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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至今，从事古代汉语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教

师、学者和专家们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实践，不

断积累经验，编写了多种“古代汉语”教材。这些教

材，内容各各不同，或为各大专院校所采用，或为古

代汉语爱好者所倚重，从而满足了不断变化发展的

学生和社会的需要。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需求变

了，我们的古代汉语教材也要有所变化，有所创新，

正如郭锡良先生所说，“学习古代汉语，不同时期有

不同的内容和方法。”# ! $ 单从其选文来说，我们认为

现在的高校学生和古汉语爱好者已经有了内容更

新、层次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提出自己的一点看

法，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毫无疑问，文选在古代汉语教材中占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对于选文的原则，虽然各有不同的表述，

但都注重典范性和思想性的高度统一。“力求做到

既注意语言的典范性，又尽量选用思想较为健康、

内容对今天有一定借鉴意义的材料。”# % $“王力先生

主编的《古代汉语》的最大贡献在于⋯⋯根据课程

的性质和原则，突出了‘文选’（亦即学生在教师指

导下的阅读）在整个课程中的地位，确立了‘文选’

的选材标准（历代脍炙人口的典范作品）。”# & $已经确

立的这些原则，反映对“古代汉语”这门课程的认识

成果，对今天乃至以后的教材编写和教学都有重大

的指导意义。从目前各种教材文选的实际情况来

看，我们认为有一点不足，那就是对新材料的选用

太过谨慎。!这里所说的新材料，主要来自三个方

面：一是自甲骨文被发现以来陆续从地下出土的各

种文献，主要有甲骨文、金文和简牍帛书和历代石

刻；二是敦煌文献（变文、曲子词和白话诗等）；"三

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才引起研究者重视的汉译

佛经。

一、出土文献

从载体这一角度，出土文献主要以甲骨文、金

文、简牍、帛书、石刻为大宗，其余有陶文、盟书、瓦

当文字、砖文、玺印、纸质文献等。对于“甲骨文”一

词，学生并不陌生，一则中学时就学过《从甲骨文到

口袋图书馆》之类的课文，再则现行古代汉语教材

在讲“文字”部分时不可不自甲骨文始，如许氏说

“在古文字阶段，主要字体有甲骨文、金文、六国古

文、大篆、小篆等⋯⋯”。而讲到甲骨文，主要是把它

作为我国现在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汉字系统来看

的，也就是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讲，而不是作为语言

来讲的。我们知道，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已，

其本身并不等于语言；学习古代的汉语言，自然是

离不开古代的文字，但是学习了文字，并不等于就

学习了语言。我们要学习一种语言（或其中的某一

阶段），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学习其言语作品。到目前

为止，甲骨文的结集、考释和研究（如郭沫若主编的

《甲骨文合集》）已经取得相当的成果。金文与甲骨

文一样，其研究成果也甚为丰富，比如郭沫若的《两

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和管燮初的《西周金文语

法研究》。这些研究，为我们编写新的古代汉语教材

提供了保障和参考，我们应该吸取这些研究成果。

下面仅简单说说简牍帛书。

论古代汉语教材对新语料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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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牍帛书主要指上个世纪初以来在我国各地相

继被发现的写在竹简、木牍和绢帛上的古文献。其

内容涵盖了战国、秦汉及三国六朝的哲学、政治、经

济、军事、法律、历史、天文、地理以及医学等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经、史、子、集各类皆非常丰富，还有

簿籍、信函、报告、政令、契约、符传等各种文书。这

些文献在我们学习和研究古代汉语中会发挥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其中不少内容在完整性、语言价值、思

