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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 

“十五”规划及专家学者意见 

按照教育部关于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制定“十五”科研规划的通知精神，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经过认真酝酿和讨论，在广泛征求国内著名学者意见的基础

上，制订出本研究中心的“十五”科研规划。 

在“十五”（2001—2005 年）期间，本基地共有十个重大课题需要立项研究，试

简要汇报论证如下： 

（一）中古汉语词典 

近二十年来，中古汉语研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成果很多。当然还有许多空白。

目前有近代汉语系列词典和通代词典(如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刘坚、江蓝生主编的《唐

五代语言词典》、《宋语言词典》、《元语言词典》等近代汉语系列断代语言词典，高文

达主编的《近代汉语词典》、许少峰主编的《近代汉语词典》),有包容整个汉语史的

古代汉语词典(如《汉语大词典》等)，却还没有一部系统全面地集中解释汉魏六朝文

献语言的中古汉语词典。从已有的研究状况看，中古一段的文献语言特别是口语材料

比较多的文献语言如汉译佛经、笔记小说、诗文、史书、碑帖、杂著以及出土文献等

都有人作了专门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故就目前的研究水平和成果积累

看，已经具备了编纂一部大型断代性语言词典的条件。因此，我们打算用三年左右的

时间，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编纂一部囊括已有的研究成果、同时又搜集了大量新词

新义、具有相当前瞻性的《中古汉语词典》，以填补研究空白。 

本课题的基本内容：以西汉和中晚唐为上下限，重点放在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和初

唐。广泛搜集这一时期的书面文献，包括佛藏、道藏、小说笔记、诗文、史乘、杂著、

书信、医书、农书、注疏等中的词汇材料，同时也利用金石碑帖和新出土的敦煌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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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出土文书等，全面系统地诠释汉魏六朝语词，着重解释其中的口语词。力图在

较为深层而又广泛的研究基础上阐述中古时期汉语语言特色、演变轨迹以及对近现代

汉语的影响，从而形成一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集大成的《中古汉语词典》。 

本课题研究的意义：编著《中古汉语词典》，将会弥补汉语史研究领域内中古汉

语词汇研究相对薄弱的局面，为构建完整的汉语史作贡献；本课题的研究成果还将为

大型辞书编纂提供参考，纠正存在的缺失；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同样有

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词典》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提高古籍整理工作的质量，为更好

地普及、推广传统文化服务。 

编纂工作将充分利用现有的图书资料，包括电子版的索引、地下出土文献材料等，

利用计算机检索系统，尽可能使研究手段现代化。 

（二）敦煌经部文献整理研究集成 

本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唐五代前后的写本及少量刻本文献，

震动了整个国际学术界，并由此诞生了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敦煌学，从而极大地改

变了中国学术和文化研究的面貌。这些写本(或刻本)文献中包括许多古代四部(经、

史、子、集)书的内容。近一个世纪以来，研究敦煌学的中外学人们对上述四部书中

的史、子、集三部分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比较而

言，上述四部书中经部文献的研究则显得相当冷寂，成果也少得可怜，见闻所及，只

有周祖谟的《唐五代韵书集成》、张金泉、许建平的《敦煌音义汇考》和台湾学者关

于群经的几本校勘著作，以及少数几篇论文(有的校录成果疏误极多)，既无系统性，

又缺乏深入的研究。事实上，敦煌卷子中经部文献的内容相当丰富，其中既有传统的

群经写本，包括《易》、《书》、《诗》、《礼记》、《春秋》(包括《左传》和《谷梁传》)、

《孝经》、《论语》、《尔雅》等传世经典，也有许多失传已久的珍贵典籍，如晋徐邈《毛

诗音》、《礼记音》、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此书日本有古写本传世)、隋陆法言《切

韵》系韵书、唐郎知本《正名要录》、郑氏《字宝》、佚名《时要字样》、《俗务要名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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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写本总数达四百件左右。这些写本的发现不但使许多珍贵逸典得以重见天日，

而且可据以校正传世经典中的大量传刻之误，历史上的许多疑难问题也可由此找到答

案。如宋郭忠恕的《古文四声韵》载录了许多“古文”。对这些“古文”的可信度，

后人大多将信将疑。后来人们发现该书所载的“古文”往往可以在敦煌写本《古文尚

书》甚至更早的秦汉简牍帛书中找到答案，这才知道郭书是有所本的。又如北齐颜之

推的《颜氏家训》杂艺篇说北朝俗字“言反为变，不用为罢”，人们千百年来苦思不

得其解。后来我们看到敦煌写本《正名要录》，才使这一千古疑案大白于天下。诸如

此类，举不胜举。但由于敦煌写本大多扃于秘室，而其影印本又往往价格昂贵；加上

研阅敦煌写本有许多不易克服的障碍(如俗字连篇，辨认困难)，经部仅有的少量研究

成果又往往分散各处，查检不便，以致这些珍贵文献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和

研究，得不到充分的利用，令人遗憾。有鉴于此，我们拟发挥浙江大学在敦煌语言文

字研究和敦煌文献校理方面的传统优势，在前人校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敦煌经部

文献进行系统全面的校录整理，为读者提供一部高质量的集大成的敦煌经部文献的定

本；同时根据每位研究人员的特长，开展一些专题研究，推出一批高质量的专著，把

敦煌经部文献的精华介绍给广大读者。 

本课题分整理和研究两部分。整理部分将在前人校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敦煌

经部文献进行系统全面的分类校录整理，最后推出《敦煌经部文献集成》一书。研究

部分将在分类整理的基础上，对敦煌经部文献进行更为深入全面的研究，初步考虑开

展以下专题研究：《敦煌群经通论》、《<切韵>复原研究》、《敦煌字书研究》，以及综合

性的《敦煌文献校读释例》等。所有成果将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三）《唐五代韵书汇籑》（以下简称《汇籑》） 

该项目是依照韵书语音系统将唐五代各种韵书对比排列、做出校勘的整理性研究

工作。此课题意义： 

韵书是音韵学研究的史料，也是研究古代词汇、文字的重要材料。唐五代韵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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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书中最重要的部分，后来的韵书在体例和内容等方面都承之而来，把唐五代韵书排

比对照成书，不仅可以看出韵书体制的演变、韵书源流的脉络、韵书系统的划分，而

且可以为语音、词汇、文字的研究者提供集中的材料。这样的韵书汇籑“不是给从前

研究切韵的人作结束，而是给以后研究切韵的人作引端。”（罗常培《十韵汇编序》）

《十韵汇编》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整理成果，许多新的材料没有能够收录，而且由于

