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语文2018年第4 期（总第385期）

汉字部首的形成过程与机制

王 贵 元

提要文字学意义的部首，其本质是汉字字义和字形的类化标志，汉字部首体系的形成过程 

也是汉字字义和字形的类化过程，部首体系生成的主要手段有添加、选定、改造和新生。早期 

汉字形体多为单义构件，后期字形则多为类义构件，对早期字形单义构件的改造是构形功能 

发展的重要途径，主要有两种方式:转化和替换。汉字部首是在汉字构形系统发展过程中形 

成的，并非初始即已存在。战国晚期的睡虎地秦简当是整理过的文字,说明秦整理过隶书的 

传言真实有据,这也可解释为何秦统一全国后只整理小篆而没有整理当时普遍使用的隶书。 

关 键 词 部 首 汉 字 发 展 史 汉 字 整 理

汉字的部首体系是汉字构形系统在发展过程中有意识逐步建立的,是汉字构形成熟的重 

要标志。《说文解字》依据“字例之条”，“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以 540个部首统摄9353字 ，实 

际上就是顺应汉字构形系统本有的部首体系来编排字形，是一种反映汉字构形系统化关系的 

字形编排法。因此，与后代的部首检索法的部首相比，数量较多。后世的部首排检法更多的是 

出于查检方便的目的汉字构形系统实有的部首体系进行了人为的干预和改造归并,虽然也 

是依赖汉字构形系统的本有特征而设立，但与本有部首体系已严重背离。迄今为止，学界对汉 

字部首的研究，基本集中在部首排检法的范畴，Xt汉字构形系统自然生成的部首体系的发展过 

程和机理等尚缺乏研究，而这恰恰是汉字理论和汉字发展史研究的重要论题。

1.部首的本质与特征

1.1部首的本质

王力（1981:166)说:“《说文》540部首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它是文字学原则的部首，而不 

是检字法原则的部首。前者是依据六书体系的，后者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六书的体系。”这 

一论断是正确的。所谓文字学原则的部首实际上是指汉字构形系统固有的类化偏旁,就同拼 

音检字法依据的是汉字本有的字音系统一样，部首排检法依据的也是汉字构形系统本有的部 

首体系。许慎撰写《说文》的目的是解释汉字的形义系统，纠正当时人们胡乱解释汉字的现 

象 ，所以《说文》并不是为了提供一个供一般查检汉字形音义的字典，而是展示汉字本有的形 

义系统，这也是《说文》不同于其他字典，只解释一个字义的原因。因此，在《说文》时期，文字 

学原则的部首和检字法原则的部首是统一的。明代梅膺祚《字汇》之后，部首大减为二百多 

部 ，其目的是为查检方便，其核心是只管形体的相同而不考虑构义，也就是一部分部首只考虑 * •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 D B 097)、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 D A 12)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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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体相同而不顾构义功能，造成了文字学原则的部首和检字法原则的部首的不统一。就汉字 

构形系统的部首而言，《说文》有过说明，《说文•叙》说:“其建首也，立一为耑，方以类聚，物以 

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这实际上表明了部首并不只是形体问题，部 

首就其功能而言,是对字义的系统化和类别化，就形体而言,是对字形的系统化和类别化，所以 

部首是汉字构形系统化的重要表现，我们认为，这即是部首的本质。

1.2部首的特征

《说文》以 540个部首统摄9353字 ，系统化展示了汉字构形系统的部首体系，《说文》分析 

的主要是小篆字体，说明发展到秦代的小篆字体，汉字部首体系已经形成，那么,从部首体系已 

经形成的汉字构形系统来看，部首有哪些主要特征呢？

1.2.1部首在整字中的位置大体一致

部首在整字中的位置比较一致，是部首的主要特征之一，如《说文•示部》共收以示为部 

首的字6 2字 ，有 5 4字示旁位于整字左边。《页部》共收以页为部首的字9 1字 ，有 87字页旁位 

于整字右边。《皿部》共收以皿为部首的字2 4字 ，皿皆位于字形下部。

对于这一现象，有三个问题需要思考：

第一，为什么部首在整字中的位置大体一致？

我们认为这是由部首的本质决定的，前面说过,部首是汉字构形系统化的重要表现，实质 

上是对字义和字形的系统化和类别化，因此必然要求部首在整字中位置一致，因为这样可以更 

明显地体现系统化和类别化。

第二，为什么同一部首在整字中的位置没有穷尽性一致,一般会有少数例外？

首先，部首是在汉字构形系统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虽然有集体无意识的支配，但也不 

