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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反映汉字发展的巨著

— 评
《 汉语大字典》

肖 海 波

《汉语大字典》出版发行了
。

它是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
,

经过广大编篆人 员十年的艰苦努

力而编纂成功的
。

《汉语大字典》是一部偏重提高的大型语文工具书
。

它继承 了我国编井字词

书的优 良传统
,

集众家之长
,

古今兼收
,

源流并重
,

把科学性
、

实用性
、

知识性
、

系统性结

合起来
,

建立 了新的体系
,

历史地正确地反映了汉字形
、

音
、

义发展的内部规律
。

它的出版

间世
,

标志着我国大型语文工具书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必将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

文明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

我国历史悠久
。

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

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科学

知识
。

汉语是中华民族表达意思
、

交流思想的工具
。

社会生产的发展
、

科学知识的增长促进

了汉语 的发展变化
,

而作为汉语书写符号 的汉字也由甲
、

金
、

篆
、

隶形体而进到了现在的楷

书形体的阶段
。

汉字是象形表意文字
。

一字多形是汉字的第一个特点
。

一个方块汉字
,

不仅在历史的发

展进程中有甲
、

金
、

篆
、

隶
、

楷等形体的不同
,

就是在一个历史的横断面上也有各种不同的

形体
。

一字多音是汉字的第二个特点
。

古今读音不同
,

南北方音相异
,

这是早 已存在的事实
。

一字多义是汉字的第三个特点
。

一个常用的汉字
,

往往有本义
、

引申义
、

假借义等多种含义
。

汉字的特点给积累和发展 已获得的各种知识
,

交流和传承生产经验带来了条件
,

同时也带来

了困难
。

在长期的使用汉字的过程中
,

人们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

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
,

更

好地发挥汉字的作用
,

除了约定俗成之外
,

就必须有意识地对汉字进行整理
。

这种整理汉字

的工作在我国历史上从未间断过
。

整理汉字的工作始于周代
。

据 《汉书
·

艺文志》记载
,

早在周宣王时就有了《史描篇》
。

许

慎在《说文解字
·

叙》 中也指出
: “

及宣王太史摘著大篆十五篇
,

与 古 文 或 异

。 ”

当 时 整 理 的 对

象 是 汉 字 的 大 篆 形 体

。

这 可 以 说 是 对 汉 字 进 行 的 第 一 次 整 理

。

此 后

,

出 现 了 秦 承 相 李 斯 的

《苍 领 篇 .)) 车府令赵高的《 爱 历 篇 .)) 太史令胡毋敬的《博 带 篇 ))o 这是
“

秦 始 皇 帝 初 兼 天 下

”

之

后

,

为 了

“

罢 其 不 与 秦 文 合 者

” ,

对 汉 字 进 行 的 第 二 次 整 理

。

整 理 的 办 法 是

“

取 史 摘 大 篆 或 颇

省 改

” 。

到 了 汉 代

,

司 马 相 如 的
《凡 将 篇 》

、

史 游 的
《 急 就 篇 》

、

李 长 的
《 元 尚 篇 》

、

扬 雄 的 ((9 ! l共篇 》

都 对 汉 字 进 行 过 整 理
。

这 些 都 是 第 二 次 整 理 的 余 波

,

对 汉 字 的 统 一 和 发 展 起 了 积 极 的 作 用

。

这 一 时 期

,

整 理 汉 字 的 工 作

,

大 致 呈 现 出 这 样 的 特 点

:

一 是 从 汉 字 字 形 上 进 行 整 理

,

编

成 四 言

、

六 言 或 七 言 的 谐 韵 句 子

,

以 童 蒙 诵 读 的 范 本 形 式 推 广 当 时 确 认 的 正 字

,
二 是 役 有 把

汉 字 形

、

音

、

义 各 要 素 联 系 起 来 进 行 考 察

,

而 是 孤 立 地 整 理 汉 字 的 某 个 方 面
,
三 是 都 属 于 断

代 性 的 整 理
,

并 没 有 从 汉 字 发 展 的 源 流 中 去 探 讨 规 律

。

这 些 特 点 说 明

,

整 理 汉 字 的 工 作 这 时



。

东 汉 的 许 慎 大 胆 开 拓

,

锐 意 创 新

。

为 了 驳 正 今 文 学 派 对 文 字 解 释 的 牵 强 附 会

, “

巧 说 邪 辞

” ,

他 开 展 了 对 汉 字 小 篆 形 体 的 整 理

。

他 吸 取 前 人 整 理 汉 宇 的 经 验 和 成 果

,

以 经 典 明 文 为 主 要 材

料

,

从 生 动 的 语 言 实 际 中 去 研 究 汉 字 的 形

、

音

、

义

,

形 成 了 自 己 的 体 系

。

《 说 文 解 字 》是 许 慎

整 理 汉 字 的 辉 煌 成 果
,

是 一 部 汉 字 发 展 史 上 不 朽 的 宏 篇 巨 著

。

许 慎 整 理 汉 字 的 功 绩 超 过 了 他

的 前 辈

。

许 慎 的 成 功

,

不 仅 在 于 《 说 文 解 字 》本 身 给 我 国 字 典 编 纂 工 作 提 供 了 丰 富 的 经 验
,

而

且 还 在 于 他 打 开 了 整 理 汉 字

“

文 字 声 音 训 沽

”

的 大 门

,

开 辟 了 一 条 整 理 汉 字 的 途 径

。

那 么

,

许

懊 在 整 理 汉 字 上 有 些 什 么 特 点 呢 ?

1
.

