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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务院公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是一个整合、完善多个原有汉字规范的

综合性国家汉字规范标准ꎬ异体字整理是其研制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ꎮ «字表»对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所收全部异体字进行了较为审慎的重新整理ꎬ具有重要意义ꎮ
但«字表»沿袭«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的某些做法ꎬ将个别完全不具备异体字条件的字

组确定为异体关系ꎬ对社会用字具有误导作用ꎮ 其异体字整理范围只限于«第一批异体

字整理表»已整理字ꎬ置很多客观存在的表外异体字于不顾ꎬ有回避问题之嫌ꎮ 这些问

题的存在不利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ꎬ应引起特别的注意ꎮ
〔关键词〕«通用规范汉字表»ꎻ异体字整理ꎻ存在问题

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织制定、国务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公布

的«通用规范汉字表» 〔１〕(下简称«字表»)是一个整合、完善多个原有汉字规范

的综合性国家汉字标准ꎬ是适应新形势下社会各领域汉字应用需要的重要规范ꎮ
异体字整理是«字表»研制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ꎬ«字表»对«第一批异体字

整理表»(下简称«一异表»)所收全部异体字进行了较为审慎的重新整理ꎬ确认

了«简化字总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等字表、文件对 ２６ 个原异体字的调整ꎬ另
外又收录了«一异表»中的 ４５ 个异体字ꎬ将上述两项中的 ２９ 字恢复为规范字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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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余 ４２ 字分化其用途ꎬ以诠注的方式说明使用范围ꎬ使之在特定用法上成为

规范字ꎮ 总的看ꎬ«字表»在«一异表»发布以来诸多调整的基础上对其所收异体

字进行重新整理ꎬ具有重要意义ꎮ 但同时也应看到ꎬ«字表»的异体字整理工作

还存在一些问题ꎬ特别是«字表»沿袭了«一异表»的某些做法ꎬ将个别完全不具

备异体字条件的字组确定为异体关系ꎬ对社会用字具有误导作用ꎮ 另外ꎬ«字
表»的异体字整理范围只限于«一异表»已整理字ꎬ置很多客观存在的表外异体

字于不顾ꎬ有回避问题之嫌ꎮ 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

化和标准化ꎬ应引起特别的注意ꎮ

一

«字表»沿袭«一异表»的某些不正确做法ꎬ将个别完全不具备异体字条件的

字确定为异体字ꎬ主要表现在«字表»所附«规范字与繁体字、异体字对照表»(下
简称«对照表»)上ꎮ «对照表说明»指出:“本表对«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进
行了调整ꎬ收录了 ７９４ 组共计 １０２３ 个异体字ꎮ” 〔２〕 这就等于确定了该 １０２３ 字与

其所对应规范字的异体关系ꎮ 但实则不然ꎬ这 ７９４ 组异体字中有十余组字是完

全不具备异体字条件的ꎮ 现以当今最具权威性的“古今兼收ꎬ源流并重”的大型

汉语辞书«汉语大字典»(第二版)(下简称«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下简称

«大词典»)以及国家语委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等为参照ꎬ择要列举如下:
如«字表»第 １２３０ 字“券”ꎬ«对照表»列有异体字“劵”ꎮ〔３〕 «大字典»“券”字

列有两个音项ꎬ其读 ｑｕàｎ 时的义项为:①古代用于买卖或债务的契据ꎮ ②凭证ꎻ
信物ꎮ ③票证ꎮ ④证据ꎻ保证ꎮ ⑤分(ｆèｎ)ꎮ 读 ｘｕàｎ(又读 ｑｕàｎ)时义为门窗、桥
梁等建筑成弧形的部分ꎮ 又叫“拱券”ꎮ〔４〕 “劵”则只有 ｊｕàｎ 一个音项ꎬ其义项

为:①疲劳ꎮ 后作“倦”ꎮ ②止ꎮ〔５〕«大词典»“券”亦列二音ꎬ然分立字目ꎮ 其“券
１”音 ｑｕàｎꎬ义项为:①契据ꎮ ②指币钞ꎮ ③契合ꎮ ④状写ꎬ描摹ꎮ ⑤比喻事情可

