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體漢字義近形旁適用例

高明

昕謂“形旁，'，是指形聲字中的表義偏旁。眾昕周知，形聲字是由形旁和聲旁組合而

成的種體字，形旁表示意義或類屬，聲旁表示讀音。正是由投它兼有表義和表音兩種成

分，無論對於造字和識頭部提供了一定的方便，因而頗受廣大群眾的歡迎。形聲字雖然

較其它的漢字出現的時間晚，成長的速度卸很快，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形聲字僅佔全字

數的百分之十左右。發展到秦朝小裝時，數量大為增長，按《說文》中昕收的秦裝統計，

在九千三百五十三字當中，形聲字佔百分之八十以上。說明早在先秦古體漢字當中，它

已經成為主要的形體。隨著社會的發展，漢語詞握不斷豐富，漢字字數也日益增多，以

現有的漢字統計，約有五萬故土。當然，在五萬餘字當中，不一定每字都有現實的使用

價值，但它是歷史上發生的事實。不難想像，其中形聲字昕佔的比例，一定會比秦義更

大。由於形聲字的大量發展，並居於漢字中的絕對多數，從而使漢字的體系也發生了重

大變化，使其從表意文字中解放出來，走向表音。

漢字的數量雖以萬計，字形千變萬化，但唯一有利因素，它們是以一定數量的偏旁

符號研組成的。因此，研究古今漢字，首先要了解構成漢字的基本素材一一偏旁符號。

說以研究古體漢字來講，如果能系統地掌疆各個不同時期的偏旁形體，即可根攘各種字

體結構釋成今字，或者給以相應的隸定。

“義近形旁通用"，是一個比較接雜的問題，它不像今字那樣，形聲字昕用的形旁固

定不變;而在古體形聲字中，有時在兩種形旁意義相近的情況下，彼此可以代用，並不

因更接形旁而改變本字意義。關於此一問題，過去唐蘭先生在《古文字學導論》中曾組

講到:“凡義相近的字，在偏旁襄可以通轉"。他曾舉:人與大、女，在與巾，土與昌等

三組立為通用的形旁為例，具體說明這方面的問題。他說:“凡是研究語言音韻的人，

都知道字音是有通轉的，但字形也有通轉，這是叫前學者昕不知道的"。“通轉和演變是

不闊的。演變是由時代不同而變化......至於通轉，卸不是時間關係，在文字的形式沒有

十分固定以前，同時的文字，會有好多樣寫法，既非特別摹古，也不是有意創造新體，

只是有許多通用的寫法，是當時人昕公認的"CD 。後來楊樹達先生在《新識字之由

@ 唐蘭《古文字學導論》下編. <<字形通轉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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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一文中，又提出:制與艸，几與女，才與止，三組形旁通用，他謂此為“義近形

旁任作，啥。可見關於此一問題，早已引起許多前輩學者們的注意。但是，在古漢字

中究竟有多少形旁“通轉"?有那些形旁故此可以“通轉"?過去還沒有人進行過系統地整

理和研究。只是有些人在考釋文字的著作中在說明字形變化時運用過這種方法，時而提

到某一形旁可間某一形旁通用，但是，有時因資料零散，或因舉證不足，難以引起人們

的重觀和承認。

“義近形旁通用"是古體漢字比較普遍存在的一種情況，但是，過去對這種變換形旁的

具體字，多誤識為假借字，因而使這一實際內容多被掩蓋起來，未能引起人們的注意。

今天重新檢察，發現關於這種義近形旁通用的字例，無論是在現有的古體漢字中，或是

在古代文獻中，均保存有充分的資料;彼此可立為通用的形旁，也並不限於唐、楊兩位

先生昕指出的幾種，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由於過去沒有進行過系統地整理，昕臥對它的

了解很不全面，很需要繼續搜集和研究。掌握各種形旁相五通用的具體內容，對研究漢

字形體和考釋古字均有很大幫助。因鑑於此，我們進行了這次整理，通過古文字體和古

代文獻的通用字例，共整理出義近形旁彼此可臥通用的計三十二例。但實有的情況並不

僅這些，因為有些目前資料還不夠充分，有待今後補充。現在僅把這三十二例整理出

來，恭請諸位批評指正。

三十二例的內容和次序

( 1 )人與女 ( 2 )几與女 ( 3 )首與頁

( 4 )目與見 ( 5 )口與言 ( 6 )心與言

( 7 )音與言 ( 8 )肉與骨 ( 9 )身與骨

( 10) 止與足 (11) 止與是 ( 12 )更與才

( 13 )竟與走 ( 14) 支與戈 ( 15 )牛羊家馬鹿犬

( 16 )鳥與佳 ( 17 )羽與飛 ( 18 )虫與瞳

( 19) 艸奧科 (20 )未與米 (21 )米與食

(22 )表與巾 (23 )來與衣 (24 )采與索素

(25 )來與商 (26) ，_._，與尸 (27 )瓦與昔血

(2的土與華 (28 )土與田 (30 )土與自

(31 )皂與谷 (32 )日與月

( 1 )人女形旁適用倒

人旁甲骨文和銅器銘文均寫作“月"<<截41. 6 )或“ A ，，(鐵272.2) ， <<說文》云:“象

曹腔之形"。女旁寫作“看，，(粹381 )或“自" (餘10. 日， <<說文》謂:“婦人也，象

@ 楊樹連《積徽居金文說>> (增訂本) ，各首《新識字之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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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二者雖然不同，但作為漢字形旁，皆表示人的形體。由於意義相近，故有些古漢

字飯可以從人旁，也可以從女旁，彼此五為代用。書見表一:

綾 毓 說 頭 真 墳|

M. 
他 s 秘

人 4美 272. 宜 前 ，.)0.5 京，管lq.7:J. 甲的5 草無聞 缺鉤./

)/... 系等 管 命
女

帝是/13.3 f失 8'3 乙 860J 意J I峙、 1 才皇" 2.33.9 前 7.20.').

爛宮, 研舟~~句L 才勢 教J 女生 級

人人 多 ì~ 1輛
人 檔金 靜自 益真 芥縛 t比丈

λ人 ~r 內 械女
血仇J崑 呂仲爵 峙先緻 毛i.\也 i且哇矢 t比丈

表一

( 2 ) J L. "!l:路旁邁開倒

JL亦是人旁之-種形體，象甲骨文中的光字寫作“ 1" (粹427) ，銅器銘文申的先

字寫作“芳" (毛公鼎〉。由於它在字體中常居下部，則隸寫為“JL "0 <<"說文》云:

“此，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象形。孔子曰: ‘在人下，故詰屈，。"古文字人旁與女旁

適用，而JL亦是人旁之一種，故Jl旁亦與女旁通用。星星見表二:

光|允| 長

λ人|中|、V I 

L!_ !m 
一
姦二

從斟上二表昕列字倒可眼看出，人或Jl與女字形旁在古漢字中並沒有嚴格的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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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字臨可間從人旁，也可以從女旁。大致自秦始皇統一文字以後，每字昕從的形旁，

作了較為嚴格的競定，從而原為學生姊妹的異旁字. I1lP逐漸誠少。有的只保存了其中一

種形體，另一種被淘汰;也有的由於字義的引申，分離為兩個不同的字。但是，它們這種

學生關係，並沒有完全消誠，不僅在古文字中有昕保存，而且在先秦兩漠的文獻中也聽

存許多遺跡，許多從人或從女的不同形旁字，當時部作為同字使用。例如:

偷愉愉有時{昔為幟，但它的本義與愉字相同，皆為竊的意思。如《左傅》閻

公元年:“吾儕偷食朝不謀夕"; ((漢書﹒韓信傳)):“靡去捕食傾耳臥待命者"0 ((文

選﹒答蘇武書>> :“于卿靚腹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 <<楚辭﹒←居>> :“將

從俗富貴以輸生乎"

慢I煌曼 《苟于.不苟篇》恥:“君于寬而不慢"; ((准南于.主術)):“而職事不垣"九
。

侮梅 《漢書.巍豹傅>> :“今今、漢王煌侮人"叮; ((賈誼傅>> : “ d今「匈奴I擅曼梅侵諒

至不敬也"九。顏師古注:“梅，古悔字"。

校校 《漢書﹒東方朔傅)) :“但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技好"; ((論

街﹒骨相篇)):“陳平貧而飲食不足，觀體佼好"0 ((說文通訓定聲)) : “按技實當

為佼之或體字"。

任任 《說文女部)) ;“娃，孕也"; ((漢書﹒釵傅)): “初劉姐任高祖而夢與神

遇"; ((廣雅﹒釋詰》王念孫《疏證)) :“任與娃通"。

僚撩 《說文人部)) :“僚，好兒"; (<詩經﹒陳風﹒月出)):“佼人僚兮": 4:釋

文)):“僚本亦作撩"; ((集韻上被)) :“僚，或作賠"。

情自有 《說文女部>> :“賄，謂也，從女有聲";叉云: “或從人作情"0 <<集

韻去看)) :“矩，或從人"。

怯嫉 《說文人部)) :“候，紛也，從人疾聲，一日毒也";叉云:“或從女作嫉"。

類似這種通用的字例，在文獻中仍保存很多，除土舉諸例之外，其它如:憧撞(集

韻平時) ，倡姐(集韻平鷗) .倖摔(集韻上耿) ，偽媽(集韻去實) ，做跳(集韻去

笑) ，借描〈集韻去效) ，但托〈集韻去嗎) ，榴蹦(集韻去看) ，標嫖(集韻去

笑) ......從上述事實足以證明人、)L與女字形旁在古漢字中是可以通用的，後來由於值

此意義的還漸引申和使用的專一，區別愈來愈大，甚至本來的學生闢係也模糊不顯了，

但溯其車流，多為同字。

( 3 )當賞罰手旁邁開倒

首字甲骨文寫作“也" (前6.7. 心，頁字寫作“ f" (珠詔0) 0 <<說文》將人官
之形旁分作三部，如《百部》云:“百，頭也，象形"; ，(首部》云:“首，古文盲也";

