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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音韵分典》PDF电子书全6巨册，由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出版。为《中华大典》丛书之一。UVW万圣书城

 《语言文字典》为传统语言文字学类书，系统收录传统语言文字学数据，断限至于清末。全典设《文字分典》、《音韵分典》、《训诂分典》，全面疏理并条括了清以来中国传统语言学最珍贵的资料。其语法修辞则入之《训诂分典》。

《文字分典》之主要内容，为文字学理论，古文字如甲骨文金文，传统所谓古、籀、篆文、古玺印文，《说文解字》，其它字书字典，凡为四总部。清代以前小学中所含之书法字势之作，依现代学科当入艺术之类，故其资料不在本典收录之列。《音韵分典》之主要内容，为音韵学理论，历代音韵现象之说明及考证，典籍音注，韵书韵图，俗言方音，凡为六总部。《训诂分典》之主要内容，为训诂理论，《尔雅》群雅，方言辞书，经籍注疏，语法修辞，凡为五总部。UVW万圣书城

《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音韵分典》书目：

音韵分典 第1册

音韵分典 第2册

音韵分典 第3册

音韵分典 第4册

音韵分典 第5册

音韵分典 第6册UVW万圣书城

UVW万圣书城

UVW万圣书城

UVW万圣书城

 UVW万圣书城

 UVW万圣书城

 UVW万圣书城



《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音韵分典》出版说明：UVW万圣书城

漢語、漢字既是漢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漢文化最爲重要的載體。以漢語、漢字爲研究對象的漢語言文字學，在數千年發展演變的歷史長河中，爲我們留下了極其豐碩的成果，這是一份珍貴的文化遗産。由於學科理論、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以至學科對象的變化，漢語言文字學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各具特點，互有異同。爲了與現代語言文宁學相區隔，學界将淸末以前的漢語言文字學稱爲傳統語言文字學。《中華大典•語言文字典》是按現代學科分類對傳統語言文字學資料博采約取之後所作的分類匯編。

傳統語言文字學在古代被稱爲小學。小學原是與大學相對的概念，意指初等學校，其學習科R爲禮、樂、射、馭、書六移。随著語言文字的發展和文獻的積累，六藝中的r軎」即識字，就越來越顯得璽要，以致從漢代起就以識字正字之咨爲小學之書。東漢初，班同删取西漢劉歆《七略》而述爲《漢害.藝文志》，其小學類皆爲童蒙識字課本，故王充《論衡.別通篇》説「《倉頡》之章，小學之書」。其後語言文字著作日益豐富，小學所指範圍也日漸擴大。《隋書•經籍志一》小學類所著録的，除識字課本外，還有字軎字典、咨髄咨法、咅韻、俗語、鮮卑語、石經等箸作。五代劉昀據唐毋獎<古今害録》撰成《舊赓書.經籍志》，其小學類，第一次將《爾雅》、《廣雅》、《方言》、《釋名》等歸入其中，即加人了訓詁方面的著作。到了宋代，歐陽修撰《崇文總R敘釋》，則以《爾雅》等列爲訓詁之學，《三蒼»、《説文》等列爲偏旁之學，注音反切等列爲音韻之學，篆隸古文列爲字#之學，傳統語言文字學的學科體系初步確定下來。清代《四庳全書總n》經部小學類合并宋人偏旁之學、字辫之學爲字書之屬，冉加上音韻之屬、訓詁之屬，傳統學科體系自此成爲定制。一九〇六年，章太炎著《論語言文字之學》一文， 分析了小學/|-:_學系列屮的地位、作用及走向，根據當時已流行的阈文、中文、語文、語肓文字諸説，提出以語言文卞學荇代小學，以規範學科名稱的主張，獲得學界公認。這標志著傳統小學向近現代漢語言文字學轉型的開始。從此，漢語言文字學學人便在新的歷史環境中，在傅統語VC文字學深厚基礎-J，吸收東漸的叫學现論，結合漢語、漢字讶際，將語言文卞學科逐步推向现代化。UVW万圣书城

