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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字的构字法

苏 培 成

一 造字法与构字法

研究汉字的形体结构要区分造字法与构字法
。

造字法指的是字源的分析
,

沟字法指的足现

状分析
。

一个字在产生的时候所体现出来的构形条例
,

属于造字法范畴
。

传统的六 书理 论
·

研

究的是古代汉字的造字规律 ;它要阐明的是古代汉字的字形和字音
、

字义的关系
。

坛代也 不断

有新字产生
,

它的造字规律有些已经超出六书的条例
。

现代使用的汉字
·

其
「

} 的大多数是 :翔占

代的汉字发展变化来的
,

不过有些字变化得大些
,

有些字变化得小些 不管汉字造
`j乙日寸遵循的

是什么条例
,

也不管它是怎样自古代发展变化到现在的
,

只从当前的字形和字音
、

字义的现状

着眼寻求构形条例
,

属于构字法的范畴
。

对许多字来说
,

造字法的分析和构字法的分析是一致的
。

例如
. “

从
、

休
、

库
、

吠
”

都是 会意

字
, “

裘
、

洲
、

枫
、

纵
”
都是形声字

。

可是也有不少字两者并不一致 例如
. ` ·

日
、 .

,[J
、

山
、

水
”

,

;查字法

的研究认为是象形字
,

而构字法的研究认为是记号字
; “

江
、

河
、

策
、

攀
” ,

造了法的研究认为是形

声字
,

构字法的研究认为是半意符半记号字
。

有些在近代和现代产生的新字
,

造字法的分析和构字法的分析 也不相同
。

从 j查字法看
·

“

氮
”
是从气淡省声

, “

氢
”

是从气轻省声
,

都是形声字
;
从构字法看

, “

氮
、

氢
”

里的气与整字的字

意有关
,

是意符
,

而
“
炎

、

膜
”

与整字的字音字意无关
,

是记号
:

这两 个字 漓
一

J
二

半意符半记号字
。

与上述的情况相关的是对汉字形体的组合模式的分析
,

也有两个角度
:

造字法的分析和构

字法的分析
。

两者在很多情况下是一致的
。

例如
“

洋
、

铜
、

轮
、

吐
” ,

第
一

层都是左右结构
, “

草
、

室
、

答
、

婪
” ,

第一层都是上下结构
。

可是也有不一致的地方
。

例如
“

旗
、

颖
” ,

按照构字法分析是左右

结构
,

而造字法的分析
, “

旗
”

是从毗其声
, “

颖
”
是从禾顷声

,

第
一

层都 下是左右结构
。

造字法的研究说明了汉字形体结构发展演变的规律
.

十分重要
; 而构字法 的研究说明了现

代汉字形体结构的组合规律
,

对于汉字在各方面的应用
,

例如识字教学
、

信息处理
,

都具有重要

的意义
。

二 意符
,

音符
,

记号

进行构字法研究时
,

要对汉字的第一 级部件进行分析
。

根据第一级部件和整字的音义关

系
,

可以把它分为三类
:

意符
、

音符和记号
。

凡是和整字在意 义上有联系的是意符
,

和整字在读

音上有联 系的是音符
,

和整字在意义和读音 卜都没有联系的是记号

在研究现代汉字的构字法时
,

整字的意义指的是现代意义而不是古代意义
,

整字的读音指

的是现代的读音而不是古代的读音
。

研究中所依据的字形
,

指的是现代汉字 的规范字形
,

而不

是古字形
、

旧字形 这里所说的
“

在读音 L有联系
” .

既 包括声韵调完全相同的一类
,

也包括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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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而调不同的一类
。

三 现代汉字的构字类型

应用意符
、

音符和记号对现代汉字的形体结构进行分析
,

可以得出以下的七种构字类型
。

1
.

独体表意字
。

这是由单独一个意符构成的字
,

从形体上大体能知道它的意义
。

这类字在

现代汉字中很少
。

例如
:

凹 低于周围
。

《广韵
·

洽韵 》 : “
凹

,

下也
。 ”

凸 高于周围
。

《广韵
·

没韵 》 : “
凸

,

凸出貌
。 ”

丫 像分权形
。

《集韵
·

麻韵 》 : “

丫
,

物之歧头者
。 ”

一
、

二
、

三 是由原始记数符号流传下来的
。

按照六书理论
,

这几个字都属于指事字
。

2
.

会意字
。

会意字是合体字
,

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符组成
。

有的来自古代的会意字
,

以形会意
。

例如
:

从 表示一个人跟随另一个人
。

析 表示用斤剖木
。

斤
,

砍木的工具
,

类似

伐 表示用戈砍人头
。

铸
。

库 车在广下
,

收藏兵车的地方
。

引申收 相 用 目察看树木
,

本义是察看
。

藏钱粮物品的地方
。

果 日出在木上
,

表示明亮
。

删 从刀从册
,

用刀删削文字
。

有的是以义会意的会意字
,

其中有的是后起字
。

例如
:

拼 用两手分开东西
。

劣 从少从力
,

表示劣弱
。

余 入水为余
。

雀 从小从佳
,

指小鸟
。

吠 用犬和 口表示狗叫
。

高 从山从高
,

指山高大
。

尖 上大下小
,

指细小的部分
。

揍 用手捏住鼻子
,

排出鼻涕
。

简化字中有些是会意字
。

例如
:

宝 从八从玉
,

表示房子里有玉
。

泪 从水从目
,

目中水是泪
。

笔 竹表示笔杆
,

毛表示笔毛
。

灭 用一压住火
,

一表示压火的东西
。

尘 小的土粒
,

表示尘埃
。

灶 从土从火
,

用土砌成烧火器具
。

桌 从出从米
,

指卖米
。

有些会意字是 由三个意符构成的
。

例如
:

楞 从四方木
。

有的是重叠同一个意符构成的会意字
。

例如
:

盔 三直表示直立
,

高耸
。

林 二木表示树林丛生
。

晶 三 日形容光亮
。

森 三木表示树木众多
。

磊 三石表示石头多
。

轰
、

轰的繁体是轰
、

聂
,

是重复意符构成的会意字
,

简化为轰
、

聂
,

成了半意符半记号字
。

3
.

形 声字
。

形声字是由意符和音符构成的
,

其 中的音符是表音成分
。

例如
:

懊 从心奥声
,

指烦恼
、

悔恨
。

芭 从草包声
,

指花苞
。

疤 从广 巴声
,

指疤痢
、

疮疤
。

枫 从木风声
,

指枫树
。

搬 从手般声
,

指移动
。

唾 从乃垂声
,

指边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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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 从人孚声
,

指俘获
。

谓 从言胃声
,

指称谓
。

浮 从水孚声
,

指飘浮
。

洲 从水州声
,

指大陆
。

荷 从` 何声
,

指莲荷
。

株 从木朱声
,

指露出地面的树根
、

树干
。

铆 从 万师声
,

指狮虎的狮
。

砖 从石专声
,

指建筑用的砖石
。

铜 从金同声
,

指金属铜
。

有些字从楷书繁体看已经不是形声字
,

而其简体成了形声字
。

例如
:

递 从七弟声
,

指传递
.

萦体作聆
,

本来是 惊 从心京声
,

指惊悸
。

繁体作惊
。

从七纫声的形声字
,

可是绷现在已经 态 从心太声
,

指状态
。

繁体作态
。

不能准确表音
。 一

钟 从金中声
,

指钟表的钟
、

钟情的钟
。

繁

肤 从肉夫声
,

指皮肤
。

繁体作肤 体前者作邀
,

后者作锤
。

护 从手户声
,

指保护
。

繁体作护
。

有的形声字
,

字义古今不同
。

但是因为意符表意具有模糊性
,

有的意符可以兼通古今
。

例

如
:

油 从水由声
,

依《说文 》指水名
。

现指油脂
。

油脂古称膏
。

有的形声字的音符兼表意
.

例如
:

奥 从女取声
,

指嫁娶
。

取兼表取得
。

驹 从马四声
,

指一车套的四匹马
。

四兼表意
。

懈 从心解声
,

指懈怠
。

解兼表解散
。

要区分两种形声字
。

一种是造字法上的形声字
,

指的是字源上的形声字
,

如
“

江河湖榆
” ; 另

一种是构字法上的形声字
,

指的是现代汉字中意符表意
、

音符表音的形声字
, “

湖榆
”
属于这一

类
,

而
“
江河

”
就不属于这一类

。

从造字法的角度说
,

汉字中形声字所占的 比重很大
。

《说文 》中

的形声字占 82 纬
,

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高达 90 %
。

如果从构字法的角度说
,

就没有这么多了
。

4
.

半意符丰记号字
。

这类字中有不少本来是古代的形声字
,

由于音符不能准确表音
,

而字

义古今没有很大的变化
,

就变成了半意符半记号字
。

例如
:

布
.

本为从巾父声
,

音符父已经变得不易识叫
。

耘 本来从击工声
,

缸是跟击类似的器物
。

急 本为从心及声
,

经隶变
,

音符及已经破坏

刻 本为从刀亥声
,

刻镂要用刀
。

蛇 本为从虫它声
,

指蛇蝎的蛇
。

它是古蛇字
。

霍 本为从雨相声
,

表天象的字多从雨
。

逃 本为从七兆声
,

指奔逃
。

醉 本为从酉卒声
,

醉是饮酒的结果
,

从酉的字与酒有关
。

有的是由于汉字简化
,

使得音符不再表音
。

例如
:

灿 繁体作灿
,

从火聚声
。

简化字中
“

聚
”

变成了
“
山

” 。

础 繁体作础
,

从石楚声
。

简化字中
“

楚
”

变成了
“
出

” 。

灯 繁体作灯
,

从火登声
。

简化字中
“

登
”

变成了
“
丁 ” 。

炉 繁体作炉
,

从火扬声
。

简化字中
“

扬
”
变成了

“

户
” 。

有的是古代的形声字
,

省去音符的一部分
,

因而不再准确表音
。

例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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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小篆
“

雪
”

从雨彗声
。

后彗省为 J
,

不再表 音
。

有的是从 占代的会意字变 化而成 例如
:

雷 《说义 》“

雷
” ,

从雨从 扮曰月 几}}J象回年钊「;

有的是 从古代的象形字变 叱而成
,

一半是意符
, 一
半是记 号 例如

:

栗 甲骨文
’ `

栗
, ,

字 匕部像栗树 卜的栗子
,

后讹变为西
,

成为记号
。

泉 甲骨文
“

泉
”

字像流出泉水的泉穴
。

楷书变为从白从水
,

白是记号
。

桑 甲骨文
` ’

桑
”

字 仁部像繁茂的枝叶
。

楷书 七部变为从三 个又
,

成为记号
。

5
.

