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何志華 朱國藩 鄭麗娟 

 

 

 

 

 

 

戰國游說之風盛行，為便於當時游士揣摩縱橫長短之術，時人集錄有關資料，編簡成冊。或

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後經西

漢劉向按國別編次，刪除重複，校定殺青，終得三十三篇，訂名為《戰國策》。惟宋代以前，

雕板尚未廣行，《戰國策》先後歷經兵燹火災，漸見佚失。幸得北宋曾鞏修繕復完，重校《戰

國策》，復得劉向三十三篇編次。是以今本《戰國策》得以流傳，劉、曾二人功不可沒。 

《戰國策》三十三篇，都十二萬二千餘字，包含大量詞彙，殊具研究價值。我國史籍細分

記事及記言兩類，《戰國策》屬於後者，成書於楚漢之際或西漢初年，主要記載戰國時期君臣

游士籌謀辯說之辭。惟當時單音節詞不足表意，合成詞之結構及詞素又未臻成熟穩定，時人

於是新造大量複音詞，甚或以改易舊詞的方式，建立新詞；以便表達各種縱合連橫、兼併爭

霸、連與交質、重約結誓等關乎國家權謀治術之複雜概念。《戰國策》不只是研究戰國時人論

說之措辭，以及構詞方法的重要參考，也是探究戰國歷史的津逮。早於劉向編定《戰國策》

前，司馬遷已參用「戰國策」之資料，編撰《史記》。此外，《戰國策》與先秦兩漢典籍如《韓

非子》、《說苑》、《新序》等關係密切，通過考究《戰國策》詞彙於不同典籍中相互滲透及演

化之情況，實有助了解戰國至兩漢間詞彙演變的過程。因此有關《戰國策》詞彙之整理，實可

補充漢語詞彙史研究之不足，深具意義。 

本書在漢達文庫數據庫（http://www.chant.org）的基礎上，甄別適當材料，設計中國古代

雙音節及多音節詞彙資料庫自動編纂程式系統（Automatic Compiling Program System for 

Retrieval Database for Ancient Chinese Disyllable and Polysyllable Words，簡稱 RDDPW），分析

語言材料，統計詞頻，檢出各類詞頻計量清單，對文獻進行縱向和橫向的比較。透過電腦程

式的計算與分析，並參考大型詞典、專書詞典所收錄的詞彙，重新建構「完整詞單」，收錄合

共 551,584 個二至四音節詞彙，然後將這批詞彙全數「注入」漢達文庫先秦兩漢一切傳世文

獻的文檔中，核算數據。通過上述檢索過程，檢得《戰國策》複音節詞彙 10,348 個，總詞頻量

為 37,994。在這原始資料上，逐一判斷各個詞彙組合是否成詞，抑或只是不成意義的偶合。

最後得出《戰國策》複音節詞彙 6,955 個，總詞頻量為 25,476。本書盡量宏觀地涵蓋《戰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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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戰國策》詞彙資料彙編 

所有使用的詞語作為詞條收錄，希望能揭示《戰國策》語料的面貌、特徵、發展演變和規律，

表現其普遍性與獨特性，以反映其時代特色。 

一般合成詞的形成，大都經歷了由短語邁向詞彙的轉化過程，尤其先秦兩漢典籍之中，

很多詞彙組合處於「或詞組」、「或詞」的兩可狀態，即同素異序的詞彙。對於這類組合，本

書採取標準從寬，甚至適當收錄一些不被大型詞典收錄的短語或詞組。還有，收錄詞語不應

拘泥於某一時代及字形，因為語言是有繼承與演化的，有些詞語或許產生於上古，但廣泛使

用於中古；有的肇始於中古，但流行於近代，過程中，字形或有通假字、古今字等問題，我

們希望一一收錄，加入一些現代常用詞彙，並據此檢索文獻，因為這樣有利於語詞的溯源，

更有利於漢語詞彙的歷時研究。 

本書以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編纂之《先秦兩漢古籍逐字索引叢刊》為基礎，並參

考別本異文，斟酌補錄。再利用研究所「漢達文庫」電腦檢索系統進行排列統計，然後經由

研究人員編纂《戰國策》專用詞彙表，及《戰國策》詞彙僅見單一先秦兩漢典籍的材料。書中

凡涉及成詞與否的爭議，編者均採寧濫勿缺的原則，權將有關詞彙資料收錄。 

此書之編著，得副編輯伍亭因先生及助理電算師李寶華先生之助，謹此致謝。本書草創，

疏漏難免，尚祈讀者不吝賜正，以匡不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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