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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名学是先秦逻辑思想的重点和核心，名书则是名学逻辑理论的实际应用。成书于战国的《尔雅》是我

国最早的一部名书。中国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扩展到应用逻辑领域。本文以《尔雅》为例，探讨了《尔雅》

所体现的名实释义系统和分类归纳方法。可以说，《尔雅》所体现的逻辑思想代表了当时的一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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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在“名学”条下这样定义：

“泛指中国古代的逻辑学说。在中国先秦时代，诸子各家

的逻 辑 思 想 大 都 是 围 绕 名 实 问 题 和 正 名 问 题 展 开

的。”［"］（-.’!%）此条由著名逻辑史家李匡武先生撰写。从这

个定义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两点结论：一、名学是关于名实

问题和正名问题的学说；二、中国古代逻辑学与名学的关

系非常密切，研究先秦逻辑思想的重点和核心是诸子各家

的名学观。既然关于名实问题和正名问题的学说叫名学，

那么关于名实问题和正名问题的专书当然就是“名书”。

既然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学离不开名学，那么研究中国古代

逻辑学也不能撇开“名书”。但是研究中国逻辑史的学者

历来没有讨论过“名书”的问题。

中国究竟有没有“名书”？有。最早最系统的一部名

书就是我国的第一部词典《尔雅》。较早地认识到这一点

的是著名语言学家洪诚先生，洪先生说：“战国时对词典亦

称之为‘名’，汲县魏王冢在晋初被人发掘，得竹书很多，其

中有‘名’三篇，似《尔雅》又似《礼记》，可见《尔雅》也是名

书。”［!］（-.")"）之后李开先生明确指出：“《尔雅》是我国最早

解释词义的书，也是解决名实关系的一部名书。”［%］（-.!))）

“《尔雅》是最完整最系统的名书”［,］（-.$），“《尔雅》的基本性

质是解释词义的名书”［,］（-."$）。

“名书”作为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史的必要的补充，其价

值究竟何在？下面即以《尔雅》为例略陈管见。

一、名书与名学的关系

温公颐先生所著《先秦逻辑史》主要分“辩者的逻辑思

想”和“正名的逻辑思想”上、下两编来评介先秦逻辑思想

的，温先生在前言中简明地概括了先秦逻辑思想的产生和

发展：

春秋末期是我国奴隶制开始崩溃，封建制兴

起的剧变时代。礼坏乐崩的结果，引起“名实相

怨”的问题，先秦的逻辑思想必然要应运而生。

其首创人物应推邓析。作为正名派的创始者孔

丘，时间虽略后邓析，但也在此时出现。辩者一

派，从邓析开始，奠基于墨翟，中经惠施、公孙龙

的发展，最后完成于战国晚期的墨辩学者。孔丘

首先提出正名，创立政治伦理的逻辑，孟轲继之，

稷下唯物派的学者们也标榜正名以正政之说，最

后完成于战国晚期的荀况和韩非。

⋯⋯两派虽互相抨击，也互相影响，整个先

秦逻辑史是在这两派的互相斗争又互相影响下

而推动前进的。［+］（-., * +）

温先生所谓的正名逻辑思想即名学思想，“名实相怨”的客

观现实促使各家探讨名实问题，提出正名的主张。可以

说，名学思想作为先秦逻辑思想的重点和核心是由当时的

社会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孔子的“正名”论!“应运而生”，

不仅在儒家内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影响到名、墨

等其他各家。

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不仅促进了名学的产生和发展，

也促成了名书的诞生。晋武帝太康二年（!)"）汲郡人盗发

战国魏王墓，得《名》书三篇，可惜未能流传至今"。但是

大约同时，即在战国中后期，另有一部成系统的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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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子路》篇载：“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

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

矣。’”（《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 此据《晋书·束皙传》：“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王冢，得竹书十车。⋯⋯《名》三篇，似《礼

记》，又似《尔雅》、《论语》。”（中华书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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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诞生了，并很好地流传了下来!。关于《尔雅》的编

纂目的，郭璞《尔雅序》言之甚明：“夫《尔雅》者，所以通诂

训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总绝代之离词，辩同实而殊号者

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

近于《尔雅》。”［!］（"#$）时代久远，古今语异，四方隔绝，夷夏

词殊，实同而名异、名同而实异的现象比比皆是，《尔雅》正

为“总绝代之离词，辩同实而殊号”所作，从而使古今四方

之语接近正言，近于雅正，纳于规范，不惑于耳目"。

关于《尔雅》的作者，日人内藤虎次郎提出“大约是战

国文化中心之齐稷下多数学者所集之时代思想”［%］（"#$%$），

何九盈先生进一步论证其编纂者为“齐鲁儒生”［&］（"#$’）。

高小方先生则认为“《尔雅》是孔门后学遵照孔子的‘正名’

