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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声字声旁家族的一致性与对外汉语教学
＊

金善娥 辛承姬

提 要 本文基于汉语水平提 高 、
对声旁家族 的认知 就会增 强的前提 ，探讨利用 声旁 家族之间的

一

致性 （具有同
一

声旁的
“

声旁家族
”

的读音的类似程度 ）来进行对外汉语形声 字教学 的具体步骤

和原则 。 本文 以 《新 Ｈ ＳＫ 词汇大纲 》 中所 出现 的形声字与其声旁字为考察对象 ， 分析声旁家族及

其一致性 ，参照考察分析所得结果 ， 提出适用于对外汉语形声字教学的建议 。

关键词 《新 ＨＳＫ 词汇大 纲 》 形声字 声旁家族
一

致性

一 引 论

声旁和形声字的关系 ，可以从规则性与一致性两个角 度来看 。 规则性指的是形声字的读

音和它的声旁
一样的情况 。 比如说形声字

“

功
”

的读音和它的声旁
一样 ， 因此

“

功
”

是规则字 ，反

之如
“

江
”

的读音和它的声旁是不同 的 ，
这就属于不规则字 。 而一致性指的是具有 同

一

声旁的

一连串 汉字 （即
“

声旁家族
”
）之间读音的

一

致程度 。

一

致性
一

般是用声旁家族的总数和具有 同

一读音汉字的 比率进行计算的 （ Ｆａｎｇ ，Ｈ ｏｒｎｇ＆ ■Ｔｚｅｎｇ ，
 1 9 8 6

；Ｓｈｕ ，
Ｃｈ ｅｎ ，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Ｗ ｕ＆？

Ｘｕａｎ
，

2 0 0 3
； Ｔ Ｚｅｎｇ ，

2 0 0 2 ） 。 比如某学习 者 知道 5 个共 同具有
“

工
”
的汉 字 ： 工 ／ｇｏ ｎ ｇ

ｌ ／ 、 功

／ｇｏ ｎ ｇＶ 、红／ｈ ｏｎ ｇ
2
／ 、虹／ｈ ｏ ｎｇ

2 ／ 、江／ ｊ
ｉ ａ ｎｇ

ｌ／ ，那么 ／ｇｏ ｎｇ
ｌ ／的

一

致性是 2
／

5
， ／ｈ ｏ ｎｇ

2 ／的一

致性也是 2 ／ 5
， ／ ｊ

ｉａ ｎｇ
ｌ ／的

一致性是 1 ／ 5
。 但与规则性不同 ，

一致性是会根据人们识字 量的变

化而变化 的 。 因为共同具有同一声旁 的汉字总数是根据学习者识字量的变化而变化 的 ，
对正

在学习汉字的学习者来说更是如此 （ Ｓｈｕ ， Ｃｈｅｎ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Ｗｕ＆Ｘｕａｎ ， 2 0 0 3

；
Ｔｚｅｎｇ ， 2 0 0 2 ） 。

比如在上述的例子中 ，学习者新学了
“

攻
”

，

“

工
”

的声旁家族一致性就有了如下变化 ： ／ｇｏ ｎ ｇ ｌ／
‘

3 ／ 6 、 ／ ｈｏ ｎｇ 2 ／
： 2 ／ 6 、 ／ ｊ

ｉａ ｎｇ ｌ ／
： 1 ／ 6

。 归纳起来 ，规则性指的是声旁和形声字读音的
一对一关

系是否有规律 。

一致性是指共 同具有同
一

声旁 的形声字 ， 即属于 同
一声旁 家族 （包括声旁本

身 ） 的读音 的一致程度 。

以对外汉语学习者为对象 ，关于规则性和
一

致性 的实验研究表明 ，学习者在学习并利用形

声字的 时候 ，不仅受规则性的影响 （陈慧 、王魁京 ，
2 0 0 1

；
江新 ，

2 0 0 1
； 郝美玲 、 舒华 ，

2 0 0 5 ） ，而且

也受一致性的影响 （ Ｌ ｉｎ 8＾Ｃｏｌ ｌ ｉｎｓ ，
2 0 1 2 ） 。

Ｌｉｎ＆－Ｃｏｌ ｌ ｉｎ ｓ （ 2 0 1 2 ）以 日 语和英语为母语的汉语

学习者为对象 ，在测试他们读汉字 的时候是否受规则性和一致性影响的测定实验中 ，获得了 如

＊ 本文是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基金资助 （编号 ： 4
－

ＺＺＢＧ ） 的课题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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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结论 ：第一 ，对外汉语学习 者在读频度高的汉字时 ，受形声字的
一致性 的影响更多

一

点 ；读频

度低的汉字时 ，受汉字的规则性的影响更多
一点 。 第二 ， 越是认识汉字多的学习者 ，越会利用

形声字的规则性和一致性 。 虽然汉语的实力差不多 ， 但在读汉字时 ，母语为 日 语的汉语学习

者 比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规则性和一致性用得更好 。 第三 ，在读汉字的时候 ，虽然规则性和
一

致性都很重要 ，但一致性的效果 比规则性 的更好 。 因此 ，本研究 以 《新 Ｈ ＳＫ 词汇大纲 》 （以 下

简称《新大纲 》）
5 0 0 0 个单词里的形声字为考察对象 ，分析声旁家族及其

一

致性 ，参照考察分析

所得结果 ，提出对外汉语形声字教学的具体步骤及原则 。 依本文所举实例和分析结果来看 ，在

形声字教学时 ，积极地使用具有同
一

声旁 的
＂

声旁家族
”

的读音类似程度的
“
一

致性
”

，无论对于

对外汉语教学者还是学习者 ，都是行之有效的 。

二形声字的确认标准与分析结果

为了观察 《新大纲 》的 5 0 0 0 个单词所呈现 的声旁家族 的现状 ，
我们首先提取其使用的 汉

字 ，
然后对其中的形声字进行梳理 ，属于同

一

声旁 的形声字作为一个声旁家族归 纳在
一起 ，并

对各声旁家族的
一

致性进行计算 。 在此过程 中使用了以下的标准和方法 。

2
．

1 形声字的确认标准

（ 1 ）形声字的确认 。 从 《新大纲 》的 5 0 0 0 词汇中提取汉字 2 7 2 9 个 ，根据《现代汉语形声字

字汇 》 （倪海曙 ，
1 9 8 2 ）确认形声字 1 6 9 7 个 。

（ 2 ）多音形声字 的处理 。 对于 同
一汉字具备的不 同读音 ， 本研究作为不 同读音的 字来处

理 ， 因为其不同读音 出现在不同 的 《新大纲 》词汇等级中 ，而且它们的语义都不一样②
。

（ 3 ）形声字在《新大纲 》的等级 。 数字 1
－

6 相应表示该形声字出现在《新大纲 》从
一到六等级 。

（ 4 ）声旁 。 即待分析的形声字的声旁 。 字形 以 《现代汉语形声字字汇 》提供 的声旁为准 ， 由

于《现代汉语形声字字汇》只提供了声旁读音的声母和韵母 ，但没有提供声调 ， 因此声旁读音依

据《新华大字典 》 （ 2 0 1 2 ）中所提供的读音 。

（ 5 ）声旁是否成字 。 确定声旁是否形声字的标准 ，
主要依据的是《新华大字典 》是否收录该

字 。 如有 ，则为成字声旁 ，反之
，为不成字声旁 。

（ 6 ）多音声旁的处理 。 确定声旁读音的标准是依据《新华大字典 》中该字的读音 。 声旁是

否多音字指的是声旁是否具备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读音 ，若声旁读音是由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声

母韵母相同而声调不同的音节构成的 ，那么这些读音不作多音字处理 。 对于多音声旁的 9 4 例

形声字不在本文的分析范围 内 。

（ 7 ）声旁出现在《新大纲 》 的等级 。 若声旁是成字声旁且出现在 《新大纲 》中 ，将以数字 1
－

6

记录该声旁作为
一

个汉字出现在 《 新大纲 》中 的 相应等级 。 不成字声旁记为
“

不成字
”

， 成字声

旁但没有出现在《新大纲 》 ，标注为
“

没有出现
”

。

（ 8 ）声旁家族成员 数。 指 《新大纲 》范围 内 由某声旁所构成 的形声字 以及包括声旁本身的

数量
？

。

（ 9 ）
一致值 。 指 同 家族 内家族成员读 音 （指 声母 和韵母 ， 不考 虑声 调 ） 之间 的 一致性

关系 ④
。

2 ． 2 形声字的分析结果

2 ． 2 ． 1 以形声字为 中心的分析结果

首先 ， 为 了提取首次出现的形声字 ，笔者对各个级别首次 出现的词汇和汉字进行 了统计 。

？ 2 0？汉语学报



提取首次 出现的形声字后 ，观察了形声字在首次出现的汉字 中所 占 的 比率 ，其内容如表
一

。

表
一

各级别首次 出现的词汇 、汉字 、形声宇的 总数 以及形声字 占汉 字总数 的比 率

《新大纲 》等级
一

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六级合计

首次 出现 的词汇总数Ｗ 0 1 5 0 3 0 0 6 0 0 1 3 0 0 2 5 0 0 5 0 0 0

首次出 现 的汉宇总数 1 7 8 1 7 4 2 8 4 4 6 9 6 5 3 9 7 1 2 7 2 9

首次出 现 的形声字总数 6 7 7 ． 1 1 4 1 2 7 7 4 1 5 7 2 6 1 6 9 7

首次出 现的形声字与首次出 现汉字的 比率 3 7 ． 6 ％ 4 0 ． 8 ％ 4 9 ． 6 ％ 5 9 ． 1 ％ 6 3 ． 6 ％ 7 4 ． 8 ％ 6 2 ． 2 ％