《頁部》云:“頁，頭也"。許民昕分建的這三種偏旁部首，彼此區別並不很大，而且百

與首三部分轄僅有一兩個字。扭然首是百之古文，應同屬一種形旁。因此，作為人頭的

影旁，實際上《說文》也只有首和頁兩種，同商代的甲骨文相符合。由於首與頁都是人

頭的形旁，故在古漢字中彼此可以通用。參見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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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首 頭 道 I頁 顏 失員

人人 ~.~ 。 道 偽 媽f*~ 
首

1重且是彼 鹿鼎 且有，到./9 4且受.. 部 t兌文第丈 t兌;t1書文

λ人 守靈 領 鰻
英

。串通設 t泉殷 盟有1!;6.20 t見女及部 t見丈要部 t比乏真告F

司長三

從上表昕列字形，足以說明首與頁二形旁通用，但自漢字定形之後，從首之字多改

從頁。《說文》中首與百兩部共收三字，而且至今昔曆棄不用。頁部收有九十三字，其

中還保存了一些首頁兼用的具旁字，如:

蔚顏 《說文頁部)) :“顏，眉之間也，從頁彥聲";叉云:“謂文作崗"。

I首頂 《說文頁部>> :“頂、顛也，從頁丁聲";叉云:“頂，或從首"。

要首頰 《說文頁部)) :“頰，面旁也，從頁夾聲'，;叉云:“錯文頰作舟"。

首臣頤 《說文區部>> :“頤，蒙文臣";叉云:“暉，搞文從首"。

友散頁 《集韻入用)) :“髮，方伐切， ((說文)): ‘根也丸。"叉云:“古作諧、頰"。

( 4 )目見影碧遇問側

目字甲骨文寫作“ a:P " (鐵16.1 ) ，見芋作﹒‘全" (截35.3)0 <<說文目部》云:

“目，人眼也，象形"; <<見部》云:“見，觀也，從目 JL"。目是人的視官，見與臨古乃

間字，只因方音稍別。由於目與見意義相近，故在古漢字中兩形旁通用。參見表四:

視 睹 味 噪 吭 就

λλ 

øm 8做 e示 8變 ø~ e交
自

說丈古文 4兌文且那 志比丈眉苦F t兌丈昌都 t兌文E郁 iJ!.丈局卻

λ人 示貝 散見 概 哭哭 ~~ 交R
見

t兌丈見部 地交的F t見交見卸 t兌丈見都 規丈見坪 4比古t~ì旬

司長回

目與見二形旁適用，除土表昕列古文字形之外，而音義方面在古代文獻中亦有同樣

的例證。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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靚E示 《禮記﹒中庸>> :“l誼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 ((列于﹒天瑞>>:“于列

于居鄭圖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豚之，猶眾展也"0 <<說文見部>>:“觀，

睛也，從見示聲";又去:“E示，古文觀"

來親見睞 《說文見部>> :“來擱見，內靚也，從見來聲"; <<廣雅.釋詰》恥:“踩，觀

也"九，王念孫《疏證》云:“睞者， ((眾經音義》卷六引《倉頡篇》云: ‘內觀日睞，;

古詩云: ‘明睞以遍意'; <<說文>> : ‘來見，內觀也';來自與睞間。"

瑚脫 《說文目部)) :“腕.~親也，從目見聲"; (見部)) :“兒見，旁觀也，

從見兒聲";康玉裁注:“目部曰:阻，哀親也，二字音義皆闊"。

觀睹 《說文目部>> :“睹，見也，從目者聲，，;叉云:“古文從見作觀"。

觀標 《說文目部>> .“鏢，暸也，從目票聲"; ((見部>>:“票見，自有察省見也，

從見票聲";康玉裁注:“目偶有所見也，伺者有意，觀者無心.4-俗語尚云票見，與

日部之日軍音義皆同"。

炎制造 《說文目部)):“肢，暫觀兒，從目炎聲"; <<見部>>:“鵝，暫見也，從

見炎聲";康玉裁注:“碎乍之見也. <<倉頡篇》云: ‘組組棍兒'，按與自部之賊音

義皆同"。

類似的字倒很多，如眼閱(集韻入錫) ，瞎蕾盟(集韻平脂) .睡戲〈集韻去御)......

皆可為目見兩形旁古相通用之證。

( 5 )口言形旁適用flJ

口字甲骨文寫作“出" (甲 1215 ) .言字寫作“吉"(甲499) 0 <<說文口部》云:

“口，人昕以言、食也，象形"; ((言部>>:“言，直言日言，論難日語，從口干聲"。因

為人口是發言的器官，二者關係密切，反映在古體漢字中，而口言二形旁可立為通用。

星星見表五:

詠 該 詩 諒 信

λ人 志 切爸 海by 
口

故尊 t兌丈古文 姚文盲郁 規文吉夫 幸自L支書文

λ人 ~~ 頭 發 !處
，口』

姚文吉普p t亞文章句 t兌文吉姆 t兌支主旬 仇支書句

姦五

口言二形旁適用，除土表昕列字形外，而在古代文獻中也保存了許多共同使用的例

扭。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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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薔 《楚辭﹒劉向九歎﹒惜賢}}:“聲苦苦以寂寥兮" ; ((漢書﹒食貨志

上)} :“天下警薔然陷刑者眾"，師古注:“薔誓，家口愁聲也"。
曬誠 《﹒役漢書﹒第五倫傅}} :“攀車叩馬曙呼相隨"; ((漢書﹒王莽傅>> :“宮

人婦女靚誨"。 l

暐諱<<漢書﹒息夫躬傅﹒絕命辭)} :“痛入天兮嗚諱"; ((漢書﹒五行志>:

“烏暐冀子"。
• .峽談 《墨子﹒節葬下)} :“楚之南，有談人國者"; <<魯間>>:“楚之南，有

咬人之國者"。

類似的字例古代文獻保存很多，諸如:暐諱(集韻平轉) ，哩語(集韻平譯) ，眠

缸(集韻平齊) ，嘆誤(集韻平模)，曙譴〈集韻平仙) ，呵訶(集韻平歌) ，恥訟(集
韻去用) ，吟詩(集韻去隊) ......皆為口言二形旁古相通用之證。

( 6 )必言對手旁邁開倒

JL'字甲骨文寫作“妙"(乙703) ，銅器銘文寫作“4j "(克鼎) 0 <<說文心部》

云:“人心土藏也，在身之中，象形"。古人臥為心是人的思維器官，誤認為語言是從心

襄想出來的，俗謂“講心襄話，'，即從此一誤解而構成的俗語。反映在古文字的結構裹，

從心與從言故此通用。參見表六:

德 僻 警 訕| 悠 弩

人A J立b。 才是
m 時 fi Y 

，心、

毛1\~ 丈父掏 中山正/i! 中山正亟 -#!，j."!."會F 華ffi特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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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等 t~R ~\i 務
告~. 1~ 

美頌他 晶 H~過 憐又害者F 悅3定書報 你F主哥特 \l1f.;i85 .7 

誓 諒 詩 4字 當月

J.J.、

最 句句 Y 命 電
Ie..) 

師 f 制， .i./t- iJt.丈吉丈 現丈官告F 混交草甸

品

得 軒 音訊 雪去/ 宮中 動
a因' , 』

句女告是 古且它"印 圾，玄富甸 t先丈吉者F 4具支書者? t凡交吉卸

表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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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言二形旁通用，不僅在古文字的形體中保存了實例，而且先秦兩漠的文獻也提蝕

了大量的證釀。例如:

忱說 《詩超﹒大雅﹒大明)) :“天難忱恩"j ({韓詩》作“天難說恩"。

脆說 《文選﹒班固西部賦)) :“眾展，悅豫"j ((苟于﹒禮論)) :“說豫挽澤"。

慢謹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入則比周，謹悔蔽惡臥欺君"j ((後漢書﹒

腕囂傅)) :“王莽慢侮天地"。

樟詩 《說文言部)) :“諱，亂也，從言字聲";叉云:“或從心"作“棒"0 ((禮

記﹒樂記)) :“有樟逆詐偽之心"; ({漢書﹒地理志)) :“誰逆亡道"。

想、胡 《說文言部> :“或從言朔"寫作“謝";“或從朔心"寫作“恕"。

脆說 《說文言部)) :“議，間也，從言合聲n ((周書》曰: ‘勿以議人'";4年

傘《立政》作“釘以愴人"。段玉裁誤以說為債之假借字。《廣韻五十談》協議均

訓誠; ({集韻土改》謂:“韻，或從心"寫作“儉"。

慰5對 《說文心部)) :“囂，怨也，從心對聲"; ((玉篇言部)) :“;對，怨也，

或作態"。

﹒挽說 《爾雅﹒釋言)) :“愧，慰也"; ((禮記﹒表記>:“使民有昕勸勉愧恥";

《玉篇言部>> :“說，慰恥也"; ((集韻去至)) :“愧說， ((說文》‘態也'，或從心從

言..。

類似的字例很多，諸如憨議(集韻去隊) ，惡誼(集韻去莫) ，懺識(集韻去醫)，

佇詩(集韻土語) ，懼罐(集韻去接) ，恃詩(集韻入麥) ，情謂(集韻上語) ，去謀

(集韻平展) ......皆為心言二形旁五為通用之證。但過去多把它們誤解為假惜，如，隨詭

二字. ({說文言部>> :“詭，貴也"; ((心部>> :“惰，變也"。段玉裁在惦字下注云:

“今此義多用詭，非也，詭訓貴"。其實這是段氏的誤解， Jt危詭乃擊生姊妹，本義均訓

蟹. ({說文》訓詭為責，乃義之百|申。如《推南于﹒齊俗)) :“禮樂相詭，服制相反";

《漢書﹒說亞于傅>> :“詭禍為福"; ((文選﹒陸機辯亡論)) :“古今詭起";李善注:

“詭與情闊"。

. (7 )音言彤旁遇問例

音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尚未發現，擴現有資料來看，最早出現在春秋，一般均寫作

“苦，，(斜王子鐘) 0 ((說文》云:“聲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宮商角徵羽聲也，絲

