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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受命在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讲授文字学开始，到2009年退休，匆匆竟三十五年。
为架构合用的教材，当年边教边学，陆续由累聚的一得之见裹，勾勒出自己的文字学体系，于是
在1979年结集成书，交给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由于早年受到印刷条件的限制，只能先将以学理为主的《中国文字结构析论》刊印出来；于字例一端
，则力有未逮。
书中所牵涉的少量甲、金文以及古、籀、篆之字形，都是透过手写描绘的方式处理，未尽如意。
其后在修订之际，也仅能在既有的格局之下小幅更动。
随着计算机科技日新月益，在软件方面，甲、金文、小篆的数据或图文件字形也陆续有学者整理出来
备用；于是在2003年利用休假的机会，又将六书的字例编成《中国文字结构一一六书释例》，委请洪
叶文化刊印，配合《中国文字结构析论》作为文字学的教科书使用。
但是两本教材，加上基本工具书《说文解字注》，学生在上课时有些辛苦，也不必讳言。
如果能整合在一起，在系统上会更清爽，但因循之下，一直没有处理。
　　笔者对于六书主要的观点在于：虽说对于个别的汉字，就其本形、本音、本义平面地来作六书的
分析，只能找到独体的象形、指事，合体的会意、形声四书；转注、假借不与焉。
然而从文字孳乳衍化的层次来看，文字除却共时的记志语言以外，语言的声音既因时空有差异，文字
的形义亦往往随之更易。
此外，文字形构的繁简，在历时的过程裹，迭有变迁，亦为不争。
由于语意的不断扩充，假借与六书之外的引申，是引致文字意义混淆的原因；于是透过转注的方法另
造新字以解决之，所造出的新字与原先的本字转相为注。
当然，遇见字形的混淆与语音的变迁时，转注出新字也是不可或缺的。
而就表面的形构观之，新造出的字大体可说都是从某某声的形声字。
是以，引申与假借是导致文字义混的原因；转注是衍出新字、解决义混的方法；而所造的新字的形态
以形声为主：所以在个别文字的分类时，表面观之，引申、假借、转注三者无所作用；但就如何使文
字的形、音、义扩充与明辨，引申、假借、转注的作用不可忽视。
透过引申、假借、转注，形声字大量出现；形声是汉字最晚出也最进步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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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全面梳理“六书”的基础上，对汉字的结构进行了详尽分析，既谈六书也谈字例，既谈字形变
化史也谈变化现象，理清了汉字孳乳发展的脉络，读者可以根据其分类原则及例证去了解其它汉字，
并进而了解汉字孳乳演化及继续发展的方向。
该书既可作为对文字学有兴趣者的入门之书，也可作为专业研究者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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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凡例《汉字结构析论》自序《中国文字结构析论》自序《中国文字结构——六书释例》自序第一章 绪
论第一节 释名第二节 治国学不论从任何方向发展皆不可舍小学一、义理二、辞章三、考据第三节 文
字本身的变易第四节 治中国文字学的途径第二章 字形的起源及其变迁第一节 中国文字的起源第二节 
古文与籀文第三节 古籀之变与籀篆之变一、由古文到籀文——古籀之变二、由籀文到篆文——籀篆之
变第四节 篆隶之变一、强异为同二、将一作二第三章 六书总论——六书说的起源及其流变第一节 六
书之名为后贤所定第二节 六书的名称与次第第三节 六书体用探微第四节 六书非汉字所独有，其分类
亦非绝不可易第五节 从《说文》说解剖析六书到运用六书第六节 三书说平议第四章 (上)象形通释第一
节 释名第二节 象形字的肇造一、从造字的先民们对实物观察的角度看二、就造字先民们取材与描绘
的方式看三、象形字古文多异体第四章 (下)象形释例第一节 象形字的分类一、纯象形二、象形变例第
二节 象形正例一、仰观二、俯察三、正视四、侧视五、后视第三节 象形变例一、增体象形二、省体
象形三、兼声象形第五章 (上)指事通释第一节 释名一、将此八字分作两层次看二、将指事分作两类解
第二节 指事字与象形、会意的分别一、指事和象形之别二、指事和会意之别第五章 (下)指事释例第一
节 指事字的分类一、纯体指事二、增体指事三、变体指事四、省体指事第二节 指事正例一、以虚拟
之符号以表识抽象之概念二、借描绘实物的形象来表示人或物的动作、状态第三节 指事变例一、增体
指事二、变体指事三、省体指事第六章 (上)会意通释第一节 释名第二节 亦声字探微第六章 (下)会意释
例第一节 由《说文》于会意诠释之术语谈会意字之分类一、会意正例二、会意变例第二节 会意正例
一、异文比类二、同文比类第二节 会意变例一、省体会意二、增体会意三、会意兼声第七章(上) 形声
通释第一节 释名一、主半角半声之说者二、主半义半声者三、主即声即义者四、主初有声无形者五、
主初有形无声音第二节 形声字的形符与声符第三节 形声字的架构第七章(下) 形声释例第一节 形声正
例一、象形加声二、由于语言孳乳而加形三、因文字假借而加形四、本字为引申义或假借义所专，遂
加形或加声以明其本义者五、从某某声第二节 形声变例⋯⋯第八章(上) 转注通释第八章(下) 转注释例
第九章(上) 假借通释第九章(下) 假借释例第十章结论——文字的发展附录参考书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字结构析论>>

章节摘录

　　固定的和某个假借字配合，永远代表某个语词的情形。
董先生又举出在云南丽江一带的么些族（今称为纳西族）所用的“么些象形文字”（今称为纳西东巴
文字）来作参考，么些文字据说起于南宋，到现在有一千多年历史，而么些文是独立发展的，没有受
汉字的影响，其构造也与汉字的六书并无不同。
所以，“所谓‘六书’者，本来是文字产生初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造字程序，比中国文字早
两千年的埃及文和美索文是那么形成的，比中国文字晚两千年的么些文也是那么形成的。
所以，实实在在地说：六书并不是我国专有的‘国粹”’①。
　　六书既不是汉字所独有，他们的界限是否很严密呢？
戴师静山说②：指事一名，班叫做象事，郑叫做处事，许叫做指事。
照许慎所下的界说和例子看，郑、许两家的意思是相同的，而和班就所见有异了。
譬如“上、下、本、末”等字，照许、郑叫做处、指，意思恰合；所以许慎《说文.序》和说解中，只
举了“上、下”两字，算是指事，都说是象形，却与“昼成其物，随体诘铀”的界说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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