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漢字的經典著作一《說文解字》

烏國權

許慎的《說文解字>> ，顧名思義，是解說文字的專著。“文字"，是指古文、謂文、

和小畫是等古漢字，還是被解說的對象;“解說，'，就是對上述文字的形、義、音的解釋。

研究漢字的形成和發展，這是經典性的著作;要探索音韻學、歷史學、民俗學，乃至了

解古代某些自然科學的類屬， <<說文解字》也是一部很有用的書籍。

一、《說文解字》的弟是T許棋

許慎，字叔重，汝南郡召陸〈在今河南liß城縣〉人。他的事跡，墨見於《後漢書》

的《懦林傅》。清代學者綜合《說文解字﹒釵》和他的兒子許沖的《上(說文解字〉

表》及《後漢書》其他的記載，嚴可均有《許君事蹟考>> ，陶方晴有《許君年表》、諸

可實有《許君庭年錄說異》等比較詳細一些的記述。

據歷史記載，許慎在少年時代已博通經籍，昕以早就有“五經無雙許叔重"的贊譽。

他最初在汝南郡當“功曹"的小官，後來被推舉為“孝廉"，這樣便有了機會到洛陽當太尉

府的“南閣祭酒"。這個時候，剛好古文經學的大師賈達在格麗講學，許慎便拜在賈達的

門下，做了弟子。許沖《上(說文解字)表》說:“臣父太尉南閻祭酒慎本從達受古學"，

叉說:“慎博間通人，考之於逞，作《說文解字 >>0 "可見，許慎寫作《說文解字》是受

到賈遠的指導和學術觀點的影響的。((說文解字﹒釵》寫於東漢永元十二年(公元一

00年) ，這時，初稿大概業已完成，第二年，他的老師賈達便去世了。永初四年(公

元一一四年) ，許慎曾與劉珍、劉胸、馬融等五十餘人在東觀梭理五經、史傅等典籍。

到建光元年(公元一二一年) ，家居養病，才振見于許沖把《說文解字》獻給皇帝，這

臣離寫《後釵》的時間相隔二十一個年頭，其間，自然對該書作過進一步的充實和提高。

《懦林傅》說，許慎曾經坦任過“波長" (沒縣的縣官〕的職務，因為未著年月，其體時

間便不得而知了。

許慎的著作除《說文解字》外，尚有《五經異義》和《准甫子往>> ，都已散抉，有

清人的輯抉本。

許慎的生卒年有兩種不同的說法。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傅綜表》攘陶方琦、諸

可實兩家的考訂，認為許慎生於東漢建武六年(公元三0年) ，卒於延光三年(公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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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年) ，活了九十五歲。嚴可均根攘《說文解字﹒釵》的寫作時間為永元十二年

(公元一00年) ，年齡不會少於三十歲，推斷約生於明帝王朝(明帝永平元年，公元

五八年) ，又接《後漢書﹒西南夷夜郎傳》昕載“桓帝時，郡人尹珍，自以生於荒裔，不

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之說，認為許慎之卒可能在桓帝初年(桓

帝建光三年，公元一四七年) ，享年在八十以上。兩說相較，看來嚴氏的考證比較合理

些。

二、《說文解字》產生的時代背景和撰著目的

作為古文經派健將的許慎，他撰著《說文解字》是有他的明確的目的的。

我們知道，秦始皇的焚書，使儒家的經籍遭到了嚴重的損毀。漢代初年，伏生等老

儒憑著記憶，靠口頭來傳授先秦經籍，弟子們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把它們記錄下來，這就

有了“今文經"。就在秦始皇焚書的時候，民間是有人冒著殺身之禍把書籍隱藏起來的，

等到漢代廢除了私人藏書的禁令，朝廷並銳意搜訪遺書，這樣，先秦的一些舊籍叉次第

重新面世。這些經籍是用先秦的古文、錯文書寫的，昕以吽做“古文經"。本來，今文經

和古文經只是文字版本的差異，由於字句和篇章有昕不同，而從事研究這些經籍的叉屬

於不同的學官，各有其政治背景，這樣，對內容和意義的解釋便顯得相當分歧，形成了

門戶森嚴的兩個對立的學派。統治階級中的某些集團叉經常利用他們的解說來施展政治

野心。因此，今文經派與古文經誠的門爭，既是學術方面的，同時也接進政治方面的因

素。大體在西漢時期是今文經派佔絕對優勢;東漢以後，古文經派使日益盛行，並終於

壓倒了今文經痕。

許慎生活的年代，是古文經誠的全盛時期。他繼承賈遠古文經學的表餘，會著《五

經異義》一書，以標示他們與今文經誠的不同。同時，他還考慮到，用戰國時代的古文

字來寫的古文經，在通行隸書的東漢是不容易為人們昕認識的，這給壯大古文經誠的隊

伍和聲勢帶來了障時;而且，今文經液也攻擊古文，認為它們並不足信，反把隸書抬舉

為古帝先王之作，父子相傳，不得改易。於是，許慎使搜集古文經中的古文、餾文，並

及小蒙s 把它們編黨成字書，一方面解說它們的字形結構、語義和讀音，說明古文經里

的文字是有來歷的，“厥意可得而說，'，並非“嚮壁虛造";另方面叉把古文經傳及其他典

籍對各字的訓詰，扼要予以說明。這不僅給學習古文經的人提供良好的辦認文字的工具

書，而其實際，是以字典的形式來為古文家解說經籍，所以《說文解字》的撰著，從側

面去反擊今文經挾，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許沖《上(說文解字)表》曾說:

