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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古埃及文的重要性 

 

 古埃及文是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一般認為閃語字母文字是從古埃及文衍生

出來的。閃語字母文字的產生，是文字發展史上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對世界

文字的發展有極深遠的影響。由閃語字母衍生出來的希臘字母文字，再衍生出

世界上所有的拼音文字。所以，古埃及文可以說是所有拼音文字的根源。 

 

 古埃及文相信是獨立創造的文字，字符的讀音很有古埃及語的特色。閃語

字母源自古埃及文的字符，要了解閃語字母的性質，最好先弄清楚古埃及文究

竟是怎樣的一種文字。 

 

4.2 古埃及語的特色 

 

 古埃及語和閃語有近親關係，同屬阿非羅 -亞細亞語系  (Afro-Asiatic 

language family)。這類語言構成動詞和名詞的方法是這樣的： 詞中的輔音 (一

般是 3 個) 構成詞根，表示詞的核心意義；加插在輔音之間的元音，則表示詞

的語法意義或派生意義。詞中的輔音和元音，各司其職。 

 

 語言中的語素，可以根據其意義粗略地分為兩大類：一類表示詞彙意義 

(lexical meaning)，例如‘風’、‘馬’、‘牛’；另一類則表示語法意義 

(grammatical meaning)，例如‘過去時’、‘複數’。表示語法意義的語素，數

量有限，但使用頻繁。表示詞彙意義的語素，數量則大很多；有些很常用，有

些則不常用。很多詞便是由詞彙語素和語法語素組成的。 

 

 古埃及語一般認為有長、短 /a/、/i/、/u/ 6 個元音，有 24 個輔音。詞彙

的讀音基本上是：C1V1 、C1V1C2V2 、C1V1C2V2C3V3  (C1、C2、C3 表示輔音 1

、2、3，V1、V2、V3 表示元音 1、2、3) 。必須指出，C 後面的 V 有時會省去

。名詞和動詞的讀音一般是 C1V1C2V2 和 C1V1C2V2C3V3。詞中的輔音構成表示

核心意義的詞根，元音則表示附加在詞根上的語法意義或派生意義。 

 

 現以讀音是 C1V1C2V2C3V3 的一個詞為例，來具體說明詞中的輔音和元音是

怎樣分工的。這個詞含有一個三輔音詞根 C1_C2_C3_，表示詞的核心意義 (短橫

“_”代表音節中的一部分，這裏代表音節中的元音部分)。輔音後面的元音

_V1_V2_V3 (這裏的短橫“_”，代表音節中的輔音部分)，則表示附加在詞根上

的某種語法意義或派生意義。變動輔音後面的元音 (輔音則保持不變)，就可以

造成很多不同的詞。這些詞的詞根是一樣的，核心意義相同，但語法意義或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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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義卻有所不同。 

 

 古埃及語需要用上相當多的詞根，才足以表示各種不同的基本意義。如果

從 24 個輔音中隨意選用三個來造詞根，理論上就可以造出過萬個不同的三輔音

詞根，表達出過萬種不同的基本意義，足夠表示各種不同的意思。所以像古埃

及語這類語言，用上三個輔音造詞根是很合理的。 

 

 古埃及語有很多詞根，但附加在每一個詞根上的各種語法意義和派生意義

，數量則不會太多。古埃及語雖然只有 6 個元音，但用兩、三個元音所造成的

不同組合，卻可以有上百種變化，已足夠表示各種不同的語法意義和派生意義

了。變動每一個詞根上的元音，可以造出上百個意義上有關連的詞。古埃及語

的元音少，輔音多，音節結構簡單。古埃及人把元音和輔音這樣分工，非常切

合其口語的特性。 

 

 上 文 說 過 ， 古 埃 及 語 詞 彙 的 讀 音 基 本 上 是 ： C1V1 、 C1V1C2V2 、 

C1V1C2V2C3V3，讀音分別是單音節、雙音節和三音節。如果 C 後面的 V 省略，

音節的數目可以起頗大的變化。以三音節的 C1V1C2V2C3V3 為例，如果省略了

V3，就會變成雙音節；如果 V1和 V3都省略了，就會變成單音節。 

 
 古埃及文的起源，沒有蘇美爾文那樣清楚，一般認為是發軔於公元前約三

千年的古埃及。古埃及文使用了三千多年之後，漸漸被人遺忘，古埃及文的知

識從而失傳了一千幾百年。到了公元 1822 年，才由法國學者商博良  (J.F. 

Champollion) 基本釋讀成功。在古埃及文中，音符的元音讀音多變，所以今天

的學者還不確實知道各個詞中元音的真正讀音。為了更具體說明古埃及語的元

音和輔音怎樣分工，學者唯有退而求其次，一般的做法是借用同語系的閃語做

例子。一個常用例子是閃語族阿拉伯語中的 k_t_b_。明白了 k_t_b_的構詞方法

後，再舉一反三，就能較準確地估計到古埃及語的構詞法。 

 

4.3 阿拉伯語的構詞法 

阿拉伯語構成動詞的方法 

 k_t_b_是三輔音詞根的例子，詞根表示詞彙的核心意義是‘書寫’。在每

個輔音後面，可以加插不同的元音，或再在整個詞之前或後附加詞綴，造出眾

多與核心意義有關的詞彙，例子見表 4.1 和表 4.3。先看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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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阿拉伯語三輔音詞根 k_t_b_構成動詞的方法 

       動詞 ＝            詞幹 ＋ 詞綴(人稱代詞) 

/katabtu/‘我寫 (完成式)’ ＝ /katab/‘寫 (完成式)’ ＋ /tu/‘我’ 

/katabta/‘你寫 (完成式)’ ＝ /katab/‘寫 (完成式)’ ＋ /ta/‘你’ 

/kataba/‘他寫 (完成式)’ ＝ /katab/‘寫 (完成式)’ ＋ /a/‘他’ 

/Ɂaktubu/‘我寫 (未完成式)’ ＝ /ktub/‘寫 (未完成式)’ ＋ /Ɂa...u/‘我’ 

/taktubu/‘你寫 (未完成式)’ ＝ /ktub/‘寫 (未完成式)’ ＋ /ta...u/‘你’ 

/jaktubu/‘他寫 (未完成式)’ ＝ /ktub/‘寫 (未完成式)’ ＋ /ja...u/‘他’ 

  

 上表中的六個動詞，都含有 k_t_b_的輔音讀音。頭三個動詞屬完成式，都

含有三個音節。頭兩個音節 /katab/ 是詞幹，讀音固定，表示‘已經寫了’。

附加在詞幹後面的詞綴，表示動作者的人稱代詞 (我、你、他)。後三個動詞屬

未完成式，結構比較複雜。詞幹是 /ktub/，表示‘寫/正在寫’；人稱代詞詞

綴的讀音分為兩截，加在詞幹之前和後。後截的斜體 u 往往不讀出來。動詞詞

幹的分析見表 4.2： 

 

表 4.2 動詞詞幹的分析 

詞幹 ＝   輔音 (顯示詞根) 

         (詞彙語素) 

＋ 元音 (顯示時態) 

   (語法語素) 

/katab/‘寫了’ ＝ /k_t_b_/‘寫’ ＋ /_a_a__/ ‘完成式’ 

/ktub/‘寫/正在寫’ ＝ /k_t_b_/‘寫’ ＋ /___u__/ ‘未完成式’ 

 