竹金石疆土草木音也，從言含一"。在春秋、戰國時代的古文字中，音言二形旁五相通

用，尤以戰國古里文字更為顯著。星星見表七: (見下頁)

音言形旁通用，除上表昕列字形外，在音、義方面，古代文獻亦有例證。例如:

護矗 《苟于﹒儒效)) :一合天下，立聲樂，於是象說起而韶護廢矣"; ((文選﹒

陸機﹒漢高祖功臣頌)) :“韶矗錯音，褒龍比象"0 ((自虎通﹒禮樂篇>> :“海日大

謹者"; (廣雅﹒釋樂》作“大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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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諧的 《說文口部>> :“峙，呻也，從口今聲".又云:“的，時或從音;言舟，

或從言"。

畫意音念 《集韻入帖>> :“館，聲止也，或從言"，寫作“龍"

( 8 )崗骨寶玉旁遇問倒

肉字甲骨文寫作“夕" c 甲 1823 ). ((說文》云:“截肉，象形'，;骨字寫作“持 ..c 掉

1306) ，即冉字之古體，肉符乃後增。《說文》云:“骨，肉之嚴也，從月有肉"。因肉
與骨皆為人或獸體中之組成部分，漢字郎以它們作形旁，分別構造代表人體各部名稱的

字體，像屬、肺等字皆從肉旁，拼、轉等字皆從骨旁。由於肉與骨闢係密切，故在古文

字體中可互相代用。重豆考表八:

膀 將 駭 脾 肌|

λ人 ?高 月2 村 'ff ,n 肉

t兌丈肉主F 也比丈胸部 *玄肉都 4且艾肉苦p 1JL丈肉也戶

Aλ 有高 奇: 奇? 奇F ?八自身

i)Ul有部 t兌丈J有告F -tJi，.~費都 手此文骨告F 5于筒

著八

肉與骨二形旁通用，除上表昕列古文形體之外，在古代文獻中也有例證。例如:

肌飢 《漢書﹒王莽傅>> :“肌骨嚮分": (( 3月j子﹒黃帶篇)) :“飢骨無碼"。

路酪 《說文骨部)) :“酪，禽獸之骨日瞥，從骨各聲"; ((說文繫傅》路字注:

“錯按禮或作酪"; ((儀禮﹒鄉飲酒禮)):“介組脊脅路肺，'，鄭玄注:“今文路作骷";

《有司徹)) :“載右體，肩臂肺鵲膀，'，鄭玄注:“古文酪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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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脾 《文心雕龍﹒樂府)) :“奇辭切至，則掛脾雀躍"; (缸子﹒在有):

“海蒙方將咐脾雀躍而遊"。

鵲骨此 《禮記﹒月令)) :“掩酪埋鵲";鄭玄注:“骨桔曰悟，肉腐日歸";

《周禮﹒秋官. !k昔氏)) :“掌陳賊";賈公彥疏引鄭注云:“肉腐日賊"。

研餅 《說文骨部>> :“阱，餅脅，井驗也，從骨并聲，音文公餅脅"; <<漢書﹒

司馬相如傅>> :“餅抵無故"; ((萄于﹒于道篇>> :“手足阱抵"。

類似的字例古代文獻保存很多，諸如:寓里(玉篇骨部>> .故骨灰(集韻平灰) .胺
同

骰(集韻平咕) ，攬骨寬(集韻平魂)，股骰(集韻上姥) ;聽體(集韻土準) .腰鞭

(集韻土授) .髓髓(集韻上紙) ......皆為肉骨二形旁古相遇之證。

( 9 )身骨形旁適用倒

身字形旁甲骨文寫作“才"，如“你，，(存833 )所從，當聽定為“臂，;此字又寫作
“啥叫乙的29) .乃從孕。從而可見，身孕古本周字。《詩經﹒大雅﹒大明>> :吠任
有身"。毛傅:“身，重也";鄭簧:“重謂懷孕也"。更可說明身孕二字的關係。大徐本

《說文》云:“身，招也，象人之身，從人「聲";段往《說文》謂:“從人申省聲";三

省解釋不同而皆未達本義。身本孕字，象形，後來引申為身體之身。作為漢字的形旁，

即同骨旁昕表示的意義相近，故二者可立相通用。豆豆見表九:

λλ 身 A 骨

體

中山五.i: t且受費旬

司長fG

身骨形旁適用，雖然目前昕見古文字形不多，僅發現一字，但是，類似這樣身骨適

用的異旁字，在古代字書中部有例證。例如:

聽體《說文骨部)) :“體，總十二屬也，從骨童聲"; ({玉篇﹒身部>>.“胖膛，他

禮切，並俗體字"; ((集韻土薄)) :“體，土禮切. <說文J '總十二屬也';又云:

“或從身"寫作“驢"。

軀自區 《集韻平虞)) .“軀. <:說文)): ‘體也';或從骨"寫作“值"。

( 10) Jl:.足取費適用側

止字甲骨文寫作“rj"( 甲600). <:說文》云:“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故成
止為足";實際上止字即人足之象形字。足字甲骨文寫作“~ " (前4.40.1). (說文》

云:“足，人之足也，在下從止口"。由於止與足意義相近，故在古文字中三者可五相適

用， ({說文》中 ~p保存了這樣的異旁字例。參見表-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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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企巨 .tI:~ JÊ t重

Aλ -
也E可 豆、

止 t且丈正都 t兌文止部 t先文是部 說文λ部 -i}色文止卸

λ.;，. -
位 ~~ 想 總|史

足
iJV文古文 t但是鄧 t拭是都 t且文古文 t見文是卸

衷一。

止足二形旁適用，除土表昕列字形外，在音義方面，古代文獻也提供了證諱。例

如:

t重腫 《說文止部)) :“鐘，眼也"; ((足部)) :“腫，追也";將其分作二字。

但糊其源流乃罔字別體。<<准南子﹒催著)) :“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緝

腫而至"; ((漠張表碑)):“繼過相承"0 <<後漢書﹒皇后紀)):“連誠連盟"，李貴

注:“腫，跡也"; <<廣雅﹒釋詰三)) .“鐘，越也"。

歧跟 《說文足部)) :“眼，足i撞也，從足足聲";叉云:“歧，眼或從止"。

企定 《說文人部)) :“企，舉止重也，從人止";叉云:“走，古文企從足"。

正是 《說文正部)):“正，是也，從一，-以止";叉云:“足，古文正從一

足，足亦止也"。

壁璧 《說文止部)) :“壁，人不能行也"; <<禮記﹒王制)) :“瘖聾跛晦:"， <<釋

文》謂:“壁，必亦反，兩足不能行也"。

l臣臣 《說文止部)) :‘吐巨，止也"。段玉栽在:“許無拒字， 1固自P拒也。此與復

相抵為拒，相抵則止矣。書傅云:鈕，至也，至則止矣，其羲一也"; <<管子﹒小

間)):來者驚距，'，注:“臣，止也";又《尚書﹒鑫稜)) :“予決九川距四海"，傅:

“距，至也"; <<苟于﹒仲尼)) :“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臣也"，楊偉注:“盟

與拒同"。

(11) 止在罰手旁適用例

完字形旁甲骨文寫作“ 4./ " (甲2011 ). <<說文》去:“乍行乍止也，從才從止"。
但在甲骨和銅器銘文當中有時將其省作“止"，故形成在古文字體中是與止二形旁適用。

星星見表一一: (見下頁〉

從下表昕列字形，充分證明止是二形旁通用，但是，由於止與足古義相間，而文獻

中有許多從是旁的字而使足旁，以足代替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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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 迫 遂 過 近

)..J- :~ 起 還 3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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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失 715" 周甲牛7 lk結社 過f由自且 姚丈是甸

λ人 主 f刻立缸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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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牛965 前 !J.ZN 將削 過伯爵 現丈古文

衰一一

近芹 《說文是部>> :“近，附也，從是斤聲";叉云:“芹，古文近"。

遠輪 《說文是部)):“鐘，迫進也，從是俞聲"; <<足部)) :“戰，越也，從足

俞聲";最玉裁注:“輪與遠音義囂間"。

遊跡 《集韻入昔)) :“《說文>> : ‘遇，步處也';或作跡"。

逃跳 《集韻平豪)) :“逃， ((說文>> : ‘亡也';'，又云:“或作跳"。

類似的字例，如述故(集韻平脂) ，造時(集韻去摸) ，邊峰(集韻去線) , ~世

(集韻去祭) ，迫闢〈集韻去祭) ......皆為足是亦即止是通用之證。

( 1.2) :ß:. f 彤費邁開例

才字形旁甲骨文寫作“多" (抉725). ((說文》云:“才，小步也"。從甲骨和銅器

銘文分析，“才"乃是“是"字形旁之簡省。由於它們是繁簡闢悍，故在古文字體中故此通

用。參見表-二: (見下頁〉

是才形旁通用，不僅在古文字體中保存了大量實例，而且在音義方面，古代文獻也

提缺了充分的證攘。例如:

遁循 《漢書﹒平當傅>> :“遠遁有址"; <<外戚趟皇后傅>> :“遠循固讓"。

迴徊 《推甫于﹒原道>> :“遭迴山谷之間"; <<楚辭﹒嚴忌﹒哀時令>> :“華遭

徊而不能行"。

遑徨 《文選﹒謝希逸月賦)) :“漏堂變容迴遑如失"; ((梁武帝孝思賦)) : 

“夕獨處而徊徨"。

還很 《文選﹒何晏﹒景福毆賦)) :“愛有退狄"; ((漢書﹒禮樂志>> :“恍恍

四塞，假狄合處"。

運徑 《莊于﹒逍遙遊>> :“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 ({文選﹒劉峻擠命論)) : 