“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昕由生。自《周禮)) ((漢律》皆當學

六書，貫通其意，思巧說寰辭，使學者疑。慎博間通人，考之於逞，作《說文解

字》。六藝軍書之詰，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

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學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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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襄所說的“五經之道，'，當然是指古文的經典而言。非常明白，許慎之所以撰集《說文

解字>> ，是因為文字為“經藝之本"，其終極目的是為了宣揚古文，解釋“六藝草書之話"。

三、《說文解字》的取材

《說文解字》的取材是十分宏博的。可以這樣說，在許慎以前的字書、金石資料，

以及經籍、草書、方言和經師們對文字的說解，這一著作都爬羅剔抉、擇善而從了。這

些資料的來源，就其性質而言，大概可以分三方面:

一、女字芳面

在許慎之前，已有這麼兩種字書:

(一) <<倉頡篇)) :五十五章，每章六十字，共收字三千三百，文中有直字。這是

漢初書師們的集體創作。

(二) <<訓賽第>> :八十九章，每章六十字，共收字五千三百四十，文中無穫字。

這是西漢末葉學者攝雄!頤續《倉頡篇》而編成的， <<倉頡篇》中原來重擾的字，輯推已

為改易。
《說文解字》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比《訓築篇》多出了四千多字。與許慎同時的

班固，據他自己在《漢書藝文志》中所說，他曾把《訓築篇》續了十三章，增加了七百

八十字，合計也僅是六千一百二十字。許慎在《釵》中只說到《訓黨篇>> ，沒有提到班

回之昕續，看來或未採及。據王國維考證， <<倉頡篇》之類都是日用必需的字，六經中

的字十不得四五，昕以古文、謂文的字，當然不可能把這些用黨文編成給學童識字的字

書的字都包括在內，因此《說文解字》採字的來源， 除一般字書外， 就是古文經傳和

《史搞第》里的字。

二、形體方面

《說文解字》所收列的形體，主要是古文、餾文、小蒙三種。奇字“自P 古文而異

者，'，全書只舉五字而已。

《說文解字》裹的古文，主要來自古文經傳。《說文解字﹒釵)) :“古文，孔子壁中

書也。壁中書者，魯恭玉壞孔子宅，而得《禮記》、《俏書》、《春秋》、《論語》、

《孝經》。叉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 0 "叉說:“孔于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

傅)) ，皆以古文。"這是古文形體的主要來源。許慎叉說過:“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葬，

其銘f1P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這表明他是注意及此的，只是以“壁中書"為主，昕以墨

而不言。書中標明是古文的共五百一十字。

《說文解字》裹的錯文都來自《史摺篇》。書中標明是錯文的有二百二十五字。

《說文解字》裹的小裳，有的引自《秦刻石)) ，引自杜林、司馬相如、揚雄解說

的，當出於《倉頡篇》、《凡將篇)) ，和《訓築篇》。另外，標明是“黨文"、“今字"、

“或體"、“俗字九或秦漢人解說的，如“對"字、“疊"字，都知道必為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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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慎在《說文解字﹒釵》中曾經指出:“今釵蒙文，合以古擋"，可以知道，凡古

