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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关于構件的說明 

所謂構件，是指漢字的自然構形成分。關於這個概念，雖然學者已作過

比較全面的論述，但根據本文的特定材料對象和研究目標的要求，再作如下

補充界定。 

第一，構件是漢字發生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以獨立物象為描摹對象或

具有獨立抽象示意功能的構字成分及其再度組合構形單位，不同于人為拆分

的失去上述獨立性的構字成分，如《新編甲骨文字形總表》的第 62 個部首

“入”，該“入”部下收了收入若干從“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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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顯然是把甲骨文“衣”這個象形字的上部線條人為拆分出來與部首對

應。此類構字成分，不屬於這裏所說的構件。第二，構件是最抽象的漢字構

形成分：它不同於偏旁，因為偏旁一般只是指處於單字結構第一層次的構字

成分，而構件則可以統稱各個層次的構字成分。如“國”字，一般只是其中

的“囗”和“或”才被稱為偏旁，而其中“或”的組成成分“戈”則不被認

為是偏旁，而上述構字成分，都可以稱為構件；構件又不同於部首，它不需

要承擔起在字典辭書中統攝具有相同構字成分的單字的職責；它也不同于聲

符、義符等概念，因為它不屬於傳統“六書”的概念系統。 

很顯然，作為單字構形下位的構件，是支撐文字系統的底層要素，而這

種底層要素往往是以隱性的方式但同時又是更具決定性效力地規定了單字

構形狀況的方方面面。所以，從構件的層面去探究文字的構形系統，有助於

我們更深入地揭示相關構形系統的本質特徵。 

為方便後文的論述，將構件的類型及有關概念解說如下： 

(1) 無差別構件與獨體構件 

無差別構件是指不作層級、結構、方位、功能等任何屬性限定的構件。

獨體構件是指那些結構上無法再進行進一步拆分的構件。如“艧”字，可以

拆分出“莫枒屮屮屮屮日隹”等 8 個構件。去除重見者，其中無差別構件為

5 個，即“莫枒屮日隹”。獨體構件為 3 個，即“屮日隹”。 

(2) 構件的構字數量和構字頻率 

構件的構字數量是指含有該構件的字形總數。構件的構字頻率是指該構

件在所有由它參構的字形中出現的總次數。這兩者是有所不同的。如上文提

到的“艧”字，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構件“屮”在這個字形上出現了四

次。那麼“屮”在此的構字數量為 1，即“艧”。而“屮”在此的構字頻率則

為 4。一個構件的構字數量和構字頻率都可以反映該構件的構字能力，但是

構字頻率更能凸顯該構件的活躍程度，也更能反映其構字能力。 

(3) 構件層級與結構功能 

構件層級是由構件參與組字的次數決定的：當一個構件首次與其他構件

一起組合成字時它是一級構件①；當它作為一級構件的那個字形單位又作為

                                                        

① 無需拆分的獨體字是由唯一的結構元素組成，也視為一級構件。 



字頻視角的甲骨文構件定量研究(劉志基) 95 

 

一個構件與其他構件相組合形成一個合體字時它便成為二級構件。如此類

推，又可以生成三級、四級等更高級別的構件。為方便構件層次數的電腦統

計，我們用“<>”表示一個一層以上的層級。如“篺”可分析為“水 mc 步

wc<止 s 止 x>”。其中，“<>”外的構件，即“水、步”為一級構件，而“<>”

內的構件，即兩個相同構件“止”為二級構件，它們的上級構件為“步”。 

結構功能是指構件在參與文字構造時在造字意圖層面所起的作用。如構

件“止、凵”在參與“篾”字的構造時，一同完成了“篾”的意義表達，充

當了會意構件的作用。構件“鹿”在參與“蕽、蕾、蕿”等字的構造時，單

獨完成了“鹿”的意義表達，充當了象形構件的作用。構件“朱”在參與“ 、

鷲”等字的構造過程中，完成了“朱”的意義表達，充當了指事構件的作用。

構件“羊、人”在參與“霐”等字的構造時，完成了“霐”的意義表達，充

當了形聲構件的作用。因為具有結構功能的構件總是處於字形層次結構的第

一層，也可以稱為一層構件。  

綜上所述，構件作為漢字構形的底層成分，內涵豐富，層次很多，與構

形系統的諸多方面聯繫極為密切。鑒此，本章將主要研究先秦漢字構件的單

位數量、特殊類型及其歷時演變等，而構件的結構功能和方位、層次功能將

歸入其他相關章節中討論。 

1.2 甲骨文構件的既有研究述評 

殷商文字到底有多少構件？這些構件在各個層面上數量狀況如何？這

顯然是個很不容易弄清楚的問題，需要在有效的（一定是數量龐大的）字形

系統範圍內，逐個字形進行構件拆分，進而整理統計，要完成這個工程，海

量的工作投入自然不在話下，更需要面對諸多殷商疑難文字釋讀挑戰。根據

材料數量的有效性要求，殷商文字構件數量統計的對象亦當限定為甲骨文。 

關於甲骨文構件的數量狀況，既往的統計和研究主要有：1，李圃師的

《甲骨文文字學》（學林出版社, 1995），從已被考定的諸多甲骨字形的分析

中歸納出 348 個字素和 30 個字綴，其“字素”的實際內涵，大致與我們所

說的獨體構件相同；而“字綴”則大致相當於我們所說的抽象性標示符。由

於關於“字素”和“字綴”統計所依據的甲骨文字形材料範圍有限，進一步

研究的空間還是很大。2，鄭振峰的《甲骨文字構形系統研究》（上海教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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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2006）以徐中舒主編的《甲骨文字典》為主，同時復核《甲骨文合集》、

《殷墟甲骨刻辭類纂》、《甲骨文字集釋》、《甲骨文編》和《甲骨文簡明詞典》

等書，進行字樣整理和字形拆分，並且進一步對甲骨文中的 1380 個不重複

單字基本構形屬性進行了測查，得到了 356 個具有表形功能的構件，125 個

具有表義功能的構件，18 個具有標示功能的構件和 113 個具有表音功能的構

件。同時確定的基礎構件 412 個。3，2007 年筆者指導的陳婷珠完成了博士

論文《殷商甲骨文字形系統再研究》（以下簡稱為《再研究》），該論文進一

步納入近年來新發現的重要甲骨文材料，注重對新的甲骨文考釋意見的吸

收，在最新的材料和考釋研究平臺上就甲骨文構件數量再作統計分析，完成

了甲骨文構件數量整理統計。 

鑒於《再研究》的相關工作是甲骨文構件數量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下

面具體介紹其相關統計資料及研究結論，進而評估其長短得失，以尋求進一

步研究的起點。 

《再研究》從 5955 個甲骨文單字字形中共拆分出 15168 個構件，無差

別構件為 2169 個，獨體構件為 1685 個。並在此基礎上獲得了較為深層的甲

骨文構件使用頻率的信息，具體分獨體構件及獨體構件以外的無差別構件兩 

個層次統計了甲骨文的構件頻率，并将統計数据綜合在下表中： 

 

構字頻率級別 總使用頻率數 無差別構件數 

常用構件 

（10次～） 

一級常用構件 

（500次～） 

792 1 

二級常用構件 

（100 次～500 次） 

4685 21 

三級常用構件 

（10次～100次） 

6168 217 

次常用構件 

（2次～10次） 

一級次常用構件 

（5次～10次） 

1230 189 

二級次常用構件 889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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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5次） 

