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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运富的文字学专著《汉字学新论》，在继承传统汉字理论的基础上，提出

了不少新论，在学界颇得好评。但在编校方面存在失当之处，主要包括：语法错

误、用词错误、用字错误，以及编排体例不统一。在此逐一进行分析，并提出修

改建议，以期对这部影响较大的学术著作有所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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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新安：《汉字学新论》中的编校错误例析

　　《汉字学新论》［１］是当代著名学者李运富

先生的一部文字学专著，也是国家社科基金后

期资助项目成果之一。该书在继承传统汉字理

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新论，在学界颇得好

评，有学者称其“观点新颖、见解独到”，“打破

了传统文字学从‘形、音、义’三个角度来研究

汉字的方法，建立起了全新的‘形体、结构、职

能’三维度汉字研究系统，并以该系统为基础

对汉字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颇

有见地”［２］。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了“李运富先

生将汉字的构形模式划分为２０种，种类较多，

稍嫌繁琐，初学者在掌握和使用时不甚容

易”［３］的些微缺憾。笔者与学界同仁一样，对

《汉字学新论》一书有所关注，反复研读，发现

此书在编校方面尚存在一些失当之处。笔者不

敢藏拙，谨将个人所感所得逐一陈述，以期对

《汉字学新论》的编校有所补益。

　　一、语法错误

　　［错例］从目前考察的岩画内容看，既有游

牧文化的东西，也有农业文明的东西，这样特殊

的地理位置，产生人类智慧的火花，孕育一种文

字符号的产生是可能的。（出自《汉字学新论》

第２３页，简记为ｐ２３。以下均简记）

［评说］“孕育”与“产生”语义重复，“的产

生”三个字可删除，即把“孕育一种文字符号的

产生是可能的”改为“孕育一种文字符号是可

能的”。

［错例］时代稍微晚一点的安徽蚌埠双墩

文化遗址（距今７３００年左右），发现更多的刻

画符号，约计６００多个。（ｐ２６）

［评说］“约”与“多个”均表约数，不可同时

使用，可把“约计６００多个”改为“约计６００个”

或“计６００多个”。《汉字学新论》存在的此类

错误还有：“据统计，自清末至今，已经发现

７００００多片有字甲骨，共计单字４０００多个，已

经识别出的文字大概有１０００多个。”（ｐ６４）“大

概”与“多”并用有误，可删除其中一个。又如：

“马家窑文化遗址距今 ４０００年左右，２０世纪

３０—７０年代陆续发掘，主要见于青海东部柳湾

马厂和甘肃半山两处遗址，用颜料描画绘写在

干透后的陶器下腹部，也是每器一符，位置固

定，有的符号反复出现，归纳共约 １４０余种。”

（ｐ６９）“约”与“余”不能并用，根据实际情况可

删除“约”字或“余”字。

［错例］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缺，后来

递经补充，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ｐ９０）

［评说］“多所残缺”有语法错误。“所”字

结构属名词性词组，“所”字后常跟及物动词，

而“残缺”为非及物动词，故可把“多所残缺”改

为“多有残缺”。

［错例］其后刘鹗又继续搜求，前后共收得

甲骨５０００余片，经过初步整理，于１９０３年９月

出版了以拓片为主的《铁云藏龟》一书，首次将

私人所藏的甲骨公诸于世。（ｐ９７）

［评说］“公诸于世”有语法错误。“诸”为

合音字，相当于“之于”，其后不该再用“于”字，

故“公诸于世”可改为“公之于世”。

［错例］（７）科技书籍。大体有两大类：一

类是医学，一类是日历。都是人们几乎每天需

要用到的东西，所以，在敦煌卷子里占有比较重

要的位置。（ｐ９０）

［评说］对书籍的分类不应是“医学”，“医

学”当改为“医书”。此外，“东西”后当为句号。

［错例］为了克服汉字表达职能的退化，提

高汉字认知的效益，人们会有意识地改变某些

字的结构……（ｐ１８９）

［评说］“克服”与“退化”不搭配，“克服汉

字表达职能的退化”可改为“克服汉字表达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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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退化的缺点”。