文、錯文與小畫是結構相同的則出小蒙;與小黨結構不同的才另行標出古、諧。可以這麼

說， <<說文解字》中的小蒙各字是包括了可能包括的古、錯的，另行標出的只是與小裝

組織結構不同的古、諧。因此， <<說文解字》裹的古文和擋文是要比標明的字數多得多

的。

三、解說方面

許慎是古文家，解說當以古文經為圭桌，但他亦能兼收並蓄，甚至今文經的解說也

酌予吸取(“霆"、“聶"、“歧"三字說解I1lP引今文經說〉。許慎自己曾說:“博采通人，

至於小大，信而有徵，稽讓其說。"叉說過“遵守舊文而不穿鑿。"“其於昕不知，蓋閥如

也"等等的話。

《說文解字》解說的取材首先在經書。昕引以古文經為主，亦兼及今文經，計有

《易》、《書)) (另《逸周書)) )、《詩》、《魯詩說》、《韓詩說》、《周禮》、

《禮》、《禮記》、《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傅》、《春秋國語》、《論語》

(另《逸論語>> )、《孝經)) (另《孝經說)) )、《爾雅》、《孟子》等十八種，釋字

一千零八十多條。
解說其次敢材於華書。《說文解字》引用的草書有: ((天老人《山海經》、《伊

尹》、《史篇)) ( ((史摺篇)) )、《師曠》、《老子》、《墨子》、《司馬法》、《楚

辭》、《韓非》、呂不韋( ((呂氏春秋)) )、《魯郊禮》、《甘氏星經》、《五行傳入

《漢律》、律歷書、太史←書、軍法、秘書等二十種，釋字凡八十餘條。

解說再次是取材於精通經學和文字、音韻、訓話的“通人"，他們當中除孔子、楚莊

王和准南于外，都是漢代人，計有蓋仲舒、司馬相如、京房、歐陽喬、桑欽、劉向、劉

歌、妾禮、搗雄、宋弘、社林、賈達(賈侍中〉、班固、 f專毅、衛宏、徐巡、張林、王

育、譚長、官搏、尹彤、黃穎、莊部、張徹、周盛、需嚴、遠安，以及只舉官職、未及

人名的“博士說"、“司農說"等三十餘家，所釋字義約一百二十條。

解說第四個來源是各地方言。所採方言的地區有:齊、楚、秦、晉、趙、宋、韓

鄭、周、吳、巍、蜀、盎州、涼州、頓州、梁州、 j允州、青州、徐州、汝南、陳留、南

陽、南昌、海岱、三輯、朧西、河朔、洛陽、江南、九江、准南、南楚、弘農、河內、

南越、伊雄、關東、關西、東夷、西方、北方、朝鮮等，昕釋字義有一百七十多條。

四、《說文解字》的體例

在許慎以前的字書，只有帶有韻語的啟蒙的識字課本，就象後來“天地玄黃，宇宙

拱荒"的《千字文》那樣。相傳為李斯等昕作的《倉頡篇>> ，輯推續作的《訓築篇)) , 

那都是四字為旬的韻語;司馬相知的《凡將篇)) ，為七言韻語;史游昕作的《急就篇》

是七言、三言和四言並舉，這類字書，僅足供教學童識字之用，對文字的研究是談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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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甚麼用處的。

許慎根攘班固和鄭眾關於漢字“六書"分類的啟示，經過了自己長時期的對古文字構

造的探討和分析，終於發現在盈千累萬的漢字當中，它們之間總有若干形旁是相同的，

這樣，把彼此相同的形旁定作“部首"，用“部首"去統屬起來，然後按照他在全部漢字歸

納出來的五百四十個部首，以一定的次序把它們蝙啡在一起。於是，紛繁無比的漢字，

在這一方法的駕御之下，使“若網在綱，如裘孽價，'，有條不紊地編集起來。這個富有創

造性的編某字書的方法，實在是一個異常卓越的貢獻。

《說文解字》全書分十五篇，一至十四篇是本書，最後一篇是釵目。收字九千三百

五十三個，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個，用五百四十部首把這些字統攝起來。用在解說上的

字數，合共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

部首的先後次序，除第一個與最末一個遵循漢代陰鷗五行家的萬物生於“一"而終於

“玄"的說法外，大抵是“攘形系聯"為多，如第一篇的“一"、“上"、“示"、“三"、“王"、

“玉"等便是這樣;也有以意義相近為次的，第八篇里的三十幾部首就大都跟身體有關，

第十四篇則多為“干"、“支"字;其中亦有飯非形近，也非義近的，如第四篇“鳥"部之後

為“革"、“龍"、“玄，'，“鳥"與“革"，“菁"與“玄，'，彼此的形義，就了不相涉。可見全書

雖有一定的系統，但未能貫徹始終。書中絕大多數的部首都是字的形旁，只有可、句等

個別幾個部首才以聲旁出現。至於同一部首內的字的啡列，一般都以類相從，如金部的

“銀"、“鎖"、“盞，'，都以“白金"為釋，所以啡在一道;叉“錯"、“鈴"、“証"、“鐘"、

“鐸"、“縛"、“錯"、“鐘"、“訪"等，均為敲擊樂器，因此相貫而列。這樣的排列，可以

幫助記憶，使於翻檢。

許慎在《釵》中曾說:“今釵蒙文，合以古擒。"這是表明:他解說的對象雖然首列

主是文，而其實際是，象文與古文、摺文結構相合的，則出畫是文，把古摺包括在內，所以

不能說是以象文為主;如不相合，再另列古搞形體，加以說明。亦有先列古錯，而附蒙

文於其後，如“上"字便是這樣。有“或體"的，亦附在正文的解說之下。

《說文解字》對文字的解說，先是解釋字義，其次是說明形體結構，有經籍、通人

之說或其他說明，則簡要徵引於下，如字不習見，有擬音注明的必要的，具u放在末端。

解說的體例，主要有十多種，現舉例如下:

(一〉象形:象形字，有的只說“象形"，如“口"字:“人所以言食也。象形。"有的

還對昕象之形加以解說，如“米"字:“栗實也，象未泰之形。"合體象形字，多加“從某"

之語，如“兒"字:“兒，孺子也，從JL. C 間人) ，象小兒頭白(音信，腦蓋一一引者〉

未合。"

(二〕指事:許慎標明是指事字的只有“上"字，他寫道:“二，高也。此古文上，

指事也。土豪文上"。指事字較少，體例不很統一，有的僅說“象某某之形"，如“刃"字:

“刀堅也。象刀有刃之形。"也有的說“從某，象某某之形"，如“亦"字:“人之臂亦 C fjp 

服〕也。從大，象兩亦(即服〉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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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意:這是合兩個或更多的形體來會意的，有的說“從某從某"，如“見"字:

“觀也。從)[，(罔人) ，從目。"有的則說“從某某"，如“林"字:“平土有叢木日林。從

二木。"叉“炙"字寫道:“炮肉也。從肉在火上。"這是前面兩例的變化。

(四〉形聲:這是半體取形、半體取聲的字，這類字在全書中佔七千多個，細分有

書例四種:

@一形一聲:這是形聲字最普遍的形式，都寫作“從某，某聲。"如“自"字:“牆

也。從巾，白聲。"“芳"字:“香艸也。從艸，方聲。"

