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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
、
中
華
五
千
年
文
化
，
靠
文
字
的
記
載
，
才
能
夠
一
脈
相
傳
。
要
承
傳
我
們
的
傳
統
文
化
，
必
須
正
確
認 

 
 

識
文
字
，
而
後
才
能
正
確
解
讀
經
典
。 

二
、
漢
字
現
在
雖
發
展
到
五
萬
多
個
字
，
乍
看
似
乎
是
一
個
龐
大
可
畏
的
數
目
，
不
過
章
太
炎
先
生
統
計
， 

 
 

最
早
的
初
文
，
只
不
到
五
百
字
，
只
要
認
識
這
四
百
多
的
初
文
，
學
會
用
這
些
初
文
，
是
怎
樣
兩
兩
組 

 
 

合
成
會
意
、
形
聲
的
方
法
，
就
能
提
綱
契
領
，
不
難
認
識
所
有
的
文
字
了
。 

三
、
四
十
多
年
前
，
我
曾
在
東
吳
大
學
，
講
授
文
字
學
、
聲
韻
學
，
三
年
前
又
應
淨
空
老
法
師
之
命
到
馬
來 

 
 

西
亞
中
華
文
化
教
育
中
心
，
及
北
京
國
學
師
資
培
訓
班
講
授
文
字
學
，
對
如
何
引
導
學
生
們
欣
然
的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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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漢
字
，
略
具
心
得
。 

四
、
市
面
上
我
找
不
到
一
本
適
合
初
學
，
又
正
確
無
誤
的
文
字
學
教
材
，
本
書
是
據
我
原
先
的
講
稿
，
及
先 

師
林
景
伊
（
尹
）
先
生
授
課
時
的
筆
記
，
以
及
景
伊
師
編
著
的
《
中
國
文
字
學
概
說
》
等
材
料
，
費
時

年
餘
編
成
的
入
門
教
材
，
獻
給
正
在
學
習
和
發
心
承
傳
傳
統
文
化
的
老
師
、
同
學
以
及
愛
好
文
字
學
的

朋
友
們
，
希
望
借
這
本
書
，
對
漢
字
能
有
基
本
的
認
識
，
然
後
能
夠
更
進
一
步
研
治
《
說
文
》，
漸
漸

地
深
入
傳
統
文
化
。 

 
 
 
 
 
 
 
 
 

緒
論 

一
、
中
國
漢
字
的
初
造 

 
  

《
說
文
解
字
序
》：「
古
者
庖
犧
氏
之
王
天
下
也
，
仰
則
觀
象
於
天
，
俯
則
觀
法
於
地
，
視
鳥
獸
之
文
，
與

地
之
宜
，
近
取
諸
身
，
遠
取
諸
物
，
於
是
始
作
《
易
》
八
卦
，
以
垂
憲
象
。
及
神
農
氏
結
繩
而
治
，
而
統
其

事
，
庶
業
其
繁
，
飾
偽
萌
生
。
黃
帝
之
史
倉
頡
，
見
鳥
獸
蹏
（
ㄊ
ㄧ
ˊ
）
迒
（
ㄏ
ㄤ
ˊ
）
之
跡
，
知
分
理
之

可
相
別
異
也
，
初
造
書
契
。
」 

這
一
段
話
包
括
了
兩
層
意
思
：
第
一
層
意
思
是
推
本
造
字
之
源
為
八
卦
與
結
繩
；
第
二
層
意
思
是
說
黃

帝
之
史
倉
頡
初
造
書
契
。 

（
一
）
八
卦 

 
  
 

1
、
八
卦
創
作
的
時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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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卦
」
相
傳
是
「
庖
犧
氏
王
天
下
」
時
作
的
，《
周
易
系
辭
》
和
《
說
文
解
字
序
》
都
這
麼
記
載
著
。

所
謂
庖
犧
氏
，
可
以
認
為
是
我
國
上
古
史
上
一
個
漁
獵
時
代
的
代
表
。
因
此
，
八
卦
很
可
能
就
是
我
國
漁
獵

時
代
製
作
和
使
用
的
簡
單
表
意
符
號
。 

 
  
 

2
、
八
卦
取
法
的
對
象 

 
  
  

漁
獵
時
代
的
初
民
們
，「
近
取
諸
身
」，
發
現
人
類
中
有
男
性
和
女
性
，
生
理
上
截
然
不
同
；
又
「
遠
取

諸
物
」，
發
現
天
總
是
相
連
而
無
際
，
地
卻
是
常
被
河
川
隔
斷
而
有
缺
陷
。
於
是
畫
「
―
」
代
表
男
性
、
天
象
，

以
及
一
切
陽
剛
之
物
；
畫
「

」
代
表
女
性
、
地
象
，
以
及
一
切
陰
柔
之
物
。
但
是
天
地
之
間
，
事
物
至
多
至

繁
，
不
是
陰
陽
兩
符
號
所
能
全
部
代
表
。
於
是
先
民
們
又
把
「
―
」、「

」
的
符
號
平
行
重
疊
起
來
，
於
是
有

了
八
卦
。 

 
  
 

3
、
八
卦
代
表
的
意
義 

 
  
 

「
八
卦
」
代
表
的
意
義
是
什
麼
呢
？
現
在
已
經
無
法
詳
細
而
正
確
地
知
道
了
。《
周
易
》
十
翼
的
《
說
卦
》
，

以
為
八
卦
代
表
的
意
思
是
這
樣
的
： 

 
  
  
 

☰ 

乾
，
為
天  

  
  
  
   

☷ 

坤
，
為
地 

 
  
  
 

☳ 

震
，
為
雷  

  
  
  
   

☴ 

巽
，
為
風 

 
  
  
 

☵ 

坎
，
為
水  

  
  
  
   

☲ 

離
，
為
火 

 
  
  
 

☶ 

艮
，
為
山  

  
  
  
   

☱ 

兌
，
為
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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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然
這
只
是
後
人
演
《
易
》
之
詞
，
絕
不
真
正
是
八
卦
原
始
的
含
義
。 

（
二
）
結
繩 

如
何
用
結
繩
的
方
法
表
示
意
思
呢
？
唐
孔
穎
達
《
周
易
正
義
》
引
東
漢
鄭
玄
的
話
，
說
：「
事
大
，
大
結

其
繩
；
事
小
，
小
結
其
繩
。
」
說
得
比
較
簡
單
；
唐
李
鼎
祚
《
周
易
集
解
》
引
《
九
家
易
》
說
：「
古
者
無
文

字
。
其
有
約
誓
之
事
，
事
大
，
大
其
繩
；
事
小
，
小
其
繩
；
結
之
多
少
，
隨
物
眾
寡
。
各
執
以
相
考
，
亦
足

以
相
治
也
。
」
就
比
較
詳
細
了
。
這
些
尚
近
情
理
的
推
測
啟
示
我
們
： 

 
 

1
、
結
繩
的
目
的 

  

 
  
  
  
  

代
替
文
字
以
為
約
誓
的
記
錄
。 

 
  
  
 

2
、
結
繩
的
方
法 

 
  

（
1
）
大
的
事
物
，
結
大
結
； 

 
  

（
2
）
小
的
事
物
，
結
小
結
； 

 

 
  
  
  

（
3
）
結
的
多
少
，
表
示
事
物
的
多
少
。 

 
 

3
、
結
繩
的
判
斷 

 
  

（
1
）
各
關
係
人
分
執
繩
結
相
同
的
繩
子
； 

 
  
  
  

（
2
）
屆
時
共
同
回
憶
繩
結
代
表
的
事
物
； 

 
  
  
  

（
3
）
確
定
繩
結
的
意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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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結
繩
的
效
用 

 
  
  
  

使
人
民
的
約
誓
有
繩
結
作
憑
據
，
而
減
少
糾
紛
。 

 
  
 

林
勝
邦
《
涉
史
餘
錄
》
記
載
琉
球
所
用
之
結
繩
，
分
指
示
、
會
意
兩
種
：「
凡
物
品
交
換
，
租
稅
賦
納
，

用
以
記
數
者
，
則
為
指
示
類
；
使
役
人
夫
，
防
護
田
園
，
用
以
示
意
者
，
則
為
會
意
類
。
」
他
們
結
繩
的
材

料
，
據
說
多
用
藤
蔓
、
草
莖
或
樹
葉
。
蔣
善
國
《
中
國
文
字
之
原
始
及
其
構
造
》
記
載
祕
魯
人
利
用
「
結
子
」

的
記
事
方
法
：「
凡
人
民
之
統
計
，
土
地
之
界
域
、
各
種
族
及
兵
卒
之
標
號
、
命
令
之
宣
佈
、
刑
法
之
制
定
，