　　二、用词错误与表达不严谨

　　［错例］关于汉字的起源，学术界有对中国

古代文献种种传说的继承与批判，有对地下出

土的远古岩画和各种器物上的符号的种种推

测，有对世界其他文字产生发展的种种理论的

引进，各取所需，互相攻讦，争议不断，使这个源

远流长的问题目前还难以论定。（ｐ１８）

［评说］首先，“地下出土的”可以作为“各

种器物”的定语，但充当“远古岩画”的定语则

不妥，可把“对地下出土的远古岩画和各种器

物上的符号”的语序改为“对远古岩画和地下

出土的各种器物上的符号”。其次，该句中的

“攻讦”一词系误用。《现代汉语词典》释：“攻

讦：揭发别人的过失或阴私而加以攻击（多指

因个人或派系利害矛盾）。”［４］“讦”字的贬义色

彩非常明显，如《论语·阳货》写道：“恶不孙以

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５］因此，用“攻讦”一

词形容百家争鸣式的学术讨论，其传递的情感

态度是不当的。

［错例］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对

汉字性质的看法可以概括为：汉字是用表意构

件兼及示音和记号构件组构单字以记录汉语语

素和音节的平面方块型符号系统。（ｐ１７）

［评说］此句表达不够简洁明了，其中“汉

字是用……组构单字……符号系统”读来殊为

拗口。作为书中重新给出的重要定义，措辞理

应通畅一些。该句可改为：汉字系统是用表意

构件兼及示音和记号构件组构单字，以记录汉

语语素和音节的平面方块型符号体系。

［错例］帛书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

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学等各方面，有重要学

术价值，又可作为校勘传世古籍的依据。

（ｐ８７）

［评说］“等”表示列举未尽，一般用于列举

煞尾，而此句已列举完毕，其后不必再加“等各

方面”。

［错例］有人看不到这种系统性，认为现代

汉字的形声字系统已经完全崩溃，现代汉字已

成为一堆无理据可言的符号，这种观点恐怕也

失之偏颇。（ｐ１８６）

［评说］“也”字一般表示同样、并行之义，

用在否定句里表示语气的加强。而本句并没有

列举并列的事项，属于表义委婉的肯定句，因此

“也”字没有使用的必要，可删去。

［错例］至于后来的汉字以原有的汉字为

基础构形，那已是发展过程中的源流问题，不属

于起源范围了。（ｐ４０）

［评说］此句将“源流”与“起源”并列使用

不妥，因为“源流”是兼表“源”与“流”的。

［错例］陈梦家在１９４３年写的《中国文字

学》里，关于文字和图画的区别有比较系统的

论述，今引列于下，以供参证……（ｐ４２）

［评说］“列”字在举例时往往表示罗列，即

把多个例子列在一起。《汉字学新论》只是大

篇幅引述了陈梦家《中国文字学》一书一处的

５００余字，用“引列”不妥，不如改为“引述”。

［错例］那么，最初的文字，或者说记录文

献时可供被借的那些字，是如何产生的？什么

时候产生的？这也是“汉字起源”的问题，而且

是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ｐ４９）

［评说］“首要”一词用在这里不妥。此句

关涉作者与裘锡圭先生关于“汉字起源”问题

的不同看法，作者认为裘锡圭先生的看法体现

了一种谨慎的态度，“但应该不是完整的‘汉字

起源’理论”（ｐ４９）。既然尚存在学术分歧，便

不应把他人有所忽略的问题称为“首要问题”。

因此，在语言表达上，“首要”不如“重要”准确。

［错例］着眼于文字的书写风格，也可以分

·６４·



郑新安：《汉字学新论》中的编校错误例析

为小篆文字材料，隶书文字材料，楷书文字材料

等。（ｐ５０）

［评说］将中国文字的变体视为“书写风

格”之变不妥。众所周知，小篆与隶书、楷书之

间，在象形性、结构繁简等方面差异很大，隶书

更被称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因此，不宜简

单地将其表达为“着眼于文字的书写风格”。

［错例］正如幼儿学字得一个一个地学，而

且这些逐个习得的字大都具有意义上的类聚关

系，却不会一开始就组合为句子。

类似的，汉字的产生也得一个一个地造，而

且造字者并非一时一地一人，所以不可能一开

始就针对某个词组或某个句子里的所有词来造

字。（ｐ２２）

［评说］这两句话中“一个”前的“得”字多

用于口语，不太适合用于学术著作，不如将之改

为“需要”。

［错例］汉字的字际关系虽然也可以像传统

那样各说各的，互不相干；但传统的每说都只确定

一种关系，相互之间由于角度不同、标准不同而难

以沟通，毕竟不太符合系统性的要求。（ｐ２２４）

［评说］“每说”应是“每一种说法”的省略

