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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semantics of Chinese Charac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hilosophy 

Abstract  

Languages make people capable of obtaining knowledge, like writing 

which helps in developing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Moreover, writing also 

contributes to record and transfer information. For instance, Chinese symbols 

are considered an important tool for development since they record and 

reflect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all its aspects. Furthermore, these symbols 

trace the social life as they shape human culture, history, philosophy, 

ideology, wisdom and belief. The Chinese symbols harmonize and influence 

each other as they contribute a lot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e.  

This study gives an overview about the Chinese symbols as well as 

an analysis some significant Chinese symbols and a philosophical analysis 

for some common others. It aims to enhance the comprehension and learning 

of these symbols. In addition, Chinese symbols reveal the wisdom and the 

philosophy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refore, this study aids in understanding 

and clarifying the basics of the Chinese symbols, which have a philosophical 

origin, to help Arab students to learn them easily. 

Keywords: Chinese Symbols, Civilization, Culture, Philosophy, History 

 الصينية  الفلسفة منظور من الصينية الرموز دلالات حول دراسة

 الملخص: 

، تمكنهم من الحصول على المعرفة. تساعد الكتابة على تشكيل الثقافة البشر لغةعندما يملك 

والحضارة. وتساهم ايضا في تسجيل اللغة ونقل المعلومات. الرموز الصينية تدون وتسجل الحضارة 

جميع جوانبها، وهي  في وتعد الرموز الصينية أداة مهمة للتنمية، وتعكس الثقافة الصينية  الصينية،

اقبة الحياة الاجتماعية. تشكل الرموز الصينية الثقافة الإنسانية والتاريخ والفلسفة والفكر ايضا نافذة لمر

تتناغم الرموز الصينية والحضارة الصينية مع بعضها البعض وتؤثر على بعضها  والمعتقد.والحكمة 

 البعض. قدمت الرموز الصينية مساهمات كبيرة في تاريخ الصين الثقافي.

عامة على الرموز الصينية، بما في ذلك تحليل لبعض من الرموز  يوضح البحث نظرة 

لها أكبر أهمية فلسفية صينية، بالإضافة إلى تحليل فلسفي لبعض الرموز الصينية شائعة  التي الصينية 

معرفة وفهم الفلسفة  الصينية وكذلكالاستخدام. الغرض من الدراسة هو تعزيز فهم وتعلم الرموز 

من المثير للاهتمام حقا تعلم فلسفة الرمز الصيني وتكشف الرموز الصينية  .الصينيةداخل الرموز 

تساعد هذه الدراسة على إتقان وفهم أساسيات فلسفة الرمز الصيني.  الصينين.أيضا عن حكمة وفلسفة 

الهدف المهم من هذا البحث هو توضيح فلسفة الرموز الصينية، التي يرتبط أصلها بالفلسفة، مما 

 لاب العرب على ألفه وتعلم الرموز الصينية بسلاسة ويسر.يساعد الط

 تاريخ ، فلسفة، تفافة حضارة، الرموز الصينية،  :المفتاحيةالكلما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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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哲学概论视角论汉字语义辨析 

中国汉字哲学的辨析 

一、汉字的起源 

汉字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也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字之一。汉字作

为记录、保存、传播知识的独特工具。汉字也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哲

学思想。汉字看似简单但是每个汉字都有独特的意义。汉字在中国

源远流长的文化史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表示中国文化的重要载

体的象征。 

最后汉字就像任何一种文字都是代表有声语言的，它们都是以语言

为基础。汉字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华民族的文明繁荣相连，也是创

造汉字的目的，要在使用汉字表达人的思想和语言时才得以实现。 

汉字的造字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种： 

“象形：是指画出事物形状的造字法。如：“月”写起来像一个弯弯的

月亮。 

指事：在象形字上加指事符号，或完全用符号组成字的造字法。如：

“刃“，在刀锋上加一点儿，指出这个位置就是刀刃所在。 

会意：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符号组合起来，表示一个新的意义的造

字法。如：“明“，是由”日“和“月”组成，太阳和月亮在一起，怎么能

不明呢。 

形声：用形旁和声旁组成新字。形旁，是表示字的意义；声旁，是

表示字的读音。如：“湖”字，“水”是形旁，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与

水有关的字，“胡”是声旁，告诉大家，这个字的读音和“胡”一致。“1 

二、哲学的概念 

哲学是对世界基本和普遍的问题研究的学科，通过认识自己来认识

终极真理的一门学问。哲学本身就是用来完善自己的精神修养和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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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别人完善思想的。它是通过人心里与自然或社会关系的领悟来获

