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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常识》

前言

　　振衣者必挈其领，溶河者必疏其源。研究中国文学，而弗探本于六艺，潜心于雅言，则蔑以附丽
。故自新文学倡行后，而整理国故之说旋起。虽然，以汗牛充栋之国学书，而使青年学子，于讲习科
学之暇晷，稍稍涉猎焉，无论其类别部居，不能条贯，即求一知半解，亦苦于头绪纷繁，无从扼要。
此徐君敬修《国学常识》之所由辑也。由识字辨音而明经达理，旁通史传，泛涉百家，以及词章说部
，靡不究厥源流，详其体用，取材丰而措辞约，所谓吾国民族根性之文学，已略具于此。都为十集，
以饷学者。由是而深造焉可几于专门，浅尝焉亦无惭通识，不独国学赖以维持，即新文学之改造，亦
先有基础可立，而便于设施焉。徐君所云“彷徨歧途之叹”，其庶几可免也夫！　　民国十四年岁次
乙丑仲春吴兴张廷华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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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常识》

内容概要

《国学常识》分《小学常识》、《音韵常识》、《经学常识》、《理学常识》、《史学常识》、《子
学常识》、《文学常识》、《诗学常识》、《词学常识》、《说部常识》十种。《国学常识》内容，
详述国学之原委，及书籍之大要，与研究之方法，原原本本，简要不繁。 
读者可以凭借此书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形成对于国学的完整概念；对于有志于深入研究的
朋友，《国学常识》可以作为进入国学之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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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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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常识诗学常识词学常识说部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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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常识》

章节摘录

　　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家，代靡有同焉。后人考其字之种　　类，并其
创造之人，约有下列数种：　　伏羲氏作“龙书”，神农作“穗书”，黄帝作“云书”，少昊作“鸾
书”，高阳作“蝌蚪书”，　　高辛作“人书”，尧作“龟书”，禹作“钟鼎书”，务光作“倒薤书
”，文王作“鸟书”，史佚作“虎　　书”，武王作“鱼书”。　　以上诸书，或因字形不适于用，
其流不广；或因秦李斯之奏罢，后世遂罕见其字矣。　　至周而有六书之名，《周礼》八岁人小学，
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　　周宣王时，太史史籀取仓颉形意，损益古文，或同或异，转相配合，为
“大篆”，成书十　　五篇，以其名显，故谓之《籀书》；以其官名，故谓之《史书》；以别“小篆
”，故谓之“大篆”，　　今之《石鼓文》是也。自是以后，书男女纳采之文，作“填书”；鲁哀公
时，西狩获麟，弟子为　　素王纪瑞，作“麒麟书”；秋胡之妻作“蚕书”；宋景公时荧惑退舍，司
马子常作“转宿书”；　　战国时作“鸟迹书”。　　秦始皇兼天下，丞相李斯奏同之，罢其不与秦
文合者。当时，李斯作《仓颉篇》，赵高　　作《爰历》，太史胡母敬作《博学篇》。以上三者，皆
