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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展”对“招飐”的历时替换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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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述“招展”对“招飐”的替换原因及过程。“招展”对“招飐”的替换经历了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招

飐”从宋代成词开始一直到明代中期以前都是通词,后来随着南北官话的融合,大致在元末产生于南系官话的“招

展”渐渐替换掉“招飐”成为通词,并一直沿用至今。“招展”对“招飐”的替换,从语音上讲是因为“飐”与“展”的声

韵逐渐趋同而造成的两词混用,从语义上讲是隐喻引申以及认知联想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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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大词典》对“招展”的释义是“飘扬,摇曳”,释“招展”亦作“招飐”。此外,在《宋语言词典》《近代汉

语词典》等其他词典中,对“招飐”的释义也是“招展”。根据语料库的检索,“招飐”与“招展”在成词时搭配

的主语或者宾语基本都是“旗子”这类名词。并且,二者均在近代汉语时期产生,二者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一

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最早出现的是“招飐”一词,到了明代中后期,“招展”在文献中的用例逐渐增多,“招飐”
渐渐被“招展”代替;直到清朝后期,“招飐”被“招展”彻底替换,成为了一个历史词汇。我们从“招”“飐”
“展”三个词的词义开始谈起。

一、招、飐、展

先从“招”的字义谈起。《说文·手部》:“招,手呼也。”《广韵·宵韵》:“招,招呼也。”可见,“招”的本义

就是打手势呼人,如《荀子·劝学》“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在“招”由人“打手势呼人”这一义项

引申到“招飐/招展”表旗帜的“飘扬,摇曳”这一引申义的过程中,主要是由隐喻造成的语义演变。隐喻是

基于概念的相似性从一个认知域到另一个认知域的投射,汉语中很多的词汇都是由隐喻造成的语义演变,
从而丰富了词汇的词义。在词汇隐喻引申的过程中,源义在认知域中具有凸显性的义素往往容易得到保

留,而非凸显性的义素则是可变的和不固定的,这也造成了很多词汇有很多不同的引申义,而不同的引申

义又具有某种相关,形成不同的引申方式。
在动词的演变中,外显的动作行为是凸显的。根据Talmy提出的概念结构模式,一个运动事件(mo-

tion
 

event)主要由四个概念要素组成:凸体(指运动物体,它相对于另一个物体即衬体而运动)、衬体(指参

照物体,另一个物体即凸体相对它而运动)、运动(指运动本身)、路径(凸体相对衬体而运动的路径)。在四

个要素中,运动是最本质的、最稳定的性质,因此最为凸显,往往成为保留义素,而其他几个要素都是可变

的。[1]289

具体来看“招”这个词,“招”本指打手势呼人,如:
例1: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诗·王风·君子阳阳》)
在例1中,凸体是人的右手,衬体是所招呼的对象“我”,运动是摇动,路径是由远向近挥动。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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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的凸体泛指可运动的物体,而其他三个要素没有改变,如:
例2:招摇灵旗,九夷宾将。(《汉书·礼乐志》)
在例2中,“招”的凸体是“旗”,当“招”与“旗”出现在同一语境中时,“招”与“摇”组合成为“旗”的动语,

与“旗”类的名词构成动宾短语。不过这一类动宾短语在唐以前尚未多见,据笔者统计,目前在唐以前的文

献中只找到了6例。
再来看“飐”。许慎《说文》未收该字,在目前可查阅到的文献中,“飐”的最早用例出现在汉代刘歆《遂

初赋》中(“回风育其飘忽兮,回飐飐之泠泠”)。《广韵·琰韵》:“飐,风吹落水。”宋徐铉校订的《说文》新附

“飐,风吹浪动也。”《正字通·风部》:“飐,凡风动物与物受风摇曳者皆谓之飐。”可见,“飐”的本义就是风吹

物使颤动摇曳。如:
例3:弄水亭前溪,飐滟翠绡舞。(杜牧《题池州弄水亭》)
当“飐”与“旗”出现在同一句中时,“旗”就成为了“飐”的凸体,这一搭配在目前的文献中能找到的最早

