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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记号是一种可单独或与其他汉字字符复合构成表示新意义的新汉字的标志性符号 , 它本身并无意义 , 与汉字

所代表的词在音义上也无联系。以记号为构件可构成记号半记号字。因为字符具有约定俗成性 , 汉字有简化的客

观要求 , 而记号本身具有简约性的特点 ,再加上书写者片面追求汉字的形式美 , 记号半记号字才得以产生 , 并逐渐

发展成为屈居形声字之下位居第二的一种特殊汉字群体 ,与表意字 、形声字形成了三分现代汉字天下的局面。记

号半记号字在诸多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但因其具有天然缺陷 ,故在使用时需加以注意 ,以防引起文字使用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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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 , 早已成为一种相当成熟并被

广泛使用的文字。据马景仑先生《汉语通论》的统计可知 ,

“在 1 226个甲骨文中 , 象形字 277个 , 指事字 20个 ,会意字

396个 ,形声字 334个 ,用于假借的字 129个 , 结构不明的字

70个” [ 1] 。由此可推知 , 在甲骨文中 , 56. 53%都是见形知义

的表意字(包括象形字 、指事字和会意字三类), 形声字仅占

27. 24%。经过秦汉时期的隶定 , 汉字彻底摆脱了图画文字

的性质 , 失去了其见形知义的基础 ,而蜕变成为一种纯符号

性质的方块文字。此后 ,汉字在形体结构上基本保持稳定 ,

但汉字的繁难问题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作用的充分发

挥。新中国成立后 , 通过开展大规模的文字改革运动 ,汉字

形体结构得到了有效简化 , 汉字的符号性愈加明显 , 并随之

出现了许多 “形义为两”的记号字和半记号字 (以下简称记

号半记号字 )。记号半记号字无法使用传统的 “六书 ”理论

予以分析 , 具有独特的特点和作用 ,本文将对其及其在现代

汉字中的基本情况进行初步探讨。

一　记号 、记号字 、半记号字及其区别

裘锡圭先生在其《文字学概要》中指出:“文字所使用的

符号称为‘字符 ’ ……各种文字的字符 , 大体上可以归纳成

三大类 , 即意符 、音符和记号。跟文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上

有联系的字符是意符 ,在语音上有联系的是音符(意符或音

符并不等同于形旁或声旁 , 后两者仅局限在形声字范围内 ,

其内涵要小于前两者 ),在语音和意义上都没有联系的是记

号。” [ 2]我们给记号所下的定义是:记号是一种单独或与另

一些汉字字符复合构成表示新意义的新汉字的标志性符号 ,

它本身没有意义 , 与汉字所代表的词在读音和意义上也没有

联系。这一定义说明 , 作为构成汉字的一种字符 , 记号应该

而且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本身没有意义而且与汉字

所代表的词在音义上均无联系。 (2)无论是以单独形式还

是复合形式 ,它都必须参与构成新字并起到区别字形和字义

的作用。

纯粹由记号构成的字叫记号字。记号与意符或音符复

合构成的字叫半记号半表意字或半记号半表音字 , 记号与意

符 、音符也可共同构成新汉字 , 可称为半记号半意音字 (数

量极少), 以上三类文字可合称为半记号字。

关于以上概念需要明确以下几点。

1. 不能脱离具体的汉字环境而主观断定某一个字符是

不是记号 ,因为记号与意符或音符之间的对立并不是绝对

的。一个字符在甲字中是记号 ,在乙字中却可能是意符或音

符。比如字符 “人”, 单独构成汉字时是记号 ,但在汉字 “认”

