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璽主要用於鈐印封泥，不

像後代那樣使用紅色印泥。戰國

封泥是少見的文物，有些被誤認

為封泥的，其實是陶片。

《封泥考略》冠首的一塊，現藏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背面可見

用來纏緘書牘的繩痕，確系齊國

封泥。
馬王堆漢墓的封泥實物，泥團尚與木匣
、結繩合在一起。印文〔軑侯家丞〕。
可見此包裹尚未被打開。

封泥





❖ 所謂「封泥」，是古人封緘文書時用印按捺在泥上的遺留，
是印章的使用形式。

❖ 1995年以來，西安北郊相家巷村出土秦封泥數千枚，其文
字不重複者約400枚。這批封泥的時間為戰國晚期至秦代。秦
封泥有「尚浴府印」「寺工之印」「章廄將馬」「恒山侯丞」
「陽陵禁丞」，很多官名都不見於《漢書·百官公卿表》。

燒
焦



封泥上 古人的指紋
河南新蔡地區出土的戰國封泥



3 . 貨幣文字
鑄幣在從春秋時代開始應用，到戰國時代已經在很多

地方大量流通。已發現的先秦鑄幣絕大部分是戰國時代

的青銅幣。

東方各國銅幣的形制比較複雜，可以分為布（象鏟形）

、刀、圓錢、蟻鼻錢（象海貝形）四大類。

布幣主要行用於三晉和燕，刀幣主要行用於齊、燕、

趙。圓錢出現得比較晚，三晉、齊、燕似乎都使用過。

蟻鼻錢只行用於楚國。



不只文字，貨幣也統一了。



兵器上的地名，多可與戰國貨幣上的地名相
比較。比如內蒙發現的一件戈，有銘：「八年
，茲氏令吳庶，下庫工師長武。」

茲氏地名便見於趙國的尖足布幣。

→地名「臺南」在各類的物品上出現，

不是再正常不過嗎？



貨幣也是一項重要的戰國文字材料。當時列國各自
鑄造貨幣，用銅鑄的有刀、布、圜錢等，形式、重量各
有不同。大體說來，主要的幾個國的貨幣是這樣的：

周：以空首布為主，後鑄有圜錢、方足布。

「布」是「鎛」的同聲假借字。古人以物

易物，剛開始創造貨幣，就做成器物的樣

子。「布」的頭還做得像是可以裝木桿的

鏟子一樣，故曰「空首布」

周



韓：以方足布為主。

韓



魏：以圓跨布為主，另有方足布、直刀、圜錢。

魏



❖魏有「安邑二釿」布，安邑為魏舊都，「釿」
（ㄧㄣˊ）是記重單位。

❖ 1釿約22至30克之間



趙：以尖足布為主，另有尖首刀、直刀、圜錢、方足布
和三孔布等。

趙



齊：以齊刀為主，另有圜錢。

寫反了！

齊



❖齊國有一種「即墨」刀，上有「節
（即）墨之去（法）化（貨）」的
字樣。即墨是齊縣名，也是該幣的
鑄造地。



即墨





燕：以明刀為主，另有尖首刀、圜錢和方足布。戰國時
期，各國的生產和交換都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商品市場高
度繁榮。商業的發展，促進了貨幣的大量發行。在河北易
縣燕下都出土了很多刀形幣，上邊有“明”字，數量常多
達數千枚。

燕





❖ 在朝鮮渭原（鴨綠江東岸，與吉林集安市鄰近）
一窯穴中，一次出土曾發現了四、五千
枚這種刀幣。

❖ 燕在戰國時並不是很發達的國家，尚
且如此，其他如齊都臨淄、趙都邯鄲、
魏都大樑，其市場規模均遠遠超過燕國
，當時貨幣發行數量之大可以想見。



貨幣出土的數量非常驚人

❖江西省南昌市海昏侯墓
(漢廢帝昌邑王劉賀)，
發現10噸漢五銖錢。



秦：以圜錢為主。

秦



楚：以金版和銅貝為主。

楚國地處南方，貨幣比較特殊。在楚地發現很多扁平

形的黃金小方塊，稱版金，上面多有鈐印「郢爯」。

「郢」是楚都，「爯」是稱量單位。

楚



❖楚國還有一種銅貝形的錢，或稱「蟻鼻錢」、「鬼
臉錢」。此幣上有「 」字，究竟是什麼字，說法
不一，今人或釋為巽，讀為錢。

❖ ↑
❖ 安徽村民發現6000餘

❖ 枚「鬼臉錢」



貨幣文字大多異常草率，前人考釋不妥的居多，
近些年隨著戰國文字研究的進步，許多字才得到正
確解釋。如楚國金版常用戳記鑿出「郢爯（稱）」
、「陳爯（稱）」等字，過去一直讀為「郢爰」、
「陳爰」。這個沿襲已久的讀法，在好多新出著作
裡還沒有能夠更正。

