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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梵汉对勘方法从梵文原典词汇和译经文体两个方面对佛经文献的复音化状况进行了考察
，以大量实例分析表明，梵文原典语言和译经文体是导致佛经文献表现出较强复音化倾向的主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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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古时期是汉语发展过程的最初阶段，其时间跨度在学界尚存在争议，本书将上古时期暂定为上
溯商朝晚期或更早，下迄西汉，即不晚于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一世纪。
汉语词汇在上古时期形成并逐渐发展，这段时期可以大致细分为两个阶段，即上古前期和上古中后期
。
上古前期主要指商周时期，以甲骨文和金文作为主要的代表性文献材料。
上古中后期指春秋战国和秦汉，文献材料更加丰富，诸如《春秋》、《左传》、《国语》及诸子的著
作等。
　　上古前期汉语词汇的最早面貌可以追溯到商朝晚期，其依据主要是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墟甲骨文文
献，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这些甲骨文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成体系的书面语形式，主要为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刻录
的文字，因此也称为契文或龟甲兽骨文。
到目前为止，从殷墟中已经发掘出15万片龟甲兽骨，如果不计重复，大约有4500字左右，其中有大约
三分之一已被辨认出来。
　　根据已有的甲骨文研究成果，这些材料中的词汇已经比较丰富：关于自然现象的如“日”、“月
”、“风”、“云”，时令名称如“年”、“岁”、“春”、“夏”、“秋”、“冬”，方位名称如
“东”、“西”、“南”、“北”、“上”、“下”，肢体器官的名称如“首”、“面”、“耳”、
“目”，动作类如“告”、“召”、“往”、“来”，事物性状如“赤”、“黄”、“香”、“臭”
等。
这表明汉语中的一些基本词汇在这一时期都已经产生，并具有相当的规模。
甲骨文之外，金文也是上古汉语早期可以考据的重要资料。
金文，亦称铭文或钟鼎文，为铸刻于青铜器上的文字，初始于商末，盛行于西周，记录的内容主要与
当时社会尤其是王公贵族的活动相关。
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词语主要是表达一些具体的概念，这与早期的社会发展和人类的认知水平有一定的
关联，因而词义相对较为简单，基本上是一词一义，但已经出现少量的多义词。
该时期绝大多数都是单音节词，即一字一词，但也有少数地名、人名和官名是双音节形式，不过这类
双音形式是否构成复音词仍然存在争论。
　　尽管上古前期的出土文献数量较少，文献内容也多与祭祀、占卜或王公贵族活动等内容有关，无
法完全反映出上古前期汉语词汇的全貌，然而由这些早期的材料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测上古前期汉
语词汇的大致状况。
在上古前期，汉语的基本词汇已经比较全面，涉及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部分词语一直沿用
至今。
词汇系统以单音节词为主，整体上的词汇数量规模并不大，基本词汇在整个词汇系统的比例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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