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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衲椭旎卫籽放谢懈岛瓿稻．
汉字的研究应该室星王迟兰笪奎堡婴主璺盟砭壅。本文对殷而金

文的构形系统进行描写，统计了构件的数量、频率、分布、功能等构

形属性。并比较不同的汉字构形系统，确定处于早期汉字发展阶段的

殷商金文构形系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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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study on the form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scril：ltions on the Bronze Objects；the Shang Dynasty are the

earliest systematic characters ever seen in Chinese history·1'he

system of Chinese characters formation about inscriptions on the

Bronze Objects in the Shang Dynasty is described by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incomplete statistics．we made a statistic analysis ot

tllese elements in amount，types，positions and functions·l'hrough

the historical comparison，we reveal the characteristics about

inscril：Itions on the Bronze Objects．

Key words：the System to Form Characters；Inscriptions on the

Bronze Objects；the Sha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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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垄生屋伍史上。j乙』乱J必握查羞主旦皇堕壅塑塑鱼豆塑塞盟堕垡望 啪赴
开始，商代处于第二时期，大致开始于公元前十七世纪初，结束于公元前十一

世纪。商代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历时六百年左右。我们称呼商代也叫殷商，

在盘庚迁殷之后，这个朝代仍用“商”称呼自己，“殷人”则是商以外的人对

商朝人的称呼。

文字是殷商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随着殷商王朝的灭亡，王室的档案大部

分都散失了。公元前一世纪，当司马迁开始编纂《史记》，他能够利用的殷商

历史的文献已经很少了。《史记·殷本纪》中只是提供了殷商王室世系和一些

史事。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关于殷商的史料一直是历史学家争论

的重点。在公元十二世纪左右，北宋的学者开始研究青铜礼器，这类青铜礼器

在汉代已被人认为是夏、商、周三代之物。当时研究的重点主要放在铭文上。

到了清代末年，殷商文字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甲骨无意中流落到文字学家手

中。于是，殷商文字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殷商文字材料中，数量最多的是甲骨文，其次是金文。此外，在陶、石、

玉、骨、角等物品上也发现了文字，不过数量都不多。甲骨文和金文研究成为

殷商文字研究的主要内容。金文资料总结的著作，我国台湾有艺文印书馆出版

的《金文总集》(严一萍)与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商周金文集成》(邱德

修)两种。在内地出版的《殷商金文集录》(徐中舒)，收集1949年以后新出

土的有铭青铜器九百七十三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辑的收有铭青铜器达

一万余件的十八册《殷周金文集成》，更是集金文之大成的著作。在金文考释

方面，主要的有《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郭沫若)，《双剑嫠吉金文选》(于

省吾)，《积微居金文说》(杨树达)，《金文诂林》(周法高)，《金文通释》(日

本·自川静)。最近出版的有《金文形义通解》，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的张世超、

孙凌安、金国泰、马加森等，由日本中文出版社出版(1996年)，是金文考释

集大成的著作。

汉字作为汉语书面语的符号系统，其符号特征性与体系性内涵，需要我们

逐步认识。汉字是互有联系的整体，汉字构形具有理据，其理据也是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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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汉字的发展过程具有渐进性和持续性，这是汉字

发展史建立的理论依据。汉字发展当然也有其不平衡的一面，受外界因素的影

响，有时候发展快一点，有时候慢一点。当各种变化因素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

汉字之间的内部关系会做一次较大的调整，由此显现出汉字发展的阶段性。整

个汉字的发展的历史，就是由各个既有内在联系又有不同特点的汉字发展阶段

组成。

这就需要汉字学不能局限于微观系统的描述，必须建立宏观的汉字学理论

系统。我们应该先对古今汉字的个体进行历时共时的全面调查，然后按照不同

的时期、不同的类型，弄清楚汉字各个共时平面的大致面貌，整理描写出不同

层面的汉字共时构形系统。我们要了解汉字的发展变化，只有通过比较汉字各

个时期的平面构形系统。这样，通过建立在系统比较的基础上的汉字发展史才

能具有科学性。

在文字系统内部，我们需要对构字部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包括，

构字部件的数量、构字能力以及各构字部件的功能等。这一层次上的很多现象

都是隐性的，但是它制约了以字为单位的显形系统的实际情况。许多文字层面

的问题一定要在构件系统中才能彻底解决。

王宁先生《系统论与现代构形学的创建》①一文提出系统整理、分析、描

写汉字构形的理论。汉字作为一种信息载体，在构形上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

它的内部具有一种相互制约的内在机制。王宁先生认为汉字构形系统是有限的

基础元素带着某种功能，按照一定的模式有层次有布局地结合起来的有序的网

络。迟呈爨羼妻题全整堡圭塑丕堑壅丝曼!墼塑翌墨篓至堑叁煎面丕题塑整∞
过程。汉字构形学应当为各个历史层面上汉字构形系统的描写和历史层面上汉

字构形不同系统的比较服务。这种理论以字形为中心，探讨汉字发展的内在规

律，提出了描写汉字这个符号系统的具体操作模式与量化标准，具有重大的理

论价值。

王宁先生的汉字构形理论认为，汉字作为～种信息载体，在构形上必然是

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断代汉字总体，应当有自己的构件系统，这些构件有自

己的表层结构和层次结构。借助于构件系统，汉字个体形成互相关联的、有序

的符号系统。汉字个体的考察，只有在整个文字系统中得到验证，才能是可信

的。传统的文字学仅仅探讨汉字个体的形体变化。只有在弄清汉字个体形体变

化的基础上，考察汉字构形系统的总体演变规律，并对这种演变的内在和外在

的原因作出符合历史的解释，才能称为汉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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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圃先生的《甲骨文文字学》对殷商甲骨文进行了断代研究，作者在前言

中明确指出，必须建立宏观汉字学理论系统，《甲骨文文字学》就是在殷商甲

骨文字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一步断代汉字学。全书着眼于描写殷商甲骨文

的本体系统，涉及汉字学的发生系统和文字系统。主要包括，甲骨文的性质特

点、构字要素、造字取象、取象造意、造意表词、结构类型以及文词用字等。

在本书第二章中，李圃先生提出“字素”的概念。“汉字的字素是构成汉

字的结构要素，是汉字中形与音、义相统一的最小造字单位。”④经过统计，

指出甲骨文中具有独立造字功能的字索共有324个。第三章、第四章创造性地

提出甲骨文字的八种造字方法。甲骨文字的结构层次、结构类型在第五、第六

章中得以详细讨论。在此基础上，作者归纳出甲骨文字的六种表词方式。全书

最后一章，作者讨论了甲骨文字在形体、结构、认知上的特点，得出结论：甲

骨文字是表意体系的语素文字。

李圃先生在《甲骨文文字学》中实践了字素理论在断代文字学研究中的应

用，全面描写了殷商甲骨文文字的构形系统，总结了殷商甲骨文的性质特点。

本书不仅仅局限于描写静态的构件系统，通过造字取象、取象造意、造意表词

等概括，匾盟韭、汉字的发生系统进行搽讨。囿于当时的技术原因，在穷尽性方

面，在韭堂直握壶垄签。

张再兴先生的《西周金文系统论》对西周金文进行了断代研究。借助于先

进的计算机技术的支持，本书开穷尽住研究断代文字的先河。中国文字研究与

应用中心开发的《金文资料库》为本书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金文数据库系统，

主要包括器铭、单字、构字元素以及研究资料。这个资料库的基础之上，作者

设计了汉字结构分析系统，可以分别就成字和构字元素两个方面分别对文字结

构的各种属性进行统计。作者同时设计了字频断代统计分析系统，该系统用于

自动统计金文单字的各种异体在各个时代的频率分布情况，在此基础上，可以

再进行字频分布、异体频率分布、平面结构频率分布、表词结构分布等统计分

析。

在正文中，作者统计在的基础上，进行了字频、结构、异体的研究，归纳

了西周金文文字的特点。在字频研究中，作者对字频的级别、频率的分布进行

了归纳，发现西周文字字频与西周金文的释读率呈正相关，同时与古文字的传

承率也呈正相关。

本书的后三章主要对西周金文的构字元素进行了研究。“字素”被张再兴

先生赋予了新的意义④，字素是汉字中形义相统一的造字单位，分为独体和合

体两个层次。作者统计出礴周会文字豢共404个。并根据字素的构字能力，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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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素分为五个级别。同时西周金文字素和甲骨文字素、西周金文字素进行历时

的比较，说明字素的变化与文字本身的演迸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字素功能研

究是本文的重点，作者详尽描述了西周金文字素的表义、表声、表义兼表声以

及其他的功能。最后提出了西周金文字素表义功能的几点理论思考，得出了西

周金文字素表义功能研究的意义。

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在本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通过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十

分明晰地认识西周金文的构形系统；同时通过和殷商甲骨文、小篆的构形情况

进行纵向对比，我们很容易发现西周金文在整个汉字发展史中的地位。

齐元涛《<说文>小篆构形系统相关数据的计算机测查》@一文，对小篆的

构形系统、义类与意义系统、古音韵系统进行了穷尽性的分析。本文先提出建

立构形数据库的理论和方法，作者认为构形的最小元素——形素是分析的最终

目的。形索组成全字的过程中有三个层次是主要的：基础构件、直接构件和字

全形。构件有五种功能：表形、表义、示音、标示和其他功能。在组构时，以

王宁先生提出的构件八种组织功能作为标准：全功能零合成、会形合成、形义

合成、形音合成、标形合成、会义合成、标义合成、义音合成、标音合成。

通过统计，作者归纳出小篆的形位(字素)共有414个，其中成字形位289

个，变体144个；非字形位125个。只有一个形位构成的小篆有107个，占总

数的1．02％，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形位构成的小篆有10314个，占总数的98．96

％。由此可以知道：小篆的平面构成字很少，已经形成了构形的层次化。其中，

以两个层次的字居多，其次时三层和一层的字，四层次以下的字有10270个，

占全部字数的98．56％。在小篆的构形模式中，以形音、义音合成为主，即我

们通常所讲的形声。小篆的平面布局以二分为主，二分的字占94．7l％，其中

左右结构构字量在73％以上，左右结构中形声字有占了91．76％。作者最终得

出结论：小篆的构形已成体系。同时证明，汉字的构形系统时确实存在的。

△= 识议

本文研究的目标是通过殷商青铜器铭文构件系统的多层次全方位分析统

计，以相关断代、类型的实物文字材料为参照，揭示殷商盒文构形系统的特点。

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

首先，填补了殷商余文枸形系统研究的空白，为汉字构形发展史研究作出

贡献。殷商金文的数量不多，律往受到研究者的忽视，其结果是大家都对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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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的文字有一个大概的印象，这种情况极大地影响了人们正确地认识殷

商金文构形的特点，导致整个汉字构形发展史出现空白。本文的出现填补了这

个空白。

其次，为殷商金文的释读提供新的资料。通过对构件功能的全方位的分析，

能够准确认识古文字的构形理据。殷商金文处于文字发展的早期阶段，很多文

字迄今只能存疑。我们通过对殷商金文构件的分析，明确构件的构形理据，这

为古文字的释读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殷商金文是汉字发展史上殷商的实物文字材料，与殷商甲骨文构成汉字的

第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相对于殷商甲骨文、西周金文，殷商金文有一下特点：

首先，殷商青铜器的分布很广，殷商文化的区域内，北至东北、内蒙古，

南至湖南、江西，东至海滨，西至陕西、甘肃，都发现有青铜器。而以殷商政

治中心河南、陕西为最多。

其次，从内容上看，殷商金文虽多属于与祀典有关的纪事以及大量的族徽

符号和族名，但是从古文字学以及殷商历史的角度来看，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

值。殷商金文和甲骨文、西周金文共同为中国的上古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再次，从篇幅上看，殷商金文长篇的不多，40字以上的铭文只有2件，从

器的数量看，比较清晰的殷商金文共有4450器，西周金文共4889器，春秋金

文共955器，战国金文1257器，另外待考的629器。殷商金文占了总器数的

36．38％，仅次于西周青铜器的数量。

从青铜器铭文的数量上看，12231器的总字数为117848，殷商金文字数为

12569，其比重约为lO．67％，这个比例小于殷商金文器数的比例，是因为殷商

金文长铭不多。

从金文的用字量来看，金文总字数为5834个，殷商金文共有1805个，占

金文总数的30．94％；西周金文的字共有2837个，占金文总字数的48．63％。

壁塑垒塞尘王耍旦垒塞盟旦至重：送婴塞主随羞盟盐驹发展面主童： ’译髓
综合以上的几个数字，我们发现，作为汉字发展史的早期阶段，殷商金文

文字系统肯定有其独特的面貌。殷商金文对于整个汉字发展史的研究的价值十

分巨大。

四

本文研究的对象为殷商金文。断代依据为《殷周金文集成》。构件分析主

要依据《会文形义通刺》、《金文诂林》。技术支持来自《商周金文数字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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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根据《商周金文数字化处理系统》殷商铭文青铜器共有4507器。比较明

确、清晰的共有4450器。殷商金文字头共有1715个。根据文字学界对构件构

成，构件功能，文字本义考释程度，又有不同的层次。

1．字形结构、表词方式基本有定论的己识字，这部分字的构件可以作为构

件分析的基本依据。这类字头共有537个。详见表0-I。

2．字形结构明确，表词方式待考的隶定字，这部分字的构件只能进行部分

功能分析。这类字头共有96个。详见表0—2。

3．字形结构、表词方式都有待进一步考证的未识字，这类字头共有1050

个，不作为构件功能分析的依据。

1．董

2．安

3．八

4．百

5．般

6．保

7．寅

8．蒙

9．衍

10．北

li．具

12．狈

13．皂

14．匕

15．比

16．采

17．骊

19． 予

20．丙

表o-1殷商金文已识字

21．秉

22．垃

23．厢

24．U

25．弄

26．逋

27．h

28．不

29．步

30．才

31．畲

32．毫

33．受

34．受

35．册

36．妓

37．叉

38．锤

39．直

40．L¨

41．臣

42．辰

43．明

44．偶

45．酣

46．齿

47．虫

48．健

49．臭

50．出

51．营

52．J

53．串

54．买

55．此

56．柬

57．次

58 mI

59．从

60．If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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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徒

62．徒

63．匝

64．自又

65．大

66．罩

67．刀

68．得

69．受

70．登

71．帝

72．醉

73．典

74．丁

75．鼎

76．冬

77+豆

78．盾

79．多

80．呢

81．耳

82．=

83．伐

84．凡

85．[

86．方

87．丰

88．釜

89．缶

90．夫

91．弗

92．扶

93．鬲

94．蝠

95．明

96．父

97．父

98．媚

99．埽

100．娟

101．千

102．高

103．告

104．戈

105．鬲

106．各

107．庚

108．庚

109．工

110．工

112．公

113．宏

114．富

115．葬

117．共

118．莺

119．遵

120．姑

121．羧

122．教

123．鼓

124．毋

125．盥

126．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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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千I．

