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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97 年度教師專題研究計畫 
《爾雅論著目錄（1995-2005）》與《爾雅著述考》補成果報告 

一、緣起 

作者多年前曾参與一田師所主持的「十三經整理工作」，在周師指導 
下，先後完成《爾雅論著目錄》與《爾雅著述考一》。其中《爾雅論著目 
錄》只收錄至民國八十三（1994）年，而《爾雅著述考一》受限於國立編 
譯館即將改制，原訂分三期編寫完成的計劃，僅能進行至第一期，因此實 
為不完之初稿。近年來，大陸方面資料取得更為便捷，作者擬以三年時間， 
分從現存「專書論著」、「學位論文」、「單篇論文」，以及「國科會研究計 
劃」等四部分，全面補足前述缺失。依資料之性質，擬分從編纂《爾雅論 
著目錄（1995-2005）》與撰述《爾雅著述考補》兩方面，整理前賢有關爾 
雅學之論著。《爾雅錄著目錄（1995-2005）》除使收錄資料完整性外，另 
也可檢討考究《爾雅錄著目錄》闕漏未錄資料，務求撰述《爾雅著述考補》 
時，精審明晰。 

二、文獻回顧與探討 

作者於編撰《爾雅論著目錄》與《爾雅著述考一》兩書時，參酌之資料，計有：（一）、

歷代史志。如：《漢書藝文志注》、《隋書‧經籍志》、《中國歷代藝文總志‧經部》等。（二）、

公藏及私家書目部分。如：《郡齋讀書志》、《經義考》、《四庫全書總目》等。（三）、專科目錄

及索引。如：《叢書子目類編》、《四庫全書文集篇目分類索引》、《經學研究論著目錄》等。（四）、

外國藏書目錄。如：《尊經閣文庫漢籍分類目錄》、《奎章閣圖書中國本綜合目錄》、《普林斯頓

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館中文舊籍書目》等。（五）、光碟資料庫。如：《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

《中華博碩士論文檢索系統》等。而今資料之出版，較前愈豐，如林慶彰、陳恆嵩編著，《經

學研究論著目錄》（1993-1997），胡玉縉所撰之《四庫未收書目提要續編》、《續四庫提要三種》
的問世，北京出版社新近出版之《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又如《全

國科技資訊網路 STICNET－國內資料庫》、大陸《中國期刊全文數據庫》收錄之資料，多非

當年撰述時可比擬。作者曾將新近掌握之資料，粗略比對《爾雅論著目錄》，其間資料略有闕

漏，如：1994 年須補王世偉之〈《爾雅》版本考略〉《資訊傳播與圖書館學》1994 年第 1 卷
第 2 期、馮蒸之〈《爾雅音圖》音注所反映的宋初非敷奉三母合流──兼論《音圖》微母的演

化〉《雲夢學刊》1994 年第 4 期與〈《爾雅音圖》音注所反映的宋代知莊章三組聲母演變〉《漢
字文化》1994 第 3 期、李亞明之〈《爾雅義疏》增附式釋義之疏誤〉《黃岡師範學院學報》

1994 年第 3 期與〈《爾雅義疏》增附式釋義述略〉《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 年第
4 期；1993 年須補吳禮權之〈《爾雅》古今研究述評〉《古籍整理研究學刊》1993 年第 5 期、
趙世舉之〈雅學與文化論綱〉《古漢語研究》1993 年第 1 期、彭輝球之〈《爾雅》郭注的反
切(下)《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 年第 2 期；姚振武之〈《爾雅》“良,首也”諸
家說辨析〉《古漢語研究》1993 年第 2 期；1991 年須補劉國恩之〈黃侃以雅學述評〉《古漢

語研究》1991 年第 3 期、孫功炎之〈《爾雅》簡述(連載三)〉《運城學院學報》1991 年第 1 期、
1990 年以前須補楊端志之〈《爾雅今注》評述〉《古漢語研究》1989 年第 3 期、汪啓明之〈郝
疏《爾雅》及其聲訓初探〉《楚雄師範學院學報》1986 年第 3 期與傅鑒明之〈《爾雅》和雅
書〉《成都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 年第 4 期；而近五年來之資料，以國科會研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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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只有莊雅洲、黃靜吟之《《爾雅》草木鳥獸蟲魚今釋（Ⅰ）、（Ⅱ）、（Ⅲ）》2001 年 8 月
至 2005 年 7 月；學位論文而言【參見下表】，台灣地區兩篇，大陸地區 13 篇；若單篇論文

論文，則近兩百篇；舉通論而言：有胡奇光、方環海著，〈《爾雅》成書時代新論〉，《辭書研

究》，2001 年第 6 期，2001 年，頁 106-116。竇秀艷著，〈關于《爾雅》的成書時代和作者
問題研究評述〉，《東方論壇》，2005 年第 3 期，2005 年，頁 99-102 轉頁 110。舉編纂體例

而言：有趙伯義著，〈論《爾雅》的編寫體例〉，收錄於《黃侃學術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

版社，1997 年 5 月），頁 338-347。李煜著，〈論《爾雅》的編排〉，《廣州大學學報》（社會

科學版），2004 年第 3 卷第 11 期，2004 年 11 月，頁 39-43。舉文字音義而言：有方文一
著，〈《爾雅》中的一組同義時間詞—兼談同義詞的詞性問題〉，《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
學版），2003 年第 28 卷第 1 期（總第 123 期），2003 年，頁 27-31。王建莉著，〈《爾雅》「權
輿」新詁〉，《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 年第 33 卷第 6 期，2003 年 11 月，
頁 142-144。〈論《爾雅》同義詞內部地位的不等同性〉，《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 
年第 22卷第 3 期，2004 年 5 月，頁 82-86。舉分篇研究而言：郭鵬飛著，〈《爾雅．釋詁》
「林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探析〉，《漢學研究》，第 18 卷第 2 期（總第 37 卷），頁
57-83。楊青新著，〈《爾雅‧釋親》的文化說解〉，《南陽師範學院學報》，2004 年第 3卷第 4 期，
2004 年 4 月，頁 55-58。舉爾雅研究史而言，有賴貴三著，〈焦循「《爾雅》釋《易》」說述

