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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19 世纪以来
,

列强入侵中国 日益严重
,

而清政府在政治
、

经济
、

外交
、

军事等方面都处于劣势
。

为拯

救民族危亡
,

郑观应从诸方面提 出了改革设想
,

加强 国防即其改革思想的重要 内容
。

其加强 国防的构想不仅

体现了时代的要求
,

也为清末的军事改革莫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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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 ( 184 2- 19 22 年 )
,

本名官应
,

字正翔
,

号陶斋
,

又号居易
、

祀优生
,

别号 俗鹤山人
,

或

罗浮特鹤 山人
。

广东香 山雍陌乡 (今 中山三乡镇

雍陌乡 ) 人
。

郑观应是著名的爱国者
,

也是中国近

代最早具有全面维新思想的资产阶级改 良主义者
。

郑一生最强烈愿望就是使中国
“

登于富强之地
” ,

因此
, “

攘外 自强
”

也就成了郑救 国思想的主题
。

郑观应从政治
、

经济
、

军事方等方面提出了改革设

想
,

国防思想便是其改革思想的重要内容
。

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独立
,

必须有强大的海
、

陆

军作保障
,

因而建立新式海军
、

陆军以及加强军队

建设便成为郑观应国防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
。

鸦片战争以来
,

清廷将战略重点由
“

陆防
”

转

向
“

海防
” ,

故在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南北洋海军相

继建立
。

当时用较先进的军事技术装备起来的北洋

舰队在硬件方面虽居于亚洲领先地位
,

但封建官场

的腐朽习气却弥漫海军上下
, “

左右翼总兵以下
,

争掣眷陆居
,

军士去船以嬉 ; 每北洋封冻
,

海军岁

例巡南洋
,

率淫赌于香港
、

上海
,

盖海军之废驰久

矣
”

l[]
。

尽管 《北洋海军章程》 专设有 《军规》 一

章
,

明确制定了对违纪者的惩治办法
,

却近乎一纸

空文
,

以致出现了
“
不 肖者

,

碍情不加处治
,

故众

多效尤
。

上有所好
,

下必有甚
。

相习成风
,

视为故

态
。

下属不敢发上司之非
,

上司亦能隐下属之过
。

甚至临阵退缩
,

畏蕙不前者
,

不加查察
。

而功罪倒

置
,

物议沸腾
”
阁 的腐败局面

。

对此
,

郑观应曾忧

心忡忡地指出
: “

如不能 自强
,

不设海军
,

不制铁

甲
,

虽 有 名 目
,

似 难 施 行
,

徒 有 瞳 目视 之 而

已
。 ”

哪哪
)同时

,

这也造成 了
“

中国海疆裹延万余

里
,

泰西各国兵舶腌驰轮转
,

络绎往来
,

无事则探

测我险易
,

有事则窥伺我藩篱
,

从此海防遂开千古

未有之变局
”

的局势
。

因此
,

郑 氏向清廷发 出了
“

居今日而筹水师
,

诚急务矣
”

s[] (
哪

)的强烈呼吁
。

海军腐败如此
,

陆军亦然
。

昔 日强悍的八旗

兵
、

绿营军多年养尊处优加之太平天国的打击早已

元气大伤
, “

其人籍者多老弱无赖之辈
,

鲜精强克

敌之夫
。

升平 日久
,

旧额虚悬
。

余兵顶冒
,

营务废

驰
,

至斯而极
’

,a[ (]咫 56)
。

中日启衅以来
,

各种名 目

的军营林立
,

计有二三百营之多
, “
兵力不为不厚

,

无如人各一心
,

营各一名
,

政出多门
,

不相统属
。

每当遇敌
,

其怯敌偷生者非溃即逃
,

否则各守一

方
、

不相策应
,

但得敌不来攻
,

即 自幸偷安旦夕
,

纵观别军败赶
,

亦恒如痛痒无关
。

甚者逍遥局外
,

调遣不前
。

合之虽二
、

三百营之有余
,

分之实二
、

三十营之不足
,

以致兵威日盛
,

敌焰弥张
”

阁 (
卿

)
。

面对这样毫无战斗力的海
、

陆军
,

郑观应清楚

地意识到
,

现有的清军根本无法担当同列强作战的

重任
,

必须建立起一支近代化的国防军
。

他认为
:

