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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驀古盟中，常見一頓成語鹽，其重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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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報59.1徵﹒十﹒五舉之一，十七 徵十﹒五

臥土語重可分別釋為@奮之@巷命@誓上@暫行@誓言@意身。各單文的第一字. <<古

噩文字徵》釋囂，但未作說明。 4年先分析其字形。莉，從呀，從心，二斤I'IP !lk 字，

甲骨文作旬，只( (甲骨文緝》卷一﹒十一) .象臥斤斷艸，是個會意字。@金文作

瓢，訊，粉( (金文緝》一﹒十六) .把字寫作斤，與4年韓斤字的寫法很接近。

紗，在偏旁艸字中間添加二積劃，可看作是表示斷草之意。此字與重文恁昕從之才

是十分相近的，聾文只是把艸旁省去而已。第文嘶字作計，許儷解釋說: “餾文晰，

從艸在文中，文寒故封"。其實餾文從文是金文從二的藹變，許說不確。小叢斬作將

與金文間。但《說文》叉收小擎的另一具體作判，從手從斤，毆玉裁指出這是“唐後人

@ 引用童文資料:

徵: <<古連文字徵》

舉: ((十鐘山房印舉》

考報59.1: ((考古學報>> 1959年 1 期

@ 蓋章見唐蘭: <<古文字學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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眩斤斷草的2本拉義，也說潭晦了。從臥土字形的分析，可知噩文研從的才是從甲骨、金文

的物字演變而來的，故把扭轉為您或聽即可論定。土搗噩文巷字諸形中，老是研從

的偏旁左右易置，而管與喜則是新之簡化。

其次，再說字詣。蔥字， (說文》分別列於口都真心部。口部哲字下說: “知也，

從口折聲。塹，哲或從心"。心部:“話，敬也，從心折聲"。許蟬的這一說法，清代的

《說文》注家，意見甜耘，歸納起來有眼下錢種:1.認為口部與心部之哲為重出，聽聞

去其中之一。(嚴章樹、鈕樹玉、嚴可均、王煦、許權) 2. 同意許說，哲、為哲之或聽

〈鐘站、主錫、住龍、高翔麟、宋保、惠棟、席世昌、吳大擻 )'0 3.心部之龍應是想字

之誤(種種、王筠) 0 4.蓄本義為敬，假借為哲(康玉裁、朱酸聲) ，朱酸聲還指出

《玉篇》、《廣韻》的~字從析是不對的。@

此外，王別之在《春秋名字解詰》伯虔字于折條下說: “或曰:廈、析，皆敬也。

商頌殷裁傅曰:廈，敬也。說文:愁， (先歷切〉敬也。〈二徐本摺誤作恕。音盼到

切。東蠶乃哲之重文，己見口部，而訓為知，不得又見，c"部而訓為敬也。農民茂堂亦沿

其饒， "今年依玉篇、廣韻改正〉λ。想.與折通

鑄，心b部之哲是葾字傅寫之謂。

故土各種說法，到底哪-種正確?我們可眼通過噩文來驗證。依擅《說文) ，聽字

有二麓，一是與哲相間，其義為知ßp智。三是富11為敬。若取第一種囂嶺來讀盟文，即前

搗各單獨讀寫哲之、哲命、哲土、哲行、哲雷、哲身。這種讀法，在文疆土很難講遍，

采取第二種意羲來讀單文，則土列之哲之、器命、藝土，想行、認言、巷身，都可以解

釋為敬之、敬命、敬土、敬行、敬宮、敬身〈按，身與信古遍，敬身即敬信， (三代吉

金文存》糧油、 46.3著錄一劍銘，建信君作建郎君，可證〉。這接讀法，不但文普通贖

明蹄，而且還有下列各單可以為鐘，知

為鷗團體~還
、』斗~. ..a且~

敬之 命敬 敬土 行敬 身敬

舉之一，十七 舉之一，十六 ‘考報呵， 1 舉之一，十六 舉之一，十六

兩者意羲相間，可知它們是屬於闖一類的戚語單。

因此，根攝J?)，土研述，我們便可判斷，前51各家的說法中，康、朱二家的意見是比

較可取的，器字之本羲自廳副l敬。而王51之、容庚以為車是想字的爵誤，其實正每相

反， (玉篇) (廣韻，的事:倒底是悲字傅寫之話。

@康玉裁《輯文解字注》第一篇下。

@昕剖各家說法，均見於《盤文解字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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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報) 19S7年 3 期《西安半坡的戰國墓葬)-文中，報導了該雖墓葬的 8 韓

辜會出土一方墟鈕圓形錫印，印文作可口，原報告沒有釋文。香港中文六學文翰館也

藏有一方戰圖鋼旬，其形制、印文和它相間，今揭其印文齡本於次:1p
還南方印的文字，構形極為簡單，驟看起來，似第一字。若依形隸窮，可寫作妞，

但字書並無此字。現在我們不妨從其他方面來考慮，首先將印文細加分析，可以察覺用

文其實是兩字而不是一字，左邊一字是土字的反窮，右邊一字是口字。但是把兩字聊起

來，不論是讀作“口上"或是“土口"都是不成文麓的。為了解決這一提難E 可以再儷

另一角度來作進一步恩考。我們知道，先棄的古里文字中，文字的偏旁結構常缺省略，

形成簡化字，如前文談到的新 字，說可簡化成吾 與思。再如有 〈敬〉

字，可省作穹或雪， 自(官〉字可省作直等。根摟遣一特點，我們有理由推

翻，在想 二字中，自僅是有一字是極簡化的。下面我們試舉踐方古重來作分析比較z

國 國 (至j
@ @ @ 

.之-，十五 舉之一，十五 舉之一，十五

第@方印文很容易辦認，知是明土二字。第@方明字研從的日旁，省表日中的一劃，

成了 6 字，與我們研操討的組聾的 6字相間。第@方則是明字省去日旁，剩下月字，

上字也講變為+，驟看起來，也像是一字，但若真第@方細加比較，仍可宮、出是明

土二字。由臥土三例，可臥知道明字的偏旁是可臥簡省筆劃或接省略去的。現在試將

1且 盟與第@方加拉l比較，如果依照單文省略偏旁的例子，把第@方明字的月旁省

幸，貝.u研剩下的部分..I;u 輯和起 噩很相似了，兩者的差別只是土字一為正窮，一

作反書，古文字正寫反寫是很常見的。因此，可臥斷定，我們昕探討的南方盟 軍，

其印文廳釋作明土二字，是屬於男一類的成語重。

明土一語，先秦文獻中習見，如《管子.明法解》恥: “下得明土"， (君臣) : 

“土明下審"; (韓非于.六反》恥: “挫蛾過姦，明土之民也

半←一一4噩閥;閃呵明恥悶土蜴見軒…下根枷攝遣雖些酬叫…也蚵叫可糊悶噩叡文戶 廳脫是 土朋明
下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