有 了

“

六 书

”

理 论

。

许 慎 总 结 和 阐 明 了 战 国 以 来 关 于 汉 字 形 体 的

“

六 书

”

说 法

,

为 整 理

汉 字 找 到 了 理 论 根 据

。 “

六 书

”

之 说

,

起 源 于 战 国

,

始 见 于 《周 礼
·

保 氏
》
。

汉 代 刘 故 曾 有 过 阐

述

。

但 是

,

用

“

六 书

”

来 系 统 地 分 析 汉 字 结 构

,

追 溯 造 字 源 流

,

训 释 造 字 本 义

,

应 该 说 是 从 许

镇 开 始 的

。

在
《 说 文 解 字 》 中

,

他 明 确 地 提 出 了

“

六 书

”

的 内 容

: “
一
日
指 事

。

指 事 者

,

视 而 可 识

,

察 而 可 见

,

上 下 是 也

。

二
日
象 形

。

象 形 者

,

画 成 其 物

,

随 体 话 汕

,

日 月 是 也

。

三 曰 形 声

。

形

声 者

,

以 事 为 名

,

取 髻 相 成

,

江 河 是 也

。

四 日 会 意

。

会 意 者

,

比 类 合 谊

,

以 见 指 摘

,

武 信 是

也

。

五 日 转 注

。

转 注 者

,

建 类 一 首

,

同 意 相 受

,

考 老 是 也

。

六
日
假 借

。

假 借 者

,

本 无 其 字

,

依 声 托 事

,

令 长 是 也

。 ”

许 慎 以

“

六 书

”

为 指 导

,

采 用

“

分 别 部 居

,

不 相 杂 厕

” 、 “

据 形 系 联

”

的 方

法

,

把 九 千 三 百 五 十 三 个 小 篆

,

一 千 一 百 六 十 三 个 重 文 分 别 归 属 五 百 四 十 部

,

创 立 了 部 首 分

类 法

。

这 是 字 典 史 上 的 一 个 创 造 发 明

,

是 许 慎 整 理 汉 字 的 一 大 贡 献

。

2
.

把 汉 字 的 形

、

音

、

义 看 成 一 个 整 体

。

许 慎 已 经 看 到 了 汉 字 各 要 素 之 间 的 内 在 联 系

,

因 此 在 训 释 时 能 把 它 们 融 为 一 体

,

在 每 一 条 目 下 纳 入 了 释 义 解 形 和 音 读

。

他 通 过 分 析 字 形 来

探 求 宇 的 本 义

,

并 建 立 形 声 体 系

,

用

“

读 若

”

的 方 法 注 明 音 读

。

3
.

就 总 体 来 讲

, 《 说 文 解 字 》 对 汉 字 的 整 理 仍 然 属 于 断 代 性 的
。

它 以 小 篆 为 整 理 对 象

,

只 探 求 字 的 本 义 或 基 本 义

。

但 是

,

不 少 条 目 也 涉 及 到 了 今 文

、

古 文 或 摘 文

。

这 就 为 历 史 地 研

究 汉 字 的 演 变 提 供 了 端 倪

。

4
.

引 用 典 型 例 句 佐 证 释 义

、

解 形 或 注 音

。

许 慎 分 析 经 典 中 的 语 句

,

归 纳 典 型 用 法

,

选

择 适 当 的 例 证

,

使 整 理 汉 字 的 工 作 建 立 在 语 言 实 际 的 基 础 之 上

。

5
.

注 意 吸
戚

前 人 及 同 时 代 人 的 研 究 成 果

。

《 说 文 解 字 》 在 许 多 地 方 引 用 了 著 名 的 训 话 学

家
,

如 刘 欲

、

郑 兴

、

杜 林 等 人 的 研 究 成 果

。

这 对 于 提 高 整 理 汉 字 的 学 术 价 值 有 着 重 要 作 用

。

同 时

,

许 慎 也 不 囿 于 某 一 种 看 法

,

而 是 择 善 而 从

,

既 引 用 贾 建 的 某 些 讲 解

,

也 引 用 王 育 的 某

些 说 法

。

许 懊 整 理 汉 字 小 篆 形 体

,

在 我 国 研 究 汉 字 的 历 史

.

封
起

了 承
前 启

后
的

巨
大 作 用

。

为 后 人 整

理 汉 字 莫 定 了 坚 实 的 基 础

。

隶 书 是 汉 字 发 展 史 上 的 一 个

罕

阶 段

。

对 隶 书 的 整 理 情 况

,

我 们 现 在 已 难 于 窥 见 全 貌

。

但 是

,

可 以 肯 定

,

对 隶 书 也 曾 进 行 过 卓 有 成 效 的 整 理

。

晋 代 吕 忱 的
《 字 林 》
、

北 魏 江 式 的
《 古 今

文 字 》是 这 次 整 理 的 重 要 成 果
。

可 惜 这 两 部 著 作 早 已 亡 佚

。

汉 字 发 展 演 变 为 楷 书 以 来

,

由 于 社 会 发 展 的 需 要 和 汉 字 自 身 演 变 规 律 的 作 用

,

得 到 了 突

飞 猛 进 的 发 展

,

呈 现 出 十 分 复 杂 的 情 况

,

因 而 整 理 汉 字 的 频 率 很 明 显 地 加 快 了

。

从 南 朝 梁 顾

野 王 的
《玉 篇 》 到 清 张 玉 书 等 人 的 《康 熙 字 典 》

,

以 至 于 《 中 华 大 字 典 》
,

其 间 出 现 过 一 系 列 的 字

书

,

从 各 个 不 同 的 角 度 对 楷 书 汉 字 进 行 过 整 理

。

这 些 整 理 工 作 都 真 实 地 反 映 了 中 华 民 族 的 灿

烂 文 化

,

记 录 了 汉 字 发 展 演 变 的 规 律

,

其 共 同 特 点 是

:



1
.