“
内安外攘莫先于兵

,

整旅行师莫重于练
。

兵可百

年不用
,

不可一 日不备
。 ” }

一

a(] 邱53) 因此
,

重建海
、

陆

军最紧要的为练兵
。

而
“

练兵之法
,

先练其心
,

次

练其身
,

再练其气
。

练心者何? 教之 以尊君
、

亲

上
、

忠国
、

为民是也
。

练身者何? 教之以步伐
、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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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

手足
、

耳 目一切技艺之类是也
。

心一矣
,

身便

利矣
,

而无胆气 以将之
,

则一作仍衰
,

一衰斯走

耳
。

故惟练气为尤要
”

阁 (
撇

)
。

这表明郑观应 已看

清了中国军队腐败的根源所在
。

所以他除了从心
、

技
、

胆三个方面对部队的训练提出改革之外
,

还提

出应针对士兵的专长将其分类
, “
如陆营选北人充

之
,

则骑射是其所长 ; 水军择南人充之
,

则行船是

其所习
。

然后汰其怯弱
,

选其精强
。 ” “

将额设水
、

陆营兵
,

严加挑选
,

分为三等
:
其惯于驾驶能辩风

云沙线者为一等
。

精于韬略能识 山川形势者为一

等
。

普力过人工于枪炮击刺者为一等
。

不能人此三

等者
,

悉行淘汰
,

就地另募壮丁补充
’ ,

sI[ (代36)
。

这

样
,

各兵种各司其职
,

在战斗中分工合作
,

势必极

大地提高整个军队的战斗力
。

仅有高素质的士兵
,

若缺乏优秀的将帅
,

军队

最终也只会是一盘散沙
。

当时的清军将帅位尊爵

崇
, “

平 日优于 自奉
,

性耽安逸
,

不能与士卒同甘

苦 ; 无事之时只知酒色怡情
、

赌博逞志
,

及其临事

又复贪财惜命
,

如是人谁肯为之用哉 ?
”

闭 (卿
` )故郑

观应指出
, “

全军之性命系于将帅
,

将帅之存亡关

于国家
,

练兵必先自练将始
”

3j[ (四
, )

,

把对将领的

训练作为基础和重点
。

他认为新式将领
“

必先洞悉

山 J! !形势
,

由何处进剿
,

何处安营
,

何处设伏
,

何

处可断其粮道
,

何处可绝其援师
,

地势敌情
,

了如

指掌
。

绘 图录示
,

使营中上下无 不周知
”

图 ( n 36)
。

具体而言
,

陆军统帅须
“

熟识 《武经七书》
、

中外

兵法
、

测算
、

天文
、

地理
、

图说
,

及古今战阵胜负

根源
” ,

海军将领则
“
一切舟揖

、

墙帆
、

测风
、

防

咫
、

量星
、

探石
、

枪炮命中
,

凡行船布阵一切诸大

端
,

必须悉如泰西水师事事精能
”

3[] (
卿

)
。

郑观应从自强御侮的目的出发
,

从整军强兵角

度提出了建立近代化军队的改革方案
。

其练兵思想

既有中国传统军事思想
,

亦含西方练兵之法
,

融汇

了中西方较先进的军事成果
。

不仅反映了时代的要

求
,

也为清末新政的军事改革奠定了基础
。

1 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边疆危机的爆发
,

清

政府内部发生了海防与边防之争
。

以李鸿章为代表

的
“

海防论
”

主张放弃边防
,

专顾海防
。 “

新疆不

复
,

于肢体之元气无伤
,

海疆不防
,

则腹心之大患

俞棘
。 ”

[’] 而以王文韶为代表的
“

边防论
” ,

则主张

暂缓海防
。 “

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
,

则各 国必

不致构衅于东南
。 ’ ,

阁与上述两种观点相反
,

郑观应

认为
,

如无海防则
“
重 门洞开

,

内皆酣睡
” ,

只能

加重列强的侵略野心 ; 而边防却如人之手足
、

皮

毛
,

护理不周则
“

四肢不保
,

一举 一动
,

皆蹈危

机
”

阁 (阶 3)
。

因而
,

海防与边 防应该并重
。

为此
,

郑观应作出了详细的海防
、

边防部署设想
,

这些设

想反映了他
“

以守为战
”
的总体战略

,

是其国防思

想的另一主要内容
。

中国海域广阔
,

海岸线绵延万余里
,

海防尤为

重要
。

由于清统治者的腐朽
,

武备松弛
,

海防形同

虚设
,

使国家在鸦片战争后近半个世纪受尽列强欺

凌
。

郑观应对此颇有感受
, “
迩来洋人腐至

,

交涉

纠缠
,

稍有违言
,

动开边畔
。

… … 中国海疆辽阔
,

防不胜防
,

更宜握要以图
,

自强不息
。 ·

一查前代

但言海防
,

在今 日当言海战
’

