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表意字
共計六種

1. 抽象字

2. 象物字

3. 指示字

4. 象物字式的象事字

5. 會意字

6. 變體字

PPT檔
表意字（1）

表意字（2）

表意字（3）



５、會意字

Ａ、圖形式會意字

Ｂ、利用偏旁間的位置關係的會意字

Ｃ、主體和器官的會意字

Ｄ、重複同一偏旁而成的會意字

Ｅ、偏旁連讀成語的會意字

Ｆ、其他



❖５、會意字

❖在抽象字、指示字之外，凡是會合兩個以上意符來
表示一個跟這些意符本身的意義都不相同的意義的
字，我們都看作會意字。

❖ 跟 同義， 跟 同義，所以「果」、「胃」
一類字雖然由兩個意符組成，卻仍然是象物字而不
是會意字。

Ａ Ｂ
Ａ＋Ｂ＝Ｃ
如果ＡＢ的意義與Ｃ
不一樣，那就是會意。
簡單說，Ａ、Ｂ相加如果
造出一個新義，那就是會
意。

C



❖構成會意字的意符既可以是形符也可以是義
符。按理說，把由形符構成的字跟由義符構
成的字放在同一類裡是不合適的。有些由兩
個以上意符構成的字，它們所用的意符究竟
應該算形符還是義符，是兩可的。所以只好
採用現在的分類辦法。



❖會意字數量既多，情況也很複雜，下面把它
們分成六類，分別舉例加以說明。這六類並
沒有一個完全統一的分類標準，這樣分類只
是一種權宜的辦法。



５、會意字
Ａ、圖形式會意字

Ｂ、利用偏旁間的位置關係的會意字

Ｃ、主體和器官的會意字

Ｄ、重複同一偏旁而成的會意字

Ｅ、偏旁連讀成語的會意字

Ｆ、其他



❖Ａ、圖形式會意字

❖這類字大體上跟林義光認為應該劃入象形字
的會意字相當例如：

❖ 林義光，清末民初的學者，代表作《文源》，是第
一部系統地運用古文字資料訂正《說文解字》的作
品，可惜過去學界對其重視度不高。



❖宿──表示人睡在屋里的重席上。

（甲骨文） （小篆）

❖「 」是「簟」的象形初文，小篆訛變為
（字書音ㄊㄧㄢˋ，與「簟」音極近），《說文》以為
象「舌皃（貌）」，不確。



椅子

據文籍記載，椅子

的名稱始見於唐代，

而椅子的形象則要上

溯到漢魏時傳入北方

的胡床。敦煌壁畫就

有人坐在椅子上的圖像。

古人席地而坐，先秦以前不會「坐在椅子」上。



❖疒──表示人有疾病躺在床上。

（甲骨文） （金偏） （小篆）

❖甲骨文「疒」字有時在人形旁邊加小點，可能表示
病人在出汗。跟疾病有關的字多从「疒」。按照字
書， 「疒」字音ㄋㄧㄝˋ，其實「疒」大概就是
「疾」的初文。

→古文字「爿」和「疒」偏旁可以替換。



這是什麼字？

❖毛公鼎：旻天△威

❖現在與疾病有關的字，多半从「疒」。

古多戰爭，人著矢則疾矣。



❖療疔癤疓疕瘧疙疚瘍癘疝疘疛疜疞瘡疫疤瘋疥
疬疣疩疪疭疺疢疦疧疨疹病疽疾痙疲疼癰症疳
疴疸痄皰疰痃痂疶疷疻疿痀痁痆疵痕痊癢痔痏
痐痑痓痖痍痋痌痎痘瘓痢痞痛痗痙痚痜痝痟痠
痡痥痩痾痣癆痦痤癇痧痹癡瘁痰痬痭痮痯痲痳
痵痶痷痸痺痻痽瘂瘄 瘆瘃痱痼痿瘐瘀癉瘏
瘑瘔瘩瘦瘟瘇瘈瘉瘋 瘍瘥瘺瘕瘙瘣瘧瘌瘞
瘊瘎瘒瘓瘖瘤癟癱瘛瘼瘢瘠瘞瘡瘨癊瘚瘜瘝瘴
瘸癀瘭瘰癭瘵癃瘬瘮瘯瘱瘲瘶瘷瘹瘺瘻癮瘳瘽
癌癈癉癋癎癘癍癁療癄癅癆癇癤癏癐癑癒癓癕
癗癙癛癝癩癔癜癖癚癬癡癢癟癠癥癦癧癨癩癪
癮癲癬癭癰癯癱癲癳癴癵癆痦痤癇痧痹癡瘁痰

