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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字形来义非源

在中国古文字学第五届年会发言中
,

一位专家谈到他论文中
“

之
”

字有关的金文形体说
:

象植物滋生之形
。

他的说法不但有金文形体为据
,

也和《说文解字》 : “

之
,

下基也
,

象草木出

有址
,

故以之为足
。 ”

一致
。

古文字
“
之

”

和
`

止
”

原是一字
。

另有同志在发言中不同意上说
,

据甲

骨文
、

金文
“

之
”

皆作脚趾形
,

提出异议
。

究竟谁是谁非? 为什么产生这类分歧呢 ? 引起了人

们的思索
。

我在探索
“

弱
”

字的形义来源时
,

也曾遇到类阻的困惑
。

王国维据两 弓相比的形体

释为弱是弓集的秘的本字
。

唐兰认为王说是错的
,

指出殷代
“

图画文字
”

的另
, “

都画两张弓
,

有的是很清楚的弛弓的样子
,

根本看不到弓秘
、

弓集的形象
。 ”

看来
“

弱
”

的古文字确有 两 支

弓并列表示并比
、

比较
、

比赛的一种形义来源
,

和另一种缚弓于弓集
,

代表正弓器的
“

秘
”

的

形义来源
,

以后合二为一
,

变成一个字
,

但它却代表两个不同的形义来源
。

类似以上的例子
,

还在许多文字初始阶段存在过
。

这种一个字的形体
,

不止一个形义来

源的现象
,

是客观存在的
。

但是并不能说所有的文字都不止一个形义来源
,

就 目前接触到的

甲骨文和金文资料来看
,

大多数的文字
,

还是只看出一种形体结构来源
。

例如
“

伐
” ,

金文有

从又持戈击杀跪着的人
,

有甲骨文从戌击奚
,

从戈击人
、

击夷
、

击羌
,

以及以一画加于人颈

的简体
,

但都大同小异
,

以砍杀人表意
。

本文谈的不是汉字异体字的问题
,

尽管它和异体字

的形成有关系
。

我们谈的是许慎《说文解字
·

叙》所说的
: “

仓领之初作书
,

盖依类象形
,

故谓



之文
.
其后形声相益

,

即谓之字
。 ”

给人 的印象是圣人按
“

六 书
”

的体例造字
,

形义来源是单一

的
,

这种传统文字学的旧观念是不符实际的
,

也是有碍文字学研究和发展的
。

首先
,

圣人造字 (包括仓领在内) 的单一来源说
,

不符劳动人民群众造字的历史实际
。

《荀

子
·

解蔽》早就说过
: “

好书者众矣
,

而仓颇独传者一也
。 ”

鲁迅《且介亭杂文
·

门外文谈》也说

过
: “

在社会里
,

仓领也不止一个
,

有的刀柄上刻二点图
,

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
,

心心相印
,

口口相传
,

文字就多起来了
,

史官一收集
,

便可以敷衍记事了
。 ”

其次
,

既是群众造字
,

巫史加以收集整理
,

历代规范化的结果
,

并没消除所有形义来源非

一的字形
。

古文字流衍保留下来的资料
,

客观上证明了有些字
,

本来有一个以上的不同形义

来源
,

如果只看成单一来源
,

用其中一个来源
,

去否定另外的来源
,

往往会陷入 无 谓 的 争

论
。

当然
,

关于汉字古今的异体字的研究和整理
,

都是重大和重要的科研课题
,

过去的字书

作过一些整理
,

还很不全面
,

还有待文字
、

语言学者和新的字词典编纂工作者去 作 大 量 工

作
,

本文仅仅从讨论具体古文字形义来源的角度
,

探索与《说文》传统观念不同的一种现象
,

作
“

造字形义来源非一说
” ,

目的不在谈异体字的研究和整理
。

下面我们就剖析若干古文字的

有关实例
。

一
、

说 金

(一 ) 土中埋金表意
:

附图 <1 >金文
“

金
”

和篆文
“

金
” 。 《说文》 : “

金
,

五色金也
,

黄为之

长
,

久埋不生衣
,

百炼不轻
,

从革不违
,

西方之行
。

生于土
,

从土
,

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
,

今声
。 ”

金文初为土中埋金的象形表意字
,

至篆文发展为形声字
。

甲骨文有没有
“

金
”

字呢 ? 商墓已有黄金箱出土
,

青铜器不计其数
,

怎么会没有
“

金
”

字呢 ?