心狄R 28)
。

可见
,

郑观

应已将海防提升到国防战略的重要地位
。

同时
,

他

还针对中国九省临海
、

港口众多
、

设防难以周全的

特点
,

规划了一套周详的海防方略
: “
定沿边海势

为北
、

中
、

南三洋
。

北 洋起 东三省
,

包牛庄
、

旅

顺
、

大沽
、

烟台
,

就中宜以旅顺
、

威海为重镇
,

势

如环
,

供卫京欲
,

则元首安也
。

中洋起海州
,

包

崇明
、

吴淞
、

乍浦
、

定海
、

玉环
、

马江
,

就中宜以

崇明
、

舟山为重镇
,

策应吴淞
、

马江各要 口
,

则腹

心固也
。

南洋起厦门
,

包汕头
、

台湾
、

潮阳
、

甲子

门
、

四澳
、

虎门
、

老万 山
、

七洲洋
,

直抵雷
、

琼
,

就中宜以南澳
、

台湾
、

琼州为重镇
,

而控扼南服
,

则肢体舒也
。 ”

图 (邝 5) 这样
, “

一旦海上有警
,

则调

南洋各海船以扼新加坡及苏门答腊之海峡
,

迎击于

海中 ; 次调中洋
、

台湾
、

南澳之舟师
,

为接应
、

包

抄之举 ; 再次则调北洋坚舰
,

除留守大沽 口及旅
、

威二口外
,

余船亦可徐进中洋
,

弥缝其网
,

坐镇而

遥为声援
。 ’ ,

汇3〕( 75P 6) 北
、

中
、

南三洋相辅相成
、

环环

相扣的配合
,

使南
、

北皆能相互呼应
,

从而使我国

的海防固若金汤
。

至于边防
,

郑观应清楚地看到
: “

中国自开海

禁
,

尽撤藩篱
。

法国侵占越南
,

与云南之蒙自
、

开

化
,

广西之镇安
、

左江
,

处处毗连
。

英国据五 印

度
,

由退罗
、

缅甸 以入镇
,

由前藏旁连青海 以人

蜀
、

人陇
。

俄国则跨有三洲之境
,

其南鄙包络黑龙

江
、

蒙古
、

新疆以至西藏
,

裹延三万里
,

皆与中国

接壤
。

此外海 国番舶 出没于东南七省
,

自奉天金

州
、

复州以达广东之琼崖
,

沿海设防亦一万四千余

里
。

前朝边患急于陆者缓于水
,

急于水者缓于陆
。

今则水 陆交 迫
,

防不胜防
。 ”

l3[ (
468P

) 故而他发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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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之 防 务
,

防 海 既 难 从缓
,

边 防 更 为 要

图
’ ,

[ 3 ] (
卿

)的呼声
。

郑观应还认为边防的重点是防俄
。

早在 19 世

纪 7 0 年代
,

他就意识到沙俄 的扩张野心
。

他说
:

“

查立约诸国
,

最强者莫如英
,

而美
、

法与俄皆堪

领顽
。

然英人险诈
,

法人鸳猛
,

势力相敌
,

迹其离

合
,

实系安危
。

俄则地据形胜
,

兵严纪律
,

惟以开

疆拓土为心
,

向为诸国所忌
,

而尤为中华之所患
。

宜外与联和
,

内严防守
,

不可或忽也
。 ”

3[] ( llP 40) 到

了 80 年代
,

郑观应对沙俄侵略本质的认识更为深

透
: “

俄人鲸吞蚕食
,

战兵数万
,

距吉林才隔一 山 ;

战船泊于东洋
,

互为声援者又数十号
。

近复与 日本

同谋
,

结约吞 并朝鲜
,

逼处凭 陵
,

有 日辟 百里之

势
。 ”

