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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文言文的特点    文言文是古代的书面语。
我们知道，语言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是语言的基础，文言文裹，有很多词语、词义、虚词用法、
结构形式是属于古代汉语的，造就是文言文的本质特点．我们对于文言文的教学，往往是在熟练现代
语言的基础上来进行的，因之文言文教学当中要克服的一个突出矛盾，就是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之间
的差别。
    我们从文言文的教材当中摘录出一些词句，再把它们翻译成为白话文，两相对照一下，就会看出文
言文的一些特点。
文言文的作品，尽管有的年代相差很远，可是它们的语言基础相同，就有许多共同的特点。
举例说明如下：    1．单音节词比现代汉语多，文言文裹许多单音节词，到白话文裹往往变成双音节词
。
例如：    屠暴起，以刀劈狼首，又数刀毙之。
（《聊斋志异。
狼》）这裹的“屠”相当于“屠户”，“暴”相当于“突然”，“起”相当于“跃起”。
这些都是单音节和双音节的不同。
    2．有些词语的意义，和现代汉语所用的不完全相同。
例如“受业”的“受”，现代汉语祇是表示“承受”、“接受”的意义，但《师说》“师者，所以传
道、受业、解惑也”一句裹的“受”，却用来表示“传授”、“教授”的意义。
又如“所以”，原来是一种“所”字结构，到了现代汉语祇是表示因果关系，《师说》的造一句裹却
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式，作“用它来”或“用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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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通论”和“文选”两大部分。
“通论”部分从文字、词汇、语法和音韵四个方面系统详细地阐述了古代汉语的基本理论和知识要点
，“文选”部分则从先秦两汉直至唐宋的古代诗文中选取一些典型、有代表性的篇章，加以注释和讲
解。
两大部分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互不偏废，相辅相成。
全书信息量大，知识结构合理，并努力反映当代学术界的科研成果，具有良好的教学效果。
    本书第一版曾获国家教委第三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上海市教委上海普通高等学校优秀
教材二等奖。
本书既可以作为各大专院校“古代汉语”课程的教材，也可以作为研究和自学汉语言文字学的参考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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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世禄（1902—1991），浙江浦江人。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26年毕业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中文系。
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1952年后一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
从事中国文字学、训诂学、语音学、语法学及词汇学的研究和教学，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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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 通论  第一章 文字    第一节 汉字的起源和形体的变迁    第二节 汉字的构造原则    第三节 汉字常用
的部首    练习—    第四节 古今字、异体字、繁简字    第五节 本字和通假字    第六节 文字方面的常用工
具书·    练习二  第二章 词汇    第一节 词的形式和构造    第二节 古汉语的词汇成份    第三节 词的本义
和引申义    练习三    第四节 古今词义的异同    第五节 同义词、同源词、类义词    第六节 词汇方面的常
用工具书    练习四  第三章 语法    第一节 古汉语的词类（上）    第二节 古汉语的词类（下）    第三节 
结构成份和结构类型    练习五    第四节 古汉语的词序和省略    第五节 词类活用和特殊的动宾结构    第
六节 判断句和被动句    第七节 古汉语的称数法    第八节 关於虚词的常用工具书    练习六  第四章 音韵   
第一节 汉字读音的演变    第二节中 古汉语的声、韵、调及其应用    第三节 上古汉语的声、韵、调及其
应用    第四节 古书中的特殊读音    练习七    第五节 古代诗歌的格律    第六节 音韵方面的常用工具书1    
练习八下编 文选  第五章 先秦历史散文  第六章 先秦哲理散文  第七章 两汉文  第八章 三国魏晋南北朝
文  第九章 唐宋文  第十章 韵文后记修订本后记重订本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代汉语教程>>

章节摘录

我们造里依时间为线索，分古汉字阶段为商、西周春秋、战国、秦四个时期，这祇是为了叙述的方便
