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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是文史专业学生的一门基础课
、

工具课
,

其

教学 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和理解我国古代典籍的能力
。

为了适应当前教学改革的需要
,

提高这门课的教学质量
,

武汉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室组编 了一部古代汉语教材
,

沈祥源教授主编
,
1 9 9 8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

这部教材最突出的特色是它立意于学生素质的培

养
,

把提高阅读古籍的能力这一目标落实到教材的具体

内容和措施之中
。

首先
,

在整体布局上
,

本书采用了通论
、

文选
、

参阅三

板块结合的格局
。

通论讲述古代汉语的理论知识
,

文选增

强学生的感性认识
,

两者的结合体现了理性认识和感性

认识相互促进的关系
。

这种结合
,

为 20 世纪 60 年代王力

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 》初创
,

至今仍被国内众多的古代

汉语教材采用 ;长期以来
,

实践证明了这是行之有效的好

经验
。

本书继承了这一经验
,

每一讲都有通论和文选
,

而

且内容也配合得较紧
。

如讲音韵知识
,

就与《诗经 》
、

《楚

辞 》的选文配合
,

讲语法
,

就与典范性的《左传 》
、

《战国策 》

等散文作品配合
。

王力《古代汉语 》等教材的古代文化常

识和古代汉语常用词集释部分
,

则全部删除
,

而代之 以
“

参阅
” 。

参阅
,

即选录一些与课堂教学内容相关的参考资

料
,

供学生自学或教师选讲
。

这样做的好处有二
:

一是精

简不教材的内容
。

因为
,

古代文化常识的内容太多太杂
,

另有专业课和专业书籍进行介绍
,

作为以学习语言为主

的古汉语课程难以包含这些 内容 ;古代汉语常用词部分

也有专门的字典
、

词典汇集
,

在教学时属于复习
、

归纳性

的工作
。

它们都不必列于教材之中
,

删除这些内容
,

教材

显得紧凑而有系统
。

二 是 参 阅 资 料 在 专 业 知 识 上

,

与 通 论

和 文 选 联 系 较 紧 密

,

有 利 于 增 加 教 学 内 容 的 深 度 和 广 度

,

也 便 于 教 材 内 容 多 少 的 调 节

。

同 时

,

这 些 资 料 多 未 标 点 或

注 释

,

实 际 上 也 给 学 生 提 供 了 练 习 的 题 目

。

例 如 第 一 讲

,

通 论 部 分 讲 述 了
《汉 字 的 源 流 》和 《汉 字 的 结 构 》

,

文 选 就

此 选 了 几 则 短 小 的 甲 骨 卜 辞

、

铜 器 铭 文 和
《周 易 》有 关 文

字 起 源 的 片 段
,

参 阅 则 选 了 许 慎 的
《说 文 解 字 叙 》和 《后 汉

书
·

许 慎 传
》

,

这 一 讲 均 与 文 字 相 关

,

三 部 分 结 合 而 成 整

体

,

克 服 了 以 往 教 学 过 程 中 通 论

、

文 选

、

练 习 松 散 零 乱 的

毛 病

。

本 书 在 每 一 讲 中

,

先 列 通 论

,

次 列 文 选

,

后 列 参 阅

,

改 变 了 一 般 教 材 先 文 选

、

后 通 论 的 次 序

。

这 是 考 虑 到 10

多年来
,

中 学 语 文 课 加 强 了 文 言 文 教 学

,

学 生 阅 读 文 言 文

已 有 一 定 的 基 础

,

通 过 高 考

,

进 入 大 学

,

学 生 已 具 备 阅 读

浅 近 文 言 文 的 能 力

,

感 性 认 识 有 了 一 定 的 深 度

,

因 此

,

大

学 阶 段

,

应 有 较 全 面 系 统 的 理 论 知 识

,

这 在 中 学 阶 段 是 不

可 能 做 到 的

。

这 本 教 材 从 当 前 学 生 的 实 际 水 平 出 发

,

以 理

论 为 先 导

,

证 之 以 文 选

,

辅 之 以 参 阅

,

循 环 往 复

,

逐 步 巩 固

和 提 高

。

按 这 样 的 教 学 进 程

,

无 疑 会 让 学 生 学 得 更 主 动

、

更 扎 实

。

其 次

,

本 书 增 强 了 能 力 型 与 应 用 型 的 教 学 内 容

。

在 每

讲 的 安 排 中

,

编 者 都 考 虑 了 如 何 将 知 识 与 应 用 相 结 合

、

使

知 识 转 化 为 能 力 的 间 题

,

让 教 学 内 容 尽 可 能 实 用 化

。

全 书

共 十 八 讲

,

大 致 与 一 学 期 的 周 数 相 当

。

从 第 一 讲 到 第 十

讲

,

以 系 统 地 讲 述 古 代 汉 语 理 论 常 识 为 主

,

即 传 统 语 言 学

中 的 文 字

、

音 韵

,

加 上 词 汇

、

语 法

、

修 辞 等 内 容

,

同 时 也 加

进 了 技 能 的 训 练

,

如 《通 假 字 的 读 音 和 辨 认 》
、

《音 韵 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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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运 用 》
、

《古 今 词 义 的 比 较 》 等
,

都 涉 及 具 体 操 作 的 能 力

训 练

。

从 十 一 讲 到 十 八 讲

,

以 培 养 应 用 能 力 为 宗 旨

,

贯 穿

了 一 条 古 为 今 用 的 原 则

,

为 传 统 学 科 如 何 面 向 社 会 进 行

改 革

,

做 了 一 些 有 益 的 探 索

。

例 如

,

讲 古 代 文 体

,

先 讲
《 文

体 的 分 类 》
,

接 着 选 了 一 些 典 型 范 文 让 学 生 学 习

,

并 将 现

代 还 有 生 命 力 的 某 些 传 统 文 体 的 特 点 和 做 法 介 绍 给 学

生

,

如 诗

、

词

、

赋

、

书 信 等

,

由 学 生 模 仿 着 写 一 写

,

锻 炼 学 生

的 动 手 能 力

,

学 以 致 用

,

读 和 写 适 当 配 合

,

可 促 使 学 生 更

牢 固 地 掌 握 知 识

,

更 灵 活 地 运 用 知 识

,

增 强 学 习 的 积 极

性

。

训 话 学 是 一 门 传 统 学 科

,

是 阅 读 古 书 的 必 备 知 识 和 技

能

。

以 往 的 一 些 同 类 教 材

,

只 是 简 单 地 介 绍 了 一 点 训 话 常

识

,

而 未 将 其 作 为 阅 读 古 籍 训 练 的 重 要 环 节

,

重 视 不 够

。

本 书 认 为

:

训 话 是 一 项 用 语 言 解 释 语 言 的 实 践 活 动

,

通 过

历 代 学 者 们 的 长 期 积 累

,

有 了 一 套 系 统 的 原 理

、

方 法 和 术

语

,

形 成 了 一 门 独 立 的 学 科

,

称 为 训 话 学

。

它 与 文 字 学

、

音

韵 学 并 立

,

构 成 了 我 国 传 统 语 言 学 中 的 三 大 类

。

训 话 本 来

就 是 帮 助 人 们 读 古 书 的

,

是 我 国 传 统 的 读 懂 古 书 的 理 论

和 方 法

,

在 古 代 汉 语 教 学 中

,

学 习 一 些 训 话 学 知 识 和 技

能

,

对 提 高 古 书 的 阅 读 能 力 无 疑 是 很 有 好 处 的

。

因 此

,

本

教 材 第 十 四

、

十 五 讲

,

简 要 地 讲 授 了 训 话 学 方 面 的 内 容

。

特 别 在
《古 注 的 读 法 》一 节

,

较 好 地 体 现 了 学 术 性 和 应 用

性 的 结 合

。

文 史 和 涉 古 专 业 的 大 学 生

,

今 后 要 从 事 相 应 的

工 作 或 继 续 进 行 专 业 深 造

,

都 必 须 具 备 较 好 的 传 统 文 化

素 质

,

具 备 读 懂 古 籍 的 能 力

。

例 如 要 做 整 理 古 籍

、

注 译 古

籍 或 古 代 文 化 的 普 及 和 语 文 教 学 工 作 等

,

就 得 自
己 阅 读

古 人 的 原 著 和 古 代 的 权 威 传 注

,

而 不 能 只 靠 今 人 的 译 释

。

目 前

,

有 些 古 籍 注 释 本

,

采 用 将 今 人 注 释 改 头 换 面

,

东 拼

西 凑 的 省 力 办 法

,

不 是 真 正 做 学 问 的 态 度

。

本 书 在 这 些 方 面

,

给 学 生 以

“

点 金 术

” ,

而 不 是 现 成 的

“
金 子
” 。

编 者 先 介 绍 了 读 古 注 的 步 骤

,

并 详 尽 地 论 述 了 如

何 批 判 地 吸 收 古 人 的 研 究 成 果

,

从 理 论 上 奠 定 基 础
;
在 接

下 来 的 《读 古 注 示 例 》中
,

选 出 自 古 以 来 最 著 名 的 古 注 片

断

,

如 孔 颖 达
《 毛 诗 正 义 》中 的 《 君 子 于 役 》

、

朱 熹
《诗 集 传 》

中 的 《君 子 于 役 》
、

刑 禺
《论 语 注 疏 》 中 的 《为 政 》

、

郑 玄 注

·

陆 德 明 音 义 中 的
《礼 记
·

学 记
》 等

,

作 为 范 例

,

每 段 后

,

编

者 就 其 体 例

、

用 语

、

符 号 等 加 以 解 说

,

使 学 生 大 体 上 掌 握

了 常 见 古 注 的 读 法
;
在 文 选 部 分 又 影 印 了 古 注 原 文

,

学 生

可 以 及 时 比 照 阅 读

,

进 行 读 古 注 的 实 践

,

收 到 立 竿 见 影 之

功 效

。

第 十 六

、

十 七 讲 是 讲 授 关 于 古 籍 整 理 的 基 本 知 识 和

技 能 技 巧

,

即 引 导 学 生 进 行 整 理 古 籍 的 初 步 实 践

。

书 中 指

出

: “
整 理 古 籍 要 有 坚 实 的 古 代 汉 语 的 功 底

,

要 学 习 校 勘

、

标 点

、

注 释 等 方 面 的 基 础 知 识

,

苦 练 这 方 面 的 基 本 功

。

通

过 这 类 学 习 和 训 练

,

古 书 的 阅 读 能 力 将 会 进 一 步 得 到 提

高

。

因 此

,

学 习 古 籍 整 理 的 基 础 知 识 和 技 能 与 学 习 古 代 汉

语 是 统 一 的

, “

学 习 整 理 古 籍 的 过 程

,

也 就 是 运 用 古 代 汉

语 的 重 要 实 践 过 程

。 ” (见 本 书 第 67 页 ) 整 理 古 籍 是 一 项

专 门家 的 工 作
,

需 要 很 高 的 专 业 水 平 才 能 做 好

,

并 不 是 每

个 文 史 专 业 的 大 学 生 都 要 从 事 这 项 工 作

。

编 者 只 是 从 这

一 工 作 与 学 习 古 汉 语 的 密 切 关 系 和 必 备 此 项 工 作 的 基 本

能 力 出 发 而 编 入 的

。

本 书 古 籍 整 理 部 分 有 校 勘

、

标 点

、

今

注

、

今 译 四 方 面 的 内 容

,

其 中

,

今 注

、

今 译 属 古 籍 的 普 及 工

作

,

一 般 的 古 籍 整 理 只 是 指 前 两 项

,

书 中 分 项 介 绍 了 其 必

备 知 识 和 操 作 技 能

,

引 导 学 生 动 手 练 习

,

古 为 今 用

。

最 后

一 讲 为
《工 具 书 》

,

介 绍 学 习 古 汉 语 的 常 用 工 具 书 及 其 使

用 方 法

,

引 导 学 生 向

“

无 声 的 老 师
”