总数为 5 0 0 0 个 的 词 汇里所用 的 2 7 2 9 个汉 字 中有 1 6 9 7 个形 声 字 ， 占 了 总体汉字 的

6 2 ． 2 ％ 。 语料库首次出现的词汇和汉字数 ，除了在一 、
二级以外 ，其他的级别 随着级别 的上升

而增多 。 首次出现的形声字数和 比率随着级别的上升而持续增长 。 由 上表可知
一级时首次 出

现的形声字数 占首次出现汉字的 3 7
．
 6 ％ ，到了三级以后其数量 占到 了首次出现汉字的半数以

上 ，上到六级后这
一

数字占比又升至首次 出现汉字 的 7 5 ％ 。 随着级别 的上升 ，形声字的 比率

变大 ，这表明学习者的汉语水平越高 ，特别是越到高级 阶段 ， 积极地使用汉字 中 占 大比重的形

声字 的策略是有益的 。

形声字的读音是由声旁所表示的音起决定性作用的 ，形声字声旁的独立性会对学习 者在

认知形声字语音的时候有影响 ，所 以根据声旁的独立性把形声字分为两类 。 声旁在 《新华大字

典 》 中 以独立的汉字形式收录 ，为
“

成字声旁
”

，反之则作为
“

不成字声旁
”

来分析 。 比如说 ，
《新

大纲 》所收录的汉字 中 ，形声字最多的成字声旁为
“

者
”

，共 1 3 个形声字 ⑤
。 形声字最多的不成

字声旁为 以下 7 个形声字 （莲 、经 、颈 、径 、轻 、氢 、 劲 ） 中所示的声旁 。 各级别中 出现的形声字含

有成字声旁 的形声字和含不成字声旁形声字的状况如表二 。

表二 含有成字声旁 的形声宇与含有不成 字声旁 的形声字

《新大纲 》等级
一

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六级合计

含有成字声旁 的形声字总数 6 16 4 1 3 0 2 4 6 3 7 1 6 5 0 1 5 2 2

含有不成字声旁 的形声字总数
6 7 1 1 3 1 4 4 7 6 1 7 5

（含有不成字声旁 的形声字与首次
（ 9 ％ ） （ ｇ ． 9 ％ ）（ 7 ． 8 ％ ）（ 1 1 ． 2 ％ ）（ 1 0 ． 6 ％ ）（ 1 0 ． 5 ％ ） （ 1 0

． 3 ％ ）

出 现形声字的 比率 ）

整体上看 ，
1 6 9 7 个形声字 中有 1 5 2 2 个是含有成字声旁的形声字 ， 占到 了总数的 8 9 ． 7 ％ ，

1 7 5 个是含不成字声旁的形声字 ， 占到 了总数的 1 0 ． 3 ％ 。 尤其是从含有不成字声旁的形声字

与首次出现形声字的 比率来看 ，

一级到六级保持在 8 ％到 1 1％之间 。

我们注意到 ， 当刚学 的声 旁是不成字声旁时 ，初学 者多受含有 同
一

声旁 的形声字影 响 。

1 0 ％左右形声字的声旁是不独立使用的不成字声旁 。 这
一

事实表明 ，对具有相 同声旁 的形声

字 ，即声旁家族放在
一

起教学是非常有用的建议 。 仔细探讨起来 ，声旁 即使是独立成字 （独体

字 ）
，如果是不出现在 《新大纲 》的低频度的汉字 ，那么 对学 习者也不会有很大帮助 。 因为对学

习者来说这和不成字声旁的形声字没有区别 。 因此 ，本文调查 了含有成字声旁的 形声字的声

旁是否 出现在《新大纲 》中 ，结果如表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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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含有成字声旁 的形声 字中声 旁在 《新大纲 》 出现情况

《新大纲 》等级
一

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六级合计

声旁出现在 《新大纲 》的形声字总数 4 7 5 3 9 51 9 0 2 9 2 4 8 4 1 1 6 1

声旁未 出 现在 《新大纲 》 的形声 字1 4 1 1 3 5 5 6 7 9 1 6 6 3 6 1

总数及 占 比（ 2 3 ％ ）（ 1 7
． 2 ％ ）（ 2 6 ．

9 ％ ）（ 2 2
． 8 ％ ）（ 2 1 ． 3 ％ ）（ 2 5 ．

5 ％ ） （ 2 3 ． 7 ％ ）

由表三可见 ， 共 1 5 2 2 个含有成字声旁 的形声字 中 占 7 6 ． 3 ％ 的 1 1 6 1 个形声 字的 声旁在

《新大纲 》中 出现 ，但相当于 2 3 ． 7 ％ 的 3 6 1 个形声字的声旁没有单独 出现 ，是低频度汉字 。 低

频度汉字作 为声旁 ，
虽然没有 出现在 《新大纲 》中 ，但用这些汉字作为声旁的形声字在《新大纲 》

中 出现得较多 。 代表性的例子如
“

痕 、 很 、 狠 、 恨 、 根 、 跟 、 艰 、恳 、限 、银
”

。 这 1 0 个汉字的声

旁
“

艮
”

， 虽然是独立的 ，但是使用频度非常低的 汉字 ，未收录在 《新大纲 》 中 。 在教学这类具有

成字声旁但声旁没有出 现在《新大纲 》的形声字时 ，与其跟低频度的声旁
‘‘

艮
”

建立关联 ，不如先

分类学习有同
一

读音 （声韵相 同 ，声调不同 ）的形声字 ，如像
“

痕 、很 、狠 、恨
”

和
‘ ‘

根 、跟
”

，再单独

教学其他具有同一读音的汉字
“

艰
”“

恳 ”
“

限” “银”

，应当效果更佳 。 对于其他没有 出现在《新大

纲 》的形声字声旁的教学 ， 比起利用低频度的声旁 ， 把属于同一声旁家族的 汉字联系起来更有

效 。 比如说 ，声旁
“

甬
”

是 《新大纲 》未收录 的低频度的汉字 ，但把它作为声旁 的形声字在 《新大

纲 》里共有
＂

通 、桶 、 勇 、痛 、涌 、踊 、诵
”
 7 个 。 对此 ，与其执意使用低频度的声旁

＂

甬
”

， 不如根据

同
一读音分成

“

通 、桶 、痛
”“

勇 、 涌 、踊
”“

诵
”

三类 ，教学会更加有效 。

现在我们要考察《新大纲 》中 出现的成字声旁与其声旁所构成的形声字在《新大纲 》中 的前

后关系 。 因为即使成字声旁是《新大纲 》中 出现的高频度汉字 ，在形声字之后学的话 ，利用声旁

来进行形声字的教学也是不怎么有效的 。 具体的 内容如表 四 ，平均 2 1
． 6％ 的声旁出现在形声

字之后 。 特别是
一级到三级声旁 出 现在形声字之后的形声字的 比率超过 5 0 ％ ， 四级到五级时

虽然 比率有所下降 ，但五级仍然有 1 7 ． 5 ％ 的形声字在声旁之前就已经学习 了 。 这再次告诉我

们 ，在教学形声字时 ， 比起只利用声旁 ，利用声旁家族是更为有用的 。

表 四 在 《新大纲 》中 出 现的成字声旁与其声旁所构成的形声字之间 的前后关系

《新大纲 》等级
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六级合计

声旁 出现在与 形声字 同级或 之前
9 1 6 4 0 1 2 0 2 4 1 4 8 4 9 1 0

的形声字总数

声旁 出现在形声字之后 的形声字

总数 （声旁 出现在形声字之后 的形 3 8 3 7 5 5 7 0 5 1 0 2 5 1

声字与声旁 出 现在 《新大纲 》的形 （ 8 0 ． 9 ％ ）（ 6 9 ． 8 ％ ）（ 5 7 ． 9 ％ ）（ 3 6 ． 8 ％ ）（ 1 7
．

5 ％ ）（ 0 ％ ） （ 2 1 ． 6 ％ ）

声字的 比率 ）

通过以上考察 ，我们发现 ：不但含有不成字声旁 的形声字的频率不太低 ，并且不论是低频

成字声旁 ，
还是高频成字声旁 ，

出 现在含有这些声旁 的形声字之后的频率都相当高 。 这一情

况表明 ，虽说形声字的声旁在整字的语音识别上具有一定的线索作用 ，但仅用声旁进行形声字

的读音教学是不够充分的 ，借助声旁家族来帮助学生识别形声字的读音会更有效 。

2 ． 2 ． 2 以声旁为 中心的分析结果

具有相 同声旁的形声字或者成字声旁本身为
“

声旁家族
”