得的，因此，真正的哲学来源于生活。本来哲学基本概念分为两个

意义一个是爱的意义，一个是智慧的意义，因此哲学基本意义就是

“爱智慧”的意思。“ 中国传统思想是独立于西方哲学思想之处的一个

体系，有着和西方思想不一样的独特的地方。中国人相对来说更注

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因为在中国思想中“天人合一”是一个著名

的话题。中国传统思想更注重个人修养的提升，更关注“修身养性”；

更为重视智慧的体悟而对逻辑的推理不是特别在意。“2 

可以说，中国有一套完整的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思想体系，而这套

体系表示在中国汉字。 

三、哲学与文字关系 

文字代表着一个民族的认识和智慧，又代表着一种文化，一个人的

内心。中国汉字代表古代中国人思想，认识，信仰，道德，文明，

文化，所有的生活的方面等等。哲学代表着人与宇宙的关系，也代

表着是，一种使人聪明、启发智慧的学问。因此我的观点是：文字

和哲学是不分家的,是相互融合的。文字是哲学的载体，哲学是文字

游戏，哲学就是科学的婢女。文字是一个表达哲学思想的方法。文

字基本意义是记录人思想、承载语言的图像与符号。是人类可以通

过书面语传承人类的智慧和精神财富。 

四、汉字中反映出的哲学思想。 

中国的汉字很大很精深，含义深刻，具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国文字

是有感情的，有生命的，有灵魂的之义。中国古代人通过这些文字

记录历史，已经做了伟大的文明，这就是中国汉字的魅力。中国汉

字含义中国哲学思想，每个字有道理，有意义。中国人有智慧，从

这个智慧他们会造文字含哲学道理。中国人具有很高的智慧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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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智慧和哲学清楚地出现在他们的中国汉字书写系统中，这使得

这些汉字具有价值和非常鲜明，并表明了中国人的遗产，文化与思

想。随着对中国汉字组成的了解，汉字变得非常有趣与很有意思。  

哲学意义的一些汉字的分析。 

1. “一 ” 

“一 ”最小的数字，代表事物的开始，表示“一切”的意义。表示着中

华民族统一、稳定与持久。3 

2. “天”  

“天” 从中国古代哲学的视角来看，“天”有不同的含义 ：“地”而客观

存在的神或上帝；世界的精神之本原；自然。在古代的中国人思想，

“天”“地”“人”三者的关系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关系。  

3. “人 ” 

“人 ” 马克思指 出,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

身变成自己 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有一些哲学家也认为人是一个“感

性”的类存在物……一个自然本质。最好可以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

是野兽。”一些哲学家认为了人是自然的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也就是万物的尺度。 

4. “阴” 

“阴” “阴”是指弱的、柔的、韧的，“阴”的地位更主动，“阴”总是能

战胜“阳”。4 

5. “阳” 

“阳”是指强的、刚的、脆的。“阳”是指事物抽象的、虚的、本质的

一面。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宇宙中贯通物质和人事的两大对立面是

阴阳。5 

6. “日“  

日意思是太阳。太阳在古代先民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具有一定的

象征意义。在古代中国人总是有日神和火神崇拜。 

7. “月” 

月 古代中国人常以月的意象伤感生命的流逝岁月的.。 月有的时候表

达了愁绪意象。在古代有很多美丽神话传说以月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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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易” 

易的含义包含不同的意思一是简易 ，容易不困难的意义，二是变易，

变化的意义，三是不易， 变化，变了意义。变是固定的基础，万事

万物都在变化，没有两个时刻完全相同。 

9. “化“ 

化包含很多意思；变化。事物改变了原来的形态或性质，使变化的

意义；教化的意义，熔化意义，文化。6 

10. “山” 

“ 山,充满不同的思想,充满哲理,给人以丰富的启迪和智慧，山就是男

子的象征。“山”的朴实无华,告诉我们要脚踏实地、不求闻达。 

11. “水” 

水水与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密不可分。水是一种标准，也是一种境

界。古希腊哲学家说：“水是万物的本原”。7 

12. “茶” 

茶茶令人身心柔软、宁静和从容。在中国，茶被称为百病之药，茶

被称为神草，喝茶祛病延年，饮茶,仅用一张嘴就可以,品茶,还需一颗

心。做人需处事要存一颗素心。或许,这就是茶的哲学。 

13. “耕” 