以
及
死
者
之
墓
誌
，
莫
不
賴
之
。
甚
至
由
遠
省
來
者
，
無
論
觀
風
進
貢
或
宣
戰
等
，
必
須
帶
結
子
以
為
通
告

之
符
信
。
其
法
以
一
主
繩
繋
有
定
距
離
之
各
色
繩
子
。
於
各
小
繩
上
，
因
事
之
種
類
，
而
各
異
其
結
，
且
以

各
種
顏
色
以
代
表
等
等
事
項
。
如
紅
色
代
表
軍
事
及
兵
卒
，
黃
色
指
明
黃
金
，
白
色
表
明
銀
及
和
睦
，
綠
色

象
徵
禾
榖
等
類
；
又
單
結
表
示
十
，
雙
結
為
二
十
，
重
結
為
百
，
二
重
結
為
二
百
，
其
餘
類
推
。
古
祕
魯
各

城
中
皆
有
專
門
講
解
結
子
之
官
吏
，
名
為
『
結
子
官
』。
此
種
官
吏
對
於
結
子
講
解
之
技
藝
極
為
嫻
熟
，
惟
須

藉
口
語
之
助
，
始
能
將
意
思
達
出
。
現
今
祕
魯
南
方
之
印
第
安
人
尚
有
精
通
古
代
所
遺
留
之
結
子
者
。
」
這

些
材
料
，
都
可
以
使
我
們
對
於
結
繩
的
情
形
有
更
詳
細
的
了
解
。 

（
三
）
書
契 

相
傳
「
初
造
書
契
」
的
是
倉
頡
。
這
不
但
見
於
《
說
文
解
字
序
》，
也
見
於
《
世
本
》、《
韓
非
子
》、《
呂

氏
春
秋
》
、
《
淮
南
子
》
、
《
漢
書
‧
藝
文
志
》
、
《
論
衡
》
等
書
。
倉
頡
是
什
麼
時
代
的
人
呢
？
《
說
文
》
根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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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本
，
以
為
是
「
黃
帝
之
史
」
；
章
太
炎
先
生
在
《
檢
論
》
卷
一
《
造
字
緣
起
說
》
中
云
：
「
一
二
三
諸
文
，

橫
之
縱
之
，
本
無
定
也
；
馬
牛
魚
鳥
諸
形
，
勢
則
臥
起
飛
伏
，
皆
可
則
象
也
，
體
則
鱗
羽
毛
鬣
（
ㄌ
ㄧ
ㄝ
ˋ
），

皆
可
增
減
也
；
字
各
異
形
，
則
不
足
以
合
契
。
倉
頡
者
，
蓋
始
整
齊
畫
一
，
下
筆
不
容
增
損
。
由
是
率
爾
箸

形
之
符
號
，
始
為
約
定
俗
成
之
書
契
。
」
所
說
最
為
明
正
通
達
。
倉
頡
以
前
，
各
部
落
所
作
表
意
的
符
號
並

不
一
致
，
倉
頡
很
可
能
就
是
中
國
歷
史
上
第
一
位
主
持
統
一
文
字
的
人
。 

（
四
）
从
甲
骨
文
推
斷
漢
字
的
初
創 

甲
骨
文
字
是
殷
商
時
代
刻
在
龜
甲
和
牛
胛
骨
上
的
文
字
。
殷
人
信
鬼
神
而
喜
占
卜
。
占
卜
的
時
候
，
先

在
龜
甲
上
鑽
孔
然
後
再
燒
，
視
其
裂
紋
以
定
吉
凶
。
占
卜
的
人
再
把
所
占
的
事
記
在
甲
骨
上
面
。
多
數
是
刻

上
再
塗
墨
或
硃
砂
，
也
有
用
筆
寫
上
而
不
刻
的
。
甲
骨
文
在
隋
唐
時
代
就
有
出
土
，
未
有
人
注
意
。
清
光
緒

年
間
，
有
人
以
甲
骨
分
龜
板
、
龍
骨
二
種
，
當
藥
材
賣
給
藥
店
。
光
緒
二
十
五
年
（
一
八
九
九
），
王
懿
（
ㄧ

ˋ
）
榮
在
甲
骨
上
發
現
文
字
，
从
此
為
人
所
重
視
，
私
人
挖
掘
出
售
甚
多
。
民
國
十
七
年
，
中
央
研
究
院
與

河
南
博
物
館
合
作
發
掘
，
在
河
南
安
陽
縣
小
屯
村
（
殷
墟
）
先
後
獲
得
甲
骨
十
一
萬
片
，
據
董
作
賓
的
估
計
，

總
字
數
在
三
千
以
內
；
李
孝
定
集
其
可
識
之
字
，
有
一
三
七
七
個
。
其
中
有
「
依
類
象
形
」
的
初
文
，
也
有

「
形
聲
相
益
」
的
字
。
象
形
字
沒
有
固
定
的
構
造
，
可
以
隨
意
增
減
。
如
龜
字
，
可
有
尾
，
可
無
尾
，
或
正
，

或
側
，
或
兩
足
，
或
一
足
，
或
無
足
。
會
意
字
比
現
在
更
明
確
，
如
牧
字
，
牧
牛
則
加
牛
旁
，
牧
羊
加
羊
旁
。

犬
、
豕
、
馬
、
羊
、
鹿
等
字
，
都
可
加
匕
或
土
，
以
分
雌
雄
。
形
聲
字
是
由
初
文
加
山
、
水
、
土
、
阜
、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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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等
等
偏
旁
而
成
，
其
中
部
分
可
以
認
為
是
初
文
的
繁
文
異
體
。 

安
陽
是
殷
朝
盤
庚
的
故
都
，
小
屯
村
的
東
、
北
、
及
西
北
方
，
都
有
洹
水
環
繞
，
正
是
《
史
記
‧
項
羽

本
紀
》
所
說
：「
項
羽
乃
與
期
洹
水
南
殷
墟
上
。
」
的
殷
墟
。
盤
庚
遷
殷
約
在
西
元
前
一
三
八
四
年
，
上
距
黃

帝
建
國
大
約
相
隔
一
千
二
百
多
年
。
殷
墟
所
得
的
甲
骨
文
既
已
近
三
千
之
多
，
而
且
包
括
了
初
文
和
孳
乳
字
，

顯
然
不
是
短
時
間
中
所
能
創
造
，
必
有
長
久
的
演
進
過
程
，
那
麼
我
們
相
信
：
在
黃
帝
之
時
，
中
國
文
字
當

已
產
生
。
因
此
，
《
說
文
解
字
序
》
所
說
黃
帝
之
史
倉
頡
初
造
書
契
，
可
能
性
就
很
大
了
。 

 

 

二
、 

中
國
漢
字
的
要
素 

形
、
音
、
義
，
是
中
國
漢
字
的
三
個
要
素
。 

（
一
）
字
形
：
在
字
形
方
面
，
任
何
一
個
民
族
的
初
文
，
都
是
由
圖
畫
進
化
而
來
。
圖
畫
和
初
文
之
間
的
界

限
，
要
如
何
劃
分
呢
？
大
致
說
來
：
一
、
圖
畫
的
形
體
比
較
肖
似
實
物
，
並
且
比
較
遵
重
實
物
大
小
的
比
例
；

而
初
文
只
需
用
線
條
勾
出
實
物
的
輪
廓
，
可
以
不
顧
實
物
大
小
的
比
例
。
二
、
圖
畫
不
能
用
確
定
的
語
言
讀

出
，
初
文
卻
有
約
定
俗
成
的
讀
音
。
三
、
圖
畫
的
意
思
不
盡
於
形
，
在
形
體
之
外
，
需
要
用
記
憶
或
想
像
去

補
充
；
而
且
意
義
也
不
確
定
。
初
民
畫
了
一
隻
鹿
，
他
的
意
思
常
常
不
只
是
一
個
「
鹿
」
字
，
而
是
：「
我
獵

到
一
隻
鹿
。
」
或
：「
他
送
我
一
隻
鹿
」
等
。
而
初
文
卻
能
組
成
句
子
形
式
來
表
達
完
整
的
意
思
。
初
文
是
由

圖
畫
進
化
而
來
，
因
此
，
初
文
必
然
是
象
形
的
。
中
國
如
此
，
世
界
上
其
他
民
族
也
如
此
。
它
們
所
像
的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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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說
大
同
而
小
異
的
。  

（
二
）
字
音
：
在
字
音
方
面
，
任
何
一
個
民
族
，
沒
有
文
字
之
前
，
先
有
語
言
，
沒
有
語
言
之
前
，
先
有
聲

