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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１　　　　

内
容
简
介

内容简介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她有

着光辉灿烂、辉煌瑰丽的过去，而她过去的辉煌又主要是靠汉

字流传下来的。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文字系统之一，是

目前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汉字象征着国家的统一，象

征着民族的团结，它书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承载着

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其中用来命名

人体部位的字则体现了古人对自身的认知。本书以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为底本，结合前人研究成果进行鉴定，并认真比

对，检出书中与人体部位相关的字，将这些字按照人体具体部

位进行较为系统的分类，并逐一加以考释，通过与甲骨文、金

文相比对，并结合前贤时人的研究成果，确定其中的象形字、

会意字、指事字等的本义。对形声字通过声符系联，把含有同

声符的字归纳到一起，因声求义，找出其共同义素。最后把这

些字与现代汉语词汇进行对比、分析、计算，考察其被现代汉

语替换的情况。

本书共分五个部分：

绪论：包括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和任务、研究综述、研究理

论与方法以及所依据的版本和相关的文献。

第一章：界定 《说文解字》中的人体部位字并进行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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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类。

第二章：分六个小部分，即身体语义场总括字、 “头部”

语义场、“颈部”语义场、“上肢”部语义场、“躯干”部语义

场和 “下肢”部语义场，对各个部分的字进行了本义、源义、

引申义等的考释。

第三章：将人体部位字按 “六书”理论进行归类整理，并

与现代汉语相比较，考察其被替代的情况。

结语：总结本课题的研究过程并指出其中的不足。

本书具有以下特点和意义：（１）本书主要以 《说文解字》

为底本，通过认真比对并参考前贤时人的研究成果梳理归纳了

《说文解字》中的人体部位字。（２）对于 《说文解字》说解有

误的字形，参考 《说文解字》之前的古文字形和历代研究 《说

文解字》大家的不同观点加以考证。（３）共梳理出１５１个关于

人体部位的字，对其按照语义场进行了合理的分类，进而考释

其意义，并对其进行了 “六书”的归类，与现代汉语相比较，

考察其替代情况。（４）通过具体材料的详实考证，为古汉语词

汇研究提供经过考证的基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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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绪　论

一、《说文解字》人体部位字研究的目的和任务

东汉许慎的 《说文解字》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

形、解说字义、辨识声读、创立部首、提出分析字形理论的字

典。它保存了先秦两汉的大量训诂成果，系统整理了上古汉语

字词，反映了上古汉语词汇的基本面貌。《说文解字》在词义

训诂上最主要的特色就是以阐明字的本义为宗旨，这对我们把

握字词的本义进而探求其语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正是由于 《说文解字》在我国学术史上有着不菲的价值，

所以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古人造字，多 “近取

诸身，远取诸物”。而对于 “近取诸身”的 “身”，古人对它的

认识又是怎样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拟通过研究 《说文解

字》中所记载的关于人体部位的字来解开疑惑。因为 《说文解

字》是沟通古文字的桥梁，通过 《说文解字》中所记录的汉字

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先人上述造字理念的痕迹。在汉语中，人

体部位语义场是资格最老的语义场之一，通过 《说文解字》的

记载，我们发现经过几千年的变化，这一语义场的 “所指”虽

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但是其 “能指”却发生了较多、较

大的变化。即使 “所指”没发生变化，由于古文字与现代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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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巨大差别，今人理解起来也是觉得异常艰涩。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打算以 《说文解字》中所记载的人体