評〉，收錄於私立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著，《第五屆中國訓詰學全國學術研討會論文集》，2000 
年 12 月 16 日至 2000 年 12 月 17 日，頁 233-246。管錫華著，〈20 世紀的《爾雅》研究〉，
《辭書研究》，2002 年第 2 期，2002 年，頁 75-85。他如陳鴻森著，〈郝氏《爾雅義疏》商
兌〉，《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0 卷第 1 期，1999 年 3 月，頁 203-238、李

建誠著，〈黃侃論邵晉涵「爾雅正義」「篤守疏不破注」說商榷〉，《正修通識教育學報》，民

2004 年. 6 月頁 181-194，可供參考處甚夥。因此，編纂《爾雅論著目錄（1995-2005）》，除
使收錄資料完整性外，另也可檢討考究《爾雅錄著目錄》闕漏未錄資料，務求精審明晰。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題之研究，除廣泛蒐輯有關資料，綜合前賢研究成果外，依資料之性質，擬分從編纂

《爾雅論著目錄（1995-2005）》與撰述《爾雅著述考補》兩方面，整理前賢有關爾雅學之論

著。《爾雅錄著目錄（1995-2005）》除使收錄資料完整性外，另也可檢討考究《爾雅錄著目錄》

闕漏未錄資料，務求撰述《爾雅著述考補》時，精審明晰。其方法概別為五，曰蒐輯整理，

曰組織分析，曰比較異同，曰綜合發揮。雖然方法之用，固存乎一心，而互有關涉者，相輔

而行，亦未可以自限之也。 
（一）蒐輯整理 
    治學之基本方法，首在多方蒐輯有關資料，務求其豐富而齊全，進而始可言及組織、皆

析、比較、綜合等方法之運用。抑惟資料蒐輯愈全，而後結論方稱精審。有關《爾雅論著目

錄（1995-2005）》與《爾雅著述考》之研究資料，散在群冊，非經鈎沈稽索，爬梳釐清，則

持論之間，將有難言者也。 
（二）組織分析 
    資料蒐輯究屬基礎之方法，猶需進一層分析資料之內容，並就分析所得，歸納相關證據，

乃可言及組織成編也。蓋分門別類，方可使其各歸所屬也。 
（三）比較異同 
    林慶彰先生曾謂：「編輯目錄是件極艱辛且得不到讚賞的工作」，旨哉斯言。本題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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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源亟廣，或期刊、或專書、或會議論文集，或文集之部分章節，相當複雜。如戴鎣之《爾

雅郭注補正》，《續修四庫全書》第 186 冊所收者，係據乾隆五十二年刻本影印，無韓光鼐〈識

語〉。今國家圖書館所藏者，係光緒十一年重刊本【參見小稿《爾雅著述考一》「0061 條」。
又如《經義考》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晉元帝有《孝經傳》」，作者比對相關資料，以

為：「《經義考》此條可疑。一、此書《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及《新唐書‧藝

文志》俱未載。二、《經義考》所引元帝〈序〉云云，係梁元帝〈孝德傳序〉，（見《藝文類聚》

二十卷、人部四、「孝」條），《經義考》誤記，丁書亦未檢核。」【參見小稿《孝經著述考一》

0039 條】；誠宜相互比較參證，所得之結論，方是正確而可信。 
（四）綜合發揮 
    學術之研究，貴在綜合前賢之研究成果，蓋博觀前賢有關著述，然後可知既往之成就，
而為指引新研究之起點也。且前人勝義擷取多，則無異集眾腋而成裘，始可推陳創新。前賢

有關本題之研究情形，參見參考書目，此不複述。 

四、研究成果 

（一）已完成《爾雅錄著目錄（1995-2007）》，相關論文將另行刊布。 
（二）《爾雅著述考補》部分，受限於時間，俟日後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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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出版 
《遂初堂書目》宋尤袤撰臺北廣文書局影印本 1968 年 3 月出版 
《郡齋讀書志》宋晁公武撰臺北廣文書局影印本 1957 年 12 月出版 
《直齋書錄題解》宋陳振孫撰臺北廣文書局影印本 1968 年 3 月出版 
《四庫全書總目》清永瑢等撰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986 年 3 月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清阮元撰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 1971 年 7 月出版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王雲五主持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 1972 年 3 月出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國科學院圖書館整理北京中華書局 1993 年 7 月出版 
《經義考》清朱彝尊撰臺北臺灣中華書局 1965 年 11 出版 
《千頃堂書目》清黃虞稷撰杭世駿補臺北廣文書局影印本 1967 年 8 月出版 
《販書偶記》孫殿起撰臺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影印本 1984 年 7 月出版 
《販書偶記續編》孫殿起撰臺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影印本 1984 年 7 月出版 
《國立北平圖書館善本書目》國立北平圖書館編 1933 年 10 月刊本 
《國立故宮博物院善本書目》國立故宮博物院編 1968 年出版 
《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善本書目》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編 1968 年出版 
《國立台灣大學、臺灣省立臺北圖書館、國防研究院、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私立東海大學善

本書目》國立台灣大學等編 1968 年 8 月出版 
《江蘇省立國學圖書館現存書目》江蘇省國學圖書館編臺北廣文書局影印本 1970 年 6 月出
版 
《江蘇省國學圖書館現存書目》江蘇省國學圖書館編臺北廣文書局影印本 1970 年 6 月出版 
《江南圖書館善本書目》江南圖書館編臺北廣文書局影印本 1970 年 6 月出版 
《北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目錄》北京人文科學研究所編進學書局影印本 1970 年 8月出版 
《國立中央圖書館善本書目》（增訂本）國立中央圖書館特藏組編１９８６年１２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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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公藏普通本線裝書目人名索引》國立中央圖書館編 1980 年出版 
《北京圖書館古籍善本書目》北京圖書館編書目文獻社出版 1987 年 7 月出版 
《四部要籍序跋大全》（蠡測編）不著撰人臺北華國出版社 1952 年 4 月出版 
（三）專科目錄及索引 
《叢書子目類編》文史哲出版社編文史哲出版社 1986 年再版 
《古籍版本題記索引》羅偉國、胡平編上海書店 1991 年 6 月出版 
《中國叢書綜錄》上海圖書館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年 6 月出版《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
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年出版 
《清代文集篇目分類索引》王有三撰國風出版社鉛印本 1965 年 6 月出版 
《國學論文索引》國立北平圖書館索引組編鐘鼎文化出版公司影印本 1967 年 5 月出版 
《四庫全書文集篇目分類索引》中華文化復興運動推刊委員會四庫全書索引編纂小組主編臺

