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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费逵 钱玄同 胡怀琛 刘復 容庚 陈光尧

• 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草稿，
收简体字2400多个。同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
育部采用这份草稿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
体字表》，收字324个。





是“猫狗难辨”还是“认识粗浅”

• 豸 [mythical animal]

• 犬（犭）[dog]



部首的包容性和交错性



“豸”与“犭”两部首较为常用的字及它们曾经
用过的异体字： 豺（犲）、狸（貍）、猪
（豬）、猫（貓）、猱（夒、獶）、猿（猨、
蝯）、狮（师）、 獾（貛）、狻猊（狻麑）、
猬（彙、蝟）。

从上面各组字让我们认识到“豸”与“犭”交替
使用并不是一件什么新鲜事，它是汉字演变中一
种常见的现象。



• 《广韵》：“猫俗貓字” 。且历史上辞书《集韵
》、《玉篇》都收录“貓”的俗字“猫”。

• 台湾上友出版社新编的《辞海》中，简化字“猫”
并没有编入在内，但在此辞书中的“狸”字条目中
，且写上了“本作貍”。



渐趋统一

• 《正字通》：“狸野猫也，……” 如此，应属
于同义字族。

• 台湾《辞海》中其它俗字被归到行文正字的有
“獾”（本作貛）、獐（本作麞）等。由此说
明“猪”（本作“豬”）、“猬”（本作“猬
”）进入行文正字殿堂也未尝不可，我们是否
可以把这种现象看成是暂时的地区性差异。



“犭”部字举例

• “猿”本来写作“蝯”，后来一般写作“猨”
，现在写作“猿”，并无争议。要知道“猱”
和“猿”都属于猴，它们是“狗（犭）”，是
“虫”，还是“豸”？如果按“进化论”来说
，也许“猿”还是人类祖先，难道把老祖宗说
成是“狗”？



• 为书写方便等原因而进行“部首替换”，是一
种常见现象。

• 历史行进，产生大量的新生字，包括通俗字都
会会替代原来的字而进入行文正字行列。



是“无法无天”，还是“意识差异”

• 無，篆文写为“ ”，其本义为丰茂。其中的
“大”可以理解为树木之高大；“卌”xì，
表示数目之积累；“林”表示树木之多。这个
字形象地描绘了大森林的丰茂景象。楷体本写
作“橆”，李斯变“林”为“灬”，按本义应
为“蕃廡”，亦作“蕃蕪”中“廡”、“蕪”
的本字。



• 了解一下表示“没有”这一含义的“無”字。
篆文为“ ”，在表“丰茂”的“無”字里
加了一个“亡”，意思是“丰茂的大森林”失
去了，即没有了。由于李斯将“林”变为
“灬”，所以楷体写作“ ”，按照这个意
思，“ ”是名正言顺的正字。



• “无”是“ ”的古奇字。是小篆“（元）”
字的“丿”向上贯通的结果。《段注》：“盖
其义谓上通元始（虚无寂寞之道）。”

• 因为“无”与“天”较为相似，“无”是“天”
中的“ ”变成了“乚”，王育说：是天向西
北倾斜。《段注》又补充说：“那么地不满东
南，谓天体不能正圜也。”同样含有“不”、
“没有”的意思。“无”作为“ ”的异体字，
一直在古代经典著作中通用。《玉篇》“（ ）
虚无也，周易無字全俱作无。”



• 表示丰茂的“無”作为“没有”一义，是如何
进入行文正字殿堂的？《艺苑雄黄》：“无亦
作亡，古皆用亡、无。秦时始以蕃橆之‘橆’
（無）为有無之‘無’。《诗经》、《经书》、
《春秋》、《礼记》、《论语》本用无字，变
篆者变为無，惟《易经》、《周礼》尽用无。”
那么秦时为什么用“無（橆）”替代了
“ ”。《段注》中有这样的叙述：
“（ ），此有無字之正体，而俗作無。”



尊重实际，服务教学

• 实事求是地讲，当汉字失去了“象形”这一
特点后，几乎所有的汉字都成了记录声音和
意义的符号。

• 因此，理解、解析现代汉字的形与音义之间
的关系，才能更好地为教学服务。



• 兴（興）xīng，兴办、兴起。“興”由
“舁”和“同”合成。“舁”，四只手
（上下各两只手）；“同”，这里理解为
同心协力。“興”的意思就是为共同抬举
东西，众人同力，才能兴办。

教学举例



• “后”由“ ”、“一” 和“口”合成。“ ”为
人的变体。“后”的意思就是发布号令的人，只有君
后一人。

• “后”这个称号，本指古代“以揖让受于君”，所以
称为“后”；后来开国君主为“君”，继位者为
“后”；商以前王的妻子称为妃，周开始称为后，秦
汉以后称为皇后；又诸侯也称后，有功之臣也称后，
如：后稷。从上面看，“后”的意思正如辞书所疏：
“後也。”



简化方法没有相对统一：

“東”简化成“东”，而且在其它字中有“東”
字结构的，都可以随之类推简化为“东”，如
“凍、陳、棟”简化成“冻、陈、栋”。

与此同时，“柬”单独使用时没有简化，而汉字
中有“柬”字结构只把“煉、練、揀”简化成了
“炼、练、拣”，其它汉字中有“柬”字结构的，
如“谏、楝”等却没有类推简化，如果为了避免
“东”与“ ”的混淆，那么“炼、练、拣”就
不应该简化，如果不是这个原因，“谏、楝”等
也应简化，否则在逻辑思维上会带来混乱。

简化字问题举例



余论

• 简化字是诸多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因此
产物。它遵循了“述而不作、约定俗成、稳步
前进”的原则。因此大多数简化字符合汉字的
造字规律，且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实际
需求。



请大家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