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文解字的读后感(通用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
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
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说文解字的读后感篇一

读着，读着……我觉得书中的世界是多少美好，以后我也要
多阅读，增长知识，感受读书的快乐。感谢《格林童话》!

《三国演义》读后感1000字范文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这是一个皇权更替的年代，这里涌现出无数驰骋四方的儿郎，
这里孕育着无数足智多谋的英才，这里有舌战群儒的智慧，
这里有割须断袍的狼狈，这里是尔虞我诈和赤胆忠心汇聚的
世界，这就是——三国。无数英雄豪杰，几多爱恨情仇，血
与火的战歌，笑与泪的绝唱，共同汇成了这部千古流传声名
远扬的经典名著，这本凝聚无数人毕生心血与追求的不朽著
作——《三国演义》。

因为多年教低段语文学科，所以更多的时间要去研究怎样教
孩子识字，前段时间我去书店我专门购买了《说文解字》一
书，细细品读起来。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各具其态，有长有短。总的来说，读
过这本书之后我大开眼界，而以上几人也给了我很深的感受，
他们很值得我学习。

《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分析字形、考究字源的文字学专
著，是我国语文学史上的一部辉煌巨著，也是世界第一部大



字典。

据说在1926年，只有郭沫若一人能看懂甲骨文，因为他读了
《说文解字》。曾在书中看到这样一句话“如果说秦始皇用
武力统一了中国，那么许慎则用一部书统一了中国的文字，
规范了汉字的形、音、义，也规范了一种文化的框架。”作
为小学的语文老师更应该去研读。

可怜的白雪公主被小矮人一次又一次的唤醒过来。那个让人
讨厌的皇后算尽机关谋害白雪公主，最终也不是最美丽的人。
而美丽的白雪公主此时正和王子在举行盛大的婚礼呢!白雪公
主用善良的品德打动了七个小矮人，得到了它们的帮助，最
终获得了幸福。

据统计，汉字共有约十万个，可谓浩如烟海。要想对其进行
全面的解析，既无可能。所以《线装经典》编委会编写的这本
《说文解字》一书以独特的视角，选取了约三百个有代表性
的汉字，分三章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分析：第一章为“最让
人惊讶的汉字”，解析了一百多个典型的本义和今义全然不
同的汉字;第二章为“最 ‘汉’的汉字，通过对每个字的解
析，系统阐释阴阳五行、八卦、干支、十二生肖以及五常这
些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的概念;第三章中解析的
是 “生”、“老”、| “病” 、“死”等最具代表性与人
生关系最为密切的汉字。每个字的解析有分四个版块：

第一个版块中主要阐述该字的字音和基本义。

第二个版块为“汉字溯源”从原始字形入手，对汉字进行寻
根探源。此版块让我知道很多汉字的字源，并知道我们的祖
先在创造汉字这一伟大业绩中所表现出来的惊人智慧，认识
中华文明古国五千多年来的灿烂文化;懂得字源，有助于我们
探索每个字的演变过程，认识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工农生
产、军事交通、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等历史面貌。



第三个版块为“字形演变” 。此版块让我知道“甲骨文”又称
“契文”、 “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
代文字。由于甲骨文主要是用尖刀刻写在龟甲兽骨文上的，
而龟甲兽骨文非常坚硬，所以笔画以直折为主，很少圆转，
写法上没有定型，大小不一，随意性大，但线条细而均匀。
迄今共发现了约15万片甲骨文，其单字有4500多个，已经成
功识读的约有1500个，其中主体符号约有300个。汉字就是根
据这些符号排列组合的，所以甲骨文是我们认识汉字的形、
音、义的重要途径。

读完厚厚的一本三国演义，不禁感叹历史的“分久必合，合
久必分”.三国演义真的为读者生动活现地演义了一个历史故
事，也让我从中学到了一些为人处世之道。

《朝花夕拾》不只是为少年儿童写的，但写了许多关于儿童
的事，读起来兴味盎然，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总能从
中读出不同的味道来。

