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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漢語形態有無的一種統計檢測方法

2019/03/19 顧國林 （2022/06/17 稍修改）

[提要] 上古漢語到底有沒有豐富的形態？過去主要用舉例法，下文嘗試一種統計法：（1）找到能追

蹤動詞和非動詞的字；（2）觀察兩者語音變體的差異。辦法是，選擇扌、艸兩個部件，做為追蹤動

詞、名詞的字（554 字、938 字）。統計結果顯示，前者的異讀率、形聲字失諧率、簡帛近音假借率

比後者高 38.9%、66.2%、16.8%。可見動詞的語音變體比名詞多，推測上古漢語的形態是豐富的。

一、動詞的語音變體

形態有多種理解，這裡指變化、加減某個音來實現詞的不同功能和詞義（構形、構詞都算）
①
，特

別是動詞。形態雖然在藏緬語言裡不陌生，但不能靠直覺類推到上古漢語，是否有把握，還是要看內

部證據。

形態有時在異讀上有蛛絲馬跡，常被舉的例子是「折」，中古有清、濁兩音，今天仍然能感受到

它倆的詞義差別。這樣的例子能在韻書裡找出一些，但總量不算太多，因為在字書、韻書形成的中古

時代，漢語形態是不明顯的。

要證明是否存在形態，需要有一根探針，下面使用扌部件字（554 字）和艸部件字（938 字）作

為動詞、名詞的探針，理論依據是潘悟雲說的「形態現象在詞彙平面有選擇性
②
」，材料是異讀、諧聲、

簡帛通假字三種，得到以下結果：

（一）《廣韻》異讀率：扌字（動詞）比艸字（名詞）高 38.9%。
（二）《集韻》異讀率：扌字（動詞）比艸字（名詞）高 68.9%。
（三）《廣韻》形聲字失諧率：扌字（動詞）比艸字（名詞）高 66.2%。
（四）簡帛通假字近音假借率：扌字（動詞）比艸字（名詞）高 16.8%。
四組數據顯示：動詞的語音活力顯著高於名詞、上古動詞擁有更多的語音變體。

我們設想，如果動詞、名詞的語音現象有明顯差異，那麼值得懷疑是形態。在形態豐富的語言中，

動詞的語音變體通常比名詞多，形態衰落後，它們保留在異讀中，表現為較高的異讀率，同時給諧聲、

假借帶來影響，表現為高失諧率、高近音假借率（從中古音角度觀察的話）。

二、檢測方法

下文假設並不知道是否存在形態，根據這條原則，通過檢測異讀率、諧聲失諧率、近音假借的差

①
有學者提出的漢語具有通過詞的組合、虛詞應用等來實現語法功能的「廣義形態」，文中不涉及這類形態。

②
潘悟雲，2000 年，《漢語歷史音韻學》123 頁，上海教育出版社。



古音小鏡（www.kaom.net）

2

異，探索形態是否存在，以及估測其規模。檢測方法有兩部分組成：

（一）找到識別詞性的有效字，即如何確定某字在上古是動詞還是名詞。

（二）量化不同詞性的語音敏感差異，觀察它們的差異。

對於（一），普通方法是直接採用古文獻的詞性信息，但漢字詞性經常動詞、名詞兼類，一字多

性，難以取捨。統計採用了「部件追蹤法」，用「扌」追蹤動詞，用「艸」追蹤名詞，主要考慮以下

兩方面：

（a）詞性指示性好。艸和扌不作聲符，只作形符，艸字大部分是和植物相關的名詞（如艾、芥、

芋、蔥等），扌字大部分是動詞（打、撫、推、掩等）。

（b）數量可觀，具備統計價值。《廣韻》數量排名前十的部件為：水、艸、木、扌、人、心、

口、金、言、蟲。艸排第二位，共 938 字，扌排第四位，共 554 字。

對文字部件艸和扌的識別，取自《廣韻》字形，不細究文字訛變。比如萬字，古文字原是蠍子象

形，上面的艸是蠍子的鉗足訛變而成，和植物沒有關係。這類訛變兩者都有一些，但數量很有限，不

影響統計結論。

對於（二），統計採用《廣韻》《集韻》異讀率、諧聲失諧率、戰國秦漢簡帛近音假借率三項，

覆蓋古音研究的三大材料。

三、統計結果

統計艸字和扌字所做的準備有：Unicode 擴展 A-F 區全部已編碼漢字的資料庫和輸入法，共 8.9
萬字

③
，其中艸字有 3513 個，扌字有 2282 個。完備的字音材料包括：《廣韻》全字表（含全部 2.53

萬電子字頭）、《集韻》全字表（含全部 5.38 萬電子字頭）、白于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全字表

（含全部 9655 對電子字頭）
④
、《廣韻》全部字聲符

⑤
。數據計算通過編程實現。

（一）異讀率對比

異讀即一字多音，《廣韻》《集韻》記錄了豐富的異讀，後者數量更多：

（1）艸部在《廣韻》中共有 938 字，一共記錄 1222 個字音，異讀率為：30.3%。
（2）扌部在《廣韻》中共有 554 字，一共記錄了 787 個字音，異讀率為：42.1%。
結論：在《廣韻》中，扌部的異讀率比艸部高出：38.9%（見表 1）。

（1）艸部在《集韻》中共有 1475 字，一共記錄了 2584 個字音，異讀率為：75.2%。
（2）扌部在《集韻》中共有 827 字，一共記錄了 1877 個字音，異讀率為：127%。
結論：在《集韻》中，扌部的異讀率比艸部高出：68.9%（見表 2）。

