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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介紹 

《《《《三晉文字編三晉文字編三晉文字編三晉文字編》》》》是第一部專門收錄是第一部專門收錄是第一部專門收錄是第一部專門收錄傳世及新出土三晉文字字形的古文字工具書傳世及新出土三晉文字字形的古文字工具書傳世及新出土三晉文字字形的古文字工具書傳世及新出土三晉文字字形的古文字工具書，，，，是三晉是三晉是三晉是三晉    

文字最新最可信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文字最新最可信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文字最新最可信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文字最新最可信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    

《三晉文字編》全面整理只 2012201220122012 年底年底年底年底已發現和公佈的三晉文字材料已發現和公佈的三晉文字材料已發現和公佈的三晉文字材料已發現和公佈的三晉文字材料，並作窮盡式的收集， 

選擇最具代表性的字形編纂而成。全書按《說文解字》字序，分為十四卷作為正編；次列 

合文，不識字和疑難字一並收入附錄中。正編部分，以楷書為字頭，見於《說文解字》者， 

依遵《說文解字》排序，下出與之相應之小篆。字形分類、分國及時代。字形下列出處和 

釋文。合文部分收錄合書形式的字例，按首字漢語音序排列。數字則按照順序統一放在 

合文卷之後。 

《三晉文字編》出有資料長編，准確可信。長編者，全編者也，曰“資料來源及釋文”： 

大陸著錄材料、海外資料、私人收藏和散見資料皆在其中，可謂三晉系文字資料囊括無遺， 

且編著者一一目驗，可信不誤，可省卻尋檢之勞。對釋文准確尤為刻意，對以往研究成果， 

慎加甄別，擇善而從的同時，充分吸收當代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包括編著者自己的研究 

成果），從而使本長編獲得極高的學術價值和使用價值，可放心使用。 

《三晉文字編》脫胎於作者的博士論文，然論文之錯誤、不足，一一糾偏補正；多有 

新字釋出；很多拓片和摹本是首次公開發表很多拓片和摹本是首次公開發表很多拓片和摹本是首次公開發表很多拓片和摹本是首次公開發表。。。。 

《《《《三晉文字編三晉文字編三晉文字編三晉文字編》》》》是第一部以文字編形式對已經發表的三晉系文字資料進行系統整理的是第一部以文字編形式對已經發表的三晉系文字資料進行系統整理的是第一部以文字編形式對已經發表的三晉系文字資料進行系統整理的是第一部以文字編形式對已經發表的三晉系文字資料進行系統整理的    

古文字專著古文字專著古文字專著古文字專著，，，，極具學術價極具學術價極具學術價極具學術價值值值值，，，，填補海填補海填補海填補海內內內內外晉系文字研究空白外晉系文字研究空白外晉系文字研究空白外晉系文字研究空白。。。。    

■  學術特色 

一、字形收錄全面。正編隸定字頭 2511 個（異體字除外），字形超過一萬七千個。全面 

收錄所有代表性字形（異體字；不同材料文字的書寫方法），全面反映各個字頭和字形的信息。 

字形上有獨特價值者，均予收錄。 



二、考釋准確，博採眾長。充分吸收三晉文字研究的可信成果，對誤識字重新考釋， 

對某些字頭進行合並和分化，對以往的不識字和新出土的文字採用可靠的釋讀成果，擇善 

而從，匯最新研究成果為一體，可信度極高。 

三、體例完備，編排科學。字形按照趙、魏、韓、中山、兩周、鄭、衛國別順序和時代 

早晚排列，相同或相近字形一並放置，不同字形置於它欄，異體字則自成一欄，突出春秋 

戰國文字字形多變的特點。“附錄”除一般的不識字之外，還對一些字作出說明，為研究者 

提供新的思路。書中有資料來源及其釋文，便於讀者利用、核對。 

四、資料翔實。參考文獻一千多篇，著錄書籍多達 120 本（套），還有私人藏品和十多本（套） 

海外著錄書籍。所收集的原始資料包括石器、銅器、兵器、璽印、陶文、貨幣、雜器等， 

為目前所見晉系文字研究最為全面、豐富者。 

五、時間跨度最長，材料國別最多。從春秋晚期（公元前 500年前後）延續到秦統一六 

國的公元前 221年，跨度近 300年，為晉系文字研究專著時間跨度最長；國別眾多，包括趙、 

魏、韓、中山、東周、西周、鄭、衛，為晉系文字研究專著國別最全面。 

六、標注信息詳細。字形均注明出處、時代以及區分國別；附有此字的辭例，並標出本字、 

異體字和通假字，方便讀者理解和使用。 

七、字形存真。全面採用拓影剪貼；不對字形進行修改；字跡不清晰者，於拓片外另附 

摹本或照片。 

八、檢索便捷。除按照《說文解字》字頭書序排列外，附有部首檢字表、拼音檢字表。 

 

■專家好評  聯袂推薦 

董蓮池董蓮池董蓮池董蓮池（古文字學家，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廣搜出土三晉古文字資料，字形收錄豐富典型，於諸家之說抉擇精審，釋 

字水平上乘，為學界提供了一部可資憑信的研究三晉文字的高質量工具書。”“作者態度嚴謹，

專業知識涉獵廣泛，具有紮實的研究基礎。” 

劉劉劉劉        釗釗釗釗（古文字學家，復旦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體例新穎完備，收集資料全，對文字的隸定或考釋採用了最新的研究成 

果。”“充分體現了作者有深厚紮實的基本功，有對字形清楚明白的認識，有全 

面掌握處理大宗資料進行科學研究的能力。” 

陳陳陳陳        偉偉偉偉（古文字學家，教授、博士生導師） 

“對原始資料蒐列詳盡，對海內外研究成果了解充分，充分體現學界研究成果和作者本人 

研摩心得，選題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字編體例在借鑑同類著作的基礎上有所拓展和補充，

便於閱讀、利用。”“顯示作者在古文字領域，受到良好的學術訓練。” 

陳偉武陳偉武陳偉武陳偉武（古文字學家，中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對三晉文字文字作了全盤梳理和著錄。”“甄擇精嚴，處置有度，堪稱戰國文字分域研究 

又一重要成果。” 

黃錫全黃錫全黃錫全黃錫全（古文字學家，中國錢幣博物館館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選題不僅准確，而且很具有實用性，是綜覽三晉文字全貌的工具書。”“材料收集全面、 

文字編撰合理、取捨謹慎得當、突破傳統創新。” 

白於藍白於藍白於藍白於藍（古文字學家，華南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資料翔實、博採眾長，匯最新研究成果為一體。”“編撰方法得當，體例嚴格科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