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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表意性质的汉字，它在记录汉语时，也许从来就没有跟口语完全一致过。
正如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所说：“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
字就是第二语言。
”所谓“第二语言”，意思大概是具有不同于第一语言（口语）的相对独立性。
这种状态不仅表现在语音和语法上，也表现在词汇上。
我们很难说汉语书面语跟口语的区分是从什么时代开始的，但从东汉石刻砖陶等下层使用的实物文字
资料看，民俗性文字资料所反映的汉语状态，尤其是其中的词汇，比较接近民间下层的用语，而与以
《汉书》为代表的同时期的文言文有明显的差异。
正是这种差异，给汉语史研究提供了一片值得开发的莱芜之地。
吕君志峰的博士学位论文《东汉石刻砖陶等民俗性文字资料词汇研究》正是看上了这片莱芜之地，由
词汇问题着手来梳理史料，不仅材料的选定和切入点都具有开创性，可望在汉语史的词汇研究方面开
辟出新的园子，而且上接秦汉，下启魏晋，造就了一个可以不断展开的状态，这片园子的扩大势头是
比较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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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谓东汉石刻砖陶等民俗性文字资料，指的是东汉时期出现的反映了民间广大底层老百姓生产、
生活、风尚习俗、宗教信仰等内容的实物文字资料，从质地上讲包括石刻、砖、陶、简牍、铅券等。
这些材料用词简洁、通俗，不追求典雅，不用通语雅言；少用虚词、句式简单，接近于当时口语的真
实面貌，与当时文学作品、史书等使用的文言文截然不同。
本书对东汉时期石刻砖陶等带有民俗性的实物文字资料中的词语进行了全面研究。
　　本书分为“绪论”、“东汉民俗性实物文字资料的词汇构成”、“东汉民俗性实物文字资料复音
词研究”、“东汉民俗性实物文字资料词语考释”、“东汉民俗性实物文字资料词语研究与大型语文
辞书的编纂”、“东汉民俗性实物文字资料用字现象调查”，以及附录。
　　绪论部分共分四节。
第一节，对“民俗性”这一概念从四个方面进行了界定，并介绍了东汉石刻砖陶等民俗性文字材料的
具体情况；第二节，介绍了东汉石刻砖陶等民俗性文字资料词汇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第三节，介绍了
东汉石刻砖陶等民俗性文字资料词汇研究的现状；第四节，介绍了东汉石刻砖陶等民俗性文字资料词
汇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第一章“东汉民俗性实物文字资料的词汇构成”。
共分三节。
第一节，探讨了“字与词的关系”、“字与单音词的关系”、“复音词与词组的区别”三个理论问题
，这是进行词汇研究的前提。
第二节，从总体上介绍了石刻砖陶等民俗性文字资料词汇的构成情况。
不计重复，共有词语2168个。
按性质划分，分为一般词语和专类词语。
一般词语1685个，专类词语483个。
按音节划分，分为单音词和复音词。
单音词655个，复音词1513个。
从词类角度看，名词1332个；动词496个；形容词80个；数词113个；量词22个；副词70个；代词26个；
连词17个；语气词5个；助词1个；助动词6个。
第三节，分析了东汉石刻砖陶等民俗性文字资料词汇的特点。
　　第二章“东汉民俗性实物文字资料复音词研究”。
共分九节。
第一节，从音节、词类、结构等方面介绍了复音词的分布情况。
第二节，从语义和词性两方面考察了联合式复音词。
第三节，从修饰语素与中心语素的意义关系与词性两个方面考察了偏正式复音词。
第四节，考察了动宾式复音词。
第五节，考察了主谓式复音词。
第六节，考察了补充式复音词。
第七节，考察了附加式复音词。
第八节，考察了重叠式、单纯词以及综合式等构词法。
第九节，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之上，我们从汉语史的角度，上溯到先秦、西汉，下追到魏晋南北朝，与
不同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献里面的复音词情况、构词法情况等进行了详细对比研究，力求弄清楚民
俗性实物文字资料中的复音词在汉语史中的地位，从而考察汉语词汇复音化过程。
　　第三章“东汉民俗性实物文字资料词语考释”。
共分三节。
第一节，对8个一般词语进行了考释；第二节，对部分专类词语进行了考释；第三节，对部分固定用
语进行了解释。
　　第四章“东汉民俗性实物文字资料词语研究与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
共分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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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主要介绍了对新词新义问题的认识以及写作本章的初衷。
第二节至第五节从“补充东汉书证”、“提前书证”、“补充义项”、“增补词目”四个方面介绍了
东汉石刻砖陶等民俗性文字资料的词语对于编纂辞书的重要价值。
　　第五章“东汉民俗性实物文字资料用字现象调查”。
从“读为字”、“异体字”、“错字”三个方面对东汉民俗性实物文字资料的用字现象进行了调查分
析，有助于更加准确地判断分析词语。
　　本书具有如下特点：第一，语料新。
本书注重资料发掘与整理，力争穷尽性占有目前能发现的所有符合“民俗性”标准的实物文字材料，