取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是也。亦称　　曰“秦篆”，世谓之“玉箸篆”。而小篆之体，又复有
八：一曰“鼎小篆”，二曰“薤叶”，三曰　　“垂露”，四曰“悬针”，五曰“缨络”，六曰“柳
叶”，七曰“剪刀”，八曰“外国胡书”。于是以古　　文为上古，大篆为中古，小篆为下古。　　
又有程邈者，下邦人，本秦狱吏，得罪系云阳狱。初善大篆，覃思十年，增减大篆，去　　其繁复，
而复以之上于始皇。始皇善之，为隶人佐书，故名“隶书”，又名“佐书”，至此时而　　书有八体
矣。今述之于下：　　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周制六节之一，汉制以竹长六
寸分而相合），　　四曰“虫书”（所以书幡信也），五曰“摹印”（后新莽之“缪篆”即本此），
六曰“署书”（凡一　　切封检题字皆曰署，题榜亦曰署），七曰“殳书”（古者文既记笏，武亦书
殳，言殳以包凡兵　　器。汉之刚卯，亦殳书之类也），八曰“隶书”。　　自秦以降，字体杂出，
炎汉一代，字类亦多。兹述于下：　　“鹤形书”，仿佛鹤头。“偃波书”，状如连波。“芝英书”
，孝武时，产芝于宣房，因以纪　　瑞。　　“气候直时书”，司马相如采日辰之虫，屈伸其体，升
降其势，以象四时之气。　　“草书”，元帝时史游因司马相如《凡将篇》拟而广之，为《急就章》
一篇，解散隶体，简　　略书之。大抵损隶之规矩，存字之梗概，纵任奔逸，赴俗急就。因草创之义
，谓之草书。　　新莽时，使司空甄丰定古文，复有六书：一日“古文”，孔氏壁中书也；二日“奇
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日“篆书”，秦篆书也；四日“佐书”，即隶书也；五日“缪篆”，所以
摹印也；六日“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东汉之时，字体又有数种。　　“章草”，杜藻善草
书，章帝爱之，令上表亦作草书，谓之“章草”。　　“八分书”，章帝时，王次仲所作。“八分书
”者，盖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简易，故无点画俯仰之势；八分者，割隶字八分，取二分，割篆字点画
取八分，故名八分。　　和帝时，命贾逵修理旧文，于是许慎采史籀、李斯、扬雄之书，博访通人，
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虫鱼，杂物奇
怪，王制礼仪，世间之事，莫不毕载。　　“飞白”，灵帝时，议郎蔡邕在鸿都门，见匠人施堊帚，
遂创意为“飞白”，盖创法于八分，穷微于小篆者也。　　“草书”，张芝变章草为草书，字之体势
，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人谓之“草圣”。　　“行书”，刘德舁者，颍川人，作“行
书”，务从简易，与“正书”相间而行，故谓之行。盖真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于两间，不真不草，
行书是也。　　魏初有钟繇、胡昭二家，俱学于刘德异，而钟氏小异，为行书法，非真非草，离方遁
圆，人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草行，是行书在真、草之间也。　　晋黄门郎卫巨山及其祖觊、父
瑾，皆以虫、篆、草、隶著名。当时书体：一曰“稿草”。卫璀采芝法，兼行书，独成一体，谓之“
稿草”。二曰“散隶体”。巨山幼得家法，因创造“散隶体”，并著《四体书势》。三曰“今草”。
右将军王羲之七岁善书，十二得其父旷之用笔秘法，遂工诸体，后人谓书中之圣。四曰“凤尾诺”。
晋元帝批答用诺字，形若凤尾，谓之“凤尾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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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常识》

