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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字从构字和字义上承载反映了古人的思想和文化，对《说文解字·人部》中的“人”部字进行研究，

有利于从中探寻古人对人自身的理解。因此本文从“对人的基本认识与人本思想”“人人关系”“天人

关系”和“人鬼关系”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力图从汉字的角度探索我国古人对“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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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characters reflect the thoughts and culture of the ancients in terms of their structure and 
meaning. The study of the character “Ren” in Shuo Wen Jie Zi·Ren Bu is helpful to explore the an-
cients’ understanding of huma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ancient Chinese under-
standing of “m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four aspects of “basic under-
standing of man and humanis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human”, “sky-man r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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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hip”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g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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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思维离不开语言，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同时也记录着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和成果。文字帮助人类摆脱

语言的时空限制，无论从造字、语义、语音等角度，都在一定程度上记载了人类对事物的认识过程、价

值观念和文化成果，而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代表，更能从汉字的原始字形探寻出古人对不同事物的最初

认识以及所引申出的文化。 
一切文明的产生源于人类对自身和周围的事物开始思考和探索。《说文解字》中“人”部字共收字

245 个，重文 14 个，是《说文解字》中收录字数最多的部首之一，所收录的“人”部字有语义为人的品

格、性格、动作、行为、体态、相貌、姓氏、种族、职业等等。通过对“人”部字研究，可以探寻我国

早期的人本精神和思想文化，古人以人为中心，围绕人本身作出了由内而外的广泛探索，并用文字记录

下从人自身行为、相貌到人与人、人与天、人与鬼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2. 对“人”的基本认识与人本思想 

“人”字的本义和围绕“人”的造字体现了古人以人为本的精神和思想。 

2.1. 人——自我觉醒与万物中心 

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此籀文，象臂胫之形，凡人之属皆从人[1]。 
《说文·人部》开篇第一个字便是“人”，“人”为象形字，《说文》中许慎指出“人”是臂胫之

形，说明人类在造字之处对人的认识是从事物的表象、外形开始的。然而在《说文》中许慎指出人是“天

地之性最贵者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解释人为“礼运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

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按禽兽草木皆

天地所生。而不得为天地之心。惟人为天地之心。故天地之生此为极贵”[2]。可见古人对自身的认识不

只停留在外观上，而是认识到人自身的独特性，自觉地将人与“禽兽”“草木”区分开，反映了一定的

主体意识；认为人是“天地之性最贵者”，实际上是“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是自然的改造者”“人

是社会的创造者”观念的萌芽。 

2.2. “人”部字构型的人本思想 

《说文·人部》中收录的大量文字是古人“观物取象”的结果，姜亮夫先生在《古文字学》一书中

说“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人(更确切一点说，是从人的身体全部)出发的。一切物质的存在，是从人的眼

所见、耳所闻、手所触、鼻所嗅、舌所尝出发的(而尤以‘见’为重要)。……总之，它是从人看实物；以

人的官能看事物”[3]。古人在造字时十分重视自身的直觉体验，诸如视觉、触觉、味觉、听觉等等，再

根据自身的主观体验而创作出文字，因而早期的汉字多数从人出发，与人的主观感受息息相关，在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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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型上与“人”有密切联系[4]。例如： 
併，並也。从人并聲[1]。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指出“竝者，併也”[2]，“竝”的甲骨文字形为 ，如同两个人并列站在

一起，因此作合并义。这是古人从视觉主观感受出发，由具象的画面抽象出“合并”的语义。 
在听觉的角度，描述人声音的字在《说文·人部》中共有 3 个，分别是“僁、倄、侉”，通过“悉、

肴、夸”拟声，描摹了人“小声呻吟”、“大声痛呼”、“疲惫哀叹”的声音。 
另外，古代丈量长度单位也与人相关。 
仞，伸臂一寻，八尺。从人刃声[1]。 
一仞即为人张开双臂的长度，同时，还有许多并未收录在《说文·人部》的丈量单位同样与人相关，

《说文·尺部》：“周制，寸、尺、咫、寻、常、仞诸度量，皆以人之体为法”[1]。这说明在早期古人

还没有度量工具时都以“身为度”，反映了古人从主观到客观的探索。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字体从人的器官角度反映了人的不同动作：“企、付、偭、偁、俔”。“止”

“寸”“面”“爫”“目”这五个字反映动作发出的器官，直观地表现了这些人发出动作时的模样。 
在描述人的情绪、外貌和性格这些较为抽象的事物时，往往无法从直接体验中得出，而是通过借用