部位字为研究对象，初步设想通过对 《说文解字》中所记载的

人体部位字进行穷尽性的爬梳整理，按其部位进行分类，进而

逐字探索其字源义或本义；再通过统计、计算、对比、分析，

然后归纳总结其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及替换情况。

我们对 《说文解字》中身体义域下的名词做了穷尽性的梳

理，按照身体的部位进行了分类，进而探讨其命名的理据、特

点、字源义及其字义的演变更替。

本书的研究意义在于： （１）作为专书词汇研究的组成部

分，为汉语词汇史的研究积累材料；（２）运用训诂学知识，对
《说文解字》中记载的关于人体名称的字进行考释，揭示古人

造字的理据，以利于今人理解；（３）对人体部位下的字作系统

训释，为辞书相关词条的修订提供参考；（４）有利于对浩如烟

海的中国古代文献典籍进行整理。

二、新时期 《说文解字》及人体部位字的研究

自 《说文解字》问世以来，历代不乏研究整理者。新时期

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说文解字》研究出现了日益繁荣的

局面，陆宗达先生的 《说文解字通论》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代

表作之一，“一方面系统地说明和运用了章、黄的方法，另一

方面又避免了自乾嘉以来相沿不改的毛病”，书稿 “既深入又

通俗”，“材料既很详尽，而论述又很简要”（《说文解字通论》

序言，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在该书中，作者讨论了许多

理论方面的问题，提出了 “笔意”和 “笔势”的概念，指出运

用 《说文解字》解释古书词义、说解分析古今字义的变迁、分

析词义的系统性、分析假借现象等。第三章介绍了 《说文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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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中所保存的古代社会生产、古代科学、医疗学、社会制度

等各种资料。现在有很多的硕士及博士论文还是在这一框架内

展开具体而微的研究。陆宗达先生还阐述了 《说文解字》在维

护封建统治、科学水平、归纳方法、编排体制上存在的局限

性。另外，陆宗达先生、王宁先生的弟子宋永培先生以段氏的

终点为起点，全面整理了体大思精的 《说文解字》词义系统，

揭示了上古汉语词义系统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创建了以义

部、义区、义系、义位、义枢、义核为基本构架的古汉语词义

系统研究理论，总结、提出了研究汉语词义系统整体贯通的科

学方法，并将其运用于 《说文解字》词义系统中形、音、义结

合规律的研究。与 《说文解字》相关的著述有：《〈说文〉与上

古汉语词义研究》、《〈说文〉汉字体系研究法》、《〈说文〉汉字体

系与中国上古史》、 《〈说文〉与文献词义学》等。近年来，以

《说文解字》各部类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可谓层出不穷、浩如烟

海，硕士、博士论文也是不乏其数。但是专门以 《说文解字》

中表示人体部位的字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及硕士、博士论文还未

见出现，仅有个别论著稍有涉及，如冯凌宇的 《汉语人体词汇

研究》一书是从广义上的人体词语即 “指由表示人体器官部位

的语素构成的词语”展开研究的。［１］Ｐ１杨合鸣先生在序言中对

该书的优缺点所论适当：（１）在词汇研究上以常用人体词语为

重点，发掘了人体词汇系统演变的规律。（２）在语义分析上，

既立足于共时，又着眼于历时，从人体词语的语素义与词义、

词语的本义与引申义 （转义）、词语的静态义与动态义等方面，

研究人体词语意义的变化规律。（３）在语法分析上，主要探讨

了汉语人体词语构词入句的特点和一些词语语法化的问题。

（４）在文化认知上，作者首先考察了汉语人体常见部位隐喻拓

展的生理、心理、文化基础，验证了隐喻理路中始源域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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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映像原理的合理性，从而以隐喻的认知高度对汉语人体词语

意义引申作了深层解释。其次又考察了汉语人体词语的文化因

素。由于作者即涉及古代汉语又涉及现代汉语中的人体词，所

以 “面铺得较大，因而有些内容还不够充实，有些论证还不够

深刻、周密”［１］Ｐ３。

单就硕士及博士论文来看，笔者从期刊网上搜索到的与

《说文解字》有关的文章多达２１５篇，论述角度各有不同，有

的是从传统小学的角度展开音韵、训诂或文字的研究，有的是

与现代语言学理论相结合展开论证，有的是从 《说文解字》所

收一类字 （比如蔬菜类、宫室类、军事类等）来探讨上古时期

的社会现象，如博士论文有林源的 《〈说文〉心部字研究》，夏

军的 《〈说文〉会意字研究》，李朝虹的 《〈说文解字〉互训词研

究》。涉及 《说文解字》研究的单篇论文以及与人体部位相关

的研究论文更是数量众多，如李云云的 《汉语 “下肢”语义场

的历史演变》，解海江、张志毅的 《汉语面部语义场历史演变

研究———兼论汉语词汇史研究方法论的转折》，徐时仪的 《说

“膝”》等，这类论文数量较多，此处不一一列举。这些论文

或者与认知相结合展开论述，或者从语源学的角度加以探讨，

或者从语义场理论角度进行阐释。下面就其中一些比较有代表

性的硕士或博士论文进行简单的介绍。

（一）博士论文　
１．《〈说文〉示部字与神灵祭祀考》

作者，雷汉卿，复旦大学１９９６年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０年

由巴蜀书社出版。该书从原始人文社会的角度和考古文化的取

证上去探索汉字的构形取义和语源意义，揭示了汉字的远古文

化内涵，可以称得上是在继承发扬传统的语文学方法、古文字

考释法的基础上，从汉字文化的视角去揭示汉语言文字原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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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文化内涵的力作。该书涉及文字学、语文学以及与汉字文

