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節
    

古今字   
異體字    
繁簡字 



  一、古今字
1、定义

成事不說。（论语·八佾）

秦伯說，与郑人盟。(左传·僖公三十年) 

商賈皆欲藏于王之市。(孟子·梁惠王上)

布帛长短同，则賈相若。(孟子·滕文公上)



2、今字产生的途径

1）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诗经·周
南·关雎)

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
天子气也。 (史记·项羽本纪)



2）

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荀子·议兵)

周怒，赴于齐。(战国策·楚策)  

澭水暴益。(吕氏春秋·察今)

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若亡郑而益于君。 (左传·僖公三十年)



3、古今字举例（古字在前，今字在后）

   取娶   竟境   昏婚   孰熟   亨烹   禽擒   
卒猝   刑型   虚墟   暴曝   景影   县悬   
共供   属嘱   式轼   错措   伯霸   战颤   
被披   奉捧   风讽   或惑   反返   队坠   
要腰   知智   名铭   敛殓   邪耶   然燃   
適嫡   田畋   其箕   见现   道導   監鑒   
舍捨   展辗   丽俪   弟悌   戚慼   尸屍    
辟僻避辟譬嬖 
4、今字的特征



今字(表引申义)— 古字(表本义) 

今字(表本义)— 古字(表引申义) 
由引申产

生 

今字(表假借义)— 古字(表本义) 

今字(表本义)— 古字(表假借义) 
由假借产

生 古

今

字 



5、古今字与通假字异同

郭锡良《古代汉语》



二、異體字

1、定义

2、异体字产生的原因



3、异体字形体差异的主要表现 
A、造字方法不同：

     嶽岳、淚泪、野埜、羶羴、縶馽、烖災灾
B、形声字所使用的偏旁不同（意符、声符）：

     歌謌、歡讙驩、嘆歎、雞鷄；
     啖啗、煙烟，蚓螾、杯桮、繡綉
C、偏旁位置的不同：

    峰峯、蹴蹵、鹅鵝鵞    ；
    期朞、裡裏、和咊、雜襍、慚慙、概槩



4、异体字与非异体字 
寘置、雕凋、遊游

5、历史地看待异体字 
喻谕 、讶迓、孩咳、份彬、濒滨（濱） 



三、繁簡字

1、定义

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
附錄一：《簡化字與繁體字對照表》（2） 



2、繁简字内部的对应关系 

A、一对一关系的繁简字

1）省改或删减笔画或偏旁：

   黏粘、僅仅、開开、劇剧、聲声、廣广、
飛飞、標标、燭烛、婦妇、習习、點点；

符號替代：

鷄鸡、鳳凤、這这、樹树、轟轰、雙双；

新造字：

遠远、態态、竊窃、滅灭、寶宝、進进



2）草书楷化：
東东、門门、書书、會会、偉伟、樂乐、
學学、為为、當当、盡尽、歸归

3）采用古异体字：

     雲云、採采、捨舍、氣气、網网；
     采用古体字：

     禮礼、趕赶、無无、棄弃、萬万
   燈灯、辭辞、筆笔、亂乱、傑杰



B、一对二或一对多关系的繁简字
1）归并表义上有联系的古今字、通用字
而来的简化字：  復複复 

2）同音替代：
《史记·孝景本纪》孝文在代时，前后有
三男，及窦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
更死，故孝景得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