音
。
人
的
聲
音
，
是
利
用
从
肺
部
呼
出
的
氣
流
，
經
過
喉
頭
、
口
腔
、
鼻
腔
種
種
調
節
而
形
成
的
。
原
始
的

自
然
的
人
聲
，
多
由
喉
而
發
，
本
極
簡
單
。
發
聲
部
位
，
由
深
喉
到
淺
喉
（
舌
根
），
到
舌
齒
（
舌
面
舌
尖
）
，

到
雙
唇
（
雙
唇
唇
齒
），
聲
的
變
化
便
多
了
；
在
調
節
方
式
上
，
又
有
塞
音
、
邊
音
、
擦
音
、
顫
音
、
送
氣
與

不
送
氣
、
清
聲
與
濁
聲
的
分
別
，
聲
的
變
化
更
多
了
。
由
聲
而
收
，
只
有
一
韻
；
後
來
有
了
開
合
洪
細
的
分

別
，
韻
的
變
化
便
多
了
；
又
有
平
上
去
入
、
陰
聲
、
陽
聲
的
分
別
，
韻
的
變
化
更
多
了
。
試
用
小
孩
證
明
；

嬰
兒
初
生
，
只
有
哭
聲
，
哭
聲
是
最
原
始
、
最
簡
單
的
，
其
聲
純
由
喉
發
。
所
以
《
說
文
》
中
記
載
的
小
兒

哭
聲
的
字
，
如
「
喧
」「
喤
」「
喑
（
ㄧ
ㄣ
）
」
等
，
都
是
深
喉
聲
；「
呱
（
ㄍ
ㄨ
）」「
唴
（
ㄑ
ㄧ
ㄤ
）」
等
字
，

都
是
淺
喉
聲
。
由
哭
到
笑
，《
說
文
》：「
咳
（
ㄏ
ㄞ
），
小
兒
笑
也
。
」「
咳
」
也
是
深
喉
聲
。
由
喉
聲
經
唇
的

作
用
，
便
有
「
爸
爸
、
媽
媽
」
一
類
的
稱
呼
；
由
喉
聲
調
於
舌
，
便
有
「
爹
爹
，
弟
弟
」
一
類
的
稱
呼
。
再

以
初
民
自
然
音
證
明
，
古
人
表
示
喜
怒
哀
樂
、
呼
吸
飲
食
的
語
音
，
《
說
文
》
所
記
如
：
「
咥
（
ㄉ
ㄧ
ㄝ
ˊ
）
」

「
啞
」「
唏
（
ㄒ
ㄧ
）」「
吁
（
ㄒ
ㄩ
）」「
嘵
（
ㄒ
ㄧ
ㄠ
）」「
嘑
（
ㄏ
ㄨ
）」「
噫
（
一
）
」「
唉
」「
詠
」「
謳
（
ㄡ
）
」

「
嘒
（
ㄏ
ㄨ
ㄟ
ˋ
）
」「
咽
（
一
ㄢ
）
」「
嗌
（
ㄧ
ˋ
）
」「
嚛
（
ㄏ
ㄨ
ˋ
）
」「
咦
」「
呬
（
ㄒ
ㄧ
ˋ
）
」「
噓
」「
呼
」

「
吸
」
等
，
都
是
深
喉
聲
。「
噭
（
ㄐ
ㄧ
ㄠ
ˋ
）
」「
嘰
」「
味
」
等
；
由
喉
聲
調
於
舌
，
便
有
「
啗
（
ㄉ
ㄢ
ˋ
）
」

「
嘽
（
ㄔ
ㄢ
ˇ
）
」
「
唬
（
ㄏ
ㄨ
ˇ
）
」
「
唐
」
等
。
从
這
些
例
子
中
，
我
們
知
道
，
人
類
自
然
的
發
音
，
是
以



10 
 

喉
音
占
最
大
多
數
。
簡
單
的
自
然
音
，
演
變
為
複
雜
的
語
言
；
流
動
不
居
的
語
言
，
又
演
變
為
有
形
跡
可
察

的
文
字
。
在
這
種
演
變
過
程
中
，
我
們
可
以
推
溯
（
ㄙ
ㄨ
ˋ
）
而
知
：
字
音
淵
源
於
語
音
，
語
音
淵
源
於
以

喉
音
為
主
的
人
聲
。 

除
了
自
然
的
人
聲
外
，
字
音
另
一
重
要
來
源
，
是
模
仿
物
的
聲
音
。
模
仿
物
音
的
方
式
，
大
概
有
三
項
；

一
、
模
仿
物
音
的
音
，《
說
文
》：「
牟
，
牛
鳴
也
。
」「
唬
，
虎
聲
也
。
」
便
是
。
二
。
模
仿
物
形
的
音
：《
說

文
》：「
天
，
顛
也
。
」「
川
，
貫
穿
通
流
水
也
。
」
便
是
。
天
在
頂
顛
，
即
呼
天
為
顛
，
天
顛
音
同
；
川
流
貫

穿
，
即
呼
川
為
穿
，
川
穿
音
同
。
三
、
模
仿
物
義
的
音
，
《
說
文
》
：
「
葬
，
臧
（
ㄗ
ㄤ
ˋ
）
也
。
」
「
戶
，
護

也
。
」
便
是
。
葬
的
意
思
是
藏
尸
於
草
中
，
即
呼
葬
為
臧
，
葬
臧
音
同
；
戶
的
意
思
是
保
護
生
命
財
產
，
即

呼
戶
為
護
，
戶
護
音
同
。
从
上
面
的
例
子
，
可
見
古
人
制
定
字
音
，
都
有
根
據
的
。 

（
三
）
在
字
義
方
面
，
中
國
文
字
表
達
方
式
是
雙
管
齊
下
的
。
一
方
面
用
字
形
表
現
字
義
，
一
方
面
又
用
字

音
表
示
字
義
。
以
獨
體
的
初
文
為
例
，「
日
」「
月
」「
山
」「
川
」，
一
方
面
可
以
由
「

」「

」「

」「

」

的
形
體
去
想
象
它
的
意
義
；
另
一
方
面
又
可
以
由
「
實
」「
闕
」「
宣
」「
穿
」
的
聲
音
去
推
斷
它
的
意
義
。
以

合
體
的
孳
乳
字
為
例
，「
淺
」「
錢
」「
殘
」「
賤
」，
一
方
面
可
以
由
「
水
」「
金
」「
歺
（
ㄜ
ˋ
）
」「
貝
」
的
形

符
去
分
析
它
的
性
質
，
一
方
面
又
可
以
由
「
戔
」
的
聲
符
去
了
解
它
們
必
含
有
「
小
」
的
意
義
。
當
然
，
上

面
說
的
只
是
就
一
般
情
形
而
論
，
因
為
，
有
一
部
分
像
抽
象
之
形
的
初
文
，
如
「
上
」「
下
」
等
，
和
有
一
部

分
形
與
形
相
益
的
孳
乳
字
，
如
「
武
」「
信
」
等
，
偏
重
於
形
體
。
它
的
意
義
在
形
體
上
表
達
的
較
為
明
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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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聲
音
上
必
須
窮
追
語
言
的
根
源
才
可
發
現
與
意
義
間
的
關
係
。 

總
之
，「
形
」「
音
」「
義
」
是
文
字
三
要
素
，
而
中
國
的
文
字
，
在
字
形
上
，
既
記
錄
字
音
，
又
表
現
字

義
；
在
字
音
上
，
有
效
物
形
的
音
，
或
效
物
義
的
音
；
在
字
義
上
，
既
源
於
字
形
，
又
源
於
字
音
。
形
、
音
、

義
三
者
之
間
，
綰
（
ㄨ
ㄢ
ˇ
）
結
得
尤
為
密
切
。 

  

三
、
中
國
漢
字
的
特
性 

（
一
）
漢
字
的
完
整
性 

 
 

純
由
形
體
上
觀
察
，
中
國
漢
字
各
有
其
「
完
形
」。
我
們
試
將
漢
字
分
析
一
下
，
不
外
「
獨
體
」、「
合
體
」

兩
種
。
獨
體
的
「
文
」，
其
「
完
形
性
」
固
不
必
說
。
合
體
的
「
字
」，
大
部
分
是
由
兩
個
「
初
文
」
合
成
的
，

由
三
個
或
三
個
以
上
「
初
文
」
合
成
的
字
就
非
常
少
了
。
而
且
「
初
文
」
合
成
一
字
的
方
式
，
或
左
右
排
列
，

如
「
理
」
「
論
」
；
或
上
下
排
列
，
如
「
箭
」
「
繁
」
；
或
內
外
排
列
，
如
「
固
」
「
國
」
。
都
以
完
整
的
方
塊
出

