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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深入细致地研究敦煌文献中古人关于典礼仪注和书札体式的范本——书仪，以一百多件敦煌
书仪写本为主要材料，首次从语言学角度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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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　　这是我的第一部著作，她是在我的博士论文《敦煌书仪语言研究》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
当她即将出版的时候，涌动在我心中的是期待，是忐忑，更是感激!　　吾生也不敏，而此身也何幸!
我并不是一个天资聪慧、意志坚强的人，然而我却是那麽幸运，在我求学的道路上碰到许许多多的好
老师、好朋友。
　　1996年秋季，我从贵州师范大学毕业後，考入贵州大学，师从王鍈先生学习近代汉语。
在王先生的教导下，我对近代汉语产生了浓郁的兴趣，这为我後来的继续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王先生曾告诫我，“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
我把它理解为无论是为人还是为学，都要有一颗平淡而执著的心。
正是王先生的引领，我算是跨人了近代汉语研究的门槛。
　　1999年夏天，因为仰慕江南深厚的文化底蕴，硕土研究生毕业後，我选择了到湖州师范学院任教
。
但继续求学的念头仍不断在我的心中萦绕，於是2001年秋天，我又考入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师从张
涌泉老师研习敦煌学。
此前，我从未接触过敦煌文献，面对千年前的敦煌写卷，心中充满了崇敬和向往。
然而翻开写卷，其中文字大多似曾相识，仔细辨认?却不知其为何字。
学习之初，常常会为认“宇”而苦恼。
老师针对我的实际情况，一方面让我广泛地浏览写卷，从感性上熟悉它；另一方面，又指导我阅读相
关的研究论著，了解当前的学术动态。
在老师的耐心教导下，我慢慢地悟出了一些“道道”。
阅读敦煌写卷的过程中，我发现书仪的语言比较特别，便打算把“敦煌书仪语言研究”作为学位论文
来做。
老师首肯後，我便把主要精力放在语料的搜集整理上。
搜集语料时，心中时常泛起各种想法。
将这些想法整理成文後，老师总是细心地批改，大到基本观点的偏差，小至标点符号的错误，都被一
一指出。
惭愧之余，心中满是感激。
　　本书的撰写，也是在张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凝聚着先生的心血。
想当初，都已是2004年3月份了，其他同学都已定稿了，我还沈浸在写作中，“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经常写得满脸通红，心跳加快，时时兴奋不已。
直到月底我才慢条斯理地将初稿交给老师审阅。
说实话，那根本谈不上初稿，连毛坯都算不上，因为其中慨没“头”（绪论）也没“尾”（结论），
只有“骨架”和“躯体”，而且“躯体”都还不完整；引文也没核对，可谓“满目疮痍”。
更何况，我交给老师的还是电子稿。
我很难想象老师当时是怎样看完那只有我自己才看得懂的论文的。
出乎意料的是，老师很快就看完了论文。
对我不成熟的文稿，老师显示出了最大的宽容和百倍的耐心，从文章语句的表达到每章标题的拟定，
以及框架、结构的安排（比如每章前加一段简明扼要的话语总括全章内容，并在全文前面附一个凡例
，还有全文最後附—-语词索引）等等，事无巨细，都提出了详尽的修改意见。
而且，文中的某些观点、话语都直接源於老师的思想和笔端。
在电脑旁，老师与我一起修改论文，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哪一句话应当怎麽表达才比较稳妥，哪部分放
在哪里才最合适。
後来，老师又一再审读了我的修改稿，凡有待进一步斟酌的地方，老师都将其抹成了红色，丹笔粲然
的电子稿中，浸透了老师的汗水和心血。
然而资质愚钝的我每每不能领会老师的指导意见，虽经数次修改，仍不能尽如人意，实在有负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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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
先生不仅是一位严师，更似一位慈父，对学生关心爱护，无微不至。
先生为学与为人的精神和品格，是我一辈子学习的榜样。
　　就这样，在张老师的指导下三易其稿，论文总算大致写定了。
但老师还是不放心，又叮嘱我把文稿寄请王鍈先生和我硕士期间的另一业师袁本良先生审定。
学生不敏，自己的功课，还要麻烦两位已经（或即将）退休的老师来修改，说来真是惭愧不已。
