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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古文字学是一门古老而富有生命力的传统学科。
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它长期处于附属的地位，一直到20世纪初，以清末殷墟发现甲骨文为契机，古
文字和出土文献的研究才走上了全面发展和成熟的道路，在纵深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飞快进展。
具体表现在“古文字”这一概念有了明确的对象和范围，从出土材料和研究成果来看，已逐渐形成了
殷商周初甲骨文、先秦青铜器铭文和战国文字三大分支，以及秦至汉初保留着篆隶写法的简帛文字。
20世纪的古文字学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首先是出土的古文字资料空前丰富。
从商代晚期经西周、春秋、战国直至秦到西汉前期，在考古年代学上的每个时段，都有以当时书写材
料为代表的文字资料发现，已构成一个以象形、表意为基础的上古文字，到以表意、表音为主体的近
古文字及向篆隶过渡的发展系列。
从这个系列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汉字形成体系之后，从古文字发展到今文字的整个过程，中间
没有任何缺环。
这些完备的资料正是我们从事研究工作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是汉族人民得天独厚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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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系列之一的《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书中具体包括了：秦
至汉初简帛文字形体的特点、篆体起了变化而隶体尚未定型的过渡形式、秦至汉初简帛文字形体变化
通例、偏旁位置相对固定但尚未定型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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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杰，广东潮安人，1950年生。
1982年中山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
1992年获中山大学硕士学位，1997年获中山大学博士学位。
现任教于中山大学中文系，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战国秦汉文字。
发表《篆隶字形来源问题探讨》、《说朋》、《战国秦汉文字同形删简现象研究》等学术论文40余篇
。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秦汉文字通
论”和广东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秦汉文字的整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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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题旨和方法秦至汉初的简帛文字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重要发现之一，受到海内外
的极大关注。
新的发现带来新的学问，学术界从各个方面对这些文字材料进行研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不过，以往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历史、文化、数术、民俗等方面，专门从语言文字方面进行研究的
论著并不多，显得相当薄弱。
本时期简帛数量多，内容丰富，书写年代也基本确定，不但对研究秦汉历史、文化等方面意义很大，
而且对研究汉语言文字也是极为重要的。
仅就文字形体而言，其重要性即可举出三条。
第一，70年代以前，发现过战国的楚简、汉武帝以后至魏晋时代的简牍，而秦至汉初简帛可以说还是
一片空白；70年代以后，大量秦至汉初简帛的发现，填补了这个空白，使我们能够看到真正的篆隶书
体。
第二，秦至汉初是汉字形体演变的关键时期，本时期简帛文字的形体既保留了古文字的写法，又出现
了今文字的写法，许多字呈现出一种古文字起了变化而今文字尚未定型的过渡形式，因此，对研究汉
字由篆变隶的过程十分重要。
第三，秦至汉初简帛文字与先秦文字是一脉相承的，它来源于战国秦篆，同时有一些字保留了西周晚
期和春秋的大篆的写法，还有不少字的写法与六国古文相合，因此，某些字的写法，可以为释读先秦
文字提供新的线索，可据以考释古文字或纠正对某些字的不正确说法。
林法先生指出：“根据出土的先秦古文字资料，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篆书和隶书的分化，在先
秦时代已经开始了。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

后记

我从事古文字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主要仰仗曾宪通先生的提携和鼓励。
1985年中山大学中文系有一项“确立师徒关系”的举措，即由资深教师传、帮、带青年教师，使后者
能较快成长。
当时我有幸成为曾先生的徒弟，在曾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和参加一些科研工作。
期间我协助曾先生完成由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资助的科研项目“睡虎地秦简文字编”，并在此
基础上完成硕士论文《睡虎地秦简文字形体研究》。
1993年我考取中山大学汉语文字学专业研究生，在职攻读博士学位。
读博期间，我幸运地遇到了多位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对学生充满爱心的先生。
曾先生既是我学术道路上的启蒙老师，又是我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
博士论文《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从题目的确定到提纲的草拟，从谋篇布局到斟字酌句，都得到曾
先生的悉心指导。
是曾先生一次次细致的批阅和精心的指导使我的博士论文不断进步，是曾先生倾注大量心血悉心指导
使我的博士论文能按时较好地完成。
读博期间，李新魁（已故）、陈炜湛、张振林、孙稚雏、唐钰明、黄光武、陈伟武诸位先生，为我上
课或提供帮助，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7年4月博士论文《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定稿。
论文完成后，李学勤、王宁、吴振武、张桂光、陈炜湛、张振林、唐钰明诸位先生参加了通讯评审；
吴振武（答辩委员会主席）、陈初生、张桂光、曾宪通、陈炜湛、张振林、唐钰明诸位先生参加了论
文答辩。
各位评审和参加答辩的专家，都提出了一些非常中肯的意见。
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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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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