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4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4 

Education Research 

关于汉字“家”的字义演变 
 

李新 

兰州交通大学文学与国际汉学院 

DOI:10.12238/er.v4i8.4144 

 

[摘  要] 语言同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其意

义也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本文试对于“家”字进行历时研究,探究“家”的字义演变过程整理其发展

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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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guage is in constant development and change like other things in the world. As a written symbol 

system to record language, the meaning of character also changes with times. 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a 

diachronic study of the character "home",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character's meaning and sort 

out its development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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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词的义项是不断地发展和演变的,

常常是由最初的本意通过引申等途径产

生出其他的义项,考察这种发展演变的过

程和途径就成了人们研究词汇史的主要

内容。”“家”是现代汉语的常用字,“家”

字早在甲骨文时期就已经有记载,本文试

通过对“家”字的字义演变、当代新义等

方面管窥“家”字的发展过程。 

1 “家”字的字义演变 

1.1“家”的基本字义 

通过甲骨文出现的“家”字来看,

像是在房屋里面养着猪,而猪对于古人

来说不仅是温顺的动物还是可靠的食物

来源,养猪可以提供给他们食物安全感,

因此养猪成为了安居生活的象征,所以

“家”字本义是屋内,住所的意思,而通

过查阅《中文大辞典》和《汉语大辞典》

并进行整理,发现“家”的字义如下： 

(1)(人所)居也。家,居也。从宀,

豭省声。—《说文》。(2)室内也。(3)

门内也。家谓一门之内。—《诗·周南·桃

夭》注。(4)家庭也。数口之家,可以无

饥矣。—《孟子•梁惠王上》。(5)家族也,

家系也。家数(家族)。(6)家产也,家业

也。家缘(家业,家产)。(7)家具也。家

器(家庭日常用具)。(8)朝廷也。争先入

公家。—《吕氏春秋•贵卒》。(9)帝王或

太子也。三家,三皇也。—《后汉书•马

融传》注。(10)列侯也。(11)卿也,卿大

夫也。家主(春秋时期对卿大夫的称谓)。

(12)食邑也,采地也。大夫曰：何以利吾

家?—《孟子•梁惠王上》。(13)都城也。

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

九为节。—《周礼》。(14)国家也。家邦

(本指家和国,亦泛指国家)。(15)对别人

称自己亲属中之年长者的谦称。家父家

母(对人称自己父母的谦词)。(16)指夫

或妻。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左

传•桓公十八年》。(17)家中的,内部的,

与外相对的。家贼(家庭内部的败类。亦

指汉奸)。(18)学术或艺术之流派。焚百

家之言,以愚黔首。—贾谊《过秦论》。

(19)有专门之学问曰家。地学之家。—

严复译《天演论》。(20)经营某种行业的

人。农家少闲月。—白居易《观刈麦》。

(21)家中饲养的,与“野”相对的。家羽

(家养的鸟)。(22)定居也。家,居其地曰

家。—《正志通》。(23)养家也,持家也。

家克计(持家之道)。(24)用在住户或企

业等的量词。三家商店；两家人家。(25)

自称或他称及普通人称之语尾助词。(26)

犹“的”的助词。(27)姓也。 

1.2“家”的字义历时演变 

自古以来的文献中所见关于“家”

字之义非常多,接下来将探究在不同历

史时期“家”字的字义。 

1.2.1甲骨文中的“家” 

“家”字字形最早见于甲骨文,在甲

骨卜辞中的“家”,用作两种意思。第一,

人之所居也。王为我家祖辛弗又王？

(《合集》)第二,宗庙也。己酉贞,于上

甲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对于“家”

字的解说是：“家,居也,从宀,豭省聲。”

又云：“宀,交覆深屋也,象形。”由此可

见,许慎认为“家”字是一个形声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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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是人们居住的场所。 

1.2.2商代的“家” 

第一,根据殷墟卜辞的记载,商代将

贵族祭祀祖先的庙堂称为“家”,如：上

甲、丁等。第二,“家”字引申为王族、

氏族的意思。……其……王家这里的“王

家”代表王族或氏族,指统治某一个方国

的家族。第三,“臣”也。贞我家旧老臣

无它我。这里的“家”有一种特殊的指

代-“臣”,“臣”字意义为“被俘虏的

纵目人为家内奴隶。”“臣”被广泛作为

奴隶的统称。所以在这里的“家”被扩

大化,包括本家族成员和一些非血缘关

系的成员组成的共同体。 

1.2.3西周时期的“家” 

