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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台南市極樂寺
成大中文系副教授

高佑仁

文字學



開場白
本單元內容

❖文字學課程總覽

❖文字學的分支（範圍）

❖文字學有別其他領域之處

❖上課用書、參考書目

❖讀（準備）文字學的方法

❖自介文



2019.3 極樂寺 文字學課程總覽

第1週 ３／４ 第００講：開場白【文字學的分支、課程介紹、參考書目】

第０１講：文字與文字學

第2週 ３／１１ 第０２講：文字的形成過程

第3週 ３／１８
第０３講：文字三要素

第4週 ４／８ 第０４講：文字起源之謎（文字發生前的表意助憶工具、漢字起源的古老傳說）

第5週 ４／１５
第０５講：漢字的形成與發展：原始文字的種類、漢字發展過程中的主要變化

第6週 ４／２２
第０６講：商代文字－甲骨文、商代金文

第7週 ４／２９
第０７講：西周春秋文字兼論籀文

第8週 ５／６ 第０８講：六國文字：金文、璽印、貨幣、陶文、石刻文字、《說文》古文、三體石經、六國文字形體上的

特點

第9週 ５／１３
第０９講：秦系文字、小篆、石刻、金文、印章、封泥、陶文、漆器、簡帛

第10週 ５／２０
第１０講：漢字基本類型的劃分（從六書到三書）

第11週 ５／２７
第１１講：表意字

第12週 ６／３ 第１２講：形聲字

第13週 ６／１０ 第１３講：假借

第14週 ６／１７
第１４講：《說文解字》概述（作者、著書年代、篇卷、版本、分部、說解文字的方式、價值、闕誤。）



文字學的分支
（範圍）

１．《說文》學

２．古文字學

文字學 ３．字樣學（正體、俗體、通用字、簡體、標準字）

４．俗文字學（要先有正體字）

５．中文輸入法（倉頡、無蝦米、行列五十）

６．對外華語漢字教學（要先有正體字）

開枝散葉

最早是童蒙之書，
後來分衍出許多學科。

西周周宣王
據今2800年



《說文》學

❖ 從許慎在西元１００年寫出《說文解字》以後，一
直到２０世紀大量出土文物公布以前，漫長的文字學
研究歷史，幾乎可以與《說文》直接畫上等號。

和帝永元十二年



《說文》學

舉凡針對《說文》進行研究的相關問題，
都可稱為《說文》學。

→《說文》成書時間、引書考、釋字條例

→六書名義（轉注、假借的內涵）

→《說文》的體例、內容、錯誤

→《說文》四大家

→各朝代對《說文》的研究



林尹（1910年－1983年）
《文字學概說》目錄（1974年）



許錟輝（1934年－2018年）
《文字學簡編》初版1999年

1993年師大退休

❖掃描林尹課本

1.文字學＝說文＝六書學
2.聲韻、訓詁獨立



❖ 過去幾個世代以來，「說文學」一直是文字學研究的主
流，但近年以《說文》為學位論文者，比較少。

❖ 學科研究可成多，入門不易，需要整理眾人成果，要有
突破，更為艱難。（不能以《說文》研究《說文》，要靠《說文》 以外

的資料）



２．古文字學

❖ 文字學所討論的範疇，基本上是「隸書」以前的資料，
因為隸書以後的字體，人人皆可辨識，可供初形本意的研
究價值相對少。

❖ 甲骨文、金文，材料重要，但若沒有一定的文字水平，
則無法理解內容。因應出土獻大量公布，近年文字學多討
論出土文獻，研究《說文》較少。

❖ 由於考古科技進步或盜墓者有利可圖，因此近年大量出
土重要文獻，使得古文字學大昌。



文獻有兩種（出土與傳世）

商 民國

❖ 傳世文獻：老祖宗代代相傳的文本 出土文獻：突然挖出來的，往往

，有定本、師門流傳系統清晰，我們 是先秦以前的資料，流傳系統不

所讀的《說文解字》、十三經即此類。 可考，作者更不清楚，內容由於

沒有經過歷代經師的傳鈔，文字

常較為正確（未必絕對比傳本正

確）。

剛
出
土
的
竹
簡



→ 時間軸

❖ 傳世文獻：老祖宗代代相傳的文本 出土文獻：突然挖出來的，往往

，有定本、師門流傳系統清晰，我們 是先秦以前的資料，流傳系統不

所讀的《說文解字》、十三經即此類。 可考，作者更不清楚。

◎傳世文獻經過千百年的研究，可以挖的問題，基本
上都已被發現。近年出土的楚簡，許慎沒有看過，王
國維來不及看到，是楚國人記楚事的第一手資料，價
值很高。近年，出土文獻越來越多人研究，時也，勢
也。

商 民國



二重證據法（王國維）

❖王國維提倡二重證據法，以「地下之材料」補正「紙上之
材料」。

❖ 王國維于1925年表示：「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
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
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
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

