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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由「文」生 

古時候，「文」和「字」有不同的定義。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敘」中云：

「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由此

可知，所謂「文」是指漢字在最初造字時所產生的一群最原始的基本符號，它

們是中國文字最基本的元素（primitiv-es ），亦具有「字母」的功能，可用以

複合而孳生出許許多多的「字」。 

「依類象形」的方式有兩種：一是象「具體」之形，謂之「象形」；  一是

象「抽象」之形，謂之「指事」。換言之，六書中「象形」和「指事」是造

「文」的法則。當「文」緣事物之形象構形之後，再以「音」、「義」相附，

便完整地擁有了文字「形、音、義」的要件。漢字中的「文」的數目不多，根

據「說文解字」記載的只有４８９個而已。這些造字之初的文，我們有時特別

名之曰「初文」以資識別。 

在表一和表二中，分別舉了些象形和指事的例子。〞（圖表省略）〞舉這

些例子的目的，是讓讀者體會體會先賢是如何從事這麼富於智慧的工作：對自

然界事物詳實的觀察，精闢地體會並掌握它們的「特徵」（ features ），然後

再用幾筆簡單的圖繪，將事物「特徵」傳神地轉變為文字。 而這個過程和目前

人工智慧中，做識別（    recognition ）類工作時的第一步驟「特徵抽取」

（ feature abstraction ）的程序和要旨，是不謀而合的。 若是對事物主要的特徵

不能把握住，那麼識別的效果就不會很好。讀者不妨把我們的文字暫時拋開，



自己造造這些字試試，是不是能造得更好？若能這樣的嘗試，當會更深切的體

認先民造文字之睿智與優美。 

由這些例子裡，我們也可發現近代認知科學中歸納「聯想」的四個主要法

則：接近律、類似律、（圖表省略）反對律和因果律，亦在此全部呈現。在象

形的例子中多合類似律，而「旦」可解釋為因果律，「叵」則為依反對律所造

之形。 

 到了宋朝，鄭樵對「文」下了另一個定義，也說：「獨體為文，合體為

字。」這個定義的精神和許慎的並無不同，都是持「字」由「文」生的觀點，

然而做法和結果上卻截然不同。根據相關資料對「象類書」（該書已失傳）之

描述，鄭樵定義了８７０個以聲為主的「文」和３３０個以形為表的「文」，

合計共１２００「文」，是為所有「字」孳生的基礎。顯然，猷樵將重點放在

字的孳乳上，才得到這樣個結果。當然，文字在字體演變過程中經歷筆劃的嬗

夔亦可能是導致做法不同的原因之一。很可惜的是我們已無法一睹此１２００

「文」的面目了。然而，「字」是怎麼產生的呢？ 

根據許慎的說法是「形聲相益」，其實就是六書中「形聲」和「會意」二

者。會意是形與形的相益；形聲是形與聲的組合。關於文字孳乳的過程，鄭樵

在「六書略」序中云：「象形為本；形不可象，則屬諸事（指事）；事不可

知，則屬諸意（會意和形聲）；意不可會，則屬諸聲（形聲、轉注和假諸），

聲則無不諧矣。」這段話把文字孳乳綿延寫得十分明晰。 

在表三和表四中，分別舉了些會意和形聲的例子。由表可知，袖象含義的

字越來越多，這說明了文字孳乳由實而虛的發展方向。在文字學中對六書有四

體二用之說：「象形」、「指事」、「會意」和「形聲」是造文字的法則，是

體；而「轉注」和「假借」是文字運的法則，是用。「轉注」是指互訓的字，

約略可視為一群近義字之間，其義「相轉相為」的關係。「假借」是指一字數

用的方法，約可視為一個字兼具數音數義時，其「依聲記事」而引申其義的關

係。由表三與表四觀之，在中文裡對於一些不認識的文字，可以「望文生意」



是有道理的，因為中文構字之中，已經蘊含了許多知識，由此可略窺字義，而

字與字之間也頗有形、音、義交互的關係可尋。 

 

