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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汉字的性质

“汉字”和“文字”是两个外延不同的概念。“文字”是总的

概念，泛指世界上的各种文字：“汉字”是具体的概念，指汉民族

自古以来长期使用的记录汉语的文字。汉字属于世界文字大家庭

中的一员。我们探讨汉字的性质，先要从文字的性质说起。

从理论上说，“性质”这一概念，是指一种事物所特有的根本

属性，人们可据以与其它的事物相区别。事物所具有的这种特

质，这种与其它事物相区别的根据，就是“性质”的内涵。

文字的性质不是用简单的一句话就能概括出来的，如果我们

用尽可能简明的语言来表达，那就是：文字是一种社会现象，是

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体系，是辅助语言进行交际的工具，是延长

语言作用的手段。

一、文字是一种社会现象

1.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说文字属于社会现象，因为它和风雨、植物、火等自然现象

不同，文字不像这些自然现象那样可以先于人类社会而存在，文

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都受着社

会条件的制约。

在文字产生以前，人类社会的交际活动主要依靠有声语言。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过一个漫长的、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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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段很长很长，大约有上百万年时间。在人类历史的最初阶

段——原始社会阶段，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使用着非常

简陋的石器，获得极其有限的生活资料，仅仅能免强地维持生

存，日常生活的内容也比较简单。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时期，人们

只靠有声语言来互相交流，就完全可以满足彼此沟通的需要。

到了奴隶制社会，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文明的进一步发

达，人们的生活内容更加丰富了，单靠有声语言来实现彼此沟通

互相了解已经很不够了。生活中有许多重要的内容需要记载下

来，留传下去，比如生产和生活的经验、发生的重大自然现象、

战争的经过和英雄业绩、部落之间签订的条约、物资交换的情况

和凭据等。人们渴望能够把自己所想的、所见的、所做的以及客

观世界里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进行远距离和长时间的交

际。在这种共同的需要之下，为了人们共同的交际的目的，终于

在人们的生活实际中产生了文字。

可以说，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就不会有语言，没有语言也就

不会有记录语言的文字。先有语言，后有文字。人类使用语言已

经有上百万年，而使用文字才不过几千年。文字是适应人类社会

记录语言的需要而产生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

一种不能先于人类社会而存在的社会现象。

2.文字的发展变化受社会需求的制约

不仅如此，文字产生以后的每一发展步伐，文字历史上的每

一重大变革，都和社会的发展进步息息相关。当社会文明的发展

导致语言不断丰富，需要文字记载的内容和范围不断增加和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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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文字本身的书面记载能力有限，与社会和语言的需求之间

发生矛盾的时候，文字就要发生变革，以适应社会和语言对文字

所提出的新的要求，因此文字的发展变化受着社会需求的制约。

我们研究文字发展变化的规律，必须紧密地联系产生它的社会来

进行，到社会和语言的发展变化中去找原因，离开社会因素来孤

立地研究文字，文字的各种变化是难以解释的。

3.文字没有阶级性，也不属于上层建筑

文字产生在奴隶社会，它是阶级社会初期的产物，但是文字

本身没有阶级性。

文字既是社会现象，本身却没有阶级性，这是被它的工具性

所决定的。文字是辅助语言进行交际的工具，在阶级社会里，它

可以被社会上的任何人所使用：剥削阶级可以用它，被剥削阶级

也可以用它；汉族可以用它，回族、满族、蒙族、朝鲜族也可以

用它；中国人可以用它，外国人也可以用它。只要掌握了它，就

可以使用它。人们写字，常常是为了给自己看，更多的时候是为

了给别人看，达到交流的目的。因此，文字是为他人而存在的，

是为全社会服务的。文字对使用它的人是一视同仁的，是没有阶

级性的。

文字也不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上层建筑变了，文字不一定

变。封建社会使用汉字，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也都使用

汉字，这说明文字是超时代的。在经济基础相同的社会里，文字

却可以不同，如现代中国汉民族使用汉字，延边朝鲜族使用朝

文，蒙族用蒙文等。反过来，使用文字相同，经济基础并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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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如北京用汉字，台北也用汉字，这说明文字是全社会的工

具，不论谁，只要掌握了它，就可以使用它，从来不被经济基础

所左右。它虽然是社会现象，但并不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二、文字是工具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汉字是记录汉语的工具。