耕地是人类社会，经济进步的一个标志。所以“耕“ 的意义可以含义

进行某种活动或致力于某种事业的意义。8 

14. “春” 

春字表示了一年四季的第一季名开始。,在中国,人们庆贺春天的到来。

春节是最大，最重要的中国节日。春象征一切重新开始与蓬勃的意

味，一切都有生机,代表着新的希望，新的生活。 

15. “工” “工”含义很多意义比如：工人的意思，生产劳动；工作

的意义，工程的意义，精巧；精致，长于；善于，工业意义

，技术和技术修养的意义，中国民族音乐记音符号之一。9 

16. “禾” 

禾的本义就是禾苗，特指水稻的植株，谷类作物的总称。禾穗垂而

向根，被古人引为君子不忘本、谦虚、感恩的美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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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农” 

农的本义是农业，农民，农事。是汉语常用字。中国在古代以农立

国，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中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农业起

源地之一。11 

18. “家” 

家是社会最小的单位，这是血脉中自然生成的关系。保家卫国，匹

夫有责。12 

19. “安” 

安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哲学思想。对民是“平安”，对国家就是“安

定”。安字取名是有文静、平安、安康、安逸、等美好的寓意。安代

表着没有危险、稳定、静止、舒适、稳妥的含义。13 

20. “乐”  

乐含义的意义就是欢喜,快活；快乐，乐观，取乐，逗乐，乐境，愉

快，乐融融的意思。“乐”字表示着快乐的意思。14 

21. “道”  

道含义意义是道路；水流等通过的途径，道理，规律；有方向，方

法的意义也有道德的意义，学术思想或宗教教义的意思与道家学派

也指道教或道士；技艺与技术也可以用语言表示情意的意义。道表

示宗教，道是中国人对理想境界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体悟。15 

22. “法” 

“法”含义很多不同的意义就表示法律，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受国家

强制力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的总称，法律必须有公平。法也指方式

与方法的意义；模式，标准与常理；仿效的意义与学习；佛教的教

义与规范；也指法国国家。16 

23. “儒” 

儒字含义两种意义:一是有道之士，二是“儒,柔也,术士之称。孔子创

立儒家学派。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17 

24. “悟” 悟含义不同的意义就是觉醒，明白，理解；也有醒悟、

领悟、参悟、感悟、觉悟的意思。觉悟表达了看见自己的心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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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本” 

本含义两个不同的意义一是 “本源”包含（中心的与主要的意义 ；原

来的意思）,一是 “根本”包含（草木的根；事物的根源，中药）。 19 

26. “中” 

中含义很多不同的意义就是指中国；指方位词；中心的意义；表达

了范围内与内部的意义；也指位置在两端之间的；有不偏不倚的意

思；指中人；也适于与合于；行与好的意思。20 

27. “东” 

东含义不同的解释就是方向之一（跟“西”相对）；指是请客的人

（东道主）；指主人；也含义“这”“这里”的意思。东的本义是是太

阳升起的方向,引申指向东。东代表着万事万物的开始，形容美好的

日子刚刚来到。21 

28. “土”  

土的含义不同的意义比如土壤；泥土与土地；指本地的与地方性的；

也指民间的；不合潮流的意义。土成为国家的象征。22 

29. “北” 

北的意义就是方位词「南」相对； 失败与败逃的意义。23 

30. “社” 

社含义很多意义就是某些集体组织的意义；在古代中国人把土神和

祭土神的地方。反映了中国人对大地的感谢，对国家的崇敬。24 

31. “九” 

九的含义有很多意义就是指数字 9 的含义是最大、长久；9 是个位数

字中最大的一个，在古代中国常表示最多的意思。 “九”成为中国人

表示了喜乐，快乐，长久一生的数字之一。25 

32. “国” 

国的含义有不同的意义就是国家，国都与京城；表示地方与地域；

也指中国；代表或象征国家的。26 

33. “帝” 

帝的含义很多意义就是神话传说或宗教中指创造和主宰宇宙的最高

天神；指君主；也指帝国主义；指身份高贵、权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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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王” 

王的含义有很多意义就是君主制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汉代以后封建

社会的最高封爵；同类中为首的、最强的或最大的表达了首领；头

目；也指古代对祖父母辈的尊称。28 

35. “兵” 

兵的含义意义是武器，军队；战士也指与军事或战争有关的。 

36. “车” 

车的含义有很多意义就是陆地上有轮子的交通运输工具；利用轮轴

转动的器械；用水车取水；表示了用车床加工物件；泛指机器。29 

37. “宝” 