以成功的保证ꎮ “券 ２”音 ｘｕàｎ(又读 ｑｕàｎ)ꎬ义项为:①房屋、桥梁等建筑中砌成

中隆下垂的弧状部分ꎮ ②方言ꎮ 用身子撞ꎬ撑ꎮ〔６〕“劵”只 ｊｕàｎ 一音ꎬ释为“‘倦’
的古字ꎮ” 〔７〕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５７ 年出版的«汉语词典»是黎锦熙先生主持的原中国大辞典

编纂处所编 １９４７ 年版«国语辞典»的删节本ꎬ该词典较好地反映了民国时期的

用字情况和汉字规范情况ꎻ«现代汉语词典»(第 ６ 版) (下简称«现汉»)则集中

反映了当前的汉语汉字规范情况ꎮ «汉语词典» 〔８〕 和«现汉» 〔９〕 均只收“券”字ꎬ
并未将“劵”附列为“券”的异体字ꎮ

查“券”、“劵”二字古即有别ꎬ«说文刀部»:“券ꎬ契也ꎮ 从刀ꎬ声ꎮ” 〔１０〕

又«力部»:“劵ꎬ劳也ꎮ 从力ꎬ卷省声ꎮ”徐铉校注:“今俗作倦ꎬ义同ꎮ” 〔１１〕 “券”字
上古溪母元部去声ꎬ〔１２〕中古溪母願韵去声ꎬ«广韵願韵»去願切ꎻ〔１３〕 “劵”字上

古群母元部去声ꎬ〔１４〕中古群母線韵去声ꎬ«广韵線韵»渠卷切ꎮ〔１５〕 二字音形义

俱异ꎬ实非异体字ꎮ 梅膺祚«字汇刀部»“券”字下辨曰:“券下从刀ꎬ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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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ꎬ与劵字不同ꎮ 劵ꎬ古倦字ꎬ下从力ꎮ” 〔１６〕 «力部»“劵”字下亦辨曰:“劵与

券字异ꎬ券下从刀ꎮ” 〔１７〕

为进一步摸清“券”、“劵”二字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情况ꎬ我们利用国家语

委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和北京大学 ＣＣＬ 现代汉语语料库进行了全文检索ꎬ结果

发现:前者“券”字有 ９１ 条用例ꎬ而“劵”字为 ０ 条ꎮ〔１８〕 后者“券”字用例高达

３５７８２ 条 ５９６５８ 次ꎬ“劵”字用例 １４ 条 ２０ 次ꎬ这些“劵”字均同“券”ꎬ用为契据

义ꎮ〔１９〕然而问题是这 １４ 条用例中“券”、“劵”常同条互见ꎬ如第 ７ 条“(四)、有价

证劵债券的实现”、第 １４ 条“劵商损失很大ꎬ怎麽办ꎬ劵商就会对这些国债进行

炒作ꎮ 券商的钱用的是股民的钱”ꎮ 第 ７ 条在一句话中“证劵”用“劵”ꎬ“债
券”用“券”ꎻ第 １４ 条先是两个“劵商”ꎬ接着又是一个“券商”ꎮ 况且此中数字序

号“(四)”后再加顿号ꎬ简体字中杂糅繁体字“麽”ꎬ行文极不规范ꎬ其语料出处

可疑ꎮ 这些语料多无法查明出处ꎬ是源于文章著作还是网上的材料不得而知ꎬ北
京大学 ＣＣＬ 现代汉语语料库简介中指出:“ＣＣＬ 语料库仅供语言研究参考之用ꎮ
语料本身的正确性需要您自己加以核实ꎮ” 〔２０〕 可见据此难以证明“券”、“劵”为
异体关系ꎮ 我们认为ꎬ以“劵”为“券”之异体ꎬ当系形近而讹ꎮ

再如«字表»第 ４６７７ 字“谄”ꎬ«对照表»列有异体字“謟”ꎮ〔２１〕 «大字典» “谄
(諂)”音 ｃｈǎｎꎬ义为奉承ꎻ献媚ꎮ〔２２〕 “謟”则读 ｔāｏꎬ其义项为:①可疑ꎮ ②超越本

