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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8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在美丽的长春南湖举行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
。
这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成立的第一个群众性学术团体，在当时一潭死水般的学界简直有着振聋
发聩的效应。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全党工作重点之后，各种类型的学术团体便如雨后春笋
般地涌现出来，如中国考古学会成立于1979年4月(西安)，中国语言学会成立于1980年10月(武汉)，中
国古文字研究会均作为团体会员参与发起和筹备工作。
　　古文字学界为什么能够在构建群众性学术团体方面率先迈出如此关键一步呢?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
。
首先，可能得益于祖宗的赐予。
20世纪70年代是我国考古发现的黄金时代，一批批周原甲骨、战国铜器和秦汉简帛相继被发掘出来，
令海内外学术界为之轰动。
即便在十分封闭禁锢的“文革”时期，有关单位也不得不举办诸如“出土文物出国展”之类的活动，
《文物》、《考古》和《考古学报》也得以先行复刊；国家文物局还特地组织专业人员丛事出土秦汉
简帛的整理工作。
尽管当时主其事者也标榜“为政治服务”，但客观上却显示出古文字学这门古老而富生命力的学科在
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中具有的重要作用，它是打开古代历史文化宝库的一把钥匙，因而受到一些
有真知灼见的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支持。
其、次是当时古文字研究的现状令人堪忧，抢救工作迫在眉睫。
回顾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前的情景：专业队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
在古文字学界享有崇高威望和重大影响的郭沫若同志刚刚谢世，唐兰先生卧床不起，容庚和徐中舒二
老也因年迈不能远行；40岁以上的专业人员为数不多，30岁左右的专业人员稀如凤毛麟角。
加上工具书奇缺，技术设备落后，所有这些，与层出不穷大量涌现的古文字资料形成了强烈的落差，
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以改变。
然而，促使迈出这关键一步的更加直接的重要因素，则是以于省吾老先生为首的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
学术团队勇于肩负历史使命和富于开拓进取的精神，他们冲破重重的枷锁，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
，提出了各种可行的方案，动员所有的力量，争取各方的支持。
记得从1978年上半年开始，中华书局的赵诚同志即多次将于省吾老先生关于组建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的
方案带到北大、川大、中大和考古、文物单位征求意见，他纵横穿梭，舟车南北，终于促成这一举世
瞩目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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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文字学界为什么能够在构建群众性学术团体方面率先迈出如此关键一步呢？
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可能得益于祖宗的赐予。
20世纪70年代是我国考古发现的黄金时代，一批批周原甲骨、战国铜器和秦汉简帛相继被发掘出来，
令海内外学术界为之轰动。
即便在十分封闭禁锢的“文革”时期，有关单位也不得不举办诸如“出土文物出国展”之类的活动，
《文物》、《考古》和《考古学报》也得以先行复刊；国家文物局还特地组织专业人员从事出土秦汉
简帛的整理工作。
尽管当时主其事者也标榜“为政治服务”，但客观上却显示出古文字学这门古老而富生命力的学科在
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中具有的重要作用，它是打开古代历史文化宝库的一把钥匙，因而受到一些
有真知灼见的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支持。
其次是当时《古文字研究》的现状令人堪忧，抢救工作迫在眉睫。
回顾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前的情景：专业队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
在古文字学界享有崇高威望和重大影响的郭沫若同志刚刚谢世，唐兰先生卧床不起，容庚和徐中舒二
老也因年迈不能远行；40岁以上的专业人员为数不多，30岁左右的专业人员稀如凤毛麟角。
加上工具书奇缺，技术设备落后，所有这些，与层出不穷大量涌现的古文字资料形成了强烈的落差，
