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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字的定义及其结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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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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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从现代汉字的字形特点出发

，

结合其所记录的语言的特点
，

把现代汉字解

释为
“
在文字的隶楷阶段中

，

记录现代汉语的楷书
” 。
我们主张从现代汉字形体结构的实际

出发来分析现代汉字的形体结构
，

既不回避
、

也不拘泥于六书理论
。

关健词
�
现代汉字 �字形 �结构 �造字法 �六书

中圈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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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的现代汉语教材中
，

现代汉字的定义并不一致
，

由此而产生了诸如现代汉字

和古代汉字的分界
、

现代汉字的结构分析与
“
六书

”
的关系

、

现代汉语课程中的文字教

学和古代汉语课程中的文字教学分工等问题
。

本文拟就现代汉字的定义及其结构方式

作初步的探讨
，

以期对文字教学有所帮助
。

一
、

现代汉字的定义

�
�

�
�

�
�

哈特曼
、
�

�

�
�

斯托克������认为
，

文字���������是
“
用惯用的

、

可见的符号

或字符在物体表面把语言记录下来的过程或结果
。 … …文字系统可以区分为若干不同

类别和阶段
。 ”

川 这个定义告诉我们
，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
，

文字系统是可以分阶段的
。

作为现代汉语课程中的文字
，

其性质和地位如何
，

各家看法并不一致
。

归纳起来主要有

以下两种
�

第一
，

着眼于字形
，

把隶变以来的文字都称为现代汉字
。

林样相 《现代汉语 》�语文出版社
，
�����认为

�“
以汉字的发展看

，

从甲骨文
、

金文到

篆书是古代汉字
，

即古文字
。

从隶书到今天的现代汉字
，

形体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 ” “
现

代汉字的字体就是楷书
，

所谓方块汉字也就指的这种字体
。 ”

胡裕树��现代汉语 》 �上海教育出版社 ，

�����虽然没有直接定义现代汉字
，

但从其

行文来看
，

也大致是这样的观点
。 “
现代的汉字大部分从古汉字演变而来

，

也有一些是

现代新造的
。 ”

第二
，

着眼于文字记录的语言来看
，

把记录现代汉语的书写符号叫做现代 �行�汉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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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福义 《现代汉语 》�高等教育出版社 �����认为
� “
现代汉语的书写符号是现行汉

字
。 ” “

现行汉字指现在通行的汉字
，

是主要用来记写现代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
。 ”

张志公 《现代汉语 》�人民教育出版社
，

�����认为
�“
现代汉字是记写现代汉语书面

语的工具
。 ”

着眼点不同
，

得到的结论 自然不同
。

作为现代汉字标准字形的楷书
，

一般认为出现

于汉末
，

魏晋以后开始流行
。

仅仅着眼于字形
，

其 自然的结果是把
“
现代汉字

”
的上限推

至汉末
，

而这显然和绝大多数人心 目中的
“
现代

”
相去甚远

。

着眼于文字记录的语言来看
，

现代文字倒是和现代汉语对应起来了
，

但也不是没

有问题
。

我们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把汉语分为上古汉语
、

中古汉语
、

近代汉语和现代汉

语
。

但是
，

文字却没有做出相应的划分
。

虽然唐兰先生 《中国文字学 》把隶变以后的汉字
叫做近代汉字

，

但是
，

其
“
近代汉字

”
的所指与着眼于字形的

“
现代汉字

”
的所指并没有

什么不同
，

只不过是用词不同而已
。

把现代汉字定义为
“
记录现代汉语的工具

”
或

“
记录

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工具
” ，

虽然便于操作
，

但过于简单化
，

没有能够说明记录现代汉语

的文字和记录古代汉语
、

近代汉语的文字有什么不同
，

也不能反映文字发展与语言发

展不同步的特点
。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 》从汉字字体演变上把汉字分为古文字和隶楷两个阶段 。

