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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序 言

生活中有很多有趣的现象，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被保留下来，而

汉字就是最为重要的媒介工具，她承载着历史和文化，记录了社会

的变迁，是历史文化的 “活化石”。汉字是世界三大古老文字之一，

是这三大古老文字中唯一 “活着”的文字。值得骄傲的是，她就生

存于文明始源地之一的中国。

要撩开古文明神秘的面纱，我们可以借助各种方式，选择各种

途径，但其中的一条捷径就是借助汉字本身。我们可以引以为豪的

汉字比起现今称霸世界的字母文字而言，她的魅力就在于她的 “内

涵”的 “可读性”。“人”何以为 “人”，它所记录的就是一个站立的

人形，仿佛我们的祖先早就懂得了绘画中的 “速写”。我们不得不赞

叹我们祖先的造字天分，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很直接地感受

到祖先们所想所思，实现和远古的人、事、物的直接 “对话”。许慎

在 《说文解字·叙》中说：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我们的汉字就

是这么产生的。对于大千世界，我们的祖先用了最为聪明的记录方

式，“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贯穿了汉字的整个

发展长河。

汉字经历了不同形体的演变，这种演变具有一脉相承性，让我

们能借助甲骨文、金文、小篆的形体推知我们今天的简化汉字的由

来和发展，步入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历史长廊，去穿越历史、去体味

其中的无穷奥妙。点滴的时间获得点滴的知识，点滴的知识会变成

广博的文化积累。践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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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颉，传说中双瞳四目的异人，黄帝的史
官，汉字的创造者，被后人尊为中华文字始祖。
事实上，他更可能是一个原始文字的整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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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甲骨文 金　文 小　篆 隶　书

安
在汉字中，有一些偏旁的字是一个大的系列，例如从女的汉字，

这些汉字实际上可以反映出女性在这个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状况。

甲骨文中有 “安”字，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字的外部构件表示一

个房屋，内部构件像一个跪坐的女子，表示女子在家，取意安稳居

住。金文的形体结构与甲骨文基本一致，字的外部为房屋的象形，

内部为一跪坐女子的象形。小篆基于甲骨文、金文形体结构，部件

没有变化，只是笔画有所规整。隶书的 “安”字，上面为 “宀”，表

示房屋，下面为 “女”。

“安”的本义是安稳居住，这是因为女子安分在家可操持家务，

维护家庭的平安稳定；也有说人类从穴居进入房屋，免除了恶劣的

自然环境以及凶猛野兽的侵袭，于是就可以安居下来了。从许慎

《说文解字》的说解来看： “安，静也。从女在宀下。” “安”的意思

是安静。《诗·小雅·常棣》中说： “丧乱既平，既安且宁。” “安”

与 “宁”同时出现，表示安宁、安定。“安”强调的是一种稳定，杜

甫的 “风雨不动安如山”实际上就取安稳的意思。安稳又进一步引

申表示一种安适的生活态度，正如 《论语·学而》中所说的那样：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这里的 “安”已经高于一般的安静、

安定，而是一种对生活方式的追求。而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中

的 “安”是做副词使用，表示 “怎么”的意思。

“安”还可以用于形容人的内心的状态，即不慌乱、遇事沉着的

态度，例如 “居安思危”。当然我们平时也会说 “安置”“安放”“安

装”等，这时 “安”做动词使用，把一件东西安稳地放置在某个位

置称为 “安”，意义也是来自安稳。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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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甲骨文 金　文 小　篆 隶　书

八
中国人对数字很敏感，自古至今已经形成了对数字的传统认识。

通常情况中国人喜欢双数，即偶数，因为这意味着吉祥、吉利，而

“八”是中国人最喜欢的数字之一。甲骨文中已经有完整的数字记

录，“八”字的甲骨文像一个物体分开成两部分，背向而对。金文的

形体和甲骨文的形体基本一致，小篆也如此，隶书、楷书都能看出

“八”的雏形。

“八”的本义大致和分开有关系，把一个事物分成两半、掰开，

这个字和 “半”“扒” “掰”等字有着同源关系，今天人们会用大拇

指和食指分开成 “八”的样子来表示数字 “八”。 《说文解字》对

“八”的解释是：“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 “八”是分开的意思，

像分开背对的样子。“八”的这个意义在文献中很少见到使用，但在

今天的一些方言中还有保留，例如辽宁锦州话说 “八刀”，表示离婚

的意思。“八”更多是用作数词，表示七和九之间的那个整数，例如

辛弃疾的 《西江月》中所写的：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

中国传统的 “八卦”是八种卦象；“八旗”是清代满族的军队和户口

编制，以旗为号，分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

镶蓝八旗；“八路军”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第八路军；还有

“八仙桌”，等等。“八”除了作为具体的数词外，还被用来泛指各个

方面、多的意思，例如 “八面玲珑”“八面威风”“八面来风”“一方

有难，八方支援”“八竿子打不着”等，其中的 “八面” “八方”中

的 “八”已经不再局限于具体的数字 “八”了，而是泛指各个方面、

各方，而 “八竿子”中的 “八”是泛指多。

由于 “八”与 “发”读音相近，“发”寓意 “发达”“发家”等，

故 “八”备受青睐，成为吉祥数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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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
甲骨文 金　文 小　篆 隶　书

