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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梳理“孝”、“好”、“老”与“寿”四个汉字从甲骨文到小篆的结构演变，本文整理了这四个汉

字的发展脉络，并分析了部件之间的构形变化及其相关意义，最后提出这四个汉字之间的形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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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combing the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of the four Chinese characters of “filial piety”, “Goodness”, 
“oldness” and “longevity” from oracle bone script to small seal script,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ir 
development process respectively, analyzes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 and the related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ir components,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morphological relation of the four Chinese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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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无论是其意义功能及用法还是字体形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殷商

甲骨文到小篆的演变无疑是汉字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甲骨文作为所有现行汉字形体的发展源头，

具有相对稳定、结构均衡对称、笔画均匀(粗细、曲直)的形体特点，且极其突出的象形意义。随着汉字形

体的演变，发展到小篆时期，汉字逐渐开始定型，无论是汉字的笔画轮廓还是结构，整体象形的意味逐渐

减少，为了更加方便人们书写和认读使用，汉字的符号化特征逐渐明显。这也是本文选取这四个汉字研究

从殷商甲骨文到小篆形体嬗变的主要原因，汉字构形的特点和规律是汉字学研究领域中十分重要的内容，

“汉字本体的研究必须以形为中心，而且必须在个体考证的基础上探讨其总体规律”[1]。 

2. “孝”字的形义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2.1. “孝”字的形义演变 

据《甲金篆隶大字典》记载，“孝”字从甲骨文到小篆经历了 、 、 、 、 、 、 等多

个重要发展阶段[2]。“孝”的甲骨文字形由两部分组成：上部并非植物 或毛尾之类的象形，而是“老” 

件，通常称其为“从老省”，也就是说对“老”的字形进行了省写；下部是一个完整的“子”字。因此，

“孝”字是由“老”(省形)与“子”两个部件构成的会意字。下面从微观层面来先介绍“耂”部在形体方 

面的变化，甲骨文 的“耂”部看起来像长着长头发的人。金文 从字形上看好像一位面朝右，长着头

发的驼背老人慢慢变成 面朝左的一位弯着腰的老人。“子”部在形体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始终是一个

人双手向上托举的状态。 
从宏观整体上看，“孝”字为老人身下有一个孩子，孩子双手向上托举，以头扶持着老人走路的形

状，用扶侍老人来表达“孝”的原意，金文字形继承甲骨文的形体结构，但是上面的“耂”部更加完整， 

小篆的 、 字从形体上看与金文的形态大致相同，保留了圆笔的线条。“孝”字整体的形态变化呈现

两个特点，一是整体性，小篆 相较甲骨文和金文的形态更加完整，线条更均匀，整齐；二是去象形，

表意性更加明确了“子”与“老”的关系，但是整体结构上没发生太大的变化。 

2.2. “孝”的字文化内涵 

什么是“孝”？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孝的观念源远流长，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孝”字，《说

文解字》中说：“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3]”“孝”字先写“耂”字头，“耂”

作为一个独体象形字，在《说文解字》中记载到：“耂”，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须发变白也

[3]。”“从子”是指老人膝下有“子”才为“孝”，《孟子·离娄上》记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老人膝下必须有子孙儿女才为孝。从先秦时代以来，“孝”的含义就一以贯之，鲜少发生变化。“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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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初含义是子女对父母的尊敬、顺从，但是随着其影响的不断深入，逐渐在中国人的家庭内部结构中

形成了固有的观念体现，这种观念体系渐渐影响到社区乃至国家层面。 
两千多年来，中国从统治者到普通百姓，都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目的构建着关于“孝”的道德网

络体系，统治者们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倡导忠孝，动用国家机器从制度上、思想上强化“孝”的宣

传以及“孝”的重要性，将忠孝思想作为治国理政的方针，将《孝经》列入十三经之一，以此来规范人

们“孝”的行为规范和生活准则。统治者们强调“孝”为诸德之本。尤其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中国

人的孝贯穿于一切行为活动之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

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 

3. “好”字的形义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3.1. “好”字的形义演变 

“好”，六画，属女部，会意字。其意思解释为女子( )怀抱着孩子 ，表示非常慈爱的样子[4]。“好”