为了

比较细致地阐明汉字演变的历史
，

前后两个阶段内还可以各分为几个小阶段
。

根据汉

字各个时期的特点
，

前期可以分出商代文字
、

西周春秋文字等
，

后期也可以把隶书和楷

书分为两个小阶段
，

五四以来的汉字又可以作为楷书的一个小阶段
。

这样我们就可以

把
“
现代汉字

”
解释为

“
在文字的隶楷阶段中

，

记录现代汉语的楷书
” 。

这个解释兼顾字

形和语言特点
，

有如下优点
�

�
、

体现文字发展的自身规律
。

汉字处在不断的演变发展之中
，

从甲骨文
、

金文
、

描

文
、

篆文到隶书
、

楷书
，

汉字形体的变化是
�
非常明显的

，

各个时期汉字的特点是各不相

同的
。

汉字的发展有其 自身的规律
，

和汉语的发展并不是完全同步的
。

从汉字演变的历

程来看
，

从甲骨文
、

金文
、

摘文
、

篆文到隶书
、

楷书
，

其发展的各个阶段和语言发展的各

个阶段并不能完全对应起来
。

从汉字的形体演变的角度来解释
，

不强求汉字发展阶段

与汉语发展阶段的对应
，

符合汉字发展的客观实际
。

�
、

从文字记录的语言实际出发
，

结合字形特点
，

避开从时间上把文字划分古代汉

字
、

近代汉字和现代汉字所遇到的尴尬
。

古文字和汉代出现的隶书记录的基本是古代

汉语文言
。

楷书的情况比较复杂
，

既记录古代汉语文言
，

又记录古代汉语白话和现代汉

语白话
。

五四以后楷书记录的就是现代汉语白话
。

我们理解的
“
现代汉字

”
这个概念

，

是

隶楷阶段中楷书阶段的下位概念
，

和
“
古文字

”
不是平行概念

。

楷书出现于汉末
，

盛行于

魏晋
，

和近代汉语的源头大致相当
。

如果我们把五四以前记录古代汉语文言和古代汉

语白话的楷书比附为
“
近代汉字

” ，

那么
， “
现代汉字

”
就是

“
近代汉字

”
的平行概念

。

这样

划分
，

教学中容易讲清楚
，

所用的
“
现代

” 、 “
近代

”
也和一般人心 目中的概念贴近

，

容易

被接受
。

上述观点图示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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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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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楷阶段
�

尸产一�
�

隶书阶段

甲

誓
、 二

了沐
�、

楷书阶段

�一�
、

�
近代汉字 现代汉字

�
、

把字形标准和语言标准结合起来
，

容易讲清现代汉字的特点
。

仅仅以字形为标

准
，

其必然结果是现代汉字没有特点
，

它的特点就是楷书的共同特点
。

如果我们结合现

代汉字记录的语言的特点来看
，

现代汉字至少有如下特点
��

、

从系统上看
，

古文字和

近代文字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

字量和每个字所负载的音义不会再有变动
。

现代汉字却

是
“
一个开放的系统

，

字量和每个字所负载的音 义有可能发生变化
。 ” ‘�’现代汉字中有

一些是专门记录现代汉语的
，

如
“
镁

、

琉
、

经
、

泵
、

气
”
等

。
�

、

从字形上看
，

简化字是现代

汉字的主流
。

虽然从古至今汉字形体的变化趋势是简化
，

但是
，

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今

天这样积极主动地规范
、

简化汉字
，

并由此产生 了大量的简化字
。
�

、

从文字记录的语

言单位来看
，

单个古文字和近代汉字记录的单位大多数是词
，

而单个现代汉字记录的

语言单位大多数是构词的语素
。
�

、

从字形和字义的关系看
，

由于简化
，

产生了大量的

纯记号字
、

半记号字和轮廓字
，

现代汉字较之同样是楷书的近代汉字的理据性更加削

弱
。
�

、

从文字产生的途径来看
，

有人认为除了形声
、

会意以外
，

现代汉字还有一些独特

的造字方法
。

二
、 “
六书

”
和现代汉字字形结构

“
六书

”
之说

，

始见于 《周官
·

保氏》 ，

东汉许慎归纳
、

整理成完整系统的理论
。 “
六

书
”
是造字方法的理论

，

在分析古代汉字的造字方法
，

研究汉字形
、

音
、

义的历史发展变

化
，

利用汉字的分析以辨识古代文献中的字义
、

词义等
，

都起过 巨大的作用
。

但是
“
六

书
”
理论对现代汉字的解释力有限

。

对于这一点
，

许多学者都已注意到了
，

林祥媚指出
�

“
如果从现代汉字看

，

可以说
‘

六书
’

