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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文言文通假字分析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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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

四川 西昌 6 15 (XX〕

[ 摘 要】 通假字是中学生阅读文言文的障碍之一
,

本文即对通假 字与假借字
、

古今字的关

系作分析
,

以便对其有个清醒 把握
,

以利于初 中生的复 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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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假字是古代汉语用字 中的特殊语言现象
,

也

是中学生阅读文言文的障碍之一
,

古文中常用 甲字

代替乙字的现象
,

这样 甲字就成了乙字的通假字
。

以

下从几方面进行探讨
。

一
、

通假字的定义
、

分类及通假和假借

的关系
。

通假字指的是古书上音同
、

音近
、

互相通用和假

借的现象
,

凡两个 以上古代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在

古书上由于一些特殊原因可以把 甲字写成乙字
,

这

样甲字就成了通假字
。

如
:
跳蚤的

“

蚤
”

字通早晨 的
“

早
” ,

其中被借用的
“

蚤
”

字叫通假字
,

被替代的
“

早
”

字叫做本字或正字
,

它与造字方法无关
,

它是人们的
“

苟趋简易
”

的心理作用的产物
。 “

本有其字
”

不用
,

另

取一个简便的字来代替
,

或者是因为一时忘了本字
,

写成了另外一个字音相同字形相近的字
,

实际上是

写别字
。

这种写别字的毛病
,

在汉代竟形成了一种风

气
,

儒生们抄录古书或传注经史
,

常常喜用通假字改

窜本字
,

后人读了
,

习而不察
,

往往按照通假字的本

义去理解
,

以致对古书的内容产生误会
。

所以
,

通假

字是假借的草生繁衍
,

是凭着音同音近的临时借用
。

尽管通假的方式变化多端
,

但是万变不离以音为主

这一核心
,

我们根据其 以音为主可 以在复杂变化中

寻求其规律
,

掌握通假方式
。

一般说来
,

通假方式有

以下四种情况
:

1
、

同音通假
:
指通假字与本字在古代的读音相

同
,

即声母韵母都相同
,

如 ((愚公移山》中的
“

一膺朔

东
,

一膺雍南
”

膺通措
。

按上古音都是清母铎韵
。

属

同音通假
。

2
、

双声通假
:

指通假字和本字的声母相 同可 以

通假
,

如 《论语六则》中
“

默而识之
”

识通志
,

识为章母

职韵
,

志为章母之韵
,

声母同
,

韵母不同
,

属迭韵通

假
。

3
、

迭韵通假
: 指通假字与本字的韵母相同可以

通假
,

如 《中山狼传 》
“

狼欣然五人之
,

信足先生
” 。

信

通伸
,

信心母真韵
,

伸 书母真韵
,

声母不 同
,

韵母相

同
,

属迭韵通假
。

以上是从语音角度区分出通假字的三种情况
。

通假字又名同音通假或同音假借
,

但它和六书

中的假借有本质上的区别
。

首先
, “

六书
”

中的假借字

是
“

本无其字
,

依声托事
”

的假借
,

是没有本字的同音

假借
,

例如
,

语言中有
“

易
”

这种读音的形容词
,

但没

有专造一个字来代表它
,

文字中有
“

易
”

这个表示蜘

蝎的象形字
,

语音跟语言中那个形容词相同
,

就借用

来代表那个形容词这样作为形容词的
“

易
”

就是这个

假借字
。

其次
,

假借字产生新义与通假字所获得的通

假义有别
。

假借本身虽不直接产生新字
,

却可产生新

义
,

通假是临时借用
,

假借是久借不归
,

如 《捕蛇者

说》中
“

专其利三世矣
” 。 “

其
”

是簸箕的象形
,

本义是

簸箕
,

后藉以表示代词和助词
,

产生了新义
,

再也不

还
,

译为
“

这种
” “

这样
” ,

簸箕就另造了一个字
“

箕
” ,

而通假字同本字意义原无联系
,

只是 因为音同或音

近
,

才用通假字代表本字表示本字的意义
。

假借字的

新义是这个假借字所具有的
,

通假字 的通假义却原

非这个通假字所具有
,

而是向本字临时借用的
。

假借

字是造字问题
,

无本字
,

通假字是用字问题
,

有本字
。

然而它们又有其共同点
,

都是借字标音
。

因此
,

有人

认为通假是假借现象的一种
,

故把通假也称为假借
。

我们弄清了通假字与假借字的关系后
,

那么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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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字有无规律可寻呢 ?前面说过
,

假借字是不用它的

本义而用来代表别的音同或音近的词
、

词素
,

在文字

上
,

由于应用
“

借字标音
”