左邊的字，以前都務釋作「爰」，
後來逐漸知道是「爯」。

「郢」是楚都，「爯」是稱量單位

郢爯

【要大量鑄造，便不可能太精細】



4. 陶文
❖ 青銅器是有錢人用的奢侈品，一般人都是用陶器。

❖ 已發現的陶文，多數是在陶器燒制之前用璽印打上
去的（印文多為陶工名），少數是在燒製前或燒成後刻劃上去
的。所以大部分陶文其實就是璽印文字。在已發現的
東方國家的陶文裡，齊、燕二國的數量最多。



❖ 戰國後期秦國及秦代的磚瓦上，印
有制陶機構或工匠的印章。

❖ 秦陶文多為方形印記，其中以陰文
，陽文少見。「咸亭里喜」，「咸」
為咸陽省稱，「亭」是里名，「里」
是基層行政單位，「喜」是陶工名。

咸
京

里
喜



關於戰國文字的簡帛，將在下節介紹。戰

國文字的研究，目前還處在開創階段，有很

多問題尚待深入探討。這是古文字學近年發

展最快的一個分支，連續發表了不少有價值

的論文。可以期待，在最近一段時期這方面

會有新的突破和收穫。



第８講：六國文字2
《說文》古文、三體石經、六國文字形體上的特點（裘）

❖《說文》、三體石經等所保存的六國文字資料，即所謂
「古文」。

❖《說文》除小篆外還收入一部分古文和籀文。據《說文
‧敘》的說明，《說文》所收古文的主要來源，是西漢
時代在孔子故宅牆壁裡發現的以及張蒼等人所獻的、用
古代文字抄寫的儒家經典（包括《尚書》、《春秋左氏傳》等書）。



