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俗書每合於古交

于省吾

羅振玉〈遼東樣著丙編﹒車塵棄〉有〈古文間存於今聽說〉 一文，其序言中謂沈子培“龍

為乾嘉以來言小學者所未知"。前人之治〈說丈}者多嚴於正、俗之辨，而清儒尤甚。凡自

漢以來畫畫、隸、楷書之不符於許害者，輒謂之別字俗構。蓋不辨正、俗，則於若干丈字之解

釋，勢必是非混淆，令人無所適從。許書中所列俗書凡十四名，由今觀之，未盡可接。例如:

“輯、水肅而乾也，從水鵲聲"，又以攤為轉之俗。 按漢水之漠，早期古文字典 〈說丈〉 並

作漠，而戰國時期之古文則作灘(見那君般節)。漢字從佳作灘，以j英為聲符，乃漠之繁體

字。以此例之，則揖字亦應從鳥漢聲，而許氏以為從水罵聲，此一誤也;許氏不知灘為漠之

晚期古文，此二誤也;古文字偏旁中從鳥從佐每無別，而許氏以從鳥之攤為正體，以從佳之

灘為俗體，此三誤也。由此可知，不以古文字為準，又何以知許書之釋灘一誤再誤而三誤乎?

世之株守 〈說丈〉 者，當爽然自失矣。自漢以來之筆、隸、員楷，每有背於許書而合於商周

古文者，不應一概視作俗體。李斯作小象以“同書文字，'，然民間之於古文，往往積習未改，

故時有殘遣。羅丈於古文間存於今隸共得五十四字，多有遺漏。 今於羅文之外又得六十四字，

愛分條加以闡述，不徒破拘泥許書者之成見，抑亦為研討古文字者之一助。惟所徵引，仍未

蹟備，補宜疏縛，有埃於級學方聞之士。

〈說丈〉 呵“從日仄聲

告ì0 ， 古妳丈作妒， j奏樂教復民租碑作臭，猶存古文。

〈說文} t~自“從木結變"，徐鐘謂“今俗作杉，非是" 。按杉字古陶文作恥，漠印有杉安、

杉得，是衫非俗書矣。

〈說文〉是“從林疋盤"。按契丈、 金文、陶丈楚字均從林從足作楚，無從疋者。 漢代

畫畫報亦多從足，顧藹吉謂碑誦從足，非是。魏龍門高楚造象題名亦作楚，與古丈合。

〈說丈〉觀“從見筒聲

爾" 。 按爾觀見自觀字從爾，是觀為後起之誦字，融為初名，非俗構也。

〈說丈〉鳳“從辰、從見"，段往謂“俗有尋覓字，此告葉之誦體" 。 按〈六書故〉 教唐

本〈說文〉“覓、尋也" 。 班殷覓作啥，從爪從見，是覓非俗體矣。

〈說文〉負 “從夕寅聲"。按金文作簣，漢鍛阮碑作食，猶存古文。 李文仲 〈字鑑〉謂

俗上從肉，失之。

〈說文〉袋“從衣台智"。按百壺作室，漢衰秋印作贅，魏受禪表作哀，與金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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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丈〉會“從A、從省省"。按蔡子區作會，漢印、漢碑亦多作會，漢日有意竟同。

