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於古文字的研究

趙誠

從發生學的角度講，只要有了漢字就一定有人研究它。只不過我們祖先沒有留下可

靠的文獻，我們無從確定這種研究從甚麼時候開始罷了。目前所能知道的關於文字研

究最早的見解，要算《左傅》那三處解釋漢字形體的記錄: “止戈為武

乏"、 “血虫為蠱"。頡似的記載還見於《韓非子.五五.蠹)) : “自環者謂之私，背私為

公"。很顯然，這一些僅僅是古人就當時通行的漢字所作的表面分析，極不科學，當然

談不上是甚麼文字學的研究。

漢代的今文經學家為了他們解釋經典的需要，即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確，對漢字形體

進行過解釋。如“馬頭人為長"、 “人持十為斗"、 “士力於乙者為地"。一望即知這

些解說只是就當時通行的隸書的表面結構所作的分析，是很可笑的。晚出的古文經學家

劉歡等創立了“六書"說，指導研究古代文字，從形、音、義三個方面入手，重視分析偏

旁，注意同音通假，從此學習和研究古代的文字才有了基本方法。現在學者對“六書"

說評價不一，但從歷史看卸是一件大事情。劉獸的徒孫許慎作《說文解字》就是在“六

書"說的基礎土編寫成的，為後代學者研究古漢字提供了一套理論和相當實貴的材料。

到了唐代，李陽冰對傅鈔本《說文解字》進行過刊正， ，雖然是基於書法，到底是

作了一些工作，總應該算是一樁好事。不可諱言，他在刊正中也出了一些錯誤，最突出

的是刪去了一些不該刪去的內容，另外也有不少訛誤。所以，南唐的徐館、徐錯二人對

李陽冰極不漏囂。徐錯作了一部《說文繫傅》。徐鐘和句中正等人叉重新校定了《說

文》。不管是李鷗冰，還是二徐，或是從書法，或是從讀音、訓詰，對許慎《說文》所

做的一些工作，從今天的觀點來看，只能算是古籍整理，根本談不上是研究古文字。

這襄所說的古文字研究，乃是指對古代遺物土保存的古文字材料進行研究考釋，並非

指對傳世或通行的文字進行解析或詮釋，就這種意義土來講，到了宋代才有了古文字研

究的萌芽。從郭忠恕的《汗簡》到夏辣的《古文四聲齣)) ，總結了古人，主要是唐代人

關於古文字的知識。呂大臨的《考古圖釋文》、王楚的《鐘鼎畫是前》、薛尚功的《廣鐘

鼎裝齣》等，考證、韓識了好幾百個古文字，並發現了古文字構形的一些零零星星的規

律。因為宋代學者根本沒有把古文字作為一種科學研究的對象，把古文字作為一種成系

統的資料，從文字學的角度加以考察、研究;更沒有就古文字的形體，平面地、歷史地研

究其構造和規律，從各個方面研究其形、音、義的相互關係，所以只能稱之為古文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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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萌芽。

到了清代，由於地下資料的大量出土，古文字研究才有了長足的發展。昕考釋的文

字，不僅是銅器銘文、石刻蒙文，甚至擴展到陶文、噩文、貨幣文等等各個方面。但是

這一些考釋，還沒有脫離金石學的範圍。摸一句話說，一這一些只是單個文字的考釋，在

很大程度上只是解決銘刻、款識方面的問題，自H著重於解決金石學的問題。

清代中葉以後， ((說文》研究取得了很可觀的成就，有名的殷、桂、王、朱四家，

尤其是段、王二人，雖非專攻古文字，甜從研究《說文》得出了與古文字研究晴合的結

論。這種精審卓絕的深入研究，直接影響了古文字研究的發展。頭一部把《說文》和古

文字研究結合起來的專門著作，是嚴可均的《說文翼)) ，可惜稿本至今未得印行。稍後

的吳大激有一部著名的《說文古餾補>> ，把《說文》研究和古文字考釋相結合，而又側

重於古文字操索，確是一部使古文字研究逐步走向獨立的專著。可惜他仍以《說文》為

正宗，把古文字僅僅作為《說文》古諧的補充，這就本末倒置了。《說文》的古擋屬於

戰國文字，而他所補的倒大多是早於戰國的文字。由此可見古文字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這種認識上的局限也影響了他的研究，使他沒有達到應有的高度。

古文字材料的大量出土，古文字考釋和《說文》研究相結合，從資料積累和方法論

的探索兩方面為古文字研究的獨立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條件。其奠基人當推清末的孫話