求 教

,

为 学 生 继 续 深 造

指 明 了 途 径

。

全 书 后 附 《 短 文 百 则 })( 均为 白文 )
,

可 供 学 生

练 习 和 自 学 使 用

。

本 书 通 论 部 分

,

有 其 相 对 的 独 立 性 和 系 统 性

,

如 单 独

成 编

,

实 际 上 就 是 一 本 《 古 代 汉 语 知 识 》之 类 的 书
,

其 重 心

在 词 汇 和 语 法
(训话也是 解释词句的 )

。

因 而

,

根 据 不 同 层

次 的 教 学 要 求

,

可 以 选 择 重 点 进 行 传 授

,

要 求 也 可 有 深 浅

之 别

。

书 中 新 内 容

、

新 材 料 时 有 所 见

,

涉 及 到 学 术 界 的 新

成 果 或 有 争 议 的 间 题

,

编 者 采 取 了 审 慎 的 态 度

。

教 材 毕 竟

不 是 个 人 的 科 研 论 文

,

应 该 把 经 过 历 史 考 验 的 正 确 结 论

放 在 重 要 地 位

。

在 对 待 新 说 法 或 专 家

、

个 人 见 解 时

,

首 先

考 虑 的 是 其 合 理 性 和 通 行 性

。

例 如

“
通 假 字

” ,

这 是 读 古 书

中 常 遇 到 的 问 题

,

历 来 说 法 纷 纭

,

难 有 定 论

。

本 书 把 通 假

字 和 假 借 字 区 别 开 来

,

指 出 它 们 属 于 性 质 不 同 的 两 种 用

字 现 象

,

从 理 论 上 讲 清 了 问 题
( 见 本 书 第 56 页 )

,

但 在 实

际 辨 析 时

,

又 很 麻 烦

,

编 者 于 是 又 介 绍 了 广 义 的 通 假 说

,

让 学 生 知 道 这 一 现 象 的 来 龙 去 脉 和 研 究 现 状

,

教 材 能 写

到 这 里 也 就 够 了

。

编 者 对 文 选 部 分 亦 是 很 费 心 思

。

所 选 诗 文
(包 括 附

录 )近 400 篇 (则 )
,

其 中 讲 读 16 0
余 篇

,

参 阅
120 余则
、

附

录 10 0 则
。

长 者 如
《淮 阴 侯 列 传 》

,

近
8 0 00 字

,

短 者 如
《 月

有 食 》
,

10 余字
。

讲 读 原 文 均 为 脍 炙 人
口 的 名 篇

,

有 的 是 其

他 教 材 未 曾 选 过 的

。

与 中 学 教 材 不 相 重 复

。

注 释 从 简

,

个

别 篇 章 甚 至 不 加 注

,

更 便 于 发 挥 教 师 在 课 堂 上 的 主 导 作

用

。

参 阅 和 附 录 未 作 注 释

,

供 教 师 和 学 生 按 教 学 需 要 选

用

,

整 个 选 文 内 容 全 面

,

从 政 论 到 科 技

,

均 有 涉 及

。

古 代 常

见 文 体 大 多 具 备

,

语 言 典 范

,

且 难 度 适 中

,

声 情 兼 美

,

读 来

饶 有 趣 味

。

统 观 全 书

,

围 绕 着 提 高 学 生 读 古 书 的 能 力 这 一 教 学

目 的

,

环 环 相 扣

,

结 构 严 谨

,

自 成 一 家 系 统

,

具 有 本 学 科 的

逻 辑 性 和 整 体 感

。

本 书 外 观 古 朴 大 方

,

与 内 容 配 合 协 调

,

全 书 65 万字
,

用 繁 体 字 排 印

,

一 册 装 订

。

在 当 前 同 类 书 中

,

这 是 一 部 颇

具 特 色 的 好 教 材

。

(责任编 辑 何 良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