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慎和他的文字學經典之作
〈說文解字〉

華t此
心

向

許譚偉時

，文字學上最有首創之功，也最具權載的贅，要推東橫斜，臘的〈說女解

。關於許攔住平，我們知攏的不多， ﹒儒林博〉只有下回賽寥八十五字:

'汝F詩召險人也。娃撐憊，少搏學輕籍，馬融常推敏之，時人為

曰. r豆豆體無贊許叔主義。 J 為那功曹，學孝藤，再撞驗泊長。卒于竅。秒，

儷以及王經轉說喊豆芽不悶，於是攤為《五經異議) .艾f乍〈說文解字〉十四鱗，皆

傳於懷:倍。

可見許慎民於輕學，所以能寫成〈說女解事〉這1擎的…部偉大筆作。

學掉?背釁

j獎代縛闊的經書分今文經與古文經顯顯。今女艷梅發壤之間，博士弟子口 2平相傳

下絮，以溝代議行鈞隸體書鶴的經書。古文體閣大音13分梅糢武帝時，魯都三在拆毀耗子

，從牆壁中發現，以戰盟將通行的古文轉寫的經書。古文經不只在養學法上有別於

今文轍，在內容上，兩者也不聽相悶。本來學者所俾蕾的都是今文艘，自能古文極發

現以後，研習的人遠離多招來，到了東溝高大盛。

許慎f乍〈說文解字) .在當古文體盛行之持。古文組既以戰盛時的古文字寫成，

'與當時攝行的隸譯自然轍然不持。對於盛行一時的古文組，今究經學家常

加排斥。 他們總以總發峙的素養審棚快倉頭時代的文字，父子代代相搏，不得放易。他

們又任意說解文字，例如說「馬頭人為長J ' r入持十為斗J • r廳中為虫J ' rl上

句為苛J '潑，不了解漢字形體結構的法則。

許續博溫飽籍，又會觀獨大躍著賞識舉智古文經，對於今文組家嚮體虛造的巧戰

部辭，自然、深惡痛縛，問此搜擺簇文、古文及織文，編成〈說文解字) ，一方韻把經

簿畫畫聾的認丘吉古灌集租來，男方聽說明宇體的結纜，值研習古文的舉者，能參考知所遵

循。

〈說艾解竿〉搗實&1:

〈說文解字〉在文字是襲上的貨獻叢犬，現在歸納為下列五點，耀一介紹:

什劉玉立編排方法。(說文) J是棋一部有系統編排的字書。許惱章可立若在當分顯法，

將向一部齒的芋，歸納為…觀。全書分五百四十部，統攝九千主芷若及三十三字，為鶴說

文字書所無，許攝的兒子許沖在〈說文﹒撥給〉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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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寫本 {說文〉木部畫畫本。據間組發

〈問學集﹒唐本〈說文〉舊音〉 播頁 。

宋本 〈說文解字〉 書影，上海;函芬

樓據日本岩崎民靜嘉堂葳本影印 。

其建首也，立一為捕。方以類聚，物以重分。同條牽膺，共理相貴，雜而不

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 。 學終於玄，知化窮冥@ 。

〈說文解字〉五百四十部，按字形為排列改序。以「一」部為開端，取意「惟初太極，

道立於一J ，以「玄」部為終結，取意「玄而生子，復從一起J '表明事物變化，終

始循璟。而每部中字，貝IJ根慷意義為排列吹序 。 明梅膺祥編的〈字彙〉 、張自亨見編的

《正字通> '故以女字筆畫多寡肩部首排列的吹第，從一畫至IJ十七畫，列二百十四

部，每部中文以筆畫的多少為列字的改第，便於查檢 o 及至清朝〈康熙字典> '乃至

近代字書，仍多沿用部首檢字法。可以說，許!真的〈說文解字> '為後世字典編築立

下一個規範。

(_:_)完成六書理論:所謂六書，謂指事、象形、形聲、會章、轉注、假借 。 六書說

雖然後起 ， 但經過整理後 ， <說丈〉九千三百五十三字，都能用六書解說，讀者據此

可以知道模字形、晉、義的由來，及它們之間相互的關係。

(三)確立標準字形:甲骨文金文的形體並不一致 ， 許慎以丟棄文為主，參考古文、奇

字、福丈。再根據周泰兩代的字書，知〈史措篇〉、〈倉頡篇〉之類，整理成一部收

錄標準字體的字書 。

(四)說明文字本義: <說文〉說解字義，大都採用文字的本藉。古代六經文字 ， 多

用假借字，但假借義通行本義便會愈來愈隱晦。不明本義就無從理解假借義 。 〈說文

解字〉說明文字本義，對研習古典經籍貫在極有幫助 。 情人利用〈說丈〉進一步了解

到「本義」、「引申義」和「假借義」的關係 ， 在語義學上有了新的發展 。

(五)提供古音資料 : <說文解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字中 ， 形聲字佔七千六百九十七 ，