@亦聲:這類字實際是會意兼形聲字，有的說“從某從某，某亦聲"，主口“貧"字:“財

分少也。從貝從分，分亦聲。"有的則說“從某某、某亦聲"，如“姓"字:“人昕生
也。......從女生，生亦聲......。

@省聲:凡說“某省聲"的，這是取某字篤聲，而不采其全形，如“恬"字:“安也。

從心，甘吉省聲"，就是取“帥"字一半形體以作為標音的符號。

@省形:凡說“從某省，某聲"的，它是取某字為形符，而又僅采其部分，去掉其

部分，這類字很少，例如“雇"字:“履也。從廈省，霎聲。"“試"字:“臣殺君也。從

殺省，式聲。"

〈五〕讀若:東漢還沒有發明反切注音的方法，為了指出讀音，許慎常用“讀若

某"、“讀與某間"、“讀若某某之某"等作注明，如“昇"字:“共舉也。從臼從汁，讀若

余。"叉“盟"字:“家口也，從四口。讀若散，叉讀若啦。"這是有兩個讀音。“辭"字云:

“調也;從會，未聲，讀與和同。"又如“崖"字:“鷹牢之觀也。從佳，從間亦聲。讀皂，

章旬之句。"“句"字讀音不止一個，這襄是特別注明是怎樣的一種讀法。

(六〉引用古文:書倒有如下七種

@注明為古文者，如“目"字:“人眼，象形，重童〈瞳〉于也。.........弓，古文

目。"

@凡解說引用古文輕的，雖不明示，亦為古文，如“永"字:“長也。象水草理之

長。《詩》曰:‘江之永矣。'

@注明“古文以為某"或“古文"亦“某字"的，表示古文借此字作某字，如“凰"字

云:“堅也。從叉，臣聲，讀若鑑鏘之鐘。古文以為賢字。"叉“粥"字云:“歷也，

古文亦甫字。"

@注明“古文某如此"的，表示只知為某字，而未詳結構為何意，如“會"字下還有

作“花"的字，說解云:“古文會如此。"

@注明“或日"或“一曰"的，表示還未能確定。如“媽"字說解云:“或日此古貨

字。"文“我"字云:“一日古文殺字。"

@注明“從古文某之象"或“象古文某之形"的，表明主英文與古文形體變化不大。如

“弟"字云:“韋束之次弟也。從古文之象。"叉“囡"字說解云:“就也。 J\且表成，

可為酌酒。象古文菌之形。"

@注明“從古文某省九表明簡省的程度較大。如“冀"字云:“籬也。從竹，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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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下其π也。旬，古文糞省。"

(七〉引用謂文:書例有如下三種:

@注明為謂文，如“人"字:“天地之性最貴者也。此謂文，象臂腔之形。"

@凡解說引用《史篇)) ( ((史錯篇)) )的，雖不明示，亦為摺文，如“挑"字:

“虞舜民姚虛，因以為姓，從女兆聲。或為姚撓也， ((史錯》以為姚易也。"

@許慎曾說:“及宣王太史插著大象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貝U“摺文"亦名“大裳，'，

昕臥標明“大象"的也屬“錯文，'，如艸部“蒜"象下云:“左文五十三，重二，大蒙從

串串。"即是說，從“芥"字開始到下面的“春"字等五十三字，作小義時是從艸，作大

義時是從串串，如“芥"作“萃"、“蔥"作“薯"等等。

〈八〉引用經書:“經文"是指《詩》、《書》、《禮》、《樂》、《易》、《春

秋》裹的文字， ((孝經》、《論語》等都屬於這類，此外便是“草書，'，凡引用經文和草

書的，皆舉書名，例如:耳部“耳朵"字有這樣的說解:“《周禮>> :‘獲者取左耳。'"這是

引用《周禮》來解釋“取"字形體“從耳從叉"的轉由。還有用來證明字音的，如“缸"字:

“《史篇》讀與ifr同"這是說明“餌"字《史錯篇》讀音跟“話"字一樣。再就是利用經書來

詮釋字義，如艸部“茁"字，說解云:“艸初生地見〈藐) ，從艸出， ((詩》曰:‘彼茁者

葭。'"這襄引《詩)) ，就是為了證明“茁"字是“初生地藐"之意。

〈九〉引用通人說:凡說“某某日"、“某某說"、“某某讀若某"、“某某以為某某"，

都是引用“通人"之說以為解釋。如“是" (音梟〉字解說云:“到(倒〉首也。賈侍中

說:‘此斷首到(倒〉縣(懸〉字，。'，還是用以詮釋字形的。又“話"字云:“桑欽讀若

鏡"。這是用以證明字音的。叉“耗"字說解去:“伊尹曰:飯之美者，玄山之末，南海之

耗。"這是用以詮釋字義的。

〈十〉引用方言:凡說“某地謂某日某"或“某地謂某為某"的，這都是引方言以為解

說。如“掉"字解說云:“自關以東謂取日掉。"叉“棘"字云:“齊謂麥為踩。"還有引用方

言作為別義的，如“逞"字解說云:“通也。楚謂疾行為逞。"這是說，叫“道"訓“逞，'，是

民族共同語的釋義; 51楚地的方言“疾行為逞，'，還是別義。

(十一〉罔意:凡說某與某“同意"的，是指兩字形體的取意有相似的地方，如“裘"

字解說云:“皮衣也。從表象形，與衰同意。"這是說“祟"象裘形，嶽象叢形，同時叉都

從去，昕謂“同意"，是指這些，並不是說“裘"與“衰"是一樣東西。叉“卒" (車〉下說:

“羊鳴也。從羊，象氣上出，與牟同意。"這是說“半"上的 i 與“牟"上的昌，都象口氣向

上出的樣于。
(十二〉或體:凡解說中說“或從某"的，都是豪文的另一種寫法。如玉部“玩"字的

或體作“阮"，解說云:“弄也。從玉元聲。缸，玩或從貝。"叉鳥部“鴿"字的或體作“雄"，

說解云:“難或從佳央"。這些都是小豪的具體。

〈十三〉一日、或曰、一說、叉曰:凡一個字的形或音義有兩種以上解釋的，許嗔

就用“一曰"以作區別。如“裘"字:“皮去也。從去，才~ ~io 一日象形。"這是說形。叉

“罷"字:“止行也。一日電上祭名也。從走畢聲。"這是釋義。叉“輸"字:“讀若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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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若紐"。這是注音。有時亦作“或曰"，與“一曰"同意，如“扮"字:“或日，出扮陽北

山，盡冀州漫。"叉作“一說弋如“j解"字:“一說， 11lP7.解谷也。"如“一曰"之外還另有別

義的，則再標“叉曰"為第三義:如“橫，匿也。從木賣聲。一日木名。叉日，樓，木枕

也。"

〈十四〉關:許J瞋自己說過:“其於昕不知，蓋闕如也。"凡在解說中說“闕"的，都

表示關疑之意。如木部“某"字的解說云:“酸果也。從木甘，關。"還是說不知道為甚麼

義為“酸果"，而字形結構叉“從甘"(案:“某"是“梅"的象形字，“甘"為梅花之形，與“從

口含一"義為“美也"的“甘"字有別一-51者〉。又“缸"字:“鄰芭也。從芭，從皂，闕。"

這是不知道“自臣"的讀音怎樣〈案:鹿後通作巷一一引者〉。清人嚴可均、洪頤值等認為

許書注“關"的，是轉寫斷爛，為徐鐘，徐錯放訂時昕加，不是許慎原文。在全書四十多

條中，部分容屬此類，但多數應該是許慎的原話。

(十五〉象注連讀:有些字，單獨並沒有意義，或者不好解說，如“惺"、“昧"、

“宴"、“豆"，許慎都把它的整個合成詞連起來解釋，寫作“優佳，仙人也。"“眛爽，旦明

也。"“妻糙，候表也。邊有警則舉火。"“曇(亦作星星〉商，星也。"這樣上一個是豪文，

下一個為今字的連讀，因為許慎自己沒有言明，古代叉不習慣標點，前人多不明了，清

初學者顧炎武就會按本字下斷句的習慣，錯誤地譏諷許慎釋“童基"為“商星弋是不懂天

象。到清代中葉，錢大昕發現這一條例，認為是“注與本字連文"，後來，人們稱之為

“黨注連續，'，或“連上鑫字為何"。這樣作說解的，全書例子並不多見。

掌握土述體咧，對使用《說文解字》是很必要的。土面列舉，已包括最常見的和最

重要的了。

五、《說文解字》的貢獻與說解土的缺點

《說文解字》作為一部囊括了公元一百年前後經學、訓話、文字等方面研究成果的

總結性的著作，它的學術價值是多方面的。概客來說，大有這麼幾個方面:

第一、給揉索古文字提供了橋梁。在許嗔生活的年代，由於隸變的關係，文字結

體，已大變其形，懂得象書的人已經很少了。正如許慎在《釵》中提到的所謂懂得文字

的人，也不可兔地發生“屈中為‘蟲， "、“人持十為‘斗， "的胡亂解釋豪文的笑話。要不是

許慎在去古未遠的時展，廣為搜求古文字的解說，編著成書，那後世要認識秦漢以前的

叢書和金石文字將是不可能的。今天我們能夠釋讀兩周金文和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字，

那完全是《說文解字》直接幫助和間接啟發的結果。

第二、為古音研究貢獻了重要的資料。《說文解字》一書昕收的形聲字，計有七千

六百九十多個，佔了絕大的比重。這些半形半聲的字，凡是與從某得聲的字相同的，讀

音必然相同或相近。清代古音學者發現這些形聲字的音讀跟《詩經》押韻的系統是一致

的，而且材料比《詩經》要豐富得多，因此對古韻分部的考定幫助很大，如毆玉裁的

《六書音韻表)) ，跳文目的《說文聲系>> ，嚴可均的《說文聲類>> ，張成孫的《說文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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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反映了上古漢語詞彙的面貌。我們今天的詞彙，比之上古已有很大的發展。

