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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字体论稿》

内容概要

启功先生对汉字字体进行研究已长达数十年之久。他的《古代字体论稿》于196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该书出版后立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中的很多观点已成为后来文字学著作引证和立论的根据。
在1978年再版的20年之后，1999年，启功先生再次对此书进行了修订和补充。北京师范大学李国英教
授对记者说：“随着汉字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文字学界越来越认识到字体问题在汉字研究中的重要地
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汉字字体的研究。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启功先生这部《论稿》会更加
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同时，它又一次修订再版，也很好地满足了学术界研究的需求。”
谈到这本书的写作缘起，米寿老人启功先生谈兴仍浓。他说：“汉字有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了，其字
体演变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那时，我自己在写字、看书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不明白的问题，比
如大篆、小篆、籀文、隶书，它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等等。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费了好
大劲儿。我想把这些问题都记下来，所以1961年我开始写，在写的过程中，一个问题往往又会带出另
一个问题，后来渐渐地，就形成了这本书。”
“费了好大劲儿”的说法，是启功先生惯用的谦逊随和的表述，但这句话也恰恰透露了《古代字体论
稿》一书的深厚功力。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该书虽然篇幅不大，但内容含量极为丰富深
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董琨说：“启功先生对汉字字体发展中
种种缠杂不清、甚至相互抵牾的说法进行了逐一的清理，并且得出了科学的结论。套用一句老话，称
得上是‘老吏断狱，铁案如山’。他是真正地把字体方面的很多问题搞清楚了。”
《古代字体论稿》不仅廓清了很多复杂的学术问题，梳理了汉字字体的发展历史，同时，启功先生的
治学方法也给后学带来了不少启示。董琨指出，启功先生的“实物与文献互证”的科学方法和他辩证
、发展的历史观，以及他尊重前贤而不迷信成说的治学精神都是具有启
发意义的。正因为运用了科学的方法，所以启功先生能够得出带有科学预言性质的推论。例如，在六
十年代初没有出土资料可以证明的情况下，他就推论秦代有汉隶样或接近汉隶样的文字，这一预言
在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得到了证实。
淡泊谦逊的启功先生一再强调：“书无足论，值得欣慰的是，经过修订和补充，这里的材料没有什么
遗漏和空白了。”的确，《古代字体论稿》为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了全面系统的字体发展的文献资料。
书中近百帧各历史时期的字体图版本身就是一幅美丽、形象的历史长卷。而最令启功先生欣慰的，就
是那两种新出土的材料战国中山石刻
和秦律简的补充。启功先生的字体研究和材料搜集工作成就斐然，其过程无疑是艰辛而寂寞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张恩和教授倡言：“启功先生这部书虽名《古代字体论稿》，实应正名为《
古代字体论纲》。因为在这部书中，启功先生实际上已经为‘汉字字体学’架构了体系，勾画了轮廓
，指出了方向。他不是静态地说明大篆、小篆、隶书、八分等字体各是什么，而是动态地解释了这些
字体的形成、发展和流变。同时，
他结合时代、地域、作者、工具等诸多因素来考察字体的流变，很多问题言简意赅，点到为止。对这
些问题展开研究都可以形成专著。这明，建立汉字字体学这一学科，已经具备基本条件了。”
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也指出，《古代字体论稿》是一部汉字史的重要著作，也是一部书法学兼汉字
学的论著。它提出了“字体”概念的多元内涵，将字体风格与字形结构一同纳入了汉字学的基础理论
体系当中。她说：“字形结构是外部形式的问题，眼睛可以观察，分
析容易操作，描述可以具体；而字体风格却是内在的问题，目治未能竭尽，很多因素的把握要凭心领
神会，描述起来也难以具体，非有相当的识字、写字、观字、辨字的造诣，是难以做出可信服的结论
的。启功先生不但是书法家，而且是书法学家，自然兼为文字学家，他在《古代字体论稿》中所总结
的字体理论，是在考察了汉字发展史上诸多字体现象后总结出来的，又是凭着他书法家的眼光观察和
体验出来的。”关于启功先生字体研究的丰富内涵，王宁教授总结说：“他的字体研究阐明了汉字字
体演变的总规律，可以称作‘字体历史学’；同时他还论述了汉字字体分类和命名中的诸多现象，可
以发展出一门‘字体分类学’；此外，他以汉字字体描述的方法，构建一套汉字字体描述的术语系，
可以称为‘字体描述学’。所以，说《古代字体论稿》中包含着一整套科学的汉字字体学，是绝对不
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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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字体论稿》

