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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里共归结出了752个语源词，其中大多是我们现在还认识的、熟悉的，只有很少数词是古僻的。
由它们派生出了八千多个派生词，其中包括当前国家公布的七千字表，还有一部分是古代的常用字。
平均每个语源词派生了11个派生词，形成一个词族，共得752个词族。
这样，希望对我们的学习能收到闻一以知十的效果。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掌握不了、也用不着掌握那么多词，比如有三四千词就够用了。
不过我们也希望能由此及彼地收到闻一以知五的效益。
在3500个常用词的范围之内，语源词与派生词之比为1：5，学习一个词，可以顺利地、准确地理解四
个词。
当然，这是指平均数说的，实际上词族有大有小，最大的有几十个、上百个词，最小的只有两三个词
。
词族不仅有大小，还有主次之别，如果我们把主要的部分挑出来掌握它，就可以驾轻就熟地走下去了
。
我们不仅在九千个词之间求得它们的联系和条理，对每一个词，特别是常用词和最常用词内部相当复
杂的音义现象，也力求能得其联系和条理。
有了条理，事物就便于理解和掌握了。
在语言上，要说联系和条理，没有别的，那就是语音和语义之间的联系和条理。
什么是语源？
那就是每个词语音和语义联系的来源和演变。
什么是语言？
一分为二地说，就是音义的结合体。
音义联系是语言内部最普遍、最本质的联系。
从现有的五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汉语始终保持着自己内部坚强的凝聚力，五千年中和许多兄弟
民族的语言接触，各个时期都有一批借词出现。
但是语源词中出现的借词，总数是一个，真是比凤毛麟角还少，就是那个爹妈的爹字。
《广韵》明确说：“爹，羌人呼父也。
”爹又派生了嗲字，后来羌族人融合在汉族里，他们的这个称呼，就由北到南地传开了。
除此之外751个语源词都是汉语固有的基本词，至少这几千年来，从未中断过自己的历史，以至如此完
整地保存到今天。
以上我们所说的语源词的数量，都是就单音节词来说的。
单音节，这个汉语在上千种世界语言中所表现的最大特色，创造的智慧就在这里，研究的疑难也在这
里。
我们对汉语的研究，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经过了百代人的努力，在音义的联系和条理方面，不断地
取得进展。
尤其是汉代和清代，成绩卓著。
但是始终没有能得出一个全面的统括的音义网络。
这中间，前人究竟遇到了什么疑难问题？
我们想，是否就集中地表现在王力先生在《同源字典·序》中所说的两句话里：“或双声而韵部相差
太远，或叠韵而声纽隔绝。
”这里，至少可以领会到这样三点：一、许多看似同语源的在语音方面遇到了困难。
二、声母和韵母之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三、对单音节词，像是在加以分析，却欲行又止，徘徊不前。
实际上，长期以来，对这种声韵之间的错综现象是作过解释的，那就是音转。
所谓音转，就是单纯的由此及彼的语音演变、流转。
例如清代段玉裁、王念孙等的著作中，都有“一声之转”，现代章太炎、王力的语源著作中就都广泛
地使用音转的方法，并归结为旁转、对转、旁对转等几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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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本字典以词族为纲，每个词族以语源词为首，以下排列着由它所派生的一系列词，最少的一
两个，最多的上百个。
字头后括号内列出繁体或异体字。
共计752个词族，9070个词，其中两个语源的词3061个。
　　二、每个词族内部，以与语源词音义关系的远近排列，近者在前，远者在后。
每个词族前冠以数码。
　　三、全部词族以语源词的义类，分列为十个部分：（一）人体与言行之一（人及其繁育）；（二
）人体与言行之二（身体感官与思虑）；（三）人体与言行之三（有关手与足的行为）；（四）衣食
、舟车；（五）农牧、建工；（六）工具、武器；（七）政法、文武；（八）草木、鸟兽；（九）日
月、山川、气象、鬼神；（十）方位、数量。
　　应该说，上述以社会生活为纲的分类，只能是大概的。
　　四、每个语源词之后，列出该词的全部派生词，以顿号隔开。
每遇有分号者，分号以后为有两个语源之词，即一部分语源来自该语源词，一部分语源出于其他词族
。
　　五、每个词下先用现代汉语拼音注音，然后交代上古音，未交代者同上个或上上个词而省略（秦
汉以后的新词没有上古音可言）。
以下为本字典所用周秦上古音之声母、韵部表：　　六、释义方面，一般不用义项罗列。
义项罗列的优点是清晰，但诸义项之间往往被割裂。
故我们采用连贯叙述的方法。
先说本义，常常结合字形或语音，再说引申义、再引申义。
　　七、没有在每一义项之后必举例句，对过于熟悉或过于生僻的义项，往往省略例句。
　　八、古文例句有时加译义。
冷僻字加注音。
　　九、释义有详略，古今常用词详细，生僻字较简略。
　　十、同一词族诸词在原则上是一个整体，各词之间是互相联系的，只是有直接联系与问接联系、
再间接联系的区别罢了。
　　十一、书中有好些简称：《说文》即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段注即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
释例即王筠《说文释例》，义证即桂馥《说文解字义证》，通训即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
再如《十三经注疏》中各经的注者和疏证者，是大家都知道的，这里就不赘述。
　　十二、关于语源研究的证据：　　语音方面，主要依据王力先生的上古音体系，再有就是明清以
来公认的“同谐声者必同部”。
声旁字是否都声中有义？
原则上都是声中有义，但是有少数声旁字有变化，已经变更了的声旁字就不表其义了。
用王力先生的上古音体系把汉语的语源都疏通了，这就从语源学方面证明这个上古音系是靠得住的。
语源学应该大大地感谢古音学的研究，没有这个，语源学是举步维艰的。
　　语义方面，单音节词之问互相解释，说明它们之间存在着相同或部分相同的语义。
特别是一些大注家、大训诂家、大辞书家、大文字学家笔下的声训，都是语源学研究的可靠证明。
我们不依靠他们还依靠谁呢？
但是他们大多是具体的、散乱的，缺乏系统化，缺乏理论的指导。
我们把它汇总起来，得以统观全局，拨开云雾，辨别是非，一个庞大的汉语的音义体系，就呈现在我
们的面前了。
　　什么是语源？
就是每个词语的音义之源以及它们后来的演变与发展。
　　十三、本字典的最后部分是附录，包括四个部分：　　1．一时找不到该词的语源，同时它也没
有派生出别的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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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它们在词族之林中就处于游离状态。
其中有许多是很重要的词。
可能是由于我们才学浅陋，如有高明的人不吝赐教，言之成理，我们是非常感谢，非常乐于接受的。
2．来自国内各少数民族语言和国外语言的音译词。
这里只是录了较为常用的或有构词能力的词。
国内55个兄弟民族的专门名称，大多为音译词。
此不录。
3．人名、地名等专门名词之一时未知其语源者。
4．象声词、感叹词之单纯象声、不论语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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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册(一)人体与言行之一(人及其繁育)(二)人体与言行之二(身体感官与思虑)(三)人体与言行之三(有关
手与足的行为)(四)衣食舟车(五)农牧建工下册(六)工具武器(七)政法文武(八)草木鸟兽(九)日月山川气
象鬼神(十)方位数量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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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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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语音义字典(套装2册)》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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