用例从唐代开始,到了宋代开始逐渐增多,如:
例4:春雨星攒寻蟹火,秋风霞飐弄涛旗。(白居易《重题别东楼》)
例5:惊见茅茨新覆草,东风轻飐酒旗斜。(陈起《华亭以北所见》)
最后看“展”。“展”字产生的时代比“飐”字早,并且二者的本义也是迥然不同的。“展”的本义为“舒

展、张开”。[2]①如:
例6:盗跖大怒,两展其足,案剑瞋目。(《庄子·盗跖》)
当“展”与“旗”出现在同一句中时,“旗”就成为了“展”的凸体。与“飐”与“旗”搭配一样,这一搭配在目

前的文献中能找到的最早用例也是从唐代开始,到了宋代开始逐渐增多,如:
例7:呜呜三奏罢,城上展旌旗。(白居易《赋得边城角》)
例8:粉箨渐高山径笋,绿旗初展石岩茶。(蔡襄《上已日州园东楼》)
根据上面的例句分析,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飐”与“旗”搭配出现在同一句子中时,是指旗子被风吹

动而在风中摇曳;而“展”与“旗”出现在同一句子中时,是指张开旗子,并不需要“风”这个条件。下面,讨论

“招飐”与“招展”的成词及各自的发展过程。

二、“招飐”与“招展”的成词及发展

先讨论“招飐”。到了唐代,“招”从人“打手势呼人”义泛指一般物体的“呼人”用例开始逐渐增多。而

与此同时,“飐”字在唐代(特别是盛唐以后)用例也开始逐渐增多,如:

例9:纤草以 ,风飐波起,崩涛迸沫,势不得止。(李华《言医》)
例10:菱叶萦波荷飐风,荷花深处小船通。(白居易《采莲曲》)
例11:风飐一枝遒,闲窥别生势。(《酉阳杂俎·续集卷六·寺塔记下》)
旗子都是悬挂在外面的,随着风在空中飘扬。旗子的这一运动特性,使得“飐”与“旗”的搭配在唐代也

开始出现。不过在唐代,“招”与“飐”并没有与“旗”出现在同一语料的上下文中。可见,“招”与“飐”还没有

成词。到了宋代,“招飐”开始在文献中出现用例,但是直到元代结束,“招飐”都只与“旗”类名词搭配出现

在上下文中,我们举宋代的用例为例:
例12:见孤村寂寞,招飐酒旗斜处。(佚名《女冠子·同云密布》)
例13:江回山崦两三家,招飐东风酒旆斜。(王之道《江南道中》)
从上述例句中,我们可以发现,“招飐”在句中的意思是指旗子在风中飘扬摇曳,都只是跟“旗”搭配。
我们推测,“招”与“飐”在宋代结合形成一个词,可能有以下三点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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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说文·尸部》:“展,转也。”徐灏注笺:“《广韵》曰:‘展,舒也。’此乃展之本义。其训为转者,由《周南》‘展转’之文为
说耳。”另《广雅·释诂四》:“展,舒也。”关于“展”的本义探讨具体可详参岳海燕《“辗转”考》(《山西师大学报》2018年第5
期)。



第一,当越来越多的语言使用者在无意识状态下经常把“飐”与“旗”和“招”与“旗”搭配在一起说时,就
有可能引发人们把“招”与“飐”连在一起作为一个词来加以处理,以表达旗子在风中飘扬摇曳词义的情况。
这其实就是认知心理学中所说的“组块”的心理过程,[3]45-47“飐”与“旗”和“招”与“旗”两种搭配在语言使

用时较高的使用频率有可能使“招”与“飐”两个单音词合成为双音词,使二者互相依赖,从而形成“招飐”。
第二,从以单音词为主过渡到以双音词为主,是汉语词汇发展的趋势。在汉语构词过程中,韵律因素

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双音节构成一个音步,音步是韵律上可以独立运用的最小单位。[4]汉语常见的基本

词形便是由两个音节构成的单音步词,[5]“招飐”由“招”与“飐”两个音节构成,这也适应了汉语词汇双音化

的发展趋势。加上“招”“飐”声母相同,①这也在无形中促成“招”与“飐”形成一个双声词。
第三,动词性复合词的强势结构类型便是动动复合词,“招”与“飐”都是动词,这在词法上很容易促成