罕用構件（1次） 1404 1404 

總計 15168 2169 

 

在上述統計資料的基礎上，作者指出：“甲骨文構件系統中常用構件尤

其是一級常用構件極少，但是其使用頻率相當高。罕用構件數量很多，但使

用頻率較低。從這個比例看，這多少也反映了甲骨文構件的利用率總體不高，

間接反映出甲骨文字形系統的不成熟。” 

毫無疑問，《再研究》的統計和分析已經相當全面了，也有一定深度，

但依然存在局限，而這種局限主要表現在頻率的層次上。 

構件頻率的統計，可以從靜態和動態兩個層次來進行。前者的材料基礎

是字形的集合，後者的材料基礎是一定數量範圍的全部文獻用字。雖然兩種

統計各有自己的意義價值，但兩種統計結果的互補無疑是可以將這種意義進

一步放大的。顯然，《再研究》只是在靜態的層次上進行了統計和研究，因

此，完成動態層次的甲骨文構件頻率統計研究是我們需要面對的任務。 

對於構件系統的研究來說，靜態的頻率統計的缺陷在於：這種統計是把

構件所由出的各個不同的字形統統放在一個平等的地位上來計算資料的，但

事實上，這些字形在被用於實際語言記錄中並不都分別享有同等的被使用待

遇。對甲骨文來說，不同字形間的這種差異尤其巨大，它們在記錄卜辭中各

自的出場幾率的大小不同往往是非常懸殊的，這也就意味着，僅有靜態統計，

難免會忽略構件在文獻實際用字層面的作用差異。 

2. 字頻視角的甲骨文的構件數量統計 

根據科學抽樣的原則以及我們的文獻整理審定基礎，我們以《小屯南地

甲骨》作為甲骨文構件動態統計的材料對象。《小屯》之所以能夠充當我們

的材料對象，是因為我們我們對這近 4 萬字的卜辭文獻作了如下加工整理工

作：第一，依據現有相關考釋研究進行了全面釋文審訂；第二，以數位化處

理的字元唯一性為原則，對其中每個卜辭用字進行了原形字統一整理，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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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對應造字，生成了字體支援；第三，對應其中的每個原形字都按前文所

說的構件分析方法進行了構件分析。毫無疑問，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工作打造

的特定數位平臺，相關資料才能被電腦的程式所處理，甲骨文構件的動態統

計才能得以實現。當然，由於進行了材料抽樣，這批材料所含的字形數將少

於靜態統計所依據的甲骨文字形集合，但這種部分缺口並不至於影響動態統

計所要達到的總體目標的實現。 

經整理，《小屯》釋文用字共計 34910 個（不計標點符號），剔除合文用

字後尚余 34404 字作為構件來源的分析對象。通過對這些甲骨文用字原形所

含構件的逐個分析統計，共析出甲骨文構件 45983 個，不重複計算的構件個

體 630 個；其中獨體構件 44302 個，不重複計算的獨體構件個體 484 個。一

層構件 42497 個，其中不重複一層構件 621 個，具體資料見下。 

 

2.1 獨體構件頻率資料（構件後的數位表示該構件出現頻率數，各頻次

的具體出處詳見附錄：《小屯獨體構件頻率表》）： 

貞_1746／又_1647／卜_1442／口_1339／其_1319／亡_1194／王_1071

／癸_982／于_957／人_923／弓_870／鞊_833／雨_795／冎_785／牛_710

／止_708／叀_687／酉_677／戈_670／旬_630／才_604／子_587／幺_574

／日_549／辛_546／乙_536／丁_521／田_496／大_478／丣_475／靽_471

／爪_463／用_458／不_452／甲_425／亥_392／未_381／ _381／羊_345

／卩_339／丨_337／庚_325／冉_306／丑_301／彡_301／午_291／戊_283

／壬_276／水_270／示_260／歲_240／丙_238／己_236／舟_227／三_213

／辰_209／宀_205／彳_202／來_199／申_199／寅_198／佾_192／戌_192

／今_190／屮_187／匕_187／翌_174／木_170／禾_166／俧_163／目_160

／肉_158／一_154／且_152／隹_152／亼_151／五_145／立_141／方_137

／矢_133／自_131／至_126／石_121／二_119／十_117／告_112／夕_110

／小_110／凡_110／鋒_106／弗_100／丂_100／俤_100／忂_98／厵_96／

皿_95／皀_93／犬_89／母_88／以_88／鬯_86／囗_85／乇_84／戶_83／豕

_77／引_68／刀_66／山_64／易_63／饎_59／女_59／虫_57／入_57／八

_56／凵_55／允_53／糸_53／万_50／火_49／土_48／眉_48／高_46／旡

_44／捅_43／束_43／豆_43／玉_42／桑_42／网_41／幾_40／雍_40／尋

_39／堈_39／虍_38／壴_37／若_36／气_36／永_34／赛 _34／夊_34／仲

_33／單_33／乂_33／耳_33／冊_33／俫_32／西_32／鳳_32／夒_31／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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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9／蜴_29／亯_28／丮_28／歺_28／畐_28／阜_26／箪_26／爿_25／靮