又〈說丈〉會“從入、從日、回聲。"按金文作會，漢碑、漢金文同。其字中從田，不從國。

〈說文〉帥“從巾官盤"。按金文作帥，從自與會形姐別。漠孔彪碑、景君銘作帥，與

金文合。

〈說文〉是“從日正"。按晚期金文變體作壘，較早者均作壘。漢柴是鼎作壘，與金文

常體合。

〈說丈〉侖“從品侖"。按金文作為，文金文僻字從侖。漢金文菁、當習見，均從二口，

不從品，與金文合。

〈說丈〉十“ 為東西， I 為南北"。按契丈十本作 1 ，晚期金文作十，橫畫起而豎畫

長，漢金文悶。

〈說文〉賣“從貝商省畫畫"。段注謂俗作賞。按金丈費、會互作，則會非俗作矣。

〈說丈〉宜昌“從日在甲上"。按串字敢陸作中，漢尹宙碑作旱，說者以為隸省，不知其

合於古文也。

〈說文〉“撓、亡也，從亡蠢擊。"段注謂“此有無字之正體，而俗作無，無乃蠢之隸

變，蠹之訓鹽也與無義正相反"。按金文有無之無均作爽，未見從亡者。漢隸有從亡者，

漠印皆不從亡，段氏強分正俗，失之。

〈說丈〉寰“從展自盤"。按散氏盤農作實，從田不從函，許誤以會意為形聲，漢印多

作嚷，猶存古文。

〈說丈〉替“從敵對~貝"。拉幫母商管字從阱， 一正一倒，唐李英公碑作臂， <龍鑫

手鑑〉虎部督之或體作簣，並與金文命。

〈說丈〉昌“從日，象 在1出形，'，段注謂“俗作宮" 。 怯克鍾作白，漢獎敏碑作習，其

從勿乃#形之變，猶為近古，作E]則與金文相背矣。

〈說文〉誓字段注:“怯古有誓無肇，從戈之摯漠碑或從笠，俗乃從欠作肇，而淺人以竄

入許書交部中。〈玉篇〉日，肇俗肇字， <五經文字〉戈部日，學作學、誦， <廣韻〉有肇無肇。"

按金文曹、肇互見同用，漢碑作誓，從~乃交形之變。古文偏旁從生從交每互作，是作f 猶

為近古，學則決非俗書矣。

〈說丈> :“宜人、糧也，從人食。"段注:“撮，以食食人物，其字本作食，俗作宜人，或作飼，

經典無告人。"故金文獻食之食， 食、 色人互作， 而作直入者尤為習見，則宜人非俗作矣。

《說丈〉督“從目叔'1革"。按契文作贅，從車; i莫印、漢碑督字均作督，從日，不從

目，雖省數熙，猶不背於初丈。

〈說丈〉膏膏，“從肉高瞥

膏作吾，與契文合。

〈說文〉敏“從交余盤"。按契文作峰，從文從余。漢碑作釵者習見，今楷亦或作敏，

與古文合。〈五經文字〉謂作釵、藹，失之。

〈說丈〉遲“從這犀畫畫"，篇文從!字。按金文均作遲，漢贊鳳碑作遲，猶不背於金文。

〈說文〉“宜、界也"，或體作圈。又“疆、弓有力也，從弓量盤"。按許岐疆矗為二字，

非也。早期古文字無疆字，均作置，惟周季學乳從土。漢衡方碑“口口無疆"，張遷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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祿無矗

