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注意到它們都从同一個聲旁，只要已經知道
某一組字裡某一個字的讀音，就很容易記住這組
字裡別的字的讀音。

△己：紀記忌杞 例外：圮（ㄆㄧˇ）

紙祇 （又音ㄑ｜ˊ） VS 邸底低牴

「烹」字从「亨」不是「享」。

❖總之，我們一方面要注意防止「有邊讀邊」的錯
誤，一方面仍然應該儘量利用聲旁來幫助記憶字
音。

→外國人學中文，最困惑的是聲音，聲音最難記的是聲調
。（水餃/睡覺）



❖形聲字的讀音有時會由於聲旁或同从一聲的其他
形聲字的讀音的影響，發生不合於古今音變規律
的變化。例如：

❖「怖」字《廣韻》音「普故切」今音應為ㄆㄨˋ，
由於聲旁「布」的影響變為ㄅㄨˋ。

→受聲符影響，從ㄆ變成ㄅ。

❖「礦」字《廣韻》音「古猛切」，今音應為ㄍㄨㄥ

ˇ，由於「曠」、「壙」、「纊」等字的影響變
為ㄎㄨㄤˋ。

→受其他同受聲符字的影響，產生音變。

→「尷尬」還真有古書標音為ㄐㄧㄢ ㄐㄧㄝˋ受偏旁影響



❖現在有很多人把蕁（ㄑㄧㄢˊ）讀為「尋」（ㄒㄩㄣˊ

）（如：「蕁麻疹」），「檔」（ㄉㄤˋ）讀為「擋」
（ㄉㄤˇ）也是同類的現象。這表現了文字對語言
的反作用（參看黎新第〈形聲字讀音類化現象探索〉，中國音

韻學研究會《音韻學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1984年）。



❖２、聲旁和形聲字的讀音有差異的原因

❖聲旁和形聲字的讀音差異的原因？可分兩方面來
談。

❖首先，在造形聲字的時候，就存在用不完全同音
的字充當聲旁的情況。這主要有兩個原因：

❖Ａ、聲旁不宜用生僻的或字形繁複的字充當聲符「ㄧ」
：一禕醫衣壹漪揖嬄夁

→很多字本身都是難字，不可能作為注音的聲符

❖Ｂ、形聲結構的分化字，不少在產生的時就跟聲旁不完
全同音



❖Ａ、聲旁不宜用生僻的或字形繁複的字充當

❖在選擇聲旁時，為了照顧這方面的條件，有時就
不得不在語音條件上放鬆一點。現代人為形聲結
構的簡化字所選擇的聲旁，並不一定跟這個字完
全同音。例如：「审」（審）跟「申」聲調不同；
「灿」（燦）跟「山」聲母、聲調都不同；「袄」
（襖ㄠˇ）跟「夭」，一無韻頭ｉ，一有韻頭ｉ，聲
調也不同。古代人造形聲字的時候，當然也會有
類似的情況。

→賓宾（ㄅㄧㄣ）兵（ㄅㄧㄥ）

壩坝（ㄅㄚˋ）貝（ㄅㄟˋ）



❖Ｂ、形聲結構的分化字，有不少在產生的時候就
跟聲旁不完全同音。這一點需要作較多的說明。

❖古漢語裡的詞往往通過語音上的細微變化派生出
新詞來。這種語音跟母詞略有差別的派生詞，在
文字學上可以稱為變音的引申義。

❖女ㄋㄩˇ

❖母ㄇㄨˇ

❖毋 ㄨˊ 無ㄨˊ 勿ㄨˋ



❖有少數形聲字本來跟聲旁完全同音，後來由於彼
此的語音演變情況不一樣，讀音就有了差異。例
如：「衡」跟它的聲旁「行」，在中古都是匣母
（ㄏ）庚韻（ㄥ）開口二等字，彼此完全同音。後來
，「衡」字的讀音沒有發生很大的變化，而「行
」字韻母的元音變成了ｉ，聲母也從舌根音變成
了舌面音。這樣「衡」和「行」就變得聲韻皆異
了。