寶
甲骨文的 “宝”字是一个会意字，字的外面部件表示房屋，里

面部件有贝 （上面）和玉 （下面），整个字会意家里有财产。金文的

“宝”在构件上和甲骨文相比更加繁复，房子里面除了有玉、贝之

外，还增加了类似舂米用的杵臼，写作 “缶”，整个字表示家里有各

种财物。小篆的形体结构直接来自金文，结构变得更加齐整，屋里

的财物具体写作为 “玉、缶、贝”。隶书的 “宝”字基本同小篆，只

是笔画曲直有所变化。

“宝”的本义是珍宝、珍贵的东西，从上面的字形上就可以看出

这一点。古人以玉、贝为宝物，因此造字之初选择了这些在当时被

视作珍宝的物品。根据 《说文解字》的说解来看： “宝，珍也。从

宀，从王，从贝，缶声。”“宝”即是珍宝的意思。在货币通行之前，

贝壳曾经在商品交换活动中充当过货币，因此拥有 “贝”是财富的

象征，“贝”自然就是珍宝了。而 “玉”在古人心中也是吉祥的东

西，有的价值连城，因此也自然进入了价值昂贵的行列，视为珍宝。

例如 《国语·鲁语上》所记载的：“莒太子仆弑纪公，以其宝来奔。”

韦昭注说：“宝，玉也。”是说莒国的太子仆杀了纪公，带着玉来投

奔鲁国。可见古人心中的宝指向明确，是当时的价值昂贵的东西。

在古汉语中，“宝”单独使用表示宝贝、珍贵的东西，还常常可以和

其他词搭配使用，例如 “宝珠”“宝座”“元宝”，等等。

我们今天也常用这个字，在一些方言中也会使用到这个字，但

意思有所变化，例如表示不合时宜、爱出风头、爱显示自己才能的

人，四川话中有 “宝气”一说。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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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甲骨文 金　文 小　篆 隶　书

保
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总伴随着生养问题，孩子生出来之后，

需要养育。甲骨文的这个 “保”字就对此进行了一个记录，这个字

由两部分组成，左边是一个站立的 “人”，右边是一个 “子”，表示

孩子，整个字表示人抱着孩子或者背着孩子的意思。金文形体中有

一个 “保”的字形更加形象，是一个人用手环抱着一个小孩的样子，

环抱的手臂后来就变成了上面所列金文多出的一个小撇，又像背小

孩的布袋。金文的形体与甲骨文大体一致，像以手扶住背上小孩的

样子。小篆的形体在甲骨文、金文的基础上进行了增改，变成了左

边从 “人”，右边从 “呆”。隶书和楷书同小篆的形体基本一致。

“保”的本义从字形分析上不难看出表示背负小孩、婴孩。我们

今天有 “保姆”一说，其中的 “保”字就有本义的痕迹。 《说文解

字》的解释是： “保，养也。”也就是抚养、养育，这个意义已经是

本义的引申用法， “保姆”的保也作这个引申意义理解。再如 《国

语·周语中》中所说的：“夫义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

保民也。”其中的 “保民”即抚养、养育百姓的意思。被养育的对象

实际上是处于一种被保护的安全状态中，因此 “保”又可引申表示

保护、保卫的意思，例如 《尚书·召诰》中所记载的： “今相有殷，

天迪格保。”是说现在来看殷代，上天降临来保佑他们。其中的

“保”即保护的意思。今天说的 “保胎”的 “保”也是保护的意思。

保护是为了占有、维护，因此又有 “保卫”的说法，再作引申就有

保持的意思，例如 “保湿面膜”。对占有、维护的事物具有一定的责

任，因此又引申出 “保证”“担保人”“保证人”的说法。

此外，旧时的户籍制度中有一种叫 “保甲”的，是指的五家或

者十家 （各时代不一样）为一保，长官称作 “保长”。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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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甲骨文 金　文 小　篆 隶　书

