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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目 

一. 字形的演變 

 

二. 詞義的演變 

 

三. 語音的演變 

 

 



一.字形的演變 



字形的混同 



日 
這字形代表甚麼？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易 
「易」字中的「日」又代表甚麼？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香 
「香」字中的「日」又代表甚麼？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由此可見，同樣是
「日」，所代表的
不一定相同。 



曰 
這字形較「日」略扁， 

代表的又是甚麼？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書 
「書」字中的「曰」又代表甚麼？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由此可見，同樣是
「曰」，所代表的
不一定相同。 



田 
這字形在「曰」字中間加一直豎， 

代表的又是甚麼？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思 
「思」字上半的「田」 

  又代表甚麼？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胃 
「胃」字上半的「田」  又代表甚麼？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番 
「番」字下半的「田」又代表甚麼？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鬼 
「鬼」字上半的「田」又代表甚麼？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巢 
「巢」字中間的「田」又代表甚麼？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魚 
「魚」字中間的「田」又代表甚麼？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由此可見，同樣是
「田」，所代表的
不一定相同。 



魚 
「魚」字下面的四點又代表甚麼？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鳥 
「鳥」字下面的四點又代表甚麼？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燕 
「燕」字下面的四點又代表甚麼？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馬 
「馬」字下面的四點又代表甚麼？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黑 
「黑」字下面的四點又代表甚麼？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由此可見，同樣是
四點，所代表的不
一定相同。 



字形混同的原因  



隸變──漢字演變的分水嶺 



甚麼是「隸變」?  



「隸變」指小篆演化
為隸書的過程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隸書之前，甲骨文、金文
等古文字大致是隨着實物
的曲綫畫出來的，形體比
較自由、無定而象形。 

 

























 

 小篆的形體是固定的、有限制的，筆畫勻
圓，把圖畫性的文字變成綫條符號性的文
字。 

 

 因此，到了小篆，有些字形已或多或少失
去了原來的面貌； 

 

 但由於它還是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的初
步省改，並且小篆的勻圓綫條跟古文字的
寫實曲綫距離較近，還存留一些原來的形
象。 



 

隸書則繼承了小篆
的定型，而變得平
直方正，轉化為一
種用 
等筆畫組成的「不
象形的象形字」。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隸變」不但使字形混同，還
使字形產生分化。 



例一： 

「火」旁的分化 



1. 維持不變，仍作「火」。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2.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3.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4.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5.  



  《說文》：「 （ ），从上案下也。
从  又持火，所以申繒也。」 

 

  徐鉉曰：「今俗別作熨，非是。」  

 

   今多讀「熨」為「燙」。 



6.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例二： 

「心」旁的分化 



1. 維持不變，仍作「心」。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2.  



3.  



例三： 

「 」旁的分化 



1.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2.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3.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4.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隸變」轉化漢字面貌的方式 

 

  1. 譌變  

  2. 突變  

  3. 省變  

  4. 簡變 



1. 譌變 
 

例如射字，金文作 ，象用
手拉弓搭箭形；隸變誤把弓
形變成身字，手變成寸，箭
丟掉了。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又如折字，小篆作 ，从斤
斷艸；隸變作折，把 變成
扌旁，這大概是因為手字的
小篆作 ， 形近 ，所以
譌寫作扌旁。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2. 突變 

 

譌變尚有形跡可尋，有些字的變化
很突然，在形體上找不出甚麼線索，
這屬於「突變」。 

 

例如 字，隸變作春，芚旁變成 ，
在形體方面似乎沒有絲毫根據。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又如  字，隸變作舜， 
旁變成 ，在形體方面也
看不出甚麼密切的關連。  





3. 省變 

把偏旁省去一部分。例
如 ，从聿者聲，隸變省
去「者」的一部分，變為
書。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又如 ，从黍从甘，隸變
省去「黍」的下半，而
「甘」的小篆「 」 則
變成「日」，於是「 」
省變為「香」。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4. 簡變 

把偏旁簡化。例如  變作
「仙」，把比較複雜的聲符「 」
改為比較簡單的聲符「山」。 



又如辵（  ）旁簡化
為  、   、   、 。  



「隸變」突破造字條例。 



1. 象形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衣字甲骨文、金文、小篆均象
衣服的領、袖和襟，隸變後的
衣字，再看不出象甚麼東西了。 
 

