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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有不少的人，把〈說文解字〉和“古文字學"對立起來。認為〈說文解字〉

中所收鋒的九千多字，以小筆為主，只能代表秦代統一文字以後的字形，而不能用以上

衡遠古;離開甲骨文字、銅器刻辭的字體太遙遠了。所以研究〈說文解字〉的，只能說

是“〈說文解字〉之學"，而不能將它列入“古文字學"的範疇。這種看法，顯然是不

很恰當的。

首先，我們知道秦代小萃的出現，是對大革字形的一種改革。大室主筆畫較繁，字形

重壘，書寫煩難。小草便適應時代需要，把它簡化起來，這是一種進步的現象。假若遇

到遠古丈字中形體本來很簡單的，也就仍而不改。我們今天看到保存在〈說文解字〉的

九千多字中，有些字形和甲骨文字，銅器刻辭中的字形完全一樣，說明了這種字形是遠

古就已有了的，小畫畫仍用其體而不變。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說文解字〉中室主丈下注明

“古文某"， “福丈某"的，只是少數;大多數沒有注明的，除了有一部分後起字外，

還有較多的字，古丈、篇文與小筆同形，這襄面便包含 r許參古文字。當日就許慎一個

人所能見到的古代文字，下逮秦漢流行的文字，他都甄采了不少。可以肯定: {論文解

字〉一書，實集當時古今文字之大成。何能把“〈說文解字〉之學"辦除在“古文字學"

之外呢?

眾所周知，要了解中國的古代文化，不認識古代文字是不行的。必須對〈說文解字〉

有些素養，對漢以前文字的結構和本義有個初步了解，掌握一些規律性的基本知識，對

於審辨遠古遺文，知道某丈的筆劃由何而來，由何而變，以取得比較正確的判斷，才有

可能認識甲骨‘和銅器上面的刻辭，以及秦漢時代許多華書的石刻和器物的銘文。沒有

〈說文解字〉作依據，即使新近又發現了成堆的龜甲獸骨和成批的青銅器，上面都刻滿

了文字，也無法對那些古體字的結構進行剖析，而有把握地定為這是一個什麼字，那是

一個什麼字，更談不上進一步作出翔實的考證了。所以這部書，一直到現在，還是一部

極其重要的古代字書，是研究中國古代文字必領由此入門的基本讀物。

當然，遠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的許慎，為個人見聞所限，為時代條件所限，對於古文

字的理解和說明，不可能沒有臆斷和錯誤。後人根據晚出材料加以補宜訂正，這是完全

必要的。但初學尚不易談到這熙，還是平心靜氣，系統地精讀這部書以後，才有可能進

一步做工作。談到做學間，絕沒有平易的捷徑可走。必須不畏艱苦，按部就班地循序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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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把基礎打好，而關鍵在能讀常見書。在研究“古文字學"的領域內， (說文解字〉