， 如
“

猪 、 诸、煮 、著 、都 、睹 、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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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 、署 、暑 、奢 、都 、绪 、者
”

都属 于
“

者
”
的声旁家族 。 不过有些形声字含有不成字声旁 、低频

成字声旁或没有属于相同声旁的形声字的情况也存在 ， 这些没有声旁家族 的形声字被 叫做
“

孤儿
”

（Ｓｈｕ
，
Ｃｈｅｎ

，
Ａｎｄ ｅｒｓｏｎ

，
Ｗｕ＆ ？Ｘｕａｎ ， 2 0 0 3 ） 。 《新大纲 》里所 出现的 1 6 9 7 个形声字 中

有 1 2 4 个为孤儿。 如含有 不成字声旁
＂

鞠 、辑 、缀 、漏 、谬 、 捷
”

和 因 使用频率低没 能 出 现在

《新 大纲 》 的
“

聘 、 绒 、嚼 、攀 、驳
”

的声旁
“

粤 、戎 、爵 、樊 、爻
”

等 。 形声字 中不属 于孤儿 ， 即属 于

同一声旁家族的成员 最少有两个 ， 形成声旁 家族的 总数共 5 9 6 个 。 根据家族成员 数 在 《新

大纲 》不 同 的等级所调查的声旁家族数 的分布情况如表五 。

表五 根据家族成员数在 《新大纲 》各等级声 旁家族的分布

等级 ＾
员数 2 3 4 5 6 7 8 9 1 0 1 1 1 2 1 31 4平均家族

广 万
总数成员数

家族数＼


一

级 1 2 1 1 3 2 ． 0 8

二级 3 2 5 2 3 9 2 ．
2 3

三级 7 3 2 2 4 2 1 0 1 2 ． 3 6

四级 1 4 3 5 7 1 5 1 1 1 2 2 2 9 2 ． 5 9

五级 2 0 6 9 1 3 3 2 7 1 6 2 5 3 3 8 3 2 ． 9 5

六级 2 6 2 1 3 3 7 7 4 6 3 41 7 9 9 5 1 1 1 1 5 9 6 3 ． 4 2

从一级到六级成员数为 2 个的家族 占最大的数量 ，从
一级到五级过半数以 上的家族成员

数为 2 个 ，但从六级开始 ，这个比率略有减少 。 同时每上一个级别 ，具有最多成员 的声旁家族

的数也有变多的倾向 。

一级共 出现 1 3 个声旁家族 ，其中 1 2 个家族的成员数为 2 个 ，成员 为 3

个的家族有 1 个 ，首次出 现在一级中 。 上升到二级时 ，成员数为 4 个 的家族首次登场 ， 然后紧

接着三级成员数为 5 个的家族 ， 四级成员 数为 6 个 、 7 个的家族 ，五级成员数 8 个 、 9 个 的家族 ，

六级成员数 1 0 个 、
1 1 个 、

1 2 个 、
1 3 个 、

1 4 个的家族首次出现 。 利用声旁家族进行形声字教学 ，

与其运用家族成员数为 2 个的形声字较多的初 中级 ，
不如运用成员数为 3 个 以上的形声字 出

现得更多的 高级阶段 （特别是六级 ） 。

三 声旁家族个体分析结果

3 ． 1 家族成员数最多的 9 个声旁家族

《新大纲 》里声旁成员数为 1 0 到 1 4 个的声旁家族共有 9 个 ，最早 出现在六级 。 我们根据

拼音 、各形声字首次 出现的级别和各音节的一致值来探讨其声旁家族 的特征 。 表六是声旁家

族
“

者
”

的例子 ：

表六
＂

者
＂

声旁家族
？

＾成员数
｜拼音 ｜汉字｜等级

丨

一致值

—

平均一致值可能 音节数

—

1 4ｚｈｅ 3者三 0
． 0 7 0 ．

2 1 7

ｚｈｕ ｌ猪四 0 ． 2 9

ｚｈｕ ｌ诸六

ｚｈｕ 3煮五

2 0 1 5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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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

家族成员数
丨拼音 Ｉ汉字 Ｉ等级 Ｉ

—

致值
Ｉ

平均
一

致值
Ｉ

可能音节数

“

ｚｈｕ 4著四

ｄｕｌ都⑦四 0 ． 2 9

ｄｕ 3睹六

ｄｕ 3堵四

ｄｕ 3赌六

ｓｈ ｕ 3署六 0 ． 1 4

ｓｈ ｕ 3暑四

ｓｈ ｅ ｌ奢六 0 ． 0 7

ｄｏｕｌ都一 0
．

0 7

ｘ ｕ 4绪五 0 ． 0 7

第一行表示声旁 （

‘‘

者
”
） ，从第二行开始表示具有此声旁的形声字 。

“

者
”

的声 旁家族成

员 除了
“

都 ／ｄｏ ｕｌ ／
”

和声旁
“

者
”

以外 ， 剩下的 1 2 个都可 以视 为 出 现在 《新大纲 》 四级 以 上的

汉字 。

“

者
”

声旁家族的 一致值的 总和为 2
．
 8 8

？
，平均

一

致值为 0 ． 2 1
？

， 这一数值是 在除 以全

体成员数 1 4 的基础上得到 的 。 平 均一致值 低是 因为
“

者
”

声 旁家族 内没有 占优势 的音节 ，

多个音节分散 。 关于 占优势 的 音节 和平均一致值的 相关性 和实用性 ， 让我们 来看看 下面

部分 。

由 《新大纲 》里 的 声旁
“

者
”

和包含
“

者
”

声旁 的 1 3 个 形 声 字组 成 的 音节共有
“

ｚｈｅ 、

ｚｈｕ 、 ｄ ｕ 、 ｓｈｕ 、 ｓｈｅ 、 ｄｏｕ 、 ｘ ｕ
”

7 个 ， 我们把它们 叫做声旁 家族 的
“

可能音 节
”

。 其 中 没有 与声

旁
“

者
”

具有 同
一 音 节 的 形 声 字 ，

只 有
＂

ｚ ｈｕ
”

和
“

ｓｈｅ
”

勉 强 和
“

者
”

的 声 母 或 韵 母相 同 。

“

ｚｈｕ
”

和
“

ｄｕ
”

是
“

者
＂

声旁家族里频度 最高 的 音节 ，

“

ｓｈｕ
”

的 频度排 在第 二位 。

“

者
”

声 旁

家族的 例子表 明 ， 利用声旁家族进行 形声字 的 教学 比利用声 旁更为有用 。 其 中 在 六级 出

现的汉 字有
“

诸 、 睹 、赌 、署 、奢
”

5 个 。

“

诸 、 睹 、赌 、 署
”

在 教学 中 与其强调声 旁是
“

者
”

， 不

如将其与具有相 同声旁和相同 音节 的形声字
“

猪 、堵 、暑
”

建立关联更有效 。 与此相反 ， 像
“

奢
”

没有相 同 音 节 的 其他成 员 ， 教 学时强 调 和
“

者
”

具有 同
一 韵母 的特点将更有 效 。 然

而 ，整体声 旁家族里可能音节数 有如此 多 的 情况 ， 反 而有给学 习 者造 成混乱 的 缺点 。 利

用声旁家族教学时 ， 使用成员 数多但 是可 能音 节数少 的 声旁 家族可能是 更有效 的 。 关于

声旁家族成员 数最多的 9 个声旁家族的详细信息见表七 。

表七 《新大纲 》中 声旁家族成 员数 1 0 到 1 4 个的九个声旁 家族
？

｜ 声旁 丨 家族 ｜ 平均 ｜ 可能
｜

最髙
一

致值的音节次髙一致值音节次次髙
一致值音节

声旁

1

—— 

1



1



拼音 成员 数 一致值 音节数 音节 一致值音节 一致值音节 一致值

ｚｈｅ 0 ． 0 7

ｚ ｈｕ 0
．

2 9ｓｈｅ 0
．

0 7

者 ｚｈｅ 3 1 4 0
．

2 17ｓｈ ｕ 0
．
 1 4

ｄｕ 0 ． 2 9ｄｏ ｕ 0 ． 0 7

ｘ ｕ 0 ．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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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Ｉ