字经历了几个重要时期的演变，据《甲金篆隶大字典》记载，“好”字有 1、 2、 3、 4、 5、

6、 7、 8的形体变化[2]。从甲骨文(图形 1~3)到金文(图形 4、图形 5)，再到战国文字(图形 6、图形 7)、
小篆(图形 8)，“好”的字形都是由“女(或作母，与女义近)”和“子”这两个独体字构成的，一脉相承。 

“好”字在甲骨文和金文时期，左部“子”和右部的“女”位置不固定经常发生替换，部件尚未定

型，发展到小篆以后，左右部件的位置固定下来基本定型。《说文》：“女，妇人也。象形[3]。”甲骨 

文写作“ [5]、 [5]、 [4]”，均为两手交叉在胸前的跪姿人形，为表示女性，或在人胸前加两点，

表示乳房(此字同“母”)。早期金文与甲骨文近似，逐步变化为“ 、 、 [5]”，在不断变化的

过程中可以看出这个部件渐渐失去了象形化，失去了原有的形。小篆为了字形结构丰满和笔画流畅，写

作“ ”，与甲骨文的形体已经相差甚远。从图形(1~3)中可以看到“女”的形体显示为一个跪下双膝的 

女子，年龄要大于“子”的部件。从金文开始发展到小篆时期，“女”部这边的女性形象双膝不再跪地，

而是直立站立，左右的结构由原先“女”部比“子”比例大渐渐变得均衡，左右两部的部件逐渐对称，

不再发生变化。 

3.2. “好”字的文化内涵 

“好”即美好，本指女子美貌，又指亲爱和睦。《说文解字》：“好，美也。从女子[3]。”古人认

为有女人和孩子是美好的事，故甲骨文写作“ 、 ”用“ 、 ”(女人形)和“ 、 ”(子，孩子)

来会意。金文、石鼓文、小篆等与甲骨文字形近似，顺序写作“ 、 、 [5]”。据殷商卜辞记载， 

甲骨卜辞中，“好”只见用于人名——妇好，为武丁时诸妇之一，地位显赫，又是一员南征北战的女将。

妇好之“好”，意义与后世未必相同。商代诸妇之名常从女与不从女无别，如井–妌，多–姼，良–娘(非
后世娘亲之娘)。《通志·氏族略·去声》中记载甲骨文所谓妇某实际上指某姓(氏)之妇。故有学者认为

妇好实即妇子——乃子姓之妇，所从女旁与妌、姼、娘等字同。这意见有一定的道理，商人本系子姓，

武丁晚期有贞人名子；后世亦有好氏，可为此说添一佐证。但是卜辞仅见“妇好”，未见有“妇子”一

语，与上举从女不从女并存的例子显然是有所出入的。尽管如此，卜辞之“好”未见后世“美好”之义，

倒是事实，有的学者把它列为“美”的同义词，显然不妥[6] [7]。所以，“女”部在殷商甲骨文时期其含

义通常作“妇”之义，《说文》中“婦人也。象形。王育说。凡女之屬皆从女[8]。”“好”也表示妇人 

哺育孩子，“子”附属于“女”的意思。我们将“好”字的两个部件放在在一起看， 、 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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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在左，“女”字在右，也顺应了古代一直盛行的男左女右思想。实际上就代表男上女下(古人认为左为

上，右为下)的服从关系。所以，看似平等的男女关系，实际上又有着极其不平等的位置。但是小篆以后 

定型为 ，除了可以表示名字、女子以外，引申为抽象的美，这也体现了奉献社会对于社会秩序的建立

和一步步规范，是一种审美观念上的体现。 
综上所述，“好”字的涵义，由人名到对一切女子的代称，再到用来形容一切美好的事物，经历了

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体现了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展，反映了母系氏族的状况和妇女当