思想编成”的［’］（"#$(）。“齐鲁儒生”亦或“孔门后学”，受到名

学思想影响则无可非议。如果说从孔子的“正名”发展到

荀子总结了“制名之枢要”是先秦名学理论的建树，那么名

书《尔雅》的编纂则是名学逻辑思想的实际应用。正如李

开先生指出的：“说《尔雅》是上古名辩逻辑的应用逻辑是

一点也不过分的。《尔雅》之类的训诂书称‘名书’，古代逻

辑学称‘名学’，一字之差，有种种不同，但它们是一对孪生

弟兄。”［$)］

一般地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史，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哲学

家们的逻辑理论和学说。但是我们的古人却又很少进行

纯理论的论述，真正如《墨经·小取》篇这样讨论逻辑问题

的著作更是凤毛麟角。这便造成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史主

要是从各家的哲学或伦理学等著作中剔抉和爬梳材料，从

而得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大大落后于西方逻辑思想的结

论。笔者觉得中国古代逻辑史的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地扩

展。缺少专门的理论阐述，并不等于思想的匮乏和落后。

孙中原先生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他说：

我认为，从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科学技术史

等方面的材料中，总结逻辑思想的发展，是应该

提倡的。⋯⋯如果中国逻辑史的对象和取材范

围只限于专门的逻辑学著作，则几乎等于取消这

门科学的研究。［$$］（"#*!）

研究逻辑思想的取材范围完全可以扩展到应用逻辑领

域#，尤其是“名书”这样一种与名学密切相关的素材，它

正是名学理论的实际应用。汪奠基先生曾经意识到这一

点，他说：“本来正名和正名字的方法是不可分的。作名以

辨物，述名以指实，俱见于字书《尔雅》。”［$+］（"#$+*）而且，中

国古代讨论名实关系的“名书”十分丰富，《尔雅》之后产生

了系列雅学书，如《小尔雅》、《广雅》（魏）、《埤雅》（宋）、《通

雅》（明）等，再扩展到《说文解字》、《释名》等语言文字学著

作，名言逻辑思想的探索领域有待充分拓展。

二、《尔雅》的名实逻辑思想

《尔雅》全书共计 $’ 卷 $*$$* 字，分成 $,,* 组$，构成

一个庞大的名言释义系统（参附表）。全书使用的基本释

义方式有五种类型（“-.”表示被释项，“-"”表示释义项）：

“-.，-" 也”式，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亻叔、

落、权舆，始也。”（$#$）“弥，终也。”（+#+&)）

“-" 为 -.”式，如：“美女为媛。”（*# ’,）“美士为彦。”

（*#’(）

“-" 曰 -.”式，如：“两河间曰冀州。”（’# $）“河南曰豫

州。”（’#+）

“-" 谓之 -.”式，如：“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瓦豆

谓之登。”（!#$）

“-.，-"”式，如：“ ，山韭。”（$*#$）“艹
各，山葱。”（$*#+）

另外还有一些仅个别出现的释义方式，如：

“-. 之为言 -" 也”式，全书仅一例，即“鬼之为言归

也。”（*#$$!）

“谓 -" 为 -.”式，见于《释亲》篇，如：“女子同出，谓先

生为姒，后生为娣。”（,#++）

“-" 有 -.”式，多见于《释地》篇，如：“鲁有大野。”（’#
$)）“晋有大陆。”（’#$$）

“-.”式，即仅列物名，多见于《释鱼》、《释兽》、《释畜》

等篇，《释兽》“鼠属”$* 组仅 $ 组有释义，依次为：“鼢鼠。”

（$&#,&）“鼷鼠。”（$&# ()）⋯⋯“豹文，鼠廷 鼠。”（$&# (’）“鼠廷

鼠。”（$&#!)）

通过对释义的逐条寻绎，可以归纳出《尔雅》用以解释

“名”和“实”的方法主要有如下数种。这里所说的“实”是

指客观事物或状态，“名”是指用以指称“实”的一种语词符

号（-.），两者之间通过概念联结起来，可以采用释义的方

式达成一致%。

$、属加种差定义法，即在类下通过描述事物的主要特

征以区别。如：“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瓦豆谓之登。”

（!#$）在豆这种古代的盛食器中以制作质地的不同分别为

三种名称。

+、类别区分法，即具有相同属性的对象通过所指种类

的不同以区别。如：“金谓之镂，木谓之刻，骨谓之切，象谓

之磋，玉谓之琢，石谓之磨。”（!# +’）同是加工器物的动词，

根据所治器物材质的不同分为六类。“载，岁也。夏曰岁，

·,+·

!