分ꎮ ③隐瞒ꎮ〔２３〕«大词典»“谄(諂)”亦音 ｃｈǎｎꎬ义项为:①奉承ꎻ献媚ꎮ ②见“谄
头”ꎮ〔２４〕(“谄头”即孱头ꎮ 懦弱不中用的人) 〔２５〕 “謟”音 ｔāｏꎬ其义项为:①疑惑ꎮ
②僭差ꎮ ③诞妄ꎮ ④隐讳ꎮ〔２６〕«汉语词典»亦“谄(諂)”、“謟”俱收ꎬ“谄”以注音

字母注 ｃｈǎｎ 音ꎬ释为“谓逢迎要结”ꎬ字目后括注一个异体字“讇”ꎮ〔２７〕 “謟”则以

注音字母注 ｔāｏ 音ꎬ释为“疑也”ꎮ〔２８〕 «现汉»只收“谄”字ꎬ未收“謟”字亦未将其

附列为“谄”之异体ꎮ〔２９〕国家语委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３０〕 和北京大学 ＣＣＬ 现代

汉语语料库〔３１〕均只检索到“谄”字而检索不到“謟”字ꎮ
查“谄”、“謟”二字古亦有别ꎬ«说文言部»:“讇ꎬ谀也ꎮ 从言ꎬ阎声ꎮ 谄

(諂)ꎬ讇或省ꎮ” 〔３２〕 «尔雅释诂下»:“謟ꎬ疑也ꎮ” 〔３３〕 “谄”字上古透母谈部上

声ꎬ〔３４〕中古彻母琰韵上声ꎬ«广韵琰韵»丑琰切ꎻ〔３５〕 “謟”字上古透母幽部平

声ꎬ〔３６〕中古透母豪韵平声ꎬ«广韵豪韵»土刀切ꎮ〔３７〕二字音义全然无关ꎬ亦非异

体字ꎮ 梅膺祚«字汇言部» “謟”字下辨曰:“謟从舀ꎬ与谄谀字不

同ꎮ” 〔３８〕故以“謟”为“谄”之异体ꎬ亦属形近而讹ꎮ
另如«字表»第 １５０８ 字“咱”ꎬ«对照表»列有异体字“倃”、“ ”ꎮ〔３９〕 «大字

典»“咱”列有四个音项ꎬ其读 ｚá 时的义项为:①代词ꎮ 表示第一人称ꎬ相当于

“我”ꎮ ②语气词ꎮ １. 用在祈使句末ꎬ表示祈使语气ꎬ相当于“吧”ꎮ ２. 用在陈述

句末ꎬ表示要做什么的语气ꎮ 读 ｚáｎ 时的义项为:①代词ꎮ 我们(包括听话人在

内)ꎮ ②方言ꎮ 我ꎮ ③助词ꎮ 用于人称代词后(多见于词曲)ꎮ 读 ｚǎ 时义为

“怎”ꎮ 读轻声 ｚɑｎ 时为方言ꎬ一般认为是“早晚”两字合音ꎮ〔４０〕 “倃”只有 ｊｉù 一

音ꎬ义为“毁谤”ꎮ〔４１〕“ ”则音 ǒｕꎬ同“呕”ꎮ〔４２〕 «大词典»只收“咱”ꎬ未收“倃”、
—８１１—

学术界 ２０１５. ２学术批评



“ ”二字ꎮ〔４３〕«汉语词典» 〔４４〕和«现汉» 〔４５〕亦均只收“咱”字ꎬ未将“倃”、“ ”附
列为异体字ꎮ 国家语委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４６〕 和北京大学 ＣＣＬ 现代汉语语料

库〔４７〕均只能检索到“咱”而检索不到“倃”、“ ”ꎮ
查“咱”与“倃”、“ ”二字古皆有别ꎬ“咱”字晚出ꎬ不见于«说文»ꎮ 金韩道

昭«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海口部»引«俗字背篇»:“俗称自己为咱”ꎮ〔４８〕明梅膺