可能像人为规定那样严谨一致。其次，汉字的文字构形系统有一个重要形成原则是整字优先 

(王贵元,2014)，即优先考虑单字整字形体的构图合理，比如示部字“祭”，部首“示”位于字形 

下部，而不是通常的左部，这是因为“示”如果摆到左部，字形整体会成为横长形，不符合汉字 

整字形体早期竖长型和后期方形的统一标准。其他如“崇” “縈”等皆同此理。

第三，为什么同是部首，有的部首以位于字形左部为常态，有的部首以位于字形右部为常 

态 ，有的部首以位于字形下部为常态,有的部首以位于字形上部为常态？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原因有多种，有的是因为构件形体特征与组合关系，如“夂”“穴”等部 

首 ，形体呈内空形，与其组合的构件便填于其中。有的部首的位置与其功能是相关联的，如 

“収”，在构字中表示双手捧托，自然会在字形的下部。“页”“欠”等位于字形右部，则又与字 

形方向和书写生理习惯有关。左右结构的字形部首一般位于字形左部，因为左部是形体的起 

始端，标类的形体位于起始，能显示统领作用。但有的构件形体有方向性，在字形表示物象阶 

段 ，需要面对另一个构件，如 ：

表 1 有方向性构件的组字情况

姓 妹

媒 牧

劓 畋 田

役 / '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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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字形中的构件“女”“支”“力”“殳”都是有方向性的构件,它们在构字时，无论位于左 

边还是右边，都一定是面对另一个构件。这类有方向性的构件，虽然在字形中可以或左或右, 

但总体来看，绝大多数是位于字形右部，我们分析，这与生理习惯有关，如果是在左边,就要反 

写，不符合书写的生理习惯。后期字形大多是前期字形的承继，字形承继下来，因此多数有方 

向部首就位于字形的右部了。

1.2.2部首兼顾形体和功能

部首的功能指部首参与整字构义的职能。文字学的部首都是既考虑形体又考虑功能的, 

这是和检字法部首的最大不同，检字法部首有的是只考虑形体而不考虑功能，正因为部首有构 

形和构义的双重职能，才具有了类化字形和类化字义的作用。《说文•叙》说:“建类一首，同 

意相受。”说明部首都是能参与构义的。

1.2.3部首的功能

部首的功能总体上可分为单义功能和类义功能两类,一般部首都兼有这两种功能。单义 

功能是指部首以单一的、具体的意义参与构义,一般是其本义。类义功能是指部首以类别性、

抽象性的意义参与构义，以《说文•牛部》为例，部首“牛”以单义构字的有：

( 1 )犊,牛子也。从牛，渎省声。 （2 ) 糝,三岁牛。从牛,参声。

( 3 ) 牺，四岁牛。从牛，从四，四亦声。 ⑷ 牟 ，牛鸣也。从牛，象其声气从口出。

以类义构字的有：

( 5 ) 牡,畜父也。从牛，土声。 （6 ) 牝，畜母也。从牛，匕声。

(7)犧 ，宗庙之牲也。从牛,羲声。 （8 ) 犍,畜牲也。从牛,產声。

以单义构字的部首“牛”是以其本义来构字，而以类义构字的部首“牛”则是以“牲畜”义

来构字。又如部首“足”，以单义构字的有: 

( 9 ) 跟，足踵也。从足，艮声。

(1 1 )跖,足下也。从足,石声。

以类义构字的有：

( 1 3 )淑，行平易也。从足,叔声。

(1 5 )蹐，长胫行也。从足,昔声。

(1 0 )踩，足踩也。从足，果声。 

( 1 2 )踌,一足也。从足,奇声。

(1 4 )躍，行兒。从足，瞿声^ 

( 1 6 )踽，疏行見。从足,禹声。

以单义构字的部首“足”是以其本义“脚”来构字，而以类义构字的部首“足”则是以“行

走”义来构字。

2 . 部首形成的途径

我们的研究发现，汉字构形中对字义和字形的类化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现象，就等级而 

