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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古汉语词汇的研究，迄今为止还做得很不够。
严格说来，这还是一块需要我们用辛勤的劳动进一步开垦的荒地。
我们这样谈问题，并不是要把古人和今人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一笔抹煞；而是认为这方面要做的工作
，的确还非常之多；而且跟语音、语法相比，古汉语词汇的研究算是最落后的了。
诚然，前人在个别词义的考证、辨析和某些特殊词语、方言词语的研究方面也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但是，汉语词汇发展的整个历史和断代词汇历史的研究，专书词汇的研究以及词汇和语音、语法之间
关系的研究等，基本上没有开展起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写一本关于古汉语词汇的专著，哪怕是写一本小书，困难也是很多的。
正因为困难很多，我们觉得更有必要就这个题目做点文章。
于是，我们就以尝试的态度，写了这本《古汉语词汇讲话》。
之所以采取“讲话”这个形式，也并非我们真的有多少动听的“话”要“讲”给读者听，而是觉得这
样谈问题比较自由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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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用丰富的资料、浅白的语言，讲述了古汉语词汇的一些基本知识。
如词汇的历史发展、构成，词的书写形式，词的引申义，演变的规律，以及怎样学习古汉语词汇等问
题。
     本书信息量大，知识结构合理，并努力反映当代学术界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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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九盈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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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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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掌握古汉语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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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阅读古书可能有帮助的问题。
所谓“有帮助”也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看法，实际上怎么样，也只能由读者来检验了。
在写这本小书的时候，我们力图在吸收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把自己通过对原始材料的研究得
出的一些不成熟的结论告诉读者，希望跟读者一起推进古汉语词汇的研究。
学术研究总是逐步向前发展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能把问题解决得完美无缺，而不是完美无缺甚或有某
些错误的意见也应该让作者讲出来，这样，才能收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如果大家都只重复一些人所共知的现成结论，那古汉语的词汇研究何时才能有新的进展呢？
在这本书里，我们较多地引用了一些原始材料（包括例句），这是因为我们不希望读者只是简单地接
受一些结论性意见，而是希望读者根据这些材料来思考一番，看书中的一些结论是否正确，如果不正
确，也可以据此得出更科学的论断。
同时，我们也觉得，多引点原始材料，对有些读者来说，也有可能借此扩大知识面，进而培养研究古
汉语词汇的兴趣。
“讲话”总得要有一个对象。
我们选择的对象是大学生和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中小学教师和一般干部。
虽然，我们也尽了一定的努力要把“话”“讲”得通俗一点，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同志能够读懂它；但
既然讲的是古汉语词汇，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些文字学、音韵学方面的专门知识，这对于某些没有
接触过文字学、音韵学的读者来说，可能会有某种程度上的困难。
但是，只要硬着头皮读一读，并动脑筋想一想，大体上是可以读懂的。
而且，就全书来说，这类问题也不占主要地位。
但后来凡是渡河都叫做“涉”。
《荀子·子道》：“不放舟，不避风，则不可涉也。
”古汉语的连词和介词，有不少是从实词虚化而来的。
虚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词义的引申。
例如：“被”的本义是被子。
《楚辞·招魂》：“翡翠珠被。
”引申为覆盖。
《楚辞·招魂》：“皋兰被径兮。
”又引申为蒙受。
屈原《哀郢》：“被以不慈之伪名。
”又引申为介词，表示被动。
《韩非子·五蠹》：“兄弟被侵而随仇。
”《韩非子》例中的“被”，还保留一点蒙受的意思，这正是由实到虚过渡的痕迹。
由蒙受到表被动，关系还比较直接。
有些实词的虚化，就比较曲折。
如“和”，古代常见的意义是和谐、应和，它与现代常用的连词“和”（你和我）有什么联系呢？
原来，它们中间经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由应和的意义引申为连带。
杜荀鹤《山中寡妇》：“时挑野菜和根煮。
”现代汉语中的成语“和衣而睡”还保留这个意义。
再由连带引申为连词同、与。
岳飞《满江红》：“八千里路云和月。
”实词虚化的例子还有：（1）动词“会”（会合、会见）虚化为介词“会”（适逢）。
如《史记·陈涉世家》：“会天大雨，道不通。
”（2）动词“以”（任用、使用。
如屈原《涉江》“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虚化为介词“以”（用、凭借），等等。
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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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词义引申的时候，应当注意它和修辞手段的区分。
比喻和借代是两种常见的修辞手段，在运用这两种手段时，也会使词的意义产生某种变化。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汉语词汇讲话>>

编辑推荐

《古汉语词汇讲话》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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