 動詞詞幹 /katab/ 和 /ktub/，可以看作是由兩個語素結合而成。一個屬詞

彙語素，即詞根 /k_t_b_/‘寫’；另一個則屬語法語素，表示時態： /_a_a__/

‘完成式’或 /___u__/‘未完成式’。理論上，詞幹可以說是由詞彙語素和語

法語素合成，但這兩種語素事實上是相輔相成的，渾為一體，並不能獨立存在

。‘寫了’用普通話可以說成 xiě le。xiě 和 le 可以在不同的場合裏獨立使用。

但在阿拉伯語中，光是 /k_t_b_/‘寫’這個詞根，是很難說出來的；而光是把

時態 /_a_a__/ 或 /___u__/ 說出來，卻沒有任何意義。由此可見，阿拉伯語的

構詞方式與漢語很不同。1 

 
 阿拉伯語完成式動詞的詞幹，屬雙音節，可以用一個固定模式來表示：

C1aC2aC3 (a 是固定的元音)，而未完成式動詞的詞幹則屬單音節，模式是：    

C1C2V2C3  (V2是不固定的元音，V2可以是 u，也可以是別的元音)。 

 

                                                 
1 漢語 xiě le 可以看作是由兩個不同的語素組成。但是，阿拉伯語的 /katab/ 和 /ktub/ 卻很

難分拆成兩個獨立而又有意義的語素。因此，像阿拉伯語這類語言，用“詞”的說法來描述很

多時會比較合適和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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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語構成名詞的方法 

 阿拉伯語的名詞像動詞一樣，其主要的構成方法是在三輔音詞根中加插元

音，或再在整個詞之前或後附加詞綴。輔音表示詞彙的核心意義，而元音則表

示詞彙的派生意義，例子見表 4.3： 

 

表 4.3  阿拉伯語三輔音詞根 k_t_b_構成名詞的方法 

     名詞 ＝ 輔音 

(顯示核心意義) 

＋ 元音  

(顯示派生意義) 

＋ 詞綴 

/kita;b/ ‘書本’ ＝ /k_t_b_/‘寫’ ＋ /_i_a; __/ ＋ － 

/kutubi;/ ‘書商’ ＝ /k_t_b_/‘寫’ ＋ /_u_u_i;/ ＋ － 

/maktab/‘辦公室’ ＝ /k_t_b_/‘寫’ ＋ /___a__/ ＋ /ma/‘地方’ 

 

 如上表所示，詞彙的派生意義靠元音的變化造成。/kita;b/‘書本’、

/kutubi;/‘書商’和  /maktab/‘辦公室’這三個名詞的意義，是靠變動

k_t_b_之間的元音，從詞根‘寫’的意義派生出來的。 /maktab/ 中的 /ma/ 

則是前綴，解作‘地方’。 

 

 派生名詞亦可以附加語法意義，例如複數。這些附加的語法意義，主要也

是靠元音的變化產生。請看下表： 

 
表 4.4  阿拉伯語名詞單、複數的變化 

名詞： {書本} {辦公室} {書商} 

單數讀音： /kita;b/ /maktab/ /kutubi;/ 

複數讀音： /kutub/ /maka;tib/ /kutubi;ja/ 

 
 上表顯示，{書本} 和 {辦公室} 的複數，靠改變元音產生；{書商} 的複

數則靠附加後綴造成，方法很簡單，但要多用一個音節，讀音比較長。 

 

阿拉伯語構詞法的小結 

 從表 4.1、4.3 和 4.4 可以看到，阿拉伯語構詞的方式相當獨特。由多輔音詞

根可以衍生出很多與詞根意義有關的詞彙，而分辨這些詞彙的主要方法，是變

化詞根中間的元音。其他的閃語亦是用固定的輔音和多變的元音來構詞。古埃

及語估計亦以近似方式產生所需的詞彙。 

 
4.4 古埃及語構詞會遇到的問題 

 
 人類最初的口語，現在已無 可尋，但估計是由一個接一個的語素所構成

。古埃及語的雛形是怎樣的，現在雖然沒法子知道，但估計亦是用類似方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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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詞。在一種語言中，如果有很多語素是雙音節或多音節，而再用這些語素來

構詞，就會產生音節太多、讀音過長的問題。 

 
 古埃及語的元音很少，音節結構簡單，以單輔音加單元音為主，音節種類

不多，只用單音節語素實不足以應付日常所需，所以估計在口語發展初期，會

傾向同時使用兩個或多個音節的語素來表達各種意思，因而有時會產生讀音過

長的問題。 

 
 在古埃及語和閃語這類語言中，動詞除了本身的意義之外，還要表示時態

、語態、動作者人稱、主動/被動等意思；名詞除了本身的意義之外，還要表示

單/雙/複數、主/賓/屬格、陰/陽性等語法意義。為免音節太多，講者會盡量省去

不必要的音節，或者把兩個音節壓縮成一個。在壓縮的過程中，會產生各種音

變。2 

  
 我們可以從表 4.1 和表 4.3 的例子，看到阿拉伯語詞彙經省略或壓縮音節後

的讀音。大體來說，一個含有兩、三個語素的動詞或名詞，只需用兩至三個音

節就可以說出來了。例如 /kataba/ 這個詞，雖然只有三個簡單的音節，但已

經能夠表示 {他}、{寫} 和 {了}三個語素。以阿拉伯語這類音節種類不多的語

言來說，這種運用音節的方法，算是十分經濟和有效。其他的閃語以及古埃及

語相信亦使用近似的構詞法，都能經濟地和有效地運用其音節。 

 
 古埃及語和閃語屬同一個語系，口語性質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如果用文字

寫古埃及語，其文字會有甚麼特色呢？ 

 

4.5 古埃及文的造字法 

 

 學者一般認為，古埃及文產生於公元前 3000 年左右，比蘇美爾文略晚。有

學者認為，古埃及文是受到蘇美爾文的啟發而產生的。蘇美爾文誕生的過程，

可以從記帳的小泥板中看得頗為清楚，但古埃及文誕生的過程，以及它與蘇美

爾文的關係，我們所知卻不多，因為那時期的古埃及文獻實在很少。如果光從

造字的方法以及字符的形狀來看，則有理由相信古埃及文是獨立創造的。 

 

                                                 
2 下列是阿拉伯語動詞省略和壓縮音節的方法： 

    省略音節的方法：/katab/‘寫了’+ /Ɂanta/‘你’→ /katabta/‘你寫了’ 
      (省略了 /Ɂan/ 一個音節) 

    壓縮音節的方法：/Ɂa...u /‘我’+/Skuw/‘投訴’→*/ɁaSkuwu/→/ɁaSku;/‘我投訴’ 

     (*/Skuwu/ 由兩個音節壓縮成 / Sku;/ 一個音節；/uwu/ 中的 /w/  
      是個近似元音的輔音，輕讀或快讀時會容易被前後的元音 /u/ 同化而

      消失，/uwu/ 變成了一個長元音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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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蘇美爾文和阿卡德文一樣，古埃及文同樣有義符、音符和定符三種。阿

卡德語和古埃及語雖然屬於同一個語系，其文字卻各有特色。 阿卡德文的義符

、音符和定符借自蘇美爾文，所以帶有蘇美爾文的特色：義符的讀音比蘇美爾

文複雜，有“音讀”和“訓讀”兩種；音符跟蘇美爾文一樣，基本上是單音節

符號；而定符的數量亦跟蘇美爾文差不多。由於古埃及文很可能是獨立發展出

來的，其義符並沒有“音讀”和“訓讀”的問題；其音符由於沒有像阿卡德文

一樣受到一個既定模式的羈絆，反而能夠突顯古埃及語的特色；而其定符因為

需要分辨較多同音字，所以數量比較多。現扼要介紹古埃及文的義符、音符和

定符。先說義符。 

 

義符 

 古埃及人造字時，起初估計會用以形表義的方法，把很多名詞和動詞寫出

來。以形表義的符號是義符，代表語素或詞。古埃及文的義符是相當象形的，

頗清楚顯示出語詞所指的事物。符號的造形頗為美觀細緻，屬於古埃及美術的

一部分。蘇美爾文的義符以實用簡約為主，而古埃及文的義符則多了一些美學

的元素。請看下面十個古埃及文的義符：3 

 

