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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古往今来，文字在使用过程中常经历复杂的变

化，其中文字借用现象尤为引人注目，它不仅包括同

音假借，也涵盖伴随词音借用发生的字形借用。在这

一过程中，文字符号往往以声音为纽带进行形体借用，

而语言符号则通过意义纽带实现声音的借用[1]。鉴于

“疆”“强”“僵”这三个字在字形、词音和字义上存在

紧密而复杂的联系，本文旨在深入探究这些联系的实质

及其产生的原因。我们特别关注这三个字在语言和文字

系统中是如何形成并演化的，通过文献分析、历史比较

等方法，本文将从语言和文字系统两个层面对这三个字

的形成过程进行探究。

一、“疆”“强”“僵”的语义

“疆，界也。畺或从彊、土。”[2]《说文解字》中记

载：“疆， 界 也。” 此 字 由“土 ” 和“畺 ” 构 成， 其 中

“畺”既表意又表声，明确了“疆”字的核心含义为区

分不同区域的界限。在《左传·襄公三十年》中，有言：

“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

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

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以御其疆。”此处

的“御其疆”意指守护各自划定的领地，体现了“疆”

作为领土边界的功能。此外，在《诗经·豳风·七月》

中，有诗句云：“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其中的“无

疆”象征着无穷无尽，特指寿命的长久，展示了“疆”

字引申为极限、尽头的含义。又如《左传·宣公八年》所

载：“楚子疆之。”此句表明楚王亲自确立或确认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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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了“疆”在政治和地理上的重要性。

“强”字的构造为从弓、虽声，其最初的含义并不直

接关联于力量强大，而是指米中的小虫——一种俗称的

小黑虫，这一含义反映了古代汉字中某些字词的初始含

义与后来的演变可能存在显著差异。随着时间推移，该

字的意义逐步扩展，至今日，根据《汉语大字典》，主

要被用于描绘力量、强度、刚毅等正面特质。“强”字

具有四重读音，每种读音对应不同的语义。首先，读作

qiáng 时，主要指代健壮、有力的状态，与“弱”形成

鲜明对比，可用于形容人的身体、国家的力量或事物的

状态，如“强壮”、“强大”、“富强”。此外，它还表达

超越常规程度的强烈特征，如“强烈”、“能力强”。其

次，当读作 qiǎng 时，表示强行、迫使或勉强之意，体

现了一种外在压力下的行为或内心的不情愿，如“强

迫”、“勉强”、“强人所难”。再次，读作 jiàng 时，较少

见，特指性格上的刚硬或固执，如“倔强”，形容人坚

持己见、不愿妥协的态度；此外，此读音在古汉语中还

含有“僵硬”之意，如《廣韻·漾韻》所载：“彊，屍勁

硬也。”[3] 最后，读作 jiāng 时，同于“疆”，在古代文献

中用于表示边界或领土范围，如《集韻·陽韻》中提及：

“畺，《説文》：‘界也。’或作疆、彊。”

“僵”字构造上从人，取“畺”（jiāng）声，其原始

含义指的是仰面向后倒下的动作。据《汉语大字典》记

载，《说文解字》中对此字的解释为：“僵，偾也。”其

中，“偾”意指倒下或仆倒 [4]。进一步，《说文·人部》明

确指出：“僵，偃也。”段注补充解释道：“僵谓仰倒，如

同《庄子》中的‘推而僵之’与《汉书》中的‘触宝瑟

僵’，皆属此类。”此外，《汉书·眭弘传》有云：“僵柳

复起。”颜师古注解：“僵，偃也，即卧倒在地之意。”

在现代汉语中，“僵”还承载着“僵硬；不活动”的含

论“疆”“强”“僵”的形成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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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清代学者段玉裁在其著作《说文解字注·人部》中提

