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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行日本汉字，主要指 2010 年改定《常用汉字表》中的 2136 个汉字，也指 2002 年日本规格协会

制定的 10040 个 JIS 汉字。从汉字变异角度看，其中包括大量的汉语俗字，如变体俗字、扩散性俗字、佚

存俗字，也包括一部分和制异体字。考察日本俗字变迁史，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汉字选择与趋向，纠正

现行辞书对日本俗字的不当判定，这对于近代汉字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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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正字”和“俗字”的理解，中日学界有

所不同。在日本，《类聚名义抄》等古辞书，多

承用《干禄字书》“俗”、“通”、“正”之

说。[1] 145－165 至江户时期，中根元圭氏著《异体字

辨》，首创“异体字”术语，随后广而用之。杉

本つとむ先生《异体字研究资料集成》煌煌 20

巨册，集日中俗字研究资料之大成。首卷所附“異

体字とは何か”一文，阐述了“异体字”之出典、

定义、性质、范围，以及日中“异体字”关系、

日本“异体字”发展概略，等等。日本“异体字”

范围，既包括颜元孙所指“俗体字”、“通体字”，

也包括了“假名”、“省文”、“讹字”、“借

字”、“国字”等，与我国学界所论“俗字”范

围大致相当。[2]337-391 张涌泉先生《汉语俗字研究》

指出：“凡是区别于正字的异体字，都可以认为

是俗字。俗字可以是简化字，也可以是繁化字，

可以是后起字，也可以是古体字。正俗的界限是

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3]6 

日本汉字发展史，既是汉字变异史，也是俗

字变迁史。日本直接承用隶变后的“近代汉字”

表记本国语言，甚至利用俗字原理创造“平假

名”、“片假名”，将“俗字”推向极致。[4]369-393

在汉字的变异过程中，既表现为汉字的部分变

异，又体现为汉字的整体变异。一方面，继承汉

唐俗体字形，同时又不断加工、改造、变异、创

新，进而形成形式多样的变体俗字，以及独具风

格的“和制异体字”；另一方面，为表达日本特

殊概念，利用汉字部件，仿照传统“六书”，创

造了许多汉语所无、日本独有的“国字”或“和

制汉字”。[5]32-57 本文以现行日本汉字即 2010 年

改定《常用汉字表》中的 2136 个汉字，或 2002

年日本规格协会制定的 10040 个 JIS 汉字为中

心，讨论汉字在日本的部分变异，即日本汉字中

的汉语俗字及日式异体字。从汉字变异角度，讨

论日语中的变体俗字、扩散性俗字、佚存俗字、

和制异体字，以及汉语辞书中的回归字，考察日

本俗字变迁史，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汉字选择

与趋向。这有利于扩大近代汉字研究领域，丰富

近代汉字学内涵，推动中日汉字比较研究。 

一、回归字 

在近代日语新词研究中，往往将全新创造的

结构新词称为“和制汉语”，而对于据古汉语对

译西方新概念的语义新词，则称之为“侨词回归”

或“回归词”。[6]26-27 

“回归词”中，有些是日本创制的“国字”，

如“腺”、“膵”等，[5]633-695 这可称之为“日源外

来字”。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随着计算机技

术的不断普及，随着中日韩等汉字信息资源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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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共享，现行日本汉字大量出现于计算机字库，