“金文”是铸刻在青铜上的文字，所以又叫“钟鼎文”，起
源于商末，盛行于西周，一直沿用至汉代。与甲骨文相比，
金文笔道肥粗，弯笔多，团块多。

《说文解字》读后感

我也喜欢文章中的威尔伯。它憨厚，懂得感恩。它对夏洛也
非常好。威尔伯从不跟夏洛吵架。他们每天都会互相倾诉，
谈自己的心事。在威尔伯的心里，谁也代替不了夏洛，夏洛
是它的知心朋友。

“小篆” 是中国第一次有系统的将文字的书体标准化。是在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
策，由宰相李斯负责，废除六国文字中各种和秦国文字不同
的形体，并将秦国固有的篆文形体进行省略删改，同时吸收
民间文字中一些简体、俗字体，加以规范，就成一种新的字



体—小篆。

“隶书” 隶书的出现是中国文字的又一次大改革，使中国的
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转折
点，奠定了楷书的基础。隶书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
划 改曲为直。改"连笔"为"断笔"，从线条向笔划，更便于书
写。风格也趋多样化，极具艺术欣赏的价值。

我们的生活本身就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但你不去珍惜它，不
去创造它，最后就会使你在人生旅途中感到乏味：然而如果
你去创造它，把自己的生活创造得更美好，你在人生旅途中
就不会感到乏味，反而觉得很开心。

第四版块是“字义转化”。 此版块让我明白了很多汉字字形
的本义以及引申义。

2008年8月10日，奥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颁奖仪式上，获得第
三名的格鲁吉亚运动员妮诺·萨卢克瓦泽拢了拢秀发，走到
获得第二名的俄罗斯运动员帕杰琳娜面前，两人相视一笑，
轻轻相互一吻，并热烈地拥在一起，之后向观众致意。此刻，
她们各自的祖国正发生着军事冲突。这一吻，超越了国界，
超越了分歧，奥林匹克和平友谊的精神在这一瞬间光芒四射。
这正是最值得尊重的友谊!这正是历史长存的友谊!

才收养了五个里拜就把它卖给了朱克曼舅舅一家的谷仓里了，
但这只落脚猪已经有了名字叫——威尔伯。由于它是一只落
脚猪只卖了六块钱。威尔伯在它的新家——朱克曼的谷仓里
交到了很多朋友，有：小羊羔、鹅等还有好多朋友，最好的
朋友是一只蜘蛛叫——夏洛。

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更多的了解了汉字的构字规律，了解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传统，在对每个字的解读
过程中，我知道了用传统文化来分析汉字的构造，理解汉字
的形、音、义，为以后进行的低年级识字教学打下了基础。



说文解字的读后感篇二

原文：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
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
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
伪萌生。黄帝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可相别异
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
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庭，「君子所以施禄
及下，居德则（明）忌」也。

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
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着于
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
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
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
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
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
会意，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
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
假借者，本无其事，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及宣王太
史籀，着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
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也。

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
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
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
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
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
篆也。



是时，秦灭书籍，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
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而绝矣。自尔秦书有
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
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汉兴有草书。尉律：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
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
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
其说久矣。

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
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征礼等
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
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
群书所载，略存之矣。

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
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
字，即秦隶书。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五曰缪篆，所
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壁中书者，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
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
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
得略说也。

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
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
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
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
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
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鄙夫俗儒，翫其所习，蔽
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埶而善野言，以
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恉。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



诏」，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
误不谕，岂不悖哉！

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孔子曰：
「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矣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
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盖文字者，经
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
「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
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
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也。
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喻。其称易孟氏、
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
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

