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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华大学是四川省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主体源于成都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中文
系。
在迄今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一直是这所学校的优势学科，曾涌现出一批在学界有
影响的学科带头人。
　　近些年来，西华大学人文学院的学科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得到发展，有一批年富力强的
中青年学术骨干正在崭露头角，在高级别项目申报、高级别科研成果获奖和标志性科研成果孵化等方
面都表现出了相当的实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学院依托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和“蜀
学研究中心”，加大科研投入，加强横向交流与合作，不断提升科研的实力和影响，已经在巴蜀文学
与文化、中国诗学、四川方言、文学制度等研究方面逐渐形成特色和优势，在学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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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管蠡斋文丛》亦说《汉语大词典》“落英”的释文、郭编《古代汉语》（上册）注解质疑、四
川方言研究、简论李实及其《蜀语》、试论《蜀方言》的价值及其局限、方言本字考论、郫县方言中
的“湖广话”成分、四川方言词汇的来源及其特点、清代成都“江湖话”词语解读、扬雄研究、扬雄
“姓氏与籍贯”考论、扬雄“四赋”主题及著作年代考论、扬雄“莽大夫”身份考论、扬雄“美新”
原因考论、扬雄非“今文”、“古文”家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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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纪国泰，男，1948年生，郫县人，西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长期从事古代汉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
出版专著《蜀方言疏证补》、《扬子法言今读》，参撰《史记全本导读辞典》、《新华成语词典》，
参编《古代汉语》教材三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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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周序自序第一辑 文献疑义考论《尚书·禹贡》三题亦论《说文》“转注”《钜宋广韵》考论《辞源》
二题亦说《汉语大词典》“落英”的释文郭编《古代汉语》（上册）注解质疑第二辑 四川方言研究简
论李实及其《蜀语》试论《蜀方言》的价值及其局限方言本字考论郫县方言中的“湖广话”成分四川
方言词汇的来源及其特点清代成都“江湖话”词语解读第三辑 扬雄研究扬雄“姓氏与籍贯”考论扬雄
“四赋”主题及著作年代考论扬雄“莽大夫”身份考论扬雄“美新”原因考论扬雄非“今文”、“古
文”家考论扬雄的“幸”与“不幸”第四辑 语文问题杂议“一词多义”说应当取消吗?“‘衣’字活
用说”质疑浅议古文献中的“敢”字可以训“能”比喻对汉语双音节化的促进作用试论古人“尚右”
意识的文化内涵亦说“莫须有”与“死而不僵”报纸拾误五例“其”字的滥用与乱用格律诗不宜称“
古诗”汉字不宜称“中文”关于称谓中的“老”第五辑 书评与序跋先秦汉语词汇研究的力作序竹苍先
生《晚香诗稿》敢傲世间富贵翁新刊寄语《郫邑纪氏族谱》序漫谈改革开放以来的巴蜀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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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看似有悖常理的事情，正好折射出李实崇高的官德与人格的魅力。
遇到洪涝的时节，李实被迫搬到江边的一座双塔中避灾，“杜门著书，不问瓶罄”，然而，“吴中绅
、士、农、贾，知与不知，喜馈公酒、米、布、绢，公亦不忍概却之”。
李实遇到灾难，士、农、绅、商，不管是不是朋友，都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其人格魅力，简直臻于极致。
　　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仅仅做了两年不到的县令的李实，何以具有如此感人至深的人格魅力呢？
　　这就有必要论及李实的“不调停法”了。
“不调停法”，是李实在回答巡抚时说的治县之道。
他说：“知县（主持一县政务）用不调停法。
若用调停，即有调停不到处矣。
”　　李实所谓的“不调停法”，其实际含义应当是：做官吏的，只要勤政廉洁、秉公执法，老百姓
就会安守本分，社会上也就不会有或者很少有需要“调停”的事情了。
李实在他短暂的从政生涯中，正是这样做的。
　　李实在“繁敝为天下最”的长洲任县令近两年时间，其全部积蓄仅有两百多两银子，以至他的儿
子问他：“家累六百指，此奚以济？
”他回答儿子说：“比吾离任时，库金积九万零，戒吏役毋妄窃。
今窃多者死，窃少者刑。
使吾一或不慎，今安得复见汝等哉！
”　　国库的积累是“九万零”，而他个人的积蓄只有“二百余金”。
这“二百余金”是他薪俸的正当收入。
他自己不贪污，也禁止吏役们“妄窃”，才会“库金积九万零”。
李实对吏役是严厉的（“窃多者死，窃少者刑”），而对老百姓犯罪却是很宽容的（“刑狱立意求生
”）。
这样的官吏，怎么会不受到百姓的爱戴、上司的赏识呢？
《传》载李实“平居未尝妄交游”、“性不喜纨绮，衣履至敝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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