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习：

1. 课本25-29页（汉字的部首）

2. 课本67-68页（反切）

3. 课本116页（《康熙字典》）



《康熙字典》简介及应用





一、《康熙字典》简介

 （一）成书时间和主要编撰者

  1．《康熙字典》是奉旨编纂的一部官方字典，成书

于康熙55年（1716年）。

  2．主要编撰者：

  总阅官：张玉书  陈廷敬

  纂修官：凌绍雯、陈邦彦、梅之珩等二十七人



   《康熙字典》是我国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官修

字书，它标志着汉字字典的成熟。

    作为钦定辞书，《康熙字典》以其完备性、权威

性、规范性和实用性著称于世。

   《康熙字典》是我国古代语文辞书发展到顶峰的标

志之作、古代辞书的集大成者，奠定了后世字典编

纂的规模和体例。



（二）《康熙字典》的特点与作用

    它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古代汉语、古代文献必不可

少的一种工具书。

  1．收字多。

    共收入古汉字47035个，其他字典上查不到的难字、

冷僻字和异体字，在《康熙字典》中一般都能查到。

    该字典的《补遗》一卷收录稍偏僻的字，《备考》

一卷收不通行的字。







  2．释义全面。

    《康熙字典》是前代辞书各种文字释义的汇总。

附有古文、隶书、小篆等字体。

    除了僻字和僻义之外，几乎每一个字的每个义项

都有书证，而且一般都是以“始见书”为标准。为

研究提供了丰富材料和线索。



    在《康熙字典》中，引用《内经》不少的原文和

王冰的注文作为书证，这对研究古典医籍的训诂有

一定的价值。

    例如《康熙字典·疒部》的“瘕”字条下：

  既引用《素问·气厥论》：“小肠移热于大肠为伏

瘕。”

  又引王冰注：“小腹热已，移入大腹，两热相搏，

故血溢为伏瘕。”



  3．继承并完善了部首检索法，实用方便。

    《康熙字典》将汉字分为214个部首，然后按照

部首的笔画多少为序，分别编在“子、丑、寅、卯、

辰、巳、午、未、申、酉、戌、亥”12集之中，每

一集又分为上、中、下三部。

    部首、检字、正文三者完全统一，科学合理，查

检十分方便。



  4．在辨形上下的工夫超过了以往的字书。 

    “辨析”中收集了二字相似、三字相似、四字相

似、五字相似的字，且分别排列，一并注音、释义

以示区别。帮助读者辨别字形、正确用字。

    例如《字典》对以下两组的形体作了辨别：

 （1）己—已—巳 

 （2）戊—戉—戌—戍（见下页）



  （1）己 人己之己，上方处不连；

       已 已止之已，上微缺；

       巳 辰巳之巳，上不缺。 

  （2）戊 茂务二音，干名；

       戉 音越，斧戉；

       戌 音恤，辰名；

       戍 音树，边戍。



（三）后人评价

  1．体例精密，考证赅洽，诚字学之渊薮，艺苑之

津梁也。（清·王引之《康熙字典考证·奏》）

  2．去取得中，权衡尽善，信乎六书之渊海，七音

之准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3．历代字书，此其总汇。（《四库全书简明目

录》） 



 （四）《康熙字典》的缺点与不足

  1．对反切和训释罗列太多。

  2．引证经史子集的文字，错漏甚多，不核对原文。

一般只列书名，不出篇名。引用医书往往只写“方

书”，不举出具体书目名称。



 （五）使用《康熙字典》的注意事项

  1．由于古今音变，字典引述的古代韵书的“反切”

很多不能拼出现代汉语的标准音了。

  2．字典的义项可供参考，但是作研究时不宜直接

引用，而应根据字典提供的线索，直接引证原书的

注释。

  3．对于字典中的书证，必须严格核对原文，方可

引用，以免以讹传讹。



 （六）《康熙字典》的体例

  1．编纂体例。

   《康熙字典》正文十二卷，以子、丑、寅、卯等

十二地支为标目，每卷又分上、中、下三部分。

    正文前面列有“御制序”、“上谕”、“凡

例”、“等韵”、“总目”、“检字”、“辨似”