現
，
代
表
一
個
音
，
一
個
本
義
，
也
充
分
表
現
出
「
完
整
」
的
特
性
。
學
習
獨
體
的
初
文
和
由
兩
三
個
初
文

合
成
的
字
，
要
比
由
平
均
七
八
個
字
母
構
成
的
西
方
文
字
便
利
。 

（
二
）
中
國
文
字
的
統
覺
性 

 
 

統
覺
（a

pp
er
ce
pt
io
n

），
是
心
理
學
上
的
一
個
名
詞
，
或
譯
為
類
化
，
指
學
習
上
利
用
舊
觀
念
，
造
成

新
觀
念
的
歷
程
。
中
國
全
部
的
文
字
，
是
由
500
個
左
右
的
初
文
構
成
的
，
每
一
個
初
文
，
都
是
一
個
觀
念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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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也
就
是
「
詞
」
，
我
們
都
叫
它
「
原
始
的
單
音
詞
」
，
由
初
文
合
體
而
成
的
字
，
也
是
這
樣
，
我
們
叫

它
「
後
起
的
單
音
詞
」。
由
兩
個
或
兩
個
以
上
的
「
字
」，
構
成
表
示
一
個
「
觀
念
」
的
，
仍
然
只
算
一
個
詞
，

我
們
叫
它
「
複
音
詞
」
。
當
我
們
學
習
「
複
音
詞
」
，
可
以
以
「
單
音
詞
」
為
基
礎
，
並
且
可
以
知
道
「
複
音

詞
」
中
每
個
字
的
意
思
。
當
我
們
學
習
「
後
起
的
單
音
詞
」
可
以
以
「
原
始
的
單
音
詞
」
為
基
礎
，
並
且
知

道
構
成
字
的
每
個
初
文
的
意
思
。
因
為
漢
字
有
這
種
統
覺
的
特
性
，
所
以
學
習
上
非
常
方
便
，
例
如
：
「
論
」

是
「
言
語
有
條
理
層
次
」
的
意
思
，
便
附
帶
的
懂
得
構
成
「
論
」
的
兩
個
字
：「
言
」
和
「
侖
」。「
言
」
代
表

「
言
語
」
，
可
以
聯
想
到
部
首
是
言
的
字
，
如
：
談
、
謂
、
讀
、
誦
等
，
都
與
「
言
語
」
有
關
；
「
侖
」
代
表

「
ㄌ
ㄨ
ㄣ
ˊ
」
的
聲
音
，
也
含
有
「
條
理
層
次
」
的
意
思
，
可
以
聯
想
到
聲
符
作
「
侖
」
的
字
，
如
：
論
、

輪
、
淪
、
倫
等
，
讀
音
一
定
近
於
「
ㄌ
ㄨ
ㄣ
ˊ
」，
而
且
多
有
「
條
理
層
次
」
的
意
思
。
再
以
「
論
」
字
為
基

礎
，
可
以
推
想
到
許
多
「
複
詞
」，
如
論
解
、
論
學
、
論
據
、
論
述
…
…
，
以
及
言
論
、
議
論
、
理
論
…
…
的

意
思
。
這
種
「
統
覺
性
」
，
世
界
上
沒
有
任
何
一
種
文
字
能
夠
趕
得
上
中
國
。 

（
三
）
漢
字
的
穩
定
性
。 

拼
音
文
字
是
以
字
母
標
音
的
，
中
國
漢
字
卻
是
以
字
形
標
義
的
，
其
中
大
部
分
標
義
之
外
也
兼
標
音
。

這
兩
種
方
式
利
弊
如
何
？
章
太
炎
先
生
曾
說
：
「
即
形
而
存
音
者
（
拼
音
文
字
）
，
地
逾
十
度
，
時
越
十
世
，

其
義
難
知
也
。
即
形
而
存
義
者
（
字
形
標
義
），
雖
地
隔
胡
越
，
時
異
古
今
，
其
文
可
誦
也
。
」
拼
音
文
字
會

因
時
間
、
空
間
的
變
化
，
而
難
知
其
義
；
而
以
字
形
標
義
，
無
論
時
空
變
化
，
也
能
明
瞭
所
表
達
的
意
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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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度
全
國
方
言
百
數
十
種
，
以
梵
文
為
主
，
但
依
各
地
方
言
造
出
的
文
字
有
三
十
多
種
。
因
為
缺
乏
一

種
共
同
的
文
字
來
維
繫
民
族
感
情
，
所
以
不
能
團
結
禦
侮
，
這
是
拼
音
文
字
因
空
間
距
離
而
產
生
的
弊
端
。

而
且
拼
音
文
字
除
了
作
為
語
音
的
符
號
外
，
本
身
別
無
意
義
。
語
言
是
隨
歲
月
在
漸
變
的
，
因
此
拼
音
文
字

勢
必
隨
語
言
改
變
而
改
變
。
以
英
文
為
例
，
十
七
世
紀
《
莎
士
比
亞
》
作
品
上
許
多
文
字
，
已
經
和
今
天
的

英
文
不
同
。
並
且
儘
管
英
文
字
隨
著
英
語
在
變
，
仍
然
無
法
做
到
「
看
字
讀
音
」
的
地
步
。
同
一
個

a

，
在

f
at
he
r

，a
ll

，l
at
e

，As
ia

中
，
讀
音
各
不
相
同
。
日
本
文
字
有
一
部
分
是
「
假
名
」，
也
是
標
音
的
，
這

些
「
假
名
」，
僅
僅
隔
了
一
次
和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
就
發
生
巨
大
變
化
。
這
種
現
象
正
是
拼
音
文
字
因
時
間
推

移
而
發
生
的
弊
端
。
再
看
我
們
中
國
，
雖
然
語
言
方
面
有
官
話
方
言
的
差
異
，
寫
在
紙
上
卻
沒
有
東
西
南
北

的
分
別
，
如
果
古
人
在
初
創
文
字
時
，
就
開
拼
音
文
字
的
例
子
，
那
麼
各
地
，
不
免
用
方
音
造
字
，
非
像
歐

洲
一
樣
，
因
語
言
文
字
不
同
，
分
裂
成
許
多
國
家
不
可
。
正
因
為
我
們
使
用
表
意
文
字
，
所
以
數
千
年
文
化

能
夠
一
脈
相
傳
，
許
多
種
方
言
也
由
文
字
統
一
起
來
，
形
成
一
個
有
十
三
億
人
口
的
偉
大
民
族
。
這
種
文
化

的
持
久
力
，
民
族
的
凝
聚
力
，
正
是
中
國
文
字
特
有
的
「
穩
定
性
」
成
果
。 

（
四
）
漢
字
的
藝
術
性 

 
 

這
裏
說
的
「
藝
術
」
，
包
括
空
間
藝
術
、
時
間
藝
術
和
一
種
綜
合
藝
術—

—

即
生
活
藝
術
。 

 
 

在
形
體
上
，
中
國
漢
字
由
依
類
象
形
，
進
而
為
形
聲
相
益
，
循
繪
畫
直
系
而
發
展
。
所
以
字
字
如
圖
，

富
有
美
術
上
的
意
味
。
尤
其
是
古
文
和
篆
書
，
這
種
繪
畫
式
的
字
體
，
更
富
藝
術
性
。
因
此
漢
字
非
但
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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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畫
，
和
題
在
畫
面
上
以
增
加
美
觀
，
而
且
本
身
也
可
以
製
成
單
條
或
對
聯
，
作
為
獨
立
的
藝
術
品
，
成
為

空
間
藝
術
的
一
種
。 

 
  

在
聲
音
上
，
漢
字
一
字
一
音
，
又
有
平
仄
不
同
。
所
以
排
比
對
仗
起
來
，
一
個
字
對
一
個
字
，
一
平
一
仄
，

可
以
對
得
非
常
整
齊
。
中
國
駢
文
，
幾
乎
句
句
對
稱
，
每
兩
個
字
一
個
節
奏
，
平
仄
遞
用
（
即
俗
稱
「
馬
蹄

韻
」
）
，
便
是
這
種
文
字
特
性
的
表
現
。
至
於
近
體
詩
全
部
用
五
言
或
七
言
，
平
仄
、
對
仗
、
用
韻
，
都
有
嚴

格
性
的
規
格
，
更
非
靠
這
種
文
字
特
性
莫
辦
。
即
使
普
通
散
文
，
作
者
也
每
不
自
覺
地
摻
入
一
些
駢
語
。
這