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以改变。
然而，促使迈出这关键一步的更加直接的重要因素，则是以于省吾老先生为首的吉林大学《古文字研
究》学术团队勇于肩负历史使命和富于开拓进取的精神，他们冲破重重的枷锁，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
困难，提出了各种可行的方案，动员所有的力量，争取各方的支持。
记得从1978年上半年开始，中华书局的赵诚同志即多次将于省吾老先生关于组建中国《古文字研究》
会的方案带到北大、川大、中大和考古、文物单位征求意见，他纵横穿梭，舟车南北，终于促成这一
举世瞩目的创举。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文字研究 （第二十七辑）>>

书籍目录

曾宪通：卅载回眸（代序）陈光宇：世界四种古文字的起源时空与文字结构李先登：三论汉字的起源
与形成王晖：新石器晚期组词成句类陶文与汉字的起源蔡运章：论远古纺轮刻辞及其重要价值徐义华
：商代的天命思想范毓周：殷墟卜辞中的“示典”孙亚冰：易国考黄天树：谈谈殷墟甲骨文中的“子
”字连劭名：卜辞中的“游泛有疾”与《周易》沈建华：释殷代卜辞择日术语“易日”沈培：殷卜辞
中跟卜兆有关的“见”和“告”林宏明：说殷卜辞见字的一种特殊用法季旭升：说髀冯时：释“（离
隹）”刘桓：释甲骨文“*、遏”张世超：释“*”蒋玉斌：释殷墟自组卜辞中的“兆”字刘源：殷墟
“比某”卜辞补说董莲池：“*”字释祷说的几点疑惑何景成：释“花东”卜辞的“所”陈剑：“邍
”字补释郭静云：甲骨、金、简文“弄”字的通考游顺钊：殷商卜辞前“家”的原始义蠡测朱歧祥：
论由系联的方法扩张研治花东甲骨的材料蔡哲茂：殷墟甲骨新缀七则王蕴智门艺：黄组田行卜辞新
缀14例程鹏万：刘家庄北Ml046出土石璋上墨书“*”字解释麦里筱：古汉字的第一个难产的标点：商
周甲金文的重文符号“＝”赵诚：西周金文构形系统二重性探索张懋镕：关于探索“复合族徽”内涵
的新思路严志斌：商周复合氏名探析朱凤瀚：由伯*父簋铭再论周厉王征淮夷叶正渤：宣王纪年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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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宝：兵器刻铭与战国韩南阳郡新考下田诚：再论三晋“冶”字萧毅：“中清”玺考刘钊：秦“敬老
思少”成语玺考释陈隆文：负夏方足布地望考辨董珊：侯马、温县盟书中“明殛视之”的句法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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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献记载南方也有一唐国，《国语·郑语》：“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
、随、唐⋯⋯”韦昭《注》：“应、蔡、随、唐，皆姬姓也。
”《史记·楚世家》：“楚昭王灭唐。
”《集解》：“杜预日：‘义阳安昌县东南有上唐乡。
”《正义》引《括地志》：“上唐乡故城在随州枣阳县东南百五十里，古之唐国也。
《世本》云唐，姬姓之国。
”《通志·氏族略》引《春秋释例》云唐为燮父之后，别封于唐。
也有认为唐国为尧后，姓祁，《史记·晋世家》的《索隐》：“及成王灭唐之后，乃分徙之于许、郢
之间，故《春秋》有唐成公是也，即今之唐州。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十四下：“唐氏出自祁姓。
⋯⋯成王灭唐，以封弟叔虞。
其后更封刘累裔孙在鲁县者为唐侯，以奉尧嗣，其地，唐州方城是也。
”南方唐国姓姬姓祁，难以判断，不过这个唐国应源自山西的易国，是毫无疑问的，出土文献中它也
是写作从“易”的字，如湖北郧县肖家河春秋墓出土的铜铭中的“裼旧以及枣阳县资川王城出土的西
周晚期簋铭中的阳。
　　前文所说，易，也就是晋国始封地，不在北赵晋侯墓地附近，那么在哪里呢?《史记·晋世家》云
：“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唐在大夏，《集解》解释“大夏”时引东汉服虔说法“大夏在汾、
浍之间。
”@唐，亦即易的具体位置，自古以来，说法很多，李伯谦先生总结为六说：平阳(今临汾市附近)、
翼城(今翼城附近)、鄂(今临汾以西的乡宁县)、安邑(今夏县的禹王城)、永安(今霍县)和晋阳(今太原市
西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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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国古文字学界在吉林大学召开了第一次古文字学术讨论会。
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古文字学术研究会，并将提交会议的论文结集，编为《古文字研究》，由中华书局
出版。
一九七九年八月，《古文字研究》第一辑正式面世。
二十多年以来古文字研究事业飞速发展，作为这一学术的专业学术集刊，《古文字研究》也已经累计
编辑出版了二十七辑，发表了大量的优秀的研究文章，为繁荣学术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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