因而也进入了大型汉语字书或国际化汉字词典。 

《中华字海》（中华书局、中国友谊出版公

司，1994 年）就是在汉字国际化背景下收录了

大量的日本汉字。该字书在判别汉字国度或来源

时，做了许多调查研究。比如，有些字虽然见于

日本《常用汉字表》，但如果在中国古典字书或

相关文献中已经出现，则视为汉语俗字。如“亜、

穏、楽、歓、勧、関、観、帰、拠、暁、径、県、

剣、歯、児、権、残、従、奨、醸、浅、銭、挿、

巣、帯、鋳、鉄、両、徳、変、庁”等，见于《宋

元以来俗字谱》；“悪、逸、隠、懐、陥、薫、茎、

恵、郷、縦、焼、粋、荘、蔵、遅、聴、覇、稲、

薬、頼、類、霊、窓”等，见于《敦煌俗字谱》；

“処、恥、塩、継、効、済、勲、収、沿、響、

黒、賛、糸(絲)、揺、戯、姉、穂、瀬、徴、謡、

酔、雑、覧、竜、寛、証、斉、逓、歩、汚、僧、

増、贈、歳、梅、具、勇、突、渇、器、砕、剤、

捨、捜、氷、敷、軽、総、戦、殻、闘、隣、咲、

冊、歴、暦、乗、譲、仏、検、様、滝、円”等，

见于《篇海》《中文大辞典》等古今辞书。以上

俗字所见文献，未必就是该字早见文献，但将见

于《常用汉字表》的异体字列入汉语俗字范围，

是恰当的。 

然而，有些字虽见于日本《常用汉字表》，

而汉语辞书或文献却未见字源者，《中华字海》

则判为日源汉字，如“栄、労、蛍、厳、獣、単、

禅、弾、桜、猟、駅、釈、沢、訳、謁、喝、褐、

包、抱、胞、泡、砲、飽、巻、圏、港、渓、鶏、

勤、謹、倹、険、験、桟、践、毎、悔、敏、侮、

繁、層、憎、墨、黙、練、錬、欄、発、廃、売、

続、読、薄、博、縛、簿、専、漢、嘆、難、嬢、

壌、派、旅、脈、渉、頻、髪、抜、塚、隆、涙、

圧、懲、騒、臭、与、写、画、称、壱、転、塩、

絵、壊、駆、経、撃、顕、将、畳、縄、斉、繊、

臓、滞、満、齢、応、団、弐、図、対、広、鉱、

払、囲、辺、実、渋、摂、塁、悩、脳”等。有

时则径直以“同 X”释之，未涉字源，如“営、

拡、気、挙、掲、剰、滞、択、沖、拝、涼、舗、

犠、搾”等。而在该字典“补遗”中，还收录了

一些日本 JIS 俗字，如“涜、溂、軣、昿、砿、

絋、珱、褝、蝉、騨、蝋、疂、焔、賎、蝿”等。 

继《中华字海》之后，我国还出版了《汉字

标准字典》（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 年）、《国

际标准汉字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年）等。而在判别汉字源流时，遇到许多

尴尬之处。以下 173 字，见于此三辞书，不同地

方标注有“见日本《常用汉字表》”或谓之“日

本汉字”等。可是，据笔者调查，这些汉字在中

国古籍中大多可以找到相同或近似字形。[7]117-165

撇开“创字权”不论，单从汉字史角度看，其实

暴露了汉字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给汉字研究者

提出了一个重要课题。我们姑且将这些早见于中

国古籍，却因日本至今使用而收录于汉语字书的

汉语俗字，称之为“回归字”。例如： 

与、丒、丗、亊、仭、侮、侫、侭、倹、写、

冴、凲、剦、剱、労、勤、匁、匇、単、博、卛、

厳、営、喝、嘆、噛、嚢、埓、塁、塩、墨、壊、