中古音 今音

❖衡：匣（ㄏ）庚（ㄥ） 沒變（ㄏㄥˊ）

❖行：匣（ㄏ）庚（ㄥ） ㄒㄧㄥˊ

ㄏㄥˊ ㄏㄥˊ

ㄏㄥˊ ㄏㄥˊ

ㄒㄧㄥˊ



匣母的顎化（有無一介音）

❖ 中古音 今音

❖ 衡：匣（ㄏ）庚（ㄥ） 沒變（ㄏㄥˊ）

❖ 行：匣（ㄏ）庚（ㄥ） ㄒㄧㄥˊ

匣（ㄏ） 有一：ㄒㄧ 效咸狹協限玄穴幸形

無一：ㄏ 何華話孩回后寒活或

❖ 中古音的「匣」有兩種演變方式：如果有「一」介音，會演變成
「ㄒㄧ」，若無有「一」介音，則保留「ㄏ」不變。但也有例外
。 所以國語不會有「ㄏㄧ」這樣的音，因為早

就都變成「ㄒㄧ」了。



❖比較常見的情況，是聲旁和形聲字的讀音本來就
略有差異，語音的演變使差異更為擴大。

❖「分」是非母字，从「分」聲的「頒」是幫母字
。在上古以至中古初期，輕唇音尚未從重唇音分
化出來，非母讀如幫母。所以「分」跟「頒」的
關係是聲同韻異。現在，它們的關係已經是聲韻
皆異了。

上古音（聲同韻異） 中古音（聲韻皆異） 今音

分 幫（p）諄（ǐwən）
頒 幫（p）元（an）

非（pf）文（ǐwən） ㄈㄣ
幫（p）元（an） ㄅㄢ



❖在今天可以看到這種現象：某個方言地區所造的
形聲簡體字，被吸收為全民使用的簡化字。這個
字在創造它的本地人讀起來，是跟聲旁完全或基
本同音的，可是用普通話或某些別的方言讀起來
，就跟聲旁不完全或很不同音了。例如：