整 理 汉 字 的 数 量 显 著 增 加

。

楷 书 汉 字 的 数 量 与 日 俱 增

,

不 断 加 多

。

因 此

,

整 理 任 务

也 越 来 越 重

。

今 本
《玉 篇 》 二 万 二 千 七 百 二 十 六 字

, 《 类 篇 》三 万 一 千 三 百 一 十 九 字
, 《字 汇 》 兰

万 三 千 一 百 七 十 九 字
, 《康 熙 字 典 》四 万 六 千 九 百 六 十 一 字

, 《 中 华 大 字 典 》四 万 八 千 多 宇
。

这

些 都 大 大 超 过 了
《说 文 解 字 》

,

有 的 竟 多 达 五 倍

。

2
.

注
重

了
对 俗 字 的 整 理

。

汉 字 发 展 成 为 楷 书 之 后

,

产 生 了 不 少 所 谓 的

“

俗 字

” 。

这 些 字

是 楷 书 汉 字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有 很 强 的 生 命 力

,

因 此

,

把

“

俗 字

”

纳 入 整 理 的 范 围 就 成 了 一 项

重 要 的 任 务

。

《玉 篇 》是 我 国 现 存 最 早 的 一 部 楷 书 汉 字 字 典
,

它 就 收 列 了 当 时 流 行 的

“

俗 字

” 。

其 它

,

如
《 龙 完 手 鉴 》

、

《字 汇 》
、 《字 汇 补 》

、

《正 字 通 》 等 等
,

所 收

“

俗 字

”

就 更 多 了

。

3
.

以 楷 书 汉 字 为 对 象

,

不 单 独 收 列 甲

、

金

、

篆

、

隶 的 汉 字 形 体

,

不 探 讨 汉 字 形 体 历 史

演 变 过 程

。

以 影 响 深 远 的
《康 熙 字 典 》 为 例

,

在 楷 书 汉 字 条 目 下 虽 然 附 列 了 古 文

,

但 是

,

这 些

所 谓 的

“

古 文

”

都 是 已 经 楷 化 了 的 形 体

,

而 且 没 有 进 行 解 说

。

4
.

用 一 段 注 音 法

,

以 反 切 和 直 音 标 注 音 读

。

这 比 《 说 文 解 字 》 用 形 声 偏 旁 和
“

读 若

”

标 音

要 先 进 得 多

。

反 切 的 运 用 使 标 注 字 音 成 为 了 一 个 整 理 汉 字 的 独 立 部 分

。

5
.

扩 大 了 释 义 范 围

,

注 意 了 本 义

、

引 申 义

、

假 借 义 之 间 的 关 系

。

《 玉 篇 》 而 下 的 楷 书 汉

字 字 典
,

一 般 都 建 立 了 引 申 义 和 通 假 义 义 项

,

常 用 义 越 来 越 受 到 重 视

。

6
.

就 总 体 来 看

,

从
《 玉 篇 》 到 《 中 华 大 字 典 》

,

应 该 说 仍 然 属 于 断 代 性 的

,

它 们 没 有 历 史 地

反 映 汉 字 形

、

音

、

义 发 展 演 变 的 全 过 程

。

在 字 形 上

,

没 有 收 列 甲

、

金

、

篆

、

隶 等 典 型 形 体

,

没 有 字 形 解 说

。

在 字 音 上

,

没 有 涉 及 上 古 字 音

,

也 没 有 把 以 往 的 古 音 与 当 时 的 今 音 加 以 区 别

,

而 只 是 笼 统 地 用 反 切 和 直 音 标 注

。

在 释 义 上

,

没 有 对 当 时 生 动 活 泼 的
口 语 进 行 整 理

。

7
.

确 立 了 部 首 检 字 法

。

部 首 分 类 法 是 许 慎 的 创 造 发 明

。

但 是

,

这 种

“

分 别 部 居

,

不 相 杂 厕

”

的 偏 旁 编 字 法

,

只 是 给 汉 字 分 类

,

按

“

六 书

”

系 统

“

据 形 系 联

” ,

并 没 有 考 虑 到 检 索 的 方 便

,

往

往 为 查 一 字 而 终 其 全 篇

,

实 在 叫 人 心 烦

。

正 象 王 力 先 生 所 说

: “

它 是 文 字 学 原 则 的 部 首

,

而 不

是 检 字 法 原 则 的 部 首

。 ”

其 后

,

顾 野 王 曾 想 改 进
《 说 文 解 字 》分 部 的 办 法

,

用

“

据 义 系 联

”

代 替

“

据

形 系 联

” ,

增 删 部 首

,

立 为 五 百 四 十 二 部

,

按 三 十 卷 编 排

,

不 仅 字 与 字 之 间

,

而 且 卷 与 卷 之 间

发 生 了 联 系

。

这 比
《 说 文 解 字 》 那 种

“

部 序 和 部 内 收 字 的 次 第 都 杂 乱 无 章

,

并 无 严 密 的 体 例

”

前

进 了 一 步

。

但 是

, 《 玉 篇 》仍 未 突 破 《 说 文 解 字 》 的 局 限
。

确 立 部 首 检 字 法 的 是 明 代 梅 膺 柞 的
《 字 汇 》
。

它 突 破 了

“

六 书

”