出土文獻



三重證據法（饒宗頤）

❖二重： 1.傳世古籍 2.地下之材料：

❖三重： 1.傳世古籍 2.考古實物 3.古文字資料

❖ 饒宗頤的三重證據法是在二重證據法的基礎上，將考古材料又分為兩
部分——考古資料和古文字資料。



３．字樣學（正體、簡體）
❖ 研究「標準字」 （正體字、繁體字）

的學問。

學子準備科舉考試的第一件事，買本

《九經字樣》，知道考試要用什麼字體。

→今日可透過這樣的古代用字的情況。

→今日的字樣學家往往是字典學家。



爭 争 為



【「致」字一覽表】演變重點：

「至」以倒矢插於地，表示「至」。

A「致」最早从「人」、「至」聲。

B「人」旁下加腳趾頭，突顯「至」的意思。

C至少在秦朝，已經出現「 」的寫法。

D東漢人還把右半誤寫成「犮」、「支」。

A B

C

※國文老師要求寫成「致」，是希望能符
合最早的造字本義。但其實「致」字古人
也錯得一蹋糊塗。

D D



❖字樣學：研究正體（標準字）、簡體、俗體、錯別字、
近似字、異體字等問題。

❖日本、韓國都使用漢字，但構形和台灣不太一樣，其差
異也是字樣學的範疇。



４．俗文字學
❖ 1899年敦煌寫卷出土

大量寫卷多以俗體字書寫

後世衍生出俗文字學。
（鄭阿財、蔡忠霖教授）

菩薩合文

涅槃合文

抄寫者為節省抄寫時間、精力，就用「菩」、「薩」二字的草
字頭造了一個合文。



５．中文輸入法
❖注音、倉頡、行列三十、大易輸入法、無蝦米 （注音符號

的缺點？）

❖中文系能跨小學與電腦者很少，但這門學問影響非常多
人！

→怎麼打出古文字？

→此領域影響非常多人，但已非傳統中文人能駕馭。

園「藝」
「夙」



６．對外華語漢字教學

→新興的熱門領域，教外國人中文是門高度專業的事，後逐漸
獨立出「華語文學系」。



漢字教學和漢字研究
是兩回事

❖ 【教學】 【研究】

❖

各位小朋友「馬幾隻腳？」４隻 「馬」字四點是兩隻腳，以及分叉

所以「馬」下面有４點。 的尾巴！

→但這種概念你要怎麼講給初識「馬」

字的小孩知道？

《說文》：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 小朋友：馬怎麼會是兩隻腳？

顏師古：馬字，下曲者尾，

幷四點爲足，凡五。

馬
甲骨 金文 戰國文字 小篆



101學年度教師檢定（身心障礙組）

❖ 25.當學生在課堂上無法自發性寫出目標國字「馬」時，教師可以

進行以下的教學提示。下列何者是依由少到多的協助程度排列？

❖ 甲、教師示範「馬」字的正確寫法

❖ 乙、教師提供「馬」字的字形演進圖片

❖ 丙、教師以手勢指出「馬」字寫錯的部分

