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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部分师范院校间协作编写的古代汉语教材相继面世，但在教育部有关司局的指导下，由出
版社牵头组织编写的、全国师范院校通用的古代汉语教材，尚不多见。
这本教材，就是在教育部师范司的指导下，由高等教育出版社牵头组织编写的师范院校通用教材中的
一部。
　　本教材以素质教育为指针，突出通用性、师范性，强调培养学生的基本的语言素质、锻炼学生的
动脑动手能力。
通用性主要表现在，兼顾不同地区和学生的差异，在教材内容的详略、取舍，以及文选篇目的抉择等
方面力求在较大范围内有其广泛的适应性。
师范性表现在，与中学文言文教学距离较远的内容一概从略；而且在每章最后都有一节内容，专讲该
章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与中学文言文教学的结合，这是至今师范院校古代汉语教材所没有的，可以说
是本教材的一个显著特点。
每节后还附有“思考与练习”，尽可能与中学文言文内容相结合。
另外，教材中所列的文言文例句，一般选自本教材文选以及全国通用的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文言文。
通论部分所讲的古代汉语知识，不贪深不贪博，力求实用，以够用为度。
当然，科学性是本教材始终坚持的基本标准，通论部分所阐述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都是为学术界和
广大教师普遍接受的基本观点。
所有文例强调核对原著，做到材料可靠。
文选的注解力求准确简明，注解术语力求规范明确。
如，通假字用“通”；古今字用“某”是“某”的古字；异体字用“同”；遇无定论的说法，或两说
皆可的，注明“某氏说”、“一说”⋯⋯。
并尽可能吸纳近年来研究的新成果。
为了加强学生的动脑动手能力，教材安排了“思考与练习”、“白文文选”、“古注文选”等几部分
内容，让学生在听课的同时，自己动脑动手去消化、巩固已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解决疑难问题。
每章最后一节安排了引导学生教好中学文言文的教学研究的内容，希望对教者起到引导、指导的作用
。
本教材下编的附录部分，编有“常见古今字表”、“常用通假字表”、“《说文》常用部首例释”、
“古代汉语常用词例释”、“联绵词例释”、“诗韵常用字表”等内容，既突出了重点，又具有工具
书的性质，无疑给学生的学习带来了方便。
本教材在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阐述上，也力求深入浅出、通畅明了。
总之，所有参编人员都努力使本教材成为一本通用、实用，简明易学的教材。
　　诚然，因编写者水平所限，本教材在质量上肯定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敬请有识之士不吝指正
，以待修订、完善。
　　所有参编人员感谢高等教育出版社给我们有关师范院校，尤其是参编人员提供了一次在古代汉语
的教学、教材编写方面相互切磋、共同提高的极好机会；感谢高等教育出版社中文编辑室的同志们为
本教材的编写、讨论、定稿和出版所做的大量的有成效的工作；也感谢原江苏省南通师专、云南省昆
明师专在本教材编写、修改过程中给予的帮助和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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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套教材顺应师范院校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需要，吸收了学术界的许多新成果和一
线教师的教学经验，以科学性、实用性、时代性为编写宗旨，具有较强的师范特色。
　　《古代汉语（上册）》分上下二册，上册是古代汉语通论部分，分章讲述文字、词汇、语法、修
辞、音韵等古汉语知识，以及古代文化常识。
《古代汉语（上册）》特色是：在各章之末，设专节讲述该章知识在中学文言文教学中的应用；在本
册之末，设专章讲述古汉语知识的综合运用；淡化语法，只讲与现代汉语语法不同的主要语法现象；
文中所举文言文例句，基本上出自中学语文教材和《古代汉语（上册）》下册之“文选”。
各节后附有“思考与练习”，便于考查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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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文字第一节 汉字概说一、汉字的起源二、汉字产生的时代三、汉字的发明者思考与练习第二
节 汉字的演变一、汉字的演变历程二、汉字演变的若干方面思考与练习第三节 汉字的构造一、“六
书”概说二、“六书”说解思考与练习第四节 古书的用字一、古今字二、通假字三、异体字思考与练
习第五节 文字学知识与中学文言文教学一、文字学知识在文字教学中的应用二、文字学知识在文言词
语教学中的应用三、应用文字学知识进行字词教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思考与练习第二章 词汇第一节 
