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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谈汉字文化知识在中职文言文

通假字教学中的渗入 ①

罗勇新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广东 佛山５２８３０５）

摘　要：中职学生语文基础较差，文言文中通假字现象更是空白多。在通假字辅导教学中，以一部分通假字的文化
演变知识作为切入点，有意识渗入一点汉字文化知识，既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还能提高学

生的文化素养。以“矢”通“屎”、“生”通“性”、“有”通“又”、“太”通“大”、“文”通“纹”等通假现象及其演变过程为例进

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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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以下简称中职）的
生源比例已基本持平。随着国家对中职学生免学费政策

的出台，初中毕业就读职业高中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一

政策的落实，于国于民都是一件大好事：因材施教，促进

社会的和谐发展；大量训练有素的技术人才加入生产行

列，促进企业的平衡发展；个人就业率明显提高，促进个

体的健康发展。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达，社

会对技术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中职学历已不能很好地

满足高科技含量的岗位要求。相当数量的学生也不满足

于中职文凭，希望能进高一级职业院校深造。因此，中职

学生毕业后，分流成两部分：一部分直接就业进入生产

线；一部分参加高考，继续深造，就读高一级的职业院校。

近年来，选择参加高职高考继续深造的中职学生越来

越多。

众所周知，就当前高中阶段的生源来看，文化成绩好

的学生入读普通高中，文化成绩偏低的学生，才就读职业

高中。通常，中职学生在高一、高二期间并未明确毕业后

的去向，也就没把大量的时间和主要的精力投入到文化

学习方面；等到学生高三决定参加高考时，他们原本入校

成绩就低的文化科目基础知识错漏百出，空白很多，仅靠

高三一年的时间来突击与填补，要达到高考合格的水平，

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作为高考必考科目的语文，学生学

好它需要一个累积的过程，而中职学生的语文知识原本

基础就差，高一高二时的学习又几乎中断，知识空白多，

特别在文言文模块里，空白更多。通假字是我国古书的

用字现象之一，属文言文模块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知识点。

学生在阅读文言文的过程中，如果没有通假字意识，不懂

通假现象，肯定是困难重重。

通假字主要从字音的角度来理解，但并非音同音近

就可以通假，特别是某字与某字通假是固定的，似乎没道

理可讲，如“蚤”通“早”，却不可以说通“澡、枣”。一般认

为这种情况主要靠学生死记硬背来解决，很是枯燥；但其

实不然，某字与某字通假之所以固定，其背后是以汉字演

变的文化知识为根据的。基于以上情况，在中职语文高

考辅导教学中，以一部分通假字的文化演变知识作为切

入点，渗入一点汉字文化知识，既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又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还能提高学生的文化素

养。下面以几个通假字为例。

１　“矢”通“屎”
语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廉将军虽老，尚善

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句中“矢”通“屎”，名词。

从字面来看，“矢”与“屎”除了读音相同，意义上似乎

是八杆子打不到一块儿，貌乎是一个明显的别字，怎么知

道这是一对通假字？如果我们从“矢”字的文化演变过程

来看，就大有讲头了：“矢”是个象形字，甲骨文写作，其字

形像一支正在弦上的箭，有着尖利的锋头、平衡的旋尾。

《说文解字》的解释是：矢，弓弩发射的箭矢［１］４５８。由此可

以看出，在造字之始，“矢”的本义就是“箭”。成语“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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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矢”，就是对准箭靶子放箭的意思。“矢”与“屎”的通

假现象，则要理顺这样的文化思维演变过程：先民生活在

狩猎阶段时，比如一箭射出，射死一只鹿，鹿在死前奋力

挣扎，并吓出一摊屎来，此时，由“矢”到“屎”就是很自然

的现象了；再联想到人也是如此，有的人胆小，情急被吓，

难免会大小便失禁。先秦及更前时期文字少，书写又极

不方便，将同音而意义又极相关联的“屎”假借成“矢”，就

理所当然了。

２　“生”通“性”
语见《劝学》：“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句中

“生”通“性”，名词。

生，甲骨文写作，像小草从地下生长出来，冒出地面，

象征生出、生育的意思。由此，便引申为氏族所由生的始

祖；“生”再与“产”互训，“产”与“生”同义复合连用，作

“产生”或“生产”解，如马王堆汉墓帛书《胎产书》中“我

欲殖人产子，何如而有？”其中的“产”就是“生”，就是“生

产”，就是“生殖”的意思。而人的孕育、出生是性活动的

结果，所以，“生”就通“性”了。这在先秦典籍里很普遍，

《周礼？地官？大司徒》就有“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

生”，这里的“生”就通性事的“性”。清徐灏就说：“生，古

性字，书传往往通用。”

