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存中國最早的家書
黑夫與驚

❖ 第4號墓出土兩件木牘，均為兩
面墨書文字，內容是士卒黑夫和
驚寫的家信。正面有墨書秦隸五
行，二百四十九字。這是中國迄
今發現最早的私人書信。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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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夫與驚



❖依據學者研究，該封書信寫於秦始皇二十四年
，西元前223年。（秦始皇在西元前221年統一天下）

❖秦軍士兵黑夫和驚（兄弟）寫給其長兄衷的兩封
家書，出自湖北雲夢縣睡虎地4號墓，是衷的
陪葬，由黑夫和驚的駐地淮陽寄至其家鄉安陸
（今雲夢縣）。

❖黑夫的這封家信，長約23公分有餘，正合秦漢
時一尺的長度。因此古人把書信稱為「尺牘」
，其來源正因於此。



❖黑夫和驚當時是秦將王翦率領的伐楚大軍60萬人
中的兩個。在進行淮陽之戰時，秦軍並無軍餉，
黑夫和驚寫信給母親，希望母親寄夏衣過來，如
果家鄉賣的布貴，可以寄點錢過來。黑夫很惦記
母親和姐姐，並感謝哥哥衷一直奉養母親。



❖黑夫的字裡行間還算平靜，但驚卻在信裡表現出了內
心的惶恐，他說他已經向一個叫垣柏的人借了錢，如
果母親不快點寄錢給他，他可能連命都難保了。驚剛
剛娶妻不久，還沒有品嘗到愛情的甘甜，便遠赴戰場
，因此，在信中他一再提及自己的妻子，字裡行間充
滿對妻子的愛。



❖從這封信的內容結合兵馬俑整齊劃一的服裝
來看，當時士兵的內衣服裝可能是由自己準
備的，而外邊的服裝,則由國家配備。黑夫和
驚給家裡要的衣服應該是內衣而非外衣。



黑夫和驚是安陸人，
兩兄弟南下至淮陽當兵。淮陽

安陸







❖ 「二月辛巳，黑夫、驚敢再

拜問衷，母毋恙也？黑夫、

驚毋恙也。前日黑夫與驚別

，今復會矣。黑夫寄益就書

曰：遺黑夫錢，母操夏衣來

。母視安陸絲布賤，可以為

襌裙襦者，母必為之，令與

錢偕來。

❖ 今天是二月辛巳，弟弟「黑
夫」和「驚」再次給大哥「
衷」你寫信啦，媽媽還好嗎
？我們兩個都很好。前幾天
我倆軍務不同稍作分別，今
天終於又相會了。「黑夫」
再次給哥哥寫信，是要向你
們要錢啊，媽媽趕緊給我做
夏天的衣服並送過來吧。請
媽媽比較一下安陸絲布是否
便宜，便宜的話一定要給我
做整套夏衣，和錢一起帶過
來哦。



❖黑夫等直佐淮陽，攻反城
久，傷未可智（知）也，
願母遺黑夫用勿少。書到
皆為報，報必言相家爵來
未來？告黑夫其未來狀。
…（轉背面）

❖ 黑夫就要跟大軍去攻打反叛

的淮陽，可能要打很久，會

不會受傷還不知道，希望媽

媽多給點錢。收到信就要給

我個回信哦，告訴我們一下

兄弟給家裡爭的爵位分發到

沒有，還要告訴我是發什麼

樣的哦。聽說大王只要一得

到（我們立功的證書）



❖ 「驚敢大心問衷，母得毋恙也
？與從軍，與黑夫居，皆毋恙
也。……錢、衣，願母幸遣錢
五、六百，布謹善者毋下二丈
五尺。……用垣柏錢矣，室弗
遺，即死矣。急急急。驚多問
新婦妴皆得毋恙也？新婦勉力
視瞻兩老……（轉背面）

❖ 「驚」問問大哥，媽媽真的
沒有事嗎？前不久隨軍，跟
「黑夫」一起的時候都很硬
朗的。......錢和衣服的事，
希望給五六百的錢，好布至
少要二丈五尺啊。……我向
垣柏借的錢都用光啦，家裡
再不送錢過來我就要餓死啦
，急得很啊。幫我問候新媳
婦「妴」，「妴」還好吧
？叫「妴」要盡力照顧好爸
爸媽媽啊......



