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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金文在古文字研究中有著自己的特殊價值，它不僅歷經時代長，而且是當時的正體文字，

代表著當時文字的主流，同時又具有客觀性，甚至唯一性的特點，是進行漢字構形系統分析，

研究漢字發展史的可靠對象，本書在編撰《西周金文分期字形表》的基礎上分析了西周金文構

形系統的基本特徵和實踐運用。

西周金文構形系統的基本特徵可以分為構件和結構兩大方面。在構件方面，西周金文具有

以下特徵：

一、形體上，西周早期金文的構件形體尚不固定，中晚期則漸趨統一。

在西周金文早期，漢字發展的主導思想基本還停留在象形階段，文字構造是直接以形體反

映物象，這種以形表意的構形模式決定了構件形體的不固定。另一方面，西周早期的金文還是

金文發展的初級階段，字形上仍不成熟，這也助長了構件形體的不固定。但這種構件的不固定

是不符合文字發展規律的，最終必然要導致中晚期金文通過一定的手段對構件形體進行統一與

固定。

二、功能上，西周早期金文的構件更多地注重表形，以形表意；而從中期開始，西周金文

的構件逐漸分化發展為相對穩定的形符系統和聲符系統，分別承擔表意和表音功能。

西周早期金文繼承了甲骨文以形表意的主要構形模式，但也在積累著新興的形聲構形模式；

到了中期，隨著社會的進步，語言的發展，形聲構形模式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逐漸分化出了一

批相對穩定的形符系統來承擔表意功能。西周金文聲符系統的形成是與形符系統相對而言的。

聲符系統由於自身的特殊性，它不需要專門調整出一批構件用於表音，從理論上講，任何一個

成字構件都具備表音的條件和可能。

在結構方面，西周金文構形系統具有如下特徵：

一、單字構件數量多少不定，構件間的相互位置和方向也不固定。

西周金文系統的這一結構特徵是由以形表意的構形思想所決定的。西周金文構形的主導思

想是通過文字形體直接反映客觀物象，而多種多樣、變動不居的客觀物象決定了直接反映物象

的文字不會有一個穩定不變的字形結構。同時，西周沒有經過行政化的正字運動，文字的規

範性、統一性都不強，這都導致了西周金文單字構件數量多少不定，構件間的相互位置和方向

也不固定。



二、西周金文系統的構形結構從象形的平面組合為主逐步發展到表示音義的層次組合為主。

在文字發展的初級階段，文字構形的重要手段就是以形表意，以構件的形體直接表示物象

的意義，這種圖畫式的組合方式自然就成了平面組合。而隨著文字的發展，偏旁意識的增強，

尤其是形符系統和聲符系統逐漸形成以後，構字方式發生了重大的改變，不再直接表示客觀物

象的形體，而是通過表示詞的音義來構成文字，這種結構上的重大調整就是西周金文構形系統

的第二個結構特徵。

在西周金文構形系統的歷時演變方面，主要是單字構件的定形化發展和構形系統的形聲化

發展。

單字構件的定形化演變又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選擇式定形，二是改造式定形。所謂選擇

式定形，就是在表示同一文字的眾多異體中，選用其中一個作為代表，用來統一這個文字在獨

用或組字時的形體和結構。這是文字定形過程中一種相對簡單的形式。這種同化過程，多是將

沒有區別作用的、代表相同意義的不同形體歸整為一個構件形體，其他形體則逐漸淘汰消亡。

同化後的這些構件形體，與其說它們仍然表示著某一具體的客觀物象，不如說它們已經同化為

一個代表符號，這是西周金文構形系統的一個重大轉變。改造式定形，就是在文字的演變過

程中，改變文字的原有形體，以原有字形為基礎改造出新的形體。如果說選擇式定形更多的著

眼於選擇單字的形體，那麼改造式定形常常造成文字結構的改變。所謂改造式類化定形，就是

指在改變字形的過程中，為表示同一類屬的文字選用構件時的類一化，這是改造式定形最突出

的表現。

構形系統的形聲化演變方面，形聲構形方式已經發展為西周時期最重要、最能產的構形方

式了。西周金文的形聲化方式有注形式、注聲式、改造式和形聲同取式四種，這其中，形聲同

取式是形聲構形方式發展成熟的重要標誌，也是整個漢字構形模式發展成熟的重要標誌。

西周金文構形系統的演變發展是服從整個漢字構形系統發展規律的，漢字構形的發展規律

就是由直接以形表意、通過字形直接反映物象向以字記詞、通過記錄詞的音義來記錄語義的方

向發展，這是西周金文構形系統發展演變的內在動因。

《西周金文分期字形表》共收集了西周金文已識單字 2584 個，其中異構字 572 個，論文窮

盡性地分析了每一個異構字的構意，指出西周金文異構字的產生具有以下六種動機與目的：1、

補足字義；2、分擔字義；3、加強系統性；4、優化文字結構；5、標示區別；6、消除訛變。總的

來看，它的每一類現象都是有跡可循，每一類異構產生的目的都是符合西周金文文字系統的構

形規律和構形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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