言，汉字构形存在初、高两级。初级构形是仅专注于字形个体及其表现对象之间的关系，高级 

构形是关照到字形群体的系统化和类别化，以及对字形群体的表现对象进行分类。初级构形 

是汉字早期阶段的特征，高级构形是汉字后期阶段的特征,汉字构形系统经历过由初级构形向 

高级构形的发展过程,作为字形字义类化标志的部首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早期汉字是 

以物象为依据构形的，大多为象形字。物象的具体性决定了汉字构形的具体性，物象丰富多 

彩 ，字形也多姿多态,所以这时的汉字构形必然呈现出只重个体而难以顾及群体系统性的特 

征，因此汉字初级构形阶段的存在盖起因于字形表示物象。表象受制于背后的支配者,这是普 

遍的道理，因而由初级构形向高级构形的发展，其决定性因素是字形由表示物象向表示词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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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转化，①与物象相比，词的音和义都是抽象的,依据其构形的汉字形体即可在一定程度上 

脱离极度具体性，对不同的单字群体建立不同的字形分类标志,同时对字义系统进行分类。

分析早期的汉字构形，可以发现一批构字量较多的构件，如口、耳、止、人、女、示、手、木、 

支、火、水、〜、牛、马、鸟等，这些构件皆发展成了后期汉字的部首，虽然还不成系统，但是汉字 

部首体系在汉字早期即有一定基础是可以确定的。那么是不是汉字构形一开始就有了字义和 

字形类化的意识？其实不然,虽然现象近似，性质却截然不同。早期汉字的这种现象并不是由 

字义和字形类化的意识决定的，而是依据物象构形产生的自然结果，依据物象构形，熟悉的物 

象易被选用，即“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因而人身的人、女、口、耳、足、手、首等皆成为多用构 

件。“远取诸物”是相对于人体本身而言的，也不会太远，因而人们日常生活常接触的事物水、 

火、木、禾、牛、马、〜等成为多用构件。这些多用构件虽不是部首，但却是部首形成的基础，这 

是因为部首的主体形成方式就是使初始的多用构件更加多用，也即増加多用构件的构字量，使 

其涵盖范围进一步扩展。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使更多的单字形体归属到多用构件下,从而以 

多用构件为分类标志，使整个单字群体形成有限的形体类别。当这种多用构件的使用范围扩 

展到一定程度时，汉字构形系统的部首体系即正式形成。多用构件扩展的具体途径主要有添 

加、选定、改造和新生四种：

2.1添加

即添加多用构件。如 ：

添加“示”：“福禄”之“禄”，甲骨文、西周和春秋金文用‘‘录”，后加“示”旁造专字“禄”，大 

约出现在战国晚期，战国玺印、睡虎地秦简有“禄”。“祖先”之“祖”，甲骨文、西周和春秋金文 

用“且”，后加“示”旁造专字“祖”，从现有材料看，春秋中期出现“祖”，但到春秋晚期，“且”仍 

比“祖”常见。祭 ，商代字形无“示”旁 ，西周时加“示”。

添加“言”：“诺”，春秋早期出现，之前用“若”，如西周曾鼎。

添加“糸”：“终”，战国以前用“夂（存）”，战国早期增“糸”旁 ，见曾侯乙墓竹简。纪，首见 

于战国中期郭店楚简,之前用“己”。織,首见于战国晚期睡虎地秦简，之前用“戠”。

添加多用构件，有些属于增强字形的表义功能，有些属于为区别表词功能进行的字形派 

生，派生即产生新字代表新词，基本目的虽然不同，但形式都是多用构件的进一步扩展使用。

2.2选定

部首的形成过程是与整个汉字构形系统的发展过程相统一的，也就是说部首的形成过程 

也是汉字形体的定形过程，比如商代和西周字形一字异体众多，或构件多少不同，或构件位置 

不同，这是由于字形表示物象决定的，随着字形由表示物象向表示词的音义的转化，单字形体 

逐渐由多形发展为单形，在这一过程中，保留哪些形体、淘汰哪些形体，即与部首有关。向部首 

发展的构件，往往会在构形位置上走向统一。如 ：

表 2 “祀”“福”字形发展表

西周 春秋晚期

祀 祕?示
福 m m f f m is

①关于古今汉字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字形表示物象向字形表示词的音义转化的论证，详见王贵元(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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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是对原有字形的改进，大多针对的是完全没有构字能量或构字能量低下的独体字，也 

有少数为派生新字。单因一个字形增加整个构形系统的基础构形元素是系统不科学的表现， 

改造即可使孤立构形成分归人序列中。改造分整体改造和部分改造两种。

2.3.1整体改造 

表 3 “祗”“墉”字形发展表

2.3改造

商代 西周 春秋 小篆

祗 I 朞 1!