❖ 「驚遠家故，衷教詔妴，令

毋敢遠就若取薪，衷令……

聞新地城多空不實者，且令

故民有為不如令者實……為

驚祠祀，若大廢毀，以驚居

反城中故。 驚敢大心問姑

姐，姑姐子彥得毋恙……？

新地入盜，衷唯毋方行新地

，急急急。」

❖ 「驚」出門在外，「妴」就拜

託哥哥「衷」你照顧教育了啊

，不要讓她去太遠的地方打柴

啊，哥哥一定要把她管好......

聽說新地城市大都逃空啦，並

且這些原敵國的老百姓不聽大

秦的律令實在太平常啦......就

為我多拜拜神吧，若是連廟都

沒有了，那就是我們又打進去

啦。姐姐還好嗎？她剛生的兒

子「彥」還好吧......？新地這

個地方盜賊多，大哥一定不要

去那鬼地方啊，切記切記啊。



這是驚的信，但是是他親筆寫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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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封信是黑夫和驚兩人寫給他們哥哥「衷」的

。衷就是中，應即4號墓墓主。兩封信都是向他

們的母親要衣、布和錢。

❖信是寫給哥哥「衷」來問候媽媽，可見媽媽可能

不識字。

❖衷以兩位弟弟的書信作為陪葬品，可見這是他很

珍視的東西，可見兩位弟弟可能沒有回來。黑夫

與驚的爸媽都還活著，但他們講話的對象卻是媽

媽，而非爸爸。

❖ 為什麼有事和家裡聯絡，但總是打給媽媽？



❖睡虎地秦簡約抄寫於戰國末年至秦代初年，四號墓

木牘寫於秦統一前夕。可見，隸書在戰國晚期就已

經基本形成了。隸書顯然是在戰國時代秦國文字俗

體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的，而不是秦始皇讓某一個人

創造出來的。

❖康有為、梁啟超認為隸書是自然形成的，不是個別

人所創造的，錢玄同在《章草考˙序》裡表示同意，

並說隸書「當亦始於戰國之世，為通俗所用」。

→文字是大家約定俗成後的產物，不是少數人能決定

。而用政治力量所推行的字體，往往人息政亡。



❖ 1989年在雲夢縣龍崗的一座秦代墓M6 裡，又發
現了一批秦律竹簡和一塊木牘。這些簡牘的字體
都與睡虎地秦簡同類型。

❖簡一般很窄，通常只寫一行字。牘是可以寫幾行
字的較寬的長方形木板。

簡 牘



❖後來秦簡又有重要發現。2002年在湖南龍山縣

里耶鎮的古城遺址中出土了三萬八千餘枚秦簡

，有字的約一萬八千枚左右，大大超過歷來出

土的秦簡總和。內容基本為地方行政文書。

❖ 2007年湖南大學嶽麓書院購藏的二千餘枚秦簡

，出自墓葬，內容也頗有價值。2010年北京大

學入藏的近八百枚秦簡牘，出自墓葬，內涵十

分豐富。



❖ 1973年底，在下葬於漢文帝十二年（前168）的長沙馬
王堆三號漢墓中，發現了大批帛書，其中有《老子》、
《周易》等重要典籍以及醫書、占書等等，種類很多。
有些帛書是用篆文或很接近篆文的早期隸書抄寫的，其
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秦抄本。