31[ ( 46P 9)
。

据此
,

郑观应得出了
“
防俄宜先

”
的

结论
。

但他并不认为防御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无足轻

重
,

而是明确指出
: “

古之边患不过一隅
,

今则南
、

北
、

东
、

西几成四逼矣
。

古之御戎不过数国
,

今则

书文车轨遍及五洲矣
。

… …是 以防边之道虽以防俄

为急
,

而英
、

法亦不可不防
。 ”

s[] ( 78P 5) 除俄国外
,

对

日本的侵略意图
,

郑观应亦有清醒的认识
: “

年来

日本讲究水师
,

频添战舰
,

多置军械
,

及遣人分住

各 口
,

设贸易馆
,

习方言
,

托名学贾实则交结 匪

人
,

时人内地暗察形势
,

绘图贴说
,

其志巨测
,

恐

终为中国边患
。 ”
闭 (

oo7P
)而郑观应最担心的则是各 国

联手对付中国
,

他说
: “

倘俄
、

法合力侵犯
,

水陆

并进
,

南北夹攻
,

恐西人之大欲将不在赔费
,

而在

得地矣 ! 俄
、

法有事
,

英
、

德
、

美
、

日必以屯兵保

护商人
、

教士为名
,

亦分占通商各口
,

后患之来不

堪设想 !
” [ 3〕(

7wP
)

面对列强环伺
,

边防危机重重的严重局势
,

郑

观应首先提出了缓解危机的三条措施
: “

广造水雷
,

多制铁舰
,

训练水师
,

以资战守 ; 划清疆界
,

载诸

和约
,

以免侵 占 ; 遣使属国
,

代为整顿
,

以资镇

抚
。 ”
闭 ( R 15) 其次提 出了实施联英

、

德
、

美以拒俄
·

日的连横政策
。

最后提出了巩固边防的五条建设性

意见
,

即
“
添练防兵 以联 声势 ; 建筑炮台以扼要

冲 ; 赶造铁路以便营运 ; 增设电线以灵消息
。

而尤

要者在乎多筑土垒
。 ”

3[] (
7P’75 )

在郑观应的心 目中
,

只有建立起铜墙铁壁似的

海防和边防
,

才能维系国家的主权与发展
。

他的海

防
、

边防部署设想
,

适应了形势的要求
,

把御外侮

放到了首要地位
,

体现 了其
“

御外侮更重 于防内

患
, ,

[ 3 ] (助
3 )的中心思想

·

郑观应的国防思想着重于防御
,

但有效的防御

在于强兵
,

强兵又重在
“

人
” 、 “

器
”

两个要素
:

“

从来讲备边者
,

必先利器
,

而既有利器
,

则必有

用此利器之人
。

器者
,

末也 ; 人者
,

本也
。 ”

3[] ( 7P 63)

他认为强兵最重要的
,

一是军队的指挥管理
、

兵员

素质 ; 二是兵器设备及各种物质设施
。

郑观应也正

是从这两方面为实现其改革方案提出了相应措施
,

使之成为其国防思想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

第一
,

改革武科考试之法
,

设立武备学堂
,

以

培养专门军事人才
。

郑观应对人才十分重视
,

认为
“

用兵之要首在得人
”
阁 (n 划

( ,

但当时的习武之人多

注重骑射等传统技艺
,

而少有学习军事理论与实战

技巧的
。

所以郑观应指出应变革武科考试之法
,

从

根本上改变这种境况
。

他说
: “

今战守之事
,

藉以

出奇制胜者不外乎水师
、

火器
,

似宜于武科中列三

等以考试之
。

一试能明战守之宜
,

应变之方
,

深知

地理险阻设伏应敌者
。

二试能施火器
,

命中及远
,

驾驶战舶深知水道者
。

三试制造机器
,

建筑营垒炮

台
,

善造战守攻诸具者
。 ”
川卿 93

一 294) 后又进一步提

出将武学分为两科
: “

一曰陆军科
,

凡枪炮利器
、

兵律营制
、

山川险要及陆战攻守各法皆属焉
。

一曰

海军科
,

凡测量
、

测 星
、

风涛
、

气候
、

海道
、

沙

礁
、

驾驶及 海 战攻守各法 皆属 焉
。 ’