表 4.5 古埃及文義符的形、音、義 

 1 2 3 4 5 6 7 8   9   10 

形：  E  F  J  K  Y  =   ?  !   `   Z 
音： /w_/ /b_/ /n_/ /r_/ /ƒ_/ /p_r_/ /m_s_/ /j_r_/ /x_p_r_/ /ʕ_n_x_/ 

義： 雛鶉  水 口 蛇 房子 狐皮 眼 聖甲蟲 拖鞋索 

 
 從上表可以看到，這十個字符寫得頗為精細，屬碑銘體 (hieroglyphic)。碑

銘體的字符，大都刻於石碑或牆上，或用彩色繪於墓壁上。碑銘體約由公元前

三千多年開始使用，直至到公元四世紀末，一共使用了三千多年，字體卻仍然

大致保持不變。 

 

 較碑銘體稍晚，出現了一種叫僧侶體 (hieratic) 的字體。這種字體大都用

毛筆蘸墨汁寫於紙莎草上，和碑銘體並存。碑銘體清楚易認，但刻寫費時，多

用於莊嚴的場合。僧侶體則書寫快捷，但較難辨認，多用於行政及世俗事務。 

 

 公元前大約六百多年，又出現了一種叫做大眾體 (demotic) 的字體。這種

字體比僧侶體更草，書寫更快捷，但更難辨認。在日常的一般事務中，大眾體

漸漸取代了僧侶體。僧侶體則多用於宗教事務中。 

 

                                                 
3 字符讀音是根據 Antonio Loprieno, Ancient Egypti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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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6顯示碑銘體、僧侶體和大眾體的三個字符。從這三個字符，可以看到

三種書體的分別。這三種字體的字符，可以廣義地稱為聖書字 (hieroglyph)。但

狹義的聖書字則僅指碑銘體字符。碑銘體的用途較為狹窄，而且屬於美術的一

部分，所以字體在三千多年使用期間大體上保持不變。古埃及人學習僧侶體或

大眾體時，如果同時參考碑銘體，就能較容易知道這些字體本來的形和義。 

 

表 4.6 古埃及文義符的三種書體 

 碑銘體 僧侶體 大眾體 

字符 1 

 

                       

字符 2 

 

                      

字符 3                       

  

早期古埃及文的碑銘體字符，數量不足一千個。後來音符用得較普遍，字

符的數量減至大約七百個。這個數量相當穩定地維持了二千多年。直至希臘人

和羅馬人統治古埃及時，字符數量才陡增。 

 

 古文字中有部分符號因近義通用而一形多用。在古埃及文中，近義通用有

兩種意思。第一種意思是指同一個符號代表幾個意義有共通處的詞，例如 w 這

個像太陽的義符，可以代表‘太陽’/r_ʕ_/ 或‘白天’/h_r_w_/ 這兩個讀音完

全不同的詞。第二種意思是指同一個符號代表幾個核心意義相同的詞，例如 

ã 這個符號，摹繪古埃及人的書寫工具，代表‘書寫’/s_C_/ 或‘書吏’

/s_C_/ 這兩個核心意義相同的詞。這兩個詞的詞根是一樣的，輔音讀音相同，

但元音則估計有分別。符號一形多用，如果產生混淆，古埃及人會附加音符或

定符來解決。 

 

義符的讀音 

 義符代表語素或詞。古埃及語中同根生的名詞和動詞，其元音讀音多變，

但輔音讀音則固定，所以在古埃文中，義符的讀音同樣有這個特色。再以 ã 

這個義符為例來說明這意思。 ã 表示 {書寫} 或 {書吏} 這兩個同根詞。無

論是表示哪一個詞，ã這個義符都可能有多種讀音。在這種種讀音之中，輔音

的部分都是相同，而元音的部分則不一樣。古埃及人即使不懂得這種語言學上

的分析，也可以知道 ã 應該怎樣讀。義符的讀音無論有多少種，古埃及人只

要知道義符的意思以及它在句子中的語法作用，憑他們說母語的習慣，就自然

懂得義符的讀法。 

 

 義符的讀音，即使是古埃及文專家，也只能考據出其輔音部分的讀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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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讀音則不清楚。所以表 4.6中的義符，學者只能把其輔音讀音寫出來。這十個

義符的讀音，頭五個是 C1V1 (如 /w_/)，第六至八個是 C1V1C2V2 (如 /p_r_/)，

最後兩個是 C1V1C2V2C3V3 (如 /x_p_r_/)。 

 

 頭五個義符單唸時，讀音中的 V1 應該不能省略，否則就會失去讀音最響亮

的部分。沒有元音，讀音不容易聽得清楚，而且輔音一般很難單獨地說出來。

換句話說，C1V1 單唸時讀一個音節。後五個義符讀音中任何的 V，則有時可以

省去。C1V1C2V2有時可能會讀成 C1V1C2，是一個單音節。至於 C1V1C2V2C3V3的

讀音，從阿拉伯語 k_t_b_的例子中  (見表 4.1、4.3 和 4.4)，可以看到

C1V1C2V2C3V3 除了最長的三音節讀音之外 (如 /kutubi;/‘書商’)，還可能讀成

C1V1C2V2C3 (兩個音節，如 /kita;b/‘書本’)、甚至 C1C2V2C3 (一個音節，如 

/maktab/‘辦公室’中的 /ktab/) 等。總言之，C1V1 的讀音應該是單音節，

C1V1C2V2 的讀音可以是單音節，C1V1C2V2C3V3 的讀音一般是多過一個音節，

但有時仍然可以是單音節。 

 

 現代阿拉伯語以三輔音詞根為主，雙輔音詞根並不多。表 4.5的古埃及文，

頭五個義符的讀音是 C1V1；為甚麼讀音只含有單一個輔音呢？原因可能有多種

：(1) 讀音原本有雙輔音或三輔音，但當中的弱輔音 (如 /j/、/w/) 卻因被前後

的元音同化而消失了，讀音變成只有單一個輔音。(2) 義符的讀音可能有多種

，單輔音的讀法可能只是其中一種。古埃及語中的詞有很多屬多音節，一些常

用詞的讀音估計會因應說話的情況而變化。在莊重的場合中，讀音會保持原本

的兩個或三個音節；在隨便場合中，說話為了省事，讀音可以減至只有一個

C1V1 音節。4 所以，代表這些詞的義符，其讀音有時也只有一個音節。當假借

這些義符作為音符時，可以規定這些音符只代表一個 C1V1 音節的讀音。(3) 說

單音節詞比說多音節詞省時省力，因此每一種語言都盡可能創造單音節詞，包

括以多音節詞為主的古埃及語。古埃及語估計仍有一些 C1V1單音節名詞。 

 

 古埃及語構成動詞和名詞的方法，估計和阿拉伯語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從

阿拉伯語 k_t_b_ 詞根所衍生出來的詞彙，可以看到動詞和名詞的核心意義是

用固定的詞根來表示，而語法意義和派生意義則靠改變元音產生。因此，動詞

和名詞的元音讀音是多變的。古埃及語的動詞和名詞估計亦有同樣的特色。 

 
音符 

 以形表義的方法，並不能把所有詞彙都寫出來。一些意義抽象的詞彙，用

同音假借的方法來表示就較為方便。例如古埃及語 {向 } 這個詞的意思，較

                                                 
4 省略音節的現象，在現代英語中也有現成的例子，如 naturally 這個字，莊重的場合可能會讀

成 /n&tSUr@lI/，一般情況會說成 /n&tSr@lI/，隨便的場合中可以只說 /n&tS/。naturally 可

以由四個音節省略成一個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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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用象形符號表示。{向 } 是常用的虛詞，估計有固定的讀音。它讀：/r/ + 