其他事物作比喻或假借其他字与“人”部组合得出。 
傛，不安也。从人容声[1]。 
《段注》：“不安也。与水波溶溶意义略同。皆动汤儿也”，人不安的情绪是无形的，因而古人以

水波荡漾的样子形容为人内心动荡不安的情绪，用具象的画面表现抽象的含义，体现了古人的造字智慧，

同样反映了古人主体意识对客观环境的探索和认识。 
僔，聚也。从人尊聲。《詩》曰：“僔沓背僧”[1]。 
“僔”为形声字，声符“尊”有“聚合”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小雅十月之交》曰：‘噂

沓背憎。’传曰：‘噂犹噂噂，沓犹沓沓。’笺云：‘蹲蹲沓沓，相对谈语’”[2]。许慎在《说文·口

部》指出“噂，聚语也”[2]，由喧闹的声音引申到有聚合之义，因而借“尊”字加上“人”部意为“聚

人”。 
佻，愉也。从人兆声。《诗》曰：“视民不佻”[1]。 
“佻”指人轻薄、浅薄，“兆”声符隐含轻、疾之意，《说文·走部》中“趒，雀行也”[1]，指如

同麻雀一般两只脚同时离地跳跃着行走。因此是借用“兆”给人的具象感受表现人的浅薄、轻薄的抽象

行为和性格。 
诸如此类的“人”部字还有许多，有“俶、僷、儠、倞”等等。 

2.3. “人”部字所指中的人本思想 

“人”部字所指的内容具有极强的社会属性，几乎包含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展现了古人丰

富的社会文化生活，这同样是人本思想的重要表现。 
对人的描述立体丰满，包含了内外两个层面，有人内在的性格、情绪(倓、便、倭、僓、伿、佁、佝

等)；也有外在的行为、动作、外貌、体态等等(侨、俟、仜、伛、偻、偾、僵、仆、偃等)。不仅如此，

语义还有好与坏、善与恶之分，也有中性语义。根据人的不同年龄阶段，用不同的字加以区分(僮、倪)。
不论从字的数量和内涵的广度来看，都充分体现了古人对自身的关注和思考。 

体现丰富的社会生活、多样的文化习俗和较为完善的社会层次。《说文·人部》中围绕人的社会生

活也收录了不少文字，有社会身份(优、儒、俾、伃、佚等)、不同民族群体(僰、侥)、亲属关系(侪、侔、

佋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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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仢(星宿名)”“仚(神仙)”“偶(木偶)”等字还反映了古人对人以外宇宙、事物的认识