北臺灣商務印書館鉛印本 1982 年 2 月出版 
《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1970~1992）國立中央圖書館採訪組期刊股編 
《中國文化研究論文目錄》國立中央圖書館編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鉛印本 1982 年 12 月出版 
《經學研究論著目錄》（1912~1987）林慶彰主編臺北漢學研究中心鉛印本 1989 年 12 月出版 
《經學研究論著目錄》林慶彰主編臺北漢學研究中心 1995 年 6 月出版 
經學研究論著目錄.,1993-1997 臺北市:漢學研究中心,民 91 

《日本研究經學論著目錄》（1900~1992）林慶彰主編臺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籌備處鉛印本

1993 年 11 月出版 
《中國語言學論文索引》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香港:三聯書店,1979 年出版 
《中國語言學論文索引乙編》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商務印書館 
《戰國秦漢史論文索引》張傳璽等編北京大學出版社 1983 年出版 
《中國古籍整理研究論文索引》東北師範大學古籍整理研究所編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0 年出
版 

（四）外國藏書目錄 
《尊經閣文庫漢籍分類目錄》日本尊經閣文庫編 1935 年 3 月鉛印本 
《內閣文庫漢籍分類目錄》日本內閣文庫編進學書局影印本 1970 年 8 月出版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分類目錄》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編汲古書院排印本

1974 年 2 月出版 
《靜嘉堂文庫漢籍分類目錄》日本靜嘉堂文庫大立出版社影印本 1980 年 6 月出版 
《楠木文庫漢籍分類目錄》日本國士館大學附屬圖書館編東京明德出版社 1973 年 7 月出版 
《京都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漢籍目錄》日本京都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株式會社同朋社 1982 
年 12 月出版 
《國立國會圖書館漢籍目錄》日本國會圖書館編 1988 年 3 月排印本 
《澗松文庫漢籍目錄》韓國民族美術研究所編 1967 年排版 
《奎章閣圖書中國本綜合目錄》韓國國立漢城大學圖書館編 1982 年 11 月出版 
《藏書目錄‧古書篇》韓國精神文化研究所編 1991 年 8 月出版 
《成均館大學校中央圖書館古書目錄》韓國成均館大學校中央圖書館編 1979 年 3月出版 
《普林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館中文舊籍書目》美國普林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館編臺

北臺灣商務印書館鉛印 1990 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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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光碟資料庫 
中華博碩士論文檢索系統系統規劃：國家圖書館。 
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資料庫著作權人：國家圖書館發行單位：工業技術研究院‧電腦與通

訊工業研究所。 
中文報紙論文索引著作權人：國立政治大學社資中心光碟製作：漢珍資訊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北美及歐洲地區博碩士論文光碟資料庫（DAO） 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Company。 
中國期刊全文數據庫。 
全國科技資訊網路 STICNET－國內資料庫。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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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年至 2008年《爾雅》學研究論著目錄 

一、專書論著 

(一)《爾雅》善本翻印 

(二)《爾雅》注疏古籍翻印 

(三)導讀介紹 

(四)目錄索引 

(五)今注校點 

(六)考證輯錄 

(七)相關研究 

(八)跋文題錄 

四、研討會論文 

(一)導覽介紹 

(二)史實考證 

(三)文字聲韻 

(四)文化思想 

(五)目錄索引 

(六)各篇研究 

(七)其他 

二、學位論文 

(一)名詞研究 

(二)文化研究 

(三)詞性研究 

(四)文字音韻研究 

(五)單篇研究 

(六)考證研究 

五、報章雜誌 

六、後人研究仿擬《爾雅》之作-專書 

(一)導覽介紹 

(二)文字音韻 

(三)今注校評 

 

三、期刊論文 

(一)導讀介紹 

(二)成書時代 

(三)文字音韻 

(四)比較研究 

(五)單篇研究 

(六)注疏考證 

(七)其他 

七、後人研究仿擬《爾雅》之作-期刊論文 

(一)導覽介紹 

(二)史實考證 

(三)文字聲韻 

(四)文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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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書論著 

(一)《爾雅》善本翻印 

1.1.1 《爾雅》三卷(收錄於《景刊唐開成石經》，中華書局編)，北京：中華書局，1997年。 

1.1.2 《爾雅》(收錄於《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李學勤主編)，[晉]郭璞注、[唐]陸德明音

