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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弓弓

张宗鸯《 卜辞弱
、

弗通用考》的商榷

夏 尿

《说文解字》 : “

节
,

僵也
。

从二弓
。

其两切
。 ”

音义和现代汉字的
“

强
”

相同或近似
。

《康 熙

字典》引《说文》 : “

疆也
,

弓有力也
。 ” 《集甜》 : “

弓强貌
。 ” 《华阳国志》 “

世号白虎复夷
,

一日板

循蛮
,

今所谓
`

节头虎子
’

者也
。 ”

如果弱字从二 弓会意
,

读为僵 (强 )
, “

强头虎子
”

又是什么意

思呢 ? 实际是从《说文》以来节字的音义已经伪误了
,

我们从 甲骨文
、

金文的研究
,

可以发现

它的形义来源
,

纠正历来字书关于节字音义解释的错误
。

肠为比初文
,

比头虎子
,

犹双头老

虎
。

甲骨文
、

金文都有大量的弱字形体和句例
,

今将其形体选摹若干于附图 (一 ) 中
。

” ” ; ” 乃余料 爹撼打 矛; 娜

久甲功叮另

产

今认产

、产

认刃入认
、户

、饮厅即

毗

企夕”认飞万
`

分刀

“

弱
”

在 卜辞中是一个常用字
,

有关的 卜辞文例不下几百句
,

它的音义尚无一致意见
,

以

张宗鸯
、

杨树达释贾通弗
,

作否定词用的说法最有代表性
,

为诸家所接受
,

我们为了使引用

的文例更广泛些
,

首先讨论并确定甲骨文
、

金文诸体是否一字
。

一 吟 ( A )
、

忿 (B ) 见 (C )是否一字?

容师《金文编》和孙海波《甲骨文编》都把 ( A )形放在正篇
“

弱
”

字栏中
,

把 ( )B 形放在附录

中
,

不承认它们是一字异体
。

李亚农先生《殷契披佚续编考释》释弱为斯
,

但认为 ( A )
、

( )B 是

一字
,

他指出《甲骨文编》误析为二字
,

是正确的
。

日本 甲骨学者岛邦男《 卜辞综类》仍将二形

分列于二字头下
。

近读香港中文大学寄赠的《中国语文研究》第二期刊登的裘锡圭同志《释
“

勿
”

“

登
” 》一文中

,

( )B 形照刻
,

亦未以
“

弱
”

字的异体字读之
。

李亚农先
:主认为金文《静墓》的

“

弱师
”

和甲骨文
“

丙戌 卜贞
:

弱自 (师 )在夷不炎? ”

的
“

弱自
”



当是一人
。

李说虽有讨论余地

作人名姓氏用的
“

弱
” ,

通过 卜辞文例比较

,

但是他最早认 出 <A )
、

<B >同是弱字
,

却是正确的
。

金文 小

可以看出从 ( A >式发展到 ( B >式的中间过程
。

,

完全可以确定 <A >
、

<B>是一字异体

又岁
”

一语
,

俄 9
.

7作 <A ) ,

续 2
·

5
·

3 作侣 )
。

( 3 )
“

粤其敏弱 ? ”

一语
,

京都 3 6 0作 ( B )
,

珠

燕 2 1 2 作 `B >
。

<5 )粹 3 6 a 中的三个
“

肠
,”

字
,

,

下列附图 (二 )摹片中
: ( 1尸劳

<2>
“

弱又羌
”

一语
,

戮 25
.

3 作 <A >
,

库 81 作 <B )

“

弱嫂
”

一语
,

一作 <A )
、

一作 (B )
。

9 6 1作 `A )
。

<4 )
“

弱其擒
, ,

一语
,

一作 ( C )
、

一作 ( A )
、

一作 <B >

边两画省作一画的简化结果
,

( 6 )粹 2 18 “

弱告
”

作 <C ) , “

弱又
”

作 ( B>
、

是异体字
。

存 2
.

3 7 4作 <A >
,

这同一片 上 的

<B> 是 <A >将上



二 弱字释弗质疑

张宗鸯
、

杨树达俱读弱为弼
,

通作弗
。

郭沫若先生解放后再版的《殷契粹编》考释部分
,

曾请于省吾教授校订一通
。

于省吾教授

于《粹编》 P
.