❖ 丁、教師口頭提示「馬」字下方的四點是代表四隻腳

(A)甲乙丙丁

(B)乙甲丁丙

(C)丙乙丁甲

(D)丙丁乙甲



１．《說文》學

２．古文字學

文字學 ３．字樣學

４．俗文字學

５．中文輸入法

６．對外華語漢字教學

以上為「文字學」之範疇，一般大學的「文字學」課
程主要以１、２為主，教育大學則偏重漢字教學。



小學 是 基礎
❖簡宗梧（漢賦研究專家）：

現在寫作散文、文學批評和學術論文時，我
深深感覺到：當年對文字聲韻下過功夫，成為
我今天研究辭賦的利器，使我更得心應手。金
字塔的底部越大，築成的塔就可能越高。

❖ 班固〈二都賦〉：鳥則玄鶴白鷺，黃鵠鵁鸛，

鶬鴰鴇鶂，鳧鷖鴻雁。

漢賦創作者也往往是文字學者



近年的小學風潮
❖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現之學問〉（《學衡》

1925年第45期）說：

「中國古來新學問大都由於新發現」

❖文字學：研究《說文》，我們贏不了《說文》四大家，
但是剛好大量出土文物公布，因此許多學者轉而投入其
研究。

❖聲韻學：研究古音，我們贏不了清代學者，因此另闢蹊
徑，投入近代音、方言的研究。



文字學有別其他領域之處

❖ 1.大量的古文字字形

→修完之後：你應該要知道字的古文字寫法

❖ 2.重視文字的演變源流

→修完之後：你應該要知道字的演變脈絡

❖ 3.探究文字的本義

→修完之後：你應該要知道字的本義



文字學有別其他領域之處

❖ 4.重視「真」，降低個人主觀的感受。

❖ 5.強調文獻的解讀，「字」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位於文例
中，具有某種特定的意義，考察這個字在整體文意中怎麼
「讀」？



❖課程用書

❖1.上課用書

❖2.參考書目

❖3.通識讀物



簡 修
體 訂

版

中
文
新
版

中
文
舊
版

上課用書
《文字學概要》

❖ 作者：裘錫圭

❖ 萬卷樓

❖ 北京：商務印書館

優點：

全球普及率最高的文字學課本。

文字學研究的最高水平

缺點：

1.難 有如天書

易使人望而生畏

2.舉例時偶以大陸日常生活用語為例，讀之

有距離感，不易明白。 （故衣、木樨湯）



中
文
新
版

中
文
舊
版

❖《文字學簡編》

❖作者：許錟輝

❖出版：萬卷樓
（臺灣學者出版普及率最高的課本）

優點：平易近人

缺點：以《說文》、六書為主



《說文解字注》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
《說文解字注》，經樓藏版，
（臺北：洪葉出版社，1999年
11月）。

