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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明显地弱化了祭歌性质
，

而强调其神话特征
。

第三
，

该书比较注重对作家作品进行适当的美学分析
。

从审美理想
、

审美方式和心理寻绎作品的

特点
，

在时代
、

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统一中进行分析和论证
，

不但便于揭示作品的内在艺术特质和规

律
，

而且便于读者理解和把握
。

该书对周人审美方式的特点与 《诗经 》 艺术方法和结构模式
，

战国中

期审美理想的变化 �如突破
“
中和

”
和均衡

，

强调个性和感情�与孟子的酣畅
，

庄子的悠肆
，

战国后

期审美风尚 �法家审美思想地位的提高�与韩非散文的有序划一之间的关系等等
，

都有程度不同的

分析
。

第四
，

该书比较注重史论结合
，

挖掘先秦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联系
。

这一点除了前边说的以专

章弥合
“
诗

” 、 “
骚

”
之间的断裂之外

，

更明显地表现在对散文的论述上
。

作者认为
，

春秋末期的 《老

子 》 和 《论语 》 仍然运用对事物整体把握的模糊思维
，

较少按逻辑联系进行层次分明的分析论证
。

进

入战国时期
，

随着辩论风气的出现
，

说理文逐渐成形
，

出现了逻辑严密的 《墨子 》 以及题材广泛
、

形

式结构富于变化的 《孟子 》 和 《庄子 》 。

战国末期出现的说理透辟
、

结构严谨
、

文风绵密
、

语言犀利的

《荀子 》 和 《韩非子 》 ，

则标志着说理文的正式定型
。

该书也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
，

如揭示史传文学发达的原因一直追溯到史官文化
，

似乎还不够
。

史

官文化确实促进了史传文学的发展
，

但它像史传文学一样也是被一个更为根本的意识形态的原因所

决定
，

这就是祖先崇拜的宗教观念
。

又如
，

产生于先秦的寓言以时代理性精神对传统宗教观念及行为

进行批判和否定
，

实质上是时代思想发展的形象记录
，

而不同于后代的一般的寓言
，

要挖掘文学发

生的文化原因
，

对寓言的产生似应予以具体论述
。

此外
，

有些章节的容量过于悬殊
，

例如与 《九歌 》相

比
， 《九章 》 显得单薄 �

在诸子散文中
，

庄子所占比重过大
，

它的篇幅竟超过其他诸子篇幅的总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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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汉语概论 》 �以下简称 《概论 》�是一部很有特色
，

很有独到之处的好书
。

一
、

开近代汉语通论著作之先河
。

近代汉语是处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的一门独立的有重

要意义的学科
，

但是
，

这门学科研究的起步很晚
，

投入的人力也很少
，
至今尚未受到更多的人的重视

，

许多问题都未解决
。

正如作者在该书序言中提到的
� “
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各自都已拥有数以百计

的通论性著作的时候
，
近代汉语的同类型著作连一本也没有卫” 由此可见

，

作者撰写此书的需要
，
以

及对此学科开创的艰辛
。

当然
，

时至几年后的今天
，

情况 已经有了些许的变化
，

有关的专门著作已经出版了几种
，

但是
，

就我所已读到的同类著作中
， 《概论 》 一书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

，

都是比较突出的一部
。

二
、

发前人之所未发
，

提出了近代汉语一系列的理论问题
。

由于人们对近代汉语的研究还很不充

分
，

而且 目前有关的研究大都侧重于对共时的语言现象的描写和对历时的发展演变的叙述
，

忽视了

一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和阐发
，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代汉语研究的深入发展
。

��概论 》作者十分注意理论问题的研究
，

提出并且阐发了一系列对近代汉语研究来说至关重要的

问题
，

无疑是本书非常可贵的特色
。

比如
，

近代汉语的历史范围到底多广
，

它的上下限究竟应当划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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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研究近代汉语
，