化密切相关的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原始艺

术等学科的有关理论和知识，充分显示了作者扎实的国学功

底。全书分示、礼、祭、神、祡、祖、祝、禜、社类考九部

分，经过严密的考证，作者得出了这九类与传统宗教文化的关

系：示类———灵石崇拜与宗庙神文制，礼类———礼之初始诸饮

食 （一），祭类———礼之初始诸饮食 （二），神类———灵论观

念，祡类———原始天神崇拜，祖类———祖象崇拜，祝类———语

言的魔力，禜类———原始农业礼俗，社类———原始地母与生殖

崇拜。

２．《〈说文解字〉心部字研究》

作者：林源，复旦大学２００４年博士学位论文。该文首次

将语义场理论与隐喻学理论应用于对文字本义的推源考证，同

时结合传统的字形分析、同源字系联等本义推源方法，全面梳

理考释 《说文解字》心部字的意蕴。在理清 《说文解字》中心

部字本义的基础上，首次将全部 《说文解字》心部字系联为一

个内部相互贯通、层次清晰、界定明确、结构完整的意义体

系。全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章到第五章是文章的主体。第一

章明确了研究的范围，阐释了心部关键字的文化意义，建构起

《说文解字》心部字的意义体系。第二章心态类研究归纳总结

了 《说文解字》心部字中表达的各种不同的心态，分为正面心

态和负面心态，其下又各分出谨慎、恭敬、诚信、勉励和轻

慢、奸诈、贪婪、恣纵等小类。另外还分析了正负心态字在造

字隐喻中所表现出来的相反相成性，体现出文字的系统性以及

隐喻思维在造字、组词、造句、修辞中的一致性。第三章心情

类研究总结归纳了心部字中各种不同的情感、情绪反应，分为

积极心态和消极心态，其下又各分出愉悦、仁爱和忧愁、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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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恐惧、愤懑、忿怒、愧耻、疲惫、急躁等小类。总结出

“悲痛”组的造字隐喻思维与儒家 “推己及人”的 “恕”道思

想相合，从而为孟子的 “恻隐之心”说、“仁之端也”说给出

了文字学的解释。第四章心态类研究归纳总结了心部字中人的

各种性格类型，包括理想性格和缺陷性格，又各分为敦厚类、

淡泊和懦弱类、忮悍类。用淡泊类的造字隐喻取譬于 “水”

“随风起波”的特点，来说明中国传统所提倡的 “安、和、顺、

静、平”性格并不是指绝对的静止不动、逆来顺受，而是追求

与自然相契合、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第五章心智类研究归纳

总结了心部字中有关智慧思维的概念，包括有智慧和无智慧，

下各分意志、思虑、羡慕、聪明和忽忘、错误、惩戒、愚蠢等

小类。其中聪明、愚蠢组在造字隐喻思维上所表现出来的 “孔

巧、窗户、光明”义与 “密实、不通、昏暗”义对立，反映出

古人以 “通达”为聪明的智慧观。

该文最大的特点就是把上古汉语研究与认知学理论、语义

学理论相结合，系统地考释论证了上古汉字中所孕育的中国古

人的思想价值观念，是二者成功结合的典范。

３．《〈说文〉会意字研究》

作者：夏军，２００９年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该文

主要做了以下工作：第一，通过对会意字研究演进史的全面梳

理，论列各家得失，提出对会意字的性质、来源以及会意字与

“六书”中其他各书的划界原则的看法，最后说明自己确定会

意字的标准和定义。第二，通过对会意表词和义界表词关系的

研究，首次提出 “会意字的取象表词要以对词义的义界为中

介”的论断，并通过 《说文》会意字取象—表词模式与 《尔

雅》、《说文》义界模式的比较，验证二者之间存在同构关系，

从而证明了前述论断。第三，揭示意义的承载形式由义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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