釋，清同治七年湖北崇文書局校刊本，合肥：安徽教育，2002年。 

1.1.3 《爾雅》(收錄於《中華再造善本 唐宋編 經部》)，[晉]郭璞注，中國國家圖書館藏

元雪窗書院刻本影印，北京：北京圖書館，2006年。 

1.1.4 《爾雅》(收錄於《中華再造善本 唐宋編 經部》)，[宋]鄭樵注，中國國家圖書館藏

元刻本影印，北京：北京圖書館，2006年。 

1.1.5 《爾雅》(收錄於《國學備覽》)，不著卷數，趙敏俐、尹小林主編，北京：首都師範

大學，2007年 01 月。 

(二)《爾雅》注疏古籍翻印 

1.2.1 《爾雅音圖》(收錄於《辭書集成》)，[宋]郭璞撰，道光年間影宋本印制，1993年。 

1.2.2 《爾雅正義》(收錄於《字典彙編》于玉安、孫豫仁主編)，[清]邵晉涵撰，北京：國

際文化，1993年。 

1.2.3 《爾雅義疏》(收錄於《字典彙編》于玉安、孫豫仁主編)，[清]郝懿行撰，北京：國

際文化，1993年。 

1.2.4 《爾雅釋文》(收錄於《字典彙編》于玉安、孫豫仁主編)，[唐]陸德明撰，北京：國

際文化，1993年。 

1.2.5 《爾雅注疏本正誤》五卷(收錄於《叢書集成續編》)，[清]張宗泰撰，上海：上海書

店，1994年。 

1.2.6 《爾雅一切注音》十卷(收錄於《叢書集成續編》)，[清]嚴可均輯，上海：上海書店，

1994年。 

1.2.7 《爾雅補注》四卷(收錄於《叢書集成續編》)，[清]周春撰，上海：上海書店，1994

年。 

1.2.8 《爾雅郝注刊誤》一卷(收錄於《叢書集成續編》)，[清]王念孫撰，上海：上海書店，

1994年。 

1.2.9 《爾雅小箋》三卷(收錄於《叢書集成續編》)，[清]江藩撰，上海：上海書店，1994

年。 

1.2.10《爾雅匡名》二十卷(收錄於《叢書集成續編》)，[清]嚴元照撰，上海：上海書店，

1994年。 

1.2.11《爾雅詁》二卷(收錄於《叢書集成續編》)，[清]徐孚吉撰，上海：上海書店，1994

年。 

1.2.12《爾雅圖贊》一卷(收錄於《叢書集成續編》)，[晉]郭璞撰、[清]嚴可均輯，上海：

上海書店，1994年。 

1.2.13《爾雅註》(收錄於《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 綜合卷》)，郭璞注，1932 年故宮博物

院刊天祿琳琅叢書本第一輯影印南宋監本，鄭州：河南教育，1994年。 

1.2.14《爾雅音釋》三卷(收錄於《續修四庫全書》)，[唐]陸德明撰，上海：上海古籍，1995

年。 

1.2.15《爾雅古義》二卷(收錄於《續修四庫全書》)，[清]錢坫撰，上海：上海古籍，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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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1.2.16《爾雅郝注刊誤》一卷(收錄於《續修四庫全書》)，[清]王念孫撰，上海：上海古籍，

1995年。 

1.2.17《爾雅稗疏》四卷(收錄於《續修四庫全書》)，[清]繆楷撰，上海：上海古籍，1995

年。 

1.2.18《爾雅注疏箋補》三卷(收錄於《續修四庫全書》)，[清]任基振撰，上海：上海古籍，

1995年。 

1.2.19《爾雅注疏》(收錄於《傳世藏書‧經庫 十三經注疏》，誠成企業集團(中國)有限公司

組織編纂)，十卷，[晉]郭璞注，海口：海南國際新聞，1996年。 

1.2.20《爾雅義疏》(收錄於《宋元明清十三經注疏匯要》，中央黨校出版社傳統文化硏究組

編)，[清]郝懿行，北京：中共中央黨校，1996年。 

1.2.21《爾雅註疏參義》(收錄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清]姜兆錫撰，清雍正十年寅青

樓刻本影印，臺南：莊嚴文化，1997年。 

1.2.22《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吉林：吉林人民，1997年。 

1.2.23《爾雅注疏》(收錄於《唐宋注疏十三經》，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宋]邢昺疏，北京：

中華書局，1998年。 

1.2.24《爾雅義疏》(收錄於《中國古代工具書叢編》，魯仁編)，[清]郝懿行疏，天津：天津

古籍，1999年。 

1.2.25《爾雅注疏》(收錄於《中國古代工具書叢編》，魯仁編)，[晉]郭璞注、[宋]邢昺疏，

天津：天津古籍，1999年。 

1.2.26《爾雅啟蒙》十二卷(收錄於《四庫未收書輯刊》)，[清]姚正父撰，清咸豐二年刻本，

北京：北京出版，2000年。 

1.2.27《爾雅蒙求》(收錄於《四庫未收書輯刊》)，[清]李拔式撰，清道光五年蟠根書屋刻

本，北京：北京出版，2000年。 

1.2.28《爾雅注疏》(收錄於《十三經注疏 整理本》)，[晉]郭璞注、[宋]邢昺疏、李傳書整

理，北京：北京大學，2000年。 

1.2.29《爾雅音圖》四卷，[晉]郭璞撰，清嘉慶 6年曾燠刊本影印，北京：學苑，2000年。 

1.2.30《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宋]邢昺疏、李傳書整理，臺北：臺灣古籍，2001年。 

1.2.31《爾雅新義》二十卷(收錄於《羅氏雪堂藏書遺珍》，王榮國、王清原編)，[宋]陸佃撰，

北京：中華全國圖書館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1年。 

1.2.32《爾雅義疏》二十卷(收錄於《漢小學四種》)，[清]郝懿行撰，影印本，成都：巴蜀

書社，2001年。 

1.2.33《宋本爾雅疏》(收錄於《續古逸叢書》，張元濟輯)，不著撰人，南京：江蘇古籍，2001

年。 

1.2.34《爾雅匡名》二十卷(收錄於《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李學勤主編)，[清]嚴元照撰，

清光緒十六年廣雅書局刻本，合肥：安徽教育，2002年。 

1.2.35《爾雅直音》(收錄於《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李學勤主編)，[清]王祖原音注，清光

緒年間福山王氏天壤閣叢書本，合肥：安徽教育，2002年。 

1.2.36《爾雅義疏》(收錄於《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李學勤主編)，[清]郝懿行撰，清同治

年間郝氏刊本，合肥：安徽教育，2002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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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7《爾雅一切註音》十卷，[清]嚴萬里纂，綠格稿本，臺北：國家圖書館，2002年。 

1.2.38《爾雅註疏》三卷(收錄於《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李學勤主編)，[晉]郭璞注、[宋]

邢昺疏，嘉慶二十年江西南昌府學刻本，合肥：安徽教育，2002年。 

1.2.39《爾雅新義》(收錄於《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李學勤主編)，[宋]陸佃撰，嘉慶十三

年三間草堂刊本，合肥：安徽教育，2002年。 

1.2.40《爾雅圖》(收錄於《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李學勤主編)，[晉]郭璞撰，清嘉慶年間

影宋本，合肥：安徽教育，2002年。 

1.2.41《爾雅正義》二十卷(收錄於《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李學勤主編)，[清]邵晉涵撰，

清文炳齋劉氏刊本，合肥：安徽教育，2002年。 

1.2.42《爾雅疏》十卷(收錄於《中華再造善本 唐宋編 經部》)，[宋]邢昺撰，中國國家圖

書館藏宋(960～1279)刻宋元明初遞修公文紙印本影印，北京：北京圖書館，2003年。 

1.2.43《爾雅義疏》，[清]郝懿行撰，臺北：漢京文化，2004年。 

1.2.44《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宋]邢昺疏、羅憲華等整理，濟南：山東畫報，2004年。 

