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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宗福邦 、陈世铙 、萧海波三位教授主编的《故训汇纂》的出版 ,为学者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最

需要的工具书。

学术研究必须考镜学术源流 ,广泛阅读文献 ,穷尽古今中外相关的论文专著 ,对于一个课题最早如

何产生 ,后来如何发展;一种理论最早如何形成 ,后来如何演变;一条材料最早由谁征引 ,后来如何考订;

一个观点最早由谁提出 ,后来如何修正;一套方法最早由谁发明 ,后来如何完善;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

的 ,都要烂熟于心 ,然后才能从前人工作的不足和错误中抽取自己的课题 ,并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 ,搜

集 、整理 、分析资料 ,得出科学结论 ,创造新的知识 ,完成研究工作 。资料搜集的广度和深度 ,保证了学术

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不充分占有资料 ,就会流于无根的游谈 ,或者陷于无谓的重复劳动。

跟自然科学相比 ,人文科学的显著特点是知识老化缓慢 ,文献积累丰厚 ,回溯性文献检索和使用是

学术研究的基础 ,在研究的整个过程中 ,自始至终都是重头。文献通过语言文字记录知识 ,而反映语言

文字信息的资料分布在一切文献之中 ,从千年累积 、浩如烟海 、性质复杂 、形态各异的经史子集各种古籍

中检索文献 、搜集语料 ,这样的工作要占到整个研究过程的 2/3甚或 3/4 ,劳动的繁重艰苦可想而知。

因此 ,《故训汇纂》汇聚古训于一帙 ,“检一字而诸训皆存 ,寻一训而原书可识”(王引之《经籍 诂序》),正

是文史工作者从事学术研究最需要的工具书 。

利用《故训汇纂》可以查检古代汉语一个语词的语义 ,但是查检的结果是历代学者对这个语词的训

释的集合 。这些解释不仅数量巨大 ,而且有些意思相同 ,甚至行文措辞也完全一样;有些又看法各异 ,甚

至意见相反 ,面对这种状况 ,一般读者会感到茫然无措 ,无所适从。在这一点上 , 《故训汇纂》显然跟《汉

语大字典》 、《汉语大词典》等辞书很不一样。字典 、词典等语文辞书提供的是语词的义项的集合 ,树形结

构是“语词 ———义项 ———书证” ;《故训汇纂》提供的是语词的训释的集合 ,树形结构是“语词———注项

———书例” 。义项是辞书编者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概括出来的 ,故训是义项的重要来源 ,但义项已

经不是故训的原始形态 ,有的故训已经被辞书编者扬弃 ,而有的义项在故训中没有反映;辞书中的书证 ,

一般只有一两条 ,往往是从故训中选取的时代最早的或者最典型的例证。从集合论的观点看 ,在《故训

汇纂》所征引的古籍资料中 ,注项是故训的一个划分 ,书例是其细分;而义项是注项的交集 ,书证是书例

的子集。从文献学的角度看 , 《故训汇纂》是二次文献 ,将分散在众多一次文献或者原始文献古籍中的语

义信息———故训提取为书例 ,归纳成注项 ,汇聚成帙 ,以供检索;语文辞书是三次文献 ,利用各种二次文献



对故训进行筛选综合 ,归纳成义项 ,浓缩为典 ,以供参考。因此 ,同样是查检语词的语义信息 ,辞书重在参

考性 ,用户获得的是编者概括撰写的释义;而《故训汇纂》提供给用户的是编者汇聚的未经加工的书例。

这种原生状态的资料 ,对于学术研究有着特殊的价值。

《故训汇纂》的前身是《经籍 诂》 。《经籍 诂》在学术史上最大的贡献 ,是创立了故训总纂这样一

种文献体制。在《经籍 诂》之前 ,也有一些汇集故训的著作 ,但是性质跟《经籍 诂》并不相同 。“集解”

