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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试 图探讨平假名 的 由 来在记忆平假名 的 字形之外 ，
与 汶语词 的

读音有何关 系
，
以便于记忆汉语词 的 读音 。 由 于 汉语词 与 和语词 、

外来语是 日 语词汇按照词 源 而进行的 分类 ， 所 以在这一课题 中 ，
会

涉及词 源学的相关理论 。

关键词 ： 平假名 ；
汉语词

； 音读 ；
词源 学

一

、 引言

日语中的平假名来 自 中文汉字的草书 ， 这是 日语学习者众所周知的常

识 。 但在 日语人门学习 中 ， 平假名 的 由来仅作用于理解假名字形的变化 ， 以

帮助初学者 （尤其以汉语为母语的学习者 ） 记忆平假名 的字形 。 那么从词

源学的角度 ， 平假名的由来对记忆 日语中的汉语词是否有关联呢 ？ 基于上述

想法 ， 笔者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査与论证 。 需要说明的是 ， 以下分析及结论涉

及的只是 日语中的汉语词 （音读词 ） ， 而出现的汉字 （ 文中专指 日语中的常

用汉字 ） 读音也仅限于音读的情况。

二 、 相关理论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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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变
”

中有相关论述 ， 现节选如下 ：

奈 良 时代 的词 汇材料为数不 多 ， 主要有 《古事记》 《 万 叶集 》 等 。 当 时 的词 均

用 汉 字书 写 ， 去意取音 ， 把表 意 的 汉 字作 为 表音 文 字来用 。 因 在 《 万 叶集 》 中 采

用这种标记法 ， 所 以 叫 做万 叶假名 。

［
１

］

《现代 日语词汇学教程》 第八章
“

词和词汇的演变
”

是这样叙述的 ：

平安 时代在万 叶假名 的基础 上发 明 了 平假名 和 片假名 。

我们可以从上述文字中清晰地看到假名的演变和发展过程 ， 即先用汉字

表音 ， 然后在表音汉字的基础上简化形成平假名和片假名 ， 假名的作用仍是

曰０

三 、 分析

为了印证平假名的由来与汉语词读音间的关系 ， 笔者将五十音图中的平

假名 的 由来与其由来汉字构成的汉语词读音作了以下对比分析 。

１ ． 平假名的 由来与 由来汉字读音一致的示例 ：

＿

以 以上 （
Ｖ 、 匕 ｉ３ ） 、 以降 以来 （

０以 、
）

［
３

］

宇 宇宙 （ ３ 色 吻 ３ ） 、 宇内 （ ３ｄ 、
） 、 眉宇

加－＞力、—加工 （ 力
、二 ３ ） 、 参加 付加 （ 丄办 ）

［
５

］

幾— 吞―幾何 （ 叁 力
、

）

［
６

］

久一》
■

〈

一

＞
■久遠 （ 〈 ｉｓＡ／ ）

己—二— 自 己 （ 匕 二 ）

［
ｓ

］

佐—？
一＞＾幕 （ 呑比 ＜ ） 、 補佐 ｍ ￥ ） 、 陸佐 （ 〇＜ § ）

［
９

］

世—甘 世界 （廿力、
Ｖ 、

） 、 世間 （廿行 ／１ ）

［
１ ＜）

］

知４ ４知識 （ 色 匕 叁 ） 、 知恵 （ 色 之 ） 、 承知 （ Ｌ ｉ３ 色 ）

［
１ １

］

止 止 圭 易 （ ｈ 圭 易 ） 、 止幻易 （ ｈ＾ ｌ） ） 、 止灼処 （ ｔ吣匕 ）

［
１ ２

］

奈— ＾良 （ ４）

仁— （ｃ—仁王 （ ｛ｃ ｉＨ ）

［
１ 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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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这—波頭 （ 这 匕 ３ ） 、 波紋 ｍｕ ） 、 風波 （丄 ３ 这 ）