“招飐”词汇的形成。在构成动词性复合词的能产的词法模式中,动补式占有很大比例。在汉语动词性复

合词的构造中,动作行为的方式或达到某一结果的途径和动作的结果是比较凸显的语义因素。汉语动词

性复合词的一个强势语义模式可以概括为:“方式或途径+行为或结果”。[6]113158 当“招”与“飐”结合成复

合词时,在这一句法词中,“飐”便作为“招”的补语,形成一个动补结构,“招”表示达到补语“飐”所表示的结

果的途径。
到了明代,“招飐”的指示对象从最初宋代的“旗”扩大到“花枝”,与“花枝”结合,形成一个四音节短语

“花枝招飐”。“花枝招飐”本义是“花枝迎风摆动,婀娜多姿”,引申出“形容妇女打扮得十分艳丽”。② 根据

笔者考查,“花枝招飐”在文献中出现的最早用例在《金瓶梅词话》中,如:
例14:这妇人当下满斟了一杯酒,双手递上去,花枝招飐,绣带飘飘,跪在地下,等他钟儿。(《金瓶梅

词话》第十二回)
由于口语与书面语的不同步发展,书面语具有滞后性,我们可以推测至迟到明代中后期,“花枝招飐”

已经出现在人们的实际语言使用中。
到了清代,“招飐”的用例开始减少,直至现代,“招飐”被“招展”替换,成为了一个历史词汇。
我们再具体讨论“招展”。“招展”在《汉语大词典》中的释义是“飘扬,摇曳”,据笔者目前所查阅到的词

典,“招展”都是“招飐”的原词。这一释义或许在大部分的文献中,都可以说得通,那么具体是不是都这样

呢? 先看“招展”的成词年代。
前文已经论述了“招”与“展”的词义演变,“招”由本义“打手势呼人”的凸体“手”泛指其他一般的物体

后,词义出现泛化,与表“舒展、张开”义的“展”结合形成“招展”。“招展”在目前可查阅到的文献中的最早

用例出现在《水浒传》③中,且都是与“旗”搭配出现在同一句子的上下文中,一共有13处,在同时期的其他

文献中却没有用例。如:
例15:皂纛旗招展如云,柳叶枪交加似雪。(《水浒传》第六十二回)
到了明代,“招展”的用例增多,不再局限于单部书中。据笔者统计一共有49例,并且出现在多部文献

中,其中在《封神演义》④中的用例一共有30例,其他的文献用例均为1、2处。到了清代,“招展”的用例才

真正多了起来,在文献中一共出现了126处。
再具体看“招飐”与“招展”的文献用例次数。据笔者统计,“招飐”在文献中一共出现130例,“招展”在

文献中一共出现188例,我们把“招飐”与“招展”的文献出现用例次数按照时间层次进行统计并用比例反

映,可以得到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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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广韵》“招”,“止遥切”;“飐”,“占琰切”,均为照母三等字。“招”与“飐”为双声词。
“花枝”本义是“开有花的枝条”,如谢朓《谢宣城诗集》:“花枝聚如雪,芜丝散犹网。”根据笔者的考查,至迟到了唐五

代,“花枝”的义项由最初的“开有花的枝条”本义隐喻引申为指“美女”这一义项。如韦庄《菩萨蛮》:“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
归。”此后“花枝”指“美女”的用例开始增多,随着“花枝”由“开有花的枝条”隐喻引申为“美女”,“花枝招飐”也就由本义指
“花枝迎风摆动,婀娜多姿”类推引申出指“妇女打扮得十分艳丽”。

本文统计所采用的版本为百回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关于《水浒传》的创作年代,学界普遍认为是
在元末明初,较为保险的观点是在明代,因本文主要通过统计“招展”在《水浒传》中的用词次数来大致推测“招展”在历史上
的最初使用年代,又口语与书面语发展不同步,故暂且把《水浒传》的创作年代归为元代。

本文统计所采用的版本为明末版本《封神演义》。



表1 “招飐”与“招展”各时代文献用例次数对比表

年代 “招飐”用例次数 占比/% “招展”用例次数 占比/% 招飐:招展

宋 6 4.62 0 0 6:0

元 24 18.46 13 6.91 1:0.54

明 54 41.54 49 26.03 1:0.91

清 46 35.38 126 67.02 1:2.74

合计 130 100 188 100① ———

  根据表1,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到“招飐”与“招展”的用例在清代以前都是“招飐”的用例多,而“招展”
的用例在清代以前并不多,且用例较为集中。据笔者统计,“招展”在《水浒传》与《封神演义》中的出现用例