半音符半记号字 这 一类主要来 自古代的形声字
,

由于意符不再表意而形成的
。

例如
:

球 从玉球声
,

本指一种美玉
。

后假借为
“

墙
” ,

意符
“

玉
”
成为记号

。

诛 从言朱声
,

本指用言语谴责
,

故从言
。

后变为诛杀
,

意符
“

言
”

成为记号
。

6
.

独体记号字
。

这类字主要来自古代的象形字
,

由于形体的演变
,

古代的许多象形字 已经

不再象形
。

例如
:

日
、

月
、

山
、

水
、

木
、

心
、

子
、

女
、

弓
、

矢
、

刀
、

戈
、

户
、

舟
。

我们说这些字变成 了记号
,

是说从形体上 已经看不出所象为何物
。

太阳是圆的
,

怎么成了

一个长方框? 当然
.

经过指点
,

有 的字很容易联想它所象的东西
。

不过这就变成了溯源的分析
。

这些字是独体记号字
,

可是当它们用作构字成分进入了合体字时
,

就具有了意义
,

如
“

日
”

在
“

晴
、

明
、

旦
、

昏
、

晒
、

晖
、

晨
、

暗
”

中作为意符表示这些字和 日光
、

明暗有关
。

这并不矛盾
。

我们说
“
日

”

是记号
,

是说从它现在的形体看不出它像太阳
。

但是
`

旧
”

作为一个字
,

有音有义
。

用作构

字成分时保留了
`

旧
”
的音义

。

有些独体记号字
,

属于古代的假借字
。

这样的字经溯源才能说明假借字和本字在字音 卜的

联系
。

例如
:

我 本像一种锯或 少J形 似锯的武器
,

假借为第
·

人称代词
。

方 《说文 》认为本义是
’ `

并船
” ,

假借表方形

有些独体记号字来 自占代的指事字
。

例如
:

本 在
“

木
”

的根部加 一指示符号
,

指树根
。

末 在
“

木
”

的顶端加 一指示 符号
.

指末梢
。

刃 在刀 口加一指示符 号
,

指示刀 刃所在
。

寸 在肘
一

J
万加一指示符号

,

指示 寸脉所在
。

有些合体字经简化后成为独体记号字
。

例 如
:

乐 繁体作
“

乐
” 。

门 繁体作
“

门
” 。

书 繁体作
“

书
” 。

有些独体记号字来 白形声字
。

例如
:

年 本为从禾千声的形声字
。

7
.

合体记号字
。

古代有些象形字
,

经过变化不再象形
,

成 为合体记 号字
。

例如
:

角 甲骨文角像牛 角
。

龟 甲骨文龟像龟的侧面
。

楷 书繁体作
“

龟
” 。

鹿 甲骨文鹿像鹿形
。

它 甲骨文它像蛇
,

是蛇的初文
。

燕 甲骨文像小燕形
。

有的来自古代的形声字
.

当这些字的意 符和 舟符都失 去 f 作用时
,

就成为合体记号字
。

例

如
:

.

编 从马扁声
,

本指跃 且马
。

后代主要表
、 J又欺骗

特 从牛寺声
,

本指公牛
。

后世主要表示特殊
、

不同于一般
。

其中有的是简化字
。

例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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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 繁体作
“
听

” ,

从耳惠壬声
。

简化字从 口从斤
。

杂 繁体作
“

杂
” ,

从衣集声
。

简化字从九从木
。

头 繁体作
“
头

” ,

从页豆声
。

简化字从大从两点
。

有的来自古代的会意字
;
例如

:

射 甲骨文
“

射
”

像用手拉弓射发
,

后讹变为从身从寸
。

至 甲骨文
“
至

”

像箭射至地
。

楷书
“

至
”
已经看不出原意

。

( 1 0 0 8 7 1 北京大学中文系 )

征订 1 9 9 5 年《语言文字应用 》杂志

《语言文字应用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语言文字应用学术

刊物
,

1 9 9 2 年创刊
。

《语言文字应用 》贯彻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
,

致力于语 言文字的规范化
、

标准

化
,

为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

《语言文字应用 》是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园地
,

它密切联系语言文字应用的实际
,

将集中发

表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
,

积极开展讨论和争鸣
。

《语言文字应用 》是广大语文研究工作者的良师益友
,

它将努力团结和发展国内研究队伍
,

加强国际学术交流
,

推动和引导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

促进语言文字应用学科的发展
。

《语言文字应用 》设有
“

语文学习和教学
” “

社会用语规范
” “

推广普通话
” “

现代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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