❖本字 臺語新造字

食 呷 ex：乞食



❖３、聲旁的代換

❖聲旁跟形旁一樣，也有代換的現象。下面是聲旁
代換的一些例子：

❖舓＝ ＝舐 詾＝ ＝訩 ＝麓 讇＝諂
秔＝稉（粳）勛＝勳 矝＝矜 枏＝楠
嗁＝啼 鞵＝鞋 ＝靴 椶＝棕
擣＝搗 燈＝灯 嬭＝奶 蔕＝蒂
蹤＝踪 袴＝褲

上面所舉的各組形聲字異體，放在後面的那種字形
，出現時間一般都比放在前面的晚。

ㄕˋ



❖相代換的聲旁多數不同音。使用跟舊聲旁不同音
的新聲旁，似乎往往是為了更好地反映形聲字已
經變化了的實際讀音。上面所舉的例子大部分屬
於這種情況。

❖有時候，改換聲旁完全是為了簡省筆劃。上舉的
「灯」字顯然屬於這一類，「鞋」字、「靴」字
大概也是屬於這一類的。



❖有的聲旁似乎主要是由於充當這個聲旁的字已經
不再獨立使用而被代換的。

❖例如：「匡」、「狂」、「汪」、「枉」等字在
篆文裡都从「 」聲。在隸、楷裡，「 」字不
再獨立使用，這些字的「 」旁也都改成了「王
」旁。

❖「往」的初文，从止、王聲。

❖ 匡 汪

❖ 枉 狂 王



４、聲旁的破壞

泰──从 从水大聲。

賊──从戈則聲。 →賊

隆──《說文》作从生降聲。據古文字及漢簡
隸書，當為从土降聲。

責──从貝朿聲。

在──从土才聲。

布──从巾父聲。

那──从邑冄（冉）聲。

拋──从手尥（ㄆㄠˊ）聲。



辞──本作「辝」，从辛台聲。「辝」與「辭
」古通用。現在中國把「辞」用作「辭
」的簡化字。

廏──从广 聲。 是簋的初文。

蛋──从虫延聲。

查──本與「柤」（亦作樝，今作楂）為一字，
从木且聲。柤或作查，又訛作查。

❖由於語音的演變，在上舉這些字裡，有很多
字的聲旁現在即使尚未破壞，也已經起不了
什麼表音作用了。

ㄓㄚ



八、形聲字
（一）形聲字產生的途徑

（二）多聲和多形
1多聲 2多形

（三）省聲和省形
1省聲 2省形

（四）形旁和聲旁的位置

（五）形旁的表意作用
1形旁跟字義的關係 2形旁的代換

（六）聲旁的表音作用
1聲旁跟字音的關係 2聲旁和形聲字的讀音有差異的原因

3聲旁的代換 4聲旁的破壞

（七）聲旁跟字義的關係
1有義的聲旁 2右文說



❖（七）聲旁跟字義的關係

❖１、有義的聲旁

❖有些形聲字的聲旁兼有表意作用，可以稱為有義
的聲旁。如果在某個字上加注意符分化出一個字
來表示這個字的引申義，分化出來的字一般都是
形聲兼會意字。

❖→例如「娶」字是由「取」旁加「女」分化而成
。



❖惛：日不明為昏，心不明為惛。

❖駟：一車所套的四匹馬。

❖牭：四歲牛。

→犢，牛子也。 㸬，二歲牛。

→犙，三歲牛。 牭，四歲牛。

為什麼「牭」是牛四歲，

但「駟」是馬四匹而不是「四歲馬」？

❖鈁：橫斷面為方形的鍾
（「鍾」是古代的一種壺類容器）。

❖誹：以言非毀人。

這裡的「聲符」通通都有字義上的關係，不純粹表音而已。



❖琀（ㄏㄢˋ）：放在死者口中的貝、玉等物品（古

書多以「含」表｛琀｝）。

❖菜：為人所採食的草類植物（睡虎地秦簡和有些古

書以「采」表｛菜｝）。

❖祫（ㄒㄧㄚˊ）：合祭遠近祖先。

❖鯿（ㄅㄧㄢ）：一種身體很扁的魚。

❖輛：車的單位，因古代的車用兩輪得名（古書多以

「兩」表｛輛｝）。

甲骨文中車馬的計數單位是丙，

「馬廿丙」（馬車二十輛）

→東漢玉蟬，長4·50cm，寬3·20cm

1953年在洛陽出土，現藏洛陽博物館。



❖２、右文說

❖有些以同源詞所創造的形聲字，都採用同一個字
用作聲旁。這種聲旁是研究形聲字的意義，特別
是它們所代表的詞的語源的重要線索。由於聲旁
多數位於字的右邊，研究上述這種文字現象的學
說，稱為「右文說」。

※右文說：同樣聲符的字，往往字義相同或相近。



晉人已發現

❖晉代楊泉《物理論》已有「在金石曰堅，在草木
曰緊，在人曰賢」的說法（見《太平御覽‧卷402‧人事

部四三》。「堅」、「緊」、「賢」三字都从「臤」聲）。

宋代人正式提出了右文說。

→秦漢文字的結構逐漸見走向定型，人們開始領悟
漢字常常「部首在左，聲音在右」，直到宋人才正
式提出「右文說」。



❖宋人沈括《夢溪筆談》卷十四有云：

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以為右文。古之字書，皆
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木類，
其左皆從木。所謂右文者，如「戔』，小也；水
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歹之小者
曰「殘」，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
「戔」為類也。