"

#

$

% 本文的说法和传统的将“名”解释为“概念”不同，

主要借鉴了李贤中和曾祥云两位先生的意见。参见：李著

《先秦名家“名实”思想探析》，台湾文史哲出版社，$’’+；曾

文《“名学”究竟是什么———与孙中原先生商榷》，载《学术

界》+))+ 年第 ( 期。

统计据徐朝华《尔雅 今 注》，南 开 大 学 出 版 社，

$’&%。文中引及《尔雅》原文所标条码均据徐著。

如蔡伯铭曾提出以自然语言的古汉语作为中国

古代逻辑的直接的研究对象，见蔡文《把中国逻辑史的研

究提高一步》，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 年第 + 期。

“尔”意为“近”，“雅”意为“正”，东汉刘熙《释名》

已及之，详参高小方师《中国典籍精华丛书？语文名著》之

《〈尔雅〉评介》，中国青年出版社，+)))，$) / $$。

关于《尔雅》的成书年代，洪诚认为“《尔雅》作于

战国《孟子》以前，流传到秦汉之间续有增补。”高小方师承

之。何九盈认为《尔雅》编纂于战国末年，李开师和之。应

该说，《尔雅》的成书与《名》三篇的年代不会相差太远。洪

说见《训诂学》，江苏古籍出版社，$’&,，收入《洪诚文集》，

江苏古籍出版社，+)))，$$。高说见《中国典籍精华丛书？

语文名著》之《〈尔雅〉评介》，中国青年出版社，+)))。何说

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李说

见《关于〈尔雅〉的作者》，载《中国语文》$’&’ 年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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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同是称呼年岁的词根据

所用时代的不同别为四类。

$、同义词训释法，即找出被释词的同义词进行训释。

如“逆，迎也。”（%"&’）逆在上古就是迎的意思；“泳，游也。”

（%"#&）“游泳”一词正是同义复合词。

(、雅俗互释法，即用雅名释俗名或用俗名释雅名。这

可以分成两类。对同一事物往往雅名在前，俗名在后。如

“ ，山韭。”（)$" )）“艹
各，山葱。”（)$" %）山中生长的野韭和

野葱分别有一个雅名“ ”和“艹
各”。对不同的事物则又有

四种情况!。一是“雅与雅同名而异实，则别以俗”，二是

“俗与俗异名而同实，则同以雅”，如：“薜，山蕲。”（)$" *）

“薜，白蕲。”（)$" (*）“薜，庾草。”（)$" &$）“薜，牡赞。”（)$"
))+）“薜，山麻。”（)$")*+）这五组中前两组俗名“山蕲”、“白

蕲”都是指当归，虽异名而同实，故同以雅名“薜”，后三组

雅名虽都叫“薜”，而所指各不相同，且和前两组也不同，故

别以俗名“庾草”、“牡赞”、“山麻”。三是“雅与雅异名而同

实，则 同 以 俗”，如：“椴，木 槿。榇，木 槿。”）)$" +）雅 名

“椴”、“榇”虽不同，但是指同一种落叶灌木树，故同以俗名

“木槿”。四是“雅与俗同名异实，则各以雅与俗之异者异

之；雅与俗异名同实，则各以其同者同之”，如：“ ，竹。”