161．季

162．既

163．家

164．甲

165．开

166．羹

167．蠢

168．盛

169．囝

170．兄

171．冬

172．弱

173．降

174．交

175．躯

176．角

177．跚

178． 同

179．堇

180．京

181．井

182．驮

183．竟

184． U

185．九

186．霹

187．具

188．遽

189．君

190．翌

191．康

92．亢

193．丐

194．克

!!!：!．旦l
196． 《

197．荷

198．莳

199．夔

200．鞍

201．柬

202．妹

203．耒

204．霓

205．鑫

206．蘸

207．璺

208．邋

209．力

210．立

211．奢

212．可

213．林

214． 留

215．铃

216．需

217．令

218．川方

219．六

220．1}苣

221．身

222．景

223．隆

224．鹿

225．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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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暇

260．乃

261．南

262．矍

263．萝

264．匿

265．年

266．萱

267．廿

268．岛

269．}"

270． I

271．宁

272．轲

273．牛

274．弄

275．女

276．婴

277．旁

278．朋

279．彭

280．叁

281． ≈

282．峄

283．彝

284．品

285．柬0

286．圃

287．七

288．妻

289．曼

290．四

291．其

292．翼

293．杞

294．取

295．叹

296．U

297．遣

298．觳

299．羌

300．瞒

301．青

302．卿

303．盥

304．泉

305．犬

306． Ⅱ

307．人

308．壬

309．刃

3t0． 日

311．戎

312．若

313．三

314．龟

315． 山

316．商

317．上

318．勺

319．舌

320．射

321 射

322．涉

32置 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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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取

359．奥

360．同

361．霆

362．徽

363．刻

364．剩

365．圊

366．土

367．妥

368．奴

369．孑叉

370．整

371．t．／

372．菌

373．王

374．望

375．望

376．}々

377．口，

378．臼

379．未

380．文

381．我

382．吴

383．惩

384．五

385．午

386．午

387．翘

388．武

389．衡

390．戊

391．戊

392．孜

393． 垒

394．弱

395．兮

396．话

397．析

398．奚

399．息

400．执

401．羲

402．徙

403．戏

404． §

405．先

406．受

407．自

408．献

409．绑

410．向

411．象

412． {

413．孝

414．窈

415．窈

416． 一心

417．婊

418．辛

419．辛

420．新

421．典

422．行

423．章

【O

456．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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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祉

458．亦

459．役

460．孔

461．邑

462．虞

463．寅

464．寅

465． Ej

466．尹

467．弓

468．强

469．自

470．永

471．甬

472．用

473．尤

474．臃

475．脖

476．友

477．友

478．酉

479．又

480．纫

481．于

482．舁

483．雩

484．角

485．涡

486．濑

487．雨

488．禹

489．玉

490．聿

491．毓

492．鸢

493．元

494．爰

495． 日

496，月

497．戊

498．宰

499．忡

500．矢

501．宅

502．孥

503．朕

504．妊

505．折

506．正

507．霉

508．叟

509．蔓

510．戢

512． 塞

表0-2殷商金文隶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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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童曼．釜薹立二ii：i：二．．1
1．黄曩■面——_
3．觑

’。。。。。'1⋯一⋯一⋯～_^。一
33．姗

一～一一1一_-H⋯1一～一一一
{34。蚩
●。。。●一一¨¨“⋯⋯。。。。。。。。。'‘⋯——⋯，～35巨l

37．i

38。Y

39．露

40．卷

41． ；

42．国

43．砒

44．豢

45．睦

46．陕

47．j}母

48．姆

49。赛

50．龟

51．j戋

52．蠢

53．绕

54．侏

55．赢

56．宰

57．奋

58．偷}

59．牵

60。榇

61．螽

62．袅

63．吡

64．膏

65．藏

66．咸

67．葺

68．珏

-70．蕈
● ⋯J⋯⋯～⋯_。_一_～一一～
：71．扇

；72．威

2

74．萁

75。冥

76．冥

77．连

‘78．亩虹

79．家

80．窝

81．圈

82．觳

83．露

84．正

85．者

86．成

87．宣

}。。!!二．墼一 一．。。：
|90．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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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方法首先是采用数字化手段对殷商金文进行穷尽性数理统计，

依托《商周金文数字化处理系统》，筛选出属于殷商的青铜器铭文，以铭文单

字的字头作为记录单位。这样，每个记录单位可以和器名、异名、拓片、释文、

出土地点进行关联。

其次，采用构件分析的方法。这里的“构件”，指构成字的部件。对每个

记录单位的字形结构、结构方式，表词方式进行穷尽性的分析，从而全面展示

殷商金文的构形系统。我们对每个记录单位按照层次进行切分，由字头到直接

构件，由直接构件拆到下层构件，直到不能拆分为止，即拆到能独立体现完整

造意的构形最小单位——基本构件为止。在此基础上就可以进行殷商金文的用

字频率、异体频率、结构频率的分析。

本文第一部分重点立足于殷商金文无差别构件的功能性分析，详尽描述了

无差别构件的数量、频率、方位、层级、造字功能等，以期对殷商金文的构形

系统进行详尽的描写。我们希望将此系统置于整个汉字史中进行观察，对比殷

商甲骨文、西周金文以及小篆系统的构形，我们可以了解殷商金文的构形特点

以及它在整个文字构形发展史中的地位。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殷商金文文字材料的特点，作为记录语言的载体，殷商

金文有其专门的用途，主要用于王室祭典、族名和族徽符号等。和甲骨文比起

来，殷商金文具有文字正体的性质。殷商金文留存文字材料也十分有限，例如

长篇铭文很少，字头数量有限，多数为五个字以下的。这都造成殷商金文作为

语言载体的局限性，从字的层面分析明显不足。因此第～部分我们只是对文字

的下位层次构件进行穷尽性的分析，希望能够弥补因为单字数量问题而造成的

局限。

在第二部分里，我们选取殷商金文中记录语言最为发达的名词字头部分，

共464个。这占整个殷商金文分析字头的66．10％。我们选取甲骨文字中能够

与之相对应的字头，共258个。这样我们就确定了进行构形比较字头的数量。

通过同一词类的字头构形系统详尽的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排除殷商金文记录

语言功能不发达现象的干扰。在特定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发现殷商金文构形系

统与甲骨文构形系统的差别，同时可以更好地了解殷商金文构形系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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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殷商金文构形系统

描写汉字演变现象，理清汉字发展脉络，总结汉字变化规律，是汉字研究的

目的。而所有这些工作都离不开汉字的断代测查。只有弄清不同历史层面汉字系

统的面貌，才能确立历代汉字在汉字发展史上的地位，汉字史研究才会有意义和

价值。本文上篇重点描写无差别构件的数量、频率、层级分布、功能分布，希望

能够发现段商金文文字系统的构形属性。无差别构件分析方法的应用，弥补了殷

商金文文字材料有限带来的文字层次研究的局限性。为文字材料缺乏的字系研究

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构形研究方法。通过和殷商甲骨文，西周金文、小篆构形系统

进行多方位的比较，可以确定殷商金文的性质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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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殷商金文无差别构件的数量研究

1．1无差别构件的概念

我们把构成汉字的部件称为“构件”。汉字是由不同数量、不同功能的构件

按照不同的结构方式组合而成的。汉字的结构具有层次性，因此作为构字部件的

构件同样具有层次性，我们把构件分为独体和合体两个层次。按照是否构成字可

以分为成字构件和不成字构件。“无差别构件”是指以字头为单位在不同结构层-—_—’—_H_—_—___——-———_¨h__h——～⋯m_⋯～_—一
次上出现的所有构件。

1．2无差别构件在构形系统中的地位

汉字的形体结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变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汉字表现出不

同的形制，具有不同的构形特点。每个历史时期的无差别构件的特点呈现出这一

时期文字构形特点的风貌。在汉字演变过程的每一个历史时期，汉字都有其不同

于其他时期汉字的个性。汉字的断代特点在构形系统中的体现就是无差别构件的

变化，无差别构件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数量变化。以字头为单位进行无差别构件

分析，可以了解整个文字系统的构形状况。

是否具有一批比较稳定的构件，这是衡量共时文字系统严密程度的重要标

准。无差别构件中基础构件个数越少，参构频率就越高，系统性就越强。构件所

处的层级越低，说明参加构字的基础构件就越多。参加构字的构件增多，单个构

件所起的区别作用就会相对减少，自身的能量就会因为别的构件的存在而耗散，

变得不是那么重要。

对于殷商金文这种记录语言不发达的字系，从字的层面上研究构形存在着明

显的不完全归纳的局限，在构件层次上研究构形，多少弥补了这种局限。通过对

所有字头构件进行穷尽性分析，以下位层次的穷尽性来弥补上位层次的不足，这

样对于数理分析一个不完全样本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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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无差别构件数量及其类型分析

不同历史时期文字的无差别构件的数量是这一时期文字构形特点的重要参

考数据。汉字构形系统是由构件按照～定的结构模式有层次地组合起来的有序网

鲳，进入构字系统的构件不是无序堆积，而是具有理据性。具有理据性的构件在

数量上的变仇爱映了汉字构形系统相互制约的内在机制的变化。汉字虽然数量巨

大·但建遨些个体字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互相关联敝应部呈现系统性的有机整
体。每个汉字在构形系统中都有售甚的位置，一旦位置序列变化失衡≯构形系统

就会作出相应的调整以达到新的平衡。 、～～～一象彤》
无差别构件的定形和定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汉字是有图画发展而来的，甲公兰导

苣壅坠工尘量堕塑妻盈号和_加搽蠢成五±煎垄里兰堑：耋丕董壑是鑫型主a这是汉
字图画现象的遗留，结构的简单化是早期汉字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构件和单字的

构形，就会因为形象描绘客观事物，而变得不稳定。这种现象的改变通过构件的

同化和类化来完成。同化指没有区别意义的同物象归整为一个形体。类化指同一

童垄鎏墨数塑壁塑耋塑三二塾吵星基本{每件定形的过程，类化和同化相配合，
是基本构件向定量发展■汉字无差别构件的定形定量，是所有的单字个体趋于固

定、严整，使汉字的构形趋于严密，使汉字构形系统成熟的标志。

L 4殷商金文无差别构件的数量与殷商金文构形特点

根据我们的统计，殷商金文的无差别构件共433个。同时期的甲骨文无差别

构件共有673个@。殷商金文基本构件共有363个，详见表l—l；西周金文基

本构件共404个◎；小篆的基本构件共414个⑦。李圃先生在《字素理论及其在

汉字分析中的应用》④指出，自殷商经两周六国至秦汉，具有独立造字功能的基

本字素也只有400字左右。殷商金文独体构件共363个，少于400个。这和殷商

金文的文字材料有关系，作为特定用途的殷商金文一般比较简略，青铜器铭文可

识的单字大致只占全部铭文单字的五分之三⑨，殷商金文可识单字还要低于这一

比例。不可识单字中有一部分是地名和人名，这在殷商金文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尽管存在材料上的局限，殷商金文还是显示出其构形的系统性。依靠433

个汉字构件，殷商金文按照一定的结构模式有层次有布局地组合起来形成～个有

序的网络。合体构件的数量偏少，说明殷商金文构形系统欠发达。

表1—1殷商金文无差别基本构件频率 ‰一舻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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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丁409

8．女 392

9．辛 377

10．癸～一“一一⋯一33qi--
11．蠢 316

12．己 311

13．且 258

19．乍 209

21．目 191

4l弓 96

17

51．卿 70百■F————_百

79．毋 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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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昱 !1
102．弋 22

103．火

104．定

105，于 21而焉_————、

112．工

n3，示

儿4．享 18

¨8．壳 18

122．月

{23．泉 16

J8

126．行 15

函_耳■——————i

130．眉 14

131．来

132。广

133．j

134．蝠

135．辰

136．属

137．目

138．豆

139．虎

140．自

141．聿

142．午

143．儿

144．柬

145．主

146．心 11

147．厂 1l

148．五 1l

149．[

150 0 10 ．

151夫 i0

152．水

153．亥

154．齿

155．Lj 9

156．炎

157．虫

158．雨

159．叉

160．肉 9

164左

165．E

166瓤

167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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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殳 8

169．朋 8

172．亦 8

173．乇 8

174．九 8

175．酉

176．世

177．丐

178．方 7

179．南

180．斤 7

184．龟

185．免 6

186．二

187．欠 6

188．耒 6

189．刃 6

190．京

191．裔

192．柬 5

193．申

194．羽 5

t97．六 5

200．一

201．乡 3

202．万 3

203．永 3

204矢 5

207褒 4

19

210．九 4

213．每

214．冉

215．需 4

216．ji} 4

217．象 4

218．甘‘ 4

219．于 4

223．疋 4

224．皮 4

225．采

226．八

227．至

228．曲 3

229．白 3

232．于

233．矛

234．帝

235．蝙 3

236．夔

237．由

238．交

239．禹 3

240．甘 3

241．L 3

247宏 2

250．甬

251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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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次

253．， 2

254．b

255．单

256．亡

257．康

258．蓥

259．尹

260．臼

261．旬

262．无

263，射 2

264．{

265．鹿 2

258．A 2

269．言

270．矍 2

273．赢 2

276．兄

277．周

278．角

279．臼 2

280．桑 2

284乃

285熊 l

291．陵

294．叠 l

295．燕

296．8

297．友 1

298．竹

299．州 l

300．麂 l

304．币

305．元

308．圣 1

309．尤 l

310，委 l

314．寅

315．巽

316．乱

317．禺

318．鬼

319．身

320．璺

325．簿 l

326．废

327．光

328麓

329．井

330ig

331．1—

332．金

333．今

334．册

335．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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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黄

342：爽

343．斋

344．盾

345．兄

348．商

349．_--

350．来

351．麻 l

352．轲

353．L，

354．市 1

357．o

358．^

359．警

360．革

361．景 l

362，令

363．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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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殷商金文无差别构件的频率研究