墉 1 ! 1 1

祗、墉二字在战国以前为独体象形字,小篆另起炉灶，分别改造为“示”部字和“土”部字。 

2.3.2部分改造

表 4 “鼎”字形发展表

商代 西周 战国

鼎 H 1

鼎字商代、西周形体为独体象形形体，战国时期第一个字形是将原形体中鼎的腿部象形成 

分改造成了“皿”，“皿”是一个类化构件，意在表明鼎属器皿一类，新形应解释为从皿、鼎省声。 

战国时期的第二个字形是将原形体中鼎的腿部改造成了“火”，古代鼎是腿部用火的煮肉器 

具 ，故“火”也可参与构义。②

嘗 ，《说文•旨部》：“嘗，口味之也。从旨，尚声。”本义为品尝，后引申指秋祭，因为秋祭的 

核心程序是品尝新谷。《尔雅•释天》：“秋祭曰嘗。”郭璞注：“嘗 ，嘗新谷。”《白虎通义•宗 

庙》：“秋曰嘗者,新谷熟，嘗之。”后改义符“旨”为“示”，派生“棠”字 ，此形出现在春秋时期，是 

秋祭的专用字。

2.4新生

指新产生的字形采用多用构件组字，此不赘述。

3 . 构形功能的发展

在早期汉字形体中，构件的构义功能都很具体,多为单义构件，后期字形则多为类义构件, 

后期除新生字形采用类义构件构字外，对早期字形单义构件的改造是构形功能发展的重要途 

径 ，其方式主要有两种:转化和替换。

②有一种观点认为,奏、有先省作邊形，再添加意符“皿”旁而成 t 形。我们不这样认为,原因有二:其 

一 ,忐只出现在战国楚简文字中，学界公认这是贞字，参看《楚文字编》210页、《战国文字编》212页。《楚文字 

编》438页鼎字下没有这一字形、《战国文字编》477页鼎字下也没有这一字形。既然是贞字，那么增加“皿”就 

完全没有可能，因为“皿”不能参与“贞”字构意,在古文字阶段，增加一个与本字字义毫无关联的偏旁还没有 

先例。其二，如果认为是增加偏旁而成，那么必须要证明S、忐、I 属于三个阶段,也就是说要证明有一个阶段 

只存在忐，而不存在II等鼎字字形,才能说后出的I 是増加“皿”形成的，但事实上与忐同时存在有大量鼎字形 

体。从西周开始，汉字开始了对象形形体的改造，鼎字的腿部属于不常见象形形体，改造为“皿”和“火”符合 

很多不常见象形形体的发展规律，也符合独体象形改造为合体的字形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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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是单义的构件，在字形发展过程中，逐渐转化为表示类义的构件，当这种转化完成之时, 