漢語言文字，既是人際交往的媒介，又是文獻記録的工具。但語言文字本身變動不居，以致言存雅俗、方通之別，字有古今、南北之殊，通曉不易。於是，周宣王太史籀制《史籀篇》，爲識字正字之始。春秋戰國時，在《左傳》、《論語》、《孟子》和諸子著作中已出現對字形字義的解釋，爲析形辨義之始。《墨子》、《公孫龍+》、《荀子》辯論名實，爲理論研究之始。始創于先秦、終定T漢初的《爾雅》，爲辭書編纂和系統訓釋詞語之始。故先秦爲傳統語3-文字學萌芽時期。UVW万圣书城

戰國時，各國文字互有歧異。秦滅六_，天下爲一，文字亦歸於一統。漢承秦制，人文勃發，儒學復興，傳統語魟文字學遂得以滋生漫衍，派别枝分。漢及漢以後的傳統語言文字學，承傳周秦，而不斷發展，積累厚重。UVW万圣书城

漢許慎依據周秦《史籀》、《蒼頡》諸篇，廣收古文籀篆各體，博采通人衆説，撰爲《説文解字》，明六書，考形體，定音義， 探字源，正訛誤，於是有《説文》之學。魏晉以後，學者依《説文》部居類字之法，網羅衆字，辨正形音，歸納義項，復引文獻用例加以證明，《字林》、《玉篇》一類通釋羣書文字的字書不斷出現；此類字書根據需要，或增加字數，或變史部居，或改變川途，於是有字書字典之學。宋人喜好古代鐘鼎彝器、封泥璽印、瓦當陶磚、簡牘、石刻'貨幣諸文字，詳加搜討，廣爲刊佈， 並考其字形，别其音義，於是有金石文字之學。清末出土甲骨卜辭，於是乂冇甲骨文之學，金石文字得以擴充其範闹。在h 述各專題的研究中，諸如漢字起源、漢字功用、漢字結構方式、漢字形音義關係、漢字字義生成發展、漢字形體演變等理論問題的研究也呈現出百家爭嗚的態勢。UVW万圣书城

音韻學源於先秦聲訓以及漢代學者之解經説字。先秦文獻中每多聲訓，表明當時學者已知某些字之間含有音義的聯係。漢代學者繼承和發展了先秦學人對文字音義關係的認識，説字多言讀R、讀若、讀如、讀與某同等，漢代産生了長言、短言、内言、外言、急氣、緵氣、舌頭、舌腹、横口、跛口一類描寫分析音讀的術語•，至漢末，更發明反切，於是冇辨音注音之學。三國魏李登作《聲類》，晉吕靜作《韻集》，於是有以韻害歸韻正音之學。六朝學者擬讀占音爲叶音，宋吳M等人進一步發展叶音説。明陳第、清顧炎武等/+:批評叶音説的基礎上，明確提出T語咅發展時空觀，對古音詳加考核，於是存~音之學。六朝周顒、沈約諸人闡明四臀，使學者對漢語聲韻調的認識H臻完善，運用史加，3;覺，於是冇锊律之學。隋陸法」In作《切頷》，樹人以爲便，修訂遵行，傅於後ltt，於是有《切鮪》之學。赓人應制作詩有其定式，宋代又依唐韻而頒行檐部韻，以規範科舉詩賦，於是有詩韻之學。唐宋學者歸納聲紐爲字岵，據反叻以考锊音關係，而韻分四等，語音分析細緻人微，於是冇等韻之學。一儿周德清依時茳撰爲《屮原音韻»，以便當時審音與劇本創作，於是存音韻及近代時咅之學。UVW万圣书城