３　“有”通“又”
语出《劝学》：“虽有槁暴，不复挺者，?使之然

也。”［２］１４７句中“有”通“又”，副词。

“有”怎么通“又”了呢？原来，“有”的篆书是从又持

肉，就是右手抓肉来吃。“或谓古者未知稼穑，食鸟兽之

肉，故从又持肉为‘有’也。”（徐灏《说文解字注笺》）是说

我们的先民在不懂种植时期，以抓到的鸟兽的肉为食，

有，就是表示抓到了鸟兽的肉，有吃的了。这种吃肉就是

有、好的意思，到了现在，居住在大漠、草原上的民族仍然

有保留，他们还以食肉为主，吃肉是天天有的事。例如新

疆的“手抓羊肉”，就是用手抓着羊肉来吃，是他们每天必

做的事，是常有之事。而吃上地道的“手抓羊肉”，也是去

新疆旅游的游客所津津乐道的。

那为什么“又”是“右”呢？原来“又”是个象形字，其

甲骨文就是伸手要抓的右手的形状。如此，在古代造字

不多书写困难的情况下，“又”通“右”再通“有”，就不难

理解了。

４　“太”通“大”
语出《资治通鉴》：“死者太半。”

“大”，甲骨文写作，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形。在我国

传统哲学思想里，天地人三才，天大地大人亦大。天地间

站立的正面的人就是大了。大，作为一个常用字，可以单

独成词，表达一个完整的意义，也可以与其他字组成词，

表达丰富的意义。“大”在历来的字书、词典中，都被视为

“小之对”，也就是小的反义词。而这个意义，在随后的文

献中被改用“太”和“少”表示，例如甲骨文的“大牢”“小

牢”，文献中就称为“太牢”“少牢”；《左传》中的“大子”后

来就写作“太子”。“太”字的出现大约不会早于战国初。

所以，古书中，“大”“太”不分，甚至，远古时期就没有

“太”只有“大”，“太”字的出现，不过是取“大”的与小相

对的意义项而已。了解了这些，“太”通“大”就不难理解

了。其实“大”在古汉语中还与尊、崇、王、皇、广、美同义，

在此，不作展开。

５　“文”通“纹”
语出《活板》：“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文同

“纹”；纹路，纹理，名词。

“文”字，甲骨文写作，是一些线条的交叉。《说文解

字》是这样解释的：“文，错画也，象交文，凡文之属皆从

文。”［１］８１４意思是说，“文”像用线条绘成的花纹。《易？系

传》说“物相杂，故曰文”，就是说，“文”生于不同“物”的

相杂。《文心雕龙》指出“文”就是“文采”，“天文”就是天

上的“文采”，“地文”就是地上的“文采”，“人文”就是人

类有秩序的创造。从以上所说可见，“文”字其本义就是

指各色交错的纹理，由此，“文”通“纹”就顺理成章了。

６　结　语
诸如以上所举之例，每对通假字之间都蕴含着一个

漫长而复杂的人类文化演变过程。只要我们细心考证，

诸多的通假字都能穷其源究其理，明白其通用假借的来

龙去脉，体会其通假的妙趣，而不必死记硬背，更不会因

通假现象而阻碍文言文的阅读理解与析题解答。

汉字，是人类最古老、最系统的文字之一，又是极富

形象的文字，一个个方块字就是一个个魔方，凝结、突显

着华夏文化的种种奥秘，记录着我国民族的文明发展历

程，昭示着人类生存发展的智慧。汉字形体的沿革与演

变，是一部鲜活的令人感动的历史。在中职高考语文复

习教学中，渗入一点汉字文化知识，让学生学习和掌握文

言文中的通假现象，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学生语文学习兴

趣，扫清文言文阅读障碍，在高职高考中取得好的成绩，

还能为学生打下一点汉字文化知识基础，树立民族自豪

感，培养热爱、保护和承传祖国优秀历史文化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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