原 则

,

舍 弃

“

据 形 系 联

” ,

合

饼
《 说 文 解 字 》 的 五 百 四 十 部 首 为 二 百 一 十 四 部

,

并 且

“

以 字 画 之 多 寡 循 序 列 之

” ,

每 部 中 的 字 头

也 按 笔 画 多 少 排 列

,

并 标 明 画 数

。

这 样 就 便 于 检 索

。

当 然

,

部 首 检 字 法 也 有 不 足 之 处

,

因 此

,

不 少 字 词 书 同 时 采 用 几 种 检 字 法

。

从 上 面 的 论 述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

整 理 汉 字 的 工 作 在 我 国 历 史 上 已 经 形 成 优 良 传 统

,

取 得 了

丰 硕 的 成 果 和 宝 贵 的 经 验

。

整 理 汉 字 与 编 纂 字 典 紧 密 相 连

,

整 理 是 基 础

,

字 典 是 结 果

。

编 纂

字 典 的 进 步 表 明 了 整 理 水 平 的 提 高

。

建 国 后

,

党 和 政 府 极 其 重 视 整 理 汉 字 的 工 作

。

我 国 建 立 了 文 字 改 革 委 员 会 等 一 系 列 有 关

机 构

,

出 版 发 行 了 许 多 专 著 和 刊 物

,

先 后 公 布 了 《 汉 语 拼 音 方 案 》
、
《 简 化 汉 字 总 表 》

、

《 第 一 批

异 体 字 整 理 表 》
、

《 印 刷 通 用 汉 字 字 形 表 》
、

《 普 通 话 异 读 词 三 次 审 音 总 表 初 稿 》
,

同 时

,

还 编 纂

了 多 种 类 型 的 各 具 特 色 的 字 词 典

。

特 别 是 在 粉 碎

“

四 人 帮

”

之 后

,

整 理 汉 字 的 工 作 日 新 月 异

,

《 现 代 汉 语 词 典 》
、

新 版
《 辞 源 》
、

新 版
《 辞 海 》等 都 已 相 继 问 世

,

为 汉 语 的 规 范 化 作 出 了 重 要 的 贡

献

。

但 是

,

历 史 地 全 面 地 对 汉 字 进 行 整 理 的 是
《 汉 语 大 字 典 》

。

《 汉 语 大 字 典 》继 承 了 我 国 历 史

上 整 理 汉 字 的 优 良 传 统
,

从 汉 字 发 展 的 全 过 程 中 反 映 汉 字 形

、

音

、

义 发 展 的 规 律

。

在 字 形 方



,

它 对 古 今 汉 字 进 行 整 理
,
在 字 音 方 面

,

不 仅 标 注 现 代 读 音

,

而 且 反 映 中 古 和 上 古 字 音 的

策 况
,
在 字 义 方 面

,

反 映 字 义 发 展 演 变 的 规 律

。

《 汉 语 大 字 典 》对 汉 字 的 整 理 达 到 了 新 的 高 度
,

位 我 国 整 理 汉 字 的 工 作 进 入 了 一 个 新 的 阶 段

。

二

《 汉 语 大 字 典 》 是 我 国 有 史 以 来 最 大 的 汉 语 宇 典
,

也 是 当 今 世 界 上 收 集 汉 字 单 字 最 多 的 一

部 字 典

。

它 以 同 文 版
《 康 熙 字 典 》 为 收 字 底 本

,

扩 大 收 字 范 围

,

把 历 代 字 词 书

、

古 今 著 作 和 各

类 报 刊 作 为 收 字 对 象

,

共 收 楷 书 单 字 五 万 六 千 多 个

。

它 对 我 国 数 千 种 古 今 典 籍 中 的 全 部 楷 书

单 字 进 行 了 一 次 清 理

,

是 古 今 楷 书 单 字 的 集 大 成 者

。

它 清 理 汉 字 的 规 模 之 大

,

收 列 楷 书 单 字

的 数 量 之 多

,

超 过 了 我 国 历 史 上 任 何 一 部 字 典

。

《 康 熙 字 典 》 以 收 字 多 著 称 于 世
。

我 们 把
《 汉 语

大 字 典 》 的 几 个 部 首 与 《 康 熙 字 典 》 稍 作 比 较
,

就 能 知 道 《 汉 语 大 字 典 》 收 字 的 概 貌
。

康 熙 字 典 汉 语 大 字 典

`
人 部
。 2 6 1 1 6 3

L 部 1 4 2 4

干 部 2 1 28

1 2 9 3 6

升 7 1 9 1

尤 8 7 1 2 1

弋 3 6 4 0

巾 3 7 6 4 4 0

总 计 1 5 6 0 1 9 4 3

从 上 表 可 以看 到
, 《 汉 语 大 字 典 》 八 个 部 首 的 收 字 数 量 比 《康 熙 字 典 》 就 多 出 了 三 百 八 十 三

字
。

这 些 字 一 部 分 是 我 国 已 法 定 使 用 的 简 化 字

,

一 部 分 是
《 康 熙 字 典 》 的 漏 收 字

。

在 收 字 过 程

中

,

由 于 严 格 按 照 收 字 细 则 审 核

,

剔 除 了 各 种 不 规 范 的 字

,

因 此 做 到 了 收 字 多 而 不 滥

。

《 汉 语

大 字 典 》这 种 审 慎 地 大 规 模 地 清 理 楷 书 汉 字
,

对 汉 字 的 规 范 化 将 起 重 要 的 作
用

。

《 汉 语 大 字 典 》 不 仅 尽 可 能 地 收 录 了 古 今 著 作 中 的 楷 书 单 字
,

做 到 了 多 而 不 滥

,

而 且 对 所

收 录 的 全 部 字 头 进 行 了 整 理

,

按 照 汉 字 发 展 演 变 的 内 部 规 律

,

历 史 地 正 确 地 反 映 了 汉 字 形

、

音

、

义 各 方 面 的 发 展 过 程

。

字 形 方 面

。

《 汉 语 大 字 典 》 把 汉 字 的 形 体 作 为 一 个 独 立 的 部 分 给 予 论 述
,

这 是 一 个 独 创

。

过 去

, 《 正 字 通 》
、

《 康 熙 字 典 》 在 楷 书 单 字 下 提 出 过 古 文 形 体
,

但 是

,

都 是 随 意 性 的

,

也 没 有

作 任 何 分 析 解 说

,

而 且 象
《 康 熙 字 典 》所 列 的 所 谓

“

古 文

”