基本上只剩下形声字这样一个造字类型了
。 ”
邢福

义也指出
�“
汉字发展到今天

，

由于字形
、

字音
、

字义的演变
，

象形字已经不象形
，

形声字

中相当一部分声旁和部分形旁失去表音
、

表意功能
，

对不了解汉字构造字理的人来说
，

这类字就成了仅仅在字形上具有区别作用的记号
。 ”

高家莺
、

范可育说
�“
特别是汉字简

化后
，

出现了一些特征字 �如
“
声

” 、 “
丽

” ，

保留了原字形 的部分特征�
、

轮廓字�
“
鸟

” 、

“
龟

” ，

反映了原字形的轮廓�和符号字 �如
“
仅

” 、 “
环

”
右边是一个既不表音又不表意的

符号�
，

打乱了原来的汉字体系
，

更不是
“
六书

”
原则所能概括的

。 ” ” 】

面对这样的实际
，

现行现代汉语教材对
“
六书

”
理论也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

一种是

在文字部分不提造字法
，

从笔画和结构两个方面来分析现代汉字的形体
，

如张志公

�������另一种是先以一个小节讲
“
六 书

” ，

然后再用部件分析法分析现代汉字的形体

结构
，

如胡裕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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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做法
，

基于对现代汉字性质和特点的不同认识
。

从笔画和结构两个方面来

分析现代汉字的形体
，

优点是标准单一
，

逻辑严密
，

分析方法容易贯彻始终
。

其分析顺

序为
“
整字�部件�笔画

” ，

便于操作
，

容易把握
。

其分析结果也具有内部的一致性
。

但

是
，

这种方法忽视了汉字字形和意义之间的关系
，

割裂了部件结构之间的理据
。

不能

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结构
，

容易使学生产生现代汉字就是笔画和部件

的组合这样的片面认识
。

事实上
，

造字法理论是无法回避的
，

张志公也认为
“
现代汉字

主要是形声字系统
” ， “
形声字是比较方便的造字方法

”
���

。

后一种做法单列一节讲造字法理论
，�

有完整的知识体系
。

作为汉字来源的背景知

识
，

对学生理解汉字和其负载的意义之间的关系
，

了解现代汉字的构造很有帮助
。

并

且结合现代汉字的部件分析法
，

既讲清了现代汉字的源流
，

又能对现代汉字的结构特

点有 比较清楚的认识
。

但是
，

从根本上说这种方法还是部件分析法
，

因为
“
六书

”
理论

在内容安排上和分析现代汉字的部件分析法并没有内在的
、

有机的联系
。

这种方法
，

也没有说明现代汉字造字法和古代汉字造字法有什么不同
。

因为用六书理论来套现

代汉字
，

许多问题是无法解释的
。

现行教材很少认真分析现代汉字造字法究竟和古代

汉字造字法有什么不同
。

讲六书理论
，

举的也往往是现代汉字的例子
，

容易使学生错

误地认为
，

现代汉字的构造方法和古代汉字的构造方法是一样的
。

因此
，

笼统地介绍

古代汉字的造字法对全面
、

准确地理解现代汉字形体特点并没有什么切实的帮助
。

汉字字形的分析理论和汉字的构造理论关系非常密切
。

许慎用六书理论
，

把 ����

个汉字�小篆�各归其位
，

说明六书理论在分析古文字方面是 自足的
。

时至今 日
，

六书理

论在解释现代汉字方面不够充分
，

也是必然
。

胡裕树先生指出
�“
汉字的字体是有继承

性的
，

新的字体只是取代旧体而通行
，

不一定要 以消灭 旧 的字体作为 自己存在的条

件
。 ”
面对这样的事实

，

如果完全抛开六书理论
，

仅仅从笔画和部件的角度来分析现代

汉字
，

其解释力也是有限的
。

沈孟理说
�“
现代汉字的表意性有削弱的趋势

，

记号字比重

加重了
，

但在现代汉语通用字中
，

形声字仍占到 ��� 以上
，

这说明汉字带
‘

有理性
’

的

特点仍很突出
。 ”
��� 五四以后出现的新字

，

大多数是用
“
形声

”
的造字方法造出来的

，

如
“
镁

、

氖
、

氢
”
等

，

这是不容忽视的现实
。 “
会意的方法还在继续使用

，

不过造的字不太多
。

和古汉字不同的是
，

古汉字是用象形的字形来会意
，

现代汉字则用楷书字形来会意
。

例

如
�
聋

、

夯
、

朵
、

余
、

由
、

泰等
。

简化字
‘

灭
’ 、 � ‘

泪
’ 、 ‘

孙
’