2．1构件的频率及常用度分级

只有根据清晰的时代进行文字使用频率的统计分析，才能描述各个时代文字

系统的内在特征，也才能清晰地勾勒古文字发展史的轮廓。文字使用的频率的差

异反映了文字系统中个体文字单位记录语言功能的层次差异，体现了不同个体文

字在整个文字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字频统计关注的是各文字单位在文字系统中

使用的多寡，反映的是不同文字单位在系统中的不同地位。虽然就文字个体本身

而言，每一个文字单位都应该是平等的，它们都记录某个语言单位，反映人们对

客观世界的某种认识，但从使用角度而言，每个字的使用次数是不同的，因此又

是有级别之分的。

同样，作为文字下位层次的构件的频率反映了构件的构字能力，显现出构形

系统中各个构件之间的地位和作用的差异，构件的频率能够显现构件在构形系统

中的不同地位。构形系统中的差异，同样反映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程度，从

另外一个角度讲，也显示一个文字系统的成熟程度。无差别构件的频率可以在另

外～个角度反应一个时代的用字情况。

殷商金文的433个构件中，独体构件有363个，合体构件有70个。根据构字

能力的差别，我们将殷商金文构件分为高频构件、常用构件、次常用构件、罕用

构件等四个级别。

甲殷商金文构件参构能力最强的前10个构件为高频构件。详见表2一l。

乙殷商金文参构量在lO个以上的常用构件有148个。详见表2—2。

丙参构量在3个以上次常用构件有118个。详见表2—3。

丁参构量在3个以下的罕用构件有150个。

表2—1殷商金文高频构件

字颈 频率

1 父 1427

2． 又 1185

3 川 744

4．劣 664

5． 强 619



壁堕垒兰塑丝坌堑

j景薅i ||j 羰攀；：j。-一i

6． 子 463

7． 乙 451

8． 丁 409

9．女 392

10．辛 377

表2—2殷商金文常用构件频率

20．天 138

坠璺 坚

36．爪 88

40．其 79

50．立 68

57．王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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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坠 当 !!
105． 户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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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160． 孰 lO

表2—3殷商金文次常用构件频率

1． 雨 9

2． 司 9

3． 十 9

4． 肉 9

5．
”

9

6． U 9

7．旅 9

8． 亥 9

9．丰 9

10．虫 9

11．齿 9

12．叉 9

13．炎 9

14．左 8

15．n 8

16．余8

17．狱8

18．亦 8

19．额 8

20乇 8

21．世 8

22 0 8

23．t=8

24．jJJJ 8

25．丐 8

26．奎8

27．始8

28．虹8

29．高8

30．昌 8

31．壹 7

32．网 7 ．

33．龟 7

34．南 7

35．斤 7

36．亘 7

37．方 7

38．刃 6

39．欠 6

40．齑 6

41．免 6

铊．羿 6

43．耒 6

44．京 6

45．复 6

46．付 6

47，甫 6

48．二 6

49．扫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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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吹 6

51．矢 5

52．日 5

53。羽 5

54．永 5

55．L 5

56．天 5

57．戌 5

58。万 5

59．串 5

60．商 5

61．乡 5

62．一 5

63。六 5

64．柬 5

65．毫 5

66．白 5

67．竟4

68．穷 4

69，朕4

70．亩4

71．桑 4

72．疋4

73．窈 4

74．象4

75．雯4

76．奚4

77．四 4

78．史 4

79．冉4

80．放4

81．皮 4

82．A 4

83．1=|4

84．暇 4

85．牧4

86．每4

2．2构件的频率分布特点

87．需 4

88．柬 4

89．亢 4

90．九 4

91．蠲 4

92．关 4

93．古 4

94．蓠 4

95．于 4

96．h 4

97．蛋 4

98．产 3

99．弈 3

100。至 3

101．禹 3

102．由 3

103．土 3

104．肜 3

105．曲 3

106．音 3

107．矛 3

108．廨 3

109．蔓 3

110．爵 3

111．虞 3 ．

112．交 3

113．甘 3

114．埽 3

115。白 3

116．帝 3

117．采 3

118．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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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金文与殷商甲骨文唯一字形高频构件比较详见表2—4。

表2—4殷商金文与殷商甲骨文无差别高频构件比较

殷商金文 又 人 女 止 口 产 工 豕 子

殷商甲骨 又 口 止 太 人 女 水 于 中

殷商金文与殷商甲骨、西周金文唯一字形独体高频构件比较详见表2～5。
1-。_。。___-●_‘-___一

表2—5殷商金文与殷商甲骨、西周金文独体高频构件比较

殷商甲骨 又 口 止 木 人 女 水 广 dJ

殷商金文 又 人 女 止 口 广 支 泵 从

I西周金文 口 又 女 人 支 木 井 水 皿

从以上两表可以看出不同字系的高频构件具有不同的特点，这说明不同字系

的构形系统具有独特性。殷商甲骨和殷商金文唯一字形独体前十位高频独体构件

的重合率为70％；殷商金文和西周金文唯一字形独体前十位高频独体构件的重

合率为60％。殷商金文中，“女”的高频原因和殷商金文多祭辞、族徽符号有关

系，如所构形体中，“妇”出现6次，“好”出现8次。“从”在殷商金文中高频

出现，也是同样原因。

构字量在10个以上的常用构件相比较，殷商金文常用构件数量(148个)

远远大于西周金文常用构件(56个)。这反映出随着时代的发展，汉字构形系统

逐步趋向成熟。同时殷商金文次常用构件和罕用构件(共262个)与西周金文常

用构件和罕用构件(共294个)数量基本持平，这种状况表明早期汉字的构形系

统仍然显示出不成熟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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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殷商金文无差别构件的构字方位研究

3．1构件的构字方位研究的意义

汉字的结构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构件在汉字平面布局上的结构，这

种结构反映了文字构形系统规格化的程度，我们成为“平面结构”；另一方顽是

构件在表词方式上的结构方式，这种结构反映了汉字构件的构字功能规律，这种

内在的结构我们称为“层次结构”。

汉字的平面结构和汉字的体态密切相关。汉字的体态特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

它的块体构形，每一个文字都可构成独立完整的画面。从文字发展的早期阶段开

始，汉字的块状结构就已形成。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已经是方块形体了。o

通过对殷商金文构件构字方位的统计，我们可以了解整个殷商金文的规范化

程度。

3．2构件的构字方位种类及其分布状况

我们把汉字的构件方位详尽地分为13类。分别为上、下、左、右、中、内、

外、左上、右下、左下、右上、中上、中下等。每种类型的具体情况，详见表3

—1，表3—2，表3—3，表3—4，表3—5，表3—6，表3—7，表3—8，表3

—9。

表3—1殷商金文上方位构件频率

1． iI 316

2．大 100

3． 天 81

4． 明 70

S． 从 56

6． 辛 54

7． 酉 53

8． +1’45

9 |44

10．口41

11．止 41

12．麓 40

13．爪 38

14，日 36

15．舯 35

16．臼 35

17，产 34

18，莫 32

19，庚 29

20，尘 28

21．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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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口 26

23．目 24

24．义 23

25．戊 23

26．隹23

27．富 23

28．具 2l

29．焦 20

30．丁 19

31．毋 18

32．火 18

33．弋 18

34．手 17

35．羊 17

36．尹 16

37．矢 15

38．木 14

39．眉 12

40．聿 12

41．己 11

42．帚 11

43．旃 10

44．8 10一一一一一。／

。箜：毫一。t0
46．自 10

47．中 10

48．又 9

49．中 9

50．旅 9

51．” 9

52．罩 9

53．臣8

54．园8

55。厂 8

56．世8

57．岛 8

58．叟 8

59 n 8

60．网 7

61．壳 6

62．禾 6

63．了 6

64．从 6

65．虿 6

66．商 5

67．高 5

68．戈 5

69． 5

70．日 5

71．拐4

72．午 4

73．朕 4

74．寿4

75．守 4

76．雨 4

77．霉琶4

78．柬4 ～⋯～

79．龟 3

80．臼 3

81．由 3

82．羼 3

83．厣 3

84．赢 2

85．盅 2

86。刀 2

87．群 2

88．豆 2 —

89．m 2

90．丰 2

91．申 2

92．尹 2

93．A 2

94．肉 2

95．将 2

96．曲 2

97．乳 2

98．辰 2

99．暇 2

100．琢 2

101．周 2

102．女 2

103，雷 2

104．凶 1

105．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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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友 1

107．羲 1

108．于 1

109．匕 1

110．束 1

111．莴 1

112．凡 l

113√L 1

114．一 1

115．广 1

116．^ 1

117．今 1

118．A 1

119．整 1

120．力 1

121．母 1

122．示 1

表3—2殷商金文下方位构件频率

28．考 14

1．升 540

2． 口 122

3． 又 87

4． 丙 83

5． 一 78

6． 豕 66

7． 黾 61

8．人40

9． 止 38

10．支 38

11．姒 36

12．丹 35

13．皿 35

14．犬 33

15．卿 33

16．且 32

17．女 32

18．叟 29

19．燹 27

20．义 27

21．具 27

22．盱 23

23．大 23

24．丐 20

25．岛 18

26．目≮ 16

27．羊 15

29．譬 14

30．帚 14

31．臼 12

32．儿 12

33．其 11

34．从 11

35．0 10

36． 姓 10

37．审 9

38．心 9
—

39．田 8

40．口 8

41．狱8

42．灸8

43．子 7

“．亘 6

45．先 6

46．日 6

47．目 6

48．齿 6

49．幺 6

50．鼎 5

51．U 5

52．乇 5

53．虎 5

54臣 5

55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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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始 4

57．雯4

58．同4

59．亩 4

60．王 3

61．佳 3

62．甘 3

63．至 3

64．火 3

65．于 3

66．皮 3

67．壬 3

68．贾 2

69．辛 2

70．辰 2

71．晨 2

72．是 2

73．即 2

74．量 2

75．刀 2

76．受 2

77，木 2

78．屯 2

79．臌 2

80．矢 2

81．7_ 2

82．史 2

83．牵 2

84．林 2

85．肉 2

86．矢 2

87．戈 2

88．壹 1

89．焦 1

90．宦 1

91．羽 1

92．行 1

93．井 1

94．丰 1

95．京 1

96．山 1

97．每 1

98．十 1

99．觅 1

100．o 1

101．天 1

102．酉 1

表3—3殷商金文左方位构件频率

12．弓 39

1．产 615

2．阜 172

3． 人 94

4． 女 90

5． 帚 86

6． 又 82

7． 口 79

8． 目 77

9． 中 7l

10．{ 50

11．耳 4l

13，羊 38

14．立 34

15．止 32

16．戈 28

17．从 25

18．牵 21

19．叟 20

20．术 19

21．s 18

22．户 18

23 弭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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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子 18

25．矢 17

26．是 16

27．尊 15

28．毛 15

29．睾 14

30．{ 14

31，臣 12

32．示 12

33．幺 10

34．舟 10

35．女 10

36．支 9

37．司 9

38．豕 9

39．犬 9

40．采8

41．刀8

42．工 8

43．口 8

44．柬 8

45．虚 8

46．牛 7

47．爪 7

48．复 6

49．条 6

50．宜 5

51．酉 5

52．具 5

53．飘 4

54．弋 4

55．殳 4

56．始 4

57．羌4

58．从 4

59．缶4

60．立4

61．焦4

62．曼4

63．付 4

64．耒 3

65．删 3

32

66．夭 3

57，矛 3

68．古 3

69．L 3

70．岜 3

71．凡 3

72．§ 3

73．里 2

74．大 2

75．罩 2

76．再 2

77．壬 2

78．餍 2

79．中 2

80．至 2

81．干 2

82．力 2

83．爿 2

84．京 2

85．虎 2

86．夫 2

87，田 2

88．玉 2

89．捧 2

90．累 2
‘

91．正 2

92，疋 2

93．舣 2

94．未 2

95．日 2

96．訇 2

97．匕 2

98．帅 2

99．史 2

100．午 2

101．襄 2

102，其 1

103．水 l

104．鬼 l

105．斤 l

106．金 1

107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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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厂 1

109．柬 1

110．柬 1

111．余 1

112．昊 1

113．岛 1

114．辛 1

115．JIf 1

116．百 1

117．母 1

118．臼 1

119．水 1

120．南 1

121．革 l

表3—4殷商金文右方位构件频率

1．又 794

2． 女 221

3． 尊 162

4． 冈 84

5． 目 77

6． 支 59

7． 人 43

8． 子 38

9． 阜 36

10．乳 36

11．立 34

12．弓 34

13．止 31

14，匕 30

15．耳 26

16．曼 24

17．虐 24

18．中 24

19．戈 23

20．亍 18

21，缶 17

22．柬 17

23．大 14

24．号 14

25．巳 12

26．义 12

27，犬 n

28．献 10

29虫8

30．幺 8

31．七 7

32．余 7

33．隹 6

34．殳 6

35．羌 6

36．具 6

37．查 6

38．欠 6

39．豕 6

40．吹 6

41．刀 6

42．采 5

43．乡 5

44．帚 5

45．爪 5

46．成 5

47．牵 5

48．矢 5

49，步 4

50．关 4

51．糸 4

52．斤 4

53．j 4

54．南4

55．厂1 4

56，牧 4

57．冉4

58．敝4

59．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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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青 3

61．廉 3

62．熊 3

63．木 3

64．奔 3

65．叙 2

66．亡 2

67．田 2

68．告 2

69．各 2

70．毋 2

71．方 2

72．午 2

73．言 2

74．累 2

75．束 2

76，聿 2

77．努 2

78，； 2

79，付 2

80．睾 2

81．虹 2

82．虎 2

83．力 2

84，皇 2

85．无 2

86．职 2

87．口 2

88．禺 1

89．令 1

90．定 1

91．属 1

92．毛 1

93．帛 1

94．币 1

95．耒 1

96．舟 1

97．点 1

98．母 1

99．白 1

100．羊 1

101．古 1

102．戊 1

103．术 1

104．未 1

105．市 1

106．皮 1

107．干 1

108．旯 1

109．己 1

110．亘 1

111．户 1

112．辛 1

表3～5殷商金文左上方位构件频率

瞄叠女{_圈———豳蕊a豳——一
1．爪 28

2． 力 14

3． 幺 10

4． 戈 6

5． 人 4

6． 丰 3

7． 舟 3

8． 了 3

9． 中 3

10．从 2

11．广 2

12．先 2

13．广 2

14．弓 l

15，卢 1

16．义 1

i7．玉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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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8．止 1

f 19．帚 1

20．隹 1

21．其 1

表3～6殷商金文右上方位构件频率㈣I*!■_____________一
1。 酉 152

2． 力 14

3． 爪 10

4． 从 6

5． 人 5

6．玉 4

7．又4

8． 抓4

9．帚 3

10．臼 3

11．水 3

12．若 3

13．中 2

14．甫 2

15．其 2

16．牛 2

17．艟 1

18．佳 1

19．口 1

20．合 1

21．阜 1

22．豕 1

23．羊 1

24．献 1

25．大 1

26．．止 1

27．直 1

28．壳 1

表3～7殷商金文左下方位构件频率⋯_______________·___一
1． 2- 29

2． 豕 27

3． 人 22

4．又 22

5． 从 18

6． 具 17

7． 焦 14

8． 力 11

9． 孰 10

10．大 10

11．口 6

12，采 4

13．了 4

14．玉 3

15．广 3

16．走 2

17．条 2

18．单 2

19．p 2

20．壳 2

21．幺 2

22．鼎 1

23．支 1

24．矢 1

25．酉 1

26．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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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8殷商金文右下方位构件频率

