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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論壇（第一輯）：曾憲通教授八十慶壽專號》是爲慶祝古文字學家曾憲
通教授八十大壽的祝壽論文集，共收論文四十多篇，內容涵括古文字研究領域的
各個分支，計有古文字考釋的理論探討、商代銅器銘文拓片收藏和研究的流傳變
化、中大所藏甲骨文資料的全面介紹、新見銅器銘文的最新研究、簡帛文字的最
新研究成果（如對上博簡的研究、清華簡的研究、秦簡日書的研究和金關漢簡研
究的最新成果），其他如對陶璽文的最新考釋、出土文獻與先秦典籍的校理和對
讀。都爲當今古文字研究領域的前沿課題。

【目録】

↓↓



【目錄】
談談怎樣考釋古文字 …………………………………………………………………曾憲通（1）
關於《先師容希白先生遺訓》的一些說明 ……………………………… 陳煒湛（23）
略論容庚先生的漢字發展觀 ……………………………………………………黃德寬（31）
半戈堂讀圖記—商“亞疑”刀全形拓本 ……………………………………吳振武（38）
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所藏甲骨文字紹介…………………………譚步雲 黃光武（50）
也論殷商甲骨文中的語氣詞 ………………………………………………………董琨（65）
釋花東甲骨中的“ ”和“稽 …………………………………………………趙平安（74）
商周金文詞彙分類的模糊性和語法功能的靈活性 ………………………張桂光（80）
新見爯器銘文補說—與兩周金文所見文例參證 …………………………鄧佩玲（95）
晉公 年代再探……………………………………………………………………彭裕商（113）
二年梁令矛小 ………………………………………………………………………李家浩（118）
一簡之內同字異用與異字同用 ………………………………………………陳偉武（126）
上博簡《凡物流形》中的“一”字試解 …………………………………楊澤生（139）
讀《上博六》劄記三則 …………………………………………………………范常喜（156）
楚簡中一個讀為“曰”的奇字補說 …………………………………………陳斯鵬（162）
楚簡方言詞語釋證四 ……………………………………………………………禤健聰（172）
楚簡字詞釋讀瑣記五則 …………………………………………………………王 輝（177）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補說二則…………………………………周 鵬（184）
左塚漆梮文字補釋（三則）……………………………………………………傅修才（193）
東周晉系文字考釋拾遺 …………………………………………………………秦曉華（200）
楚國尹官考辨三則…………………………………………………………………劉政學（203）
複姓源流新證釋例 …………………………………………………………………劉 傑（208）
論方濬益先生的古陶文研究……………………………………………………徐在國（215）
“忠信敬事富貴”璽考……………………………………………………………蕭 毅（229）
試論古璽分類中的一些問題 ……………………………………………………田 煒（233）
天水放馬灘秦簡日書校讀 ………………………………………………………陳 偉（260）
金關漢簡《譚致丈人書》校釋 ………………………………………………劉樂賢（266）
漢代石刻文獻中的異構字………………………………………………………黃文傑（275）
讀《說文》小記（五則）………………………………………………………陳煒湛（301）
說“媺”及其相關的字…………………………………………………………譚步雲（308）
“貞鼎”“貝鼎”“則鼎”疏釋……………………………………………林志強（313）
簠鋪考辨……………………………………………………………………………石小力（322）
《詩》、《書》、金文“保乂（艾、辥）”詞義辨正………………雷燮仁（338）
據出土材料說《詩》二則 ……………………………………………………楊鵬樺（348）
《說文》“ ”“辛”二部及相關諸字芻議……………………………蔡一峰（356）
古漢字演變中“借形記音”的現象
—兼論清華簡《程寤》篇中的 和 …………………………………張連航（372）

論同形字與上古音研究中的聲系劃分 ……………………………………葉玉英（380）
戰國至秦代蜀地書跡探研………………………………………………………吳曉懿（395）
《爾雅》十二歲名疏證…………………………………………………………陳送文（404）
古文字考釋中的“暗合”現象
—以戰國容量銘刻中“受”字的考釋為例 …………………………裴大泉（414）

《漢字源流》讀後 ………………………………………………………………雷燮仁（424）
經法先生白描—為曾經法師八秩嵩壽而作………………………………陳偉武（434）
我的“大師兄” …………………………………………………………………陳偉武（439）
後記 ……………………………………………………………………………………………（4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