      本《注疏》為晉「郭注」與北宋「邢疏」的會合集成，現以清代阮元之校刻本《十三

經注疏》為底本整理。 

1.2.45《爾雅校箋》，周祖謨著，昆明：雲南人民，2004年。 

1.2.46《爾雅注疏》十一卷(收錄於《文津閣四庫全書 經部 小學類》)，[晉]郭璞注、[宋]

邢昺疏、[唐]陸德明音義，北京：商務印書館，2006年。 

1.2.47《黃侃手批爾雅義疏》，黃侃批校，北京：中華書局，2006年。 

1.2.48《爾雅音訓》，黃侃著、黄焯輯、黄延祖重輯，北京：中華書局，2007年。 

(三)導讀介紹 

1.3.1 《爾雅：文詞的淵海》，徐莉莉、詹鄞鑫著，香港：中華書局，1996年。 

1.3.2 《爾雅研究》，管錫華著，合肥：安徽大學，1996年。 

1.3.3 《爾雅：文詞的淵海》，徐莉莉、詹鄞鑫著，上海：上海古籍，1997年。 

1.3.4 《爾雅漫談》，馬重奇，臺北：頂淵文化，1997年。 

1.3.5 《多維視野中的百部經典‧語言文字學卷》，姚永銘、劉曉紅主編，浙江古籍，2004

年。 

1.3.6 《中國小學史》，胡奇光，上海：人民，2005年。 

      本書第二章「小學的創立」之第三節為「訓詁書之祖《爾雅》」。 

1.3.7 《國學導讀》，劉兆佑、江弘毅等著，北京：中國人民大學，2005年。 

1.3.8 《經學教科書》，劉師培，上海：上海古籍，2006年。 

      「兩漢《孝經》之傳授附《爾雅》」、「三國南北朝隋唐之《孝經》學附《爾雅》」、「宋

元明之《孝經》學附《爾雅》」、「近儒之《孝經》學附《爾雅》」。 

1.3.9 《群經要義》，陳克明，北京：中國人民大學，2006年。 

      本書第九章「《爾雅》攬勝」。 

1.3.10《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論》，章太炎，上海：上海古籍，2006年。 

1.3.11《經學十二講》，鄭杰文、傅永軍主編，上海：中華書局，2007年。 

      本書第十講「《爾雅》概說」。 

1.3.12《爾雅導讀》，顧廷龍、王世偉著，北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8 年。      本

書詳盡論述《爾雅》的價值及影響，並介紹《爾雅》的注本、研究書目舉要、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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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和選注。 

1.3.13《語言學史概要》，岑麟祥編著、岑運強評注，北京：世界圖書，2008年。 

(四)目錄索引 

1.4.1 《爾雅詁林》，朱祖延主編，武漢：湖北教育，1996年。 

1.4.2 《爾雅詁林敘錄》，朱祖延主編，武漢：湖北教育，1998年。 

      本書內容包括：《爾雅》研究專著書目提要、《爾雅》及其研究專著序跋彙編、當代《爾

雅》論文選編、20 世紀 40年代以前《爾雅》研究資料輯錄等。 

1.4.3 《爾雅詁林詞語經文索引》，楊薇主編，武漢：湖北教育，1999年。 

      本索引分兩個部分：「〈釋詁〉、〈釋言〉、〈釋訓〉詞語索引」和「〈釋親〉至〈釋畜〉詞

語索引」。詞語索引之後附錄《爾雅詁林》經文條目目錄索引。 

1.4.4 《爾雅論著目錄》(收錄於《十三經論著目錄》，國立編譯館主編)，汪中文等編輯，臺

北：洪葉文化，2000年。 

(五)今注校點 

1.5.1 《十三經直解 第四卷‧爾雅直解》，唐滿先等編著，南昌：江西人民，1993年。 

1.5.2 《爾雅今注》，徐朝華注，天津：南開大學，1994年。 

1.5.3 《論語‧孟子‧孝經‧爾雅（掌珍本）》，鄭張尚芳校點，瀋陽：遼寧教育，1997年。 

1.5.4 《爾雅音義通檢》，遲文浚、王玉華編著、樊景山繪圖，瀋陽：遼寧大學，1997年。 

1.5.5 《點校補正經義考 爾雅》，朱彝尊撰、許維萍等點校，臺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

究所籌備處，1997年 6 月。 

1.5.6 《爾雅》，葉青注，大連：大連出版，1998年。 

1.5.7 《爾雅全譯》，吳榮爵、吳畏注譯，貴陽：貴州人民，2000年。 

1.5.8 《文白對照十三經 孟子 孝經 爾雅》，李翰文主編，北京：九州，2001年。 

1.5.9 《爾雅注疏(上)(下)》(收錄於《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十三經注疏小組編)，[晉]

郭璞注、[宋]邢昺疏、董俊彥分段標點，臺北：新文豐，2001年。 

1.5.10《爾雅譯注》，胡奇光、方環海撰，上海：上海古籍，2004年。 

      本書以中華書局 1979年影印的《十三經注疏》為依據，參照其他研究《爾雅》的論著，

進行必要的校勘。按篇編號，每篇篇題均有題解，並把重點放在注釋上。 

1.5.11《爾雅》(收錄於《文白對照十三經》，許嘉璐主編)，徐朝華校注，廣州：廣東教育，

2005年。 

(六)考證輯錄 

1.6.1 《爾雅古注輯考》，孔維寧著，臺北：文史哲，1998年。 

1.6.2 《爾雅著述考(一)》，汪中文編著，臺北：國立編譯館，2003年。 

1.6.3 《兩晉南北朝《爾雅》著述佚籍輯考》，王書輝著，臺北：花木蘭文化，2006年。 

(七)相關研究 

1.7.1 《爾雅語言文化學》，盧國屏著，臺北：臺灣學生，1999年。 

1.7.2 《略論爾雅文化學的系統架構─以〈釋獸〉〈釋畜〉篇為例》，盧國屏著，臺北：淡江

大學中國文學系，2000年。 

1.7.3 《邵晉涵《爾雅正義》研究》，李建誠著，高雄：高雄復文，2003年。 

1.7.4 《中國雅學史》，竇秀艷著，濟南：齊魯書社，2004年。 

1.7.5 《爾雅同義詞研究》，姜仁濤著，北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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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先秦和古希臘語言觀研究》，李志強，北京：學苑，2008年。 