童幽哦2

1． 井 162

2． 又 152

3． 豕 27

4． 从 20

5． 人 19

6． 子 16

7． 力 1l

8． 口 9

9． 矢 7

10．其 5

11．禾 4

12．自 3

13．幺 2

14．厅 2

15．闷 2

16．邱 2

17．支 1

18，昊 1

19．缶 1

20．壳 l

表3—8殷商金文中方位构件频率

1．子 54

2． 凡48

3． 日 33

4．日 30

5．玉 17

6． 角 14

7． 义 11

8． 豆 9

9．大8

10．力 4

11．人 4

12．女 3

13．b 2

14．桑 2

15．泵 2

16．土 2

17．召 2

18．肉 2

19．水 1

20．鬲 1

21．戈 1

22．牵 1

表3—9殷商金文中上方位构件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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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殷商金文构件的方位种类中，上、下、左、右四种类

型较为常见，左上、左下、右上、右下、中等类型比较少见。这种情况说明左右

结构、上下结构是殷商金文平面结构的主流。在现代汉字中，左右结构的比例要

远远超过上下结构的比例，这与汉字早期方展阶段的统计数据很不一致。这说明

在汉字的规格化的发展过程中，收到汉民族左右对称审美观念的影响，文字中的

左右结构是汉字平面结构发展的总趋势。甲骨文金文中上下结构的高比例则是由

于汉字早期阶段竖写而最自然地形成地平面结构布局模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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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殷商金文无差别构件的构字层级研究

4．1构件的构字层级研究的意义

文字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数量上不断地增长，由于人类认知地局限性，各个时

代文字系统中的独体构件的总量是基本稳定的。文字系统的成熟需要不断地增加

文字地结构层次，用独体构件组成不同层次的合体构件参与文字的构形。随着文

字系统成熟程度的提高，文字中的结构层次和构件的数量也将随之成正比增长

@。层级也是构件构字功能强弱的标志之～，在同一文字系统中同～独体构件出

现在不同的层级上的频率很高，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一文字系统属于构形发达的文

字系统。

个体字形的直接构件减少而结构层次增加，这是汉字形声造字后构形系统成

熟的标志。在甲骨文和殷商金文中，以象形和会意为主，决定了构形系统以单层

次多元组合为主的特点。为了区分形体和造字意图，单层次多元组合要求有独特

的个性，这就难以归纳和类推特点。因此系统性就较差。形声造字形成后，以音

别义、以义别音，互相依托，既简洁明了又区别性强，因此只需两合而不必多元

相加j这样，直接构字的构件数量就会减少。同时，由于以字构字、字中含字，

结构层次自然会增加。也就是说，结构层次越多的字，直接构件尤其是非字直接

构件就可能越少。而构件的参构频率就可能越高，因此其系统性就会越强。12

汉字大部分是以层级逐级组成结构的，按照生成方式构意；小部分是一次性

平面组成结构，按照集合的方式产生构意。我们观察汉字的意义时，必须依据它

们的客观组合方式来进行。汉字构形的可分析层级越低，能够体现构意的层次就

越低，对理据的体现就会更加细化；相反，随着构件层次的增加，能够体现构意

的层次逐渐升高，对理据的体现就会越来越概括。

4．2殷商金文构件的构字层级数量及其分布状况

根据我们的统计，殷商金文构件层次频度如表4一l。

表4—1殷商金文构件层次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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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 ，z： 二层 =，云 四层

构件数 425 86 7 2

频度％ 81．73 16．54 1．35 O．38

殷商金文构件层次分布详见表4—2，表4—3，表4—4，表4—5。

表4—2殷商金文第一层构件频率

z蠹’耩绦，=：_曩委曩 ，?薯。频率-_j_’-÷

1． 父 i427

2． 歪 619

3． 卅 532

4． 予 453

。5． 乙 45l

j6．丁 407

7． 女 390

8． 癸 334

9．辛 329

10． 斋 316

11．己 311

12．又 300

13．戈 249

14．且 226

15．皇 209

16．乍 209

17帚 179

18．尊 177

19．口 161

20册 145

2l-灭 138

22戊 132

Z3人 12l

24’。’ 118

25 呻I 117

26．1_I! l【5

27．母 113

28．大 1圭0

29，庚 106

30．支 102

31．羊 99

32 弓 96

33．昊 95

34．豕 92

35．臼 89

36．耳 87

37．止 85

38．受 一84

39．从 81

40．其 79

41．丙 78

42，牵 77，

43．宁 75

44．皂 74

45．惫 73

46．叩 72

47．明 70

48．立 68

49．盟 68
⋯～⋯一⋯一一一～“r11‘一一⋯⋯一～⋯“⋯一
50 I习 57

53 日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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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甲 6q

55．岛 64

56．口 6q

57．矢 62

58，罩 61

59，王 61

160．义 61

16l，隹 58

62．凡 56

63，审 56

64．犬 56

65．{ 52

‘66．爪 50

67．匕 50

}68用 49

69．酉 49

70。麓 47

7lI 目 45

72．斋 44

73．皿 44

74， 42

75．舟 42

76，帚 42

77何 39

78．刀 38

79．胍 38

80．蓿 37

8l。广 36

82．乳 34

83才 32

84莫 32

85．唐 32

36．玉 30

37．臣 29

j8 田 29

91．柬 29

92．朗 28

193． 尘 28

94．鼎 28

95．壬 28

96．采 28

97曼 28

98．瑟 27

99．若 25

100．莴 25

101．宫 23

102．母 23

103．梦 23

104．开 23

105．弋 22

106．巍 2l

107，是 2l

[08．缶 2l

。109火 2l

110．于 2l

11I．舌 2J

112．糸 20

113巳 20

114．从 20

115．户 20

116．廿譬 20

117．“ 20

118．示 19

119．享 18

120．山 18

12L西 18

，122．舁 18

r123．{ 18

124亍 18

哥二卜十f雾一一一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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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渣 16

129．釜 16

130．泉 16

131．束 16

132．行 15

133．警 15

134．毛 14

i35．考 14

136．眉 14

137．来 14

138．成 14

139．聿 14

140．目 13

141．4 13

142．蝠 13

143．豆 13

144．月 13

145．属 13

146．广 13

147．自 13

148．束 12

149．儿 12

150．中 12

151．幺 12

152．辰 11

153．心 1l

154．虎 ll

155．五 11

156．工 ll

157．复 1l

158．主 11

159．[ 10

160．夫 lO

一。。——————一～一—”———。。。。。1。。。'。。。。。⋯——。。。。。。‘。_。‘。’。‘。‘。。1。。‘一161．水 lO
一⋯⋯一⋯一1 一～一一一⋯⋯⋯⋯⋯～。。。。。⋯h●
162．瞽【 10r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63．殳 10

-一一一n一“、⋯o～～一⋯一一⋯⋯一n--～～一【54．步 10

41

165．0 i0

166．羌 lO

167．女 10

168，旃 10

169．力 9

170．旅 9

171．” 9

172．齑 9

173厂 9

174．司 9

175．十 9

176．灸 9

177．雨 9

178．叉 9

179．丰 9

180．亥 9

181．丐 8

182．余 8

183．虹 8

184．鲐 8

185．赢 8

186．世 8

187．高 8

188．乇 8

189．左 8

190．n 8

191．亦 8：

192．牛 8

193．狄 8

194．朋 8

195．七 8

196．圆 8

．197．查 8

面万f_⋯⋯i——⋯一—了
20l南 ||一一一岫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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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壹 1

；203．肉 ／

204．龟 7

205 U 7

206．丐 7

207．亘 7

208．二 6

209．付 6

210，畀 6

211．耒 6

212，欧 6

213．鸯 6

214，免 6

215．午 6

216．甫 6

217．刃 6

218．复 6

219．京 6

220．商 5

221．柬 5

222．壹 5

223．六 5

224— 5

：225，永 5

226．L 5

227．戌 5

228．乡 5

229．夭 5

230．羽 5

231．日 5

232．白 5

233．矢 5

234．网 4

235．至 4

236敝 4

2：37方 4

±：诎．冉 4

42

239寒

240．奚 q

241象 4

242．击 q

243．需 4

244．窈 4

245．朕 4

246．九 4

。247．桑 4

248．每 4

249．廿 4

250．取 4

251．牧 4

252．疋 4

253．皮 4

254．古 4

255．四 4

256．h 4

257．亢 4

258．干 4

259．卿 4

260．置
‘

4

261．莺 4

262．柬 4

263．史 4

264．廉 3

265．帝 3

266．厩 3

267产 3

268．矛 3

269．爵 3

270．曲 3

271．禹 3

272．采 3

Z73蠕 3，。_⋯‘⋯⋯一一～一⋯～。一1⋯
274至 ：{

～⋯一⋯～——————一—-⋯-·；一⋯⋯————一一
275．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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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交 3

277．申 3

278．由 3

‘279音 3

1280√L 3

281．肜 3

282．甘 3

283．夔 3

284．宏 2

285．彘 2

286．尹 2

287．圃 2

288．言 2

1289．雷 2

1290．康 2

291．美 2

292．方单 2

293．趸 2

‘294．正 2

295．角 2

296．井 2

297．召 2

，298．鹿 2

299．舞 2

300．先 2

301藿 2

302．公 2

303．萱 2

304．贾 2

305．亡 2

306．窳 2

307．将 2

308．曹 2

309鹤 2

310．备 2

311．再 2

312．晨

r313，兄 2

314，皇 2

315．解 2

316．臼 2

317．川I 2

318．百 2

319．射 2

320．死 2

321．尸 2

322．叙 2

323．屯 2

324．琢 2

325．不 2

326．匀 2

327．丧 2

328．旬 2

329．要 2

330．A 2

331．{ 2

332．次 2

333．乃 2

334．蛊 2

335．助 2

336．o 2

337．鬲 2

338．臌 2

339．告 2

340．泉 2

341．累 2

342．里 2

343．喜 2

344．单 2

345．周 2

346．宫 1

347井 1

348．合 1

。3—4⋯9．?⋯⋯⋯一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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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今 l

351．黄 1

352．金 1

353．§ 1

354．鬼 1

355．壶 l

356．茧 1

357．跚 1

358．时 1

359．光 1

360．寅 1

361．禺 l

362．友 l

363．尤 1

364．爱 1

365．甬 1

366．丫 l

367．引 l

368．黹 1

369．羲 1

370．昊 1

371．易 1

372．耳L 1

373．圣 1

374．L， 1

375，寄 1

376．禽 1

377．弗 1

378．市 l

379．兄 l

380盾 l

38l_嵩 1

382．白 l

383．元 ]

384．虫

385．币

-386．U

387．} 1

388．竹 1

r389．卅【 1

390．扁 1

t391．熊 1

1392．匝 1

393．可 1

394．耵 1

395．』 l

396．十 1

397．o l

398．^ l

399．艮 l

400．令 l

401．三 l

402．艟 l

f403．蛊 l

1404．牢 l

1405．A． 1

1405．{ 1

1407．镩 l

1408．象 l

409．卢 l

410．章 1

411．囟 1

412．受 l

413．舞 l

4l：14．我 1

415．恩 1

416Ⅱ 1

417．万 1

418术 1

419土 l

420爽 l

421．身 11⋯⋯⋯“⋯●。-●’1-^’1⋯⋯⋯⋯一
422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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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4．U l

i425．舒 l

表4—3殷商金文第二层构件频率

一：㈡ 孚殒。 j!{I；| 擐翠i

l． 又 829

2． 广 58l

3． 升 208

·4． 酉 195

5． 目 146

6． 日 144

7． 人 96

8．止 84

9． 大 78

10．一 68

11．帅 66

12．=殳 58

13．力 52

14．辛 48

15．丙 48

16．从 45

17．惫 44

18．口 38

19．爪 38

20．泵 35

21．日 34

22．卢 34

23．具 32

24．且 32

25．幺 30

126．轹 27

27．献 2l

28．{壬} 18

31．1亍 14

32．毫 14

33．字 14

34．田 12

35．乳 10

36．羊 10

37．子 10

38，牵 10

39，禾 8

40．工 E

41．虫 8

42．刀 6

43．中 6

44．’b 6

45．虿 ． 6

46．欠 6

147．牛 6

148．午 6

b49支 6

P50 5

51．臼 5

52．玉 4

53．万 4

54 月 4

55关 4

56 中 4

57几 4

58 象 4

59．缶 4

6()舟 4

6l帚 4j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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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亩 4

63．N 4

64．自 3

65．毛 2

66．女 2

67．厂 2

168．林 2

69．臣 2

70．辰 2

71．U． 2I

72．壬 2：

73．王 2

74．肉 2

75．爿 2

76．桑 2

77．丁 2

78．臼 2

79．户 2

80．虎 2

81．耳 2

82．皿 2

83．串 2

84．矢 2

85．土 2

86．罩 2

表4—4殷商金文第三层构件频率

：j摹?j字颈 =『 频率一 一

1． 冢 54

2． 又 52

3． 7_ 43

4． 人 18

5．玉 4

6．卅 4

7． 于 3

表4—5殷商金文第四层构件频率

字荫 频率

4

我们从殷商会文无差别构件』。÷级分布频率各表可以焉}』1，殷商会丈无差别构



殷商金文构形分析

件中处于第一层次的构件占大多数，第三、第四层分布构件极少。

根据对《金文编》的统计，西周金文中的独体字形350个，占字形总量的16

％，只有一个层次构成的合体字形共l 194个，占合体字形总量的64．9％，可见

只有一个层次构成的合体字形的数量占了多数。根据对《金文编》1723个字头

共2123个合体字形的统计，两个层次以上构成的字形有298个，占了所有合体

字形的14％。小篆的构字层级如表4—6。

表4—6小篆构形层次频度。

层次 一层 一JI云 三层 四层 五层 六层 七层 阙

字数 2127 4176 303l 936 136 9 5 2

频度 20．40 40．06 29．08 8．98 1．30 O．08 0．04 0．01

从以上殷商金文、西周金文和小篆的构形层次可以看出，随着汉字的发展，

殷商金文、西周金文以象形、会意为主，构形上形成单层面多元组合的特点。为

了区别形体和造字意图，单层次多元组合的单字大都要求有独特的个性，这就难

以归纳和类推生成，因此系统性较差。小篆中形声字的增加，以音别义、以义别

音，两相依托，因而，通常只需要两合而不必多元相加。由于以字构字，‘字中含

字，结构层次自然就增加了，也就是说，结构层次越多的字系，直接构件尤其是

非字直接构件就可能越少，而构件的参构频度则可能越高，因而其系统性也就越

强。这样，小篆就形成以二层构件为主，结构基本上控制在五层以内的特点。

4．3殷商金文用字与唯一字形层级构件频率分布比较

对于一个文字系统，所有字头的和唯一字形的构形分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两者拥有同样的构件数量，只是构件的各项频率指标不同而已。唯一字形的构形

