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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与争鸣

徽州俗字成因探微
方孝坤

【提　要】徽州俗字来自于徽州古文书�其产生和发展具有复杂的文化因素。对徽州俗
字进行研究对徽学、文字学都有重要的意义。徽州俗字的产生�既有一般社会历史因素�
也有缘于行业用途等因素而形成的特有的书写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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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州俗字的研究�是基于对徽州俗字的整
理的基础而进行的�徽州俗字的成因探析既有
史学的价值�也有文字学的价值�其原因是多
方面的�其最初的产生既有一般的原因�也有
其特殊原因。通过对徽州文书中的俗字研究�
我们认为徽州俗字的产生原因大体包括了历史

原因、区域文化原因、书写者原因和行业用
途等。
一、徽州俗字的历史传承
俗字的历史传承�是指历史的延续性在俗

字方面的体现。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保
留了传统字书中的俗字�并且用到徽州的教育
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在研究徽州俗字
的特点时�发现了徽州俗字的继承性�这些俗
字或者经当地先生的教授�代代相传�如传统
字书中的俗字；或者通过外出的商人或是为官
者回家定居或省亲�从而将外面的俗字带到徽
州并保留了下来�如经典文献和碑刻文字中的
俗字。这些俗字大多经过社会的检验�虽然是
俗字�却具有广泛的传播性�所以才能代代相
传�甚至进入乡塾先生的字典里�并被这些先

生当作正字一样传承了下来。另外�由于区域
文化的封闭性�有些已经被淘汰了的正字也会
在民间小范围里流传使用着�这实际成为另一
个时代的俗字。这是文化的延续性和人们的保
守性的一种体现。

历史传承和人们的保守心理使得文字的使

用总是落后于语言文字的发展�而这正是俗字
流传的原因之一。
二、徽州俗字的区域文化背景
字迹的横向变化即区域性的用字差异�是

俗字产生的内在原因之一。由于区域性的民间
习俗、时尚以及方言等方面的影响�也会产生
一些俗字。徽州历史上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经
济区域�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表现出
一定的独特性、区域性特征�徽州文书的收集
整理为研究这一区域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可能�
同时也为我们分析徽州地区的文字使用习惯提

供了契机。
古代徽州文化发达�主要表现在教育的繁

荣。徽州的教育渊远流长�学馆书院不计其数。
秦汉以来�歙、黟文风渐开�六朝以降�为避

87



战乱�中原人纷纷南下�不少大家世族迁入新
安区域�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也
带来了儒家文化。隋唐至五代十国及宋时期�
又有大批士人迁入�这些人对徽州的教育事业
的兴盛产生了重要作用。以致于在徽州逐渐形
成 “十户之村�不废诵读” 的传统�加之徽州
四面皆山�交通不便�“八山一水一分田” 的地
理环境�对于这些迁入的移民来说�如果想出
人头地�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读书入仕。
所以在徽州非常重视教育�即使是贫寒人家的
子弟也争取读书受教育的机会。唐代徽州即有
府学�到宋代县学迭起。据统计�明嘉靖年间
徽州即有社学462所�明代创建书院达45所�
清代新创书院11所。明清两代�由于教育昌
盛�故英才辈出�仅清代就考取进士516人�
其中状元达17人�仅次于苏州�居全国第二；
若以县计�休宁中状元13人�居全国第一。在
徽州历史上涌现了大批俊才�如朱熹、戴震、
江永、胡适、陶行知等。① 徽州人不儒即商�
“虽为贾者�咸近士风。”② 而外出之富商大贾回
到家乡又能兴办教育� 《汪氏统宗谱》载汪希
“积数十年遂有余蓄。晚归桑梓�乃构堂室�乃
辟沃壤�祖考之志于是为烈。然能散而施之�
无所顾靳。尝输金造文峰�以资学校。”③ 另一
条路是出外经商�读书入仕并不能成为所有徽
州人的通途�于是利用徽州地理环境的特点和
方便的水路�有些人将徽州的茶叶等物产运送
到外面�并慢慢扩大经商范围�于是历史上著
名的徽商就形成了。对于获得成功的徽商来说�
最终的目标还是回到家乡徽州�“乃构堂室�乃
辟沃壤”�而好儒之人则又出资办学�培育后
代。于是在徽州经济和教育互为促进�良性循
环。读书人和商人构成了徽州人的两大独特的
文化群体。

徽州人喜好读书、教育发达的传统织造了
一个很大的文化网络�这个网络由新安理学、
徽州朴学、新安绘画、新安医学、徽州刻书等
构成�入仕者和商人将徽州的文化传播出去�
同时也带进了外面的文化信息和资源�所以展
现在我们眼前的徽州是既有独特地方特色又有

