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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字

有人认为掌握“六书”知识对学习古代汉语没有多大帮助，

这种看法无疑有点偏激。 读书必从识字始。 文字、音韵、训诂，古

人称为“小学”。 掌握一定的文字知识对阅读古籍来说是十分重

要的。

一、汉字的性质

任何一种文字都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 汉字当然就是记

录汉语的符号系统。可以说，这就是文字的本质。 但是任何一种

民族文字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要了解汉字的性质，要了解汉字

的根本特点，只有同其他民族文字作番比较以后才能有所认识。

一般认为现在世界上的文字基本可概括为三大类型：音素文字、

音节文字和表意文字。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因此我们说表意就是

汉字的性质。

几千年来，尽管汉字的形体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

是汉字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

面来分析一下。

第一，从字形和字音的关系上看，汉字的形和音不能发生直

接联系。当然任何一种语言都是有声语言，任何一种文字也都是

记录有声语言的符号体系。 问题是这种“记录”所反映的形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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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是直接的呢，还是间接的。 众所周知，组成汉字的基本部

件是笔画而不是音素，因此每个汉字都是写法各异的独立符号，

是形音义的统一体。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汉字才有同音不同形或

同形不同音的独特现象。

第二，从汉字的结构特点上看，汉字也没有彻底摆脱表意性

质。 根据汉字的结构特点，汉字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纯粹的表

意字（如“日”“出”“林”诸字）；一类是纯粹的表音字（如“我”“自”

诸字）；一类是兼有表音、表意成分的半表音、半表意字（如“溢”

“趾”诸字）。 第一类的“日”“出”“林”，甲骨文分别作 、 、 诸

形，正像一轮红日、脚趾迈出、众木成林诸意，这些都是纯粹的表

意字。至于第二、第三两类字，虽说具有表音作用，但它们仍未彻

底摆脱表意性质， 因为这类字也多半是以象形字为基础的。 如

“我”，甲骨文作 形，原是一种兵器，后借为代词；“自”，甲骨文

作 形，原是鼻子，后来也借为代词。 又如“溢”，甲骨文作 形，

即“益”，正像水满则溢之意，后分化作“溢”；“趾”，甲骨文作

形，像脚趾之形，后分化作“趾”。

总之，现在的汉字仍属表意文字，正确认识汉字的性质，是

我们正确理解汉字形音义之间种种关系的基本前提。 我们阅读

古籍时经常碰见的通假字、古今字、异体字和繁简字等种种文字

现象，可以说无一不同汉字性质相关，因此我们应当重视对这个

问题的研究。

二、汉字的形体

汉字具有悠久的历史。 我们目前见到的最古的成批汉字资

料，就是商代后期的甲骨文。 但近些年来考古发掘证明，处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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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社会晚期的大汶口文化的象形符号（因为这种符号，如 、

之类，是刻在陶器上，所以有人称之为“陶文”），对后世商周文字

的形成，其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如果认为这种“陶文”是商周文字

的远祖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汉字至今已有五千五百多年的

历史了。汉字发展到商代的甲骨文，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文字

体系。这套文字体系主要通行于黄河流域，这对于华夏文化的传

播，对于促进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无疑是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

的。

汉字的形体和构造是我们掌握汉字知识的最基本的内容。

所谓汉字的形体，就是指汉字的外形或体式。 几千年来，汉字的

形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汉字形体的变化， 大致经过三大阶段： 一是由商代的甲骨