译文：

往古的时侯，伏牺氏治理天下，（他）仰观天象，俯察地理，
观察鸟兽的形象和大地的脉理，近的取法自身，远的取于它
物，在这个基础上，才创作了《易》和八卦，用卦象示人吉
凶。到了神农氏的时代，使用结绳记事的办法治理社会，管
理当时的事务，社会上的行业和杂事日益繁多，掩饰作伪的
事儿也发生了。（到了黄帝的时代，）黄帝的史官仓颉看到
鸟兽的足迹，悟出纹理有别而鸟兽可辨，因而开始创造文字。
（文字用于社会之后，）百业有定，万类具明。仓颉造字的
本意，大概取意于《夬卦》，《夬卦》说，臣子应当辅佐君
王，使王政畅行。这就是说，仓颉创造文字是为了宣扬教令、
倡导风范，有助于君王的施政。君王运用文字工具，更便于
向臣民施予恩泽，而臣民应以立德为本，切不可自恃具有文
字之工去捞取爵禄。

仓颉初造文字，是按照物类画出形体，所以叫做「文」，随
后又造出合体的会意字、形声字，以扩充文字的数量，这些
文字就叫做「字」。叫它为「字」，是说它来自「文」的孳
生，使文字的数量增多。把文字写在竹简、丝帛上，叫做



「书」。「书」意味着写事像其事。（文字）经历了「五
帝」、「三王」的漫长岁月，有的改动了笔画：有的造了异
体，所以在泰山封禅祭天的七十二代君主留下的石刻，字体
各不相同。

《周礼》规定八岁的士族子弟进入初等学馆学习，学官教育
他们，先教「六书」。《「六书」的名称，）第一叫指事，
指事的含义是：字形、结构看起来认得，但须经过考察才能
知道它所体现的字义，上下二字即属此例。第二叫象形，象
形的含义是：用画画的办法画出那个物体，笔画的波势曲折
同自然物的态势相一致，日月二字即属此例。第三叫形声，
形声的.含义是，按照事物的性质和叫法，挑选可相比譬的声
符和义符组成文字，江河二字即属此例。第四叫会意，会意
的含义是：比联起事理有关的字素，构成文字；掺合字素的
意义，可以得知新字的字义或旨趋，武信二字即属此例。第
五叫转注，转注的含义是：立一字为头、为根，创制类属字，
类属字对根字的形音义有所承袭，与根字意义相通，考老二
字即属此例。第六叫假借，假借的含义是：没有为某事某物
造字，而按照某事某物的叫法，找一个同音字代表它，令长
二字即属此例。

到了周宣王的太史籀整理出大篆十五篇，籀文同古文有了差
异。（不过古文尚在通行，）一直到（春秋末年）孔子写
「六经」，左丘明着《左传》都还在使用古文；古文的形体、
意义仍为学者们所通晓。再往后（到了战国），诸侯们依靠
暴力施政，不服从周天子；他们憎恶礼乐妨害自己，都抛弃
典籍（各行其是）。中国分为七雄并峙，田亩的丈量方法相
异，车子的规格尺码不同，法令制度各有一套，衣服帽子各
有规定，说起话来方音分歧，写起字来相互乖异。

秦始皇初灭六国，丞相李斯就奏请统一制度，废除那些不与
秦国文字相合的字。（李斯等人负贾规范文字，）李斯写了
《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写了《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
写了《博学篇》，（它们）都取用史籀大篆的字体，有些字



还很作了一些简化和改动，这种字体就是人们所说的「小
篆」。这个时候，秦始皇焚烧《经书》，除灭古籍，征发吏
卒，大兴戍卫、徭役，官府衙狱事务繁多，于是产生了隶书，
以使书写趋向简易，古文字体便从此止绝了。

从这个时候起，秦代的书法有八种体势，第一叫大篆，第二
叫小篆，第三叫刻符，第四叫虫书，第五叫摹即，第六叫署
书，第七叫殳书，第八叫隶书。汉朝建国以后有草书。

汉朝的法令规定，学童十七岁以后开始应考，能够背诵、读
写九千个汉字的人，才能做书史小吏；进一步是用书法「八
体」考试他们。通过郡试之后，上移给中央太史令再行考试，
成绩最优的人，被用为枢秘处的秘书。官吏的公文、奏章，
文字写得不正确，「尚书史」就检举、弹劾他们。如今条令
虽在，却停止了考核，文字之工不讲习，士人不通汉字之学
很久了。