技术条件限制，没有能够采用利用原书剪贴以避免错误的既定方案；《唐五代韵书集

存》采用照相影印汇集了各种材料，但没有《十韵汇编》对照排列各种韵书的优势。

利用现代的技术，从英藏、法藏、俄藏等敦煌数据中和其它渠道获得更清晰的底本，

用更便于使用的方式汇编更丰富的材料，就成为一项有重要意义的课题。 

此课题内容及方法： 

《汇籑》计划收录范围包括全部现存唐五代韵书（包括残卷残叶），并收录宋代

的《广韵》、《集韵》。《广韵》是人们熟悉的《切韵》系韵书，《集韵》作音归韵、

收字释义或录古音、或改今言，材料丰富，通常也作为《切韵》系韵书使用，因此作

为参照与唐五代韵书比照。 

体例的具体细则正在拟定，初步计划基本采用《十韵汇编》的对照排比各种韵书

的体例，但一韵之下，将整韵对比排列方式改为按小韵排列方式安排诸韵书，并用传

统字母标注声类，用一二 ABCD 四及开合字样标注韵类，以充分体现现代的研究成果。

编制各种表格及字、韵总目，对照比较各韵书的韵部、小韵、反切等的异同和次第，

并做出各种统计数字，以提高的《汇籑》使用价值。由于将材料汇集在一起，通过对

比，讹误自然显现。但对于原书错误，仍然出校或附入诸家重要校勘，以供读者参考。 

操作上利用现代技术通过扫描或激光照相，将图片去黑处理后在计算机上“剪

贴”好再排版，不采用传统的剪贴或抄写的方式，这样可避免新出错误。整理步骤，

大致先对各种韵书材料进行计算器预处理，把各种韵书材料全部扫描后用图片格式编

号保存备份，然后将需要去黑的部分做去黑处理（利用质量高的图片可以节省这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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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在体例细则确定以后，在计算机上将上述图片进行剪贴排版，并出打印稿。以

后出版社可以用激光排版。 

该项目面临许多音韵、文字、词汇以及校勘方面的难题，也需要解决现代技术处

理韵书这一特殊类型的古代文献的许多技术问题，希望有关方面的专家同行给予指导

和支持。 

（四）上古汉语词汇研究 

上古汉语是中古、近代汉语的源头，因此，上古汉语研究的深入与否，直接关系

到中古、近代汉语研究的深度、广度和质量。上古汉语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系统性、理论性的研究还有待于提高。应该大力加强上古汉语词汇和词汇史的研究。

具体的做法是，对上古汉语分阶段研究，拟大致分为春秋、战国和秦汉三期。春秋时

期以《左传》、《国语》、《诗经》（国风）、《论语》、《老子》为代表；战国时期以《战

国策》、《荀子》、《庄子》、《韩非子》为代表；秦汉时期主要指秦和西汉，包括李斯、

贾谊等人的文章、《吕氏春秋》、《淮南子》、《盐铁论》、《史记》等作品以及《尔雅》、

《方言》等研究著作，分门别类作系统的研究。先秦词汇研究的内容包括：春秋、战

国时期词汇概貌；春秋、战国时期的单音词和复音词；春秋战国时期的同义词和反义

词；春秋战国时期的基本词汇研究；春秋战国词汇的新词新义；春秋和战国词汇异同

研究；春秋、战国词汇对后代的影响等。秦、西汉词汇研究包括论述词汇概貌，分析

复音词的类型、形成原因，探讨新词新义的产生途径，常用词的演变等。 

在研究过程中，拟采用归纳与比较、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

点带面，在专书研究、专题研究及分段研究的基础上，对上古汉语词汇作深入全面的

研究，既有专题性的成果如《上古汉语同义词研究》，也有通史性的《上古汉语词汇

史》（先秦词汇史、秦汉词汇史），为汉语史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 

（五）佛经词汇研究 

这里所说的佛经包括传世的《大藏经》和敦煌佛经。出于传教的需要，相对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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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文献而言，佛经词汇往往比较口语化，这在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翻译佛经中尤为

突出。进入到 80 年代中期以来，汉语史学界开始重视佛经词汇，陆续出现了大量徵

引佛经语料的论著和专门以佛经语言词汇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但翻译佛经数量大，有

价值的材料多，迄今为止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本课题拟对东汉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

时期的佛经词汇作比较系统而深入的研究。1900 年发现的敦煌遗书中，大部分是佛经

的写本，这些写本佛经和传世佛经相比，在文字上颇有歧异，而像日本《大正新修大

藏经》、我国《中华大藏经》等佛经版本都还没有利用敦煌本来作校勘，其中不少异

文反映了口语词和书面语的差别，体现了通语和方言的差异，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值得作全面系统的研究。故敦煌佛经也是本课题的研究对象。 

    本课题拟分阶段、分专题来进行研究。从宋以前译经的阶段来看，大体可以分成

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四期。从研究专题来看，主要是对语言词汇作全面研究，

重点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佛经词汇的特点及研究意义；二、唐以前翻译佛经的

新词新义；三、唐以前翻译佛经的常用词演变研究；四、唐宋佛经词汇的研究价值；

五、唐以前佛经的复音词研究；六、传世佛经与敦煌佛经的比较研究；七、敦煌佛经

异文例释；八、佛经口语词考释研究。也将对佛经作鉴别和辨伪研究，通过提取语言

特征、考察常用词演变、考证一般语词的产生年代、考察虚词的使用情况、判断式、

被动式、动补式、处置式等句式的结构特点等来考证佛经的翻译年代及译者，为汉语

史研究者提供可靠的佛经语料。 

（六）中古音韵、方言和语法研究 

⑴中古音韵、方言部分。研究重点放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古语音、方言的断代特征及其地域变体，结合上古语音、方言和近代语

音、方言的研究重点，考察中古音韵、方言在语音系统、古方言系统结构方面的特征，

阐述这些特征的形成、演变和发展，注意这些特征在不同地域中的不同表现。第二，

广泛收集具有断代意义和地域意义的代表性材料，对六朝和唐五代时期的文献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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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佛典及敦煌文献中的语音、方言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分析构拟，总结演变规律。

第三，各种中古语音、方言材料在中古语音、方言研究中的协调处理及相关问题，注

意深入研究诸如字书、韵书和音义材料的反切以及诗歌押韵所反映的声类、韵类、调

类，不同音译材料和方言以及域外方言的音值、韵图所反映的音位等等之间的关系及

其在中古音韵、方言研究中的地位。第四，中古语音、方言系统及其在中古词汇、中

古语法研究方面的运用问题。 

⑵中古语法部分。中古语法是以往语法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以往仅有柳士镇《魏

晋南北朝历史语法》等著作和为数不多的单篇论文而已。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受到学者

的重视，研究队伍和成果有增多的趋势。和先秦及唐宋时代的语法截然不同，中古时

期的语法自有其自身的特点，词法方面诸如产生了一批新的代词；类似于词缀的构词

成份如“～自”“～复”等开始广泛运用；副词特别是复音式副词大量产生；量词运

用广泛；介词和连词也有新的发展；句法方面，使用系词“是”的判断句运用日趋普

遍；被动式、处置式、动补式等也都产生了新的变化和发展，为近代汉语、现代汉语

的普遍使用和定型奠定基础。研究语料也从传统的中土文献逐渐向佛经文献拓展，丰

富了汉语语法史的研究领域。 

研究工作将从描写语言事实入手，在此基础上，积极吸收国内外语法学界的理论

和方法，并把它科学地运用到古汉语语法研究中去。对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语法问题，

如复音化进程、同义词演变、词汇语法化问题等进行深入的探讨，力图揭示规律，并

进而提炼古代汉语语法的理论观点，为断代和通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七）敦煌文献语料库 

敦煌文献的内容涉及我国十一世纪以前(尤其是五世纪至十世纪)的历史、政治、

经济、宗教、语言、文学、科技、社会生活和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它们不仅是中华

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敦煌

文献分散在中、英、法、俄、德、日、美等多个国家，给研究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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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十年来，在世界各国学人的呼吁和努力下，才陆续公布于世。如《敦煌宝藏》、