外来文化影响的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一个独特

的文化环境。
在这样一个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的地方�

其教育是传统的�其方法和视野是开放的。一
方面他们亦步亦趋地守住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另一方面他们又将外来的有用的信息和文化变

成自己的营养。表现在文字上�就是大量的传
世字书中的俗字在徽州不间断地使用着�徽州
的商人和读书人把外面流行的俗字也带进徽州�
而徽州文化群体的较高的文化水平又使得这些

人在使用文字的时候�又将自己的独特的思考
和地方的方言土语的影响施加于文字�于是又
创造了一些新的俗字�这些俗字既不见于传世
字书�又不见于其它地域的传世文献�为徽州
所独有�显示了徽州人在文字使用过程中的独
创精神�可以看出徽州人对汉字的造字方法的
思考和运用。

三、徽州俗字的书者心理
文字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在使用过程中会

受到社会群体心理和个性差异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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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们在领会和把握文字的时候存在着个别

性、差异性�所以才出现了同一时代文字书写
的形式的多样性�当然这种多样性是在统一规
范下的非主流行为和现象�但对于整个汉字历
史来说�也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对于书写者
而言�由于其出身、经历、教育等差异性�就
会表现出不同的心理取向�这直接影响着汉字
的多向发展�俗字便是其中的一种选择。书者
心理对俗字的影响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尚
古、从俗从简、求异、类化等。
1∙尚古
尚古首先表现为一种群体文化心理�它是

文化得以传承的一个心理基础�任何一个民族
都会对自己的祖先留下来的文化历史持尊重的

态度�这种态度必然使得后人对祖先的文化敬
仰之、采纳之。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国来说�更
是如此。作为文化载体的汉字历来受到非常崇
高的礼遇�以致人们把文字的创造者看成是令
“鬼神哭” 的神人�也才会出现 “吏民上书�字
或不正�辄举劾” 这样有悖常理的法律条文。

许慎的 《说文》以小篆为正体�这在当时
已经流行隶书的环境下�是尚古的典型表现；
唐代兴起字样之学�以此力纠文字使用的讹俗
之风�而正字的标准则是依 《说文》、 《石经》、
《字林》等字书�可见他们的思想也是尚古的。
这种思想影响着明清以下的历代文人群体�以
致陈振孙在 《直斋书录解题》中提出 “ 《说文》
所无�手可断�字不可易也。” 正是由于这种群
体的尚古心理的存在�一方面使得汉字的传承
得以延续而稳定�另一方面�有些已经过时了
的被废弃了的汉字仍然被少部分人使用着�而
变成了俗体。

徽州乡音书中有许多来自于传世字书的俗

字就是在这种心理作用下被编入字书的。如
“有①” 上边所从 “又” 是古字隶定。① “似”
右边所从 “以” 的写法也是从古而来。

尚古其次表现为一种个人的情趣。由于个
人的心理习惯、爱好兴趣�也会表现出尚古的
心理�有些人为了显示自己博学�故意使用那
些已经不用或者旧的写法�以此炫耀于世人。
正像现在有的书法家喜欢写繁体字一样�前人

也常常喜欢使用那些已经不再使用的古字�于
是对于当时的正字而言�这些古字也只能划为
俗字了。如 “曌” 是武则天为自己所造的字�
由于其笔画繁多�使用者很少�但是在徽州文
书中�我们却发现了用于人名的情况�如 “正
统休宁李氏宗祠薄” 之五八：“……续买方曌通
山地四分中之一。” 在这件文书中� “曌” 被尚
古者取为己名。

从大量的徽州文书的分析中�我们也发现�
在民间契约类为主的文书中�所使用的文字多
是常用字�这些字的使用多是从俗从简�并不
表现出很强的尚古心理�所以说尚古心理往往
适用于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的人群。
2∙从俗从简
俗是相对雅而言�简是相对繁而言。文字

是语言的负载符号�在书写使用过程中�会逐
渐地完善�在系统化的过程中�也会不断地做
一些小的调整。字体的演变是结构的变化和符
号的抽象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变化最显著
的是笔画数量。简便快捷、高效率要求文字在
使用的过程中必然要被简化�而某些简化的字
形一旦出现�先是在小范围内使用传播�如果
流行开来�便有一部分为公众所接受�再得到
官方的认可�就变成了正字。

3∙求异
　　求异也是人们的一种心理。对书写者而言�

①　①、②、⑥等代表不同的字形排序�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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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 of the Formation of Huizhou Folk Characters
Fang X iaokun

Abstract： Huizhou folk characters have been found in ancient Huizhou documents�and
studies on them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to Hui studies and philology∙The paper analyzes cau-
ses of the formation of Huizhou folk characters�and concludes the reason that leads to the
formation of Huizhou folk characters not only lies in social and historical factors；the use for
business also promotes their formation∙
Key words： Huizhou folk characters；Hui studies；Huizhou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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