_25／佻_25／麋_24／帚_24／兕_23／奠_23／厂 _23／佧_23／俀_23／南

_23／六_23／生_23／四_23／東_23／我_22／貝_22／斤_21／百_21／乍

_21／力_20／余_20／卣_20／亞_20／丩_20／丰_19／搧_18／覃_18／九

_17／屯_17／升_17／靱_16／舞_16／宁_16／交_15／中_15／黍_15／毌

_15／仴_15／月_15／弋_14／白_14／米_14／門_14／声_13／京_13／馬

_12／匚_12／兮_12／偭_12／帳_12／奭_12／盧_11／羸_11／巳_11／朿

_11／行_11／靭_11／鹿_11／鼎_11／旦_10／呕_10／畀_10／彔_9／叶_9

／工_9／帝_9／镑 _9／乚_9／衣_9／臼_9／食_9／云_8／魚_8／公_8／曰

_7／仨_7／蛚_7／靴_7／龍_7／赓 _7／巾_7／臣_7／下_6／次_6／蚸_6／

戚_6／七_6／戉_6／遄_6／萑_6／虎_6／豭_5／龜_5／家_5／囧_5／箙_5

／鬲_5／扶_5／夗_5／屰_5／元_5／襄_5／異_5／心_5／血_5／啒_4／尸

_4／廌_4／尤_4／抚_4／盟_4／竹_4／非_4／抠_4／骨_4／羽_4／井_4／

泉_4／象_4／橐_4／靼_4／勿_4／吃_4／上_3／匪 _3／并_3／靘 _3／亦_3

／逩_3／黹_3／黃_3／甗_3／合_3／鬼_3／瞡_3／卝_3／唋_3／塍_3／屼

_3／呒_3／銗_3／阸_3／囿_3／欠_3／乃_3／克_3／丹_3／叆_3／鲁_3／

仱_3／厽_3／率_3／雞_2／倷_2／彝_2／鰤_2／耒_2／眤_2／匠 _2／甶_2

／鍙_2／栵_2／跾_2／果_2／吙_2／禺_2／天_2／躏_2／啑_2／危_2／蕗

_2／颔_2／朋_2／由_2／彭_2／曾_2／瞛_2／裨_2／僨_2／鉙_2／甾_2／

尢_2／川_2／記_2／琮_2／老_2／爵_2／雈_2／吊_1／呈_1／釆_1／鰐_1

／銱_1／鼀_1／瞠_1／鳧_1／儏_1／巴_1／栰_1／僝_1／叼_1／獱_1／栦

_1／単_1／躖_1／串_1／塻_1／拞_1／剟_1／栤_1／妛_1／刍_1／凳_1／

笗_1／顮_1／餢_1／栨_1／彈_1／蒭_1／饤_1／丛_1／斗_1／首_1／犈_1

／挽_1／壪_1／駝_1／饦_1／兔_1／悇_1／咜_1／丝_1／搠_1／瞈_1／卛

_1／巫_1／栻_1／卋_1／慴_1／挱_1／饊_1／壭_1／顋_1／蕠_1／遶 _1／

鹊_1／黽_1／塽_1／喅_1／栥_1／丵_1／錣_1／赘 _1／周_1／锺 _1／直_1

／赈_1／錱_1／栴_1／蛧_1／夨_1／顉_1／栯_1／鐿 _1／瘱_1／栧_1／鸈

_1／頁_1／宎_1／疋_1／卨_1／屣_1／妩_1／咋_1／茳_1／銓_1／墤_1／

堀_1／棵_1／亢_1／栞_1／颶_1／屨_1／顈_1／冂_1／忇_1／角_1／栛_1

／寋_1／栫_1／廭_1／惎_1／吉_1／饥_1／拲_1／厷_1／鰪_1／鎘_1／赙

_1／弪_1／免_1／慳_1／捊_1／帔_1／趴 _1／挵_1／摰_1／鳥_1／麑_1／

嗱_1／穆_1／牢_1／面_1／府_1／塓_1／塺_1／鵱_1／录_1／蠦_1／橊_1



100 漢字硏究 第 2 輯(2010.06.) 

 

／橉_1／啉_1／憭_1／鍊_1／唳_1／螟_1／

 

2.2 無差別構件頻率資料（下表所列各頻次的具體出處詳見附錄：《小屯

無差別構件頻率表》）： 

貞_1746／又_1647／卜_1442／口_1339／其_1319／亡_1194／王_1071

／癸_982／于_957／人_923／弓_870／鞊_833／雨_795／冎_785／牛_710

／止_708／叀_687／酉_677／戈_670／旬_630／才_604／子_587／幺_574

／日_549／辛_546／乙_536／丁_521／田_496／大_478／丣_475／靽_471

／爪_463／用_458／不_452／甲_425／亥_392／未_381／ _381／羊_345

／卩_339／丨_337／庚_325／冉_306／彡_301／丑_301／鞃_293／午_291

／戊_283／壬_276／水_270／示_260／歲_240／丙_238／己_236／舟_227

／三_213／辰_209／宀_205／彳_202／申_199／來_199／寅_198／戌_192

／佾_192／今_190／屮_187／匕_187／翌_174／木_170／禾_166／俧_163

／目_160／肉_158／一_154／且_152／隹_152／亼_151／五_145／立_141

／方_137／羌_136／矢_133／自_131／廾_127／至_126／石_121／二_119

／十_117／告_112／小_110／凡_110／夕_110／俤_109／鋒_106／丂_100

／弗_100／忂_98／厵_96／皿_95／皀_93／犬_89／攴_89／以_88／母_88

／鬯_86／囗_85／乇_84／戶_83／豕_77／辵_73／引_68／刀_66／山_64／

靻_64／易_63／饎_59／女_59／入_57／虫_57／八_56／凵_55／糸_53／允

_53／万_50／火_49／土_48／眉_48／湄_46／高_46／旡_44／冓_44／品

_44／束_43／捅_43／豆_43／玉_42／桑_42／网_41／众_41／幾_40／雍

_40／堈_39／尋_39／虍_38／壴_37／尹_37／若_36／气_36／赛 _34／夊

_34／永_34／仲_33／單_33／冊_33／耳_33／乂_33／俫_32／西_32／鳳

_32／夒_31／蜴_29／乎_29／赆 _29／亯_28／丮_28／畐_28／歺_28／箪

_26／阜_26／逘_26／林_25／靮_25／佻_25／爿_25／多_25／麋_24／帚

_24／六_23／四_23／兕_23／厂 _23／奠_23／生_23／南_23／佧_23／俀

_23／東_23／聿_22／貝_22／我_22／斤_21／乍_21／百_21／丩_20／力

_20／余_20／亞_20／卣_20／丰_19／搧_18／覃_18／升_17／屯_17／祝

_17／步_17／九_17／宁_16／靱_16／艸_16／舞_16／摅_15／月_15／交

_15／珏_15／毌_15／秝_15／中_15／黍_15／仴_15／門_14／米_14／白

_14／从_14／弋_14／京_13／逇 _13／声_13／偭_12／行_12／帳_12／乧

_12／馬_12／卯_12／虎_12／兮_12／匚_12／奭_12／殳_11／鼎_11／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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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1／巳_11／盧_11／羸_11／靭_11／鹿_11／撥_10／贳 _10／赇 _10／呕

