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冊──策

❖據《說文》，「策」的本義是馬箠，就是一種趕
馬的杖（《禮記．曲禮上》：「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

於馬前。」）。古代常常借「策」為「冊」（《儀
禮．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古書中冊命、

簡冊之｛冊｝常寫作「策」）。

❖現在一般的「冊」字已不能用「策」代替，只有
使用「簡冊」、「遣冊」等古代詞語時，仍可借
「策」為「冊」。

→冊命、冊封，也有人寫成「策」（馬鞭）



❖飛──蜚

❖據《說文》，「蜚」的本義是一種蟲（《左傳．隱

公元年》：「有蜚不為災」）。古代常常借「蜚」為
「飛」（《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墨子為木鳶，三
年而成，蜚一日而敗。」漢代文字資料裡，借「蜚」為

「飛」的現象極為普遍）。現在一般的「飛」字已
不能用「蜚」代替，只有在使用「流言蜚語」、
「蜚聲海內」等熟語的時候，仍然借「蜚」為「
飛」。

❖ 非 飛

ㄈㄟˇ



❖眉──麋

❖古代常常借「麋」為「眉」（《荀子．非相》：「
伊尹之狀，面無須麋。」楊倞注：「麋，與『眉』同。

」秦簡也借「麋」為「眉」），現在已經不能這樣用
了。

❖麋鹿根本沒有眉毛，
純粹是假借。

眉 麋



❖已有本字的詞為什麼還要用假借字呢？原因很複雜。

❖ 古書裡有些本有本字的假借字，性質跟現在的同音別字
並無區別。鄭玄曾說，經典傳本裡的有些字，「其始書
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為之，趣於近
之而已」，指的就是這種字。即使是廣泛使用的，甚至
最後取代了本字的那些假借字，本來大概也有一部分是
同音別字。後來使用的人多了，身分就變了。

❖ 荀子 海盜 染

筍子 海

別字（寫成別的字） 錯字（結構錯誤）



❖有些本有本字的假借字，有分散文字職務的作用
。例如：「何」是負荷之「荷」的本字。所以要
假借「荷」字來表示「何」字的本義，大概是為
了使「何」字可以主要用來表示常用的假借義
──疑問代詞｛何｝。

疑問詞 →何

❖何 負荷 →荷（新造）

→有了兩個不同的字，辭意的差異也更加清楚。



找筆畫少的來假借
❖有時候，使用本有本字的假借字，是為了簡化字
形，如簡化字借「斗」為「鬥」。在歷史上，這
種情況主要見於所謂俗字。例如以「只」代「隻
」，以「參」代「葠」（人參），以「姜」代「薑」
，以「灵」代「靈」，以「杰」代「傑」。

→筆畫少，方便書寫。
這個我喜歡



因其他忌諱而用假借字
❖ 例如：舊衣服本稱故衣，但是舊時代賣
舊衣服的故衣鋪都把「故衣」寫作「估
（仍讀為故）衣」。這大概是由於人死
也稱「故」，「故衣」容易使人聯想起
死人的衣服的緣故。

❖ 明代承元代之後，怕人們把「元來」、
「元由」的「元」誤解為元代的「元」
，用「原」來代替它。這也可以看作因
忌諱而用假借字的例子。

❖ 「原」是源的初文。



❖又如：在古書裡，早晚的｛早｝往往借「蚤」字
表示。過去一般認為「早」是本有的本字。但是
，已發現的秦代和西漢的簡冊和帛書，在表示「
早」這個詞的時候，大都借用「蚤」字，偶爾也
借用「棗」字，卻從來不用「早」字（馬王堆三號
墓所出的《合陰陽》第127 簡「早」字，實為「旦」字

）。



❖因此過去對「早」字的看法也就需要重新考慮了
（西周時代的敔簋銘裡有 字，一般釋為「早」，但在
銘文裡是用為地名的。「早」究竟是不是早晚之｛早｝
的本字，其實還是個問題。也許對｛早｝這個詞來說，
「早」也是個假借字，而且開始使用的時間比「蚤」還
晚。平山戰國中山王墓所出大鼎的銘文，把｛早｝寫作
「 」。這倒是一個貨真價實的本字，不過它多半是在

