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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中生的《荀子校诂丛稿》（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是作者1991年至1998年《荀子》
校释论文的汇集，共收论文11篇，约22万字。
其《读〈荀子〉札记》一篇有校释箚记250条，发明甚多。
其论杨倞《注》、王先谦《集解》、王念孙《杂志》、梁启雄《简释》的诸篇，在荀学研究史上，意
义尤深。
李氏认为：清以来的注家有两个较为普遍的缺陷。
一是重训诂而轻义理。
二是只注意由字词到句，然后到全篇之义、全书之旨的一面，忽视了由全书、全篇之义旨及用词特点
到某句、某字词的另一面。
对王念孙《杂志》、王先谦《集解》得失的检讨，就是从这一观念展开的。
这一认识，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上算不得新鲜，但在《荀子》校释方法的讨论上，却属少见，有纠偏
之功。
对清人，特别是后来的梁启雄《简释》轻易校改《荀子》，李氏既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又分析了其误
校、误改的方法论原因：在利用本篇前后文字进行论证时，忽略了还需从整部书的义理和用词造句来
融会贯通；在利用他书或类书的引用来比勘时，忽略了他书或类书的引文也会有省改的情况；在利用
古注来改动原文时，忽略了古注与原文所存在的一些特殊对应关系；在利用古人行文的常规句法进行
校对时，忽略了古人行文的文句异例。
这些分析，是实事求是的；而其具体的校释工作，也大多是成功的。
他与骆瑞鹤，可以说是大陆50多年来《荀子》训诂考释工作的双子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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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中生
基本情况
男，1954年9月出生，湖南祁阳人。
中文系副主任。

1979年9月至1983年7月，就读于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
1983年9月至1986年7月，攻读中山大学中文系训诂专业，获硕士学位；
1986年9月至今，任教中山大学中文系。

学术专长为训诂学。

开设课程
本科：古代汉语(必修)、古代典籍导读(必修)、古典文献基础（选修）、《荀子》选读（选修）
硕士：训诂学、先秦两汉专书选读、传统语文学
主要著作
《荀子校诂丛稿》，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中国语言避讳习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中国语言避讳习俗》（韩文版，更名为《言语禁忌与中国文化》），1999年
主要论文
《年字的分化——说年、秀、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段玉裁与金石铭刻之学》，《学术研究》，1988年第3期
《“贽”“币”辨》，《学术研究》，1990年第2期
《小议楷书中的变笔表意字》，《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楷书中的改形字》，《中山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荀子〉校释商补》，《孔子研究》，1994年第1期
《〈诗〉“既醉以酒”辩正》，《古汉语研究》，1994年第1期
《〈荀子简释〉注释中校改意见的疏失》，《文献》，1994年第4期
《据注误校〈荀子〉例释》，《古籍研究》，1997年第3期
《略论〈荀子〉的词义“说”“辨”及其对后世训诂学的影响》，《中山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荀子〉文句异例误校举例》，《中山人文论丛》第一辑，台湾高雄复文出版社1997年
《〈仪礼〉简本札记》，《文史》，第45辑
《〈荀子〉杨倞注评议》，《古籍研究》，1998年第4期
《从〈荀子〉的两处比喻看修辞与训诂》，《修辞学习》，1998年第6期
《从王先谦〈荀子集解〉看清代训诂学的得失》，《中山人文学术论丛》第2辑，广东高等教育出版
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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