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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杨树达在文字学方面的一部代表性著作，概括了作者几十年间研究文字学、古文字学、训诂学
、音韵学的成果，博采前人在文字研究方面的成果而集大成之，清理象形与指事的界限，进一步细分
汉字结构的类型，揭示了汉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文字学研究方面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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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树达，字遇夫，湖南长沙人。
曾留学日本。
中国语言文学学家。
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教授。
研究古汉语语法及文字训诂。
著有《古书疑义举例续补》、《高等国文法》、《词诠》、《论语疏证》、《汉书窥管》、《积微居
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小学述林》、《汉文文言修辞学》，并收入《杨树达文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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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易·系辞》下篇日：“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央
。
”按：《易》言上古结绳，不确言其始于何世。
许慎《说文解字·序》云：“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
”以结绳属之神农，未详所本。
结绳者，孔疏引郑康成《注》云：“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
”其详今不可得矣。
　　第二节 古文　　一、何谓古文　　《说文解字·序》云：“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
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
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按仓颉所造，是为古文。
《说文·序》又云：“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
”又云：“及亡新居摄，时有六书：一日古文，孔子壁中书也。
二日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
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
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
”按壁中书今已无存，然如殷墟龟甲文刻辞、周代彝器款识、《说文》及《三字石经》所记古文，皆
古文之可见于今日者也。
　　二、古文之作者　　《吕氏春秋·君守篇》云：“苍颉作书。
”[注：苍仓同]《淮南子·本经训》云：“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皆以作书之事专属于苍颉。
即实言之，作书者不止苍颉一人。
《荀子·正论篇》云：“作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
”晋卫恒《四体书势》云：“昔在黄帝，创制造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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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当今文字训诂之学，公为第一人，此为学界之公论，非弟阿私之言，幸为神州文化自爱，不胜仰
企之至。
　　——陈寅恪　　　　此书前后经营十余年，煞费心思。
自信中国文字学之科学基础或当由此篇奠定。
　　——杨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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