时的地位，同时也体现了人们的审美取向和审美追求的转变[9]。 

4. “老”字的形义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4.1. “老”字的形义演变 

《甲金篆隶大字典》记载了三种关于“老”字的甲骨文形式[2]，分别是“ ”、“ ”、“ ”。 

“老”字的甲骨文字形是一位头发稀疏、弯腰驼背的老人杵着拐杖而行的形象。从三种形式可以看出，

头顶的头发变得复杂，由一笔变成三到四笔，头部逐渐省略，左下部分的拐杖以及右下佝偻着的身体有

细微差别的，从最初的简单抽象慢慢演变成笔画的横竖折。到了金文时期，从字典中可以看出“老”字 

的三种形式“ ”、“ ”、“ ”，相较于甲骨文时期变化明显，首先顶部的头发变得横直，头部在 

第三种金文中复现类似“古”字，带有会意的特点，其次身体部分可能是书写方式的不同变得弯曲不一，

第一种金文似乎快要伏到地面的感觉，变化最大的部分是拐杖，金文里的拐杖出现了旁枝细节，整个部

分更加贴近地面，快要辨别不了拐杖的形状，第三种金文的拐杖更像是一株植物。《说文》把“老”字 

解释为“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须发变白也[3]。”“老”字的小篆形式“ ”更加体现出会意 

的特点，上部结构变化不大，左下部分拐杖演变成“匕”，《说文》解释为吃饭用的勺，有人解读为老

了的时候生活清闲，同时《说文》还把“匕”解释为反过来写的人，那是否可以解读为老了的时候一切

都反过来了，从迎接生命的起点跨越到等待生命的终点，生与死就是一对对立统一的概念，体现了中国

本原哲学的生死观。 
从宏观整体上看，“老”字字形笔画由简到繁再到简，甲骨文时期的“老”字仅凭寥寥几笔老人老

态龙钟的形象便可以跃然纸上，非常生动，但却不利于文字的传承与维护。金文时期字形笔画变得粗壮

显眼，应该是为了更长久地保留字迹。小篆时期的文字笔画趋于稳定，化繁为简，便于文字书写，说明

文字的实用性不断增强。 

4.2. “老”字的文化内涵 

“老”字在中华文化中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折射了古人的传统思想观念，蕴含了中国社会的

人情练达、千姿百态，就像浓酒，越是沉淀越是香醇。 
从词汇学的角度讲，任何一个字都包含了情感意义，人们运用词汇的该功能来创造风格迥异的语言

形式，把主体的情感意志映射到客观物体中，这被称之为“主体投射”[10]。“老”字从积极的情感意义

讲，一是被人们赋予高寿者积极进取心态的含义，反应在语言中则可以表现为“穷且益坚，老当益壮”、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等，二是表达对高寿者的敬重，如习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对德高望重者

称呼“姓 + 老”，对年老长辈称呼“老 + 称谓”等。从消极的情感意义讲，一是被赋予衰弱、衰退的

含义，以旧事物来烘托一种悲凉凄惨的氛围，如“古藤老树昏鸦”、“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等，二是带有保守思想、冥顽不灵的含义，如习语“老古董”、“老顽固”、“老面皮”等[11]。“老”

字的意义虽然被现代繁忙的生活节奏淡化，但其所承载的中华文化内涵仍然熠熠生辉，价值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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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寿”字的形义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5.1. “寿”字的形义演变 

《古陶字汇》卷 8 记载，“寿”字曾出现在出土于商周之前的古陶器上，专家称这种文字为“古陶

文”，古陶文的历史比甲骨文更加悠久[12]。但是经过查证多方资料，史有为、王云庄、康殷[13]等学者 

均在文章中表明：已经挖掘出土的甲骨文中没有记载“寿”字，但是他们都认定甲骨文“ ”与“寿”

字存在着关系。《说文》记载：“ ”最早是“畴”字的甲骨文形式，表示耕治之田[3]。史有为指出：

“ ”像是有边界的一块块耕地，半包围里面的图形像是两桶水或是两张嘴，都代表着田地开垦，中间

的曲线就是田埂或田界[14]。王云庄在文章中指出：“ ”是田垄的意思，弯弯曲曲很长，有着长久长 

生的意思，于是成了“寿”字的标记[12]。但是史有为反对将“畴”解读成“长”的意思，原因是该

字里面没有“长”的义素，从“畴”空间上的长演变到“寿”时间上的长难免有些牵强。 
由于缺乏甲骨文的考证，所以弄清“寿”字的由来只能在原有的资料上进行合理地推测。王云庄和 