❖ 《老子》有甲本和乙本兩種抄本。甲本沒有避漢高祖劉邦的「

邦」字之諱，因此抄寫年代應在劉邦在位之前，即秦末漢初之

際。乙本避「邦」字諱，但並不避「盈」（惠帝）「恆」（文帝）

字諱，因此應抄於劉邦在位時期。
乙本

時間軸

邦 盈、恆



❖下一張有恐怖照片

嗚，我不敢看。



湖南省博物館鎮館之寶
辛追夫人，去世50。

辛追夫人死前所吃的香瓜子
，尚未消化。



漢初的簡，應提到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和

三號墓所出。兩座墓都有非常繁複詳盡

的遣策，因為有器物可相比照，對辨識

文字有特殊的便利。三號墓有四篇簡書

與帛書同出，三篇是竹簡，一篇是木簡

，書名是《雜禁方》、《天下至道談》

（原有標題）、《十問》、《合陰陽》

，系與醫藥有關的佚書。一號墓死者是

當時長沙國相利蒼的夫人，三號墓是其

子，後者下葬于漢文帝十二年（西元前

一六八年）。





馬王堆導引術（復原圖）



北大《老子》漢簡公佈

現存最完整的《老子》抄本



德經在前道經在後

❖北大《老子》下篇（道經）第一簡

漢文帝劉恆，故漢代文獻

多改「恆」為「常」。

本篇沒改，可見是在其之前。



想一下

❖先秦以前沒有電話、網路，若國君要調遣邊疆的士兵，
討伐敵人，邊塞的將軍怎會知道這真的是國君的命令？



符節

❖對了，就是虎符。



虎符是中國古代金屬制的虎形調兵
憑證，傳說是西周姜子牙所發明，
由中央政府發給掌兵大將，其背面
刻有銘文，分為兩半，右半存於朝
廷，左半發給統兵將帥或地方長官
，調兵時需要兩半合對銘文才能生
效。虎符專事專用，每支軍隊都有
相對應的虎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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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出土的年代最早的虎符
中國國家一級文物



燔燧

❖燃放告警的煙火。《新書·解縣》:「 斥候者偵查員

望烽燧而不敢臥，將吏戍者或被介冑而睡。」
唐顏師古 注：「晝則燔燧，夜則舉烽。」



注意 卡榫

此符高4.4公分，長9.5公分，厚0.7公分



1.銅符作虎奔形，原分兩半，現今僅存左半，內
側鑄有凹槽，當為牝卯，以備符節之用。

2.銘文錯金書，凡9行40字，基本內容與新郪虎
符相同，但有個別字句的差異。

3.據考證為秦惠文王（332～335B.C.）時，頒
發給杜縣的軍用符節。



西漢南越國王趙佗錯金虎節

❖ 虎符可分可合，國家有戰事時，國君即分符為二，以
左半付統軍之將領，右半留京師國君手。若有新令
，國君須將右半符交付將軍，若合符節，將軍方能執
行。反之，將軍若將發動戰事，亦須向國君會符。

❖ 虎符當是一對，但現存虎符常只保有一半。



請留意，這些虎符身上都有鑽孔，
方便配戴。



❖下面簡單談談《說文》裡的小篆。

❖《說文》收集了九千多個小篆，這是最豐富最
有系統的一份秦系文字資料。但是《說文》成
書於東漢中期，當時人所寫的小篆的字形，有
些已有訛誤。

→秦代（西元前221年－207年）許慎成書（西元100年）。



❖ 包括許慎在內的文字學者，對小篆的字形結構免不了有些錯誤
的理解，這種錯誤理解有時也導致對篆形的竄改。《說文》成
書後，屢經傳抄刊刻，書手、刻工以及不高明的校勘者，又造
成了一些錯誤。
→春秋～三國（書於竹簡），宋以降（雕版印刷、活字印刷）。

→「手民之誤」指排版工人編輯錯誤。

❖ 因此，《說文》小篆的字形有一部分是靠不住的，需要用秦漢
金石等實物資料上的小篆來加以校正。

【有些則是許慎本來就錯】

許慎爺爺：各位同學
，資料極少，文獻不
足徵，非戰之罪呀。



三百年有多久？

❖許慎寫《說文》離秦始皇統一天下已經三百年了！離
今日三百年前，約是康熙五十五年（西元1716年）
，好～久～呀～～～～

❖台南小西門城樓建於乾隆53年（1788年）

距今約230年



❖例如「戎」字，《說文》作 ，分析為「从戈，从

甲」。這個字在西周金文裡作 、 等形，嶧山刻石

作 ，漢印小篆以至隸書、楷書，也都從「 」而不

從「甲」。《說文》的篆形顯然是有問題的。在古文

字裡「甲」本作「 」跟「戎」字所從的「 」的確

沒有什麼區別。但是上引西周金文可以證明「戎」所

从的「 」並不是「甲」字，而是 （毌，音ㄍㄨㄢ

ˋ）的簡化之形。「毌」本象盾牌。在古代，戈和盾

分別是進攻和防衛的主要器械。兵戎的「戎」字由「

戈」、「毌」二字組成是很合理的。



戎 从戈，从甲

古文字 《說文》

甲的甲骨文

人持盾牌，最早「戎」字寫法。

這個篆文以及分析方式，都有問題。

人持盾牌，才是兵戎之戎。



什麼東西最堅固，盾牌！



❖大概某些文字學者誤以為「戎」字所从的「 」是「甲
」的古寫（甲冑也是重要的戎器），所以把「戎」的篆
文改成了 。《說文》「早」字作 ，「卓」字作 ，
也犯了類似的錯誤（「早」、「卓」二字的結構，目前還不能作確