壌、塚、壱、嬢、実、将、専、尭、層、画、嵜、

巻、幑、廃、弖、弾、悔、悩、慿、憎、懲、戝、

戦、抜、挙、掻、敏、斉、旙、昻、暦、枩、栄、

桜、桟、柡、枽、椦、槗、槞、櫉、欄、歯、歳、

毎、氺、汣、涙、渉、渓、渕、港、満、溌、漢、

焔、焼、燗、犠、獣、珱、琑、畳、発、硲、礀、

礟、禅、称、穐、竃、筺、簔、簿、籖、経、絕、

絵、練、縛、繁、繊、繍、缼、羀、聨、脋、脳、

臓、舗、荘、莵、蘒、薄、蛍、蝋、蝿、蠞、袮、

褐、褝、臭、覚、謁、謹、譲、讏、賎、践、躛、

錬、陥、険、隆、隠、難、霻、頻、飮、駆、駲、

験、騨、驇、髪、鶏、麹、麺、黙、鼡、齢、鴬、

騒、琹、曻、撃、顕、纒、靍、隲。 

二、变体俗字 

透视《常用汉字表》及 JIS 汉字，可以窥见

汉字在日本传承和变异概貌。比较日本常用汉字

和我国简化字，其简化字形相同或近似者有 73

个。根据《简化字溯源》（语文出版社，1997 年）

《简化字源》（华语教学出版社，1996 年）及相

关研究，这些字大多出现于古典文献中。例如，

“虫、尔、麦、万”见于先秦；“当、盗、号、

来、礼、随、堕、状、壮、挟、狭、寝、属、台、

与、写”见于秦汉；“断、国、乱、痴、学、誉”

见于魏晋南北朝；“宝、寿、庄、参、蚕、尽、

双、旧”见于隋唐五代；“辞、独、声、区、担、

胆、当、点、炉、党、灯、会、窃、体、条、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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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献、昼、装、潜、湾、变、画、称”见于宋

辽金元。 

在《常用汉字表》中，有 235 个简体字与中

国简化字不一样。这些简俗字，在域外变体并历

代相传，而其源头大多存在于中国历史文献中。

例如，“徳、懐、歩、渉、姉、乗、遅、豊、頼、

犠、博、縛、勇、残、蔵、帯、滞、漢、嘆、恵、

継、謹、栄、労、厳、歴、暦、練、黒、墨、器、

随、両、舎、縄、歳、郷、曽、僧、増、贈、徴、

専、穀、寛、勲、毎、暁、掻、騒、拝、咲、恥、

霊、穏、隠、賛、戻、姉、縁、隣、聴、聡”，

出现于汉代；“処、仏、関、為、塩、銭、悪、

雑、逓、済、弥、繋、撃、蘭、奥、児、陥、涼、

収、歴、従、涙、卆、砕、楽、為、偽、糸、斉、

嬢、径、焼、竜、髄、掲、渇、剰、壱、効”，

出现于魏晋南北朝；“隆、粛、捨、巣、壌、譲、

覇、氷、薄、敷、簿、齢、歯、窓、総、粋、酔、

鶏、渓、灰、断、営、嘆、諌、黙、梅、侮、勤、

謹、難、様、毎、海、敏、穂、毒、逓、闘、滝、

臓、微、将、臭、薫”，出现于隋唐；“浅、践、

桟、剤、絵、顕、畳、坂、繊、醸、稲、挿、捜、

称、勅、剣、険、検、観、歓、権、勧、庁、拠、

県、鉄、帰、亀、発、廃、挙、抜、髪、変、浜、

奨、経、軽、茎、瀬、覧、単、弾、蛍、獣、薬、

猟、突、亜、様、謡、揺、斎、証、鋳、塚、戯、

桜、実”，出现于宋元明清。[7]117-165，[8]139-147
  

关于日本新字体研究，日本虽然没有出版诸

如《日本简体字探源》之类考证著作，但是，山

田忠雄先生早在 1958 年著《当用漢字の新字体:

制定の基盤をたづねる》（新生社，1958 年）,

对当用汉字中的简俗字进行了全面调查。调查可

知，出现于《宋元以来俗字谱》传承俗字中，“医、

会、旧、献、黄、号、辞、乱、寿、条、当、党、

称、独、属、嘱、尽、昼、声、窃、点、双、台、

担、胆、痴、灯、宝、万、励、余、礼、体、炉、

楼、数、蚕、虫、惨、断”等 40 字，为中日通

用简体字；“亜、悪、為、絵、画、覧、塩、帰、

処、拠、経、軽、径、県、斉、斎、済、視、鋳、

称、遅、聴、庁、逓、鉄、発、廃、竜、滝、嬢、

譲、壌、醸、楽、薬、関、顕、変、蛮、恋、湾、

歓、勧、観、権、暁、豊、霊、歯、齢、粛、経、

酔、砕”等 54 字，则为《当用汉字表》简俗字。 

除《宋元以来俗字谱》外，山田氏还调查了

日本俗字研究著作及室町末期写本，共涉及 13

种文献，揭示以下 67 字不见于《宋元以来俗字

谱》，而见于日本汉籍写本：“囲、衛、偽、円、

釈、駅、択、沢、訳、応、読、続、売、届、区、

駆、欧、殴、茎、鶏、欠、横、国、岳、剤、実、

写、触、窓、総、証、闘、仏、払、辺、様、糸

（絲）、厳、単、弾、禅、戦、湿、栄、労、営、

学、覚、与、誉、乗、剰、参、弁（辨、辯、瓣）、

卆、粋、雑、摂、渋、塁。”同时，表明“圧、

壱、仮、価、気、犠、枢、渓、芸、広、鉱、拡、

団、伝、転、疎、対、図、弐、拝、浜（濱）、

予（豫）、獣、桜、挙、猟、悩、脳、焼、畳”

等 25 字，既不见于《宋元以来俗字谱》，也不见

于日本文献。进而对这些字源不明的俗字进行了

分析说明，认为“圧、価、気、茎、実、団、対、

図、脳、浜、猟、桜、挙、焼、畳、弐”等 16

字，在《宋元以来俗字谱》及日本俗字语料中，

出现有近似字形，可以窥见字形之源。然后，重

点对“壱、弐、芸、広、鉱、拡、伝、転、拝、

予”等 10 字进行了字理分析和文献考察，尚未

得出 后结论。 

显而易见，山田氏仅对照《宋元以来俗字谱》

而判断其汉语来源，当然不够；调查 13 种日本

文献，且集中于室町末期，也很有局限。但是，

有一点很明白，即日本现行汉字中的新字体，虽

然由于政府的颁布上升为“正字”，但大多属于

我国的历代俗字。 

三、日本俗字变迁 

汉字始传日本，早见于王莽时代所铸“貨泉”

及《后汉书》建武中元二年（57）所记“漢委奴

國王”之金印。真正接触或使用汉字，主要通过

来自百济的“渡来人”王仁等，学习《论语》、

《千字文》儒家典籍。从日本汉字史料看，《江

田船山古坟大 铭文》（438 年）、《隅田八幡镜

铭》（503 年）等金石文字，乃留存于日本的古

代汉字的真实记录。 

根据《古京遗文》（勉誠社出版部,1968）、

《日本上代金石文字典》（雄山閣出版，1991）、

《汉字百科大事典》[9]241-245 等，金石文字已出现

诸多简俗字，例如：万、与、丗、乗、亊、亰、

仏、児、囯、国、来、曽、僧、海、噐、圡、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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懐、断、継、済、寳、遅、徳、恵、暦、業、弖、