都
顯
示
出
漢
字
具
有
音
樂
的
節
奏
拍
子
，
可
以
認
為
是
一
種
時
間
藝
術
。 

在
意
義
上
，
漢
字
隱
藏
一
種
高
深
的
哲
學
。
从
「
人
言
為
信
」
、
「
止
戈
為
武
」
這
些
形
形
相
益
的
字
，

我
們
可
以
體
會
到
一
種
要
求
言
行
一
致
和
講
求
和
平
的
大
國
風
度
。
在
許
多
形
聲
相
益
的
字
裏
，
也
同
樣
有

類
似
的
奧
妙
的
啟
發
，
例
如
「
从
心
奴
聲
」
的
「
怒
」
字
，
一
個
人
失
掉
了
理
智
才
會
生
氣
，
這
時
他
確
已

變
成
了
內
心
情
感
的
奴
隸
。
無
怪
乎
美
國
有
著
名
的
作
家
曼
紐
爾
‧
科
門
羅
夫
自
述
說
：「
我
每
學
一
個
漢
字

就
覺
得
自
己
更
加
瞭
解
一
種
偉
大
的
哲
學
。
」
是
的
，
每
一
個
漢
字
，
幾
乎
都
代
表
著
這
個
古
老
民
族
的
智

慧
，
顯
示
出
一
個
偉
大
的
藝
術—

—

人
生
藝
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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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書
及
舉
例 

象
形 《

說
文
解
字
序
》：「
象
形
者
，
畫
成
其
物
，
隨
體
詰
（
ㄐ
ㄧ
ㄝ
ˊ
）
詘
（
ㄑ
ㄩ
），
日
、
月
是
也
。
」
所

謂
象
形
，
就
是
按
照
物
體
的
輪
廓
，
用
線
條
畫
出
物
體
的
形
狀
來
，
例
如
「
日
」
、
「
月
」
等
。
象
形
文
字
是

由
原
始
的
圖
畫
演
變
而
來
，
經
過
相
當
長
的
時
間
，
將
圖
畫
簡
單
化
、
通
俗
化
，
往
往
就
跟
原
物
不
大
相
似

了
。
以
萬
字
為
例
，
《
說
文
》
：
「
萬
，
蟲
也
，
从
厹
（
ㄖ
ㄡ
ˊ
）
，
象
形
。
」
萬
的
甲
骨
文
是
「

」
，
畫

的
就
是
一
隻
蠍
子
。
因
其
產
子
極
多
，
每
胎
百
數
十
隻
，
且
小
蠍
子
出
生
後
，
自
動
攀
附
在
母
蠍
身
上
，
密

密
麻
麻
，
若
不
可
勝
數
，
古
人
因
假
借
數
目
極
多
，
為
千
萬
的
萬
字
。
現
在
用
的
萬
，
已
經
看
不
出
來
萬
的

本
義
。
但
是
推
溯
到
最
初
造
字
的
時
候
，
一
定
和
原
物
相
像
。 

 
  
  

人
看
物
的
位
置
，
不
外
「
仰
觀
」、「
俯
察
」、「
迎
視
」、「
隨
視
」
及
「
側
視
」
五
種
方
法
。
在
造
字
的

時
候
，
由
於
人
和
物
所
取
角
度
不
同
，
所
以
要
注
意
到
造
字
時
取
象
的
位
置
，
如
「
日
」、「
月
」、「
云
」、「
雨
」
，

便
是
由
「
仰
觀
」
畫
成
的
象
形
字
；「
田
」、「
水
」、「
川
」、「
井
」，
便
是
由
「
俯
察
」
畫
成
的
字
；「
山
」、「
木
」
、

「
口
」、「
大
」，
便
是
由
「
迎
視
」
畫
成
的
象
形
字
；「
牛
」、「
羊
」、「
矢
」、「
燕
」，
便
是
由
隨
視
畫
成
的
象

形
字
；
「
人
」
、
「
鳥
」
、
「
馬
」
、
「
象
」
，
便
是
由
「
側
視
」
畫
成
的
象
形
字
。
這
些
表
明
象
形
字
畫
物
的
不
同

角
度
。
至
於
變
橫
為
直
的
象
形
字
，
也
不
出
這
五
種
方
法
之
外
。
例
如
「
車
」、「
龜
」
都
應
橫
看
，
車
由
「
隨

視
」
畫
成
，
「
龜
」
由
「
側
視
」
畫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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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舉
各
例
，
可
說
純
粹
隨
看
原
形
畫
下
來
的
，
形
體
上
沒
有
什
麼
增
省
，
我
們
稱
之
為
「
純
體
象
形
」
，

亦
稱
為
「
正
例
」
，
象
形
除
純
體
外
，
還
包
括
變
例
的
象
形
。
變
例
有
二
： 

 

1
、
增
體
象
形 

就
是
單
單
象
形
不
能
明
白
表
示
它
是
什
麼
東
西
，
必
須
增
加
其
他
不
成
文
的
形
體
來
補
足
。
例
如
「
果
」

字
，
形
為
不
成
文
的
「
田
」
，
「
木
」
是
已
成
文
的
象
形
字
，
兩
者
結
合
，
成
為
果
字
。
又
如
「
石
」

字
，
形
為
不
成
文
的
「
〇
」
，
「
厂
（
ㄏ
ㄢ
ˇ
）
」
是
已
成
文
的
象
形
字
，
兩
者
結
合
，
成
為
石
字
。

表
示
在
形
體
外
有
所
增
加
。 

2
、
省
體
象
形 

表
示
在
形
體
之
內
有
所
省
減
，
如
「
鳥
」
是
已
成
文
的
象
形
字
，
省
去
「
丶
」，
變
成
「
烏
」，
表
示

全
身
烏
黑
，
連
眼
睛
也
看
不
到
的
烏
鴉
。 

胡
樸
安
統
計
《
說
文
》
中
象
形
文
字
，
得
三
百
六
十
四
；
除
去
不
純
粹
的
，
還
餘
二
百
四
十
二
；
再
除

去
重
複
的
，
和
由
一
個
形
體
而
演
化
的
，
只
得
一
百
幾
十
個
，
占
現
在
的
文
字
，
不
到
百
分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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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形
例
字
目
錄
： 

一
、
正
例 

1.

萬
。
2.

龜
。
3.

它
。
4.

虫
。
5.

鼠
。
6.

燕
。
7.

鳥
。
8.

隹
。
9.

虎
。
10.

豕
。
11.

鹿
。

12.

馬
。
13.
牛
。
14.

羊
。
15.

象
。
16.

犬
。
17.

兔
。
18.

魚
。
19.

申
。
20.

云
。
21.

雨
。
22.

气
。

23.

水
。
24.

日
。
25.

月
。
26.

米
。
27.

瓜
。
28.

羽
。
29.

車
。
30.

舟
。
31.

木
。
32.

竹
。
33.

冊
。

34.

丌
。
35.

箕
。
36.
禾
。
37.

來
。
38.

泉
。
39.

川
。
40.

山
。
41.

阜
。
42.

厂
。
43.

玉
。
44.

王
。

45.

貝
。
46.

角
。
47.
毛
。
48.

肉
。
49.

首
。
50.

頁
。
51.

目
。
52.

耳
。
53.

自
。
54.

口
。
55.

牙
。

56.

頤
。
57.

而
。
58.

心
。
59.
手
。
60.

又
。
61.

白
。
62.

凡
。
63.

止
。
64.

人
。
65.

大
。
66.

子
。

67.

巳
。
68.

女
。
69.

力
。
70.
火
。
71.

鼎
。
72.

鬲
。
73.

壺
。
74.

酉
。
75.

缶
。
76.

皿
。
77.

匚
。

78.

豆
。
79.

勺
。
80.

匕
。
81.

斗
。
82.

臼
。
83.

弋
。
84.

宀
。
85.

戶
。
86.

門
。
87.

郭
。
88.

弓
。

89.

矢
。
90.

刀
。
91.

斤
。
92
戈
。
93.
矛
。
94.

衣
。
95.

糸
。
96.

求
。
97.

田
。
98.

土
。
99.

屮
。 

二
、
變
例 

 

（
一
）
增
體 

100.

雷
。
101.

州
。
102.

嶽
。
103.

石
。
104.

母
。
105.

眉
。
106.

兒
。
107.

包
。
108.

貌
。
109.

要
。
110.

足
。

111.

蜀
。
112.

血
。
113.

果
。
114.

刺
。
115.

巢
。
116.

冃
。
117.
巾
。
118.

弁
。
119.

衰
。
120.

兂
。
121.

舍
。

122.

向
。
123.

齒
。
124.

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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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省
體 

125.
丘
。
126.

堆
。
127.

烏
。
128.

虍
。
129.

片
。
130.