《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文献》、《中国国

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等等，从而为各国学人查阅敦煌文献更清晰的影本提供了条件。

但由于这些书价格昂贵，若以学者个人的财力来购置显然力不从心，即使是一般的中

小型图书馆也很难有财力全部予以购置。同时由于上述出版物都是按各地馆藏流水号

影印出版的，没有分类，编排杂乱，读者使用起来很不方便。鉴于以上原因，我们拟

发挥浙江大学在敦煌文献整理研究方面的传统优势及在多媒体与智能集成技术方面

的雄厚实力，在 1997 年即已着手编纂的集大成的《敦煌文献合集》和潘云鹤院士为

首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利用多媒体与智能集成技术进行敦煌文献艺术的保

护和复原研究”课题的基础上，建设敦煌文献数据库。估计整个数据库字数将达八千

万左右。录入数据库的敦煌文献将按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整理编排。经精心整理校勘的

录文输入电脑后，将编制编号、书名、卷名、字词等多种检索程序，再配以原件的图

版，以增加可信度，图(敦煌写卷)文(经过标点整理的录文)对照，为学术界提供一套

校录精确、查阅方便的敦煌文献的查阅检索系统。整个数据库既将制成光盘出版发行，

还将建立敦煌文献多媒体可视化网站，供全世界研究人员和感兴趣的公众查询和使

用，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各国学人（包括利用敦煌资料的学者），将能化费不多的钱而

拥有一整套敦煌文献，并且图文对照，检索便捷，从而使珍贵的敦煌卷子从图书馆走

进学者的书房，使敦煌文献成为世界学人在书房中即可利用的材料。这对于促进敦煌

学研究的深入和普及，对于促进中古近代汉语的研究，都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八）上古汉语语法研究 

上古汉语语法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何乐士近些年来对《左传》的语法

研究、郭锡良在先秦汉语构词法以及介词、名词、动词、形容词等方面的研究等都具

有示范作用，引人注目。但是作为整个上古语法历史的系统研究还需要加强。近些年

来，语法研究有了一些新的突破，新的理论体系正在形成，已经具备了撰写语法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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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研究步骤与上古汉语词汇史大体相当，即按历史阶段分期研究。具体内容包括：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名词系统、动词系统、形容词系统、副词系统、代词系统、

数词系统、介词系统、连词系统、语气词系统等；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判断句、

叙述句、否定句、疑问句、被动句等。可以分专书、专类逐项研究，利用计算机检索

作出定量分析和穷尽性考察，运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词性和句法的变化，找出内在联系，

探索变化的原因和规律，最终完成一部代表当代高水平的《上古汉语语法史》。本课

题主要采用招标的形式，面向海内外，吸收高水平的研究人才主持此项课题。 

（九）古汉语构词法研究 

语言研究到了一定阶段，在单个的、专书的、专类的语词研究基础上，全面系统

地描写一个时期的词汇构成系统已经成为可能。汉语词汇由单音节向复音节发展，是

一个重要的趋势，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从构词法角度探讨中古时期复音词构成方

式，这样的工作以前还没有系统地进行。语言是一个系统，语言的词汇也不例外。但

是，同音韵学、语法学、文字学、方言学等学科领域的发展比起来，古汉语词汇系统

的研究是很不够的。王力先生曾说：“一种语言的语音的系统性和语法的系统性都是

容易体会到的，唯有词汇的系统性往往被人们忽略了，以为词汇里面一个个的词好像

是一盘散沙。其实词与词之间是密切联系着的。”（《汉语史稿》下册第四章《词汇的

发展》第 545 页，中华书局 1980 年版）词与词之间是怎样密切联系着的？复音词有

那些类型？有些什么组合规律？这是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其中附加式构词法是研究的

重要内容，因为附加式双音词是汉语词汇双音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汉语复音

词中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主要研究方法是从单个词语到一类词语，在比较和分析中

阐述词语中各语素的排列规律，组合方式。要发现词与词之间的这种联系，不能对词

语只作单个的、零散的分析，而要把同类型词语集中起来进行考察，概括出同类词语

的本质特色。许多词语考释类文章或著作都注意了这一点，近年来讨论的“复”字、

“自”字作词缀的构词特征，就是注意语词系统性的一个结果。在词义研究的模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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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一组词、一类词或相似类型的词语作整体考察。如不但注意“春来”是春天的意

思，还要注意“秋来”、“冬来”、“年来”、“今来”、“晨来”、“晓来”、“晚来”、“顷来”

等一系列表示时间的名词。按照复音词词性、类别等逐类探讨其构成方式。            

（十）汉语语源研究 

现代汉语源于古代汉语，尤其中古汉语、近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直接源头，许多

六朝、唐宋时期产生的语词在现代汉语中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而《汉语大词典》

等大型工具书在一些现代汉语语词溯源上还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一是以为现代汉语中

才出现的词语实际上早在中古或近代时已经出现了；二是许多口语词汇的来源还没有

找到，一些词语得名的缘由还不清楚；三是一些词语的源头还可以往前追溯，时代可

以提前。做好这些工作，对于现代汉语的研究和教学都有直接的好处，对于这个汉语

词汇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具体做法是：以《汉语大词典》为主要参照系，结合

《现代汉语词典》，把那些可以找到直接出处、原始出处的词条逐个分析论证，对一

些语源分析不当、含义理解有误的词条作出正确的解释，最终写成《汉语语源研究》

或《汉语语源词典》。 

以上各个项目将视情况分设成若干个子课题，具体的课题名称或顺序还可能随着

研究的进展及人员的变动作相应的调整。所有这些课题都将面向海内外招标，以集中

学术界这一领域的最优秀人才，为顺利完成这十个重大课题的研究提供保证。 

我们在制定这份“十五”科研规划过程中征求了国内同行专家北京大学蒋绍愚、

朱庆之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蓝生教授，南京大学鲁国尧、汪维辉教授，四川大学

项楚、张永言、赵振铎教授，南京师范大学董志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刘利教授等先

生的意见，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赵振铎教授指出，近年的语言研究越来越向各个相邻的领域渗透，出现了一些新

的研究部门，汉语史的情况也不例外，应该注意在这方面加强与相关学科的配合，拓

宽研究的范围，使研究工作能够不断从这些学科吸收新的营养，充实自己，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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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蓝生教授指出汉语史研究“十五”期间的发展趋势是：⑴今后的研究内容将由