声旁 Ｉ

家族 Ｉ

平均
Ｉ

可能
Ｉ

最髙
一致值的音节

Ｉ

次高
一

致值音节
Ｉ

次次高一致值音节
声旁

1



1



1



拼音 成员数
一

致值 音节数 音节 一致值音节 一致值音节 一致值

ｇ
ａｎ

ｇ 0 ． 0 8

ｈｏ ｎｇ 0 ． 1 5 ｊ
ｉ ａｎｇ 0 ． 0 8

工ｇｏｎｇｌ 1 3 0 ． 2 2 7ｇ
ｏ ｎ

ｇ 0
．

3 8

ｋｏ ｎｇ 0 ． 1 5ｘ ｉ ａｎｇ 0 ． 0 8



ｋ ａｎ
ｇＱ ． 0 8

ｘ ｉ ａｏ ｌｘ ｉ ａｏ 0 ．
3 3ｘ ｉ ｅ 0 ． 0 8

肖 1 2 0 ． 2 6 5ｑ ｉ ａｏ 0 ． 1 7

ｘ
ｉ

ａｏ 4ｓｈ ａｏ 0
．

3 3ｘｕ ｅ 0 ． 0 8

ｐｅｎ 0 ． 0 9

ｆｅｎ ｌ

分 1 1 0 ． 3 6 5 ｆｅｎ 0 ． 5 5ｂａｎ 0 ． 1 8ｐａ ｎ 0 ． 0 9

ｆｅｎ 4

ｐ ｉ

ｎ 0
．

0 9

方ｆａ ｎｇｌ 1 0 0 ． 8 2 2ｆａｎｇ0 ． 9 0ｐ
ａ ｎｇ 0 ． 1 0

莫ｍｏ 4 1 0 0
．

5 2 2ｍｏ 0 ． 6 0ｍｕ 0
．

4 0

ｄ ａ 0 ．
1 0

丁ｄ ｉ ｎｇｌ 1 0 0 ． 4 2 4ｄ ｉ

ｎ
ｇ 0 ． 6 0ｔ ｉ ｎ

ｇ 0 ． 2 0

ｄ ｅ ｎｇ 0 ． 1 0

ｐ ｉ 0 ． 3 0ｂ ｉ 0 ．
1 0

皮ｐ ｉ 2 1 0 0 ． 2 4 5ｂｏ 0 ． 2 0

ｐｏ 0 ． 3 0ｂｅ ｉ 0
．

1 0

ｙ ｉ ｎ 0 ． 0 1

ｇｅｎ 3ｘ ｉ ａｎ 0 ． 0 1

（ 艮 1 0 0 ． 2 4 6ｈｅ ｎ 0 ． 4 0ｇｅｎ 0 ． 0 2

ｇｅｎ 4 ｊ
ｉ

ａｎ 0 ． 0 1



ｋ ｅ ｎ


0 ．  0 1

从表七 中可以看 出 根据平均
一

致值 ，声旁 家族大体划分为两类 ，平均值相对高 的
“

方
”

（ 0 ． 8 2 ） 、

“

莫
”

（ 0 ． 5 2 ）家族和相对较低 （ 0 ．2 1
？

0 ． 4 2 ）的其他声旁家族 。 平均
一

致值高 的
“

方
”

和
“

莫
”

家族在声旁家族里的
“

可能音节数
”

限定为两个 ， 其 中 占 总数一半 以上 （
一致值超过

0 ． 5 ） 的优势音节有” 0叩 、 阳 0
”

。
相反其他声旁 家族的音节数为 4

？

7 个 ， 因此 即使有
一致性

超过 0 ．
5 的音节 （

“

分
”

族的
“

ｆｅｎ
”

，

“

丁
”

族的
“
ｄ ｉ ｎｇ

”
）

， 因为其他许 多音 节一致性低 ， 全部声

旁家族 的平均
一致值很低 。 平均

一

致值不高 的 家族 （

“

者 、工 、 肖 、分 、 丁 、皮 、 艮
”

） 的 形声字

的 音节数多 ， 没有 占优 势的 音节 ， 找不到 任何规则 ，所 以 音节 分布可 能非常复杂 。 遗憾 的

是 ，声旁家族中有最多成员 数的 大多平均
一

致值极低 。 也许是 出 于这个原 因 ， 到现在具有

同
一声旁的形声字的读音规则还没被 找到 ，且被认 为 是复杂和混乱 的 。 不过 ，我们 发现

一

个更重要的规律 ，平均
一

致值高的声旁家族 ， 如
“

方
”

和
“

莫
”

家族 ，具有其声旁的 形声字语音

的音节数是有 限制的 ，并且它里面有 占优势 的音节 。 其学 习上 的好处是在有限制性 的音节

数里 ，如果有 占优势 的音节 ，把占优势的音节规则化 ， 劣势 的音节 只要作为例外单独要求记

忆即可 。 如果是这样 ，平均一致值为多少 时 ， 声旁 家族有利于 学习 ？ 还 有在平均一致值高

的声旁 中 ，什么 样的声旁家族用来教育形声字更合适 呢 ？ 关于这个 问 题 ，我们试 图 在下一

节从 《新大纲 》的实例中找 出答案 。

3 ． 2 平均一致值和声旁家族

3 ． 2 ． 1 平均一致值和声旁家族成员数

之前我们发现平均一致值高的声旁家族里 ，存在的可能音节数是有限制的 ，而且可能音节

2 0 1 5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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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有占有优势的音节 ，因此以优势音节为 中心 ，将劣势音节作为例外处置 ，便于规则化 ，便于

找到形声字语音教学的特点 。 为了掌握能有效地进行形声字教学 的声旁家族的平均
一

致值 ，

通过査找《新大纲 》我们可以确认 ： 为 了使 占优势的音节存在 ，如在 3
．
 1 所见的

“

莫
”

家族
一

样 ，

平均
一

致值最少要超过 0 ． 5
。 平均

一

致值在 0 ． 5 以下时 ， 进行规则化是有难度 的 。 如表八的
“

令
”

和
“

亡”

声旁家族 。

“

令
”

族 的情况
“

ｌ ｉ ｎｇ

”

作为优势音节 ，

一致值虽然达到 了 0 ． 6 7
，但 因为像

“

ｌ ｅｎ ｇ ｊ ｉ ａｎ ｊ ｉ ｎ
”
一样 占少数的音节只有 3 个 ，所以平均

一致值只 达到 0 ． 4 8 。

“

亡
”

族虽然具有

可能音节数只有两个的优点 ，但是因为没有优势音节 ，还是带有难 以规则化的缺点 。 因此可以

推断平均
一致值超过 0 ．

 5 的声旁家族 ，其 占优势的音节可以存在 ，
而且 占少数 的音节数是有限

制的 。

表八 平均
一

致值 ｏ． ｓ 以下 的
‘ ‘

令
＂

和
“

亡
”

声旁家族

平均
一

致值拼音汉字等级
一

致值声旁家族成员数可能音节数

0 ． 4 8Ｉ ｉ

ｎｇ 4令 五 0 ． 6 79 4

Ｉ

ｉ ｎｇ 2零一

Ｉ ｉ ｎ
ｇ

2龄四

Ｉ ｉ ｎｇ 2铃五

Ｉ ｉ

ｎｇ 2伶六

Ｉ ｉ ｎｇ 3领五

Ｉ

ｅｎｇ 3冷 一 0 ． 1 1

Ｉ ｉ ａ ｎ 2怜四 0 ． 1 1

Ｉ ｉ

ｎ 2邻三 0 ． 1 1

0 ． 5ｗａｎｇ 2亡 六 0 ． 5 8 2

ｗａｎｇ 4望二

ｗａｎｇ 4忘三

ｗａｎ
ｇ

4妄六

ｍａ ｎ
ｇ

2忙二 0 ． 5

ｍ ａｎ
ｇ

2芒六

ｍ ａｎ
ｇ

2饭六

ｍ ａｎｇ 2盲六

接下来根据平均一致值 ， 以 1 和 0 ．
 5 为基准来看声旁家族成员数的分布 ，结果如表九 。

表九 不 同声 旁家族成员数 的平均
一

致值分布

＼
家族

 ｜ ＾ ＾ ＾ ＾ ＾ ＾ ＾

＾

＾

＾

＾

＾

＾ ＾ ＾ ｜
家
｜
汉字

＼＾员数 2 3 4 5 6 7 8 9 1 0 1 1 1 2 1 3 1 4族

一致 ｆＴＶ


数 ■

1 1 3 4 4 0 9 8 3 0 0 0 0 0 0 0 0 1 9 4 4 8 5

大于 0 ． 5 小于 1 0 6 7 2 2 1 7 61 1 42 0 0 0 0 1 2 0 4 8 1

小于或等于 0 ． 5 1 2 8 2 6 4 6 2 1 2 5 1 6 8 53 11 1 1 2 8 2 1 0 7 1

？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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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一