,s[ 卫
~

)如使
“
一科有一科之用

,

一人有一人之能
” ,

则
“
以之制

物则物精
,

以之制器则器利
,

以之治国则国富
,

以

之治兵则兵强
”

s[] (卿 l) 。

武备学堂是西方 国家用于

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专门学校
,

主要学习算术
、

兵

志
、

地利
、

谋攻
、

兵律
、

外语等专业知识
。

郑观应

认为中国也应仿效于此
,

使从考试中选拔出来 的优

秀人员能得到更全面
、

更系统的学习
。

如此
, “

他

日为将领
、

为偏裨
、

为教习
、

为司机
、

为头 目
,

即

在其中
,

最下亦可为精卒
、

为匠手
、

为听受约束之

兵丁壮役
”

f3〕(卿 9)
。

第二
,

开艺学
,

精制造
,

改进武器装备
,

增强

战斗力
。

武器装备
,

指战斗 中必不可少的枪
、

炮
、

子弹
、

炮弹等
。

郑观应寻绎中法之战及 甲午海战中

国败因
,

武器装备落后是重要因素之一
。

于是他将

西方各 国所使用及新制造武器之性能
、

特征
、

优

点
、

使用方法等作了详细说明
,

希望给我国选择适

用武器以参考
。

但他亦认为
: “

中国只知采买新式

枪
、

炮
,

依法制造
,

不能 自出心裁
。 ”

闭 (
嘟

)
。

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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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
,

中国不能 自行制造出适合 自身特点的武器
。

若国家讲求武备
,

所用器械无法 自给
, “

一一仰给

于人
,

他 日有事之时
,

局外执公法以相窘
,

或受敌

之贿
,

绝我来源
,

制则无工
,

售则无路
,

其将何以

御敌乎?’’ l3[ (即 130) 当务之急在于
“

宜巫兴艺学
,

并

悬不次之赏
,

求绝技之人
,

庶几有恃无恐
”

s[] (即 l5)
。

艺学广开
,

就不愁器物 日备
、

制造 日精
。

这也是
“

取威定霸之真机
,

而国富民强之左券也
”

31[ (
y723I

) 。

第三
,

设电报
,

兴铁路
,

提高作战效率
。

有 了

优秀的军队和优 良的装备
,

缺少外在的辅助条件
,

也势必影响部队行动的效率
。

郑观应以普法战争为

例
,

指出 : “

用之兵间
,

尤足以先事预防
,

出奇制

胜
。

所谓先发制人
,

后发制于人者
,

非电报不足以

当之矣
。 ”

电报于清军亦为重要
, “

近 日番舶畅行
,

华
、

洋杂处
,

兵机万变
,

瞬息不 同
,

一旦有事疆

场
,

飞章人告
,

庙算遥颁
,

动稽时日
,

而彼以电线

指挥如意
,

如样应鼓
,

如响应声
,

一迟一速之间
,

即胜负所 由决矣
”

s[] (既 5)
。

除电报外
,

铁路也是重

要的辅助设施
。 “

铁路之制
,

而独至军旅之事关系

尤非浅鲜
。

凡有铁路之处
,

一有兵端
,

非特邮传信

息不虑稽迟
,

即意外警报
,

仓卒征调
,

克期立至
,

使敌营侦探者几疑飞将军之从天而下也
。

……若无

铁路者
,

一旦敌人压境
,

非但兵粮不易调集
,

即部

署有方
,

亦仓皇莫济矣
。 ”

3j[ (托56)
。

故若有电报用于

信息的传递
,

铁路用于军队的运输
,

则清军的战斗

力和作战效率必将获得极大的提高
。

何之哉 !
”

3j[ (巧脚 )因而郑观应将
“

商战
”

视为实现

其
“

攘外 自强
”

救国谋略的基点
。

虽然郑观应十分强调商战的重要
,

但同时亦不

否认国防建设的必要
,

如前面所提到的开艺学
、

设

电报及兴铁路等实质上就折射出商战与国防建设的

关系
。

此外
,

郑观应还多次提出
: “

今夫保民之道
,

莫先于强兵 ; 强兵之道
,

莫先于富国
。 ’ ,

闭 (服 ) “

言

富国者必继以强兵
,

则练兵
、

铸械
、

添船
、

增垒无

一非耗费巨款一
巧妇宁能为无米 之炊?’’ s[] (巧 97)

“

非富不能图强
,

非强不能保富
,

富与强实相维系

也
。 ” “

我国欲安内攘外
,

函宜练兵将
、

制船炮
,

备

有形之战以治标 ; 讲求泰西士
、

农
、

工
、

商之学
,

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
。 ”

