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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而且一直使用至

今。古老的汉字之所以能沿用至今,是因为它与汉语、汉

文化紧密联系,建立了一套系统、科学的既反映文化又与

文化相互依存的文字体系,并且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调整

系统结构以适应新的需要。汉字与文化的关系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汉字的字义系统记录了文化系统,二是汉

字的字形构造反映了文化现象。汉字的字义系统是对客观

世界和人文世界的划分和整理,其中有客观成分,也有特

定文化的影响因素。但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主要反映在第

二方面,汉字是依据词义来构造字形、追求形义统一的文

字。一个词义,用怎样的字形来表示,从中反映着古人的

构想和设计,而古人的构想和设计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文化

背景。也就是说,汉字的构形记录了造字时代的社会文化

生活状况、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及心理状态等。
最早的汉字,字形以象形为主,字体以不可分割的独

体为主。在独体象形字的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汉字便

采取了以现有字形为构件、通过固定的组合方式创造新字

的方法,其组合方式主要有表义构件与表义构件的组合和

表义构件与表音构件的组合两种,而就构件本身的形体而

言,也经历了描画事物形体的象形到直接表示词义的固定

代号的过程。发展到现代汉字,虽然字形已无象形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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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从象形到固定代号的转换是有规律的,而且其组合关系并未改变,所以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仍能把古汉字和现代汉字的分析结合起来。
本书主要是结合传统文化来分析汉字的构造,在汉字形音义的分析中阐发文

化现象,以求达到汉字与传统文化双重认识的目的。
在本书分析汉字的过程中,常常运用一些有关汉字的基本概念和术语,所以

阅读须首先掌握汉字分析的基本概念和术语。考虑到读者对这些概念和术语未必

都已了解,故对本书涉及的部分概念术语分类简介如下。

一、汉字形体演变方面

汉字的形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过数个演化阶段,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名

称,在此以时代先后分别介绍。

1. 甲骨文:是我国目前见到的最早的系统汉字,它是契刻在龟甲和兽骨上

的文字,因此叫甲骨文。古人以龟甲和兽骨进行占卜,甲骨文就是这些占卜的记

录。甲骨文分殷商甲骨文和西周甲骨文两类,迄今为止,两类甲骨文共发现15
万片左右,共存单字近五千个,目前被学术界确认的已释字一千多个。因为大量

甲骨文属于殷商时代遗物,所以是商代文字的代表。

2. 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古代 “金”指金属,因此叫金文。金

文主要内容有祭祀、训诰、征伐记功、分封赏赐、盟誓契约等,文字短的仅标出

人名或族徽,长的近五千字。商代已有金文,一直延续至汉代,但大量出现于西

周、春秋时期,所以为西周、春秋时期文字的代表。

3. 小篆:是秦统一全国后整理推行的一种文字,对汉字发展有一定的规范

作用,是秦代文字的代表之一。

4. 隶书:是战国文字的自然演化体,起始于战国末期,流行于秦汉时期,
为秦汉时期文字的主要代表。

这些名称有的是依据书写材料定的,如甲骨文、金文,有的是依据书写特点

定的,如小篆、隶书。

二、汉字造字方法方面

1. 象形:直接描画出事物形状,用这种方法造的字称象形字。象形表示的

对象是物体,因而所记录的词都是名词。

2. 指事:是用指示性的符号来表示无法描画的事物或者抽象概念,用这种

方法造的字称指事字。

3. 会意:用两个或两个以上表义的构件组成新字,用这种方法造的字称会

意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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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称形声字。形声字的表义构件称 “义符”或 “形符”,表音构件称 “声符”。义

符与形声字有一定意义联系,声符有时也兼表义。

三、字义方面

1. 本义:一个字一般有多个意义,其中作为字形构造依据的意义为本义。

2. 引申义:由本义生发出来的与本义有联系的意义。

3. 假借义:由字形仅因音同音近而借用形成的意义。

四、字用方面

1. 异体字:指字形不同而音、义完全相同的字。有时也称 “异形”。

2. 假借字:形、义没有渊源关系,只因音同音近而借用的字。假,也是借

的意思。

五、汉字结构方面

1. 构件:汉字字形的构成成分。

2. 独体字:形体不能拆分的字。

3. 合体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构件组成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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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汉字与宗法制度