讓。他的《古措拍遺》和《古鏽餘論》應該說是金文研究方面的高壘。他的《契文舉

例》是研究甲骨文字的創始之作。而《名原》則在於探求古文字演變的一般規律。應該

說，孫詰讓和以前的學者有著本質上的差別。

孫話讓之後對古文字研究貢獻較大的有下列數人:

一、羅振玉和王國維。主要貢獻是古文字資料的搜集和出版，並作了必要的考釋。

《殷虛書契考釋》和《觀堂古金文考釋》等書下筆謹嚴，不胡說八道。另外，他們利用

古文字資料對商周歷史進行考訂，也作出了不少成績。

二、董作賓。他的成績是《甲骨文斷代研究例 .L 使人研究甲骨文有了發展變化的

觀念。
三、郭沫若。他特別注重社會發展和文字的關係，非常強調認字和讀通全文這兩方

面的結合。《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於每一篇銘文考釋之中幾乎都有文字考證，但著重

點部在通釋銘文。《←辭通黨》和《殷契粹編》都是選擇比較重要的←辭加以分類啡比

考釋，也是為了把認字和讀文結合起來。

四、唐蘭。他繼承並發展了孫諂讓的古文字分析法，提出辦明文字形體的方法有

四:比較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怯和歷史的考證。另外，他還以甲骨金文作根攘，批評

許慎的“六書"說而提出古文字構進的“三書"說。

五、于省吾。他考證古文字的特色有三:1.把形體分析、聲前通假和典籍訓詰緊密

結合; 2.用地下出土的古文字材料和傳世古籍相印證而以地下材料為主; 3.從古文字的

現實出發，從分析古文字以考證古文字。而這三者在考釋古文字瑰寶中則叉是有機地統

一在一起。由於這種獨具一格的考釋方法，近三、四十年來他辦識之字最多，無疑是很

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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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種學科發展到一定階毆， 自P某一學科在研究中取得一定成果以後， 為了總

結，也為了年青一代學習方便，必然產生一些相應的工具書，古文字研究也不例外，如

容庚的《金文編》、商承祥的《殷虛文字類編》和《石刻蒙文編》、朱芳圓的《甲骨學

文字編》、孫海技的《甲骨文編》、羅福頤的《古噩文字徵》等等。這些書在研究中產

生，叉推進了研究，是學術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個方面。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工具的改