想性和艺术性等方面都能达到入选教材的要求。比

如《上海博物馆葳战国楚竹书（二）》中有 "# 枚简题

作“讼成氐”，亦即《庄子·月去 箧》所述上古帝王中的

第一人“容成氏”。又如在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尹湾村

出土的汉代简牍中有《神乌傅（赋）》，它“用拟人手

法，通过雌鸟遭遇盗鸟伤害，临死与雄乌诀别的故

事，表现夫妇之间和母子之间的真挚感情，是现在见

到的最早的俗文学作品。”$ % &

除竹木简牍之外，还发现了大量的帛书。如一

九七三年底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大批帛

书中，有《老子》两种、《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语》

和大量古佚医籍等。又如一九九 ’ 年至一九九二年

在敦煌悬泉置发现的帛书中有私人信件，兹录“元致

子方书”于后为例：

元伏地再拜請子方足下，善毋恙！若道子方發，

元失候不侍駕，有死罪。丈人、家室、兒子毋恙，元伏

地原页子方毋憂。丈人、家室元不敢忽驕，知事在庫，

元謹奉敎。暑時元伏地原页子方適衣、幸酒食、察事，

幸甚( 謹道：會元當從屯敦煌，乏沓 ) 革沓*，子方所知

也。元敢不自外，原页子方幸爲元買沓 ) 革沓* 一兩，絹

韋，長尺二寸；筆五枚，善者，元幸甚。錢請以便屬

舍，不敢負。原页 子方幸留意，沓 ) 革沓* 欲得其厚、可以

步行者。子方知元數煩擾，難爲沓 )革沓*。幸甚幸甚( 所

因數方進記差次孺者，原页子方發過次孺舍，求報。次

孺不在，見次孺夫人容君求報，幸甚，伏地再拜子方

足下( 所幸爲買沓 )革沓* 者，原页以屬先來吏，使得及

事，幸甚。元伏地再拜再拜( 呂子都原页 刻印，不敢報，

不知元不肖，使元請子方，原页子方幸爲刻御史七分印

一，龜上，印曰：呂安之印。唯子方留意，得以子方成

事，不敢 屬它人。郭營尉所寄錢二百買鞭者，原頁得

其善鳴者，原页 留意。自書：所原页以市事，幸留意，留

意，毋忽， 於它人。

这是目前发现的字数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

汉 代 私 人 信 件 实 物 ， 反 映 了 当 时 书 信 的 语 言 特

点。

二、敦煌文献

敦煌市在甘肃省西部偏南、河西走廊的西端，古

代敦煌处于丝绸之路的三叉路口，是中西文化的交汇

之地。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月二十六日，敦煌

千佛洞的住持、道士王圆禄（一作王圆 ）无意之中发

现了一个藏经洞，其中有数万件经卷、文书及幡画、佛

像和法器等。但是，愚昧无知的王道士并不知道这些

经卷的价值，先后被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以

及日本人、俄国人等骗走不少，至使宝贵的敦煌文献

流散世界各地，不能不令有识之士们扼腕。陈寅恪先

生在《敦煌劫余录序》（!+#, 年）中叹息说：“敦煌者，

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当然，从积极的角度看，它也

吸引了世界许多优秀的学者去研究，从而形成了一门

国际性的显学——— 敦煌学。一个大学本科生，如果不

考上研究生，即使考上了研究生，如果不是学汉语史

或古代文学之类的专业，他还不知道中国有如此重要

的文献，让这些好不容易才重见天日的古文献只在一

个小的学术圈子里转来转去，而为大众所不知，于情

于理都说不过去。“在数量浩瀚的汉文卷子中，许多人

们前所未闻的俗文学作品——— 变文、曲子词、白话诗

等等，又是其中最具特色、最引人入胜的研究材料之

一。它使研究者大开眼界，改变了对中国文学史的认

识。”$" & 敦煌文献中的俗文学作品不论从作品的思想

性还是艺术性上讲都是很高的，加之又是目前研究最

为充分的部分，象《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孔

子项 言乇 相问书》、《 子赋》等，大学古代汉语教材完

全可以选一二段。比如《 子赋（甲）》写到 子“东西

步度，南北占祥”，修好了“宅舍”，而黄雀“为强凌弱，

睹 不在”，占其巢窟，“ 子被打”遂往凤凰处告状：!

子單貧，造得一宅，乃被雀兒強奪，仍自更著

恐哧赤。云“明束力括客木票入正格。阿你浦逃落藉，不曾見

你膺王役。終遣官人棒脊，流向扌詹 、崖、象、白( ”雲

)云 *“野鵲是我表丈人，鴝鳩是我家伯，州縣長官，瓜

蘿親戚。是你下牒言我，共 )恐 *你到頭幷亦 )無益 *。
火急離我門前，少時終須口契摑” 子不分，以理從索

⋯⋯

鳳凰云：“ 子下牒，辭理懇切，雀兒豪橫，不可

稱説，終須兩家，對面分雪，但知臧否，然可斷決。”

專差鴇鷯往捉。

雀兒被捉來后：

鳳凰遙見，問是阿誰。便即低頭跪拜，口稱：“百

姓雀兒，被 謗奪宅，昨日奉王帖追，匍匐奔走，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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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及参考文献：

!在 #$$" 年 !$ 月中国训诂学年会上，蒙荆贵生先生惠赠《古代汉语》第二次修订本，其文选已有突破。

"从某种角度说，敦煌文献也属于出土文献。考虑到它特殊的、重要的地位，此文单列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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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遲。 子文牒，幷是虛辭，眯目上下，請王對推。”

鳳凰云：“者賊無賴，眼惱蠹（妒）害，何由可耐，胥是

捉我支配。捋脊背，拔卻左腿，揭卻腦蓋。”雀兒

被嚇膽碎，口口惟稱死罪，請喚 子來對。

雀儿被杖收监，其昆弟脊鸟 令鸟责问 子，其妇

更是着急：

婦聞雀兒被杖，不覺精神沮喪，但知扌追胸拍

臆，發頭憶想阿莽。兩步幷作一步，走向獄中看去

⋯⋯

上面所引原文多是韵文，至今读来还大都押

韵；其中不少词语乃是当时习语，“古代口头语言

的真实面貌，反映在‘正统’的文言文里的非常之

少，而在民间的创作以及文人吸取民间口语的作品

中可以窥见其一部分。民谣、诗、词、曲、小说、

随笔、语录等，其中或多或少地保存着口语的材

料。研究古代语言的人，对这些还没有加以足够的

注意，以致古代语言真相隐而不显。” % " &在中古汉

语研究方兴未艾的时候，适当地让学生接触这类第

一手的资料是非常重要的。

三、汉译佛经

众所周知，佛教起源于印度，汉代传入中国。东

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 !,* 年），安息国太子安世高

到洛阳，开始了佛经的翻译工作，他在中土二十多年

里共译佛经三十五部，四十一卷。早期的佛经翻译主

要靠西域来华僧人，如释迦摩腾、竺法兰、支类迦谶

等。佛经翻译到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兴盛局面。据唐

释智升《开元释教录》所载，到南北朝末，共译经一九

一三部，四五七五卷。唐代佛经翻译和整理事业发

达，当时的玄奘法师在印度游学十七年，一生中共译

出佛经、律、论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 %. &其后宋元的

佛经翻译也是硕果累累。现在，我国的汉译佛经浩如

烟海，在古代文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其数量巨

大，口语性成份较多，翻译者与翻译时代大都确定，

所以对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等的研究有着巨大的、

不可替代的语料价值。限于篇幅，此文暂不具论。

上述出土文献、敦煌文献和汉译佛经都是当前

学者研究的热门语料，可以说都成为了专门的学科

门类；许多高校也是教学和研究的综合机构，所以这

三种新材料的若能适当为大学古代汉语教材所吸纳

的话，将有利古代汉语的学习和研究，有利于教学和

科研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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