文、周代的金文、籀文和古文而变为秦代的小篆；二是由秦代的

小篆而变为汉代的隶书； 三是由汉代的隶书而变为魏晋以后的

楷书。 汉字从甲骨文到小篆，可统称为古文字；隶书以后可统称

为今文字。

（1）甲骨文
甲骨文，这主要是商代的文字。因为这种文字是刻在龟甲兽

骨上，所以叫甲骨文。 又因为契刻这种文字主要是用于占卜的，

所以也有人把用这种文字占卜的内容叫甲骨卜辞。 殷人除去在

卜甲卜骨上刻辞外，也有用非卜用的人骨、兽骨刻辞的，所以“甲

骨文”这个名称实比“甲骨卜辞”的含义广泛得多。甲骨文已摆脱

了原始的孤立的图画性质，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文字体系，已

经是一种比较发达的文字了。 这是因为：

第一，甲骨文尽管有些字象形成分很重，但它们毕竟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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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符号了，如“人”作 形，“豕”作 形，与实物相比，这已是似

像非像的符号了。 作为一种文字，要想得到社会的承认，就必须

具备三个条件，这就是：稳定的字形、固定的读音和确切的字义。

换句话说， 文字之所以成为文字， 其形音义必须形成固定的联

系。以上条件在甲骨文中都是具备的。如“乙丑卜，韦贞：我受年”

（粹·871），这个句子我们可以离析出七个词：乙丑、卜、韦、贞、

我、受、年。其中我们以“我”字为例来说明一下。“我”，字形作 、

诸形，形体大体是稳定的，音也是固定的（疑母、歌部），义也是

确定的（作第一人称代词用）。

第二，从造字方法上看，如果我们暂且抛开转注不论，那么

其余五种造字方法，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和假借等造字方法

在甲骨文中都已经存在了。

第三，从字数上看，甲骨文的字数已相当可观了。据《甲骨文

编》（1965 年新版）统计，列入《正编》的（即已识者）是 1723 个
字；列入《附录》的（即未识者）是 2949 个字，共计 4672 个字。 四

千多个字肯定不是确数，当时实际字数一定比这个数字大得多。

甲骨文的形体特点有两点：

第一， 由于受到书写工具的影响， 甲骨文的笔势以方笔居

多，字字有棱有角，大小不一，粗细不等。

第二，从汉字史上说，由于甲骨文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所

以在体系上仍有不够完善的地方， 如有些字还不能定型化。 如

“鹿”， 甲骨文作 、 诸形， 共有 49 种写法 （《甲骨文编》，第

401—402 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56 年）。 有人将这种形体上的

分歧叫“异体字”，是欠妥的。甲骨文的形体分歧主要有以下几种

情况：一是有的字形大小不一，如“雨”，可作 、；二是有的笔

画不等，如“网”，少可作 （5 笔），多可作 （14 笔）诸形，笔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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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是有的位置不定，如“休”，可作 、 诸形，“相”可作 、

、 诸形，字的组成部件，位置变化不定；四是有的构成部件不

同，如“牢”，可作 、 诸形。 掌握这些特点有助于我们从发展角

度对甲骨文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2）金文
金文是周代文字。 因为这种文字主要是铸刻在钟鼎一类的

铜器上，所以又叫钟鼎文或铜器铭文。 据考古学家统计，到目前

为止，铸有铭文的铜器，已有四千件以上，而其中以西周时期的

铜器为最多。 又因为这类铜器上常铸有“易吉金”或“择其吉金”

一类字样，所以铜器铭文的通常说法又叫“金文”。

金文和甲骨文在形体上十分相似，从历史上说，两者有直接

的承袭关系。 和甲骨文相比，金文形体的特点是笔画顸粗，大小

匀称，结构也日趋方整。如“羊”，甲骨文作 形（佚·450），金文作
形（羊鼎）；“正”，甲骨文作 形（乙·7773），金文作 形（舀

壶）。

（3）籀文、古文、小篆

籀文是春秋战国时代通行于秦国的一种文字， 相传是周宣

王时太史籀所造，所以叫籀文。籀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篆。班

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

孔氏壁中古文异体。 ”所谓《史籀篇》，无非是当时用大篆字体书

写的启蒙课本而已。我们今天虽然看不到《史籀篇》了，但仍能从

许慎的《说文》中见到籀文的字体。许慎写《说文》时，部分籀文已

被吸收到《说文》的正文或重文里。 《说文》中明确标明籀文的就

有 225个字。 关于这一点，许慎自己也说过：“今叙篆文，合以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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籀。”（《说文·叙》）“篆”是指小篆，“古”是指古文，“籀”是指籀文。

