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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传释词》

内容概要

1985年4月第1版第2次印刷。繁体竖排，有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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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传释词》

精彩短评

1、此书中印象最深者，是王氏读《尚书·甘誓》“威辱五行”为“蔑辱五行”，其说甚确。
2、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买的了
3、所释虽仅一百六十词，然其编排独特，以古声纽喉、牙、舌、齿、唇为序，即一至四卷为喉音，
卷五为牙音，卷六、卷七为舌音，卷八、卷九为齿音，卷十为唇音。王氏父子一生之成就，即在“就
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不限形体”，以古声纽为次，正足以显示音暌秦越所用之假借，韵变古今
所代之转注，而使读者醒悟有得，此《释词》所以卓绝前人者也。刘氏辨识虚词，旨在构文以达性情
，王氏诠解虚词，意主训诂以释字义。唯其重构文，顾性情，故将四百七十六字分为重言、省文、助
语、断辞、疑辞、咏叹辞、急辞、缓辞、发语辞、语已辞、设辞、别异之辞、继事之辞、或然之辞、
原起之辞、终竟之辞、顿挫之辞、承上、转下、语辞、通用、专辞、仅辞、叹辞、几辞、极辞、总括
之辞、方言、倒文、实字虚用等三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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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传释词》

精彩书评

1、整理者的後記說這本是以中華書局1956年的版本（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072974/）為底本
，以經解庚申補刊本、錢熙祚《守山閣叢書》本、經解的日本翻刻本、錢本的道光丁未和成都書局同
治戊辰兩種翻刻本、以家刻本為底本的商務1931點校本為參校本。記得中華書局那個1956年點校本的
底本即為成都書局本。八十年代要搞一個家刻本還是那麼困難嗎？中華56年本附了孫經世的《補》和
《再補》。《續修提要稿》說分補、再補的不原也不全。全本大概還躺在中科院的圖書館裏吧。些許
類似的情況還有台灣世界出的一個《古書疑義舉例等七種》，比中華的五種多了《古書句讀釋例》和
一個《古書疑義舉例再續補》。這個“再續補”又是啥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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