带;第

二，字体风格多种多样，彭成的原因有时代、用途、工具、方法、写者、地区六

个方面;第三，历史字体存在名实不对应的现象，这是由于字体分类的多角度、

①梅形属性和书写属性参考王宁《汉字构影学讲座上上海教育出版社， 2∞2 年， 66

页。风格属性参考王宁《从辞i卖的静态文字学到当代书写的动态文字学 论启功先生文字

学的辑，点}，载《陕西师莲大学学援》哲社版， 2∞8 年第 6 期。

② 启功， (古代字体论稿> ，文物出版社， 1964 年， 1 页。

③ 启功， (古代字体诠稿}，文物出摄柱， 1964 年，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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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标准造成的;第西，字体风格模糊朦膛，但特征是可以描写的。"①

3. 汉字的简化与优化理论:王宁先生认为，汉字的社会功能是由释读与书写

合起来实现的，个体字符在易写和易识的相互矛盾中，不断调节造型，使其繁简

适度，达至5优化标准;在新词新义大量增加，字符不得不随之增加的情况下，要

不断地规整基础构件与持字方式，使文字的总体系统不断地完善和简化。优化的

字形要符合以下原黯: (1)有科于形成有保持严密的文字系统 (2) 尽量保持和

维护汉字的表意示摄功能; (3) 最大眼度地减少笔画 (4) 字符之间有足够的区

别度; (5) 尽可能顾及字符的社会茵通程度。而在汉字字形和字体演变过程中表

现出的重复、驳杂、混乱等种种现象，实际上都与汉字的动态书写密切关联。因

此，对汉字本体的研究，不但要从静态的角度研究已经写好的字，还要从动态的

角度研究字是怎么写出来的。②

四、研究综述

{一}汉碑文献的整理与著录

秦始皇统一天京后，巡狞西方，在琅王军、泰山、会稽等地立石刻文， <史

记》中i羊结地记载了这些文字，因此，后世多以《史记》为记录石刻文字之滥

辙。《汉书·艺文志》有《奏事》二十篇，是秦代大臣的奏事和刻石铭文。::It魏

面民主元担据实地调查，在《水经注》中记载了秦汉以下刻石 270 多种③，其中汉

① 王宁， <从释i卖的静态文字学到当代书写的动态文字学一一论启功先生文字学的特

点> ，载《陕西师莲大学学报》哲社版， 2∞8 年第 6 期。王宁先生曾在《汉字字体研究的新突

破→一重读启功先生的〈古代字体论藕> > (载《启功学术思想研讨集>，中华书局、::It京挥范

大学出版社，江阴年;叉， {兰峡大学学报> 2∞1 年第 3 期)中归纳过启功先生的汉字字体学

理论， 1:旦和以往梧比，此文有较大的改动，因此在引用时以此文为准。

② 本段参王宁《汉字的优化与简化>，载《中国社会科学) 1991 年第 1 期; {论汉字需化

的必然趋势及其优化的原则>，载《语文建设> 1991 年第 2 期; <再论汉字简化的忧化原赔)，

载《语文建设) 1剪2 年第 1 期; <从释i卖的静态文字学到当代书写的动态文字学--i主启功先

生文字学的特点上载《陕西用革大学学报》哲社版， 2∞8 年第 6 靡。

③施垫存， <水经注碑录上施莹存《序)，天津古籍出摄社， 1987 年，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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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 114 种。宋代金石学兴起以来，各种专门研究金石文献的著作数以千计。在

此，我们仅择涉及汉代碑刻文献者数种，作大致的分绍。

编吕类著作:编自主要是收辑碑刻昌录并对其情况件需单分绍，能让我们

一宽金石文献的概貌。编吕类的著作可分为两类:断我类自录和逼代类目录3

汉碑断代目录始于清代翁方纲的《商汉金石记>，该书卷一以年表的影式，分列

纪年、时事、金石文目兰栏，共收汉碑 78 种。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邢j封合著