切的解釋）。此外，如 （走）訛為 ， （欠）訛為
，以及前面講到過的 說為 等等，都是《說文》篆
形錯誤的例子。

→《說文》一書，經過歷代經師傳鈔、刊刻，遂導致內
容多有錯誤，應小心使用。



❖ 唐代小篆書法家李陽冰曾據秦刻石改《說文》篆形，例如上舉
《說文》「欠」字篆形上部的「 」就被他改成了「 」。這
種做法受到了後人的很多指責。李氏擅自改書是不對的。

→這裡提到一個古書研究的原則－忠於原著，許慎把「欠」寫成
「 」，即便我們知道是錯的，但也不能幫他改成「 」。

❖ 但是就字形本身而論，李陽冰用秦刻石糾正《說文》的錯，是
正確的。

說文 李陽冰

❖ 甲骨 金文 戰國 小篆 改



❖ 宋人刊刻的《說文》，其篆形似乎是出自李氏改篆本而
又經過回改的，但往往改之未盡。例如在《四部叢刊》
影印的影宋寫本《說文解字繫傳通釋》裡，「欠」字就
作 而不作 。

↓大徐（鉉）本沒經過李陽冰改動，還是作 。

這就是我們喜歡大徐本的原因。



❖→李陽冰是誰，或許你不知道，但你一定聽過他的姪子
－李白。唐寶應元年（762年）李陽冰擔任當塗縣令，
李白去投靠他。李陽冰，唐代書法大師，精通小篆。

李陽冰《三墳記》



❖指出《說文》的篆形有不少錯誤，並不是想貶低它
的價值。《說文》是最重要的一部文字學著作。如
果沒有《說文》，有很多字的結構就會弄不清楚，
有很多字在古文字裡的寫法跟在隸、楷裡的寫法就
會聯繫不起來，還有不少字甚至會根本失傳。

❖研究漢字的結構和歷史，離不開《說文》。但是，
過去的很多文字學者迷信《說文》，也是不對的。
我們應該儘量利用已有的古文字資料來糾正、補充
《說文》，使它能更好地為我們服務。



❖在政治分立的戰國時代，各國間的文字會刻

意凸顯出屬於自己國家的特色，但在國家統

一之後，絕不允許這樣的情況出現，這是秦

始皇統一文字的背景。

❖別說戰國時代諸侯並立，就連台灣，南北也

有很差異呢。



❖ 不過，各個國家雖然文字稍有區別，但是基本上還是大同

小異（因為都同樣承襲自甲骨文、金文），絕不可能各國

文字差異到完全無法辨別，戰國時代各國說客合縱連橫往

來各國，我們很難想像如果每個國文文字都完全不一樣，

這些說客要如何遊走各國。

❖ →例：荀子趙國人，到齊國遊學，在楚國受重用，還曾到

過秦國，各國文字絕不可能完全不一樣。「楚材晉用」，

若兩國人民無法辨識對方的文字，那人才要如何流通？

❖ 重耳流亡國外十九年，孔子也周遊列國。很多小國沒有自

己的文字，風格和鄰近大國一樣。



❖〈說文•序〉說李斯、趙高、胡毋敬三人整理的

小篆，是「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而來，事

實上，部分形體繁重的大篆省改為小篆，早就是

戰國時秦文字的趨勢。按理，這三人整理文字，

只是作了確立字形的工夫，而非兀自埋首省改大

篆為小篆才是。

❖→這三個人的工作是訂定標準字，選用某種字體

為國家標準用法，改革「文字異形」的缺憾，並

不是改省大篆而成小篆。



小篆字形特色

❖古文字之中，小篆最為晚出，且與今文字先後相承。

歸納其形體特色有以下三項：

❖ 1.形體簡省：

❖小篆由李斯等三人「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而來的

說法，並不可信。但小篆由大篆省改簡化而得，應是

沒有疑問的。



「省」是減省繁重。如「則」字省籀文「鼎」
為「貝」。「副」字省籀文「 」為「畐」。
「齋」字省籀文「 」部分。「秋」字也省去
籀文「龜」的形符。「強」字省籀文「 」為
「虫」，並換聲符「彊」為筆畫簡省的「弘」
。「 」字省籀文三「 」為一。