疒



❖臽──表示人掉在陷阱裡。

（ 鐘《集成》260） （小篆）

❖所引金文「臽」字人形上所加的「 」，可
能是由「止」形訛變的（腳被陷阱困住）。「臽」
、「陷」音同義近，也許「臽」就是「陷」的
初文。

❖ 賽德克族補鹿陷阱

甲骨文的陷是鹿掉到陷阱



古文字中的「人」

❖ 站立的「人」常常會增加「止」旁，最後「止」再
變成「女」。

執



❖从──表示一個人跟從另一人。

（《合集》29156）

❖北──「背」的初文，字形象兩人相背。

（《合集》9748）

❖ 北方是背陰的一方，方位詞｛北｝是由｛背｝派生出
來的。後來「北」主要用來表示方位，另在「北」上
加注「肉」旁分化出「背」字來表示本義。



❖無──「無」與「舞」本為一字。字形表示人
持牛尾一類東西跳舞。

（甲骨文） （作冊般甗《集成》944）

（大盂鼎《集成》2837）

（頌簋《集成》4333） （小篆）

❖ （《呂氏春秋‧古樂》：「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

足以歌八闋。」）「舞」下部的「舛」本象二趾。
「無」字由於經常假借來表示有無的｛無｝，
跟只表示本義的「舞」分化成了兩個字。

→文學起源之一的「勞動說」。



無

❖無（舞）最後由表意字演變成形聲字，字从「某」聲。



❖取──表示以手取耳。古代田獵獲獸或戰爭
殺敵，一般取下左耳作為計功的憑據。

（盛君縈簠《集成》4494）

（小篆）

一個人拿著耳朵



❖得──表示得到財富，加「彳」旁表示在行道時得到。

（得父乙觚《集成》7086）

（合集66） （甲骨文） （漢印小篆）

❖《說文》以不加「彳」的為古文。「又」旁在篆文
裡變成「寸」旁。在古文字裡，从「又」（代表手）

的字後來往往變成从「寸」。「貝旁在《說文》篆
文裡訛變為「見」上引篆文取自漢印。



❖受──｛授｝、｛受｝二詞本來都由「受」
字表示。字形表示「舟」的授受，上面的手
形代表授者，下面的手形代表受者。

（甲骨文） （沈子它簋蓋

《集成》4330）

（頌簋 《集成》4334）

（小篆）上引篆文第一形取自漢印，
第二形取自《說文》。



❖可授受的東西很多，為什麼造字的人挑選了
「舟」呢？大概是由於「舟」的音跟「受」
相近，可以兼起表音的作用。《說文》說

「受，相付也。从 ，舟省聲」。這應該是自
古相傳的舊說。就「受」字从「舟」的那種較古
字形來說，其實可以把它看作會意兼形聲字。

→ 舟、受古音 非常接近
端
紐
幽
部

定
紐
幽
部



❖戒──表示兩手持戈有所戒備。

（戒作 官鬲

（《合集》7060） 《集成》566）

→介紹兵字

❖弄──表示兩手持玉玩弄。

（天尹鐘《集成》5）

❖盥──表示用水洗手，「皿」代表接水的盤。

（夆叔匜《集成》10282）



❖執──字形表示把俘虜或犯人的手銬起來。

（甲骨文） （兮甲盤）

（小篆） 執、圉、釋、逸、訊

❖ 本象古代一種木制的手銬，字書音ㄋ一ㄝˋ，隸、
楷變作「幸」跟楷書幸福的「幸」字同形（幸福
之「幸」據《說文》本是从「夭」从「屰」之字
，漢隸多作「 」，上頭从犬）。