零散随意而趋于更有目的、更有计划；研究方法也将更加趋于科学、系统、严密。⑵

会进一步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扩展、深化、综合，使之在原有规模和质量上再上一

个台阶。⑶将会有人继续研究金元、明时期汉语北方话在语音、语法、词汇各方面的

发展变化，进而探讨近代汉语共同语的形成。⑷从带有训诂学特征的疑难词考释，转

向以考察常用词的演变过程为主的词汇史研究上来。⑸理论意识将得到加强，研究者

将更自觉地对语言发展规律和语言发展机制加以探讨，自觉引进现代语言学有关语法

化和语言类型学的观点作指导。 

汪维辉教授认为“九五”期间学科发展中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即急功近利。“十

五”期间汉语史学科在各方努力下，必将得到健康的发展，大致有这样几个发展趋势：

一是随着大规模电脑语料库的建成，对语言事实的描写将更加全面准确，研究工作的

重点将从语言事实的发掘逐步转向语言演变规律的揭示和演变原因的解释。二是汉语

史研究的理论色彩将日趋浓厚。三是汉语史的研究将跟现代汉语研究和汉语方言史研

究紧密结合。学科间的交叉和融合将为汉语史的研究开辟出崭新的天地，极大地推动

各个分支学科朝纵深方向发展。 

董志翘教授指出“十五”期间的汉语史研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必要

化一定的时间精力认真回顾总结二十世纪汉语史研究的成果、经验及不足。二是汉语

史研究的深入，资料建设应放在首位。三是在汉语史研究过程中，要与汉语方言研究

相结合。在古今打通的同时还要注意中外打通。 

刘利教授就古汉语语法方面提了几点建议：一是要把描写古汉语语法事实放在首

要位置，二是古汉语语法研究亟需进行理论和方法的探索，三是应进一步开展汉语语

法要素演变的研究。 

蒋绍愚教授就“九五”研究概况及“十五”发展趋势分别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对

今后的研究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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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张涌泉教授赴台参加学术讨论会 

2001 年 4 月 17 日至 22 日,应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庄荣芳博士的邀请，浙江大

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张涌泉教授赴台湾参加“第三次两岸古籍

整理研究学术讨论会”，并在大会上宣读了题为“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看敦煌文献的

价值”的学术论文。 

“两岸古籍整理研究学术讨论会”是由国家教育部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

会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共同发起和召开的学术会议，此前已举办两次，这次是第三次，

共有来自两岸的六十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大陆方面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北京大学、复

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余所高校及教育部的二十五位代表。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海外汉

学研究、出土文献整理研究等。 

王宁教授等来中心商讨学术会议事宜 

2001 年 4 月 28 日，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王宁教授、李国英教授、

李运富教授来中心商讨举办章太炎黄侃学术研讨会事宜。 

由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化研究中心主办、浙江大学汉语史中心和浙江章太炎

纪念馆合办的纪念章太炎黄侃学术研讨会将于今年九月在浙江杭州和海宁召开。中心

主任方一新、副主任张涌泉、王云路邀请章太炎纪念馆有关负责人一道，就举办会议

的各项具体事宜与王宁教授等作了深入细致的交谈，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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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编辑来我中心座谈 

2001年 5月 30日，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李梦生社长等一行来汉语史中心与中

心成员座谈，主要议题是：当前词典出版的有关问题。 

李社长首先介绍了《汉语大词典》编纂、出版过程，并就准备对《汉语大词典》

作续编、补编等情况作了说明，中心成员就词典编纂中的词条举证、义项确立等问题

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向客人介绍了汉语史研究中心的建设情况，重点

介绍了中心几个重大课题的内容及相关成果：《敦煌文献语词大典》、《中古汉语词典》、

及《上古汉语同义词词典》。 

座谈会上，双方还就词典编纂选题、发行等其他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美国语言学家拉波夫一行来杭交流 

2001年 5月 23日美国著名社会语言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拉波夫教授、著名历

史语言学家、宾大克拉克教授、堪萨斯大学冯胜利博士等来杭。本中心主任方一新教

授、副主任王云路教授以及本中心成员黄笑山教授、俞忠鑫教授、池昌海副教授就学

科建设、研究生培养等问题与他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中华书局总经理宋一夫等人来我中心访问 

六月初，中华书局总经理宋一夫博士等一行五人来我中心及古籍研究所访问。中

心副主任张涌泉教授、王云路教授安排了接待和座谈，并就本中心的重大项目《敦煌

文献合集》等书的编辑出版问题和中华书局负责人协商，并达成了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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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涌泉被聘为四川大学 211 重点项目专家组成员 

应四川大学校长卢铁城教授的邀请，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涌泉教授

作为专家组成员 6月 14日至 16日赴四川大学，对该校的 211工程重点项目“汉语史

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进行验收评审，并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

俗文化研究所的同行进行了学术交流。 

方一新教授参加中国社科院举办的 

“海峡两岸汉语史研讨会” 

应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江蓝生研究员、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沈家煊研究员的

邀请，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６月３日至５日赴北京出席了中国社科院主办

的“海峡两岸汉语史研讨会”，并作了题为“唐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大会发言。出席

本次会议的有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两岸三地的汉语史研究人员，其中港台学者有台

湾“中研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丁邦新教授，台湾音韵学会、训诂学

会会长、台湾师范大学陈新雄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郑再发

教授，台湾中正大学中文系主任竺家宁教授，香港城市大学邹嘉彦教授，台湾清华大

学副教授刘承惠等；大陆学者有北京大学裘锡圭、郭锡良、何九盈、蒋绍愚教授，中

国社科院语言所江蓝生、侯精一、董琨、张振兴、曹广顺、姚振武研究员，以及赵诚、

李如龙、唐钰明、袁宾、马重奇等先生。我中心兼职教授、北京大学朱庆之教授也出

席了此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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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中心召开全体成员会议 

2001年 5月 25日 下午中心召开全体成员会议，在会上，中心成员就教育部重大

项目的申报、经费的使用、分配等问题达成了共识。中心主任方一新、副主任张涌泉、

王云路进一步明确了职责：方一新负责科研规划和中心日常工作、张涌泉负责图书资

料的管理和部分学术会议工作、王云路负责学术刊物编辑和学术会议。另外，方一新

向中心成员通报了在天津举办的博士生培养座谈会情况，王云路向中心成员通报了即

将在九月份召开的第二届中古汉语研讨会筹备情况。 

中心主任方一新参加博士生培养座谈会 

为了促进中国语言学专业博士生的培养工作，2001年 5月 18日，中国社科院语

言研究所、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等二十八个中国语言学博士

点的四十多位语言学博导汇聚天津，在南开大学举行了座谈会。会议期间，专家们着

重就语言学博士点之间的优势互补、博士生质量的核定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并达

成了许多共识：一、各博士点各有所长，应该优势互补。二、因核心刊物有限，建议

不要硬性规定博士生发表论文数量，可以采用国外常用办法，由几位同行专家来认定

论文是否达到核心期刊的要求。三、课程要求规范，但各校不宜完全一样。四、不要

追求毕业率，论文答辩时间应放宽，应允许三年期满但未完成合格论文的同学先工作。 

参加会议归来的方一新主任说，这是一次很不平常的会议，这么多博士生导师济

济一堂，一起探讨中国语言学人才培养战略问题，必将对语言学人才培养产生深远影

响，而且对其他学科的人才培养也具有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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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一新教授赴贵州大学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 

应贵州大学中文系王锳教授之邀，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６月８日至１

１日赴贵州大学主持五位硕士生论文答辩，并与贵州大学中文系的语言学同行进行了

座谈。浙江大学和贵州大学是友好学校，双方在汉语史研究领域有着长期而友好的合

作交流关系，并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方一新教授的此次贵州之行，有利于加深相互

间的了解，更好地进行合作。 

方一新教授参加教育部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基地工作会议 

６月６日至８日，在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郑造桓同志的带领下，我校社科部

罗卫东部长、农村经济与发展研究中心黄祖辉教授、汉语史研究中心方一新教授出席

了教育部召开的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全国部属人文社科１

０３家重点研究基地的校长（书记）、社科处处长和中心负责人。会议有以下四方面

的议题：一是交流基地建设的经验（我校“卡特”主任黄祖辉教授介绍了基地建设的

经验，受到好评）。二是讨论修改《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形成文

件。三是商讨重点研究基地负责人学科组联席会议事宜。四是参观考察在京高校的若

干个重点研究基地。郑书记、罗部长和黄、方两位主任分别听取了北京大学中国古文

献研究中心的经验介绍，参观了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的办公和资料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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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动态 

