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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詁林》

内容概要

該書以容庚增訂三版《金文編》（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出版）為據，羅列諸家之說於每字之下。書
名仿丁福保《說文詁林》而體例稍異：第一，丁書剪貼原書影印，此書則因字條多采自殷周銅器銘文
考釋，故不得不摘抄；又因《金文編》及我國新出版書籍中簡體字頗多，故抄寫時一一改為繁體。第
二，《說文詁林》近萬字，異體甚少，《金文詁林》則收字才四千，據《金文編》每條下列舉原句文
句，約一萬八千條，《金文編》未收者，複列舉於每字下，約得二萬條，作用與殷周金文索引相同。
第三，《說文詁林》彙聚群言，不著己見，本書間有按語。第四，書末附採用彝器目錄及釋文，方便
參稽。另有李孝定的《金文詁林補編》，於 197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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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詁林》

作者简介

周法高（1915.9-1994.6.25）字子範，號漢堂，江蘇東台人。著名語言文字學家。早年讀中學時，曾寄
居姑父著名學者王伯沆家，受其影響，對國文產生濃厚興趣。高中時參加全校作文比賽，獲第一名
。1935年高中畢業，同年考入中央大學中文系，在小學和文字學方面用力甚勤。1937年抗戰爆發，隨
中央大學遷至重慶沙坪壩。1939年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同年考取西南聯大之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
，導師為著名音韻學家羅常培、丁聲樹。1941年畢業，獲文科研究所碩士學位。畢業後考入中央研究
院，任語言組助理研究員。1933年與董同龢赴成都調查方言。抗戰勝利後，1946年隨史語所復員南京
，同年兼任中央大學副教授。1947年，與董同龢一起獲得中央研究院楊銓獎金。1948年升為史語所副
研究員。 1949年赴台，同年兼任臺灣大學教授。1953年升為史語所研究員。1955年，任哈佛大學哈佛
燕京學社訪問學者，歷時三年。1962年，任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客座教授。1963年，任美國耶魯大學
客座教授。1964年至1976年，應聘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講座教授、主任、研究院中國語
言及文學部主任、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主任等職。同年9月，當選為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1971年，被
推舉為美國語言學會榮譽會員。1981年、1984年分別當選為臺灣中央研究院第十一屆、第十二屆評議
會評議員。1985年，自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同年應聘為臺灣東海大學講座教授。1994年6月25日，因心
臟衰竭，逝世於台中東海大學寓所，享年八十歲。周法高主要從事語言學、音韻學、訓詁學、文字學
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音韻學方面，學士論文為《經典釋文反切考》、碩士論文為《玄
應音研究》，進入史語所後陸續寫了幾篇音韻學方面的論文。語法方面，根據美國結構語言學派的語
言理論，寫成《中國古代語法》，分造句編、稱代編、構詞編三冊，共約120萬字，堪稱中國古代語法
之巨著。文字學方面，所主編的《金文詁林》、《金文詁林補》和《金文詁林附錄》，是古文字學的
重要參考工具書。主要著作：《中國古代語法》、《中國語文研究》、《金文詁林》（主編）、《周
秦名字新詁匯釋及補編》、《顏氏家訓匯注》、《廣雅索引》（主編）、《廣雅疏證引書索引》（主
編）、《周法高上古音韻表》、《說文通訓定聲目錄周法高音》、《牧齋詩注校箋》等，有《漢學論
集》、《中國語言學論文集》、《中國音韻學論文集》等；有論文一百餘篇，主要有：《廣韻重紐的
研究》、《金文零釋》、《西周年代新考》、《西周金文斷代的一些問題》、《武王伐紂的年代問題
》、《論金文月相與西周王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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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詁林》

精彩短评

1、对金文有更大兴趣的话这本值得参阅。收录全面，各家意见也易于查看。可惜年头有些久远，再
一个就是有个别抄录的书写不是很容易辨识
2、上学时即翻过，这么多年过去了，再一翻还是觉得检索不便。
3、电子版
4、只详细读过“金”字的那段，洋洋洒洒好几页，记得是第七册？
5、容庚先生的《金文編》對於金石文字初入門者來說閱讀最爲困難的就是金文的考釋過於簡單，只
能知其字形而不知其義。此書以《金文編》作爲底本，詳列了權威的各家考釋，供讀者自行閱讀取捨
。這做得是相當好的。個人認為唯一缺點就是其中有些整理者字跡不甚漂亮，造成一定的閱讀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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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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