幺
。 

 
  
  

（
象
形 

總
計
130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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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w
à n

 

ㄨ
ㄢ
ˋ 

     
 

是
蠍
子
的
象
形
。 

   

 
 

甲
文
、
金
文
像
蠍
形
，
上
部
是
兩
個
「
鉗
子
」，
中
間
是
蠍
身
，
下
為
蠍
尾
。
蠍
子
每
胎
產
子
數
十
甚
至

百
餘
隻
，
幼
蠍
出
生
後
，
自
動
攀
附
在
母
蠍
身
上
，
尤
以
背
上
最
多
。
密
密
麻
麻
， 

若
不
可
勝
數
。
古
人
見

之
，
就
假
借
為
數
不
勝
數
的
「
萬
」
，
代
表
數
目
十
千
。
久
借
不
還
，
只
好
另
造
「
蠆
（
ㄔ
ㄞ
ˋ
）
」
字
，
還

其
蠍
子
本
義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
金
文
演
變
而
來
，
隸
書
、
楷
書
是
从
小
篆
字
形
譌
（
ㄜ
ˊ
）
變
而
來
，
已

看
不
出
蠍
子
的
形
狀
。
簡
體
的
「
万
」
字
，
則
是
从
唐
人
開
始
的
。 

備
註
：
《
說
文
》
：「
蟲
也
。
从
厹
（
ㄖ
ㄡ
ˊ
）
，
象
形
。
」 

按
：
許
慎
據
篆
文
說
从
「
厹
」
，
不
確
。 

典
籍
所
見
：
（1）
數
目
。
《
孟
子
‧
梁
惠
王
》
：
「
萬
取
千
焉
，
千
取
百
焉
，
不
為
不
多
矣
。
」 

 
  
  
  
  

 

（2）
多
。
《
荀
子
‧
富
國
》：
「
古
有
萬
國
，
今
有
十
數
焉
。
」 

 
  
  
  
  

 

（3）
極
也
。
《
漢
書
‧
黥
（
ㄑ
ㄧ
ㄥ
ˊ
）
布
傳
》
：
「
我
之
取
天
下
可
以
萬
全
。
」 

常
用
詞
：
千
山
萬
水 

萬
象
更
新 

萬
古
長
青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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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 
g
uī

 

ㄍ
ㄨ
ㄟ 

   
 
 

  

 
 

是
烏
龜
的
象
形
。 

 
 

甲
文
①
與
金
文
龜
字
，
為
俯
視
，
像
龜
的
頭
、
甲
及
四
足
、
短
尾
之
形
；
甲
文
②
與
小
篆
，
均
為
側
視
，

上
像
龜
的
頭
，
右
為
龜
甲
，
左
為
龜
足
，
下
為
龜
尾
。 

備
註
：
段
注
：
「
左
象
足
。
右
象
背
甲
。
曳
者
象
尾
。
」 

典
籍
所
見
：
（1）
皴
（
ㄘ
ㄨ
ㄣ
）
裂
。
《
莊
子
‧
逍
遙
遊
》
：
「
宋
人
有
善
為
不
龜
手
之
藥
者
。
」 

 
  
  
  
  

 

（2）
用
龜
甲
占
卜
。
《
左
傳
‧
僖
公
四
年
》
：
「
筮
（
ㄕ
ˋ
）
短
龜
長
，
不
如
从
長
。
」 

常
用
詞
：
龜
甲 

烏
龜 

龜
年
鶴
壽 

 

  
  
  
  
  
  
  
 

 

甲
文 

 

① 

 

②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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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t
uō

 

ㄊ
ㄨ
ㄛ 

    
 
 

 
 

是
蛇
的
象
形
。 

 
 

甲
文
它
字
上
面
所
增
的
「
止
」
形
指
人
足
，
因
走
路
時
踩
到
蛇
，
就
會
被
咬
，
所
以
加
「
止
」，
以
別
於

其
他
的
蟲
。
金
文
和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遞
變
而
來
。  

備
註
：《
說
文
》：「
虫
也
。
从
虫
而
長
，
象
冤
曲
垂
尾
形
。
上
古
艸
居
患
它
，
故
相
問
無
它
乎
。
」
按
：
它
為 

蛇
類
總
稱
。
上
古
穴
居
，
患
蛇
，
患
恙
蟲
，
朋
友
相
見
問
安
，
說
：
「
無
它
乎
？
」
「
無
恙
乎
？
」
就

是
現
在
說
的
「
你
好
嗎
？
」 

典
籍
所
見
：
（1）
異
常
。
《
禮
記
‧
檀
弓
》
：
「
或
敢
有
它
志
，
以
辱
君
義
。
」 

 
  
  
  
  

 

（2）
旁
有
所
指
，
同
「
他
」。
《
詩
經
‧
鶴
鳴
》
：「
它
山
之
石
。
」
（
按
：
蛇
很
可
怕
，
人
們
忌
諱 

 
  
  
  
  
  
  

直
接
稱
「
蛇
」
，
所
以
人
稱
「
蛇
」
的
時
候
，
常
常
用
「
那
個
」
來
代
替
，
所
以
「
它
」
就 

 
  
  
  
  
  
  

用
來
當
作
第
三
人
稱
。
） 

 
  
  
  
  

 

（3）
歪
曲
。
《
揚
子
‧
法
言
》
：
「
君
子
正
而
不
它
。
」 

 
  
  
  
  

 

（4）
駱
駝
。《
漢
書
‧
鄯
善
國
傳
》：「
民
隨
畜
牧
逐
水
草
，
有
驢
馬
，
多
橐
（
ㄊ
ㄨ
ㄛ
ˊ
）
它
。
」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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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 
h
uǐ

 

ㄏ
ㄨ
ㄟ
ˇ   

   

 
   

 
  

 
 

是
蝮
蛇
的
象
形
。 

 
 

甲
文
、
金
文
像
蛇
彎
曲
爬
行
的
樣
子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
金
文
演
變
而
來
。 

  
  

備
註
：《
說
文
》：「
一
名
蝮
，
博
三
寸
，
首
大
如
擘
（
ㄅ
ㄛ
ˋ
）
指
。
象
其
臥
形
。
物
之
微
細
，
或
行
或
飛
， 

 
 
 
 
 
 
 

或
毛
或

（
ㄌ
ㄨ
ㄛ
ˇ
）
，
或
介
或
鱗
，
以
蟲
為
象
。
」 

 
  
 
 

段
注
：「
按
以
為
象
，
言
以
為
象
形
也
。
从
虫
之
字
多
左
形
右
聲
，
左
皆
用
虫
為
象
形
也
。
」
（
按
： 

 
 
 
 
 
 

蟲
是
蠕
動
蟲
類
的
總
名
，
而
虫
單
指
蝮
蛇
，
二
字
義
各
別
，
今
簡
體
字
以
虫
替
蟲
。
） 

 
 

虫
是
部
首
字
，
在
部
首
中
，
虫
多
表
示
蟲
類
，
如
蚌
、
蛇
、
蝇
等
。（
按
：
段
注
：

（
ㄎ
ㄨ
ㄣ
）
下
曰
：

「
虫
可
讀
作
蟲
。
」
二
虫
為

（
ㄎ
ㄨ
ㄣ
），
表
示
蟲
多
；
三
虫
為
蟲
，
表
示
更
多
的
蟲
。
段
玉
裁
：
凡
三
从

其
文
者
，
皆
有
盛
有
多
義
。
析
言
之
，
虫
為
單
個
，

為
較
多
，
蟲
為
最
多
。
）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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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 
s
hǔ

  

ㄕ
ㄨ
ˇ   

     

 
 

是
老
鼠
的
象
形
。 

 
 

甲
文
鼠
，
橫
視
像
鼠
頭
、
身
、
足
、
尾
之
形
，
上
三
點
像
殘
土
，
鼠
性
好
穴
（
ㄒ
ㄩ
ㄝ
ˊ
），
因
此
頭
常

有
土
。
小
篆
上
像
齒
，
下
像
腹
、
爪
、
尾
；
因
其
好
啃
物
，
故
突
顯
它
的
牙
齒
。 

  
  

備
註
：
《
說
文
》
：「
穴
蟲
之
緫
（
ㄘ
ㄨ
ㄥ
）
名
也
。
象
形
。
」 

 
  
  
  

段
注
：
「
上
像
首
，
下
像
足
尾
。
」 

典
籍
所
見
：
（1）
憂
也
。
《
詩
經
‧
小
雅
》
：
「
鼠
思
泣
血
。
」 

 
  
  
  
  

 

（2）
微
賤
。
《
魏
志
‧
華
佗
傳
》
：
「
太
祖
曰
：『
不
憂
天
下
當
無
此
鼠
輩
耶
？
』
」 

常
用
詞
：
膽
小
如
鼠 

鼠
目
寸
光 

 