张同兴认为“寿”字是假借“ ”而来的，和“畴”共用一个甲骨文。但也许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

一个甲骨文代表两个汉字有诸多不便，因此发展到金文时期人们在“ ”最下面添加了一个类似两边部

件的符号，然后改变了原本两边部件的开口朝向，即用“ ”来表示“寿”。有人解释说两边的部件可 

能是耕作时牛留下的蹄印，后来加的部件表示人口，所以不妨大胆猜测后加的部件可能是人拉着牛

耕作时留下的人的脚印，用以区分“畴”字。 
在秦代统一文字之前，异体字种类繁多，金文时期尤其明显，各个地方的金文不尽相同，由于无法 

得知金文的时间顺序，所以按照由简到繁的顺序以期梳理出一条发展脉络。后来人们又在“ ”的基础

上借来“老”字表示会意，即“ ”，上部结构像是一位佝偻身体，头发稀少的老人形象。“ ”奠定

了篆体“寿”字的基础，其他的异体字大同小异，除了上部结构“老”字形象的书写演变，下部结构略

微有些差异，有的用“ ”代替了“ ”，有的添加了“ ”，王云庄把“ ”解释为“手”，

用以搀扶老者，把“ ”解释为“酒杯的口”，表示举杯祝寿，各个部件加在一起组成了形声字“ ”

[12]。小篆“寿”字上部结构重新舒展有着变成横线的趋势，其余部件基本保留，最终演变成“ ”。

“寿”字的形成基本上符合“六书”造字规范顺序。 
上面解释了“寿”字微观部件变化，从宏观整体上看三个时期的“寿”字也各有特点。甲骨文时期，

“寿”字笔画简单凝练，高度写意，但缺点是不方便辨认文字，于是金文时期，“寿”字逐渐增加部件

来提高文字的辨识度，字形变得复杂紧凑，笔画变粗、仍然保持着弯曲流水状，到了小篆时期，字形又

开始简化，笔画逐渐变得方正挺直，减少了圆滑弯曲的程度，更便于文字的书写，不再容易看出甲骨文

象形指物的特点。 

5.2. “寿”字的文化内涵 

从甲骨文到小篆，再到今天的楷书，“寿”字经过几千年岁月的沉淀，经过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的传承，留下了极为深厚的文化内涵，具有独树一帜的东方美学特点。 

“寿”字的甲骨文“ ”在形象上很像太极图，都可以近似看成由两点一线构成。太极图上阴阳双 

方对立统一，此消彼长，互补共生，象征着世间万物在相互斗争中获得动态平衡，实现内部的和谐，阴

阳相合生万物，万物生生不息，体现了中国本原哲学体系中的阴阳观和生死观[10]。这一内涵和“寿”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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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反映的“寿比南山”的美好祝愿不谋而合，希望老者能够长命百岁，平平安安。 
“寿”字和道教也有一定的渊源，道教作为中国五大宗教中唯一发源于中国的本土宗教，对中国的

政治、文化和经济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道教把老子尊为道祖，奉《道德经》为圭臬，认为道是产生天

地万物的本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便是这个道理。道教重视人的生命，奉道

祖老子的形象作为“老寿星”，把提高生命存在的质量，追求生命的永恒当成修行的目标。道教在祭祀、

祈福时所用的道符也和“寿”字有关。道符是一种道教符书，有学者认为道符最早可能是模仿秦汉时的

符而形成的产物，符是以符字为主的组成成分依照一定的规则相互配合而成的[10]。符本来是古代朝廷调

动军队或发布命令的信物，是君王权力的象征，具有绝对服从的意义，道教借用符的内涵创造了道符，

象征着鬼神世界至高无上的权力。这都反映出“寿”字与道教鬼神观念的联系。 
“寿”字还体现在民俗文化中[10]。一曰“寿”为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之首，二曰

