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重視實證是字形考釋研究取得長足進步的根本原因，但是這一科學方法卻未能在文字學理

論研究方面獲得足夠的重視，一些基礎性的問題一直以來沒有獲得較為一致的看法。為了改變

這一狀況，將文字考釋研究的優良傳統貫徹到理論研究中去，黃德寬師提出了以實證為核心的

漢字動態分析理論。

本文正是在此理論背景下展開相關研究。就樣本選擇來說，甲骨文是我們可以憑藉的最早

的成系統出現的古文字資料。而甲骨文中的象形字、指事字，不僅保存了目前已知最早也是最

為可信的信息，同時又為會意和形聲兩種構形方式提供了構形基礎。因此我們將象形、指事字

統稱為甲骨文基礎字形，並從漢字動態分析理論要求出發，堅持字形和使用情況的相關調查為

基礎，堅持實證原則以科學地數據分析結果為論據，針對甲骨文基礎字形展開考察，意在促進

相關理論問題的研究。

第一章中我們對前人有關基礎字形的理論加以梳理，考察相關理論的流變，為有選擇的吸

取前人討論成果打下基礎。第二章中，在黃師研究的基礎上，從形義關係以及闡釋者兩個角度

提出象形結構內部分為三個小類，並對這三個小類根本特徵加以總結概括。在第三章中我們除

討論指事結構內部屬性迥異的三個小類之外，還在指事基礎字形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展開了

關於指事符號性質的探討。第四章將結構類型和實際使用情況相聯繫，從本用借用的實際比例

以及字義負擔繁重程度兩個方面，以較為詳實的數據分析，證明了象形結構象形性的嚴重衰弱，

形義關係的劇烈疏離以及闡釋者在構形方式調整中的重要作用等問題，並解釋了象形結構內部

三個小類分類的合理性，三個小類在源起上的差異，象形結構構形方式調整的內在壓力等問題。

在第二節中以同樣的方法，分析了指事結構內部三個小類的差異性，以及分類的合理性，並

提出了三個小類在源起上可能存在的時間差異。第五章中我們就甲骨文字系統成熟度、甲骨

文基礎字形的幾種調整方式、甲骨文構形方式調整的原因、甲骨文基礎字形形義關係的矛盾與

統一、漢字體系是否是一個系統等幾個即獨立又相互關聯的問題展開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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