，不能因此而误以为古汉字的字体因朝代更易就有迅速的变化，事实是，每一朝代的新立，其所用字
体总是承袭旧朝的。
    （二）隶楷阶段    下面介绍汉字在隶楷阶段的字体，依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的次序分述。
    1。
隶书。
我们平时讲到“汉隶”，一般指束汉中期以后碑刻上的字体，蔡邕书写的《熹平石经》可作代表。
这是成熟的隶书，其字形与现在使用的楷书差别不大，祇要认识楷书，就可以认识许多成熟的隶体字
。
“汉隶”是成熟的隶书，“秦隶”则可称之为不成熟的隶书。
秦隶是在秦国文字俗体字的基础上产生的，不少秦隶的字形仍与正规的秦国文字十分接近。
“秦隶”之得名，是因为它产生于秦，不要以为秦朝亡，秦隶也亡了，西汉初的字体仍是秦隶。
因此，为了与成熟的“漠隶”相区分，秦隶也被称为“秦漠古隶”或“古隶”。
一九七三年在马王堆三号汉墓裹发现了大批帛书，除少数用篆文书写外，大多数帛书是用古隶写成的
，这是较有代表性的西汉早期古隶资料。
    汉隶一般是扁方的，字形与楷书接近，笔势舒展，有波势挑法；古隶一般是竖长的，保留不少篆字
形体。
漠武帝中期以后古隶开始逐渐向漠隶发展，汉隶的典型的波势挑法在书写中逐渐增加，在汉宣帝时代
的竹简上已出现了相当成熟漠隶字体了。
    在汉字发展史中，隶书的出现是一场大革命。
从商周古文字到秦国的小篆，象形的程度虽然越来越低，但作为一条原则，“象形”始终贯穿于古汉
字阶段。
隶书，尤其是成熟的漠隶彻底抛弃了象形原则，解散了古文字的写实性的曲线，代之以点、横、竖、
折、撇、捺、挑、钩等笔画，大大降低了书写的难度。
由于隶书抛弃了象形原则，不少隶体字对古文字的形体结构作了增删改变，使古汉字的即形知义的特
点也逐渐丧失了。
    2。
楷书。
楷书又叫真书、正书。
楷书字形正方或长方，书写起来比漠隶更方便。
从总的体势上说，楷书是隶书的简化，但东汉中后期的成熟的汉隶如何逐渐演变为楷书，并不很清楚
。
楷书萌芽于汉魏之际，但魏晋时代使用楷书的人也许祇是有限的几个文人学士，楷书并没有成为一种
主要字体。
一直到南北朝，楷书纔取代了汉隶和汉隶意味很浓的字体，成了主要的字体，而其真正成熟则要到隋
唐时代。
    3。
草书。
从广义上讲，任何字体的草率写法都可称之为草书，但作为一种专门的字体的草书，在汉代纔形成。
草书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
漠代的草书叫章草，与汉隶相应。
汉代的草书为甚么叫“章草”?说法很多，或认为因这种字体构造彰明而得名，或认为因适用于写奏章
而得名，或认为因汉章帝的爱好而得名，或认为因史游用以写《急就章》而得名，至今没有定论。
为了书写迅速，章草将隶书字形简省改变，横画挑法减少，有的笔画被连成一笔，但章草的一些点画
仍保留着较重的隶书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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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草由章草演变而来，减掉了章草的隶书味，笔画更简省，书写也更方便。
今草的每一个字的笔画相连较章草多，今草字与字之间也常有游丝相牵连。
王羲之对于今草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传世的王氏草书，大都是典型的今草。
    今草发展到唐代，出现了所谓的狂草。
被称为“颠张狂素”的张旭、怀素颇负盛名。
狂草体势一笔而成，血脉不断，书写疾速，但奇诡难识，因此狂草只具有书法艺术上的欣赏价值。
    4。
行书。
行书是介于楷书和今草之间的一种字体，因它书写比楷书自由，又不像今草这样难以辨认，有很高的
实用价值，事实上我们平时书写的多半是行书。
行书没有规范统一的书写规则，常因人而异，但行书字体总是以楷书字体为中心而作有限的笔昼牵连
，字形一般不变动，所以各人写行书的习惯虽有不同，却不妨碍交流。
《书断》上说：“行书非草非真，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草行。
”真行又叫作行楷，草行又叫作行草。
    汉字进入隶楷阶段以后，体势基本上没有变化，认识楷书，也就能认识汉隶，把隶书、楷书归在一
个阶段的理由就在于此。
    第二节  汉字的构造原则    文字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文字一旦出现又对社会的发展产生
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创造、使用、教学汉字的长期实践中，前人逐渐注意到汉字的形体结构特点，并进而作了分析和归
纳。
从文献记载看，至迟在东周就有人开始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了，如《左传。
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宣公十二年》“于文，止戈为武”、《宣公十五年》“故文，反
正为乏”、《韩非子。
五蠹》“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等。
但东周时代尚未形成分析汉字形体结构的系统理论，这种系统理论的形成以“六书”说的完成为其标
志。
“六书”这一名称首见于《周礼·地官·保氏》：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
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    五射，四曰五驭，五日六书，六曰九数。
但《周礼》既未列“六书”细目，也未作解释，无从了解其具体内容。
至东汉，班固、郑众、许慎都列出了“六书”细目名称，许慎则进一步作了说解、举了例字。