祚«字汇口部»:“咱ꎬ我也ꎮ” 〔４９〕 «说文人部»:“倃ꎬ毁也ꎮ” 〔５０〕 «方言卷十

三»:“咎ꎬ谤也ꎮ”钱绎笺疏:“倃与咎并声义相同ꎮ” 〔５１〕 “ ”亦不见于«说
文»ꎬ«集韵厚韵»:“欧ꎬ«说文»:‘吐也’ꎮ 或作呕、 ꎮ” 〔５２〕 “咱”字上古未出ꎬ
中古从母曷韵入声ꎬ〔５３〕 «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海»引«俗字背篇»子葛切(今音

ｚá)ꎬ〔５４〕«字汇口部»庄加切(今音 ｚáｎ)ꎻ〔５５〕“倃”字上古群母幽部上声ꎬ中古群

母有韵上声ꎬ〔５６〕«广韵有韵»其九切ꎻ〔５７〕 “ ”字不见于上古ꎬ中古影母厚韵上

声ꎬ〔５８〕«集韵厚韵»於口切ꎮ〔５９〕由上可见ꎬ“倃”音 ｊｉùꎬ义为毁谤ꎻ“ ”音 ǒｕꎬ义
为呕吐ꎻ它们与“咱”音形义俱异ꎬ无法成为异体字ꎮ «一异表» «对照表»并将

“倃”、“ ”作为“咱”之异体ꎬ恐怕是因二字与“咱”之异体“偺”、“喒”形近而致

讹ꎮ
«一异表»的研制受时代历史条件的限制ꎬ收录了一些完全不具备异体字条

件的讹误“异体字”ꎬ其中既有形近而讹ꎬ又有同音而讹、音近而讹、同源而讹ꎬ甚
至有形音义俱无关联而讹为异体者ꎮ〔６０〕 从«对照表»所收异体字看ꎬ«字表»对

«一异表»中这些讹误的甄别是很不够的ꎮ «字表»是当今最新汉字规范标准ꎬ今
后字典辞书的编制与修订必然要以它为准ꎻ依据«对照表»ꎬ新编或修订的字典

辞书“券”字后就要括注出异体字“劵”ꎬ“谄”字后就要括注出异体字“謟”ꎬ“咱”
字后就要括注出异体字“倃”、“ ”ꎬ这样以讹传讹ꎬ必然会对社会用字造成误

导ꎮ

二

异体字整理工作与古老的汉字相生相伴ꎬ一起走过了几千年的历程ꎮ 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ꎬ先是于 １９５５ 年 １２ 月发布了«一异表»ꎻ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ꎬ中
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又编制了«第二批异体字整理表» (初稿)ꎻ１９６５ 年 １１ 月ꎬ中
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异体字整理组又编制了«异体字整理表» (修订稿)ꎻ１９７６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字组再编制了«第二次异体字整理表»(征求

意见稿)ꎮ 虽然«一异表»后的这三个字表国家有关部门均未正式发布ꎬ但这些

工作充分反映了建国以来汉字异体字整理工作的与时俱进ꎮ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ꎬ«通
用规范汉字表»的前身«规范汉字表»研制工作启动ꎬ«规范汉字表»对异体字的

整理工作同时展开ꎻ２００２ 年 ５ 月ꎬ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和教育部语言文

字应用研究所在江西井冈山召开了异体字问题学术研讨会ꎬ为«规范汉字表»进
一步整理异体字进行学术准备ꎻ２００５ 年 ２ 月ꎬ«规范汉字表»课题组组长张书岩

研究员发表了«‹规范汉字表›对异体字的确定»ꎬ论述了异体字的定义、«规范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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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表»对异体字的处理原则ꎬ介绍了«规范汉字表»对«一异表»的处理意见ꎻ〔６１〕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ꎬ«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ꎻ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ꎬ«通用规范汉字表»由国务院正式公布ꎮ 异体字整理工作贯穿于上述

各个阶段ꎬ但在各阶段的主导思想、整理原则和整理方法却不尽相同ꎮ 研制于建

国初期的«一异表»ꎬ主要目的是在汉字“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之前精简

汉字字数以方便当前使用ꎬ因此整理过程中过分强调从俗从简而忽略了从

“正”ꎬ整理范围局限于铸字铜模ꎬ整理方法则采用单一的取舍法ꎬ以致«一异表»
中存在着不少问题ꎮ〔６２〕«字表»为保持规范的一致性和延续性ꎬ其异体字整理工

作在«一异表»的基础上进行ꎬ这是完全正确的ꎮ 然其整理对象只限于«一异表»
已整理字ꎬ置很多客观存在的表外异体字于不顾ꎬ这就有违于科学性原则了ꎬ有
回避问题之嫌ꎮ 下面我们仍以«大字典»«大词典»以及相关语料库等为参照ꎬ择
要列举于下:

如«字表»第 ４００５ 字“炖” 〔６３〕不见于«对照表»ꎬ这就等于说“炖”字既无繁体

亦无异体ꎮ 但实际上它在现代与“燉”音义全同ꎬ当为异体关系ꎮ «大字典»
“炖”列有两个音项ꎬ其读 ｔúｎ 时的义项为:①有风而火盛貌ꎮ ②赤色ꎮ 读 ｄùｎ 时

的义项为:①把食物煨煮熟烂ꎮ ②把食物用碗盛着ꎬ放在水里加热ꎮ〔６４〕“燉”亦两

个音项ꎬ其读 ｔúｎ(又读 ｄūｎ) 〔６５〕时的义项为:①火盛貌ꎮ ②火色ꎮ 读 ｄùｎ 时的释

义为:同“炖”ꎮ 把食物煨煮烂熟ꎮ〔６６〕据«大字典»ꎬ虽二字的释义不尽相同ꎬ但结

合书证及词例看ꎬ二字确为音义全同的异体字ꎮ «大词典»“炖”亦列二音ꎬ分立

字目ꎮ 其“炖 １”音 ｔúｎꎬ风火炽盛貌ꎮ “炖 ２”音 ｄùｎꎬ义项为:①加水用文火煮使

熟烂ꎮ ②把东西盛在碗里ꎬ再把碗放在水里加热ꎮ〔６７〕“燉”则列四音项ꎬ皆分立字

目ꎮ 其“燉 １”音 ｔúｎꎬ火光ꎮ “燉 ２”音 ｄùｎꎬ义项为:①一种烹饪方法ꎮ 加水用文

火煮烂ꎮ ②隔水加热ꎮ ③烧(水)ꎮ “燉 ３”音 ｔūｎꎬ通“暾”ꎮ 暖ꎮ “燉 ４”音 ｄūｎꎬ
“燉煌”同“敦煌”ꎮ〔６８〕 据«大词典»ꎬ二字之第一音项ꎬ“燉”字之三、四音项皆为

古代用法ꎬ在讨论现代音义时可以忽略ꎻ二字之第二音项虽释义亦不尽相同ꎬ但
“燉”之义项③“烧(水)”系文中灵活义ꎬ完全可并入义项①②ꎬ故亦可定二字在

现代为音义全同之异体字ꎮ «汉语词典»“燉”以注音字母注 ｄùｎ 音ꎬ其义项为:
①隔汤煮物ꎬ如燉肉ꎮ ②器内盛水或汁液等ꎬ置炉上使温之谓ꎬ如燉酒、燉药ꎮ
“炖”亦以注音字母注 ｄùｎ 音ꎬ释曰:同燉○一(○一当作①)ꎮ〔６９〕据«汉语词典»ꎬ
民国时期“燉”可包孕“炖”ꎮ 然据语料库等核查ꎬ二字当音义全同ꎮ «现汉»则
以“炖”为单字条目ꎬ“燉”作为异体字附列其后ꎮ 只标注 ｄùｎ 音ꎬ其释义为:〔动〕
①烹调方法ꎬ加水烧开后用文火久煮使烂熟(多用于肉类)ꎮ ②把东西盛在碗

里ꎬ再把碗放在水里加热ꎮ〔７０〕可见«现汉»亦认为二字为音义全同之异体字ꎮ
再看二字在语料库中的检索情况ꎮ 在国家语委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中

“炖”有 ３８ 条用例ꎬ“燉”有 ２ 条用例ꎻ〔７１〕 在北京大学 ＣＣＬ 现代汉语语料库中

“炖”有 １７８４ 条用例ꎬ“燉”有 １５ 条(１８ 处)用例ꎮ〔７２〕 各例均为现代常见用法ꎬ此
亦可证“炖”、“燉”在现代为音义全同之异体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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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看其古代用法ꎮ “炖”、“燉”二字均不见于«说文»ꎬ«方言卷十三»:
“炖ꎬ赫也ꎮ”郭璞注:“皆火盛炽之貌”ꎮ〔７３〕 «玉篇火部»:“炖ꎬ风与火也ꎮ 赤色

