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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轉注 
—同根分化字對古音研究的重要作用

鄭張尚芳

本文對「六書」體系中的「轉注」類做了討論，指出其本質是

一組同根而詞形略有區別的古異讀詞。作者認為，轉注字在語音對

應關係上較諧聲更加緊密，可以借此推定後世已經脫離了的上古音

節成分。

關鍵詞：	六書　轉注　上古音節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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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轉注的性質

1999 年 8 月全國首屆漢語詞源研討會在東北師大召開，我在與

會論文〈漢語的同源異形詞和異源共形詞〉中指出：語言裏的詞大

部分各不相關，但也有一些音義相關的詞，可分為「異源共形詞」

和「同源異形詞」兩類。前者本質是古同音詞，反映到文字造字法

上，就是全借字形不加改動的「假借」；再或加添形旁區別則造成

「形聲」。後者本質是同根而詞形略顯現區別的古異讀詞，反映到文

字造字法上，就本字再加改造分化，就造成「轉注」（有人把這種字

加以「緟益」、「累增字」、「區別字」、「分別文」、「古今字」等等

不一的雜名，那只是乍不知六書如何歸類時的一些不規範的便稱，

其實按造字法只是一種，即「轉注」。許慎所謂「建類一首，同意

相受」即指新舊字皆源出同一詞根而言。就是說：從舊字派生新字

時，改製字形定要立足於與本字詞根一致的基礎上，保證此同源字

根面目不變。轉注各家說法多端，章太炎指出與語基同源孳乳相

關，是最切近的灼見，惜泛無樊籬，其「火—燬、鴈—鵝、士—

事」等例皆是詞同源而字根不同，故不能歸於轉注字。他所舉只

「用—庸、可—哿、幺—幼、午—啎、受—授」是字根合例的）。1

最初面對記錄新詞任務時，象形、指事、會意都是用圖畫物

象來表達的（指事是畫物而另指其性狀或其一體），但畫不了的詞

那麼多，只能借用同音舊字相濟的辦法。遇虛詞、虛概念如「我、

其、他、而、無」只好借同音的原表「武器、器具、別個、鬍鬚、

舞蹈」的字來寫。假借多了易生混淆，又附注相關形旁來分別，這

才組成形聲複合體。

假借、轉注兩者都是利用舊字寫新詞的「造字法」，人們即依

據語言存在的「異源共形詞」和「同源異形詞」這兩系統來找可用

1 鄭張尚芳：〈漢語的同源異形詞和異源共形詞〉，《漢語詞源研究》第一輯（長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179–197；另收入《鄭張尚芳語言學論文集》（北
京：中華書局，2012 年），頁 842–854。編按：章氏之說載於氏著《國故論衡．轉
注假借說》，具見章太炎撰，龐俊、郭誠永疏證：《國故論衡疏證》（北京：中華書

局，2008 年），頁 192、196、203、207、195。

的現成舊字。「假借」是憑音全借同音舊字不加改造（後加部首的另

為「形聲」）。「轉注」則取音義相類同源字來翻新，按別義需要在

舊字上改竄筆劃加區別，或添加形聲成分來分化，從而也會出現一

批另類形聲字（有的比假借字加形分化還早）。因此形聲字有假借

（純聲無義）和轉注（承受舊義）兩來源，後者如其聲符有義且表本

義者，當然不是真諧聲，比如「暮、溢」承受「莫、益」舊義來自

轉注，而「模謨幕慕募墓」、「隘縊螠謚鎰」才是諧聲。「句」與「佝

鉤拘」轉注、與「狗蚼夠苟」諧聲，也須察看本義來辨別。

假借、諧聲的「同音」都指的是詞根，不含詞綴；轉注的同

源則是同根。所以在古音研究上，轉注比諧聲與詞根關係更緊密。

因為轉注除了少量改筆字（句—勾、刀—刁、荼—茶、已—巳、

角—甪、小—少、大—太），多數也加形旁（令—命、七—切、

東—種、它—蛇、莫—暮、北—背）或加聲旁（老—考，网—

罔、晶—星、夕—夜、鬥—鬭， 鳳象形— 鳳），造成了另一類

「形聲」字。所以許慎取「老考」為轉注範例，只是說明造字關係上

從舊「老」分化出新「考」，這並不妨礙他在分述兩字結構時另外

說成「老會意、考形聲」，那已明示一般統稱的「形聲字」中其實

包括部分轉注字。它們是假形聲，真轉注，必要時得與真正的形聲

（純諧聲字）分割開來。但定本字也不容易，從《說文》立句部收「鉤

笱拘」、立半部收「胖」而又說句和半「亦聲」，是形是聲許慎自己

都定不下（詹鄞鑫說明即因是轉注字，故「鉤」不入金部、「胖」不

入肉部，2這才把為何這樣安排說通了的。王筠亦提過「鉤笱拘」為

分別文）。

轉注字對本字，原初是以音別義的，後發展擴充至包括音同只

是加形旁的分別字。比如「 —主—炷」，前字是知母不同於主的

章母，但後兩字就都讀章母無別。這類由原字加形旁進行分化而音

義沒多大變的字數不勝數，如「復肱糾逆噪得宮寶蜎茵鞇匙援源娶

踞祐橪筐雲採蓆菓」，造成一大宗所謂「形聲字」（後來還包括改義

符的：卓桌、倚椅、稱秤⋯⋯）。有的學者不理解這類擴大，就把

2 詹鄞鑫：《漢字說略》（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 161–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