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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商周金文、战国简牍文字、汉字学、《说文》学、文献学以及新发现的楷书阶段文字资
料的整理与考释等几方面的内容。
本书在金文文例、金文字际关系、金文语词研究方法、简牍文字异形所反映的文字学现象等方面做了
可贵探索；利用新的研究成果、新的视角和方法对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新的审视；对
古代字书类文献引《说文》资料的整理方法做了新的探讨；对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重要论题做了新的解
读；对春秋时代的文献自觉问题做了新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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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英杰，1975年9月生，河北清河人。
200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并获博士学位，师从张振林教授。
2005～2007年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师从黄天树教授。
2004～2008年任教于暨南大学中文系。
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文字学。
出版专著《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铭辞研究》（上下，线装书局，2009），在《考古与文物》、《华夏考
古》、《学术研究》、《语言科学》、《古文字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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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约定俗成过程中，将已有的常用字及构件（字素）的形状逐渐固定化。
不够明确之处，用加笔、减笔、改笔形等方法改进象形符，或加注指事符，使字义更明确；在音读易
生歧误的象形字旁，加注同音字，使读音更准确；或在借形记音的基础上附加象形表意字符，于是产
生了早期的形声字（《羡符》131页）。
早期形声造字法还处于自发阶段，那么如何使文字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这是古人不断进行探索的课
题。
由于象形表意的种种局限，当时人们急于需要做的是探索突破象形表意框框的新造字法，此时便进入
假借阶段，据研究，甲骨刻辞同音假借的数量高达70％多。
假借即借同音之形来记词，是割裂原有的形义关系，使形变成只记实际用词的音义符号。
用有限的符号和读音来记录相当广泛的语词就必然走向假借。
假借几乎是跟象形表意同时产生的东西。
但是，古汉语单音节词占统治地位，同音词特多，这就出现众多的一形记多个同音异义词的现象，在
离开具体语言环境下，文字的歧义理解使文字的社会功能大受影响。
因此，假借仍不能圆满解决文字记录语言的问题。
象形表意和假借都逐步趋于黔驴技穷，造字法的发展便不得不进入第三个阶段——形声造字法。
自商代后期始形声字就成为一种主要趋势，当时的形声造字法，有的是在原有的象形字上加注声符，
更多的是在原来的同音假借字上加注意符，这是早期形态。
直接用声符和意符拼合造成新字，那是形声造字法成熟以后的事。
形声字是形音义一体的符号，是最能产的造字法，这一点是所有研究汉字的专家的共识，先生的贡献
在于发现了形声造字法成熟所需要具备的条件。
形声造字法只有进入音符和意符直接拼合的时期，文字才算进入自由造字时期，在这个自由时期，人
们可以根据表达语言、记录语音的需要，按照意义类属，选择相应的意符，然后可任意选择一个同音
字（通常多取较简单而常用的同音字）结合而成新字。
而这种自由是需要一定条件的，那就是要有足够完善的声符系统和意类符系统，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
意类符体系的形成，而这个条件需要人类认识的长期积累。
意符的类化需要人类对自然、社会、人的心理等进行归类，这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从金文看，自然物方面的意类符较早出现，比较细致的心理活动及通过人类活动开发创造的事物的意
类符出现较晚，心理感情活动的意类符产生更晚，如带心旁的字多数是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西周很
少，商代几乎没有。
需要人类创造开发以后才认识的事物又需要对它归类，这类意类符产生也比较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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