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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分五章。
第一章重点阐释了研究王念孙之训诂理论与训诂实践的价值和意义，着重指出探讨王念孙在训诂研究
上取得卓越成就的原因有助于我们今天的训诂学的发展，正确评价王念孙的同源词研究有助于我们今
天的词源学的发展。
第二章写王念孙相对于前人和同时代人在训
诂理论上的三大突破：一是初步具有历史语言观，他提出的“就古音以求古义”在训诂学史上具有里
程碑式的意义，这就使得他的声训与前人的声训有了质的不同；二是提倡系统研究词义，使训诂学由
解经发展到初步具有解释学意味的阶段，促进了新训诘学的产生；三是他知道“义存乎声”，对语言
本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从而使训诂方法由形训为主发展到以声训为主。
第三章是本书的重点，主要写王念孙《读书杂志》中的校勘内容，对王氏《读&lt;淮南杂志&gt;书后》
总结出来的古书致误之由64条重新进行了归纳分类，并有所补充，探讨了王氏在校勘上取得巨大成就
的原因，指出研究王氏校勘学的价值和意义，具体指出王氏校勘中的一些失误。
第四章从同源词研究的角度分别探讨了《释大》、《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的贡献和不足。
第五章是结论，从狭义的训诂概念进一步指出王念孙在训诂实践上的成就和不足，并谈了研究王氏训
诂专著的最切身的感受，即对古书词语的训释和正误，对同源词研究，都存在一个是非难定的问题，
我们研究时既要重证据，也要重论证。
一言以蔽之，必须有严谨的态度，实证的精神，不能单纯地以论证来解决问题，因为语言问题与逻辑
问题毕竟不是一回事，是有其任意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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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精盛(1965-)，男，湖南省涟源市人，文学博士，教授，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生导师。
1995年9月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师从李琦骋两位先生攻读汉语史专业硕士研究生，1998年6月研究生毕业
，到高校从事古代汉语教学至今。
2002年被评聘为副教授。
2004年考入西师范大学师从郭芹纳先生攻读汉语言文字学专业训诂学方向博士，2007年7月博士毕业，
同年10月晋升为教授。
在《学界》、《古汉语研究》、《语文建设》、《汉字文化》、《内蒙古社会科学》、《古籍整理研
究学刊》、《社会科学论坛》、《广西社会科学》、《唐都学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40余篇。
2007年7月在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诗经通释》，广受读者好评，远销至港台、日韩、马来西亚、国地
区，在国内外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学术影响，在第9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当选为中国《诗经》
学会理事。
2010年5月吉林大学出版社《文字训诂简论》。
主持湖南省社科课题“王船山《诗经稗疏》之校勘与训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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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王念孙的生平与著作概述
　第二节 对王念孙训诂学的研究现状述评
　第三节 研究王念孙训诂理论和实践的价值和意义
　　一、有利于训诂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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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发现王念孙训诂专著(包括研究王念孙训诂学的论文和专著)的阙失
　　四、服务于古籍的整理研究
　　五、王氏训诂专书中的丰富语料有补于大型辞书的编纂与修订
第二章 王念孙在训诂理论上的突破
　第一节 初具历史语言观，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语言现象
　　一、“就古音以求古义”的提出在训诂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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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知“义存乎声”，对语言的本质有了更深入的认知
第三章 王念孙在校勘上的成就和不足
　第一节 对古书讹误之由的归纳和分类
　　一、从文字的角度
　　二、从语言的角度
　　三、从文化的角度
　　四、从修辞的角度
　第二节 王念孙在校勘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
　　一、深厚的小学功底
　　二、熟悉古籍和古注
　　三、有语法意识
　　四、丰富的文化素养
　　五、丰富的版本知识、文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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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具有较强的逻辑推理能力
　第三节 王念孙校勘的价值和意义
　　一、对于古籍整理和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二、对于辞书编纂与修订的价值和意义
　第四节 王念孙在校勘上的不足
　　一、原文可通，王氏误以为有讹
　　二、原文有误，王氏校勘内容有失
第四章 王念孙在同源词研究上的成就和不足
　第一节 《释大》在同源词研究上的成就和不足
　　一、《释大》大义探微
　　二、《释大》同源词研究给我们的启示及其不足
　第二节 《广雅疏证》同源词研究上的成就和不足
　　一、《广雅疏证》同源词研究上的成就
　　二、《广雅疏证》的“同”和“通”
　　三、《广雅疏证》同源词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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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读书杂志》与同源词研究
　　一、有意识地研究同源词
　　二、《读书杂志》中的“同”和“通”
第五章 结论
　一、贡献
　二、不足
附录
　王念孙的《古韵二十一部通表》
　谈通假、同源现象中的音同音近问题
　《评高邮王氏四种》研究王氏校勘训诂之得失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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