［
１４

］

比 比較 （ ｔ＞介 ＜ ） 、 比喩 （ 以吵 ） 、 無比 （ ｔｆ ｔ＞ ）

［
１ ５

］

不—丄—不正 （丄甘ｗ ） 、 不合格 （ 丄二 ￥ 力
、

＜ ） 、 不利 （丄 〇 ）

［
１ ６

］

部一ｗ部屋 （
、呤 ）

［
１７

］

保 保護 （ 抵二 ） 、 保険 （ 丨５计 ／１ ） 、 確保 （ 力
、

〈 丨５ ）

［
１８

］

女—吣＾女神 （吣妒為 ） 、 女 ：ｆｅ ｔ（ 妁ｆｅ ｔ ）

［
１９

］

由—吵＿？
？経由 （ （十０吵 ） 、 由来 （ 吵以 、

） 、 来由 （ Ｇ ｖ 、＾ ）

［
２０

］

与 賞与 （ ＬＪ：３ 上 ） 、 贈与 （子 ３ 上 ） 、 与党 （ ｉ ｔｄ ）

［
２ １

］

良一＞
■

Ｇ良 （ ４心 ）

利— 利益 （
＞

９ 之 吞 ） 、 利 口
（９ 二 ｄ ）

［
２２

］

留―冬
一＞留守 （ 厶ｔ ）

［
２３

］＊

和 和語 （ ｂ二 ） 、 和紙 （ ｈＵ 、 和服 （ 打丄 ＜ ）

［
２４

］

现代 日语的 ４６ 个平假名 中 ， 可用作其由来汉字的 日语读音的平假名有

２４ 个 ， 超过总数的一半 。 说明掌握平假名的 由来与相关汉字构成的汉语词

的读音是有关联的 ， 因此对于记忆汉语词读音有一定作用 。 但需要强调 的

是 ， 上述方法只适用于汉语词 （又叫音读词 ） ，
不适用于和语词及外来语 ，

且上述词例中大量词汇趋于书面化 。

２ ． 上述 ２４ 个平假名还可用于其他汉字的表音 ：

Ｖ 、—＞意 ？

胃
． 医 ． 衣 ． 位

［
２５

］

卯 ． 有 ． 羽 ． 右 ． 雨… …
［
２６

］

力、—課 ？ 科 ？ 化 ． 可 ． 家
［
２？

］

気 ． 木 ． 機 ． 期 ． 記……
⑷

〈
一

＞
■区 ？ 句 ？ 苦 ？ 九

［
２９

］

二—湖 ？ 子 ？ 個 ？ 戸 ？ 小……
［ ３〇 ］

差 ． 鎖 ？ 挫 ． 査 ． 左……
［
３ １

］

甘—背 ？ 瀬……
［
３２

］

色—地 ． 血 ． 値 ． 智 ？ 治……
［
３３

］

戶 ？ 都 ？ 途 ？ 徒 ？ 土……
［
３４

］

名 ． 菜……
［
３５

］

（二
－＾二 ． 荷 ． 似 ？ 煮 ． 児……

［Ｍ ］

过―葉 ． 歯 ． 派 ． 刃 ． 端……
［
３７

］

？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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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火 ． 非 ． 費 ？ 否……