占整个元明时期文献的用例将近69.35%。直至清代,“招展”的用例次数突然呈现出爆炸性的增长。
此外,在笔者对文献中“招飐”的用例进行统计时,还发现了一个颇值得注意的情况:在较早成书的《金

瓶梅词话》中,“招飐”的用例共有15处;而在《金瓶梅》②中,“招飐”的用例只有7处③。《金瓶梅》是经过后

代文人润色加工过的,这或许可以说明从《金瓶梅词话》到《金瓶梅》这一时间段内,“招飐”的用例已经在口

语中开始减少,而“招展”的用例开始逐渐增多。
据此,我们再以《金瓶梅词话》的成书年代为时间分界点,统计明代“招飐”与“招展”的用例次数,可以

得到表2。
表2 明代“招飐”与“招展”的用例次数对比表

比较时段 “招飐”用例次数 “招展”用例次数 “招展”在该时间段内占比/%

《金瓶梅词话》前 44 6 12

《金瓶梅词话》后 9 43 82.69

  据表2数据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招展”在《金瓶梅词话》的成书年代后,才开始大量地出现。《金瓶梅

词话》成书于明朝隆庆至万历年间,时间上大致是明代的中后期,而施耐庵的《水浒传》大致成书于元末。
何以从元末至明代中期长达一两百年的时间里,“招展”几乎没出现在文献中?

 

且按照上述“招飐”的三个

成词原因,从理论上讲,“招展”在宋代(或者更早)也能成词,何以直至元末才在文献中出现用例? 我们试

着从语音及语义演变的规律上分析原因。

三、语音及语义的演变

《广韵》“招”,“止遥切”;“飐”,“占琰切”,均为照母三等字。“招”与“飐”为双声词。而《广韵》“展”,“知
演切”,属知母,与“招”声母不同,又“招”属宵韵,“展”属仙韵。“招”“展”两词不能形成双声词或叠韵词。
“飐”与“招”声母相同,这在语音上已经比“展”具有优势地位,且旗子都是在风中被风吹起,而在空中飘扬

摇曳,这与“飐”本义又相关。又“展”与“旗”搭配时,都只是指“展示出旗子”,并无在风中飘扬摇曳之义,这
使得“飐”与“招”组合形成的“招飐”在指“飘扬、摇曳”义时具有优势地位。

何以后来“招飐”又被“招展”所替换? 我们不妨再从“飐”与“展”的语音演变规律上加以分析。
前文已述,《广韵》时期,“飐”“展”的声母不同。从韵母上看,“飐”在《广韵》里是盐韵,韵尾收“m”④;

“展”在《广韵》里是仙韵,韵尾收“n”,但两个字的韵腹都是“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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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小计数字的和不等于合计数字,是因为有些数据进行过四舍五入。

 

本文统计所采用的版本为明万历刻本《金瓶梅》。
在《金瓶梅词话》出现的15处用例中,有4例与《金瓶梅》的用例相同,分别是在第二十回、第三十七回、第六十五回

和第八十九回,另外8处用例在《金瓶梅》中没有,直接省去。故笔者在统计时把这4例算在了《金瓶梅词话》中,在统计《金
瓶梅》中“招飐”的用例次数时则不再重新计入用例次数。

本文所采用的音标均根据王力先生的拟音。



到了元代《中原音韵》的时代,知母与照母合流,“飐”与“展”都是照母三等字,在声母上已经一样;在韵

母上,“飐”在《中原音韵》里是廉纤韵,“展”在《中原音韵》里是先天韵,两字韵腹一样,韵尾还不一样。但是

“飐”与“展”在字音上已经很接近,只是韵尾不一样,这很有可能造成两字的混用,所以在元代的《水浒传》
中已经出现“招展”的用例。

到了17世纪明代《西儒耳目资》①的时代,“飐”与“展”的韵尾都已经收“n”韵尾,两个字在字音上已经

完全一样。《西儒耳目资》出版于1626年,时间上正好为明代晚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招展”从《金瓶梅词