等
，

用的也是会意法
。 ” ‘�
也就是说

，

“

形声
”
和

“
会意

”
这两种造字法还活在现代汉字中

，

讲现代汉字是无法回避的
。

当然
，

六书理论也有不适合现代汉字的一面
。

一是六书中的象形
、

指事
、

假借和转

注今天已经不再使用
，

二是现代汉字出现了一些用
“
六书

”
无法概括的造字方法

。 “
例

如
� ‘

琉
’

读音是 ���
，

是
‘

氢
’

和
‘

硫
’

的合音… …它的字形也是
‘

氢
’

和
‘

硫
’

字的部分拼

合
。 ……又如

‘

乒
’ 、 ‘

乓
’ 、 ‘

有
’

等
，

字形从近音字
‘

兵
’ 、 ‘

有
’

变化而来
，

可以称为变形

字
。

此外
，

简化字里还有一批用非音非意的符号�
‘

又
’ 、 ‘

又
’

等�同其他部件组合而成的

字�如
‘
区

’ 、 ‘

赵
’ 、 ‘

风
’ 、 ‘

难
’ 、 ‘

凤
’ 、 ‘

圣
’ 、 ‘

发
’ 、 ‘

仅
’ 、 ‘

戏
’ 、 ‘

轰
’

等�以及草书楷化而成

的字�如
‘

书
’ 、 ‘

农
’ 、 ‘

为
’ 、 ‘

长
’

等�
。 ” ‘“
如果生搬硬套

“
六书

”
理论来解释现代汉字或对

现代汉字中出现的新的现象视而不见都是不正确的
。
而现行教材在这方面显然做得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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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
。

如何分析现代汉字一直是文字学研究的一个重点
，

很多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的

探索工作
。

裘锡圭的
“
记号字

、

半记号字
、

变体表音字
、

合音字
、

两声字
”

的提法是很有启

发性的
。 “
在汉字发展的过程里

，

由于字形和语音
、

字义等方面的变化
，

却有很多意符和

音符失去了表意和表音的作用
，

变成了记号
。 … … 由于汉字字形的演变

，

独体表意字的

字形大都丧失了原来的表意作用
。 ” �， ‘

沈孟理根据现代汉字本身使用的部件的性质
，

认为现代汉字是
“
意符音符记号文

字
” 。

我们也认为
，

不论是形声字
、

会意字还是记号字
、

半记号字等等
，

其构成元素也就

是意符
、

音符和记号
，

三种元素的相互搭配
，

就构成了现代汉字的形体
。

苏培成认为
�

“
现代汉字的构字法主要有以下七类

。
�

、

独体表义字
，

由一个意符构成 ��
、

会意字
，

是合

体表意字
，

由意符和意符构成 ��
、

形声字
，

由意符和音符构成 ��
、

半意符半记号字
，

由意

符和记号构成 ��
、

半音符半记号字
，

由音符和记号构成 ��
、

独体记号字 ��
、

合体记号

字
。 ” ‘�
我们认为这样的分析方法 比较符合汉语的实际

。

既讲清了现代汉字和六书的关

系
，

又不被六书理论束缚
，

反映了现代汉字的特点
。

另外
，

现代汉字中也存在音符和音

符构成的合音字
，

如上文提到的
“
琉

” 。

当然这类字很少
，

如果考虑到单列一类的代价问

题
，

这类字也可 以归人
“
半意符半记号字

”
和

“
半音符半记号字

”
中

。

而像
“
甭

、

角
、

的
”
等

字
，

既可 以看成是合音字
，

也可以看成是会意字
。

我们更倾向于看成是会意字
，

因为这

类字可 以
“
望文生义

” ，

而
“
望文生音

”
则 比较困难

。

汉字本身就是不擅长表音的文字
，

即

使表音也往往是不准确的
，

形声字尚且如此
，

更何况其他
。

综上所述
，

我们认为
，

现代汉语课程中的文字教学
，

在分析汉字形体的时候
，

要从

现代汉字的实际出发
，

既没有必要对六书理论避而不谈
，

也没有必要为了照顾体系的

完整而不顾现代汉字的实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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