中心成功举办第一次研究生学术沙龙 

2001年 4月 6日，中心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近二十名博士、硕士研究生会聚一堂，

举办第一届研究生学术沙龙。由 98 级博士生阎艳主讲唐诗中有关饮食文化的词语研

究。大家对饮食文化语词的研究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纷纷询问发难，互相交流，

整个讨论会气氛非常热烈。 

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参加了此次讨论会，他对学术沙龙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这

种形式十分有利于研究生的互相交流，扩大学术视野，并指出中心将在各方面为学术

沙龙的举办创造条件。 

据悉，这种学术沙龙将长期举行下去。 

阎艳、史光辉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2001年 5月 25日，中心 98级博士生阎艳、史光辉论文答辩会在中心会议室举行。

阎艳博士的论文题是《唐诗食品词语语言与文化之研究》。答辩委员会认为，该文选

题角度新颖，论证精密，有个人独到的见解和发明，各位委员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一致同意授予阎艳同学博士学位。史光辉博士的论文《东汉佛经词汇研究》经同行专

家和答辩委员会成员的认真评审，认为这是一篇选题精当、考证详密的博士论文，有

些章节颇见功力，并全票通过史光辉的论文答辩，建议授予博士学位。 

阎艳博士的导师为黄金贵教授，史光辉博士的导师为方一新教授。答辩委员会由

复旦大学古籍所吴金华教授任主席，成员有杭师院樊维纲教授、汪少华教授以及本中

心祝鸿熹、黄金贵、方一新、张涌泉、王云路五位教授。   

参加旁听答辩的还有本中心近二十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及外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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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论文获奖 

汉语史研究中心 99 级硕士朱大星的论文《试论敦煌本〈文子〉诸写本之写作时

代及其价值》（《文献》2001 年第 2 期）获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学生优秀

成果二等奖; 99 级博士何华珍《中日语言对比的汉语史研究》等系列论文（《浙江学

刊》2000 年 6 月等）获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学生优秀成果奖二等奖；99

级硕士叶贵良《常用词研究》系列论文（《古汉语研究》2001 年 4 月等）获浙江大学

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学生优秀成果奖三等奖;99 硕士徐清《六朝书论词语札记》

获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学生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书法》2001 年 4 月）。 

中心举行 2000 级研究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6 月 26 日，汉语史研究中心 5 位博士、10 位硕士作了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汉语

史中心成员及研究生参加了此次报告会。研究生们介绍了毕业论文的选题和主要构

想，中心老师和同学纷纷提问,阐述自己的意见，气氛热烈。 

开题报告会不仅增加了教师和学生交流的机会，而且也为开拓研究生的学术视

野，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2001 年硕士研究生录取工作结束 

经过中心成员紧张认真的面试，本中心 2001 年 9 月份入学的硕士研究生名单最

后确定。我中心汉语史专业共招收 9人、古典文献专业共招生 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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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讯 

台湾记者来我中心采访 

2001年 4月 13日参加“华东名校世纪行”的央视、华视、东森、TVBS、中广、

中视卫星等 13 位台湾记者来校采访，记者们兵分两路，其中一记者特地来我中心进

行了参观考察，中心有关领导出面接待，并介绍了中心的历史和现状。 

张涌泉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长文 

《中国社会科学》2001 年第 2 期发表中心副主任张涌泉教授题为《从语言文字

角度看敦煌文献的价值——为纪念敦煌藏经洞文献发现一百周年而作》的长文。文章

分敦煌文献的文字学价值、敦煌文献的音韵学价值、敦煌文献的词汇训诂学价值、敦

煌文献的校勘价值四个部分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敦煌文献在语言文字方面的巨大价值。 

张涌泉获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基金奖励 

2001 年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基金基金日前揭晓，我中心副主任张涌泉教授的《论

〈四声篇海〉》获教师论文三等奖。 

本中心三位成员入选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第六届理事会 

今年 5月份，中国训诂学研究会进行了第六届理事会选举，我中心主任方一新教

授、副主任张涌泉教授、王云路教授均以较高票数当选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第六届理事

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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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敦煌语言文字研究 

浙江大学   张涌泉 

敦煌遗书的发现，是我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中国

学术文化研究的面貌，也为长期以来作为经学附庸的“小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敦煌遗书中的《切韵》系韵书、《字宝》、《俗务要名林》、《正名要录》、《时要字样》

等，都是失传已久的唐五代人撰作的“小学”书，围绕这方面的研究产生了许多重要

的成果。同时敦煌文献中所包含的大量唐代的口语和俗字资料、汉藏对音资料、吐火

罗文等少数民族语文资料，孕育或推动了近代汉语、近代汉字、吐火罗语研究等一些

新兴学科的诞生和发展。下面我们试以音韵、词汇编训诂、文字、语法四方面为线索，

对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敦煌语言文字研究情况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音韵    敦煌遗书在音韵学方面的价值，是最早为海内外学人所注目的，也

是成果最为突出的一个领域。早在 1921年，王国维据照片把英藏的三种敦煌《切韵》

残卷抄录印行；稍后又撰写了《唐写本〈唐韵〉校记二卷佚文一卷》、《书巴黎国民图

书馆所藏唐写本〈切韵〉后》等文，首开敦煌韵书校录研究的先例。1925年，刘复《敦

煌掇琐》辑录法藏伯 2011号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及两种《切韵》的序文。嗣后，

丁山、董作宾、方国瑜、罗常培、厉鼎煃、蒋经邦、陆志韦、魏建功、姜亮夫等续加

搜考，又有许多新的收获。1936年，北京大学出版了刘复、魏建功、罗常培编的《十

韵汇编》，把当时所能见到的几种敦煌韵书都收集在内。1955 年，姜亮夫把自己以前

在国外摹录的一些韵书集为一编，名为《瀛涯敦煌韵辑》，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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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书凡三大册二十四卷，分字部、论部和谱部三部分。字部收敦煌韵书摹本凡三十三

种；论部收论文二十一篇，对所收韵书卷子的抄写年月、版式、体制及其流变进行了

细致的介绍和考证；谱部据敦煌韵书卷子及其它材料，制成《隋唐宋韵书韵部总谱》、

《诸隋唐宋人韵书反切异文谱》等表。同年，姜氏在《浙江师范学院学报》发表题为

《切韵研究》的长文，全面地反映了《瀛涯敦煌韵辑》论部诸文的主要观点。后来姜

氏又把《瀛涯敦煌韵辑》字部、论部修订改编为《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交由浙

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姜氏的贡献主要在于在当年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把许多流散在外

的敦煌韵书卷子摹录辑集为一编，幷大致恢复了在我国失传已久的隋陆法言《切韵》

的原貌。但限于当年的条件，姜书的录文间有若干疏误。有鍳于此，后来潘重规据敦

煌写本原卷（或缩微胶卷）重加校核，幷补充了姜书的一些遗漏，出版了《瀛涯敦煌

韵辑新编》（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1974）。1983 年，中华书局又推出周祖谟的《唐五代