某個元音。 {口} 的義符 K 讀 /r_/，其元音讀法可能隨 不同的語法意義而

變化，但其中一個讀音與 {向 } 相同，古埃及人於是就借用了 {口} 的義符 

K，來表示 {向 } 的讀音。在這情況下，{口} 的義符 K就變成音符。由此

可見，音符源自義符。義符的讀音，就是音符的讀音。義符有音有義，而音符

只取其音。義符的元音讀音多變，音符的元音讀音也跟着多變。這就是古埃及

文音符的特色，跟阿卡德文讀音固定的音符很不同。 

 
 古埃及文有七百多個義符，其中百多個同時被借來當音符使用。由於義符

的元音讀音多變，所以音符的元音讀音亦多變，音符的讀音亦要靠上文下理決

定。但是，義符和音符的輔音讀音是相同和固定的。古埃及文一共有一百七十

多個音符：單輔音音符佔二十多個，雙輔音音符佔九十多個，三輔音音符則佔

四十多個。表 4.5 中的十個義符，都可作音符使用。用作音符時，頭五個讀音含

有單輔音，所以稱為單輔音音符；後五個是雙輔音和三輔音音符。 

 

 {口} 的義符 K，可以當單輔音音符使用，表示 {向 }。{向 房子} 的

意思，可以寫成 K 。 K 在這裏是音符，並非指 {口}，而是表示 {向 }

；= 則是象形的義符，表示 {房子}；  下面的 1 表示 {房子} 是單數。K 

和  這兩個符號，其元音和輔音讀音在這裏應該是固定的。換言之，K 這個

音符可看作是代表 /r/ + 某一個固定的元音。所以有些學者認為，K 其實是

音節符號，但古埃及文專家一般不同意這個說法。 

 
古埃及文音符的性質 

 為甚麼古埃及文專家不把 K 看成音節符號呢？原因相信是 K 在其他情

況下作音符使用時，其元音讀音會因應情況而變化，K 其實代表六個音節任

何一個：/ra/、/ra;/、/ri/、/ri;/、/ru/ 或 /ru;/ ，音節中的輔音讀音固定，而

元音讀音則不固定 。在某些情況下，K 甚至可以只有 /r/ 的讀音，本身不帶

任何元音。所以， K 這個符號並不是一個有固定音值的音節符號，它其實代

表 /r/ + V 或僅代表 /r/。這意思可以從下表清楚地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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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古埃及文音符 K 的讀音 

音符                讀音 備註 

K 有元音 省略元音 讀音可分為兩種：(1) 有元音 (2) 省略元音 

/ra/ 

/ra;/ 

/ri/ 

/ri;/ 

/ru/ 

/ru;/ 

/r/  K 這個音符，如果不計長短音的分別以及

省去元音的讀音，基本上只有 /ra/、/ri/
、/ru/ 三種讀音。有了上文下理，K 的

讀音很多時只有一種。 

/r/ + v /r/ 有元音的讀音可概括成 /r/ + v，v 代表任

何一個元音；省略元音的讀音可概括成 /r/

。 

/rv/ /r/ /r/ + v 可再縮略為 /rv / 

               /r(v)/ /rv/ 和 /r/ 這兩種讀音可總括成 /r(v)/ 

 
古埃及語和閃語省略元音的好處 

 古埃及語和閃語的音節，主要是由輔音加元音 (CV) 構成。一個三音節詞

基本上是由 C1V1 + C2V2 + C3V3 構成。但如上文所述，這類語言構詞時，會遇到

音節太多、讀音過長的問題，所以會盡量減少音節。最直截了當的方法是把整

個音節省去；另一個常用的方法是省去輔音後面的元音，例如在阿拉伯語 

/maktab/‘辦公室’這個詞中，/k/ 和 /b/ 後面的元音都省去了。省去元音的

好處有多種：(1) 音節減少，例如 /maktab/ 只有兩個音節；(2) 省去元音，仍

然可以保留詞根的輔音，但省去整個音節，就會喪失部分詞根；(3) 省去元音

，反而多了一種沒有元音的讀音，令音節結構比以前複雜，C1V1 + C2V2 的結構

可以變成 C1V1C2，大大地增加音節的種類。 

 
 從阿拉伯語 /k_t_b_/ 所構成的眾多詞彙之中，可以看到輔音後面的元音很

多時都會省略。古埃及語詞彙估計亦有同樣現象。古埃及語解作‘好’的詞，

讀 /n_f_r_/。如果 /n_f_r_/ 的讀法類似阿拉伯語的 /k_t_b_/，那麼，/n_f_r_/ 

中的 /r_/，其後面之元音在某些情況下會省略。/n_f_r_/ 這個詞有三種寫法： 

@、 @K、  。字中的 H 和 K 是附加的注音符號，分別補注 /f_/ 和 
/r_/ 的讀音。K 這個注音符號在字中可能僅代表 /r/。由此可見，K 這個音

符有時只表示 /r/ 的讀音，因為後面的元音省略了。5 同理，在古埃及文中其

他表示輔音加元音的音符，有時也僅表示輔音的讀音。 

 

                                                 
5 省略 r 後面的元音這現象，在現代語言中亦可以見得到。例如在中古拉丁語中，{河岸} 這個

詞寫成 rivera，字尾的 ra 表示 r 後面的元音要讀出來。{河岸} 這個詞在現代意大利語、西班牙

語和葡萄牙語中，分別寫成 riviera、ribera 和 ribeira。 字的拼法表示 r 後面的元音仍要讀出來

。 {河岸} 這個詞在現代法語中則已演變成 {河} 的意思，雖然寫成 riviere，但實際讀 /rivjEr/
，字尾 r 後面的元音已省略不讀。 {河} 這個法語詞後來被英語借用，讀音在今天已演化成 

/rIv@(r)/，拼成 river，字的拼法表示字尾 r 後面的元音已消失了。在英國南部，甚至連字尾 r 的

讀音亦已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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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文中的音符為甚麼稱為輔音音符 

 簡單來說，K 這個音符有三種基本讀音：/ra/、 /ri/、 /ru/，一個音符

代表三個基本的音節。{向 } 這個虛詞很可能只有一種讀音，讀 /ra/、 /ri/ 

或 /ru/，但無論讀哪一個音節，都是用K 這音符寫出來。所以有人說，K是

音節符號的一種。 

 

 亦有很多學者利用了輔音和元音的觀念，來分析 K 這個音符的讀音。用

輔音和元音來分析 K 的三個基本讀音，比用音節來分析更為細緻，容易說清

楚在這三個讀音中，哪些部分相同，哪些部分不相同。這些學者發覺，在 /ra/

、 /ri/、 /ru/ 這三個讀音之中，開頭的輔音相同，而結尾的元音則有三種。

所以，K 代表一個有以下特點的 CV 音節： C 的讀音是固定的 /r/，V 的讀音

則有三種，有了上下文就不言而喻。他們稱K 為單輔音音符。 

 在古埃及文中，義符的讀音基本上是：C1V1、C1V1C2V2 或 C1V1C2V2C3V3 

。由於 V1、V2 和 V3 的讀音都有幾種，而且有時可以省略，所以義符的讀音及

其音節數目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唯一固定不變的讀音是 C1、C2和 C3。古埃及文