这是首先碰到的问题
。

但是这个问题的讨论
，

还很不充分
，

学术界意见很不一致
。

作者在比较各家看法异同的基础上另辟蹊径
，

提出了两条原则
�
��� 认识主干部分的原则 � ��� 前后

阶段可以部分重叠的原则
。

主干部分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差异比较显著
，

可以以其较为明显的

区别特征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
� 主干以外

，

还有非主干时期
，

指的是由古代汉语到近代汉语

以及由近代汉语到现代汉语之间的过渡阶段
，

这是新旧交替的时期
，
旧质的消失和新质的产生在这

个时期都有明显的表现
，

而前后两个语言历史阶段的语言特点在非主干时期仍有部分的重合
。

根据

上述原则
，

作者提出了对近代汉语历史范围的意见
�

主干部分是学术界认识比较一致的南宋到清代

前期
，

在此基础上
，

其上限可以再向上推几个世纪
，

直到晚唐五代时期
，

其下限则要向后延续一段时

间
，

一直到清代末年
。

这种做法使读者能大体把握近代汉语的历史范围
，
有益于近代汉语的研究

。

在第五章 《词汇 》 中
，

作者结合实际从理论上阐述了近代汉语词汇的结构形式
、

意义特征
、

发展

变化及地域差异等
，

使人们对近代汉语词汇有个全面的认识
。

比如
，

作者提出了
“
同步引申

”
的概念

，

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引申方式
。

同步引申
，
一方面

，

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同义词或反义词在

各自原有的意义的基础上进行类同方向的引申
，

都仍有可能产生相同或相反的引申义
�

另一方面
，
词

义引申之间也可能存在互相影响
、

互相推动和互相同化的关系
。

作者总结了同步引申的规律
，

有利于

解释为什么近代汉语中许多同义词或反义词
，

它们的引申义也相同 �近�或相反这一特殊现象
，

同时

也丰富了汉语词汇理论
。

第六章 《语法 》 的第一节
“
语法研究的若干视角

”
中提出了语法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六对相互矛盾

或相互联系的方面—时间和地域
，

范围和频率
，

沿用和替代
，

整齐和参差
，

配套和空缺
，

分工和混

用
，

并据此来观察和揭示近代汉语各种语法现象之间的联系及其发展演变的规律
，

应该说是有一定

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的
。

总之
，

从近代汉语的性质
、

范围到研究材料
、

研究方法
，

从词汇
、

语音到语法
， 《概论 》 都进行

了一系列的有价值的理论阐述
，

这正是 《概论 》 一书的精华所在
。

三
、

对许多语言现象有精辟
、

独到的分析
。 《概论 》 的作者曾经对近代汉语词汇及语法等方面的

许多问题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
，

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 目的成果
，

并为作者运用到 《概论 》 一书中
。

同时
，

作者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又不断进行了深入
、

扎实的研究
，

使书中的论述多有精辟独到的见

解
。

比如
，

近代汉语中句首助词
“
念

” ，

作者通过排比大量的例句
，

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

使用
“
念

”
的

句子一般表示 自我介绍自我说明的意思
， “
念

”
的后边多跟 自称性词语

� 另外
，

由搜集到的例句看
，

“
念

”
字句一般出现在回答应对之语中

。

作者又进一步推本溯源
，

认为它是由动词
“
念

”
虚化来的

。

动

词
“
念

”
有

“
顾念

” 、 “

珍惜
”
的意思

，

经常用于句首
，

使用中逐渐地失去了动词义
，

最终虚化成句首

助词
。

作者还通过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与人不同的看法
，

例如
，

敦煌变文中有
“
阿婆

”
一词

，

本是称呼老

年妇女的
，

但是在 《丑女缘起 》 中有一例
“
阿婆

”
是指公主的

，

因为公主很年轻
，

所以有的学者据此

就认为
“
阿婆

”
也可以指年轻妇女

，

把这一例当成了一个
“
确证

” 。 《概论 》 从修辞角度进行考虑
，

认

为这例中
“
阿婆

”
的意思并没有变

，

这里用的是比喻的说法
，

即用老年妇女的老丑之容来比喻丑女之

丑的
。

此外
，

作者又引用了 《太平广记
·

神尧 》条中相同用法的一个例子
，

使此词的解释得到合理的答

案
。

《概论 》 一书
，

也存在某些不足
，

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
�

一
、

内容尚可进一步展开
，

一是指有些该讲的内容书中没有涉及
� 一是指有些问题论述得还不

够充分
。

比如
，

在语法部分
，

分节论述了词缀
、

数量词
、

代词
、

连词和介词以及助词等
，

但却没有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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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词
，