也ꎮ” 〔７４〕«集韵魂韵»:“炖ꎬ风而火盛皃ꎮ” 〔７５〕 又“炖ꎬ火盛皃ꎮ” 〔７６〕 又«混韵»:
“炖ꎬ火盛皃ꎮ” 〔７７〕 «玉篇火部»:“燉ꎬ火盛皃ꎮ” 〔７８〕 «广韵魂韵»: “燉ꎬ火
色ꎮ” 〔７９〕又:“燉ꎬ火炽ꎮ 又燉煌郡ꎮ 燉ꎬ火煌盛也ꎮ” 〔８０〕 “炖”字中古定母(又透

母)魂韵平声ꎬ〔８１〕«集韵魂韵»他昆切(透母ꎬ今音 ｔūｎ)又徒浑切(定母ꎬ今音

ｔúｎ)ꎻ〔８２〕又定母混韵上声ꎬ«集韵混韵»杜本切(今音 ｄùｎ)ꎮ〔８３〕 “燉”字中古亦

定母(又透母)魂韵平声ꎬ〔８４〕«广韵魂韵»他昆切(透母ꎬ今音 ｔūｎ)又徒浑切(定
母ꎬ今音 ｔúｎ)ꎻ〔８５〕又定母混韵上声(或定母慁韵去声)ꎬ丁声树«古今字音对照手

册»将其附列于徒损切、徒困切(今俱读 ｄùｎ)之下ꎮ〔８６〕

从古代用法看ꎬ二字中古即同音ꎬ在平声音项下意义亦完全相同ꎮ 其仄声音

项本亦同平声义ꎬ至近代方产生炖煮义ꎮ 至于“燉”通“暾”ꎬ系通假义ꎻ“燉煌”
同“敦煌”ꎬ系古代之异形复音词ꎮ 二者皆为“燉”之特殊用法ꎬ其存在不会改变

“炖”、“燉”二字古今音义全同的基本事实ꎮ
再如«字表»第 １６５ 字“为”ꎬ«对照表»中无异体字ꎮ〔８７〕 其实“为”的繁体

“爲”有一个很常见的异体字“為”ꎮ «大字典» “为”的释义极简:“‘爲’的简化

字ꎮ” 〔８８〕“爲”字下详释音义ꎬ列有两个音项ꎮ 其读 ｗéｉ 时的义项有:①制作ꎻ创
作ꎮ ②治理ꎮ (计 ２４ 个ꎬ余略)ꎮ 读 ｗèｉ 时的义项有:①佑助ꎻ帮助ꎮ ②副

词ꎮ 将ꎮ (计 ４ 个ꎬ余略)ꎮ〔８９〕“為”的释义亦十分简单:“同‘爲’ꎮ «玉篇
爪部»:‘爲ꎬ俗作為ꎮ’按:今‘為’字通行ꎮ” 〔９０〕 «大词典» “为”的释义同«大字

典»:“‘爲’的简化字ꎮ” 〔９１〕“爲”字下亦列二音ꎬ分立字目ꎮ 其“爲 １”音 ｗéｉꎬ义项

有:①做ꎻ干ꎮ ②造作ꎻ制作ꎮ (计 ３４ 个ꎬ余略)ꎮ “爲 ２”音 ｗèｉꎬ义项为:①
帮助ꎮ ②介词ꎮ (计 ５ 个ꎬ余略)ꎮ 各音项下均括注简化字“为”ꎮ〔９２〕 “為”的
释义更简单:“同‘爲’ꎮ” 〔９３〕可见«大字典»«大词典»均认为“为”、“爲”、“為”音
义完全相同ꎮ «汉语词典»以“爲”为字目ꎬ以注音字母注 ｗéｉ、ｗèｉ 二音ꎬ按音序分