中是音符 ,在汉字 “从”中是意符。又如字符 “耳 ”, 单独构成

汉字或在汉字 “耻”中都是记号 ,但在汉字 “聋”中是意符。

同样 ,也不能脱离具体的语言环境而主观断定某一个字

是不是记号字或半记号字。比如在短语 “还是没还钱”中 ,

前一个 “还 ”被假借为副词来使用 , 现为记号字 , 而后一个

“还”则是半记号半表意字。

2. 记号和记号字并不是同一层面上的问题。首先 , 记号

是从汉字构件这一角度上来说的 , 它与意符 、音符并列 , 而记

号字则是从汉字性质划分这一角度上来说的 , 它与表意字 、

形声字等并列。既然意符 、音符并不等于表意字 、形声字 ,那

么字符也就当然不能等同于字了 ,所以 , 记号与记号字之间

不能划等号。

其次 ,记号字纯粹由记号这种字符构成 , 如 “头 ”和 “齐”

都是汉字简化后形成的记号字 , 作为构形元件的字符 “头”

和 “齐”本身均不表意 ,而且与 “头 ”和 “齐 ”所代表的词在音

义上也无联系 ,所以说它们是记号。但由记号构成的并非都

是记号字 ,因为记号还可与意符或音符复合构成半记号字。

比如 “春”字由 “𡗗”和”日”两个字符构成 , “𡗗”字符与 “春”

字所代表的词 “春季”的音义均无联系 , 是记号 , 但 “日 ”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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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春”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上有联系 , 它是意符 ,故 “春”字

是半记号半表意字。又如 “较”字由 “车”和 “交”两个字符构

成 , “车”字符与 “较”字所代表的词 “比较”在音义上也无联

系 , 是记号 ,但 “交”字符却与 “较 ”字在语音上有联系 , 所以

“较”字是半记号半表音字。

最后 ,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 记号作为一种特殊的字符 , 它

本身并不表意 , 但记号半记号字作为文字的一种 , 表示特定

意义是其存在的前提条件。

可见 , 记号与记号半记号字是两类有根本区别的概念 ,

不容混淆。

二　记号半记号字能够产生和发展的几个原因

原因主要有四点:

首先 , 符号的约定俗成性是记号半记号字能够存在的理

论前提。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 , 汉语也不例外。

索绪尔曾经指出 , “语言的符号可以说都是可以捉摸的;文

字把它们固定在约定俗成的形象里。” [ 3]汉字就是被用来

“固定”汉语的书写符号。符号有很多种 , 文字作为一种比

普通符号更高级更复杂的符号 , 不仅具有形式和内容 ,还承

载着一定的声音 , 音形义三位一体 ,不可或缺。另一方面 , 任

何符号的形式与内容之间都没有天赋的必然联系 ,两者之间

的结合完全是人们在习惯的基础上约定俗成的 ,具有不可论

证性。对于汉字而言 , 采用什么样的字符形式 , 通过什么样

的语音形式来表达什么样的概念也同样是约定俗成的 , 如字

符 “⊙”和 “日”均可用来表示 “太阳”这一概念 , 尽管 “⊙”是

象形符号 , 而 “日 ”却是记号。这种约定俗成性或者说偶然

性正是记号半记号字存在的理论前提。

其次 , 记号本身的简约性乃是记号半记号字能够产生和

存在的主要原因。随着文字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掌握文

字的人数逐渐增多 , 人们对加快书写速度的要求也日益强

烈。为了更有效率地记录语言 ,理论上要求文字这种书写符

号越简单越好 , 汉语对汉字的要求也是如此 。简化前 ,汉字

中有许多笔画多达二三十画的繁难字 ,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

汉字书写效率。简化后 , 汉字笔画数明显减少 , 在《三千高

频度汉字字表》[ 4]中 ,前 50个高频字的平均笔画数为 5. 64,

笔画最少的 “一”为 1画 , 笔画最多的 “就”也仅 12画 , 其他

大多数都只有 5画至 6画 , 而在这 50个高频字中 ,记号半记

号字就占了 90%(参见表 2)。可见 , 记号这种简约性很强的

符号在汉字简化方面有着不容忽视的实用价值 ,其简约性所

带来的实用性决定了记号半记号字会产生并在一定程度上

获得发展。

再次 , 书写者片面追求文字形式美也是记号半记号字产

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爱美之心 , 人皆有之。人们对美的普

遍追求也体现在汉字的创制和使用上。它要求汉字形体结

构匀称协调 , 具有形式上的美感。比如 , “保 ”字在甲骨文中

写作 “ ”(铁 15. 2)或 “ ” (文编 8. 3), 金文中写作 “ ”(保

卣),或写作 “ ”(司寇良父簋)[ 5] , 加两点使字形具有视觉

上的稳定性和对称性 , 从而产生了半记号字 “保”。 这种例

子还有很多 , 如日 、危 、咎 、鲁等等。对汉字形式美的追求使

汉字书体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当然 , 并非唯一原因), 并因

此形成了独特的汉字书法艺术。从先秦时期的鸟虫书 、蝌蚪

文 ,再到秦汉时期的篆书 、隶书 , 乃至后来的楷书 、行书 、草

书 ,不拘一格 , 千变万化。以草书为例 , 草书素以 “行云流

水”、“龙飞凤舞 ”被不少书法家所钟爱。在草书书体中 , 大

部分汉字仅保存着字形的大致轮廓 , 因此它们实际上都变成

了记号半记号字。新中国成立后开展汉字简化运动 , 有不少

草书形体被吸收来改造繁体字 , 比如:長 (长)、專 (专 )、書

(书)、堯(尧)、為(为)等等。可以说 , 这种对汉字形式美的

追求是汉字逐渐记号化的动力之一。

最后 ,事物概念日益繁复 ,记录手段相对缺乏 , 两者之间

的矛盾也是记号半记号字产生的原因之一。文字是语言发

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远古时期 ,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

生活的复杂化 ,人们仅凭言语已无法准确记录和传递丰富的

信息。经过长期探索 , 人们终于找到了有效的记事方法 , 其

中之一就是图画记事 , 这种用来记事的图画经过简化和统

一 ,并由整个社会的使用者赋予某种特定的语音和意义后 ,

就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字。但是 , 这种图画表意文字有其

局限性 ,因为许多抽象概念无法用它来表示 , 而且也不可能

为每个事物或概念都创制一个特定汉字。于是 , 人们就在图

画表意字的基础上创造了不少假借字和形声字。另外一些

概念则用已被人为约定了读音和意义的记号来表示 , 这些记

号在社会生活中被广泛使用 ,从而保留在汉字体系中并流传

了下来。不过 , 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记号半记号字数量极其

有限。

三　现代汉字中记号半记号字的基本情况

本文之所以要在 “记号半记号字”前面加 “现代汉字中”

这五个字对讨论范围加以限制 ,是因为我们必须以发展的眼

光来看待汉字中的记号半记号字。现代汉字中的大多数记

号半记号字在古文字时期都是表意字 、形声字或假借字。只

是历经千年沧桑和多次变革 ,方才演变为现在的记号半记号

字。比如记号字 “日” ,从其甲骨文及金文书写形式来看 ,本

是象形表意字。半记号半表意字 “春”字最初本为从艸从日

屯声的形声字。经过隶定 、楷化和简化 , “日 ”和 “春”都已摆

脱了各自原来的归属。如果不对记号半记号字发展时期的

范围加以限定 ,将无可避免地引起混乱 , 故本文只探讨现代

汉字中的记号半记号字。

因为记号具有简约性的特点 , 而且人们一直都在追求汉

字形式美 ,所以在汉字发展的各个阶段 , 记号半记号字一直

都在被创制和使用着。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汉字简化运

动 ,使记号半记号字数量空前增加。下面对《常用字字表》

和《次常用字字表》[ 6]中所列的 3 500个汉字做统计分析 ,

结果(见表 1)及举例如下:

1. 表意字 ,共 133个 ,占 3. 8%。如:

(1)明 , 字义为 “明亮(跟‘暗 ’ 相对 )” [ 7] 。由表意字符

“日”和 “月”合成新意义。

(2)苗 ,字义为 “初生的种子植物 , 有时专指某些蔬菜的

嫩茎或嫩叶” [ 8] 。由表意字符 “艹”和 “田”合成新意义。

(3)众 , 字义为 “许多(跟‘寡 ’ 相对 )” [ 9] 。由三个表意

字符 “人”同体合成新意义。

其他的如一 、笔 、品 、林 、泪 、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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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类型

