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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瑞清 

  許思萊(Axel Schuessler)的新书《ABC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Old Chinese》2007年由University of Haxai'i 

Press出版。 

  本书作者1987年就出版了《西周漢語詞典》（筆者未曾寓目），并一直在JCL，LTBA等期刊上发表关于汉语上古音构拟、词汇构成，

藏文等关于东亚语言方面的论文，这本词典既包括了汉语内部词族的讨论，也涵盖了汉语与其他东亚语的同源词和借词。笔者以为，这是

第一本真正意义上汉语语源词典。 

  本書分以下幾個部分，在前言、致謝、辭典安排、符號和縮寫之後，第1-147葉的目錄見下面的翻譯。第149-638葉是正文部分，按

拼音順序排列，每個詞條下的内容包括：後漢音、上古音的搆擬；相關語言；英語釋義和文獻出處；柯蔚南幾種著作中的構擬；羅傑瑞構

擬的原始閩語；相關的研究及作者的看法。當然，以上舉出的是最全的情況，大多數詞條只包括這些内容中的幾項。有語源關係或者意義

相近的詞條，用互見法聯係在一起。第639-656葉則是英文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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