〈說丈〉寡“從凸、從頒"。按早期金丈寡字均作賞，從{從頁;晚期金文杖氏壺作

苦，亦不從頒。漢時寡印、魏鄭義碑並作宜，與古文合。

〈說文〉致“從交、從革"。按鷗使投教作載，齊唐且寫經碑作數，與金文合。

〈說文} :“主、規巨也，從工，象手持之形。蝶、 巨或從木矢、矢者其中正也。 "控金

文作~或鼠、計，象人持矩形，從大從夫一也，小蒙誦為從矢。漢北海相景君碑作壤，從

夫，與金文合。

〈說丈〉 爾“從口、從紋，其子L談起，余聲" 。 揖商器文考日要自作為，漢卓繭堪印

作繭，與金文合。

〈說丈〉置“從口商" 。按〈佩編〉云:“酋吝之窗為圈，其順非有如此者。"(廣韻〉十

一模，圖“俗作酋

故匙令康候晶于衛者，謂社令康侯圖謀于街也;者關士送帶儲者，謂者觀土與于圖謀也。是

二極 字均作圖字用。漢韓動後碑“改畫聖象，如古酋.口

八謂“詔定吉文官書圖齒三形，同達胡反"。至古籍及漢以後石刻圖作酋者習見，不繁備舉。

〈說文〉 恆“從心從舟，在二之間"。按昌鼎恆字從心從互，豆中從月，不從舟。契文

及金文互字習見，亦均從月。漠印恆字每從月，與古丈合。

〈說丈〉 新附哦“從口我聲

金丈無載字，則哦非別體也。

〈說丈〉新附礦“從石厲直聲華

金文常有之，是也。其從石作居者， (集韻〉入畫畫二十二苦，石“古作居" ; <汗簡〉石部，石

作后; <說文〉 聲古文作輕;極從石作岳。 要之，從石之礦非俗書也。

〈說文〉商“象腹交文、三足"。故金文作商者習見，漢高左尉印、商右尉印均作高。

自漢以來，高及從商之字作商者， 不繁備舉。〈字鑑〉謂高俗作扇，不知其合於古文也。

〈說文) :“鼓、擊鼓也，從友從章。 "又:“殼、郭也，從重從山文。"控許意以鼓

為擊鼓，以鼓為鐘毀。契丈鼓字從交或從笠，金文鼓字從交或從 1 、 ~ ，均象以手持梓形，

本無區別。李富孫〈說丈辨字正俗〉謂鼓“今俗多典直艘斐字相商亂L

〈說丈〉宮“從高省， I 象高形"。按契文作品， 金文作甜、蹄，漢華京鉤作會，

與古文合。

〈說丈〉 對“從之從土從寸" 。 按封之初文本作芋，翼文作守，金丈作于。西周晚期

之召白虎段從文作針。許從之、土乃形之誦。漢無極山碑封作單寸，從車，猶不背於古文。

〈說文〉 用“從反印，俗作仰" 。 拉印、印、仰、抑古同名，契文作印、駒，金丈作印，

反正無別。漠控官碑、西狹頌抑並從印不反，雖不符於許書，而不背於古文也。

〈說丈〉齒“象口曲之形，.11:聲"，古文作目。控契丈作出、園，金丈作固，均象

日之露齒形。加吐為聲符，乃後起字。漢宋齒印齒作間，不從止，說者以為印文省便，不知

其合於古文也。

〈說丈〉 歸“從止、從婦省， 色聲"，搞丈作蹄。按契丈及早期金文歸均作歸，漢楊臨

時書印作歸。又按晚期金文齊侯壺歸作道， <正字通〉謂連同歸，俗書符於古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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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丈〉亞作蛋。控契丈多作c{þ，金文傳自作唔，魏劉玉墓誌銘作O{?，興古丈合。