序号

表

意

字
1

形

声

字
2

记

号

字

半记号字

半记号

半表

意字

半记号

半表

音字

半记号

半表意

音字

表

音

字
3

常 用 字 107 1 272 514 457 134 11 5

次常用字 26 724 73 136 37 2 2

合　　计 133 1 996 587 593 171 13 7

注:1.指不含表音成分的纯表意字。 　 2.关于形声字的判定 , 基本

上有严式和宽式两种标准。对于形旁 ,两种标准都要求它至少能反

映出形声字的大致义类。对于声旁 ,严式标准认为其所代表的读音

必须要与形声字同音 ,即声韵母均须相同 (对声调同异不作严格要

求);宽式标准则认为声旁所代表的读音与形声字的读音之间只要

构成同音 、双声或叠韵(介音同异也不作严格要求)等三种关系中任

何一种即可。本文采用宽式标准。 　 3.纯粹由音符构成的汉字 ,该

类汉字数量极少 ,可忽略不计。

2.形声字 , 共 1 996个 , 占 57. 03%。如:

(1)们 , 字义为 “用在代词或指人的名词后面 , 表示复

数” [ 10] 。其中 ,意符 “亻”指示 “人”的意义 ,音符 “门”指示字

的读音。

(2)洋 , 字义为 “地球表面上被水覆盖着的广大地

方” [ 11] 。其中 ,意符 “氵”指示 “水”的意义 ,意符 “羊”指示字

的读音。

(3)跑 , 字义为 “两只脚或四条腿迅速前进” [ 12] 。其中 ,

意符 “⻊”指示 “脚 ” (或 “腿 ”)的意义 , 音符 “包”指示字的

读音。

其他的如轮 、指 、吸 、材 、溶 、钟等等。

3.记号字 , 共 587个 , 占 16. 77%。如:

(1)因 , 字义为 “沿袭;凭借 、根据;原因;因为 ” [ 13] 。 《说

文 囗部》:“因 , 就也。从口 、大。” [ 14]后用作假借字 , 本义

渐被废弃。 “因”现在是记号字 , 字符 “口”和 “大”均为记号。

(2)青 , 字义为 “蓝色或绿色” [ 15] 。 《说文 青部》:“青 ,

東方色也。 木生火 , 从生 、丹。丹青之信 , 言象 (按:当作

‘必 ’ )然。” [ 16] “丹”今讹为 “青” , 字符 “龶 ”和 “月 ”均为

记号。

(3)况 , 字义为 “情形;比方 ” [ 17] 。 《说文 水部》:“況 ,

寒水也。从水 , 兄聲。” [ 18] “況”后简化为 “况” ,是记号字 , 字

符 “冫”和 “兄”均为记号。

其他的如规 、事 、关 、如 、器 、兔等等。

4.半记号半表意字 , 共 593个 , 占 16. 94%。如:

(1)说 , 字义为 “用话来表达意思 ” [ 19] 。 《说文 言部》:

“說 ,說釋也。从言 、兌。” [ 20]今 “说”字由表意字符 “讠”和记

号 “兑”组成 , “兑”既不表音也不表意。

(2)执 , 字义为 “拿着;执掌;坚持;执行” [ 21] 。 《说文 

丮部》:“執 ,捕罪人也。从丮 , 从 , 亦聲。” [ 22]后简化为

“执”。今 “执”字由表意字符 “扌”和记号 “丸”组成 , “丸”已

失去了表音功能。

(3)雷 , 字义为 “云层放电时发出的响声” [ 23] 。 《说文 

雨部》:“靁 , 陰陽薄動靁雨 , 生物者也。 从雨 , 畾象回轉

形。” [ 24]今 “雷”字由表意字符 “雨”和记号 “田 ”组成 , “田 ”

已丧失了表意功能。其他的如排 、她 、针 、送 、眉 、狐等等。

5. 半记号半表音字 ,共 171个 ,占 4. 89%。如:

(1)历 ,字义为 “经历;经过” [ 25] 。 《说文 止部》:“歷 ,

過也。从止 ,厤聲。” [ 26]今 “历”字由音符 “力”和记号 “厂”组

成 ,字符 “厂”没有表意功能。

(2)该 ,字义为 “应当” [ 27] 。《说文 言部》:“該 , 軍中約

也。从言 ,亥聲。” [ 28]今 “该”字由音符 “亥”和记号 “讠”组

成 ,字符 “讠”已失去了表意功能。

(3)字 ,字义为 “文字” [ 29] 。 《说文 子部》:“字 ,乳也。

从子在宀下 ,子亦聲。” [ 30]今 “字”字由音符 “子”和记号 “宀”

组成 ,字符 “宀”已失去了表意功能。

其他的如机 、科 、毕 、笑 、华 、犹等等。

6. 半记号半意音字 ,共 13个 ,约占 0. 37%。如:

貌 ,字义为 “相貌;外表的形象 、样子” [ 31]。 该字义本由

“皃”字表示 , “貌”为其籀书形体 , 《说文 鬼部》:“皃 , 颂仪

也。从人 , 白象人面形……貌 , 籒文皃 , 从豹省。” [ 32] 。今

“貌”字中 “豸”已成为记号 , 而 “皃”尚可表意表音。

7. 表音字 ,仅 7个 , 约占 0. 2%。如:

就 ,字义为 “凑近 、靠近 , 或用为副词和连词 ” [ 33] 。 《说

文 京部》:“就 , 就高也 。从京 , 从尤。尤 , 異於凡也。” [ 34]

今 “就”字中的两个字符 “京 ”和 “尤 ”均已丧失了表意功能 ,

但由两者所代表的读音可切出 “就 ”字的读音:jing + iou =

jiou, 故均可视为音符 , 所以 “就”字是由两个纯表音字符构

成的表音字。

由上表及举例分析可以看出 , 记号半记号字总共 1 364

个 ,占 38. 97%,远远超过了表意字所占比例 , 排在形声字之

下 ,屈居第二位。之所以会如此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汉字形

体 、读音和意义三方面发生了剧烈变化。这种变化使很多古

汉字中的意符或音符丧失了原有功能 , 变为单纯的记号 , 整

个汉字也被改造成了记号半记号字 , 从而导致表意字和形声

字在现代汉字中所占比例不同程度地下降。下面分形变 、音

变和义变三点予以说明。

形变:从甲骨文到篆书再到隶书 、楷书 , 每一次汉字形体

的变化都会产生不少记号半记号字。其中一些沿用至今 ,成

为现代汉字记号半记号字中的 “老者 ”。如 “年” , 《说文 禾

部》:“年 , 穀孰也。从禾 , 千聲。” [ 35]古文字形体从禾千声 ,

是形声字 , 隶变后成了独体记号字 , 从中已看不出丝毫与

“禾”或 “千”有联系的成分。 在现代汉字中 , “年”是一个高

频记号字。另外 ,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汉字简化运动通过简

化偏旁 、同音替代等方法 , 简化了 2 235个汉字 ,其中亦有不

少记号半记号字。如 “鸡” ,本为从鸟奚声的形声字 , 经过简

化 ,声旁 “奚”变为记号 “又”, 已丧失了表音功能 , 整个汉字

也随之变成了半记号半表意字。

音变:它是导致古形声字记号化的主要原因(像 “日 ”、

“年” 、“鸡”等汉字 ,其定型后的古文字形体均为表意字或形

声字 ,但在现代汉字中已演变为记号半记号字 , 就不应继续

将之视为形声字。对于这类表意字或形声字 , 可以考虑称为

古表意字或古形声字 ,就像古代汉语 、现代汉语以及古字 、今

字一样 ,这样就可将其归属划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范围内。

相应地 ,字形自确定以来保持不变或虽已改变但未影响到其

表意或形声性质的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新产生的表意字或形

声字也可称为今表意字或今形声字。如明 、灭 、从 、汆等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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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表意字 , 而根 、购 、氧 、胶都是今形声字)。 汉字读音古今