“合释”一类著作 ,是专书训释的汇集 , “释文”“音义”一类的著作 ,是某类文献训释的汇集 ,而且这些著作

的纂辑者往往对故训筛选芟荑 ,或者杂以己意 ,未能反映故训的原始面貌 。至于各种类书 ,其中虽然也

有语词训释 ,但内容重在类事采文 ,要从中寻捡故训 ,也并非易事。《经籍 诂》搜辑群书 ,汇聚故训 ,不

加刊改 ,有例即录 ,即使出于同书同卷 ,也不嫌重复 ,并且摘录原书 ,指明出处 ,意在穷尽诂训 ,保存原貌 ,

还原真实语言环境。这种展现故训本来面貌 ,提供语料原始形态的思想 ,可以说是工具书编撰的“绿色

环保”意识 ,是《经籍 诂》学术价值精粹所在 。《经籍 诂》的缺点是 采未及宋代以降 ,钞撮时有讹脱 ,

前者是时代和学术思想使然 ,后者由于创始维艰。虽然不必厚责古人 ,使用时仍然会感觉到种种不便。

《故训汇纂》的编者 ,发扬光大《经籍 诂》的学术精神 ,从零开始 ,重起炉灶 ,制定科学体例 ,艰苦工

作 18载 ,终成鸿篇巨制 ,使学者可以极其方便而迅速地寻检到完备而可靠的资料 ,嘉惠士林 ,功德无量。

学者掌握了这种原始形态的资料 ,研究才能全面而系统 ,穷源竟委 ,免除挂一漏万之虞。故训不同 ,可以

比较参证 ,从时间先后厘清语义 变轨迹 ,于地域南北辨明方言差异 ,即使是相同的故训 ,也可据使用频

次分别语义的常用或罕见 ,返回原书研究语境和语义的关系 ,从时代长短观察语义的存废兴替 ,从比较

中考订故训的正误。“重见者虽数十见 ,皆采以证字有定诂 ,义有同训”(《经籍 诂·凡例》),这在学术研

究中是有价值的 。保持故训的原始性 ,是《故训汇纂》的最大特点 。

从表面看 , 《故训汇纂》似乎只是对故训抄撮编录 ,但如果注意到全书注项的编次结构 ,就会了解

《故训汇纂》具有很高的学术性 。

《经籍 诂》对注项的排次 ,“以本义前列 ,其引申之义展转相训者次之 ,名物象数又次之”(《经籍

诂·凡例》),但是由于当时还缺乏对语义系统的科学认识 ,也缺乏现代辞书编撰的经验 ,古代汉语词汇的

研究成果也积淀不足 ,所以《经籍 诂》注项的排列比较凌杂 ,并没有达到编者的期望。另外 ,汉语词义

的发展往往伴随着语音的分化 ,形成一些字形相同 ,语义相关 ,语音不同但有明确的对应关系的词 ,可以

称为“同形异音同源词” 。但是由于《经籍 诂》按佩文诗韵排列字头 ,这些同形异音同源词就因为读音

不同 ,而被排列在不同的位置 ,难以展示相关注项的语义联系。

《故训汇纂》按单字立目 ,同一字头 ,无论有多少读音 ,都汇聚于同一字目 ,注项再分别按读音排列在

音项下 ,这种以形统音 ,以音领义的体例 ,非常适合展示同形异音同源词。

《故训汇纂》注项的排列按照以类相从的原则 ,“本义在前 ,引申义在后;古义在前 ,后起义在后;实词

义在前 ,虚词义在后;表示通假 、异体或异文的注项列在其他注项之后”(《故训汇纂·凡例》),注项最后还

收录复音词 ,体例显然比《经籍 诂》完善。注项的这种排列范型 ,符合现代语言学对于词义系统的观

察。音项 、注项分别编号 ,每条另行排次 ,比起《经籍 诂》那种双行小字联排的版式 ,显得版面疏朗 ,层

次分明 ,脉络贯通 ,纲举目张 ,更重要的是 , 《故训汇纂》对注项的这种布置 ,充分吸取了现代辞书编纂学

研究的成果 ,其目的是明晰地展现汉字意义的系统性和网络结构 。

《故训汇纂》的编者不仅仅是辞书编写人员 ,更是深有造诣的语言学家 ,在汉语言学研究方面多有论

著 ,创获颇丰。他们在着手编撰《故训汇纂》之前 ,已经完成了《汉语大字典》这样的大型语文工具书 ,积

累了丰富的辞书编撰经验 ,更充分吸取了学术界对汉语历史语义学的研究成果。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

景下 ,编者在《故训汇纂》的编撰过程中才得以穷究故训原貌 ,探求本末沿袭 ,按语义学和词汇史的框架

随类相从 ,使零散的材料各有条理 ,构成有机的整体。“类例分明” ,反映了“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的苦心

孤诣。《故训汇纂》是他们学问 、才识和经验的结晶 ,成为质量非常高的学术精品 。学者查检《故训汇

纂》 ,获得的众多注项 ,形式上是未经加工的原始形态的故训 ,结构组织却呈现出经过深度加工的语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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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富含学术价值的信息 ,