的義符，有部分用作音符，所以音符的讀音也有義符讀音的特色：元音讀音和

音節數目多變，輔音讀音則不變。讀音是 C1V1 的音符，叫做單輔音音符；讀音

是 C1V1C2V2 和 C1V1C2V2C3V3 的音符，分別叫做雙輔音和三輔音音符。 

  
稱古埃及文的音符為輔音音符，雖然未能充份反映音符的真正性質，但要

找到一個更為合適的稱謂又實在不容易。古埃及文的音符，在結構上可視為音

節符號，但這些音符的音節數目，因文義而變，沒有固定的音節數目，所以很

難稱這些音符為單音節、雙音節或三音節音符。古埃及文的音符，輔音讀音固

定，而元音則不固定。輔音音符的稱謂，只聚焦於古埃及語音節中固定的輔音

，而不理會音節中不固定的元音，好處是能夠以簡馭繁，方便把音符按輔音的

數目，整齊地分為三大類，亦方便說明音符讀音中的固定輔音架構。缺點是容

易令人誤以為音符只代表輔音，而不能認清楚音符基本上是有多個音值的音節

符號。音符假借自義符，而義符的讀音是多變的，音節數目亦不固定，只有輔音

架構固定不變。所謂單輔音、雙輔音和三輔音音符，只是指出音符讀音中固定的

輔音架構。 

 

 西方學者西方學者稱K、 =、 Z 為單輔音、雙輔音和三輔音字母，古埃

及人不容易明白究竟是甚麼意思。古埃及人見到這些符號，知其所指，就自然知

道符號在上下文中的讀音。他們只知道符號的讀音可以多變，符號怎樣讀、有多

少個音，會因情況而定。他們不會知道符號的讀音有一個固定的輔音架構。當這

些符號假借用作音符時，其讀音亦同樣有多變和不固定的特色。對他們來說，知

道符號怎樣讀已足夠了，不用再去分析其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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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文怎樣運用音符 

 古埃及文常常要用同音假借的方法來表示一些詞的讀音。有些詞的讀音只

需用一個音符顯示便可以，例如 {向 }。{向 } 相信只有一個讀音，是 /ra/

、 /ri/ 或 /ru/，但無論是哪一個讀音，都是用 K 這音符寫出來。 K 標示  

{向 } 這個詞的整個音節。 

 

 有些詞的讀音則需要用上多個音符顯示才足夠，例如 {名字} 這個詞，讀

音是 /r_n_/，古埃及文用 K 和 J 這兩個單輔音音符一起來顯示： K 標示 

/r_/， J 標示 /n_/。 K 和 J 組成一個新的字 。古埃及人只要認出是 

{名字} 的意思，就自然知道這個字在文中怎樣讀。 K 和 J 這兩個音符，

除了表音之外，還用來建構字形。字形是否獨特易認，直接影響閱讀的效率。 

〈名字〉這個古埃及文很容易寫，只要按着字的讀音，用單輔音音符直接寫出來

便可以。 

 
 又例如 {誕生} 這個詞，讀 /m_s_/，意義頗為抽象，古埃及人用同音假借

的方法把這個詞寫出來。{誕生} 這個詞與 {狐皮} 同音，所以假借了 {狐皮} 

的象形符號 ?把 {誕生} 這個詞寫出來，? 變成一個雙輔音音符。為了和  

{狐皮} 的意思分得更清楚，古埃及文在 ?後面附加一個單輔音音符 P，來補

注 /s_/ 的讀音。{誕生} 的意思就用一個由兩個音符所組成的字 ?P 來表示。 

 
 表面上看來，像 P 這類補助性音符是不需要的。可是，古埃及人寫碑銘體

時，有時因為需要裝字而會用上這些音符來填補可能出現的尶尬空間。更重要

的是，這些補助性音符可以令到整個字的形狀更為獨特，更便於閱讀。古埃及

人一見到 ?P 這個字，就知道是 {誕生} 的意思，亦自然知道其讀法。字的

寫法與其讀音有關，應該不難記。 

 

 雙輔音音符和三輔音音符，在古埃及文中用得相當普遍。從這一點可以看

出，在古埃及語中，即使是多音節詞，也有不少是同音的。 

 

 雙輔音音符和三輔音音符，是古埃及文獨有的，連古埃及文最主要的破釋

者起初也想不到有這兩種音符。法國學者商博良窮一生精力去破解古埃及文，

終於成功。當他見到 ?P 這個字時，從上下文知道是解作‘誕生’，由於他

知道在科普特文 (Coptic) 6 中，{誕生} 讀 /mi;se/，所以他估計 ?P 這個字

應該同樣讀 /m_s_/。他知道 P 讀 /s_/，因此推斷 ? 讀 /m_/。其他學者後

來發覺商博良這個推斷錯了，但都認為這只是個小錯誤，瑕不掩瑜，不足以影

響他釋讀古埃及文的偉大成就。 

                                                 
6 科普特文是古埃及人在改信基督教之後仿傚希臘字母文字所創制的拼音文字，用來書寫後期的古埃及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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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這個字讀  /m_s_/，似乎與英文字 Christmas 中的  -mas 同源。

Christmas 解作‘基督誕生’， -mas 估計含有‘誕生’的意思。  

 
 {强壯} 這個詞讀 /n_x_t_/，意義頗為抽象，古埃及文用音符來表示。理論

上，要表示這個詞的讀音，可以用：(1) 三個單輔音音符；(2) 一個單輔音音符 

+ 一個雙輔音音符；(3) 一個三輔音音符。而事實上，古埃及人用了第 (2) 種

方法。{强壯} 這個詞約定俗成地寫成 。 J 讀 /n_/，屬單輔音音符；~ 

讀 /x_ t_/，屬雙輔音音符。古埃及人採用這種寫法，應該是覺得  是易認易

寫的。 

 
定符 

 古埃及文使用數目不等的字符來表示一個詞。為了清楚顯示字與字之間的

分界，古埃及人往往把一個字寫成方形或長方形，又或者在字尾加上一個沒有

讀音的定符。定符除了可以把字與字分隔開來，還可以使到字的意思更加明確

。 

 
 跟其他古文字一樣，古埃及文中的定符源自義符。義符有音有義，但定符

只取其義。定符是表示詞義的輔助性符號，沒有讀音，作用類似漢字形聲字中

的形旁。古埃及文的定符一般置於字符尾。古埃及文有近義通用字和同音假借

字的問題，有需要借助定符把字符的意思更明確地顯示出來。例如 ã 這個符

號，摹繪古埃及人的書寫工具，由於近義通用，代表‘書吏’和‘文字’兩種

意思。為了明確分辨兩者，分別利用‘男子’和‘捲軸’的定符，寫成兩個“

會意字”ãa 和ã 。 

 

 又例如 /n_f_r_t_/ 這個讀音，可以寫成 。這個字由四個音符組成，有

五種不同的意思。為了分辨這些意思，可以分別在字後面加上五個不同的定符

：  (表示‘事物(複數)’)、 (表示‘牛’)、b4 (表示‘女子(複數)’)、

} (表示‘冥界’)、 = (表示‘建築物’)。    這組音符，如果在後面

加了這五個定符，就會造成五個不同的“形聲字”，分別表示‘好的事物’、

‘牛群’、‘美女’、‘陰間’、‘墳墓’。從這個例子可以見到，在古埃及

語中，同音的四輔音詞，竟然有五個之多，在文字上需要加定符來分化。 古埃

及語的同音詞應該相當普遍，因此，定符亦用得相當普遍。  

 

 古埃及文的定符一般是加在音符的後面，更明確地顯示音符所指的意思，

造成一個一個“形聲字”，例子多不勝數。‘男子’讀 /s_/，寫成  ，上面

的音符 Q 代表 /s_/，下面的 a 是男子定符。‘女子’讀 /s_ t_/，寫成 

，左邊兩個音符 Q 和 V 分別代表 /s_/ 和 /t_/，右邊的 b 是女子定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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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讀 /r_ k_/，寫成 ，左邊的音符K和T分別代表 /r_/ 和 /k_/，