和探索，以“人”为部，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人本思想。 

3. 人人关系 

前文从“人”本义、构字和所指三个方面较为宏观地探讨了“人”部字所蕴含的人本思想，说明古

人对“人”的认识是围绕人本身，以人为中心展开的。因此从内而外我们基本可以从人人关系、天人关

系、人鬼关系三个方面分析古人对“人”的认识和理解。 

3.1. 角色关系——高低尊卑的等级及儒家人伦思想 

古人将人与客观事物进行区分，同时也在人类群体内部作出了不同的区分，形成了等级森严的社会

制度，这不仅是古代社会制度文化的产物，更是人们对人的认识探索的产物。 
代表人与人关系的“倫”字，义为“辈也”，《段注》：“凡人之思必依其理，伦、论字皆以仑会

意”[2]，“仑”字如同简册编排形状整齐编排在一起，暗含“有条理”之义。这表明古代社会等级分明，

秩序井然，人人各司其职，儒家人伦思想也有所体现。 
亲属关系内部根据长幼、家族排行有不同称谓。家族中长幼有序，以长为尊，按照年龄和辈分有严

格的身份划分，例如长者为“伯(长也，从人白声)”，次子为“仲(中也，从人从中，中亦声)”，同辈之

间为“侪(等辈也，从人，齐声)”，齐义为如同禾麦一般整齐，“侪”表明同辈之间地位是平齐一致的。

可以看出，在家族中，一个人拥有的地位和权利往往与其辈份密切相关，即便是年龄相仿、能力更胜，

但在家族排行上处于较次位那么其地位也会随之降低。 
社会中人从事的职业有称谓区分，也有等级高低之分。《说文·人部》收录了指代乐人(优、伶、倡、

俳、伎)、侠士(俜)、奴仆(俾)、妇官(伃)、隐士(佚)等职业的文字。根据部内排序(见表 1)，可以看出指代

乐人的“优、伶、倡、俳、伎”都排在了人部较后的位置，同指代奴婢的“俾”位置临近，这恰恰反映

出当时古人轻乐的文化现象，也反映了在古人心中不同职业之间是有高低贵贱区别的[5]。 
 
Table 1. Ranking of occupational categories 
表 1. 职业类排序 

字 人 伃 俜 优 俾 伶 伎 倡 俳 佚 

字序 1 23 110 141 148 153 182 190 191 194 
 

再者，《说文·人部》中礼法相关文字也体现了人的不同等级： 
儐，导也。从人賓声[1]。 
《段注》：“导者、导引也。周礼与仪注曰。出接賓曰擯。聘礼。乡为上擯。大夫为承擯。士为绍

擯”[2]。对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宾客礼仪，“礼”是儒家的人伦思想的重要外在表现。 
角色和关系密不可分，不同的角色在社会关系中承担着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因而这些文字充分展现

了古代的家庭关系、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体现出古代社会以亲属血缘为基础、以人伦等级为中心、以

“礼”为重要外在表现的儒家人伦思想，用文字向后人呈现了一个层次立体、秩序井然的古代社会。 

3.2. 待人——古人的审美观 

敬仰外形高大且拥有强健体魄的人。在《说文·人部》中收录的关于人美丽体貌的文字共有 31 个，

而形容人高大强健的字就有 19 个： 
高大：侨俟侗俣仜倬伴俺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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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健：健倞僴仡佶佖伾儦傓侁。 
说明古人赞扬外形高大且体格强壮的人，这与社会文明演进的自然规律有必然联系，从蒙昧社会走

向文明社会，在战胜自然的过程中，拥有强健体格的人自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受到族人的尊重和推崇，

因而不论是过去还是如今，联想到英雄时总是体格强健外形高大的，这种英雄主义审美观一直延续到现

在。 
尊崇善良、有智慧且待人友好的人。在古代社会中强调人要为“仁”，“仁”作为道德含义极广、

分量极重的一个字，在《说文·人部》中被放在描述人内在特征的首位。“仁，亲也。从人从二”[1]，
《段注》：“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谓能行仁恩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谓仁乃是人之所以爲心

也”[2]，这体现了“仁者，爱人”的思想，人要善良博爱，待人要施恩行仁。除了“仁”字《说文·人

部》还收录了“俶、价”，《六书疏证》释“淑”为“清湛”，引申为“善义”，又有人认为“俶”是

取自“叔”隐含的安静义，而不论哪种解释“俶”的善义都是指人内心纯净平和，举止得体。《说文·人

部》收录了“俊、杰、儇、份、偲”五个指代智慧的文字，其中“偲，彊力也”，《论语》有“朋友切

切偲偲”，自身有智慧才能还不够，要达到更高的境界还需要“以友辅仁”，朋友之间相互帮助勉励才

能达成目标，“俌，辅也”，《段注》：“谓人之俌犹车之辅也”[2]，因此古人强调人仅仅要“修身”，

还要“齐家”，帮助并善待他人。 

4. 天人关系 

“天”，象形字，《说文》：“天，颠也”[1]，从字形上像人形，突出头顶部分，以示头顶之上。

从“天”的字源来看，古人对天人关系最早的认识是从空间层面开始的，我国古人从一定程度上开始自

觉地思考天人关系并试图将天和人区分开来认识。《说文》中“㑗、僊、仚”意为与人相别的神仙。 
仚，人在山上。从人从山[1]。 
僊，长生僊去。从人从䙴，䙴亦生[1]。 
《段注》：“𢍱𢍱、升高也。长生者䙴去。故从人䙴会意”[2]，又说“释名曰。老而不死曰仙。仙、

遷也。遷入山也。故其制字人旁作山也”[2]，故长生的人功德圆满便会升天或进入山林，成为神仙，因

而在古人的潜意识里神仙是处于高处，最接近于天穹的地方，抵达那里便成为比人更高等级的神仙。 
同时，这些字体不仅反映了古人将天与人区分开来，而且还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观点。中国

古人对天和人的关系的思考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阶段：第一，人生于自然，受到自然界的神的主

