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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书词汇研究是科学地描写汉语词汇史的

必经之路，近年来备受重视。但对《商君书》实

词进行研究仍然可谓冷门。因为《商君书》不倡

礼教，有碍于人君“叚崇儒之名，行专制之实”，

使得“思为世用”的学者们不敢治其学，以至于

“在昔号为难治，二千年来，罕闻拥篲”（尹炎

武《商君书解诂定本·初印本尹序》）。20 世纪

上半叶，陆续出版了一些《商君书》的校注本。

70 年代初搞“批儒评法”，出版的多为注译本。

改革开放后，学者们主要从事《商君书》的真伪、

《商君书》的法治思想、军事思想和治国方略的

研究，真正从语言角度研究的并不多，全面系统

的实词研究尚属空白。杜丽荣《〈商君书〉》实词

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0 年 6 月版）是对《商

君书》实词进行系统研究的首部著作，故对深入

研究《商君书》和上古汉语均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拜读之后，感到这是一部材料扎实、分

析精辟、总结到位、观点创新的专书词汇研究著

作。该书的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三大特色上。 

一大特色是以系统论思想为指导，在系统中

研究词汇，在系统中解决疑难问题。该书将《商

君书》实词作为一个子系统，在整个《商君书》

语言系统的背景下进行研究。作者采用客观描

写、定量分析和比较互证等研究方法对《商君书》

中的全部 1586 个实词进行穷尽性研究，摸清了

《商君书》实词系统及其各个子系统的情况和相

互关系，客观地展现了《商君书》实词系统的特

点及其在汉语词汇发展中的位置。 

另一特色是用数据说话。统计数据是最科学

最有力的论证工具，是语言研究中区别一般与特

殊、量变与质变的重要依据。作者借助软件建立

了精确的《商君书》实词数据库，整理出《商君

书》实词的各个子系统并对其进行穷尽性描写和

多维度考察，列出 32 个数据统计表，数据之翔

实在专书语言研究中比较少见。 

敢于面对问题，不回避难以解决的特殊语言

现象，是该书的又一特色。确定上古专书“词的

同一性”问题是比较棘手的，因为这涉及到训诂

学、音韵学等多个领域，尤其是颇多争议的上古

音问题，作者对这些问题均没有回避。《商君书》

中还有一些特殊的或难以处理的语言现象，作者

也没有回避，而是从全书语言系统出发，在词汇

系统、句法系统、篇章系统中考察并解决这些疑

难。例如在第十章中有力地论证了《商君书》乃

至中国古代不存在所谓“军爵”和与之相对的“公

爵”。其他如“奸民”“善民”“越人”等疑难问

题，作者也将其纳入到《商君书》语言系统中，

从而顺利解决。再如“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

则轻死”“强之重削弱之重强”“爱子不惰食惰民

不窳而庸民无所于食是必农”等句读问题存在多

种分歧，作者从全书思想、出现语境、语义、词

汇、句法等多方佐证，则语义自现，句读自明。 

综上所述，杜丽荣的《〈商君书〉实词研究》

是近年来具有创新意识的、学术含量很高的专书

词汇研究著作，是专书语言研究的一个新创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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