部件 廣韻音數（A） 廣韻字數（B） 廣韻異讀率（A-B）/A 異讀率比值（Y-X）/X

艸 1222 938 30.3% （X）
+ 38.9%

扌 787 554 42.1% （Y）

表 1：艸部和扌部《廣韻》異讀率比較

部件 集韻音數（A） 集韻字數（B） 集韻異讀率 （A-B）/A 異讀率比值（Y-X）/X

艸 2584 1475 75.2% （X）
+ 68.9%

扌 1877 827 127.0% （Y）

表 2：艸部和扌部《集韻》異讀率比較

③
網址：www.kaom.net/font.php。

④
文章中所用的《廣韻》《集韻》電子字頭和音韻信息參考「小學堂」公開資源，《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電子字頭參考「引得市」公開資源。

⑤
聲符分析主要依據鄭張尚芳《上古音系》和 Poem《聲形析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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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諧聲失諧率對比

失諧指形聲字和聲符不同音（包括聲調），比如「許」字與其聲符「午」不同音，失諧是站在中

古音的觀察，對比字音是《廣韻》音。如果該字是異讀，或其聲符是異讀，只要其中一個組合同音，

那麼就不算失諧。

（1）艸部在《廣韻》中共有 938 字，其中形聲字 906 個，這 906 個形聲字中，失諧 359 個，失

諧率為：359/906=39.6%，即平均每 100 個艸部形聲字，有 39.6 個字和聲符不同音。

（2）扌部在《廣韻》中共有 554 字，其中形聲字 550 個，這 550 個形聲字中，失諧 362 個，失

諧率為：362/550=65.8%，即平均每 100 個扌部形聲字，有 65.8 個字和聲符不同音。

結論：扌部的失諧率比艸部高出：66.2%（見表 3）。

部件 廣韻字數 諧聲字數（A） 失諧字數（B） 合諧字數 失諧率 B/A 失諧率比值（Y-X）/X

艸 938 906 359 547 39.6% （X）
+ 66.2%

扌 554 550 362 188 65.8% （Y）

表 3：艸部和扌部諧聲失諧率比較

（三）近音假借率對比

用 A 字的音寫 B 詞，稱為假借，如古文用「女」字寫第二人稱「汝」，簡帛用「昏」字寫問答的

「問」。如果 A 和 B 同音，那麼屬於同音假借，如果 A 和 B 不同音，那麼屬於近音假借。古音很遠，

一般不會發生假借。判斷同音假借還是近音假借，也是以中古音為依據，並不完全等同造字時的本貌。

假借在先秦很發達，是形聲字大量出現前最重要的造字方法。

統計採用的假借字來自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以下簡稱《簡帛》），是戰國秦漢出土

簡帛假借字最詳盡集成，共計 9655 對，其中借字、被借字都見於《廣韻》者有 6455 對，出土文字保

留了未經篡改的原始面貌。

（1）艸部在《簡帛》6455 對有效假借字中，共出現 516 對（不管是通假字，還是被通假字，只

要出現艸字都計入，下同），其中同音假借 196 對，近音假借 320 對，近音假借率為：320/516=62.0%。
（2）扌部在《簡帛》6455 對有效假借字中，共出現 362 對，其中同音假借 100 對，近音假借 262

對，近音假借率為：262/362=72.4%。
結論：扌字的近音假借率比艸字高出：16.8%（見表 4）。

部件 見於簡帛假借字數量（A）近音假借數量（B） 同音假借數量 近音假借率 B/A 近音假借率比值（Y-X）/X

艸 516 320 196 62.0% （X）
+ 16.8%

扌 362 262 100 72.4% （Y）

表 4：艸部和扌部簡帛近音假借率比較

四、解讀

統計顯示，動詞具有更多異讀，在形聲字中更容易發生失諧，在簡帛假借中更容易不同音，它們

為何會這樣？對三者的影響解釋如下：

（一）更多異讀。可能是動詞構詞功能的痕跡，在形態語言中，動詞的功能變體一般多於名詞。

（二）更多形聲字失諧。形聲字異讀增加，和聲符的對齊性就變差。

（三）更多近音假借。原理同失諧，也是審音性的，漢語的形態淡出後，一部分異讀被遺忘。

異讀、失諧、近音假借有多種成因，來自形態的層次可以由詞性檢測出來，它的特點是：詞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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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異讀率、失諧率、近音假借率也不同。

五、結語

最後打個補丁：以上結論的分析，尚未考慮漢字早期假借的影響，先秦假借很多是近音，會增加

異讀，如果艸、扌字兩者假借數量不平衡，會影響到對形態的判斷。

通過考察，早期艸字的假借範圍稍大於扌字，對上文的結論有利。比如，艸在上古較多假借為姓

氏、地名等專名，而扌很少假借給非動詞。《廣韻》中艸字借為姓氏的有「蔣、莉、藇、苴、莞、蓋、

蔄、薰、蔓、萭、芒、艾、蘆、葉」等，以上假借常帶來多音，而扌借為姓氏則很少。艸字多為植物，

古人喜聞樂見，借音用為姓氏、地名等專名的接受度高。扌字多為動作，假借為非動詞的接受度低。

使用統計方法，可以在不分析形態例子的實例下，探索形態，彌補例證法的不足。從 38.9%、66.2%、
16.8%三個很顯著的數值看，早期漢語形態豐富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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