韵书集存》上下册，则是这方面捜采最为全备、考订最为精审的集大成之作。周氏在

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那些大多残缺不全、没有书名、没有著者姓名的韵书材料划归

为七类：（1）陆法言《切韵》的传写本；（2）笺注本《切韵》；（3）增训加字本《切

韵》；（4）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5）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6）《唐韵》

残本；（7）五代本韵书。每一类下，编者都附以韵书写本或刻本的照片，一些照片不

够清楚的，还另附摹本或摹刻本。编者对书中所收的每一种韵书，都作有一篇考释，

说明原书的体制、内容及其特点，幷与相关韵书比较，指出异同，阐明彼此之间的关

系。1994年，周书由台湾学生书局重版，增加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藏的《笺

注本切韵》、《唐韵》残叶三件，益见完备。 

除了韵书以外，敦煌遗书中还有相当数量的音义类写本残卷，尤其是一些经籍旧

音，很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三十年代中，王重民到巴黎、伦敦调查敦煌写卷，

对伯 3383、斯 2729 号《毛诗音》，斯 2053 号《礼记音》，伯 2494 号《楚辞音》，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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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3号《文选音》都曾撰文加以介绍。其后闻一多、王大隆、刘诗孙、罗常培、周祖

谟等续有考论（后来王重民著《敦煌古籍叙录》已把有关成果荟萃其中）。而对于数

量更多的佛经音义类写卷，虽早在 1936 年许国霖就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

录》中迻录过若干这类卷子，后来周祖谟撰《校读玄应一切经音义后记》也引用过敦

煌写本残卷，但近些年才更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1991年，许端容撰《可洪“新集藏

经音义随函录”敦煌写卷考》一文（《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指出前此

泛称佛经音义或归属于俟考诸经的斯 5508、伯 2948、3971、北 8722号写卷皆为可洪

音义之抄本。1996年，杭州大学出版社推出张金泉、许建平合著的《敦煌音义汇考》，

堪称敦煌遗书音义类写卷的集大成之作。《汇考》分四部书音义、字书音义、佛道经

音义三类，凡得音义写卷约 643 号，主要归并为 23 种书目之下，每种写卷下都包括

题解、照片、校记三部分。题解包括名称、年代、作者的考定及价值、前人研究情况

的评述；校记除比勘异文外，重在明俗字和辨字音。该书以其“搜集的齐备、题解的

精彩、校记的渊博”（鲁国尧书评语）而得到学界的好评。但该书图版多有漶漫不清

之处，写卷录文亦间或有误，影响了其实际使用效果。 

敦煌韵书、音义写卷的发现，以及其它敦煌遗书中蕴含的丰富的音韵资料，也给

唐代前后语音（尤其是西北方音）的研究以很大的推动。1933年，罗常培刊布《唐五

代西北方音》一书。该书根据《千字文》、《金刚经》、《阿弥陀经》、《开蒙要训》等敦

煌汉藏对音写本及《唐蕃会盟碑》中的汉藏对音资料，勾勒出了八世纪到十世纪西北

方音的概貌，为汉语语音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邵荣芬《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

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国语文》1963.3）、龙晦《唐五代西北方音与敦煌文献研究》

（《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3）、张金泉《敦煌俗文学中所见的唐五代西北音韵类（导

言）》（《敦煌学论集》，甘肃人民 1985）、周祖谟《变文的押韵与唐代语音》（《语言文

字学术论文集》，知识出版社 1989），及日本学者高田时雄的《敦煌资料にょる中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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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の研究》（创文社，1988）等文也是利用敦煌遗书中的音韵资料考察唐五代语音的

重要成果。此外，罗宗涛《敦煌变文用韵考》（台湾众人出版社 1969）、周大璞《敦煌

变文用韵考》（《武汉大学学报》1979.3～5）、张鸿勋《敦煌讲唱文学韵例初探》（《敦

煌研究》试刊第二期，1983）、张金泉《敦煌曲子词用韵考》（《杭州大学学报》1981.3）、

《敦煌变文假借字谱》（《杭州大学学报》1984 年增刊）、都兴宙《王梵志诗用韵考》

（《兰州大学学报》1986.1）、蒋冀骋《王梵志诗用韵考》（《敦煌吐鲁番研究论集》，书

目文献出版社 1996），则是通过敦煌俗文学作品的用韵和用字（假借）情况来考察当

时的语音实际。至于与敦煌音韵资料相关的研究论著，则数量更为庞大，其中仅专著

就有《切韵音系》（李荣，1952）、《切韵研究》（邵荣芬，1982）、《汉语中古音新探》

（古德夫，1993）、《切韵综合研究》（黄典诚，1994）、《〈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

（黄笑山，1994）等多部，单篇论文的数量自然更多，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                 

二、词汇训诂    对敦煌遗书的词汇训诂学研究，也是首先从文献整理研究开始

的。敦煌遗书发现不久，王国维就注意到其中专收当时口语词汇的《字宝》一书，幷

写了《唐写本字宝残卷跋》一文（《静安先生遗书》，1919）。1924 年，罗福苌辑《沙

州文录补》，收录了英藏斯 6204 号《字宝序》残卷。1925 年，刘复辑《敦煌掇琐》，

收录法藏伯 2717 号《字宝》一卷和分类辑录当时日常用语幷加以注释的《俗务要名

林》（伯 2609号）一种，但录文都有不少错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些写本没有再

受到关注。1955年，姜亮夫出版《瀛涯敦煌韵辑》，内中有伯 2717号《字宝》一种的

录文，幷有跋语，以为其书“可以考隋唐之语言，明文字之变迁”。后来潘重规作《瀛

涯敦煌韵辑别录》，又据原卷重加校核，幷参以伯 2058、3906、斯 6204等卷，写为定

本。1964年，台湾方师铎发表《明刻行书本〈碎金〉与敦煌写本〈字宝碎金〉残卷之

关系》一文（《东海学报》6 卷 1 期），认为《明刻碎金》系由唐人《字宝碎金》演进

而成。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关于《字宝》的研究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先后发表了砂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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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子（日本）《敦煌出土〈字宝碎金〉の语彚と字体》（《中国语学》233 辑，1985）、

刘燕文《从敦煌本〈字宝〉的注音看晚唐五代西北方音》（《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

物出版社 1989）、张金泉《论敦煌本〈字宝〉》（《敦煌研究》1993.2）等文。1988年，

周祖谟发表《敦煌唐本字书叙录》一文（《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也对包括《字宝》和《俗务要名林》在内的敦煌语言文字学著作进行了系统全面的介

绍。尤其是台湾的朱凤玉女士，从九十年代初以来围绕《字宝》和《俗务要名林》发

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论文，其中部分成果已结集为《敦煌写本碎金研究》由台湾文津出

版社出版（1997）。朱书分研究篇和校笺篇，幷附有各写卷照片，堪称是《字宝》整

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对于《俗务要名林》一书的研究，除上面已提及者外，朱凤玉

有《敦煌写本〈俗务要名林〉研究》（《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文津

出版社 1993），研究最为深入。此外，张金泉、许建平的《敦煌音义汇考》亦收载《字

宝》和《俗务要名林》，幷有详尽的校记，可与朱氏的论著比勘共观。 

敦煌词汇训诂学研究方面的最大成就当然是文献语词的考释。如众所知，敦煌俗

文学作品和契约文书中有大量含义不易把握的俗语词，给阅读和理解造成了很大的障

碍，也对敦煌文献校录整理的质量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1959年，蒋礼鸿考释变文