「改」是改變形構。小篆有時改變大篆的偏旁
，「胗」字改籀文的「 」為「 」。「肬」
改籀文的「黑」為「 」。「籩」字改籀文的
「 」為「竹」並加「辵」旁。

而有時則改變大篆的聲符，如：「頌」字改籀文的
「容」聲為「公」聲。「愆」字改籀文的從「言」
「侃」聲，為從「心」「衍」聲。

ㄓㄣ ㄅㄟ



2.結構固定：

除了簡省繁重、改變形構外，固定結構和統一形式，才是
李斯等人整理秦篆時所特別注意的。小篆以前的文字，其
偏旁寫法與位置經常不固定，小篆則有固定結構。如：

（1）「 」（一ㄢˇ）的偏旁：

春秋金文 族 （集成4288：師酉簋）

旅 （集成4631）

石鼓文 旛

戰國盟書 族

說文小篆 族 旅 旛



（2）《說文》「艸」部53字：
芥、蔥、蒮、蕇、苟、蕨、莎、蓱、蓳、菲、芴、萑、
葦……等字，許慎標明它們「大篆从茻」，然而小篆已把
大篆的偏旁「茻」減省作「艸」，這便是一種定形的現象。

（3）「流」和「涉」兩字：

大篆皆从二水，作「 」、「 」，小篆則簡化為从一水

，並把水的偏旁放在字形的左半部。

事實上，春秋戰國時代從水的偏旁，通常放置在字形的左

、右、下，位置並不一致。但在《說文》中，水的偏旁則

主要放在字形的左半邊，這就是小篆結構固定的現象。



3.均圓規整：

古文字裡，籀文形體趨於整齊均勻，小篆承繼大篆，
更是講求勻圓工整。

不論是《說文》所載大量的小篆，或是「新郪虎符」
、「杜虎符」的銘文，其筆畫線條勻整，不露鋒芒，
形體方正。

從泰山、嶧山或瑯玡等刻石上的秦小篆來看，其字
體莊重嚴謹，筆畫圓轉沒有方折的痕跡。其字圖畫性
減少，而線條的符號性增強，可與漢代《說文》小篆
相參照。



三、小篆的異體字
在《說文》裡，除了小篆、古文、籀文字形之外，還有「或體」和
「俗體」這兩種小篆的異體字。

１、或體：

《說文》在敘述完小篆的形體後，有時會有「某，或作某」的體例，
表示這個篆文還有另一種寫法。如：

…… （祊）， 或从方。（把聲符「彭」換成「方」）

達 …… （达），達或从大。（把聲符「 」換成「大」）

阯 …… （址），阯或从土。（把形符「 」換成「土」）

鑣 …… （ ），鑣或从角。（把形符「金」換成「角」）



另外，也有增加或減省形符、聲符的例子，如：

匡 …… （筐），匡或從竹。（增加形符：竹）

処 …… （處），処或從虍聲。（增加聲符：虍）

「處」字在先秦以前可能比較常用，如：

西周 牆盤銘文

井人鐘銘文

石鼓文

曐 …… （星）或省。（減省形符：晶→日）

「星」字可能頗流行於戰國時代。如：

戰國 楚帛書 （帛乙7.22）

戰國 睡虎地秦簡



２、俗體：

《說文》在小篆之下，有注明「某，俗從某」的體例。如：

觵 …… （觥）俗觵从光。（聲符由「黃」換成「光」）

…… （穗）俗从禾惠聲。(形符「爪」換成「惠」聲）

…… （躬）俗从弓身。（聲符「呂」換成「弓」聲）

…… （袖）俗 从由。（聲符由「 」換成「由」）

…… （簪）俗 从竹從朁。（由「 」的形構變成「從

竹從朁（聲）」形聲結構）

冰 …… （凝）俗冰从疑。（形符「水」換成「疑」聲）

許慎所稱的俗體，可能是時代較晚的小篆異體，且流行在許慎的時

代裡，其字使用頻率高於正體字。這些俗體流傳至今成了一般字。



談秦系文字的形體

❖秦系文字也跟其他古文字一樣，有正體、俗體之分。

秦系文字的俗體就是隸書形成的基礎，我們準備放到

下一節去講，這裡只講秦系文字的正體。



❖從春秋戰國時代秦國的金石文
字來看，春秋早期的秦國文字
跟西周晚期的文字，尤其是跟
由虢季子白盤等代表的字形比
較規整的一派很接近。

寫法沒太多改變

春秋早 戰國

→一絲不苟的秦國人，其實沒有改
變太多老祖宗留給他們的寫法。



西周末年，有些銘文的字體開始有新的變化。虢季
子白盤最值得注意，其文字方整，在風格上開後來秦
人文字的端緒。

◎虢季子白盤與散氏盤、毛公鼎並稱西周三大銅器。



❖在整個春秋戰國時代裡，秦國文字形體的變化，主
要表現在字形規整勻稱程度的不斷提高上。這從下