❖曰──表示人嘴出聲氣。

（《合集》586） （大盂鼎《集成》2837）

（邾公華鐘《集成》245）

❖益──「溢」的初文，字形表示水從器皿裡
漫出來。

（甲骨文） （小篆）

易 1.蜥蜴

2.日+月

舊說：



易：由Ａ容器 倒到 Ｂ容器

因為字形複雜難寫，
後來截取器皿的手柄以及「水」旁。



５、會意字
Ａ、圖形式會意字

Ｂ、利用偏旁間的位置關係的會意字

Ｃ、主體和器官的會意字

Ｄ、重複同一偏旁而成的會意字

Ｅ、偏旁連讀成語的會意字

Ｆ、其他



❖Ｂ、利用偏旁間的位置關係的會意字
※這類字著重偏旁間的位置、方向的關係。

❖這類會意字大都也是按照以圖形表示字義的原
則造出來的，因此它們偏旁的位置關係在表示
字義上有重要的作用。

❖造字時明顯用了象徵手法（如以「止」形表示人在前

進的「步」、「涉」等字），或者把義符硬當作形符
用（如以「臣」字代表在主人家中服役的臣僕的「宦」字）

，因此字形的圖畫意味就淡薄了。這是將它們
跟圖形式會意字區分開來的原因。



❖正──「征」的初文，本義是遠行。

（《合集》6310） （ 簋《集成》4159）

（殷 盤《集成》10128）

❖「 」代表行程的目的地，「止」向「 」
表示向目的地行進。

❖ 兩隻腳也是正



❖之──「之」的本義近於「往」。或以為字
形以「–」代表人所離開的地方，以向前的

「止」表示人離此地他去。

（《合集》5365） （小篆）

→送孟浩然之廣陵



❖出──古人穴居， 或 象坎穴（「坎」的象形
初文本作 ）。整個字形以趾離坎穴表示外出。

（《合集》217） （《合集》33050）

（頌壺《集成》9731） （小篆）

❖ 所引篆文前一形取自《說文》，後一形取自漢印。



❖各──「 」的初文。

（《合集》21021） （《合集》27000）

（走馬休盤《集成》 10170）

❖《方言‧一》：「 ，至也。」

❖《方言‧二》：「 ，來也。」

❖字形以趾向穴表示來到。古書多借「格」為「 」。

（落）

落：雨來了！



❖利用偏旁位置關係的會意字一般是在古文字
階段造出來的。不過在漢字變得完全不象形
之後，偶爾也還造這類會意字，又如「氽」
，又如：

❖嬲──以二「男」夾一「女」表示戲弄、糾
纏的意思。

氽

水上漂

ㄋ〡ㄠˇ



５、會意字
Ａ、圖形式會意字

Ｂ、利用偏旁間的位置關係的會意字

Ｃ、主體和器官的會意字

Ｄ、重複同一偏旁而成的會意字

Ｅ、偏旁連讀成語的會意字

Ｆ、其他



❖Ｃ、主體和器官的會意字

把象人或動物的字或形符，跟象某種器官的字或形
符配合起來（有時還加上象其他有關事物的偏旁），以表示跟
這種器官有關的某種行為或情狀。

楊樹達稱這類字為「主名與官名的會意字」。但怕

「主名」、「官名」不好懂，改為「主體」、

「器官」，實際上是指象主體和器官的字或形符而
言的。

「主體」 「器官」

人虎虫鹿
馬豕犬鳥

口目耳舌
又自止角

Ａ ＋ Ｂ



❖見──見是目的功能，所以字形在人形上加「
目」以示意。

（《合集》3103） （小篆）

❖古文字中，「見」和「視」是不一樣的。
❖ 坐（跪）著 站著

悠然「見」南山 巡「視」



❖ ──瞭望之｛望｝古代本用「 」字表示。

目形豎起，表示不是一般地看，而是極目遠望。

（《合集》548） （《合集》7220 ）

（保卣《集成》5415）

狐死必首丘：
狐狸將死，會在山上找塊石頭躺在上面，頭朝著自己的家。

越鳥朝南枝 ：（？）

人站土上



壬
人站立在土上。 「壬」由「工」分化出來

古文字中，凡站立者， 起初與「工」無別，

其下半常會在綴加「土」。 後來在中間的豎筆上加肥筆。

童 望 羌 工 壬 壬

土

ㄊ
ㄧ
ㄥˇ

ㄖ
ㄣˊ



❖人形下或加「土」，「人」和「土」合起來就成
了「 」（音ㄊ一ㄥˇ，跟壬癸的「壬」不是一個字）。
《說文》把 當作「朢」的古文。「朢」字金文
作 ，从「月」从「 」（「 」是音符兼意符），本
是從「 」字分化出來專門表示朔望之｛望｝的
（陰曆每月十五日是望日，由於這一天日月正相望而得名）。