(八)跋文題錄 

1.8.1 〈清刻《爾雅義疏》出版說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11-1984 影印善本書序跋集錄》，

北京：中華書局，1995年。 

1.8.2 〈爾雅郭璞注古本跋─敦煌資料〉，周祖謨著，《中國敦煌學百年文庫 語言文字卷

（一）》，蘭州：甘肅文化，1999年。 

1.8.3 《敦煌經籍敘錄》，許建平，北京：中華書局，2006年。 

 

二、學位論文 

(一)名詞研究 

2.1.1 《《爾雅》與《說文》名物詞比較研究—以器用類、植物類、動物類為例》，賴雁蓉撰，

黃靜吟教授指導，國立中正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論文，2006年。 

2.1.1《《爾雅》動物專名研究》，曹燕撰，道爾吉教授指導，內蒙古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論

文，2007年。 

(二)文化研究 

2.2.1 《漢代詞書與社會文化：由《爾雅》、《方言》與《釋名》觀察》，陳芬琪撰，竺家寧教

授指導，國立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8年。 

2.2.2 《爾雅‧釋親親屬關係之文化詮釋》，王盈方著，盧國屏、韓耀隆教授指導，淡江大學

中國文學學系碩士論文，2006年。 

2.2.3 《稱謂‧家族‧婚姻‧宗法《爾雅‧釋親》的文化學研究》，王雪燕撰，道爾吉教授指

導，內蒙古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論文，2007年。 

2.2.4 《郝懿行爾雅義疏及其宮器二釋研究：以文化闡析為觀察重點》，古佳峻撰，盧國屏教

授指導，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碩士論文，2007年。 

(三)詞性研究 

2.3.1 《《爾雅》〈釋詁〉、〈釋言〉、〈釋訓〉同訓詞研究》，詹文君撰，竺家寧教授指導，國立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8年。 

2.3.2 《《爾雅》訓詁與同義複合詞的構造》，王建莉撰，內蒙古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論文，

2001年。 

2.3.3 《郝懿行《爾雅義疏》同族詞研究》，李潤生撰，西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論文，

2002年。 

2.3.4 《《爾雅》同義詞考論》，王建莉撰，黃金貴教授指導，浙江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博士論

文，2004年。 

2.3.5 《《爾雅》法律使用域詞語研究》，趙家棟撰，李茂康教授指導，西南師範大學漢語言

文字學碩士論文，2004年。 

2.3.6 《《爾雅義疏》同族詞研究》，胡海瓊撰，尉遲治平指導，華中科技大學語言學及應用

語言學碩士論文，2004年。 

2.3.7 《《爾雅音訓》「通」類術語研究》，李晰撰，北京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論文，2005

年。 

2.3.8 《《爾雅》郭璞注的並列複合詞研究》，殷靜撰，蘇州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論文，200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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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文字音韻研究 

2.4.1 《郝疏《爾雅》〈釋詁〉、〈釋言〉、〈釋訓〉叚音、叚借字檢證》，林義益撰，蔡信發教

授指導，國立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年。 

2.4.2 《從漢字字書探析色彩文字之演變》，林雪雰撰，曾啟雄教授指導，雲林科技大學視覺

傳達設計系碩士班碩士論文，2003年。 

2.4.3 《《爾雅義疏》「通」研究》，柳菁撰，陳建初教授指導，湖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

士論文，2003年。 

2.4.4 《黃侃手批《爾雅義疏》「音訓」研究》，胡世文撰，陳建初教授指導，湖南師範大學

漢語言文字學碩士論文，2005年。 

 (五)單篇研究 

2.5.1 《《爾雅‧釋訓》研究》，李建誠撰，岑溢成教授指導，國立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論文，1993年。 

(六)考證研究 

2.6.1 《爾雅與毛傳之比較研究》，盧國屏撰，周何、李威熊教授指導，國立政治大學中國文

學研究所博士論文，1994年。 

2.6.2 《兩晉南北朝《爾雅》著述佚籍輯考》，王書輝撰，劉兆祐、簡宗梧教授指導，國立政

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論文，2002年。 

2.6.3 《《爾雅》、《方言》郭注研究》，唐麗珍撰，南京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論文，2002

年。 

2.6.4 《《爾雅》鄭樵注研究》，周文撰，武漢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論文，2003年。 

2.6.5 《中國雅學史略》，竇秀豔撰，馮浩菲教授指導，山東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論文，

2003年。 

2.6.6 《由《爾雅》、《方言》、《說文》、《釋名》看漢代訓詁的發展》，劉敏撰，王彥坤教授指

導，暨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論文，2003年。 

2.6.7 《邢昺《爾雅疏》綜論》，蔡淑梅撰，劉世俊教授指導，寧夏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論

文，2004年。 

2.6.8 《爾雅新證》，馮華撰，黃天樹教授指導，首都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博士論文，2006

年。 

 

三、期刊論文 

(一)導讀介紹 

3.1.1 〈《爾雅》古今研究述評〉，吳禮權，《古籍整理研究學刊》，1993年 5 期，頁 12-15+16。 

3.1.2 〈論《爾雅》的實用性〉，管錫華，《安徽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3年 2 期，

頁 34-37。 

3.1.3 〈談談《爾雅》的詞典屬性〉，李亞明，《文史知識》，1994年 2 期，頁 91-94。 

3.1.4 〈《爾雅詁林》序〉，朱祖延，《湖北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年 3期，頁121+126。 

      搜羅《爾雅》眾注疏之書，以便學者循覽故訓，考核異同。 

3.1.5 〈談十三經及《諸子集成》的全譯─《評析本白話十三經》和《評析本白話諸子集成》

讀後〉，趙誠，《古漢語研究》，1994年4期，頁91-95。 

3.1.6 〈試論《爾雅》在注釋學上的地位和作用〉，林久貴，《黃岡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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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卷 1 期，1995年 02 月，頁 43-48。 

