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讲

文字和书面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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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1. 汉字的形体演变

※ 

2



• 汉字正式使用的字体，其演变的历史轨迹按时代的
顺序可归纳如下：

甲骨文 金文 大篆

（殷商时代） （西周） （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

小篆/秦隶 汉隶 楷书

（大一统时的秦国） （汉代） （汉魏—现在）

现代楷书

魏碑

汉隶
小篆

秦隶

大篆

春秋战国

金文

周

3000

甲骨文

殷商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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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基本性质和文字的产生

一、实物记事

二、图画记事

三、刻划符号

四、早期文字：原始的图画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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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时文字系统的特点及分类

一、从文字的次小单位看文字的共性和分类

语素-音节文字——汉字

语法词-音系词文字：表词文字——英文文字词

二、从文字的最小单位看文字的不同类型

表音文字：音位、辅音、音节

意音

表意文字？p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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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发展与传播

一、早期自源文字：不完善的意音文字

二、自源文字的发展

三、他源文字的创新与文字的换用

四、文字适应语言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

五、汉字与汉语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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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语

一、口语和书面语

二、书面语的保守性和书面语的改革

三、书面语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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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一种独立文字，世界

上其他一些古老的文字，如埃及的圣书字和美索

布达米亚的楔形字，在2000多年前就消亡了，

如今已成为历史的化石。唯独汉字却世世代代流

传下来，历经几千年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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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过去汉字曾

被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民族（如朝鲜、日本、越

南）长期使用，在东亚和东南亚形成了汉字文化

圈。现今，除中国（包括港澳台）外，使用汉字

的国家还有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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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六书”造字法的普遍性

汉字的造字法与世界上其他类似文字的创造与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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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字的“六书”造字法

“六书”是我国古代分析汉字造字法归纳出来的理

论。它指的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

借。而转注和假借实际上是“用字之法”，象形、指

事、会意、形声才是造字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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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象形是用线条描画实物的形象，以此来表示

字义的造字方法。

衣衣，像一件衣服。

鸟鸟，像合翅停立的鸟。

许多事物用几根线条很难画出，有的即使能画，也

非常复杂，不符合书面交际的要求，用这种方法造出

来的字并不多。在《说文解字》里，象形字约占4%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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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形

（1）圣书字

（2）丁头字

（3）玛雅文字中的象形

（4）彝文

（5）东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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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书字和丁头字中的六书

圣书字有三种字体：碑铭体、僧侣体和人民体；下面
举例用碑铭体。

丁头字有两种字体：图形体和丁头体；下面举例少数
用图形体，多数用丁头体，因为图形体例证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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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形-圣书字
1．圣书字中的象形字(上行圣书字碑铭体，下行古汉字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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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头字中的象形字（上行图形体和丁头体对照，下行古汉字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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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亚文字中的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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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文-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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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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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事是用象征性的符号来提示字义的造字方法。

1.纯符号的。比如：

一（一），用一根线条表示所记录的数字。

上（上），用一根短线条在另一根长线条之上表示方位。

这些线条记写的不是木棍、木条之类的具体事物，而是抽象的

数字或方位。

2.在具体事物的图形上添加抽象符号。比如：

末（末）：在树木的顶端加一短横，指示那里是树稍。

刃（刃）：在刀锋处加一个点儿，表示那里是刀口。

这种方法造的汉字局限性很大，所以字数极少，纯符号的指事
字更少。《说文解字》里仅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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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事

（1）圣书字

（2）丁头字

（3）玛雅文字中的象形

（4）彝文

（5）东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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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事

圣书体中的指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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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亚文字中的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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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文-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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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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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祠的牌位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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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意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字形组合起来表示字义

的造字方法。

涉（涉）：用人的两脚分别在水溪两侧，表示徒步涉水的意

思。

析（析）：用斧子砍木头，表示分开的意思。

会意字是在象形字基础上创造的，所表示的字义可从几个象形

字组合的关系上显示出来，所以能把没法直接描画的一些动作、

状态表示出来。会意字在《说文解字》里约占12·4%左右。这种

造字方法，现在仍在少量地应用。

比如：

拿：用单手握紧或两手合拢表示拿物的动作。

尖：用上“小”下“大”，表示尖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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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意——并立+合一

（1）圣书字

（2）丁头字

（3）玛雅文字中的象形

（4）彝文

（5）东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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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书体两个字符并列表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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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意=圣书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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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头字中的会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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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亚文字中的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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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文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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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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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形声是用形符和声符组合起来分别提示字的意义

和读音的造字方法。

例1：

“芭”(bā) /“疤”(bā)/“笆”(bā) /“把”(bá) 

例2：

“松”(song)/“柏”(bai)/“杉”(shan)/“桐”（tong）

形声法是汉字最主要的造字方法。在《说文解字》里，形声

字已占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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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声

（1）圣书字

（2）丁头字

（3）玛雅文字中的象形

（4）字喃

（5）彝文

（6）东巴

多符合一++++线性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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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亚文字中的形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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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文-形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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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形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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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借

（1）圣书字

（2）丁头字

表音：音节化+形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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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亚文字中的假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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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文-假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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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假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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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注

（1）圣书字

（2）丁头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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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亚文字中的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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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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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3 文字创制的共性与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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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字的共性、差异

中国六书与西洋三书（意符、音符、定符）

中国：六书 其他：三书

六书 三书

意符：象形、会意、指事
音符：假借
定符：形旁、指事符号

着眼来源 着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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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六书与西洋三书的层次性
第一层：象形-表形
第二层：会意-表意（包括转注、合体指事）
第三层：假借-表音

中国六书与西洋三书的层次性

早期：象形+会意
中期：会意+假借
晚期：假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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