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說部首 談認字
※部首源起

最早使用部首編寫字典的是東漢 許慎，他編的說文解字分了540部。到明

朝的梅膺祚編字彙，減至214部。其後的康熙字典、辭海、辭源等都仿照它，將

部首定為214部。數目變了，歸部也起了變化。說文解字的部首和所屬字字義相

關，是文字學原則的部首，後來的卻不一定相關，而出現檢字法的部首。

說文解字中的「男部」只有「男、甥、舅」三個字，而字彙大膽廢掉「男部」，

將「男」歸到「力部」、「甥」歸到「生部」、「舅」歸到「臼部」。「甥」與

「舅」都是形聲字，「生」、「臼」是聲符，「男」則是意符。形聲字以部首分

類時，通則應該採用意符部分作為部首，就理論而言，說文解字的「男」部才是

合理的分類，但字彙捨棄了這種為遵守原則所制定僅有三個字的部首，結果使得

檢字更容易了。

※形近部首辨析

部首 六書 部首含義 例字及認字

像彎月的形狀，本義就

是「月亮」。

有、朋、朔、朕、

朗、望

月 象形

※以月為部首的字，一般都和月亮有關。

如：「明」字，左窗右月，指月光從窗戶

照進來，表示「明亮」的意思。

「 」像一塊肉的橫切

片，中間兩畫是肉的紋

理。

腐、肝、肚、育、

能、脩、服、膚

肉

( )

象形

※以肉為部首的字，大都和肉有關。「肚」

本義是「胃」，是身體的消化器官，所以

以「 」為部首。



「阜」是高大上平的土

山。

防、阿、限、阪、

阮、陸、陵、除

阜

(左 )

象形

※以阜為部首的字，大都和土山、高地或

深谷的地形有關。

「邑」是人聚居的地

方。

邪、邦、那、郎、

邱、郵、都、鄉

邑

(右 )

會意

※以邑為部首的字，多和地域、城鎮有

關。

匚 象形 「匚」是裝東西的器

具。

匠、匪、匯

系
指事

「 」是有所隱藏的意

思。

匹、匿、區、匾

日 象形 本義是「太陽」。 旦、早、旬、旭、

明、昏、星、是

曰 指事 「曰」是說話的意思。曲、冒、更、書、

會、曾

只
指事

「 」是從後面而來的

意思。

冬

夊雖 指事 「夊」是拖著腳步走。 夏

※取部首的訣竅

查字典首先要學認識部首。屬於某部首的字和某

部首的含義是有密切關係的。如： 部的字都與水有

關；木部的字與樹木有關；金部的字與金屬有關。不

過有些雖是常用的部首，就字面來看，卻不易知其含

義，例如：頁與頭有關；示與鬼神有關；貝與財物有

關；邑( )與城邑有關……。如果能了解部首的含義，認

字的能力自然相對提高。



※找部件 挑部首

一、找出下列各組字共同的地方，並寫下來。

字 泡 河 的 白 找 拍 起 走 們 個

共
同
處

二、「 」三點水，就是「水」部，在國字中，它有多

樣的表現。比比看，「水」藏在這些字當中的位置有

什麼不同？你還知道更多和「水」有關的字嗎？寫寫

看。

「水」的大變身

變身方式 國字 我會寫出其他的字

水的本尊 水

水在下 泉

三點「 」在左邊 河

三點「 」在左上 準

※ 小叮嚀：雖然「 」只有三點，但是在查字典時，

要從四畫的「水」部來查部首的頁數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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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部首學認字

學習部首要注意：

1.要熟記常用的部首。

2.要了解部首本身的含義。

3.用類推的方法猜測部首含義，例如：「髮、鬢、鬚」，

從這三字可推測部首「髟」的含義與毛髮有關。

一、部首捉迷藏：從字典中找出下列兩個部首不同位

置的字。

部首 口 木

頁數

在上方 只、 杏、

在下方 召、 朵、

在左邊 叫、 權、

在右邊 和、

在外 本、

在內 問、 栽



二、部首偵探：一個字可以拆成很多部件，哪一個才

是部首呢？把它圈出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