汉宣帝时，征召到一位能够读识古文字《仓颉篇》的人，宣
帝派张敞跟着那人学习。（在这以后）凉州的地方官杜业，
沛地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也能读识古文字。汉平帝时，
征召爰礼等一百多人，要他们在未央官讲说文字，尊奉爰礼做
「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杨雄采集大家的解说着了《训纂
篇》。《训纂篇》总括了《仓颉篇》以来的十四部字书，计
五千三百四十字，典籍所用的字，大都收入该书了。

到了王莽执政摄行王事的时候，他要大司空甄丰等人检校书
籍，以标榜自己尽力于制礼作乐之事。这期间对古文字很有
一些改动。那时有六种字体，第一叫古文，这种文字出自孔
子住宅墙壁中收藏的一批古籍；第二叫奇字，它也是古文，
不过字体又同古文有别：第三叫篆书，也就是小篆：第四叫
左书，即秦朝的隶书，是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创制的；第五
叫缪篆，是用在玺符印鉴上的文字；第六叫鸟虫书，是写在
旗幡等物上的。



鲁恭王拆毁孔子住宅，（无意中）得到了《礼记》、《尚
书》、《春秋》、《论语》、《孝经》等古文典籍。（古文
典籍）还有北平侯张仓所献的《左传》。一些郡县、诸侯国
也往往从地下发掘出前代的宝鼎和器物。它们的铭文就是前
代的古文。（这些古文字资料）彼此多相似，虽说不能再现
远古文字的全貌，但是先秦古文字的情况却能知道大概了。
世人无知，极力否定、诋毁古文，认为古文是好奇的人故意
改变现行文字的写法，假托出自孔子住宅墙壁，伪造出来的
不能知晓的文字；（认为古文）是诡变正字，搅乱常规；
（认为拥护古文的人）是想借它炫耀于世。

《叙》文开列了十四篇五百四十部的目录。（本书收编汉字）
九千三百五十三个，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个，解说词总计十
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本书在部首排列上，把「一」部放
在开头，编排汉字按照「类」相同则相聚的原则进行，使事
物按照群体分开；「同条」者牵属一处，「同理」者贯连一
起，排字有序，不相杂乱，依据字形逐个地系联字头；从
「一」字起头，申引、系联开去，探究了上万个汉字的造字
本原；把「亥」字列在篇末，从而可知变化至于穷极而复归于
「一」。

时在汉朝，圣德熙熙，灿如日明，光武皇帝上承天命，躬行
尧帝之道创建了大业，中华内外尽受汉皇之恩，这恩泽如雨
如潮极大极盛。（皇家）隆兴学业，选拔人才不遗细民百姓；
学士们知道治学之要，研讨（文字非常）精深，他们的见解
可以传示后人（所以我采编以成此书）。这时是汉和帝永元
十二年正月初一。

我是许氏的苗裔，祖宗应从炎帝、神农算起。远祖缙云氏辅
佐过黄帝，远祖共工氏的帝位被高辛氏接替，远祖太岳氏辅
佐夏禹，太岳氏的后人吕叔护卫周朝，被周天子分封到许，
托庇祖宗护佑，许氏世代相继。自那以后许家又从许地迁到
汝南，从此我的嫡宗就住在汝水边。



我仰慕圣人，不揣冒昧想挨近圣人之门。圣门高大得怎样？
像南山一样崔巍。我想中途作罢，但又不能。我已经用尽了
鲁钝之才，可惜「道味」未通，听到「疑」也只能记个
「疑」。我推演圣人造字之意，编述了自己的浅薄见解。我
对这门学问懂得不多，倘若有明显错误，希望通家纠正它。