分析，选定特定的字头数进行分析，立足于静态的描写；所有字头的构形分析，

立足于对整个文字系统用字情况，进行动态的分析。我们从两种统计方法所产生

的差异，可以发现整个字系的构形特点。

我们以殷商金文唯一字形为单位，进行了构件频率分布分析。一层构件频率

详见表4—7，二层构件频率详见表4--8，三层构件频率详见表4—9，四层构件

频率洋见表4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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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殷商金文字形一层构件频率

i警蕻I I_：：朔李_。：
1．又 54

{2．女 46

3． 人 28

4．
“

28

5． 口 28

6．支 21

7． 子 21

。8．止 21

19．乳 20

10．木 20

11．戈 20

12，从 19

13． 丹 17

14．升 17

15．口 16

16．豕 16

17．具 16

18．； 14

19．佳 14

20．弓 13

21．矢 13

22 目 12

123．是 12

f24 1I／1 12

125．羊 12

．26．大 12

27．刀 10

28臣 lO

29帚 10
十⋯_～ 一1 一__一一。”～ ^⋯_一⋯～_’_H__一_

30阜 10

30 义 9

。34．广 9

35．牵 9

36．玉 9

37．中 9

38．柬 8

39．从 8

40．匕 8

41．酉 8

42．幺 7

143．辛 7

44．受 7

45．自 6

46．禾 6

j47．息 6

48．条 6

}49．鼎 6

50．殳 6

51．行 6

52．犬 6

53．虎 6

54．凡 6

55．力 6

56．耳 6

57．1i 5

58．罩 5．

59．舟 5

60，义 5

61．水 5

62．丰 5

63．焦 5

64．目 5

一

65．斤 b

⋯⋯”：?⋯⋯4⋯一——Y⋯⋯～⋯⋯
66直 5⋯—*——。--”u⋯一‘o————一 ⋯⋯——一
67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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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其 5

69．若 4

70．丙 4

71．属 4

72，火 4

73．干 4

74．未 4

75．豆 4

76．天 4

77．U 4

78．羌 4

79．j 4

180．皂 4

81．丁 4

82．南 4

83．母 4

84．臼 4

85．余 4

86．—— 4

87．茸 3

188．己 3

189．舯 3

190．0 3

91．厂 3

92．夫 3

‘93．缎 3

94．缶 3

95．方 3

96．毋 3

97．耒 3

98．午 3

99．亍 3

100．自 3

101．示 3

102．束 3

103．壬 3
r～～⋯一 。1“⋯⋯1一“一一⋯⋯“⋯—“～
104 j ：{

105．肉 3

106，[ 3

107．庚 3

108．龟 3

109．于 3

110．户 3

111．戊 3

112．锄峰 3

113．臌 3

114．雨 3

115．柬 3

116．京 3

117．聿 3

118．白 3

119．步 3

120．疋 3

121．I 2

122．” 2

123．高 2

124．圭 2

125．先 2

126．黾 2

127．曲 2

128．P， 2

129．且 2

130．毋 2

131．“ 2

132．鬲 2

133．麻 2

134．一 2

135．立 2

136．亘 2

137．山 2

百ji?秉r一⋯～厂⋯⋯—i
二——一⋯～⋯————一⋯⋯u-⋯“i一一一一一⋯⋯-u-⋯⋯-
1 39取 2

140．毛 2+‘一’‘⋯‘。。‘‘’。⋯‘‘‘。1‘T-“。——⋯一‘。1’。⋯1
14I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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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甫 2

143．宁 2

144．付 2

145．牛 2

146．眉 2

147．每 2

148．八 2

149．朋 2

150，L 2

151．皮 2

152．矢 2

153．七 2

154．笨 2

155．警 2

156．永 2

157．甘 2

158．古 2

159．乡 2

160．炎 2

161．朗 2

162．糜 2

163．商 2

164．蓠 2

165．音 2

166．王 2

167．桑 2

168．直 2

169．册 2

170．才 2

171．乇 2

172．富 2

173．辰 2

174．日 2

175．心 2

176．天 2

177．兄 2

l 78问 2

179尊 2

180．手 2

181．旬 2

182．叩 2

183．言 2

184．百 2

185．羽 2

186．1 2

187．虐 2

188．川 2

189．巳 2

190吴 2

191．虹 2

192．齿 2

193．史 2

194．弋 2

195．柬 2

196．直 2

197．癸 1

198．翌 l

199．光 l

200．盖 1

201戊 1

202．亥 1

203．公 1

204．尘 1

205．鬼 1

206．臂 i

207．巍 1

208．算 1

209．皇 1

210．§ l

211黄 l

212元 l

213．壹 1

214同 l

215．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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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罄 l

1217．宫 1

218．禹 l

219，右 l

220．无 l

221．甲 1

222．月 I

223．何 l

224．穷 l

225．主 1

226．匝 l

227．次 l

228．o l

229．奔 l

230．里 1

231．吹 1

232．串 1

233．五{ l

234．謦 1

235．努 l

236．虫 1

237．再 1

238．朕 1

239．U 1

240．左 1

241．儡 1

242采 l

243．称 1

244．} 1

245．窳 l

246．助 l

247．晨 1

248．h 1

249．不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一一
i250．禽 l————．～—．一．．一．1．．．．一——．．一——⋯一一——
251．警 l

：252．义 1

1253，州 1

1254．n 1

255．父 1

256．竹 1

257．二 1

258．召 i

259．市 l

260．弗 l

261．兄 l

262．蝠 l

263．儿 1

264．乍 l

【265．复 1

266．孀 1

267．告 1

。268．币 1

269．革 1

270．虿 1

271．黹 1

272．各 1

273．帝 1

274．帚 1

275．庸 l

276．臼 1

277．正 l

278．至 1

279．周 1

280，孰 1

281岢 1

282．盾 1

283．日l 1

284．槊 1

285．单 l

286．彘 l

287．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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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身 1

291．尸 1

292．十 1

293．亦 1

294．舌 1

295．猷 1

296．勺 l

1297．束 1

298．爽 1

299．旄 i

300．司 l

。301，四 1

302．訇 l

。303．世 l

304．易 1

305．狱 l

：306．泉 1

307．羲 1

308．女 l

309．冉 1

310．Ⅱ 1

311．射 l

312．刃 1

313．土 1

314．肜 l

315．乳 l

316．术 1

317．三 l

318．丧 1

319．上 l

320．巽 l

321．囟 l

322．西 1

323．奚 1

824燹 l

325．享 l

ji虿⋯⋯T‘一

327，象 1

328．贾 1

329．翕 l

330．燕 1

331，颇 1

332．幸 l

333．熊 1

334．戌 l

335．丫 1

336．殴 1

337．{ 1

．338，网 1

339．国 1

340．屯 l

341 J若 l

342．奴 1

343．U 1

344．开 l

345．叠 l

346．亡 1

347，五 I

348．臼 1

349，圣 l

350．罄 1

351．8 l

352．文 l

353．我 l

354．田 1

355．万 l

356．{ l

357．夔 l

358．A． I

359．牢 l

⋯——■一⋯——T—～⋯⋯一
360t喜 l

361．盛 l

362亚 1

{63鹿



殷高金文构形分析

364．艟 l

365．考 l

366．友 l

367．可 1

368，需 l

369．令 1

370．六 1

371．放 l

372，舁 1

373．U 1

374．交 1

375．角 I

376．姗 1

377．今 l

378．金 l

379．井 l

380．莆 l

381．圈 1

382．i 11

383．九 1

384．爵 1

385．鳞 l

386．康 1

387．亢 l：

388．禺 1

389．旅 1

390．井 l

391．轲 l

392．矍 1

393．尹 l

394．鳌 1

395．廿 l

396．引 1

397．A 1

398．景 1

。399．盅 1

i400．牧 l

t401．尹 l

402．臌 一 1

403．目 l

404．乒} l

1405．寅 1

}406．将 l

j407．j 1

408．丐 1

{409^ 1

410．纛 1

411．矛 1

412．美 l

413．由 1

414．尤 1

f415．窝 1

416．委 1

f417．乃 ‘l

418．免 l

419．用 1

420．十 1：

421．莫 1

422．甬 1

423．夹 l

424蘸 1

425．o l

表4—8殷商金文字形二层构件频率

t_‘Z一⋯F⋯⋯～～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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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 24

3． 广 20

14． 止 16

5．复 13

16．幺 9

；7． 口 8

8． 力 7

9． 升 6

10．具 6

11．爪 6

12．豕 5

13． 目 5

14．田 5

15．先 4

16．用 4

17．羊 4

18．献 4

19．焦 4

20．大 3

}21．帅 3

22．从 3

23．卢 3

24刀 3

25．酉 3

26． 号 2

27．工 2

28．禾 2

29 2

30．中 2

31朗 2

32．‘ 2

33．且 2

34．牛 2

35．支 2

36．丙 2

：{7虫 2

{H 了

39．犬 2

40．宰 2

141．午 2

142．日 2

143．中 2

144．月 2

145．臼 2

46．一 2

47．罩 1

48．哥 1

49．缶 1

50．耳 l

51．暾 l

52．白 l

53．丁 1

54．亩 1

55．册 1

56．玉 1

·57．辰 l

58．臣 I

59．舟 1

60．厂 1

61．帚 l

62．琢 1

63．自 1

64．土 l

65．欠 l

66．U 1

67．壬 1

168．女 1

69步 1

70．陶 l

71．桑 l

72 申 l

73 毛 1

74 天

～～一一___⋯⋯⋯一～一
75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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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卒 1；

‘77．万 l：

78．王 1

79．丐 l；

80．口 1

81．乳 1

f82．户 l

f83．虎 l

|84，爿 1

85．皿 l

86．矢 l

表4—9殷商金文字形三层构件频率

。譬：看日臣n。!群■二 *_一堋{鞋。二“∞i

1． 升 l

2． 广 4

3． 人 2

4． 泵 2

}5． 又 7

16． 玉 1

17． 少 1

表4一10殷商金文字形四层构件频率

从以上殷商会文所有用字和唯一字形的层级构件频率分布诸表(表2—2～

表4一10)我们可以发现，由于采用统计对象中，唯一字形数量是相同的，因而

每个层级的构件数量分布相同，不同的是，构件在层级上出现的位鼍的不同。类

似于词典用字和生活用字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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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金文所有用字与唯一字形的层级构件构形量比较详见表4一11。

表4一11殷商金文用字与唯～字形的层级构件分布比较

一层 二层 三层 四层 总计

用字构件 14245 3432 178 8 17862

分布 79．75 19．2l O．99 O 100％

字形构件 1366 302 18 2 1688

分布 80．92 17．89 1．07 O．12 100％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殷商金文用字与唯一字形构件层级频率分布具有相

似性。殷商金文用字中处于第一层次、第二层次的构件构形绝对次数要远远大于

难一字形的构件构形次数。这说明，在用字层次上，处于第一、第二层次的构件

大量出现，也就是说，殷商金文用字中数量最多的是具有～层构件和二层构件的

字。从字形的角度，我们可以得出同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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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殷商金文无差别构件构件的造字功能研究

5．1构件的造字功能

汉字记录汉语的最初模式是以形来表词，形与形之间缺乏整体的联系，大都

是独立表义的离散单位。这种象形表词法并非最佳的记录模式，因为语言是音与

义的结合，作为有效的记录方式，应当充分体现语词的音义价值。因此，一切文

字都可以朝三个方向发展：标音、表义、兼具标音表义。汉字在经过象形为主的

阶段后，在象形的基础上添加声符、或者在标音借字上添加义符，从而确定了汉

字以形声为主的发展方向。在汉字发展的早期阶段，比如殷商金文，还是以象形

为主，处于汉字发展的不成熟阶段。

5．2“四书”与构件的造字功能分类

传统文字学发展了上千年的“六书”，属于造宇系统的只是其中的“四书”，

那就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虽然这种理论长期以来遭到人们的诟病，但是

我们认为，在没有一个完善的构形功能分类之前，“四书”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汉

字功能分析的方法。本文对于构件的造字功能分类，延续传统的“四书”方法。

构件的功能系统研究，可以获知文字的下位层次的情况，在此基础上研究汉

字表义性质、汉字构形理论等以前不够深入的问题，同时古文字的构件功能系统

的研究，也可以加强古文字考释的准确性。

5．3构形方式的动态分析

汉字的构形方式作为一个深层的系统，其发展变化是以不同结构类型汉字的

分布变化呈现的。对汉字构形方式系统发展演进的动态分析，首先应该对汉字演

化体系中各种类型文字的不同结构类型进行分析，进而由不同的结构类型探讨构

形方式系统的发展变化。对构形系统动态分析的基础就是将不同结构类型汉字分

布的考察建立在汉字不同历史发展层次上，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汉字分布情况变

化进行比较分析，就能显示汉字构形方式的历史变化情况。

各个时期的汉字层次结构见表5一l。

表5一l 各个时期的汉字屋达缱垫类型@埝∥拳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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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 ＼ 指事 象形 会意 形声 合计

殷商 数量 47 310 41l 319 1087

甲骨 比例 4．32 28．51 37．8l 29．34 100％

殷商 数量 17 268 303 94 682

金文 比例 2．49 39．30 44．43 13．78 100％

西周 数量 57 224 333 105l 1753

金文 比例 3．3 12．8 19．O 59．9 95％

小篆 数量 117 347 819 8070 9353

文字 比例 1．25 3i 7l 8．75 86．29 100％

现代 数量 123 481 82l 21841 23266

楷书 比例 O．53 2．07 3．53 93．87 100％

从表5—1我们可以看出，殷商时期文字是以象形、会意为主，随着时间的

发展，西周金文象形、会意比例逐渐下降，形声比例明显提高。到了小篆时期，

形声比例进一步提高，现代楷书中形声几乎占了统治地位。虽然，殷商金文数量

偏少，但是其在整个文字层次结构发展中的线索还是很明显的。

5．3殷商金文构件功能分析

我们通过统计，殷商金文层次结构分布情况如下：

象形构件频率见表5—1；指事构件频率见表5—2；会意构件频率见表5—3；

形声构件频率见表5—4。

表。一，象形构件频率乜谲亭印蚪

悖鳔 频率

t1 父 1427

；2．亚 |519

18． 己 1299
l--—·-————·———·—————-------———-------，------!--------v--——-————-·-———·—--·-·v一
9． 且 {223，__M__-h。_Ⅳ____N^^H，hNhh_--。Ⅳ^-。。。’_‘。-。_。_‘。r。。‘_●。_^^’'_。’^⋯一
10．乍 }209——-——-—-·---·i·--··u-u-v—一——一⋯——
i11．戈 1184