“斯徑廷之辭也"。

遍循 《左傳》莊公二十年:“樂及循舞，'，杜預注:“循音遍"; ((廣韻三十三

線>> :“俑，俗作遍"j <<集韻去霞)) :“俑，或從豆豆"寫作“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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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一二

i星祖 《說文才部)) :“哩，之也，從才宣聲";又云:“退，古文從定"。

i差後 《說文才部)) :“後，遲也，從才去久，去。ζ者後也";叉云:“古文後

從定"。

類似的字例很多，諸如:還倍(集韻平遷) ，隨阿青(集韻平支) ，遭倍(集韻去

艷) ，連種〈集韻土章) ，還積(集韻入麥) ，通衛(集韻入拾) ......均為是才二形旁

古相適用之證。

(1 3 )走走影揖適間例

走字形旁商代甲骨文尚未發現，出現於西周前期的銅器銘文中，最初的走字形旁常

同叫喊“走"組合在-起，像西周中葉的《趙曹鼎》之趙字寫作“是蕾"，晚期的《毛公

鼎》之耀字寫作“壞"，自入東周以後，再不見合用。《說文》云:“走，趨也，從夭
止";由於走走二形旁意義相近，故在古文字體中可互相通用。參見表一三: (見下頁)

定是形旁通用，除下表昕列字形之外，在音茜方面，古代文獻也保存許多例證。例

如:

趟撞 《摸紀﹒孝元紀下)) :“延壽北地人也，本為羽林士，超逾羽林亭樓，且

材力進"; ((文選﹒傅教舞賦)) :“超趟鳥集九李注:“言鐸勢超遠，如鳥疾速飛集

也"。
直至諮 《玉篇走部)) : “~起，行不進觀"; ((廣雅﹒釋訊1)): “路膛，難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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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三

起迫 《說文走部)) :“起，能立也，從走巳聲";叉云:“迫，古文起從走"。

越述 《說文是部)) :“i盛，蛤也，從建成聲"; <<走部)) :“越，度也，從定

成聲";康玉裁注:“越與是部過字音義間"。

越遠 《玉篇是部>> :“述，以研切，遠也"; {(說文走部)):“趟，趕超也"; <<廣

韻十八藥>> :“趟，超過，行觀"。

類似的字例很多，諸如:建選(集韻入職) .超遠(集韻入麥) ，越迫(集韻入

末) .超遠〈集韻入錫) ，超過〈集韻去祭) .避透(集韻平侯) ......皆為走走二形旁

古相通用之證。

( 14) 主文彤旁邁開側

文字甲骨文寫作“有"(據續190) ， <<說文》云:“支，小擊也，從叉←聲"。戈字

甲骨文寫作“f"( 乙7108 ). <<說文》云:“戈，平頭 也，從弋一衡之，象形"。戈乃

古代句兵，經傳凡載持戈傷人，皆謂擊，不言刺，周文意義相近，故在古文字體中文戈

二形旁可通用，參見表一四:

屆交 華 救 冤

λ人 城 p 可世
文

白色 款1智血 胡文鏽

λλ 見F H來i 被 1茍
長

報品仲 Æ{包餃 中山主金 ES 血

司長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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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戈形旁通用，除土表昕列字形外，在音義方面，古代文獻亦有例證。如:

肇華 《說文戈部)) :“誓，上諱"; ((支部》云:“肇，擊也，從支省聲"。許
民將其皆收入《說文》而分為二部，其實乃同字別體。大徐本於學字下云:“臣館

等曰:後漠和帝名也。案李舟《切韻》云:擊也，從戈畢聲，直小切";殷玉裁云:

“按古有筆無肇，從戈之譬漢碑或從史，俗乃從文作肇，而混人眼竄入許書支部"。

民氏昕云不確，周代銅器銘文二體共存而用法相間，如《鑄于鼎>> :“學作實轟"，

《叔盟鼎》為“肇作實時鼎"， Ii!P其例證。

啟 føi ((說文支部)) :“啟，教也，從支居聲。《論語》曰: ‘不債不啟丸"(巍

孝文帝吊比干文》啟字寫作“屁"。

』歡歌 《集韻入燭)) :“獸， ((博雅>> :載其手謂之聲，或作歉"。

( 1日牛羊家馬鹿夫諸獸哥邁開例

牛羊家馬鹿犬皆為早期出現的象形字，甲骨文牛字寫作“幫，，(乙3331 ) ，羊字寫作
“中" (甲2352) ，家字寫作“步，，(續1. 35.9) ，馬字寫作‘孝"(京津1686) .鹿字寫作
“發"(甲 1233) .犬字寫作“是" (粹240) .各代表一種獸的名稱，個性極為明顯，
故此從不混淆。但是，作為漢字形旁，在古文字中部不分依此，可互為通用。參見表一

五﹒

牡 化 逐 r午~ 牧 綱

w t ~ 妙
前M~.5' 聲 HIO 粹 957 甲 S4 。 粹 15;12 :fd申祖先 | 

y 
" 

何?
同J
γ 

-**2.13-1; 幸事 H6 能 6. 品品 J自 1.23.1.手 f,j 5. 4-5.7 淵釗尊

。j 全w 開 制 海 i
ZI764- 1月 4， 21.5 1#1. 658 寧1/.5:1. 1 申 1 4-5'9 大亂 | 

五 會

tt 守﹒鬥舟 4央已 64-

于中山正~ 孟鹿

表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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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行的漢字中，這些用不同獸旁組成的異體字多已不見，只由其中一種獸旁代

替。如牡、拉、牢、杖、可悶:等字均用牛旁，逐字用*旁，這是後來逐漸姐範的，古代漢

字並不完全如此。

在古漢字中關於獸旁適用的問題，過去曾有不同的看法。羅振玉曾講:“《說文)) : 

‘牡，畜父也，從牛土聲，。此或從羊、從鹿、從犬、牡飯為畜父，貝IJ從牛從鹿得任昕

施，牡或從鹿作塵，猶此從鹿作唐矣";又云:“《說文)) : ‘蛇，畜母也，從牛匕聲'。

母畜對牡而稱靴，殆猶母對父而稱匕，羊家犬亦有批，故或從羊、或從家、或從犬，或

從馬。詩塵鹿之塵，乃此之從鹿者，與地往犯駝背字間，乃諸字皆廢而塵僅存，後人

不識為拉之具體而別構音讀，蓋失之矣"@。後來楊樹達撰《釋塵F士比死駝》一文對於

羅民意見于臥駁難:“樹達按自羅氏為此說，治甲骨者靡然從之，墨無異議。余於-九

四零年夏重讀甲文詩書，心竊疑焉。蓋以《爾雅)) ((釋獸>> <<釋畜》及《說文)) ({牛

郎)) <<馬部》詩文觀之，物色形狀，辦折暴詳，事偶不同，別為-字。蓋畜故時代之至連

遺也。假令牛羊鹿犬種類各殊. jfi區以此牡相符，即為一字，以此放役，詳墨懸殊，授之

事情，殆不當爾。況母牛為此，母鹿為塵，此唐鼠不同文，牡壯庫吉土安能一字?羅民不

接枕塵之不間，推求諸文之異字，乃反提唐別為音讀之非，幾於欲以一手掩天下之自

矣"@。主此說者不僅楊氏一人， ({殷契←辭》崖潤緝釋文亦謂:“紅枕駝此就塵雖皆從

匕，而種獨各異，不必為一字"@。按揚、崖二氏之言均未盡然，漢字經秦朝整頓之

後，多已妞範，不能用秦以後已基本定形的字體衡量古文。例如逐字，甲骨文寫作“革"

(音Íj5.28.3)，“車" (扶658) ，場" (前6.46.3 )等三種嗨，如閥、單之說，當
爵各還不同獸類而制的專字，事實並不如此。如:“我其逐鹿獲" (乙下130.14109) , 

“貞逐六緊畢" (後上 30.10 入此二辭明言逐獲魔泉，而昕用的逐字皆從家作“革"，

足證楊、塵之說不確。再如:“貞祖辛歲幸牡，，(後上25.11 ) ，“歲於祖乙牡三十宰，，(甲
2386) ，此二辭牡字從牛而莘字從羊，如依楊、星之說，從牛從羊種類各異，那麼這兩

次祭把所用的牲畜則無法解釋。還有人主張， ←辭中昕謂“大牢九乃用牛祭，故字也從

牛寫作“牢'，; “小宰"用羊祭，故字也從羊而寫作“宰"。這也是一種誤會，事實並不

盡然。如:“忠于血室大宰" (鐵176.4) ，“其大宰" (抉 308) .“九小牢" (南北，明

藏 511 )，“一小牢" (粹 828) ，所舉諸例恰同持土述意見者相反。從而可見，羅氏之

言，雖證攘嫌少，但確符合古漢字的實際情況。我們可越出甲骨和銅器銘文的範圈，從

古代文獻中的用法方面，提供諸獸旁相互通用的例證。如:

特辟 《小爾雅﹒廣詰)) :“拌，赤也"; ((禮記﹒郊特牲)) :“牲用辟，尚赤

也"; ({集韻平請)) :“辟，牲赤色，或從牛"。

扭扭 《爾雅﹒釋畜)) :“驅臨研，善陸獻"，郭壤注:“驅既如研而健上山，

@ 羅振玉《增訂殷虛書契考釋》卷中，第27頁。

@ 楊樹達《積徽居甲文說》卷上， ((釋塵社記訛J;t> 。

@ 容庚、種獨福《殷棄←辭》釋文，第六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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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時有驅瞬苑"; ((後漢書﹒馬融傅﹒廣成頌>> :“箱JIU魔"，李貴注: ð，且掘，“野

馬也"。

1肩桶 《晏于春秋﹒諜上)) :“公子接歎曰:接一搏桶，而再搏乳虎"; ((自民

春秋﹒知化篇>> :“譬之猶懼虎而刺漏"; ((集韻平先>> :“研，或作獨家肩"。

搏搏搏 《山海經﹒南山經>> :“叉東三百里日基山，有獸焉，其狀如羊，九

尾四耳，其自在背，其名持詰"; <<玉篇羊部>> :“搏，布莫切，掉呢獸也，似羊九

尾四耳，目在背上，或日搏"。

1兒真貌 《說文鹿部)) :“按鷹，獸也，從鹿見聲"; ((爾雅﹒釋獸)) :“按磨

如畫虎貓，食虎豹"。郭璞注:“即獅于也"; ((穆天于傅》卷一:“猿狙，野馬，日走

五百里"; ((玉篇鹿部)):“囂，五兮切，按塵獅子也，叉作組， ð兒"; ((~部)) :“哥兒，

五兮切，殺哥兒，或作組"。

類似這樣從不同獸旁的異體字，古籍中保存很多，諸如:屬愉(集韻去稿) ，畢轉

〈集韻平鷗) ，書碼(集韻平青)，蠹城(集韻平咸)，臨特(集韻去稿)， ~UU~ (集韻入
陌)，稿摘(集韻入錫)，豬諸(集韻去至)......均為牛羊*馬鹿犬等諸獸旁古相適用之證。