面所列的按時間順序編排的字形對照表，可以看得
很清楚：

楚
文
字



❖有時又為了同樣的目的，並為了書寫的方便，使筆道
變得平直起來，如上引的「犬」字。隨著這兩種變化
，文字的象形程度就越來越低了。小篆的字形一般比
石鼓文、詛楚文等更為規整勻稱，象形程度也更低。

秦國文字有時為求
字形的規整勻稱，
使筆道變得宛曲起
來，如上引「虎」
字的頭部

虎

犬

隹

省



❖春秋時代其他國家文字的字形，有的並沒有
出現明顯的規整化勻稱化的傾向；有的雖然
出現了這種傾向，但是採取的具體方式跟秦
國文字不同。

❖因此在春秋時代，秦國文字在作風上已經跟
其他國家的文字有了相當明顯的區別。到了
戰國時代，東方各國文字的變化大大加劇，
秦國文字跟它們的區別也就越來越突出了。



西土文字
（秦文字）

東土六國文字
（楚燕齊韓趙魏）

王國維分戰國文字為兩系：東土、西土
有一定的道理。



❖文字異形的現象影響了各地區之間在經濟、文化等
方面的交流，而且不利於秦王朝對本土以外地區的
統治。所以秦始皇統一全中國後，迅速進行了「同
文字」的工作，以秦國文字為標準來統一全中國的
文字。在此之前，在逐步統一全中國的過程裡，秦
王朝在新佔領的地區內無疑已經在進行這種性質的
工作了。



❖《說文‧敘》在講到秦始皇統一文字的時候
是這樣說的：

❖其後分為七國……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
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
者（按：實際上李斯當時還沒有任丞相）。斯作《倉頡篇》
，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曆篇》，太史令胡母
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
，所謂小篆者也。



❖這段話給人這樣一種印象，似乎秦始皇用來統一全國

文字的小篆，是李斯等人通過對籀文進行簡化而制定

出來的一種字體。

❖《漢書‧藝文志》的說法與此有所不同。《藝文志》

說《倉頡》等三篇「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

，所謂秦篆者也」只是把秦篆（即小篆）跟籀文在形

體上的不同，作為一種客觀事實指了出來。



❖從有關的古文字資料來看，籀文並不是秦國在統一全

中國前夕所用的文字，小篆是由春秋戰國時代的秦國

文字逐漸演變而成的，不是直接由籀文「省改」而成

的。《說文‧敘》的說法是不妥當的。



❖把小篆的形體跟石鼓文對比，可以看出兩種比較
顯著的變化。

❖一、小篆的字形進一步趨於規整勻稱，象形程度
進一步降低，例如（小篆「為」字據金石）：

❖越來越朝

文字化發展 象
形
降
低



❖二、部分字形經過明顯的簡化，例如（石鼓文「吾」

字取自偏旁，小篆「中」字據金石）：

簡
化



❖上述這兩種變化在戰國時代的秦國文字裡都可以看到

。商鞅量「為」字作 ，秦昭王時代造的丞相触戈的

「触ㄏㄨㄥˊ 」字左旁作 ，寫法都不同於石鼓而跟小篆

很接近。這是第一種變化的例子。（象形降低）

❖詛楚文「 」字所從的「吾」已經把「 」省為「五

」，「中」字已經寫作 ，都跟小篆相同；「道」字

簡化為 ，也跟小篆很相近。這是第二種變化的例子

。（簡化）



❖傳世的新郪虎符和近年
發現的杜虎符，都是秦
在統一前所鑄造的，但
是銘文的字體跟統一後
的文字簡直毫無區別。



❖春秋戰國時代的秦國文字是逐漸演變為小篆
的，小篆跟統一前的秦國文字之間並不存在
截然分明的界線。

→並不是政治統一，文字就變得完全不一樣。

❖我們可以把春秋戰國時代的秦國文字和小篆
合稱為篆文。在以《說文》為中心的傳統文
字學裡，小篆是不算古文字的。從小篆跟春
秋戰國時代秦國文字的實際關係來看，這樣
處理顯然不夠妥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