（)$"$#）“竹，艹
扁蓄。”（)$"*’）虽同名为“竹”，但雅名“ ”是

指一种大竹，俗名“艹
扁蓄”则是指一种道旁小草，故别之。

*、关系释义法，即通过揭示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区别名

称。如：“父之考为王父，父之妣为王母。王父之考为曾祖

王父，王父之妣为曾祖王母。曾祖王父之考为高祖王父，

曾祖王父之妣为高祖王母。”（(" %）这种方法主要用在《释

亲》篇中。

+、依序汇集法，即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以汇集相关物

名。如：“一达谓之道路，二达谓之岐旁，三达谓之剧旁，四

达谓之衢，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七达谓之剧骖，八达

谓之崇期，九达谓之逵。”（*" %$）此条解释各种道路的名

称，按岔道的多少组成一个序列。“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

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 。”（#" $#）此条按

由近及远的顺序把国都（邑）之外的郊野名称组成一个序

列。

&、异词同训法，即虽名称不同，但具有相同的意义

（实），便用同一个词训释。如：“初、哉、首、基、肇、祖、元、

胎、亻叔、落、权 舆，始 也。”（)" )）“初”，裁 衣 之 始；“哉”通

“才”，草木之始；“首”，人之初生；“基”，墙之始；“肇”通

“ ”，门始开；“祖”，本义祖庙；“元”，本义人头；“胎”，生命

之始；“亻叔”，动作之始；“落”，新旧相代之际，旧质之衰，新

质始进；“权舆”，草木始生。各词均有“开始”义，所以合为

一组，用同一个词“始”解释。

!、同词异训法，即名同而实异。如：“济，渡也。济，成

也。济，益也。”（%" %&%）此条解释了“济”的渡过、成功、增

益三个意义。“育、孟、耆、艾、正、伯，长也。”（)" )$$）“艾，

历也。”（)")$(）“艾、历、胥，相也。”（)")$&）三组中都有被释

词“艾”，分别为年纪大、经历和治理的意思。

#、展转递训法，即由此及彼，递相引申。如：“窕，肆

也；肆，力也。”（%")’$）“窕”有放肆的意思，“肆”又有尽力、

力求的意思。“舒、业、顺，叙也；舒、业、顺、叙，绪也。”（)"
#）此组前半句指“舒”、“业”、“顺”是次序（叙）的意思，后半

句连同“叙”又训释为端绪、头绪的意思。

这些条例囊括了《尔雅》的绝大部分条目，从中我们不

难看出《尔雅》的编者寻实以求名，依实以正名的编纂用

心，也正是由于对名实关系的深入体察，才可能构建如此

完整而有条理的释义系统。全书条例明晰，秩次井然，“犹

如美的机缄”［(］（,")#）。

但是在把握“名”的内涵方面，《尔雅》也显示出一些草

创的不足和缺失，这里略举一二。如清人早就发现的所谓

“二义不嫌同条”例"，“林、丞
灬、天、帝、皇、王、后、辟、公、

侯，君也。”（)" %）语词“君”有两义，一指君主，“天、帝、皇、

王、后、辟、公、侯”为此义，二通“群”，指群聚、众多，“林、

丞
灬”为此义，“君”的毫不相干的两个意思混杂在同一条中。

甚至还有数义同条的例子，如“育、孟、耆、艾、正、伯，长

也。”（)")$$）其中“育”义为养育、使成长，“孟、伯”义为排

行第一，“耆、艾”义为年纪大的，“正”义为长官，彼此有差

异的几个意义统释为“长”。又如“相反为训”例，“如、⋯⋯

徂、逝，往也。”（)" +）“徂、在，存也。”（)" )**）“徂”为过往

义，和存在义正相反。又如“同义互训”例，如“宫谓之室，

室谓之宫。”（*")）作为揭示两词同义尚可，但作为解释条

目则欠妥。

三、《尔雅》的分类逻辑思想

在逻辑学上，“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它是推论

的基础。分类（类聚）的思想方法，“在分析的基础上加以

归纳，即异求同，找出事物间的区别和联系，以便执简驭

繁：它 是 先 民 们 认 识 世 界、把 握 世 界 的 最 基 本 的 方

法”［#］（,"*&）。尹文子首先将名分成“命物之名”、“毁誉之名”

和“况谓之名”三类。之后，“由于《墨辩》提出了关于‘类

同’、‘类异’和‘划分’的思想，从而使‘类’概念在中国逻辑

史上成了一个比较科学的概念，成了逻辑推论的基础和条

件。”［)$］（,")*)）墨子对“名”进行了细致的分类，按外延大小

划分为“达名”、“类名”和“私名”三类，按具体和抽象划分

为“以形貌分者”和“不可以形貌分者”两类，又按属种关系

分为“兼名”和“别名”两类。同时墨子《小取》提出“以类

取”，即朴素的归纳思维方法，根据周云之等先生的研究，

《墨辩》主要提出了简单枚举类取法、完全类取法（由特殊

到一般）和求同类取法、求异类取法、共变类取法（求因果

联系）等归类方法。［)$］（,")+! - )&%）

体现先秦应用逻辑思想的《尔雅》在分类上达到了相

当高的程度。《尔雅》将全部的 )(($ 组按内容分成 )# 个

义类（见表 )）。

前 $ 篇解释一般语词，其中“从复杂的词语中把疏状

词分作独立的一类”［)(］（,"%）是《尔雅》的一项重大贡献，疏

状词即拟容写貌之词，大多为重言叠字，如“明明”、“斤

斤”、“穆穆”、“肃肃”等，这一类词的独立可以看出《尔雅》

·*%·

!