❖不過，宋人對「右文」的研究還是很粗疏的，沈括所
引的那個實例就有問題。

頗有疑義：
→「古之字書皆从左文」，那不是應稱為「左文說」嗎？
怎是右文說？
→不是所有字的聲符都和意義有關，例外很多。
→不是所有字都是「其類在左，其義在右」



紅色的意思。

❖ 瑕：《說文》：「瑕，玉小赤也。」

❖ 赮：《說文》：「赮，赤色也。 」

❖ 霞：《說文》：「霞，赤雲氣也。 」

❖ 騢：《說文》：「騢，馬赤白雜毛。」

❖ 鰕：《說文》：「鰕，鰕魚也。」

→以上讀音全部都是「ㄒ〡ㄚˊ」

你可以再繼續掰呀：

❖ 假日、閒暇 蝦 網紅 很假

《說文》認為「蝦」是蝦蟆，
但蝦子用「蝦」楚辭中已有，起源亦甚早。



同源詞：讀音相近的字，意義往往也相同。
讀音「ㄏㄨㄥ」常與「大」有關。轟、弘、鬨、
哄、紅、洪、宏、肱、鴻、閎

右文說同源詞的概念很接近



❖清代和近代學者曾經舉出不少典型的「右文」例
子。王念孫在《廣雅疏證》裡指出，从「彗」聲
之字，其意義多與「細小」有關：

❖小聲謂之嘒，小鼎謂之鏏，小棺謂之槥，小星貌
謂之嘒，蜀細布謂之 ，鳥翮末謂之 ，車軸兩
耑謂之轊，義並同也。

❖這個例子就相當可信。這些从「彗」聲之字應該
是代表著一組同源詞的。

→古人習慣用「ㄏㄨㄟˋ」這個音

來表示小的概念，而造字

時習慣用「慧」字來表示。



右文說頗為玄妙，
但也容易誤入歧途。

❖用右文說來研究詞義，也要持十分謹慎的態度，
千萬不能因為某些字同从一個聲旁，就輕率地用
同一種模式來解釋這些字的意義。

→這種聯繫字音、字義關係的方法，很容易流於牽強。



❖例如宋人所舉的那幾個从「戔」之字，它們的意
義其實就應該分為兩個系統，一系與殘損一類意
義有關，一系與淺小一類意義有關。

❖「戔（ㄐㄧㄢ）」字在甲骨文裡寫作 ，象兩戈相向。
前人或以「戔」為「殘」的初文，是可信的。所
以「殘」的本義應該是殘害，「歹而小者曰殘」
的說法毫無根據。「錢」本是上古一種重要的生
產工具的名稱。後世的鏟就是由錢變來的。這種
工具顯然是由於主要用於剗（鏟）土而得名的。



❖「錢」、「剗」、「殘」沒有問題是同源詞，它
們都跟殘損的意思有關。在正式貨幣出現之前，
錢這種工具大概在交易中起過等價物的作用，所
以早期的金屬鑄幣往往模仿它的形狀。這是金屬
鑄幣稱「錢」的原因。「金之小者曰錢」的說法
也完全不可信。

→「錢」本是鏟子一類的象形，與＄無關。

从「戔」：1.殘損：錢、剗、殘

2.淺小：淺、賤

（二系可能也有關係）



❖只有「淺」和「賤」的字義，才可以像宋人那樣
來解釋。土層被鏟削之後就比原來淺了，東西殘
損之後就比原來小了，淺小之義跟殘損之義可能
是有聯繫的。也就是說，上面所說的从「戔」之
字所代表的那兩個系統的詞，仍有可能是同源的
。不過即使情況的確如此「金之小者曰錢，歹而
小者曰殘」的說法，也還是錯誤的。



❖事實上，同从一聲的形聲字具有顯然沒有同源關
係的不同系統字義的例子，是很常見的。近人沈
兼士在〈右文說在訓話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一
文中指出：「夫右文之字，變衍多途，有同聲之
字而所衍之義頗歧別者，如非聲字多有分背義，
而『菲』、『翡』、『痱』等字又有赤義；吾聲
字多有明義，而『齬』、『語』（論難）、『敔』
、『圄』、『啎』等字又有逆止義。」



❖沈氏指出的从「非」和从「吾」之字各自的兩種
字義之間，至少是「非」字的兩種字義之間，就
顯然沒有同源關係。有些講右文的人，喜歡說「
凡从某聲，皆有某義」一類話。這是不符合實際
的。



❖這種雖然使用不同聲旁但是音義都很相近的字，
它們所代表的詞，一般也應該是有同源關係的。
所以我們在把聲旁用作研究同源詞的線索的時候
，不能把眼光局限在同从一聲的形聲字的範圍裡
。