→這是老師大學時期文字學課
程的上課用書，使用至今。

2016年有出新版

參考書目



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字
《說文新證》

作者：季旭昇

臺北：藝文

福州：福建人民



50年前臺灣中文系學生
最常用的上課用書。



早期文字學用書



❖高鴻縉《中國字例》
三民書局

❖1960年初版

❖觀點新穎、大量引證
古文字



空大 文字學

❖ 作者：

❖ 林慶勳、竺家寧、孔仲溫

❖ 出版社：空中大學

❖ 出版時間：1995-09-01

→老師上大學時的課堂用書



書目
❖上課會用的書

1.文字學概要（萬卷樓/商務印書館）80%

定價500元 萬卷樓網站NTD375元

2.文字學簡編（萬卷樓）20%

定價300元 萬卷樓網站NTD225元

3.說文解字 （圖書館有）

❖抄寫五百四十部首需要

定價950元



通識讀物



❖ 1.這些讀物幫助普羅大眾認識漢字，提升文字構形的基
本水平，吸引更多年輕學生對漢字研究產生興趣，有高
度意義。但觀點不一定對，須謹慎。

❖ 2.要對文字初形、本義等字形研究，讀懂甲骨文金文，
以及同時代的傳世文獻，是最基本的要求。

❖ 3.如果不懂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最終只會流於「看圖
說故事」。



❖廖文豪（《漢字樹》作者））：冉不是王八
嗎？鱉的本名搞丟了，誰來幫幫忙！

→將「冉」理解為「鱉」。

❖蘇建洲（彰師大國文系教授）漢字分析不是
看圖說話！「冉」是個王八嗎？

→對廖文有所批評，應該要用古文字來印證。

沒有釋冉的硬證，而「冉」也不是鱉



作者解釋不使用甲骨文的理由

❖ 1.現存甲骨文中，可辨識出的文字不超過1500字，數量不足以表達所有

現代漢字。

❖ 2.甲骨文的形體非常不一致，如何選取是個難題。

❖ 3.甲骨文形體所表達的符號意義往往不清楚，有的極難辨識。

❖ 4.甲骨文形體與現代漢字形體相去甚遠，對於學習書寫或閱讀現代漢字

幫助不大。就以「射」為例，射的甲骨文 表示箭搭在弓上；金文

加了一隻拉弓的手，顯然手中的箭正蓄勢待發。然而，篆體 產生了

很大的改變，將「弓」改做「身」，表示「射箭」是身體與手巧妙搭配

的技能，端正「身體」穩固持弓箭的「手」，才能正中目標。

廖文豪，臺大電機碩士，臺北商業大學副教授



❖ 以一個大學教授的高度，對於通識作品應該予以包容與鼓
勵，因為他們提升市井小民對漢字的學習興趣。

❖ 業餘文字學愛好者常常只能彙整眾書意見，無法判斷各說
的優劣對錯，這是問題的癥結點。

❖ 但問題是業餘文字學愛好者偏偏立論大膽且言之鑿鑿，讓
大家信以為真，誤導大眾產聲錯誤知識。

❖漢字人人會寫，但其初形本義的研究，卻是非常專業的事。



許慎寫《說文》的原因

❖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云
：「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為長
，人持十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
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眾，皆
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習
，蔽所希聞。

*漢令有「苛（訶）人受錢」原斥責官吏收賄，當時有人認為 字从止从句
（勾），可見「苛」是禁「止」向人「勾」取錢財。



準備文字學的方法
❖ 以裘錫圭《文字學概要》為主，搭配許錟
輝《文字學簡編》。前者非常專業，但稍嫌
過深，後者簡要，可作補充。二者搭配參看
，相輔相成。



讀文字學的方法

1. 對古文字構形要敏感。

2. 閱讀時應不斷詢問「為什麼？」，不疑處有疑。

3. 雖然小學的「師承」觀念很強，但我們的態度是「
求真」，不管師門（師承），天不怕地不怕，挑戰
權威。

4. 以理解為主！造字自有其道理，其中道理根本不用
死背。那種無法理解的觀念，很有可能是錯的。



一魚三吃
❖ 請活用字例，很多字例可以同時使用在不同問題中

，既可用於A問題，亦可用於B問題，一魚三吃，事半

功倍，所以同學其實不需要完全死背裘書所舉的字例

，你應該想一想，那些例子可以一魚三吃（不過大前

提是你對字例的理解是正確無誤的）。

❖ 總之，建議同學「活用」證據，文字學絕對不是只

有背誦資料而已。



自介文

學

歷

學校名稱 系所別 學位 修 業 起 訖 年 月

國立成功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博士 96年9月－100年11月

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所 碩士

國立中正大學 中國文學系 學士

東方工專 電子工程科 副學士



經歷

經

歷

學校名稱 職稱 起 訖 年 月

國立成功大學 副教授 108年1月~迄今

國立成功大學 助理教授 104年2月～107年12月

國立中央大學 助理教授 103年8月~104年2月

國立成功大學 專案助理教授 102年8月～103年7月



第１講：文字與文字學

❖學：即一套有系統、脈絡的研究



【單元】

❖文字的定義

❖文字異名：文、字、書、名

❖人類使用文字的類型：音系文字、形系文字

❖語言與文字

❖中國文字學界說



文字的定義

人生最困難的就是「定義」
「文字」的定義，語言文字學者分狹義、廣義兩
派－－
1、狹義：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