作者简介

启功

1912年7月生。满族，北京人。受业于著名史学家陈垣，长期从事文史教学与研究。为北京师范大学建
立励耘奖学助学金，义卖字画，筹款200余万，自幼爱好书法、绘画和古典诗词，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个
人书画展，有诗、书、画“三绝”之称。对古代书画和碑帖精于鉴定，曾受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委托
，主持对各大博物馆的国家级书画珍品进行全面鉴定和甄别。出版有：《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
律论稿》、《启功丛稿》、《启功韵语》、《论书绝句》、《启功书画留影册》等。历任北京师范大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馆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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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字体论稿》

书籍目录

古代字体论稿
一、问题的提出
二、考察的起点
三、八体、小篆
四、籀文、大篆
五、古文
六、科斗书
七、鸟虫书、虫书
八、隶书、左书、史书
九、八分
十、草书、章草
十一、余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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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字体论稿》

精彩短评

1、薄薄一本，可解惑矣！
2、薄薄一本
3、似乎太簡單了。我手上是64年的版本。真的99年再版過麼？
4、此书与《古文字学初阶》都是上等的大家小书。启功先生是沉潜出来的，李学勤是爬梳出来的，
时代殊异，做学问的方法是很不一样的。
5、小书分量大，字体学的开山之作
6、不好评价
7、言简意赅啊！
8、启老的奠基之作。影响中国书坛几十年矣。书法治学的基本功——汉字文化之“字体”——汉字
学与书法学交融处。
9、字体演变，娓娓道来
10、好多古文，虽然没怎么看懂，不过还是有收获
11、27.
12、大家手筆。
13、虽然写的简单 但还是有写晦涩的 没有一定的文字学功底很难吃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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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字体论稿》

精彩书评

1、这个学期在上语言文字学，老师讲六书，而我到图书馆的时候，相关好书已经被借完了，书架上
厚厚的灰尘，留下斑驳的指纹，我仔细地瞄着一排又一排，在大书们中间，发现了这个小册子。正是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虽然不是语言文字的直接关联，但毕竟是文字学的范畴。我借
的时候机器居然读不出来，老师的结论是：好久没人借了就成这样了。我终于又让它重见天日。花了
不到两天时间仔细读了这本小书，最令人喜欢的是书后附上的图片，从甲骨到竹简到石刻再到碑文，
各个时代的特色字体几乎全了。这书是启功50岁的作品，可以看出老人家做学问的态度与方法。他从
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开始，将字体演变的历史及其相关问题做了详细地探讨。作者总是自己设问
然后回答，或者反问的方式来证明一些提法的荒谬，让人一目了然的同时印象更加深刻。一：作者将
“秦书八体”分成四个方面，包括小篆以前的古体，即大篆；同文之后的正体即小篆；新兴的俗体即
隶书；其他不同用途的字体。从此可以看出，启功将狭义的古文、籀文都归于古体即大篆，这是重要
的一点。二：同文之后的小篆作为正体被广泛地应用于“大雅”之地，而俗体的小篆也有各种写法和
风格，作者认为蝌蚪文、鸟虫书都是小篆不同的手写体，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在野派。而汉代的正体隶
书，也是由秦篆演化而来的，在当时也是一种俗体而已。三：汉魏之际，出现了不同于汉隶的新隶书
，即今天所称的“真书”。人们为了便于区分，将旧隶书称之为“八分”。而楷书最早仅是指规矩整
齐的风格，并非今天所说的字体。人们在书写的过程中又有了草书，笔画潦草的旧隶书就是“章草”
，潦草的真书就是“今草”。一直到唐初，真书在欧阳询的九成宫碑里才真正成熟起来，达到“架势
既要庄严，笔划又要表现有弹性”二者兼得的完美程度。真书经过长期试用，它的方便为人民所喜爱
和接受，成为至今人们还在使用的汉字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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