_10／兀_10／旦_10／畀_10／暧_10／叶_9／镑 _9／衣_9／食_9／儔_9／价

_9／乚_9／工_9／帝_9／彔_9／臼_9／公_8／何_8／悄_8／魚_8／云_8／

牧_8／茻_8／剛_8／偍_8／赓 _7／蛚_7／靴_7／仨_7／臣_7／龍_7／沚_7

／曰_7／俽_7／夅_7／巾_7／靪_7／遄_6／侲_6／次_6／雉_6／萑_6／蚸

_6／戉_6／北_6／霫_6／下_6／嗜_6／七_6／戚_6／呇_6／家_5／莫_5／

襄_5／兄_5／夷_5／扶_5／心_5／舁_5／靤_5／恀_5／商_5／血_5／吅_5

／龜_5／靜_5／囧_5／元_5／豭_5／異_5／夗_5／箙_5／屰_5／偏_5／疾

_5／鬲_5／骨_4／啒_4／象_4／逨_4／吃_4／竹_4／新_4／將_4／羽_4／

見_4／亲_4／橐_4／尸_4／尤_4／靼_4／盟_4／勿_4／抚_4／井_4／廌_4

／泉_4／非_4／抠_4／逩_3／袁_3／啑_3／蹅_3／偛_3／黃_3／厽_3／匪

_3／克_3／甗_3／黹_3／屖_3／柒_3／屼_3／并_3／俟_3／瞡_3／叆_3／

亦_3／迁_3／欠_3／雔_3／丹_3／乃_3／靘 _3／啟_3／卝_3／塍_3／仱_3

／蕔_3／率_3／唋_3／呒_3／革_3／上_3／鬼_3／囿_3／銗_3／鲁_3／伲

_3／阸_3／合_3／尢_2／邑_2／福_2／匠 _2／裨_2／艗_2／宜_2／禺_2／

雞_2／嘩_2／雈_2／颔_2／果_2／吙_2／甶_2／僨_2／奚_2／捠_2／尊_2

／鍙_2／彝_2／言_2／記_2／爻_2／曾_2／佬_2／跾_2／耒_2／栵_2／鰤

_2／典_2／躏_2／甾_2／漅_2／仯_2／由_2／老_2／梠_2／巢_2／鉙_2／

凂_2／嘧_2／靑_2／虘_2／琮_2／倷_2／瞛_2／眤_2／彭_2／朋_2／蕗_2

／同_2／竞_2／侭_2／托_2／仌_2／爵_2／川_2／天_2／危_2／臸_2／匋

_2／串_1／追_1／足_1／栰_1／鰐_1／栦_1／単_1／鼀_1／丛_1／釆_1／

巴_1／鳧_1／妛_1／蒭_1／呈_1／豩_1／刍_1／栨_1／出_1／麄_1／躖_1

／餢_1／饤_1／儏_1／笗_1／栥_1／銱_1／吊_1／叼_1／斗_1／僝_1／逞

_1／僰_1／獱_1／錣_1／凳_1／赘 _1／鲌_1／瞠_1／栤_1／丵_1／剟_1／

拞_1／彈_1／顮_1／慴_1／蕠_1／顋_1／夨_1／壭_1／饊_1／趴 _1／設_1

／鹊_1／圣_1／墭_1／卋_1／栻_1／首_1／卛_1／挱_1／沁_1／霳_1／帔

_1／捊_1／栴_1／企_1／慳_1／咋_1／顉_1／遶 _1／殸_1／啳_1／犈_1／

銓_1／雀_1／丝_1／妾_1／靥_1／塽_1／栯_1／垶_1／旋_1／疋_1／昜_1

／屣_1／頁_1／喅_1／鸈_1／贻 _1／栧_1／瘱_1／鐿 _1／犾_1／宎_1／壪

_1／挵_1／咜_1／徲_1／悇_1／兔_1／饦_1／卨_1／佤_1／搠_1／挽_1／

蛧_1／韋_1／瞈_1／巫_1／妩_1／駝_1／顈_1／寋_1／茳_1／角_1／直_1

／盡_1／幋_1／冂_1／廭_1／屨_1／颶_1／栞_1／亢_1／棵_1／赈_1／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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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锺 _1／赙 _1／盖_1／鎘_1／鰪_1／嗰_1／周_1／栫_1／拲_1／趼 _1／

卉_1／饥_1／及_1／吉_1／惎_1／牢_1／厷_1／嗱_1／堀_1／面_1／蔑_1

／黽_1／螟_1／塻_1／錱_1／穆_1／塓_1／柟_1／麑_1／鳥_1／摰_1／占

_1／辳_1／砓_1／稟_1／府_1／忇_1／栛_1／唳_1／摙_1／鍊_1／免_1／

啉_1／墤_1／橉_1／橊_1／蠦_1／录_1／鵱_1／塺_1／憭_1／

 

2.3 一層構件頻率數据（下表所列各頻次的具體出处詳見附錄：《小屯一

層構件頻率表》）： 

貞_1746／卜_1432／其_1319／又_1219／亡_1194／口_1133／王_1071

／癸_982／于_957／弓_870／鞊_833／雨_795／冎_785／牛_704／叀_687

／酉_675／戈_648／旬_630／才_601／子_587／幺_568／人_561／止_554

／日_541／乙_536／辛_525／丁_517／田_496／大_475／丣_475／靽_471

／用_458／不_452／甲_425／亥_392／未_379／庚_325／彡_301／丑_301

／卩_298／鞃_289／午_285／戊_283／壬_276／示_258／歲_240／丙_233

／己_231／舟_227／冉_216／三_213／水_213／辰_208／宀_205／羊_202

／申_199／寅_198／戌_192／佾_192／來_192／今_190／匕_187／丨_182

／翌_174／俧_163／亼_151／且_148／目_147／五_145／一_144／立_141

／隹_137／方_137／禾_135／羌_133／自_131／至_124／彳_122／石_120

／二_119／矢_118／十_117／屮_113／告_112／夕_110／俤_109／小_109

／凡_108／鋒_106／肉_104／木_101／弗_100／丂_98／忂_96／皀_93／皿

_92／廾_90／厵_89／母_88／以_88／犬_87／鬯_86／囗_82／豕_75／戶

_74／攴_73／辵_73／乇_72／引_68／山_64／易_63／饎_59／刀_58／女

_57／入_57／虫_56／八_56／凵_55／允_53／万_50／火_49／爪_47／高

_46／湄_46／旡_44／品_44／捅_43／冓_43／桑_42／众_41／幾_40／雍

_40／尋_39／尹_37／壴_37／堈_37／土_36／豆_36／若_36／气_36／永

_34／赛 _34／單_33／鳳_32／仲_32／西_32／冊_31／网_30／夒_30／糸

_30／俫_29／蜴_29／乎_29／赆 _29／亯_28／耳_27／箪_26／畐_26／逘

_26／阜_26／丮_25／佻_25／麋_24／帚_24／俀_23／南_23／多_23／林

_23／奠_23／兕_23／四_23／東_23／六_23／厂 _23／佧_23／貝_22／我

_22／百_21／乍_21／乂_21／亞_20／力_20／丩_20／余_20／丰_19／夊

_19／生_19／靻_18／搧_18／ _18／覃_18／祝_17／九_17／屯_17／斤

_17／升_17／舞_16／艸_16／步_16／爿_16／宁_16／黍_15／中_1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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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5／仴_15／珏_15／秝_15／交_15／从_14／門_14／米_14／聿_14／白