《故训汇纂》字头约有 17 000余条 。我们曾经对先秦全部传世古籍用字进行过字频统计 ,27部古籍

共 1 479 007字 ,字种 8 555种 。8 555种单字中 ,前 6 400个对古籍覆盖率达 99.85%,其他 2 155字都

仅出现 1次 。郭小武在先秦两汉古籍中选取 23 种进行字频统计 ,共有 2 714 387字 ,字种 8 162种 ,前

5 208个覆盖率为 99.891%,另外 2 954种单字仅出现 1次 。按照郭小武的意见 , 6 400或 5 208种单字

大致就是当时汉语的“通用字” 。《故训汇纂》所收 17 000余字 ,包括《尔雅》 、《方言》 、《说文解字》 、《释

名》 、《广雅》的全部列目字(《故训汇纂·凡例》),应该能大致涵盖古代汉语通用字 。因此 ,从单个字头看 ,

《故训汇纂》展示的是古代汉语单个语词的语义系统 ,综合全书观察 , 《故训汇纂》展示的是由古代汉语通

用字构成的基本词汇的语义系统。

综上所述 , 《故训汇纂》是一部面向学术研究的大型故训资料汇编 ,提供完备的基于原始语境的古代

汉语语义 ,展示了古代汉语基本词汇的语义系统。

信息科学的飞跃发展 ,使 21世纪成为从纸质文明跃进到数字化文明的时代 ,是造纸术和印刷术发

明以来另一次媒体革命。计算机技术正在改变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 ,也将改变学术研究的方式 ,新

的文明呼唤新型的文史工具书 。《故训汇纂》应该说是故训总纂在纸质文明时代的最高成就和终结者 ,

此后如果继续工作 ,主要就是刊谬补缺。但是 ,在飞跃发展的数字化文明时代 , 《故训汇纂》还可以脱胎

换骨 ,以新的形态出现。

作为寻检资料的工具书 , 《经籍 诂》的最大缺点 ,就是检索难。检索难的意思 ,一是检字难 ,一是聚

合难 。

梅膺祚《字汇》1615年刊行 ,创立的部首检字法虽然脱胎于《说文解字》 ,但是已经由文字学部首转

变为检索型部首 ,是中国古代最成熟的形序检字法 。1670-1671年张自烈《正字通》刊行 ,1716年《康熙

字典》刊行 , 使 这 种部 首检 字法 成为 最通 行的 检字 法 。《经籍 诂 》刊 行于 1798年 , 却 采 取 了 《佩文 韵府 》

106韵来排检 , 这 是 一 种脱离 时音 的音 序法 ,用 来检 字十分 不便 。

中华 书局 1982年影印本另编了一个笔划索引 , 同 笔 画 的字 排列 无序 , 上 海 古籍 出版 社 1989年影印

整理本 , 将 106韵下所辖字 , 又 按 《集韵 》小韵 分列 ,其 下 再按 笔划 排序 ,可 说 是治 丝益 棼 。不过 书后 附有

四角 号码 和笔画 两种 索引 ,笔 画索 引中 同笔画 的字 按横 竖撇 点折 排序 ,倒 是 为学 者提 供了 方便 。

《故训 汇纂 》按 《康熙 字典 》214部排检 , 按 字 头汇 聚故 训材 料 ,为 学 者熟 知 习用 。但手 工 检索 终 究耗

时费 力 ,如 能有 电子 文本 建成 数据 库 ,海 量文 献 ,秒 级响 应 , 必 将 大大 提升资 料检 索效 率 。

电子文 本的 最大 好处 是可 以利 用 计 算 机进 行 处 理 ,按 照 研 究 工 作的 需 要 ,进 行 多 角 度 多 层次 的 检

索 。中华 书局 1982年出版影印本《经籍 诂 》时 , 我 曾 买了 好几 套 ,准 备将 注项 按上 古音 剪贴 成一 本“故

训音 系”之 类的 工具 书 ,后 来听 说武 汉大 学古 籍研 究所 有编 撰《故 训汇 纂 》的 计划 ,就 没有 进行 。《故 训汇

纂》如 果有 电子 文本 ,不 仅 可以 将注 项按 上古 音重 新组 织 ,而 且还 可以 按中 古音 、部首 、义 类 、声 符 、文献 、

作者 、时代 、地域 、逆 序进 行与 或非 布尔 逻辑检 索 , 按 各 种属 性聚 合注 项 。

我们 期望 《故训 汇纂 》能化 身为 数字 化文 明时 代的 故训 总纂 ,给 文 史工 作者 提供 数字 化的 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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