说文解字的读后感篇三

读着，读着……我觉得书中的世界是多少美好，以后我也要
多阅读，增长知识，感受读书的快乐。感谢《格林童话》！

《三国演义》读后感1000字范文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这是一个皇权更替的年代，这里涌现出无数驰骋四方的儿郎，
这里孕育着无数足智多谋的英才，这里有舌战群儒的智慧，
这里有割须断袍的狼狈，这里是尔虞我诈和赤胆忠心汇聚的
世界，这就是——三国。无数英雄豪杰，几多爱恨情仇，血
与火的战歌，笑与泪的绝唱，共同汇成了这部千古流传声名
远扬的经典名著，这本凝聚无数人毕生心血与追求的不朽著
作——《三国演义》。

因为多年教低段语文学科，所以更多的时间要去研究怎样教
孩子识字，前段时间我去书店我专门购买了《说文解字》一
书，细细品读起来。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各具其态，有长有短。总的来说，读
过这本书之后我大开眼界，而以上几人也给了我很深的感受，
他们很值得我学习。

《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分析字形、考究字源的文字学专
著，是我国语文学史上的一部辉煌巨著，也是世界第一部大
字典。

据说在1926年，只有郭沫若一人能看懂甲骨文，因为他读了
《说文解字》。曾在书中看到这样一句话“如果说秦始皇用



武力统一了中国，那么许慎则用一部书统一了中国的文字，
规范了汉字的形、音、义，也规范了一种文化的框架。”作
为小学的语文老师更应该去研读。

可怜的白雪公主被小矮人一次又一次的唤醒过来。那个让人
讨厌的皇后算尽机关谋害白雪公主，最终也不是最美丽的人。
而美丽的白雪公主此时正和王子在举行盛大的婚礼呢！白雪
公主用善良的品德打动了七个小矮人，得到了它们的帮助，
最终获得了幸福。

据统计，汉字共有约十万个，可谓浩如烟海。要想对其进行
全面的解析，既无可能。所以《线装经典》编委会编写的这本
《说文解字》一书以独特的视角，选取了约三百个有代表性
的`汉字，分三章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分析：第一章为“最让
人惊讶的汉字”，解析了一百多个典型的本义和今义全然不
同的汉字；第二章为“最‘汉’的汉字，通过对每个字的解
析，系统阐释阴阳五行、八卦、干支、十二生肖以及五常这
些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的概念；第三章中解析
的是“生”、“老”、 “病” 、“死”等最具代表性与人
生关系最为密切的汉字。每个字的解析有分四个版块：

第一个版块中主要阐述该字的字音和基本义。

第二个版块为“汉字溯源”从原始字形入手，对汉字进行寻
根探源。此版块让我知道很多汉字的字源，并知道我们的祖
先在创造汉字这一伟大业绩中所表现出来的惊人智慧，认识
中华文明古国五千多年来的灿烂文化；懂得字源，有助于我
们探索每个字的演变过程，认识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工农
生产、军事交通、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等历史面貌。

第三个版块为“字形演变” 。此版块让我知道“甲骨文”又称
“契文”、 “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
代文字。由于甲骨文主要是用尖刀刻写在龟甲兽骨文上的，
而龟甲兽骨文非常坚硬，所以笔画以直折为主，很少圆转，



写法上没有定型，大小不一，随意性大，但线条细而均匀。
迄今共发现了约15万片甲骨文，其单字有4500多个，已经成
功识读的约有1500个，其中主体符号约有300个。汉字就是根
据这些符号排列组合的，所以甲骨文是我们认识汉字的形、
音、义的重要途径。

读完厚厚的一本三国演义，不禁感叹历史的“分久必合，合
久必分”。三国演义真的为读者生动活现地演义了一个历史
故事，也让我从中学到了一些为人处世之道。

《朝花夕拾》不只是为少年儿童写的，但写了许多关于儿童
的事，读起来兴味盎然，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总能从
中读出不同的味道来。

“金文”是铸刻在青铜上的文字，所以又叫“钟鼎文”，起
源于商末，盛行于西周，一直沿用至汉代。与甲骨文相比，
金文笔道肥粗，弯笔多，团块多。

说文解字的读后感篇四

《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分析字形、考究字源的文字学专
著，是我国语文学史上的一部辉煌巨著，也是世界第一部大
字典。