尤其是王先生，由於视力不太好，审读拙稿花了他十几天的时间，论文的天头地脚都写满了批语，个
别词条的释义还提供了例证。
先生们的恩情，学生此生此世都报答不尽。
　　论文定稿後，由所裹寄请项楚、蒋绍愚、曹广顺、蒋冀骋等先生匿名评审，他们都提出了宝贵的
修改建议。
论文答辩时，又得到祝鸿熹、蒋绍愚、汪维辉、王云路诸位先生的教正。
尤其是蒋绍愚先生，当年他曾千里迢迢到贵州主持我的硕士论文答辩，这次又承蒙他来主持我的博土
论文答辩，吾何其幸欤!蒋先生谬称拙文“是一篇有功力，有深度，有创新的优秀论文”；他还把文中
有待进一步斟酌的地方一一打印出来，以供我修改时参考。
前辈学者对後学的鼓励和提携，令人感动不已。
　　此外，我的师兄史光辉博士也通读了全文，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
文中引用的日文材料，皆蒙日本学者荒见泰史博士一一审正。
论文写作过程中，资料室的秦佳慧老师为我提供了许多方便。
论文修改的最後关头，为核对原文，秦老师常常牺牲她宝贵的休息时间，专程从家裹赶来为我开放资
料室。
另外；北京理工大学的趟和平教授一直关注着论文的写作，曾多次提供书仪研究的资料。
谨此一并表示我诚挚的谢意。
　　承蒙王鍈师和汪维辉教授的推荐，拙稿有幸人围商务印书馆语言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根据商务印书馆约请的匿名评审专家项楚先生、吴福祥先生以及该馆语言学出版基金各位评议委员的
意见，我又对书稿做了进一步的修改。
这次修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形式上从原来的简体字排版改成了繁体字排版，其中许多字句又重新
核对了原文；二是内容上作了一些增删和补充，删去了一些与“敦煌书仪”无关的文献材料，在第二
章第二节“书仪语言研究与书仪整理”中，剪除了“其他书仪的校理”这部分内容。
为加强词义历时演变的研究，书中又新增第七章来讨论“敦煌书仪语汇的形成与流变”，借此窥探敦
煌书仪对魏晋书帖的继承以及它对宋元尺牍的影响。
此外，对一些词目的释义及原文表达有欠稳妥的地方也作了修订。
　　感谢商务印书馆的周洪波、谢仁友以及本书的责任编辑宿娟三位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的辛劳，
他们的鼓励也是我敢於斗胆申报该馆语言学出版基金的重要推力。
　　读博期间，我有幸聆听了王云路、束景南、崔富章、龚延明、方建新、许建平等多位先生的教诲
，在此谨向他们表达我衷心的感谢。
　　湖州师范学院的领导对我的学业也很关心，尤其是人文学院的领导和同仁，一直以来，为我的学
业和进修提供各种各样的便利。
对此，我是非常感激的!　　在生活和学习上，史光辉、李锺美、景盛轩、吴波、高列过、叶贵良，朱
大星、杜朝晖、韩小荆、窦怀永、李玲玲、黄海等都曾给我许多支持和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从博土论文的撰写到此书的最後定稿，我得到了许多师长和友人的帮助和支持。
这襄只能挂一漏万地深表谢意。
　　最後，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正是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才使我能坚持下来完成学业。
尤其是我的孩子，为了我的学业，为了这篇论文，我欠他很多很多!　　今年是我的而立之年，我愿意
把本书作为献给三十年来为我的成长付出了心血的师长、朋友及亲人的一份薄礼，尽管她是那样地稚
嫩和微不足道!但她是我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印记，我将以此为起点，继续努力，不断前进!　　　　张
小艳　　2005年6月于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敦煌学研究室　　　　序　　小艳同志的博士论文《敦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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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语言研究》即将问世，而且是由全国一流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是一件令人高兴、值得庆贺的事。
　　书仪是敦煌文献中比较特殊的部分，是古人关於典礼仪注和书札体式的范本，口语程度较高；，
遣词造句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语言研究价值。
从文献学的角度，探索书仪的历史文化内涵，学界前辈周一良先生已导夫先路，趟和平等中年学者继
踵而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迄今为止，这部分珍贵资料尚未引起语言学界尤其是近代汉语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相关论著罕见。