这个谜长期不能揭晓
,

是由于我们受《说文》传统的
“

形义来源单一说
”

和
“

从土埋金
”

旧说的束

缚
,

见了
`

从火炼金
”

的另一形义来源 的
“

金
”

字
,

就
“

视而不识
,

查而不见
”

了
。

(2 ) 火上熔炼金属
,

铸造器具表意
:

附图 <2 >金文另一形义来源的
“

金
”

字
,

下为
“

王
”
即

熔炼金属的旺火
,

旁为金属拼块
,

饼状的金属原料
,

它是拼金的象形字
,

也是
“

冰
”

和
“

饼
”

的

初文
,

以后分化为三个形声字—
冰

、

鲜
、

饼
。

上部三角形
,

为铸造锻冶的箭嫉
、

矛头
、

犁

尖之类的尖状器
。

如果说从土的
“

金
”

是从开矿
、

淘金的采掘的角度造的字
,

从火的
“

金
” ,

就

是从冶炼
、

铸造的锻工的角度造的字
。

有了
“

造字形义来源不 限于一个
”

的观念
,

据金文有
“

从

火炼金
”

的另一形义来源
,

我们才可能发现附图 ( 3>从火从今的甲骨文
“

金
”

字
。

这也就是我们

所以要探索
“

形义来源非一说
”

的现实意义
。

卜辞文例是
: “

壬子 卜大贞
:
俏金二

,

…
”
(后 2

.

29
·

2 )
“ …… 十金

· ·

一?
”
(明藏 7 7 3)

二
、

说 齐

(一 ) 农作物整齐象形表意
:

附图 < 4 )金文
“

齐
” , <5) 篆文

“

齐
” , 《说文》 : “

齐
,

禾麦吐穗

上平也
,

象形
。 ”

徐借日
: “

生而齐者莫若禾麦
,

二
、

地也
,

两傍在低处也
。 ”

甲骨文也有 从 木

(代表植物 )上表枝叶整齐 的
。

(二 ) 手工业铸造翻模铸件整齐表意
:

附图 <6 )(( 陈侯午锌 》金文
“

齐
”

字
,

及其他反映 铸

造工艺的金文
“

齐
“

字
,

下部代表金拼或熔化的金属熔液
,

上部 以三数代表众多的箭 链 等 铸



件
,

排列在铸模内
,

连结的三条线
,

是熔液流进模具的通道
。

金文的两肥笔的
“

拼
” ,

线条化

演变为两横画
, 《说文》理解为

“

二
” ,

徐结误解为
“

地
” ,

都是孤立静止的臆测
。

金文《戍角鼎》有
“

齐
” ,

附图 <>7 下为火
,

中部为鼠属增锅之类
,

盛有三块代表金属 合 金

的熔剂
,

上从匕
,

为搅拌器或抱取器
,

反映青铜器制造工艺除铜以外
,

参加铅
、

锡等合剂
,

今作
“

剂
” ,

古本作
“

齐
” ,

因
“

剂
”

含有若千等分之一的含义
。

《周礼
·

考工记》 : “

金有六齐
:

六

分其金而锡居一
,

谓之钟鼎之齐 , 五分金而锡居一
,

谓之斧斤之齐
; 四分其金而锡居一

,

谓

之戈戟之齐
;
参分其金而锡居一

,

谓之大刃之齐
, 五分其金而锡居二

,

谓之削杀矢之齐
; 金

锡半
,

谓之赣隧之齐
。 ” 《史记

·

孝武纪 》 : “

事化丹砂诸药齐为黄金矣
。 ”

索隐
: “

齐音剂
”

为分剂

之剂
。

可作
“

齐
”

通
“

剂
” ,

齐为剂本字
,

与铸造工艺本有关系的旁证
。

正如
“

金
”

字从上埋金一源占上风后
,

从火炼金的一源
,

鲜为人知
; “

齐
”

字亦以植物齐整

一源为人所晓
,

而铸件整齐一源遂晦
。

三
、

说 终

甲骨文
“

踵
” “

终
” “

冬
”

原为一字
。

冬
,

以一年四季
“

终了的一季
”

得名
。 “ …… 日若

。

在行

垦
,

五百四旬七 日丁亥
,

在冬月
。 ”

( 乙 1 5) 是
“

冬
”

作时间季节名称的例证
。

一

前辈于省吾
,

徐

中舒
、

唐兰
、

商承柞
、

陈梦家
、

孙海波等诸大师俱谓
:

甲骨文冬读终
,

殷人只知春秋二季
,

尚不知有四季
,

实为智者偶有未审耳
。

冬
、

终字的形义来源
,

历来有不同说法
,

其中或有臆

说
,

也有可能本来不止一个形义来源
,

今试列举如下
:

(一 ) 抹丝器说
:

附图 <8 >篆文
“

终
”
之部件

, 《说文》以为
“

终
”

之古文
。

释终为
“

辣丝也
,

从系冬声
。 ”