3 46 眉批上 日
: “

张宗赛云
: `

弱应读为弼
,

与弗字通
。 ’

大徐《说文》 误以为
`

其 两

切
’ 。

卜辞弱字当作否定词
,

无不合
。 ”

于老于同书眉批中一再阐明他同意弱作否定词通弗的说法
,

郭老则隶定作
“

弱
” ,

解释音

义则采取保留
、

存疑的态度
。

可以看出他们对
“

弱
”

字的意见是并不一致的
。

粹 5 92
: “

弱
、

惠

豚
、

惠犬
、

惠犬又豚用
。

犬三豚三
。

惠今 日丁酒
。

于戊酒
。 ”

郭老考释说
:

肠字在此不明义
。

但其下诸 卜步骤甚明
,

先 卜用牲之种类
,

用豚乎
,

用犬乎
,

抑豚犬兼用乎? 结果乃豚犬兼用
。

其次 卜豚犬之数
。

再次 卜祭之日
。

(粹编 P
.

5 0 8)

郭老以上 的分析是比较客观和切合 卜辞内容实际的
。

如果 卜辞领头的
“

弱
”

字作否 定 词

用
,

通作
“

弗
” ,

卜辞开头既然
“

否定了祭祀
,

后面还 卜间祭祀需用的牲类
、

数目
,

以及选择

丁
、

戊两 日中的一 日作祭 日
”

还有什么意义呢 ?

单从这一条 卜辞就可以看出
,

读弱为弗
,

作否定词用
,

是不正确的
,

郭老的持保留
、

存

疑态度是有根据的
,

因为这类 卜辞还大量存在
。

书字的含义显然不是否定的
,

而是肯定的
,

只有在肯定要
“

祭祀
”

的前提下
,

才可能不厌其烦地 卜间种种祭祀有关的细节
。

我们再举 《殷

契粹编》一例
:

粹 5 46
: “

弱已 (祀 )兄 (祝 )
:

兄 (祝 ) 一牛? 二牛? 三牛 ?
”

郭老在其考释中批注说
: “

此 卜

牲数
,

于牛字下加问号读之
,

自明
。 ”

(粹编 P
.

5 0 0) 如果
“

弱祀祝
”

读为
“

弗祀祝
” ,

继 续 卜问
“

祝一牛 ? 祝二牛 ? 祝三牛 ?
”

还有什么必要呢 ? 肯定要祀祝
,

才考虑
“

祝一牛 ? 祝二牛 ? 祝三

牛 ? ”

的问题
,

以求龟 卜的神示
。

,

三 弱字的形义来源

甲骨文
、

金文的
“

弱
” ,

如附图 (一 ) 所示
,

大别为两类
: <1) 作 <A >形 (象两弓相并 比 )

,

是比的初文
. ,

<2 >作 <C >形 (象弓秘
,

即弓架
,

正 弓器 )是秘的初文
,

以后二字因形近音同
,

遂

合并为一字
,

卜辞和金文中它们 已是一字异体的关系
。

王国维先生释另为 比与秘
,

唐兰先生

释弱为愁 看来都是正确的
。

实际上
“

比
”

和
“

秘
”

是两个来源的字
,

由于形
、

音相近
,

合二为

一了
,

变成了一个
“

弱
”

字
,

它是
“

比
”

和
“

秘
”

的古字
,

以后又分别被
“

比
”
和

“

秘
”

取代了
,

所以

变得形义来源十分复杂
: <1> <A >形

,

从二弓
,

两 弓并比
,

产生比赛
、

比较
、

比照
、

比邻
、

比

近等一系列的含义
。

<2 > <C>形象弱秘形
,

产生重叠
,

辅弼
、

具备一类含义
。

后来
“

比
”

字 (原

为从字 ) 的含义皆由以上含义引申扩大而来
,

我们将在后面 卜辞
“

弱
”

字的用法部分
,

分别 加

以讨论
。

为了证明
“

弱
”

是
“

比
”

的初文
,

合并了
“

比
”

和
“

秘
”