表达，在学术著作中这样表述让人感到太随意，

不严谨。

　　三、用字错误与编排体例不统一

　　［错例］“醋”产生于汉代，本来是想分化

“酢”的“酬报”义职能，但没有成功，转而表达

“酸桨”义，而“酢”的“酸桨”义也没有消失。直

到现代，“酢”（专表“酬报”义）“醋”（专表“酸

桨”义）的职能分工才算明确。（ｐ２２０）

［评说］“桨”“浆”含义迥异，书中三次出现

的“酸桨”，均应改为“酸浆”。

［错例］《素问·生气通天论》：“高梁之变，

足生大丁，受如持虚。”（ｐ２４１）

［评说］“梁”当作“粱”，前者为“桥梁”之

“梁”，后者为“稻粱”之“粱”，不应错引。

［错例］毛泽东的诗词《送瘟神》“千村薜荔

人遗矢，万户萧肃鬼唱歌”也还保留这种用法。

（ｐ２０７）

［评说］“萧肃”当作“萧疏”，与原作不符，

系作者引用时自己犯的错误。

［错例］这两个“食”是供养、喂养的意思，

后来增加声旁“司”分化出“饲”字专门表示此

义，“饲”的对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动物，近代

以来则一般只用于动物。（ｐ２１８）

［评说］“饲”字特别地使用了繁体书写形

式，在简体字中间使用繁体字，字体使用的体例

不统一。书中此类不当又如其引《说文解字》：

“所以饰县锺鼓。捷业如锯齿，以白画之……”

（ｐ１７０）引文只有“锺”字为繁体字，其他字则均

为简体字。

［错例］乙本木简３７枚，每枚长５０．０５厘

米、宽０．５厘米，内容仅《服传》１篇。丙本竹简

３４枝，每枚长５６．５厘米、宽０．９厘米，内容仅

《丧服》一篇。（ｐ８３）

［评说］阿拉伯数字与汉语数字的使用不

够统一，特别是在上下句相似的表达“内容仅

《服传》１篇”“内容仅《丧服》一篇”中，前者用

“１”，后者用“一”，给人以不严谨的感觉。书中

使用数字体例混乱的类似情况较多，如：

１９６５年，在新疆吐鲁番一座佛塔遗址中，

又发现一份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内容是

《孙权传》，存４０行，五百多字。（ｐ８８）

实际应有独体字３种，合体字１５种，还有

一种特殊的变异独体字，一种多功能合成（包

括兼功能构件）的合体字，共２０种。（ｐ１４６）

《汉字学新论》类似体例不够统一者，又如

在第１３４—１３６页中，作者按殷商→西周→战国

→西汉→东汉的顺序排列了一些字形，其体例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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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是仅列本字，但最后一个“升”字，则突然

组词写作了“升斗”，确实有些自乱其例。

此外，《汉字学新论》在编校的其他方面让

人稍感不足的还有：有的文字图片如 “图３．３７

秦封宗邑瓦书”（ｐ７３），图片中的字迹十分模

糊，让人难以分辨；在第三章第五节介绍三国简

时，作者认为简牍字体当中“还有一些优美的

草书，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究竟有

什么样的书法价值呢？作者语焉不详，并且没

有附任何图片，给人意犹未尽之感。

综上所述，《汉字学新论》在语法、用词、用

字与编排体例等编校方面存在不少失当之处，

这与其在当代重要的学术地位颇不相符。“智

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以上

所列亦仅为一得之愚，谨备摭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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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４３页）

　　四、结语

　　ＷＴＡ巡回赛郑州站的举办蕴含着巨大商

机，利用好这一平台能够为河南省体育产业、多

元化相关产业的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带来深远

的积极的影响。本文仅就 ＷＴＡ赛事对河南省

体育产业和多元化相关产业的积极影响进行了

初步的分析研究，关于如何通过ＷＴＡ这一重要

国际赛事平台，推动河南省精神文明建设，推动

更多的产业融合与优化发展等问题，还需要有

关方面认真思考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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