訓詁，濫觴於春秋戦国学者對語义的辨析和對概念的界説，而奠堪於《爾雅》。此後多并《爾雅>的續作、仿作與解詖， 於是冇雅書之學。《詩》、《書〉>、《禮》、《樂K./11,:!仲

尼，其赍句的發明则始终。随後，對义獻的傳、説、解等相繼而现及漢魏，多随文訓詁，至於六朝，義疏大行，牖導唐宋正義，於是有笮書注釋之孕。漢楊雄撰《方言》，服虔著《通俗文》，此後 或注或芩，或新紧續編，於是行;/言俗語之學。存秋以來，庠者筏也、政者正也、助荇餅也等锊訓，常兑於典锘，故訓锊昔扣 爲衣衷，漢劉熙因之制《釋名»，三國韋昭繼而辨析之，於足夼語源之學。孔子云修K辭，立11-誠，漢妍注疏和歷代詩詁，多上|| 互辭互明、對文散文、錯綜比喻，於是有修辭之學。只周代敢视離經辨志，句讀渐興；《公羊》、<毅梁》釋m石、鹋飛，語序 初明•，毛氏傅《詩經》，服虔注《左傅》，辭'詞並川，虚詞奋釋•，宋人分虚實、動靜，詞類粗分•，速及清未，两學東漸，馬建 忠仿拉r語法Ifli成《馬氏文通》，系統的文H語法學由此誔生。UVW万圣书城

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在兩千多年的經典解説與研究屮形成，發展，完善。一一.齐彼此相對獨立，乂相丌爲川，相關著述 極大豐富了傳統語言文字學的學科内涵。

傅統語言文字學知識是打開A代典籍奧秘的鑰匙。通過夂代典籍研究中華學術义化，必須從*代語肓文字入手。因此，歷代办违樹的學荇無不精通語肓文字學，無不視語言文字學爲傅統學術的根堪和人門管鍵。UVW万圣书城

傳統語言文字學是傅統學術的裉礎學科和T.具學科，對其他學科來説也具杏引領的作川。比如是因爲齊梁問學荠 揭示了漢語的聲調，文學理論研究中的聲律論，文學創作中近體詩的格律，才賴以進一步形成規範。又比如清末以來考古 學家利用傳統語」一一C文字學的研究成果考釋古文字和/音义獻，從而發現T新史料，填補了古史研究的空前，帶動了新史學的繁榮。還比如北魏贾思勰作《齊民要術》，宋李誠撰<罃造法式>，明李畤珍舞《本草網R》，無不借里語文宁學以正名辨物，考鏡原流，給古代農學、建築學、醫藥學增添了異彩。至於學者個人，憑藉扎實的語言文字學基礎進入其他領域，並成名 家巨擘者，更不勝枚舉，尤以語言文?-學發達的漢代、宋代、清代爲甚。UVW万圣书城

傅統語言文字學儘管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例如學科體系構建研究不足，厚古薄今，考證煩瑣等等，但這不影褰它在我 國文化史、學術史中的重要地位。總體Irll論，俜統語言文字學h有其理論基礎，獨特的研究;/法，可观的學術傅統，豐厚的研究成果，故能在學林中獨樹一幟，長盛不袞。傳統語言文字學言必苟據、無徵不信、孤證不立的學術規範，以及不蹈襲、重 創新、不拘門户的治學桁神，在今天看來更顯得珍貴。UVW万圣书城

就漢語肓文字學的整個發展歴史而言，傳統語言文字學乂是現代漢語肓文字學的基礎與淵源。凡一，傳統語言文字學的學科類別爲現代語言文字學所接續，孕f 了現代語言文字學某些新的分支學科，並促其壯大IflJ獨立。比如漢語詞读亨的

