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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文字学概论》

内容概要

冯时编著的《中国古文字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重点教材）》为中国古文字学的通论性著作
，系统阐述中国古文字学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涉及中国文字的起源与发展
、汉字研究史、古文字学理论与考释方法、音韵学、训诂学、甲骨学、商周金文、简帛与其他古文字
材料，以及古器物学与商周史研究，提出诸多重要见解。作者提出中国文字起源两源论，揭示了六书
理论的本旨，并将文字纳入语言的背景下加以研考，尤重语音对于古文字研究的作用。作者强调古文
字资料作为直接史料的特殊价值，论释其对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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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言
第一章  中国文字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  中国文字起源的一统观
第二节  多源文字的并存
一  夷夏文字
二  巴蜀文字
三  新石器时代刻划符号的性质
第三节  汉字的发展
一  文与字
二  词汇的发展
三  书面语形式的变化
思考题
第二章  汉字研究的历史
第一节  先秦时代的汉字研究
一  古文与籀文
二  《史籀篇》及其影响
三  文字学理论的建立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汉字研究
一  小篆的创制
二  隶书的定型
三  秦书八体与新莽六书
四  汉代的古文经学
五  汉代的字书
第三节  三国至隋唐时期的汉字研究
一  “《苍》《雅》学”与“《说文》学”的发展
二  字样学与字原学
三  音韵学的创立与韵书的编纂
四  汲冢竹书与石鼓文的发现
第四节  两宋时期的汉字研究
一  大小徐对《说文解字》的勘正与研究
二  汉字结构的研究
三  古文资料的汇集
四  金石学的建立
五  字书、辞书与韵书
第五节  元明时期的汉字研究
一  元明两代的文字学
二  明代的字书
第六节  清代古文字学研究
一  上古音韵的研究
二  《说文》学研究的深入
三  金石学的复兴与古文字学研究
四  商代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
思考题
第三章  古文字学的基本理论
第一节  六书理论
一  象形
二  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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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指事
四  形声
五  转注
六  假借
第二节  古文字形旁的通用
第三节  古文字声旁的通用
第四节  古文字形体的简化
一  变图形为符号
二  省略重复的偏旁
三  截取原字
四  以形体简单的偏旁替换形体复杂的偏旁
五  以简单的字形取代繁复的字形
六  随文简化
第五节  古文字形体的规范
一  古文字结构的规范
二  古文字形体的规范
第六节  秦代“书同文”的意义和影响
第七节  古文字的考释方法
一  字形的因袭比较
二  辞例的推勘
三  偏旁的分析
四  历史的考证
五  掌握古文字形体演变的规律
六  审音求义
思考题
第四章  音韵学概述
第一节  音韵学与语音学
一  语音学名释
二  音韵学名释
第二节  中古音韵
一  《切韵》时代的声母系统
二  中古音的韵部
第三节  上古音韵
一  上古音的声纽
二  上古音的韵部
三  商周古音探索
第四节  上古音知识的应用
思考题
第五章  训诂学概论
第一节  训诂学的形成及其意义
第二节  训诂学的基本方法
一  形训
二  音训
三  义训
第三节  训诂释例及训诂法则
第四节  训诂学的主要著作
一  《说文解字》
二  《玉篇》
三  《尔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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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广雅》
五  《方言》
六  《释名》
思考题
第六章  甲骨文研究
第一节  甲骨文的科学发掘
一  殷墟甲骨文的发掘
二  西周甲骨文的发掘
第二节  甲骨文资料的整理著录
第三节  占卜制度与甲骨文例
第四节  甲骨文断代及其主要方法
一  商王世系
二  庙号与亲属称谓
三  贞人与书契人
四  坑位
第五节  殷商年代学与甲骨文研究
一  交食研究
二  商代历法
第六节  周祭问题
第七节  甲骨文选读
一  殷墟甲骨文
二  周原甲骨文
思考题
第七章  金文研究
第一节  青铜器的发现与著录
第二节  古器物学研究
一  古器物学的兴起与发展
二  青铜器纹样研究
第三节  青铜器铭文的整理研究
第四节  青铜器的定名、分类与礼器制度
第五节  青铜器铭文分代研究
一  商代金文的分代标准
二  西周铜器断代
三  西周历法
第六节  三代封建与金文分域研究
一  三代封建之政治制度
二  文字与器物的从同与趋异
三  分域研究的方法及意义
第七节  族氏铭文研究
一  国、族、氏的区分
二  “亚”的含义
三  商周日名、族徽应用的普遍性
第八节  兵器铭文研究
一  兵器铭文的发展
二  兵器铭文所见物勒工名制度
第九节  青铜器铭文选读
一  商代金文
二  西周金文
三  东周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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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第八章  简帛及其他古文字文献研究
第一节  简帛文献
一  战国简帛的发现与研究
二  先秦简牍制度
三  简帛文献的校勘正读
第二节  盟书
一  侯马盟书
二  温县盟书
三  侯马盟书与温县盟书的关系
第三节  石刻文字
一  早期石刻文字
二  东周石刻文字
第四节  古玺、封泥与陶文
一  玺印的起源与早期古玺
二  古玺的著录与研究
三  封泥的著录与研究
四  陶文的著录与研究
第五节  货币文字
一  货币文字的著录与研究
二  东周货币类别与分国特征
第六节  简帛及其他古文字文献选读
思考题

Page 6



《中国古文字学概论》

精彩短评

1、有诺于先生而违之，缘止于此，命也。唯此书，当长随雒诵

Page 7



《中国古文字学概论》

章节试读

1、《中国古文字学概论》的笔记-第18页

        对于揭示一种古代文化的面貌以及作为这种文化创造者的族属，综合分析其典型文化因素其实与
寻找他们使用文字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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