1.文字工具的涵义

工具，是指进行生产劳动时所使用的器具，人们通过使用某

种器具可以达到一定的目的。说文字是工具，这是一种比喻，意

思是文字类似人们劳动生产时为了生产产品而使用的工具，它是

人们用来达到记录和交际目的而使用的一种工具。

人们在发明文字这种工具之前，曾经经历过很长的摸索阶

段，人们曾用过结绳、刻契、串贝、绘画等各种方法来帮助记忆

和交际，经过长期的实践和选择，最后才找到了文字。因此发明

文字，象人类发明其它工具一样，是人类长期实践和智慧的产物。

2.文字工具的创成是在社会实践和语言实践中逐渐实现的

文字创成的过程是漫长的，它是在集体的生产实践和语言实

践过程中逐步实现的。

最初，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接触无数的客观事

物，通过视觉器官反映到头脑中来，形成表象。比如一颗树，通

过视觉器官——人的眼睛——反映到头脑中来，留下印象，它的

大小、形状、颜色、特点等等，头脑中的表象和客观实在的树是

一致的。这种印象在头脑中反复出现，不断强化，人对树这个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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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存在有了感性认识。客观世界反映到头脑中的表象，是人类语

言词汇中词义的客观物资基础。人在头脑中反映出来的表象的树

再通过发音的器官——声带和口腔——把它说出去，诉诸别人和

自己的听觉器官，就是shù。头脑中所反复出现的客观事物的表

象和嘴里说出来的shù，这两者的密切结合（音义统一体）就是

语言中的词。前者——表象所反映的事物——是词的内容；后

者，嘴里发出的声音shù——和内容相对来说，是词的语音物质

形式。用嘴说出来给别人听，这是有声语言在口耳之间发生的关

系，是通过听觉器官来进行传播的。可是用嘴说出来的声音在时

间和空间上瞬息即逝，远处的人或后来的人都无法听到。因此，

人们又把头脑中反映出来的树再通过灵巧的手把它概括地画出

来，表现在书面上，诉诸别人和自己的视觉器官，这就出现了最

初的象形文字 。用手画出来的树的形状和客观存在的实体以及

头脑里所反映的表象也是基本一致的。用手写的树是词的书写形

式，它沟通了人们手眼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人的视觉器官被接受

的。当人的眼睛看到这个用手画出来的树形时，自然就联系到

shù这个读音以及它所概括的内容了。

3.文字工具的作用

任何一个字，它所对应的内容是什么，它所写的词是哪一

个，由于共时的人们所接触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相同，生活的

经历也基本相同，因此大家都有一致的认识。当一个字形画出来

以后，人们都能不约而同地想到一起去。有了这样的书写形式，

就可以通过书面记录的方式使有声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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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克服，使它的作用得以延长，能够行远传后保持长久了。因此

文字是人们使用的一种工具，是辅助语言用于社会交际的工具。

4.文字工具是可以不断改革和完善的

文字这种工具，也和其它工具一样，最初曾经是不完善的、

比较笨拙的、不大好用的。但它既然是工具，是人类发明创造出

来的，那么人们在长期使用文字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它有不足之

处，自然也可以改造它，使它更完善，让人们使用起来更方便、

更得力。经过几千年的时间，人们不断地加工、改造，发展其长

处，克服其缺点，逐渐地使它变得更加完美、变成表达力十分丰

富的工具了。今后的汉字改革之所以必要和可能，正是由文字的

性质和作用所决定的。

三、文字是书写的符号体系

1.文字符号的涵义

文字是符号。所谓符号，就是某种代表其它事物的事物。文

字是代表语言的符号。各种文字分别表示各种不同的语言。汉字

是代表汉语词的符号，或者是一个字代表一个词，或者是几个字

的组合代表一个词。词是语言的构成单位，而字这种符号赋予词

本身所不具备的空间形体，使它成为最社会化的物理存在，从而

能通过人的视觉反映和体现着汉语中的词。因此字和词的关系，

也就是符号和它所代表的对象（词）之间的关系。每一个具体的

符号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它所表示的词才具有某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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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形和音、义的关系

就汉语来说，形和音、义的关系即字和词的关系。对这种关

系的理解，在语言学界还是有些错误看法的，这里要特别地说明

一下。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论著当中谈到“字音”、“字义”这样的

概念，以及“汉字有形、音、义三要素”这样的提法。这些提法

不管作者本人是怎样想的，从客观效果上看，毫无疑问，他们认

为汉字本身不仅有形体，而且字本身也有音、有义，这实际上是

把字和语言中的词等同起来了，是与字的符号性质相违背的。

汉字的字形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它本身谈不上有音，也谈

不上有义，它只是词的书写形式。离开语言中的词，汉字不过是

一些横的、竖的、斜的和弯折形的各种笔道道堆砌在一起，是毫

无意义的。文字符号所以存在的唯一理由就在于表现语言，记录

语言中的词。字形中所体现出来的音和义，都是来自语言中的

词，字形本身只是一个符号而己。举个例子说，“去”在古代是离

开某一个地方，现代汉语则是奔向某个地方，字形没有变，意义

发生了变化，说明字和词不是一回事，这是古今词义发生变化的

结果，与字形符号是无关的。这就是说，形、音、义三者并不是

同一个结构平面上的东西，其中，只有形是文字存在的方式。所

谓的“字音”，应该是文字所写的词的语音形式，词的语音形式是

不能离开词的意义而单独存在的，它和词的内容是紧密结合为一

体的。所谓的“字义”，应该是字形所表示的词的意义、内容，词

的内容是借助于词的语音形式或书写形式而表现出来的。认为字

有形、音、义，而且三者是并列的，可以各自独立存在的，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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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语言词汇去孤立地看待字，是突出强调了形式方面，强调了

