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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字演变过程 “好”字演变过程

������“好”字在六书中属会意字，
从古到今它的结构没有变化，都
是由“女”“子”两个象形字组成。

甲骨文“好”字左边是个“女”
字，表示母亲，右边是个“子”字，
表示孩子。在上古先民看来，能够
多生育子女、 使氏族人口兴旺的
女性就是“好”。 封建时代，“不孝
有三，无后为大”，婚后不生孩子，
不能传宗接代，就认为不是好事。
从这个字的创字造意， 我们也可

以看出古人生儿育女的思想观

念。 现在也有人采用拆字分析法
说有儿（子）有女就是“好”。

“好”字后来引申为“美”意。
《说文》：“好，美也。 ”意指女子的
美丽、漂亮。后来又由此引申为指
一般事物“美好”。 特别指出的是
这个字由形容词变成动词时，读
为“hào”,作“喜欢”讲，例如《新闻
爱好者》中的“好”字就是这个意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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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在六书中属会意字，
从禾，从刀。

“禾”字的甲骨文，像成熟
的庄稼之形，穗子向左边下垂。
“刀”为古时人们使用的收割工
具。 “利”的本义即为用镰刀收
割庄稼。镰刀快不快，一割庄稼
就知道了。刀口锋利，割起庄稼
来，省力、省时、速度快。故“利”
字引申为锋利、锐利之意。用锋
利的刀把庄稼收割后才能真正

见利，故“利”字又引申为利益、
好处、利润、利息之意。“春种一

粒粟，秋收万颗子”，务农是种
一子而收万斛之事， 可以以较
少的投入得到较多的收获。

“利”中之“禾”代表财富，
求“禾”是民之权利，不容侵犯。
当它受到侵犯时 ，“利 ” 中之
“刀”就会发挥作用。 “禾”为利
之本，“刀” 为利之戒。 “禾”在
“刀”前，说明要想得到利益，必
须辛苦在前。“刀”在“禾”后，说
明要想捍卫既得利益， 须有坚
强后盾。利益固然重要，但世上
还有比“利”更重要的东西。

利 l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