 
 

甲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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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 
y
à n

 

ㄧ
ㄢ
ˋ 

      

 
 

是
燕
子
的
象
形
。 

 
 

甲
文
像
一
隻
頭
朝
上
，
而
展
翅
奮
飛
的
燕
子
，
小
篆
从
甲
文
演
變
而
來
，
上
像
燕
子
似
小
鉗
的
口
，
中

像
其
身
背
，
下
像
其
歧
尾
，
身
背
兩
旁
像
飛
時
所
張
的
兩
翅
。 

  

備
註
：
《
說
文
》
：「
玄
鳥
也
。
籋
（
ㄋ
ㄧ
ㄝ
ˋ
）
ㄋ
ㄧ
ㄢ
ˋ
（
說
文1

97

頁
）
口
，
布
翄
（
ㄔ
ˋ
）
，
枝
尾
。

象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宴
飲
，
假
借
為
「
宴
」。
《
詩
經
‧
鹿
鳴
》
：「
我
有
旨
酒
，
嘉
賓
式
燕
以
敖
。
」
（
按
：
宴
、 

 
  
  
  
  
  
  

燕
：
於
甸
切
，
十
四
部
，
兩
者
同
音
，
可
以
通
假
。
） 

 
  
  
  
  

 

（2）
春
秋
時
期
諸
侯
國
名
。
《
左
傳
‧
隱
公
五
年
》
：「
衛
人
以
燕
（
一
ㄢ
）
師
伐
鄭
。
」 

 
  
  
  
  

 

（3）
輕
侮
。
《
禮
記
‧
學
記
》
：
「
燕
朋
逆
其
師
。
」 

常
用
詞
：
燕
子 

海
燕 

甲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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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n
iǎ

o
 

ㄋ
ㄧ
ㄠ
ˇ 

  

 
  

  

  

 
 

是
一
隻
鳥
的
象
形
。 

 
 

甲
文
、
金
文
是
一
隻
鳥
的
形
狀
，
鳥
頭
朝
左
，
鳥
身
側
立
，
下
為
鳥
尾
及
足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
金
文

遞
變
而
來
。 

備
註
：《
說
文
》：「
長
尾
禽
緫
（
ㄘ
ㄨ
ㄥ
）
名
也
。
象
形
。
鳥
之
足
似
匕
（
ㄅ
ㄧ
ˇ
），
从
匕
。
」（
許
慎
據
小 

篆
筆
劃
，
說
鳥
足
从
「
匕
」
，
不
確
。
） 

 
 

鳥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鳥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禽
類
有
關
，
如
：
鸝
、
鷺
、
鵝
等
。 

常
用
詞
：
笨
鳥
先
飛 

鳥
語
花
香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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隹 
 z
hu
ī  
  

ㄓ
ㄨ
ㄟ 

     
   

 
 

是
一
隻
短
尾
鳥
的
象
形
。 

 
 

甲
文
是
一
隻
鳥
的
形
狀
，
與
鳥
本
同
為
一
字
，
不
分
短
尾
、
長
尾
。
上
部
是
鳥
頭
，
嘴
朝
左
方
，
右
為

翅
膀
，
下
為
鳥
爪
。
金
文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遞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鳥
之
短
尾
緫
（
ㄘ
ㄨ
ㄥ
）
名
也
。
象
形
。
」 

 
 

隹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隹
組
成
的
字
，
都
與
鳥
類
有
關
，
如
：
雅
、
雀
、
集
等
。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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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 
h
ǔ
 

ㄏ
ㄨ
ˇ 

  
 

 

   

 
 

是
老
虎
的
象
形
。 

   

 
 

甲
文
、
金
文
是
側
視
的
老
虎
，
巨
口
利
齒
及
長
身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
金
文
譌
（
ㄜ
ˊ
）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山
獸
之
君
。
从
虍
（
ㄏ
ㄨ
）
。
从
ㄦ
。
虎
足
象
人
足
也
。
」
（
老
虎
的
腳
豈
會
像
人
足
呢
？ 

小
篆
下
部
疑
像
老
虎
蹲
踞
之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老
虎
。
辛
棄
疾
《
永
遇
樂
‧
京
口
北
固
亭
懷
古
》
：
「
氣
吞
萬
里
如
虎
。
」 

常
用
詞
：
龍
騰
虎
躍 

如
虎
添
翼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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豕 
s
hǐ

 

ㄕ
ˇ 

     

 
 

是
一
頭
豬
的
象
形
。 

 
 

甲
文
、
金
文
像
豬
肥
大
的
肚
子
及
尾
巴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
金
文
演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彘
（
ㄓ
ˋ
）
也
。
竭
其
尾
，
故
謂
之
豕
。
象
毛
足
而
後
有
尾
。
」 

 
 
 

段
注
：
「
豕
首
畫
象
其
頭
，
次
象
其
四
足
，
末
象
其
尾
。
」 

 
 

豕
為
部
首
字
，
凡
由
豕
組
成
的
字
，
都
與
豬
有
關
，
如
：
豪
、
豢
（
ㄏ
ㄨ
ㄢ
ˋ
）
、
家
、
豬
等
。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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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 
l
ù  
 

ㄌ
ㄨ
ˋ 

  
  

   

 
 

是
一
隻
鹿
的
象
形
。 

 
 

甲
文
鹿
字
像
其
兩
角
多
歧
，
下
象
其
頭
及
身
之
形
。
篆
文
是
由
甲
文
、
金
文
遞
變
而
來
。 

備
註
：《
說
文
》：「
鹿
獸
也
。
象
頭
、
角
、
四
足
之
形
。
鳥
、
鹿
足
相
比
。
从
比
。
」（
按
：
許
慎
說
「
从
比
」

不
確
。
） 

典
籍
所
見
：
（1）
比
喻
帝
位
、
政
權
。
《
史
記
‧
淮
陰
侯
傳
》
：
「
秦
失
其
鹿
，
天
下
共
逐
之
。
」 

 
  
  
  
  

 

（2）
方
形
的
糧
倉
。
《
國
語
‧
吳
語
》
：
「
市
無
赤
米
，
而
囷
（
ㄐ
ㄩ
ㄣ
）
鹿
空
虛
。
」 

 
 

鹿
為
部
首
字
，
凡
由
鹿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鹿
有
關
，
如
：
麗
、
塵
等
。 

常
用
詞
：
鹿
角 

梅
花
鹿 

逐
鹿
中
原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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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m
ǎ
 

ㄇ
ㄚ
ˇ 

  
  

  

    

 
 
 

 
 

是
馬
的
象
形
。 

 
 

甲
文
、
金
文
馬
字
，
頭
、
身
及
尾
咸
備
，
特
別
突
出
其
他
動
物
皆
無
，
而
馬
獨
有
鬃
毛
的
特
點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
金
文
演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怒
也
。
武
也
。
象
馬
頭
、
髦
（
ㄇ
ㄠ
ˊ
）
、
尾
、
四
足
之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形
與
馬
相
似
之
物
。
《
蜀
志
‧
諸
葛
亮
傳
》
「
亮
悉
大
眾
由
斜
谷
出
，
以
流
馬
運
。
」 

 
  
  
  
  

 

（2）
騎
馬
。
《
淮
南
子
‧
齊
俗
》
：
「
胡
人
便
於
馬
，
越
人
便
於
舟
。
」 

 
 

馬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馬
組
成
的
字
，
都
與
馬
有
關
，
如
：
駕
、
騎
、
馳
、
駒
（
ㄐ
ㄩ
）
等
。 

常
用
詞
：
汗
馬
功
勞 

一
馬
當
先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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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n
iú

 

ㄋ
ㄧ
ㄡ
ˊ 

     

 
 

是
一
頭
牛
的
象
形
。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是
从
後
面
看
牛
的
樣
子
，
上
像
頭
和
兩
角
，
「
―
」
像
肩
甲
隆
起
，
中
間
「—

」

像
牛
身
和
尾
巴
。 

  

備
註
：
《
說
文
》
：「
事
也
，
理
也
。
像
角
頭
三
、
封
、
尾
之
形
。
」 

段
注
：「
角
頭
三
者
，
謂
上
三
岐
者
象
兩
角
與
頭
為
三
也
。
封
者
，
謂
中
畫
象
封
也
。
封
者
，
肩
甲
墳 

起
之
處
。
尾
者
，
謂
直
畫
下
垂
像
尾
也
。
羊
、
豕
、
馬
、
象
，
皆
像
其
四
足
。
牛
略
之
者
，

可
思
而
得
也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
甲
文
的
牛
字
是
牛
頭
的
象
形
。
（
引
備
一
說
） 