112．册 1135

，一⋯一一L一⋯⋯一一r13．母 {110

14戊

15昊

。108

-O，Z．t

二二乒；～丁～癸～辛～了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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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庚 77

17．宁 65

18．甲 64

19．帚 63

。20．王 60

i21．目 59

122．天 56

123．其 54

24．角 ·50

25．用 149

26．单 148

27．牵 147

28．丙 143

129．女 43

t30．帚 42

3L何 39

32．莆 37

33．扁 36

34．羊 36

35．舟 32

36．才 31

37．又 30

38．大 30

39．默 29

40．田 29

41．文 29

42．耷 28

43．木 28

44．壬 25

45．葛 24

46．梦 23

47．刀 23

48．其 22

49．酉 22

50舌 21

51巍 21

52甜 21

|53．鼎 120

154．耳 20

155．隹 20

156．犬 19

157．西 18

f58．享 18

59．矢 17

60．串 17

61．山 17

62．匕 17

63．于 17

64．泉 16

65．弓 16

66．中 16

67．柬 16

168．若 15

}69．戊 14

70．豕 14

71．月 13

7互目 13

73．蝠 13

I。74．止 12

175．未 1l

176．自 11

77．主 1l

78．属 10

79．禾 9

80．亥 9

81．束 9

82．叉 9

石1—i⋯⋯一—『一⋯⋯⋯⋯
84．辰 9

85．夫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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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瓤 8

91．皿 8

92．魏 7

93．黾 7

94．免 6

95．臣 6

96．齑 6

97．口 5

98．目 5

99． 嗣 5

100．雨 5

101．六 5

102．牛 5

103．朋 5

104．方 {5

105．毫 5

106．永 d

107．奚 4

108．虎 4

109．龟 4

110．h 4

111．柬 14

112．亢 14

113．象 4

114．人 4

115．羽 4

116．需 4

117．凡 4

118．叁 4

119．口 d

120．夔 3

121．柬 【3

122．高 3

123．娟 3

124．爵 3

127．交 3

128，自 3

129．_芦 13

130．凿 J3

131．丰 3

132．帝 3

133．[ 3

134．自 13

135．采 3

136．午 3

137．禺 3

138．串 ，3

139．每 3

140，彤 3

141．角 2

142．行 2

143．彘 2

144．飘 |2

145．萱 2

146．不 2

147．磬 F2

148．乃 2

149．尸 2

150．周 2

151．单 2

152．中 12

153．藿 2

154．心 2

155，{ 2

156．虿 2

1．57．豆 {2

158．鹿 12

159．眉 2

160．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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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美 2

165．天 2

166．臼 2

167．南 2

168．公 2

169．八 2

170．康 2

171．从 2

172．次 2

173．井 2

174．夏 2

175．疋 t2

176．匝 1

177．竹 1

178．舞 1

179．我 1

180．寅 1

181．目 1

182．盾 1

183．州 1

184．直 1

185．百 1

186．皂 1

187．匣 1

188．丫 1

189．灸 l

190．j 1

191．章 1

192．旬 1

193．乱 1

194．舍 1

195．熊 1

196．壹 1

197．圣 1

198．虫 1

199川 1

200．§ l

201．U 1

202．珊 1

203．麂 1

204．曲 1

205．U 1

206．壹 1

207．耵 1

208．j 1

209．§ 1

210．黄 1

1211．考 1

{212．蜂 1

213．耐 1

214．q 1

215．罅 1

216．丐 1

217．‘ 1

218．《 l

219．朗 1

220．牢 1

221．F 1

222．兀 1

223．于 1

224．舒 1

225．引 1

226．L， 1

227．土 1。

228．蒋 1

229．爽 1

230．弗 1

231．玉 1

232．Ⅱ 1

233．景 1

234．完 1

。235．身 1

⋯—==一+一⋯一～—r～一～
236．吊 {1

237．黹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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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8．宫 1

239．苒 1

240．勺 1

{241．光 1

|242．委 1

j243．甬 1

表5—2指事构件频率

字颈 i |¨⋯i叛率一|j_；1；；

1． 五 ll

2．十 9

3．亦 8

4． 一 7

5． 刃 6

6． 二 6

7． 日 5

8． 九 4

9．廿 4

10．四 4

11．矢 3

12．宏 2

【13．三 1

『14．七 1

15．午 l

16．尤 1

17．上 1

表5—3会意构件频率

。：乒且其 |{_¨i频率j j|

1．升 532

2． 忝 316

3． 女 270

4． 又 250

5． 子 141

6． 口 131

7． 帚 116

8 人 109。

；9．支 98

10 中 93

11．臼 89

12受 84

13．弓 80

16．即 72

17．飙 71

18，立 68

19．d 66

20．耳 66

21． 同 58

22．义 57

23．止 56

24．口 56

25．羊 54

26．凡 51

27．爪 50

28其 45

{|驵一船一北二一≠『三}一∞～如磊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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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奎 41

33．戈 41

34．能 40

35．目 39

36．{ 38

137．撇 38

38．明 38

39．佳 35

40．大 34

141．匕 33

42．乳 32

43曼 28

44．尘 28

45，戊 23

46．臣 22

j47．点 22

}48，柬 2i

149．酉 21

50，豕 2l

51．丁 2l

52．火 21

53．皿 2l

54．“ 20

55．哪鬯 20

56岛 19

57其 18

58．舁 18

59．阜 18．

60．弋 18

61．户 17

62．采 17

63．亍 16

64．木 16～一——⋯⋯～。_1H⋯55渣 16

66譬 15～一一。^⋯Y⋯⋯⋯
B7．冬 14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68二毛 M

69．广 12

70．行 12

71，儿 12

72．刀 12

73．豆 11

74．糸 10

75．罩 10

76．自 10

77．步 10

78． 生 10

79．册 10

80．：殳 10

8l|宁 10

82．厂 9

83．牵 9

84．水 9

85．旅 9

86．玉 9

87．心 9

88．幺 9

B9．” 9

90，辛 9

91．狱 8

92．若 8

93．羌 8

94．西 8

95．斗 8

195．力 7

97．殳 7

98，j 7

99．示 6

100．Lj 6

101．一 6

104．L

105[I

j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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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走 4

107．肉 4

108．荔 4

109．斤 4

110．备 4

111，桌 4

112．甫 4

113．夭 3

114．干 3

115．日 3

116．丰 3

117．犬 3

118．矛 3

119．由 3

120．牛 3

121．属 3

122．壹 3

123．青 3

124．皮 3

125．至 3

126，未 2

127．产 2

128．午 2

129，彝 2

130．邱 2

131．百 2

132．矢 2

．133．疋 2

134．尹 2

135 b 2

136．走 2

137．辰 2

138．辞 2

140．帅

141．A 2

142．始 2

143．自 2

144．丐 2

145．兄 2

146．无 2

147．南 2

148．奴 2

149．广 2

150．册 2

151．史 2

t52．告 2

153．缸 2

154．屏 l

155．寅 l

156．堂 l

157．王 l

158．天 l

159．白 1

160．一 1

161．鬼 r

162．自 1

163．壬 l

164．o l

165．母 l

166．方 l

167．夫 l

168．甘 1

表5—4形声构件频率

i—T千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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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硬 。、 ?0疆拳i

1．阜 187

2．尊 177

3． 女 60

。4．员 35

5．犬 34

6．莫 32

7．‘ 30

8．玉 18

9．缶 18

10．S 18

11．是 17

12．{ 14

13．眉 12

14．示 12

15．巳 12

16．从 10

17．舟 10

18．木 9

19．司 9

20．^ 8

21．炎 8

22．查 8

23．余 7

24．网 7

25．复 6

26．皿 6

27．鼎 6

28．吹 6

29．商 5

30．于 4

31．放 4

32．庚 4

33．牧 4

：34．L一⋯⋯’⋯⋯
35．自

4
“，*"

4

f36．古 4

137．曼 4

138．朕 4

139．丐 4

140．肉 3

r41．奔 3

42．康 3

43．且 3

44．直 3

45．蓉 3

46．束 3

47．乇 3

148．人 3

149．罩 3

150．乡 3

{51．雨 3

|52．亍 2

53．正 2

54．舯 2

55．固 2

56．晨 2

57．将 2

58．髯 2

59．里 2

60．皇 2

61．献 2

62．子 2。

63．雷 2

64：甫 2

65．聿 2

i66．各 2

；67．甘 2

68．冬 2

乏1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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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亡 2

73．窳 2

74．壬 2

75．殳 2

76．丧 2

77．币 1

78．丰 1

79．方 1

80．凡 1

81．嵩 l

82．龟 1

【83．又 1

84．酉 l

85．炙 l

86．卢 1

87．辛 1

88．囟 1

89．行 1

90．幺 1

91．才 1

92．翼 1

93．止 1

94．水 1

95．八 1

96．尸、 l

97．麓 1

298．羽 1

99．令 1

100．井 1

101．金 1

102．斤 1

103．今 l

104．禺 1

105．市 l

106．己 1

t07．夫 1

108．台

109．采 1

110．广 1

111．产 1

112．息 1

113．其 1

114；羲 1

115．术 1

116．柬 1

117．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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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殷商金文无差别构件各种功能分布频率表我们可以统计出：构件功能

分布中象形构件构形数(7488次)占总构形数(13241次)的56．55％，会意构

件相应数据为35．73％，形声构件为7．16％，指事构件为0．56％。这种数据统计

可能要受会意字构件统计特点的干扰，会意字会出现构形一次，但是统计了两个

构件数量，在统计结果中处理为两次的情况。实际构形中，会意构件的构形量要

小于上述数据。殷商金文无差别构件的功能分布中，象形类型占大多数，会意类

型次之；形声类型在这一时期不发达，指事类型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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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编殷商金文名词用字构形分析

我们在上编中详尽地描写了殷商金文构形系统的各种属性，并且和共时、

历时的各种字系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比较，以确定殷商金文的性质和地位。

同时我们也没有忽视殷商金文文字材料的特点，作为记录语言的载体，殷商金

文有其专门的用途，主要用于王室祭典、戎事、诸侯分封等。和甲骨文比起来，

殷商金文具有文字正体的性质。殷商金文留存文字材料十分有限，例如长篇铭

文很少，字头数量有限，多数为五个字以下的。这都造成殷商金文作为语言载

体的局限性，从字的层面分析明显不足。因此下编中，我们选取殷商金文中记

录语言最为发达的名词用字进行构形分析，在和语言更为接近的用字范围内，

殷商金文的构形系统更能显现其独特的面貌，希望能够弥补因为字头数量问题

而造成的上编构形分析的局限。同时，我们选取殷商甲骨文中对应的字形，在

一个特定的范围内，进行殷商金文和殷商甲骨文的构形系统比较，希望能够发

现同一时期的两种不同用途的字系构形系统的细微的差别以及两种字系在整

个文字发展史中的共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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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殷商金文名词用字和与之对应的甲骨文用字构形比较

6．1选取和比较的标准巧

我们选取殷商金文字头中属于名词的共464个。为了比较的方便，我们剔除

了宋体字库中没有的字头206个，这样，剩下的字头共有258个，详见表6—1。

与选定的258个字头相对应的殷商金文字形共有337个，殷商甲骨文字形共有

368个。

表6一l殷商金文名词用字比较字头表

33．登

134．帝

35典

{36．丁

37鼎

；38．冬

39柬

551．干

；-———————--——-u-—-——-——～一；52．高

，60、共；-⋯⋯⋯m—————．．一．～．—。
．61．苒

41．兄 62鼓

一一罄

瓣一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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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毋

64．藿

65．光

66．掘

67．癸

68．亥

69．好

70．采

71．合

72，何

73．壹

74．虎

75．芦

76．化

77．囝

78．锺

79，己

80．飘

8l，季

82．家

83．聋

}85．盛

86．冕

87．弱

88．交

89．角

r90．堇

91．京

92井

}94爵÷‘⋯‘。’一
；95．君

96克
，～～‘一H q。q_⋯一⋯～⋯～q。‘一。L

；97 口

98牢

99．札

100，立

101，林

102．令

103．能

104．景

105．睦

106．鹿

107．旅

108餍

109．真

110．枚

111．眉

112．每

113．美

114．肘

115．条

116．“

117．免

118．皿

119．赡

120．莫

121．母

122．旗

123．未

124．目

125．牧

126．南

1130牛

1131．弄
；。．．．，，．．．．。．。．．．。．，．．．．．．．．．．．．．．．．．．．．．．，．．．．．．．．，．．．～
132女

133．旁

134．朋

i135彭

135．妻

7c)

137．其

138．哿

139．杞

140．芜

141．秦

142．泉

143．犬

144，人

145．壬

146．刃

147．妊

148．日

149．若

150．山

151．上

152．舌

153．射

154．申

155，身

56．省

157．尸

158．鲕
‘

159．史

160，矢

161．泵

162．室

1167．巳

1168．祀
●_●-^。_。_。-^_q-*H1_●。。1。。。h—。●1_V。_。-H_-。●。。。'1一
}169．揉

170．唐

171．天

172田

17：3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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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土

175．妥

176．莴

177．王

178．未

179．文

180．我

181．午

182．武

183．戊

184．兮

185．析

186．奚

187．息

188．徙

189．先

190．臼

191．向

192．象

193．磊

194．心

195．辛

t96．行

i97．兄

198．熊

1203．觑

204．羊

205．爻

206．彝

207．乙

208．亦

209．役

1210．邑

1211．寅

1212．尹

1213．引

【214．永

1215．用

216．尤

217．旃

218．友

219．酉

220．又

221．于

222．盂

223雩

1224．焦

225．渔

226．雨

227．玉

228．聿

229御

230．元

235．矢

236．宅

1237．朕

238．妊

239．童

240．孰

241．止

242．黹

243．彘

244．中

245．州

246．舟

247．周

248，帚

249．竹

f250．聍

25i．直

252．喜

253．敫
。

：257．尊
；·—-—-——--w—·————————-——----‘—·———-—·--一
r258，左

由于进行比较的甲骨文是以字形为单位进行的构件分析，因此我们对殷商金一j时
文名词字头也以形体为单位进行构件分析。这样，在特定的文字材料中进行横向

比较，就能发现两个同时期的字系由于各种原因所产生的细微差别。同时，我们

也能发现作为汉字发展史同一时期的两个字系具有共同‘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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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名词字头异体比较