這七千多字的聲旁，是研究古音的重要資料， <說丈〉指出某字從某、某聲 ， 前者是

分析字形，後者標出聲符。凡從某得聲的字 ， 它的讀音必然跟某聲接近 。 清人從〈說

文〉中悟出根據諧聲字可以推測古音的聲紐，考定古韻的分部 。

〈說文解字〉 與古文字學的關係

考證之學，譬如積薪，自是後勝於前 。 就研究古文字而言 ， 近世出土的古代遺

物 ， 日益豐富，無論甲骨文字、銅器銘文、南書、竹簡，大多為前人所未見 。 至於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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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P方語，影照控構， 日華tr 月異，每宮發現一樣軒材料，鵬瞬之將便可傳佈於斂，

者得以聽聽幸好的研究工作，從羽絨得新戲銳， í古文牢學j 的研究t位就蓬勃館來。

研習古文字機，第一部必讀書，自然要數〈說女解字〉 。泰代小事震驚更革夫多震預

來的， 。 小家因醒時代的需噢，予以聽當簡化。

邁著小部分形體簡單的古文字，小宴女多，仍而不忍受， (說交》所見九千多竿，部分與

新出土甲

髓。

、銅器銘文形髏相近，添了兒是連古巴有的女字，

〈說艾〉實在是一部集當時古今文字大成的本;脅。

仍其髒而不

研習古女字者，藉著〈說文解字:> '對黨以蔚文牢結構程本籬，取得初步了解，

掌:樣文字形輯結構規律的基本知識 ， i是:話:審辨遠古遺文，考釋古文字笨劃立正的來，明

辨字:孵結構發輯、夜變的滄徑，進梅認識叩管與銅器 t的刻辭，以及發樓時代的器物銘

文，議題話刻，自當手亨利於咨文字慰的研究lf'F 0 

從論來迄今，路就卓然的古文字棋道，如與大喜毅、係跆議的金文學，躍振三哀、王

國線的甲骨舉，都能會IJ屬途缸，啟發f棄義務。他們戚功的驛憊，也夜於龍鐘喜愛護草書，

讀〈論文〉。精繭的〈蔚文字擴爆論〉攤的四種考釋古文字的方法，其中立一是「對

照法J '唐先生輯:

i叢穗最黨易的對照法，數是你文字學的能點，一臨到現在，我們譜兒一

儡軒發境的古文字，幫一部就得查《說文) ，豈是不多是…定的乎總@o

可見〈說丈解字〉幸在古文字縷的研究工作上街極其草警察的作用。

〈說文〉的注本

〈說文〉因為今古字古麓，不容易講，有需要借助於注釋。〈說文》最早的主主本

是陶唐能鏽的〈說文解字繫簿}。徐錯非常用功，他作〈繫簿:> '學考的古醬多近宙

種，方面疏躍本文， _....-方面能聽音上講解字義，發j獲甚路。

i會代說文學臨行，法解〈說文〉的便有好幾家，其中最重蠻的，當機投玉裁的〈說

女解字注) ，段三巨龍第一位的精力，沒解〈說丈) ，先寫為最瓣，然後關括成番，

在是一部體大思精的報作。她較大的貨獻在於會i油條例，以許書誰評書，以聲音為翻

鏈，說輯部備。

潛入研究〈說文〉

字分別歹哇啦，使於使用，

，一九二八年γ蠣保殺槃招來，眼各家僚主笠，按

〈說女解字詰林〉。

這〉 兒?直嘩{後漢書}戀七十九下，北京:中叢書弱， 1973年，真25路。

(2) Jil.段玉裁〈說文解字沒)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頁7鈍。

@ 見路蘭〈古文字學導論) ，增訂本，濟南:齊魯、書祉， 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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