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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生存与发展的文化密码
———基于部分第一人称代词的词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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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存与发展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人生课题，如何认识和处理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是决定一
个人生存状态和发展极限的重要问题。汉字中有先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一人称代词既不忘“自己”的中心地

位，又不丢“他者”的思维和视野。通过对“自”“己”“余”“舍”“予”“朕”“我”“吾”等８个第一人称代词的词源
分析，发现“在自我约束和自我保护的基础上获取、给予和相互成全”是个体完成自己、实现自我价值的合理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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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汉字体系中，象形文字和象意文字被认为是
上古的图画文字———两者的共同特点是见字形可知

其义。象形文字直接来源于实物，与对应事物的相

似度较高，在读者心中所引发的“内视觉图像”比较

清晰明确；象意文字所指代的不是具体实物，比较抽

象，需要在字形的基础上进一步去想、去领会。象形

文字是最初的文字，也是统摄汉字的文字，汉字一直

都保持着象形文字的特征［１］８７。汉字起源于图画文

字，来源于先民们对世间万物的观察和思考，体现了

对世间万物的感受、体验和认识。炎黄子孙相信和

认可汉字所承载的认知，所以神话传说中，造字的仓

颉有４只眼，上能观天庭，下能察地鬼，地上的狼虫
虎豹、水中的鱼鳖虾蟹、空中的凤鹤燕雀都躲不过他

的目光［２］１４６。《淮南子·本经训》说仓颉造字后“天

雨粟，鬼夜哭”———上天因庆贺而“雨粟”，鬼神灵怪

因为无法施展自己的伎俩而“夜哭”［３］１５。

汉语的人称代词系统丰富而复杂，在概念、分

类、包含的词汇等问题方面，学者们的见解不尽相

同。本文借鉴陈翠珠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成

果［４］１４，在众多指涉“自我”的词汇中选择自称代词

“我”“朕”“余”“吾”“予”“舍”和反身称代词“自”

“己”进行词源分析，探知先人们健康积极的生存发

展理念。

一、自———个体是 “开放的”系统

在甲骨文中，“自”的字形为“ ”“ ”“ ”，释

义为“鼻也”“己也”“由也，从也”。［５］３７８由字形可知，

“自”字源于先民对鼻子的观察，然后由“鼻子”引申

为“自己”“由”“从”。鼻子是呼吸的器官，空气

“由／从”此入，肺气“由／从”此出。生命不息，呼吸
不止，鼻子中出入的气息能代表生命特征，也能决定

生命的存留，所以“鼻子”与“自己”建立了联系。从

春秋时期开始，“自”被用作反身称代词用法［４］１１２。

鼻子作为气息出入的通道而受到重视，说明先

民们在经验层次上认识到个体不是封闭的系统，需

要与外界保持“通透”。在人类早期的本能活动求

食、偶求、求安［６］１２８的过程中，先民们本能地、经验性

地思考和利用自我与外界之间的关系：“网开一面”

的成汤绝不把禽兽打光，因为他知道人需要从外界

获得源源不断的食物；“玄鸟生商”的神话，以及商

族先王高祖“亥（ ）”，或从 （ ），或从鸟

（ ）［５］１６１１之论断，说明先民们已经具有朴素的“外

界刺激与系统变化”之观念；在大自然面前，人是卑

微和弱小的，所以要通过占卜来获知上天的旨

意———甲骨文的考古发现表明，与王国安危息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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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事物是商人占卜的主要内容［７］３５７。