汉字在发展早期以象形、会意为主，这样，同一个文字便会有多个不同的形

体。一般认为，古文字阶段的文字系统没有经过统一规范，书写比较自由，因而

异体较多。对于甲骨文和殷商金文来说，两种文字具有不同的用途，金文大体上

可以看作当时的正体字，甲骨文可以看作日常使用比较简便的俗体。这样，两种

文字在用途上的差异，就会产生异体频率上的差异。

我们对相应宇头异体进行统计，详见表6—2，表6—3。

表6—2殷商金文名词用字字形频率

!睾薅_¨_⋯ _频率i。。

1．旅 11

2．得 8

3．蠕 7

4．射 6

5．好 6

6．史 4

7．尊 4

8．牧 4

9．疬 3

10．友 3

11．受 3

12．睦 3

13．徙 3

14．登 3

15．光 3

16．兄 2

7．妥 2

8．渔 2

19．寅 2

20．脖 2

21．伐 2

22．爻 2

23．来 2

24．旋 2

25．羞 2

26．弓 2

27．奚 2

28．析 2

29．鼓 2

30．聿 2

31．保 2

32．牢 2

33．从 2

34．秉 2

35．此 2

36．叟 2

37．其 2

38。羌 2

39．每 l

40．园 l

41．眉 1

42．己

43．壹
。。。。——。。’’’。。’’’1。““”。。1。’“1一_’ H’_’～’。。1。。11。’’’’’

144．枚
’1—“1“一。’”’。1^——_““一“^—-一“—“——一⋯⋯1

145．：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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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季 1

47，锺 I

48．化 l

49．贸 l

50．虎 l

51．美 1

52．朗 1

53．何 1

54．合 l

55．禾 1

56．条 l

57．“ 1

58，免 1

59．户 l

60．交 l

61．口 1

62．克 1

63．君 l

64．力 l

65．爵 1

66． U 1

67．井 l

68．立 1

69．林 l

70．家 1

71．角 1

72．属 l

73．夸 lj

74．弱 l

75．能 l

76．盛 1

77．戋 l

78．景 l

79．墨暑 l

81．京

82．堇

83．b

184．共 1

85．刀 l

86．罩 l

87．大 1

88．次 1

89．束 1

90．川I 1

91．齿 1

92．偶 l

93．臣 1

94．中 l

95．章 i

96．典 1

97．步 l

98．丁 1

99．垃 l

100． 丙 1

101． 琢 l

102． 比 1

103． 匕 l

104． 皂 l

105． 狈 1

106． 其 I

107． 北 1

108． 般 l

109． 百 1

110． 白 l

111． 册 l

112． 千 l

113． 癸 l

114． 巍 l

115． 藿 1

三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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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牛 1

121． 宫 l

122． 工 l

123． 庚 1

124． 戈 l

125． 帝 1

126． 高 1

127． 亥 1

128． 父 1

129． 虿 1

130． 夫 1

131． 丰 1

132． 方 1

133． 二 l

134． 耳 l

135． 兑 1

136． 豆 l

137． 柬 1

138． 冬 l

139． 鼎 1

140． 告 1

141． 彝 l

142． 雩 l

143． 盂 l

144． 于 i

145． 又 1

146． 酉 l

147． 尤 1

148． 用 l

149． 永 1

150． 引 l

151． 尹 1

152． 邑 l

153． 役

154． 先 1

155． 乙

】56． 玉

157． 羊 1

1鹃． 瓤 1

159． 亚 1

160． 旬 l

161． 熊 l

162． 兄 1

163． 行 1

164． 辛 1

165． 心 l

166． 象 l

167． 向 1

168． 年 l

169． 亦 l

170． 黹 1

171． 宗 l

172． 子 l

173． 隹 1

174． 敫 1

175． 喜 l

176． 玄 l

177． 聍 l

178． 竹 1

179． 帚 1

180． 周 1

181． 舟 l

182． 州 1

183． 焦 1

184． 彘 l

185． 雨 1

186． 止 l

：187． 孰 1

188． 妊 1

189． 朕 l

190． 宅 1

191． 头 l

j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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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月 1

195． 爰 1

196． 元 l

197． 御 l

198． 息 1

199． 中 l

200． 旁 1

201． 若 1

202． 目 1

203． 妊 l

204． 刃 1

205． 壬 1

206． 人 1

，207． 犬 1

}208． 泉 1

。209． 秦 l

210． 杞 1

211． 齑 1

212． 妻 l

213． 名 l

214． 朋 l

215． 舌 l

216． 女 l

217． 弄 1

218． 左 1

219． 扁 l

220． 安 l

221． 尹 l

222． 南 l

223． 目 1

224． 未 1

225． 貘 l

225． 母 l

227。 莫 l

228． 彭 1

229． 祀 1

230． 兮 l

『231． 戊 1

232． 武 1

233． 午 1

234． 我 1

235． 文 1

236． 王 l

237． 蓠 l

238． 土 1

239． 庭 1

240． 田 1

241． 天 l

}242． 山 l

243． 揉 1

244． 上 1

245． 巳 1

246． 束 1

247． 戍 1

248． 默 1

249． 室 l

250． 豕 l

251． 矢 l

252． 师 1

253． 尸 1

254． 省 1

255． 身 l

256． 申 l

257． 噙 1

258． 唐 1

表6～3殷商甲骨文选定字头字形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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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o—j军蒴一一㈦。 i叠龉攀曩、

1．羌 10

2．奚 6

3．牧 6

4．孰 6

曩御 5

6．景 5

7．帚 4

8．芦 4

9．泉 4

10．直 4

11．方 4

12．典 4

13．得 4

14．篝 4

15．鼓 4

16．土 4

17．罩 3

18．青鼍 3

19．虎 3

20．美 3

21．齿 3

22．子 3

23．鹿 3

24．彘 3，

25．肆 3

26．天 3；

27．巍 3

28．王 3

29．舌 3

30．丰 3

31．克 3

32．京 3

33．爵 3

37．帝 2

38．鼎 2

39．工 2

40．毋 2

41．比 2

42．皂 2

43．猷 2

44．垃 2

45．寅 2

146．田 2

147．妥 2

148．蓠 2

49．文 2

50．我 2

51．兮 2

52．先 2

53．自 2

54．象 2

55．窈 2

56．心 2

57．辛 2

58．聍 2

59．彝 2

160．般 2

61．用 2

62．于 2

63．盂 2

64．玉 2

65．月 2

66．宰 2

67．中 2

}68．周 2

69．亩 2

70．喜 2

71．尊 2

72．安

73-瓿要一F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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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1 2

75．登 2

76．牛 2

77．每 2

78．门 2

79． U 2

80．枚 2

81．季 2

}82．上 2

83．射 2

84．焦 1

85．雩 1

86．女 1

87．旁 1

88．又 1

89．酉 1

90．滴 1

91．尤 1

92．朋 1

93．永 1

94．尹 1

95．彭 1

96．邑 1

97．旃 1

98．南 1

99．州 l

100． 母 l

101． 木 1

102． 止 l

103． 目 1

104． 堡 l

105． 聿 1

106． 宅 l

107． 雨 l

108． 戊 l

1111． 其 1

1112． 岛 1

{“3． 亦 l

114． 朕 1

115． 师 l

116． 爻 l

117． 戊 1

118． 武 1

119． 午 1

120． 申 1

121． 未 1

122． 山 1

123． 尸 1

124． 若 1

125． 矢 1

126． 豕 1

127． 室 1

128． 唐 1

129． 舔 1

130． 巳 1

131． 戍 l

132． 身 l

133． 兄 1

134． 妻 l

135． 舟 1

|136． 羊 1

1137． 亚 1

|138． 旬 l

1139． 旋 l

1140． 析 l

1141． 4 1

142． 乙 1

143． 行 1

再≯}⋯丁⋯⋯⋯一j。一{一：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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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向 1

149． 日 1

150． 羞 1

151． 交 1

152． 君 1

153． 高 1

154． 父 1

155． 蕃 1

156． 夫 l

157． 家 l

158． 戈 l

159． 兄 1

160． 庚 1

161． 耳 l

162． 角 l

163． 柬 l

164． 冬 1

165． 井 l

166． 丁 1

167． 竹 1

168． 盛 1

169． 豳 1

170． 化 1

171． 壹 1

172． 何 1

173． 合 1

174． 禾 l

175． 好 1

176． 告 1

177． 癸 l

178． 口 1

179． 光 l

180． 己 l

185． 弓 l

186． 亥 l

187． 白 1

188． 受 1

189． 旅 l

190． 狼 l

191． 具 1

192． 北 1

193． 保 1

194． 陵 l

195． 百 l

196． 琢 l

197． 贸 1

198． 宗 l

199． 眉 1

200． 佳 l

201． 户 1

202．
一1

1

203． 皿 1

。204． 焉 1

}205． 臣 1

206． 刀 1

207． 牢 1

208． 大 1

209． 从 l

2i0． 柬 1

211． 』|I l

212． 匕 l

213． 倩 l

214． 鸭 1

215． 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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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1～3、表1～4可阻看出，文字异体现象在殷商时期是常见现象，殷

商金文具有异体的字头共有38个，占比较字头的14．73％；殷商甲骨文具有异体

的字头共有83个，占比较字头的37．39％。殷商甲骨文异体的现象明显高于殷商

金文，这也印证了殷商金文和殷商甲骨文作为不同用途的特点。

6．3名词字头功能比较

在汉字发展早期阶段，象形、会意占大多数，这在殷商金文和殷商甲骨文上

都有体现。殷商金文名词用字中象形字详见表6—4a，会意字详见表6—5a，形

声字详见表6—6a，指事字详见表6—7a；殷商甲骨文选定字头中象形字详见表

6—4b，会意字详见表6～5b，形声字详见表6—6b，指事字详见表6—7b。

表6—4a殷商金文名词用字中象形字统计

14．柬

15次

16．夫

17 蚯

18 ，J

工

38．宫

39．营

40．任}

41．藿

42．光

43．矗

44，癸

45．亥

46．禾

47．何

48．壹

p_。H_‘_。。'_。⋯～—。。。——⋯_
；53．卑
，⋯。一一^^一⋯ ^～⋯，f

54．交

55．角

56京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帅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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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井

58． U

59．爵

60．口

61．牢

62．力

63．蘸

64．象

65．鹿

66．焉

67．眉

68．每

69．美

70．朗

71．糸

72．‘

73，免

74．皿

75．母

76．木

77． 目

78．南

79．梦

80．扁

81．牛

82．女

83朋

84．其

85．膂

86．泉

89．壬

90．日

91．若

92．山

93．舌

94．射

95．申

【96．身

‘97．尸

}98．矢

99．豕

100．酞

101．柬

102，巳

103．天

104．田

05，土

106，莴

107．王

108．未

109．文

110．我

U．午

112．戊

113．奚

114．象

115．心

116．辛

117行

118，熊

121．觑

122．羊

123．乙

124．寅

125．引

126．永

127．用

128．酉

129．又

130．于

131．角

132．雨

133．玉

134．元

135．月

f136．战

i137．止

}138．黹

139．彘

140．中

j142．舟
。

1143．周

i144．帚
_-h__。‘_。“。。-—‘二_—●。____。1-_‘；一__^_‘～
i145．竹

1146．真

：147．佳

1148．子

j149左

表6—4b 殷商甲骨文选定字头象形字统计

2 其
一

∞

；一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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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皂

4． 匕／妣

5． 丙

6． h

7． 册

8 宣

9． 臣

10．凿

11．J|l

12．柬

13大

14．置

15．刀

16．帝

17丁

18．鼎／寅

19冬

20．柬

21．豆

22．耳

23．方

24丰／封

25．菩

26高

27．戈

28．庚

29．工

30。弓

_。‘。‘‘‘Lu‘_●___●。●_’-u_。。。。。‘-—'___ⅣⅣ^--___●--。。_---——-一
132．鼓

133．毋r‘‘⋯
i34矗～
135癸，⋯h⋯⋯一^^⋯^一—一
36亥

37汞

38
‘

‘{9 何

40．矗

41．虎

42．户

43．己

44．乳

45．璺

46交

47．角

48．京

’49．井

50． U

51．爵

52．克

53．口

54．力

55．蘸

56．景

57．鹿

59．眉

60．每

61．朗

62．皿

63．术

64．目

65．南

66．梦

67．扁

68．牛

69．女／母

70．其

71．裔

；72．泉

’76．日

8』

77．著

78．山

79．舌

80．审

81．身

82，尸／夷

83．鲕

84．矢

85．豕

86，巳

87，天

88．田

89．土

90．蔺

91．王

92．未

93．文

94．我

95．年

96，戊

97．象

98．心

99．辛

100．行

101．^

102．亚

103羊

104，彝

105．乙

●。●_-_。1‘’。。。。。。。。。_'h_'_●_。。—1。。。。。。。。。。。’。。。“。。。。。‘'一
：109．又／有／右／侑

；1lO于

--～⋯一⋯～一～一⋯～～
11I．角

112．雨

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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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御

115．月

116．戊

117．止

118：中

119．州

120．舟

121．周

122。帚

123．竹

t24，聍

125，直

126．隹

{127，子

1128．子／已

表6～5a殷商金文名词用字中会意字统计

1． 安

2．般

3．保

4． 北

5． 比

6．獗

7． 秉

，‘。。‘1●。_‘。”-●。。。h。’h●h-。-●-_。--_●’1。。4。__H-。H—

10．此

11．从

12．得

13．登

14．典

15．伐

16．娟

17．告

18．弓

19．稗

20．共

21．鼓

历1F～⋯“。～一
24合

25化

26囝

；27瞧

28．季

29．家

30．薨

31．盛

32．兄

33．弱

34．堇

35．君

36．克

37．牢

38．立

39．林

40．令

14l_旅

42．枚

43．噶

“．奠

45．牧

46．弄

47．妻

48．其

49羌

53．史

54．室

55．受

56．戍

57．搽

58．庭

59．妥

60，未

161．武

{62．析

浯3．奚

64．息

65，徙

66．先

67．白

68，向

69．窈

70．兄

71．羞

’72．旋

73．爻

74．彝

75．役

177．寅

；78，尹!．．．．．．。．．．一一⋯～——
j79，旃

280．友

r81．渔

。82 ：b

；8,3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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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孰

f88．聍

189．喜

90．敫

。91．宗

92．尊

表6～5b 殷商甲骨文选定字头会意字统计

。I|1蔓≤ij!#焉擎爿砖薯曩

1。安

2．保

3．北

4． 比

5． 琢

6． 秉

7． 垃

8．步

9．偶

lO．从

11．得

12．登

13．典

14．伐

15．父

16．告

17．共

18．鼓

19．光

20．好

21．化

22．园

23．季

24．家

25．聱

26．盛

27．兄

28．君

29．牢

30．令

31．旅

32．贸

33．枚

34．美

35．鸣

36．牧

37．年

38．朋

39．妻

40，羌

41．射

42．受

43．默

44．戍

45．揉

47．妥

48．武

50．奚

5I．先

52．自

53．向

54．盎

55．兄

．56．羞

57．旋

58，藏

59．爻

60．彝

61．邑

62，尹

163，旃

64．聿

65．御

66．宰

67．童

68．孰

69．彘

70．帚

71．喜

173．尊

表6—6a殷商金文名词用字中形声字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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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狠