3.1.7 〈介紹四種古代工具書--《爾雅》、《說文解字》、《佩文韻府》、《康熙字典》〉，翟辛靈，

《山東圖書館季刊》，1995年1期，1995年3月，頁84-85。 

3.1.8 〈試論《爾雅》在訓詁體例和釋詞方式上的貢獻〉，鄧細南，《漳州師院學報》，1995

年3期，頁14-19+13。 

3.1.9 〈《爾雅述聞》臆說〉，趙伯義，《河北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年4期，頁103-109。 

3.1.10〈《爾雅》分卷與分類的再認識─《爾雅》的文化學研究之一〉，許嘉璐，《中國語文》，

1996年 5 期，頁 321-329。 

3.1.11〈對《(爾雅)分卷與分類的再認識》一文的補正〉，許嘉璐，《中國語文》，1996 年 6

期，頁 421。 

      鄭重澄清張揖是曹魏太和間人，非北魏太和間人。 

3.1.12〈論「爾雅」篇目編次的名義〉，胡錦賢，《孔孟月刊》，35 卷 6 期，1997年 02 月，頁

1-7。 

3.1.13〈論《爾雅》的學術成就〉，趙伯義，《河北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 年 2 期，

頁 111-115。 

3.1.14〈試釋黃侃論辭書訓詁與文義訓詁的區別─兼談《爾雅郝疏箋識》的訓詁學價值〉，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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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6〈《爾雅》異名訓詁與大型辭書釋義〉，王建莉，《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4年3期，頁90-92。       

3.3.57〈《爾雅》「菟奚，顆涷」、「蘩，菟蒵」辨〉，王建莉，《語文學刊》，2004 年 4 期，頁

68-69。      

3.3.58〈《爾雅》複合詞的特點〉，王建莉，《語文研究》，2004年 4 期，頁 38-41。       

3.3.59〈《爾雅》郭璞注語詞研究與《漢語大詞典》編纂〉，胡曉華，《古漢語研究》，2004年4

期，頁92-95。 

3.3.60〈論《爾雅》同義詞內部地位的不等同性〉，王建莉，《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2卷3期，2004年05月，頁82-86。       

3.3.61〈論《爾雅》的訓釋〉，孫雍長、李煜，《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卷 10 期，

2004年 10 月，頁 1-6+9。       

3.3.62〈從多義詞看《爾雅》的同義詞典性質〉，周春霞，《語文學刊(高教版)》，2005 年 5

期，頁 94-96。 

3.3.63〈《爾雅》中的臺語底層〉，班弨、曹琴，《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年 6

期，頁 107-112。       

3.3.64〈郭璞《爾雅注》中的詞源研究述評〉，曾昭聰，《南陽師範學院學報》，4卷 8期，2005

年 08 月，頁 45-48。 

3.3.65〈《爾雅》異名理據的特徵〉，王建莉，《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4

卷 6 期，2005年 11 月，頁 112-115。       

3.3.66〈論《爾雅》郭注大量出現雙音節詞的原因〉，晁瑞、周阿根，《保定師範專科學校學

報》，19 卷 1 期，2006年 01 月，頁 28-29+44。       

3.3.67〈論《爾雅》虛詞的編排〉，殷偉，《金陵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 卷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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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年 03 月，頁 76-79。       

3.3.68〈《爾雅義疏》以「通」為訓詁的得與失〉，柳菁，《長沙大學學報》，20 卷 3 期，2006

年 05 月，頁 70-72。 

3.3.69〈《爾雅》「俾⋯⋯使，從也」條正解〉，王建莉，《語文學刊(高教版)》，2006年 5 期，

頁 54-55。       

3.3.70〈《爾雅義疏》「通」〉，柳菁，《湖南稅務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 卷 4 期，2006 年 07

月，頁 49-51。       

3.3.71〈《爾雅》雙音詞淺析〉，張艷，《浙江海洋學院學報(人文科學版)》，23 卷 3 期，2006

年 09 月，頁 77-82。       

3.3.72〈《爾雅》的名物訓釋方式研究〉，錢慧真，《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2006年 12 期，

頁 121-122。       

3.3.73〈讀《爾雅》及其注疏札記〉，盧烈紅，《長江學術》，2007年 2 期，頁 136-139。 

      本文就《爾雅》數則互訓提出疑問，談了自己的看法；並就阮元《十三經注疏》本《爾

雅注疏》之經、注、疏中的文字錯訛進行了辨正。 

3.3.74〈《爾雅》釋義中的字詞關係〉，安蘭朋，《河北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7 卷 1

期，2007年 03 月，頁 55-57。       

3.3.75〈淺析《爾雅》的名物訓釋方式〉，錢慧真，《開封教育學院學報》，27 卷 1 期，2007

年 03 月，頁 11-13。       

3.3.76〈黃侃《手批爾雅義疏》同族詞疏證〉，胡世文，《語言研究》，27 卷 3 期，2007年 03

月，頁 92-94。 

3.3.77〈論《爾雅音圖》的音系基礎〉，馮蒸，《漢字文化》，2007年 3 期，頁 21-25。       

3.3.78〈《爾雅》多義詞訓釋綜析〉，賈愛媛，青海師範大學民族師範學院學報，18 卷 1 期，

2007年 05 月，頁 29-32。 

3.3.79〈論《爾雅》二義同條的同義多組性〉，王建莉，《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39 卷 3 期，2007年 05 月，頁 65-69。       

3.3.80〈郭璞《爾雅注》訓詁術語釋義例芻議〉，葛紅杉、李玉濤，《世紀橋》，2007年 5 期，

頁 77-79。       

3.3.81〈《爾雅》中《釋詁》《釋言》《釋訓》釋詞體例研究〉，楊運庚，《安康學院學報》，19

卷 3 期，2007年 06 月，頁 38-41。       

3.3.82〈《爾雅》中的被釋詞語〉，李煜，《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7 卷 4 期，2008年

04 月，頁 89-92。       

3.3.83〈《爾雅》多義詞釋義之我見〉，周瑯、吳振興，《宜賓學院學報》5期，2008年 05 月，

頁 82-83。 

3.3.84〈關於《爾雅》語文詞目與釋語的意義關係分析〉，吳振興，《樂山師範學院學報》，23

卷 7 期，2008年 07 月，頁 55-58。 

(四)比較研究 

3.4.1 〈《毛傳》與《爾雅‧釋訓》〉，胡繼明，《古籍整理研究學刊》，1996年 3 

期，頁 36-41。 

3.4.2 〈胡繼明《詩經爾雅比較研究》談〉，張靜、石峰，《三峽學刊(四川三峽學院社會科學

學報)》，1997年 2 期，頁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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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小爾雅》對《爾雅》的增補─兼評當前辭書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朱春梅、石裕慧，