的《寰宇访碑录》较碑刻 E录 7853 种，其中汉碑吕录 196 种，每条尽量注萌撰

人、书家书体、立碑时间与所在地，是迄今搜求最广的金石吕录。

题跋考辨类著作:考辨的内容有形式都较为随意，从内容上说，可评论史

实、可考释文字词击，也介绍碑的影制、摞流，辨别拓本的真钩优劣，评判书

法的高下等;主人形式上说，可为专著，也可为札记。宋代欧陪惨的《集古录》

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研究金石文献的专书，也为后人的题跋类著作奠定了基石。

该书收录周秦至五代金石文字跋尾 400 多篇，内容多偏重于史事评论。宋代赵明

诫的《金石录> 30 卷，该书仿《集古录》之体饨，但题跋已截年代排序，收

502 种题跋，包括汉碑题跋 223 种。清代考据之风盛行，涌现了大量题跋类著

作，如:顾炎武《金石文字记> ，钱大听《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 {并续> {又

续> {三续> ，王念孙《汉碑拾遗>，命描《读汉碑> {读书余录·汉碑四十一

条》等，在文字的释读，音韵、却IIt古的考辨方面多有真知灼见。晚清张延失的

《汉碑古字通和1> 吸收了宋代以来i吾家在碑文考释方面的成果，是清代以前汉碑

文字考释方面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对 131 种汉碑铭文中的"古字"进行了逐条

考证，资料翔实。①方若的《校碑疆笔》、今人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杨震

方《碑帖叙录上张彦生《善本碑帖录上施安昌的《碑刻分类与鉴定》等著作

在考辨拓本真伪方菌成就卓然。包世臣《艺舟双檐上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揭》

则铺重于评判碎帖书法的高下。②

录文类著律:录文指按照一定的方式将碑刻文献记录下来。南宋洪适撰

①综观各条考证我们可以看出，张虱已经注意到其所谓的"古字"情况复杂，但望于

时代原因，键在考证中多以"菜与菜古逢古以某为某"等进行笼统的概括，并截然将汉

碑韶文中出现的异体字、通假字、民源通用字、谁彭字等各种复杂的文字现象统统视为"古

字而未能做出更为科学的区分。

② F文不专列辫伪类，姑将部分今人的著作需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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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释~ (隶续》二书，为现存最旱的主要以辑录碑文为目的的著作，共校录汉

碑 258 莉，每一碑皆先摹录碑文，次介绍碑刻信息，有关史事者又为之考辨，再

次沟通文字。清代王起〈金石萃编~ 160 卷，其中有汉代碑刻 79 种。

上述仅是为了表述方便，依各著作的主要特点历作的7匪路分类，实际上有

些著作不专属于某一类，如《隶释~ (金石萃编》实兼跨三类， (两汉金石记》

也兼具录文和考辨的功能O

随着历代出土文献的数量和种类的不断增加，原有的"金石学"已经不能

涵盖所有的出土文献研究，而逐渐分害自成为若干个更细密的领域，以下主要介

绍 20 世纪以来学者对两汉碑刻文献的整理与著录。

1. 革寻自

今人在辑吕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商种:其一是胡海中丑的《秦汉刻石文字要

目上共收录汉代石刻 403 种①，收录的石刻一般以有原石拓或原石本传世为限，

若原石亡侠，原石拓本也不见传，则以摹石或摹石拓本代之，文献虽有记载，

担~石、摹石及其拓本不见传者不校录。另一种是华人德的《商汉刻石文字要

目~ ，该《要目》以胡氏的《要吕》为蓝本，仅探留有原石或原石拓本传世的

汉代石刻，另又增补 17 种商成，共枚石刻 414 种。

2. 题跋辑录

前人的碑刻题跋考辨在补史之阙、古籍整理、语言文字研究、书法研习等

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民国以来，对碑刻史料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容援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辑或《秦汉石刻题跋辑录~ (2009 年出极)一书，该书枚

宋至民国间各类金石书籍和文集中有关秦汉石刻的 20∞多条题跋，分编于 300

多带汉碑之下，是我们查考汉代碑刻文字相关考汪成果的必备工具书。

3. 碑文释读和拓片汇编

保存至今的汉代碑刻大部分存在不同程度的残溺，因此，在两汉碑刻文献

的整理中，释字、断句和释义是最基础也相对较难的问题。清代以前的学者在

释字和释义方雷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 {]亘他们的著作基本上不断句，现代人阅

读起来妇然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今人在碑文释读方面的成果更便于我们吸

①XiJ正成《中国书法全集} 7-8 卷《秦汉茹石》部分，分卷主编何应辉，荣宝斋，

1993 年， 558 页。尚有秦代石刻 8 种，据葫海能在《秦汉石刻题跋辑录〉中称， <秦汉刻石文

字要目》在第二版修订时，已增补至秦汉刻石 550 种， -~旦本人尚未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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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和{昔鉴，目前专门释读碑文的著作主要有高文的《汉碑集释》和李椿《秦汉