据说在1926年，只有郭沫若一人能看懂甲骨文，因为他读了
《说文解字》。曾在书中看到这样一句话“如果说秦始皇用
武力统一了中国，那么许慎则用一部书统一了中国的文字，
规范了汉字的形、音、义，也规范了一种文化的框架。”作
为小学的语文老师更应该去研读。

据统计，汉字共有约十万个，可谓浩如烟海。要想对其进行
全面的解析，既无可能。所以《线装经典》编委会编写的这本
《说文解字》一书以独特的视角，选取了约三百个有代表性
的汉字，分三章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分析：第一章为“最让



人惊讶的汉字”，解析了一百多个典型的本义和今义全然不
同的'汉字；第二章为“最‘汉’的汉字，通过对每个字的解
析，系统阐释阴阳五行、八卦、干支、十二生肖以及五常这
些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的概念；第三章中解析
的是“生”、“老”、| “病” 、“死”等最具代表性与人
生关系最为密切的汉字。每个字的解析有分四个版块：

第一个版块中主要阐述该字的字音和基本义。

第二个版块为“汉字溯源”从原始字形入手，对汉字进行寻
根探源。此版块让我知道很多汉字的字源，并知道我们的祖
先在创造汉字这一伟大业绩中所表现出来的惊人智慧，认识
中华文明古国五千多年来的灿烂文化；懂得字源，有助于我
们探索每个字的演变过程，认识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工农
生产、军事交通、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等历史面貌。

第三个版块为“字形演变” 。此版块让我知道“甲骨文”又称
“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
代文字。由于甲骨文主要是用尖刀刻写在龟甲兽骨文上的，
而龟甲兽骨文非常坚硬，所以笔画以直折为主，很少圆转，
写法上没有定型，大小不一，随意性大，但线条细而均匀。
迄今共发现了约15万片甲骨文，其单字有4500多个，已经成
功识读的约有1500个，其中主体符号约有300个。汉字就是根
据这些符号排列组合的，所以甲骨文是我们认识汉字的形、
音、义的重要途径。

“金文”是铸刻在青铜上的文字，所以又叫“钟鼎文”，起
源于商末，盛行于西周，一直沿用至汉代。与甲骨文相比，
金文笔道肥粗，弯笔多，团块多。

“小篆” 是中国第一次有系统的将文字的书体标准化。是在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
策，由宰相李斯负责，废除六国文字中各种和秦国文字不同
的形体，并将秦国固有的篆文形体进行省略删改，同时吸收



民间文字中一些简体、俗字体，加以规范，就成一种新的字
体—小篆。

“隶书” 隶书的出现是中国文字的又一次大改革，使中国的
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转折
点，奠定了楷书的基础。隶书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
划 改曲为直。改"连笔"为"断笔"，从线条向笔划，更便于书
写。风格也趋多样化，极具艺术欣赏的价值。

第四版块是“字义转化”。 此版块让我明白了很多汉字字形
的本义以及引申义。

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更多的了解了汉字的构字规律，了解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传统，在对每个字的解读
过程中，我知道了用传统文化来分析汉字的构造，理解汉字
的形、音、义，为以后进行的低年级识字教学打下了基础。

说文解字的读后感篇五

翻开《说文解字》，在其前言后有孙星衍文：“唐虞三代五
经文字毁于暴秦，而存于《说文》，《说文》不作，几于不
知六艺；六艺不通，唐虞三代古文不可复识，五经不得其
解”。通过孙序，《说文解字》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深
远影响可见一斑。

然欲深层次、全方位解读研究《说文解字》，我自知能力远
远不及，是故精读其序，反复斟酌，略有所得。而在述我所
得之前，我认为陈述许慎生活的背景、创作动机和自身学识
是十分必要的。

《说文解字·序》云：“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
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
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
微旨”，“其迷误不喻，岂不悖哉！”。这一方面揭示了当