致值为 1 的 声旁 家族共 1 9 4 个 ，家族成员数从 2 个到 6 个 ， 有 4 8 5 个汉字属于这

类 。 平均
一

致值超过 0 ．
 5 而小于 1 的声旁家族共 1 2 0 个 ，它的成员数从 3 个到 1 0 个 ，

4 8 1 个汉

字属于这类 。 平均一致值等于 0 ． 5 或者不到 0 ．
 5 的声旁家族有 2 8 2 个 ，家族成员 数的分布从

2 个到 1 4 个 ，属于这类的汉字
一

共 1 0 7 1 个 。 呈现出平均
一

致值越低 ，声旁家族成员数越多的

趋势 。

声旁家族的语音规则化上 ，平均一致值越高与家族成员数越多 ，对学习者越有用 。 因为比

起成员数为 2 个的声旁家族 ，声旁家族为 5 个 的有关内容能被更好地利用 。

3 ．  2
．
 2 平均

一

致值超过 0
．
 5

，且家族成员 数 6 个 以上的声旁家族

《新大纲 》里出现的 平均
一

致值超过 0 ．5 ，且声旁家族数超过 6 个的 声旁家族数共有 1 7

个 ，属于这 1 7 个声旁家族的声旁字和形声字共 1 2 5 个 ，整理 内容如表十 。

表十 平均
一致值超 过 0 ． 5 、声旁家族成员数趄过 6 个的 1 7 个声旁家族的 音节分布状况

｜

声旁 ｜

平均
｜

家族 ｜

可能音 最 高
一致值音节 次髙一致值音节 次次高一致值音节

声旁 等级

拼音
一

致值 成员数 节数音节
一

致值 音节
一致值 音节

一

致值

主 3ｚｈｕ 3 1 6 1ｚｈ ｕ 1

正 2ｚｈｅｎｇ 4 1 6 1ｚｈ ｅ ｎｇ 1

申 4ｓｈｅｎ ｌ1 6 1ｓｈ ｅｎ 1

方 3ｆａ ｎ
ｇ ｌ 0 ． 8 2 1 0 2 ｆａｎ

ｇ 0 ． 9 0 ｐ
ａ ｎｇ 0 ． 1 0

中 1ｚｈｏｎｇｌ 0
．

7 9 8 2ｚｈ ｏ ｎｇ 0
． 8 8ｃｈ ｏｎ ｇ 0 ． 1 3

巴 5ｂａｌ0 ．
7 2 6 2ｂａ 0 ． 8 3 ｐａ

 0
．  1 7

旁 2ｐ
ａｎ

ｇ
2 0 ． 7 2 6 2ｂａ ｎ

ｇ 0 ．

8 3ｐａ ｎｇ 0 ． 1 7

（畐 ）不成字 0 ．
7 2 6 2 ｆｕ 0 ． 8 3ｂ ｉ 0

．
1 7

龙 5 ｌ

ｏｎ
ｇ 2 0 ． 6 3 9 3 ｌ

ｏｎ
ｇ 0 ． 7 8ｃ ｈ ｏｎｇ 0 ． 1 1ｐａｎｇ 0 ． 1 1

古 5ｇ ｕ 3 0 ． 5 9 7 2ｇ
ｕ 0 ． 7 1ｋ ｕ 0 ， 2 9

羊 2ｙ
ａ ｎｇ 2 0 ． 5 6 9 2ｙ

ａｎ
ｇ 0 ． 6 7ｘ

ｉ

ａ ｎ
ｇ 0

，
3 3

争 4ｚｈｅｎ
ｇ
ｌ 0 ．

5 6 6 2ｚｈ ｅｎ
ｇ 0

．
6 7 ｊ

ｉ ｎ ｇ 0
．

3 3

共 2ｇｏｎｇ
4 0 ． 5 6 6 2ｈｏｎｇ 0 ．

6 7ｇ
ｏ ｎｇ 0

＞
 3 3

反 4 ｆａ ｎ 3 0 ． 5 6 62 ｆａｎ 0 ． 6 7ｂａ ｎ 0 ． 3 3

莫 6ｍｏ 4 0
．

5 2 1 0 2ｍｏ 0 ． 6 0ｍｕ 0 ， 4 0

包 3ｂａｏ ｌ 0 ．
5 1 9 2ｂａｏ 0

． 5 6ｐ
ａ ｏ 0 ． 4 4

交 4ｊ
ｉ ａ ｏｌ 0 ． 5 1 9 3ｊ

ｉ ａｏ 0 ．
6 7ｘ

ｉ ａｏ 0
． 2 2ｙ

ａｏ 0
． 1 1

实际上在 《新大纲 》里 ，

一

致值为 1 的家族有
“

主 ” “

正
”“

申
”

3 个 ，

一致值为 0 ． 7 到 0 ． 9 的 家

族有 5 个 ，剩下的 9 个家族的
一

致值都在 0
．
 5 到 0 ． 7 之间 。 除了不成字 的声旁

“

畐
”

以外 ，
1 6

个家族的声旁都是《新大纲 》里 出 现 的高频汉字 。 1 7 个声旁家族全都含有
一

致值超过 0 ． 5 的

占优势音节 。 除了具有三个音节的
＂

龙
”

和
“

交
”

族以外 ， 其他的 1 5 个家族的可能音节数为一个

（
一致值为 1 的

“

主
”“

正
” “

申
”

家族）或者两个 。 此外 ， 除了不成字声旁
“

畐
”

和成字声旁 中
“

旁
”

和
“

共
”

两家族以外 ，优势音节都和其声旁是同
一

音节 。 声旁家族里可能音节 ，几乎大部分声旁

的音节和声母或韵母
一

样 。 例外的是
“

龙
”

族 的
“

ｐａ ｎｇ

”

和
“

争
”

族的
“

ｊ
ｉ ｎ ｇ

”

， 它们是与声旁完全

没有关系 的语音 。

如上所述 ，平均一致值高的声旁家族 ，声旁家族里存在的可能音节数是受限制的 ， 因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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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有占优势的音节 ，所以为 了以优势音节为 中心 ，弱势音节另 外拿出来 ，
以便于规则化 。

3
． 2 ． 3 平均

一

致值超过 0 ． 5 且家族成员数为 5 个的声旁家族

《新大纲 》中 出现的平均
一

致值超过 0 ． 5
，且声旁家族成员数为 5 个 的声旁家族共有 2 5

个 。 这 2 5 个声旁家族包含 的声旁字和形声字共 1 2 5 个 ，整理如表十
一

。

表＋
—

平均一致值趄过 0 ． 5 且成 员数 为 5 个的 2 5 个声旁家族音节分布状况

— —
｜

声旁
｜

平均
｜

家族成 可能音

￣

最高
一

致值音节

￣￣

次高
一

Ｓｃ值音节
声旁等级

1



1



拼音
一

致值员数节数音节
一致值音节一致值

付 5ｆ
ｕ 4 1 5 1ｆ

ｕ 1

几 1ｊ
ｉ ｌ ／

ｊ

ｉ 3 1 5 1ｊ
ｉ 1

勾 6ｇ ｏｕ ｌ 1 5 1ｇ
ｏｕ 1

牙 3ｙ
ａ 2 1 5 1ｙａ 1

直 3ｚ ｈ ｉ 2 1 5 1ｚ ｈ ｉ 1

胡 5 ｈｕ 2 1 5 1ｈ ｕ 1

采 5ｃａ ｉ

3 1 5 1ｃ ａ ｉ 1

马 3ｍａ 3 1 5 1ｍａ 1

（ 喿 ） 不成字不 成字 0 ． 6 8 5 2ｚ ａｏ 0 ． 8ｃａｏ 0 ． 2

（ 韦 ） 没有 出现ｗｅ ｉ

3 0 ． 6 8 5 2ｗｅ
ｉ 0 ． 8 ｈｕ ｉ 0 ． 2

专 4ｚｈｕ ａ ｎ ｌ 0 ． 6 8 5 2ｚ ｈｕ ａｎ 0 ． 8ｃｈ ｕａ ｎ 0 ． 2

及 4ｊ
ｉ

2 0 ． 6 8 5 2ｊ
ｉ 0 ． 8ｘ ｉ 0 ． 2

宗 5ｚｏｎ
ｇ
ｌ 0 ． 6 8 5 2ｚｏ ｎｇ 0 ． 8ｃｈ ｏ ｎｇ 0 ． 2

巨 5ｊ

ｕ 4 0
．

6 8 5 2ｊ

ｕ 0
． 8ｇｕ ｉ 0

． 2

旦 5ｄａｎ 4 0 ． 6 8 5 2ｄａｎ 0 ． 8 ｔａｎ 0 ． 2

相 3ｘ ｉ ａｎｇ ｌ 0 ． 6 8 5 2ｘ
ｉ

ａｎ
ｇ 0 ． 8ｓｈｕ ａｎｇ 0 ． 2

（ 専 ） 不成字不成字 0 ． 5 2 5 2ｂｏ 0
．

6 ｆｕ 0
．

4

弟 2ｄ ｉ 4 0
． 5 2 5 2ｄ ｉ 0 ． 6 ｔ ｉ 0 ．

4

未 5ｗｅ ｉ

4 0 ． 5 2 5 2ｍｅ ｉ 0 ． 6ｗｅ ｉ 0 ． 4

果 1ｇｕｏ 3 0 ． 5 2 5 2ｋｅ 0 ． 6ｇｕ ｏ 0 ． 4

次 2ｃ
ｉ

4 0
．

5 2 5 2ｚ
ｉ 0 ． 6ｃ ｉ 0

．
4

比 2ｂ ｉ

3 0 ． 5 2 5 2ｂ ｉ 0
． 6ｐ

ｉ 0
．

4

登 5ｄｅｎ
ｇ
ｌ 0 ．

5 2 5 2ｄｅｎｇ 0 ．
6ｃ ｈｅｎ

ｇ 0 ．
4

门 2ｍｅｎ 2 0 ． 5 2 5 2ｍｅｎ 0 ． 6ｗｅｎ0 ． 4

麻 4ｍａ 2 0 ． 5 2 5 2ｍｏ 0 ． 6ｍａ 0 ． 4

平均
一致值为 1 的家族共 8 个 ，

一

致值为 0 ． 6 8 的家族 8 个 ，其余 的 9 个家族的
一

致值为

0 ． 5 2
。 除去不成字声旁

“

喿
”“

専
”