北
“北”的甲骨文像两个站立的人背对背，这是一个会意字，表示

相背对的意思。金文的形体结构基本与甲骨文相同。小篆完整地保

留了甲骨文、金文的构形。隶书的 “北”丧失了形体解读功能。

从甲骨文、金文

的形体结构分析我们

不难解析出 “北”的

本义所在， “北”的

本义应当是 “相背

对”的 意 思。许 慎

《说 文 解 字》认 为

“北”“从二人相背”。

许慎的意思即 “北”

为相背的意思，他对字形的分析——— “二人相背”是准确的。《战国

策·齐策六》中记载有：“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是孙膑、吴起

之兵也。”这里的 “北”即 “背” “相背”的意思，即脊背相对。这

个意义引申可以表示 “脊背”，即与 “前胸”相对的 “后背”。 “背”

的初文即 “北”，后来在 “北”的下面加了一个肉旁，表示脊背。由

这个含义可以引申出背面、违背、背弃等含义。而我们常常听到

“败北”的说法，表示失败的意思，因为作战逃跑的时候是背对敌

人，因此由 “脊背”才引申出 “逃跑、败退”的含义。

作为和 “南”相对的方位词，“北”是一种假借用法。中国古代

的方位有 “坐北朝南”的说法，意思是脊背相对的方位为尊位，于

是就借 “北”表示了 “北方”。而在尊称当中，我们都很熟悉在称对

方的母亲的时候要说 “令堂”，这里的 “堂”是指的房屋的 “北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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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
甲骨文 金　文 小　篆 隶　书

貝
“贝”是一个象形字，就是海贝外形的直接描摹，像扣合的两块

海贝，贝壳上有贝纹。通过甲骨文和金文，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到

古人眼中的海贝的形状，也可以知道当时的人造这个字的用意。金

文和小篆除了线条的平展圆滑有别之外，其中比较关键的变化是金

文 “贝”字下部朝内的两个小撇后来变成了朝外。

“贝”字被记录下来，是和上古时代的货币经济密切相关的。

如今我们很多与钱财相关的字，都和贝相关联，这一点，罗常

培先生曾经在他的 《语言和文化》一书中提及。这实际上是记录了

一段时间，中国曾经通行过贝币。这一点，我们通过许慎的 《说文

解字》可以更加清楚： “贝，海介虫也。居陆名猋，在水名蜬。象

形。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 “贝”是一种有

外壳的水生动物 （例如水中蚌蛤之类）。因为这类动物最大的特点是

有硬壳，因此 “贝”又指 “贝壳”。古人曾以贝壳、龟甲作为货币，

一直到周朝的时候仍然可以见到用 “贝”作为货币，这样的贝币制

度直到秦朝的时候才废除而通行钱币。上古中国远离大海，于是把

水生的，尤其是海生的贝类视为珍宝，因此，“贝”作为货币或者赏

赐之物是可以理解的。

后来从贝的汉字，大多与钱财有关，比如 “買、賣”（买卖东西

需要货币参与，因此这个行为动作也从贝）、“贿、赂”（贿赂一般是

以钱财进行，礼品也是钱财的表现）、“赏、赐、赠”（“贝”本身就

可以充当赏、赐、赠的东西，即便是后来用其他物品作为赏赐对象，

但实际上也是钱财的另类表现，我们现在很多成功人士，也常以募

捐做慈善的方式进行捐赠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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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金　文 小　篆 隶　书

本
“本”字最早出现在金文中，是一个指事字，字的主体部分是

“木”，字的下面部分表示树木的根部，并以黑点指示出树木的根部。

小篆的形体结构来自金文，与金文基本相似，但将根部的指事符号

延长成一横笔，结构上更加对称，笔画也更加圆滑。小篆的古文形

体写作 “ ”，字体下面倒△形更加明确地指事出树木的根部所在。

隶书在小篆的基础上进行了笔画的调整。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推断出 “本”的本义是指树根、植物

的根部。根据 《说文解字》的解释来看：“本，木下曰本。从木，一

在其下。”“本”是指树木的根部。例如 《诗·大雅·荡》： “枝叶未

有害，本实先拨。”这里的 “本”即指草木的根。是说枝叶不见有

损，其实根已经断绝。古人把树木的主干也称为 “本”，这是来自

“根”的引申，例如 《庄子·逍遥游》所说的： “吾有大树，人谓之

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中的 “大本”即指的大树的主干。

“本”是树根，引申表示事物的根基，例如 《论语·学而》中就有：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里的 “本”是指的基础的工作。中国

古代，农业是整个社会的根本和基础，因此古人称 “农业”为

“本”，例如 《荀子·天论》中所说的：“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

是说要加强农业节俭开支，这里的 “本”就是指的农业生产。

“树根”一义还引申出 “根源” “来源”的含义，例如 “亡国之

本”即亡国的根源。我们今天的语言中还有 “本质”“本色”“本意”