假借字「棗」上加注「日」旁而成的後起本字）。



（二）被借字的意義跟假借義有聯繫的現象

❖借「衷」表｛中｝

❖《說文》：「衷，裏褻衣。从衣，中聲。」「衷」
的本義是貼身內衣，這應該是中間之「中」的一個
引申義。古書裡講到心理、道德等方面的｛中｝的
時候，往往用「衷」字來表示它，如《國語．周語
上》「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左傳．昭公
六年》「楚辟我衷」。



❖直到現在，這種「衷」字仍然保存在「折衷」
（也作「折中」）、「衷心」、「言不由衷」等詞
語的書面形式裡。這種「衷」字所表示的，顯然
不是「衷」字本義的引申義，而是「中」字的本
義或引申義，它們是假借來表示｛中｝的。



❖（三）一詞借用多字和一字借表多詞的現象

❖一個詞使用兩個（對雙音節、多音節詞來說是兩組）

以上不同假借字的現象，是常見的。有時候，表
示同一個詞的不同假借字之間，有比較明顯的前
後相承的關係。例如：



❖女──汝

❖第二人稱代詞｛汝｝先借「女」字表示（先秦古文
字資料全都如此，古書中也有很多例子。《漢書．外戚

傳下》：「女自知之」，顏注：「女讀曰汝」），後來
改借汝水之「汝」表示（傳世先秦古籍中借「汝」之
例，似皆後人所改。漢熹平石經、魏三體石經中，第二
人稱代詞｛汝｝都寫作「女」。《書．堯典》「汝涉帝
位」，《史記．五帝本紀》作「女登帝位」；同篇「汝
作秩宗」，《周禮．春官．序官》鄭司農注引此文「汝

」作「女」。同類之例尚多）。

→一詞借用多字



❖可──何

❖疑問代詞｛何｝先借《說文》訓為「肯」的「可」
字表示（石鼓文「其魚隹可」讀為「其魚惟何」。秦簡

也借「可」表｛何｝），後來改借負荷之｛荷｝的
本字「何」表示。



❖外來專名的音譯，有不少使用過不同的假借字。
例如：漢代前後在我國北方有一種遊牧民族叫「
丁零」（《漢書．匈奴傳上》）。這個族名在古書
裡還有「丁靈」（《史記．匈奴傳》、《漢書．李陵

傳》）、「丁令」（《漢書．匈奴傳上》）、「
釘靈」（《山海經．海內經》）等寫法。

❖是「 魚湯」還是「過魚湯」



❖隋唐宋元時稱臺灣為「流求」。這個地名在古書
裡還有「流虬」、「留仇」、「留求」、「琉求
」、「瑠求」等寫法。

→「臺灣」一詞亦有各種異名：

大灣、臺窩灣、大員、台員

❖近代現代的譯名的寫法，也有很多是逐漸固定下
來的，如「馬克思」就有過「馬克斯」、「馬克
司」等不同寫法（不同音的譯法，如「馬格斯」、「

馬爾格時」、「麥喀士」等為數更多）。

❖鐵達尼號（臺灣） vs 鐵打泥號（大陸）



❖（四）跟假借有關的字音問題

❖被借字的讀音（也可以說是假借字原來的讀音），跟
借它來表示的那個詞的音，可以僅僅是相近的，
而不是完全相同的。所以一個字的本義跟假借義
的讀音往往有差異。有時候一個字還會有兩個以
上既跟本義不同音，彼此也不同音的假借義。總
之，假借時常造成一字異音的現象。下面舉幾個
例子，為了方便起見，姑且用普通話的語音來加
以說明。

❖假借字 ≠ 本字 讀音不盡相同



❖「夫」字本讀ㄈㄨ，借表語氣詞或指示代詞時則
讀ㄈㄨˊ（這兩個音的差別，本來在聲母的清濁上，後

來才變為陰平與陽平的不同）。

❖「女」字本讀ㄋㄩˇ，借表第二人稱代詞｛汝｝
時則讀ㄖㄨˇ。



❖就跟聲旁和形聲字的讀音一樣，一個字的本義和
假借義的讀音，在開始的時候即使並不全同，至
少也是很相近的，二者之間比較明顯的差異一般
是後來的語音演變所造成的。

❖例如按照現代語音來看「女」、「汝」二字聲母
的差異很明顯。但是「女」是泥母字，「汝」是
日母字，在上古時代日母的讀音跟泥母極其接近
（也有人認為完全相同），所以在當時「女」可以
假借來表示｛汝｝。