语词的著作《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从纵的和横的两个方面考索

变文词义，探源溯流，考释精审，征引宏富，受到学术界的高度推崇，被誉为“研究

中国通俗小说的指路明灯”。该书后来一版再版，字数也由初版时的六万增至第六次

印本的近四十四万，被学术界传为佳话。在蒋先生的影响下，一些中青年学者也加入

到敦煌语词考释的队伍中来，其中以郭在贻、项楚的成绩最为突出。郭在贻在这方面

的成果主要有《郭在贻敦煌学论集》（江西人民 1994），以及他和他的弟子张涌泉、黄

征合著的《敦煌变文集校议》（岳麓书社 1990）。项楚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敦煌变文

选注》（巴蜀书社 1990）、《敦煌文学丛考》（上海古籍 1991）、《王梵志诗校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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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 1991）、《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巴蜀书社 2000）。郭在贻和项楚的词语考释往往

结合文献校勘，综合运用归纳、比较、推理的方法，旁证博引，论断类皆精审可靠。

在这方面作出较大成绩的中青年学者还有江蓝生、袁宾、蒋冀骋、黄征、张涌泉、董

志翘、方一新等人，其主要著作有江蓝生的《近代汉语探源》（商务 2000）、蒋冀骋的

《敦煌文书校读研究》（台湾文津 1993）、黄征、张涌泉的《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

局 1997），以及蒋礼鸿主编，黄征、张涌泉、方一新、颜洽茂、俞忠鑫五位博士具体

编撰的《敦煌文献语言词典》（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5）。此外，吕叔湘、徐震堮、徐复、

周一良、吴小如、陈治文、刘坚、孙其芳、蒋绍愚、俞忠鑫、施谢捷等也在这方面有

所贡献，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详列。 

另外，五十年代以来报刊上还发表了数量颇为庞大的敦煌文献（尤其是俗文学作

品）校勘方面的文章。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写卷多俗字，字迹多漶漫，有许多不同于

后世刻本的书写特点，多俗语词和佛教术语），敦煌文献的校勘有着一些特殊的困难，

不少这方面的整理成果存在着较多的质量问题，于是一些校勘商榷文章便应运而生

了。这方面较有影响的文章有蒋礼鸿的《敦煌词校议》（《杭州大学学报》，1959.3，中

国语文专号）、徐震堮《敦煌变文集校记补正》及《再补》（《华东师大学报》1958.1～

2）、项楚《〈王梵志诗校辑〉匡补》（《中华文史论丛》1985.1，《敦煌研究》1985.2）、

郭在贻、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整理校勘中的几个问题》（《古汉语研究》1988年创

刊号）等。 

三、文字    在敦煌写本中发现的字书主要有《字样》残卷、《正名要录》、《时

要字样》，以及童蒙识字读物《千字文》、《开蒙要训》等。周祖谟《敦煌唐本字书叙

录》(《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朱凤玉《敦煌写本字样书研究

之一》(《华冈文科学报》17 期，1989)、张金泉《敦煌古字书考略》(《辞书研究》

1993.3)、《敦煌遗书和字样学》(《文史》41 辑)、《关于时要字样等八种敦煌写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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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辨》(《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第 1 辑，中华 1997))，以及张涌泉的《汉语俗字研

究》、《敦煌俗字研究》(上海教育 1996)都对这些字书有过介绍。下面择要略作评述。 

①《字样》残卷。本卷见于斯 388 号，卷首残缺，无书名和作者名，其后为郎知

本的《正名要录》。周祖谟认为本书“是根据颜师古的《字样》进一步有所考定补充

的。主要是辨别形近义异和别体俗书，指明何者为正字，何者可以通用，一以《说文》、

《字林》为定”；其书写的时代“当在唐高宗或武则天之世”。至于其是否为杜延业的

《群书新定字样》，周氏认为尚难确定。而朱凤玉、张涌泉则皆认为应即杜书的残卷。 

②《正名要录》。本卷接抄于上揭《字样》残卷之后，字迹相同，当系同一人所

抄。书名下题“霍王友兼徐州司马郎知本撰”。郎知本史书无传。《隋书·郎茂传》说

“有子知年”，刘燕文认为“郎知本属知字辈，当是郎知年的同辈，是隋末、唐初时

人”(《敦煌唐写本字书<正名要录>浅介》，《文献》1985.3)。朱凤玉据《旧唐书·郎

余令传》载郎知年曾任霍王李元轨友的记载，推定郎知本当系郎知年之误。张涌泉则

认为原卷“本”字字形分明，而正史所载屡经传抄翻刻，而谓“其名疑当从写卷作郎

知本为是”。周祖谟指出《正名要录》“是一本分别古今字形的正俗和辨别音同字异的

书”，包括比较隶定字与通行楷体笔画的异同、刊定正体与俗讹、辨正楷体与别体、

定字形、定古今异体字、辨音同义异字六部分。张涌泉指出《正名要录》“是现存的

第一部完整的字样学著作。书中所提出的‘随时消息用’的原则，说明了作者能够用

历史发展的观点去看待汉字，能够随时变通，这是难能可贵的。许多后世流行的俗字

已在该书中被载录，如怜、床、粮、断等等⋯⋯尤为可贵的是，一些后人不甚了然的

俗字在该书中有明确的记载”。日本学者大友信一、西原一幸的《唐代字样两种の研

究と索引》（樱枫社 1986）、台湾蔡忠霖的《敦煌字样书〈正名要录〉研究》（台湾中

国文化大学硕士论文，指导教授郑阿财，1994 年 6 月发表，未见正式出版）是研究斯

388 号字样书的两部专著，蔡书后出转精，所论更为全面系统。蔡书分研究篇与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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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研究篇凡六章，目录如下：第一章绪论，简述字样学著作产生的背景及本书的写

作意图；第二章《正名要录》概述；第三章《正名要录》之体例；第四章《正名要录》

与其它唐代字样书；第五章《正名要录》之传承与开创；第六章《正名要录》之特色

及价值。笺证篇以《正名要录》中之难解字为主要对象，所考尚称允洽。郑阿财《敦

煌写本与中国中古文字学——〈正名要录〉考探》（《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纪念

高明先生八秩晋六冥诞》，台湾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所 1994）、李景远《对敦煌写卷

S388 的考察》（《中国语文论集》第十一集，韩国釜山庆南中国语文学会 1996）也对

该书进行了评介。 

③《时要字样》。凡存三个写卷，即斯 6208、斯 5731、斯 6117 号。斯 6208 号

有两部分，前一部分为分类抄录事物名称的字书残页，后一部分即本书残片，首行题

“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行正俗释下卷第□(三)”，所存皆去声字。斯 5731 号残