二字
,

我们先讨论一下
“

弼
”

字的形义来

源作为旁证
。

斧西
。 ,

势因
。 ,

海
了

《乎 )

田省刀功分

咐 周自



附图 (三 飞之 <1 )篆文
“

弼
”

字
, 《说文》弼

,

辅也
,

重也
,

从弱西声
。

徐揩 曰
:

西
,

舌也
,

非

声
。

附图 (三 )之 (2) 金文《毛公鼎》 : “

覃弼鱼备
”

昊大激说
: 《诗

·

采芭》 “

覃苏鱼服
” 、

《韩奕》

“

覃第错衡
” ,

笺云
: “

覃第
,

漆覃以为车蔽
,

今之藩也
。 ”

弗当作曹
,

古文弼字
,

弼以蔽车
,

有

辅弼之义
。

附图 (三 ) 之 <3 )(( 番生直》 “

金覃弼
” , <4 >《者沪钟》

“

哉弼王宅
” 。

王国维《观堂集林
·

释弼》 : “ 《毛公鼎》
、

《番生篡》均有
`

覃第鱼服
’

语
,

第字二器皆作弼
,

余谓此第之本字也
。

《说文》弱
,

疆也
,

从二弓
,

又弼
,

辅也
,

重也
,

从弱 西 声
。

案 《说文》

说此二字皆误
。

弱者
,

秘之本字
, 《既夕礼》有秘

,

注
:

秘
,

弓巢
,

弛则缚之于弓里
,

备损伤
,

《诗》云
: `

竹秘馄膝
, ,

今文秘作柒
,

案今毛诗作闭
,

秘所 以辅弓
,

形略如弓
,

故从二 弓
,

其

音当读如弼
,

或作秘
、

作柴
、

作闭
,

皆同音假借也
。

秘之本义为弓巢
,

引申之则为辅
,

为重
,

又引申之则为僵
。

许君以弱之第三义系放弱下
,

又以其第二义系放弼下
,

青失之矣
。

弼乃第

之本字
,

当如《毛公鼎》
、

《番生签》作弼
,

从西弱声
。

西者古文席字
, 《说文》席之古文作唇

,

《丰姑篮》宿字作自
,

从人在 、 下西上
,

人在席上
,

其义为宿
,

是西即席也
。

《广雅
·

释器》 ,

西席也
。 ’ … …弼既从圆 ,

则弱当是声
。

上说弱字之义
,

亦粉此得其证矣
。 ”

唐兰先生补充解释
“

金覃弼
”

是
“

大家所称为弓形器的这种器物…… 它是用在弛弓时 缚 在

弓背的中央部位以防损坏的
。 ”

分辨出青铜做的
“

金覃弼
”

和漆覃作为车蔽用的两种
“

覃弼
” 。

弼字从弱得声
,

弱
、

比音同是无疑的
。

四 甲骨文
、

金文的
“

比
”

字

上节说明弱字原来一义为
“

比
” ,

一义为
“

秘
” ,

弓巢
, 《玉篇》 : “ 哪

,

今作弼
。 ” 《虞书》

“

娜成

五服
”

今本娜
,

亦作弼
,

弼谐弱声
,

柒 (秘 )
、

娜俱谐比声
,

另
、

比音同可知
。

实际上
“

比
”

的

古字作
“

弱
” , “

比
”

字原是
“

从
”

字
,

两人相从
,

不分方向
,

后来将
“

从
”

字中方向相反的一类
,

拿来代替了
“

弧
”

字
,

,

读为
“

比
” 。

如果不辨别古文字
“

比
” 、 “

从
”

不分
,

释
“

弱
”

为
“

比
”

就难以为

人们所接受了
,

因为觉得既然已有
“

比
”

字
,

为什么又要以
“

弱
”

为
“

比
”

呢 ? 所以我们先得证明
“

比
”

原为
“

从
”

字
, “

弱
”

才是
“

比
”

的初文
。

《说文》比
,

密也
,

二人为从
,

反从为比
。

这是篆文规范化的结果
,

古代并非如此
。

我们

先看金文
,

作器人的
“

从
”

或书作
“

比
” , 《金文编》著录的《天作从尊》 “

从
”