為、砕、尓、迩、珎、祢、窂、舎、舩、蔵、賛、

随、霊、嶋、辺、俻、湏、夘、囙、烟、堓、师、

尒、旀、閇、隐。 

遠藤好英先生根据《别体字类》纂集《异体

字集》，收 2280 个别体俗字。从现行汉字看，以

下诸字均为六朝或唐代碑刻遗存：卋、亰、仏、

灮、卆、啚（圖）、囯、圀、埊、塩、変、斈、

皈、爱、荣、栖、叠、継、惣、閇、隠、隐、覇、

霊、駈。[9]246-256 

正仓院文书，是研究日本天平年间汉字生活

的珍贵文献。根据《汉字百科大事典》“正仓院

文书异体字”，以下现代用字亦承继汉唐俗体：

乱、亊、亰、仏、児、卆、壊、将、嶋、従、徳、

断、弖、珎、禅、稲、聴、舎、舩、蔵、号、豊

（豐）、賛、弁（辨）、銭、随、難、霊、塩、麦、

皷。[9]257-281 笔者查阅《正仓院古文书影印集成》

第 1-5 册（八木书店，1988-91 年）原件，发现

以下现代用字亦已出现：謹、恵、単、乗、暁、

穀、毎、曽、僧、来、弥、祢、頬、噐、継、為、

練。 

平安初期，佛教普及，汉字使用仍然继承隋

唐风习。如《东大寺讽诵文稿》（勉誠社，1976

年），为平安朝初期墨宝。築島裕先生在《新字

体寸考》一文中，指出其中已出现“无、珎、尺

（釋）、仏、礼、万、弃、师、与、继、囯、门、

问、闻”等简俗字。
[10]30-37 查阅影印原件，亦如

正仓院文书，俗体满目，且多见于汉唐典籍。例

如：乗、聴、徳、為、舎、捨、贈、憎、僧、増、

懐、壊、弾、蝉、阐、郸、珎、軽、従、酔、断、

頼、毎、海、随、咲。 

平安末期至鎌仓初期，日本俗字渐显个性。

如图书寮本《类聚名义抄》，略体字、合体字甚

多。考察观智院本《入唐求法巡礼行记》（1291

年写本），其俗字类型，应有尽有，或可窥见日

本在吸收汉字文化过程中的传承和变异轨迹。 

简省：埠－垖  惠－恵  藏－蔵  厭－猒 

部－卩 澄－氵 碍－㝵 圖－啚  

增繁：判－   奪－   瓜－苽  梁－樑焦

－燋 界－堺 園－薗 

部件更换：孩－姟  体－躰 磚－塼 節－莭

耕－   淫－媱 雁－鳫  

结构变化：島－嶋  蘇－蘓  裔－   鄰－

隣  海－   胸－胷  障－鄣   

符号代替：歸－帰  圓－   羅－   繼

－継 

书写变异：弓－方 因－囙  怪－恠  桑－

桒 互－㸦 彦－  安－   

镰仓末期至室町时期，日本俗字十分活跃。

现行日本汉字，其间几乎都能找到其历史踪迹。

调查日本《尚书》抄本，如内野本（1322 年抄）、

足利本（室町时期写本）、上图天正本（1578

年抄）等，不难看出日本新字体及 JIS 汉字的历

史来源。例如： 

変、氷、博、薄、歩、渉、禅、巣、単、労、

栄、蔵、臓、称、乗、懲、恥、遅、勅、歯、従、

縦、臭、処、拠、稲、徳、聴、涜、続、髪、豊、

敷、観、歓、権、勧、穀、帰、海、侮、悔、壊、

懐、恵、穂、鶏、継、歎、漢、難、残、践、賎、

浅、諌、将、覚、寛、頼、楽、塁、歴、暦、戻、

練、錬、霊、竜、黒、墨、醸、壌、譲、児、斉、

済、器、繍、勤、舎、摂、縄、実、釈、択、沢、

駅、獣、粛、砕、歳、縄、鉄、微、為、偽、犠、

戯、繊、顕、陥、効、響、亜、塩、厳、倹、険、

験、壱、逸、応、営、隠、勇、与、斎、賛、戦、

増、徴、専、荘、酔。 

江户时期，异体字研究成一代风气。《异体

字辨》《倭楷正讹》《同文通考》《正楷录》等，

均为研究俗字之重要著作。特别是《同文通考》，

从中日“书同文字”之汉字文化圈视角，从历时

和共时层面，辨别俗字源流，具有里程碑意义。 

由于时代局限，《同文通考》等判为“倭俗”

之字，其字源却大多出现于历代汉籍，虽不能苛

求前人，却不得不引起注意。如“倭俗”中的“省

文”部分，“学、旧、昼、独、炉、励、娄、数、

楼、会、参、国、条”等，属于中日两国的现行

通用字。“勧、歓、観、権、縄、歯、巣、継、

続、霊、斉、楽、独、錬、倹、険、験、労、単、

弾、悩、児、稲”等，源出中国，流行于日本，

进入《常用汉字表》。“枣、篱、隐、罗、举、

趋、边、阳、阴、虽、韵、录、斋、劳、荣、莹、

萤、莺、区、欧、鸥、枢、驱、厉、砺、蛎、粝、

欢”等，则成为中国现行使用的简化字。[7]110-112
 

尽管如此，透过江户期异体字研究著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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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窥见其时日本使用汉字的基本面貌，可以理解