一般系统论认为，开放的系统与其环境进行物

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所以可以保持动态平衡状

态，避免走向无序甚至死亡［８］２２；耗散结构论认为，

开放的、远离平衡态的系统，在与外界进行物质、信

息和能量交换的过程中，通过内部非线性动力机制

的作用，经过非线性的反常涨落，形成和维持宏观有

序结构［９］２２。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社会和个人的

开放程度都在不断地增加”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旧

石器时代，人类主要通过狩猎、采摘和捕捞在自然界

中直接获取食物；新石器时代，诞生和发展了畜牧业

和农耕文明。在这两个时代，人与自然之间，以及本

族成员之间关系比较紧密，部族之间的关系则比较

松散———如果没有群族战争，部族之间可以不发生

任何关系。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让位于商品经济以

后，市场与交换成了生存发展的主要途径，人与人之

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增加，地区之间的联系不仅必要，

而且非常紧密。全球传播时代的到来，更是把个人

和地区的开放程度延伸到整个世界。在分工精细、

信息发达的今天，个人、地区和国家，都不可能在封

闭的状态下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二、己———“自我约束”如影相随

甲骨文中，“己”的字形为“ ”或“ ”，罗振玉

认为“己”象莁射之缴（读作“ｚｈｕó”，“系在箭上的细
绳，射鸟用”），叶玉森认为“己”“象纶索之形，取约

束之谊。”［５］１５５５笔者赞同叶玉森的观点，因为在甲骨

文中，“吊”的字形为“ ”“ ”“ ”“ ”［５］８９６，其中

带箭头的曲线（ ）明显为“纶索”：吊起某物，首先

需要将该物绑缚即用绳索缠绕，故线条“弯曲”；然

后让绳索传递拉力使被缚之物离开地面———“箭

头”所指方向即为拉力的方向。纶索之形最终由

“ ”变成“ ”，与“己”之原型“ ”一致。“弗”字

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证明“己”与绑缚之绳密切相

关———在甲骨文中，“弗”的字形为“ ”“ ”“ ”，

从“ ”从“ ”，其中后者“象缠绕之绳”［５］１３５４。

被绳索缠绕捆绑就限制了活动自由，进而引申

为“被约束”。所有生物都渴望自由，但没有原则的

自由必然伴随伤害、破坏等一系列负面效果，所以个

人自由必须建立在“不伤害”“不妨碍”的原则之上。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是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构

成的，其中，本我像一口本能和欲望沸腾的大锅，按

照快乐原则，一味追求满足；自我代表理智与常识，

按照现实原则，监督本我，适当满足；超我按照至善

原则，指导自我，限制本我。如果本我不被约束，个

体将享尽破坏性的自由；本我的某些追求天然受自

我约束，因为某些本能需求天然相互制约，如食物独

享和群居需要———尽管远古时代存在遗弃老人和失

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的现象，先民们还是能够在一

定范围内坚持平均主义分配方式；超我是文明发展

的产物，更是个人追求的结果，与孔颜之乐类同。

自我约束伴随人类社会的始终，也是个体社会

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婴儿一旦产生了自我意识，就

可以植入自我约束的概念———从自然人转变成社会

人的过程，也是自我约束的意识和能力不断被强化

的过程。习惯、宗教、个人追求以及道德标准和法律

体系，是影响和决定个体自我约束的重要力量。在

漫长的原始社会，法律制度不够健全、道德体系不够

完善，氏族习惯、宗教规范决定了个体行为准则；统

治阶级出现以后，法律制度与框架成了自我约束最

重要的依据；周礼诞生以后，道德与法律协商对自我

约束的要求进一步细化和加强———习惯、宗教、道

德、法律，或多或少都是他律基础上的自我约束，唯

有个人追求意义上的自我约束是主动地、自律基础

上的约束，是可以发展为最高层次和最高境界的

“超我”的自我约束。但是，不论是主动地自我约

束，还是被动的自我约束，每个人都必须自我约

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既是对自我约束的要求，也是自我约束的结果。

三、余、舍、予、朕———实现自我

价值的方式是“给予”

甲骨文中，“余”的字形为“ ”“ ”，“象以木

柱支撑屋顶之房舍，为原始地上住宅，卜辞借为第一

人称代词”［５］７２。由“房舍”到第一人称，中介因素是

“我家”“我屋”。古人习惯于以居所或处所自称，

如：商的始祖契受封于商，所以以“商”称自己的部

族，后来又以“商”为国名；周部落在古公父时迁

居于周原，武王灭商以后就以“周”为朝代名。陶渊

明做过彭泽县令，后人称其为“彭泽先生”；苏轼在

黄州的东坡开垦了田地，所以自号“东坡居士”。

“房舍”之“余”和“给予”建立联系，与古代行

路制度密切相关。《周礼·地官·遗人》载：“凡国

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

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馆，侯馆有积。”

“宾至如归”则是更为体贴的给予。目前，很多学者

赞同“余”有“给予、赐予”之义这一观点。正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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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有“给予、赐予”之义，大约在春秋晚期或战国

时期，“舍”成了与“余”有别的另一个人称代词［１０］。

《中国字例》根据矢令彝“舍三事令”“舍四方

令”，毛公鼎“父舍 令”及《诗·羔裘》“舍命不

渝”，断定“舍”为“发布之意”，“从口声”［１１］。西周

时期，“舍”获得“给予、赐予”之新义，如：余其舍女

臣十家（令鼎，西周中期）、其舍田十田（裘卫，西

周中期）、勿舍馔食（鄂君启车节、舟节，战国）［１０］。

“予”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在汉代出现。许慎《说

文解字》认为，予（ ）“象以手推物付之”，而幻

（ ）“倒予字也。使彼予我，是为幻化”。［１２］２８５还有

学者论证认为，“予”的其中一种来源是在“舍”（ ）

下加“ ”变成“舒”（ 、 ），再由舒分化出“予”

（ ），“予”本身也承担了“舍”的“赐予、给

予”之义［１０］。总之，“予”作为第一人称代词是建立

在“给予、赐予”基础之上的假借义。

在甲骨文字典中，“朕”的字形为“ ”“ ”

“ ”“ ”［５］９４８，疑似异体的字形有 “ ”［５］１８６

“ ”［５］２４２，双手捧物（ ）是其基本特征，突显了“珍

爱”或“尊敬”“尊贵”之情；将所捧之物置于船（

或 ）上随船而去（ ）是“送走”。“朕”的本义是

“给予”［１３］；“朕”作为第一人称代词，最主要的特点

在于“表示尊崇”［１４］。“朕”曾经是大家都可以使用

的第一人称代词，秦始皇据为己有以后，成了帝王自

称的专用词。

先民们主动选择含有“给予、赐予”之义的“余”