要探討其間的差臣與變化， <<說文解字》給予我們極好的材料，如“江"“河"， <<說文解 i 

字》說:“江，水出蜀瀚且徹外自昏山，入誨。從水工聲。"對“河"字寫道:“河，水出煒

煌塞外昆侖山，發原注誨。從水可聲。"前者本指長江，後者本指黃河，現在詞意已擴

大為泛指一般的江河了。叉如“鼠弋它說:“鼠，穴蟲之總稱。"可是今天已縮小為僅指

老鼠一種。“錢，跳也。"原是農具，春秋以後作為貨幣，現在已泛指財貨。這是轉移。

至於“顆"字， ((說文解字》說:“顆，小頭也。"現在引申為小而圓的東西，如一顆珠

于，一顆星星等。無撓，象《說文解字》這樣的記載，對詞彙史的研究是很有樽益的。

另外，從《說文解字》的五訓中去研究上古的同義詞;從《說文解字》昕示的本義，去

識別經傳中慣用的假借字，準確判斷其含義，這都有很大的幫助。

第四、研究古代社會的一把鎖鑰。一九二八年，聞人程樹德根據《說文解字》昕提

示的史料，考索了上古至兩漠的逸史、風俗、制度，得題約一百五十條，寫成《說文稽

古篇》兩卷。當然， ((說文解字》有助於考史的遠不止此。程民昕引，也不一定都確

切。我們就是從昕收字的解釋中，也看到古人生活的某些片斷。如“車"部，有“軒， -曲

串通藩車也〔有藩蔽的車) 0 "“輯日轎車井，衣車也〈有衣蔽的車) 0 "“輯，轎車也。重日

輯，輕日耕。"“輕，輕車也〈戰車的一種) 0 "“輯，輕車也。山軸，樓車也。"“軸，兵

車也。"“輯，陷陣車也。"“釀，兵車也，高如巢以望敵也。"請看，在漢代以前，我們

的祖先在車的制作上已如此分門別類，可見當時工藝的水平是相當高的。“羊"部載有關

於羊的出生月份、性別、顏色不同的字相當多，反映了古人對畜牧重靚;“囡"部載有關

於酒類的字也不少，這說明“殷人好酒"的史實是有根攘的，其他就不備舉了。

第五、開創了偏旁分部法編鑫字書的先河。根據“六書"的分類，以形旁為部首，把

極其紛繁的漢字統攝起來，這是許慎的偉大發明，是空前的創舉。誠如康玉裁昕說的，

“若網在綱，如裘事領"，比起過去的《史擂篇》、《倉頡篇》等的雜亂無章，不知高明

多少萬倍。它給後代的字典詞書的編輯，影響是巨大的。

許慎這一著作雖然有如此的成就，由於時代局限等原因，缺點是存在的，有些缺點

還比較嚴重，大抵有如下直接點:

(一〕釋字有望形生義的毛病。許慎生活的年代，銅器的出土並不多，能夠看到的金

文比較少，叉沒有看到甲骨文的機會，這時，臣離造字的時代至少有兩千年光景了。在

這種情況下，要窮究造字之源，對每個字都解說它的由來，這是不大可能的。但許慎叉

要盡可能多所說解，這就難免望形生義。例如，“長"字說解云:“久遠也。從兀，從匕，

兀者高遠意也。久則變匕p 亡聲。 7月者倒亡也。"其實，“長"字在甲骨文作字， 本是一

個長頭髮的人的樣于，是合體象形字，許慎挖空心思，對小畫在研從的“兀"“匕"和“民"，

牽強附會地加以解釋，結果仍不免於錯誤。叉如“苗"下云: “草生於田者。"這也是皮傅

字形，就連對許慎最為欽仰的段玉裁也得在注中說道:“......按苗之故訓末也，末者今

之小米，草生於田，皮傅字形為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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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哲理代定義。許慎是一個經學家，陰鷗五行之說，敬神、尊君、男尊女卑

的思想，這些，都是他思想的主要方面。在書裹，許慎常常把這些思想生硬地塞進說解

之中，例如:

‘一"字:“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

“二"字:“地之數也。"

“神"字:“天神， 51 出萬物者也。"

“禍"字:“書也，神不福也。"

“王"字:“天下昕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

者，天、地、人也，而蓋章通之者王也'。孔于曰: ‘一貫三爵王。'

“君"字:“尊也。從‘尹'‘口'，口以發號。"

一"、“二"本是數字，部扯到陰鷗五行說上;“神"、“禍"兩字是宣攝敬神;“王"、

“君"兩字是倡說尊君;這都是非常明顯的。對從“女"的字的不好字眼的說解，不少也反

映著者輕租婦女的錯誤思想。

(三〉聲訓。這是用聲音相同或相近的字來解釋詞義。這種“因聲求義"的推原方法

並不可靠，常有穿鑿之弊。《說文解字》用這方法解釋的字，書中數以百計。例如:

“門"字:“聞也。" “曰"字:“實也。-

“月"字:“關也。 ..."0.." “士"字:“事也。..

“琴"字:“禁也。" “室"字:“實也。-

“酒"字:“就也。......" “馬"字:“怒也;武也，﹒

“土"字:“地之吐生萬物者也。..

“鼻"字:“引氣自昇也。﹒..

“弓"字:“窮也，以近窮遠者。﹒

“狗"字:“孔子日，狗，叩也，叩氣吠以守。"

可以看到，許慎的這些說解，是無法觸到該字的源頭的，而且越說越令人不可提

摸。“曰"與“室"並不是同一屬類的東西，怎麼能夠都用“實也"去說解呢!其實，上引這

些都是寶物的字，只要說明類屬，墨加描寫，就十分清楚明白。

至於分部上的誤分誤合，繁瑣細碎，及編次的姐律性不強等，這襄不詳加論列了。

《說文解字》雖有它的缺點和錯誤，但總的來說，成就是主要的。那種探取一概否

定，或以為不夠通俗，使棄如敝展，都不是正確的態度。能夠去租取精，去偽存真地研

讀它，這樣，就有助於我們正確地批判繼承這份豐富的語文遺產。

六、《說文解字》的本子

現在能夠看到的《說文解字》的傳本，應以唐寫本和宋刻本為最早。

唐寫本有兩個本子，一個是《木部主黨本)) ，存字-8八十八個，約為全書的五十分

一左右，舊為清人莫友芝昕藏，有宋米友仁審定題記，定為中唐人寫本。這有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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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故入《說文解字詰林》中。另一則為口部聽筒，僅存十二字，是唐宋聞日本人的摹