马叙伦以为所谓古文本象棘丝器
。

(二 ) 牛棘说
:

附图 <的甲骨文
、

金文
“

冬 ,’ ( 终 )
, 《尔雅

·

释木》 : “

终
,

牛棘也
。 ”

郭沫若

从之
,

以为牛棘
、

马棘一类枣树灌木
。

(三 ) 枯叶硕果形
: 叶玉森

、

董作宾等以甲骨文
“

冬
”

字
“

象枝垂叶落
,

或余一二枯 叶 硕

果之形
,

望而知为冬象
。 ”

(四 ) 绳索或丝的终端打的两个结
:

林义光
、

约斋说
,

以为指示绳索或丝的终端部位
。

《小屯南地甲骨》 26 片
: “

弱 (比 ) 先系王步全
” “

系
”

字从爪持
“

冬
” ,

他词
“

系
”

从爪持丝
,

知
“

冬
”

亦

丝之终
。

(五 ) 人体踵的部位
: “

入
”

为
“

腿
”

的初文
,

即
“

大
”

省去上肢
,

在末端打上两点或两圈
,

指

示
“

踵
”

的部位
,

人体以首
、

元为始
,

以脚跟为终
,

最终一季为冬
。

卜辞
“

亡魔踪 ?
”

(前 4
.

32
.

7)
“

亡踪趾 ?
”
(南南 2

.

8 3)
“

踪
”

书作
“

冬
” ,

即由踵引申而来
。

甲骨文也作歧趾形 (’J 、南 7 4 4)
。

以上五说中
,

至少末两种是有甲骨文为旁证的
,

它的形义来源 当在两个以上
。

四
、

说 黑

(一 )烟囱为烟熏黑
:

黑
、

墨古本一字
,

附图 <10 >篆文
,

园圈代表烟囱
,

囱
、

窗本一字
,

后加穴旁
,

作窗户字
,

囱专作烟突
。

炎从囱冒出
,

表示灶的烟囱被火烟所熏黑
,

留下烟墨
。

《说文》 : “

火所熏之色也
,

从炎上出 国 , 田 ,

古窗字
。 ”

这一种形义来源的
“

黑
”

字
,

金文也有残

余迹象
,

无疑《说文 》许说
,

是符合实际的
。

(二 ) 代表人头部
、

面部的黔墨
:

即
“

墨刑
”

的
“

墨
” ,

附图 <1 1> 甲骨文
、

金文
,

从大
,

面

8 8



部有黑点
,

代表黔邢留下的痕迹或刺的字
。

《尚书
·

伊训 》 : “

臣下不匡
,

其刑墨
。 ”

墨刑
,

即葱

刑
,

是古代五种肉刑之一
,
在象形文字中有所表现

,

是很自然的
。

五
、

说 寅

寅
, 《说文》 : “

靛也
,

正月阳气动
,

去黄泉欲上出
, 阴尚强

,

象内不达
,

艘寅于下也
。 ”

段玉裁注以为靛是演字之误
,

与贩蚊 (绷 )活动有关
,

从语言音义讲
,

寅
、

演
、

翰不无 内在联

系
,

但从字形考虑
,

看不出
“

蚊
”

的迹象
,

许说实难理解
。

我们从甲骨文
、

金文提供的形体资

料看
,

至少有以下两种形义来源
:

(一 ) 代表人体的胰
:

附图 <12 ) 甲骨文与金文
,

结构主体从大
,

代表人体
,

指示
“

夹 脊

肉
”

的部位
,

即
“

胶
”

的本字
,

疑《说文》误胰作殡若艘
。

古代重人牲之祭
,

胶为人体肉祭之 上

品
,

产生黄敬之意
, 《秦公笼》黄字从肉不从夕

。

附图诸体中众手挟持人体献祭及置人体子皿

上之形
,

都反映了用人体为祭品的形义来源
。

《书
·

尧典》 : “

寅宾出 日
。 ”

注
: “

寅
,

敬也
。 ”

卜辞已有祭出日
、

入日的文例
,

早上敬祀日

出之时
,

引申为早晨的
“

寅
”

的含义
。

编 ,
从虫寅声

,

因崇拜大地
,

以蛆蚊为黄龙
,

怀有敬意
,

所以名蛾
。

段注知其然
,

不知其所以然
。

(二 ) 引矢待发表意
:

附图 <1 3) 甲骨文
、

金文
,

以矢为结构主体
,

古代弓箭是最重要的

一种工具和武器
,

人与人斗
,

人与兽搏斗中
,

往往以一矢能否命中要害
,

决定生死存亡
,

所

以以引矢待发
,

抽矢加于弦上的形象
,

表示庄严敬畏的心情
。

六
、

说 弓

(一 ) 弓弩
、

弓弦的弓
:

附图 ( 1 4 ) 甲骨文
。

古文字
“

弓
” ,

有的带弦
,

有的无弦
,

或张或

弛
,

基本上可以看出是武器的形状
。

《说文》 : “

弓
,

以近穷远
,

象形
。 ”

这一来源自古以来没

有异议
。

(二 ) 象人体鞠躬
、

躬身
、

躬背之形
:

附图 <1 5 >象人体躬曲弯腰之形
,

后加身旁代替本

字
。

它在古文字结构中也有所保留
。

一
.

