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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发展的阶段及其演化机制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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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世峰整理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汉字研究的两个维度：一是纵向的发展问题的研究。属于汉字发展史的研究，主要研

究整个汉字发展史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界线在哪里。二是横向的内容结构问题。即在

汉字的各个发展阶段，研究些什么内容，这些内容的合理结构是怎样的，应该划分为哪些

部分来进行研究和论述。 

一、汉字产生时间与创制方式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汶口文化距今约四千五百年至五千年之间，其陶器上的符号形态

上与汉字无别，可能已是汉字。 

在文字产生前，古人已有人际交流和表达情感的书面形式图画，图画和语言都是对自

然、人事的表达，指向相同，借用图画作为语言的书写符号，无论是创制还是学习使用都

极为便利。仅是借用是不够的，需要采用同样的绘画方式来补充完善，有些少数民族文字，

比如东巴文，其特征一是不能完整表述语言，只标志一些关键词，整个文句需由东巴来补

充解释；二是语句文字的组合多具有图画性。 

仓颉与汉字的创制。《荀子·解蔽》记载：“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用

“壹”不用“一”。《玉篇·壹部》：“壹，聚也，合也。”实际上仓颉就是把原始时期人们广

泛使用的书面交流工具图画收集整理而创制文字。 

二、象形阶段（西周中期以前） 

象形阶段是汉字的最早发展阶段，其特征是依据物象创制形体，形体是物象的真实反

映，如“女”“王”“光”字。商代字形是物象的反映：（1）独体字和构件形体基本为象形；

（2）独体字和构件形体不固定；（3）单字构件及数量不固定；（4）字形构件位置和方向决

定于物象；（5）字形结构基本为象形。典型的篆体汉字商代甲骨文和金文无论从哪个角度

说，都是物象的反映，物象是篆体的背后支配者，也就是字形存在的本质因素。 

早期形态演化的动因。借用象形符号作为汉语符号，是在强大的历史的和习惯的惯性

作用下形成的，虽在初期有简便易行的好处，但也隐含了本质性的乖误，那就是违反了文

字是语言符号、汉字是汉语的词的符号的本应状态，这为字形的直接表示事物之形态的改

变奠定了必要基础。所以字形由表示物象到表示词的音义是字形发展的内在动因。 

事物、词、字关系的早期形态：早期汉字是字形直接表示事物，而间接表示词的音义。

事物、词、字关系的本应形态：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古汉语一般符合一字即一词的规律，

也就是说字形理应或表示词音、或表示词义、或音义兼表。 

三、亚象形阶段（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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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象形是形体表面上象形，实质上已不能完全反映物象，是表物象形体向表音义形体

过渡时期的形体。 

亚象形形成的内因与外因。内因：汉字作为汉语书写符号的本质特征的回归，汉字形

体由表示物象的“物符”转化为构建词的音义的“词符”。外因：何时开始本质性的转化，

外因会起很大的作用。西周晚期，王权逐渐衰弱，其结果便是王都不得已东迁。王权的衰

落，导致“礼乐崩坏”，使整个社会尊崇观念发生了变化，也影响了汉字的演变。   

四、古隶阶段（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 

古隶是隶书的早期阶段，也是从篆体到隶体的过渡阶段，其形体表现的突出特征是半

篆半隶。 

古隶是打破篆体，建立以词的音义为依据的新的字形体系时期的字体。其标志是对篆

体的改造，方式有弯笔拉直、圆形变方、逆笔顺写等。 

事物一般都是内涵先变而后形式发生变化，内涵决定形式，内涵不变，形式一般不会

变化。亚象形和古隶都是过渡时期字形，但性质不同，亚象形主要是内涵的变化，因为形

式上还是象形，只是象形性降低，未出现形式上的本质变化，而古隶是形式上出现了本质

变化，也就是出现了非本系统的字形成分。亚象形是范畴内变化，古隶是非同一范畴的变

化。 

隶变是战国晚期各系文字的共有现象。隶变是战国晚期汉字构形系统出现的整体性变

化，战国晚期各国文字总体变化相同。 

隶变形体并非俗写。隶变的实质是汉字打破原有的以物象为描绘对象的篆体字形系统，

建立新的以词的音义为表示对象的字形系统的过程。在建立新的字形系统的过程中，由于

处于自然演化状态，呈现出的是多途探索、多种改造方式并现的面貌，即同样一个字形成

在便于书写的原则下或者这样改造、或者那样改造，使得同一个单字出现多种形体。在当

时，这众多形体都是新体系建立过程中的探索形体，也即都是汉字形体正常演化的结果，

并无主次、正俗之别。所以隶变形体与民间俗写完全是两码事。相反，隶变形体恰恰应视

为正规形体。  

五、今隶阶段（西汉晚期至魏晋） 

今隶是隶体的成熟形体，其标志是篆体成分基本不存，彻底完成了对篆体的改造并同

时建立了新的基础体系。今隶开始的时间，始于西汉晚期。裘锡圭《文字学概要》认为：

“至迟在昭宣之际，八分已经完全形成。”八分书即是今隶，裘说大体正确。 

居延汉简 273.8 是昭帝始元三年（前 84）简、居延汉简 88.5 是昭帝元凤四年（前 77）

简，其字形可以看出，简文中“石”“五”“始”“丑”“寅”“坐”“客”等字形犹是古隶，

而宣帝地节五年（前 65）简就字形看已少有篆意。因此，在西汉宣帝时期今隶正式形成当

无问题。 

六、楷体阶段（南北朝至二十世纪初） 

楷体是以词的音义为依据的新的字形体系建立后，逐渐调整完善时期的字体。调整完

善既包括笔画的抉择和完善，也包括部件形体、结构的抉择和完善，但主要是笔画的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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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善，其中笔画和结构的美观也是衡量因素。 

楷体形成于南北朝时期。笔画定量定形，提画和钩画形成，提画由横画变来，钩画由

竖画和画尾缓弯变来。点画范围扩展，短竖或短横变为点画。 

七、简楷阶段 

1956 年 2 月 1 日第一批 230 个简体字正式使用。 

1964 年 5 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出版《简化汉字总表》，第一表是 352 个不作偏旁使

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 132 个可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第三表是由第二表类推的 1754 字，

因有两字重复,实际共 2236 字，这就是今天通行大陆的简体字。 
 

 
王贵元（2021 年 9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