本。唐本跟原本相較，雖然輾轉傳抄，不免有若干件誤，估計還是比較接近原本的，最

低限度未遭李臨泳的竄改的厄運。可惜都聽缺不全，無由巍見該書的全觀。

聽起載說，李鷗冰在唐肅京乾元(七五八年至七五九年〉年間，曾刊定《說文解

字》一害。徐錯曾經品露，這是一本#斥許說，任意從個人的臆測來胡亂竄故的一部不

大可信的書籍。李鷗冰雖然擅寫叢書，但並不精於文字學，由於他在當時名聲很大，一

時竟能以他的本于取代了許償的的原本，以至使原本也失傳了。臆說畢竟是經不起時間

考驗的，結果，李鷗冰的刊本在宋詞也為學者們昕攝棄而不可使見。

今天可以看到的全本有南唐徐錯的《說文解字繫傅》和徐錯的哥哥徐絃等在宋初雍

熙三年〈九八六年〉奉詔校定本《說文解字》兩種。前者人們習稱為“小徐本九後者則

稱為“大徐本"。

徐錯的《說文解字繫傅》是《說文解字》最早的一種注本。此四十卷。前三十卷為

許書原文，後十卷為“部叡"、“通論"、“怯妄"、“類竟笠、、“錯綜"、“提羲"、“系述"等

篇，讓說曾參放一百多種古書才寫成的。它一面疏證許說，一面又從聲音土來解釋字義，

對保存和解釋許，攝的原著，有一定貢獻。其中“社妄"一篇，即為批駁李鷗諒的謬誤而

作。此本昕載，與唐寫本相較，內容比較接近。康玉裁對這一本于採取了比較肯定的態

度。傳世以祁崙藻刻本為最佳。這是接顧千里昕校宋砂本及汪士鐘昕藏宋要幫本，並經李

申書等于自校勘過的。繫傅由於內容比較繁冗，解說字義也不盡精首，因此不甚流行。

徐絃等昕校定的《說文解字》流播最廣。徐絃對此書不僅在內容土作了一番整理、

審定的工作，還為各字以孫惘的《唐韻》加注反切讀音於每字之下。凡經典相承及時俗需

用之字而為許嗔昕未收錄的，都補於每部之末，稱為“新附字"，共得四百零二字。原住未

備、或時俗藹變的別蟬字，而真正文不同的，都加土補釋或辦說，並寫土“臣鎧日"、“臣

絃等曰"為別。此外，並把原書的十五卷重分為三十卷，每省分作上下，以便翻撿，又增

加了標目於卷首。雖然它在某些地方存在看誤改形聲字為會意字的缺點，但簡明實用，

不失為較好的本于。這一本于有兩種刻本較好，其一是一八零九年孫星衍覆刻宋本，另

一是一八七三年陳昌治據孫本改刻的一象一行本。陳昌治本以許嗔原文篇大字，徐絃截

住為雙行小字，“新附字"則低一格，眉目至為清朗，又以黎永棒的《說文通犧》為附，

是最便於使用的一種本子。一九六三年底中華書局出版的《說文解字)) ，就是接這一版

本影印的。新的影印本另行重編“檢字"，較便查閱。

-c、研習《說文解字》的書籍

許慎的原書解說極簡，初學者要一下子全部領會它的意旨恐怕不很容易。昕以有必

要參看一些注本或探討《說文解字》的書籍以作輔助。這方面， 清代學者們的著作，

如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 ，桂麓的《說文義證)) ，王筠的《說文句讀》和《說文釋

例)) ，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等書，都給予我們很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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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是所有注本中最權膩的一本。這一著作先寫長騙，然後才

簡括成書，前後花了三十三年心血，論者都以博大精深來贊譽它，王念孫並許為“千七

百年來，無此作矣。"段玉裁先據原書的訓釋眼《玉篇》、《集韻》以及宋代以前的古籍

所引《說文解字》的字句來投訂二徐本的是非，然後再攘其他古籍來申述許說，字義有

多方面及有51 申變化的亦予閻明。有人曾以莫友芝所藏唐寫本相較，段氏的增刪改訂，

多與冥合，可見識力之高。不過，他好談字的本義，並改動了蒙文九十字，增加裝文二

十四字，刪去蒙文二十一字，有些地方不免失於武斷，所以後來出現了不少“匡段"、

“訂段"、“補段"、“申段"、“筆段"的著作來駁正它，但段往能創通條例，以許書證許

書，以聲音為關鏈來說明訓詰，實是研習許書的最重要的輔導讀物。其後的注本，大部

受到了它的沾益。

桂麓的《說文義證)) ，是與投注並稱的一部巨著。但旨趣與段注不間，它不像段注

那樣勇於論斷，而只是腫列古籍，博引旁證，在每字之下，或數義，或十數義，同條共

貴，有系統地啡列起來，輾轉車乳，讓讀者觸類旁通，頓會許說的精神實質，一般不下

個人的見解。當然，它對二徐本的誨誤，亦有昕訂正，但重點是以聖經之義眼許說相疏

證，所以以“義證"名害。此書卷I跌浩繁，對研究者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最便初學閱讀的應推王筠的《說文句讀》。這書主要是摘要輯錄康玉裁，桂龍和嚴