的方法而形成
“

同音替代
”

的用字原则
,

用字上的假借和造字上的形声是相反

相成
、

互为表里的
,

因之古典作 品里有很多同音替代

的字
。

在初中课本中也有一些同音替代的字就可 以

从形声字的偏旁结构看出来
,

所以我们从文字偏旁

结构中得出假借字的两条规律来
:

一是
: “

声旁字
”

和
“
形声字

”

可以相替代
,

如《愚公移山》中的
“

吾与汝毕

力平险
”

的
“

毕
”

可代替
“

默
”

字 的
, “

毕
”

是
“

鞋
”

的声

旁字
。

二是用声旁的形声字可 以互相替代
,

如《愚公

移山》中
“

一膺朔东
”

的
“

膺
”

用来代替措置的措
,

它们

同是以
“

昔
”

为声旁的形声字
。

我们从这两条关于假

借字的规律上可以看出
“

假借
”

与
“

形声
”

有着密切关

系
,

本来假借的产生是由于造字和用字的矛盾而来
,

这里却是从形声字偏旁结构的分析来掌握应用假借

字的规律
,

又可以看 出造字和用字的密切联系
。

但是

假借字广泛的应用
,

决不限于形声偏旁的关系在用

字上同音替代的原则
,

只要相互间有音同或音近的

字
,

便可以造用
。

因之除上列两条规律以外
,

又有第

三条
,

就是音同或音近的字可 以互相替代
,

从这三条

规律看
,

假借的应用是很广泛的
,

只要有音同或音近

的关系就可通用
。

不过
,

所谓音 同音近的关系是指古

音系统而言的
。

二
、

初中文言文通假字例释

1
、

惠一慧
: 见《愚公移山》

“

甚矣
,

汝之不惠
” 。

惠

通慧
,

惠是匣母质部
,

慧为匣母月部
,

声母同韵音母

不同
,

属双声通假
。

2
、

膺一措
: 见《愚公移山》

“

一膺朔东
,

一膺雍南
”

膺通措
,

膺是清母铎韵
,

措也是
。

所以它们是同音通

假
。

3
、

蕃一繁
:
见 《爱莲说 》中

“

水陆草木之花
,

可爱

者甚蕃
”

蕃通繁
,

两个字是并母之部
,

属同音通假
。

4
、

薯一著
: 见《渔歌子 》

“

青著笠
,

绿蓑衣
,

斜风细

雨不须归
”

薯通薯
,

细竹之意
。

母铎部
,

声母同韵不

同
,

是双声通假字
。

5
、

辣一耸
:

见曹操的《观沧海 》
“

水何澹澹
,

山岛

辣峙
”

辣通耸
,

两字均心母东部
,

属同音通假
。

6
、

拙一屈
:

《核舟记》
“

拙右臂支船
”

拙通屈字均

为溪母物部
,

属同音通假
。

7
、

衡一横
:见 《核舟记》

“

右手倚一衡木
”

衡通横
,

两字均为匣母阳部
,

属同音通假
。

8
、

畔一叛
: 见《盂子二章》

“

寡助之至
,

亲戚畔之
”

畔通叛
,

背叛之意
。

均为并母元韵
,

属于同音通假
。

9
、

尔一耳
: 见《捕蛇者说》

“

非死则徙尔
”

尔通耳
,

罢了之意
,

尔为 日母脂韵
,

耳为 日母之韵
,

属双声通

假
。

1 0
、

板一版
:
见 《活板 》

“

板印书籍
”

板通版
,

属同

音通假
。

1 1
、

衡一横
: 见《孟子二章》

“

困于心衡于虑
,

而后

作
”

衡通横
,

两字均属匣母阳部
,

属于同音通假
。

1 2
、

编一遍
: 见 《曹判论战 》

“

小 惠未编
,

民弗从

也
”

编通遍
,

同为帮母真韵
,

属同音通假
。

13
、

止一只
: 见《狼 》

“

一屠晚归
,

担中肉尽
,

止有

剩骨
” 。

止通只
,

只有的意思
,

均为章母之韵
,

属同音

通假
。

14
、

陇一垄
:
见 《愚公移山》

“

冀之南
,

汉之阴
,

无

陇断焉
”

陇通垄
,

同为来母东韵
,

属同音通假
。

1 5
、

唱一倡
:
见 《陈涉世家 》

“

为天下唱
”

唱通倡
,

均为昌母阳韵
,

属同音通假
。

16
、

以一已
:
见 《陈涉世家 》

“

固以怪之矣
”

以通

已
,

同为余母之韵
,

属同音通假
。

17
、

易一何
:
见 《君子于役》

“

易至哉?
”