“舍”“予”“朕”作为第一人称代词，蕴含着深刻的

哲理。第一人称与第二、第三人称相对，即“我”与

“你”“他”对称。尽管在自我意识层面上，婴儿期即

可将自己和他人分别开来，但真正“有资格”独立于

他人、能够被他人独立看待，则需要成长到给予能力

足够强的时候———未成年子女依附父母，被称为

“某人的儿子或女儿”；年老的父母依附子女，被称

为“某人的父亲或母亲”。成年人步入社会后，能够

在多大规模的人群中突显出来成为独立个体，最终

取决于自己的“给予能力”———“受国之垢，是谓社

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老子》）。

四、我、吾———社会交往是“彼此成全”

“我”的字形为“ ”“ ”“ ”“ ”“ ”，“象

兵器形”，“借为复数第一人称代词”［５］１３７９。研究发

现，“我”在甲骨文中的确只表示复数，但“我”只为

复数仅限于殷商时期，在西周及以后的岁月中，既可

指单数，也可指复数，而且表单数的例子逐渐增

多［１５］。由兵器到“我族”“我们”，再到“我”，反映了

社会成员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的历程。在殷商及以前

的社会，受制于生产工具简陋、生产力水平低下等客

观因素，生存战争频繁，个体对群体的依赖程度很

高，“为群族而战”既是团体生存发展的需要，也是

个体生存的需要，更是一种生存习惯。随着社会生

产力的发展，群族之间的生存斗争不再是常态，内部

成员之间围绕各自的生存与发展而展开的协商、合

作、竞争等活动，成为个人生活的主要内容。作为独

立个体的自我地位被凸现，曾经的“战友”成了异己

的甚至是危险的“他者”，虽然“彼此成全”这一终极

目标还在，但“自我保护”所针对的危险来源不再是

群族之外的“敌人”，而是群族之内的“自己人”。

“吾”能够成为第一人称代词，与“五”密切相

关。“五”（ 、 、 、 ）源于“午”（ ）之 “束丝

之交午之形”，因“具体之交午在束丝中部之二斜画

相交……为明确表示交午之意，更于束丝之两环形

中部截除上下两端，只保留中段，即由 形而为

形。或更于 之交贯部位加指示符号 而作

”［５］１５２８。由“交午”而“交往”———在交往中完成

自己、成全他人是个人参与社会、谋求生存与发展的

基本法则。

“吾”除了“我自称也”［１２］９９之外，《后汉书·光

武帝纪上》注和《广韵·模韵》都说：“吾，御也”———

后者与“吾”之下部之“口”密切相关。“口”除了

“人所以言食之器官”之外，还“疑为灾祸之义”［５］８７。

自我保护是生物的本能，“防御”工作从来没有停止

过，“抵御”更是伴随“灾祸”而生。

将“五”之“交午”，“口”之“灾祸”与“吾”之

“自我”和“御”相联系，不难得出“交往可能有危险，

要做好自我保护”之结论。人生离不开交往，因为

“人生不能无群”（《荀子·王制》）。个体对群体的

依赖，既与生存的现实需求有关，又与精神层面的心

理需求紧密联系。荀子有言：“（人）力不若牛，走不

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荀子·王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Ｊ·莫罗诺
在欧洲管理失去家园者的营地发现，那些被允许在

营地中组成他们自己的团体的个人更快乐，也更适

应于环境［１６］３０３。“相互成全是最基本的世界运

动”［１７］，人类社会的交往理性更是以彼此成全为基

础。但是，人类活动的“计划”特征和“筹划”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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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设计者的自我中心地位，所以每个人都是自

我的中心，自我之外的他者都被动地处于从属和被

支配的地位。社会人参与交往以后，每个人都是主

动中心与被动附属的结合体，他我矛盾由此产生。
交往的作用和相互成全的需要，使得互动双方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干涉。为了保持自我的中心地

位，更是为了完成自己的计划和使命，每个人都需要

在尊重他人自我中心的同时，保持自己的自我中心

地位不动摇。社会人为了保持个体的独立性和实现

自我的价值，与交往对象的博弈从来没有停止过。

五、结 语

乡土社会的风俗习惯和儒家伦理曾经在教诲人

们为人处事方面发挥过良好的作用，现代化的进程

推动中国由乡土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进而步入信息

社会。现代人在享受工业化和信息化创造的丰富物

质成果的同时，正在经受社会转型带来的精神剧痛。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人际关系发生了变化，人

际交往的模式也与祖辈的不同，“我是谁？”“什么行

为是合适的？”等问题的困扰集中表现为人际交往

焦虑。现代人越来越孤独，所谓的“理性”也只不过

是“一次性博弈”的产物，信任危机强化了“自我”和

“自闭”。梁启超的“中国文化救世论”和严复晚年

“力主回归传统”的呼声，启发我们到祖先那里寻找

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智慧。人称代词汉字中有人际交

往的方法和法则，对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具有一定的

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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