列两处ꎬ两处“爲”下均括注“為”、“为”二字ꎮ〔９４〕 «现汉»则以“为”为单字条目ꎬ
其 ｗéｉ 音之“为 １”“为 ２”“为 ３”“为 ４”、〔９５〕ｗèｉ 音之“为”下均括注“爲”“為”二
字ꎬ〔９６〕可见«汉语词典»«现汉»亦认为“为”、“爲”、“為”音义完全相同ꎮ

再看“为”、“爲”、“為”三字在语料库中的检索情况ꎮ 在国家语委现代汉语

平衡语料库中“为”有 ２９２６５ 条用例ꎬ“爲”、“為”均为 ０ 条ꎻ〔９７〕 在北京大学 ＣＣＬ
现代汉语语料库中“为”有 １７９４０３５ 条用例ꎬ“爲”有 ２９ 条ꎬ“為”有 ２３３ 条ꎬ各例

皆为常见用法ꎮ〔９８〕 国家语委现代汉语语料库主要为规范简体字语料ꎬ故不见

“爲”、“為”二字ꎻ而北京大学 ＣＣＬ 现代汉语语料库有繁体字语料ꎬ故三字均可

检索到ꎮ 且从北京大学语料库可见ꎬ“為”虽为“爲”之后起俗字ꎬ然使用频率却

高于“爲”ꎮ 此亦可证«大字典»“為”字下按语“今‘為’字通行”是可信的ꎮ
另看其古代用法ꎮ “爲”字见于甲骨文、金文ꎬ«说文爪部»:“爲ꎬ母猴

也ꎮ” 〔９９〕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据甲骨文字形案曰:“(爲)从爪ꎬ从象ꎬ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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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母猴之状ꎬ卜辞作手牵象形ꎬ意古者役象以助劳ꎮ” 〔１００〕 罗说是ꎬ故其本义

当为做、干ꎮ “為”字后出ꎬ«玉篇爪部»:“«尔雅»曰:‘造、作ꎬ爲也ꎮ’俗作

為ꎮ” 〔１０１〕«广韵支韵»:“為ꎬ俗(爲)ꎮ” 〔１０２〕 “为”系草书楷化字形ꎬ汉代居延简、
敦煌简中即大量出现ꎬ１９３５ 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第一批简体字表»亦
收录了“为”字ꎮ〔１０３〕 查“爲”字上古匣母歌部平声ꎬ〔１０４〕 “爲”、“為”中古均云母

(喻三)支韵平声又云母(喻三)寘韵去声ꎬ«广韵支韵»薳支切(今音 ｗéｉ)ꎬ〔１０５〕

又«寘韵»于伪切(今音 ｗèｉ)ꎬ〔１０６〕 可见“为”、“爲”、“為”自古至今音义完全相

同ꎮ
还有一种情况是ꎬ某些古代常用字后来字形分化ꎬ分化字分走了古本字的部

分音义ꎮ 在这部分音项义项上ꎬ后起分化字和古本字实存在异体关系ꎮ 由于

«一异表»对这类字处理不一ꎬ或视为异体字ꎬ或未予沟通关系ꎻ而«字表»有时不

加甄别地承袭«一异表»ꎬ同样容易造成混乱ꎮ 如«字表»第 ８４７ 字“间”ꎬ«对照

表»收繁体字“間”ꎬ无异体字ꎻ而第 ８４６ 字“闲”ꎬ«对照表»收繁体字“閑”ꎬ又收

异体字 “閒”ꎮ〔１０７〕 按 “閒” 本义为缝隙ꎬ空隙ꎬ «说文门部»: “閒ꎬ隟 (隙)
也ꎮ” 〔１０８〕音 ｊｉàｎꎮ 引申为间隔、隔阂、间杂、间谍等义ꎬ皆读 ｊｉàｎꎮ 又引申为中间、
量词间等义ꎬ音 ｊｉāｎꎮ 还引申为空闲、空阔宽大等义ꎬ音 ｘｉáｎꎮ 一个“閒”字记录

多音多义ꎬ容易发生混淆ꎬ于是字形分化ꎬ用后起的“間”字记录 ｊｉāｎ 音、ｊｉàｎ 音诸

义ꎬ后简化为“间”ꎮ ｘｉáｎ 音诸义仍由“閒”字记录ꎮ “閑”的本义为木栅栏ꎬ«说
文门部»:“閑ꎬ闌也ꎮ” 〔１０９〕 音 ｘｉáｎꎮ 因其与记录闲暇的“閒” 同音ꎬ古常通