及：“僵，在现今口语中特指不动亦不死的状态。”例如，

《红楼梦》第二回中有：“古人有言，百足之虫，死而

不僵。”这一例子表明，“僵”的词义随时间推移而发生

了演变，从最初的“仰倒”之意，逐渐扩展到“不动不

列”的概念，进而引申为肢体僵硬、不灵活的状态。这

种意义上的“僵”常用于描绘因寒冷、惊恐或死亡等因

素造成的身体僵直，如“冻僵”、“僵硬”等。同时，在

比喻意义上，“僵”字也能形容精神或情绪上的呆滞、不

活跃，例如“思维僵化”。

通过综合参考《汉语大字典》与《说文解字》等古

典文献对“疆”“强”“僵”三个字的诠释，我们能够清

晰地看到这三个形声字在构造、发音及意义层面存在显

著的共通性。具体而言，这三个字都包含了一个共同的

音符——“畺”或其衍变形，这一现象揭示了它们在字

形构造上的内在联系，同时也体现了汉字系统中形声字

构造的规律性。

二、形声字“疆”“强”“僵”的形成途径

在汉字的发展历程中，词音借用往往伴随着字形的

借用，以适应语言表达的需要。当词音借用发生时，原

有的字形被借用以记录新的词汇，这体现了汉字系统中

语音和书写符号间的互动关系。然而，为了提高文字表

达的准确性和效率，避免同音字的混淆，字形分化成为

一种必要的机制。裘锡圭（2013）提出形声字的形成途

径之一为改换形声字的偏旁 [5]。在这个过程中，原始的

形声字可能会通过添加或替换形旁来形成新的字形，以

便区分不同的意义领域。在字形分化的过程中，“疆”

在“畺”的基础上通过追加形旁形成；“强”在经历字形

借用和文字合并与分化的过程中，曾在某个历史时期与

“疆”同形；“僵”通过在“畺”（一说“畺”是“疆”

的省略形式）旁基础上追加“亻”旁形成。

1.“畺”—“彊”—“疆”

“畺”字的原始意义是指“成片的农田”或“农田比

邻”。它由“三”和“畕”两部分组成，“三”表示众多，

“畕”表示农田，整个字体现了大片相连的农田景象。

这个字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中曾作为“疆”和“缰”

的简化字，但后来停止使用了。在现代汉语中，这个字

并不常用，它的含义和用法主要保留在语言学和汉字研

究的范畴内。在古代，“畺”的读音可能接近于“jiāng”

或“qiáng”，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出现了“疆界”这

个概念，“畺”本来表示一种田地，人们利用意义这个纽

带，借助“畺”这个字形记录这个“疆界”概念，并借了

“jiāng”这个音，发生了词音的分化，即由“畺”这个文

字形体记录{jiāng，成片的农田}、{jiāng，疆界}等词。

后来“畺”这个字又被用来承担“强力”这个记词

任务，并借用“qiáng”这个音。也有文献记载，“强”

字在某些古籍或碑刻中曾被写作“疆”，这可能是由于

“弓”作为两字共有的部分，加之古代书写习惯的不固

定性，导致了这种借用情况的发生。于是“畺”这个字

既记录“疆界”，又记录“强力”，它有多项记词任务，

这大大地损失了语言的精确性，因此人们在“畺”这个

字的基础之上，追加了一个形旁“弓”，添加一种“弓，

张而有力”的意思，因此“彊”分担了原来“畺”字

“强力”的意义，出现字形分化。文字演变的历程中由

于文字使用的经济性原则又会出现字形合并，在某一时

期出现由“彊”记录“疆界”和“强力”的意义，“彊”

承担多项记次任务，再次损失了语言的精确性，因此人

们在“彊”字的基础上，添加“土”这个部件，来分

担“疆界”这个记词任务，即“疆”这个文字形体记录

{jiāng，疆界 } 这个词。“疆”这个形声字的形成运用了

“意义”的纽带，在字形借用的同时，伴随着发生了词

音借用，而后发生了字形分化和字形合并。（见图 1）

2.“畺”—“彊”/“疆”—“强”