都 是 经 过 楷 化 了 的

。

我 国 台 湾 省 出 版

的
《 中 文 大 辞 典 》 比 《康 熙 字 典 》 有 所 进 步

,

但 在 字 形 问 题 上 仍 然 没 有 突 破 旧 有 的 局 限

。

由 于 没

有 把 字 形 作 为 一 个 相 对 独 立 的 部 分

,

因 此 带 来 了 一 系 列 的 不 足
:

一 是 字 形 收 列 没 有 代 表 性

,

有 的 当 收 甲

、

金 字 形 而 未 收
,
二 是 有 的 当 作 字 形 解 说 而 没 有 解 说

,

有 的 虽 作 解 说

,

但 只 囿 于

小 篆 而 没 有 上 溯 甲

、

金

;
三 是 在 编 排 上 字 形 收 列 与 字 形 解 说 分 居 两 处

,

相 互 割 裂

。

《 中 文 大 辞

典 》在 字 形 上 的 随 意 性 非 常 明 显
。

《 汉 语 大 字 典 》 字 形 部 分 是 一 个 独 立 的 整 体
。

在 这 个 整 体 中 有 三 个 紧 密 相 连 的 内 容

:
一 是

字 形 收 列
,
二 是 字 形 结 构 分 析

,
三 是 字 的 本 义 解 说

。

字 形 收 列 是 建 立 在 科 学 基 础 之 上 的

,

排 除 了 随 意 性

。

收 列 的 甲

、

金

、

篆

、

隶 字 形 都 经 过

了 严 格 挑 选

,

吸 取 了 字 形 研 究 的 新 成 果

,

具 有 汉 字 每 个 发 展 阶 段 上 的 代 表 性

。

例 如

: “

令

”

字

,



《说 文 解 字 》 以 前 的 甲
、

金 字 只 选 收 了 五 个 有 代 表 性 的 形 体

,

小 篆 以 后 也 只 选 收 了 八 个 有 代 表

性 的 形 体

,

按 甲

、

金

、

篆

、

隶 的 次 序 排 列

,

脉 络 清 晰

,

反 映 了 字 形 发 展 演 变 的 过 程

。

分 析 字 形 结

构 是 把 甲

、

金

、

篆

、

隶 作 为 一 个 整 体 看 待

。

《说 文 解 字 》是 上 溯 甲
、

金

,

下 流 隶

、

楷 的 桥 梁

。

甲

、

金 与 小 篆 相 印 证

, 《 汉 语 大 字 典 》 取 其 正 确 的 结 论
。

例 如

: “

休

”

字 的 字 形

, 《 说 文 》 的 解 释 是
“

休

,

息 止 也

。

从 人 依 木

。 ”

甲

、

金 字 形 体 也 是 象 人 在 树 旁 休 息

。

甲

、

金 与 小 篆 一 致

,

结 论 明

确

。

甲

、

金 与 小 篆 也 有 不 一 致 的

,

那 就 择 善 而 从

,

不 囿 于 成 见

。

例 如

: 《 汉 语 大 字 典 》 对
“

三

”

字 字 形 的 分 析 是

: “ 《 说 文 》
: `

三

,

天 地 人 之 道 也

,

从 三 数

。 ’

按

:

甲 骨 文

、

金 文 均 以 三 横 代 表

基 数 三

,

为 记 数 符 号

。

许 说 误

。 ”

再 就 是 在 字 形 收 列 和 字 形 结 构 分 析 的 基 础 上 确 定 字 的 本 义

。

如 果 科 学 研 究 尚 无 正 确 结 论

,

语 言 文 字 学 界 意 见 分 歧 较 大

,

宁 肯 付 洲

,

决 不 妄 断

。

例 如

: “

仁

”

字 的 本 义 问 题

,

至 今 尚 未 解 决

,

字 形 解 说 就 指 出

: “

仁 的 造 字 本 义 待 考

。 ”
《 汉 语 大 字 典 》 这 种

懊 重 的 态 度
,

值 得 提 倡

。

字 音 方 面

。

《 汉 语 大 字 典 》采 用 三 段 标 音 法
,

在 每 个 楷 书 单 字 下 分 别 标 注 现 代 音

、

中 古 音

和 上 古 音 的 韵 部

,

理 清 了 每 个 汉 字 字 音 发 展 的 脉 络

,

这 在 我 国 字 典 发 展 史 上 还 是 第 一 次

。

现

代 音 标 注 汉 语 拼 音

,

中 古 音 标 注 反 切 或 直 音

,

上 古 音 限 于 科 学 研 究 的 水 平 只 标 注 韵 部

。

对 于

出 自
《广 韵 》
、 《集 韵 》

、

《类 篇 》 的 中 古 音 主 音 反 切
,

还 标 注 了 声

、

韵

、

调

。

这 种 三 段 标 音 法

,

不 仅 方 便 读 者

,

而 且 对 我 国 语 言 研 究 有 极 大 的 价 值

。

从 各 个 阶 段 的 标 音 上

,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汉

字 字 音 的 历 史 发 展

,

认 识 它 的 内 部 规 律 性

。

现 代 音 的 标 注

,

按 照

“

今 音 从 今

”

的 原 则

,

凡 是 普 通 话 审 音 委 员 会 审 定 的

,

《现 代 汉 语 词 典 》
、

《新 华 字 典 》 已 标 注 的
,

统 一 标 注

。

这 有 利 于 汉 语 规 范 化

,

推 广 普 通 话

。

例 如

: “

巫

”

字 旧 读
w 爪

按 照
“

今 音 从 今

”

的 原 则

,

现 代 音 标 注
w 叭
“

估

”

字 标 注 gQ
,

而 不 用 gQ , “

佐

”