部首即正式产生，如甲骨文的“牡、牝、牢、牧”等字，各有不同形体。

表 5 甲骨文“牡”“牝”“牢” “牧”字形表

3.1构件由单义转化为类义

甲

骨

文

从牛 Vt IV
从羊 T l 炳

从豕

从马 1

小篆 从牛 丰土 i 特

楷书 从牛 牡 牝 牢 牧

这些不同形体的字义是各有差异的，从牛从土者为公牛，从羊从土者为公羊，从豕从土者 

为公猪，这一点前辈著名学者已经提出过,杨树达(1954:3)说:“盖以《尔雅》:《释兽》、《释畜》 

及《说文》:《牛部》、《马部》诸文观之，物色形状，辨析綦详，事偶不同，别为一字，盖畜牧时代 

之残遗也。假令牛羊鹿犬种类各殊,只以牝牡相符，即为一字，以此校彼，详略悬殊，揆之事情, 

殆不当尔。说母牛为牝，母鹿为雇，牝雇既不同文，牡钍塵钍安能为一字?”容庚、瞿润缗 

(2011:125)说 :“挛,诸家以为牢字，未谦从牛与从羊不同。从羊者大概皆为小挛，而小挛之挛 

未有从牛者，知箪牢有别。”徐中舒（1989:82-83)主编《甲骨文字典》：“卜辞中牢、箪二字各有 

专指：‘牢 ’为经过专门饲养而用作祭牲之牛，‘窜’为经过专门饲养而用作祭牲之羊，旧说‘牢 ’ 

即包括牛羊豕之大牢，‘挛’为包括羊豕之小牢，并不符合殷代实际。”

证之甲骨卜辞，确有牡、钍等并列的文辞，可证这一论断是符合实际的：

(17)  乙已贞，丙十肜，孝生于妣丙，牡三、赶一、白……（《甲骨文合集》34080)

( 1 8 )  辛已贞，其幸生于妣庚妣丙，牡、钍、白豭。（《甲骨文合集》34081.2)

( 1 9 )  辛未卜，卯于祖 J 土、社。（《甲骨文合集》22101.1)

( 2 0 )  ……贞……幸生于……庚妣丙……邦、死。（《甲骨文合集》34081.3)

以“牡”“牝”为例，当汉字发展到只以“牡”“牝”表示公母，而其他字形被淘汰时，“牡” 

“牝”中的构件“牛”即由原功能“牛”发展为“牲畜”，“牛”也由单义构件转化为类义部首。

3.2单义构件替换为类义构件

在字形表示物象阶段，字形以能够反映物象为唯一目标，这时构形的系统性体现在字形与 

物象的密切关系上，字形本身的系统化并不是考虑的目标。

随着汉字构形的进一步发展，构形本身的系统化成为构形系统发展的重要目标，因为构形 

的系统化可以使汉字的识读和书写更加便利和有效，减少识读和书写的难度。系统化的重要 

方式之一就是构件的类化，类化实质上是对字义和字形的归类，同时减少构字能量低下的构形 

成分，使系统更加科学。例如：

表 6 “凤”“鸡”字形发展表

甲骨文 小篆

凤 辱

鸡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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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字甲骨文的左旁是凤的整体象形形体，为单义构件，小篆改从鸟,替换成了类义构件。 

鸡字甲骨文的右旁是鸡的整体象形形体，为单义构件，小篆改从隹，替换成了类义构件。

再如“屯”，《说文•屮部》：“屯，难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难。从屮贯一。一,地也。 

尾曲。《易》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

表 7 “屯”字形发展表

屯
商代 西周 春秋 小篆

4 t
高鸿缙(2008:223)说 :“按此字初形象艸木初生根芽而孚甲未脱之形，故说以寄难生之 

难。”有壳植物种子在土中是先向下生根，然后其莲戴着孚甲破土而出，象甲骨文之形，甲骨文 

字形下部的一横表示地面，原本是一个独体象形字，此后字形中表孚甲的部分演变为一横，其 

余类化为类义构件“屮”，故《说文》曰“从屮贯一”。

4 . 部首的发展阶段

4 . 1前部首时代

部首是汉字造字时就有还是在汉字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我们曾以甲骨文为对象,尝试归 

纳其部首系统，结果是不成功的，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甲骨文有众多不具备构字功能的象形独体，即没有作为构件参构过其他字形的独 