卷首为去声字，与斯 6208 号相衔接，周祖谟以为系同一抄卷断裂为二，极是。斯 5731

号凡存三十九行，后二十五行为入声字，入声字前题“时要字样卷下第四”。周祖谟

据此推断全书当为两卷，上卷为平声字和上声字，平声为卷上第一，上声为卷上第二；

下卷则为去声字和入声字，去声为卷下第三，入声为卷下第四；所谓“时要字样”和

“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行正俗释”实系同书异名。这是一种分别同音异义字的

字书。如：“逸放佚乐溢满，三。”这是指“逸”是放逸之“逸”，“佚”是佚乐之“佚”，

“溢”是满溢之“溢”。被注字与注字连读，便是被注字的意义。最后的“三”是表

示该组同音字的字数是三个。日本学者西原一幸有《敦煌出土〈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取

其时要并引正俗释〉残卷についこ》（金城学院大学论集国文学编第 28 号，1985），

可以参看。 

④《千字文》。敦煌文献中有《千字文》的抄本很多。周丕显《敦煌本〈千字文〉

考》（《敦煌文献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5）对此进行了全面的搜稽考讨。周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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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敦煌文献中包括真书、篆书、草书、注本、汉藏对照本和习字本《千字文》达三

十四卷之多（周氏的统计仅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载，事实上，敦煌文献中的《千

字文》写本至少有五十余件之多）。周氏在逐卷介绍敦煌本《千字文》及历代著录情

况的基础上，对《千字文》的作者和千字来源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千字文》（包

括敦煌抄本）系后梁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奉梁武帝之命集王羲之所书千字，按韵编成。 

如前所说，敦煌写卷中有大量异体俗字，给敦煌文献的整理带来很大的困难，从

而也推动了俗字研究的开展。1949 年，唐兰在《中国文字学》(开明书店 1949)中强

调近代文字的研究。他说：“别字问题，唐人所厘定的字样，唐以后的简体字，刻板

流行以后的印刷体，都属于近代文字学的范围。西陲所出木简残牍，敦煌石室所出古

写本经籍文书，也都是极重要的材料。”1959 年，蒋礼鸿发表《中国俗文字学研究导

言》一文(《杭州大学学报》1959 年《中国语文专号》)，该文以敦煌写本俗字为基本

材料，对俗字与正字的关系、俗字研究的现状和俗字研究的意义、以及俗字研究的步

骤和方法等都作了独到的分析和阐述。这是汉语俗字研究方面的一篇具有导夫先路意

义的重要论文。可惜限于当时的整个学术环境，这方面的研究幷没有积极开展起来。

1978 年，台湾学者潘重规偕弟子王三庆、曾荣汾、郑阿财等十余人编辑出版了《敦煌

俗字谱》(台湾石门图书公司 1978 年版)。潘氏在序文中指出：“敦煌写本，字体殽乱，

正俗纠纷，斯谱之作，所以为敦煌写本导夫先路也。……凡欲研究某一时代之作品，

必须通晓某一时代之文字；欲通晓某一时代之文字，必须通晓某一时代书写文字之惯

例。吾人苟不研究敦煌之俗字，即难望通晓敦煌之作品。此俗字谱之作所以不容或缓

也。”该谱取材于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卷子和日本神田喜一郎编的《敦煌秘籍

留真新编》，包括敦煌写卷 178 种。该书收录了大量唐五代时期流行的俗字异体，对

古籍整理尤其是敦煌写本的整理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但取材过于狭窄，难以代表敦

煌文献俗字的全貌；加上缺乏简择，印刷不清，影响了实际使用效果。稍后金荣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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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编制了《敦煌俗字索引》(台湾石门图书公司 1980)，查检较原书便捷。除《敦煌

俗字谱》外，潘氏还发表了《敦煌卷子俗写文字与俗文学之研究》(《孔孟月刊》1980.7)、

《用敦煌俗写文字校释文心雕龙刊本中残存俗字考》(《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

文集》，台湾汉学研究中心 1991)、《敦煌卷子俗写文字之研究》(《敦煌学》17 辑)等

一系列论文，就敦煌俗字研究的意义、方法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八十年代后期，郭在贻和他的学生张涌泉合作，以敦煌俗字研究为中心，先后发

表了《俗字研究与古籍整理》(《古籍整理与研究》5 辑，中华 1990)、《俗字研究与

俗文学作品的校读》(《近代汉语研究》,商务 1992)等论文。后来张涌泉又发表了《敦

煌写卷俗字的类型及其考辨方法》(《九州学刊》4卷 4 期，1992)、《敦煌文书类化字

研究》(《敦煌研究》1995.3)、《试论汉语俗字研究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1996.2)、

《大型字典编纂中与俗字相关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97.4)、《敦煌文献

校读释例》(《文史》41 辑)等二十多篇论文。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张涌泉又先后推

出《汉语俗字研究》(岳麓书社 1995)、《敦煌俗字研究导论》(台湾新文丰 1996) 《敦

煌俗字研究》(上海教育 1996)三部专著。《敦煌俗字研究》的下编《敦煌俗字汇考》

把见于敦煌辞书中的俗字和敦煌写本中可以用作偏旁的俗体汇为一编，“每个俗字下

酌加考证，其中包括书证、例证、按语等项。按语中既有字形的辨析，又有其它传世

古籍的旁证，上串下联，力图勾勒出每个俗字异体的来龙去脉”，对古籍整理尤其是

敦煌文献的整理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除了上述论著之外，近一个时期以来还发表了一些与敦煌俗字研究有关的论文，

如施安昌的《敦煌写经断代发凡－－兼谈递变字群规律》(《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4)、

《论汉字演变的分期－－兼谈敦煌古韵书的书写时间》(《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2)、

《敦煌写经递变字群及其命名》(《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4)，孙启治的《唐写本俗

别字变化类型举例》（《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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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爱英的《敦煌遗书中俗体字的诸种类型》(《敦煌研究》1992.3)，郑阿财的《敦煌

文献与唐代字样学》（第六届中国文字学全国学术研讨会，1995），郝茂的《论敦煌写

本中的俗字》（《新疆师大学报》1996.1，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分册 1996.8）

等。另外，蒋冀骋的《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湖南教育 1993）、（《近代汉语纲要》，湖

南教育 1997）也用一定的篇幅讨论过敦煌俗字问题，可以参看。 

四、语法    汉语学界通常把古汉语分成上古、中古、近代三大块，敦煌俗文

学作品上承中古，下开近代，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近些年来，汉语学界以敦

煌变文为中心，对近代汉语的语法进行了认真的探讨。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赵金铭的

《敦煌变文中所见的“了”和“着”》（《中国语文》1979.1）、梅祖麟的《敦煌变文里

的“熠没”和“举”字》（《中国语文》1983.1）、曹广顺的《敦煌变文的双音节副词》

（《语言学论丛》第 12 辑，商务 1984）、江蓝生的《概数词“来”的历史考察》（《中

国语文》1984.2）、刘子瑜的《敦煌变文中的选择疑问句式》（《古汉语研究》1994.4）

等。特别是吴福祥的专著《敦煌变文语法研究》（岳麓书社 1996）以敦煌变文为主要

资料，对晚唐五代的语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受到了国内外汉学界的好评。此外，

吕叔湘等《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 1985）、冯春田《近代汉语语法问题研究》

（山东教育 1991）、刘坚、江蓝生等《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语文出版社 1992）、曹广

顺《近代汉语助词》（语文出版社 1995），取材举例也多涉及敦煌俗文学作品，宜当参

看。 

除了以上四个方面以外，敦煌文献中还有若干藏文、西夏文、吐火罗文等民族语

文资料，这方面的研究也很有成绩，限于学识，这里只能藏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