「望」本是「朢」的異體或分化字，是把「朢」字
的「臣」旁改為形近的聲旁 （亡）而成的。後來
「 」和「朢」者廢棄不用，只用「望」字。



站地上 站土丘 專本表示 把代表眼睛的臣

看得較遠 朔望（滿月） 改成亡聲

賞月都是賞「滿月」 王羲之筆下的望

但為何不以滿月表示？



❖欠──本義是張口舒氣（欠伸之「欠」即用此義）。

（《合集》7235 ） （金偏） （隸偏）

❖字形在人形上端加豎起來的「口」以表示張口的
意思。很多从「欠」的字，如「吹」、「飲」、
「歎」、「歌」等等，字義都跟張口有關。

打哈欠



口舌告言音

口 甘 曰 今 合 舌 告 言 音 意

嘴巴
「甘」，口中一點。「曰」口前一點。

「合（答）」，你講話，別人回應你。

「舌」，表舌頭，小點為唾液。「告」由「舌」字豎筆上突出，分化出來。

「言」在「舌」上加一橫筆，分化出來。

「音」， 由「言」字口中加一點，造出「音」。字晚出。



❖飲──表示俯首張口飲酒尊裡的酒。

（甲骨文） （ 仲觶《集成》6511）

（小篆） （隸書）

❖古文字「舌」字作 、 等形，可知上引第一形倒
口下的「 」代表舌頭。這個字後來加上「今」聲
，成為形聲字，但是在隸書裡又簡化為會意字。上
引篆文取自漢印，《說文》「欠」形已訛變。



欠

羨



❖走──本義近於小跑（《釋名‧釋姿容》：「徐行

曰步，疾行曰趨，疾趨曰走」），所以字形在

「 」下加「止」以示意。

（訇簋《集成》4321） （篆偏）

❖ 象人急行時兩臂舞動得很厲害的樣子，後來演變
為「夭」字。（師曰：這是有問題的）《說文》中「夭」
字以及「走」字所从的「夭」都已訛變為 。上引
篆文偏旁取自漢印。

→說文：走，趨也。从夭止。夭止者，屈也。現在看
來，並不可信。



❖ 「走」最早就是畫出人奔跑的樣子，與夭無關。

走字後來在下半多處腳趾頭，強化奔跑的意思。

❖ 「夭」從來沒有奔跑的意思，「逃（桃）之夭夭」
是假借。

→我們目前所見最早的夭字，

是在「腰」打一斜筆，因此有人認為夭指腰。



走，快跑。
❖台語：跑路。

國語：走路。



❖奔──奔比走更急更快，所以字形在「夭」
下加三個「止」以示意。後來三個「止」被
改成形近的「卉」。「夭」旁在隸、楷裡簡
化成「大」。

（大盂鼎 （大克鼎

《集成》2837） 《集成》2836）

→古文字止和屮常訛混。

（石鼓文） （隸書）



❖臭──「嗅」（《說文》作「 」）的初文。

（《合集》8977正） （小篆）

❖狗以嗅覺靈敏著稱，所以「臭」字从「犬」
从「自」。「自」本象鼻形。香臭的｛臭｝
是｛臭｝（嗅）的引申義。

❖「臭」由本指「嗅覺」，引申為一切味道，

後來又專指「臭味」，

因此加口，孳乳出嗅字。



❖鳴──雞以善鳴著稱，所以甲骨文「鳴」字在
雞形旁邊加「口」以示意。後來雞形為「鳥」
旁所代替。

（《合集》1110正） （蔡侯紐鐘《集成》210）

→从「雞」从「口」

（小篆）



❖這類會意字一般也是在古文字階段造出來的。
其中，把象主體和器官的字或形符連成一體的
那種字，如「見」、「 」、「欠」、「既」
、「監」、「飲」等，字形有相當濃厚的圖畫
意味，出現的時代都很早。漢字變得完全不象
形之後，偶爾還造「鳴」、「吠」一類的字，
如當羊叫聲講的「咩」。

→言下之意，這種造字法起源很早，而直到現
代，仍在使用中。



５、會意字

Ａ、圖形式會意字

Ｂ、利用偏旁間的位置關係的會意字

Ｃ、主體和器官的會意字

Ｄ、重複同一偏旁而成的會意字

Ｅ、偏旁連讀成語的會意字

Ｆ、其他



❖Ｄ、重複同一偏旁而成的會意字
❖ 重複同一偏旁而成的表意字，並非都是會意字。有的字如

「艸」和「絲」，跟它們的偏旁是繁簡體的關係，應該看
作象物字。即使是會意字，也不見得一定屬於本類，如象
一人跟從另一人的「从」字，就是圖形式會意字。不過，
大多數重複同一偏旁而成的字，是可以歸入本類的。