本 章 提 示
本章主要文化内容为古代礼制、祭祀、奴隶制度和丧葬习

俗,重点 汉 字 有 王、侯、礼、示、且、巫、卜、兆、占、盟、
臣、民、元、冠、葬、吊、禺、俑。

重点识记: 上述重点汉字的字形构成和本义。
理解: (1)王、冠、盟与古代礼制。 (2)侯、礼、示、且、

巫、卜、兆、占、牲与古代祭祀。 (3)臣、妾、民、宰、辛、
仆、童与奴隶制度。 (4)葬、吊、墓、坟、禺、偶、俑与丧葬

习俗。
领会: 透过字形的分析,可以看出,任何礼制习俗都有其朴

素简单的原义和目的,原始的自然神秘力量和后起的灵魂观念是

古代祭祀、占卜、盟约、丧葬等制度习俗的决定因素。通过汉字

的解释,我们不仅要了解古代有什么样的礼制习俗,而且要了解

这些礼制习俗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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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王”字甲骨文作 (合集①三六五〇九),金文

作 (利簋),字形像锋刃向下的斧形 (如图1—1、
图1—2)。斧是远古时代最重要的工具和武器之一,
是最体重力大的用具,故以之象征力量和权威,成为

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山东沂南东汉画像石、四川成都

及德阳东汉画像砖、辽宁辽阳东汉壁画中皆有斧车,
斧车在车厢中竖立大斧,是公卿以下、县令以上出行

时的先导车,象征权威 (如图1—3、图1—4)。《逸周

书·世俘解》: “王秉黄钺正国伯。” 《尚书·牧誓》:
“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钺是大斧,以上皆是

以大斧象征王权。 《说文·王部》: “王,天下所归往

也。董仲舒曰: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

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

曰:‘一贯三为王。’”“天下所归往也”,是从读音角度

对王字所作的解释,即声训。董仲舒之说,则是字形

和文化发展之后,对王字作的新的文化阐释。

图1—3　东汉铜斧车
　　

图1—4　四川彭县东汉斧车画像
　　　　　　　　　　　　

① 此类标注为简称,详见 “引用书目简称表”。

图1—1　商代铜斧

图1—2　西周康侯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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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

古代有射礼,射礼主要有三种:一是大射,这是

春祭前选择参祭人员的礼仪。《周礼·天官·司裘》郑

玄注:“大射者,为祭祀射。王将有郊庙之事,以射择

诸侯及群臣与邦国所贡之士可以与祭者……而中多者

得与于祭。”二是宾射,宾射是天子与故旧朋友欢聚的

礼仪。《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宾射之礼,亲故旧

朋友。”贾公彦疏: “宾射之礼者,谓行燕饮之礼,乃

与之射,所以申欢乐之情。”三是燕射,燕射是慰劳群

臣的射礼。《周礼·冬官·梓人》郑玄注: “燕谓劳使

臣,若与群臣间暇饮酒而射。”三种射礼所用的箭靶皆

称 “侯”。侯是一块挂在绳上的正方形的布,大射之侯

中心有皮做的鹄,宾射的侯中心为五彩的 “正”,燕射

的侯则依不同等级饰有鹿豹熊等。“侯”字甲骨文作

(甲二二九二), 像张开的布,即 “侯”,其下是矢,
矢即箭 (如图1—5),整个字形像箭落侯上,以此表

示箭靶。《说文·矢部》释 “侯”曰 “从厂,象张布,
矢在其下”是正确的。大约是 “侯”字后来表示人,
所以在秦代原字形的上部加了 “人”旁,成 “ ”,
“ ”即 “人”字变体,隶书之后, “ ”字左右断开,
写成了今天使用的 “侯”。

礼

繁体作 “禮”,本 义 指 祭 祀 鬼 神 活 动。字 形 由

“示”和 “豊”组成。“示”为庙中神主,表示祭祀的

对象;“豊”,甲骨文作 (后下八·二),从豆,豆是

祭祀时放置祭品的器具 (如图1—6),王即 “玉”字,
字形为豆中盛着玉,说明古代有以玉祭祀的习俗。《周
礼·春官·大宗伯》: “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

图1—5　秦兵马俑箭

图1—6　春秋兽纹方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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