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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语是一种语义型的语言, 汉字是在记录汉语的基础上不断适应汉语的特

点而形成的迄今最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符号系统。汉语的显著特征是单音成义, 

汉字一字代表一词组成单音词和一字代表一个词素组成复音词适应了汉语的这

一特点, 反映了汉语字与词相适应的内部规律。汉字没有像其他古文字那样消亡

正在于其语言功能, 即汉字的存在形式(方块形)与汉语基本词的存在形式(音节)

高度的一致, 意合的特点贯穿着汉语字与词的系统。在单音词占主要地位的古代, 

汉字与单音词相对应, 以组合造字的方式繁衍新字, 记录新词表达新义；在复合

词占优势的现代, 汉字与词素相对应, 以组合词素的方式繁衍音节, 记录新词表

达新义。汉语在词形上的繁化或简化, 在词义上的引申或假借, 都在一个独立的

方块字形的范围中进行。形声组字成词和单字组合成词是汉字适应汉语词汇发展

过程中的两大转折点, 也是汉字在与其他一些古老文字体系走完一段相似的历

程之后继续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两大重要源泉。 

汉语中无论是单音词还是语素, 大多是一个具有一定意义的语言单位, 而

汉字作为记载其意义的符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表达其意义的语言单位。在汉语长

期的使用过程中, 尤其是在汉语文白转型的过程中,某个概念或词义在汉语中经

人们约定俗成用某个汉字来表示后, 其形即与音、义形成千丝万缕的关联。汉语

的字和词就是这样在人们的使用中不断调整, 以不影响交际、不引起歧义和力求

言文一致为原则。一旦冗余和简省造成了词义的混淆, 影响到交际,就需要加以调



整,即约定以一个不致引起歧义的通用字为规范字, 或创造新的汉字来分化原来

的汉字, 从而区分两个不同的词。因而汉语词义的发展与汉字的分化演变之间有

着一种互为因果和互为促动的密切关系。研究汉语词汇必须形音义三者结合,从

汉语词义发展与汉字分化演变的交互影响着手, 探明词义演变的线索, 揭示语言

发展的某些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