字 标 注
z
u6

,

而 不 用

z u6
。

为 了 说 明 字 音 演 变 情 况

,

把 后 者 括 起 来

,

以 示 区 别

。

《汉 语 大 字 典 》 收 字 五 万 六 千 多
,

很 多 字

投 有 标 过 现 代 音

。

注 音 工 作 之 艰 巨

,

任 务 之 繁 重

,

可 以 想 见

。

但 是

,

根 据 切 实 可 靠 的 语 音 资

料 和 普 通 话 语 音 演 变 的 规 律 以 及 与 字 形

、

字 义 的 关 系

,

不 仅 整 理 出 了 今 音

,

而 且 准 确 地 标 注

了 符 合 普 通 话 声 韵 配 合 规 律 的 汉 语 拼 音

。

这 的 确 是 一 大 贡 献

。

在 中 古 音 的 标 注 上

,

实 事 求 是

,

以 语 音 资 料 为 准

。

凡 是 见 于
《广 韵 》 等 切 韵 系 统 的

,

一 律

按 照 音 切 材 料 标 注 反 切
,
而 出 现 较 晚 的 字

,

仅 见 于
《古 今 韵 会 举 要 》

、
《 中 原 音 韵 》

、

《洪 武 正

韵 》 等 元
、

明

、

清 的 韵 书

,

则 选 取 该 书 音 切 材 料 标 注 反 切 和 直 音

。

标 音 条 理 清 楚

,

字 音 流 变 明

晰

,

避 免 了 《康 熙 字 典 》在 标 音 方 面 混 淆 语 音 系 统 的 毛 病
。

在 中 古 音 的 具 体 标 注 上 有 几 个 特 点

:

1
.

在
《广 韵 》
、

《 集 韵 》
、

《 类 篇 》 的 主 要 反 切 后 面 标 注 了 该 反 切 的 调
、

韵

,

声

。

例 如

:

“

令

’

字 的 第 一 二 音 项

:

(一 ) nIT g 《广 韵 》 力 政 切 去 劲 来

又 郎 定 切

(二 ) nIT g 《 广 韵 》 郎 丁 切 平 青 来

又 吕 贞 切

采 用 这 种 音 类 标 注 法
,

便 于 确 定 中 古 音

,

克 服 反 切 标 注 法 的 同 音 异 注 和 异 音 同 注

,

而 能 比 较

好 地 按 音 变 规 律 推 出 今 音

。

用 调

、

韵

、

声 来 标 明 中 古 音 的 音 韵 地 位 比
《康 熙 字 典 》

、

《 中 华 大 字

典 》 只 标 反 切 和 韵 部 前 进 了 一 大 步
。

2
.

一 字 多 义

,

今 音 相 同

,

中 古 音 相 异

,

在 相 应 的 义 项 前 分 别 标 注 中 古 音

。

例 如

:

住 hz o (一 ) 《广 韵 》持 遇 切 去 遇 澄

(二 ) ((J “ 韵 》 中 句 切 去 遇 知



,

便
于 读 者 看 到 字 音 的 变 迁

,

提 供 了 研 究 字 音
的 材 料

,

是 以

往 任 何 字 典 都 没 有 的

。

3
.

选 好 主 切

,

标 注 又 音

。

一 字 数 音

,

一 义 几 读

,

是 汉 字 的 特 点

。

字 音 的 发 展 演 变 是 丰 畜

多 彩 的

。

在 选 好 主 切 的 前 提 下

,

有 目 的 地 选 择 标 注 又 音 反 切

,

能 真 实 地 反 映 字 音 的 历 史 面 貌

及 其 演 变 的 状 况

。

例 如

:

下 (一 ) xI 己 《 广 韵 》 胡 雅 切 上 马 匣

又 胡 驾 切

在 中 古 时 期
, “
下
”

字 的 主 要 读 音 是 胡 雅 切

,

收 在
《 广 韵
·

马 韵
》 ,

作 为 小 韵 韵 目

。

胡 驾 切 是 中

古 时 期 的 又 读 音

,

收 在
《广 韵
·

妈 韵
》
。

把 胡 驾 切 这 个 又 读 音 收 入

,

有 两 个 好 处

:
一 是 确 切 地

反 映 了 中 古 时 期 的 字 音 状 况
,

二 是 可 以 看 出
划 己 音 演 变 的 由 来

,

显 示 了 中 古 音 与 现 代 音 的 传

承 关 系

。

这 样 标 注 中 古 又 音

,

一 举 两 得

,

是 标 注 中 古 音 的 一 种 创 举

。

再 如

:

佐
z u6 (I 日读

z u6 ) 《 广 韵 》 则 筒 切 去 筒 精

又 众集 韵 》 子 我 切

从 上 面 的 标 注
,

我 们 清 楚 地 看 到

“

佐

”

字 读 音 演 变 的 具 体 情 况

。

至 于 上 古 音 的 标 注

,

由 于 语 言 研 究 水 平 所 限

,

各 家 意 见 分 歧

,

只 标 注 了 韵 部

。

这 是 在 字

典 上 标 注 上 古 音 的 开 端

。

随 着 语 言 研 究 的 深 入 发 展

,

对 上 古 音 的 整 理 和 标 注 一 定 会 逐 步 完 善

。

字 义 方 面

。

汉 语 历 史 悠 久

,

字 义 的 发 展 变 化 十 分 复 杂

。

对 于 字 义 进 行 训 释 的 状 况

,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影 响 着 一 部 字 典 的 价 值

。

因 此

,
欢 汉 语 大 字 典
》 在 整 理 字 义 上 下 了 功 夫

,

从 历 史 的 发

展 中 反 映 字 义 演 变 的 规 律

,

从 现 实 的 语 言 中 描 写 字 义 复 杂 的 状 况

,

收 到 了 良 好 的 效 果

:

1
.