和低频度
“

韦
”

的 2 2 个家族的声旁都是《新大纲 》 中 出现的 高

频度汉字 。 而且一致值为 1 的
“

付 、几 、勾 、牙 、直 、胡 、采 、马
”

可能音节数为 1
，其他 1 7 个家族

的可能音节数都是 2 个。 除了不成字声旁 的
“

喿
”

和
“

専
”

和成字声旁 中
“

未
＂ “

果
” “

次
” “

麻
”

以

外 ， 其佘的声旁家族中优势音节都和声旁 的音节
一

样 。 可是
“

未 、果 、次 、麻
”

族的例外音节跟其

声旁的音节相同 。 虽然声旁家族中例外可能音节一般和其声旁的音节的声母或韵母
一样 ，但

是
“

韦
＂

（ ｗｅ ｉ 

—

ｈｕ ｉ ） 、

“

巨
”

（
ｊ
ｕ
—

ｇ ｕ ｉ ） 、

“

相 （ｘ ｉ ａｎｇ

—

ｓｈ ｕａｎ ｇ ） 、

“

専
”

（ ｂｏ － ｆｕ ） ，


“

果
”

（ ｋｅ 

—

ｇ ｕｏ ）族这

？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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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在两个可能音节之间 ，没有声母或韵母一样的情况 。 这也可以确认
“

平均
一

致值高的声旁家

族 ，声旁家族里存在的可能音节数是有 限制 的 ， 因它里面有 占优势的音节 ， 所以为 了便于规则

化 ，就以优势音节为中心 ，弱势音节作为例外拿出 来
”

。

四结论与教学建议

本文通过整理平均一致值高且家族成员数多的 4 2 个声旁家族所对应的 2 5 0 个声旁字和

形声字 ，推导 出 了它的读音规律 ， 占到 《新大纲 》 中 出现的 2 7 2 9 个汉字的 9 ． 2 ％ ，论证了利用声

旁家族教学的必要性和实用性 。

第一 ，
《新大纲 》里 出现的汉字中形声字所 占 的 比率为 6 2

．
 2 ％ ， 随着级别的上升 ， 新出 现的

汉字中形声字 的 比 率 逐渐升高 。

一级 中形 声 字 的 比率不 到 3 7 ．
6 ％ ， 到 了六 级 时 成为 了

7 4 ． 8
％ 。 这样的事实随着学习者的汉语水平的提高 ，特别是到高级 阶段 ，积极地使用汉字里 占

较大 比重的形声字教学 ，这种方法被认为是很有用 的 。

第二 ，平均来说 ，
《 新大纲 》的形声字 中含有不成字声旁的 占 1 0

．
3 ％ ，含有成字声旁的形声

字 中低频声旁占 2 3 ． 7 ％ 。 此外 ， 《新大纲 》的形声字中 2 1
．
 6 ％的声旁 出现在形声字之后 。 它表

明共有同一声旁的形声字和其声旁 字 ， 即把声旁家族汇总在一起教学和学习 是必要 而且有

益的 。

以本研究 的结果为基础 ，提出利用声旁家族的形声字教学建议如下 ：

1
． 利用声旁家族教授形声字的语音时 ，从声旁家族的平均一致值高的开始教 。

2
． 平均

一

致值高的声旁家族的情况 ，以可能音节数少的家族为中心讲授 。

3
． 如果是平均

一

致值高且可能音节数少的家族时 ，
选取声旁家族成员数多的家族 。

4
． 如果是平均

一

致值高且可能音节数少 ，声旁家族成员数多的 家族时 ，

一

致值髙的音节看

作这声旁家族的 主要语音 ，把
一

致值低的音节做为例外处理来教学 。

附 注

① 以现行的简体字为准 ，除去该字典中繁体字 、异 体字 的分析 。 如 ： 该书 中
“

春
”

作为形声字分析 ， 其声旁

是
“

屯
”

，原 因是该书在分析
“

春
”

时使用的异体字形是
“

啬
”

。 考虑到这些利用 形声宇 的繁体字 、异体字或其他

字形分析得来 的声旁并不能代表现行汉字的声旁 ， 因此有 2 9 个这样 的形声字不在本文形声字研究范 围 内 。

② 《新大纲 》 1 6 9 7 个形声字中有 8 8 个汉字属于多音字 ， 8 8 个汉字实 际上 只是 4 2 字符 。 其 中有 3 8 个字符

是双音多音字 ， 另外 4 个字符是三个读音的多音字 。

③如 ：声旁
“

者
”

构成 了
“

都 （ ｄｕ ｌ ） 、都 （ ｄｏｕ ｌ ） 、睹 、堵 、 赌 、猪 、诸 、煮 、 著 、 署 、暑 、奢 、绪
”


1 3 个形声字 ，

“

者
”

作

为
一

个汉字 出 现在《新大纲 》中 ， 那么
“

者
”

的声旁家族成员数为 1 4 。 又如声旁
“

朱
”

构成 了
“

珠 、株 、殊
”

3 个形声

字 ，

“

朱
＂

没有 出现在 《新大纲 》中 ， 因此
“

朱
”

的家族成员数为 3 。

④如在 《新大纲 》里声旁
“

中
＂

的家族成员数是 8
：

“

中 、衷 、钟 、忠 、种 （ ｚｈ ｏｎｇ 3 ） 、肿 、种 （ ｚｈｏｎ ｇ
4 ） 、 冲

”

。 其 中

“

中 、衷 、钟 、
忠

、
种 （ ｚ ｈｏｎｇ 3 ） 、肿 、种 （ ｚ ｈｏｎｇ 4 ）

”

7 个家族成员 的读音都是
“

ｚｈ ｏｎｇ

”

， 因此它 们的一致值都是 7 ／ 8
，

“

冲
”

读音是
“

ｃｈ ｏ ｎｇ

”

， 因此它 的
一

致值是
“

1
／ 8

”

。

一

致值是 动态 发展 的 ， 它将随 着 家族数变 化而变化 。 如 ：

“

中
”

在 《新大纲 》不同等级 中家族数不同 。
在三级中 ， 只 出现 了

“

中 、钟 、种 （ ｚｈ ｏｎｇ
3 ）

”

三个家族成员 ， 所以家族

数是 3
， 它们 的读音都是

“

ｚｈｏｎｇ

”

， 因 此一致值均为 3 ／ 3  （ Ｓｈｕ 等 ，
2 0 0 3 ） 。

⑤在注③所见 ： 都 （ ｄ ｕｌ ） 、都 （ ｄｏｕｌ ） 、睹 、堵 、赌 、猪 、诸 、煮 、著 、署 、暑 、奢 、绪 。

⑥第
一

列是该声旁家族的成员数 ， 第二列是拼音 ，第三列是汉字 ，第 四 列显示该形声字首次出 现在 《新大

纲 》里的等级数 。 第五列是一致值 ，

一致值的计算方法见注④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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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正如前面研究方法部分指 出 的
一

样 ， 即使多音 宇 的字形
一

样 ， 但也被视 为其
，
汉字 ，所 以本研究 中

／ ｄｕ ｌ／的
“

都
”

和 ／ ｄｏｕｌ ／的
“

都
”

被视为两个汉字 。
‘

⑧ 0
．

0 7 （ ／
ｚｈ ｅ／的

一致值 ） Ｘ 1 （者 ）＋ 0
． 2 9 （ ／ ｚｈ ｕ／的一致值 ） Ｘ 4 （猪 、诸 、煮 、著 ） ＋ 0 ． 2 9 （ ／ｄｕ／的

一

致值 ） Ｘ 4

（都 、睹 、堵 、赌 ） ＋ 0 ． 1 4 （ ／ ｓｈｕ／的
一

致值 ） Ｘ 2 （署 、暑 ） ＋ 0 ． 0 7 （ ／ｓ ｈｅ ／的
一

致值 ） Ｘ 1 （奢 ） ＋ 0 ． 0 7 （ ／ ｄｏｕ ／的
一致值 ）

Ｘ ｌ （都 ） ＋ 0 ．  0 7 （ ／ｘｕ ／的
一致值 ） Ｘ ｌ （绪 ）

＝

2 ． 8 8

⑨
“

平均一致值
”

指的是声旁家族全体的
一致值 ，声旁家族成员各 自 的一致值总和后用 成员数去除 。

⑩具有最多家族成员的 9 个声旁家族 中 ， 除 了
“

艮
”

以外 ，其他 8 个声旁都是 《新大纲 》中 出 现 的高频率

汉字 。

⑩
“

艮
”

没有 出 现在《新大纲 》 ， 因此把它填在括号里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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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Ｓ．Ｋ．ＫａｏａｎｄＲｕｍ
ｊ
ａｈｎＨ ｏｏｓａ ｉ

ｎ（ ｅｄｓ． ） ，Ｌｉｎｇｕ ｉｓｔｉｃ
，ｐ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ｈ 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1 1
－