→章太炎提出「娘日歸泥（ㄋ n-）」



❖ 有的詞由於用為某個複合詞的一個成分或其他特殊原因
而發生音變（有時實際上是保持了較古的語音）。在遇到這種情況
的時候，有時也會假借一個能夠反映實際語音的字來代
替原來所用的字，例如現代人把「張家（˙ㄍㄜ）莊」、
「龐家莊」的「家」改為「各」。
（河北方言「家」音近各，因此喜歡寫成「龐各莊」以符合方言讀音）

❖ 把「叫化（ㄏㄨㄚ）子」的「化」改作「花」，把「木樨（

也作犀，音ㄒㄩ）肉」、「木樨湯」裡的「樨」改為「須」
等等。

→北京人忌說「蛋」（蛋即卵，不雅），
故稱「木樨」（桂花）。因燒熟的雞蛋色
如桂花，故以木樨代之。



❖許錟輝《文字學簡編》97頁

《說文解字》概述



如果「文字學」是棵大樹，
《說文》則是樹幹。
上溯枝葉，下連至根。

❖ 《說文解字》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文字學鉅著，自漢
代以來一直受到學術界的重視與推崇。要了解中國文字
，必須從《說文解字》著手，要研究中國文字，更需要
以《說文解字》為依據。

戰國文字

金文 傳鈔古文

甲骨 出土文獻

●

說文

楷書 隸書



❖許慎撰《說文解字》，有很多開創性的安排，譬
如分部收字，逐字釋形等，對後世都有極大的影
響。

❖只是後世的字書字典，雖然承襲《說文解字》分
部的安排，而在分部的處理卻與《說文解字》頗
有出入

❖問題：《說文》五百四十部首，往後的字書，部
首是越來越多，還是越來越少？



許慎的第一

❖第一本有系統收集漢字的字書。

❖第一本以部首分類文字的專著。

❖第一本分析文字初形、本義的專著。

❖第一本闡釋六書理論解釋文字的專著。

❖第一本著錄古文字字形(小篆/籀文/古文)的字書。



這是許慎的一小步，
卻是整個文字學的一大步。

→許慎這本書有很多「第一」，開荊闢棘，居功厥偉，即
便有不少錯誤，但瑕不掩瑜。

第一位登陸月球的太空人，即便他在月球迷航或跌倒，我們都不會
苛責他，因為他是第一人。

阿姆斯壯
阿姆斯壯



《說文解字》概述

❖第一節 《說文》的作者與著書年代

❖第二節 《說文》的篇卷

❖第三節 《說文》的版本

❖第四節 《說文》的分部

❖第五節 《說文》說解文字的方式

❖第六節 《說文》的價值

❖第七節 《說文》的闕誤



❖第一節 《說文》的作者與著書年代

❖一、《說文》的作者

❖許慎字叔重（ㄓㄨㄥˋ），汝南召陵（河南省郾城縣）人，
東漢著名經學家、文字學家。生卒年已無可考，
清人根據其師賈逵生於東漢光武建武六年（西元30年）

推斷，約生於明帝之初（永平元年，西元58年），又根據
《後漢書‧西南夷傳‧夜郎傳》「桓帝時郡人尹
珍……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等語，推
斷約卒於桓帝之初（建和元年，西元147年）。



❖《後漢書‧儒林傳‧許慎傳〉：「時人為之語曰
：五經無雙許叔重。」著有《五經異義》十卷、
《說文解字》十五卷。生平事跡可參考《說文解
字‧後敘》、許沖〈上《說文解字》表〉、嚴可
均〈許君事跡考〉等。

❖→許慎是河南人，因此河南有很多許慎廟。



❖二、《說文》著成年代

《說文解字‧後敘》云：「粵(句首發語詞)在永元，困頓
之年，孟陬(陰曆正月)之月，朔日甲申。」許慎〈後敘
〉寫在和帝永元十二年（西元100年）庚子年正月
初一甲申日。〈後敘〉中提到：「此14篇，540部
也。9353文，重1164，解說凡13萬3441字。」則當
時許慎撰寫《說文》，應是初稿已經寫成。