时社会上存在的“今古文之争”，另一方面透露了许慎作此
文之因。“今文经”是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的典
籍，“古文经”是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典籍。那时候，“诸
生竞说字解经谊”，他们臆测文字起源和结构，把“长”字
说成是“马头人”，将“斗”字说成是“人持十”，廷尉在
解说法令时也“以字断法”，把“苛人受钱”说成“止
句”??针对“鄙夫俗儒”这些“野言”，许慎以“古文经
派”的身份出现，批判这些“巧说邪辞”，捍卫古文经学说
的学术地位，并提供相关依据。

若许慎是单纯的加入两派之争，其说未必能服众。但他少时
博学经典，学的乃是今文经，中年受业经学大师贾逵，学的
又是古文经。这样，他兼通古、今文经，使得他针砭今文经
就显得强而有力，这种身份作出的评论著作也能让人心悦诚
服。

抓住“文字”进行研讨，在当时来说，是许慎找到的反对今
文经学派的`一柄利器，因为对文字逐一进行说解可以对六经
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达到否定“鄙夫俗儒”臆测文字起源
和结构的目的。而对今天来说，《说文解字》这部巨作集文
字之大成，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它明确了文字形意，对
今天训诂学的发展、实践操作有着不可磨灭的功效。

在《说文解字·序》中，许慎给“六书”作了很明确、很完
整的界定，并同时举有例字，如“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
可识，察而见义，‘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
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他的“六书”
理论是他对造字法的深刻理解，也是他从字形分析入手创立
部首方法的主要基础。“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可以说是他
想出的分类编排方法：同部类聚，异部群分。在不同部首之
间又有形相联系之处。如“一、丄、示、三、王”，
以“一”相联，由简至繁，逐步引申。这种编排方法的运用，
使书中框架各部首严密有序，这也是前所未有之处，以540部
总9353字，且形义明了，无疑是文字学之巨作，训诂学之巨



作。

在《说文解字·序》中，还有一点是我尤其刻骨铭心的，那
就是做学问要“信而有证”、“不知盖阙”。

钱钟书曾说：“学问是二三素心人的事业”，也就是说，做
学问要除祛名利、永存诚意，只有淡泊明志方能宁静致远，
做出好的学问来。

可如今有些自诩为学问的大作却是套话、空话、废话连篇累
牍；有的为文言不由衷，以紧跟形势为名，时常违心甚至阿
谀奉承；还有的“借鉴”多篇他人佳作，将成段成段得文
字“优化组合”，竟没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如此作为，乃追
名逐利思想、商业投机作风对做学问的侵蚀，但就作者本身
而言，他们所欠缺的不只是做学问的素养，更是知识分子的
品格，这，应为做真学问者、真做学问者所不齿！

言必有据等等。但这些都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今人要有感
于其行，存一颗诚实、敬畏的心做学问。

一部《说文解字》能统近万字，其中形声字近八千，这些形
声字中又有谐声偏旁千余个，文字的形体结构有助于我们透
过文字形体来考察其本义，即文字产生时所代表的意义，然
后通过本义又可了解引申义。从而达到以简驭繁，更好的掌
握词义之效。同时，许慎在解释字义时大量引用了先秦典籍
中的材料，他还“博采通人”，大量引用了经学大师的言论
以及部分方言俚语。这些材料现在或残缺，或遗失，因此，
《说文解字》对于考察先秦的词义、了解汉代的训诂和方言
是十分宝贵的。

但就其序而言，我更多的只能管窥其内容，并不能详尽甚至
粗糙的谈论整本书的结构乃至价值，可有一点又是可以肯定
的，我大致了解了许慎作《说文解字》的意图，并觉察到其
价值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尤值得一提的是，我进一步感受到



真正的学者是怎样做学问的，这是在跳出《说文解字》本身、
淡化其意义及与其它领域千丝万缕的联系之后，留在我心中
浓墨重彩的一笔，姑且算是我个人的读后的略有所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