❖《說文‧敘》說：「倉頡之初作書也，蓋依類象形，故謂之

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

孳乳而寖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

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

，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也。」

❖由此可知許慎是以「古文」來指稱早於籀文的古字體的。許

慎認為，雖然古文經書的書寫時代晚於《史籀篇》，它們所

用的字體卻早於籀文，因為孔子等人有意用比較古的字體來

寫經書。



❖《說文‧敘》說：「倉頡之初作書也，蓋依類象形，故謂之

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

孳乳而寖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

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

，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也。」

→依據許慎本人的看法，他所謂的「古文」是指從倉頡、五帝

三王以來所使用的文字，到周宣王太史籀時期，籀文與古文稍

稍有異，而孔子、左丘明等人撰寫經籍時，都是使用古文。（這

不僅是許慎的看法，甚至可說是漢人的普遍見解，參周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



❖ 近代古文字學興起之後，古文早於籀文的說法遭

到了懷疑。因為《說文》所收的古文跟甲骨文和西

周春秋金文都不相近，但是跟六國文字卻往往相合

，例如：

這兩種寫法也見於
甲骨文，但它們並
非直承於甲骨。



❖ B.C.2000     B.C.1000 0

商

西
元
前

周 春秋戰國

許慎認為「古文」是倉頡造字之
後，長期使用的字，史籀寫法和它
稍微不同，孔子也用他寫六經。

但以出土文獻比對之，會發現
《說文》古文和商周文字不同，卻
和戰國文字高度吻合。

這說明什麼？

許慎爺爺：
這說明《說
文》「古文
」的時代不
可能太早



❖現在所用的簡化字「弃」，就是來自古文的。
它的繁體作「棄」，甲骨文、西周金文和小篆
的「弃」字，都屬於「棄」這個系統。

甲骨 西周金文 戰國 說文古文

簡化字



❖「明」字在甲骨文裡有从「冏」从「月」和从「日」
从「月」兩種寫法，西周春秋金文和小篆都从「冏」
不从「日」。

从「冏」 《說文》小篆

从「日」 《說文》古文

（消失） 西周金文都作



❖在甲骨文發現之前，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已提出許慎所

謂古文實際上是周末（戰國末年）文字的看法。他說：「竊謂許

氏以壁中書為古文，疑皆周末七國時所作，言語異聲，文

字異形，非復孔子六經之舊簡。」意即早在清末吳大澂就

懷疑《說文》古文是戰國文字。

❖陳介祺在為《說文古籀補》寫的序裡也說：「疑孔壁古經

亦周末人傳寫，古文則多不似今之古鐘鼎。」漢代人收集

的古文經書，顯然是秦代焚書時被藏匿起來的。

→西周、春秋時期又沒焚書坑儒，把書藏在牆壁做什麼？

→為什麼要特別藏在孔子家，而不是市長家，秦始皇家？



❖

1.寧王遺我大寶龜

2.籀文晚出

3.《說文》古文是戰國文字

目前戰績：２勝１敗

大家好，爺爺又來了。
別笑我２勝１敗，我可是
生於出土文獻十分匱乏的
清朝。

【孤明先發】
第一個提出正確看法的人。



❖ 後來，王國維又根據大量資料斷定所謂古文是戰國
時代東方國家的文字。他認為籀文是秦國文字，實不
可從，但是他對古文的看法則是正確的。近幾十年來
出土的大量六國文字資料，給王氏的說法增添了很多
新的證據。

王觀堂〈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

Ｘ ○

→王國維認為《說文》古文是東土六國文字，基本上是正確的，
但也有少數非六文國文字（如少量西周金文、秦文字、古隸）。



❖漢代的經學家由於對古文的態度不同而分成兩派。一

派對古文抱懷疑、否定的態度，認為只有今文本經書

，即世代相傳的用漢代通行的隸書抄寫的經書才是可

信的。一派相信古文，推崇古文本經書。

❖許慎是屬於古文經學派的，他對古文的看法並不是個

人的私見，而是這個學派的共同見解。古文經書早在

漢初就已經開始出現，但是古文經學派要到西漢末期

才正式形成。當時離開秦始皇統一文字已有２００年

左右，人們對六國文字早就不熟悉了。



古文經ＶＳ今文經
今文經：

（戰國）老師→ （秦）老師→（漢）老師→老師

古文經

【發現孔壁古文】（漢）老師學習後→老師→老師

→因為崇尚「古文經」，因此將孔子壁中書的時間
往上溯。
「你看，孔子寫字也是用古文der..」

結果使得後人對文字演變的進程產生錯誤的認識。



❖ 古文經學家看到這種古文字跟籀文不同，就把
它當作比籀文更古的一種字體了。當然，古文經
學家所以會得出這種錯誤結論，也不見得完全是
由於認識上的原因，他們極力想抬高古文經地位
的心理大概也起了作用。