小艳的论文《敦煌书仪语言研究》以现存一百余件敦煌书仪写本为主要材料，从语言的角度对这部分
珍贵文献作了全方位的系统深入的研究，选题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意义。
作者详细论述了这种特殊文体的语言研究价值、文本特徵、内容特色，并著重探讨了其中的俗别字和
新词新义，以及某些具有特色的同义聚合。
分析与结论大都翔实可信，往往能发前人之所未发，纠正语文辞书和古籍整理著作的未尽未确之处。
作者对书仪中俗别字的辨认和词语的考释，都很见功力，不少被误认的俗别字和被误解的俗语词，都
经过作者的研究而获得正确的解读。
这样的解读并不是凭空臆测，或只从单例孤证出发的以偏概全，而是有理有据，从敦煌文书和其他传
世文献中找到大量佐证，因而可信度很高。
能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肯下死功夫，熟悉敦煌文书和其他古籍；其次要细心?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能发
现有用的材料并加以汇集；另外还要有科学的头脑和正确的方法，才能透过表面看本质，得到正确的
答案。
作者把自己研究敦煌书仪所采用的方法加以归纳，提出“审音辨形””同义类聚”“语境还原”“纵
横考探”“背景考察”几条，其中後四条特别适宜于敦煌书仪语言的研究。
这些方法既继承和借鉴了前人的经验，又有作者自己的独创性，对於其他古籍的宇词考释也非常有用
。
　　俗别字和俗语词的考释是本书的精华所在，但奉书的价值不止於此。
其中“书仪新词的产生途径”“书仪新义的衍生机制”“书仪同义词的级差”等部分也研究得比较深
入，富有新意。
这说明作者不仅有训诂学的功底，而且能从理论层面考虑词汇问题，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因此，本书的公开出版，不仅对古籍整理和辞书修订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而且对近代汉字和汉语词
汇史的研究也很有启发。
　　本书初稿作为作者的博士论文，在答辩时曾获得与会同行专家的热情肯定。
蒋绍愚先生称之为“敦煌文献语言研究的优秀之作”。
项楚先生则认为，“由语言角度（对书仪）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当首推本文”。
别的专家也认为“多所创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
在答辩之後，作者又根据与会同行专家提出的意见，作了进一步的打磨修改。
虽然尚存在一些不足，如对书仪语言历时变化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等，但这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只
能俟之异日。
　　本书之所以能取得以上成绩，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导师张涌泉教授指导有方；二是靠作者
自身的努力。
作为作者硕士阶段的指导教师，我在这裏不妨对作者攻读硕士学位前後的一些情况略加介绍。
作者出生在贵州边远山区农村，原就读于遵义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毕业时以前三名的优异成绩保送
到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读插班生，完成本科学业。
随即考入贵州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点，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入学考试成绩为历届省内考生之
最。
入学後学习一贯踏实刻苦，各科成绩优良。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由於出身农村，家境贫寒，她每逢假期都要回家帮助父母干农活，有时还要挑菜
到县城出售。
这是现在一般女孩子难於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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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文如其人。
又说：为学即为人。
这种为人与为学为文的辩证关系在作者身上得到再一次的生动体现。
　　　　王 鍈　　2005年7月6日　　於花溪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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