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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一　　文字编的编纂一直是古文字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工作，极受古文字学者的
重视。
一部好的文字编，往往既是对某方面古文字材料考释成果的阶段性总结和整理，同时又为进一步的研
究提供新的起点，有时还包含着编者个人的创新性意见，给读者以有益的启示。
当前，文字编的做法是多样化的。
其中有两种比较基本的做法，一种是重新做，一种是接着做。
重新做的可举刘钊、洪扬、张新俊三位先生合着的《新甲骨文编》和吴良寳先生的《先秦货币文字编
》为例。
接着做的可举严志斌先生的《四版〈金文编〉校补》为例。
现在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新见金文字编》即属于后者。
　　金文是古文字材料之大宗，因此金文方面的字编在古文字研究上的意义尤其突出。
容庚先生的名著《金文编》，初版于一九二五年，此后屡经修订再版，长期以来成为古文字工作者案
头必备之书，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现在通行的《金文编》版本是由张振林、马国权二位先生协助修订的第四版。
该版修成在一九八四年，刊行在一九八五年，此后金文资料不断有新的发现，积累到一定的程度，自
然又有续补增订的必要，于是有了严志斌先生《四版〈金文编〉校补》等著作的诞生。
严书取材紧接四版《金文编》之后，而断限于一九九九年。
其正编较《金文编》新增字头有七百余个之多，贡献颇大。
新世纪以来，地不爱寳，新见先秦有铭铜器络绎不绝，据粗略估算，数量应在一千五百件以上。
其中不乏新见之字、新见之写法、新见之用法，正宜续加综合整理，以更好发挥此新资料之新作用。
在铭文的集中著录方面，已先后有《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
，《商周金文资料通鉴》等大型作品面世，但立足于单字的全面整理则尚未闻。
笔者近年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承乏讲授研究生课程《青铜器铭文研究》，感到依靠容、严二书，尚不足
把握金文单字的全貌，于是萌生了接着严先生的工作，着手编纂《新见金文字编》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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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取材于新见的先秦时期青铜器铭文拓本，字形收录是穷尽性的，而且均出文例，兼有单字索
引功能，并突出考证性案语。
该书是一部溶学术与实用为一体的古文字工具书，该书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
项目成果。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见金文字编>>

作者简介

陈斯鹏博士，广东澄海人，1977年3月生。
2000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旋为该系硕士研究生，师从陈伟武教授，2002年转博士研究生，师从
曾宪通、陈伟武教授，2005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供职该系。
2005年至2008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师从裘锡圭教授。
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目前主要从事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凡例
一、本書專收二〇〇〇—二〇〇九年發表的商周金文，酌收極少量此前發表而為《四版〈金文編〉校
補》漏收者。

二、本書主體由正編（十四卷）、合文、附錄（上、下）組成。
正編編排次序略依大徐本《說文》；《說文》所無之字則附相應各部之末，並在字頭右上角標“*”
號，同部所附字頭不止一個者，略依筆畫數為序。
個別字的處理從《金文編》，如“朋”附貝部，“康”隸“庚”後等。
合文部分專收合書字例。
仿《金文編》之例，以未識之“圖形文字”（一般用為氏族名稱或徽號）為附錄上，其他未識字為附
錄下。
附錄上所收有複合形體者，其局部或可識，但因其性質尚待研究，暫作一整體看待。

三、每字頭下字形的選取主要考慮寫法有代表性者，同時兼顧文例。
每字形下依次出器名、時代、文例、出處。
各字形排列略依時代先後為序，如一字頭下有結構、寫法明顯不同者，則先類聚，再按時代排序。
時代的判定多據發表者意見或學術界一般看法，僅供參考。

四、字形盡量採自電子化的拓本或照片，再經電腦處理；原始圖片效果欠佳者，或另附摹本；個別原
始圖片效果尤差甚或不可得者，則逕用摹本。
摹本或採自各書，或為編者另摹，恕難一一注明。
字形大小經過縮放，多非原大。

五、書中稱引書刊多用簡稱，詳參“引書簡稱表”。
簡稱出現在案語中則加書名號。
簡稱表中書以出版年份為序，刊按音序排列。

六、案語中稱引諸家論著一般以“作者（年份）”的形式出現，書末另附“參考文獻”，以備檢核。
“參考文獻”按作者姓名音序排列。

七、本書附有“筆畫檢字表”，表中同筆畫的字按書中出現先後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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