便是一部首先必讀的常見書，凡是有志研究“古文字學"的人，有必要通貫它和精熟它。

從清末到現在，百年之中，在“古文字學"研究工作方面取得成績較大的，像吳大

激、孫詣讓的研究金文，羅振玉、王國維的研究甲骨，都是創闢新徑，前無古人。而他

們成功的最大原因，便在於通貫重書，湛深許學。一部〈說文解字) ，爛熟於胸，取材

缸左右逢原，接字也毫不費力。正足以說明他們的基本功傲的很堅實，才有可能在研究

工作中出色地取得新的精闢的成果。這一事實，也足以說明〈說文解字〉在“古文字學科

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了。

考證之學，後勝於前，這是事物發展的通例。由於時代的進步，一切事物都有了新

的發展情況。就研究古代文字而論，前人所沒有看到的地下出土的古代遺物，日益豐富，

無論甲骨文字、銅器刻辭、自書、竹簡，都超過了往古若干倍，至於拓印的方法，影照

的技術，也在日新又新。每有一種新材料出現，便馬上可傳佈於世，展開新的研究工作，

從而可以取得新的成就，在“古文字學"研究領域內，也就蓬勃發展，後來居上。這是

時代替我們提供了許多好的條件以後，才有可能在研究工作上做出較好成績來。這些有

利條件，是前人所夢想不到的;所以我們今天做出的成績能夠超過前人，是完全應該的，

值不得什麼驕矜和奇怪。

並世學人，精深研究古文字學的專家不算太少。就我過去所熟識的專家來說，去口長

沙楊遇夫(樹達)先生，是我早年常從往來論學、請益的前輩學者，每吹到他家里，親

眼看到他摩拳〈說丈} ，手不釋卷。特別是他晚年研究金文、甲文，所撰論文， 日益繁

夥，幾乎沒有一篇不廣徵〈說文〉用以考證遠古奇字。在他所著〈積徵居金文說〉中

〈新識字之由來} --文中，將考釋文字的方法歸納為十四條，第一降便是“擴〈說文〉釋

字，'，意味若離開〈說文解字〉便無由進行釋宇工作，這自然是他一生研究古文字學的

經驗總結，值得我們重視。

其次，如秀水唐立庸(蘭)先生，也是和我討論學術。過從較密的熟人。回憶他每

次談到近人研究金文甲骨的風向和得失利病時，總是笑人“〈說文〉不熟"，或者說“常

見書讀少了"。在他早年所寫〈古文字學導論〉中，對怎樣去認識古文字，提出了四種

方法:即“對照法"、 “推勘法"、 “偏旁的分析"和“歷史的考證"。在〈對照法〉

中說過: “一直到現在，我們遇見一個新發現的古文字，第一步就得查〈說文} ，差不

多是一定的手續。"在〈偏旁的分析〉中叉著重指出，在甲骨文字的研究盛行後，大都用

的是猜謎法，因而古文字學暫時旱露出退化的現象"。他在這襄提出了“猜謎法"來諷

刺那些響壁虛造的先生們，語重心長，不能算是過火的指責。在古文字學研究領域內，

確實存在若不少用猜謎法來進行工作的人，所以參加研究工作的人雖多，但得出的結論

並不那樣準確，取得的成績並不那樣顯著，不是沒有原因的。

但是，事物總是不斷前進的。我們今天做學間，特別是研究古文字，再也不能像過

去封建學者們抱殘守缺、拘守〈說文} ;也不必推尊這部書到無比的高度。像乾嘉學者

段玉裁在〈說文蝕篇注〉中稱頌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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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古未有之書，許君之所獨創。若網在綱，自口袋學領， Il~J原以納流，執安:以品;手。

與〈史措篇〉、 〈倉損篇〉、 〈凡將篇〉亂雜無章之體例，不可以泣 IILII 。

其次去日 L鳴盛在〈品交解字正義序〉中也論:

〈論文〉為天 F第 a種書。讀遍天下書，不讀〈說丈) ，猶不讀也;但能通{，;控

丈) ，餘書皆未讀，不口J謂.J t，通儒也。"

這一類頌揚它的話，都未免有些太過。我們今天的學術 L作善心要拉觸的i咐，比的人寬

廣多.í;常委閱讀的書，比過去更加豐富(;當然不能局|民於這~ ~i~ 君的鑽阱，況 1 L 

〈說文解字〉的出現，絕不是天上掉 f來的，而是高J布所承，陣續發展 1M成的。拿他的

體例來說，許氏在〈鼓篇〉中看電指出: “分別部!肘，小相雜削";文品:“方以顯聚，

物以草分，同!保牽屬，共內!相貫，雜而不趣，據形系聯"。 iii幾句 'Î后， IITJU止已將逗

著作分部收字的體例，白皮概括地說得很清楚。但是探糊其原，在它以峭的歌扶時n: 書，

如今天還保存完整的西i美元帝lI，ft史游所作的〈急就篇) ，便已聞自IJ (iJ -體例， 1上 i排在

〈急就篇〉開始便說: “急就奇姻與眾異，羅列諸物名性，于，分別品i，!;' 小雞叫"。 半差

不多揭示 r全書的體例。所謂“急就奇組與眾異"，是品他的hl 寫作和Jt他敢指體'[:

書是不|司的; f"兩句文敲明此書羅列物名、姓字很多，但χ以次相{匙，把那比繁雜 'J~物

分門別類地敘述 F來。我們檢覽全書，事實也正是這樣，它前Jl驢于Ij -I'j :: I ﹒三個性，(

以後，便說: “姓名話，丘吉言物"。 卜 l白 Î .u ll 用七字 A句的韻誦，將訂關錦繡、染色、絲

南、稻架、蔬醬、黑餌、去-懦、誠樓、履輯、金屬、器用、竹木、魚蝦、!市帳、自Íti物、

珠玉、樂器、嗆爽、酒釀、人體、弓矛、車輿、巒勒、房尾、農兵、 λ南、鳥獸、45~娟、

醫藥、喪祭等額常見 'h物，將偏旁相 f'iJ 的下位類列起來， nT以品li〉後來'[:毒峙，形系聯、

分部收字的先R摳，毫無疑問，午在史 j持以俊-I'j幾 1- 1f. fl':J;;午慎，;C從近三三 I(IÎ 待于IJ ( ITi:.A: 

!接示的。本來，史游最何提出“分別卅日，';-小雞叫"，許慎也跟晶晶: “分男IJ ;1lji川，小相

雜則"。 -服相承，更 j止-個明謊。

-'p於 J午恆的〈品交;解j":) , 1付容卡市 l捏宮。也確實 áll 他(1') ~t!. r 已于沖在{I-.去) '1 rlîJr 
指出的:

/，藝草書之站，皆&JIIJ仁，已; l (i j 天地、鬼 11(1!1 、 11I 川|、州木、鳥獸、叫蟲、雜物、{，-j-'I'f ，

1 :制、禮儀、 ltl~間萬')\:，莫丹、軍載。

但赴延此材料，來源很}庄，分欽在籽，陣、諸 f 、'[:月、 i'Yn拭 '1 1 ，以皮博，Jj通人先; ìiÿ'i:'; Il.'i 
流行的女;字，再!以L::他 J!.: ，f Î 采蜓的源泉。他小j拉拉 I'}I~額收錄，把，1，今矢 ， j:條1 月 1化、系統化

罷 f 。然而釘 (5斗 ~rfi 壽，古代淺'[:才 11 系統， 11主 JII'.IIT 尋; !不 I j 'Idi] 交宇平奠定 f 汽空前的人~

礎，給俊lIt*抽泣字書， }L 卡'(明確(1')規施。 iti ;~1~ 君在 '1'1判文化史I:('F 11\ (偉大 (1') J't 獻，

1， 'i據 ('F 婪的地位， Uj立誰也4、能 iftli;2、(1') 0 所以我們今大起 11 ，臣、'，Qi1巴，ιo屯的<:(iWJt ， 1，文 ， j: 

!}l (1'))在本讀物加以收視， . ,;;(:;, ifU也過貫它手l'*II;熟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