瓜字金文和小篆均象瓜蔓和瓜，
隸變後的瓜字，已看不見蔓和
瓜了。 



2. 指事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曰字甲骨文、金文和小篆均象
口出氣，隸變之後，再看不到
口出氣了。 
 

甘字甲骨文、金文和小篆均象
口含着一些東西，隸書把口變
作廿，再看不出甘字與口相關
了。 



3. 會意 



香 
 

 (香)，芳也。从黍，从甘。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粦)，兵死及牛馬之血為粦。粦，鬼火 

      也。从炎舛。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香字小篆从黍甘會意，隸變後
从禾日，就說不通了。 
 

粦字小篆上半作炎，火表火焰；
下半作舛，舛表行走，意為閃
動的火，隸變後炎轉為米，就
解釋不通了。 



4. 形聲 



从聿，者聲。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从戈，則聲。 



隸變後書和賊的字
形都改變了，再看不
出書字从聿者聲、賊
字从戈則聲了。 



「隸變」對漢字
意義的影響 



1. 隸書失去了古文字因形見義
的基礎，根據隸書去解釋文字
的形體構造和字義的關係，往
往會產生錯誤和笑話。如說
「屈中為虫」、「山上復有山」
為出、「一日夫」為春。 



2. 由於引伸、假借、省
簡、訛誤等因素，字義
之間每多兼併、轉化，
因而變更舊義，淘汰舊
字。 



 (i) 篆文本一字，至
隸書變為數字數義。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說文》：「 （亯），獻
也。…… ，篆文亯。」 



王筠《說文句讀》：「豆之
古文 ，上半作 ，是器中
有物形也。」 



 甲文作 、 、 ，金文作 、 。吳
大澂《古籀補》：「象宗廟之形。」 

 

 按：宗廟為祭享之所，故用為祭享字。
後由或體字  分化為亨（亨通）、享
（獻享）、烹（烹飪）三字。 







 (ii) 篆文本數字，至
隸書變為一字。 





 《說文》：「 （𠌶），艸木華也。从
𠂹，亏聲。」 

 

 「𠌶」，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今
字花行而𠌶廢矣。」 

 





 (iii) 乙字兼表甲字字
義，甲字被淘汰。 





 《說文》：「 （逆），迎也。……關
東曰逆，關西曰迎。」 

 

 甲文作 ，羅振玉《增訂殷虛書契考
釋》：「（甲文）象（倒）人自外入，
而辵以迎之，或省彳，或省止。」 

 





(iv)乙字表甲字字義，丙字表乙字字義。 

䟴，動也。 

 

振，舉救也。 

 

賑，富也。 

  ，艸木華葉垂。 

 

   (垂)，遠邊也。 

 

   (陲)，危也。 



(v) 丙字表甲、乙二字字義， 

丙字本義亡失。 

 

彊，弓有力也。 

 

勥，迫也。 

 

強，蚚也。 



(vi) 二字互換 

 

酢，醶也。（倉故切） 

 

醋，客酌主人也。（在各切） 



(vii) 贅形字 
 

(a) 莫          暮 
 

(b) 奉          捧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隸變對漢字本質
的影響 



1. (i) 隸變前的會意字以象形為主。例
如「鬥」字，甲骨文作 ，象二人
徒手打架；「隧」字小篆作 ，从
二 （阜）相對，中間空處會隧道
之意。 

 

 (ii) 隸變後的會意字以表意為主。
例如「尖」和 「尘」（塵）。 



2. 隸變後形聲字大量增加，這些
後起的形聲字的義符與聲符大
多數是同時組合的。例如甲骨
文   是個象形字，隸變作
「箙」，从竹，服聲；又如金
文   是個會意字，隸變作
「闢」，从門，辟聲。 
 



二.詞義的演變 



詞義的擴大 



例一：江 

 本指長江。 

 

 《書．禹貢》：「江漢朝宗於海。」 

 

 但《禹貢》又有所謂「三江」、「九江」，
則用為普通名詞。 



例二：臉 

 《集韻》：「臉，頰也。」《韻會》：「臉，目
下頰上也。」「臉」即婦女頰上搽胭脂的地方。 

 

 白居易《昭君怨》：「滿面胡沙滿面風，眉消殘
黛臉消紅。」 

 

 晏殊詞：「輕紅淡白勻雙臉。」 

 