词汇概说一、单音词占多数二、单音词向复音词的发展三、一词多义思考与练习第二节 古代汉语词汇
的构成一、单音词二、复音词三、单音词与复音词的辨别思考与练习第三节 古今词义的异同一、古今
词义的发展二、古今词义的异同I思考与练习第四节 词的本义与引申义一、词的本义二、词的引申义
思考与练习第五节 同义词一、同义词的产生和类型二、同义词的作用与辨析思考与练习第六节 词汇
知识与中学文言文教学一、运用词汇知识掌握中学文言文词汇二、运用词汇知识赏析中学文言文三、
中学文言文中词汇问题教研举隅思考与练习第三章 语法第一节 语法概说第二节 名词作状语一、表示
动作行为的工具和依据二、表示对宾语的态度三、表示比喻四、表示方位和处所五、表示时间思考与
练习第三节 词类活用一、名词的活用二、动词的活用三、形容词的活用四、数词的活用思考与练习第
四节 常用虚词常见用法举隅一、之其者所二、于以为三、而则虽四、也矣乎哉思考与练习第五节 判
断旬和被动句一、判断句二、被动句思考与练习第六节 宾语的位置和句子成分的省略一、宾语的位置
二、句子成分的省略思考与练习第七节 语法知识与中学文言文教学一、掌握规律，明了差异二、运用
知识，辨惑解疑第四章 修辞第一节 修辞概说一、修辞的性质和内容二、为什么要学习古代汉语修辞
第二节 修辞格的运用一、用典二、互文三、变文四、合叙五、共用六、同义连用七、连及八、错位九
、委婉十、借代思考与练习第三节 字词的锤炼与句式的选择一、文言文中字词的锤炼二、文言文中旬
式的选择思考与练习第四节 修辞知识与中学文言文教学第五章 音韵第一节 音韵概说思考与练习第二
节 汉语的声韵结构一、声二、韵三、调思考与练习第三节 中古音韵一、《广韵》及其体例二、《广
韵》的声母系统三、《广韵》的韵母系统四、《广韵》的声调系统思考与练习第四节 上古音韵一、上
古声母二、上古韵部三、上古声调思考与练习第五节 诗词格律一、诗律二、词律思考与练习第六节 
古书的注音与读音一、古书的注音二、古书的读音思考与练习第七节 音韵知识与中学文言文教学一、
诗文用韵二、通假字的辨识与读音三、形声字的读音四、双声叠韵的判定思考与练习第六章 古汉语基
础知识的综合运用第一节 古汉语基础知识的综合运用概说第二节 探求和诠释古代文献词义的方法一
、以形索义二、寻规律以求词义三、明语法以求词义四、由修辞以求词义五、因声求义思考与练习第
三节 古书的标点一、古书标点的意义二、古书标点的方法思考与练习第四节 文言文今译一、文言文
今译的意义⋯⋯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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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声求义，是通过对汉字声音线索分析来探求和诠释词义的训诂方法。
我们在“以形索义”一节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汉字是表意文字，在造字之初，每个汉字都是据义绘
形的，因此人们常常通过对汉字形体结构分析来探求和诠释词的本义。
但是，汉字毕竟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对语言来说，字形是外在的东西，并且是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
才产生的；同时汉字的发展有一种逐步音化的趋势，以及进一步的符号化，因此使得大量的意义脱离
了字形，形与义之间的联系遭到了破坏，如果不以较古的文字作为分析对象，则往往容易望形生训。
即使是甲骨文和金文，也有很大一部分词义是难以从字形上分析出来的。
至于词义和语音，则分别是语言的内容和形式，因此音与义的关系比形与义的关系更为密切。
黄侃先生指出：“三者（按：指形、音、义）之中，又以声为最先，义次之，形为最后。
凡声之起，非以表情感，即以写物音，由是而义傅焉。
声义具而造形以表之，然后文字萌生。
昔结绳之世，无字而有声与义；书契之兴，依声义而构字形。
”①具体说来，音与义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造新词时的“音近义通”。
我们知道，语言是声音和意义的结合体，然而什么样的声音同什么样的意义结合，原本没有必然联系
，而是约定俗成的。
然而声音和意义一经约定俗成之后，就要求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唯有如此，语言才能发挥其交际的职能。
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社会生活在各个方面的变化，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入，新事物不断产
生，这就要求人们为这些新产生的事物创造新词，以适应交际的需要。
创造新词就必须给该新词命名，而在给这些新词命名的时候，由于语言的类推作用，往往选用与它在
意义上有关联的旧词（词义相同或相近）的声音（或与旧词相近的声音）来给新词命名。
这样就逐渐形成了音义相关的一组同源词，音与义之间就有了必然的联系，因此人们也就可以通过声
音线索来探求词义。
这正如段玉裁所说：“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圣人之制字，有义而
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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