体 ，如甲骨文字形“帝、祗、琼、芒、蔡、若、周、岁、盾、箕、盧、射、擠、橐、穆、裘、髦、豹、雷、贼、措、 

或、戚、瑟、發、害、虹、嬗、幅、蛛、竈、墉、助、禽、麋、豭、须、爾、秋、臺、鬆”等。举例如下：

表 8 甲骨文独体例示

楷体 帝 祗 琮 若 周

甲骨文 秦 f _

楷体 擠 橐 穆 裘 髦

甲骨文 f
这些独体归不到别的构件下，只能当作部首看待，如此则无从字部首太多，部首也就失去 

了其字义字形分类的核心价 值 。

第二，部首系统不完善，存在大量未派生字形，如豊（禮 ）、录 （禄 ）、羊 （祥 ）、且 （祖 ）、穴 

(祭）、帝(褅)、复 (復 )、藿(観 )、酉(酒）、冬(终）、宾(嫔）、匕（妣）、専(搏）、乍 (作）、最(鄙）、 

郷 (饗 )、易（赐、曝)、每(晦、悔）、散(微）、吏(使）、卜（外）、白（伯)等。

第三，甲骨文字形大多构件的位置不固定，或左或右，或上或下，没有主次之分，没有构件 

能够体现字义字形的分类功能。

第四，甲骨文许多字形的构件的数量和种类不固定，难以确定部首。如 ：

表 9 甲骨文“出”“御”字形表

出

御

第五,甲骨文构件基本是单义构件，少有作为部首首要特征的类义构件。

为什么甲骨文难以归纳部首？主要原因是商代甲骨文是典型的字形表示物象时期，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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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汉字构形完全以物象为依据，由哪些构件组成、构件的组合方式等全由物象决定，构形系统 

的统一规划性还没有提上日程，因此字形构件和结构呈现丰富多彩的特征。不仅同一构件形 

体不同，而且组字的构件数量及构件位置等也不尽相同，属于仅注重字形个体与物象之间关系 

的初级构形阶段，而部首是字形和字义的类化标志,是注重单字形体之间、单字形体群体的共 

同性的高级构形阶段的现象。

4.2部首体系正式形成时期

字形系统的建立和完善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缓步完成的，部首体系的建立亦然。类义 

构件的成批量出现是部首体系开始建立的重要标志，经我们对商周汉字形体的普查，发现在西 

周中期，类义构件产生的现象较为突出，如金字旁的字商代和西周早期没有,西周中期出现 

“錫、鑄、锺、鐘、鈴、鈞、經、蛇、■、鉴、裣、鉄、錨”等 13字 ，西周晚期新出现13字 ，春秋时期新出 

现 3 1字 ，战国时期新出现2 5 字。“金”作为构件，构字功能为金属，是类义构件。另外如 

“蜀”，西周中期出现加“虫”旁形体：

罱 （班簋）

《说文•虫部》：“蜀 ，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诗》曰：‘蜎蜎者蜀。’” 

《说文》的解释有文献依据，而且符合古文字字形，蜀为大头虫，本是全体象形字，③所加“虫” 

旁显然只能认定为表示归属于虫的类义构件。因此可以认定西周中期是汉字部首体系明显开 

始建立的时期。

以前我们曾论证过，在汉字形体由表示物象转向表示词的音义之核心力量支配下,西周晚 

期开始，汉字形体由象形发展为字形表面象形而实质不再象形的亚象形阶段。虽然部首的建 

立和形体象形性的降低并不完全同步，但一个中期，一个晚期，相距不远。

春秋战国是文字纷乱较为严重的时期,但令人意外的是战国晚期的秦系文字字形却相当 

规范，表现在：

第一，基本没有异体字，而同时期的楚简文字则异体较多。

表 1 0 楚简与秦简文字形体对照表

楚简 睡虎地秦简

上 為 去 （包山楚简） 上

命 翁 4 食 1 (郭店楚简）

哀 灸 參 $ (郭店楚简) 起

道 ^  $  (郭店楚简） m
第二，增加了大量合体字。据统计，属于战国晚期的睡虎地秦简与此前的文字材料相比, 

新增合体字达524字(包括同一单字的新形体），®如 “禄、楳、祟、祙、珠、苔、莠、苣、蔺、蒲、苞、 

苑、茴、若、惠、德、薦、_ 、吻、前、歸、隨、遲、邋、迆、彼、徼、循、徐、術、衝、践、扁、謁、諸、謀、論、

③  蒋玉斌(2014)认为“蜀”乃“獨”字初文,“很有可能也指年老之人”，本文未用其说。

④  本统计依据的材料是:刘钊主编《新甲骨文编》，王贵元主编《新编金文编》（收录从商代到战国的全 

部金文字形，材料截止日期是2012年 2 月），李守奎《楚文字编》，王辉主编《秦文字编》,张守中《睡虎地秦简 

文字编》，统计结论容有误差，误差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出土文献的字形可能没有涵盖当时各个时期实有 

