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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套给年轻读者编选的民国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文化普及读物。她着眼于将
民国那些虽经岁月沉浮，仍不掩其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文化普及图书汇而成集，精
编细校，统一装帧，以丛书形式陆续重印、推出，目的在于使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非专
业读者都能够体验民国学术的趣味，感受民国学者的治学风范。
    人文社科学术普及读物和学术专著虽然在专业性、受众面等方面有较为明显的区
别，但二者对学术积淀、学科发展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并无高下之分。相对于学术专著
而言，普及读物更带有“通识”的性质，尤其是那些兼具思想性、学术性和可读性，易
于为社会公众理解和接受，凝聚着一代学界名流学术素养和研究心血的文化精品，其价
值更是自不待言。有鉴于此，注重选题的科学与文化内涵，突出选题内容的可读性和普
及性，自然成为贯穿于这套“通识书系?重拾民国经典”
丛书出版全程的编辑思想和出版理念。
    当然，出版这样一套涵盖众多重要或传统学科门类的丛书，无论是作者、书目、
版本的选定，文字的校勘，抑或用当今读者熟悉的简体字横排方式整理、排版，都是一
项艰苦细致的工作，何况厘清民国相关出版物的出版脉络、寻找民国相关图书的底本或
线索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由衷期望能够得到更多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朋友对
我们这项工作的关心、指导和帮助，鞭策我们把这套丛书做好。
我国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周谷城先生在他生前，即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主编的
“民国丛书”（民国学术著作影印版大型丛书）序言中曾经这样写道：“民国时代，中
西文化交流，新旧思想冲突，产生了许多学术著作和历史资料。‘五四’时期及其后的
一段时间里，中国几乎变成了世界学术的缩影，各种主义、党派、学派、教派纷纷传入
，形形色色，应有尽有。一个时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次百家争鸣
的盛况。在学术思想界、文化教育界，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呈
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我们期许，收入“通识书系?重拾民国经典”中的这些作品，能
够成为当今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接近乃至步入经典、了解历史与文化的桥梁，成为领略
民国时期学术文化风景的窗口。

内容简介

     本书是我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曹伯韩关于汉字演变的一部著作，书稿对汉字的起
源、发展及其演变趋势作了高度凝练的叙述和概括，文字浅显，通俗易懂，适合高中以
上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



《中国汉字的演变》初版于1937年，以后多次再版。1952年，本书第三版由三联书店出
版发行。此后至今凡60年时间，本书一直没有再出新版。现在我们将其纳入“通识书系?
重拾民国经典”系列图书，重新予以编排出版。此次出版，我们将原书的繁体直排改为
简体横排，以便已经习惯简体字的当代读者阅读。

 

作者简介

       曹伯韩(1897—1959)，湖南长沙人，著名语言学家。曾任香港《华商报》
翻译、桂林《自学》月刊主编、昆明《进修月刊》编辑，后于桂林师范学院任教。著有
《通俗文化与语文》、《中国文字的演变》、《中国文法初阶》等六部语言学专著，以
及《国学常识》、《民主浅说》、《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中国近百年史十讲》等2
0余部人文社会科学普及读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员、
第二研究室（负责汉字简化研究）主任，《中国语文》编委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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