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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奇异现象 ,最近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中也有发现。例如湘西苗文方块字 ,多借用汉字而另标

苗族歧读于其旁。如苗语呼
“
月

”
为 lha,故借用汉字

“
月

”
而加

“
那

”
旁以注其音 ,写作

“
琊

”
;苗语呼

“
鼻

”
为 m忆 u,故借用汉字

“
鼻

”
而另加

“
卯

”
旁以注其音 ,写作

“
sll” ;苗语呼

“
足

”
为 ID” ,故借用汉字

“
足

”
另加

“
闹

”
旁以注其音 ,写作

“
踟

”
。这跟 日本对汉字的

“
训读

”
是同 一道理。其次 ,《 说文。有

部》云 :“ 衤蝌
,有文章也。从有辟产。许氏以为形声字 ,古今说者亦多歧。其实 ,此字

“
有

i与“
莽

”
皆

为声符 ,许 氏误以
“
有

”
为义符 ,故误解为

“
有文章也

”
,殊牵强。古人从

“
有

”
声字 ,其义多为文章之

貌 ,如《论语》
“
郁郁乎文哉

”
;古人亦借用

“
劾卜为文章之貌 (本义为水流貌),如荀苡 字文若 ,即 其

例。故勹蝌
”
字之

“
有

”“
嘛

”
皆系音符 ,同在先秦古韵之部。此种中国古代文字的奇异结构 ,在湘西

苗文中亦有其例。如发抖的
“
抖

”(to),苗 文中作
“
斟

”
,其 中

“
豆

”
与

“
斗

”
,皆音符 ,并非义符。此与

“

槲
’
字同例。再其次 ,苗文中还有两个声符并不同音 ,乃系歧音歧读。如苗语呼火熄为 Po,但其字

作
“
残

”
。其中

“
夕

”
乃汉语

“
熄

”
字标音 ;“发

”
乃苗语Πo的标音。这与我在拙著中所举

“
谐声字歧符

例叶目似而略异。可见 ,歧读问题 ,不仅存于我所列举的汉古文字之中,也存在于很多中国少数民

族文字发展的过程之中,并非什么奇谈怪论。

凡科学研究的难题 ,往往历经几个世纪而得不到答案。因此 ,在探索的过程中,人们必然会越

出常轨 ,各寻蹊径 ;也必需越出常轨 ,提 出设想。故某些设想有时会遭到非议 ,也是学术界常有之

事。如罗巴切夫斯 基的非欧几何,曾 被责为是
“
异想天开

”
;伽 罗华的群论 ,曾被视为

“
胡说八道

”
。

然这一切 ,最后都无法扑灭真理的光辉。当然 ,我的《语言之起源》中的某些
“
离经叛道

”
的结论 ,

也许是错误的 ,或者论点并不完善 ,但我企盼着科学真理的终于出现。

·书 讯 ·

范昌灼《中国新时期散文论稿》出版

四川师大中文系范昌灼的《中国新时期散文论稿》已由成都出版社出版。

这是作者继 1989年 7月 出版《散文创作论》(四 川大学出版社)后 的又一本散文专著。

全书近 26万字 ,对中国新时期十余年来散文的发展态势、创作成就和不足、理论研究的成就和不足、作家作

品评介情况等等 ,作 了全面、具体的论述 ;X寸这一时期为散文的繁荣和发展起着影响作用的近 50位老、中、青 (尤

其是后两者)散文作家的创作 ,进行了专门的评析 ,并力图做到如实、中肯。

这本书是作者近几年来教学、科研的大概集结 ,具有新的理论、学术和史料价值 ,是一本于散文教学、研究和

创作都可资参考的论著。

(九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