近世日本的正字观，以及隋唐字样在日本的继承

和发展。可以说，江户期的异体字著作，是研究

汉字变异的重要资料，也是探究明治以来日本汉

字改革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四、俗字扩散 

现行的日本汉字中，许多俗字在中国原典古

籍中可以找到用例，然而却没有被辞书收录，更

无缘作为标准用字，甚至是昙花一现。这种文字

现象，套用“词汇扩散”理论，或可名之曰“俗

字扩散”或“俗字衍生”吧。例如： 

“ ”类：三点头，在日语中代表六类汉字

偏旁。如“勞”作“労”，“單”作“単”，“樱”

作“桜”，“巢”作“巣”，“鼠”作“鼡”，“覺”

作“覚”。这种简省方式，源于草书楷化，汉语

文献均有原型。简要举之，“労”见于居延汉简，

“禅”、“巣”、“鼡”见于王羲之书法，“ ”见

于唐碑，“覚”见于《淳化阁帖》，不一而足。[7]117-165 

“ ”类：日语中，品字形下半部分，往

往用省文符号“ ”代替，如“澁”作“渋”，

“壘”作“塁”。此类省写方式，金代《草书韵

会》中习见，如“晶”作“ ”，“轟”字作“ ”。

敦煌写本“”之左右之“糸”，亦有省为“ ”

