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上古音与古文字研

究必须整合

来国龙 !美国佛罗里达大

学艺术史系 "# 我特别关注古
文字与上古音研究的整合! 上
世纪

!"

年代以来有大量战国
楚简出土" 这些古文字材料对
上古音研究会有极大的推动作
用# 反过来" 上古音研究的新
成果也会促使古文字释读更加
科学缜密!

我们知道 " 上世纪
#"

年
代末" 朱德熙$ 李方桂$ 李新
魁等先生曾多次指出" 上古音
研究必须利用古文字材料! 事
实 上 " 瑞 典 汉 学 家 高 本 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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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

年编 '汉文典( 时" 就已注意
到了古文字材料对于上古音研
究的价值" 只是囿于当时的研
究水平" 古文字材料并未成为
他论证的主要依据! 而在古文
字学界 " 虽然罗 %振玉 & 王
%国维 & 等古文字学者在古文
字 研 究 上 与 章 %太 炎 & 黄
%侃 & 有很大分歧 " 但在上古
音方面" 古文字学者大多也还
是承续了章黄一路的上古音研
究模式" 没有关注及引进高本
汉等开启的现代语言学的新方
法! 唐兰早年曾与林语堂讨论
古代有无复辅音的问题" 但对
于复辅音学说" 古文字学界大
多持保守态度" 而林语堂则是
受高本汉的启发而着手上古音
研究!

古文字学家中唯一一个例
外" 可能是陈梦家先生! 陈先

生对以高本汉为代表的新派上
古音研究颇为关注 " 并在他
0!10

年对 '汉文典 ( 的书评
中做了极有见地的批评! 他在
其中讨论了三个问题) 首先是
*上古音 + 概念的起讫 " 主要
是开始的时间问题# 第二" 是
高本汉基于中古 *长安方言 +

构拟的语言与 '诗经( 的语言
是否为同一种语言# 第三则是
对高本汉所援引古文字材料的
质疑 %见 $关于上古音系的讨

论 %& 收入 $陈梦家学术论文

集%&! 以前常有人说陈梦家不
是古文字学家" 说他考释古文
字 " 论据与论证过程往往错
误百出 " 但他的结论却常常
是正确的 ! 从这篇书评来看 "

陈梦家对高本汉等新派的上
古音研究的批评是中肯的 "

头脑是比较清醒的 " 因此他
古文字考释结论常常能对" 并
不是偶然的!

在高本汉 $ 陈梦家的时
代" 古文字材料以甲骨文金文
为主" 而近数十年来战国秦汉
简帛的出土 %包括预计明年会
出版的安徽大学藏战国 '诗

经( 简& 预示着" 建构 *以古
文字为骨干的上古音系+ 的时
代已经到来 ! 但为了更合理 $

更充分地利用这些新材料和新
方法" 上古音与古文字的研究
者必须 *破除迷信 $ 解放思
想 +" 在观念上和学风上有个
较大的更新" 进一步开发既有
材料" 同时完善已有方法! 现
在几乎每年都有新简出版" 而
许多人都是一窝蜂地简单考释
几个字" 写些饾饤小文" 对这
些新简的研究就结束了! 正如
李零先生用过的一个比喻,,,

现在的古文字研究就像猴子吃
苹果" 咬一口就扔掉! 我们必
须认识到" 这些古文字材料中
有更多的内容是值得$ 也应该
被再开发$ 再利用的!

对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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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体系的评论

潘悟云 !复旦大学语言与

文献大数据中心' 上海师范大

学中文系 "# 近年来的出土文
献所包含的古文字材料" 既为
汉语音韵学研究提供了一些极
有价值的材料" 也对一些传统
结论提出了挑战!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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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体系所基于的 *假
设

2

演绎 + 的理论框架再加上
*验证+" 是一切经验科学的研
究范式# 整个历史语言学的基
石" 就是新语法学派的关于音
变无例外的假设! 在新语法学
派 的 假 设 下 " 音 变 是 线 性
的,,,一个音段

3

在条件
4

下" 在某一时代毫无例外地变
为

30

! 但我们发现 " 许多音
会发生非线性音变,,,音

3

在
相同条件

4

下" 有的变成
30

"

有 的 变 成
35

! 例 如 " 匣 母
%中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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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切韵( 寒韵
合口字的相同语音环境里" 会
在现代普通话中分化为零声母
%完丸皖 & 和

676

%桓还缓 &! 前
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现象" 并
试图通过 *词汇扩散理论 + $

*竞争性音变 + 等理论来解释
!王士元 ' 潘悟云等 "# 总之 "

必须对新语法学派假设进行修
正" 尤其要重视非线性音变的
发生条件 ! 从这个角度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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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体系的构拟有一些混乱
之处" 其可能原因之一就是没
有考虑到非线性音变!

接下来" 我想谈谈由语言
接触引起的新史观! 根据谱系
说的语言演变模型" 每个语言
节点有且仅有一个父节点" 因
此" 所有语言节点由下向上构
拟 " 都将到达唯一的一个节
点) 这是所有语言构拟的理论
基础! 但在此语言演变模型之
上" 还可能发生语言接触现象
%见左图&! 当某个语言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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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语言接触发生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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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借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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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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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
来源" 我们无法判断某些语言
要素来源于原始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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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来
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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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借词 " 此时必须借
由历史层次分析的手段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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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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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间的连线 ! 各家关
于历史层次分析的观点不尽
相同 " 但历史层次分析最重
要的用途就是切断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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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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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借词连线 ! 那么 " 这种
切断是否会引起历史比较法
方法上的改变 " 我们是否还
能够运用历史比较法 - 我认
为是可以的 ! 例如 " 日语的
汉语吴音大部分是由汉语借过
去的" 从而能够作为域外方言
成为构拟的参考!

然后" 我想强调一下三个
演绎框架的前提假设! 首先是
中原雅言的历史承继性" 也就
是我们研究的上古音从夏商周
直到秦汉" 都是河南一带的雅
言语音" 语音的发展具有历史
承继性! 这是必须承认的一个
前提假设 " 如果此假设不成
立" 那就意味着上古音研究会
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 从而失
去历史追溯的可能! 其次是关
于 '切韵 ( 音系的真实性假
设!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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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体系认为" '切韵(

是综合音系" 并不是一个真实
存在的音系# 但我还是认同周
祖谟先生的观点 " 即 '切韵 (

是真实的 " 是
;

世纪前后金
陵$ 洛下的一种书音! 第三是
时空限制下谐声现象的内部一
致性假设! 目前" 谐声材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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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视野下的上古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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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上午!北京

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第
<A

期文研论坛在静园二院二楼会议

室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多维视

野下的上古音研究$!由潘悟云与

来国龙担任引言人! 与谈人包括

郑张尚芳%孟蓬生%王志平%冯蒸%

李零%郑伟%王弘治%王为民%叶玉

英%张瀚墨%徐刚等"

来国龙介绍! 发起本次论坛

的契机是他与郑伟% 王弘治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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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即将由上海教育出版社% 香港

中华书局分别以简体% 繁体中文

出版 &目前原作者正在校读译

稿'*去年!白一平来到北京+上海

等地!参加多场演讲%座谈活动!

在国内上古音研究圈内引起热烈

讨论, 本次论坛则期望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深化%推进上古音研究"

论坛主题中的所谓 -多维视野$!

就是从多个角度%用多种材料%以

多种方法来研究上古音" (文汇学

人)在此刊发论坛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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