古文是战国时代通行于东方六国的文字。 因为这种文字出

现在汉代发现的一批古文献上，与当时见到的籀文形体不同，因

此有人误为是仓颉所造，孔子所传，所以叫古文。 《说文》中收录

的古文约有五百个字。

小篆是秦代文字。秦在统一六国前，“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汉字写法很不一致。公元前 221年秦统一六国后，主要是在省改

籀文的基础上创造小篆，定为标准文字，同时废除六国异体，使

汉字写法整齐划一，这在汉字史上是一件大事。 小篆又叫秦篆。

“篆”是什么意思？ 《说文》说：“篆，引书也。 ”什么叫“引书”？段玉

裁说：“引书者，引笔而著于竹帛也。 ”（《说文解字注》“篆”字注，

第 19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看来“篆”无非就是一种书

写方式而已， 雕刻圭璧叫 “瑑”， 把字书写在竹简布帛上就叫

“篆”。

汉字发展到小篆，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汉字的第一次大统一。

小篆上承甲骨、金文之绪，下启隶楷之端，所处的地位是十分重

要的。 籀文、古文、小篆的形体特点是：籀文跟金文很相似，字形

结构繁叠，但形体工整匀称；古文与籀文比，结构要简化许多；小

篆形体是线条化，整个字形是匀圆整齐。如“雷”，籀文作 形，古

文作 形，小篆作 形；“其”，籀文作 形，古文作 形，小篆作

形。

（4）隶书、楷书

隶书是汉代的文字。 隶书起源于秦代，通行于汉代，因为初

为徒隶所用，所以叫隶书。许慎说：“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

由此绝矣。 ”（《说文·叙》）“趣”通“趋”，“约”是指形体简化，“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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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便于书写。可以认为：这正是隶书产生的真正原因。 汉字由

篆书变为隶书，此即常说的“隶变”。隶变是汉字形体和结构上的

一次极其重要的变革。 隶书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岭。

楷书是源于汉末而通行于魏晋以后的一种字体。 “楷”是楷

模的意思。楷书实际是隶书的变体、简体。 楷书和隶书的区别主

要在形体而不在结构。 和小篆相比， 隶书的形体特点是变圆为

方，构件笔画化，形体更加趋于约易；而楷书的形体特点是彻底

地摆脱了象形文字的束缚，构件彻底笔画化，横平竖直，结构也

更加方整、简易。如“日”，小篆作 形，隶书作日形，楷书作日形；

“月”，小篆作 形，隶书作月形，楷书作月形。

以上就是汉字形体发展的主要情况。 文字是人们语言交际

的一种辅助工具， 因此它必须最大限度地来适应人们交际的需

要。 几千年来，汉字形体演变的总趋势是不断简化。 具体说，就

是：

第一，书写定型化。

前面说过，汉字在甲骨文时代尚未定型化，因此一个字往往

有几种， 甚至是几十种写法。 就是金文， 情况也大体如此。 如

“矢”，甲骨文作 、 诸形，金文作 、 诸形，到小篆才一律作

形。 书写形式的统一大大地强化了文字的职能。

第二，形体笔画化。

大家知道，甲骨文和金文里象形字、指事字和会意字的比重

是很大的，而这些字又往往是借助描摹具体事物而产生的，因此

它们的图形性质也常常是很强烈的。 如“马”，甲骨文作 形，金

文作 形，小篆作 形，隶书作 形，楷书作馬形。由对比可知，汉

字到了小篆已线条化，逐渐失去了象形性质，至于隶变以后，就

彻底笔画化了。汉字形体由图形到笔画，这是汉字形体的一个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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