右邊的 w 是表示‘時間’的太陽定符。‘照耀’讀 /w_b_n_/，寫成 ，

最後的太陽定符 w 帶出‘照耀’的意思，其餘的符號是單輔音音符。 

 
 古埃及文的定符，除了能明確顯示字義之外，還因為置在字尾的關係，可

以把緊接其後面的字清楚地分隔開來，令閱讀更為方便。 

 

古埃及文的義符和音符，都是讀音多變的，由這些符號所組成的字，如果

代表名詞或動詞，讀音也是多變的，古埃及人只要從上文下理明白字的意思，

就自然會知道怎樣讀。但當他們看到用音符寫成的外國人名或地名時，卻很可

能不知道怎樣讀。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古埃及人借助“讀音之母”(Matres 

lectionis) 來注音。 

 

4.6 古埃及文的讀音之母 

 
古埃及文為甚麼有注音的需要 

 古埃及人自己的名字，一般是有意思的，跟普通字一樣，大都用義符音符

寫出來，古埃及人可以見名識讀。但當古埃及人書寫外國人名或地名時，就會

發覺這些名字的性質跟其他字不同，其讀音並不能從上下文推斷出來。因此，

他們必須想辦法把讀音寫清楚。例如西亞赫梯帝國 (Hittite) 皇后菩圖荷葩這個

名字，若把名字讀音 /putuxipa/ 用四個單輔音字母寫出來，就會寫成 G V N 

G 。7 但這種寫法並不足夠，因為 G V N G 這四個字母，每一個都有三個基本

讀音 (如 G 可以讀 /pa/、/pi/ 或 /pu/)，從上下文也不知道讀哪一個音。古埃

及人利用了三個弱輔音字母 I、W、A，把 G V N G 這四個字母的讀音注出來。 

 

 I、W、A 這三個字母，每一個都有三個基本讀音。但當 I 讀 /ji/、 W 讀 

/wu/、 A 讀 /ʔa/ 時，可能會因為受到前面的同韻音符同化，而喪失讀音。 

古埃及人於是利用 I、W、A 這三個字母，來注明前面字母的讀音要跟 /ji/、 

/wu/、 /ʔa/ 押韻。這個道理頗為複雜，下面會詳細解釋。 

 

 古埃及人把 I、W、A 加插在輔音字母之後，把皇后的名字寫成 GWVWNI 

GA。有了 I、W、A 這些注音符號，就可以輕易地把菩圖荷葩這名字讀出來。為

甚麼古埃及人懂得這種注音的方法呢？ 

  

                                                 
7 用僧侶體把外國人名寫在紙莎草上，相信比用碑銘體刻在石上的機會大得多。這裏用碑銘體

來說明怎樣用讀音之母寫外國人名，原因是碑銘體字體清晰、容易閱讀。碑銘體和僧侶體雖然

字體不同，但內在結構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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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音之母的誕生過程 

 公元前約 2150 年，古埃及文己出現了用弱輔音字母注音的方法。那時，古

埃及文己經使用了一千多年。一些字中的弱輔音字母 (如 I、W、A) 讀得越來

越輕，其讀音因為與前面字母的讀音融為一體而慢慢消失。古埃及人見到這個

現象後，就漸漸明白可以利用這些喪失讀音的弱輔音字母，來注出前面字母的

讀音。這些用來注音的弱輔音字母，後來稱為“讀音之母”。世界上所有音段

文字的元音字母，最終都能夠追溯到讀音之母。如果沒有“讀音之母”，音段

文字相信會很難產生出來。“讀音之母”是了解音段文字起源的鑰匙，值得大

書特書。 

 

 現在用古埃及文中兩個音符 BI，來說明古埃及人為甚麼懂得用弱輔音字母

來注音。B 和 I 是單輔音字母，B 讀 /b_/，I 讀 /j_/，BI 一併讀時，會有很多種

讀法，可能包括以下九種： 

 

表 5.3   BI 的九種讀音 

/baja/ /bija/ /buja/ 

/baji/ /biji/ /buji/ 

/baju/ /biju/ /buju/ 

  

 古埃及文使用久了，出現了一些喪失讀音的音符。一些字中的弱輔音字母

，其讀音會因輕讀或快讀而消失。以上表 BI 的讀音為例，人們會漸漸發覺，當

B 重讀為 /bi/、I 輕讀為 /ji/ 時，I 這個字母的讀音最容易在 /biji/ 中逐漸消

失。/biji/ 很容易演變成 /bi;/，因為 /j/ 在口腔內的發音位置，跟前後兩個元

音 /i/ 相同，所以很容易被同化，使到 /biji/ 變成 /biii/，再變成 /bi;/。8 換

言之，當 B 和 I 的讀音融合後，BI 變成讀 /bi;/，讀音由兩個音節變成一個音節

。 

 

 很多人以為，B 和 I 的讀音既然融為一體，讀成 /bi;/，就可以把 I 看成一

個代表 /i;/ 的元音字母，把 B 看成代表 /b/ 的輔音字母。可是，把 B 和 I 這兩

個音節符號，分別看作是輔音字母和元音字母，是過份簡化字母與讀音兩者之

間的關係。之所以有這種看法，是因為很多人不自覺地把希臘音段文字的觀點

，加於古埃及人的身上。但我們相信，當時的古埃及人只有音節的觀念，而沒

有輔音和元音的觀念。對古埃及人來說，一個音就是一個音節，而一個音節已

經是最小的語音單位，是一個不可再細分的整體。他們並沒有比音節更小的音

這個概念。BI 讀 /bi;/，其實應該純粹用音節的觀念來解釋。 

                                                 
8 /j/ 和 /i/ 這兩個音，發音時舌頭最高點接近前顎，發音位置相同，但 /j/ 是音節的起動部

分 (onset)，持續時間十分短，而 /i/ 音則是音節的最響亮部分 (peak)，持續時間相對地長。

/j/ 音輕讀或快讀時，比正常時間更短，所以很容易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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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 讀 /bi;/，造成這兩個字母表示一個音節的現象。I 的讀音 /ji/ 消失，I

不再表示 /ji/，但卻在字中起了另一種作用。I 好像能夠顯示出前面音符 B 的

讀音是 /bi/，而不是 /ba/ 或 /bu/。換句話說，當 I 的讀音消失時，I 所起的作

用是注出前面音符 B 的讀音。B 原本有幾個讀音，I 的作用是把 B 的讀音限定為 

/bi/ 一種。I用來注音的情況，有些類似古埃及人用定符，把近義通用字的幾種

意義限定為一種，所以 I 可以看作是讀音的定符。 

 

 古埃及人會發覺，I 可以讀 /ja/、/ji/ 或 /ju/，但當 I 輕讀為 /ji/ 音、而

前面的字母又讀 /ci/ 音時 (c 代表音節中開頭的任何一個輔音)，I 的讀音很容

易會逐漸消失，過程如下圖所示： 

 

/ci/ + /ji/    >    /ciji/    >    /ciii/    >    /ci;/ 

圖 5.2   I 弱輔音字母讀音消失的過程 

 

 當 I 的讀音消失時，它可以作注音用，把前面字母的幾種讀音限定為一種

，I 規定前面字母要讀 /ci/ 音。古埃及人會發覺，在 I 的讀音消失之前，前面

字母和 I 都讀 /_i/ 音，兩個字母其實押韻。所以，古埃及人用 I 來注出前面

的字母讀 /ci/ 音。 

 

 同理，古埃及人用 W 來注出前面的字母讀 /cu/ 音。道理亦可以用 BW 這

兩個音符的讀音來解釋。在 BW 的各個讀音組合之中，W 這個字母的讀音最容

易在 /buwu/ 中逐漸消失。/buwu/ 中的 /w/ ，很容易跟前後兩個元音 /u/ 

融合，9 BW 變成讀 /bu;/。B 和 W 原本讀 /bu/ 和 /wu/，屬於同韻。 W 注

明 B 讀 /bu/，而不是 /bi/ 或 /ba/。 

 