〈說丈〉 建“從"""'-1健量聲

碑作寧，與古文合。

〈說丈〉宜“從{之下、一之上，多省聲"。又在且“從半肉在且上"。按宜、溫古同名，

許誤岐為二字。宜訓安乃迫之引仲義。契丈作包，金丈作會、盒，漢印及封泥宜作圈者
屢見，與古文合。

〈說文〉巫“象人兩褒舞形，與工同意"。按契丈、金文、詛建文巫均作，卦，漠印巫信

平、巫馬禹並作曲，與古文合。許所錄非初形，故說義亦不可攝也。

〈說丈〉吹“從交己聲" (古玄切)。又成“從交巳聲，讀若巳"。按契文、詛楚丈更

做之阪均從巳，金文有做E笠、皈盞，新嘉量“自正建丑"之故從巳，漢印有史跤， <韓韻 〉 上

聲十五海引石經〈論語〉敢字從巳。〈說丈〉以改為更改字，而更敢之故反讀若巴，並不足接。

李文仲〈字鑑〉謂改“俗作放"。失之。

〈說文〉高“從口口，與倉舍同意"。按契文、金文、妳文、陶文{乍高、高、高等形，漢

代畫畫隸多作高，今楷亦每作高，與古文合。〈九經字樣〉以為隸省， <字鑑〉謂俗作高，並失之。

〈說文〉寺“從可從一，一者其『平之也"。按契文、金文、妳文作于者習見，石鼓女

作苦，古文無作幸者。漢代言表隸作于，亦無作寺者，與古文合。

〈說文〉宇“從一，徽陰從中表出也"。按契文、金文、晚周石頭及域子崖龍山文化之

黑陶文，七字均{午十，縱橫畫長起相等。 晚周秦公骰七作-1-，橫畫較長， ì美金文、漢碑亦有

作十者，餘多與秦公設同。要之，七作+變-卡，與九十之十作|或+者祖別。

〈說文〉習“從羽自聲"。按契文、妳丈習均作習，從羽從日，許書誤以會意為形聲。

漢印及漠碑習作習，亦從日不從白，與古文合。

〈說丈〉面“從回啼聲"。接留鍾留字從卯，古化丈屯留之留亦從卯，漢代筆隸留字均

從卯，今楷猶然。〈九經字樣〉謂留為隸省，失之。又拉〈說丈〉柵“從木啼聲" 。 金文、石

鼓文柳字從卯，漢代筆隸亦均從卯，非從〈說文〉圍之古文那也。凡〈說文〉從那聲之字，

均應作卯。

〈說丈> :“俄、送也，從人員長聲。"王筠〈說文旬讀〉謂:“恰是小筆之專字，腰叉隸字

也。"高翔麟〈說文字通〉謂位“今俗作腰"。按匹君蓋有腰字，是接非俗字矣。

〈說丈〉勻“象形，中有實，與包同意"，段注謂“中一、象有所盛也"。按禦父己鼎

的字從勻， 一作 Á ， 一作，1，虛匡與填實同。古妳狗字從句作 j 。是古文勻字均從熙。漢

隸句及從旬之字從熙不從一，與古文合。〈字鑑〉謂勻字中從一，俗從熙，失之。

〈說丈〉鼻“從升、從界"。按金文作暴，獵碼銘同。漢印多作賽，漢揚著碑作畏，

與古文合。

〈說丈〉益“從水血"。接金文作品、盆、盆。漢徐益印作盆，宴壽碑誼從益作益，唐

元結墓衰草從益作起，並與古文合。

〈說丈) :“萬、體也，從目眉目米擊。"徐室主謂“今俗聾作粥"，段注亦謂“器作粥者俗字

也"。按古妳文有鄭粥、司馬粥，漢印有粥敞。 王純碑“閔其粥龐凍餒之患"，是粥非俗構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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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妳丈量字多作章，從日掌聲。按漠光和制及會全碑亦均作壘，說者以為漢代之變體，

不知其防於周季也。

〈說文〉萬字段注謂 “唐人十于作方

為萬。 方字的於周季， 至今猶沿用之。豆葉炳麟〈小學答問〉謂“方當為十千之本字"，過矣。

〈准南于﹒墜形〉“河出積石"，高注:“方三千壁"。吳承仕(准南舊注較理〉謂“萬俗書或

作方，故誦為方"。怯謂方為方之誦是也( <水經注〉 汝水下，謂萬誠之萬“或作方字"，

方亦方字之講) ，但謂方為俗番，誤矣。

〈說文) :“贊、見也，從貝從鈍。"戴個曰:“凡貨幣之屬，非一人可學者，必有責引之，

則凡相助者皆曰賞。"徐籲〈說丈段注婆) :“贊無見義，當以推為聾，作蛻者紋之誦，與賞

?當亦不協。"按戴、徐說是也。古妳有胡賞、弓賞。漢代象隸費及從賞之字習見，均從缺不

從肢，杖、質古韻並隸元部。〈五經文字〉以費為隸變，誤矣。

〈說丈〉無結字， <詩 ﹒羔羊〉“素絲五舵"， 雷波〈說丈外編〉謂“五舵當作五佑，作純

則俗本也" 。按古妳丈純字數見，則純非俗字矣。

〈說文) 1瞥3 “從艘

東。 i漠莫碑曹閒作曹，上從東省，武梁碑遭字從曹作害，漢印曹誼作害。說者以為漢字省體，

不知其合於妳丈也。

〈說文〉豹“從筠勻盤"。按古妳文作斜，從犬不從蕩。蒙文偏旁從犬從草綠互作如

金丈絡字妳文作路， 金文摸字 〈說文〉作麓，是其例。唐李子如墓誌豹作狗， 與鈞f丈命。

〈說丈〉戚 “從式去嘩" 。怯戚字詛楚文作轍，漢戚歐印作帥，楊統碑作噸。戚本象

形字，左象斧之文飾，決非從去。小書表演為形聲字，猶不如漢代印文碑文之為近古也。

〈說文新附) :“坊、且FJ!_之名， 從土方聲。"徐畫鈺主日，“古通用 E旦立

之B別IJ體

坊非別構O

〈說文新附) :“胎、贈遺也，從貝台聲。 "鄭學謂:“經傳中多話、胎互見，作胎皆漢後

所改。 "怯古陶文胎字作時，右從重.Á，乃古文之夜構，不得謂作胎為漢後所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