而近代汉语中的副词实际上也是很有特点的
�
句法中对近代汉语中大量动用的连动句式也

没有论及
，

而对倒序及省略等现象也只是在某些部分的论述中略微涉及
。

这对一部概论性的著作说

来
，

也不能不是一个缺憾
。

二
、

个别论述还需进一步斟酌
。 《概论 》 中有的论述不够十分准确

，

虽然这种情况极少
，
但毕竟

不是没有
。

例如
，

��页中谈到
“ 口滑

”
�按

，

作者认为这是一个词
，

但究竟是词还是词组
，

也还值得研

究�
，

作者的释义是
� “

说话收不住
，

没分寸
” ，

举的书证是 《古今小说 》 卷十的例子
� “
只怕娃子家口

滑
，

引出是非
，

无益有损
” 。

按
，

这里的释义并书证均引自陆澹安的 《小说词语汇释 》 �陆氏的释义是
“ 口没遮拦

”
�

，

如果仅看这一个例子
，

这个释义是正确的
，

但是 《水浒传 》 中还有这样的例子
� “

�鲁

智深�吃得 口滑
，

只顾要吃
，

那里肯住�
”
�第四回�这例中的

“ 口滑
”
解释成

“
收不住

，
没分寸

”
基

本上是可以的
，

但是仅限于
“
说话

” ，

显然就不准确了
。

辽宁师范大学图书情报系 刁姜斌

中国封建等级制度的一种开创性研究

《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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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君健同志所著 《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 》 一书
，

已列为 《中国社会史丛书 》 的一种
，

最近出版
。

这是一部对历史学
、

社会学
、

政治学和法律学等学科都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

存在由社会地位特别低下
、

没有独立人格的人所构成的贱民等级
，
是封建国家普遍的社会现象

。

这种践民等级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早已存在
。

但到明代
，

封建国家的法律
，
开始对民人区分良贱

。

到了

清代
，
封建国家才在法律中明确规定贱民的范围

，

把奴脾
、

堕民
、

丐户
、

九姓渔户
、

蛋户
、

佃仆
、

隶

卒
、

长随等列为贱民
，

限制他们从事服役劳动
，

与主家有主仆名分
� 不得与良民共居处

，

同坐共食
，

不得与良民通婚姻 � 不得应考
、

报捐
，

并在服饰上有所限制
。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
，

君臣界限
、

官民界

限历来是比较明确的
。

到清代
，

更进一步明确良贱界限
，

并把贱民当做一个等级来对待
，

正如作者所

指出的
，

这正标志着中国封建等级制度
，

到清代臻于成熟
。

作为封建国家的一个典型
，

中国是否存在着封建等级制度
，
是一个很重要而学术界迄今又很少

涉及的间题
。

作者经过多年研究
，

认为中国存在着一个有别于西欧
、

具有中国特色的
、

相当完整的封

建等级制度
。

为了把清代社会的这个贱民等级纳入封建等级制度的整体中加以考察
，

本书从由君臣

界限
、

官民界限和良贱界限所构成的清代等级制度的基本框架出发
，

具体论述了皇帝等级和宗室贵

族等级
，

官僚给绅等级
、

绅拎等级
、

凡人等级
、

雇工人等级和贱民等级等各个基本等级
，

并通过对这

些封建等级各自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
，

进一步论证了封建等级制度的

特点
、

历史地位和社会功能
。

这种论述
，

既准确地阐明了贱民等级所处的社会地位
，
也使读者对清代

封建等级制度获得一个完整而又明确的概念
。

这可以说是本书的第一个贡献
。

奴蝉是清代最典型的贱民
。

他们不但人数众多
，

而社会地位又最为低下
。

本书用了大量篇幅
，
对

清代奴婶的来源
、

买卖
、

放免
，

对清代奴蝉政策和奴蝉法
，

都作了详悉的论述
。

对其他各类贱民的起

源和生活状况也作了比较详悉的论述
。

并在此基础上对从事家内服役的奴埠
、

从事生产劳动和管理

的庄头
、 “
壮丁

”
和佃仆

，
以及在封建官府中服役的隶卒

、

长随等各类贱民的社会地位
、

经济地位以

及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

进一步作了分析
。

这就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了清代贱民等级这种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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