宝的含义很多意义就是珍宝，玉器；珍贵的东西；珍贵的；指贵重

的物品，被人喜爱；高贵的；指敬辞；称与他人有关的人或事物；

古代指货币，对小孩的爱称。30 

38. “龙” 

龙对中国人，中国文化有很伟大的地位，表示着一种精神，是一个

民族的图腾。龙与天地世间万事万物之间有关系。龙在古代中国文

化中是权力、高贵、荣誉的象征。龙也表示着运气与成功的标志。

龙又是中国古代王权、皇权的象征。龙传统文化，影响到中国古代

的各个方面。31 

39. “凤” 

风是大自然的哲学家。风有着很多不同的含义，象征收获，动感、

激情、活力无限的意思，又指希望与欢乐的意义。最常见的含义就

是自由、喜悦的象征。32 

40. “玉” 

玉有很多含义，是矿物，硬度大，一种石头，也可雕刻成工艺品。

象征洁白美丽的标志，又指敬辞的意义。人们戴着玉反映了人的身

份、感情、神态和语言交流。33 

41. “礼” 

礼在中国文化有重要的位置。““礼”本指祭神、敬神的意义，表示敬

意的通称。还指敬意的标示。所以“礼”引申指“礼节”“礼仪”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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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指“敬重”“以礼相待”。应该重视礼仪、学习礼仪，对社会规范的

掌握和遵守。34 

42. “伦” 

伦含义很多的寓意:明理与优秀的意思，有美的的意思，用来形容绝

世人中之龙的意蕴。还代表着同类同族之人的条理、顺序的意思。

也指道理,义理，还有专指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伦字取名忌讳的

意义。35 

43. “忠” 

忠中心为忠。忠有很多含义，忠心，忠臣，忠良，忠魂，忠人之事，

忠义，愚忠，忠孝不能两全，忠诚，忠实，忠爱无言，忠言逆耳，

忠言，忠厚美德的意义。忠实心诚， 忠智指智慧与忠诚的意义。36 

44. “恕” 

“恕“恕含义很多意义，本寓意是体谅与恕道的意思。又指饶恕，通

恕，宽恕， 恕罪，容恕的意义 。也指恕直表示宽仁正直的意义；恕

心表示着仁爱之心的意义；恕实表示着忠实与老实的意义；恕道表

示着宽仁之道的意义。37 

45. “义” 

义象征礼仪、威仪的意义，也指品德的根本与公正合宜的道理。义

又指名义上的。也表示着正义；情谊；意义；道理的意思。38 

46. “智” 

“智”有很多含义是智慧，聪明的意义。又指明智，斗智，才智的意

义。“智”不是智慧，聪明和知识,而是“良知良能”。  智就是良心,是

明德,是至善重视对人性之源的探讨是儒家哲学一个很大的特点。39 

47. “信” 

信含义很多意义是：诚实,不欺骗，守信，信用的意义。指信守，信

物与信货。又表示着不怀疑，信心，信念的意义。指信仰与信息的

意义。 

48. “孝” “孝”的含义有很多意义是对父母尽心奉养并顺从。“指孝

子;、孝爱表示着孝敬爱重的意义，表示着孝堂，孝服。也指

重情义、孝顺之义。又 指忌讳的意义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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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敬” 

敬的含义意义是“恭敬”“严肃”的意义。41 

50. “祭” 

祭含义很多意义是对死者表示追悼与的敬意仪式。表示着用供品祭

奠神灵。又指鬼神或祖先。也指动词,表示使用。用供品祭奠神灵。
42 

51. “祖” 

“祖”古代人相信，死去的先人能够保护自己家人的平安。“祖“含义

的意义是比父亲高一辈的人。指祖先；表示某行业或派别的创始人

的意义。又指崇尚、熟悉、祖师的意义。43 

52. “宗” 

示是祖宗神主牌。神主牌所置之屋宇，即为宗。宗含义的意义是民

族的祖先，尊敬与尊奉。包含礼貌、杰出的意义。有爱学习、创造

力、毅力、谦虚、乐观、正直、领导力、自律、宽容、信仰的印象。
44 

53. “福” 

“福”字是中国最古老、最吉祥、最受欢迎的文字。中国人对“福”含

义的不同意义是幸福、美好、是祥瑞、福气，吉祥意思的统称，指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以及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也可以说，“福”

在中国人有重要的地位，也影响力有多大。45 

54. “神” “神”含义的意义是对神的信仰,是一切宗教的核心。表示

天神的意义。神字是中国文化史重大特色。46 

55. “仙” 