［
３８ ］

丄一＞
■府 ？

負
？ 婦 ？ 附 ？ 符

［
３９

］

経 ？ 边……
［
４０

］

这―＞歩 ． 補 ？ 輔 ． 捕 ． 帆
［
４ １

〕

約— 目
？ 芽 ． 雌……

吵４湯 ？ 輸 ？ 喩……
［
４３

］

上
一 ． 世 ． 夜 ． 代 ． 予

［
４４

］

心—羅 ． 等 ． 裸… ． ． ．
［
４５

］

理 ． 里 ． 離 ． 履……
［叫

厶４瑶 ？ 流 ？ 琉……
［
４７

］

ｂ—輪 ？ 環 ？ 倭 ？ 羽 ？ 話……
［
４８

］

由于 日语音节较单调 ， 所以在 日语词汇中存在着大量的同音词 ， 汉语词

中这一现象尤为突出 。 因此 ， 我们不能将平假名与其由来汉字的读音一一对

应 ，
还应考虑到其他对应的汉字 ， 以扩展词汇量 。

３ ． 上述 ２４ 个平假名的 由来汉字读音不唯一的 ：

久 ？

＃ 吻 ３（永久 ）

［
４９

］

己 ： 二 ？

§（知己 ）

［
５〇

］

世 ： 甘 ． 甘Ｖ 、
（世紀 ）

［
５ １

］

止 ： 匕
？

Ｌ（停止 ）

［
５２

］

仁 ： （仁 ） ？ 匕 ／ｔ（仁君 ）

［
５３

］

不 ： 厶 ？ 上 （不器用 ）

［
５４

］

部 ：
？ ？ 弋

（語 ０部 ）

ｔ
５５

］

女 ： 灼 ？

匕 ｉ（女性 ） ？（女房 ）

［
５６

］

由 ， 吵 ？ 哕 ３（理由 ）

［
５７

］

良 ： ６ ９ｉ３（不良 ）

［
５８

］

留 ： 冬
．

（ 留学 ）

［
５９

］

《现代 日语词汇学教程》 第五章
“

词汇来源
”

中 ， 讲到了汉语词 （ 音读

词 ） 读音的演变过程 ， 节录如下 ：

来 自 中 国 的 汉语词 由于传入 日 本时代不 同 ， 其读音也有所不 同 。 奈 良时代 的汉

语词 一般采用 吴音 ， 平安 时代 以 后 的 汉语词 则 采用 汉音 。 此外 ， 室 町 时代 以 后传入

？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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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本 的 汉语词采用唐音 （ 又称宋 音 ） 。

￡
６〇

］

正是由于汉字的多种音读 ， 才出现了以上平假名的由来汉字读音不唯一

的现象 ， 而且上述读音仅仅列举了音读的情况 ， 训读读音还未涉及 。 因此我

们不能将平假名与其由来汉字的读音一一对应 ， 还应考虑到同一汉字的其他

读音 （包括音读和训读 ） ， 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汉字在每个单词中的读音 。

４ ． 以上 ３ 点提到的都是平假名的 由来与 由来汉字读音相关的情况 ， 那

么在上述 ２４ 个平假名之外的 ２２ 个平假名 ， 与其由来汉字的读音间是否毫无

关系昵 ？

安—态—态尤 （安全 ）

［
６ １

］

衣—之―ｈ（衣類 ）

［
６２

］

計―汁― 、
（ 時計 ）

［
６３

］

寸 １
￣

尤 （寸法 ）

［
６４

］

太—亡—亡 Ｖ 、
（太陽 ）

［
６５

］

川－ 甘尤 （河川 ）

ｗ

天—Ｔ— （天気 ）

＿

末—圭— 洼〇（粗末 ）

［
６８

］

美－ （美人 ）

［則

武—ｔｆ—Ａ（武士 ）

［
７０

］

．

毛— 心— 心 ￥（ 毛布 ）

［
７ １

］

礼—》
：ｆＬ
—

？
？托 ＇／

、
（礼儀 ）

［
７２

］

以上 １２ 个平假名与其由来汉字的读音不一致 ， 但还是能看到一些关联 。

如短音变为长音 ， 清音后加拨音 ， 清音后加促音 ， 读音同行间变化 ， 读音同

段间变化等 。 这与前文提到的汉语词 （音读词 ） 读音的演变不无关系 。 但

由于演变过程较复杂 ， 不直观 ， 因此不便用于记忆上述类型的汉语词读音 。

５ ． 其余 １０ 个平假名 的 由来 ：

於一扫

之—？Ｌ

奴一^

？

１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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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Ｉｓ

遠一奁

无￣ｙ
／ｖ

以上 １０ 个平假名 的 由来汉字在现代 日语中多 已不用 ， 「遠 」 和 「 無

（无 ） 」 虽仍在使用 ， 但其变化形成的平假名 「 奁 」 不用于汉字读音 ， ｒ ／ｊ

则不单独作为汉字读音 。

四 、 结论

综上所述 ， 了解平假名的 由来 ， 对理解记忆汉语词的读音是有一定作用

的 。 特别对以中文为母语的我们而言 ， 与生俱来的对汉字的亲近与敏感 ， 是

学习 日语中的汉语词的优先条件 。 但由于汉字读音的多样化与 日语中同音词

的大量出现 ， 仅仅依靠平假名的 由来记忆汉语词的读音是远远不够的 。 我们

可以依据词源学理论 ， 按照不同的词源构成 ， 寻找与之相适应的词汇记忆方

法 。 这一思路对和语词及外来语的记忆同样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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