“寿”的各种意象，如老寿星、麻姑等人物，桃、松等植物，长寿面、寿糕等食物，龟、鹤等动物，还

有含有“寿”的中国地名，如山东寿光、安徽寿县等，三曰“寿”的语言表达，如延年益寿、万寿无疆

等，当以上意象组合在一起用语言表达时还可以创造出更多的成语，如麻姑献寿、蟠桃祝寿、龟鹤齐寿

等。“寿”字的形体不论发生怎样的变化都体现了生命之美，古往今来人们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事物和语

言来表达该字的喜爱，赐予其吉祥美好的意愿。一个“寿”字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变化，承载了生命的喜

怒哀乐，浓缩了华夏几千年的传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典型代表。 

6.“孝”、“好”、“老”与“寿”之间的形义、文化内涵关联 

6.1. “寿”字的形义演变 

汉字的起源是象形文字，“因形见义”是汉字独有的特点，因此通过对“孝”、“老”、“好”、

“寿”这四个字的字形变化的分析对其字义的演变发展加以阐述。 
从字形上来看，“孝”和“老”的部件中都有“耂”部，而“耂”部是汉字“老”的省形表达，从

《说文》的解释来看“寿”字的形旁也是“老”，这三个字从字形上对比，“老”在甲古文中，是一个

弯着腰，手中拄着木棍的人的形象，本义是老人，引申义又可以作为“年纪大”、“久远”这些意思去 

使用，“孝”在甲骨文 中的形象不如在金文 和小篆 中完整，但是从后续的形体演变依旧能看到上 

部是“耂”为老人的意思，而甲骨文中笔画寥寥可能是以老人的头发来代表老人的这个形象。在文言文

中“寿”通常和“老”同义，在古时候把年老或者说生命的长久年限都用这两个字来代替。因为它们内

涵意义相似，外延指代相同。古人因为缺乏对自然生长消亡规律的正确认识因而对“老”产生一种集体

无意识的恐惧感，同时对“寿”产生一种憧憬，不懈追求长寿，追求生命的极致，反映了古人对“老”

字背后的生死观的思考。 
“孝”与“好”字中都有“子”部，结构上的不同最为明显“孝”字为上下部“子”在下部，“好”

为左右部，“子”在右部。前者表示孩子在老人手下搀扶，后者在殷商时期表示妇女哺育孩子，后在《说

文》中逐渐引用为“美也”其含义也发生变化。 

6.2. “孝”、“好”、“老”与“寿”之间文化内涵关联 

上文就这四个字的形义演变做了简单阐释。从文化内涵上看，“老”与“寿”字都是古人对于生命

观的一种体现，生命的年限时长、状态，正是因为人的生命状态进入到衰老的阶段乃至逐渐消亡，于是

为了繁衍人们生“子”来传承后代，除了这种生命观的体现，受到几年前来中国儒家文化“孝悌”的影

响，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子”又承担了赡养老人的义务和责任，而“子”依靠谁来哺育，从

“好”字在卜辞中的甲骨文形象能看出一二，双膝跪地的女性怀中抱着“子”。所以从这个发展逻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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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话，正是因为人们对于生命有限的认知，于是以“子”传承，而女性作为生育任务的主要承担者，

“好”字可见一斑，有了女子哺育孩子，孩子长大才能反哺老人。何为“好”？家中有“女”有“子”

后世引申为“好”之意义。儒家的伦理范畴，天命论无不体现在中国文化中，而文化与文字的渊源又是

一脉相承，从汉字的演变与意义的生发无不体现其中深深蕴含的民族文化。 

7. 结语 

对于汉字的本体研究，李运富提出字构、字用和字样三个方面的内容：“字构”就是汉字结构，指

“构造(或分析)汉字形体的理据，包括组成汉字的构件、构件功能及功能关系”[15]。汉字的结构并不是

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发展，因此通过对这四个汉字从甲骨文到小篆形体演变过程的梳理，可以发现社会历

史文化会影响汉字的发展，这些都会引起汉字内部结构的调整。通过这四个汉字历史演变的整理以及文

化内涵的总结，可以看到汉字教学尤其是对外汉语汉字教学需要解读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与语言文字的密

切关联，让学生不仅能理解汉字书写汉字，也更能从汉字文化中体会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内涵外延。希

望更多读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汉字结构、构形对于字义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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