即书作
“

比
” ,

与 《作

从蔓》的
“

从
”

是一字
。

金文
“

从
”

字的部件多从
“

从
” , 《麦益》 , 《从鼎》

、

《她臾尊》 即从
“

比
” 。

《金文编》所著录的《舍比盆》和《融枚比鼎》 ,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则称为《需从摄 》 和 《耕

枚从鼎》
。

金文
“

比
” 、 “

从
”

一字
, “

比
”

当读为
“

从
”

字
。

高鸿绪师《中国字例》云
: “

甲金文有比字皆从

字之反书
,

非比字
。

(一 ) 易比卦乃从卦
,

其卦交辞皆就从字立言
。

(二 ) 皆
,

古作瞥亦应从从
,

方言
、

说文并言金
,

皆也
,

金下从从
。

(三 )大雅皇矣
: “

克顺克比
” , “

比于文王
, ”

比应为从
。

(四 )论语里仁
: 子日

: “

君子之放天下也
,

无适也
,

无莫也
,

义之与比
。 ”

比应为从
,

与义同是
。

(五 ) 书
·

盘庚
: “

非汝有咎比于罚
” ,

比应为从
,

非因汝有咎从而罚汝也
。

(转引 自 《 金 文 话

林》
。

疑应作
“

甲金文所有比字皆从字之反书
”

少一
“

所
”

字 )

孙海波《 甲骨文编》 “

从
”

字条下头一字为比
,

注云
: “

古从
、

比同字
。 ”

大体上是对的
,

更明

确的说
,

比本为从字
,

后来用
“

比
”

取代 了
“

聆
”

字
,

专作
“

比
”

字用
,

不再代表
“

从
”

的音义
。

下

面再举若干甲骨文例为证
:



王勿从址城 ?

王勿比址城 ?

(存 1
.

6 74)

(乙 3 8 6 0)

九九
户̀少1̀

{
丁酉 卜毅贞

:
址城称册王比 ?

戊子 卜毅贞
:

·

址喊称册王从 ?

王从址城伐土方 ?

王比泣城伐土方 ?

(后 1
.

(后 1
.

(合 1 5 7)

(燕 85)

1 7
.

6)

1 7
.

5)

丸九r
.破.、

、 12、、/,曰八O了、/、

{
贞

:

王惠址喊从伐搔方
,

帝授我佑 ?

王勿唯址喊比伐搔方
,

帝不我其授佑 ? (乙 3 7 8 7 )

令…般比侯告? (京都 3 8 9)

令般从侯告 ? (佚 3 3 )

.入f
`

卜.

午午壬壬Jr、`

、 /、ZJ任一ó口尹、̀护、
,

卜寺贞
:

王往省 比西若 ? ( 乙 7 8 2 6)

王往省从西 ?

丙辰贞r,、t
、 /内O了

、

<7> 万呼鸣比戊使脚
`勿呼鸣从戊使 岛?

<8>

{卖:
妇好比之廖 ?

(粹佚 3 8 1 )

(京津 2 2 2 0 )

(策人 7 0 )

(合 3 1 5 )

从之疹? (河 6 2 7 )

J趁
:

呼舞有从雨 ? (合 x s s )

兹舞有比雨 ? (粹 8 1 3)

了lJ人
、 ,尹O口/、

今丙戌郊对
,

有从雨 ?

封亡其比雨 ? (乙 3 4 4 9 )

九九Jr、``

、/
n
甘1上产、

上举 卜辞文例中的
“

比
”

即
“

从
”

字
,

是很明显的
。 “

从
”

字结构是前面一人
,

后面一人
,

相

从表意
,

初无方 向性区别
。

后来汉语中的
“

比
”

字
,

古代原书作
”

弱
” ,

从两弓相比会意
。

五 卜辞
“

弱
”
(比) 的用法

<1>作方国
、

地名和人名用
:

弱入 (京津 1 8 5
、

1 8 7 ) 弱其截方 ? (戮 4 5
·

1 4)

弗敦乎}? (金 7 3 9 ) 大甲保弱 ? (燕 7 4 4 )

粤其截弱 ? (京都 3 6 0) 弱唯死? 九月
。

(前 5
0

4 1
.