構字的發展 

為了彌補古書失傳的遺憾和因應中文資訊處理的需要，自民國六十年以

降，近人對中文構字的問題上也花費不少心血研究。民國六十二年謝清俊等人

發表了４９６個「字根」，這組字根可組成４萬８千餘漢字。這個工作並未考

量到文字的源流與孳乳，它純是在為了能根據字形檢索文字和能產生中文字形

的需求下，用制式系統的技術所推導出漢字字形構成的基本元素。之後，這種

做法引起了許多人的興趣，發展出許多「字根集合」（雖然所用之名稱各

異）。這些理論與基礎上的探討，是今日許多新的輸入方法和設計字形產生器

的基礎，同時亦引導著以標準鍵盤取代了已往大鍵盤的發展歷程。 

由文字學方面著手研究這個問題的有：民國七十三年周何的「中文字根孳

乳表稿」為代表。周教授依據「中文資訊交換碼」第一、二集中共２萬２千餘

字，歸納出文字孳乳的「字根」共計１１３４個，其中「聲母」８６９個，

「形母」２６５個。這個數字和失傳的鄭樵「象類書」中記載的頗為一致。 

以上的討論說明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漢字的數目雖然很多（目前已蒐集

到的８萬個，尚不包括書法之變異），而且字數與日俱增〔此字之集合是開放

的（ open set ）〕，然而漢字字形構成的基本元素（無論從「初文」、

「文」，或「字根」的角度來分析），卻是有限且恆定的（colsed set ）。這個

現象對中文資訊處理技術的發展有極其深遠的影響。 

由以上的討論和舉例，我們已經瀏覽了中國文字的孳乳和構字的法則，在

構字中所蘊含的知識究竟可不可以用既有的人工智慧技術來表達呢？在下文中

且讓我們用些題例加以說明。 

 



構字中的知識表達 

由於文字和語言是依約、定、俗、成的法則演進的，文字的含義自然亦隨

時間的步伐而轉變。因此，我們將以造字之初，文字孳乳和近代字書等三種資

料為例，說明構字與文字間知識表達的結構。此所指的知識表達的結構是由人

工智慧的角度來看的，和知識論、認知科學等所討論者不同（有心─探人工智

慧中知識表達法的讀者，請參閱參考資料７）。 

冰字由「 」和「水」組成， 是水凝凍狀（見表二）。冰這個字含有表

示由水凍結成永的過程的意思。這是先民對自然現象觀察的心得所造的字。水

凍結成永的現象可以用下列的語意網路表示：讀者將發現表示冰「字根式」的

（１）和表示水和冰關係的語意網路（２），實是極為相似。換言之，若將構

字中含的知識結構以語意網路（ semantic net ）表達，則該字的字根式至少可作

為它語意網路之索引，或作為該知識庫控制功能之用。圖二表示一個較複雜的

字，「愛」的語意網路，或更可助於讀者了解。若是我們用制式系統中的產生

系統（production system, rule based）作為知識表達的工具，則可寫一條規

則：    若（ if ）水在０。Ｃ以下則（ then ）凝固（３）來表示水結永的現象，

而（１）式亦可為（３）式之索引。 讀者試比較此（１）、 （２）、（３）式

間的關係與英文中 ice 和 water 之關係，自不難發現我們文字中蘊含之知

識， 實較西方拼音文字不可同日而語。由些例亦可知， 若當我們有一如（３’

◇ c      成的物理知識系統時，（１）式或（２）式仍然可以與之配合使用。 

 

   〔例二〕字根「缶」之孳乳字系 

    現在，讓我們看一個更複雜的例子。在圖三中是由「缶」孳乳出一系列的示

意圖，缶之本義是上面有蓋、有頸、有把手，下端為容體的容器，是一個象形

字。由於缶是瓦器，因此缶、瓦、和●是屬可通義之字。 

 



    缶有六個主要的性質，其一是●酒「漿」用，此「漿」之意被借用而孳生出

「萄」字，它是「●之含漿者」之意。由於「缶」需開蓋使用，故覆以●（見表

三），而「●」成為「缶」之重文。又缶可「握持」，「握持」之意借於「●」

字則為持刀之意。 

 

缶之顏色有「灰」有「黃」，借這些顏色而產生「●」字，表示色如「缶」

之馬也。 

又缶為瓦器，故「●」象燒缶之「窯」，因而「●」亦與「缶」通。在窯中

缶多「堆積」而燒，故生「陶」字，表示色如「缶」之馬也。 

又缶之形狀渾圓宏張，囊之大者如缶，故有「囊」字。再者蟻封形狀如

缶，合「囊」與「虫」產生「囊」字，即通「蟻」字。 

缶中空，因而擊之有「聲」，借「聲」之意而生「●」字，彭●之聲也。又

因有「聲」故可擊節為「歌」，借「歌」之意而生「謠」字。為歌則需「張口

舒氣」，借此意生「●●」之詞表示出氣貌。又聞歌則「喜」，借而生「●」

字，喜也。又歌則●譁吵人，故生「●」字。 

缶在古時甚為貴重，故「寶」字中亦有「缶」焉。 

 

這個缶字孳乳的字系是依據杜學知「文字孳乳考」而引來的，雖然杜教授

的論點在文字學界尚有爭論，即使圖三中有些關連不盡符合文字孳生之真實過

程，它還是很有用的，適合人工智慧的處理。 

這個孳乳之字系，可用人工智慧中的語意網路，或是框架結構（ frame ）

來表示。 除了字的意義所含的知識以外，像燒●時坯是成堆放置的、中空之容

器擊之有聲、唱歌時須張口舒氣…等等知識，盡含於此結構之中。若能設計有

效之譯出程序（interpretive proce-dure），則可在此資料結構中尋出上述之知

識。 

 



