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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字，异体为“皉”，在
六书中属形声兼会意字。

“秘”，从禾，从必亦声。
从禾，表示“秘”字的意思与
植物有关 ； 从必 ， “必 ”为
“泌”之省写。 “泌”为分泌植
物的香气。 故“秘”的本义是
一种可以散发香味的草，即
香草。 香草难得，故引申为
秘藏 、秘籍 、秘旨 、秘言 ，又
引申为隐蔽 、隐藏 、珍奇稀
有之意。

异体“皉”，从示，从必亦

声。从示，示为古时祭祀神灵
的案兀，表示“皉”的意思与
神灵有关。 从必，“心” 上加
“丿”（pie），义为心中的情很
神秘，不可外露。

“秘”，“秘书”之简称。秘
书， 一般指为上级领导处理
通讯及日常公务的人， 有时
也难免为上级领导办些私

事。所以，“秘书”在公开的职
位上，要加上一个“秘”字，含
有私密、秘密之意。

“秘阁”，曾为宋朝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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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字在六书中是一
个 象 形 字 。 甲 骨 文 中 的
“文 ”字 ，像一个人正面站
立在大地上 ， 胸前和背后
都刺着许多花纹 。 古文字
中的 “文 ”字 ，也有省去花
纹形的 ，和现在的 “文 ”字
大体相像 。 《庄子·逍遥
游 》：“越人断发文身 。 ”大
意是说 ：越人不留长发 ，身
上刺着花纹 。 由此可知 ，
“文 ” 字既是一个名词 ，意
为花纹 、纹理 ，又是一个动
词 ， 意为刺着 、 刻画 。 故
“文 ” 字的本义为文身 ，表

示身上刻画很多纹饰。中国
古代以文身为美，古时许多
民族在发展的早期阶段都

有文身的习俗，直到现在有
些人还很喜欢文身。

“文”字从“花纹”引申为
“文字”，因为甲骨文“文”就
近似于花纹之形。 从“文字”
又引申为“文章”，例如李贽
《焚书·童心说》：“诗何必古
选 ，文何必先秦 。 ”这里的
“文”即指“文章”。 但是，今
天作花纹 、纹理讲时 ，却以
“纹”为规范的字形，而不再
用“文”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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