進也是方法改進的一種標誌，當然也是這一學科走向更加科學的一個里程碑。

從菁、話讓以來，古文字研究的方法在逐步改進、完善，並以它取得的成績爭得了在

社會科學研究領攝裹的一定地位，當然是一種可喜的現象。但是，由於它本身的難度

高，而資料叉不易獲得，在很長一段時期內，研究者總是寥寥無麓，始終沒有超過一百

人。而且大多數是在五不聯繫、立不交流的孤立狀況下摸索、整理、研究。由於沒有這

一方面的專業性刊物，有了研究成果，也很難發表。當然更談不上有甚麼機會讓有關的

教學研究工作者會聽一堂來討論交流。這就產生了一個極端矛盾的現象:古文字研究具

有了發展的內部條件而叉不能得到很好的發展。

長期以來，尤其是一九六六年以來，學校幾乎沒有培養古文字研究方面的專業學

生，偶而成長起來的中年人叉少得驚人，而他們還要承擔各方面的重任。研究尚且無

暇，還談甚麼培養!資料書、工具書多年未曾出版;地下出土的文字資料四處堆積而無

人整理;尤其嚴重的是青黃不接、後繼乏人威脅著這一學科的正常發展。

“四人幫"打倒以後，古文字研究獲得了新生並且迅速向前發展。不管是古文字學

界的老一輩專家，還是中年的教學研究工作者，他們都爭分奪秒地努力寫作，成績是空

前的。比如容庚先生抓緊了《金文偏》的信訂增補工作;于省吾先生很快完成了《甲骨

文字釋林》的初稿;徐中舒先生帶病考釋新出土的銅器銘文;唐蘭先生同時進行幾方面

的研究;商承祥先生積極為編輯《甲骨文合集》提供新資料;陳邦懷先生擠出可以擠出

的時間撰寫札記;羅福頤先生盡快地完成了《漢印文字徵>> ;胡厚宣先生抓緊編輯《甲

骨文合集>> ;張政規先生不僅忙於個人撰寫論文，還盡力指導各方面的求教者;馬承源先

生為了編寫《金文選>> ，走遍山南海北拓印銅器銘文;管獎初先生加緊了《金文語法》

的寫作;張領先生為編輯《貨幣文編》四處奔走，搜集新出土的各種古代錢幣;朱德熙

先生和裘錫圭先生合作撰寫《楚國文字研究>> ;兢孝遂先生日以繼夜地為《甲骨文字考

釋類編》撰寫案語;李學勤先生一分為三:到文物局幫助整理局書，到考古昕協助編輯

《金文合集)) ，自己抓緊寫作;馬國權先生利用一切業餘時間編寫《列國文字>> ......真

像一瀉千里的黃河之水，奔躊咆嘯滾滾東流，學術領場里如此壯觀的景象，多少年來才

有此一現。

可是，古文字研究新發展的起點卸是難忘的一九七八年。春天，黨中央的一位領導

同志針對古文字研究的現實，提出了幾點振奮人心的意見。就在這同一個春天，一些關

心古文字研究的單位:吉林大學、中華書局、北京大學、歷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中

山大學、四川大學等，共同盟釀發起成立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並由吉林大學歷史系考古

專業籌備召開古文字研究學術討論會。由於吉林省委、吉林大學黨委的關懷和支持，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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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學於七八年十一月召開了學術討論會，並正式成立了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一九七九