弯
, 《说文》 : “

靠也
,

从穴 弓声
。 ”

实际是会意兼形声 的字
, “

弓
”

原为
“

躬
”

之初文
,

象人

在穴室挺不起腰
,

抬不起头的潦倒样子
。

《诗
·

郊风》 : “

弯室熏 鼠
。 ”

传
: “

弯
,

靠也
。 ”

借 用 为

高
、

大意的
“

弯仓
”

以后
,

加
“

身
”

旁作
“

靠
”

以代本义
。

其实高
、

大意
,

也是从天空的
“

空荡无

际
”

引申的
。

、

《我鼎》 : “

咸承遣福
” , “

承
”

字如附图 <16 )
,

于省吾释
“

承
” ,

从两手持弓身之人
,

两手承

之
,

篆文
“

承
”

从手从尸从收
,

尸为人体蹲居形
。

篆文
“

射
”

误从身不从 弓
,

也是
“

弓
”

原有
“

人

弓身
”

的另一形体
,

容易相混造成的讹误
。

七
、

说 肖

(一 ) 动物因遗传产生的骨肉相似
: 《说文》 : “

肖
,

骨肉相似也
,

从肉小声
。

不似其先
,

故日不 肖也
。 ”

肖从肉
,

反映肉体
、

血缘的关系
,

远在氏族图腾崇拜时代
,

氏族成员
“

同 姓 即

同德
” ,

以肖似图腾为美为善
,

姜源的儿子后樱的颂歌《生民 》说
“

厥初生民
,

时维姜源 (本作



板 )
。

……诞弥厥月
,

先生如达
, … …

”

旧注
,

蓬
,

通挛
,

从羊大声
,

训小羊羔子
。

以后进 入

父系制家族
,

以父子相肖为美
,

不肖为丑恶
,

然后扩大到其他关系
,

如
“

不 肖之主
” 、 “

不肖之

心
” 、 “

不 肖之行
” 、 “

夫妇之不 肖
” “

父亲之不 肖
” , 《孔子家语》 : “

冉雍生于不 肖之父
。 ”

(二 ) 月亮盈缩消长
:

金文
“

宵
”

字部件的
“

肖
” ,

’

从月从小
,

小亦声
。

甲骨文也有从月从

小的
“

肖
”

字
。 “

肖
”

即
“

消
”

的本字
, 《扬子方言》 : “

超
、

肖
,

小也
。 ”

从月从小的
“

肖
” ,

以自然

界园月变小作依据
,

产生一切事物消减变小的含义
,

以后被水减退的
“

消
”

所取代
, “

肖
”
(小 )

的含义被
“

肖似
”

的
“

肖
”

所兼代
,

本义就难明了
。

其实从 肖的许多形声字的含义中
,

仍保留了

从月
,

使物变小 的义训
。

如
:

削
,

从刀
,

削物使小
,

削减
, 屑

,

碎末
,

小块 ; 哨
,

弓末
,

细

小处 ; 梢
,

树梢
,

枝小者
;
瘾

,

使人消瘦之疾
,
峭

,

小视
;
稍

,

稍微
,
宵

,

斗臂
,

竹器之小

者
; 消

,

织物轻微者
;
销

,

船尾
,

船的细小和轻翘部位
;
梢

,

衣社
,

衣之小幅多 峭
,

小蜘蛛
;

魅
,

小鬼
,

传说
“

独足
,

似小儿
。 ”

悄
,

头巾
,

巾之小者
, 销

,

销熔变小
;
消

,

水减
;
消

,

微

言轻责
;
首

,

草根
,

物之细小者
;
鞘

,

刀室
,

室之小者
;

`

捎
,

携带轻微小件
,

如捎信
, 鱼肖

,

小鱼
; 默

,

黑痣
,

小点
;
硝

,

同琐
,

玉屑 ; 赵
, 《广韶》 :

少也
。

少
、

小也本是一字
。

J、
、

说 公

(一 ) 《说文》 : ` ;