义 项 完 备

。
《 汉 语 大 字 典 》吸 取 了 历 代 字 词 书 整 理 字 义 的 成 果

,

并 根 据 活 的 语 言 材 料 进

行 新 的 概 括

,

建 立 了 众 多 的 义 项

。

它 的 义 项 完 备 程 度

,

超 过 了 任 何 一 部 字 典

。

例 如

: “

人

”

字

,

《康 熙 宇 典 》 建 立 了 七 个 义 项
,

如 果 剔 除 其 中 的 复 音 词 义 项

,

实 际 上 只 有 两 个 义 项

。

而
《 汉 语

大 字 典 》 古 今 兼 收
、

源 流 并 重

,

建 立 了 十 七 个 单 字 义 项

。

康 熙 帝 在
《康 熙 字 典

·

序
》 中 曾 吹 嘘

说
: “

一 音 一 义 之 可 采 者

,

靡 有 遗 逸

。 ”

实 际 上

,

由 于 《康 熙 字 典 》 偏 重 经 书
,

忽 视 活 的 语 言 材

料

,

因 此 对 字 义 的 整 理 很 不 彻 底

,

义 项 的 建 立 当 然 也 不 可 能 完 备

。

2
.

义 项 排 列 有 序

。

按 照 字

.

义

产

生

发 展 的 历 史 次 序 排

列 义

项

,

反 映 了 字 义 发 展 演 变 的 规

律

。

通 过 宇 的 本 义

、

引 申 义

、

通 假 义 的 清 晰 线 索

,

构 画 出 了 一 个 完 整 的 字 义 体 系

。

由 于 字 义

发 展 的 复 杂 性

,

曲 折 性

,

使 字 义 之 间 呈 现 出 错 综 复 杂 的 情 况

, 《 汉 语 大 字 典 》采 用 了 归 纳 义 群

的 办 法 来 理 顺 各 义 项 之 间 的 关 系
,

显 示 了 字 义 之 间 的 内 部 联 系

。

例 如

: “

伐

”

字 共 建 立 十 四 个

义 项

,

分 为 五 个 义 群

,

按 照 本 义

、

引 申 义

、

通 假 义 排 列

。 “

损 害

”

义 群 统 率 ②
“

砍 伐

”

③
“

敲 击

”

④
“

攻 打
,
征 讨
”

⑤
“

除 去

”

⑥
“

毁 败

,
伤 害

”

五 个 义 项
, “
功 绩

”

义 群 统 率 ⑦
“

功 劳

”

⑧
“

自 夸

”

两 个

义 项

, “
术 语

”

义 群 统 率 ⑨
“

星 名

”

L
”

吠 上 高 土

”

两 个 义 项

,
通 假 义 群 统 率 @

“

同

`

愚

, ,

盾 牌

”

@
召
通
`

罚

’ ”

L
“

通

`

阀

’ ”

三 个 义 项
,
最 后 是 姓 氏 义

。

这 些 义 群 都 是 由 本 义 ①
“

砍 杀
,
击 杀
”

引 申

发 展 而 来 的

。

这 样 排 列 义 项

,

字 义 发 展 脉 络 清 楚

,

义 项 次 序 井 然

。

3
.

释 文 准 确

,

例 证 贴 切

。

以 往 的 字 典 在 训 释 字 义 时

,

往 往 采 用

“

某

,

某 也

” 、 “

某

,

某 某 也

”

的 释 义 方 式

。

这 种 训 释 容 易 产 生 歧 义

,

引 起 误 解

。

《 汉 语 大 字 典 》 采 用 了 词 语 式
、

说 明 式

、

定

义 式

、

综 合 式 等 多 种 释 义 方 式

,

以 普 通 话 训 释 字 义

,

准 确 易 懂

。

为 了 给 义 项 的 确 立 打 下 牢 固 的

基 础

,

在 释 义 之 后 一 般 都 列 举 了 上 古

、

中 古

、

近 代 和 现 代 三 个 例 证 加 以 佐 证

。

这 些 例 证 的 选

择 是 严 格 的

,

既 注 意 到 了 例 证 的 时 代 性

,

又 考 虑 了 例 证 的 典 范 性

,

例 证 与 释 义 吻 合 无 间

。

例 如

:

代 ①替 代
。
《 说 文
·

人 部
》 : “
代

,

更 也

” 。

旦 玉 鱼
注

: “

凡 以 此 易 彼 谓 之 代

” 。 《字 汇
·



》 : “
代

,

更 也

,

替 也

。 ” 《 书
·

拿 陶 漠
》 : “
无 旷 庶 官

,

天 工 人 其 代 之

。 ” 《 史 记
·

项 羽 本

纪
》 : “
彼 可 取 而 代 也

。 ” 《 世 说 新 语
·

容 止
》 : “
塑 鱼
将
见 鱼 丝
使

,

自 以 形 陋 不 足 雄 远 国

,

使

崖 里 丝 代

。 ”

鱼 鱼
《茶 馆 》第 二 幕

: “

墙 上 的

`

醉 八 仙

’

大 画

,

连 财 神 完

,

均 已 撤
丸

代 以 时 装 美 人

。 ”

又 指 代 理

。

如
:

代 局 长
;
代 主 任

。

这 是

“

代

”