→同源詞肯定有，但不要把焦點只放在形聲字上，
很同源詞都是無聲字。

否定詞有兩個系統：

唇 音 ：沒弗否不莫非

無聲母合口：無勿毋亡未



ㄇㄤˊ

❖「忙」：（心亡）窮忙

❖「盲」：（目亡）盲從、盲目

❖「茫」：茫然、渺茫、茫無頭緒
：喝到茫

→都是從「亡」而來，「亡」的本義是「（動物、奴隸）

逃跑」，今日猶有「亡羊補牢」成語。



第18講、假借

一、本字與假借

1.無本字的假借

2.有本字的假借

3.本有本字的假借

二、被借字的意義跟假借義有聯繫的現象

三、一詞借用多字和一字借表多詞的現象

四、跟假借有關的字音問題

五、語文研究中跟假借有關的幾種錯誤傾向

1 詞義研究方面的錯誤傾向

2.古籍解讀方面的錯誤傾向



假借
❖假借就是借用同音或音近的字來表示一個詞，引
申跟假借應該區分開來，狹義的通借應該包括在
假借裡。

狹義：許慎給的定義 本無其字依聲託事

（通借）

假借 廣義：現代人對假借的看法

本有其字的假借也算：

古錐、歹勢、透逗、水、魯蛇（lose）、94（就是）、87（霸氣）
、踹共（出來講）、藍瘦香菇、森77（生氣氣）、80（霸凌）



❖「間」（ㄐㄧㄢ）字本作「閒」（ㄒㄧㄢˊ）本義指在空間
上有間隙。由於詞義引申，又用來指在時間上有
空閒（《孟子．公孫醜上》：「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讀
音也發生了變化。

❖後來假借防閑（防水堤防）之「閑」來表示這個
引申義。對於閑暇之｛閑｝這個詞來說，「閑」
是假借字；相對而言，「閒」就是本字。

間（間隙）閒（空閒）→本字

閑（柵欄）→假借為「閒暇」使用→假借字



❖閒（本作 ，用門縫指空間上的間隙）

閑（本義柵欄）

對空閑的｛閑｝而言，

「閑」是假借字，「閒」是本字。

假借

引
申

空間

時間

閑居、空閑
空堂時間，休息一下。



假借（用借課本來比喻）
❖大學每堂課都有指定課本，但課本很貴，所以不

少同學不願意買，一天到晚向別人借課本。
（假借）有時候則是一時忘記帶課本，臨時向人
借。（別字）

❖我們透過「借課本」這件事，來幫助我們理解「
假借」。



假借的三種模式
❖ 1.無本字的假借 這個詞打從一開始就沒自己的字

→打從開學就決定不買課本，一直用借的。

❖ 2. 本字後造的假借 這個詞一開始沒字，後來有新造專屬字

→剛開學沒書，借了一陣子，決定自己買。

❖ 3. 本有本字的假借 這個詞有專屬字，但是還想用借的

→本來有買書，但還是想用借的。

許慎的定義：「本無其字，依聲託事」，
只是假借的其中一種用法而已。



1.無本字的假借
❖有的詞始終只用假借字表示，這是無本字的假借。

→開學到結束都沒有買課本，都用借的。

❖例如古漢語的虛詞｛其｝、｛之｝以及雙音節詞｛猶豫｝
，就是始終用假借字的。又如句末語氣詞｛耳｝假借耳
朵的「耳」字，語氣詞｛夫｝和指示代詞｛夫｝都假借
丈夫的「夫」字，疑問代詞｛何｝假借負荷之「荷」的
本字「何」。

→方位詞：東西南北中 疑問詞：安、孰、胡、曷、夫

→虛詞：之者也乃而若

→代名詞：我、余、朕、爾、汝

→句末語助詞：耳斯



通通都是「本無其字假借」
裘書：

❖ 音譯外來詞有很多是始終用假借字記錄的，例如達魯花赤、沙發
、尼龍、蘇維埃、布爾什維克。又如中古時代隨著佛教傳入的羅
漢、比丘、頭陀、夜叉等詞，現代從西方傳入的巧克力、麥克風
、法西斯、阿司匹林（或譯作阿斯匹靈）等詞，以及古今很多外
來的地名、人名等等。

台灣版課本：

❖ 音譯外來詞有很多是始終用假借字記錄的，例如吐司、拿鐵、咖
啡。而日本鄰近台灣，因此也有大量音譯詞傳入，例如賴打、歐
巴桑、阿莎力、卡哇伊、養樂多等詞。現代從西方傳入的面速力
達母（曼秀雷敦）、普拿疼、撒隆巴斯等詞，以及古今很多外來
的地名紐約，人名如川普等等。