字的相对独立性方面，而忽略了本质方面，忽略了字对语言中的

词的依附关系。这是形而上学的文字观。

这种不正确的汉字学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相当流行，其形

成有它的历史的和语言的原因。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回

顾一下人们认识字与词的关系的历史变化。

在殷周时代，“字”所表示的内容与今天不同。金文“字”作

，象子在宀下，有生养之意。《说文》子部：“字，乳也。”段

注：“人及鸟生子曰乳，兽曰 。”《广雅·释诂》：“字，生也。”

《易·屯》：“女子贞不字。”虞注：“字，妊娠也。”《正字通》：

“字，育子也。”从这些解释来看，字的初义是生养的意思。由生

养而引申为抚育、孳乳。文字是孳乳发展不断扩大增多的，就象

子孙后代一样，所以又引申为文字。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

说：“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其中

的“字”，就是作为书写形式的名称，这是后来才出现的意义。

今天的字，作为书写形式的名称，最初叫做“名”或“文”。

《周礼·春官·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郑玄注：“古曰名，今

日字。”《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

“百名”就是一百个字。《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夫

文，止戈为武。’”又《宣公十五年》：“伯宗曰：‘故文，反正为

乏。’”《昭公元年》：“医和曰：‘于文，皿 为蠱。’”《论语》：

“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以上都说“名”、“文”，不说“字”。到秦

始皇的琅琊刻石中，又有“书同文字”的话，这是把“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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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首次同义连用作为一个词使用。但是后汉许慎时“文”和

“字”仍然是分开使用的，“依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

字”，“文字”作为双音词来说在当时还没有最后形成。

古人还以“名”“实”对举。“名”，指名称；“实”，和名相

对，指实际内容。《庄子·逍遥游》：“名者，实之宾也。”从字和

词的关系来说，字是名，词是字所书写的内容，是实。这说明，

秦以前，把名看作书写符号，它所写的内容是词，字和词是相对

分开的，这个观念还是比较明确的。

随着时代向前发展，先秦古籍中的文字和词义也不断发生变

化。特别在秦汉以后口语和书面语相脱离的情况下，当时代的发

展距先秦越远，书面的文言词语与口语的距离也就越大。在后代

人习惯于本时代的口语的情况下，这种语言上的古今差距无疑使

后人对古文献的阅读越来越感到困难。所以汉魏以后，各个朝代

都有不少学者从事对古文献的注解工作，时间一久，逐渐形成了

传统的训诂学。这些训诂家们用当代的语言去解释古文献中的字

句，对一个字应该怎么念、怎么讲、有几种写法等进行繁琐的考

据和说解，逐渐形成了字有形、音、义的观念，词的观念被忽略

了。再加上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一个字往往就记录一个词，字

和词常常是相重合的，这也给人造成误解，似乎字不仅有形，也

有音、有义了。可以说，这种观点是一千多年以来的传统训诂学

所造成的误解，也是汉字本身的特点所促成的，现在应该彻底地

纠正过来。

3.文字符号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是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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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既然只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那么它和语言之间就是

一种任意的、假定的关系。语言对于文字符号来说，不存在决定

的关系或必然的联系；文字符号也不是反映语言，而只是记录或

代表语言。因此，用什么样的符号去记录语言，怎样去记录，是

记录音还是记录义，都不是预先确定的，而是经过约定俗成建立

起来的关系。比如俄文、日文和汉字等书写符号在形体上都是不

同的，它们记录语言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所以如此，是因为最初

在创制符号时是带有任意性、假定性的，预先并没有固定的要

求，所创制的符号只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能够圆满地承担起

记录这种语言的任务，并得到社会的公认就可以了。

当一种文字符号体系一旦创成之后，并进入使用状态，为人

们记录语言进行交际发挥着作用，那么这种符号的社会价值就产

生了。进入使用状态的文字符号，是经过约定俗成以后得到社会

公认的，或者记音或者表义等等。文字符号和对象之间的关系以

及文字体系内部之间的相互关系既已确定，就不再象符号创制阶

段那样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对于使用符号的人来说，它就具有

了强制性和规定性，人们必须遵循这种文字体系本身记录语言的

途径和规则来使用它，随意改变记录语言的方式和主观变化字的

形体，违背整个系统的相互关系，都是行不通的。

4.文字符号是书写的

文字这种符号是书写的，它与声、光以及其它各种实物符号

不同，它是由线条或笔画搭配成繁简不同的图形，书写在各种平

面上，给人的视觉器官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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