平分也
。

从八从 八 ,

八
,

犹背也
。

韩非日
: `

背 人 (私 )为公
, ” 。

(二 ) 平分肉块或物件
:
附图 <1 7 >甲骨文

,

从八 (表示剖分 )从目 (甲骨文肉字 )
。

或从八

从口
,

口代表所分之物
,

汉代陈平居乡里
,

宰分社肉公平
,

可为甲骨文
“

公
”

字形义来源的注

脚
。

(三 ) 瓮的象形初文
:

附图 <1 8 >金文
“

公
”

字
,

及从双手持瓮的
“

供
”

字
,

瓮即姿
,

原始公

社储粮
、

储水
、

储物之大瓦器
,

多见于原始文化遗址
,

引申为
“

公有
” “

公共
” “

公平
”

的含义
。

抽象为公正
、

公私的
“

公
”

以后
,

另造形声的瓮
、

竞等字
。

以上三说
,

韩非道德说教
,

较为晚起
,

金文尚未见从八从 人 之形
, 人 为口之变形

。

而且

古文字从八的字
:

分
、

苏 (猎后分兽
,

训成 )
、

伞 (半 )
、

小 (从八从 l
, 《说 文》 云

: “

见 而 分

之
”
) 等从八的字

,

八多用为剖分意
,

无一例从八的字
,

八用为背叛的含义的
,

实是
“

止 戈 为

武
” “

人言为信
”

之类附会字形的道德说教
。

公
, 《玉篇》 : “

古文别
。 ”

也是剖分的含义
。

九
、

说止 (之 )

(一 ) 人体的足趾
:

附图 ( 15 >甲骨文
、

金文
“

止
” ,

是足趾的象形初文
,

在汉字结构中多

代表人足和人的行动
。

它的方向不同
,

又派生出向下
、

向左
、

向右等不同的部首和部件
,

但

它还是代表脚和行动
。

(二 ) 代表植物的枝条和滋生
:

附图 <2 0 ) 甲骨文和金文
,

它和人体的足趾音义有内在联

系
,

但形体所代表的内容
,

又有所区别
,

它是
“

兹的初文
,

后为形声字
“

滋
”

所取代
。

《说文》 :

“

兹 ;
草木多益

,

从卿
,

兹省声
。 ”

通滋
。

关于
“

止
”

的上述两种不同形义来源
, 《说文》实际已

经指出
,

不过将它们又捏合
、

搅混在一起了
,

释为
“

止
,

下基也
,

象草木出有址
,

故以止为

足
” 。

这是许慎受
“

文字形义来源单一
”

理论束缚的结果
。



+
、

说 出

(一 ) 人足走出坎陷表意
:
附图< 2 1) 甲骨文

、

金文
“

出
”

字
,

表示人足走出窿地或陷坎
。

或从止从口
,
口亦代表弃坎

,

或其他出口
。

古文字
“

去
”

也从大 (代表人 ) 从日 (坎 )或口
,

表示人离去陷坎
、

窟地
。

(二 )植物枝叶茁长形
:

附图 <2 2>甲骨文
、

金文
,

象植物茁芽
,

莫生的形状
,

后来加草头

作
“

茁
” ,

是后起形声字
。

《说文》 : “

茁
,

草初生出地貌
,

从帅
,

出声
。

诗日
:
彼茁者霞

。 ”

关

于
“

出
”

字的植物方面的形义来源
,

也是《说文》释义所保留的
,

释为
“

进也
,

象草木益滋 上 出

达也
。 ”

它不仅反映人足走出塞地
、

陷坎的另一形义来源
,

还可作为
“

止
”

与植物滋生有关的旁

证
。

现代汉语中
“

进
”

和
“

出
”

是反义词
,

但是《说文》释
“

进
”

为
“

登也
” , “

登
”

与
“

出
”

意义相近
,

是可以通说的
。

十一
、

说 香

(一 ) 禾
、

黍
、

麦等谷物的馨香
:

附图 <2 3 ) 甲骨文
、

金文
,

从口或甘
,

从黍或麦
、

林
,

表

示 口吃谷类食物香甜可口
,

是从味觉
、

食欲
, “

吃得很香 !
”

的角度来表达的
,

以后扩大到别

的领域
,

如睡眠好说
: “

睡得真香 !
”

但最主要的还是用作嗅觉的香气的
“

香
” 。

《说文》 : “

香
,

芳也
。

从黍从甘
。

春秋传
: `

黍樱馨香
, ” 。

(二 ) 嗅觉的花香
: 《说文》释香

,

芳也
,

芳
,

释香草也
。

实际包含黍视甘美的香和花香

的香两种含义和两种不同的形义来源
。

附图 <2 4>甲骨文
,

从甘从花
,

是 “香
”

