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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楚系简帛中字形与音义关系研究》是第一部全面深入进行汉语断代分域语料字词关系研究的学
术专著。
它选取战国楚系简帛这一时代和地域都较明确的语料为考察对象，对其中字形和音义之间错综复杂的
关系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研究建立在大量字形、音义个案的穷尽性调查基础上，尤其注重高频字形的读法和常用词、基本词的
用字考察，故能较好反映楚系简帛字词关系的主要特点。
该书在文字学理论探索和疑难字词考释等方面均有不少创获，值得汉语言文字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者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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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斯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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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进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师从裘锡圭教授。
目前主要从事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撰有《论周原甲骨和楚系简帛中的“囟”与“思”》等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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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楚簡、上博楚簡篇名簡稱表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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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逊”字原形作强，当分析为从“走”、“县”声。
《说文·走部》有“逊”字，云：“行逊径也。
从走、鲧声。
”段注云：“按此当作‘行径也’。
或作‘行由径也’。
”许君原意盖以“逊”为循由之{由）的本字，所以，把“行邂径也”转写为“行由径也”完全没有问
题，但改作“行径也”则是不妥当的。
楚简之“递”显然与《说文》之“逊”是一字之异写，不过声旁繁简不同而已。
“逊”也可以看作专为表示循由之{由}而造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跟上面提到的“迪”字可以当作
异体字看待。
 “逊”可加“口”旁写作“”，仍表示（由）： 有行而不逊（由），有逊（由）而不行。
（《郭店·语二》53—54） 或巡（由）其辟，或逊（由）其不事（尽？
），或逊（由）其可。
（《郭店·语三》42—43） 思无不逊（由）我（义）者。
（同上48—49） “逊”应看作“逊”的繁体，“口”为羡符。
“逊”的声旁“繇”的另一种可能的分析是，从“口”、“县”声，与“鲧”为变换意符的异体字。
然则，“逊”同于“逊”。
但是，结合楚帛书“谯”字来看，既已有意符“言”，若再以“口”为意符则为累赘，故把“口”旁
视为羡符要合理一些。
而且，这也符合战国文字喜羡“口”符的惯例。
当然，这种细微的差别，并不妨碍我们认为“邂”也是“逊”字的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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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楚系简帛中字形与音义关系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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