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宇:說〉二十p:q巷 ， þ)宋儒王安石晚年之才，學專著 ， 書出即為新法黨人奉為主泉，竟以作舉

子應試之定本，使之專行科塌， rJÎj後長達三，十六載﹒影響可謂深遠且鉅矣 。

《字說〉以說解物性本始，及文字形義為主。惟王氏於說解之|蝶，多附會五行 ﹒雜引道釋;

又妄析字形結構，以明其導君韋職之為政觀念.穿鑿過耳，故頗受學者詬訝。

然吾人亦可由該書說解中，析，編主氏之純學、哲學思想 ，及其經世致用理念，立丘窺其中1:f

以迄冕年思想、之轉變 。 實為探究公新學及宋代科騁，最f言實之材料 。

惜《字說》自南宋亡俠以來，七百餘年不見是書流傳 。 古文本文之撰作，隨蒐宋明清各朝學

者之三前已、著作，以及近世學者之論述，凡吉反正氏新學及《字話。供文者，彙抄控I盟，分為

丘章 ， 詳為考論。文凡三十禹字。

一百~;言末初字學風氣，以明〈字說》撰作時之環境背景。

三EE考述 《字說》 之歷史，以編{f呵方式，分為七節. ~~月一論其撰作，流傳及亡俠之始末。

三章討論輯快之依據 ，並說明 〈 2軒說〉編排之體例，以證快文之可言。

問車站 《字說) f失文之蒐輯與考釋，冀山此以車站《字說》說解之!京貌 。

五章論《字說〉 說解之得失，以見後人評議之是非 。

書末Ilf;j以《字詣。輯俠之自文 ，及王安石之于跡，或可由此一窺《宇話。之班豹，想見 二五

氏之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