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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書是王泗原先生研究周秦両漢典籍，継承前修，力図解决古籍古語文疑難，以例釈的形式逐条按類
排比而成的随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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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泗原先生（1911～1999），江西安福人，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负责编写中学语文教科书。著有《
离骚语文疏解》、《古语文例释》、《楚辞校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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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古语文魏晋时期有较多之变改 一则
1．古语文魏晋变改之例
二、据句法判断语意词义之疑难 三十七则
2．汝后稷之后为司
3．牧野及左传衞牧
4．诗之不素餐
5．不度德不量力
6．十年尚犹有臭杜注误
7．药石之药非疗
8．天子经略杜注误
9．焉易之亡也旧读误
10．其与几何与字非语辞
11．子所雅言章旧读误
12．子不语之语
13．铿尔非投瑟声
14．先之劳之之句法
15．所重民食丧祭旧注误
16．墨子之邃野
17．孟子之不知检
18．孟子之置邮
19．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程说误
20．非相焉广三寸旧注不得其解
21．正论当厚优犹不知足旧解误
22．韩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
23．为王位为不通谓
24．韩子然则虚旧之学句
25．修古之修非动词
26．汉高之法三章是否杀人伤人及盗
27．礼运谋闭之闭非闭塞
28．史汉之有臣肥如令郢人旧解误
29．史汉之无所事信
30．陆贾传与汝约一段旧注误甚多
31．史汉之主在与在，主亡与亡
32．史汉之引绳批（排）根旧解误
33．史汉之足与治乎
34．史汉儒林传记辕固旧注有二疑
35．公孙弘传教驯服习之至颜读误
36．王尊传夫人臣一段之句法
37．翟方进传埋名颜注误
38．汉书循吏传以豪桀役使注误
三、句法，虚词用法 五十九则
39．召诰厥元子句之句法
40．欲报之德吴天罔极
41．平平左右亦是率从旧注非
42．誓言
43．鸟兽之肉王说误
44．见与见（贤遍）关系于句法，且用法有主客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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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邓曼语
⋯⋯
四、断句 二十则
五、词义 六十七则
六、古音，同音假借 四十四则
七、文字 三十则
八、章法 十七则
九、篇 五则
十、书凡例 三则
十一、校勘，考掳 四十二则
十二、名物 十则
十三、古误文后人模仿之失 四则
附录一：「彭蠡」解
附录二：古典征途的厲兵秣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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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认真读完一半，他的学问很好，态度严谨，被他洗脑了，现在感觉杨树达王念孙他们尽是错误。
哈哈
2、句法，语境、逻辑，私以为书内绝大多数例释都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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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一）古语文魏晋以后有较多的变改，可以别作研究。《例释》有“古语文魏晋变改之例”一则
，以发其凡。（二）据句法判断语意及词义的疑难，是研究古语文特别重要的方法。这一点，前人的
认识是不清楚的。注家训诂的差错多是由于不明句法。某字训某，古有其例，但是按这一句句法，训
某不可通，就不当援以为证。词本来是不能离开句的结构，不能离开它在句法中的位置而成义的。（
三）研究古语文必须明了句法和虚词用法，而虚词用法包涵于句法现象之中。前人的句法研究开始得
很晚，旧注中一些重大的错误，多由于不明句法。所以作训诂必须明句法。前面说过，句意词义有疑
难，要据句法来判断。这里专列句法及虚词用法一类，说明句法现象。（四）古书断句，看来是一圈
一点之事，无大学问，实则绝非简单，非透彻了解句法文义不行。前人注解古书，不免有断句错误的
，今人标点，乃至很讲究的书，也不免有断句错误的。或者一句割裂为二，或者二句牵连为一，或者
引语起讫错误，或者误以下一段的首句为上一段的末句。（五）训诂切不可据词的后起意义和用法来
解古书。必须明了古义，据古书中的用例，特别是据古书及同时代的书。《说文》是考见古义最好的
书，应当重视。《例释》极少引《尔雅》。《尔雅》是汉人辑录诸家训诂而成的。凡汉人训诂与《尔
雅》合的，当引汉人注解。（说详尔雅出汉人辑录一则，283则）（六）古语文用字每以同音而假借。
训诂当明了同音假借，而先要区别古音今音。《例释》这一部分论证古音及同音假借。（七）读古书
要明白文字的源流正变，要能运用六书原则。（八）预言文章，论理一定有必然的关系，叙述一定有
当然的次序，这就是章法。不明章法，往往误解文义。（九）古语文叙事行文，通篇眉目条理本来不
淆不紊，但是后人有误解的。这是由于读者心不细，寻不出脉络。（十）著作有体例，叙述往往也有
特定的用语。这就是所谓的凡例。古书的凡例不像近代著作列在书首，而细心读全书，比较归纳，自
会明白。明白凡例才可免误解著者的意思。《例释》以《说文》为例来说明。书的时代也应当明白。
明白时代才可免引证之失。《例释》以《尔雅》为例来说明。（十一）古书年代久远，传写翻印，不
免出错。记载或因传闻异辞，不免与事实乖违。研究古语文，要注意文字的校勘，也要注意事实的考
据。（十二）古籍中的名物，因年代久远，后人解释或失实。读古书要辨明某一名称确表何物。这有
关考据，也有关语文。（十三）最末一类是古语文后人模仿之失。我们民族的语言发达极早。到春秋
时期，语言已经繁复，语法发展达到完备严密的程度。语言变迁，古语文的规则一定要从熟悉古语文
来了解。如果没透彻明晓规则，而模仿作古文，这就不免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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