刻石选译~ ，此外，不少拓本汇编类著作也有碑文释读。

吕草，拓本汇编类著住主要有:山东省文物总店编《山东秦汉碑刻~， 1984 

年出版，牧录两汉碑刻拓片 37 种;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医书馆藏中国历

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一册《哉国秦汉卷~ (以下简称《汇编~ ), 1989 年出版，

收录商汉碑刻拓片 191 种:刘正成主编、伺应辉分卷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

之《秦汉卷~ (以下简称《书法全集~ ), 1993 年出版，校录到汉碑刻拓片 193

种;日本学者永围英王所编的《汉代石刻集成~ (以下简称《集成>> ), 1994 年

出版，收录两汉碍刻拓片 176 种，画橡石题记及黄脂石多不录;徐玉立主编的

《汉碍全集~， (以下简称《全集~ ) 2006 年出版，共收两汉碑刻拓片 285 种，

合计 360 件;毛远明校注的〈汉魏六朝碍刻校注~ (以下需称《校注>> ), 2009 

年出援，共收录了两汉碑刻拓片 178 种。其他专供书法l隆习的单仔本如《曹全

碑》之类的难以计数，不赘述。现对本文重点参考的几种重要著作评介如下:

〈汇编》的主要体例为:一、仅收原石拓本，无原石拓本者以翻刻代之，伪

刻不录。二、各拓本嵌年代先后为岸。三、附有简单说明文字，介绍碑刻的出

土时地、字体、拓本尺寸、拓本藏家等f言，忌。《汇编》第一次大规模地集中出版

石刻拓本，在石刻文献整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其体倒也被后出者继承。坦

该书的说明文字锦有误处，时贤已有若正者。

《全集》是迄今为止攫罗最富的汉代碑刻拓本汇编，不少碑刻拓本为首次公

布。每碍有筒要说明、图版和释文，并附可参考的文献。就我们自力所及，该

书释文偶有误处c

〈校注》在体例上又有突碟，所有释文均加标点，并有此较详细的校酷和扼

要的注释，对前人的释文错误多有纠正，尽量保证了辞文的可靠性。

也有学者专就特定内容的?又碑文献进行整理汇编，如马衡的《汉石经集存》

奉军孙信涛的〈两汉刻石碑额头 《汉石经集存》于 1958 年由中科院考古所fp

行①，收汉代莫平石经拓片 520 片，释文总计 8000 多字。《两汉刻石碑额>> 2005 

年出摄，收录西汉刻石 14 种，东汉篆书醇额 24 种，东汉隶书碑额 20 种。

离有部分网站公开发表了一些碑刻拓片，如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同站，

① 本选题所据为另一版本，马衡， {汉石经集存}，台湾艺文印书信， 1976 年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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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了该所校藏的历代碑刻拓本资料①，其中汉碎 99 种，共 117 件。

~上所述之资料，各有特点，能互相补充，为我们的研究提拱了可靠又便

利的基础资料。

{二}汉碑隶书的整理与研究

1. i又碑隶书的整理

出于一定的文字学自的对汉碑隶书进行过整理的字书有徨多，兹择数种分

绍如下，以期看到前人在字形整理方法上的发展。

宋代刘球《隶韵>> ，淳熙二年( 1175 年)成书表进，宋以后该书长期埋没，

直至清中期始出 O 全书十卷，从 261 种②汉魏碑刻〈实际上包含少量金羁器物铭

文)中搜集文字。 该书将记词功能相同的异体字样类聚为一组，组前列楷体正

字为字头统绩，字头计 3275 个③，皆依韵排列〈所依之韵书不明，前人亦无

说)。楷体字头下，歹IJ摹写的异体字样，并分裂注明出处，字样间的排列撞得挺

载，基本无序。《隶韵》上承洪民诸书，下启《汉隶字源>>，是现存最旱的专门

辑录汉代碑刻文字的著作，为后代的"碑别字"搜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是研

究汉字发展史的重要资料，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该书摹写字形日才有失

真，翁方纲曾作《隶韵考证》两卷详辩之c

宋代委提《汉隶字酒、》六卷，在《隶韵》基础上增益丽成，清代翁方纲说:

"委民《字源》所采汉隶，实皆沿此，而稍附益之。"④《汉隶宇摞》中的《碍

目》收录汉碑 309 种，依"随得随载"之例编号排列。字编部分五卷，依《礼

部韵略》编次。与《隶韵》梧比，该书有以下特点:一、继承了《隶韵》类聚

字样和设置楷书字头的做法，又有所发展，具体为1.对字样的枚集和编排有

统一的原期。每碑内一字数出者，只枚首出字样。各字样间假碑吕编号排列，

注出新出碑名之编号。 2. 将逼假字F住在每组之后，不列编号，兼具本字身份的

①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石刻j拓本资源网站键接 hup: / /kanji. zinbun. kyoto 

-u. ac. jp/ db-machinelimgsrv/takuhon/ 

② 引自《续修四库全书》第 236 册宋j罚球《隶主号上翁方纲《碑吕考证} ，上海古籍出

殷社， 727 页。

幸数据古自宋刘球《隶韵》出版说明，中华书局， 1989 年。

③ 《续修四库全书》第 236 册宋刘球《隶韵} ，翁方纲《序}，上海古籍出题桂， 4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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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假字在用为本字时，以独立字头处理。二、通瑕字和影变较剧的异体字r ，

各加以考证。《汉隶字游、》是清中期以前学者研究汉隶时最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草昌》中所收的碑刻，到清代仅存十分之一左右①，该书在保存汉代碑刻文字

方面有着巨大的贡献。再者，委氏所作的考证或辨折字形，或沟通字用于古

音古字，亦多存梗攘，皆足为考证之资，不但以点画波碟为书家模范丽己也"②。

《汉隶字源》可与刘氏书参互证哥哥，是补其缺，所谓《隶韵》一出，则《汉隶宇

:原} "束阁不观可矣"③的评价实在有失公允。但《汉隶字游、》还很不科学:每

碑选首出字的选字方式，容易漏掉有重要价值的字样，或重复选用没有研究拚

恒的字样;对异体字"撞得提载"式的排列方式，也缺乏一定的科学佳。

清代!政蔼吉的《隶辨》枚汉魏碍刻 317 种，在《汉隶字涯》的基础上增补

而成。全书共八卷，前五卷为字影汇撰，依《广韵》韵次编排④，易自除了《汉

隶字游、》中的部分重复字样，又增补了宋至可清之间辈出汉魏碑刻上的文字，吸

收了洪、委两家的考释成果，并有所扩展，每个字形之下均出碑名和碑文例句，

引证和按语增多。卷六为《健旁五百四十部} ，依《堤文》五百匹十部，通过字

例分析了各部从小篆到隶书的演变情况。《隶辨》的字样整理体倒在《汉隶字

草草、》的基础上有了质的提高。顾民已经认识到了异构字与异写字的不同，并以

此为指导，对所较字形作过精心的整理与安排，串说如r: 一、排列异体字时

分了两个层面一一异构层西有异写层面，各异梅字之间是并列关系，并分别统

领其→定数量的异写字。二、在异写字层面上，对重复字样进行归纳，并尽量

根据义持或声符的变异程度捧列异写字，力围展现义符或声符的演变过程。(以

上两条的前提条件是每组有相当数量的字样，并且字样间会出现各种关系。)

《隶辨》对字样的整理更具科学哇，并在一定程度上震示了在篆隶变迁之际字影

和部首的演变过程，具有相当高的文字学价遣。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② 据1青纪盹等墓《景印文在有 i到医库全书》第 1 册(岳、吕>>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 860 页。

每清纪均等墓《景印文概 j到四库全书》第 1 册()单目>>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 846 页。

