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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构件作为现代汉字的构形元素的定位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同。它是整字内部携带音形义信息的

最小单位。但是,目前基于构件的汉字构形系统研究仍然只局限在构意功能和构意动态结构的研究方面,

而基于语义组配方面的描述却寥寥无几。本文首先论述了整字构意中的构件语义组配关系的存在,并指

出这一构件间的语义组配关系即构件间的组合关系；最后,又通过实例进一步讨论了构件语义组配关系

的3个一级类别、7个二级类别、13个三级类别。构件的组合关系研究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我们对

现代汉字构形系统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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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sition of component as a constitutive element of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s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It is the smallest unit that carries sound, shape and meaning information within the whole word. 

However,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character configuration system based on component is still limited 

to the study of semantic function and dynamic structure, while there are few descriptions based on semantic 

assembly.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existence of component semantic collocation relation in the whole word 

structure,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semantic collocation relation among components is the combination relation 

among components. Finally, we further discuss through examples 3 first-level categories, 7 second-level 

categories and 13 third-level categories of component semantic assembly relations . The study of the 

component combination should be able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 

configuration system to a certain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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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构件是汉字的构形元素(也称部件)。当一个形体被用来构

成其他字,成为所构字的一部分时,我们称之为所构字的构件

(王宁2018：97)。因此,构件只有在构形汉字时才称之为构件,

一切脱离整字构形的构件研究都势必不会成功。清人王筠在其

《文字蒙求》自序中指出：“人之不识字也,病于不能分,苟能分

一字为数字,则点画必不可以增减,且易记而难忘矣。”王筠所谓

的“一字中的数字”就是构件,足见古人早已认识到构件的重要

意义,要想理解整字的构形、构意,必须以“构件”构形整字的

理据为出发点。 

王宁也具有同样的观点,她(2018:105)指出：“识别构件非

常重要,因为构件是释读汉字的基础。把汉字的书写单位和构形

单位区别开来,在理论上是非常重要的,对分析汉字结构的实践

更为重要。”那么,作为汉字基础构形元素的构件是通过什么途

径来体现整字构意进而构形整字的呢？我们认为：第一,现代汉

字构形的外在表现是汉字构件的拼形,但其构形的内在心理过

程却是构件所承载的基础语义按照一定的语义结构进行组配的

过程；第二,构件与构件在这一语义组配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基于

语义结构的联系即构件间的组合关系；第三,基于语义组配的现

代汉字构件的组合关系研究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加

深对现代汉字构形系统的认识。 

1 整字构意中的构件语义组配 

张志毅、张庆云(2012:177)曾经从“同素”的角度研究过

语义单位间的语义依赖关系引发的组配,并指出：组合成一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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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或义丛的各语义单位常至少含有一个共同的义素。这种现象

也同样存在于汉字内部构件的语义组配中。如“粉”,《说文·米

部》：“粉,傅面者也。从米,分声。”《释名·释首饰》：“粉,分也,

研米使分散也。”“粉”是被研碎的米粉末,在形声字“粉”两个

构件中,“分”具有“分解”义,“米”是被分解的对象,“分”

的意义内部隐含着“米”的意义。又如“初”,《说文·刀部》：

“初,始也。从刀,从衣。裁衣之始也。”虽然施事者是人,但刀

是人裁剪衣服这一事件的工具,又可转喻性地指裁剪这一行为,

“刀”所具有的“裁剪”意义中隐含着“衣”的意义。可见,

开展语义单位的组配分析研究必须以语言的体验性为前提。脱

离了语言规律抽象于人在客观世界中的实际生活体验,我们的

研究无异于空中楼阁、无的放矢。 

这正如徐通锵(2019:271)所指出：“字的理据性实质上就是

汉语如何用字接受现实规则的投射...这是语义型语言的“码”

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结构单位,义

是核心,音与形是表现这一核心的物质形式”。可见,汉字构形反

映了人类通过体验客观世界在心智中构建起来的人化的世界,

与语义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我们刚刚论述过的“粉”字与“初”

字的构意“研米使分散”和“裁衣之始”就是在“现实规则

的投射”下的语义编码的表现。这一语义编码具有认知上的

事件性。 

王寅(2007:240)指出：“人们是以“事件域”为单位来体验

和认识世界的,并将其作为知识块储存于大脑之中,这也完全符

合人们的一般认知规律。人们在对许多具体事件体验和认识的

基础上逐步概括出事件的抽象概念结构,并逐步形成了语言中

的种种表达现象。”人们在这一事件性认知习惯的基础上对头脑

中的概念和意象进行语义编码的时候,事件结构内的要素间是

具有语义上的联系的。我们认为这一联系可以通过“语义格”