2 1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Ｕｎ ｉ
ｖｅｒ ｓ ｉ

ｔｙｏ ｆ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Ｊ ａｃｋ ｓｏｎ ，ＮａｎｃｙＥ． ，
Ｍ ｉｃｈａｅｌＥ．Ｅｖｅｒｓｏｎ＆－ＣｈｕａｎｒｅｎＫｅ

． 2 0 0 3 ．Ｂｅ
ｇ ｉ
ｎｎ

ｉ
ｎ
ｇｒｅａｄ ｅｒｓ

＇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 ｓｏ ｆｔｈｅ

ｏ ｒｔ ｈｏｇｒａｐｈ ｉ
ｃｓ ｔｒｕｃ ｔｕ ｒｅｏ ｆｓｅｍａｎｔ

ｉ
ｃ
－

ｐｈｏｎｅｔｉ
ｃｃｏｍｐｏ

ｕｎｄ ｓ
 ：Ｌｅｓ ｓｏｎｓｆｒｏｍａｓ ｔｕｄｙｏ ｆｌ ｅａｒｎｅｒ ｓｏｆ Ｃｈ ｉ

ｎｅｓ ｅａｓａ

ｆｏｒｅ ｉｇ
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Ｃａｔｈｅｒｉ

ｎｅＭｃＢｒ ｉｄｅ
－

ＣｈａｎｇａｎｄＨｓｕａｎ－Ｃｈ ｉｈＣｈｅｎ（ ｅｄｓ ．） ，Ｒ ｅａｄｉｎｇ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 ｉｎｅｓｅ ｃｈ ｉ ｌｄｒｅｎ ？ 1 4 1
－

1 5 3
．Ｗｅｓ ｔ

ｐｏ
ｒｔ

，ＣＴ
：

Ｐｒａｅ
ｇ
ｅｒ

．

Ｌ ｉｎ ，Ｃｈ ｉｎ
－Ｈ ｓ ｉ＆ ．ＰｅｒｉｅｌｏｐＣｏ ｌ ｌｉｎｓ ． 2 0 1 2 ．

Ｔｈｅｅ 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ＬＩａｎｄｏ ｒｔｈｏｇｒａｐｈ ｉ
ｃｒｅｇｕ ｌａｒ

ｉ
ｔ
ｙ

ａｎｄｃｏｎｓ
ｉ
ｓ ｔｅｎｃ

ｙ
ｉｎ

ｎａｍｉ
ｎ
ｇＣｈ ｉｎｅｓ ｅ 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ｓ ．Ｒｅａｄ ｉｎｇ

ａｎｄＷｒｉｔ
ｉ
ｎｇ 2 5  ！

 1 7 4 7
－

1 7 6 7
．

Ｓｈｕ ，Ｈ ｕａ ，ＸｉＣｈｅｎ ，Ｒｉ ｃｈａｒｄＣ ．Ａｎｄ ｅｒｓｏｎ ，Ｎｉｎ
ｇ
ｎ

ｉｎｇ Ｗｕ＆Ｙ ｕｅＸｕａｎ ． 2 0 0 3
．Ｐｒｏ ｐｅｒ ｔ

ｉ
ｅｓｏ ｆｓ ｃｈｏｏ ｌＣｈ

ｉ
ｎｅｓｅ

：

Ｉｍ
ｐｌ

ｉ 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ｆｏ ｒｌ
ｅａｒｎ ｉｎｇｔｏ ｒｅａｄ ．Ｃｈ ｉｌ ｄ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 7 4 （ 1 ）
‘

 2 7
－

4 7
．

Ｔｚｅｎｇ ，Ｏｖｉ ｄＪ ．Ｌ ． 2 0 0 2 ．Ｃｕｒ ｒｅｎｔｉ
ｓ ｓｕｅｓｉ

ｎｌ
ｅａｒｎ

ｉ
ｎｇｔｏｒｅａｄＣｈ ｉ

ｎｅｓｅ ．Ｉ ｎＷ ｅｎｌ ｉｎｇＬ ｉ ，ＪａｎｅｔｔＳ ．Ｇａｆｆｎｅ
ｙ

ａｎｄ

ＪｅｒｏｍｅＬ ．Ｐａ ｃｋａｒ ｄ（ ｅｄｓ ．
）

，
Ｃｈ ｉｎｅｓ ｅ ｃｈ ｉ ｌｄｒｅｎ

＇

ｓ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ｃ

ｑ
ｕｉｓ ｉｔ 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 ｃａｌ

ａｎｄｐｅｄａｇｏｇ ｉｃａ ｌｉｓｓｕｅｓ

，

3
－

1 6 ．Ｂｏｓｔｏｎ
：
Ｋ ｌ

ｕｗｅｒ
．

Ｙｉｎ ，Ｊ ｉｎｇ
－Ｈｕａ．  2 0 0 3 ．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 ｓｏｆｍｅｍｏ ｒｉｚ ｉｎ

ｇ
Ｃｈ

ｉ
ｎｅｓ ｅ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ｓｂｙＡｍｅｒ

ｉ
ｃａｎｃｏｌ ｌｅ

ｇ
ｅｓ ｔｕｄｅｎ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 
ｔｈｅＣｈ 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ａ ｃｈ ｅｒｓＡｓｓｏｃ ｉａ ｔｉｏｎ 3 8 

： 6 9
－

8 9
．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
－

Ｓｈｅｎｇ ．  2 0 0 9
．Ｍｙ

ｔｈ ， ｒｅａ
ｌｉ

ｔ
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ｎｓ ｔｒｕｃｔｉ
ｏｎ ｉ

ｎ  ｔｈｅ  2 1
ｓｔ

ｃｅｎｔｕ ｒ
ｙ ．Ｊ 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Ａｓｓｏｃ ｉａｔ ｉｏｎ 4 4  ：

 6 9
－

8 9 ．

（金善娥 （ Ｓｍｉ

－ＡＫｉ
ｍ） 香港理工大学 中文及双语学系 ；

辛承姬 （ Ｓｅｕｎｇ
－Ｈ ｅｅＳｈ ｉｎ ） 韩 国梨花女子大学外 国语教育特殊大学院 ，本文交信作者 （ ｃｏｒ ｒｅｓｐｏ

ｎｄ
ｉ
ｎ
ｇ 

ａｕｔｈｏ ｒ ） ）

？

 3 0？汉语学报



ＨＡＮＹＵＸＵＥＢＡ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 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ｕ
ｇ
ｕｓｔ 2 0 1 5

Ａｂｓ ｔｒａｃｔｓｏｆＭａｊｏｒＰａｐｅｒｓｉｎＴｈ ｉｓＩｓｓｕｅ

Ｌｕ
，Ｊｉ ａｎｍｉｎｇ ，Ｏｎ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 ｉｃ ｓｏｆ Ｃｈ ｉｎｅｓｅ ＷｏｒｄＣ ｌａｓｓｅｓ

Ｔｈｅｐｒ ｅｓｅｎｔｐａｐｅ ｒａｎａ 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 ｉｃ 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 ｅｗｏ ｒｄｃ ｌａｓｓｅｓｂａｓｅｄｏ ｒｉｔｈｅ

ｒ 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ｂｙＧ ａｏＭ ｉｎｋａｉ ，
ＬｖＳｈｕｘ ｉａｎｇ ，

ＺｈｕＤｅｘｉ
，

ａｎｄＳｈｅｎＪ ｉ ａｘｕａｎ ，ａｎｄ
ｐｏ

ｉｎｔ ｓｏｕ ｔ

ｔｈ ａｔｔｈｅ ｒｅａｒｅｔｗｏｔｒｕ ｅ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 ｉ ｃｓｏｆＣｈ ｉｎｅｓ ｅｗｏｒｄｃｌａ ｓｓ ｅｓ
：
 1 ）ｚｅｒｏ

－

ｄｅ ｒｉｖａ ｔｉｏ ｎ
；ａｎｄ 2 ）

ｖｅｒｂ ｓａｎｄａｄｊ ｅｃｔ ｉｖ ｅｓ ｉｎｔ ｈｅｐｏｓｉ ｔ ｉｏ ｎｏｆａｓ ｕｂｊｅ ｃｔｏｒａｎｏｂ ｊ ｅｃｔｂｅ ｃａｕ ｓｅｏ ｆｔｈ ｅｏｍ ｉ ｓ ｓｉｏｎｏｆ

ｅ ｌｅｍ ｅｎ ｔ ｓｉｎａｓｅｎｔｅｎｃ ｅ．

Ｋ ｅｙ
ｗｏｒｄｓ

：
Ｃｈ ｉｎｅｓｅ ｗｏｒｄｃ ｌａｓｓｅｓ ， ｚｅ ｒｏ

－

ｄ ｅ ｒｉｖａｔ ｉｏｎ ，ｏｍ ｉｓ ｓｉｏｎ

Ｄｉｎｇ ，Ｌ ｉ
，
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ｘｐ
ｌ ｉｃ ｉ ｔＴｈｉｎｋ ｉｎｇａｎｄＩｍｐｌ ｉｃ ｉｔＴｈ ｉｎｋ 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Ｐｏｉｎｔｏｆ Ｖ ｉｅｗ