3)

铭 >弓弓(比 )用为同的含义
:

《礼记
·

乐记》 “

比于慢矣
。 ”

注
:

比犹同也
。

《周书
。

武顺》注
:

比者同也
。

辛卯贞
:

求禾于河 ? 弱夔? (粹 9 )

“

弱夔? ”

是
“

辛卯贞
:

求禾于夔? ”

的省略写法
, “

弱
”

的含义是
“

同
”

和
“

同上
”

之意
。

这类 卜

辞正是张宗蓦误释为
“

弗
”

的依据
,

以为是从正反两面对贞
,

其实往往是同一内容 的
“

习 卜
” ,

请看下面的文例
:

癸丑
,

又构于大乙
,

呼射? 弱呼射? (粹 1 30 )

其求禾沁京有雨 ?

弱之亡 (无 ) 雨 ? (京都 1 9 2 9 )

辛亥 卜
:

北方其出?



弱称众不出? (存 2 .7 5)5

元殷
,

惠多尹乡 ? 弱不元殷 ?

弱不乡 ? 惠多尹乡 ? (甲7 5 2)

以上 卜辞文例的
“

弱
”

不作否定词用
,

而以
“

不
”

和
“

亡
”

作否定词是很明显的
。

戊辰贞
:

其征宣有若? 弱征宣? (续 4
.

35
.

3)

甲午贞
:

于父丁告画其步 ? 弱告画其步? (宁沪 2
.

3 4 7)

庚寅 卜行贞
:

兄庚岁先 日? 贞
:

弱先? (续 1
.

44
.

2)

己 已贞
:

其拜求廖? 弱拜求? (缀 15 )

王其拜二方伯于自辟? 弱拜 ? (掇 1
.

3 9 7)

王其征至于磐亡炎 ? 弱至努其每? (粹 1 0 0 3)

庚午 卜
:

令或归若? 肠令? (辅仁 1
.

1 7 4)

壬〔子贞〕:

其拜告秋于 〔上甲〕?

弱告秋于上甲 ?

壬子贞
:

逆燎帝秋?

弱逆燎帝秋 ? (明藏 4 6 7)

以上辞例以一
“

弱
”

字代
“

壬子贞
”

三字
。

丙戊 卜〔行〕贞
:

翌丁 〔亥〕父丁岁三…… ?

丙戊 卜行贞
:

翌丁亥又丁岁其勿J牛?

贞
:

弱 (粹 5 0 1 )

. . . . .

…… ,? 弱
。

于父庚告? 弱
。

(粹 3 2 1 )

“

习 卜
”

是龟 卜中客观存在的现象
,

起初不用
“

弱
”

代表
“
同上

”

或
“

同某

部分
” ,

不知省略
,

如《明义士旧藏》第 79 片
:

口 口 卜毅贞
: 邓方衡率伐不

,

王其征
,

告于祖 乙
,

丐佑?

口 口 卜毅贞
:

邓方衡率伐不
,

王告于祖 乙
,

其征丐佑 ? 七月
。

同样的内容重复一遍
,

后来就用
“

弱告
”

的省略方式来表示
。 “

弱
”
(比 )

是
“

同
”

和
“

重
”

的含义
。

卜辞本身证明有
“

习 卜
”

的现象
,

并且有
“

习 卜
”

的记载
,

附图摹片
:

癸未 卜
,

习一 卜? 习二 卜?

王其乡 (飨 )在庭 ?

节乡 (飨) ? (佚 2 2 0 )

<3 >弱 (比 )训及
、

至的文例
:

杨树达先生 《词诊》 : “

比
,

作时间介词用
,

读去声
,

及也
,

至也
,

与

口语
“

到
”

同
。

《礼
·

祭仪》 : “

比时具物
,

不可以不备
。 ” 《孟子

·

梁惠王下》 : “

比其反

也
,

则冻馁其妻子
。 ”

卜辞也有这一类用法
:

弱日兹用
。

又五伐
·
” : (续 1

·

34
·

3)

弱翌日壬
,

其风? (粹 8 3 5 )