的异体
,

花一般说
,

不常作食物
,

从甘是在黍稠香的基础上
,

将黍樱之类 的部件改换成花
,

专表花香
。

卜辞
“

子

香
”

当为武丁的一位公主
,

古代男女皆可称子
,

如子 目能生子娩男
,

也是一位公主
。

甲骨文从

花的
“

香
” ,

限于形义一源说
,

长期无人敢认
。

十二
、

说 穴

(一 ) 土室
、

窟穴
: 《说文》 : “

穴
,

土室也
。

从内八声
。 ”

按
:

穴字是否是从八得声 的 形 声
-

字
,

值得怀疑
,

但从散 (灶 )
、

穿
、

窗
、

窖
、

穿
、

俞
、

寒等许多字的
“

穴
”

作义符看
,

它的含义

和
“

土室
”

有关
,

是无疑的
。

<2 5 )篆文
“

穴
” 。

(二 ) 人体的窍穴
:
附图 <2 6) 甲骨文

“

突
” ,

上部所从的
“

穴
”

部件
,

从入 (腿 )有两点 (旧

释八 )
,

指示腿下的窍穴
,

或腿上的经络穴位
, 《说文》 “

窜
”

下云
: “

入脏刺穴谓之审
, ”

人体有

七窍九穴的名称
,

从人体的孔穴
,

扩大到其他事物的孔穴
。

《说文
·

叙》所谓 的
: “

近取诸身
,

远取诸物
。 ”

汲取人体素材造字是屡见不鲜的
,

如前释
“

冬
” “

终
”

形体来源之一为
“

踵
” ,

以及本

文尚待讨论的
“

滕
” “

漏
”

等字皆是
。

“

穴
”

的形义来源为人体孔穴的旁证是金文
“

鼻
”

字
,

附图 <2 7 >不从自界声
,

从穴界声
,

知

穴代表鼻孔
。

此字旧未释
,

亦为
“

形义来源一源说
”

所束缚
。



+ 三
、

说 畴

( 一 ) 田畴
:

附图<2 8 >篆文畴或省
,

按此本象田畴之耕屈形
,

田旁为后加之 类 符 和 义

符
。

《说文》 : “

畴
,

耕治之 田也
,

从田
,

象耕屈之形
。

或省
。 ”

(二 ) 皮肤膝理的膝
:

附图 <2 6 >甲骨文
、

金文
,

从两肉之间有曲线纹
,

是膝理的象形表

意字
,

膝为其后起形声字
。

古文字
“

寿
”

从老从膝之象形字
,

亦声
。

老寿之人
,

皮肤有皱摺表

意
。

从人体的膝理
、

皱摺
,

扩大到田畴
、

波涛
。

十四
、

说 漏

(一 )痔漏
:

漏本无水旁
, 《说文》 : “

屋穿
,

水下也
。

从雨在尸下
,

尸者
,

屋也
。 ”

按
:

尸为

人体尸居之形
,

释尸为屋缘于对
“

屋
”

字的误解
,

实无据
。

从尸从雨
,

表示人体害痔痛
,

今作
“

痔
” ,

肛门形成痰管
,

粪便失禁
,

漏泄体外
。

从人体的
“

漏症
”

扩大到种种漏泄
。

(二 )屋漏
:

人们居室
,

以屋漏造字
,

亦在情理之中
,

附图 <3 1 ) 甲骨文
、

金文之
“

漏
”

字
,

从雨水在丙下
,

表屋漏之意
。

古文字本有两种形义来源
, 《说文》释义解形

,

加以混杂一气
。

十五
、

说 构

(一 ) 交积材
:

附图 <3 6 >
,

本无木旁
, 《说文》 : “

稗
,

交积材也
,

象对交之形
。 ”

是构筑

屋架
、

桥梁等的象形表意字
。

(二 ) 两鱼相遇
:

附图 <3 3 >甲骨文
,

以两鱼邂逅相遇表意
。

《说文》 : “

迷
,

遇也
。 ”

卜辞

中不遴风
、

雨
,

遴或省是旁
。

(三 ) 两答相对
:

附图 <3 4 >甲骨文
,

从两答相对
,

疑为两筐货物互相交易是
“

购
”

的初

文
。

购买货物
,

后世以货币作通货
,

故加贝旁
。

原始商业
,

以货易货
,

物物交易
,

故以二答

相对表意
。

十六
、

说 中

(一 ) 指示位置
:

由一竖和一个园圈组合
,

指示一物插在园圈中
;
或一竖中部打一圈

,

表示不上不下的中部
。

《说文》 : “

中
,

内也
。

从口 l
,

下上通也
。 ”

附图 < 35 >
。

(二 ) 旗帜表位
:

附图 <3 6>甲骨文
、

金文
“

中
”

字
,

用旗帜标示中军
、

中央的所在
。

卜辞
:

“

王作三 自—
右

、

中
、

左 ?
”

(粹 5 9 7 )
“

中
,

不雏众 ? 左
,

不难众 ?
”
(前5

.