话》成书年代后突然呈现出爆炸性增长的原因,“飐”与“展”的读音已经完全相同,这就造成了“招展”与“招
飐”两词混用现象的出现。②

另外,根据笔者的统计,“招飐”早期的用例在文献中其作者绝大部分是来自于晋方言区、北系官话区,
而“招展”早期的用例其作者基本都是南系官话区和南方方言区。我们把“招飐”与“招展”在元明时期的用

例根据作者的方言分区用表3来说明,③其中作者及其生平不详的不再列出④。
表3 “招飐”与“招展”在元明时期的用例情况

年代
“招飐”的用例次数 “招展”的用例次数

晋方言区 北系官话区 南系官话区 南方方言区 晋方言区 北系官话区 南系官话区 南方方言区

元 10 3 7 — — — 13 —

明 7 18 — 2 1 1 32 3

合计 17 21 7 2 1 1 45 3

  元明易代是汉语发展的一个转折,代表北系官话的“汉儿语”(以大都话为标准)在明代以后逐渐消亡,
而南系官话地位不断上升,并持续影响着北系官话。并且随着明成祖永乐帝的迁都,直接将南京官话带到

了北京。[7]根据表3的统计数据,我们推测“招飐”最初是属于北系官话及北方方言地区的词汇,而“招展”
是属于南系官话地区的词汇。后来,随着元明易代,以及明成祖的迁都,更加促进了南北官话的融合,“招
展”在与“招飐”的使用过程中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并最终取代“招飐”成为了通词。我们从《水浒传》两词

的用例次数便可以看出,《水浒传》中“招飐”的用例只有7例,而“招展”的用例有13例。《水浒传》的作者

生活在元末明初时期,其语言用的便是江淮官话,属于南系官话。而在这时期,其他的文献用例都是用“招
飐”,据此,我们推测从宋元时期开始一直到明代中期以前,北系官话地区都是以“招飐”为通词,而“招展”
是南系官话地区使用的通词。后来随着明成祖的迁都,南系官话对北系官话的影响越来越大,“招展”逐渐

为文人所接受和认可,在文献中的用例渐渐增多。到了明朝后期,“招展”基本取得了优势地位,我们从《金
瓶梅》中“招飐”的用例次数比《金瓶梅词话》少这一数据统计结果也可以看出,而且《金瓶梅》已经出现了

“招展”的用例。
我们推测,至迟在元末,“招展”已经在南系官话区出现,并且可以用来指旗子在风中飘扬摇曳。由于

当时“展”与“飐”的读音已经很接近,所以人们在实际说的时候会把“招飐”说成“招展”;并且随着元明易

代,南系官话对北系官话的影响加深,这也造成了“招展”指飘扬摇曳义的出现,这是第一步。虽然“招飐”
指飘扬摇曳的意思在当时人们的交流使用中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在当时人们的实际使用中,人们还

是习惯说“招飐”。随着明成祖的迁都,南系官话对北系官话的影响程度进一步加深,因此“招展”在北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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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西儒耳目资》是明末天主教耶稣会来华传教士金尼阁编著的一部帮助西洋人学习汉语、汉字的罗马字注音字汇。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指出虽然《广韵》中仙韵知照系字由齐撮变开合、盐韵知照系字由齐齿变开口的这种音变

在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材料证明其开始的确实时代,但其大致的年份是可以确定的,大约是在十六、十七世纪,并且这种音变
在各地区并非同时完成。(详见: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4:213-220)这也为“招飐”与“招展”在不同地区
文献用例历时与共时的次数不同提供了很好的证明。

其中元代用例统计涉及到的作品有《五侯宴》《哭存孝》《月亭记》《水浒传》《乐府新编阳春白雪》《梨园按试乐府新
声》《三战吕布》,明代用例统计涉及到的作品有《金瓶梅词话》《明太祖文集》《西游记》《今古奇观》《皇甫司勋集》《平妖传》
《金瓶梅》《三国演义》《酹江集》《鳌峰集》《封神演义》。