→這麼大部頭的書，古人是怎麼算字數了？



❖許沖〈上《說文解字〉表〉云：「慎博問通人，
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凡十五卷，13萬
3441字。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
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段玉裁注：「
既云文9353，重1163，解說13萬3441字，則文
字已定矣，何以云未定也？古人著書，時有增刪
改竄，故未死以前不自謂『成』。」



❖表又云：「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
。」段注：「建光元年，安帝即位之十五年，歲
在辛酉。自和帝永元十二年，歲在庚子，至此凡
廿二年。」依段氏之意，許慎《說文解字》應是
成書於和帝永元十二年（西元100年），經二十二年
後，當安帝建光元年（西元121年），因許慎病重，
乃命子沖詣闕呈上《說文解字》一書。

寫完 獻給國君

永元十二年 建光元年

西元100年 西元121年

時隔22年



第二節 《說文》的篇卷

❖ 《說文‧敘》：「此１４篇，五百四十部也。」《後漢
書‧儒林傳‧許慎傳》說：「慎……於是撰為《五經異
義》，又作《說文解字》１４篇。」

❖ 許沖〈上安帝表〉說：「慎……作《說文解字》……凡
１５卷。」段注云：「沖云十五卷，則此敘別為一卷明
矣，許云１４篇者，不數敘言之也，沖云十五卷者，兼
舉敘也。」

❖ 《隋書‧經籍志》云：「《說文〉十五卷」，此兼含敘
目在內。

→《說文》文本１４篇，加前敘、目錄、後敘為１篇。



❖《說文》正文十四篇，大徐本每篇分為上、下兩
卷，故《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云：「《說文解
字》三十卷」。其中第十一篇上，由於正文及注
文太多，至清人作注，乃又分為上一、上二兩卷
。第十五卷為敘目，亦分為上下兩卷。然則今傳
《說文》實為三十一卷。

→到了大徐本時代，每一篇都成上、下。

→到清代，「第十一篇上」因為篇幅多，因此又分
成上一、上二。

這是因為古代是單行本的原因。



1815年《說文解字注》



敘目內容分為三部分：
❖一、前敘：敘說中國文字的起源與創作，文與字
的區別，六書的定義，中國文字的演化與整理，
秦書八體，王莽六書，許慎撰寫《說文解字》之
動機，《說文》敘列篆體、博采通人、稱引經書
等作書之體例。

❖二、五百四十部首目次表。

❖三、後敘：敘說《說文》的內容、分部，以及撰
寫《後敘》的時日。敘目之後附錄許沖〈上《說
文解字〉表〉



第三節 《說文》的版本

❖《說文解字》成書於東漢和帝永元十二年（西元
100年），後二十一年，許慎病篤，始遣子沖上
此書於安帝，遂顯於世。《說文》原本早已亡佚
，今所見《說文》傳本，以唐本為最古，其次為
宋本，分述如下：

西元100 漫長的過程中，如何傳播至今？ NOW

留下那些蛛絲馬跡？



❖一、唐本

❖（一）唐寫本

❖今日所見唐寫本《說文》有二：一為木部殘卷，
一為口部殘卷。



❖ １、木部殘卷

❖ 清莫友芝於穆宗同治二年（西元1863年），在安徽黟縣
令張仁法處所得，共六紙，存一百八十八字，約為《說
文》全書五十分之一。

❖ 唐寫本木部與二徐本互有異同，可參考莫氏箋異、周祖
謨問學集、高明文輯等。

❖ 二徐本中所載李陽冰之異說，而木部殘卷卻一字不見，
由此可斷定，唐寫本木部殘卷，先於李陽冰本。

❖ →唐代李陽冰對《說文》的小篆與說解有很多改動，南唐二徐在
他們的《說文》書中都有引用與討論，但殘卷並沒有引及李陽冰
的意見，可見這是早於李陽冰的版本。



❖

木
部
殘
卷



懸針體



❖２、口部殘卷

❖口部殘卷有二：一為日人平子尚氏所藏，存四字
；一為日人某氏所藏，存六行，「唁」、「哀」
、「嗀」、「咼」、「嗼」、「 」、「嗾」、
「吠」、「嗥」、「獆」、「哮」、「喔」等十
二字。