6
.

1)

十七
、

说 工

(一 ) 矩尺
: 《说文》 : “

工
,

巧饰也
,

象人有规集也
,

与巫同意
。 ”

附图 < 3 7 )金文
“

矩
” ,

象正面人形
,

手执矩尺形
,

省作
“

巨
” ,

假借为
“

巨大
”

的
“

巨
” ,

另外加矢旁作矩
。

(二 )熔炼金属
:

附图 <3 8 >金文
,

从火上有一横画
,

代表烧红的金属
。

它是
“

红色
”

的
“

红
”

初文
,

也是冶工
、

铸工的
“

工
”

初文
。

《无惠鼎》 : “

官司红
”

即
“

司工
” “

司空
” 。



古文字结构中
“

工
”

又代表
“

玉
”

的省形
,

不代表
“

工
” ,

甲骨文
“

巫
”

代表两玉交错
,

是巫师

以玉为灵物作法 (巫术 )的表意字
。

十八
、

说 男

(一 ) 从力从 田
: 《说文》 : “

男
,

丈夫也
。

从田从力
,

言男用力于田也
。 ”

卜辞 中
“

男
”

无

一例用为男女的男
,
用为爵称男田的

“

男
” 。

(二 ) 从女从力
:

附图 <3 9 ) 甲骨文
,

卜辞用为生育娩男的
“

男
” ,

从女 (或母 ) 生育掌力

(犁 ) 的小子会意
。 `

郭沫若释婪
,

读为嘉不确
。

卜辞
“

不妨 (男 )唯女
。 ” “

不劝 (男 )
,

.

女
。 ” “

娩幼

(男 )不吉于茗
。 ”

以及与
“

娩女
”

之语对比
,

郎知此为性别男女的男的另一形义来源
,

以后被爵

称的
“

男
”

所兼代
,

本字遂消亡
。

十九
、

说 册

(一 )简册
: 《说文》 : “

册
,

符命也
,

诸侯进受于王也
,
象其札

,

一长一短
,

中有二 编 之

形
。 ”
竖笔象简策

,

横画象
“

章编
” 系绳

,

串联成册
,

便于翻捡
。

《周书
·

多士》 : “

惟殷先人
,

有

册有典
。 ”

传
: “

有册书典籍
。 ”

心二 ) 木栅栏寨
:

册
、

栅
、

寨本是一字
,

册象立木为栅栏
、

村寨
,

是篱落一类防护物
,

金文偏旁中
“

册
”

字竖画上部作分枝形
,

显然是编列竹木梗枝为
“

栅
”

的象形字
。 “

册
”

另一形义

来源的旁证
,

也反映在金文
“

船
”

字
,

附图 <4 0 )从舟
,

舟上有册 (栅栏 )
、

南 (栏楼 )悬旗的初文

和军门的
“

和
”

从册的结构中
。

金文习见某某册
,

多可读某某寨
,

村寨为原始氏族居住的区域

单位
。

同姓聚居一寨
,

故有类似姓氏的含义
。

二十
、

说 凡

(一 ) 象风棚的形状
: “

凡
”

字甲骨文附图 <4 1 >象棚
、

篷
、

帆之初文
,

棚
、

篷
、

帆为其后起形

声字
。 “

同
”

为穴居的
“

洞
”

古字
,

象门口有风棚
; “

兴
”

象众手举棚形
。 “

凡
”

卜辞亦假为风字
。

(二 ) 象盘形
。 “

受
”

古文字从又 (或爪 )持
“

凡
”
(盘 )授予他人

,

另一又 (手 ) 承之
,

受
、

授

初为一字
。 “

般
”

从舟
,

实
“

凡
”

即
. “

盘
”

之本字
。

舟亦船也
,

本是一 形
,

以后分化
。

(三 ) 象舟形
:

甲骨文
“

汛
”

字
,

从凡在河流水道中
, “

凡
”

即所汛之舟
。

二十一
、

说 帝

(一 ) 象花蒂形
:

附图 ` 4公甲骨文
、

金文
“

帝
”

字
,

宋人郑樵及近代古文字学 家 郭 沫 若

等
,

皆释象花蒂之形
。

假为上帝之
“

帝
”

后
,

另加草头作
“

蒂
” 。

(二 ) 象根蒂形
:

附图 <4 3 >金文《帝 乙瓤 》
“

帝 乙
”