作者及其生平不详的用例只占很少一部分,在这一部分用例中其中大部分是杂剧,如《六十种曲》《元曲选》等作品,
基本都是属于北方方言区。当然,有一小部分不是杂剧,但是用例很少,只有几处,不影响统计。



话区的用例渐渐增多。而且至迟到了明代中后期,“展”与“飐”的读音已经完全一样,这更加造成了“招飐”
与“招展”两词的混用,我们从两词在明代文献中的用例次数渐趋接近的数据结果也可以看出来,这是第二

步。到了明末清初,一方面由于人们对旗子挂在外面飘扬摇曳的最初认知产生了普遍的共识,即都是挂在

外面舒展张开来,而且指妇女打扮得光鲜艳丽义的“花枝招飐”一词,其最初是指花枝迎风摆动,展示出婀

娜多姿的姿态,这也就是舒展开枝条,与美女舒展身体,展示出妖娆的姿态一样,这造成了“招展”渐渐替换

掉“招飐”。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南系官话对北系官话的影响已经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招展”的
用例越来越多,这是第三步。最后,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都使用“招展”,“招飐”的使用频率就越来越低,最后

完全被“招展”所替换,并成为一个历史词汇,这是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

四、结 语

汉语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常用词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除此之外,很多词汇都在经历着新旧词汇的替换,

有些已经完成,有些还在替换,有些正在替换,有些还尚未替换,这是词汇发展演变的必然规律。“招飐”与
“招展”的历史使用情况经历了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最终“招展”战胜了“招飐”,沿用至现代汉语。

在汉语历史上,朝代的不断更替,以及汉民族对内对外的交流与融合,语言接触现象导致很多词汇都

在经历着一系列的发展变化。“招飐”的成词较早,且早期用例都是出现在北系官话及晋方言地区,所以

“招飐”应该是一个诞生于北系官话地区的词汇。“招飐”在元代以前应该都是当时人们使用的通用词汇,
后来到了元代,“招展”在南系官话地区出现,随着元明易代以及明成祖的迁都,南系官话对北系官话的影

响不断加深,这导致了“招展”的用例不断增多。而且因“飐”与“展”读音接近,“展”的语义“展示”与在风中

飘扬摇曳而舒展开的意思相关,这使得有些在语言具体使用时混淆二词。后来随着“飐”与“展”的语音演

变成一样以及南系官话对北系官话的影响不断加深,“招展”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受此影响,越来越多的

文人在写书时都用“招展”,“招飐”的用例也就不断减少并最终消失,成为了一个历史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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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zhan(招展)
 

for
 

Zhaozhan(招飐).
 

The
 

substitution
 

of
 

Zhaozhan(招展)
 

for
 

Zhaozhan(招飐)
 

has
 

gone
 

through
 

a
 

process
 

of
 

changing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Zhaozhan(招飐),
 

a
 

word
 

which
 

formed
 

from
 

Song
 

dynasty,
 

was
 

a
 

generic
 

word
 

from
 

Song
 

dynasty
 

to
 

the
 

mid
 

Ming
 

Dynasty.
 

However,
 

with
 

the
 

in-
tegration

 

of
 

North
 

and
 

South
 

Mandarin,
 

it
 

has
 

been
 

gradually
 

replaced
 

by
 

Zhaozhan(招展)
 

which
 

rough-
ly

 

formed
 

at
 

the
 

end
 

of
 

the
 

Yuan
 

Dynasty
 

from
 

the
 

southern
 

Mandarin.
 

And
 

after
 

that,
 

Zhaozhan(招展)
 

became
 

the
 

generic
 

word,
 

and
 

it
 

has
 

been
 

used
 

until
 

today.
 

There
 

are
 

two
 

reasons
 

for
 

this
 

substitution.
 

The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nunciation
 

finds
 

that
 

the
 

pronunciation
 

of
 

Zhan(飐)
 

and
 

Zhan
(展)

 

has
 

been
 

gradually
 

becoming
 

the
 

same
 

from
 

the
 

initial
 

consonant
 

to
 

the
 

final,
 

which
 

caused
 

the
 

mixture
 

of
 

Zhan(飐)
 

and
 

Zhan(展).
 

And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of
 

metaphor
 

extension
 

and
 

cognitive
 

association
 

through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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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nunciation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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