者，如“鸞”作“ ”（《望远行》P4692）。《宋

元以来俗字谱》引《古列女传》“樂”作“楽”、

“幾”作“ ”。[11] 30，129 日本写本，品字结构下

部省为“ ”，相当流行。[7]193-197 据《四部丛刊》，

日本摹宋写本《诚斋集》卷 105《答枣阳虞军使》：

“左拍子长之肩，右摩孟坚之塁。”同卷 108《与

本路运使权大卿》：“锦江玉塁，回岷峨晓日之旗；

云栋雨帘，焕桑梓画衣之绣。”《日藏古抄李峤咏

物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覆刻室

町时期抄本，品字结构省作“ ”者，不胜枚举。 

此类俗字，源头在中国，发展在域外，是为

扩散性俗字。诸如倹、剣、検、険、験,歩、渉，

売、読、続、涜，斉、済、剤，観、歓、権、勧，

恵、穂，鶏、渓，残、践、賎、浅，児、稲、陥、

焔，嬢、壌、譲、醸、卆、枠、砕、粋、酔，等

等，虽然在汉语文献中可以找到相同字形，但大

规模的普遍使用，却存在于日本，特别是室町时

期以后，因此必须从日本汉字发展的历史层面，

作深层考察和分析，探求日本选择汉字形体的历

史背景和文化因素。 

五、和制异体字 

在日本《常用汉字表》中，有些疑难俗字，

经过仔细调查或数据库检索，在汉籍文献中找到

了例证，如“壱、実、拝、挙、畳”等。然而，

“壓、價、藝、團、應、邊、貳”省作“圧、価、

芸、団、応、辺、弐”；新形声字“囲、釈、択、

沢、訳、駅”，符号化新字“気、広、鉱、拡、

伝（傳）、転、対、円、仮（假）”等，在中土

文献中尚未发现用例，属于和制异体字，或和制

俗字。 

顺便一提，此类“和制俗字”在中日版本辨

别中，有时亦可起到辅助作用。如四部丛刊本《诚

斋集》《春秋正义》，出现有“囲、釈、択、沢、

応”等标志性日式简体字，这是为什么呢？原来

《诚斋集》《春秋正义》均为日本抄本。又，清

初小说《绣屏缘》中出现“駅”、“釈”等日式简

体字，这到底是汉语自己的简省写法，还是借用

了日本汉字的写法？[12]33 考之，古本小说集成《绣

屏缘》，乃据荷兰汉文研究院藏日本钞本影印，

不少字形已烙上日本俗字痕迹。又如天一版《绣

屏缘》第二回“纸牌”左边有“カルタルイ”片

假名训注，可资互证。[13]232  

六、佚存俗字 

笹原宏之先生在《国字の位相と展開》专著

中，仿照“佚存书”提出“佚存文字”学术用语。

笹原氏主要是为解决中日汉字创制权的矛盾而

首创此文字术语。认为有的汉字本来是中国制

造，但在中国几乎不使用，而且造字书证也已佚

失，但由于这些文字早期传入日本，相关概念在

日本文献中得以留存，此类文字称为“佚存文

字”。[5]88-110 

“佚存文字”中，大多为“佚存俗字”，如

“匁、匂、塀、搾、碗、賬”等。再举数例，以

供讨论。 

実：“實”草书楷化作“実”。王羲之《澄清

堂帖》作“ ”、武则天《升仙太子碑》作“ ”。

《四部丛刊》影明刊本《青阳先生文集》卷 2《慈

利州天门书院碑》：“士无以养，名存実废，靡所

为教。” 

枩：“枩”为“松”的换位俗字。《四部丛刊》

影明覆宋本《沈氏三先生文集云巢集》卷 5《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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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新阁》：“齐山皓发客，逍遥老枩竹。” 

畳：“疊”,省作“畳”。《四部丛刊》影宋

代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卷 15《过宛

陵陪汪枢密登双溪阁畳嶂楼游高斋望敬亭山诵

谢元晖李太白诗用枢公游齐山韵》：“双溪风月壶

觞里，畳嶂烟霞几案间。”同卷 26《潇洒斋记》：

“畳石百拳，凿沼一泓。” 

拝：“拜”又作“拝”，早见于汉代简帛。《四

部丛刊》影明刊本《李文饶集》卷二《幽州纪圣

功碑铭并序》：“明主雅闻奇志，将帅而拝将军。”

又：“乃畴厥庸，特拝叶护司空。” 

七、结语 

以俗字为中心的中日汉字比较研究，是近代

汉字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汉字传播与变异研究

的重要内容。今后，在充分吸收两国前沿成果基

础上，着力在以下诸方面拓展和深入，不断推动

汉字圈的中日俗字比较研究。[7]11 

1. 加强日本古辞书专项研究。如《新撰字

镜》《类聚名义抄》《下学集》《节用集》等。 

2. 加强不同书写形式的日本汉籍专题调

查。如木简、金石、抄本、刻本等。 

3. 加强日本汉字的断代研究。如平安时代

的文书佛典、镰仓室町时期的抄本汉籍、江户期

间的汉字学研究等。 

4. 加强动态的中日俗字比较研究。如六朝

碑刻、唐代字样、宋元以来俗字对日本汉字变体

的影响等。 

5. 加强中日字样学比较研究。如明治以来

的汉字整理案与字体变迁、近代中日汉字改革比

较、《康熙字典》对日本的影响等。 

6. 加强“字志”研究。[5]848-854 如就中日两国

具有关联性的近现代新字形进行源流汇考等。 
（鸣谢：本文曾以“日中間における俗字の交流の歴史”为题，

在早稻田大学第 102 次汉字汉语研讨会上日文发表。承蒙早稻田大

学教授笹原宏之博士诸多指导，野村雅昭、陈力卫、荒川清秀等专

家学者也提出了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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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Popular Form of Chinese Words in Japan 

HE Hua-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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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Janpanese characters currently used mainly include the 2136 words in Common Chinese Characters revised in 2010. 

It may also include the 10040 JIS words established by the Japanese Standards Association. In view of character variation, 

current Japanese characters include plenty of popular form of Chinese words, for example, variant popular forms, diffusible 

popular forms, saved popular forms, and a part of Japanese-coined variant popular forms. It if of great academic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changing history of popular Japanese characters, to announce the Chinese Characters’ choice and tendency under the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o correct the unsuitable judgement on the popular Japanese characters by the existing 

dictionaries. 

Keywords: regression word; variant popular forms; diffusible popular forms; saved popular forms; Japanese-coined vari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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