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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页纸大约有两张A4拼起来那么大（8开）。竟然都能排出1113页，合计210万字！
该书以曾运乾古音三十部为序，部内再以喉牙舌齿唇排列，每字说文字头后摘录原文及各家注释，作
者自己的观点也特别丰富，如韤字已有解释古读同明母故从蔑声，月部分化自曷部。
必然是皓首穷经多年所得。这一本搭配还没买的《广韵声系》真好，所有常见的谐声系统以及韵部分
野了然，还有《上古音系》也是遵照谐声声符排列。王力等人当年若有这套书多好。现在书也便宜，
几场电影几杯咖啡省下来就买得起。
2、辛德勇安利的
3、这几天查下来确实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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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来源：《中华读书报》（2015年06月17日20版）作者：王诚《说文解字》是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
根基，一直被认为是治小学的“主中之主”。《说文》的研究由清代《说文》四大家（段玉裁、桂馥
、朱骏声、王筠）而推向鼎盛，鼎盛期之后，由于古文字学的兴起，《说文》的学术地位有所变化，
但《说文》的价值依然经年不衰，注释、研究《说文》的论著还是层出不穷。贾海生教授所撰《说文
解字音证》（下简称《音证》）是《说文》研究的一部新作，在难以尽数的以《说文》为对象的著述
中有其重要而独特的价值。所谓“音证”，黄侃曾说：“凡一字于古确读何音，一韵中字于古宜读何
韵、何音，求是等证据，谓之音证。”他认为“研究小学之道，不在推理之深，而在求证之备。”《
音证》首先是一部古音“求证”之作。许慎的时代尚无反切，《说文》作为字书，虽偶载“读若”，
不过比况音读，较之反切为疏，自是之外，世所习见习知之字皆无音读，要想考定《说文》所收九千
余字的古音，必须求证于谐声、重文、韵文、声训、通假、异文等材料。这在传统古音研究中属于考
古的方法，肇始于顾炎武，为清代古音学家所遵循。《音证》不但广罗经籍中的音证材料，而且博引
顾氏以下清儒之说，可谓集“考古”之大成。然而这只是《音证》工作的一部分，与之相辅相成的是
“审音”。黄侃曾指出：“从前论古韵者，专就《说文》形声，及古用韵之文，以求韵部；专就古书
通借字，以求声类；而于音理或不了然。是以古韵家所作反切，往往世无此音。”《音证》考求声韵
、佐证古音是以音理为纲领的，所依据的古音系统是曾运乾及其弟子郭晋稀研究音学的成果，这一系
统在古韵和古纽两方面都相对完密，特别是曾氏提出的“古本音齐韵当分二部说”和他对喻母古读（
喻三归匣、喻四归定）的考订，以及郭氏对邪母古本读定的论证，都为古音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据
郭晋稀在《音韵学讲义》前言中所说，曾运乾著有《说文声韵谱》，但遗稿已不可见，或竟未完成，
因此，《音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曾氏古音体系的实践之作。除了打破《说文》分别部居、据形
系联的编排方式，以古声十九纽、古韵三十部为经纬统系九千余字之外，《音证》还据今音切语上推
古音，根据曾运乾的“声音鸿细侈弇条例”辨析“类隔切”，并施以合乎音理的古音切语。关于区分
古音、今音，改今音为古音，黄侃已在《声韵学笔记·音变举例》中就唐写本《切韵》一东一部字作
了示例，《音证》则将这一做法施于《说文》九千余字，使每一字的反切都合乎音理，其声皆为古声
，其韵皆为古韵。值得一提的是，《音证》虽以大徐反切为本，但同时参稽《广韵》《集韵》等韵书
校其音读，而《说文》《广韵》所无之古音切语更是广采《玉篇》《说文系传》《经典释文》《文选
》李善注、《类篇》等文献，这正是黄侃所说的研究《说文》音者宜将诸书参阅之意。《音证》之作
本为“求是”，通过考古与审音，结合归纳和演绎，在尽可能全面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探求古音之真
。另一方面，由于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料，又有较为完密的古音体系予以统摄，因此，《音证》也是
一部“致用”之作。就音韵学本身而言，《音证》较好地沟通了今音和古音，“不通今音，不能知古
音分合之故”，“欲明古音之异同，必先于今音能深切认识，以为阶梯，而后可以入古”，《音证》
虽为求证古音而作，但并未舍去今音，而是在校订今音的基础上上推古音，所以翻检《音证》能方便
地知晓古今声韵之间的对应以及古音如何演变为今音。古今音变中，“凡以声相变者，无不有关于韵
；凡以韵相转者，无不有关于声”，《音证》根据声韵相挟而变的原则将古音系统和今音系统对接起
来，可由今音推知古音的分合、异同，不但音理易解，而且证据了然，洵为声韵之钤键、古音之津逮
。黄侃说：“论古音者，能知乎古声之所以合，古韵之所以分，而得其学以为致用，适已足矣。”声
韵、文字、训诂互相为用，音韵者“所以贯串训诂而即本之以求文字之推演者也”，“故非通音韵，
即不能通文字、训诂”，“音韵不能孤立”，“必以文字、训诂为依归”。因此，《音证》不但是古
音研究的重要参考，对于文字、训诂研究也是有用的工具。就《说文》研究而论，“欲读许书，须先
明音理”，《说文解字注》之所以成就卓著，主要是因为段玉裁“于古音之条理，察之精，剖之密”
，甚至可以说《段注》的成就是建立在《六书音均表》之上的。由此不难推想《音证》对于《说文》
研究的作用。举例来说，段玉裁运用《六书音均表》讲求词与词的关系和义与义的关系，《音证》则
将《说文》九千余字分隶古韵三十部，并以喉、牙、舌、齿、唇五音为序排列，使音同、音近之字得
以类聚，同时又别立谐声以领所从诸字，使谐声系统得以呈现，这就为“以声音贯串训诂”提供了极
大的方便，也更有助于词际关系的沟通和意义关系的探讨。“音韵之学重在施于训诂”，“不通古音
，不知声、义同依之理”，“字得其古人音读”，“古义亦因以昭融”，《音证》对于训诂研究的价
值正在于用古音这把锁钥开启音义关系的大门，善用此书者想必会有较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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