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天子」各本作「應天子」

據〈南史} (作者按: <南奧〉亦有〈戴

法興傳})改。〈通鑑考異〉引〈宋略〉

作「厲天子J ' <魏書﹒島夷劉裕傳〉

作「賢天子J '按1道貫、廣實一字。

由〈宋書} ，-廣夫子」各本訛化作「應夫

子」觀之，可知「賈」誤讀「應」音，

由來已久了。

@ (廣韻﹒諜韻) : ，-廣、偽物。」

@ 罵:上古音屬疑母，元部，去聲。

偽:上古音屬疑母，歌部，去聲。

二字雙聾，同聲調，韻部歌元對轉，故

讀音相近。

@ 通過假借產生的形聲字，在甲骨丈已有

其例。如「貞」字，甲骨文借「鼎」為之，

字佇闕或掉，後加形旁「卡 J '字
作閱或嘿，變成形聲字。

@ 見〈說文﹒肉部} ，-膺」字釋義。

@ (孟子﹒勝丈公上〉亦有引〈詩經〉此

三句。趙〈注) : ，-膚、擊也。」義亦通。

說「分JI份」

朱承朴

身分證的「分」字在香港、臺灣、

大陸有不同的寫法:

香港.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畫囑: ，-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

大陸. r中半人民共和固居民身份

i正」

究竟應寫作「身分」還是寫作「身份_j ? 

有讀者來信說:年前他揀遊臺灣的時

候，與畫灣朋友交換看身分誼，臺灣朋

友笑著說. r份是整體里的一部。不知

道你的『身份證』能證明你身體的哪一

部分?_j這個說法有沒有道理呢?

中國語艾通訊 1989年7月 第3期

今年三月二日〈香港時報〉刊載余

英時先生〈大陸民主運動的再出發〉一

女，副標題中的「知識分子」用「分」

丈中小標題中的「知識份子」用「份_j , 

而行丈中的「知識分子」一詞，共出現

38 次，卻都用「分」字@。

同一丈中的同一個詞用字不同，奇

怪嗎?

有人說用「分」對，有人說用「份」

對，有人說兩個都對。究竟哪一個對?

自丁先生認為作「份」對。他說「知

識份子」成為「分子_j ，是受了簡體字

的影響。 r lf"份J Ií分』二者，應有甚大

的區別，不能以 r分』代門仇 ，其理

明甚。」並氣憤地說: r編輯先生大筆

一揮，通通改做 r分J ......我這寫稿佬

還是要不服上訴的。_j@

馬冰先生則認為作「分」對。理由

是「份」是「分」的累贅字。所謂「累

贅_j ，就是多餘的意思。他根據臺北某

報的編輯守則，提出應該把「衍生的累

贅字，一律出局。_j@

「分」是從「份」簡化出來的嗎?

r{分」是因「分」一字多義，加一

r { _j旁而衍生出來的嗎?

第一題的答案是否定的。

「分」在甲骨文中寫作 j年(前
5.45.7 ) ，象刀把一件東西切成兩半。

甲骨文無「份」字，可見「分」不可能

從「份」簡化而來。

至於第二題，我們認為是對的。

「分」字有兩個讀音. Ítm1 和 fm戶，

讀Ítm1 時可解作:分開、離散、分

語文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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