Ｅｘｐ ｌ
ｉｃｉ ｔ ｔｈ ｉｎｋ ｉｎｇｉｓｔｈｅｏｎｅ ｔｈａ ｔａ

ｐｅｒｓｏ ｎ
ｉ ｓｃｏｎ ｓｃ ｉｏ ｕｓｏｆ

，ａｎｄｉｍｐ ｌ ｉｃｉ ｔｔｈｉｎ ｋｉｎｇ
ｔｈｅｏ ｎｅａ

ｐｅｒ ｓｏｎ ｉ ｓｕｎｃｏｎｓ ｃｉ ｏｕ ｓ ｏｆ．Ｔｈｅｙａｒｅｒｅ ｌａｔｅｄ
，

ｂｕ ｔｒ ｅｓｔ ｒａ ｉｎｍｕ ｔ ｕａ ｌ ｌｙ ，ｆｏｒｍｉｎｇａｕｎｉ ｔｏｆ

ｏｐ ｐｏ ｓｉ ｔｅｓ ．Ｆ ｒｏｍｔｈ ｅｌ ｉｎｇｕｉｓ ｔ ｉｃｐｏ ｉｎ ｔｏｆｖ ｉｅｗ ，ｉｍｐ ｌ
ｉｃｉ ｔ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ｃａｎｇｅｎｅｒａ ｌ ｉｚｅｔｈｅｃ ｏｍｍｏ ｎ

ｆｅａｔｕｒ ｅｓｏｆｅｘｐｌ ｉ ｃｉｔｔｈｉｎｋ ｉｎｇａｎ ｄｇ ｉｖｅａｐ ｅｒ ｓ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ｏｃｏｎｓｃｉｏ ｕｓｔｈ ｉｎｋ ｉｎｇ ；
ｏ 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
ｅｘｐｌｉｃｉ ｔｔｈ ｉｎｋ ｉｎｇｄｏｍ

ｉｎａｔｅ ｓｉｍｐｌ ｉｃ ｉ ｔｔｈ ｉｎｋ
ｉ
ｎｇ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ｘｐ ｌ ｉｃｉ ｔｔｈ ｉｎｋｉｎｇ ， ｉｍ ｐｌ ｉｃ ｉｔｔｈ ｉｎｋ ｉｎｇ ， ｇ ｅｎ ｅｒａｌ ｉ ｚａ ｔ ｉｏｎ
，ｓ ｕｐｐｏｒｔ ， ｄｏｍ ｉｎａｔｉｏｎ

Ｚｈｅｎｇ ，Ｇｕｉｙｏｕ ，Ｓｅｍａｎ ｔｉｃ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ａｎｄ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ｓｏｆＳ 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Ｘ

ｊｉｕ（
就 ）

Ｘ
”

Ｔｈｅｓ ｔｒ ｕｃ ｔｕ ｒｅｍｅ ａｎ ｉｎｇ
ｏｆ

＂

Ｘ（就 ） Ｘ
”
ｉｓ

＂

ａ ｆｆ ｉｒｍａ ｔ ｉｏ ｎ
＂
ａｎｄ

＂

ａｃ ｃｒｅｄｉ ｔ ａ ｔｉｏｎ
＂

．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

ｔｗｏｋ ｉｎｄ ｓｏｆｃｏ ｏｒｄｉ
ｊ
ａａｔ ｉｏｎｏｆ

＂

Ｘ
ｊ ｉ ｕ （就） Ｘ

”

：
＂

ａｎ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ｃ ｌ ａｕｓｅ＋Ｘｊ
ｉｕ （就 ） Ｘ

”

ａｎｄ
“
Ｘ

ｊ
ｉ ｕ

（就 ） Ｘ ＋ａｐｏｓ ｔ ｅｒｉｏｒｃ ｌａｕ ｓｅ
＂

．Ｂｏ ｔｈｏｆｔｈ ｅｍｓｈｏｗａｃｏｎｓ ｅｃｕｔ ｉｖｅ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 ， ｂｕ ｔｔｈ ｅｆｏｒｍ ｅｒ

ｅｍｐｈ ａ ｓ
ｉ ｚｅ ｓａｃａｕ ｓｅ

－

ｅ ｆｆｅｃｔ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ｌａ ｔｔｅｒａｎｅ ｆｆｅ ｃｔ
－

ｃａ ｕｓｅｒ ｅｌａ ｔ ｉｏｎ ．
＂

Ｘｊ
ｉｗ （就 ） Ｘ

”

ｈａ ｓ

ｓｉｘｅｘｐｒ ｅｓｓ
ｉｖ ｅ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ｓ

，
ｎａｍｅ ｌｙ ，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 ｅ

”

，

“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 ｔ ｉｏｎ／ ｅｍｐｈａｓ

ｉ ｓ
”

，

“

ｉｎｄｉ ｆ ｆｅ ｒｅｎｃ ｅ

”

，

“

ｒｅ ｌｕ ｃｔ ａｎｃｅ ／ ｔ ｏｌｅｒａｎｃ ｅ

”

，

“
ｄｉｓｓ ｕａｓｉｏｎ／ｓｕｇｇ ｅｓ ｔｉｏｎ

，
，

ａｎｄ
“

ｄｉｓ ｓａｔ ｉ ｓｆａｃ ｔｉｏｎ ／

ａｎｇｅｒ
”

， ｗｈ ｉｃｈａｒｅ ｂ ａ ｓｅｄｏ ｎｉ ｔ ｓｓ ｔｒｕ ｃｔｕｒｅｍｅａｎ ｉｎｇｓ ．Ｔｈｅｓ ｉｘｅｘｐｒ ｅｓ ｓ
ｉｖｅｆｕｎｃ ｔ ｉｏｎｓｃ ｏｍｐｏ ｓｅａ

ｃｏｎ ｔ ｉｎｕ ｕｍ ｏ ｆｔｈｅｍｏｏ ｄｏ ｆｔｈｅｓｐ ｅ ａｋｅｒ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Ｘｊ

ｉｕ （就 ） Ｘ ， ｓ ｅｍａｎ ｔｉｃａ ｔ ｔｒｉｂ ｕｔｅ ｓ ，ｅｘｐｒ ｅｓｓ ｉｖｅｆｕｎｃｔ ｉｏｎｓ

Ｋｉｍ
，Ｓｕｎ

－Ａ＆Ｓｈ ｉｎ
，Ｓｅｎｎｇ

－Ｈｅ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ｏｆ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Ｆａｍｉ ｌ ｉｅｓａｎｄＰｒｉｎｃｉｐ ｌｅｓｏｆ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

Ｃｈ ｉｎｅｓｅａｓａＦｏｒｅ 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 ｅｐａｐｅｒａ
ｉｍｓｔｏｅ ｓｔａｂｌ

ｉｓｈｐ ｒ ｉｎｃｉ

ｐ ｌｅｓｏｆｔｅ ａｃ ｈｉ ｎｇｐｈ
ｏ ｎｅ ｔ ｉｃｃｏｍｐ ｏｕｎｄｃｈａｒａ ｃｔｅｒ ｓｂｙ

ｕｓ 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ｓ ｉ ｓｔｅｎｃｙｏｆｐｈｏｎｅ ｔ ｉｃｆａｍｉ ｌ ｉ ｅｓ
．Ｔｈ ｉｓ ｓｔｕｄｙｃａ ｔ ｅｇｏｒｉ ｚｅ ｓｐｈｏｎｅｔ ｉ ｃｃ ｏｍｐｏｕｎｄ

ｃｈ ａ ｒａｃｔ ｅｒ ｓａｎｄｔｈ ｅ ｉｒ
ｐｈｏｎ ｅ ｔｉｃｒａｄｉ ｃａ ｌ ｓａｐｐ ｅａｒｉｎｇ ｉｎ 5 0 0 0 ｗｏｒｄ ｓｏ ｆＴｈｅＯｕｔ ｌ ｉｎｅｏｆＮｅｗＨＳＫ

ａｃｃｏｒ ｄｉｎｇｔｏｐｈｏ ｎｅｔ ｉｃｆａｍ ｉ
ｌｙ ，

ａｎｄｔｈ ｅｎａｎａ ｌｙ ｚｅｓｔｈ ｅｉ ｒｃｏｎｓｉ ｓｔ ｅｎｃｙ ．Ａ ｓａｒｅｓ ｕｌｔ ，ｆ ｉｖｅｍａ
ｊ
ｏｒ

ｐ ｒ ｉｎｃｉｐｌ ｅｓｏｆｔｅａｃｈ ｉ
ｎｇｔｈｅｐ ｒｏｎｕｎｃ ｉ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ｈｏｎ ｅｔ ｉｃｃｏｍｐｏｕ 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ｓａｒｅ
 ｉｎｄｕｃ 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 ｐｏｓ ｅｄｐｒ ｉｎｃｉｐ ｌｅ ｓｃｏｕ ｌｄｈｅ ｌｐｅｄｕ ｃａ ｔｏｒｓａｎｄ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ｏ ｆＣｈ ｉｎｅｓ ｅａｓａｆｏｒ ｅ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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