易通何
,

易

为匣母月韵
,

何是匣母歌韵
,

两字属双声通假
。

18
、

识一志
:
见《论语六则 》

“

默而识之
”

识通志
,

识是章母职韵
,

志为章母之韵
,

两字的声母相同
,

韵

母不同
,

属双声通假
。

19
、

拂一弼
:
见 《孟子二章》

“

人则无法家拂土
”

拂

通弼
,

拂为涝母物韵
,

弼并母物韵
,

两字声母不同韵

母同为叠韵通假
。

20
、

还一旋
: 见 《扁鹊见蔡桓公》

“

扁鹊望桓侯而

还走
”

还通旋
,

还为匣母之韵
,

旋为邪母之韵
,

两字声

母不同
,

韵母同
,

属叠韵通假
。

三
、

通假字与古今字的区别

中学文言文中有一部分古今字
,

教材处理为通

假字
,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要弄清通假字与古今字的

关系
。

通假字前面已经讲过
,

是共时现象
,

而古今字是

按照造字的时间前后来区分的
,

它们是汉字在长期

使用过程中为了适应某些情况而产生的书写分歧现

象
。

在某字的某一意义上
,

古代用 A字
,

后来用 B字
,

A
、

B两字是古今字
,

是历时现象
,

相对地说
,

古字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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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时间在前
,

指先秦和两汉时代的某些多义词
,

今字

的造字时间在后
,

指西汉以后出现的代表古字某个

意义的区别字
,

这类还有一个重要特点
,

就是古字所

代表的意义比较宽
,

而今字所代表的只是古字所兼

有的几种意义中的某一种意义
,

它是汉字在掌乳过

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历史现象
。

当初汉字的数量比较

少
,

字有假借
,

义有引申
,

所以一个字往往兼表几种

意义
,

后来为了把这几种意义加以 区别
,

就另造新字

来代表其中的某一项意义
,

就这一项意义来说
,

先造

字和后起字的关系就是古今字的关系
。

所 以就其本

质来看
,

古今字就是区别字
,

以不同的字形来区别不

同的字义
,

如
“

说
”

在先秦兼有
“

说解
”

和
“

喜悦
”

等意

义
,

后来为了加以区别
,

就另造一个从
“

心
”

旁的
“

悦
”

字来代表其中的
“

喜悦
”

这个意义
,

这样在
“

喜悦
”

这

个义项上
, “

说
”

和
“

悦
”

就成了古今字
。

《论语
·

学而》

中
“

学而时习之
,

不亦说乎 ?
”

这句中的
“

说
”

字就是
“

悦
”

的古今字
。

有的古字兼义很多
,

所以和它相对应

的今字往往就不只一个
,

如
:

共 (古字 )一供
、

拱
、

(今

字 )
,

辟 (古字 )一僻
、

婴
、

譬 (今字 )有的古字产生今字

后
,

今字又产生更晚的今字
,

如
: 由

“

歇
”

而产生
“

厥
” ,

又由
“

厩
”

而产生
“

屡
”

这样
,

队一厩一层就是古今字

关系
: 由此可以从字形上看

,

今字是在古字的基础上

增加意符
,

如
:

反一返
,

或更换意符
,

如昏一婚
,

或沿

用古字的声符
,

如沽一酩
,

最初的读音当相同相近

的
。

从字义上看
,

今字所代表的只是古字兼有的几项

意义中的一项
,

由字义的引申而产生的今字
,

其声符

兼表字义
,

同古今是同源关系
,

所 以
,

人们 常把古今

字看作是本有其字的通假关系
,

认为在
“

喜悦
”

之意

上用了
“

说
”

字
,

就是
“

悦
”

的假借
。

这是不恰当的
。

要

正确识别古今字
,

关键是把古今字和假借字
、

异体

字
、

繁简字区别开
。

怎样区分 ?①如果两个字不在同

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出现
,

那么
,

它们就是古今字
、

异体字或繁简字
,

以
“

舍一才舍
”

为例
,

舍
、

拾可 以当
“

放开
”

讲
,

但
“

十三经
”

里只有
“

舍
”

字
,

从来没有过
“

拾
”

字
。 “

拾
”

字只见于《说文 》以后的书
,

所以它们

是古今字
。 “

锡
”

和
“

赐
”

可当
“

赏给
”

讲
,

在《左传》一本

书中就有
“

锡
” ,

也有
“

赐
” 。

所以它们是假借字
。

同样
“

喻
”

和
“

谕
”