 古埃及人用 A 來注出前面的字母讀 /ca/ 音。道理亦可以用 BA 的讀音

來解釋。在 BA 的各個讀音中，A 的讀音最容易在 /baʔa/ 中逐漸消失。10 

BA 變成讀 /ba;/。B 和 A 原本讀 /ba/ 和 /ʔa/，屬於同韻。 A 注明 B 讀 

/ba/，而不是 /bi/ 或 /bu/。 

 

 押韻的方法由來已久。相信在未有文字之前，很多民族己有口耳相傳的傳

統，來向後代講述民族的歷史和故事。要記着一些較長的故事，押韻是一種幫

助記憶的有效方法。古埃及人利用弱輔音字母 I、W、A 來注音，其實是把傳統

的口語押韻方法，用於文字上，用途嶄新而富創造性。 

                                                 
9 /w/ 和 /u/ 這兩個音，發音時舌頭最高點接近後顎，發音位置相同，但 /w/ 持續時間十分短

，輕讀或快讀時很容易消失。/w/ 和 /u/ 這兩個音的關係，跟 /j/ 和 /i/ 類似，請參閱注 22。 
10 /ʔ/ 是喉頭塞音，發音時聲門緊閉，然後突然張開，從肺部出來的氣流因而迸發出這個 /ʔ/ 
音。在兩個 /a/ 音之間的 /ʔ/，輕讀或快讀時很容易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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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再以古埃及文中赫梯皇后的名字菩圖荷葩，來具體說明 I、W、A 這三

個注音符號是怎樣運作的。上文說過，這名字讀 /putuxipa/，寫成 GWVWNI 

GA。古埃及人從上文下理以及字中的四個弱輔音字母，就很可能知道這是一個

外國人名，而人名中的弱輔音字母 I、W、A 是作注音用。下表顯示這三個注

音符號怎樣運作： 

 

表 5.4   注音符號 I、W、A 的運作方法 

G W V W N I  G A 
單輔音音

符，可以

讀/pa/、
/pi/、
/pu/。 

該注音符

號讀 
/wu/，用

來注明前

面的音符

讀 /pu/。 

單輔音音

符，可以

讀/ta/、
/ti/、/tu/
。 

該注音符

號讀

/wu/，用

來注明前

面的音符

讀/tu/。 

單輔音音

符，可以

讀/xa/、
/xi/、
/xu/。 

該注音符

號讀 
/ji/，用來

注明前面

的音符讀 

/xi/。 

跟第一個

符號相同

。 

該注音符

號讀 

/ʔa/，用

來注明前

面的音符

讀 /pa/。 

 

古文字中各種不同的注音方法 

 所謂注音，是指用一個音符來顯示另一個字符的讀音。古埃及文利用同韻

來注音，方法前所未有，有別於一般注音。 

 

 蘇美爾文和阿卡德文都用音節符號來注音。當一個義符有多個不同的讀音

，用音節符號就可注出該義符是讀哪一個音。例如：蘇美爾文 〈DUMU〉 的義

符因近義通用而有三個讀音：/dumu/‘孩子’、/banda/‘男孩’、/tur/‘細

小’。如果把〈da〉這個音節符號加在義符之後，就表示這個義符應該讀 

/banda/，解作‘男孩’。阿卡德文〈屋〉 的義符訓讀時，因為語法意義不一樣

而有多個不同的讀音，例如：/bi;tum/、/bi;tam/、/bi;tim/。 如果把 〈tum〉 

這個音節符號加在義符之後，就表示這個義符應該讀 /bi;tum/，讀音清楚表示

這個義符在句子中是作單數主格用。 

 

 〈da〉和〈tum〉是注出整個音節的讀音，而不是部分音節的讀音。這種注

音方法相當簡單易明。 

 

 古埃及文中的每一個單輔音音符，都有三個基本的讀音： /ca/、 /ci/、

/cu/，從上下文就可以知道應該讀哪一個音。可是，用這種音符寫外國人名或

地方名時，從上下文也不能知道音符該讀哪個音。古埃及人後來發現，一些喪

失讀音的弱輔音字母，其實可以顯示出前面的音符應該怎樣讀，於是借來當讀音

之母用。有了這些讀音之母的幫助，就很容易把外國人名或地名讀出來。 

  

 古埃及文除了單輔音音符外，還使用雙輔音和三輔音音符。輔音音符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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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字符，但義符和定符亦佔相當重要的席位。其讀音之母，似乎只用來清楚

標示外國人名或地名的讀音。除此之外，無須使用。如果字符的意義不清楚或

不能從上下文推斷出來，可附加定符或音符，來明確表示字符的意思。字符的

意思清楚了，就自然知道字符的讀音。 

 

4.7 如何閱讀和書寫古埃及文 

 
 現以法老王圖特摩斯三世的稱號，來說明古埃及文是怎樣閱讀和書寫的。

這位戰績顯赫的法老王於公元前 1479 至 1426 年間統治整個埃及，其稱號頗長

，用碑銘體可以由左至右寫成： 

 

 

   

 

 

 

                                  
專用音標：11 ntr nfr  nb tZwy   nswt-bỉty  Mn-hpr-Rʽ  sZ Rʽ  Dhwty-ms   dỉ ʽnh dt 

   國際音標：  ncr nfr  nb tɁwj    nswt-bjtj   mn-xpr-rʕ   sɁ rʕ  ƒhwtj-ms     dj ʕnx ƒt 

   稱號意義：良善之神、兩地之主、上下埃及之王、陽永恆、日之子、朱鷺生，得永生 

圖 4.1  法老王圖特摩斯三世稱號的寫法 

 

  

 

  

                                                 
11 這是古埃及文專家所用的羅馬字母音標，專用來標示古埃及文字符的讀音，習慣上只標示輔

音，不顧元音。專用音標下面的國際音標跟其一一對應。必須指出，輔音字母其實代表 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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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把法老王圖特摩斯三世的稱號，分為七個詞組來解釋。請看下表： 

 
表 4.8 法老王圖特摩斯三世稱號的分析 

詞組 字符的形、音、義 說明 

1  Ð    @ 
/ncr/   /nfr/ 

 神      好 

- Ð 是旗幡的義符。古埃及人從神廟的旗幡，聯想起神，所

以用旗幡代表神。 

 

- @ 是心和氣管的義符，假借用作三輔音音符，表示 {好} 

的讀音 /nfr/。 
 
- 整個詞組解作‘良善之神’。 
    

2  ,   

 /nb/  /tɁwj/ 

 主人  兩地 

- , 是籃子的義符，假借用作雙輔音音符，讀 /nb/，表示

‘主人’。較完整的寫法是 ,o。右邊的人像是神或王的

定符，表示主人是一位神或法老王，定符並沒有讀音。 
 
- x 是土地的義符，讀  /tɁ/。兩塊土地寫成  ，讀      

/tɁwj/，象徵上埃及和下埃及。當這義符和 , 這音符一併

出現時，意義就相當明顯，o 這定符可以省略。古埃及文的

寫法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定符會因應情況而省略不用。 

 

- 整個詞組解作‘兩地之主’。 

 

3  p   V   _ 
/sw/    /t/   /bjtj/ 

蓑衣草        蜜蜂 

- p 是蓑衣草的義符，象徵上埃及，讀 /sw/。 

 

- V 是麵包的義符，假借用作單輔音音符，讀 /t/。 
 

-  是簡寫，完整的寫法是 ，表示‘上埃及之王’。 
J 是水的義符，假借用作單輔音音符，讀 /n/，表示‘他屬

於’。右邊的定符表示上埃及之王是神或法老王。  
中字符的排列次序，因裝字的關係，跟口語次序 /nswt/ 不
一樣。 
 

- _ 是蜜蜂的義符，象徵下埃及，讀 /bjtj/。  表示‘下埃

及之王’。 
 
- {上下埃及之王} 這稱號的寫法經常出現，即使沒有 o 這定

符，其意義仍一看即明。 

 