建立，雖或吸收一：學理念，但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託於傳統訓詁學。其二，傳統語言文字學在研究方法h爲現代語言文字學 提供了經驗。具體而言，如傳統文字學之形音義互求並與語境相結合的釋字方法，音韻學之考求古音、系聯反切的方法，訓 詁學之因聲求義、觀文爲説的方法，以及語法、方言研究與文獻相證實的方法等，至今不廢。其三，傳統語言义字學豐碩的 研究成果爲現代語言文字學所參考利州。尤其是漢代、宋代和淸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多有成爲定論杏，是現代語言文字學 相關研究的依據；其未成定論者，亦多有啟發意義。讳四，傳統語」一n文字學豐富的資料迫存，是現代語肓文字學的大資源，爲其提供養分與支撑。今纂《語言文字典》，展現傅統語言文字學的發展成就及相關文化史史實，IU足爲現代的語言义 字學研究提供資料與借鑒。UVW万圣书城

《語文字典》下設《文字分典》、《音韻分典》、《訓詁分典》，分别系統地收録淸以前傳統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資料。 在編纂過程中，我們努力在遵守《中華大典》總的體例的前提下，形成如下特色。

一、 既堅持按現代新學科體系分類，又照顧到傳統學科結構的實際，使分類合理。如甲金文字，清以前屬金石學範圍， 故《文字分典》中不得不列入金石文字總部，與石刻、陶磚、慰印、貨幣等文字並列•，語法修辭，傅統上作爲訓詁内容與手 段，從屬於訓詁學，故《訓詁分典》將之納人。

二、 兼顧宏觀與微觀，力求反映學術史脈絡。比如《-sy.H韻分典》的《宄秦闷漢荇總部》，就系統反映r叶咅説的形成與 發嵌，明清之間在批評叶音説的基礎k誕生了古音學，並進一步走向成熟與繁榮。

三、 博采約取，資料力求豐富、可靠。每倘分典，取材遍四部，收害逾二千。所采資料，内涵上同異互見，以顯示學術的 繼承與發展；論述k取其精純，以避免論題的枝蔓和冗煩.，字面上，務去重複，以杜絶文字的輾轉傳抄稗販。每條資料 務求寧確，且詳明出處，以利於讀者使用和覆核。

十餘年來，在《中華大典》工委和湖北省《語言文字典》領導小組的關懷指導下，在武漢大學、華中師範大學、湖北大學 三校的大力支持卩，《語言文字典》全體編纂人員同inJ!:-,**r-，堅持不懈，此書終於問世。在此書編纂過程中，我們得到了許多 N行專家的支持、鼓勵和指導，在此謹衣謝意。由于我們學識有限，見聞不廣，經驗不足，也限於條件，此書的缺失、訛誤在 所難免，懇諸方家、讚者指正。UVW万圣书城

《中華大典》是運用我國歷代漢文古籍編纂的一部大型工具書。其是爲學術界及願意瞭解中國古代珍贵文化典籍的人十提供準確詳實、便於檢索的漢文古籍分類資料。UVW万圣书城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幾T年來纂寫和聚集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我國歷代都W編纂類書的優良傳統。具有代表性的《永樂大典》等大多已佚失，現存《古今圖書集成》編就距今也已數'〇年。爲了適應今天和以後研究和檢索的需要， 一九八八年海内外三百多位專家學者和各古籍出版社同仁倡議，在已有類書的基礎上，用現代科學方法編纂一部新的類書《中華大典》。UVW万圣书城

國務院在關於編纂《中華大典》問題的批覆中指出，編纂《中華大典》r是我國建國以來最大的一項文化出版工程」。本書所收漢文古籍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約三萬種，達L億多字，分爲二十四個典，近.&個分典，内容廣博，規模宏大，前所未有。UVW万圣书城

《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堅持科學態度和百花齊放、百家爭嗚方針。儘量採用古精校精刻本，優先采用我國建國後文獻學和考古學的優秀成果。對傳統文化中重要的不同學派的資料，兼收並蓄。運用現代圖書分類的方法，對收集到的資料， 精選、精编、力求便於檢索、準確可信。 UVW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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