弱黍
,

有足雨 ? (库 3 3 3 )

礴失多君。



弱告大 (大当读为天 )
,

亡祸? (明 6 5 1 )

王其从南
,

书往弗每? (京都 2 0 6 1)

辛
,

王弱田其雨 ?
·

壬
,

王弱田其雨 ? (粹 10 0 5 )

这类文例在 卜辞中大量存在
, “

弱
”

读
“

比
” ,

意思同
“

及
”

或
“

至
”

是很明显的
。

末一例
: “

王

书 (比 ) 田其雨
” ,

即某日
“

王至田 (打猎 )
,

下雨吗 ? ”

的意思
,

如果读为
“

弗
”

作否定词用
“

王弗田

其雨? ”

就很难理解了
。 ”

弱 (比 )翌 日壬
,

其风 ?
”

读弗
,

就完全不通了
。

<4 >弱 (比 )训具的 卜辞文例
:

《周礼
·

世妇》 : “

及祭祀比其具
。 ”

司农注
:

比
,

具也
。

比
,

通作厄
。

《玉 篇》 : “

龙
,

具

也
。 ” 《说文》 : “

具
,

供置也
。 ” 《谷梁传哀公元年》 : “

始龙牲
。 ”

注 :
沱

,

具也
。

疏
:
厄具

,

犹简择
。

卜辞也有这种用法
:

癸酉
,

于丁弱 (比 )食? (粹 9 1 9 )

贞
:

弱 (比 ) 物? (存 2
·

7 7 2 )

弱
,

惠豚 ? 惠犬? 惠犬又豚用 ? 犬三豚三
。

(粹 5 9 2 )

弱 〔比 )又羌
,

五人王受佑 ?

十人王受佑 ? (粹 5 5 5 )

弱
,

二小牢? 三小牢? 惠牛 ? 惠大牢? (珠 68 )

弱
,

其舍十牢又羌? 廿牢又羌 ? 册牢又羌? (佚 2 2 5 )

又羌 ? 弱又
,

三羌? 五羌? 六羌 (佚 1 6 2)

这类 卜辞
“

弱
”

通
“

弗
”

是讲不通的
,

前面已提过
,

不多举例
,

弱 (比 ) 是具的意思
。

<5>弱 (比) 通作傅的文例
:

《诗
·

皇矣》 : “

克顺克比
” , 《乐记》作

: “

克顺克惮
” 。

《诗
·

渐渐之石》 : “

像谤沱矣
” , 《论衡

·

变动》作
: “

比谤沱矣
” 。

古汉语 中比
、

傅可以通假
。

《尔雅
·

释话》 : “

傅
,

使也
” 。

贞
:

弧 (傅 )般 ? 八月
。

(京都 1 4 6 7 )

王弱 (傅 ) 中? (上文 7 6 )

弱 (碑 ) 犬征
, · ·

..
· ·

… …今日雨? (京津 4 8 7 7)

王弱 (伸 )交马亡病 ? (拾 1 0
·

6)

甲子贞
:
弧 (稗 )异 (人名 )酒 ? (库 1 2 5 5 )

以上 卜辞动词
“

弱
”
(比通伴 ) 后面往往连以人名

,

是指派某人某事之意
,

如果作否定词用
,

连接名词
,

也是讲不通的
。

甲骨文
、

金文
“

弱
”

的形义来源既不简单
,

合并了
“

两弓相比
”

和
“

弓巢的秘
”
两义

,

卜辞文

例的
“

弱
”
(比 ) 又是一个多义词

,

相当复杂
。

王国维
、

唐兰两先生先后虽有释比
、

释秘之说
,

惜未联系 卜辞文例和历史背景加以论证
,

.