仙含义有很多意义是指仙姿、仙女、神通之义; 又指忌讳的意义。也

表示德高望重、长命富贵的意思。也指传奇、长寿的意义。在中国

神话中称有特殊能力、可以长生不死的人。仙之内涵触发仙道哲学:

全能道遥,生命能否实现、实现之后生命如何。47 

56. “德“ 

德含义有很多意义是指道德、美德、品德的标志。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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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真“ 

真含义的很多意义就是指“真诚、善良的意义。也表示着判断力、忠

诚、勇敢、毅力、洞察力、正直、宽容、谦虚、创造力、自律、情

商高、感恩的印象的意义。49 

58. “善“ 

善含义很多意义是指吉祥、聪明、向上的意义。 也指忌讳的意义 。

又表示讲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品德高尚,可以行善积德。50 

59. “美“ 

美含义的意义是指美丽;好看的意义。51 

60. “文” 

文含义的意义是指文采斐然，知书达礼，才华出众,的意义。又指文

身的意义。52 

61. “武” 

武含义很多意义是指勇猛、权势、威武有力的意义。表示着勇武、

刚健、威武的意义。53 

62. “财” 

财含义很多意义是指财产或财物。表示富贵荣华、生财有道的意义。

表示着勇敢、幽默、谦虚、好奇心、乐观、判断力、正直、谨慎、

的印象的意义。54 

63. “鬼” 

鬼含义的意义是鬼神有关。55 

64. “羞” 

羞含义的意义是害臊，珍羞，难为情的意义；又指感到耻辱;表示美

好与珍奇名贵的食物的意义。羞从敬献于神的珍羞，谨呈于帝王贵

族的美味，变成了表现内心羞惭。“羞”字的本义完全转化和变化。56 

65. “堂” 

堂含义有很多不同的意义是指正房，又指高大的房子，同祖父的亲

属关系的意义。象征正直、安定、高贵的意义。也给谨慎、感恩、

幽默、乐观、判断力、诚实、领导力、谦虚印象的意义。57 

66. “井” 

井含义很多意义是乡愁的象征。又指无穷，象征生命之源的意义58 



Dr. Asmaa Ali Abdul Hamid Ali 

 

154 Sahifatul-Alsun                                                            Volume 39, January 2023 
 

67. “院” 

院”含义意义是指围墙。表示正气、刚正不阿的意义。也给正直、感

恩、毅力印象的意义。院子成为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59 

68. “食” 

“食”古文字中，食含义的意义是吃饭的意义又指人或动物吃食物的

之义。也表示喝，吸，吞的意义。“成语“丰衣足食”意思是衣物和食

物充足,指生活富裕的之义。60 

69. “和” 

含义的意义是渴望安定、平和、幸福生活的意义。又已经包含了“合”

的意思。文化的含义就是“和谐”的之义。又指谐调，和美，和合的

意思。它是中国哲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61 

70. “功” 

功的含义的意义是成功分为工作和努力的意义，也表示功业，指功

夫和功力的意义，又指物理学名词。62 

71. “赶” 

想不被别人甩到后头，就得不停地“走”，不停地“干”，才能迎头“赶”

上。63 

72. “真” 

“直”是“真”的立足“点”，真君子首先是个正直的人。64 

73. “位” 

坚持“立”场的“人”，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65 

74. “伴” 

一个“人”身边有了另一“半”，人生不再寂寞。66 

75. “认” 

认识一个“人”，大都通过他的“言”谈，所以请君慎言。67 

76. “偏” 

对人有了偏见，常常会被“人”看“扁”了68。 

77. “方” 

“万”人出“点”子，自有好“方”法的意思。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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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汉字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中国文字是中国人的象征，是中国人

表达真情实感的工具。汉字中反映出的哲学思想。从这本研究的辨

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汉字哲学结构，一些汉字形式发展特

别是在语言与语义方面，理解中国古代如何将字含义与哲学含义联

系起来。很多汉字包含哲学意义，一个字代表一个哲理。从理解文

字哲学辨析，会帮助阿拉伯学生记得和学了汉字更简单更容易。文

字是一个表达哲学思想的方法。文字基本意思是记录思想、承载语

言的图像与符号。是人类可以在书面语的基础上完整地传承人类的

智慧和精神财富。最后可以理解，文字和哲学是不分家的,是相互融

合的。文字是哲学的载体，哲学是文字游戏，哲学就是科学的婢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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