( 16) 鳥佐形彈邁開例

烏字甲骨文寫作“?叫乙6664) ，佳字寫作“?叫乙“64) ，本來它們都是鳥的象
形字，由於繁簡不同而構成兩種形體， <<說文》分別謂:“鳥、長尾禽總名也";“佳，

鳥之短尾總名也"。這是後來的區分，在古文字體中按此可互相通用。星星見表一六:

守J主a 、 隻 為 雛 難

J.J、 軍、 會想 無 清晨
、島 主

聾{繪色主 父多每 1年 t是女箱文 t且女蘊艾 t兌丈局部 批文書部

}.j、 電 ~l $l 后在 基偉
佳

毛主:屁 禹屁 說丈f圭部 姚文f主部 城叉車費F t兌玄鳥部

衷一只

鳥住形旁適用，不僅古文形體如此，音義亦皆相間，例如:

厲雁 《禮記﹒王制>> :“兄之齒厲行"; ((阮元投勘記)) :“毛本厲作雁"。

臨睡 《詩經﹒周南，關雄>> :“闖關唯鳩"; ((爾雅﹒釋鳥》作“且島鳩"。

鵰雕 《史記﹒貨殖傅)) :“而民雕a悍"; ((文選﹒左思吳都賦)):“鵰悍狼民'，;

《說文佳部>> :“雕，島敦也，從佐周聲'，;叉云:“摺文雕從鳥"，作“鵰"。

鴛犯在 《史記﹒司馬相如傅)) :抱住雛孔鷺"; <<文選﹒司馬相如上林賦)) :“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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鴛雛"。

聽雛 上舉《土林賦》之“鴛雛"; ((莊于﹒秋水篇)):“南方有鳥，其名拖車串串";

《說文佳部)) :“雛，雞子也，從佳揖聲'，;叉云:“錯文雛從鳥"。

為雞 《戰國策﹒秦策)):“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土於棲明矣"; ((後

漢書﹒呂布傅)) :“比於連錯，勢不但棲"; <<說文佐部) .“雞，知時畜也，從佐

果聲'，;又云:“錯文雞從鳥"。

類似的字例很多。諸如:喝正在(說文佳部) ，駕霍(說文佳部) ，鶴說(說文佐

部) .再堆(說文佐部)，聽具在(說文鳥部) ，鷺學(說文鳥部) ，聽難(說文鳥部)，蹤

監從〈集韻平鐘) , 當自雖〈集韻平鍾) , 峙雌(集韻平支) ，奇騎在(集韻平文) ......皆

可為鳥佳形旁通用之證。

C 17) 羽飛形旁適用倒

羽字甲骨文寫作“司司" c 明 1721 ). ((說文羽部》云:“鳥長毛也，象形";飛字在甲

骨文中尚未發現，東周時代《秦公縛》中之費字形旁寫作“爪 "0 ((說文飛部)):“飛，

鳥蠹也，象形"。由於羽與飛二形旁闢係甚密，故在古文形體中立為通用。豆豆見表一七:

翰 翼 翼

λ人 已E 李 委守'惚，2, 

石鼓奢求 棄公啤 忱a艾緝部

A人
羽

學為 實
說丈司司都 中山王金 t兌丈4甚者F

表-t

羽飛形旁通用，除土表所列字形外，在音義方面，於古代文獻中亦有例證。例如:

翻觀 《文選﹒阮璃為曹公與孫權書)):“乃使仁君觀然自紹，是以忿忿"; ({陳

琳擻吳將校部曲文>> :“翻然大舉"。

翼實 《說文飛部>> :“費，被也，從飛異聲，搞文翼'，;叉云:“裝文冀從羽"，

寫作“翼"。

國直飛 《集韻平懼>> .“國剖，飛也"，又云:“或從飛"，寫作“帥"。

翱罩擷飛 《集韻平懼 >>:γ‘“‘翱，嚷韓切. ((說文》恥: ‘"小1\、飛也，J，~;叉云:“或作墨鸝飛"

類似的字例如:蠹堯〈集韻去御〉λ，翰輾(石鼓吾水) .….川……..…..….川.皆為羽飛形旁古相通用

之證。

( 18) 車電影旁適間例

虫字甲骨文寫作“ t"c 鐵46.2) .古與它同字。《說文》它字下云:“虫也"。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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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寫作“鳥" (林2.17.22) ， <<說文》作“寧"，謂為“電瞳也，從它象形，區頭與它
頭同"。虫唱意義相近，做為形旁在古文字中二者可互相通用。豆豆見表一八:

蛛 變 龜 龜 l

λ人 會 管 音 奇
是

和大率已 t比艾起部 t見丈尾部 姚文超卸

λ人 今市 令? 事 級
對

地文是部 t且文iP.，.告F 1且丈虫害F t且責虫告H

表一/ \ 

虫瞳形旁適用，除土表昕列字形之外，在音義方面古代文獻亦有例證。如:

蜜語 《說文瞳部>> .“題，實質量孟也，從瞳哥省聲";叉云:“蟹，或從虫"。

蛛矗 《說文閣部>> :“孽，單車也，從臨朱聲";又云:“蛛，每或從虫"。
生元蠶 《國語﹒鄭語>> :“化為玄電以入於王府"; <<史記﹒周本紀>> .“化為

玄電以入王後宮"， <<索引》曰:“亦作航，音元，玄航，宜蜴也"。
• .蛙這 《國語﹒越語)) :“電寵魚瞳之與處，而重睡之與同陪";韓愈《河南令

舍地畫詩)) :“已有蛙瞳助狼籍"; <<說文瞳部)) :“章，蝦膜屬，從瞳圭聲";康玉

裁注:“烏蝸切，古音十六部，按當音乖，字亦作蠅，作蛙"。

類似字例如:瞳堂(集韻入薛) ，電塵(集韻去震) ，華當( ((增訂碑別字》卷

二) ......皆為虫E二形旁古相通用之誼。

( 19) 艸甜影旁遇問例

艸字形旁在甲骨文中寫作“rf" ( 乙8502) ，乃車字昕從;卿字寫作“抖，，(掠續10的，

乃萃字昕從。《說文》云:“艸，百卉也，從二中";謂制為“家艸也，從四中"。這是自

秦朝整頓文字以後的區分，在古文字中，艸與科只是繁簡不同無原則上的區別，故此互

為通用。參見表一九: (見下頁)

古文艸與串串形旁通用，不僅在古文字形中保存了大量的證攘，而且在音義方面古代

文獻亦有實例。如《說文艸部》自蒜字之後五十三字，每字皆有從艸與制兩種形體。許

民自注云:“主文五十三，重二，大豪從嘟"。康玉裁注:“在左之字五十三，皆小黨從

艸，大豪從甲午，如芥作萃，惡作草草，餘間，省約其辭，總識於此"。下面從中選擇數例

以資說明:

芥者 《說文艸部)) :“芥，菜也，從艸介聲";康玉裁注:“錯文作菲"。

蔥辜 《說文艸部>> .蔥，菜也，從艸恩聲;康玉裁注:“描文作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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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芳 "冗++-a 常 薦 蒐

A人 真 本 報 法 ;其v 導
申3940 怖耳其亂 番盒飯 克 Pι 石章主艾 中山玉皇

λλ 
y.守、+

持 可 平 為 要
ft f守

周申 20 t比文艸都 t先文艸卸 t兌丈艸吾p iit文艸甸 盟有 67.28

司長十九

種書 《說文艸部)) :“巷，艸也，從艸崔聲";毆玉裁注:“摺文作聲，.。
餘皆罔此，茲不盡舉，僅攘《說文》昕載，足為艸柯二形旁古相通用之證。

(20 )末米形旁邁開倒

米字甲骨文寫作“將" (粹228) .未字寫作“羊，，(後上23.6)0 <<說文米部》云:

“米，栗實也，象末泰之形"; <<末部)) :“末，嘉穀也。"。未與米皆主要的農作物，作

為漢字形旁彼此意義相近，在古文字體中二者可互相通用。學見表二0:

稻 廣 系量 種 栗 就 1
).J. 森 鼠忌 亦然
禾 非

曾于巨 名 f由敏 5于筒 吉尼主禾部 古堂北京 t兌丈永苟

λ人 -b " 施 果
-* 

, .. 
眛公于輒 ?去自 地文未部 古堡方印本書 t見女itJ部 t且丈末都

表二。

末米形旁適用，除上表昕列字形外，在音義方面古代文獻亦有例證。如:

稅粒 《後漢書.安帝紀)) :“雖有康粥，糖粒相半"叮; <廣韻五皆)) :“社，梅

耽"叮; <<集韻平脂》扒:“社，穀不成也，或從米"寫作“吋$粒比"

棟糖 《說文未部)) :“梅，谷之皮也，從宋米良聲"; {(漠書.陳平傅》恥:“亦

農糖竅耳"叮; <<玉篇米部)) :“糖，俗梅字"九
。

種鞭 《漢書﹒搗雄傳)) :“馳騁視稻之地"; <<史記﹒滑稽優孟傅)):“祭且價

稻"

碎悴 《准南子﹒時則)) :“行靜臂，養老袁"; ((准南于﹒天文)):“行脖霄，

施恩澤"。

穀較 《說文末部)) :“穀，績也，百穀之總名也，從未饅聲"; <<孔叢子﹒執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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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昔者土天神異后嚷，而為之下嘉毀，周以遂興;往者中山之地，無故有

穀，非人昕為，云天雨之，反亡國"; ((集韻入屋》扒:“穀或從米"寫作“穀智.. 