三家的细目名称和排列序次如下：    班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见《汉书·艺文
志》）    郑众：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见郑玄注《周礼》）    许慎：指事、象形、
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见许慎《说文解字·叙》）    班、郑、许都是依附古文经学派的经典《周
礼》来立说的，而三家的学术师承都可追溯到古文经学大师刘歆。
班固《漠书。
艺文志》本是据刘歆《七略》改编而成；郑众的父亲郑兴是刘歆的学生；许慎是贾逵的弟子，而买逵
的父亲贾徽是受业于刘歆的。
自刘歆在西汉末年力争将古文经立于学官，经学中的今、古文两派开始壁垒森严、互相攻讦。
今文经学派的学者解释文字时，依当时通行的隶书即所谓“今文”的形体来立论；古文经学派的学者
则以分析“古文”的形体为手段，攻击今文经学，争取正统地位2。
今文经学派认定《周礼》乃刘歆伪造，古文经学派则奉《周礼》为周公所作的经典。
经现代学者考证，《周礼》不可能是周公所作，但成书不会晚于战国。
不少学者对《周礼》的“六书”已是分析汉字形体的条例遣一说法表示怀疑，产生这种怀疑是很自然
的。
就现在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分析，祇能认为分析汉字形体结构的“六书”说始起于汉代。
    唐人颜师古注《漠书·艺文志》时曾指出，班固的象事、象意、象声即许慎的指事、会意、形声；
买公彦在《周礼正义》中认为郑众的处事、谐声就是许慎的指事、形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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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班、郑、许三家的“六书”内容是一致的，祇是编排序次不同。
后人在论述“六书”时，一般认为序次以班固所编为优，而名目则以许慎所定为长，所以清人讲“六
书”名目的序次一般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由于祇有许慎给六书下了定义、举了例字，所以后人了解六书的具体内容，祇能依据许慎一家的说
法。
为何六书序次不依许慎而依班固?关键在于，许慎先排“指事”，班固首列“象形”。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引用过刘歆、郑兴、班固等人的说解，他无疑深知班固、郑众将“象形”作为
六书第一书的道理。
既然如此，许慎仍将“指事”改置于“象形”之前，当有他自己的考虑。
班固、郑众与许慎在六书序次上的不同排列，实在暗含有对于汉字起源的不同看法：班固、郑众和后
来采取班固序次的人认为，首先出现的是象形字；许慎和绝少数人（如《六书故》的作者戴侗）则认
为，首先出现的是指事字。
显然，六书理论解决不了汉字起源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仍有赖于相关的考古资料的出土。
    下面就依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次序逐一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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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根据出版社的要求，我们对修订本再次进行了修订，列为复旦博学，语言学系列教材之一。
    2000年修订本出版后，得到多方鼓励。
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我们认为仍需精益求精，进一步加以锤炼，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为了与通行的语法体系衔接，重订本对词类区分、句子分析等部分作了较多的修改。
又为了适应各高校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时间，重订本把上下两册合并为一册，篇幅也略有缩减。
此外，我们将另编一本《古代汉语教学参考舆训练》，把本书原来的练习参考答案、附录等移置其中
，并大量增加各种练习内容，供大家学习本书时参考。
    这次重订工作仍由严修、杨剑桥两人承担。
鉴于在本书编写与修订过程中，杨剑桥先生做了大量工作，现决定增补杨剑桥为本书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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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言文是古代的书面语。
语言中，词汇和语法构造是语言的基础，文言文里，有很多词语、词义、虚词用法、结构形式都属于
古代汉语，有别于白话文。
学习文言文，不仅是为了吸收前人文化的遗产，同时亦可提高自我的语言运用能力以及提高写作水平
。
不过，由于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倡导白话文，文言文越来越显得薄弱，如果想增进文言文的欣赏水平
，倒不如读读本书，同时本书的文字也是繁体字，初读会有一定困难，却亦可提高读者的文言文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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