（一定要有形、音、義）

2、廣義：人們用來傳遞訊息、表示一定意義的
圖畫和符號，都可稱為「文字」。
在漢語裡，「文字」可用來指一個個的字，也

可以指記錄某種語言的文字符號的整個體系（後
者亦可稱為「文字體系」）。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工具，不管那種語言都具
有兩種要素：一種是語音，另一種是語意。

人類使用過或目前還在使用的文字如此之多，
歸納起來不外兩種類型：

一、音系文字，又稱拼音文字；
二、形系文字，又稱表意文字。



❖ 以別的語言的文字為依傍，有時能為一種
語言很快地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文字來。比如
西夏文、韓文、日文。不能完整地記錄語言
的文字稱為原始文字。



「夫文，止戈為武。」注：文，字也。（《左傳》宣公十二年）

「於文，皿蟲為蠱。」注：文，字也。（《左傳》昭公元年）

巫蠱為一種操縱毒蟲，並以咒詛害人的巫術，也叫蠱、蠱術。

顧炎武《日知錄》：「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現在，「文」
仍然可以指「文字」，如「英文」、「法文」等。

《說文》：「文，錯畫也。象交文。」王筠注：「錯者，交錯
也。錯而畫之乃成文也。《易‧繫辭》：『物相雜故曰文，
錯斯雜矣。』」

《禮記‧樂記》：「五色成文而不亂。」《太玄經‧玄掜ㄧˇ》：
「文為藻飾。」→「文」是「紋」的初文。

「文字」的異名－文
（古代對「文字」有什麼不同稱呼呢？）



「文，錯畫也。象交文。」（《說文解字注》P.429）

←商代

←西周時代

春秋戰國時代→



※先民刺青的地方主要在_____，而且會刺「心」字。



《尚書》多次出現「寧王」

❖ 《尚書˙大誥》： 寧王遺我大寶龜。 遺：給

鄭玄曰：「受命曰寧王。寧王者文王也。」

孔安國《大傳》說：「寧王，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 」

（受天命的安寧之王，那個人叫文王。）

大家都知道這裡的「寧王」指得是「文王」，但「文王」從沒
被稱為寧王過。而且，文王就文王，寫「寧王」做什麼？

千百年來，學者們均百思不得其解。



尚
書

大
誥



《尚書》多次出現「寧王」

※到了清代，嫻熟金文字體的書法大師吳大澂突
然想到！啊~

書法大師吳大澂



文 寍

吳大澂：
〈大誥〉誤「文」為「寍」，壁中古文〈大誥〉篇，其「文」
字必與「寍」字相似，漢儒遂誤釋為「寍」。其實〈大誥〉乃
武王伐殷，大誥天下之文。「寍王」即「文王」。

→孔壁中的竹簡中的寍（寧）和文寫法很像，
漢代經師已經無法辨識，故錯成「寍（寧） 」
字。

一錯就錯兩千年了…..



裘錫圭的補充

❖ 古文字資料中，「文」字寫成從「心」，沒
有晚於西周、春秋之間的例子。所以漢儒所見
古文經書裏不大可能有這樣的「文」字。从「
心」从「文」顯然是先訛作「寍」，再變作「
寧」的。我們認為《尚書》中部分「文」字訛
作「寍」的時代，不會晚於春秋。

→可見「文」訛誤成「寧」已有很長一段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