的全部字形。另一方面是材料收入或有遗漏,不过大概率应该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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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誠、課、試、說、語、詷、舖、譃 m 、誣、誇、誤、訾、訏、讁、讓、詳、詰、詢、誘、訊、殿、散、 

收、鼓、瞋、眯、雅、瞢、脣、腎、臑、股、脚 潇 、脫、肤、隋、脯、膠、腔、筋”等。这些字大多是为区别 

词义而增加义符形成的分化字，实际上是进一步完善了字形系统和词汇系统的对应关系。

第三，睡虎地秦简单字形体与此前的秦文字同一单字形体区别明显,显然经过简化和类化 

等改造。

表 1 1 秦文字形体对照表

商 著秦公餺乙 潘睡虎地秦简

讯 $ 秦不其蓋盖 @睡 虎 地 秦 简

夏 1 秦公簋盖 憂睡虎地秦简

帅 I P 秦公簋盖 睡虎地秦简

宜 蘑秦公簋器 1 睡虎地秦简

歸 ■秦不其簋盖 @睡 虎 地 秦 简

是 i 秦公簋盖 S 睡虎地秦简

若 S 诅楚文 # 睡虎地秦简

上述字形改造,“商” “宜” “夏”是明显的简化，其他字形多是构件的类化，即排除罕见的、 

象形性强的构件，如“若”排除了一人双手顺发的罕见象形构件,“是”改为从日从正的两个常 

见构件，排除了原形中上部的罕见构件,“讯”字改为从言从刊的两个常见构件，排除了原形中 

的罕见象 形 构 件 帅 ” “歸”都是用形近的“自”替换掉了原有的罕见构件。

不其簋的年代是秦庄公继位前（前 822年之前数年），秦公餺的年代是秦武公初继位时 

(前 697年之后不久），秦公簋的年代是秦景公初继位时（前 576年之后不久），诅楚文的年代 

是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前312)，睡虎地秦简的抄写时代，陈伟（2014:序言3 )认为是战国末 

期秦王政时期，从“吏”与“事”、“卿”与“郷”、“酉”与“酒”、“賞”与“償”等字的使用看（参看 

陈侃理,2014)，陈说是正确的。

从以上特征看，战国晚期的秦系文字更像是整理和规范过的文字,赵平安（1994)曾撰《试 

论秦国历史上的三次“书同文”》,认为第一次是《史籀篇》，第二次是战国中期开始，“随着兼 

并战争的展开，秦国便把自己的综合性通用文字不断地推行到所占领的地方”，第三次即秦统 

一后用小篆来统一全国用字。他所说的秦在战国时期的书同文是指把秦文字推广到被占领国 

家，这与对秦文字的整理和规范还不是一个概念。我们认为战国晚期秦国对秦文字确实进行 

过整理和规范。

秦国从公元前230年兼并韩国开始，历 经 10年统一了全国。由于分裂割据，战国时文字 

从字形到字用各国皆有差异，所以兼并异国之后有推行秦文字的必要。但是,要推行一种文 

字 ，其文字系统本身必须相对规范，不然则会给推行造成许多麻烦,不宜顺利推广，我们认为这 

就是秦国对秦文字进行整理和规范的动因。由此推断，秦文字的整理和规范应当在兼并韩国 

前后的秦王政时期。⑤从秦系文字历史看，整理的幅度不是很大,且属于众诸侯国并立之时的 

一国之事，故未被充分重视，正史缺载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次文字整理实际上并非没有记

⑤秦国从 公 元 前 236年开始，即攻战或获取了赵、韩、魏部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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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只是以前一直当传说看待，没有特别重视。张怀璀《书断》上:“蔡邕《圣皇篇》云:程邈删古 

立隶文。”卫恒《四体书势》：“或曰下杜人程邈为衙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改大 

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为御史,使定书。或曰， 

邈所定乃隶字也。”《说文•叙》：“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 

书，即秦隶书。”对于“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一句，段玉裁注:“按此十三字当在下文 