【重複同一偏旁而成的會意字】

指重複同一偏旁而成的表意字，以下兩種非本類

１．單字繁體： 「艸」和「絲」 （Ｘ）

２．圖形式會意：从（Ｘ）



❖茻──據《說文》，「茻」是草莽之「莽」的本
字（《說文》「莽，南昌謂犬善逐兔艸中為『莽』」），但
古書中不見此字。在已發現的古文字裡，

「茻」只用為偏旁，而且意義似與「艸」無別。

屯聲

（小篆） 朝 春



❖森──《說文》：「森，木多皃。」从三「木」。

（小篆）

❖淼──水大貌，从三「水」，也寫作「渺」

（但「渺小」不能寫作「淼小」）。「淼」字不見於
《說文》本文，大徐本《說文》收入新附字中。表
示此字很晚才出現。



❖鱻──新鮮之「鮮」的本字（據《說文》，「鮮」本

是一種魚名。新鮮的「鮮」是假借為「鱻」的）。「鱻」字
原始的意義可能是鮮魚的氣味，就跟「羴」是羊的氣
味一樣。《說文》：「鱻，新魚精也。从三魚。不變魚。」

（公貿鼎《集成》2719） （小篆）

古代 今

鮮 魚名 → 鮮魚味

鱻 鮮魚味



❖犇──《廣韻》訓為「牛驚」，一般當作「奔」
的異體用。（戰國時期已出現，讀「奔」）

❖轟──《說文》：「轟，群車聲也。从三車。」

（小篆）



５、會意字
Ａ、圖形式會意字

Ｂ、利用偏旁間的位置關係的會意字

Ｃ、主體和器官的會意字

Ｄ、重複同一偏旁而成的會意字

Ｅ、偏旁連讀成語的會意字

Ｆ、其他



❖Ｅ、偏旁連讀成語的會意字（順遞會意）

歪，不正也。

❖這就是第二章裡講到過的「歪」那一類字。
它們由兩個以上（絕大多數是兩個）可以連
讀成語的字構成，連讀而成之語能說明或暗
示字義。例如：

❖凭──《說文》：「凭，依几也。从几从任
（段注改為「从任、几」並謂，「任几猶言倚几也」）」。

（小篆）



❖在已經廢棄的古代俗體字裡，有不少屬於本類的會意字
，例如：先人為「老」（ ），巧言為「辯」（ ，又
訛作 ），追來為「歸」（ ，與歸形近），百升為

「斛」（ 。以上南北朝時通行），不少為「多」（ ）
，不長為「矮」（ ），不明為「暗」 （ ），大衣為
「寬」（ 。以上見《龍龕手鑑》），敗門為「嫖」

（ ），初生為嫩（ ）等等。

→這些俗體字都是曾流行於某個特定時空環境底下的文字



❖偏旁連讀成語的會意字絕大多數是漢字變得
完全不象形之後才造出來的，在古文字裡很
少見。

❖這種近乎文字遊戲的字形，肯定也是時代非
常晚的產物。



５、會意字
Ａ、圖形式會意字

Ｂ、利用偏旁間的位置關係的會意字

Ｃ、主體和器官的會意字

Ｄ、重複同一偏旁而成的會意字

Ｅ、偏旁連讀成語的會意字

Ｆ、其他



❖Ｆ、其他

❖在會意字裡還有不少不能歸入以上各類的字。例
如：

❖劓──割掉鼻子。

（《合集》5995正） （小篆）

❖甲骨文「劓」字从「刀」从「自」會意，篆文改
「自」為「鼻」（「鼻」所从得「畀」，《說文》作 ，

是訛變的形體，已據漢印等篆文改正）。



❖刪──古代在竹木簡冊上寫文字，刪改時用刀將
字削去，所以「刪」字从「刀」从「冊」會意。

（小篆）



❖ ──《說文》：「 ，楚人謂治魚也。从
刀从魚。」「 」音ㄐㄧㄝˊ，「薊」字从
「 」聲（形聲字魛魚的「魛」，由於「刀」旁不變形，

跟「 」字區別了開來）。

（小篆）

❖如果把「圖形式」一語的涵義理解得寬泛一
點，「劓」、「刪」、「 」一類字也未嘗
不可以列入Ａ類會意字。

ㄉ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