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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理路殊异；科学著作与文学创作，内蕴迥别。
古今文墨之士，专擅一技者，不乏其人，时有所见；兼具异能者，不无有之，为数不多。
黎君千驹立于后者之列：既从事抽象思维，而撰写学术论著；亦进行形象思维，而创作文艺作品。
他赠予的书，有专著，有小说，有诗集。
其论证之思绎，其构想之灵觉，其吟哦之情趣，浏览之余，印象鲜明。
回忆相与黎君，倏忽已逾十载。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黎君拟评论文字训诂学术进展状况，特发专函，问询研究成果，乃闻大名。
然而，津湘遥隔，未得谋面。
尔后，书信往还，神交之中，于黎君之为学始有所了解。
及至二00一年八月，我所主持的中国文字学研究中心为纪念许慎撰著《说文解字》一千九百周年，本
着推动学术交流以促进学术研究之旨趣，主办“首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致函邀约，黎君
专程北上与会，乃得相晤。
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迄今已相继举办四届，黎君热忱参与，每届均拨冗莅会，提交论文，献出
成果，论辩中畅所欲言，与学者们相互切磋。
不止于此，每届研讨会圆满结束后，黎君都认真撰写关于各种学术成果交流、不同学术见解争鸣的综
述文章，传播学术信息，沟通学术观点，均登载于敝研究中心刊行的《文字学论丛》与《说文学研究
》各辑之首，发挥了积极的学术效用，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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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熔资料性与学术性为一炉的说文学史方面的专著，也是国内第一部贯通古今两千年的说文学
史研究领域的专著。
该书阐述了说文学两千年来发生发展的历史，揭示了说文学演变的轨迹；运用溯源辨流、点面结合、
史论结合的方法，以“说文学源流及其发展趋势概说”、“六书学源流研究”、“六书各书体研究”
、“《说文》字体研究”、“现代《说文》词汇研究”、“《说文》词义研究”和“《说文》体例研
究”等数个专题研究的形式，运用现代语言学和文字学理论来对历代学者研究《说文》所取得的成果
进行了比较全面而系统地梳理和点评。
该书还介绍了现代说文学研究的动态，揭示了说文学的发展趋势。
这些皆为读者了解说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翔实的史料，对拓展人们研究《说文》的视野具有极大
的启发作用，对推动说文学研究朝着健康的方向深入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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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黎千驹(1957.3－)，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湖北师范学
院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湖北师范学院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湖北
省重点学科(汉语言文字学)带头人，中国模糊语言学术研讨会发起人与负责人。
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1项、完成省级重点科研项目2项、一般项目4项，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主要涉及以下数个学科研究领域：
　　一、在古代汉语研究领域出版著作7部：《古汉语知识二百题》(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古今词
义异同辨析手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训诂方法与实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古
代汉语》(易国杰姜宝琦主编，黎千驹副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古代汉语教程》(蒋冀骋黎千
驹编著，南海出版公司2005)、《现代训诂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说文学专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二、在模糊语言学研究领域出版著作3部：《实用模糊语言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模糊修
辞学导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模糊语义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三、在修辞学研究领域出版著作2部：《现代汉语同义修辞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现代汉语
实践修辞学》(李维琦黎千驹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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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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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第二节  现代六书学研究第三章  六书学研究(下)：六书各书体研究　第一节  历代象形研究　第
二节  历代指事研究　第三节  历代会意研究　第四节  历代形声研究　第五节  历代转注研究　第六节  
历代假借研究第四章  《说文》字体研究　第一节  《说文》中小篆研究　第二节  《说文》中重文研究
第五章  现代《说文》词汇研究　第一节  《说文》同源词研究　第二节  《说文》同义词与反义词研究
　第三节  《说文》方言词研究第六章　《说文》词义研究第七章　《说文》体例研究第八章　说文
学研究动态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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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保存了古音古义《说文》释音，主要是通过对字形的结构分析而建立起了比较严密的谐声系统
；《说文》释义，主要是解释词的本义。
《说文》所保存的古音古义，为古文字学、汉语语源学和古音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五）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依据汉语是汉文化信息的载体，而汉字又是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
并且具有“以义构形”的特征，因此汉字的构形中也就必然蕴含着丰富的汉文化信息而成为汉文化的
载体。
《说文》中所保存的小篆系统，也蕴含着丰富的汉文化信息，人们可以据此来研究古代的文化。
例如：民国时期程树德先生撰写的《说文稽古篇》，就是根据小篆来考证古人生活习俗的。
陈寅恪先生于1935年曾致信沈兼士先生说：“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
”②可以说汉字是考察中国古代文化的活化石。
然而，欲通过汉字来考察古代文化，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准确地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而《说文》对
九千余汉字进行了形体结构分析，并且绝大多数的分析是正确的，我们应据此为基本依据而参以甲骨
文和金文等古文字来进行汉字形体结构分析，再结合文献资料和文物材料来考察汉字所蕴含的文化信
息。
如果不利用《说文》，“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而只能“望文生训”。
许慎撰写《说文》的目的，是为学习经艺服务的。
学习经艺则必须先明文字，许慎认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
古。
”于是作者“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潠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
误，晓学者，达神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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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2年我向湖南省社会科学规划办申报了“二十世纪的说文研究”课题，并获得立项；后来我把课题
所涉及的时间范围向前延伸，即把古代的说文研究情况也包括进来了。
这或许更有益于人们了解说文学中某个问题从产生到发展到成熟的研究进程。
愚以为，《说文》的核心理论是“六书”，《说文》的核心是研究词义。
因此，我就以这两个核心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并旁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某些问题。
但是做学问最忌做重复性的无效劳动，也最忌雷同而无新意。
胡朴安先生著有《中国文字学史》（1937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书也可以看做是一部中国古代
的说文学史，或者说它包括了中国古代的说文学史；近十年来又先后出版了两部说文学断代史方面的
专著，因此，如果再想撰写“说文学史”之类的著作，首先就得考虑是否跟已有的研究成果发生撞车
。
为了尽量避免“撞车”现象的发生，因此，我在体例上一反前贤以时间为经以问题为纬的撰写方法，
而试图运用溯源辨流、点面结合、史论结合的方法，以数个专题研究的形式，运用现代语言学和文字
学理论来对历代学者研究《说文》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比较全面而系统地梳理和点评。
这些内容就分别成为了本书中的第一章 “说文学源流及其发展趋势概说”。
第二章 “六书学源流研究”。
第三章 “六书各书体研究”。
第四章 “《说文》字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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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说文学专题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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