阁娜95) 由以上论断不难看

出 :
郑观应将国防建设和商战作为国家自强的治标

治本之法
。

商战为国防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

没有这个基础
,

国防建设难以实施 ; 没有强大的国

防
,

商战亦不能获得施行的外部环境
。

可见
,

国防

建设同商战是相互促进
、

互为条件
、

缺一不可的
,

它们共同构成了让中国走向富强的基本条件
。

郑观应的国防思想是魏源
“

师夷长技以制夷
”

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

他之所以提出加强国防建设
,

其目的在于
: “

不鱼讲求兵备
,

力图 自强
,

即欲求

为贫弱而不可得
,

又安望能洗丧师之耻
,

复失地之

仇哉
。 ”

3[] (763P )但他却从不孤立地谈国防建设
,

而是

把国防建设同社会政治
、

教育制度和发展经济等因

素联系起来
,

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救时救国方策
,

为近代中国的强兵富国理想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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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与外国资本主义在市场上进

行斗争
,

以维护 自身的利权
。

这就需要发展近代工

商业
,

郑观应认为
: 近代工商业发展了

,

不仅国家

致富
,

军队能有 自造的新式装备
,

更能在市场上与

外国的廉价商品相竞争
。

要达到真正的富强
,

就必

须在经济上战胜帝国主义
。

他说
: “

兵之并吞祸人

易觉
,

商之倍克敝国无形
。

我之商务一 日不兴
,

则

彼之贪谋亦一 日不辍
。

纵令猛将如云
,

舟车林立
,

而彼族谈笑而来
,

鼓舞而去
,

称心膺欲
,

孰得而谁

【1」丁汝昌海战记 [A」
.

中华民 国开国五十周年文献
·

列

强侵略 ( 1 编 4 册 ) 〔C I
.

台湾
:
中央文物供应社版

.

322
.

仁2〕张哲呈文 〔月
.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
·

甲午中日

战争 (下 ) 【C〕
.

上海
:

人民出版社
,

198 2 39 .9

〔3〕夏东元
.

郑观应集 (上 ) 〔C 〕
.

上海
:

人 民出版社
,

1 982
.

【4〕昊汝纶
.

李文忠公全集
·

奏稿 (卷 24 ) 〔C〕
.

光绪金陵

刻本
,

190 5
『

19
.

【5〕筹办夷务始末 (同治朝
·

卷 99) 〔M〕
.

北京
:
故宫博物

院影印
,

19 30
.

61
.

[下转第 8 7 页 ]



第 6卷第 3期 许家星
:

《说文解字》
“
牛

”
字说解的辨释

。

8 7
。

得的
,

也反映了那个时代 的认识水平和思维规律
,

表明人类已经不仅仅把牛当作一种普通生物
,

而是

把它当人一样看待
,

赋予它更多的
“

人性
” 。

这种根据民族的认识
,

对事物属性进行某种文

化意义上的解说
,

在 《说文》 中比比皆是
。

就动物

而言
,

不光对牛
、

马的解释是这样
,

对羊
、

鸡
、

乌

等动物的解释也是如此
,

如
: “

羊
,

祥也 ,’;
“

鸡
,

知时兽也 ,’;
“

乌
,

孝鸟也
” 。

不仅在 《说文》 中是

这样
,

在别的释义书中也是如此
。

如据黄金贵先生

对 《尔雅》
、

《说雅》
、

《郑雅》
、

《楚辞通故》 4 书的

考察
,

其文化词语与通义词语之比竟是 2 : 1
。

因此
,

从 《说文 》 全 书体例
、

语言学基本常

识
、

词语的文化说解三方面分析
,

可以认为
, “

牛
”

字说解当以段氏说解较确
,

而段氏将
“

理
”
理解为

“

文理
”
则不够正确

, “

理
”

释为
“

顺从
”
或更可

取
。

同时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
: 在给词语释义和理

解词语意义时
,

可以考虑它的文化义
,

这在古书中

尤为重要
,

否则
,

就不可能求得确话
。

此仅一己之

见
,

见笑之处必定多多
,

还望博学之士指正
。

注
:

本文引文引自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浙江古籍出

版社 199 8年版 )
、

王摘 《说文释例》 (武汉市古籍书店 1 983

年版 )
、

张舜徽 《说文解字约注》 (中州书画社 1983 年版 )
、

桂馥 《说文解字义证》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 87 年版 )
、

朱骏

声 《说文通训定声》 (武汉市古籍书店 198 3 年版 )
、

王念孙

`广雅疏证》 (中华书局 198 3 年版 )
、

徐错 《说文解字系传》

(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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