③《续修四库全书》第 236 册宋刘球《隶韵>> ，翁方纲《序>> ，上海古籍出版社， 461 

页。

4号《四库全书总自》为1t<付L部韵略》缩排，韩国学者何永三考为最《广韵》编菇，

何永三之论文未见，此参考宫淑嬉《隶辨薛究>>，陕西师远大学 2008 醺士学位论文，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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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举如下:一、所收字影有因避讳市改原碑字形的地方，如"玄"程从"玄"

之字。二、结构安排不合理，以至于在客观上造或海乱。同组内处于不同层次

的字祥之间、各组字样之间均没有明确的际志，又是鼓韵编排，看起来像是字

样的杂乱堆积，客观上德难辨识国一组字的边界。这些不足致使后人难以对其

进行客现的评价，影响了它的学术价筐c

《金石文字辨异》十二卷，清邢j茧撰，约成书于嘉庆十五年( 1810 年)前后，

该书对异写字的收录大幅度减少，已经开始将研究的重心铺向于异构字。其收字

莲图为唐宋以前的金石资料，首开辑录篆、隶、楷各体碑殷射构字之先河。邢氏

"善如利用了乾嘉汉学复兴时期迅速累积的金石材料，以及当时金石名家的案

断'哩，引ìiE丰富商不穿凿，汉碑以下多有发畴。但该书在编字体1月上未超出《隶

辨》的范围，审校不慧，今人时建国为之作《校释þ ，为我ffJ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清翠云升撰《隶篇þ <隶篇续þ <隶篇再续》各十五卷②，三者体倒相同，

最终成书于道光十八年 (1838 年) 0 该书枚录两汉魏晋出土文献资料 227 种，其

中汉代出土资料 149 种③(包含少量的金霹器物刻铭) ，整理出 3113 个字拉③，

是清朝以前研究整理汉代碑刻文字的集大成之作。有以下特色:一、继承了

《说文》的部首编排法。前所述文号、姜、额、部各家之书均依韵编排，瞿氏在自

1芋中说"愚以为探民六书，肇于偏旁， <说文》五百四十部，分部到居，为文

字模苑。由篆变隶，去繁趣约，非偏旁无l2J.或其变，非分部到居，无以现其变

之变， <隶篇》所为作也。"②二、撰《偏旁》和《变隶通例þ ，两者经纬互参。

《偏旁》之设，仿照《隶篇》之《偏旁五百四十部þ ，列篆体部首同爵隶体部首

异者，以考察部首从篆到隶的演变。《变隶通例》实为首创，列隶体梅件同而篆

体构件异者，以考察哪些构件演变成了同一个隶棒构件，各隶体构件截形系联。

三、极为重视材料的可靠性。离宋以来， <隶韵》潜藏， <汉隶宇费、》因屡经传

② 洁邢窍著，时建国校释， {金石文字辨异校释}，时建国《前言}，甘肃人民出版社，

立盼年， 2 页。

② 清瞿云升， {隶篇} {隶篇续} {隶第再续} ，北京出版社据理云升"五经岁遍斋"初

刊本全I跌影印，于 1997 年出强，出版时更名为《隶书大字典头为表述方便，下文统称之为

《隶第}c

③ 此处数据钱全书《金石自》统计。

毛主j 引自读书出版说明。

③ 《隶震》自序，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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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雨字形尽失，顾氏、邢氏辗转沿录，未能摆拓本一一对照厘正，夕中ìt七吕积。