- 整個詞組解作‘上下埃及之王’。 
 

4  w m ` 
      / rʕ  mn  xpr/ 

名字圈 日神 固定 存在 

-  這個像橫置神主牌的符號在這裏並沒有讀音，專用

來圈 法老王的名字，有保護法老王的含義。這個符號可稱

為法老王名字圈，符號的作用類似專名號，可看作是定符。 

  

- w 是太陽的義符，表示‘太陽神’，讀 / rʕ/。 
 

- m 是棋盤的義符，假借用作音符，讀  /mn/，表示      

‘固定’。 

 
- ` 是甲蟲的義符，假借用作音符，讀  /xpr/，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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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 整個詞組解作‘願太陽神恆存永固’。圖 4.1 中的名字陽永

恆是意譯。 

 

5 y   w 
/sɁ/   / rʕ/ 

兒子  太陽神 

- y 是鴨的義符，假借用作音符，讀 /sɁ/，表示‘兒子’。

完整的寫法是 yc，右邊是男子定符。定符在這裏省略不

用。 

 
- w 解釋如上。 
 
- 整個詞組解作‘太陽神之子’。 
 

6     ? P 
     /ƒhwtj  ms  s/ 

名字圈  朱鷺   誕下 

-  解釋如上。 
 

-  是朱鷺的義符，讀 /ƒhwtj/。朱鷺相傳是文字之神圖

特 (Thoth) 的化身。 

 
- ? 是狐皮的義符，假借用作音符，讀 /ms/，表示‘誕下

’。 
 
- P 是布匹的義符，假借用作音符，讀 /s/，但在這裏不發音

，只用來補注出 ? 這符號中 /s/ 的讀音。 
 
- 整個詞組解作‘朱鷺誕生’。這就是圖特摩斯這名字的意

思。 
 

7  ^ Z Y V  
/dj ʕnx  ƒ   t/ 

賦予 生命    永遠  地 

- ^ 是圓錐形麵包的義符，假借用作音符，讀 /dj/，表示‘

賦予’。 
 
- Z是拖鞋索的義符，假借用作音符，讀 /ʕnx/，表示‘生命

’。 
 
- Y 是眼鏡蛇的義符，假借用作音符，讀 /ƒ/。V 假借用作

音符，讀 /t/。  是土地的義符，可能作定符用，表示  
‘像土地般長久’。三個符號合在一起，讀 /ƒt/，表示‘永

遠’。 
   
- 整個詞組解作‘獲賜永生’。 
 

 

  

上面表示法老王稱號那段古埃及文共有 24 個符號：義符佔 8 個 (33%)、音

符 13 個 (54%)、定符 3 個(13%)。有學者認為這三種符號混合使用，令到古埃

及文變得繁難。他們不明白古埃及人為甚麼在使用文字千多年後，還不把二十

多個單輔音音符取代所有其他的字符。其實，古埃及文後來在希臘文的影響下

，曾經嘗試廣泛使用單輔音音符，但發覺效果不理想，所以很快就回歸傳統的

義符、音符、定符並用的方法。12  

 

                                                 
12 W. V. Davis, Egyptian Hieroglyphs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87),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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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埃及文經試驗後回歸傳統的寫法，道理其實不難明白。如果光用二十多

個音符來書寫古埃及文，方法雖然簡單，但由於同音字多，若有音寫音，字形

變化會相當單調，而且字與字之間的界限不夠清楚，閱讀這樣子的文字會相當

吃力。 

 

 順帶一提，蘇美爾文亦曾經嘗試大量使用音符，效果不理想，最後重返義

符音符參半的道路。 

 

 古埃及人見到上面法老王稱號這段文字時，會以詞組為單位去了解文義。

現以表 4.8 第 6 個詞組為例來說明。這詞組的字符除了名字圈定符之外，還有

鳥義符和兩個音符。古埃及人有了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識，會很容易明白名字圈

和 鳥所代表的意義；有了古埃及口語的基礎，亦會很容易知道音符是用來表

示語詞 {誕生} 的讀音。古埃及人一見到名字圈內的三個符號，就會很容易明

白字符所代表的意思。其他詞組估計亦同樣易明。古埃及文其實是易學易認的

。 

 

 容易閱讀並不表示容易書寫。古埃及文的碑銘體確是難寫。刻寫碑銘體會

相當費時費力，估計先由書吏用僧侶體起草，再由美工用碑銘體摹在石上，最

後由鑿匠完成刻寫的工序。 

 

 刻寫碑銘體時，可以是由右至左，亦可以是由左至右。上面的法老王稱號

是由左至右刻寫的。文中表示蜜蜂、鴨、 鳥和蛇的字符，都是面向左邊。閱

讀時要迎 牠們面對的方向由左至右讀過去。這段文字，如果反方向由右至左

刻寫時，文中的蜂、鴨、鳥和蛇亦要反過來面向右邊，閱讀時亦要迎 牠們，

由右至左讀過去。 

 

 上述的碑銘體文字有兩種方向相反的寫法，就好像一件實物和它在鏡子中

的映像一樣。例如蛇的義符面向右邊時，就寫成 -，面向左邊則寫成 j。所

以文中不對稱的字符，反方向寫時就要反置，而對稱的字符 (如 Z) 則反置與否

都是一樣。 

 

 碑銘體這兩種相反方向的寫法，是與古埃及的建築風格分不開的。對稱是

古埃及建築風格的一個重要元素。例如，在拱門兩側的文字若要對稱地排列，

則有需要把兩邊的文字寫成面向着拱門：左邊的向右，而右邊的向左。 

 

 僧侶體則主要寫在紙莎草上，沒有需要像碑銘體般對稱地排列，很早就建

立了由右至左書寫的定例。而且，僧侶體的字符變得越來越不象形，反置時就

較難書寫和辨認。例如  這個僧侶體字符，反置時就變成 。若要正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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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都能寫和讀，則徒增學習的負擔，所以僧侶體只有一種書寫方向。僧侶體

無論是直寫還是橫寫，其字符都是面向右邊的；閱讀時要從右邊讀過去。 

 

4.7 蘇美爾文、阿卡德文、古埃及文中的義符、音符和定符的比較 

 

 蘇美爾文和古埃及文相信是獨立創造出來的。義符、音符和定符都是自然

發展而成。義符與語素或詞掛勾後，就有了讀音，很自然地反映了各自口語的

特色。 

 

 蘇美爾語的語素大都屬單音節，所以義符的讀音大都只有一個音節。這些

義符用作音符時，音符自然只有一個音節。所以蘇美爾文的音符絶大多數是單

音節。古埃及語中的動詞和名詞則有一至三個音節，其讀音中的輔音固定而元

音多變。所以古埃及文中代表動詞和名詞的義符，其讀音亦有一至三個音節，

而且亦有輔音固定而元音多變的特色。這些義符用作音符時，音符自然反映同

樣的特色。 

 

 蘇美爾文和古埃及文中的定符都同樣源自義符。義符有音有義，義符只取

其義，並沒有讀音。蘇美爾文的定符，大部分置於名詞主體符號的前面，小部

分則置於後面。古埃及文的定符則一般置於名詞或動詞主體符號的後面。古埃

及文的定符種類較多，而且較常用。 

 

 阿卡德文的義符、音符和定符都是源自蘇美爾文。義符有音讀和訓讀兩種

讀法。音符秉承蘇美爾文音符的特色，絶大多數是單音節。定符也像蘇美爾文

的定符一樣，一般放在名詞的前面，小部分則放在後面。 

 

（2016 年 10 月上載文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