年十二月，由於廣東省委、中山大學黨委的關懷和支持，中山大學在廣州召開了中國古

文字研究會的第二屆學術討論會。一九八0年，在四川省委、四川大學黨委、四川漢語

大宇典領導小組的關懷和支持下，四川大學在成都召開了第三屆古文字學術討論會。

這三攻討論會討論了很多大家關心的重要問題，如歷組←辭屬哪一期. ((庫方》一

五O六片家接刻辭是真是偽，侯馬盟書的載主是誰，中山王銅器銘文和《培盤》銘文的

性質，古文字形體如何分析，中山王墓出土的是兆誠圖還是宮堂圖，周原甲骨的性質和

主要內容，曾侯墓墓主是誰，等等。雖然都還沒有得出一致的看法，但研究深入多了。

這些問題太專門，不擬一一介紹，下面只講一個關於古文字性質討論的情況作為例子，

說明古文字研究會討論問題的一般情況，看看這種學術討論是如何深入開展的。

古漢字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即它的表意性。如刀作[.象刀形;人作句，象倒

面人形;戈作7. 象一種兵器形;日作。，象太陽形;牛作仇象正面看牛頭形;羊作

芋，象正面看羊頭形;犬作草，象狗形;家作才，象諸形;目作叭象眼睛。稍為複雜

一點的意思，也可以通過形體之間的關係來表現。如刃作 1 ，表示一把刀的刀口;休作

睞，表示人在樹下休息;見作家，從目從人，表示人用眼睛在看;牧作駒，象以手執棍

棒一類的東西趕牛，表示放牧之意。人們只要用眼睛一看這些形體，就能領會它昕表達

的含義。所以，長期以來，古漢字一直被認為是象形文字，是表意文字。從這種觀點出

發的優點是研究古漢字時注重形體結構的分析。因此，一些長期混淆的形體才得以分

排，比如原來把的、Q 兩種形體混而為一，均釋為具字，現在從形體分析才分排出作的

形的才是貝字，作ω形的象人心臟的輪廓形，乃是一個心字。叉如舊以為U，必同字。其

實，作的形者其所從之企一長一短、一高一低，乃是廢替的替字，作位者象兩~並立，

才是拉(并)字。注意形體結構分析，不僅多認識了一些字，改正了過去的一些錯誤，

還總結了一些古文字構形的一股現律，如從 V從才通用，偏旁中早期的。形後來變成了

i形。另一方面，認為古漢字是象形的、表意的，也給研究帶來一些問題。如有人象看

圖識字那樣去解釋文字，把字說成是“如人張雙臂向空中上下倒擾著拋擲一對彈

丸"，把規字說成是“一個人張雙臂而單腿跳舞";還有人竟然把古文字都畫成圖來說

解。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樣，這都在任意猜字，完全失去了科學研究的意義。

一些古文字研究工作者在研究中發現，甲骨文字中有大量的人名、地名、方國名、

方位詞、時間詞、干支字、虛字等，全都無形可象，無意可會，只是借用一個現存的形

體作為聲音標誌來代表自己。這些並非以形表意的字佔已識甲骨文字的百分之九十以

上。昕臥，這些同志認為: “古代漢字，就其文字符號的來源說，也就是從其構形原則

來說，它是從象形符號發展而來的。但是，從它的發展階段來說，它已經脫離了表意文

字階段，而進入了表音文字的階殷。也就是說，這種文字，並不是通過它的符號形體本

身來表連概念，而是通過這些文字所代表的語音來表達概念。"所以， “從它的整體來

說，從它所處的發展階段來說，只能是表音文字。"這是一個嶄新的觀點。這一論點在

第一次討論會(長春會議)提出，而在第二次討論會上(廣州會議〉上，展開了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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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烈的爭論、老、中J青一齊上陣，如徐中舒、周租叢、朱德熙、夏祿、姚孝遂、

裘鋁圭、林濯等先生，部部席發言，各抒己見，把問題展開了，給人的印象極深。會後

幾個月還不斷有人在反復商討。到了第三次討論會(成都會議〕上，另一些古文字研究

工作者以甲骨文字為例，提出了甲骨文字二重性的觀點。其基本觀點如下: “文字只是

記錄語言的符號，是在有了有聲語言之後才產生的，因此文字就不可避免地受著聲音的

制約。也就是說，文字的創造必然是以現實存在的語音為根據，因而任何一種文字都必

然是有聲的，這是問題的本質。"當然，甲骨文字也不例外。比如甲骨文心肺之心作

妙，是象形。水名之沁作呵，從水從心。有時也寫作。。心在這襄只表聲音。 “語言是

先於文字的，也就是說，在沒有象形字o之前就一定有關於心的讀音，心可以用來指沁

水師其明證。可見，象形字本身也是作為聲符存在於漢語之中的。"叉甲骨文字同音字

相當普遍，如“甲骨文時期有四個對象(祭奠.人名、 地名、甸〕是用‘奠'音來表示

的，如果要用書寫符號的文字來指稱，用甚麼形體呢?人名無形可象，地名無意可會，

甸之義叉太抽象，只能在奠祭上打主意。祭奠用酒，所以用了個酒器巷。祭奠是敬請鬼

神飲酒，需要恭恭敬敬放置在一個地方，昕以在酒器下面劃土一個一，於是造成了一個

從'(j從一的會意字。至於奠字的讀音，在造字之前郎已存在，奠字一造成，自然和原來

的音讀合而為一。"可見，作為人名、地名，或表示祭奠，用作甸，之所以能統一到奠

這個字，“並不在於形體，而在於聲音"。這是本質。但是， “甲骨文字的書寫形式照顧

了以形表意這一點，使它具有了和一股文字不間的特色"。本質是表音的，特點是表囂

的，這就是“甲骨文字昕具有的二重性"。離開了這一點來看待古漢字都將是不全面的。

關於古漢字性質的討論，雖然尚未取得統一的認識，但問題在逐步深入部相當明

顯。從這一點也可以證明，現在有機會在一起討論，比起各自在孤立狀況下研究要先進

得多。

近年來，我國開設古文字課的綜合大學日益增多，但還沒有一本理想的教材，更談

不上通用教材了。四川、湖北兩省合編的《漢語大字典》決定吸收古文字研究的成果。

但如何吸故，還未最後商定。為了教學和現實的需要，古文字研究會第三屆討論會特別

就上述兩個方面進行了專題討論。這是古文字研究為現實服務邁出的可喜的一步。

我國從事古文字研究的人員分散，力量薄弱，多年來叉遭受到極左路踐的嚴重干擾，

這門學科更不景氣。要改變現狀，首先要解決直接個迫切問題:一、創造條件，使現有的

古文字研究工作者，尤其是老一輩專家的研究成果能及時發表;二、為了培養接班人，

除了老師指導，應盡可能多讓他們有機會獲得各方面的知識、接觸各種條件、了解有關

情況。尤其是一些有志於古文字研究的青年，缺乏應有的資料、叉苦於無人指導的狀況

應予設法改善;三、迅速交流國內外古文字研究的經驗、動態，使古文字研究工作者從

相互了解中得到啟發，免掉不必要的重聾，以便更好地發揮自己的長處，逐步繁榮這一

學科。這就需要創辦一個有關古文字研究的專業性刊物。為此，中華書局決定編輯出版

一種不定期的《古文字研究》以漏足學術界的需要。

為了辦好這一刊物，在吉林大學召開的古文字學術討論會期間，曾說《古文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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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編輯方針作過專題討論，大家一致認為:一、《古文字研究》以繁榮社會主義學