類似的字例很多，諾如: 梁〈集韻平鷗〉λ，礁樵〈集韻入覺〉λ，棟棟(集韻平

站〉λ' 幸裸果蝶〈集韻上馬) ，禎糊〈集韻入祭) ，稽糟〈集韻去泰〉扒，幸花乞粒(集韻入沒)，, 
榜糖〈集韻平唐) ，祥粹〈集韻入術) .……..……..…….叮…..皆為末米形旁古相通用之證。

(21 )朱食形旁邁開倒

食字甲骨文寫作“金" (甲 1289 ), ((說文》云:“食，一米也，從 ~A 聲，，;食乃由

來而成，故在古文字體中，米食二形旁可互相適用。參見表二一:

京立 告喜 梁

JJ. 

你企 你喜 戰
未

t且丈幸卸 t且主食部 t比女食jj!

).),;. 

教J民人
i;i丈古丈 t且丈食部 t見文食甸

表三一

米食形旁通用，除古文字體有昕保存外，音義方面古代文獻亦有例證。如:

康星 《禮記﹒月令)) :“授几杖，行康粥飲食"; ((間喪)):“故鄰里為之要粥

臥飲食之"。

鞭候 《說文食部)) :“餓，乾食也，從食侵聲"; ((詩經﹒大雅﹒公劉)) : 

“迺裹餵糧"; ((三國志﹒陳恩王植傅)) :“雖有鞭糧，饑不遑食"。

粒立推食 《說文米部)) : “粒， *1耀甚也， 從米立聲"叮; 叉云: “立蛤食， 古文從食"

禧籠 《說文食部》趴:“嬉，酒食也，從食喜聲，詩曰旺:可以饋官嬉喜"~;叉云:“精，

館或從米"。

類似字例很多，諸如:牆體(集韻平權) ，棍饅〈集韻平魂) ，相齣〈集韻去漾)，

糕僻、(集韻平豪) .耗能(集韻去至) ，槌鎚(集韻平灰) ......皆為米食二形旁古相通

用之詮。

(22) 衣巾影旁遇問倒

在字甲骨文寫作“今，，(甲 337) .巾字寫作“巾" (前 2.5.3)0 ((說文哀部》云:

“哀，依也，上日衣下曰常，象覆二人之形"。今從甲骨和銅器銘文中之衣字分析，作兩

抽大領乃互交之象形字，許謂“象覆二人"，誤。《巾部》云:“巾，佩巾也，從口， I 象



.失., 

巷。 cþ盟路文窮究n昏昏獨

聳聽.. 0 (濁權﹒毒手官﹒序當) :輔巾車弋郵玄詮:“rþ鑽去啦";由於互交與巾皆λ之服

轍，作歸路旁，台文字體及露適用。每見裝工二:

榜 裳 幸事 缺 種

)主

食，可 i<i'可iLZK 
令@ 各 ~ 峰誼E 

泓
t盟，貢事絲 1比全rþ 著手 i..l;t申甸 it.丈巾. t兌甘E衣事?

人人 t p巾!k 巾@ 將 體
l令

t是:t令部 4崑斃命" 他家中f\\ 姚叉巾畫P I i兌玄申弩

發二二

我巾路旁適用，除土農歸到當文章星體外，在會轟1i面當純文獻賽有研證。如:

鑫常 《輪衝﹒教闢第):“越常獻維持; (叢書﹒王葬傅): ..越接聽譯獻自

妞"。
種攤 《說文巾部主:“峙，強調接接寂當.餐巾監聲"; (在部》叉芳:“攏，

擺謂之撞機，盤，無線在啦，役裁軍長聲";葛老玉鐵諱: •• (方雷》叉B: 無蜂之ti.謂

之寵。難謂無舞之在自棍，故抵擱無據創謂體告。 (rþ都》瞌下問:楚謂無繞在

也，種與擺闊九

彌慵 ( tl~葉喬.Jj盆子縛):“實體軒童醫大馬難屏呃，轉播絡";亭，是注:“褲雄

也"; 至胡帶記):制動行都裝機雄，1 至第韻去灘> :“擒，或聽巾"寫作"槽"。

做跌 《龍文申都恥"艘，鐘書哀也，餐巾央擊";又云:制棋，軟或攏在"。畫報

典，華文序):“三十發合爵三歉，; 至集韻入質):“棋，濃挺著長..寫作“蜜"。

轉轉 f 魏文巾部): c.蟬，總啦，提巾軍聲";又云:“棒，輯或繞在";至背

書﹒說籍搏):“獨不見群頭之處揮中";至世韓寮語﹒傭行):“人寧可使嬋無蟬

邪"; (樂頓~現> :“串萃，或作揮"。

類似的字倒很多，路輯:“擺擺〈簾韻入覺).捕關〈攤韻~歸) .檔翰(黨韻~

聽仇糊糊〈黨韻平轉)，祺棋〈集飯去志) ，禪續〈襲韻瓷雖) ，被摟〈黨議入麗) , 

按常(~藍領去代) ••• ...皆可爵揖巾二形旁當祖過思之攏。

(2的衣無略帶護摺個

:IA寧甲骨文寫作..{，，(乙124). (說文》云:“來，翻轉也，數黨韓念形"。在站
轉艙，彼此輔係密嗨，故在古文字聽中芷報道冊。這章見過二三: (見下頁)

容許多接采袁木馬第勢的黨組字，許民皆擴其形勢分為二芋，持按南部。其實它謂
之中有雖是當韓輯闊的單單體字，古代文數萬JIt提換了大麓的體擔。調部2

" .笑，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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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 補 縷 S今 策 手放
).)、 ;為 唸 能
/~ 

城去余都 回戶頑主線 ìJl.文，t.部 t見文k甸 t見文系部 姚文;f-書p

主}、 令同 令為 tJntk zp p 貝司f 令!全
衣

t且文系都 t且丈4文旬 姚文衣-tF -i)t.艾我卸 -j，Jt，文.j)t~ t版-'Iltjp

表一士

榜緝 《說文余部>> :“縛，區在也，從*寄聲";康玉裁注:“4年昕謂套椅也";

《文選﹒佳肪奏彈劉盤文>> :“前代外戚，仕因亂橋"; <<漢書﹒釵傅>> :“出與王

許子弟為章，在於綺緝就稽之間";又《外戚﹒孝昭上官皇后傅>> :“雖宮人使令皆

屬窮靜多其帶'，;顏師古注:“縛，古榜字也"。

相紹 《戰國策﹒趙策二>> :“王立周紹為傅，遂賜周紹胡服，在冠具帶，黃金

師此，臥傅王于也"; ({史記﹒趙世家>> :“惠后卒，使周祠胡服傅王子何九

接縷 《方言>> :“南楚，凡人在被醜弊，或謂之檻樓，故《左傳》曰:華路

撞撞";今《左傳》宣公十二年作“華路藍棋"。

樞紐 《史記﹒外戚世家>> :“青三子在祖撫中，皆封為列使"j <<漢書﹒衛青

傅>> :“青固謝曰:臣青子在總拇中，未有勤勞土幸裂地封為三優"; (史記﹒三王

世家>> :“王于或在繃椒，而立為諸偎王"。

:f~章是 《說文余部>> :“艇，島丹黃色也，從余是聲";叉云:“綻，或作紙";

康玉裁注:“從去氏聲也，古民典是同用，故是聲亦從氏聲"。

特章等 《說文余部>> :“稀，在來也，從*4-聲，'，最玉裁注:“聯合眾標之帶也，

每人用鋪鈕非古也，凡結，帶皆日約"; <<禮記﹒內則>> :“特縷華履";鄭玄注:

“精猶結也"; <<釋文>> :“持，本叉作精"。

類似字例很多，諸如，接綻(集韻去霉) .撞鱷(集韻去用) .標轉(集韻平文)，

?難囊〈集韻入法) .耨耨〈集韻入法) .抹抹(集韻入月) ，樓輝(集韻平有) ......皆

為;fX~二形旁古相適用之詮。

(24 )來索素影費邁開倒

索和素甲骨文中均未發現，西周銅器銘文索字寫作“費" (牆盤) ，素字寫作“宮"

(蔡姑殷) 0 <<說文》云:“索，艸有莖葉可作組索";康玉裁注:“經史多假索馬東

字"; <<說文》謂素為“自致緝也"，在古文字體中索、素皆罔采字形旁適用。參見表二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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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受 絡 絆 紛 接:

Aλ 

了?眾
司直韋 喵盒

Aλ 

移 報主

發結紋 早早縛 t且直幸告p

JJ.、 將 將 ~~ 論 級
,f, 

使主iti~ I 1.且直血部 地主持:都 符吋軒古董 t且文章部

表三四

古4年漢字從索旁或從黨旁的為數不多，字數雖很有限，但索素間來字形旁適用，部

有充分的證接。例如:

綽憲章 《史記﹒司馬相如傅)) :“綽約便鐘"; ((漢書﹒司馬相如傅》作“使鐘軍事

的"0 ((說文素部)) :“華夏，輯也，從素卓聲";叉云:“綽，輯或省"。

鰻穀 《說文素部)) : “素穀要，素軒車也，從素妥聲"叮; 叉云: “鰻，素穀愛或省"

串尋報草率 《說文素部)) • “素蘇率，素也，從素率聲"叮;段玉裁注: “素當作索，索見

市部繩索也。從素之字古亦從來，故辦字或作碎，或作砰"。

絡索各讓各 《集韻入鐸)) :“絡， ((說文)) :絮也";又去:“或從素"寫作“韜'，;

《汗簡系部)) 51 ((碧落文》絡字從索寫作“素會'; ((牆盤)) :“熱圍武王"寫作“甜"，

從索各聲，各作反書，與《無曹鼎》反書各字“忠"寫法相間，同絡，假為悟。

(2S) 是攝影旁邁開例

字周代銅器銘文寫作中， (攤鐘)， ((說文》未獨立建部，收在支部中，謂:

“蜀，治也， 玄于相簡L妥治之也"。從其形體分析，象雙手理京之形， ((說文》訓此字為

拾，可能根攝於此。因二者關係密切，故在古文字體中余萬形旁通用。套見表二五:

鍾 8官 綽 細

1人 研 ~f 各

毛公 j扎 痕仲 4具特 伯細益

λ人 ~~ 求
國資款 令且文1付F t且貢素郁 余個紋

一一一一

表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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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磊、旁的字數不多，以僅有的一些字考察，均可證明晶晶二形旁古相適用。如:

結當官 《囑鐘》棺字寫作“會"，昕從之“$ "gp 眉之省。吳大激云:“鼻器文綽

結二字其文甚多， <<薛氏鐘鼎欺識>> <<伯碩父鼎》作‘腳時" <<普姜鼎》作‘ t~

位1 • <<孟姜敦》作‘嗨!如'. <<說文素部》‘耕華夏，二字連文， ‘軍事隸，也或有省作

‘綽棄愛'，葉選也或省作輝，大歡以為綽結眉壽古延年語也"@。

綽辭 《膚鐘》“綽結"之綽寫作“蜂"，與土舉諸器從乘之綽間字，亦即《說

文素部》“綽緩"之綽，此叉為來串通用提供一證。

鱷髓 周葬銘中種字多寫作“縛，'，劉心諒於《克鼎》考釋中云:“高，1 ÐP 
續. (說文>> : ‘驢，增益也. ÐP重疊字，古刻從東者重從東聲，又從田為重，從高

乃亂字，聶從主 ÐP來，是輔臣P鱷矣"(1);孫話讓《摺膏述林》謂“此字亦見《陳偉

因背敦>> ，其字作“縛，'，則直是鱷字，金文從重從童字或變東，若後文鍾字亦從

東是也，變余為遍又增回者，皆毓耨文"。王國維亦云:“路從哥從事，殆自P <<說

文》鱷字，，@。

細賞自 《伯雷回盎》之買回字，寫作“軒 ", <<圖自由》之辭，寫作“?宙，'，均能讀

旁. <<余j8J撮》之翻，寫作“恥"，所從乃來之轍，皆為細字。

( 26) 向「孵旁邁開倒

{字甲骨文寫作咱們 "C 乙8812) ，尸字寫作“('" c 乙1405 ). <<說文》云:“戶，

交覆~屋也，象形"; <<í部》云:“j. 因「為屋也，象對刺高屋之形"。由於它們皆

為古代居處之象形字，作為形旁，在古文字中可互相通用，善惡見表二六:

定 安 廣 廟 安 也~ 

1人 f吉、 f剪1 街 院1 ri) 內
內

本蟬，做 覺自 士父仲 益方美 才告 t主 t且文內部

A人 街時有!每座荒
「 'Íl伯 6瓦 格伯做 士父併 吻函敏 ZS 嚨 鴻章吉文

一一一-

司長二大

{尸形旁適用，除上表昕列字形外，在音義方面，古代文獻亦有倒證。如:

宅j毛 《說文內部>> :“宅，人所託居也，從{毛聲";叉云:“店，亦古文

@ 吳大歡《字說》第39頁， <<鰻字說》。

@ 劉心源《奇概室吉金文述>>. <<克鼎考釋》。

@ 主國維《主觀堂先生全集 )2007-2008頁《毛毯鼎銘考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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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
寓JM <<說文內部)) :“窩，寄也，從{禹聲'，;又云:“寓，或從尸，作用"。

宇J于 《說文部)) :“宇，屋邊也，從內于聲，易曰:上攝下字"; (玉篇

尸部)) :“字，謂文作序"。

類似的字例如:寵龐(集韻平鐘) ，寓!萬(集韻上麗) ......皆為 .......j二形旁古相適

用之聾。

(27 )皆血瓦罰手旁邁開倒

告和血皆古人生活中之用具，借字甲骨文寫作“宮" (粹1175) .血字寫作“V"( 殷

契798) ， ((說文》云:“話，瓦器昕以盛酒漿";“血，飯食之用器也"。瓦字甲骨文中

俏未發現， ((說文》謂:“瓦，土器巳燒之總名"。由於最初的封血皆為陶制，瓦為陶器

之總名，故在古文字中甜血與瓦之形旁可五相通用。參見表二七:

瓶J 紅 椅 11: 盎 剪也

}..J.. 

1、 1~ ~ 來立丘 墓..1111 

但
益域晶# 主且瓷缸fJl t比女品甸 毛兌文血ip t且女且都 苛1.\趾

J..}... 碎? 部 每 ? 要互
丸

說.j:lAI! -ijI.女.u~ 她丈L甸 t此文是，-1p 現女且都 主攝

表二七

話血罔瓦形旁通用，除土表所列字形外，在音義方面，古代文獻亦有例證。如:

審聲 《禮記﹒檀弓)) :“酪酷百蜜"; ((懂禮﹒聘禮)) :“臨臨草書"。

盎盎 《說文血部)) ，“盎，盆也，從血央聲";又云:“或從瓦作季"0 ((集韻

去君)) :“盎或從瓦"作“盎"，亦作“組"。
盆鑫﹒《後漢書﹒陳﹒忠傅)) :“海水盆溢"; (音書﹒食貨志)) :“水潭鑫溢"。

韓聾 《說文面部)) :“囂，話也，從街鬧聲"; ((文選﹒劉伶酒頌)) :“先生

於是捧盟承槽"。
缸南 《說文瓦部)) :呵，似曹長頸，受十升"; ((借部)) :“缸，司也，從面

工聲";康玉裁注:“與祖音義皆同也，史漢貨殖傅皆曰臨醬千司"。

掛瓶《詩極﹒小雅﹒寥義)) :“研之聲矣，維暮之恥"; ((漢書﹒陳遵傅)) : 

“觀瓶之居，居井之眉"; ((說文甘部)) :“僻、書也，從一起﹒并聲";又云:“餅，或

從瓦"作“瓶"。

類似的字例如:囂瓷(集韻平脂) ，蹲翱(集韻平魂) ，意芸(集韻上腫) ，當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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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韻去關) .閻麗[(集韻平模) ......皆為昔血同瓦等形旁相通用之誼。

(28 )土華形旁邁開倒

土字甲骨文寫作“血" (前5.23.2 比《說文》云:“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 -象

地之土地之中. I 鈞出形也";華字甲骨文寫作“拿"(粹717) ， ({說文》云:“尊，度

也，民昕度居也，從回象城事之童，兩亭相對也"。由於城乃由土研築，故在一些真誠

有關之古漢字中，土哥二形旁可互為通用。多見表二八:

城 笠 鳩 經 坦 堵

).J.. 

3持 Iff l~ e囝 多做
她貌重生俊 重't fllt 要L有'Ä_生 主主色 t且直站丈 現~，措玄

).).. 受 士嬴 不f 士回 喘
土

中山五金 手且丈.:I:.tp 姚文J:..卸 *仗隊 iJI，~主卸 現」宜生告F
」

司長三l\

土著形旁適用，除上表昕列字形外，在音羲方面，古代文獻亦有例誼。如:

城翱 《說文土部)) :“城，以盛民也，從土成，成亦聲";又云:“顱，第文擴
從章"。

垣事~ <<說文土部)) :“垣，牆也，從土宜聲";叉云:“車，謂文垣從事"。

堵軒 《說文土部)) :堵，垣也，五版為堵，從土者聲";又云:“瞥，描文從

畫"。

墉轎 《集韻平鐘)) :“墉. ({說文)) : ‘城垣也'，古作歸"。

(29 )士回形旁適間倒

回字甲骨文寫作‘四，，(菁1. 1) .或“囡，，(粹1222) ， ({說文》云:“間，轍也，樹

穀日田，象形，口十，千百之制也"。因田由土而成，故回謂“樹穀"，土謂“吐生萬駒，'，

二者意義相近，在古文字體中土和回二形旁可五相通用，星星見表二九: (見下頁)

土回形旁通用，除下表昕列字形外，在音羲方面古代文獻亦有例證。如:

留望 《說文田部)):“留，止也，從田卯聲"; ((土部》云:“哩，止也，能留

省從土，土昕止也，此與留同意"。

航坑 《漢紀﹒孝文紀)) :“除山川、坑斥、域池、巴居、圓圓、街路三千六百

井"; ((廣雅﹒釋地)) :航斥，澤他也"。

暢場 《說文田部)) :“暢，不生也，從田易聲"; ({土部》云:“場，祭神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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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留 域 頂多

Aλ t: @訴 @多
回

神大掌區 留斜 ;于簡下二 況女回部

Aλ 

也 府主 i訴 i多
土

t兌支主者F t先丈主者F t版土.-tp i}t文主實F

司長二f6

一日山田不耕者";段玉裁注:“《田部》云:‘騁，不生也'，場與暢義相近'，;

《集韻平鷗)) .“場. ((說文>> :‘祭神道也'，一日‘回不耕'，一日‘治穀回也'，

或作暢"。

眩按 《說文土部)) :“坡，兼按八極地也， ((國語》曰:‘天于居丸按之田'，

從土亥聲"; ((國語﹒鄭語》作“王者居九眩之田，故經入以食兆民"。

阿汀 《集韻平青)) : “肘， ((說文>> :回隨處日阿，或從土"，寫作“ fJ" 。

類似的字例如:曹重(集韻平鍾) ，眺f~E (集韻上小) ，自畫壇(集韻平陽) ，自由埔

〈集韻上準) ，時睦(集韻平青) ，因童境(集韻土緩) ......皆為土間，二形旁古相適用之

置。

(30 )士賢形旁適用例

自字甲骨文寫作“~"(庫1917) ，或省作“卡" (甲2327) ， ((說文》云:“屋，大

陸也，山無石者，象形"; ((釋名》云:“土山日車"。自扭為“大陸，'，為“土山"，皆與

土有密切關係，作為形旁，在古漢字中自土適用。參見表三0:

疆 望 塊 克車 址 放

.Á). 
6 主 I失 士氣 i也

土
!l正咒，他 重-x il艾主告p 說丈土甸 悅文自告F 已此文丰剖

}.j.、 ;~ 除 關 會~ ~r~ 
南疆生正 t且丈土部 4且丈1二者F t此文」ι告F f兌丈直卸 姚文宣部

司長三O

土喜形旁通用，除上表昕列字形外，在音義方面古代文獻亦有的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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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阻 《漢書﹒搗雄傅>> :“功若泰山，嚮若阻隕"; (文選﹒搗雄解嘲):