_14／歺_13／京_13／逇 _13／声_12／兮_12／卯_12／乧 _12／馬_12／奭

_12／玉_12／匚_12／盧_11／鹿_11／偭_11／羸_11／巳_11／鼎_11／朿

_11／撥_10／呕_10／贳 _10／兀_10／赇 _10／旦_10／卣_10／暧_10／畀

_10／虎_10／虍_10／镑 _9／叶_9／价_9／乚_9／摅_9／工_9／臼_9／食_9

／彔_9／帝_9／公_8／剛_8／悄_8／弋_8／云_8／靱_8／殳_8／何_8／魚

_8／牧_8／蛚_7／夅_7／沚_7／臣_7／赓 _7／曰_7／龍_7／靪_7／偍_7／

仨_7／俽_7／束_7／靴_7／次_6／衣_6／嗜_6／侲_6／北_6／遄_6／戉_6

／行_6／雉_6／下_6／蚸_6／儔_6／七_6／巾_6／戚_6／萑_6／呇_6／元

_5／霫_5／莫_5／吅_5／兄_5／靤_5／血_5／毌_5／夗_5／襄_5／家_5／

箙_5／豭_5／商_5／扶_5／疾_5／異_5／舁_5／囧_5／屰_5／恀_5／偏_5

／靜_5／夷_5／龜_5／羽_4／見_4／吃_4／井_4／象_4／抚_4／橐_4／心

_4／將_4／勿_4／新_4／尤_4／竹_4／泉_4／靼_4／抠_4／非_4／逨_4／

盟_4／骨_4／仱_3／瞡_3／亦_3／啒_3／鬼_3／黃_3／呒_3／鬲_3／合_3

／銗_3／唋_3／俟_3／廌_3／革_3／黹_3／囿_3／靘 _3／叆_3／乃_3／塍

_3／匪 _3／伲_3／鲁_3／雔_3／偛_3／甗_3／并_3／逩_3／蕔_3／柒_3／

啟_3／欠_3／迁_3／蹅_3／靮_3／屖_3／屼_3／啑_3／茻_3／率_3／丹_3

／阸_3／上_3／雈_2／捠_2／吙_2／宜_2／匋_2／嘩_2／尊_2／鍙_2／雞

_2／帳_2／彝_2／危_2／由_2／僨_2／邑_2／鉙_2／甶_2／典_2／虘_2／

琮_2／瞛_2／川_2／艗_2／言_2／臸_2／裨_2／果_2／尢_2／同_2／奚_2

／福_2／天_2／爻_2／托_2／仌_2／颔_2／漅_2／凂_2／袁_2／爵_2／鰤

_2／曾_2／老_2／嘧_2／眤_2／竞_2／躏_2／跾_2／侭_2／禺_2／栵_2／

靑_2／彭_2／蕗_2／佬_2／倷_2／匠 _2／朋_2／梠_2／鼀_1／穆_1／銓_1

／蔑_1／瘱_1／刍_1／鹊_1／螟_1／栦_1／串_1／蒭_1／塻_1／出_1／雀

_1／黽_1／旋_1／彈_1／銱_1／吊_1／叼_1／鐿 _1／壭_1／卨_1／顋_1／

拞_1／眉_1／遶 _1／塺_1／面_1／蕠_1／垶_1／単_1／栯_1／喅_1／塓_1

／麄_1／丛_1／免_1／栨_1／凳_1／趴 _1／栤_1／挵_1／栥_1／殸_1／顮

_1／豩_1／釆_1／獱_1／頁_1／呈_1／鸈_1／僰_1／沁_1／幋_1／帔_1／

顉_1／捊_1／妾_1／贻 _1／企_1／慳_1／靥_1／僝_1／嗱_1／逞_1／瞠_1

／斗_1／疋_1／犈_1／追_1／仯_1／柟_1／宎_1／麑_1／鲌_1／鳥_1／昜

_1／栧_1／儏_1／赘 _1／餢_1／辳_1／錣_1／丵_1／妛_1／啳_1／堀_1／

憭_1／屨_1／砓_1／颶_1／卋_1／錱_1／栞_1／亢_1／赈_1／饊_1／克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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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冂_1／卝_1／直_1／墤_1／夨_1／牢_1／拲_1／悇_1／厷_1／兔_1／棵

_1／吉_1／丝_1／栫_1／寋_1／茳_1／廭_1／惎_1／搠_1／咜_1／栴_1／

栻_1／塽_1／顈_1／及_1／角_1／卛_1／饥_1／咋_1／盡_1／卉_1／首_1

／弪_1／駝_1／占_1／剟_1／饦_1／稟_1／橉_1／锺 _1／巫_1／妩_1／栰

_1／犾_1／鰐_1／瞈_1／霳_1／韋_1／蠦_1／挱_1／躖_1／录_1／屣_1／

趼 _1／笗_1／徲_1／饤_1／鵱_1／橊_1／挽_1／周_1／鰪_1／鎘_1／忇_1

／厽_1／尸_1／墭_1／佤_1／壪_1／啉_1／赙 _1／嗰_1／府_1／栛_1／圣

_1／鳧_1／唳_1／摙_1／鍊_1／慴_1／蛧_1／設_1／盖_1／

3. 字頻視角與字形視角甲骨文構件統計數量的比較 

根據上文所述動態統計的基本作用，我們主要應該關注這種統計結果中

甲骨文構件系統的數量結構與靜態統計的同口徑資料的差異，以期更加本質

地揭示不同甲骨文構件個體間的作用地位差異以及甲骨文構件系統的本質

特點。為此，我們還是需要就高低兩極的頻次構件群作動態、靜態兩種統計

結果的具體比較。 

首先選擇兩種字頻統計資料中無差別構件進行比較。小屯無差別構件前

10 高頻構件總頻次 12620，占小屯構件總數 45983 個的 27.44%；小屯一見構

件總頻次 179，占小屯構件總數 45983 個的 0.39%；而《再研究》靜態統計

的同口徑資料為前 10 高頻構件總頻次 3750，占構件總數 15184 的 24.90%，

一見構件總頻次 1411，占構件總數的 9.29%。 

其次作兩種字頻統計資料中獨體構件進行比較。小屯獨體構件前 10 高

頻構件總頻次 12620，占小屯構件總數 44302 個的 28.47%；小屯一見構件總

頻次 138，占小屯構件總數個的 0.31%；而《再研究》靜態統計的同口徑資

料為前 10 高頻構件總頻次 3681，占構件總數 13026 的 28.26%，一見構件總

頻次 580，占構件總數的 4.45%。 

再次作兩種字頻統計資料中一層構件進行比較。小屯一層構件前 10 高

頻構件總頻次 11923，占小屯一層構件總數 42497 個的 28.06%；小屯一層一

見構件總頻次 182，占小屯一層構件總數個的 0.43%；而靜態統計的同口徑

資料為前 10 高頻構件總頻次 1848，占構件總數 10780 的 17.14%，一見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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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頻次 1407，占構件總數的 13.05%。 

 

構件類別 構件頻次類別 小屯 總表 

無差別構件 前 10 高頻 27.44% 24.90% 

一見 0.39% 9.29% 

獨體構件 前 10 高頻 28.47% 28.26% 

一見 0.31% 4.45% 

一層構件 前 10 高頻 28.06% 17.14% 

一見 0.43% 13.05% 

 

對比動靜態角度的構件統計資料，可以就兩者的差異作如下的歸納：就

高頻端的比較而言，動態角度的統計資料雖然高於靜態角度的同類統計資

料，但高出的幅度卻相當有限；而低頻端一見構件的比較結果則大不相同，

動態角度的統計資料不但低於靜態角度統計的同類資料，而且降低的幅度非

常巨大。換句話說，動靜態構件統計資料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低端極。那麼，

這種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是什麼呢？我們嘗試從現象入手去努力揭示深層

的本質因由。 

首先，我們可以發現，某些靜態角度析出的一見構件所構成的字卻在卜

辭中並不鮮見，只是因為靜態統計的方式過濾掉了其所構字的多見因素，它

才被打入了一見的行列。下表的 36 個靜態角度分析出來的一見構件，在以

小屯卜辭為統計對象的動態統計中，都摘去了“一見”的帽子，由此可見一

斑（下表第一列即靜態統計為一見構件而見於小屯為非一見者；第二列為該

構件所構字在小屯中的出現頻率；第三列為各頻次的出處，每個出處分別由

原形字、小屯的片數、正反、條數、字序構成）： 

 

今 

 

190 蝐_827_1_5 蝐_1063_2_5 蝐_2533_1_5 蝐_2627_5 蝐_3779_2_7 

蝐_3309_2_3 蝐_646_1_5 蝐_620_7 蝐_2629_3_5 蝐_2991_2_3 

蝐_2423_3 蝐_3033_2_12 蝐_750_4_5 蝐_231_1_6 蝐_190_1_5 

蝐 _1099_7_5 蝐 _4330_5_5 蝐 _2410_6_5 蝐 _2410_3_1 蝐

_2410_4_1 蝐 _2410_5_1 蝐 _580_2_13 蝐 _2288_反 _1_5 蝐



106 漢字硏究 第 2 輯(2010.06.) 