❖【外來語】整理

❖音譯－

沙發 漢堡 咖啡 賈伯斯 心情「當」 奧林匹克

拷貝 卡司 迪士尼 伊媚兒 紅不讓 賽德克巴萊

❖音譯－日語

卡哇伊 歐巴桑 哇沙米 沙西米 壽司 寫真

❖音譯－梵語（佛家語）

浮屠（浮圖） 剎那 佛 菩薩 涅盤 舍利 南無

你還想得到那些？



2. 本字後造的假借
→剛開學沒書，借了一陣子，決定自己買，省得麻煩。

❖有的詞本來用假借字表示，但是後來又為它造了
本字，例如「獅」、「蜈蚣」、「鶬鶊」（黃鸝）

、「徜徉」。

❖→本來先稱「師子」（假借軍隊的「師」），後來加「犬
」寫成「獅子」，「師子」是本字。

ㄔㄤˊ ㄧㄤˊ



❖栗──凓、慄

❖凓冽（義與「凜冽」相近）的｛凓｝和戰慄的｛慄
｝，本來都借栗樹的「栗」字表示，後來才分別
加「仌」（冰）旁和「心」旁，造出本字「凓」
和「慄」。

→「栗」是本字。

麥可傑克森：oh~顫
「慄」是假借「栗」
子的「栗」。



❖胃──謂 何以用「胃」表示說話？胃不是說話器官。

❖云謂的｛謂｝本來借「胃」字表示，後來才加「
言」旁造出本字「謂」（「謂」字已見秦簡和《說文
》，但是西漢前期抄寫的竹書、帛書仍多借「胃」為「

謂」）。
→「謂」這個字目前最早出現在春秋戰國之間的石鼓文，「謂」常
見於於秦系文字，很有可能是秦國人所造的。

❖云（假借）

❖曰（引申本義是人口出氣）
先秦說話的動詞，最多的是「曰」

，其次是「胃（謂）」

甲骨文「王占曰」…

喂~



❖有些後起本字造出來之後，使用的人不多，很早
就成了死字或僻字。例如：

→自己買的課本因為用不習慣，還是常用借的

❖須── 等待的「須」後造出 ，只是沒人想用。

❖「須」的本義是鬍鬚，表示須待之｛須｝是假借
用法。《說文》：「 ，待也。从立，須聲。」
這是須待之「須」的後起本字，只見於《漢書．
翟方進傳》等個別古書。

鬍鬚是本意，等待是假借，後造 字。



❖無──

❖「無」跟「舞」本為一字，表示有無之｛無｝是
假借用法。《說文》：「 ，亡也。从亡，無聲
。」這是有無之「無」的後起本字，古書中極罕
見，但數見於漢碑。

❖「 」後起本字只流行一段時間。

無（舞）



3. 本有本字的假借

→本來有書，但就是要用借的。

❖有很多本有本字的詞也使用假借字。這種假借字
，有一些到後來完全或基本上取代了本字。說假
借字取代本字，是指假借字在它所表示的意義的
範圍裡取代作為它的本字的那個字。

→自己有書卻很少在用，喜歡用別人的。



舉幾個假借字取代本有的本字的例子：

❖艸──草

❖「艸」是草木之「草」的本字。《周禮．秋官．
庶氏》「嘉草攻之」，《釋文》所據本「草」作
「艸」。《漢書》有時用「艸」的異體「屮」。

❖「草」字从「艸」「早」聲，本義是櫟樹的果實
（《說文》：「草，草斗，櫟實。」草斗的「草」後來

寫作「皁」，又變作「皂」）。傳世古書大都已借「
草」為「艸」。

ㄌ〡ˋ



❖毬──球

❖皮球的「球」，本字作「毬」（皮球古稱｛鞠｝，

音轉為｛毬｝。）。「球」字从「玉」「求」聲，
是一種美玉（《書．禹貢》：「厥貢惟球」）。借「
球」為「毬」是很晚的事情，《康熙字典》「球
」字下尚未注出這種用法。



❖有些本有本字的假借字，在跟本字並用了一段或
長或短的時間之後，就完全或基本上停止使用了
。

→本來有書，用了一段時間覺得不好用，乾脆都用借的。

❖下面是幾個大家比較熟悉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