来更清晰地表述出来。 

“语义格”理论最先是由菲尔墨(C.J.Fillmore)提出的。

这里所说的“格”并不是传统语言学中的“句法格”。叶文曦

(2018:84)指出：“传统的格概念虽然也涉及语义,但在很大程度

上是语法的问题,指的是语文结构的语法实现形式,表现为表层

的语法标记,所以也可以称为语法格,如主格、宾格等。一个句

子有语义结构,还有句法结构,语义是深层的,句法是表层的。传

统的语法格主要是表层的问题,不是所有的语言都有语法格；菲

尔墨讲的语义格主要是深层的问题,所有的语言都应该有语义

格。”既然汉字的构形体现了汉语言的语义编码,那么汉字内部

的构件组配就也应该表现出语义格关系,如上文提到的“粉”与

“初”二字内部的构件间的组配就蕴含着语义格关系。“粉”字

中“分”与“米”二构件间的关系就具有语义上的行为与客体(受

事)的关系,而“初”字中的“刀”与“衤”二构件间则具有行

为与客体(结果)的关系。 

需要强调的是,为了使本文的汉字构形理据的资料来源准

确,我们在字源方面选择了三个主要资料来源：第一,《古文字

谱系疏证》；第二,《字源》；第三,《汉字源流大典》。在构件方

面,我们主要参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

作委员会颁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现代常用字部件及部件名称

规范》。 

2 构件组合关系的类型 

通过对《通用规范汉字表》中的3500一级常用字中1000个

所选汉字的构件语义组配分析,我们又进一步根据各整字内部

的构件语义组配关系中的可表“行为”义或具有语义格关系的

直接参与构意的构件的数量、功能、语义格关系类别、基础义

及引申义归纳出了以下3个一级类别、7个二级类别、13个三级

类别。“直接构件”可以是基础构件(514个基础构件),也可以是

基础构件的组合,处在整字构形的最后一个层次。 

表1 现代汉字构件语义组配模型分类 

一级类别 二级类别 三级类别

无行为有事体

无行为单事体

角色

情景

无行为双事体

角色、角色

角色、情景

情景、情景

无行为多事体

角色、角色、角色

角色、情景、情景

角色、角色、角色

有行为无事体 单行为无事体 行为

有行为有事体

单行为单事体

行为、角色

行为、情景

单行为双事体 行为、角色、角色

双行为双事体 行为、行为、角色、角色

 

2.1无行为有事体 

巫

行为（动作） 主体（施事） 主体（施事） 客体（受事）

∅ 人 人 工  

图1 “巫”字语义组配 

在属于“无行为有事体”的构件语义组配中,只有表示事体

的直接构件,没有基本义可直接表示行为(动作/状态)或只以表

行为的引申义出现在构意中的构件,有时可出现具有示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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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件。根据“无行为有事体”中的直接构件数量,我们可以进

一步将“无行为有事体”分为“无行为单事体”、“无行为双事

体”和“无行为多事体”。请看以下实例(图1)。 

我们可以将“巫”的构意“二人持祭祀用具祭祀”视为一

个动态事件,两个构件“人”的引申义“一人”分别都作为事件

的主体(施事),构件“工”的引申义“祭祀用具”作为事件的客

体(受事)。故“巫”的构件语义组配关系归类为：一级类别“无

行为有事体”,二级类别“无行为多事体”,三级类别“角色、

角色、角色”。 

2.2有行为无事体 

在属于“有行为无事体”的构件语义组配中,具有基本义可

直接表示行为(动作/状态)或只以表行为的引申义出现在构意

中的直接构件,有时可出现具有示音功能的构件。根据“有行为

无事体”语义组配中的构件数量,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只有一个表

达行为的构件的语义组配模型称为“单行为无事体”。 

单行为无事体指的是在一个字的构件语义组配中只具有一

个基本义可直接表示行为(动作/状态)或只以表行为的引申义

出现在构意中的直接构件,没有构件的基本义可以直接填充表

事体的语义部分,有时可出现具有示音功能的构件。 

徐

行为（动作） 主体（施事） 示音强化语义

彳 ∅ 余

朩 亼

人 一  

图2 “徐”字语义组配 

我们可以将“徐”的构意“缓慢行走”视为一个动态事件,

构件“彳”的引申义“缓慢行走”作为事件的行为(动作),构件

“人”、“朩”与构件“一”相合构结为“余”作为示音构件。

故“徐”的构件语义组配关系归类为：一级类别“有行为无事

体”,二级类别“单行为无事体”,三级类别“行为”。 

2.3有行为有事体 

在属于“有行为有事体”的构件语义组配中,不仅具有基本

义可直接表示行为(动作/状态)或只以表行为的引申义出现在

构意中的直接构件,也具有可直接表示事体的另一个直接构件,

有时已有的表义构件可同时具有示音功能或可再出现另一个具

有示音功能的构件。根据“有行为有事体”语义组配中的构件

数量,我们可以进一步分为“单行为单事体”、单行为双事体、

双行为双事体。请看以下实例。 

我们可以将“货”的构意“财物在拥有者间转换”视为一

个动态事件,将构件“亻”与“匕”的构结体直接构件“化”的

基本义“变化”作为事件的行为(动作),构件“贝”作为事件的

主体(当事),构件“亻”与“匕”的构结体“化”也具有示音功

能。故“货”的构件语义组配关系归类为：一级类别“有行为

有事体”,二级类别“单行为单事体”,三级类别“行为、角色”。 

货

行为（动作） 主体（当事） 示音强化语义

化 贝 化

环境（范围） 亻 匕

∅  

图3 “货”字语义组配 

3 结语 

通过对现代汉字构件的组合关系的论述,我们可以理解作

为汉字基础构形元素的构件虽然数量有限,却可以组构出数量

众多的汉字的原因。那就是造字者可以使用有限的构件将语义

附着在构件的语义组配过程中,以一种可描述自身实际生存体

验过的典型事件的方式编码出来。有限的构件间的语义组配是

具有规律的,这一规律的具体表现就是构件的组合关系。 

传统上我们习惯于从构件构形整字时的构意功能角度去审

视汉字的构形系统,如果我们能够在此基础上再加入构件构形

整字时的语义组配视角,必定能够进一步加深我们对现代汉字

构形系统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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