 

_2297_1_3 蝐_2199_5 蝐_2268_2_5 蝐_2046_1_5 蝐_2723_2_5 

蝐 _6_+H1 ： 18_1_5 蝐 _449_1 蝐 _445_2_2 蝐 _630_1_5 蝐

_208_5_1 蝐 _2251_5 蝐 _2348_1_6 蝐 _87_2_5 蝐 _87_3_5 蝐

_328_1_5 蝐_4150_5 蝐_2772_4_5 蝐_985_3_5 蝐_4390_1_5 蝐

_2365_1_5 蝐_2365_3_5 蝐_2106_1_5 蝐_950_5 蝐_2300_1_5 

蝐_2300_2_1 蝐_722_1_5 蝐_4562_3_2 蝐_56_2_5 蝐_659_5 蝐

_56_1_5 蝐_1062_8_6 蝐_1059_9_5 蝐_56_3_5 蝐_56_4_5 蝐

_56_5_5 蝐 _1111_ 正 _12_5 蝐 _1104_1_5 蝐 _108_5_6 蝐

_100_1_5 蝐 _100_2_5 蝐 _100_4_5 蝐 _154_2_5 蝐 _164_5 蝐

_1125_5_5 蝐 _1127_1_5 蝐 _1062_9_3 蝐 _1122_1_13 蝐

_1253_2_5 蝐_1107_1_5 蝐_1310_5 蝐_1896_4 蝐_1125_1_5 蝐

_2040_2_1 蝐 _1520_5 蝐 _1354_3 蝐 _1709_6 蝐 _1777_3 蝐

_2056_3 蝐_2100_1_5 蝐_2113_1_8 蝐_2124_4_5 蝐_2148_1_5 

蝐_2236_1_1 蝐_2239_3 蝐_2282_1_5 蝐_2392_5_1 蝐_5016_附

16_1_5 蝐 _5016_附 16_2_5 蝐 _2508_2_4 蝐 _2508_1_1 蝐

_2254_3_3 蝐_863_5 蝐_182_1_12 蝐_259_3_1 蝐_3317_2_3 蝐

_2305_2_5 蝐 _2305_1_5 蝐 _2273_7_5 蝐 _2327_2_2 蝐

_2358_7_5 蝐_2397_3_3 蝐_2399_3_5 蝐_2436_7 蝐_2349_1_10 

蝐_2525_1_5 蝐_2529_5 蝐_2532_6 蝐_2600_2_1 蝐_2693_1_5 

蝐 _2604_2_5 蝐 _2604_4_1 蝐 _2748_1_1 蝐 _2770_2_5 蝐

_2996_6 蝐_3004_1_5 蝐_3054_1_5 蝐_3253_1_3 蝐_3279_16 

蝐 _3545_2_2 蝐 _3598_1_1 蝐 _3598_2_6 蝐 _3619_3 蝐

_3689_2_2 蝐 _3744_1_5 蝐 _3744_2_5 蝐 _3744_3_5 蝐

_3744_4_5 蝐_3893_1_5 蝐_3893_3_1 蝐_3983_2_3 蝐_4041_4 

蝐_4075_1_5 蝐_4120_5 蝐_4240_2_2 蝐_4253_1_1 蝐_4278_3 

蝐 _4385_5 蝐 _4396_4_2 蝐 _4400_6_5 蝐 _4483_1_5 蝐

_4498_1_1 蝐_4578_1 蝐_4516_1_5 蝐_4516_3_9 蝐_4514_13_8 

蝐_898_5 蝐_935_3_2 蝐_935_6_5 蝐_938_1_1 蝐_965_2_5 蝐

_214_5 蝐 _171_3_5 蝐 _220_1_5 蝐 _414_1_1 蝐 _261_4_2 蝐

_265_5 蝐 _354_2_3 蝐 _423_1_7 蝐 _451_5 蝐 _441_6_5 蝐

_506_5 蝐 _589_5 蝐 _632_1_12 蝐 _642_2_6 蝐 _646_4_5 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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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662_1_5 蝐 _664_6_8 蝐 _664_9_8 蝐 _681_1_5 蝐 _718_3 蝐

_722_6_1 蝐_724_2_2 蝐_794_1_10 蝐_2236_7_1 蝐_2687_2_1 

蝐_5104_補 4_3_3 蝐_2267_3_4 蝐_2667_15_5 蝐_2905_1 蝐

_2236_2_1 蝐_2236_6_1 蝐_2328_2_14 蝐_4513_+4518_16_2 蝐

_4581_2_1 蝐_6287_遺 287_1 蝐_6157_遺 157_1_5 蝐_6210_遺

210_5  

引 68 谛 _3564_1_22 谛 _2320_4_5 谛 _2613_19 谛 _2320_3_18 谛

_2320_1_21 谛 _2723_2_11 谛 _2726_1_13 谛 _2711_3_6 谛

_2718_7_6 谛 _2718_9_17 谛 _678_2_17 谛 _212_1_17 谛

_2711_1_18 谛_2739_正_1_17 谛_2739_正_2_1 谛_2739_正_4_1 

谛_2739_正_5_1 谛_39_6_11 谛_1127_1_12 谛_2168_1_18 谛

_2181_1_6 谛_2294_3_5 谛_2203_1 谛_2208_1_9 谛_2179_2_6 

谛_173_3_5 谛_1575_1 谛_322_2_6 谛_322_3_6 谛_2639_1_1 

谛_2739_正_8_10 谛_2739_正_9_5 谛_2701_2_1 谛_2329_2_13 

谛_2443_2_2 谛_2430_3_6 谛_2543_4 谛_2561_10 谛_2699_2_9 

谛 _2713_3_13 谛 _2579_3_7 谛 _2617_1_25 谛 _2713_6_4 谛

_2724_2_1 谛_2736_3_6 谛_2743_3_10 谛_2749_1 谛_2752_1 

谛 _2754_3 谛 _2757_1 谛 _2806_1 谛 _3215_1 谛 _3256_1 谛

_3865_1_1 谛_4074_1_1 谛_4308_1 谛_4339_1 谛_4343_15 谛

_962_4_1 谛_962_5_1 谛_295_1_2 谛_515_2_1 谛_676_2_1 谛

_698_1_12 谛 _326_2_1 谛 _678_5_1 谛 _962_6_1 谛 _6161_遺

161_1  

易 63 庈_4188_2_5 庈_4188_3_7 庈_4170_9 庈_2601_6_8 庈_4215_6 

庈 _4294_1_3 庈 _4188_1_7 庈 _339_1_7 庈 _2687_1_11 庈

_2628_1_2 庈_2250_3 庈_2351_5_7 庈_2351_9_7 庈_2351_10_6 

庈_2351_13_7 庈_2351_14_6 庈_2351_11_5 庈_2351_12_6 庈

_2351_6_6 庈_1377_6 庈_1699_6 庈_2113_2_21 庈_2113_2_13 

庈_2173_2_5 庈_771_6_7 庈_771_7_2 庈_772_11 庈_772_7 庈

_4414_4_5 庈 _2352_2_7 庈 _2534_1_2 庈 _2534_7_5 庈

_2534_8_2 庈 _2534_9_7 庈 _2534_10_2 庈 _2601_4_6 庈

_2601_5_6 庈 _2601_7_6 庈 _2601_8_8 庈 _2601_9_10 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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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765_1_10 庈 _2782_2_7 庈 _2845_1_11 庈 _3593_2_10 庈