等说法，表示原本、原来的意思，这是来自 “根源、来源”的引申。

作为 “树根”这个本义使用的 “本”在现代汉语中比较少见，而通

行的是它的引申意义，除了上述列举的外，还有 “本钱” “本事”

“版本”等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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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
甲骨文 金　文 小　篆 隶　书

鼻
甲骨文的 “鼻”是鼻子的象形，像人的鼻子的正面形状。金文

的形体结构和甲骨文大体相同。到小篆的时候，鼻字变成了形声字，

上面部分为形符 “自”，表示意义，下面部分为声符 “畀”，表示读

音。隶书同小篆结构相同，只是笔画更加规整。

从甲骨文、金文的形体，我们不难看出，鼻子的 “鼻”，最开始

就是鼻子的象形，取意为鼻子，这也是 “鼻”的本义。鼻的初文写

作 “自”，“自”在我们汉语中表示 “自己”的意思，为何和 “鼻子”

有关联呢？从语源的角度来解释，是因为人们常常会指着自己的鼻

子来指称自己。许慎 《说文解字》这样解释 “鼻”： “引气自畀也。

从自、畀。”这是从器官的功能的角度给予的解释， 《说文解字》中

又对 “自”有所解释，书中说道： “自，鼻也。象鼻形。”从许慎的

说解我们不难看出， “鼻”和 “自”是具有同源关系的字，许慎对

“自”的说解也是正确的。“自”后来用作第一人称代词，表示自己，

例如 “自知之明”，而 “不自为政”中的 “自”则是进一步引申的用

法，表示亲自的意思。古文献中记载了 “鼻”用作鼻子的用法，例

如 《易·噬嗑》所记载的： “噬肤灭鼻。”是说贪吃肥肉 （比喻过分

贪婪），被割掉鼻子。鼻是有孔的器官，在面部是凸起的部分，因

此，我们也会将生活中某些物体有孔的部分或凸起的部分称为

“鼻”，例如 “针鼻”“门鼻”，等等。在扬雄的 《方言》一书中记载

着：“鼻，始也。兽之初生谓之鼻，人之初生谓之首。梁益之间谓鼻

为初，或谓之祖。”可见， “鼻”从本义引申有开始、初始的意思，

因此我们常常会说 “鼻祖”，也就是创始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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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
甲骨文 金　文 小　篆 隶　书

匕
“匕”这个字早在殷墟甲骨刻辞中就已经出现了，但常常被用来

表示对女性的称谓。这个字是一个象形字，从形体上看和甲骨文的

侧立的 “人”有相似性，但这个字根据文献以及研究者的研究结果

来看，认为是古人吃饭喝汤用的 “勺子”，字的上面是勺柄，左边是

一个挂耳，下面是勺身。金文的形体更加直接形象。小篆将右下笔

画延长。隶书的 “匕”字在形体识读上更加难了。

“匕”这个字在殷商时代就被比较广泛地使用了，但是我们看到

的刻辞中所使用的都不是勺子意义，而是被借用作 “妣”。许慎 《说

文解字》说：“匕，相与比叙也。从反人。匕，亦所以用比取饭，一

名柶。”在这个解释中，许慎提到了 “匕”是用来盛饭的勺子，又称

为 “柶”，也是一种祭祀所用的器具。例如 《诗·小雅·大东》中所

记载的 “棘匕”，朱熹后来注解说： “以棘为匕，所以载鼎肉而升之

于俎也。”而殷商考古出土的 “匕”的形状像后来的剑头，因此引申

来表示 “匕首”，是剑属兵器。例如 《战国策·燕策三》中所记载

的：“太子预求天下之利匕首。”指的就是利剑。

作为勺子意义的 “匕”和后来的 “汤匙”的匙，二者具有一定

的关联性， 《说文解字》收录了 “匙”字，按照许慎的说解来看：

“匙，匕也。从匕，是声。”是以 “匕”来解释 “匙”，匙就是匕，它

实际上是源自 “匕”。段玉裁解释说， “匙”即调羹、汤匙，我们今

天用来指喝汤的食具就沿用了 “匙”这个字。而今天表示舀东西的

器具的字词中，从古代一直沿用下来的还有 “勺”字、 “瓢”字。

“勺”本来是指的盛酒用的器具，而 “瓢”是指用来舀水等液体的器

具，因此我们今天有的方言中称舀水用的器具为 “瓜瓢”，而喝汤用

的器具称为 “汤匙”“调羹”“瓢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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