" 这由清人王引之发现，见《经义述闻》卷 %+《尔雅

述闻》。

此法及用例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

言之甚详，载《观堂集林》卷五，中华书局，)#*#。骆鸿凯

《尔雅论略》“十一、论《尔雅》义例”全录王文并有所推演，

岳麓书社，)#!*。下文的四类即用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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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尔雅》篇章结构表

!"#$% !
古语词 !"释诂 !#$ 组

一般词语 常用词 %"释言 %&’ 组

疏状词 $"释训 !!( 组

百科名词

社会生活名词

人的社会关系 )"释亲 四类：宗族、母党、妻党、婚姻 $) 组

*"释宫 %( 组

人的日常生活 ("释器 )# 组

#"释乐 !( 组

自然万物名词

天文 &"释天
十二类：四 时、祥、灾、岁 阳、岁 名、月 阳、月
名、风雨、星名、祭名、讲武、旌旗

*! 组

地理

+"释地 七类：九州、十薮、八陵、九府、五方、野、四极 )# 组

!’"释丘 二类：丘、崖岸 $’ 组

!!"释山 %# 组

!%"释水 四类：水泉、水中、河曲、九河 %# 组

植物
!$"释草 %’’ 组

!)"释木 &% 组

动物

!*"释虫 *( 组

!("释鱼 )% 组

!#"释鸟 #+ 组

!&"释兽 四类：寓属、鼠属、须属等 ($ 组

!+"释畜 六类：马属、牛属、羊属、狗属、鸡属、六畜 )# 组

【此表据高小方先生《中国典籍精华丛书·语文名著》之《〈尔雅〉评介》第 %# 页列表增补而成。】

的编者对语词体察的深入。后 !( 篇是百科名词，在众多

的名词中分出至少四级的层次类别，其中社会生活名词包

括 % 类 ) 篇，自然万物名词包括 ) 类 !% 篇，《释亲》、《释

天》、《释地》、《释丘》、《释水》、《释兽》、《释畜》等 # 篇下又

分若干小类。如《释兽》篇下分寓属、鼠属、须属等四类，

《释畜》篇下分马属、牛属、羊属、狗属、鸡属等类，这里提出

了“属”的概念，“其具体运用是动物分类学方面的，而作为

普遍的思维规定和工具，也有逻辑方面的意义（这个概念

至今还在逻辑学中运用着，表示人对事物的类的认识的一

个层次）”［!!］（,"!%!）。

在这么众多的事物和它所对应的名词中能够进行如

此细致的分类，这是需要足够的思维严密性的。《尔雅》所

达到的逻辑思维的高度足以代表当时的一流水平。李开

先生概括说：

（《尔雅》）把人间天地万事万物 统 分 成 !+
类，和后来的《说文》据文字形体分成 *)’ 部首一

样，是先秦就有的类逻辑思想的体现。⋯⋯《尔

雅》是先秦训诂资料的汇编，它的做法，搜罗天地

万物，汇集故训，分类纲统，类取类予，比物相附，

释以雅言，其办法和精神仿佛就是《小取》逻辑的

具体化。［!’］

我们可以说离开《尔雅》谈先秦逻辑思想所达到的高度，至

少在类逻辑方面是不完全的。

当然，《尔雅》的分类毕竟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从中

可以看出它作为中国早期分类学著作有待改进的地方。

如《释诂》、《释言》两篇中还未分出实词和虚词，《释草》、

《释木》两篇兼收草本、木本植物等。又如《释器》篇收入服

饰（黼领、佩衿等）、食物（羹、魚旨、醢等）类词，《释鱼》篇包

括了一些爬行动物（龟名等），等等。

以上分别就《尔雅》辨析“名”、“实”关系和分类归纳方

式两个方面对其所体现的逻辑思想进行了一定的例析。

《尔雅》所体现的古人早期的应用逻辑思想当然不止这些，

如“-.”（被释项）和“-,”（释义项）之间所体现出来的二元

判断法则，《释地》篇所分“九州”、“十薮”、“八陵”、“九府”、

“五方”、“四极”等类所体现的称数归并法等，尚有待于进

一步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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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共建共享作为重中之重抓紧抓好，进一步加强馆际

互借，在可能的情况下，高校图书馆应向社会全面开放。

当然，要做到“四全”，必须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

伍。当代的图书馆员不仅要有广博的学科知识、较强的外

语水平以及敏锐的信息意识、开拓创新能力等等之外，还

要掌握熟练的信息检索能力、精深的信息加工能力、完善

的信息服务能力［!］。俗话说得好：“打铁还要自身硬”。掌

握过硬的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是做好各项服务工作的基本

前提。否则，再先进的技术设备，也无法发挥其作用，再丰

富的文献资源，也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知识服务也就无从

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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