这些材料的语言面貌接近于当时的口语，极具研究价值。
第二，研究内容比较全面。
我们从构词法、词语考释、与大型辞书的对比研究以及用字现象调查等四个方面对东汉石刻砖陶等民
俗性文字资料的词语进行了全面研究，分别得出了相对有力的结论。
第三，研究方法较为得当。
我们注重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方法，既做好共时层面的描写工作，又注重与较近历史时期的语言材料
进行历时比较。
注重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方法，既注重词语构词法的分析，又重视词语意义的考察。
此外，还重视电脑语料库与数据库技术的应用。
　　由于时间精力和学识水平有限，本书仍然存在一些不足，这些都有待于日后进一步努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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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四，从文字书写及使用来看。
书写一般比较随意，字体多为草隶；通假字、异体字较多，错字也不少。
根据上述讨论，所谓东汉石刻砖陶等民俗性文字资料指的就是东汉时期出现的反映了民间广大底层老
百姓生产、生活、风尚习俗、宗教信仰等内容的实物文字资料。
这些材料用词简单、通俗，不追求典雅，句式简单，口语化明显，接近于当时口语的真实面貌，与文
学作品、史书等使用的文言文截然不同。
从质地上讲主要包括石刻、砖、陶、简牍、铅券等。
材料收集过程中，我们以语言风格作为主要判定标准，其他几项作为参考标准，凡是语言通俗、口语
化特征明显，不追求典雅，又反映了民间广大老百姓社会生活、民间信仰的石刻砖陶等实物文字资料
都在本书的收集范围之内。
二、材料介绍根据上述标准，我们遍查了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出土文物方面的各种著录类著作、文物
考古类杂志和上海博物馆等馆藏拓本与摹本等，调查范围涉及东汉出土的各种实物文字资料。
目前所收集的材料，从总体上说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历次文物考古发掘的出土实物文字资料，比
如砖文、简牍、石刻等，占全部材料的95％强；一类是传世的实物文字资料，如东汉部分买地券和镇
墓文，这些材料一般有拓本或者摹刻传世，使用此部分材料首先需要进行辨伪。
具体说来，从内容上看，包括买地券、镇墓文、符篆、约束石券、买地记、口供等；从材料质地看，
包括石刻、简牍、砖文、瓮书、木器、铅券等种类。
其中以石刻、砖、陶等数量最多，所以本书定名为《东汉石刻砖陶等民俗性文字资料词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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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总的来说，修改不多，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博士论
文原名《东汉石刻砖瓦等民俗性文字资料词汇研究》，题目中的“瓦”，根据《说文》“瓦，土器已
烧之总名”，用来泛指陶器之类，但考虑到“砖瓦”连用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解，于是将题目调整为《
东汉石刻砖陶等民俗性文字资料词汇研究》，以更加准确。
第二，根据评审专家、评委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修改调整。
并修改了部分错别字、补充了部分文例。
同时，根据出版需要，将原繁体字论文改为简体字，但又不能随意改，有的还需特别甄别，保留个别
繁体字和异体字。
修改幅度不大，一方面是由于这几年工作异常繁重，时间紧张；另一方面，希望能够进一步扩大语料
断代范围，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探讨，留待以后做更全面的修订。
如今，书稿即将出版，在高兴之余，我忍不住要像原来博士论文后记那样表示太多的感谢：感谢上海
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对本书的资助。
感谢各位匿名专家、评委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这让我受益匪浅。
感谢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各位领导和同仁，尤其是丽娃学术沙龙为我提供了浓郁自由的学术氛围，各位
的鼓励和包容让我能够一直保持进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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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汉石刻砖陶等民俗性文字资料词汇研究》讲述了：东汉石刻砖陶等民俗性文字资料用词简洁、通
俗，不用通语雅言，作为汉语史转变时期的方域俗语，对认识东汉时期与口语接近的民间书面语及其
书写形式的面貌具有其他材料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东汉石刻砖陶等民俗性文字资料词汇研究》从词汇构成、复音词、词语考释、与大型语文辞书的编
纂等方面对这些材料中的词语进行了全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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