差异很大 , 旧的声韵母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就会合并分化出

新的声韵母 , 但汉字形体的变化却不总与读音的变化同步 ,

这使得许多古形声字的音符失去表音功能而变为记号。如

“刻”, 《说文 刀部》:“刻 , 鏤也。从刀 , 亥聲。” [ 36]今 “刻 ”

字读 kè,而 “亥 ”音 , 已丧失了表音功能 ,使 “刻”变成了半记

号半表意字。

另外 , 从上表所列数据还可以看出 , 汉字形体变化与读

音变化的不同步性也是现代汉字中半记号半表意字在数量

上远远大于半记号半表音字的主要原因 , 因为一般地 ,汉字

字音的变化总是要快于字形的变化。

义变:汉字的意义经历了从单义到多义的不断丰富发展

的过程(目前也还在继续), 字义的发展使得一些汉字的后

起义与其本义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差距 , 两者看上去并无联

系。这种因意义发展变化而产生的差距使得不少汉字意符

失去表意功能而变为记号。如 “廉”, 《说文 广部》:“廉 , 仄

也。从广 , 兼聲。” [ 37]今 “廉”字意义为廉洁或便宜 , 这两个

意义与字符 “广”都没有联系 , 字义的发展使字符 “广 ”变成

了记号 , 而 “廉”字也随之变成了半记号半表音字。 其他的

如骄 、验等等。

另外 , 大部分古假借字由于长期使用假借义 , 其本义早

已被人们忘记 , 这部分假借字也变成了记号半记号字。 比如

“我”,甲骨文作 “ ” (铁 35. 3),金文作 “ ”(我鼎)[ 38] , 本是

一种兵器 , 后假借为第一人称代词 ,其本义却逐渐被人们忘

记。对于不知道 “我”字本义的人来说 , “我”字就是一个记

号字。当然 , 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 , 对于有古文字知识的

人来说 , “我 ”字仍为假借字。这类字还有其 、亦 、若 、笑 、宋

等等。

下面再对《三千高频度字表》中的前 500个汉字做统计

分析 , 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类型

序号

表

意

字

形

声

字

记

号

字

半记号字

半记号

半表

意字

半记号

半表

音字

半记号

半表意

音字

表

音

字

1～ 50 1 3 34 8 2 1 1

51～ 500 30 98 199 76 40 5 2

合　计 31 101 233 84 42 6 3

从上表可以看出 , 前 500高频字中的记号半记号字共

365个 ,占总字数的 73%,远远超过了表意字甚至形声字所

占比例。这一有趣的事实说明 ,记号半记号字在现代汉语实

际运用中重要性非同一般。从这一点上来说 ,把现代汉字称

为记号文字并非奇谈怪论 , 而且 , 由于 “一种文字的性质就

是由这种文字所使用的符号的性质决定的” [ 39] , 现代汉字的

性质似乎也应准确表述为意音记号文字才更符合实际。当

然 , 本文所分析的 3 500个(次)常用汉字和前 500个高频度

汉字 , 它们分别仅占现代汉语通用汉字的 1 /2和 1 /14, 约占

已知汉字总数的 1 /25和 1 /172, 所以 , 记号半记号字的比例

看起来较大 , 但总的来看却不然。据马景仑先生统计 , “在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 , 共收字 9 353个 , 其中象形字