宰，与万事万物共生共死，但有自身的独特性；在这个阶段，人们认为人自身与天之间并无明显紧密的

联系，只是简单认为人类社会的秩序和道德价值等来源于“天”，这时候的“天”是具有人格意义的神。

第二，前一阶段的“天”可以比喻成高高在上的宫殿，而这一阶段的“天”就走下神坛，人格化的神地

位下降，“天道”由神界定变成“天道”由人来界定，“天道”实际上是人理想的“人道”，追求“人

道”要无限接近于“天道”，以实现“天人合一”。从“㑗、僊、仚”字我们可以看出，神仙并不是超

出人外的事物，而是人自身不断提升修炼自身品行而达到的新的境界。 
从“人”的本义来看，是天地万物的中心，可以看出人源于天地，人的本性生于自然界，这同样体

现了“天人合一”的观点。“天人合一”既是一种原则，又是一种过程[6]。作为一种原则，天人合一是

指人的本性要回归到最初出生时的状态，回归到自然界中；这一点在道家思想中尤为体现，在老子的《道

德经》第十章中，谈到何谓“玄德”，他指出“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7]，人聚积精气以致柔和温顺

要像婴儿的状态才能达到“玄德”。 
“天人合一”还是一种过程，是人受到外界影响本性脱离了“天”后又通过各种活动力图回归本性

实现“天人合一”的过程。儒家思想的中孟子主张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尽管他们的对于人性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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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不同，但是都继承了孔子关于“仁义”的理论，同样主张人要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后天的各

种努力来实现善，也就是达到天人合一。在《说文》中有许多表示性善和规范人行为的字，例如前文提

到的“仁、俶、价、偲、俌”等等，这些都说明人们自觉地规范自身并主动向善，以求达到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还体现在人要顺应天意，尊重自然。《说文》中“咎”意为“灾也”，《段注》：“灾

当是本作烖。天火曰灾。引伸之凡失意自天而至曰灾”[2]，这说明古人认为要顺应天道，不遵循自然规

律办事便会受到“天灾”的惩罚。 

5. 人鬼关系 

古人将生前的人和死后的人作出区别，表明了其对未知空间的探索和无限想象。《说文》释“鬼”

为“人所归为鬼，从人，象鬼头”[1]，人死后归土为鬼，针对“鬼”的构字本义，程邦雄教授在《“鬼”

字形义浅析》中作出了解释，“‘鬼’字的构形当源于古人对鬼魂的朴素认识，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有其原始的物质成分的因素，它是一个会意字，会人死尸体葬于地下，这就是鬼字构形之用意”[8]，人

死后魂魄分离，而魂是有灵的，承载着此人生前的记忆思想，魄是肉身，离开了魂就如同空壳，因而人

们往往追思的是魂，然而魄是无形的，因此人们将对魂的追忆转移到魄上，才有了“鬼”的造字。 
古人对“鬼”是敬重的。这在《说文·人部》的“儀”字所体现的祭祀文化中有所表现。 
儀，度也。从人義声[1]。 
《段注》：“度、法制也。毛传曰。儀、善也。又曰。儀、宜也。又曰。儀、匹也。其義相引伸”

[2]。《说文·義》：“己之威儀也。从我、羊”[1]。古代常以羊为祭祀品，展现了古代祭祀文化，羊以

大为美，与美善同意，说明在古人思维中要将美好的东西祭献给往生者，表现他们对“鬼”的尊重和敬

畏。 
同时，“仁”的字形，有学者认为 并非“从人从二”，而是“从尸从二”[9]，古代祭祀祖先，有

时要用尸。所谓“尸”，就是代替死者接受后人祭拜的活人。所谓尸祭就是活人(往往是死者后代)双手扶

膝，垂足而坐，面朝前来祭祀的人，代表死者接收祭礼。其实，活人所代表的“尸”便是死去人的灵魂，

即这里所说的“鬼”，以此来寄托生者对死者的追忆、敬重、虔诚等情绪，仪式庄重，程序复杂，也体

现了古人对“鬼”的敬重。 

6. 结语 

通过对《说文·人部》收录字体的语义、构字的研究，从对人的基本认识与人本思想、“人人关系”

“天人关系”和“人鬼关系”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基本可以全面认识到我国古人对“人”的理解。我们

可以看到汉字所蕴含的文化力量是巨大的，可以穿越时空向后世映射过去人类的智慧以及思想；它的魅

力也是无穷的，承载着我们文明古国数千年来的思想文化，其蕴含的“以人为本”的重要思想，彰显了

我国一直以来关注人的本身、生命至上、人格至上的传统理念。因此，我们要传承并研究汉字和汉字所

蕴含的文化，从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汲取文化自信；同时，我们更要发扬汉字，从《说文·人

部》中我们看到古人对世界孜孜不倦探索的精神，如今我们要将这种不懈向外探索的精神传承下来，将

我们的汉字文化传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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