以至张宗赛单就
“

习 卜
”

一类型的 卜辞
,

误会为
“

正反

对贞
”

的文例
,

释弱通弗
,

作否定词用
,

遂为甲骨学界多数人所接受
,

以伪传伪
,

长达半个世

纪之久
。

弓箭
,

远在原始社会就为人们所使用了
,

它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曾使用过的具有决定意义

的工具和武器
,

以后在狩猎和战争中长期作为重要工具和武器为人们所使用
,

人们把
“

两弓

相并
”

作为
“
比

”

的表意字
“

弱
”

是很 自然的
。

以后又把象弓巢之形的 (c) 形 (秘 )合并为一字
,

弼
,

从因弱声
,

又有辅弼的含义
。

都是和古代使用弓箭的生活实际分不开的
。



《燕京大学学报》发表张宗赛
“

释弱通弗说
”

以来
,

影响所及
,

几成定论
,

本文拟提出异议
,

供同行批评
、

指正
。

卜辞尚有一例
,

即粹 9 2 4 : “

不雨 ? 弗擒? 其从犬
`
口

’

擒有豚 ? 兹用
。

弓弓

从
,

允擒
。 ”

内容是殷王跟从管打猎专职人员 (称犬 ) 名
`
口

’

的出猎
, “

验词
”

是
“

弱 (比
,

训至 ) 从
,

允擒
。 ”

如果否定了打猎
,

甚么能
“

允擒
”

呢 ?

本文第三稿于十年浩劫中曾辗转寄郭老请教
,

郭老赐函云
: “

我同意你的见解
,

确是比字
,

但此字可假借为拔
,

如你所引粹 5 92 首一字
,

释拔似颇妥当
,

供参考
。 ”

重订旧稿
,

已不能再

获郭老指正
,

谨录郭老
“

释弱通拔
”

的提示以拱读者并借以感激前辈大师对后学者的殷勤关怀

与教导
。

.

今
.

今峥
.

今
.

令
`

令
.

令
.

令
.

今
.

今
.

今
.

令
.

今
.

令
.

令
.

今
.

令
.

今
.

令
.

令
.

今
.

令
·

令
.

令
.

令
.

今
.

今
.

令
.

幸
.

今
.

今
·

令
.

今
.

今
.

今
.

今
.

令
.

令
.

今
.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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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化研究所 与贵国学者合作从事民族 语 言 的 研 之
、

吕叔湘
、

叶籁士
、

周有光
、

倪海曙等十五人为

究
,

象这样频繁 的学术交往
,

可以说是空前的
。

可 发起人
,

准备于八月二十 日在北京隆重召开
“

王力

以予见
,

今后我国和各国语言学工作者之间的交往 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年纪念
” ,

已 发函国内外征集论

必将更加频繁
,

我们热烈欢迎有更多的 日本语言学 文
,

准备编印《 纪念王力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周年论

者到中国访间
,

交流学术
,

增进友谊
。

文集 》
。

王力先生的几部专著 《龙虫并雕斋文集》
、

上面拉拉杂杂谈了一些我所了解的点滴情况
。

《同源字典》
、

《汉语语音史》
、

《诗经韵读》
、 《楚辞

今天主要是谈汉语文工作方面的
,

有关民族语文方 韵读》都将在不久出版
。

面的研究工作情况
,

我知道得很少
,

这里就不谈了
。

我国语言学在前进的道路上也还存在着的不少

傅愚勃先生正在 日本
,

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和领导
,

问题和困难
,

我们的研究人员还 比较少
,

设备和方

以后有机会可以请他介绍介绍
。

法还比较陈旧
,

学术水平还不够高
,

研究成果还不

总的来说
,

当前中国语言学界是一派兴旺发达 够多
,

一句话
,

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
,

的喜人景象
。

据我所知
,

今年下半年还将有一些重 和国外语言学先进水平相比
,

我们还有不小的差距
。

要的学术活动要举行
。

例如秋天将要举行音韵研究 我们正在采取各种措施
,

虚心学习各国语言学方面

的学术会议
,

筹备成立音韵学研究会 ; 古文字研究 的先进方法和先进经验
,

争取早 日赶上先进的水平
。

会已予定在秋高气爽的时候于成都召开第三届研究 我们希望通过全国语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

能逐步

会年会
,

全 国语言学会正在积极筹备
,

定于年内成 实现我国语言研究的现代化
,

使我国的语言研究工

立
。

还有
,

我国语文学界正在筹备庆祝著名语言学 作能更好地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

家王力先生八十寿辰的学术活动
,

以叶圣陶
、

胡愈 我的话完了
。

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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