字 的 第 一 义 项

。

释 义 简 明 扼 要

,

例 证 明 确 贴 切

。

这 充 分 表 现 了
《 汉 语 大 字 典 》 在

整 理 字 义 方 面 的 特 点
。

《 汉 语 大 字 典 》不 仅 从 汉 字 形
、

音

、

义 各 自 的 发 展 中 反 映 了 汉 字 的 演 变 规 律

,

而 且 从 汉 字

形

、

音

、

义 的 相 互 影 响 中 辩 证 地 反 映 了 三 者 之 间 的 关 系

。

在 楷 书 单 字 条 目 下

,

收 列 有 代 表 性 的 甲

、

金

、

篆

、

隶 等 汉 字 的 各 种 形 体

,

分 析 其 结 构

,

解

说 其 本 义

,

并 不 混 入 有 关 义 项 的 释 义 之 中

。

但 是

,

汉 字 的 形

、

音

、

义 又 是 一 个 整 体

,

解 形 的

目 的 是 为 了 更 准 确 地 释 义

。

《汉 语 大 字 典 》正 确 地 处 置 了 形 义 之 间 的 关 系
,

把 解 说 造 字 本 义 当

作 释 义 的 基 础

。

本 义 确 立 了

,

引 申 义 和 通 假 义 的 问 题 就 迎 刃 而 解

,

字 义 系 统 也 就 井 然 有 序

了

。

反 过 来

,

由 于 释 义 部 分 的 第 一 义 项 确 立 了 本 义

,

得 到 了 大 量 例 证 的 佐 证

,

这 就 进 一 步 证

明 了 字 形 解 说 部 分 的 正 确 性

。

运 用 辩 证 观 点 恰 当 地 处 置 了 两 者 的 关 系

。

例 如

:

在

“

人

”

字 楷 书

条 目 下 收 列 了 甲

、

金

、

篆

、

隶 十 余 个 有 代 表 性 的 形 体

,

解 说 的 结 论 是

: “

象 人 侧 立 之 形

” 。

这

就 为 第 一 个 义 项 的 确 立 打 下 了 基 础

。

而 在 第 一 个 义 项 中 列 举 了
《 书
·

泰 誓 上
》
、

《 论 衡
·

无 形 》

为 例 证
,

这 就 无 疑 地 说 明 了 字 形 解 说 的 正 确 性

,

两 者 相 得 益 彰

。

音 形

、

音 义 关 系 更 为 密 切

。

《汉 语 大 字 典 》 遵 照
“

不 能 片 面 地 只 根 据 字 音 材 料 注 音
,
必 须

紧 密 地 联 系 字 形

、

字 义 的 有 关 材 料

,

全 面 考 虑

,

决 定 音 项 的 取 舍 增 删

”

的 原 则

,

给 予 了 正 确 的

的 处 理

。

例 如

“
乞
”

字 标 注 了 qT
、

q了两 音
, “

亢

”

字 标 注 了
g o n g
、

k 6 gn
、

g吞n g三 音
, “
共

”

字 标 注

T g 6 n g
、

g 6 n g
、

g 6 n g
、

h 6 n g 四 音
, “
假

"

字 标 注 T J一。
、

j一6
, x l。
、 x i6

,

9 6 五 音
,

有 的 音 项 多 达

七 个 以 上
,

如

“

妇 飞

”

字

。

这 些 音 项 的 建 立

,

是 释 义 的 需 要

, “

音 随 义 转

” ,

不 得 不 立

。
《 汉 语 大 字

典 》 古 今 兼 收
、

源 流 并 重

,

义 项 完 备

,

注 音 配 合 释 义

,

就 必 然 出 现 多 音 项

。

同 时

,

注 音 也 紧 密 地 配 合 了 字 形

。

在 形 声 字 的 注 音 上

,

有 又 读 音 的

.

就
选 取

与 该 字 的
声

符

相
一

致 的
注

音

。

这 样

,

既 配 合 了 字 形

,

又 方 便 了 读 者

,

对 汉 语 规 范 化 有 极 大 的 好 处

。

例 如

:

“

位

”

字 字 形 解 说 引
《 说 文 》

: “

依

,

很 也

。

从 人

,

弦 省 声

。 ” 《 广 韵 》有 两 个 反 切
,

胡 涓 切 和 胡 田

切

。

选 用 胡 涓 切 为 主 切

,

现 代 音 标 注 xu 6n
,

这 就 与

“

弦 省 声

”

相 一 致

,

配 合 了 字 形

。

另 外

,

由 于

汉 字 发 展 的 复 杂 性

,

造 字 本 义 长 期 不 明

,

历 史 上 没 有 读 音 记 载

。

《 汉 语 大 字 典 》 经 过 考 证
,

引

用 确 实 证 据

,

探 明 了 本 义

,

为 了 配 合 字 形

,

建 立 了 新 的 音 项 和 义 项

。

例 如

: “

目

”

字

,

字 形 解 说

依 据 徐 中 舒 教 授 的
《 末 耗 考 》

,

认 为

“

当 为 耙 之 象 形 字

” 。

为 配 合 字 形

、

字 义

,

使
水

、

音

、

义 三

者 成 为 一 个 整 体

,

建 立 了 音 项
sT 和 义 项

“

同

`

粕

’ ” 。

再 如

: “

l
”

字

,

依 据 字 形 解 说

“

甲 骨 文 数 字

的 十 作 }
” ,

建 立 了 新 的 音 项 义 项

。

《 汉 语 大 字 典 》 认 识 到 汉 字 形
、

音

、

义 三 者 是 一 个 有 机 的 整 体

,

用 辩 证 观 点 处 理 三 者 之 间

的 关 系

,

得 到 了 良 好 的 效 果

,

超 越 了 它 的 前 辈

。

总 之

, 《 汉 语 大 字 典 》 继 承 了 我 国 历 史 上 整 理 汉 字 的 优 良 传 统
,

吸 取 了 前 人 的 经 验

,

全 面

地 系 统 地 对 汉 字 进 行 了 整 理

,

历 史 地 正 确 地 反 映 了 汉 字 形

、

音

、

义 的 发 展

,

取 得 了 显 著 的 成

绩

,

为 汉 语 规 范 化 作 出 了 巨 大 的 贡 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