 其後，「臉」由「頰」的意義擴大至「面」的意
義。 



詞義的縮小 



例一：臭 

 《說文》：「臭，禽走，臭而知其迹者，犬
也。从犬，从自。」 

 

 「臭」，後人加口為「嗅」。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引申為「氣味」 

 

 《詩．大雅．文王》：「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 

 

 《孟子．盡心下》：「口之於味也，目之於
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
安佚也，情也。」 



 字義縮小為「穢惡之氣」，與「香」相對。 

 

 《左傳．僖公四年》：「一薰一蕕，十年尚
猶有臭。」 

 

 

 



 《說文》：「殠，腐氣也。从歺，臭聲。」 



 字義亦可縮小為「香」或「香氣」。 

 

 《易．繫辭上》：「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例二：玩、弄 

 《說文》：「玩，弄也。从玉，元聲。」 

 

 《說文》：「弄，玩也。从収持玉。」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談藝一．嚴感遇》：
「（嚴）一日米盡，友人遺白金一餅，攜之
市米，遇小漢玉器，輒買以歸，玩弄之。」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弄月 

 

 弄孫 

 



 引申為「研習」、「反復體會」。 

 

 《易．繫辭上》：「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
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漢王充《論衡．案書》：「劉子政玩弄《左
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 



「玩」、「弄」二字本無貶義，
其後字義縮小，則指污辱女性。
清譚嗣同《仁學》十：「俗間婦
女，昧於理道……至于為人玩弄，
為人脅逃，為人鬻販。」 

 



詞義的轉移 



例一：愛 

 「愛」有「喜愛」義。 

 

 《論語．顏淵》：「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
死。」 



 引申為「捨不得」、「吝惜」。 

 

 《孟子．梁惠王上》：「百姓皆以王為愛也，
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例二：   

 「賊」本从戈則聲，本義為「殺害」。 

 

 《荀子．正論》：「故盜不竊，賊不刺。」
楊倞注：「盜賊，通名。分而言之，則私竊
謂之盜，劫殺謂之賊。」 

 

 今字義轉移，則私竊曰賊。魯迅《彷徨．在
酒樓上》：「比不上一個偷雞賊」。 



詞義極度引申， 

則有相反義。 



例一：胖 

《說文》：「胖，半體肉也。」 

 

指古代祭祀用的半邊牲肉。 

 

今「胖」多作肥胖義。 



例二：勸 

《說文》：「勸，勉也。」 

 

本義為「勉勵」。古時「勸」多
指鼓勵人作某事，如勸學、勸善
懲惡、勸君更進一杯酒；今則多
作「勸阻」義，如勸止、勸架。 



字的通假義 



例一：讓、攘 

 《說文》：「讓，相責讓。从言，襄聲。」 

 

 《左傳．桓公八年》：「夏，楚子合諸侯于
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 

 

 借為「攘」，則有推讓義，如讓位、讓坐、
退讓、讓路、讓賢。 

 

 《說文》：「攘，推也。从手，襄聲。」 



例二：霸、伯 

《說文》：「霸，月始生魄然
也。」 

 

「霸」本指農曆每月初始見之月，
霸主、霸業中之「霸」，則借為
「伯」，指諸侯之盟主。 



三.語音的演變 



明陳第《毛詩古音考．序》
說：「時有古今，地有南北
，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
勢所必至。」 



現在的廣州話大致保存唐代
的語音系統，試比較漢字的
廣州音和普通話語音，便可
以知道一些字音的演變情況
。 



    廣州話 

基      gei1 

金   gam1 

交   gaau1 

斤   gan1 

普通話 

ji1 

jin1 

jiao1 

jin1 

唐代基、金、交、斤等字的聲母，與這些
字的廣州話聲母相近；普通話的聲母是後
來發展出來的。 



    廣州話 

其      kei4 

求   kau4 

琴   kam4 

勤   kan4 

普通話 

qi2 

qiu2 

qin2 

qin2 

唐代其、交、琴、勤等字的聲母，也是與
這些字的廣州話聲母相近；其普通話聲母
也是後來發展出來的。 



    廣州話 

希   hei1 

蝦   haa1 

兄   hing1 

凶   hung1 

普通話 

xi1 

xia1 

xiong1 

xiong1 

唐代希、蝦、兄、凶等字的聲母，也是與
這些字的廣州話聲母相近；其普通話聲母
也是後來發展出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