    另一個相似的例子是「不」字的字系（見圖四）。因限於篇幅，不再贅述

（若有不明可參考資料６）。（圖表省略）。 

 

   〔例三〕缶部的字（國語日報辭典） 

根據國語日報辭典缶部共１０字。其中２字，「缺」與「●」表示「狀態」

或「性質」。其餘８字為器物名稱，其間關如圖五所示。圖五亦可用語意網路

或框架結構來表達。 

 

根據圖五，我們可一眼看出，此圖與圖三（同是缶）所含之知識差異甚

大，在此圖中，應可推導出瓦器皆有易「缺」及易生「●」之性質，若不然此二

現象（狀態）之字不會從「缶」孳生。同理，瓦器可盛酒漿和固體，亦可為樂

器，此等性質可由缶部器物類之８字中導出。 

 

在表五中列有中華大辭典中木字部３３６字之分類表。此分類表雖現甚為

粗略，然而木材之主要功用卻不言可知。此外，根據字義，關於木製器物之

中，有關建築者３９字，有關交通者１８字（其中１３字與舟楫有關），此外

家具１３字、容器１２字、文具９字、敲打工具９字、棍棒７字、刑具及棺具

各６字及武器４字等為較大宗者。由此可推知木材之主要用途。 

在木字部中有「柴」字，其意為作為燃料之木材，（圖表省略），是否由

此可推知木之可燃性呢？是否可由此推知「有些家具可燃」的知識呢？當然，

這些知識均已蘊含在構字和字典的部首結構中，我們人可以明瞭，是不是電腦

也可以聰明地推導出這些知識呢？則是尚得努力的研究題目。 

 總之，由上面的例子，我們可確信中國文字中蘊含的知識成分遠較拼音的

文字為多，而且它有一套系統化的架構，若能將之電腦化，則其蘊藏之知識實

可組成一極佳的常識知識庫（ common sense  knowlege base ），而常識知識



庫，正是國外學者為解決其他人工智慧問題：如自然語文的處理及機器翻譯等

研究工作，而急於想獲得的。 

 

最佳的知識表達系統 

先賢造字，肇始於對自然現象之觀察，此中涉及人體、天文、物理、化

學、動物、植物等等科學領域。以現代科學的水準來觀察千百年前文字的演

進，我們幾乎找不到違反科學方痕跡。這是多麼令人驚訝的事！由此可知，先

賢造字均能屏除巫迷，在文字的結構裡表現出對事物真象客觀正確的體認。這

種具體而微，詳盡周延的觀察功夫，深深契合科學方法的要領。對於人倫、文

化與社會方面的觀察，也充分表現出持正不阿、善體天心的心本文化精神。由

是觀之，亦無怪乎春秋時期有諸子百家的蔚蔚風流。在文字孳乳方面，則思路

明晰，舉凡推論之邏輯、觀念之延申、聯想之法則、重點之把握，以及由實物

進而引申到抽象意義的創意過程等等，精闢絕倫，無不表現出卓越的睿智和極

其科學化的內涵。這種成就，發生在數千年前的上古時代，實在令人難以想

像！ 

有些語言學者認為「音」與「義」是語言最主要的兩大要素，至於文字

「形」則是次要的，它只是記錄語言的符號罷了。文盲亦可流利的使用語言，

就是常用的佐證。這種說法，在西方拼音語系中尤顯得有力，因為拼音文字的

「形」與「音」的關係是直接的，而「形」與「義」的關係就比較疏遠，

「形」常須經由「音」的媒介與「義」相關連。然而，我們文字「形」與

「義」的關係就不盡然如此。在中國文字結構中蘊藏了極豐富的知識，這些知

識和字「義」緊密的結合在一起。換言之，我們的文字，「形」、「音」、

「義」三者是密切相關無分親疏之分。其實，世界上任何一種語言旭有豐富的

知識內涵，然而中西語言表達知識的層次卻不相同。在我們的語言裡，即使在



構字的層面上，就已經把知識和語言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更不用說構詞、構句

和文章了。 

由人工智慧的角度來看，我國文字的結構是一極佳的知識表達系統。雖然

它是給人用的，然而它的結楠卻與目前人工智慧中所了解的知識表達技術，─

呼應。這是多麼令人拍案驚奇的因果關係！莊子與「得魚得筌」之語，他以

「筌」喻語言，以「魚」喻語言要傳達的意念。我們今天來看看「筌」，卻有

意料之外的收獲：若能善用我們文字的特質，對於計算機處理中國語文的研

究，或將有獨樹一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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