可均三家中認為可信的一種說法，並從草書中輯錄他們所未備的，博觀約取，蕾萃眾

說，還率以個人的見解而成。要言不煩，明白洞達，不作模稜兩可的話，因此初學者最

易知昕遵循。訂民正許之處亦不少。書末附錄蔣和的《說文部首表>> ，嚴可均的《許君

(慎〉事蹟考》及《說文杖議通論)) ，毛最(音倚)、桂麓的一些論說，徐錯的“系述"

徐錯的《杖定說文序》和《進說文表》等，這些都是研究漢字十分有用的資料。

王筠的《說文釋例》是一本不以部首為順序，而以問題為中心的解釋六書條例的專

著。他通過五十四例的闡述，綜合地分析了《說文解字》的有關問題。他根據許書，證

以金文，求文字之原，明文字之用，並推及引經、引諺、讀若諸例，還指出了說文傳本

的脫衍之處，是一空前人倚磅的富有創見的著作。曾經通讀過《說文解字》或有關注本

的人，再研讀此書，將對許書有更深的理解;但未讀許書便驟觀比著，收效便受到了一

定限制了。

朱駿聲在江鼠的《說文解字音韻表》和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的基礎上，綜合攝

州學扳各家學說編黨而成的《說文通訓定聲)) ，解散了五E四十部部首的編啡，以聲分

部，分為十八韻部，收字除許書昕載外，還把經史字書等昕見的都收錄在內，共計一萬

七千二百四十字，己大大較出了許書的範圍。以聲為經，對了解聲義相遇之理是有幫助

的。朱氏還大量搜集了經史子傅的注疏，貫穿字義，發明假借轉在訓詰之原，研讀古籍

有了它，便顯得容易了解了。朱駿聲在解釋字義的時候，一般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依

照許慎的解釋(有時加以訂正) ，作為本義;第二部分是轉注， tlP 引申義;第三部分是

假惜，自口意義與本義不相干的，只是“依聲託字"而巴。這樣通過音義的關係指出文字

的通假正別，對文字音韻和訓詰的研究，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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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丁福保為了使於人們研究《說文解字》的各家之說，把二徐以下的二

百多家的各種著述部蒐集了起來，在每字之下，羅列家說，名為《說文解字詰林》。後

來還作了《補遺)) ，共一千餘卷。此外，丁福保昕輯的《說文目錄>> ，也頗便檢索之

用。
研習《說文解字》還有一本較好的輔助讀物，那就是馬釵倫的《說文解字研究

法)) ，該書對許著的體倒、特點和缺點，都有很好的介紹，對初學者是有啟導作用的。

至於檢字的工具書，請人黎永樁的《說文通檢)) ，和史恩縣的《說文易檢))，都是

很切實用的。

入、結語

《說文解字》是一部值得研習的專著，這是用不著懷撓的。要很好地學習它，得注

意以下直接點:

一、許慎說解文字，是用六書條例來分析漢字的形體構造的，在他昕收的九千三百

多字中，象形字、會意字、形聲字三種字數最多，分析也較遠闢，指事字字數是比較少

些，只有“上"“下"兩字特別注明，其他大部用象某形來解說，轉注字和假借字亦間或有

昕注出，但未遍及。要明確造字之源，對於許慎在《叡》中昕解釋的，及後世文字學家

們昕充實和發揮了的造字條例的論說，必績有一個基本的認識，否則便失去了辦別文字

的標尺。

二、要掌喔五百四十個部首。《說文解字》的部首，是許慎根接六書的條例，從昕

見的眾多畫畫文形體中概括出來的，這些大都是“文九也有用“相益"的方法發展起來的

“字"，研究文字學的人在討論字的本義的時帳， Ii!P以此為依接。一般地說，部首眼字的

本義都有密切的關係。從唐至清的文字學者，如唐的林罕，宋的夢琪，元的周伯琦，清

的蔣和、吳玉措等，他們教人研究《說文解字》都主張先掌揖部首，認為其他皆從此

出，不難接以求索。他們某些提法雖有未盡妥善的地方，但主張先從部首著手以採究許

書則是正確的。

三、研習《說文解字)) ，要注意縱面和擴面都靠顧到。Ii!P不但理解每字的形體的分

析和字義，同時還要通過這些進一步了解摸字發展的姐律及《說文解字》本身的體例具

特點。因此，學習《說文解字》軍先從大徐本或《說文句讀》入手，進而看段注，或《說

文通訓定聲)) ，有了這些基礎，再閱讀《說文釋例>> ，粽合考察許書的精髓與誤失，這

樣，使經緯相賞，得到比較深切的認識了。

四、結合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來學習許說。許慎由於時代的局限，對文字的解說

是有錯誤和缺點的，自從甲骨文出土和金文大量面世以後， <<說文解字》的許多字的解

釋動搖了，有些被證實是訛謬了。結合翻閱《甲骨文編》、《金文編》、《古妳文字

徵》、《古陶文膏錄》等書，特別是有關甲骨金文的考釋書籍，不但可以啟發我們斜正

許說的誤失，而且對許說的正確部分的理解，也有不少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