早期學者認為 事實

❖ 籀文 太史籀所造 可信

❖ 古文 籀文以前 戰國文字

❖ 石鼓文 西周時期 春秋戰國之際

❖ 欒書缶 春秋時代 戰國



三體石經

❖曹魏正始年間，政府把《尚書》、《春秋》兩種經書

刻在石碑上。每個字都用古文、小篆、隸書三種字體

書寫三遍。這就是所謂「正始石經」，也稱「三體石

經」。

❖三體石經的古文跟《說文》古文相似，應該是同出一

源的。三體石經在唐代就已遭到破壞，後來連拓本也

失傳了，但清末以來卻陸續發現了一些殘石。



古文

小篆

隸書



❖古文經書原來都是寫在簡冊上的。所以這種古文其實就

是簡帛文字，不過由於屢經傳寫，免不了有一些錯誤。

❖古文還有「科斗文」的別名。這是因為古文的筆道一般

都寫得前粗後細，或兩頭細中間粗，形狀略有點像蝌蚪

的緣故。過去有些人認為這種筆法不是古文原有的，而

是摹寫古文的人造出來的。但是，類似的筆法在楚簡上

也能看到，可見古代摹寫古文的人並沒有憑空臆造，只

不過略為誇大了這種筆法的特點並使之制度化而已。



六國文字的形體特點

❖ 六國文字形體上最顯著的特點是俗體的流行。
俗體之中最常見的是簡體：

楚簡 楚簡



❖ 簡體流行是文字的使用越來越頻繁的反映。六國文字
的筆道通常比春秋以前的文字平直，這也是一種簡化。



❖另一方面，在六國文字裡也出現了一些加點
畫或偏旁的繁化現象，例如：

❖比起簡化來，這種現象是次要的。

→文字的演變是簡化、繁化雙軌並行，並非單
一軌跡的演變。（戰國文字飾筆一大堆）

繁化



❖ 由於存在大量劇烈的簡化現象，以及數量不
算太少的繁化現象，因此六國文字的面貌就跟
西周晚期和春秋時代的文字很不相同了。

西周 春秋

（西周） （春秋）

楚系
晉系
燕系
齊系

晉系

楚系

燕系、齊系、（秦系）

六國文字豐富漢字構形的樣貌



❖即便是同一系的文字，文字還是有很多不同樣貌。

❖楚系「玉」：先寫「三橫一豎」，點加在哪都可以。



❖不過，六國文字的某些特殊字形，其實是在較早的

時代就已出現的俗體，只是在當時不像在戰國時代
那樣流行而已，齊國文字裡的「安」就是一例。

西周、春秋（俗體） 六國文字（特殊寫法）

❖這說明文字不可能突然冒出，一定前有所承
❖

古代「 」是正體

０００ 「為」是俗體

現在「為」是正體

電腦根本打不出 。



❖西周時代的格伯簋銘，字體很草率，銘文中的「安」
字寫作 等形，跟一般西周金文「安」字的寫
法不同，應該是當時的一種俗體。戰國時代齊國文字
裡的「安」字作 等形，顯然就是源於這種俗
體的。

甲骨文 西周格伯簋（俗體） 戰國陳純釜（特殊字）

❖「安」字从「女」，以一小筆表示女子安坐時將臀部安坐在
腳跟上。（陳劍）

晉古幣
亦有



❖又如戰國時代的燕國文字常常把「宀」旁簡化為
「 」這種簡化方法至遲在春秋時代就已經出現
了。

→不只「燕系」，將「 」寫成

「 」在各系文字中都出現。

晉系

楚系

燕系

齊系
(春秋)

宜

親

室

賓

宀，音棉，屋頂，寶蓋頭。
广，音掩。即「宀」的省形。
厂，音罕，「岸」的初文，注音ㄏ的來源。

→此三字在偏旁中常可替換。



❖

（賓）字，也都把「宀」寫作 。

❖「宀」旁的這種寫法，顯然是當時相當流行的一種
俗體。

番君簠的「寶」 邾公釛鐘的「 」字

賓

+丏聲



甲骨 楚系 齊系

❖在俗體流行之外，六國文字還有一個顯著特點，就
是各國文字異形。

❖在春秋時代的文字裡，地方性的異體就已經出現了
。例如：從金文看，齊、魯、薛、鑄、杞等在今山
東省境內的一部分國家，喜歡把「老」字頭寫作
等形。在其他地區這種寫法就不通行。

❖晉系文字寫「百」為「全」。

戰國一般「百」寫 ，但晉國人寫成



❖戰國時代，文字劇烈變化，而各國變化的情況

又往往不一樣，因此地方性異體就大大增加了

（上面舉的簡化和繁化的例子，就大都只見於一個

或一部分國家）。

❖不但六國文字跟秦系文字差別很大，六國文字

彼此間也有顯著差別。



❖ 從戰國中期以後的文字資料來看，有些字
在不同的國家裡有很不一樣的寫法，例如：



數目˙四



戰國文字 真的好亂

❖燕國把「中」寫作 （中山王墓所出的鉞 作。「中」本作

，大概先簡化為 ，又簡化為 ）。

❖齊國把「馬」寫作 ，把「大」寫作 （與「去」相混）

，三晉把「隹」寫作 ，楚國把「隹」寫作 等，都是
很特殊的。

→所謂的學術研究，就是將繁亂的資料，理出一個脈絡，所以就研
究的角度，越亂越好，學者才有工作可進行。



Ｓ

中

燕文 字 的 中
可知戰國文字的的地域色彩



❖有時，同一個字所用的偏旁，在不同國家的文字
裡是不一致的。例如隸、楷的「廚」字來自秦系
文字，从「广」「尌」聲。此字楚國作「脰」，
从「肉」「豆」聲；三晉或作「 」、「 」，
从「肉」或「广」，「朱」聲。

→「廚」這個詞，各個國家寫法不同。

秦 楚 晉

尌聲 豆聲 朱聲 朱聲



❖秦人用「且」，楚人則用 。

❖秦人用「失」，楚人則用 。

❖秦人用「使」，楚人則用「史」「思」「囟」「茲」

❖秦人用「怨」，楚人用「悁」（ ）。

❖秦人用「地」，楚人寫「 」。

（秦）兵馬俑：
俺「 （失）」戀了！

（楚）屈原：
楚懷王疏遠吾，思（使）
我若有所「 （失）」

。

屈
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