西周时期的“家”更多指“卿,卿大

夫”,并且含有“食邑,采地”都城以及

门内等意思。第一,卿也、卿大夫也。……

乃祖考有爵于我家……第二,食邑也,采

地也。“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第三,都城

也。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

皆以九为节。—《周礼》。第四,门内也。

室为夫妇所居,家谓一门之内。—《诗·周

南·桃夭》第五,姓也。家父死后,遂以

“家”为氏。—《诗经·小雅》西周时

期周天子分封诸侯建立诸侯国,各诸侯

分封卿大夫建立家,卿大夫在各自被分

封的土地上,建立城郭,整治疆田,收取

赋税,建立起“家”。 

1.2.4春秋战国时期的“家” 

“家”字在春秋战国时期又多了新

的内涵,在“卿大夫”的基础上出现了其

它的意义。第一,指夫或妻。女有家,男

有室,无相渎也。—《左传•桓公十八年》。 

第二,家财也。公子商人骤施于国,

而多聚士,尽其家—《左传•文公十八年》 

第三,庶民家户,家庭也。得敝无存者,

以五家免。—《左传•定公九年》而“家”

表示“卿大夫”的意义在这一时期更得

到了加强,成为“卿大夫”的专有称谓。

当周天子地位下降,各诸侯国的实力增

强,卿大夫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有的甚

至取代公室,成为国家政权,此时的“家”

在某种程度上与“国”趋于一致。 

1.2.5两汉时期的“家” 

第一,帝王或太子也。皇太子称家。

—《汉旧仪》第二,列侯也。安帝诏广祖

母,周领王家事。—《后汉书•光武十王

列传•沛献公辅传》第三,学术或艺术之

流派。焚百家之言。—贾谊《过秦论》

第四,定居也。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

—《史记•陆贾列传》第五,家产也。(灌

夫)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汉

书•灌夫传》第六,朝廷也。汉家将亡,

安天下者必此人也。—《后汉书•何颙传》。 

两汉时期的“家”字沿袭了对于“卿

大夫”的专称,并成为高级贵族的专用称

谓。在司马迁《史记》之三十世家,除了

孔子与陈涉,大部分为春秋战国和汉所

分封的诸侯王。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学术

或艺术之流派、定居、家产等意义,“家”

字意义在进一步完善。 

1.2.6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主要有

以下意义：第一,屋内,住所。便要还家,

设酒杀鸡作食。—陶渊明《桃花源记》

第二,国家也。国家混乱,有忠臣。—王

弼《道德真经注》第三,对别人称自己亲

属中之年长者的谦称。足下家君何如？

—刘义庆《世说新语》第四,家中饲养的,

与“野”相对的。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刘义庆《世说新语》魏晋南北朝时期

的“家”继承了前人“家”的屋内,住所、

表学术或艺术流派等意义,并且新增了

对别人称自己亲属中年长者的谦称与家

中饲养与“野”相对应的意义。 

1.2.7隋唐时期的“家” 

隋唐时期的“家”出现了表示经营

某种行业的人或具有某种身份的人。如：

农家少闲月。—白居易《观刈麦》隋唐

时期的“家”出现在诗歌中表示经营某

种行业的人,并且出现了“养家持家”的

意思,其它的意义变化不大。 

1.2.8宋明清时期的“家” 

宋明清时期的“家”字又有了新的

意义,尤其当明清时期白话小说进入全

盛时期,关于“家”字更多的意义逐渐迸

发出来。第一,家具也。宰庀家器为葬具,

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太平御

览•清廉上》第二,家中的,内部的,与外

相对的。……但撼幄帐中大呼曰：“是我

家贼。”……—《太平御览•安禄山》第

三,自称或他称及普通人称之语尾助词。

如：“洒家”。 

2 结语 

本文通过浅探“家”字的字义历时

演变,管窥其字义的发展脉络。通过归纳

“家”字基本字义并对“家”字的字义

演变进行历时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不得

不感叹到汉语的博大精深,同一个字在

不同时期竟然有着许多不同的字义,并

且其字义受到了当下历史环境的影响。

本文只简单地研究了“家”字的字形与

字义演变,还有字音以及“家”文化等内

容需要更深一步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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