❖前者今已不可見，後者則見於日本
京都東方學報第十冊第一分「說文
展覽餘錄」中。殆又先於木部殘卷。

今
本
說
文

ㄏㄨˋ ㄨㄞ



❖（二）李陽冰改本

❖李陽冰，字少溫，趙郡人。唐書無傳，其生卒年
均不可考。著有《刊定說文解字》，今已亡佚。

❖從徐鉉上太宗書，可知陽冰之篆法，殊絕於時，
然疏於字學，又不守許說，妄加更改《說文》。
其於說解，過於武斷，多牽強附會，故二徐本出
，其書遂漸式微。徐鍇《說文繫傳˙袪妄篇》專袪
除陽冰之妄說，共收陽冰以私意改《說文》者五
十八篆。



❖周祖謨〈李陽冰篆書考〉認為李陽冰刊定《說文
》的重點約有三項：一為論定筆法，二為別立新
解，三為刊正形聲，分述如下：

❖１、論定筆法

❖２、別立新解

❖３、刊定形聲



❖１、論定筆法

❖對於後世傳本《說文》中的篆文，書寫不規範或
不正確之處，予以修正。如《說文》：「王、天
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
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
」徐鉉云：「李陽冰曰：中畫近上，王者則天義
。」

❖ 【王】 【玉】

❖



❖２、別立新解

❖ 對於許慎的某些解說，李陽冰大膽提出懷疑，表示不同
的意見。如：《說文》：「隹，鳥之短尾總名也。」徐
鍇說：「陽冰云：鳥之總稱，《爾雅》長尾而从隹，知
非短尾之稱。」徐氏以為「本注當言亦總名，脫亦一字
爾，不然者，許慎豈如此之疏乎？」

→《說文》：鳥，長尾禽總名也。

《說文》：隹，鳥之短尾總名也。

長尾从「鳥」，短尾从「隹」，但《爾雅》長尾鳥从「隹
」可知許慎的分析有矛盾。



❖３、刊定形聲

❖對許慎所分析之字形結構中的形符、聲符，或有
不同的看法，而予以刊定。如《說文》：「同、
合會也， 从亼从口。」徐鉉說：「陽冰云：从口
非是。」

→李陽冰說錯了 確實从口

❖又如《說文》：「路、道也，从足各聲。」徐鍇
說：「陽冰云：非各聲，从足輅省。」徐氏以為
《周禮》車輅字多借路字，然則先有路字後有輅
字，不得云路从輅省。

→說法多此一舉



❖可見李陽冰對形聲的刊定，不是很正確的。所以
周祖謨以為「考其所論，言筆法者多本諸秦篆，
論義訓聲音者，則多出於己見，無所依傍。」

❖雖然李陽冰刊定《說文》有些地方不免過於武斷
，但有些說法也未必是錯誤的，對李陽冰刊定《
說文》的功績和所立新義，今天也應該有一個客
觀的評價。



❖幾個講得好的地方：

❖《說文》：「子，十一月昜气動，萬物滋，人以
為偁。」李陽冰曰：「子在襁褓中，足并也。」

❖《說文》：「木，从屮，下像其根。」陽冰云：
「像木之形……豈取像於卉乎？」凡此刊定《說
文》釋形之誤，都是很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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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本

（一）大徐本（南唐）

❖徐鉉（西元916～991年），字鼎臣，揚州廣陵人。著有校
定《說文》三十卷。世稱大徐本。大徐本，非鉉
一人所撰。其於《說文》的貢獻主要有如下四點
：

❖１、增加注釋

❖２、增加新附字

❖３、增加反切

❖４、改易分卷



❖１、增加注釋

❖大徐本增加的注釋，今本《說文》都以小字標出
，而以「臣鉉等曰」標明。大徐本增加的注釋，
對後人閱讀《說文》很有幫助。如《說文》云：
「盇、覆也。从血大。」此字「从血大」難以理
解。徐鉉注云：「臣鉉等曰：『大』象蓋覆之形
。」他能靈活看待「大」，說它像「蓋覆之形」
，這就使讀者容易理解其結構了。

壹 蓋 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