有感于此，翠民对材料的要求极为严格，所据材料或为拓本，或为可{言之摹本，

所收字形均为作者亲手以双钩法钩摹，毫芒必谨于i者著录家无所贩蕾"①。核

查原碑拓本的结果说明，该书所校的文字字形较可靠。四、异写字字形的选取

标准更为严格形非殊异者，不更录人'呕。综上所述，霍民《隶篇》博采众

长，体如i严逞，字形较可靠， (偏旁》和《变隶通伊tl} 部分对研究从篆到隶的演

变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但该书并非没有缺憾，略举如下:一、圄于"分部别

居"体例的限割，将义得不同的异掏宇散见于各部，不便检寻。二、从《变隶

通但J}可以看出，霍氏虽已初具构件的思想， {EI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他

对构件的挥分和归纳还不科学，不利于从其研究结果中总结规律。

以上种种字书可从各个角度来看:从字样形体接近本真的程度上来看， (隶

篇》为最，其他较次。从字样类聚方式上来看， (汉隶字源、} (隶辨} (金石文

字辨异》均将字用问题与字形问题罩在了一起，而《隶韵} (隶篇》均将通f~

情况排除。从对字组内的编排次序来看， (隶辨》和《隶第》较为合理，其他诸

书的编辑方法多为随见随录，没有从变化规律上分门别类地予以归纳，不易通

观异体字的变化状况。从字组之间的编捧上来看，各家难分优劣。从字书的功

能上来看， (汉隶字草草、} (隶辨) (金石文字辨异) (隶篇》诸书均兼字形汇集和

考释两种功能。

《秦汉魏晋篆隶宇影表》是对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资料的一次较系统的整理，

该表一共收录了字头 5753 个，秦汉魏晋篆隶宇形 21 7∞多个，所选字形基本上

是从原拓本或原件照片中摹取出来的，基本上保证字形的可信性。字表依《说

文》部次为序，字头下之字形按文字发展的历史层次分三栏:秦、西汉、东汉

魏晋，便于了解文字字形的演变。表后附字形所在之文旬，并将异体字、通瑕

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异文用括号注出，为语言文字研究和古籍整理提供

了参考。但该书对两汉文字字形的选用土，铺重简自雨轻子碑刻，对南汉碑刻

文字字形的收集还很不完备。

通过以上所述，大抵可以看出有宋以来碑刻文字整理体例的沿革c

出于书法学目的的字典数量也有很多，主要有:汪仁寿《金石大字典} (天

CD {隶篇》自序， 7 页。

② 《隶篇结} {再结》序. 1019 页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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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吉籍书店， 1982 年七范黯庵《中国隶书大字典}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1 

年七沈道荣《隶书辨异字典} (文物出版社， 2003 年〉、沈踊等主编《中国隶

书大字典}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 年)、陈振潦主编《中国隶书大字典} (溺

江古籍出版社， 2∞7 年〉等，该类字形的选取主要以书法高下为标准，对我们

的研究参考价懂不大，此不赘述。

2. 汉碑隶书的研究

近年关于碑刻文字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以其他时代碑刻文字为对象的研究

主要有:易敏老阔的《云居寺现刻石经文字构彭系统研究} (2∞5) 齐元涛老师的

〈陪唐五代碑志楷书构形系统研究} (2i∞7) 、陆明君的博士论文《魏晋南北朝碑到

字研究} (2彻〉、郭瑞的博士论文《魏晋南北朝石刻文字的传承与变异} (2∞8) 

等。王立军的《宋代露在版楷书构形系统研究》一书，虽不是对碑刻文字的研究，

但其中对汉字形捧变化的原理和规律的探讨和南释，对本文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对汉碑隶书的研究可以追潮到宋代金石学兴起之时，但草人的研究铺重于

文字释读与考辨，没有对字影进行系统的研究。而在以两汉碑刻文字为研究对

象的论文中，从书法学角度出发对单种或几种名碑的书法风格进行研究的占大

多数，但从文字学角度对汉碑隶书进仔全面深入研究的论著还不够多。

在王宁先生汉字构形学理论的撞导下，陈、服梅较早地对东?又碑刻隶书进行了

全面研究①，其《东?又碑隶梅影系统研究》一书选取东汉的 68 通隶书碑刻约商万

字的资料进行了定时、定量、定贯的研究，对所选材料进行了穷尽性的测查，并

将它们整理成字表，从构形属性主细以描写和分析，从宏观上撞写出了东汉碑隶

构形系统的总体面貌，揭示了汉隶的总体特点及演变规律。陈氏的研究对我引来

说有"导夫先路"的作用，但该论文的主要目的是描写东汉碑隶的构形系统，商

未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从微观的角度探讨字形的变异上;由于技术条件的段棋，该

论文字表中的字形均是摹写的，与汉碑文字的原始亩貌还有一定的差距:近年

集中公布了一批新的汉碑文献，补充了薪的研究资料，fEi.由于成书时代问题，

读书未能收入这些资料。

也有一些学者通过单篇论文探讨汉碍中构形理据和字影演变的关系，如黄

猪 (1994)认为汉字对表音程的坚持对汉隶中的形声字造成了出较大的冲击，

① 陈淑梅， <东汉碑隶梅形系统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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