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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学研究，由实践升华理论，以理论导引实践，赓续推进，渐臻佳境。
文字学作为一门科学，以文字为特定之研究对象，也正是如此取得长足进展的。
　　我国早在东汉之初，许慎撰著《说文解字》，即标志着科学的文字学之发轫。
许氏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对古籍篆文系统进行探究，具体地辨明了形义关系，深入地表述了结构规
律，全面地揭示了类属系列。
体察许君的研究活动，不难看出，理论认识启示实践活动，实践成果丰富理论内涵，乃是贯串于整个
研究过程的。
　　近世西学东渐之新兴文字学的形成，亦为实践与理论相结合之产物。
　　回顾科学发展历程，当研究进入一定阶段，其探求新知，而有所创获，尚须确认为定论；或歧见
杂出，而异说纷争，亟待趋向于共识。
是时则有必要由实践到理论，综观学术状况，从横向、纵向进行比照衡估，作出评议，判断高下，鉴
定优劣，适当抉择。
　　陆忠发博士撰著《汉字学的新方向》，即试图鸟瞰中国文字学的研究动态而进行评论。
著者认为，“研究‘汉字如何用一定的形体来表达意义’的理论问题”“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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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字学的新方向》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新型文字学研究著作。
作者认为，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汉字学研究的中心任务是探索“汉字是怎样用一定的形体表达意
义”的，故形义理论问题，应是当今汉字学研究的中心课题。
就此而言，以“六书”作为研究汉字的基本理论，显然是不够的。
《汉字学的新方向》以大量实例论证了这一见解，为汉字学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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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许慎的定义过分地讲究形式，举例也只有两个字，没有把六书的涵义真正讲清楚。
因此，历代学者对六书的涵义争议颇大。
戴震曾“考自汉已来，迄于近代，各存其说，驳别得失，为《六书论》三卷”，惜其书不传。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谓此书为“论百家六书者”。
好在戴震又在《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中专辨历来论转注者之谬，进而提出了他的六书四体二用之
说。
戴震认为造字之法只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而转注、假借二者乃是用字之法。
戴震说：“大致造字之始，无所凭依。
宇宙问，事与形两大端而已。
指其事之实日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体日象形，日、月、水、火是也。
文字既立，则声寄于字，而字有可调之声，意寄于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两大端也。
因而博衍之，取乎声谐日谐声，声不谐而会合其意日会意。
四书者，字之体止此矣。
由是之于用：数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印、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为注
日转注；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申，依于声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日假借。
所以用文字者，斯两大端也。
”戴震“四体二用”说的价值，在于划清了造字之法与用字之法的界限，使一千多年来争论不休的六
书性质问题得以澄清。
 “江慎修先生得其书，谓众说纷纭，得此论定，诚无以易。
”于省吾先生说得好：“清代学者之论六书，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四体，以转注、假借为二
用。
凡文字之音近或音同者均可互借，凡文字之义同者均可互注，必如是才能充分发挥二用的效能。
”　　从是否直接创造字的形体这一点来说，假借确实应归为用字之法。
但有些学者主张从语言学的“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这点上说，假借又属于造字法。
认为假借是借形造字，虽然它没有直接造出新的汉字字形，但口语中的音义结合体确实有了字形上的
体现，音义统一的字由于似借的运用大量地增加。
因而假借又属于造字法，实际上即所谓的“造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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