_3724_2_2 庈 _3817_4 庈 _3834_6 庈 _4414_1_2 庈 _845_3 庈

_942_2_1 庈_961_5_7 庈_961_6_2 庈_961_7_7 庈_961_8_2 庈

_230_1_9 庈_405_2_2 庈_306_3_7 庈_774_1_7 庈_54_1_1 庈

_664_12_7 庈_664_13_2 庈_2605_5_11 庈_2368_1_2  

仲 33 躿_1059_8_13 躲_4517_6_7 轸_650_8 躿_3072_6 躲_2962_2_3 

躲_746_9 躲_2281_12 躲_856_5_9 飈_1049_4_9 飈_1049_5_7 

躿_1009_3_8 躿_1056_2_6 躲_1446_4 躿_1220_10 躲_2173_3_2 

椂 _323_4_10 躿 _2260_4_9 躿 _2260_5_8 躲 _2296_3_5 躿

_2363_1_10 躲_2354_1_9 躲_2354_2_5 躿_2558_4 躿_2580_3 

躿_2838_2_6 躿_2859_2_11 躿_3259_8 躿_3840_4 躲_4172_3 

躿_992_4 躿_579_1_1 躲_631_3_11 躿_738_2_6  

乎 29 鋝_1059_8_11 鋝_728_2_3 鋝_728_3_2 鋝_728_4_2 鋝_2585_8 

鋝 _2613_9 鋝 _2744_2_3 鋝 _2539_1_10 鋝 _2539_3_13 鋝

_3096_4 鋝_641_1_14 鋝_108_1_6 鋝_1239_4 鋝_2148_1_15 鋝

_2148_2_2 鋝 _2286_1_7 鋝 _2254_3_7 鋝 _2311_3_3 鋝

_2311_4_2 鋝_2581_2_3 鋝_3107_3 鋝_3122_7 鋝_4197_2_3 鋝

_693_6 鋝 _696_5 鋝 _800_5 鋝 _779_1_5 鋝 _880_5_3 鋝

_500_2_7  

百 21 縟 _4404_1_11 縟 _2626_1_10 縟 _4404_2_11 縟 _4178_1_5 縟

_663_4_16 縟 _663_3_16 縟 _1111_ 正 _9_21 縟 _1230_4 縟

_1357_7 縟 _1617_3 縟 _1619_7 縟 _204_2_5 縟 _2525_7_7 縟

_3922_2 縟_917_1_10 縟_917_1_13 縟_917_1_7 縟_503_4_14 

縟_503_4_11 縟_503_5_14 縟_503_6_3  

卯 12 硁 _2541_1_6 硁 _2541_2_8 硁 _1009_4_11 硁 _2276_4_2 硁

_2294_6_11 硁_173_5_8 硁_2276_3_3 硁_2470_15 硁_2426_2_3 

硁_2426_4_3 硁_341_6_3 硁_341_7_7  

蛚 7 蛚_2363_5_2 蛚_766_4_8 蛚_16_2 蛚_3124_3_2 蛚_3240_2 蛚

_4421_2_1 蛚_766_5_2  

雉 6 蘸 _4200_2_6 蘸 _2328_4_18 蘸 _2320_8_4 蘸 _2320_9_4 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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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320_10_4 蘸_2328_5_2  

下 6 縹_2707_2_24 縹_1115_5_13 縹_2707_4_23 縹_1115_2_13 縹

_2294_6_8 縹_173_5_5  

家 5 鴣 _2131_6 鴣_5012_附 12_3_6 鴣_332_4_9 鴣 _2672_2_1 鴣

_332_3_5  

新 4 謷_4548_2 謷_287_2_9 謷_822_2_3 謷_4285_3_2  

亲 4 謷_4548_2 謷_287_2_9 謷_822_2_3 謷_4285_3_2  

尤 4 鋨_4181_19 鋨_2148_2_9 鋨_5015_附 15_1_3 鋨_2636_16  

屼 3 屼_2273_6_8 屼_2273_7_9 屼_4366_1_7  

銗 3 銗_2093_2_1 銗_1536_4 銗_491_2_4  

瞡 3 瞡_1141_6_2 瞡_2358_3_7 瞡_2358_4_3  

上 3 縸_715_2_2 縸_3004_3_6 縸_505_2_6  

匪  3 碰_3763_1_5 碰_3763_2_5 碰_3763_3_4  

鲁 3 鲁_2445_2_2 鲁_2445_3_2 鲁_2445_4_3  

啟 3 袛_2320_3_10 袛_2613_4 袛_2320_1_10  

鰤 2 鰤_3589_1_1 鰤_3589_1_2  

佬 2 襝_6186_遺 186_2 襜_2095_2_5  

蕗 2 蕗_3726_1_6 蕗_3726_2_6  

侭 2 窦_2613_16 栢_2328_1_2  

梠 2 酵_2152_2_4 酵_2636_13  

靑 2 釬_715_1_2 釬_3004_1_13  

匠  2 鼊_2611_1 鼊_2598_4_1  

同 2 蹏_3752_4 蹏_218_6  

眤 2 眤_2907_2_6 眤_2907_3_6  

鍙 2 鍙_1066_6_9 鍙_1082_2_6  

颔 2 颔_2922_1_3 颔_2922_2_3  

裨 2 裨_4310_1_7 裨_4310_2_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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漅 2 膐_667_11 膐_765_1_5  

艗 2 鸎_1316_6 鸎_4400_5_4  

瞛 2 瞛_781_1_5 瞛_586_5  

 

其次，靜態統計中的一見構件絕大部分並未見於動態統計所得構件。

1411 個靜態統計一見構件中只有 116 出現在動態統計結果中，除了上述 36

個動態統計中摘去“一見”頭銜的外，其餘 80 個在動態統計中依然一見： 

 

墤 麒

_3798_1_11  

嗱 脩

_1439_4_8  

盡 膞

_2320_1_19  

弪 蠏_2436_13  

顈 顈

_2510_3_3  

屨 犄

_2263_1_9  

颶 颶

_4514_16_5  

亢 瞺_312_1_6  

廭 蕑_1032_5  

堀 饹

_2119_1_2  

惎 詙_1111_正

_14_9  

唳 睪

_2260_6_7  

啉 鼘_2767_9  

橉 棙_100_6_7  

橊 棹

_2671_1_15  

塺 核

_4541_2_6  

塓 緧

_2118_3_4  

螟 螟_5014_附

14_9  

顮 顮

_2915_2_6  

棵 棵

_2439_4_12  

笗 笗_857_3_6  

餢 餢_2975_3  

瞠 瞠_211_2  

妛 鸿_324_2_1  

蒭 蒭

_1049_6_7  

麄 饬

_1590_1_3  

鼀 鼀

_4583_3_6  

拞 趩

_2196_2_2  

茳 茳

_2616_3_2  

饤 饤

_1106_2_6  

挵 鮤

_2623_1_8  

鰐 鰐

_2691_1_5  

鳧 鳧

_2426_1_5  

赙  鎔

_2584_4_5  

盖 膝

_2169_2_5  

嗰 鷺

_1087_1_2  

拲 颟_149_2_6  

饥 饥_867_3_6  

吉 楨_610_8_1  

銱 銱

_3028_2_9  

靥 膙

_2116_1_10  

塻 縄

_2621_1_3  

挽 谭

_1057_2_4  

蛧 蛧

_2169_2_4  

瞈 瞈_204_1_6  

巫 躜

_4566_9_3  

屣 艆_3637_4  

旋 註

_2311_5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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駝 駝_625_2_3  