精彩短评

1、图书内容很好，徐先生是民国时期很出名的国学大家。这本书比较全面讲解了国学涉及的方方面
面，是一本非常到位的国学教材。但纸张质量差，不是标准的16开本，放到书架上不美观！
2、网络**了电子版的，繁体。这本是简体的。
3、很厚很大一本
分十个节目 国学的概论
一本足矣，力荐！
4、观此书甚是大部头，居然出自一人之手，其人应该精通日文与英文。但是徐敬修的资料很难找，
谁有资料麻烦发给我，谢了！835588624苏大文学院 Robin
5、昨日借了，翻读一过。
6、还行吧，内容比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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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37页：“周彦伦《四声七韵》及沈约之《四声谱》。”周彦伦就是周顒，周顒有《四声切韵》。这
里的《四声七韵》是什么？大东书局版在3页。41页：试举《淮南子》之说如下：清土多利，重土多迟
。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按：这句话见于《坠形训》，清可能作”轻“：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
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48页：    四声等字按：大东版在33页，与此同
。“等字”，当作“等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四声等子》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
本)不著撰人名氏。钱曾《读书敏求记》谓即刘鉴所作之《切韵指南》，曾一经翻刻，特易其名。今以
二书校之，若辨音和、类隔、广通、局狭、内外转摄振救、正音凭切、寄韵凭切、喻下凭切、日寄凭
切及双声叠韵之例，虽全具于《指南》、《门法玉钥匙》内。然词义详略显晦，迥然不侔。····
··《切韵指南》卷首有后至元丙子熊泽民《序》，称古有《四声等子》，为传流之正宗。然而中间
分析，尚有未明。49页：神珙演《五音圆图》按：唐西域沙门，宪宗(李纯)元和以后人，音韵学家。
他类聚双声字，同四声以迭韵而结合，作《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杨剑桥有《神珙九弄图再释》
。50页：唐沙门神拱有《四声五音九弄图》按：大东版在39页，与此同。这里的拱，应该作“珙”。
民国图书也爱出错，信然。51页：《玉篇》卷末，载神珙《四声五音九弄反细图》按：这里的“反细
”，当作“反纽”，细、纽形近而误者。大东版在42页。51页：《切韵指掌图》精清从心斜按：一般
的音韵书，“斜”都写作“邪”，这里写作“邪”，大东版在44页。查中华书局1986《宋本切韵指掌
图》18页三十六字母图，正作“斜”。差点给人家改了。哈哈哈。查查，多查查。52页：表中重唇音
：邦滂並明。按：邦，一般作帮。大东版在46页。同。60页：除削疏缓。按：疏，当作舒。这段话见
法言《切韵序》。大东版在75页，广陵版因大东版而误。61页：鸠按：鸠，应该是（尨鸟）。大东版
在79页，不误。62页：上声下方列：夬十七按：夬十七，当在去声下。广韵古迈切。大东版在80页，
不误。62页： 裯  襇 按：裯，当是襇字。大东版在81页。62页：线  缐按：第一个线简化了，第二个用
了另外一个字缐。《现汉》6版1418页规定：作缐，只当姓讲。大东版见81,82页。綫1  [xiàn ㄒㄧㄢ
ˋ][《廣韻》私箭切，去線，心。]絤1  [xiàn ㄒㄧㄢˋ][《集韻》私箭切，去綫，心。]同“ 線1 ”。
線1  [xiàn ㄒㄧㄢˋ]亦作“ 絤1 ”。同“ 綫1 ”。“ 缐1 ”的繁体字。62页：皓按：皓，当作晧。大
东版在82页，也不对。韵目字最好不要动。晧1  [hào ㄏㄠˋ][《廣韻》胡老切，上晧，匣。]皓1  [h
ào ㄏㄠˋ][《集韻》下老切，上晧，匣。]62页：个按：韵目字是“箇”。箇1  [ɡè ㄍㄜˋ][《廣韻
》古賀切，去箇，見。]個1  [ɡè ㄍㄜˋ][《廣韻》古賀切，去箇，見。]个1  [ɡè ㄍㄜˋ][《廣韻》
古賀切，去箇，見。]64页：头舌音按：是“石头音”的误倒。前面引《释名》“以舌头音舌腹音言之
”，故知误倒。大东版在86页，广陵版沿大东版之误。67页：《切韵指掌图》第八图溪母：卷按：卷
是见母。这里应该是弮，弮才是溪母字。弮的下方是弓，与卷的异体巻有不同。大东版在96页，广陵
版承大东之误。中华书局《宋本切韵指掌图》在55页。弮1  [quān ㄑㄩㄢ][《廣韻》丘圓切，平仙，
溪。]《尚书·伊训》：圣谟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周易》：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陆法言《切韵序》：昔开皇初，有仪同刘臻等八人同诣法
言门宿。夜永酒阑，论及音韵。以（古）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吴楚则时伤轻浅，燕
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又支（章移反）、脂（旨夷反）、鱼（语居反）
、虞（语俱反）共为一韵，先（苏前反）仙（相然反）、尤（于求反）、侯（胡沟反）俱论是切。欲
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吕静《韵集》、夏侯咏《韵略》、阳休之《韵略
》、李季节《音谱》、杜台卿《韵略》等各有乖互。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
，欲更捃选精切，除消舒缓。颜外史、萧国子多所决定。魏著作谓法言曰：“向来论难，疑处悉尽，
何为不随口记之！我辈数人，定则定矣。”法言即烛下握笔，略记纲纪。后博问英辩，殆得精华。于
是更涉余学，兼从薄官，十数年间，不遑修集。今反初服，私训诸子弟，凡有文藻，即须明声韵。屏
居山野，交游阻绝，疑惑之所，质问无从。亡者则生死路殊，空怀可作之叹；存者则贵贱礼隔，以报
绝交之旨。遂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以前所记者，定之为《切韵》五卷。剖析毫厘，分别黍累。何
烦泣玉，未可悬金。藏之名山，昔怪马迁之言大；持以盖酱，今叹扬雄之口吃。非是小子专辄，乃述
群贤遗意，宁敢施行人世？直欲不出户庭。于时岁次辛酉，大隋仁寿元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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