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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尚鵬 著



提    要

這是一本面向當代文科大學生及文字學、國學愛好者的普及性文字學著作，也是一本幫

助讀者提高文言文閱讀水平，強化國學根基的語文工具書。

本書可以作為高等學校文字學、「說文學」等通識選修課的教材，亦可以作為中國古代文

學、中國古典文獻學、漢語言文字學等相關專業的教材。本書學術性與通俗性並有，趣味性與

知識性兼具。內容豐富，條理清晰，資料詳實，既有古文字字形的分析，又有現代字義的解釋，

更有相關古代文化知識的現代解讀，每個字附以專業的現代文注釋，為讀者閱讀和理解國學經

典掃除障礙。本書為《說文解字》這部深奧古樸的文字學經典，帶來現代化的解讀信息。

簡而言之，本書有以下六大特徵：

一、旨在實用

本書旨在提高讀者的文言文閱讀水平，故注解具有選擇性。古今詞義差別不大或太簡單

者無需出注，對閱讀古籍用處不大的生僻字一般不注，個別對閱讀或闡釋詞源有價值者點到為

止，常用字則多施筆墨。《說文》的通釋本往往見字就出注，這對一般讀者意義不大。

二、濃縮《段注》

本書可謂《段注》之「精華本」。《段注》分析字形、論證古義、闡述文化、闡明體例等內容

的精華部分大多囊括殆盡，學人執此一卷，不必煩惱於《段注》之雜蕪尨亂、古奧艱深。《段注》

個別考據精妙絕倫，足以發覆前說，啟滯開蒙，縱整段摘引，不減一字，在所不避。餘者擷其

精華，去其煩蕪，縱隻言片語，亦採納無遺。欲初涉文字訓詁門徑者，可只看我的注解部分；

欲登入《說文》、國學堂奧者，則可進一步研讀《段注》部分。

三、闡明體例

《說文》及《段注》的「連篆為讀」「一句數讀」「造字時有假借」「引申假借」「讀若」「形

借」「復舉字」「即形為義」「異部重文」「同部重文」等重要體例都隨文點出。「同步引申」「相

鄰引申」「訓讀（義同換讀）」等重要詞彙理論也都隨字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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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溯源字形

個別文字羅列甲骨、金文等古文字字形，釋文採取學界通說，一般以《漢語大字典》之採

擇為依據。簡體字一般要交代其來源。特別是現行的很多簡體字來源於草書楷化字形，而草書

楷化又是《說文》注解者措意不多之處，故凡是草書楷書字形則明確指出。觀點多為學界通說，

個別字形則參以己意。

五、重在訓詁

本書解字重在訓詁。包括溝通字際關係和詞際關係，點明詞義的本字和假借字，梳理常用

詞的常用義項，系聯同源詞，辨析同義詞，揭示詞義引申規律等。這是本書的精華所在，也是

讀者提高文言文閱讀水平最需掌握的要點。

六、旁涉文化

《說文》之注本鮮有旁涉漢字文化之例，本書個別文化詞則點明其背後之文化內蘊，以助

讀者加深對字詞之理解。如姓氏之源流演變、古代溝洫制度、國野制、五門三朝制、古代紡織

技術、月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