等附录；正文后面附有“补遗”、“备考”等附

录。



  2.《康熙字典》的说解体例。

  《康熙字典》编纂的核心部分是“切音解义”：

    每字下先列各韵的反切给字注音，切后有直音译

法。然后解释字的本义，最后是这个字的别音别义，

都用空格加一“又”字标示。

    一般都引用古书中的内容做例证。

    若有考辨，则加“按”字附于注末。

    如果一字有古体字的，即列于该字之后。

    重义、别体、俗字、讹字则附于注后。

  例如：安（见下页）



§ 安   《唐韵》《集韵》《韵会》《正韵》并于塞切，
案平声。《说文》：静也，从女在宀下。《广韵》：徐
也、止也。《尚书·尧典》：钦明文思安安。[注]：安
安，自然性之也。《益稷》：安汝止。[注]：谓止于至
善也。 又宁也、定也。《尚书·皋陶谟》：在知人，
在安民。《齐语》：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 又危
之对也。贾谊《治安策》：置之安处则安，置之危处则
危。 又佚乐也。《礼记·表记》：君子庄敬曰：“强
安肆曰偷”。《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怀与安，实败
名。 又《谥法》：和好不争曰安。 又何也。《礼
记·檀弓》：吾将安仰。《楚辞·天问》：九天之际，
安放安属。 又与“焉”同。《正字通》：安之于焉，
犹何之于曷，音别义通。 又姓。《风俗通》：汉太守
安成、唐安金藏。又安期、安平俱复姓。又州名。春秋
时郧国属江复郡，宋改为安州。



二、《康熙字典》的使用（检索方法）

  方法：利用总目去查找汉字。

  总目—集部—正文—字

  1．口诀：

           一二子中寻，三画问丑寅，

           四在卯辰巳，五午六未申，

           七酉八九戌，其余亥中存。

 （将214个部首按地支顺序编入“12集”中）



  2．利用检字表，并熟悉部首的变体。

    “检字—部首的变体”

    凡疑难字，不得其部首，仍按笔画数检索。

  例如：

 （1）胃：“未集下”六画—肉部0973页—查“田”
五画—“胃”。

 （2）阴：陰—检字表—阜部—总目“戌集”八
画—阜部1345页—查右边八画—“陰”。



  3．难以确定部首的，就使用检字表。

    检字表是将不易分辨部首的汉字用笔画多少的顺

序排列起来，同一部首的字再依据部首以外笔画多

少的顺序编排，然后说明这一汉字的部首。

  例如：

    “平”字和“弗”字，“平”字可以根据笔画在

五划中找到“平”字，其后注“平”字属于“干”

部，同一方法，“弗”字则属于“弓”部。

    只有利用检字表，确定了汉字的部首之后，才能

利用《 康熙字典》总目查检汉字。



  4．学习使用《康熙字典》部首检字法，应注意：

 （1）分析汉字结构，熟悉部首所表示的意义范畴。

  例如：

    手，在左作“扌”，如“把、提、援”等；在下

写作“手”，如“拳、摩、掌”等。

    此外“又”（叔取受及）、“支”（收政教放）、

“爪”（爬爭爲爰）、“寸”（封將寽）等也与

“手”部有关。



 （2）熟悉部首的变体（变形）

    同一部首由于它所在的位置不同而变为不同的

形状。

  例如：

    刀，在右侧多作“刂”（利割剖削）；

    阝（阜）在左侧，字义多与土堆有关，如“防

阴阳隆降”等；

    阝（邑）在右侧，字义多与市镇有关，如“都

郭郡郊”等。



 （3）熟悉部首的位置

    部首的位置有上有下，有左有右，有的在四周，

有的左右两侧，有的在上下两端，有的偏左下角，

有的偏右下角。

  例如：

    客  告  作  刊  固  围  衍  辩

    衷  褒  颖  哉  赖  條



（4）有些字本身就是部首，不要再拆分。

 例如：

   音、豆、色、鼓、鼠、齿



 三、反 切
  

    反切是古代的拼音方法，约始于汉末。或称为

“反”“翻”，或叫“切”，“反”和“切”，名

称不同，实际都是拼音的意思。

    反切的方法是用两个字拼出一个音，反切上字取

声母，反切下字取韵母和声调。

  例如：

   “东”字下注明是德红切，即取“德”的声母d，

取“红”的韵母ong和声调，便构成了“东”字的读

音 dong。



  又如：

    光：古皇切

  

  注意：

    由于古今字音发生了变化，反切有时拼不出现代

汉语普通话的标准音了。



§ 阳明病，本自汗出，医更重发汗，病已差，尚微烦

不了了者，此必大便鞕故也。以亡津液，胃中干燥，

故令大便鞕。

               ——《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

§ 诸气膹郁，皆于属肺。

               ——《素问·至真要大论》

§ 是动则病：齿痛，颈肿，是主津液所生病者，目黄，

口干，鼽衄，喉痹，肩前臑痛，大指次指痛不用。

               ——《灵枢·经脉》



• 例：“葫”的部首为“艹”，其正体为
“艸”

分析汉字所属部首
（注意变体）

• “艸”部为六画算出该部首正体的笔画

• 根据口诀“五午六未申”，检得“艸”
部在“申集上”

在总目中找到对应卷数

• “葫”的部外笔画为九画算出该部首之外的笔画

• 在“申集上-九画”中检得“葫”字在
1045页根据页边信息查找汉字

• 反切读音：洪孤切

• 义项：a. 瓜。b. 菰米。 c. 大蒜。
根据要求摘录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