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节 汉字的整理和标准化

一、汉字改革问题

（一）文字制度上的变革

（二）文字的简化和整理



二、汉字的整理
（一）简化笔画

公布并推行《简化字总表》（含2235个简化字）

简化方法

1.类推简化（偏旁）

貝：货 贷 贩 贬

金：钱 铜 锡 锌

2.同音代替

麯—曲 嚮—向 齣—出 榖—谷 後—后

3.草书楷化

書—书 農—农 爲—为 興—兴 長—长



4.换用简单符号

漢—汉 鶏—鸡 戯—戏 鄧—邓 趙—赵

5.保留特征或轮廓

齒—齿 飛—飞 虧—亏 奪—夺 懷—怀

6.构成新的形声字或会意字

響—响 驚—惊 筆—笔 淚—泪 寶—宝



（二）精简字数

最重要的是整理异体字。1955年的《第一批异体
字整理表》，废除了1055个异体字。

1.异体字的定义

指音义都相同仅形不同的字，可以互称为异体字。

如：“吸yān”的yān，至少有三种写法：“烟
煙菸”。这三个字形互为异体字。

经过整理以后，大家习惯把选用的正字
“烟”，称为“选用字”，而把另外两个非选用
字“煙菸”称为“异体字”。



2.整理异体字的原则

（1）从俗：即去生留熟，选用社会和出版物上比
较通行的字形。

如：选“针”去[鍼]     选“仙”去[僊]

选“脚”去[腳]     选“蝶”去[蜨]。

（2）从简：即选用笔画相对较少的字形。

如：选“捆”去[綑]     选“猫”去[貓]

选“升”去[昇陞]   选“窑”去[窯窰]。



三、汉字的标准化

汉字标准化指对现行汉字进行全面、系统、科学
的整理，即做到四定：

定量、定形、定音、定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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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量：规定现代汉语用字的数量。

1988年《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收字7000个



附录: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举例

订货-定货 订阅-定阅 分量-份量

逗留-逗遛 逗趣儿-斗趣儿 端午-端五

二黄-二簧 二心-贰心 吩咐-分付

发人深省-发人深醒

负隅顽抗-负嵎顽抗

（二）定形：是规定现代汉字的标准字形

公布《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
为汉字定形奠定基础。

科学地整理异体字、异形词，教育部2001年12月发布《第
一批异形词整理表》



（三）定音：是指规定现代汉语用字的标准读音

1985年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广播电视部发布了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对一千多条异读词作
了审订和修订，为字音的标准化打下了基础。

畜：chù（名物义） 家～、牲～、幼～

xù（动作义）～产、 ～牧、～养

创：chuàng（开始做）草～、～举、 ～造

chuāng（伤） ～伤、～口

逮：dài（书） ～捕

dǎi（口）单用， ～蚊子、 ～特务



（四）定序：是指规定现代汉语用字的排列顺序

主要采用义序法、音序法和形序法。

（1）义序法：按照字义进行分类来排列顺序。

如：古代《尔雅》（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
的专著）

（2）音序法：按照字音排列顺序。

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

（3）形序法：按照字形排列，现行主要有主要
部首法、笔画法、号码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