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 文 字 



大部分人认为：汉字是象形文字。 
 
    其实：只有小部分汉字是象形文字，汉字大多 
          为形声字，由形符和音符组成。如： 

大部分人认为：繁体字早于简体字。 
 
    其实：几乎全部简体字都非新造，甚至一部分 
          先与繁体字。 

稠 娥 槁 麓





所用材料： 
 
 
张玉金——古文字学 
 
余勋坦——《流沙河认字》 
 
许慎——《说文解字》 



古文字演变： 
甲骨文-金文（大篆，殷商时期铜器铭文）-籀文
（大篆，周朝晚期竹简文字）-小篆（秦朝）-古隶
（过度字体，秦朝晚期）-隶书（汉朝文字） 

造字方法： 
-象形：多为名词，有形方可象。如：鹿 
-象意：指事，如：折 
       会意，如：北  
-象声（形声）：部分表意，部分表音，如：狸 
 
形声最多，象意次之，象形最少。 



古文字定义： 
- 先秦时期文字 
- 先秦时期文字且包括小篆 
- 西汉隶书之前文字（包括古隶） 

 
意义： 
-阅读古文献 
-理解古文献本意 
-了解古人生活环境 
 



古文字学来源： 
-小学（附属于经学）：语言文字学，分音韵、
文字、训诂 
-金石学：研究铭文和拓片的考古学分支 
 
 
古文字学分类： 
-侠义：对古文字本身研究 
-广义：古文字及其篆刻、书写、文化、断代、
礼制等研究 



古文字学分支： 
-甲骨学 
-殷商铜器铭文 
-战国文字 
-秦汉简牍帛书 

考释方法： 
-归纳总结：根据字多处语境推测 
-字形分析：根据部首偏旁分析，多用于独字 
-综合分析：根据当时民俗文化等因素综分析 
-对比分析：对比同字在类似时期文献之意义 



甲骨文： 
1899年王懿荣（国子监祭酒）发现殷墟甲
骨（今河南安阳），殷墟为商王朝晚期都
城。 
 
甲骨文-刻于（或书于）⻳龟甲、兽骨（多为
牛肩胛骨）的占卜文字。与日用竹简文字
稍有差异《尚书》：唯殷先人，有典有册。四千五百
多不重复字，认识一千多字，不认识多为
地名。 
 
        内容-贞辞、卜辞、验辞 
 
 



⻳龟腹甲骨： 

牛甲骨： 



除一、二、三以外，数字皆为借用字。 

五 远古巫术符号，表禁止，至今沿用。先民对五忌讳，五月五日
为恶日，洒雄黄驱毒蛇，泛⻰龙舟驱恶⻰龙，非源于屈原。 

八 别也，分别之意。同扒。 

百 从一从白。白为大拇指，有壮大之意，故大哥称伯。商民尊素
色，称为白色，后引申为现今白色。 

万 商代最大数量单位，借用蝎字。万满古音同，宴宾客有万舞
（蝎子舞），或因此借用。 



冬夏为秋春的延续，不单独作为季节，故冬夏为借用字，初⻅见
于金文或小篆，不⻅见甲骨。 
春 从草从日，屯声。日落大地，草木萌芽之意。屯（古音chun）

即是音符，又有萌芽之意。 

夏 初⻅见金文，中国之人也，以别于北方狄，东北貘，南方蛮闽，
西方羌，东方夷，故有“华夏”。从夊从頁从臼。夊，两足；臼，
两手；頁，夏之古文。后引申为大，故有“厦”。 

秋 秋虫（蟋蟀），头有须，背有翅。小篆衍为禾火，因大火星
（天蝎座阿尔法星）于正南天为秋收之始。 

冬 两榛悬挂，借榛声表终结。甲骨非冬天之意。冬意初现小篆，
两榛下悬挂冰，表寒冷。 



从甲骨文可推测先民的生活环境和习俗。 

各 从足从穴，归来之意，故有今“落”日。反映先民穴居。与出相
对。 

宿 从人从簟，反映先民席地而卧。甲骨有床，但多与病相连，如：
疾 

女 象形，如女端坐，反映先民女性坐姿。突出乳房为母： 

莽 从犬从茻，茻亦声。以犬逐兔，反映先民用犬狩猎。 



天 颠，至高无上。头之上为天，故有“上天”。 

帝 捆绑的柴火，用于祭祀，后引申为帝。 

王 青铜斧钺，礼器，象征生杀大权、兵权、王权。 

元 从一兀声，强调头，气之始也，故有“元气”“元首”。 



示 神灵的排位。以“示”为偏旁多于祭祀、神灵有关。如：神 

鬼 从人，象鬼头。 



历史 
比较 

历史： 
简化字以1964年公告，1986年修订的《简化字总表》
为国家标准。简化字的原则是约定俗成，大多自古有之。
唐代和以前的占42.78%，清代和以前的占87.88%，
1949年以后出现的仅有1个字（帘，繁作簾）。 



以下四组字，简体先于繁体出现。 

⻰龙 龍 
队 隊 
云 雲 
里 裏 

以下四组字，简繁意思各异。 

面 麵 
启 啟 
后 後 
里 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