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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魯文字編》凡例
一、齊系文字是指“春秋中葉以還，以齊國為中心的魯、邾、倪、滕、薛、曹、莒、杞、紀、鑄等國文字”。本字編收字
以齊系文字為主，兼收該地域西周至春秋早期文字。

二、截止2012年之前公佈的齊系文字，包括銅器、兵器、貨幣、璽印、陶器、石刻等各類材料的文字，均整理收入。
三、每一字頭下收字兼顧形體差異與使用頻率以及辭例差異。同類資料中，字形相近且辭例相同的重出字形，依其形體和
清 晰程度酌量收入。

四、凡著錄公佈的材料，盡量選用拓本或照片，以存其真；部分漫漶殘缺尚可辨識補足者，下出摹本，無法可辨識者，
徑用摹本。

五、字形處理均用電腦完成。通過掃描拓片，在電腦內完成剪切、排序。
六、字頭排列以《說文》大徐本為序。見於《說文》者，隸定字頭，下出小篆形體；不見於《說文》者，徑出隸定字頭。
七、每一字頭下文字之排列，依出土資料分銅器、兵器、貨幣、璽印、陶文、石刻六類依次排列；同類資料之同一形體，

依時代先後為序；同類資料同一時代之同一形體，依次按魯、齊、邾、滕、倪、薛、曹、莒、杞、鑄、淳於、紀、萊、
邿、郜等國之國別排列為序

八、與小篆結構不同的異體字不避重出。依其隸定形體的部首，歸入所屬各部；以其字音、字義列於篆字頭之下。
九、銅器、兵器銘文文字的每一字形下皆注明出處、器名；貨幣、璽印、陶文、石刻銘文文字的每一字形下皆注明出處。

出處格式為：首標著錄簡稱；次標在著錄中的編號，無編號者標著錄頁碼及圖片號碼；最後標器名，器名盡量與《殷周
金文集成》保持一致。編號、頁碼以及圖片號碼等，皆用阿拉伯數字臥排。

十、每一字形下均有辭例，以供研究者參考。
十一、字下間或出注，說明從何人之說，不詳注出處。
十二、凡文字不知音義、不便隸定者，皆入附錄。
十三、凡形體殘損模糊過甚而無法辨識者，不收錄。
十四、有部首檢字表、拼音檢字表。

■ 內容介紹
戰國文字“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許慎《說文解字》），學術界內將其分為五系（齊、秦、楚、三晉、燕）。齊系文字是
其中重要的一系，指春秋中晚期及戰國時期以齊國為中心的魯、邾、倪、滕、薛、曹、莒、杞、紀、鑄等國文字，細分為以
齊國為中心的齊莒文字和以魯國為中心的魯邾滕文字，其形體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在戰國文字研究中，齊系文字研究一直
佔有重要的地位。對於戰國文字研究及分域、《說文》古文和傳抄古文的來源、先秦時期山東地區的出土文獻及傳世文獻等
方面的研究，齊系文字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研究齊系文字不能脫離西周、春秋早中期山東地域的古文字研究。由於齊、魯兩個地緣政治大國的分立和齊系文字分為齊、
魯兩小系的緣故，故本字編名曰“齊魯文字編”。
《齊魯文字編》吸收當今學術界最新的文字考釋成果，包括筆者對部分文字的考釋新見。
《齊魯文字編》將所能見到的齊系文字網羅殆盡，所收集古文字材料涉及自宋代以來歷代所出土的齊系文字數據。共收錄先
秦時期山東諸國的銅器銘文拓片370餘件，其中具有齊系文字特點的有120餘件；收錄兵器銘文160餘件；收錄璽印520餘方；
陶文除主要取自《陶文圖錄》外，並補收近年來出土的三批重要陶文拓片共計151方。拓片既有源自《殷周金文集成》《新收
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匯編》《山東金文集成》《三代吉金文存》《商周金文錄遺》《國史金石志稿》《中國歷代貨幣大系》
《齊幣圖釋》《古璽匯編》《山東新出土古璽印》《古璽匯考》《陶文圖錄》《古陶文匯編》等著錄，又有近年來一些書刊
如《中國文物報》《考古》《文物》《考古與文物》《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中國歷史文物》）《莒縣文物志》《莒文
化研究文集》《臨淄拾貝》《臨淄商王墓地》《小邾國遺珍》《桓台文物》《揖芬集》《中國古文字研究》《新泰文化》
《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山東師范大學學報》等所載的新出古文字資料。
《齊魯文字編》出有資料長編，准確可信。
《齊魯文字編》雖脫胎於作者的博士論文，然論文之不足，一一糾偏補正；且追蹤當代不遺餘力，多有新字釋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