“功若泰山，嚮若士正嘖"。

坑院 《文選﹒播岳西征賦)) :“儒林填於坑算"; ((後漢書﹒袁紹傅)) :“忱阱

塞路"。
塊醜 《音書﹒阮籍傅)) :“籍智磊腕，賓以酒潰之"; <<世說新語﹒任誕)):

“阮籍胸中壘塊，故領酒搗之"。

扳阪 《史記﹒袁盎傅>>:文帝從霸毆土，欲西馳下峻阪"; ((漢書﹒文帝紀):

“需從霸腔，欲西馳下峻圾"。

按眩 《史記﹒封禪書)) :“太乙刷壇，壇三坡"; <<漢書﹒郊肥志>> :“春一

壇三眩"。

重朧 《漢書﹒劉向傅)) :“丘聾皆小，葬具甚徵"; <<後漢書﹒王莽傅>> :“丘

構發摳，害循生民"; ((文選﹒鮑昭蕪撮賦)) :“井腔誠兮丘朧聲"; ((江掩恨賦>>:

“琴瑟誠兮丘嚨平"。

坊防 《韓非于﹒羽見秦)) :“長城E防，足以為靈"; <<戰國策﹒秦策>> :“長

城鉅坊，足QJ，為塞"。

類似的字例如:瑾陸(集韻土葬) .埠障(集韻平鷗) .操隊(集韻平戈) .螺阱

〈集韻去怪) .堪陸(集韻去願) ，埔愉(集韻去恨) ，培陷(集韻去陷) .讀隕〈集

韻平文) .墳懊(集韻入屋) .墳隕〈集韻平灰) ......皆為土自二形旁古相通用之證。

(31 )谷車路費適閣制

谷字甲骨文寫作“谷"C 抉113 ). <<說文》云:“口土間也，從口上象其理"; <<爾

雅﹒釋水)) :“水注川日點，注費5日谷"0 <<韻會》謂:“兩山間流水之道，'，即昕謂之山

谷。同自意義相近，故在古文字體中谷自形旁通用。蓋章見表三一:

?侖 F費

人人 KfJ、學T、H- V凡是貫S 
谷

輸伯自 說文古文

).}.、 除 除
2 

現文直部 姚文自部

表三一

從谷旁的字數不多，但從僅有的一些字體來看，無論是古文字體或文獻中昕記載的

音義.均可證明谷自二.形旁可互為通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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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隙 《三國志﹒魏書﹒胡質傅>>:“今以眶脆之恨，乃成嫌隙"; ({吳書﹒陸通

傅>> :“久結嫌隙，勢不兩存"; (廣韻二十陌.) :“餘，嫌恨"; ((集韻入陌>> • 

“隙， <說文>> :‘壁際孔也'，一日‘聞也'，或從谷"，寫作“餘"。

續障 《說文區部>> :“醋，通溝也，以助水者也，從自賣聲，讀若洞";叉云:

耐饋，古文贖從谷"。

由於自同山意義相近，因而谷罔山二形旁亦通用，雖然尚未發現山間谷二形旁通用

的古文字例，但在文獻中部保存許多例證。諸如:巔，或從山作l嘍(集韻平齊) .給訝

二字，或從山寫作蛤呀〈集韻平麻)。

(32 )目月形旁邁開倒

日字甲骨文寫作“白"({缺518) ，月字寫作“ JY " (抉518) ， ((說文》云:“日，實

也，太臨之精不虧，從口一，象形";“月，關也，太陰之精，象形"。實際上太歸是宇宙

間的恆星，月亮是地球的衛星，但古人必為天圓地方，日和月都是發光體，而晝夜輸

出。在古文字體中以日月作為形旁並互為通用。參見表三二:

期 薯 音

).).. 專 表 心自

jf-候，主 鑫侯仲 91ji贅直是

λλ 會1 次 言?
月

真正光值 且最物品 你正點

衰三三

日月形旁通用，在現有的資料中昕見古文形體並不很多，但在古代文獻中部保存了

不少值此五用的實例。如:

咄岫 《說文月部.) :“拙，月未盛之明，從月出， ((周書》曰: ‘丙午岫'";

《楚辭﹒九恩﹒疾世>> :“時咄咄兮且且，'，王逸注:“咄，一作岫"。

春期 《說文月部>> :“期，會也，從月其聲";又云:“蓉，古文期，從日其"。

曉蹺 《說文日部>> :“嚼，明也，從日堯聲"; ((漢楊君石門頌》曉字從月寫作

“廳"( ((增訂碑別字》卷三)。

瞳腫單是劉孝綽詩:“瞳嚨入林軍";韓愈《謂衡嶽廟詩>> :“星月韓映云腫

體"。

H玄胺 《國語﹒吳語.) :“一介摘女，執冀帶以眩姓於王宮，'，韋昭注:“眩，備

也"; <廣雅﹒釋詰二>> :“眩，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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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以土三十二例的分析，說明在古漢字中有些意義相近的形旁，可ø互相適用;

但是形旁通用的範圈，並不限按三十二例，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只是由於目前資料

不足，有待今後捕充。從已有的現象來看，諸如大與人兩種形旁亦可通用，像甲骨文中

的美字，從大寫作“賢 "C 甲783) .從人寫作“~ "C 京津4535. )。持字《祖乙自》從
大寫作“縛rt..，，; ((長曰戌鼎》從人寫作“有 "。自與山形旁通用，像《說文》中之崩

字，飯從山寫作“山姆";也從自寫作“鞠"。火與光形旁適用，如擇字也從光寫作“擇"
(集韻入昔比陣字也從光寫作“陣"C 集韻入揖)。牙與齒形旁通用。如輯字也從牙寫

作“鴉"C 集韻上實)。玉與石形旁通用，如兩字也從石寫作“呵" c 集韻平歌〉。雨與水

影旁通用，如濛字也從雨寫作“星"。木與片形旁通用，如板字也從片寫作“版"C 集韻上
諧) .榜字也從片寫作“膀"C 集韻土蕩) .等等。不過這些資料還很零碎，古文字體間

文獻資料都還不夠充分，只能親為一些現象，還不能作為一種實例來攘證說明。

自六朝以後，集俗字的書籍很多，如唐顏元孫的《干碌字書>> .將當時適用的漢字

分作正體、遍體和俗體三種。他說:“昕謂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券契藥方，非

涉雅言，用亦無爽。(黨能改革，善不可加。昕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鐘啟尺贖

判狀，固兔話訶。研謂正者，拉有憑攘，可以施著述文章對策碑碼，將為允當"。從書

中昕錄通俗字體考察，多為後世傅寫之省文誤書，與本文昕講古文字體利用義近形旁昕

構成的單生異體，完全是雨同事情。在當時的情況下，古文字的資料甚為有限，像這樣

的問題，不可能有昕揭示。關於形旁義近而構成的異體字，早在商代甲骨文ep已出現，

當時多因形旁簡化而形成，如是旁可省作才或止，螂旁可省作艸，等等。自入西周以

後，五相適用的形旁逐漸增多。尤其是在春秋戰國時代，由於使用文字的階層和範圈日

益擴大，而創造漢字的區城也必然擴大，同一個字由於產生在不同地區，無論是形旁或

聲旁都會出現差別。當時並不因為形旁或聲旁稍有不同而改變本來的字義，常常是同為

一字而同時存在幾種寫法，在當時是人昕公認的。自秦始皇實行“書同文字"以後，漢

字字體才還漸走向定形，再經過歷代對於漢字形體的現範整頓，從而使異旁字遲漸消

亡。其中有的因意羲的引申分化成兩個不同的字，也有的則被歷史掏訣。雖然有的分化

或淘汰，但它們原有的學生闢係並未完全消失，無論在古文字體或古代文獻中，均保存

-定的遺跡。當然，我們說義近形旁通用，而是指同一個形聲字存在著使用兩種不同形

旁的可能;並不是說無論那一個形聲字必然共存兩種形體，昕謂通用也只是相對的，只

能在一定條件下通用。弄清某些形旁的互相關係，這對研究漢字形體的演變及考釋古文

字，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我們在分析古漢字義近形旁通用的同時，還發現另外一種現象. ep形旁混

用。這種現象多出現在漢碑和六朝墓誌之韓書中。例如-1與才兩種形旁有時混用，像條

字《槃蕭擔碑》寫作“條"@。示和表二形旁也有時混用，像捕字. ({齊平等寺碑》從示

@鱷振聾、羅振玉《增訂碑別字》卷二《蕭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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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繭，吻。禮字《周段模墓誌》從衣寫作“禮"@o' 冠字《元融把盧貴蘭墓誌》從示寫

作“訝，，@. ((元恩墓誌》從去寫作“砰"@。凡此一額互用的形旁，皆非因形旁義近而通

用，乃是因為形近而混用，它們並非是同字具體，而屬於後人誤寫的錯字。因為“-{"是

人字形旁，“ 1 "是由“ 1'，旁的報變，二者沒有共同的意義。同樣的情況，“乖"是示旁，

“幸"是去旁，二者也沒有相同的關係。至於冠字昕從的元，後來一誤為示，再誤為去，

都是由於形近的原因而形體相混。類似的情況，在古文字中也是存在的，例如奔字，

《大孟鼎》寫作“扎"從三“止". <<效自》則誤從三刊，'，而寫作“詩"，後來正確

的字體而破遺忘，錯誤的字體反而得到流傳，這是一種誤會。凡屬於形旁混用的字體，

無論古令皆為錯字，並不屬於形旁適用的範圈。誠然，分析漢字形旁，辦別適用和混

用，部應格外留意。

@ 間注 (9) 卷三《廈部》。

@ 間注 (9) 卷三《齊部》。

@趙萬里《漠魏南北朝墓志集釋》圓脹150。

@ 間益 (12 )圖版155。

寫於北京大學考古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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