《天中學刊》，12 卷 3 期，1997年 06 月，頁 50-55。       

3.4.4 〈《爾雅》與《爾雅詁林》〉，趙振鋒，《古漢語研究》，1998年第 4期(總第 41 期)，頁

57-60 頁。       

3.4.5 〈由字異訓異義同例看《爾雅》與《毛傳》之關係〉，盧國屏，《淡江大學中文學報》5

期，1999年 06 月，頁 253-284。 

3.4.6 〈論《方言》對《爾雅》古今語的記述〉，陸華，《南寧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1

年 3 期，頁 8-11。       

3.4.7 〈淺談《爾雅》與《現代漢語詞典》釋義方式的異同〉，葉熒光，《廈門廣播電視大學

學報》，2002年 2 期，頁 72-77。 

3.4.8 〈從郭璞注看晉代方言詞匯〉，華學誠，《語言研究》，2002年3期，頁85-89。 

3.4.9 〈《爾雅》前兩篇之異同〉，李亞明，《綏化師專學報》，22 卷 2 期，2002年 06 月，頁

55。 

3.4.10〈《爾雅》《釋名》比較略述〉，王飛華，《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4

卷第 3期，2003年 3 月，頁 245-249。 

3.4.11〈疑析《爾雅》與《毛詩詁訓傳》的關係〉，朱國祥、張家紅，《紅河學院學報》，3卷

4期，2005年 08 月，頁 44-46。 

3.4.12〈《爾雅‧釋木》與《說文‧木部》之比較研究〉，賴雁蓉，《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研究生論文集刊》8期，2006年 06 月，頁 155-179。 

3.4.13〈陸德明《經典釋文》與《爾雅》學研究〉，竇秀艷、杜中新，《辭書研究》，2007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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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通識教育學報》4期，2007年 06 月，頁 1-18。 

(五)單篇研究 

3.5.1 〈《爾雅‧釋親》親屬語義闡析〉，黃哲、儲澤祥，《華中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3年專輯，頁 118-121+126。 

3.5.2 〈《爾雅‧釋言》「殷齊，中也」說〉，孫玄常，《運城高專學報》，1994年 3 期，頁 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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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頁 137-141。 
3.5.4 〈《爾雅‧釋詁》合疏詞義關係之考察〉，左林霞，《培訓與研究─湖北教育學院學報》，

1998年3期，頁18-21。       

3.5.5 〈《爾雅‧釋親》中親屬稱謂詞的語義結構〉，陳靜芳，《中國文學研究》12期，1998

年05月，頁99-122。 

3.5.6 〈《爾雅‧釋詁》中詞義內部語義聯繫現象探微〉，多洛肯，《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19卷3期，1998年07月，頁129-134+156。       

3.5.7 〈《爾雅‧釋訓》的體例〉，黃斌，《張家口職業技術學院學報》，12卷3期，1999年08

月，頁24-27。 

3.5.8 〈《爾雅‧釋詁》非同義訓釋中無共同義素現象發微〉，多洛肯，《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20卷4期，1999年10月，頁67-69。 

      此文又曾出《伊犁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1997年4期，頁35-38。 



 
 
 
 
 
 
 
 
 
 
 
 

     

 22

3.5.9 〈《爾雅‧釋詁》的非同義訓釋〉，楊浩亮，《陜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8卷4期，1999年12月，頁144-147。 

3.5.10〈《爾雅‧釋親》續議〉，沈鎮高，《鎮江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年 1 期，頁 79-81。 

3.5.11〈《爾雅‧釋詁》「林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探析〉，郭鵬飛，《漢學研究》，18

卷2期，2000年12月，頁57-83。 

3.5.12〈《爾雅‧釋詁》「林、烝，君也」解〉，周及徐，《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2卷11期，2001年11月，頁181-183+236。       

3.5.13〈《爾雅‧釋木》名物詞理據研究〉，趙紅梅、程志兵，《伊犁師範學院學報》4期，2003

年12月，頁42-45。 

3.5.14〈《爾雅‧釋器》義類分析〉，陳煥良、曹艷芝，《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3

卷第 5期，2003年，頁 57-63+125。       

3.5.15〈《爾雅‧釋親》的文化說解〉，楊青新，《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3 卷 4

期，2004年 04 月，頁 55-58。 

3.5.16〈淺談《爾雅‧釋詁》中同訓的特點〉，惠紅軍，《貴陽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

年 1 期，頁 65-68。       

3.5.17〈《爾雅‧釋親》的文化考釋〉，王雪燕，《前沿》，2006年 5 期，頁 231-233。       

3.5.18〈《爾雅‧釋宮》語義場分析〉，張笛、高奎峰，《樂山師範學院學報》，22 卷 1 期，2007

年 01 月，頁 65-68。       

3.5.19〈從《爾雅‧釋親》看當時女性的家庭角色和地位〉，謝美英，《殷都學刊》，2007年 4

期，頁 137-141。       

3.5.20〈《爾雅‧釋蟲》名物詞理據探微〉，王興隆、陳淑梅，《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

科學版)》，33 卷 3 期，2007年 05 月，頁 65-69。       

3.5.21〈論《爾雅‧釋天》的義類系統及其認知特徵〉，錢宗武、朱九香，《株洲師範高等專

科學校學報》，12卷4期，2007年08月，頁73-76+88。 

3.5.22〈《爾雅‧釋器》詞語系統性初探〉，謝美英，《中國文字研究》8 期，2007年09月，頁

154-161。 

3.5.23〈郭璞《爾雅圖贊》之輯校與詮解─〈釋草〉至〈釋蟲〉〉，王書輝，《中國文化大學中

文學報》14 期，2007年 04 月，頁 29-64。 

3.5.24〈郭璞《爾雅圖贊》之輯校與詮解─〈釋魚〉至〈釋畜〉〉，王書輝，《中國文化大學中

文學報》15期，2007年10月，頁29-58。 

3.5.25〈淺談《爾雅‧釋器》的餐飲器具詞語〉，呂杰，《沙洋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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