“閒”ꎬ表闲暇、空闲义ꎮ 后«一异表»将借字“閑”确定为选用字ꎬ将本字“閒”作
为异体字淘汰ꎮ 简化汉字时亦将错就错ꎬ闲暇、空闲义未据本字“閒”简化ꎬ而据

借字“閑”简化为“闲”ꎬ并成为规范字ꎮ «字表»因循«一异表»ꎬ以“闲”为规范

字ꎬ在«对照表» 中收繁体字 “閑” 和异体字 “閒”ꎮ 由于 «一异表» 只将 “閑

(闲)”、“閒”视为异体而未将“間(间)”、“閒”同样处理为异体关系ꎬ所以前些年

计算机繁简转换时常将本当转换为“间”的“閒”径转为“闲”ꎬ以致某些著名高

校编印的«古代汉语»教材都将清代朴学大师孙诒让的«墨子閒(间)诂»印成了

«墨子闲诂»ꎮ 据孙诒让«墨子閒诂自序»:“閒者ꎬ发其疑啎ꎻ诂者ꎬ正其训

释ꎮ” 〔１１０〕可知此“閒”与“闲”字了不相涉ꎮ 按此“閒”实取义于“间杂”ꎬ“閒诂”
就是夹注ꎬ即哪儿有问题就在哪儿作注ꎮ 可见此“閒”当简作“间( ｊｉàｎ)”ꎮ 而编

印者将“閒诂”简作“闲诂”ꎬ成了闲暇无事而作诂ꎬ大乖原义ꎮ 查国家语委现代

汉语平衡语料库中“閒”有 ２ 条用例ꎬ其中 １ 例用同“間(间)”ꎻ〔１１１〕 北京大学

ＣＣＬ 现代汉语语料库中“閒”有 ５２ 条用例ꎬ其中用同“間(间)”者 １６ 例ꎮ〔１１２〕 «大
字典» 〔１１３〕、«大词典» 〔１１４〕、«汉语词典» 〔１１５〕 和«现汉» 〔１１６〕 均已沟通了“间(間)”、
“閒”二字的异体关系ꎬ今«字表»反倒不加甄别地因袭«一异表»ꎬ实属不当ꎮ

三

«一异表»是«字表»公布前新中国汉字异体字整理方面的惟一标准ꎬ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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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精简汉字字数和规范汉字形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ꎻ但是ꎬ由于主客观多方

面的原因ꎬ«一异表»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ꎮ 现在«一异表»发布已近 ６０ 年ꎬ社会

语言生活、关涉语言文字的科学技术和人们对语言文字的需求均已发生了巨大

变化ꎮ «字表»作为国家最新汉字规范标准ꎬ其异体字整理仅仅在«一异表»的基

础上甄别取舍是远远不够的ꎬ更何况这种甄别取舍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我们建

议ꎬ对于«字表»所附«对照表»中的“券”与“劵”、“谄”与“謟”、“咱”与“倃”
“ ”等非异体字ꎬ应重新甄别审视ꎬ尽快予以删除ꎬ以免对社会用字造成误导ꎬ
给古籍阅读和两岸四地的交际交流带来干扰ꎮ 对于«一异表»尚未收录ꎬ而现代

社会用字中又确实存在的异体字ꎬ如“炖”与“燉”、“为(爲)”与“為”、“间(間)”
与“閒”等ꎬ应尽快整理ꎬ在«字表»所附«对照表»中予以补充ꎮ

异体字问题错综复杂ꎬ异体字整理工作任重道远ꎮ «字表»的异体字整理工

作除上述问题外ꎬ还有将某些交叉“异体字”、异体字包孕选用字的包孕异体字

混同于一般异体字等情况ꎮ 对此ꎬ我们将另文详述ꎮ

注释:
〔１〕据«国务院关于公布‹通用规范汉字表›的通知»ꎬ«通用规范汉字表»的公布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ꎬ但其在中央政府门户网站的实际公布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ꎮ
〔２〕〔３〕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织制定:«通用规范汉字表»ꎬ北京:语文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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