也可在同时代的文献 中出现
,

所 以不是

古今字
,

而是异体字
。

②从字形上看
,

如果两个字差

别只在一个有形旁
,

一个没有形旁
,

那么它们是古今

字 ;如果两个字声旁不同或偏旁的位置不同
,

那么它

们是异体字
;如果两个字的字形完全不同

,

一般是假

借字
,

如古今字
: 县一悬

、

要一腰
、

反一返 ; 异体字
:

裤
、

线
、

峰 ;假借字
: 如舟一周

、

由一犹
。

③从字义上

看
,

如果一个字的本义和另一个多义字的一个固有

义项相同
,

那么它们是古今字 ; 如果两个字的本义和

另一个字的固有义项没有什么关系
,

那么它们就是

假借字 ;如果两个字的义项完全重合
,

那么它们就是

异体字和繁简字
,

如
“
返

”

本是
“

回来
”

之意
,

其中最后

一个与
“

返
”
的意思相同

,

所以
“

反
”

和
“

返
”

是古今字
。

“

蚤
”

只是
“

跳蚤
”

之意
,

和
“

早晨
”

的
“

早
”

毫无关系
,

所

以
“

蚤
”

是
“

早
”

的假借字 ; “ 峰
”

和
“

纂
”

的意思是完全

一样
,

任何时候都可以互相替代
,

所以是异体字
。

识

别古今字的时候
,

最重要的是考虑第一条
,

如果再能

结合后两条
,

把握就会更大一些
。

四
、

中学文言文古今字例释 (仅限于初

中文言文 )

1
、

汤一烫
:

见 《扁鹊见蔡桓公》
“

疾在腆理
,

汤

(t 加 g )熨之所及也
” 。

2
、

坐一座 :
见《口技》

“

满坐寂然
,

无敢哗者
” 。

3
、

直一值
:
见《卖炭翁》

“

系向牛头炭直
” 。

4
、

反一返
:

见《愚公移山 》
“

寒暑易节
,

始一反

焉
” 。

5
、

帖一贴
: 《木兰诗》

“

对镜帖花黄
” 。

6
、

火一伙
:
见《木兰诗》

“

出门看火伴
” 。

7
、

要一邀
:

见《桃花源记》
“

便要 ( y a o) 还家
” 。

8
、

简一拣
:
见《核舟记》

“

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
” 。

9
、

曾一增
:

见《孟子二章》
“

曾 ( Z o gn )其所不能
” 。

or
、

具一俱
: 见 《岳阳楼记》

“

百废具兴
” 。

1 1
、

见一现 :
见 《救勒歌》

“

风吹草低见 (泛如 )牛

羊
” 。

12
、

齐一剂
,

见《扁鹊见蔡桓公 》
“

病在肠胃
,

火齐

(j 劝之所及也
” 。

13
、

属一嘱
:

见 《岳阳楼记 》
“

属 ( z h旬予作文以记

之
” 。

14
、

食一饲
:

见 《马说》
“

食 ( 51) 马者
” 。

15
、

邪一耶 : 见《马说》
“

其真无马邪 ?
”

1 6
、

被一披
: 见 《陈涉业家》

“

将军身被 (再 )坚执

锐
,

伐无道
” 。

17
、

亡一无
: 见 《愚公移山 》

“

河曲智雯亡 ( w司 以

应
” 。

1 8
、

说一悦
:

_

见《论语六则 》
“

学而时之
,

不亦说

( y
u 色)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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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结束语

前面对通假字
、

假借字
、

古今字作了比较分析
,

在 中学文言文中
,

同音字不少
,

但仍要注意并不是所

有的同音字都可 以互相通假
,

至于双声
、

叠字就更是

这样 了
。

有的双声字韵部相差很远
,

有的叠韵字声母

相差很远
,

这种情况就不一定能互相通假
。

总之
,

通

假问题主要还是依据约定俗成原则
,

并无非常严格

的规律可遵循
,

正因为这样
,

我们对待通假字应持谨

慎的态度
,

切不可以双声
、

叠韵作为万应灵丹
,

单凭

主观任意乱套
。

这里提出几点意见
:

1
、

据古书注解
。

2
、

参照其它材料或结合文句上

下文考察
。

3
、

关于通假字与古今字
,

我们读古文时
,

常常会以后世所见的用法作标准去衡量古书所用的

字
,

如果文句某一个在后世已不这样用
,

就会视之为

通假字用法
,

其实其中有一些已不是通假字
,

而是古

今字
。

所以
,

从古书的目的出发
,

主要是必须懂得
: 有

些字不能按字面意义去理解
,

而必须要从语音角度

加以考虑
。

至于因弄不清哪些是古今字而将通假字

范围划大了些
,

并不影响阅读
,

不必在这个问题上多

费精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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