364个 , 指事字 125个 , 会意字 897个 , 形声字已达到 7 967

个 ,约占 85%。宋代郑樵在《通志 六书略》中统计了当时

22 796个汉字 , 其中象形 、指事 、会意字一共才 1 455个 , 形

声字却多达 21 341个 ,约占 94%。” [ 40]而现代汉字中的形声

字 ,如果将古形声字也算在内的话 , 其数量仍将占到 90%以

上 ,今形声字所占比例也不会低于 60%。可见 , 形声字仍为

现代汉字的主体。记号半记号字在上面所分析的 3 500个

(次)常用汉字和前 500个高频度汉字中占 38. 97%和 73%

并不表示它们已经推翻了形声字的主体地位 , 因为大多数形

声字并不是(次)常用字或高频字 , 其形音义变化的可能性

相对较小。不过这正好反映出记号半记号字的发展趋势以

及它们在现代汉语实际运用中的重要作用。

保守地说 ,现代汉字中的记号半记号字数量至少应该占

到 35%。这些记号半记号字的大量出现是汉字表意表音总

趋势的一种异化 ,正如裘锡圭先生所指出的:“(记号半记号

字的出现)从文字结构上看是一种倒退 , 然而却是为了简化

字形 、提高文字使用效率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 [ 41]这种代价

的付出是为了适应整个社会提高文字记录语言效率的客观

要求 ,它是汉字发展的必然趋势 ,是可以理解的。

四　记号半记号字的局限性及其正确使用

记号的简约性为记号半记号字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便

利条件 ,但是由于记号具有简约性 , 而且记号与由其构成的

汉字在音义上均无联系 , 所以 ,大量记号半记号字的出现势

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汉字的整体认读效果和视觉分辨率。

比如權 、僅 、層等繁体字简化后写作权 、仅 、层 , 相比较而言 ,

整体认读效果要差一些。 又如天与夭 、侯与候 、己 、已 、巳等

记号半记号字存在着因形似可能相混的现象。又如 “鳳”字

简化后写作 “凤” , 是一个记号字 , 不仅影响了整体认读 , 而

且还容易与 “风”相混。这些现象都是由记号半记号字不可

避免的先天缺陷造成的。如果控制得好 , 一般来说不会产生

严重的消极后果 ,但如果滥用记号来改造汉字 , 就会彻底破

坏汉字的区别性 、历史继承性等特点 , 使汉字变成由一堆记

号拼凑起来的没有任何意义和美学价值的字符。上个世纪

七八十年代我国政府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第二次汉字简化

运动 ,对许多汉字(包括一批已经简化过的汉字)继续进行

大规模简化。一些人单纯为了简化而简化 , 认为汉字越简单

越好 ,创造了许多记号半记号字 ,如 (舟 )、 (尊)、 (煤 )、

(展)、ㄗ(部)、 (宣)、 (身)、 (鼠)、 (照)、 (事 )等

等 [ 42] 。这些记号半记号字基本上消灭了意符和音符在汉字

中的作用 ,不仅全无美感 ,区别性也大大减弱 , 更不要说历史

继承性了。这些记号半记号字将汉字改得面目全非 , 违背了

汉字本身发展规律和汉字使用者的意愿 ,引起了用字混乱 ,

故 1986年国务院发文将其废止并明文规定:“今后 , 对汉字

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 ,使汉字的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

稳定 ,以利于社会应用” [ 43] 。

由此可见 ,如果合理利用记号及记号半记号字为新时期

的语言文字发展服务 , 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反之则会

引起用字混乱 ,彻底割裂现代汉字和古代汉字之间的联系 ,

这对汉字和汉字文化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因此 , 尽管文字

有着很强的人工性和可变性 , 而且汉字也确有改革的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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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简化和使用汉字时最好不要过多使用记号。

因为汉字字符的形式和内容之间不具有必然性 ,随着时

间和社会的发展 , 汉字也有了简化的客观要求 , 而记号本身

又有简约性的特点 , 再加上不少书写者片面追求汉字的形式

美 , 因此 ,记号半记号字应运而生 ,并逐渐发展成为屈居形声

字之下位居第二的一种特殊的汉字群体 ,与表意字和形声字

形成了三分现代汉字天下的局面(表音字忽略不计)。 记号

半记号字大多来源于古表意字 、古形声字和古假借字 ,另有

极少数是汉字创制时就进入汉字体系的 ,它们在提高汉字书

写效率 、普及文化知识 、促进文化交流等多个方面都具有非

常重要的作用。但因其具有天然缺陷 ,所以在使用时必须加

以注意 , 以防引起文字使用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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