“强”字在某一阶段的形式为“彊”，其金文写法是

由“弓”和“畺”两部分组成。而“彊”字在某一时期

同时承担“疆界”和“强力”的记词任务，为了确保文

字记录语言的精确性，分化“疆”来记录“疆界”这个

意义，读作“jiāng”，而“强力”这个意义的记词任务

图1　“疆”“强”形成途径推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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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由“彊”来承担，读作“qiáng”，虽然在文字的演变

过程中“彊”简化写成了今天的“强”，但后又经历字形

合并，“疆界”和“强力”的记词任务都由“疆”字来

承担，即“疆”这个文字形体同时记录 {jiāng，疆界 }、

{qiáng，强力 } 等词，伴随着字形合并，再次损失语言

的精确性，于是人们通过简少部件分化字形，再次用

“彊”这个文字形体来记录 {qiáng，强力 } 这个词。随着

时间推移和文字的简化，“彊”最终简化为今天我们所使

用的“强”。“强”字与“彊”、“強”等字形有关联，如篆

文写作 ，它们在历史上用来表示不同的意义，如力量

强大、疆域广阔或特指某种昆虫（如蠅類蟲名）。“强”字

的形成经历了字形借用和字形分化，本来写作“彊”，从

弓，“畺”声，运用“声音”的纽带，在词音借用的同时，

伴随着字形的借用，而后发生了字形的分化和简化。

3.“畺”—“僵”/“疆”—“僵”

“疆”字最早可见于甲骨文和金文中，本义指田界、

边界。“僵”字最早见于小篆，本义是指身体硬直、不能

动弹的状态，如同死亡一样。《說文解字》中解释“僨

也。从人“畺”声。”从汉字的历史发展来看，“疆”字

出现得比“僵”字早。

某一时期，人们要用称说“仰面向后倒下”这个意

义，借用“jiāng”这个词音来称说，伴随着词音借用的

同时发生了“字形借用”，借用“畺”这个声旁来标示读

音，又因为要表示“人或生物体由于各种原因变得不灵

活或不能动弹的状态”，于是用“亻”这个与意义有关的

形旁来表示，因此在“亻”与“畺”共同作用下，“僵”

字能够既传达其意义。还有一种说法是“僵”指战士横

卧疆场，倒地不起的状态，“畺”作为声旁，同时也是形

旁，代表了“疆场”、“战场”的意思，这是“疆”字的

省略形式。因此，在构字上，“僵”字采用了“人”旁加

上简化后的“疆”（即“畺”）来共同表达其本义，即用

“僵”这个文字形体来记录 {jiāng，横卧疆场，倒地不

起 } 这个词，不过此说法存疑。

总之，“疆”字先于“僵”字出现，在汉字形成和字

形演变的过程中，“疆”字的构成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

了“僵”字的形成途径。（见图 2）

图2　“僵”字形成途径推测图

结语

综上所述，“疆”“强”“僵”是词音借用和字形

借用综合发生形成的。除此之外，由于语言的精确性，

为了分担其称说任务，词音会发生分化；为了追求记

录语言的精确性，分担记录任务，文字字形也会相应

发生分化 [6]。

“疆”“强”“僵”之间的联系可以理解为，“疆”和

“僵”字都包含“畺”作为组成部分，显示了它们在构

字上的联系，尤其是“疆”与“僵”在早期字形中更

加直观地体现了这种联系。“强”字虽然本义与“疆”、

“僵”不同，但是在汉字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在某些历

史时期和特定语境下，因字形相近，“强”与“疆”有相

互借用的情况，如“夫晋文亲其雠，疆伯诸侯。”（《汉

书·邹阳传》）这里的“疆”是指“强”，表示“称霸”，

反映了它们在字形和词音上的某种交集。这些联系反映

了汉语词汇在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和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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