術文化為目的，發表的文章不宜拘於一格，更不應該人為地製造某一種模式，讀作者去

硬套。這才能求得內容豐富多采，形式土的多樣化，顯得生動活潑。二、任何一門學科

能夠得到長足的發展，一個很主要的條件就是各種流派、各種學說之間能夠在平等的地

位土閱誠佈公地進行討論、長時期地進行充分地磋商。因為有些真理是由爭論確立的。

要做好這一點，必讀堅決貫徹“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對於各種學派、不同論

點的文章同等重觀。作為一個學術刊物，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即使兩篇文章的結

論完全相反，也可以同時發表。三、《古文字研究》在某種意義上應是古文字研究會

的會刊。這樣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能夠促進古文字研究學術討論會的質量逐步提

高。但是，又不能只作為研究會的會刊。因而，不間是否參加討論會，只要與古文字研

究有關，不管是論文、札記、考釋、資料、基體知識介紹，或是消息、書評、國外研究

成果的綜述、譯文，乃至古文字教學經驗、研究計劃等等，如有一定水平，具備一定參

考價值，均應刊載。這樣傲，有利於更廣泛地團結各方面的教學研究工作者，使古文字

研究這門學科得以更好地發展。以土這三點應該是《古文字研究》的編輯方向。中華書

局的編輯人員太少，編輯這一刊物總共只能投入四分之一個編輯力量。但是，由於古文

字研究工作者們的熱情關注和大力支持，這個刊物在一年多一點的時間襄竟然已發稿五

輯。現在，第一輯巴出版;第二、第三兩輯正在裝訂;第四、第五兩輯正在印刷。估計

今後每年可發稿二至三輯。從這一點也可以感到古文字學界團結向前的氣氛相當濃厚。

而這也是古文字研究興旺發達的一個標誌。

古文字研究領擴襄嚴重的青黃不接、後繼乏人的情況，已引起各方面的重觀。一九

七八年以來，全國有株件的單位在土級黨委的支持下紛紛成立了有關的研究室。原來只

有中山大學有一個古文字研究室，現在，吉林大學、四川大學都成立了古文字研究室，

另外，歷史研究昕和國家文物周成立的古文獻研究室，著重整理地下出土文獻，實際上

也相當於古文字研究室。此外，與古文字研究有關的還有考古研究所甲骨文組、金文

組，歷史研究所的甲骨文合集編輯粗，故宮博物院的金石組，北京圖書館的金石組。這

些研究單位，近直接年來做了大量工作，比如歷史研編輯的《甲骨文合集》圖版部分已完

成八冊(全書圖版共十三冊) ;考古昕完成了《小屯南地甲骨》圖版兩冊，並已著手編

輯《金文合集>> ;吉林大學于省吾先生主編的《甲骨文字考釋類編》已完成初稿;四川

大學徐中舒先生正指導學生在編寫《甲骨文字典>> ;一中山大學巴著手編輯《金文辭綜

類>> ;國家文物局正在加緊自書和漢簡的整理工作;吉林大學和中山大學合作整理的一

批漢簡已完成初稿。可訟想見，這大量的成品和即將完成的作品將培養一大批中年和青

年研究工作者。除了在工作中培養，有關單位還招收了一些研究生，如吉林大學、中山

大學、四川大學、北京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還有一些高等院校為了本地區本單位教

學、研究工作的需要，也適當地招收了一些研究生。這些研究生的總人數雖然不到五

十，但在寥寥無幾的古文字學界部是一股強大的生力軍。為了給有關高等學校培養師

資，吉林大學和中山大學還接蚊教育部的委托開辦了進修班。此外，一些熱心於古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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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青年也在各自的崗位上，利用業餘時間，學取老師指導，努力自學進峰。有的地

區，如上海市的一些青年們還自動組轍起來成立了上海青年古文字學社，並自己捐款，

自刻自印，出版了一本《古文字》不定期刊物。這是一種多麼可喜的景象啊!

古文字研究這塊半荒蕪的田園裹，雖然還存在相當嚴重的不足之處，但是只有四年

的恢復中，竟然有了如此巨大的變化和發展，離開那百花漏圓的春天還會有多麼遠呢?

我們相信，全國古文字教學研究工作者必將在黨中央發展科學文化的號召下全心全力，

團結一致，作出更大的貢獻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