‘左书即秦隶书’之下,上文明言李斯、赵高、胡毋敬皆取史籀大篆省改，所谓小篆。则作小篆 

之人既显白矣，何容赘此自相矛盾耶？况蔡邕《圣皇篇》云：‘程邈删古立隶文。’而蔡琰、卫恒、 

羊欣、江式、庾肩吾、王僧虔、郦道元、颜师古亦皆同辞，惟传闻不一。”结合字形系统的变化来 

看 ，东汉时著名学人许慎和蔡邕所言不虚，秦整理过隶书是不应怀疑的。以上材料说明秦整理 

隶书是在秦始皇时期，由于秦统一全国后只记载整理过小篆，无疑秦整理隶书是在秦统一之前 

的秦王政时期。“始皇帝”虽是秦统一后定的称号，但后世称谓往往统一前后不加区别。

如果以上论证属实，那么，文字学上一直存在的一个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这个疑问就是 

秦统一全国后既然整理文字，为什么不同时对广泛使用的隶书进行整理？因为从秦统一全国 

后 ，即书同文后的大量出土简牍看，秦书同文后普遍使用的依然是统一前即已通行的隶书而非 

小篆。我们认为，秦统一后不整理隶书是因为隶书已经整理过，没有必要再进行整理。小篆的 

整理更多的是为了凸显地位和权力,就同秦统一后“王”改称“皇帝”、命为“制”、令为“诏”、天 

子自称曰“朕”等类似。

秦王政时期的秦系文字整理，首先是消除了大量异体字，解决了部首难以确定的问题;其 

次是通过增添义符的方式产生大量合体字，拓展和完善了部首体系;再次是通过改造和新生等 

方式一方面排除了不符合组合性文字系统的单字形体，另一方面类化构件，正式完成了部首体 

系的建设。因此可以认定，战国晚期是汉字部首体系正式形成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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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cals gradually came into being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 conslruclion system. The fact 

that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n Qin-State bamboo slips from Shuihudi in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re 

standardized serves as supporting evidence for the proposal that Qin standardized the clerical script, and also 

accounts for why the Qin Dynasty standardized the small seal script rather than the clerical script after its 

unification of the country.

Key Words: rad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 Chinese character standardization

ZOU Hu, Six notes on folk characters in the stone inscriptions of the Sui Dynasty
The Sui Dynasty saw a dramatic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the stone folk characters, producing a large 

quantity of variants and erroneous characters. Quite a number of those characters are of odd shapes and can 

only be found in this period, and thus are valuable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Nonetheless, the folk characters in the stone inscriptions of the Sui Dynasty have not been given enough 

attention in academia and so far only limited studies have touched on this topic. This paper is devoted to the 

discussion of six knotty characters, so as to correct previous interpretation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Chinese script and dictionary revision.

Key Words: inscription of the Sui Dynasty, folk character, textual research

LIANG Chunsheng, Notes of some knotty characters in the stone inscriptions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meanings of many knotty characters in the stone inscriptions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re still 

open to debate and deserve further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points out several problems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knotty characters and proposes new interpretations of 17 characters of this type.

Key Words: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inscription, knotty character

CHE Shuya, ZHOU Qiong, On the time-point words in Chinese newspapers in Singapore during the 
years of Late-Qing Times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contact

In Chinese newspapers in Singapore during the years of Late-Qing Times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time-point words mainly include date words, week words, hour words and general time 

words. Each type of time-point words has its concrete and rich forms of expression. The diachronic changes in 

these temporal words have gone through such a process in which one or two forms of an expression appear 

first, then new forms of the expression appear, but without a high frequency of use. Next, the new and old 

forms are used simultaneously. Finally one form of expression becomes the major form of expression, while the 

other has reduced frequency of use or basically no longer appears. Besides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s and 

economy, this diachronic change in temporal words is a result of code switching and code mixing in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contact. There are a variety of codes in the Singaporean society, including English, Chinese 

dialects, modern Chinese Mandarin and Bahasa Melayu, which exert different impacts on the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time point words in m o d e m  Chinese newspapers in Singapore from the final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different code switching of time point words with the 

same syntax structure includes inner-sentence switching and inter-sentence switching, a smooth switching and 

vocabulary convergence type switching. Usually, inner-sentence switching appears first, then inner-sentence 

switching and inter-sentence switching coexist and finally inter-sentence switching becomes dominant.

Key Words: Late-Qing Times,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newspapers in Singapore, 

the time-point words, code mixing and swi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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