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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50年代中期，十四五岁的我喜读鲁迅作品，尤钟情于鲁迅杂文。
那时家中有毛边本《坟》、《热风》、《华盖集》、《准风月谈》、《二心集》、《三闲集》、《且
介亭杂文》等，常常随携阅览，竟至如醉如痴。
大约在1957年春天，邻居关先生（一位中专语文老师，无子女）一次见我这个初三学生在读《准风月
谈》，他观赏书本后叹曰：&ldquo;难得，是毛边本！
&rdquo;随即又问：&ldquo;这书名是何意思？
&rdquo;我一时语塞，关先生说，当年杂志编辑怕惹事，要作者&ldquo;多谈风月，莫讲国是&rdquo;，
鲁迅以&ldquo;准风月谈&rdquo;名书，乃讥刺当年的文化专制。
此后，关先生下班、我放学回家，一大一小的两人常在院子里指天划地，议论滔滔。
记得关先生说，鲁迅的随笔达到中国文学的一个极致，其对时弊的针砭，有些至今犹感真切。
又说，鲁迅希望自己批评时弊的杂文&ldquo;速朽&rdquo;，但时弊难除，鲁迅杂文因而&ldquo;不
朽&rdquo;。
关先生的话，我似懂非懂，但也仿佛领略到一点鲁迅杂文的奥妙。
以后，每读鲁迅书，总想起关先生高大的身躯、慈祥的面容和兴致勃勃的宏议，连带悟到：貌似轻松
的随笔，也往往藏有机锋，介入生活的力度并不下于鸿篇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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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术语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语义研究。
人类被称为“语言动物”。
语言是在人类历史中形成的文化现象，故语言从来与历史及文化脱不开干系。
而在构成语言的语音、语法、语义三要素中，语义的历史性和文化性又最为深厚。
“语义学”是研究词语意义的学问，中国传统称“训诂学”。
用通俗的话解释词义谓之“训”，用今语解释古词语谓之“诂”，清儒将这门解释古书中词语意义的
学问发挥到极致。
如戴震（1723-1777）所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
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
”（《与是仲明论学书》）我们今天研习的“历史文化语义学”，承袭训诂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的传统，更自觉地探究由字词分析进入概念分析，再进入历史情景和形上之理的分析之路，使语义
辨析更多地赋予现代语用性与思辨性，较之偏重古典语义的训诂学，其探讨领域更为深广，包括字音
、字形与意义的关系、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义构成的因素、语义演变的法则等都在其研讨范围。
而这种研究既然与“意义”发生关系，也就必然与历史及文化相交织，因为“意义”深藏在历史与文
化之中。
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多由个案考察入手，也需要在综合论析上用力，从而在历史的纵深度和文化的广
延度考析词语及其包蕴的概念生成与演化的规律。
陈寅恪“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名论，昭示了“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精义。
我们探讨时下通用的关键词的演绎历程，其意趣并不止于语言文字的考辨，透过运动着的语言文字这
扇窗口，我们看到的是历史文化的壮阔场景，故这种考辨展开的将是婀娜多姿的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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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光云影:文化史漫记》是学术随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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