之
“

帝
”

象根蒂形
。

《老子》 : “

深根固蒂
”

一本作
“

抵
” , “

蒂
”

是植物的命根子
,

与大地母亲相联系
,

母系氏族的
“

帝
” ,

原为
“

下 帝
” ,

是

女性的宗祖神
, 《史记》谓

“

黄帝
,

女主像
”

是也
,

以后男性中心始改为男性部落联盟军事领袖

的形象
。

详武大学报82 年 2期拙稿《中华民族的根— 释帝字的形义来源》
。

(三 ) 代表瓜蓄果蒂
:

附图 <4 4>金文
,

吴大微释
“

帝
” ,

象瓜果落形
。

铭文
“

帝父癸
” “

帝



己
”
连文

,

是
“

帝
”

字的又一形义来源
。

以后以花蒂的
“

帝
”

概括诸形
,

合为一形
,

实兼有诸义
。

二十二
、

说 吉

(一 ) 从士从口
: 《说文》 : “

吉
,

善也
。

从士口
。 ”

甲骨文
、

金文也都有从士 从 口 的 形

体
。

古文字
“

牡
” “

婿
” “

壮
”

等字从士
,

士为男子的美称
,

士女在 古汉语中往往代表男女青年
。

或谓
“

士
”

即
“

势
”

之初文
,

代表男性器官
。 “

吉
”

从士从口
,

疑与男女结合的
“

结
”

音义有关
,

古

人迷信
,

结婚选择
“

吉 日良辰
” ,

古礼有
“
择吉

”

之语
, “

吉夕
”

结婚之夜的专称
。

缔结良缘是新

生活的开始
,

故铭文多有
“

初吉
”

和
”

吉日
”

之语
,

词义扩大为一切吉祥如意
。

附图 <4 5>
。

`二 ) 从圭从口
:

附图 <4 6 )
“

圭
”

本象堆土为圭桌
、

圭表
,

古代用以测日影
,

定方位
、

时

辰
,

从圭从口 或与通过圭表选择吉 日行吉礼
、

婚礼有关
。

上部为圭的象形文字
,

堆土已发展为

尖状上部的玉石圭
。

古代
“

货贝而宝龟
” ,

圭之锐顶
,

或与龟蛇的头形
,

以及男性生殖崇拜有

关
。

甲骨文又有从且从口的
,

郭沫若释且为男性器官
,

那末
,

这种结构只是从士从口的另一

写法
,

属同一形义来源
。

(三 ) 从王从口
:

甲骨文
、

金文都有从王在 口上的
“

吉
”

字
, “

王
”

为火旺 之
“

旺
”

初 文
,

“
口

”

形代表炉塘
,

以炉塘火旺
,

表示吉祥如意
,

人兴财旺
。

附图 <4 7 >

(四 ) 从会从口
:

甲骨文有从 息 (篮 )从 口的
“

吉
”

字
, “

签
”

是食肉的烹饪器
,

用炉塘用笠

烹煮肉食祭神享宾
,

表示吉日喜庆
。

附图 <4 8》
。

二十三
、

说 凶

(一 )象人陷于危亡困境之中
,

附图 <4 6 ) 甲骨文
,

象人堕入陷弈
,

或系于图圈
、

囚笼
,

表

示危险和不幸
,

这是
“

凶
”

的初文
。

卜辞
: “

王观日
: `

吉
,

勿凶
。

”
,

( 乙 3 1 4 8) 多吉凶对称的文例
,

可以证明其音义
。

(二 ) 象地穿交陷其中
:

古代发生地震
,

顷刻之间
,

土地开裂
,

山崩河塞
,

房屋倒塌
,

人

们生命难保
。

《说文》 : “

凶
,

恶也
。

象地穿交陷其中也
。 ”

附图 <5份

以上我们列举了二十多例
,

一个古文字从形体结构看
,

往往不止一个形义来源
,

这类例

子还很多
。

如 甲骨文
“

获
” <5 1 ) ,

有从又持鸟的猎获的获
;
有从口食禾的农业收获的获

。

<5 2 >

有持作物的农事 的事
;
有执旗帜勤王事 的事

。
<5 3>有种植树艺的艺

;
有人工取火技艺的艺

。

<5 4 )有从罕捕人的擒
; 有从罕捕鸟的擒

。

尽管有不少例证
,

但我们还不能以偏概全
,

得出古

文字都不止一个形义来源的推论
。

我们只是说
,

把文字都当作是个别人 (如仓领 ) 的创造
,

只

容许一个造字的形义来源
,

是不符合劳动人民和群众造字的实际的
,

也束缚我们考释和认识

许多有关的
`

占文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