宎 脔_879_1_4  

饦 饦_672_1_7  

鸈 鸈

_2366_1_7  

瘱 瘱_463_6  

鐿  螁_4248_5  

喅 繿_873_2_4  

咋 瞍

_1059_8_7  

赈 棿_3957_4  

锺  颅_2342_7  

赘  鎔

_2584_4_5  

昜 頣

_4529_2_3  

蕠 蕠_100_8_2  

趴  谋

_2397_1_6  

幋 諤

_2286_1_19  

帔 鷋

_1049_11_2  

慳 諪

_1031_1_5  

顉 顉

_3852_4_6  

沁 膸_4266_3  

銓 銓_4080_4  

壪 鹭

_4285_1_1  

鹊 鹊

_2282_6_6  

丵 糌

_4529_1_4  

顋 顋_173_5_6  

壭 繒

_3897_2_6  

饊 饊

_1504_2_3  

挱 飷_2698_2  

慴 諤

_2286_1_19  

墭 簤

_2358_5_1  

塽 麦

_2232_4_2  

悇 鳹_2394_1  

雀 諭

_2232_2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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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上面揭示的兩種情況呢？從理論上說，文字系統的基本特徵之

一就是規定一定數量的構形單位，讓它們反復地使用於記錄語言或構成新的

字形單位的實際活動，因而一見構件，無疑是文字系統構形單位中的異己分

子，具有前文字的圖畫表意記事系統的特徵。而對比動靜態兩種統計結果中

的一見構件，前者顯然具有更加本質的真實性：由上述第一種原因的揭示，

我們可以發現，很多與不重複單字同體的一件構件，實際作為記錄卜辭的單

字是被反復使用的，所以實際已經具備了比較充分的文字屬性而遠離了圖畫

屬性；上述第二種原因的揭示則提醒我們，靜態統計所得的一見構件，是在

迄今人們發現的各期甲骨文不重複單字總集的基礎上統計出來的，而這個這

個字形總集是不可能在實際的文獻用字中全部出現的，這就如同《漢語大字

典》中所收的歷代積澱的 5 萬多字不會在任何一種材料或一個斷代的文獻用

字中全部出現一樣，所以由此而統計出的一見構件系統中的很多單位，也是

帶有某種虛假性的。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相對靜態

統計，動態統計所獲得的甲骨文構件系統的數量結構具有更多的真實性。 

4. 甲骨文構件頻率的兩端集中現象析因 

綜合前文的構件數量統計結果，我們可以發現，甲骨文構件頻率具有類

似於甲骨文字頻的兩端集中特徵，即少數高頻構件占重複計算構件總量的高

比重和重複計算構件總量中極低比重的低頻構件占不重複構件總數的極高

比重。當然，這種兩端集中現象在靜態統計的層面表現得更加突出，但正如

前文所言，靜、動態統計各有自己的長處，從評估文字構形系統發展程度的

視角來看，構件頻率狀況的靜態統計資料排除了可重複計算的因素，無疑是

一種更加敏感的指標。所以，我們可以主要基於靜態統計的資料來探究甲骨

文構件頻率兩端集中特徵的成因。 

毫無疑問的是，甲骨文構件頻率兩端集中的數位比重，意味着甲骨文在

字形形成機制上似乎存在着某種不合理：經常被使用的構字單位只有很少數

量，而偶爾被使用的構字單位卻是一個很大數量存在。這就好比建造房子

時，只有少部分的建築構件是通用的，而大部分的建築材料都要特製，這對

造房子的工匠來說，決不會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他們一定希望情況恰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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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因為這對他們建房來說會方便很多。對於上古的造字者來說，情況應該

也是一樣的。由此看來，甲骨文構件所呈現的這種現象就發人深省了。 

關於漢字的發生，人們有這樣一種基本共識：即漢字是由圖畫等早期前

文字的超時空交際輔助手段作為淵源演化而成的。對此，我們作過這樣的論

述①： 

 

文字並不是從來就為人類所需要的，只有超時空的語言信息交流成為充

分必要時，人們才會想到去創造文字。而在人們能夠創作圖畫之初，以至此

後的相當一段時期，這種必要並未出現，或者極不充分……然而，當人們的

語言信息交際呼喚文字來溝通其時空障礙，而真正的文字體系卻還在人類心

智的母體中孕育之時，圖畫則不可避免地會被人們選來充當一個臨時的替

身。早期人類曾經創造出若干前文字的超時空交際輔助手段，諸如現成實

物、結繩、結珠、契刻、圖畫等等，但要論功能的完備，圖畫自然獨佔鰲頭，

這是因為，圖畫作為客觀事物的複製，具備了相當程度的自我說明能力，也

就是說，它可以離開人的記憶和解釋去獨立地傳遞某種信息，而這種功能則

是結繩、契刻之類所不具備的。另一方面，圖畫又可以有效地消除實物的儲

存和傳輸障礙，超越以實物表意的局限。因此，圖畫成為文字以前超時空信

息溝通傳遞的基本手段，乃是有其必然性的。 

 

既然圖畫是早期漢字的主要淵源物，那麼，越是早期的漢字應該越能夠

保持圖畫的特性。那麼，文字的圖畫特性又是如何得以體現的呢？ 

圖畫的形象單位，一般並不能脫離特定的繪畫作品而孤立存在，也就是

說，對於繪畫來說，並不存在一個固定的圖形單位儲藏庫，以供人們在繪畫

實踐中從中選用合適的成品或零件，所有的形象單位，都只是特定繪畫實踐

中的隨機創作。因此，文字中不能重複出現的構形單位的數量多寡，就成為

文字系統與圖畫淵源接近程度的衡量尺規。這種邏輯關係還可以換另一個角

度來看：文字系統是難以容忍不能重複出現的構形單位過多存在的，出於文

字使用者認知記憶能力的限制，文字系統需要把構字單位固定在一個有限的

範圍內，這些構形的總和，便構成相對常用的構件系統，作為造字成分儲存

庫，以供人們在相應的造字實踐中各取所需。所以，隨着文字的發展，一個

                                                        

① 劉志基,《漢字體態論》(廣西教育出版社, 1999), 58-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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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相對有限而被經常用作造字成分的構形單位會逐漸形成並趨於完善，而

不能重複出現的構形單位會逐漸減少。 

如果以上推理符合漢字發展的歷史事實，相對後起的漢字構件的類似資

料應該體現這種發展趨勢。為此，不妨將甲骨文的獨體構件與小篆的獨體構

件作一個比較。我們以 9421 個《說文》正篆為材料範圍，以與甲骨文構件

同樣的構件分析尺度，共析得小篆獨體構件共計 454 個，其中一見構件 58

個①。小篆獨體構件與甲骨文獨體構件的比較，不難發現兩個重大變化：第

一，前者的整個數量大大小於後者；第二，前者一見構件更少於後者。應該

說明的是，相對甲骨文而言，小篆不光數量更多，而且歷史積澱的程度更甚，

因此，如果沒有發展程度差異的因素，小篆的構件數以及一見構件的比重都

應該要更大。然而，結果恰恰是相反的，因此，我們只能認為是小篆的發展

程度要高於甲骨文而導致的結局。當然，這也有力地證明，甲骨文構件高頻

者少低頻者多的現象，確實是甲骨文發展程度相對較低的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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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詳見附錄：《說文》正篆獨體構件頻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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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existing statistic study, which is 

built upon oracle-bone inscriptions’components with different 

formats. The quantative statistics of oracle-bone inscriptions’components 

rested on the frequency of characters engraved on oracle bones is 

accomplished in this study for the first time. Further, the study 

compares the quantative statistics of oracle-bone inscriptions’compon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haracters’formats and frequency. Consequently, 

the study obtains more authent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quantity of 

oracle-bone inscriptions’components. Aside from that, the study also 

reveals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slow development of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is associated with the intensive apprearances of 

oracle-bone inscriptions’components at the highest frequency and the 

lowest frequency. 

 

Key words :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components, characters’ 

frequency, slow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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