2．偶

3， 冬

。4． 隆

5． 寅

6． 摸

7． 年

8． 旁

9．彭

10．杞

【n．妊

112．师

i13．祀

|14．唐

|15．兮

}16．盂

17．雩

18．宅

19．朕

20．妊

21．尊

表6～曲 殷商甲骨文选定字头形声字统计

11． 般

i2． 狠

|3． 宫

|4． !

h ‘

i6． 旁

|7． 雩

18． 朕

表6—7a殷商金文名词用字中指事字统计

。辜颟

i1． 刃

12 上

i3 午

i4．亦

15． 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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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7b 殷商甲骨文选定字头指事字统计

-i薯 罩菩睡 一 薯■

1．百

2．夫

3．立

4．母

5．彭

6．上

7．天

8．兮

9．旬

10．亦

11．寅

12．尤

1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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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金文和殷商甲骨文选定字头层次结构类型对照详见表6—8。

表6—8殷商金文与殷商甲骨文选定字头层次结构类型对照

时代 象形 会意 形声 指事

殷商金文 149 92 21 6 268

55．39 34．20 7．81 2．60 100％

殷商甲骨 128 73 8 13 222

57．40 32．74 3．59 6．28 100％

从上表可以看出，殷商金文、殷商甲骨文所选字头中，象形、会意占绝对多

数。殷商金文、殷商甲骨文各种层次结构类型十分相似，这种相似性，说明作为

大致同一时期内的两种字系具有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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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殷商金文名词用字和与之对应的甲骨文用字构形比较

7．1名词字头无差别构件频率分析的意义

对于殷商金文这种记录语言不发达的字系，从字的层面上研究构形存在着明

显的不完全归纳的局限，在构件层次上研究构形，多少弥补了这种局限。通过对

所有字头构件进行穷尽性分析，以下位层次的穷尽性来弥补上位层次的不足，这

样对于数理分析一个不完全样本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我们进一步选取名词字

头，以形体为单位进行构形分析，同时对比殷商甲骨文相对应的字头，以形体为

单位进行构形对比分析。这样，我们可以了解所选字头形体在构件层次上的差异

以及相似性。

7．2名词字头无差别构件频率比较分析

殷商金文名词用字形体构件统计(10次以上)详见表2～l。

表7—1殷商金文名词字头形体构件统计

耩件 频率 出虎

1． 又 114 秉叔弄受受曼雯耿妓呶得得得得得得受登登登典

旗反付弊升共盗舞室赧臼具具未来丽丽她律取弄

彝妻显显罄曹取取段遣遣敷秦射射媵史史史史守

受受受双双摘剽奴缎叙歌戏受典舆羞尉尉彝役寅

寅尹寡寡友友友友义舁舁舁舁聿聿毅驭爱朕建复

矗尊妈X绷绷尊尊尊

2． 人 54 保保北偶从从从从从往往往莅j：筻j芷伐伐付化俯嫡

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伎年羌莞缆侏人倪

成携翘先兄柑拊取强强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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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女 47 安好孀婶婶埽好蝮姑姑姑光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婿

址嬗奸蠢轰蠢嫁嫁媚嫩妹嫡媚女娥妻嫫妊始妥妥

娥匣妊；故赠

4． 止 37 街步出旌此此登登登登州址蚩竭蛔涉盈篮武徙徙

徙徙徙先屁屈扯正妊正正正正宣止是

5． 口 36 邱害告姑晕寄合合唬君口罾令楸喝牧娥品品品替

商唐庭同微唯吴成向瞢娥婊兄友者

6． 广 34 秉叔彝自又得登登登典驿升共舞臼具具弄彝营秦射

腾守受受受奴舆羞彝嵩尊尊尊

7．‘ 30 安寅寅寅寅寅寅宣安家牢宥“孪寝室守守宰偷向

宿寡宰宅宣寓字宗宙

8， 升 24 彝登登登典彝共彝具具弄彝秦射媵典彝舁朕矗尊

尊尊尊

9． 豕 23 蒙琢琢浆圈家遽豢蒙豕刹剥列豪襄孕孕逐明朝图

绷瓤

10．子 23 保保征好好好好好好蓝季囝旅孟繇双孝孽旃旃毓

子字

11．从 23 旌肌旌益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祈旋旋孽碑施

旃旃

12．支 23 妓妓毅教鼓鼓微唬矍载鞍鞍鞍敷枚伎牧牧牧'牧娥

射孜

13．只 22 置寅寅寅只狈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具真黉黉腊且寅

聍

14．飘 21 扶飙辊飘堇觐留l'倪廓j：}【蚬规""枧$拐揭孰

15．同 21 寅畔光却兄p竟靠盎令配其卿卿射虽臼邑御重重

16．戈 20 酰或伐伐戈默特薨羹蔑戎戍规舰舰武衡戏截戢

17．木 20 初枕棱桑集团林林枚楸本杞盍青省橡析析枧柜

18．叟 18 步袼车蝮各年冬降降四涉徙正正正正正正

19．1__| 17 同圜园囝圈圃圆圈圃口屈邑圈正正正正

20． 日 17 受受阴明槊蒙明朗兄兄矍矍目哭射省篪

2l 幺 16 蕊磁蕊嫩始糸摞奚藏鳆妥幺疆瑶露理蝙

22．羊 16 摹差辜投教干：牧牧羌羌缆齄粒蕴羞羊

23．爪 16 蒙曼俑美受蕊盂妥妥西奚墨琵爱霞程

24人 15 立立垃达大量太肘瞅立射奇类李鬓尔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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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4 得得得得得诺遘微律德微徙，址役

26．佳 14 雠雌缝集集集锫雕盔唯在宝壹隹

27．矢 14 彝侯侯陕蒙昊救射矢叙般缎奴寅

28．力 13 力奢啻罾窈窃窃窥翕痴窈疬窈

29．刀 13 刀柄破放娥剌盈剽刹刹纫瓤强

30．弓 13 孜弓弓弓弱弱射射射射射驮新

31．皿 13 盘盏益盛晷孟皿事蛊盟盟覃孟

32．定 12 逋锰徙徒达遵遗邋述遑迨逐

33．酉 11 匿|l j酉配盛彤欹酉尊尊尊尊

34．玉 11 寅蛮寅寅弄媵珏搦拐玉威

35．中 ll 逋qJ觏触觐V生{々圃自

36．帚 ll 婶婶婶婶埽婶蠲宴寝高帚

37．中 1l 妓旌坩史史史史忡中申蛊中

38臣 1l 臣疆讴取取取望里星匿柜

39．从 ll 键键雀旅旅旅旅旅旅旅监

40．皂 10 降隆陵陛陛陆遑尊尊尊

41．奎 lO 舅晕敦鞍鞍廉牵牵牵孰

殷商甲骨文选定字头形体构件统计(10次以上)详见表7～2。

表7—2殷商甲骨文选定字头形体构件统计

字头一 簿率= ．- o Ⅲ*j ’，。0 ．__

1．又 77 、骨毋盯冬l{『螋嘲凰oI》；券壮荆圈霰敞私

女^^女鞍妇∥辙譬≈是镪臻最黾黠^§＆

《l：}1舄协弧坤崩数瓠q8 j瓶霸峨{瓢拙社撕A

冒料饼冀鼽嫩j{t坂P}蟊44荦霄铺苜X科‘

S{f苜孰鳃

2．人 33 々序埘乓}醒‘ ≠ 筝铲蓄黍*静{f{{}f‘ ，

冷疹{}秽矿{ ；p希节， 》草叶井

3．子 27 }≯}幽肖嵬豳兑登☆崮崮闩贽51皂党毙曲
j芑冉{：f矗乓}{孥、$y

4．于 24 F蛩^～觊凰拳庐；I{女是廊鼠艘$舄鹰P蒋

冒旯嫩高t S

5． 支 20 ∥囝薇蛳托∥杈《姐钢飘《i糊椒汛Ej鱼荦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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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 #I

6．止 19 √仔√， 嚣谚{iI女{#叶日￥l￥， j冷葚jf

I

7．女 18 ≯鑫缸教磊V留帛％国耘@譬姥锶铭g臆

8． 18 4小胛I：》f％霰6Il权∥＆怕§k{强椒龇‘魄铺弘
9． 口 18 日≯哆a}矛彗些0 0冷0曹{舞向甚l f；il蕾

lO．羊 17 节冷霁寐薯彳并钝簪幕铲誓彳i乖#襁锅

11．升 16 蛩峨厨装★磊旃品娥*禺扇；{嫩矗葛

12．口 16 9II ol}街腔4 i}f她妤Q讹IX冒揩冒

13．幸 16 硪毒袅庸‘f争霸勘捞饼张#§井j『圈凰始

14．爪 15 V≮％ l他，4朝舀￥l鞋；甘百 {

15．“ 15 n O e J}|{{＼国1iI傅帛俞南@两闻f{i1

16．彳 15 抖僧帑糊耩椒班辑糖群徉彷稍衙擀

17．具 14 c9 e&凹馨啦蹦嘲t学增他々器拟高

l 8-羊if 12 抟抒球圈叛怿辫弁舞辑开钟

19．木 12 ％权龃}{》糠孳【贡癌牲藏

20．束 12 击干量卡枣÷÷神特婚错蚌

21．大 12 夼彘赴高#并舷篝舔F坫衍

22．奚 11 } { l } 扣留 } l 算 ￥ 霉

23．午 ll j {t l她舨I^衙衔农讹

24．罩 ll y￥V嗨≮Yj X y葛￥j抖

25．豕 10 爹≯擎西团擎丽哥亨擎
’

}26．戈 10 -f 1 l ff}{f rt^把{(4t

从以上两表可以看出，殷商甲骨文最高频构件和殷商金文相同，构形频率前

五位构件的重合率为60％，前十位构件的重合率为80％，前二十位构件的重合

率为70％，这样可以反映出两种字系的构形系统具有相似性。

我们对最高频构件“又”的构字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殷商甲骨文中“又”所

构成的77个形体中，存在大量的异体字形，例如“执”、有16个形体，“牧”有

9个形体，：拉：：查Z仝蹩堡；“典”有5个形体。相bE2_-F，殷商金文中“又”
所构成114个形体中，异体字形相对较少，“得”有6个形体，“史”、“舁”、“友”

各有4个形体。

殷商金文高频构件占第二位的构件“人”(54次)，要高于殷商甲骨文高频

构件占第二．位的“人”(33次)。殷商余文“人”所构形体中，“旅”出现13次，

“往”出觋6次，“从”出现5次，段商甲骨文“人”所构形体中，“羌”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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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次。“旅”在殷商金文中主要是族徽符号，族徽符号的图画性决定了其形体的

多样性的。同样，“徒”、“从”出现的11次中8次都是族徽符号。

殷商金文高频构件中，“女”构形47次，占第三位；相比之下，殷商甲骨文

中，“女”字构形35次，占第九位。殷商金文中，“女”构形主要是“妇”7次，

“好”8次，这和金文作为徽记、祭辞的特点相符合。殷商甲骨文中，“女”构

形主要是“安”6次，“奴”、“妇”各四次，这和甲骨文作为占b记录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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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殷商金文构形特点

通过对殷商金文的所有字头的构件进行全面考察，我们发现殷商金文是由有

限的相对稳定的基础构件组成了～定数量的单字，字头之间既不是孤立的，也不

是杂乱的，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律相互联系，相互区别，形成了一个有序的符号系

统。由于殷商金文可供分析的形体十分有限，因此我们采用了无差别性构件分析

的方法，希望以构件的穷尽分析来弥补字头数量的不足。同时，我们选取殷商金

文中属于名词字头的部分，以字形为单位，和与之相应的殷商甲骨文形体进行横

向比较。对记录语言较为丰富的字头形体进行构形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作为汉字

发展早期的两种字系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殷商金文构形的系统性，从构形元素上看，殷商金文已经具有一批相对稳定

的构件，共有基础构件363个，合体构件70个。有些构件本身具有独立的形、

音、义，这说明殷商金文已经具有～批形体与意义有着固定联系的基础构形元素，

这为殷商金文构形系统的形成与稳定提供了条件。从构形方式上看，我们按照传

统“四书”对殷商金文进行构件分析，其中象形、会意构件数量占了绝对优势，

形声这种最优化的构形方式已经具备，但不是太发达。这表明殷商金文已经摆脱

“文字画”的原始汉字时期，已经进入合成构字时期。

作为早期汉字，殷商金文构形系统还不成熟。字头的形体不周定，变体数量

多。同样，构件层次上，构件的形体也不稳定，带有浓郁的象形倾向，这样会造

成整个文字系统规范性差，构形系统不够严密。殷商金文中独体构件有363个，

整个构字量为814个(可供分析的部分)，独体构件数量和构字量的比例为1：

2。2。同时期殷商甲骨文共有独体构件412个，构字总量1380个，其比例为1：

3．40。《说文》小篆独体构件为414个，而构字总量为10422个，其比例为1：

250。殷窟垒塞塑殷商旦_置塞皇尘篓盟塑呈篮廑塑差±堡左直。按照驻位比翅I太!幸墨对^J

趁主熊量纠!咀雌z．殷亘垒塞塑里量塞塑塑显丕篓堑竺量丕盛塾笪堕嚣。除了异
体字外，殷商金文中还存在大量的异构字，例如，“妇”字，有的形体有一个构

件“女”，有的形体有两个构件“女”。

殷商金文作为一种特定用途的字系，同时具有自己的特点，同殷商甲骨文相

比较，殷商金文构形系统的舰范程度较高。与祭辞、册命有关的构件出现频率较

高。异体现象也比殷商甲骨文少。这说州作为殷商时期文字讦i体的金文的规范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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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比较高，当然，作为汉字早期文字体系的殷商金文和甲骨文一样，还处于不成

熟时期。

把殷商金文放入整个文字发展的过程中进行历时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殷商金

文构形系统的演变趋势。构件的形体逐步固定，构字频率逐步提高。构件功能以

象形、会意为主转变为以形声为主。层次结构逐渐丰富，对汉字构形理据的体现

越来越概括。

注释

①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2年3月第二期

0 李圃《甲骨文文字学》学林出版社1995年1月第一版9～10页

@ 张再兴《西周金文文字系统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79页

固 齐元涛《说文》小篆构形系统相关数据的计算机测查 《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i

期25页～33页

竺海燕硕士论文

《西周金文文字系统论》83页

齐元涛《说文》小篆掏形系统相关数据的计算机测查30页

《学术研究》2000年第四期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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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周金文文字系统论》40页

《西周金文文字系统论》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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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构形分析材料来渊竺海燕硕士论文

郑振峰 《论甲骨文字构形系统的特点及其演变》 语言研究2004年9月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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