典
籍
所
見
：
（1）
星
座
名
。
《
晉
書
‧
張
華
傳
》
：
「
初
，
吳
之
未
滅
也
，
斗
牛
之
間
常
有
紫
氣
。
」 

  
  
  
   

  
  
  
 

 
  
  
  
  

 

（2）
自
謙
的
代
稱
。
《
史
記
‧
報
任
安
書
》
：
「
太
史
公
，
牛
馬
走
。
」 

 
 

牛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牛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牛
有
關
，
如
：
犧
、
牲
、
犁
等
。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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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用
詞
：
牛
角 

小
試
牛
刀 

九
牛
一
毛 

庖
丁
解
牛 

 

羊 
y
á n
g
 

ㄧ
ㄤ
ˊ 

  

     

 
 

是
一
隻
羊
的
象
形
。 

 
 

小
篆
是
从
後
面
看
，
上
像
頭
和
角
，
中
豎
畫
像
身
及
尾
，
兩
橫
畫
像
四
足
，
下
像
其
尾
。 

  
  

備
註
：
《
說
文
》
：「
祥
也
。
从

（
ㄍ
ㄨ
ㄞ
ˇ
）
，
象
頭
角
足
尾
之
形
。
」
按
：
狩
獵
遇
羊
，
羊
不
會
傷
人
， 

 
 
 
 
 
 
 

肉
可
食
，
皮
毛
可
為
衣
，
是
大
吉
祥
。 

按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甲
文
、
金
文
，
是
羊
頭
的
象
形
。
（
引
備
一
說
） 

  
  
  
  
  
  
  
  
  
  
   

  
  
  
  
  
  
  
  
  
  
  
  
   

  
  
  
  
  
  
  
  
  
  
  
  
   

  
  
  
  
  
  
  
  
  
  
  
  
   

  
  
  
  

 
 
 
 
 
 
 
 
 

 
 

羊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羊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羊
或
美
好
的
意
思
有
關
，
如
：
美
、
祥
、
養
、
善
等
。 

常
用
詞
：
羔
羊 

羊
毛 

亡
羊
補
牢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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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x
ià

ng
 

ㄒ
ㄧ
ㄤ
ˋ   

  
  

   

 
 

是
一
頭
大
象
的
象
形
。 

甲
文
是
畫
一
頭
大
象
的
形
狀
，
右
為
象
頭
、
象
牙
，
突
出
長
鼻
的
特
徵
，
左
為
象
身
及
象
尾
。
因
側
視

四
足
只
見
兩
足
。
借
喻
為
「
象
形
」、
「
現
象
」
等
。  

備
註
：《
說
文
》：「
南
越
大
獸
，
長
鼻
牙
，
三
年
一
乳
，
象
耳
、
牙
、
四
足
、
尾
之
形
。
」
按
：
這
是
根
據
小

篆
作
的
解
釋
。 

典
籍
所
見
：
（1）
象
牙
。
《
離
騷
》
：「
雜
瑤
象
以
為
車
（
ㄐ
ㄩ
）
。
」 

 
  
  
  
  

 

（2）
法
令
、
法
律
。
《
國
語
‧
齊
語
》
：
「
設
象
以
為
民
紀
，
式
權
以
相
應
。
」 

 
  
  
  
  

 

（3）
效
法
。
《
左
傳
‧
襄
公
三
十
一
年
》
：
「
其
臣
畏
而
愛
之
，
則
而
象
之
。
」 

 
 

象
是
部
首
字
，
从
象
的
字
有
「
豫
」
，
本
義
指
大
的
象
。 

常
用
詞
：
印
象 

氣
象 

 

萬
象
更
新 

 

包
羅
萬
象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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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 
q
uǎ

n
 

ㄑ
ㄨ
ㄢ
ˇ 

     

 
 

是
狗
的
象
形
。 

甲
文
、
金
文
畫
的
是
狗
的
側
視
，
狗
頭
、
長
身
，
二
足
及
尾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
金
文
遞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狗
之
有
縣
（
ㄒ
ㄩ
ㄢ
ˊ
）
蹏
（
ㄊ
ㄧ
ˊ
）
者
也
。
象
形
。
孔
子
曰
：
『
視
犬
之
字
如
畫
狗 

 
 
 
 
 
 
 

也
。
』
」 

典
籍
所
見
：
（1）
狗
。
《
陳
情
表
》
：「
臣
不
勝
犬
馬
怖
懼
之
情
，
謹
拜
表
以
聞
。
」
又
王
維
《
山
中
與
裴
迪
秀 

 
  
  
  
  
  
  

才
書
》
：「
深
巷
寒
犬
，
吠
聲
如
豹
。
」 

 
 

犬
為
部
首
字
，
偏
旁
寫
作
「
犭
」
，
凡
由
犬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動
物
有
關
，
如
：
狐
、
狼
、
獅
等
。 

常
用
詞
：
犬
馬
之
勞 

雞
鳴
犬
吠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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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 
t

 ù
 

ㄊ
ㄨ
ˋ 

     

 
 

是
兔
子
的
象
形
。 

 
 

甲
文
突
出
兔
子
長
目
短
尾
之
形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遞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兔
獸
也
。
象
兔
踞
，
後
其
尾
形
。
」 

 
  
  
  

段
注
：
「
其
字
象
兔
之
蹲
。
後
露
其
尾
之
形
也
。
」 

 
 

兔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兔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兔
有
關
，
如
：
逸
、
冤
等
。 

  
   

常
用
詞
：
白
兔 

守
株
待
兔 

 

甲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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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 
y
ú
 

ㄩ
ˊ  

     

 
 

是
一
條
魚
的
象
形
。 

 
 

甲
文
描
繪
魚
的
頭
、
尾
、
背
鰭
與
腹
鰭
，
金
文
和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遞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水
蟲
也
。
象
形
。
」 

 
  
  
 

段
注
：「
其
尾
皆
枝
。
故
象
枝
形
。
非
从
火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捕
魚
之
事
曰
魚
。
《
左
傳
‧
隱
公
五
年
》
：
「
公
將
如
棠
觀
魚
者
。
」 

 
  
  
  
  

 

（2）
殘
害
。
《
後
漢
書
‧
仲
長
統
傳
》
：
「
魚
肉
百
姓
，
以
盈
其
欲
。
」 

 
 

魚
為
部
首
字
，
凡
由
魚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魚
類
有
關
，
如
：
鰭
、
鯉
、
鱗
等
。 

常
用
詞
：
金
魚 

魚
米
之
鄉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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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s
hē

n
 

ㄕ
ㄣ 

     
 

是
閃
電
屈
折
激
射
的
象
形
。 

備
註
：「

」（
申
）
本
是
閃
電
，
就
是
後
來
的
「
電
」
字
，
古
人
見
雷
雨
閃
電
非
常
可
怖
，
借
「

」（
申
） 

為
神
明
。
後
因
「
申
」
被
借
為
地
支
名
，
因
此
，
累
增
偏
旁
「
雨
」
，
寫
作
「
電
」
，
以
還
其
本
義
，

累
增
偏
旁
「
示
」
，
寫
作
「
神
」
，
還
其
借
義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
金
文
譌
變
而
來
，
隸
書
、
楷
書
是

由
小
篆
演
變
而
來
。 

典
籍
所
見
：
（1）
重
、
再
。
《
儀
禮
‧
士
昏
禮
》
：
「
申
之
以
父
母
之
命
。
」 

 
  
  
  
  

 

（2）
約
束
。
《
漢
書
‧
元
帝
紀
》
：
「
公
卿
其
明
察
申
敕
（
ㄔ
ˋ
）
之
。
」 

常
用
詞
：
申
辯 

申
明 

三
令
五
申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9 
 

雲 
y
ú n
 
 

ㄩ
ㄣ
ˊ 

 

   
 

 
 

是
天
空
中
雲
層
的
象
形
。 

 
 

甲
文
與
《
說
文
》
的
古
文
「

」
同
。
上
像
雲
气
重
疊
形
，
下
像
雲
气
下
垂
。 

備
注
：
《
說
文
》
：「
山
川
气
也
。
从
雨
，
云
象
回
轉
之
形
。
云
，
古
文
省
雨
。 

」 

段
注
：
「
古
文
衹
作
云
。
小
篆
加
雨
於
上
。
遂
為
半
體
會
意
、
半
體
象
形
之
字
矣
。
云
象
回
轉
形
， 

 
 
 

此
釋
下
古
文
雲
為
象
形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水
氣
。
《
易
經
‧
略
例
》
：
「
雲
者
龍
。
」 

 
  
  
  
  

 

（2）
比
喻
多
。
《
過
秦
論
》：
「
天
下
雲
集
而
響
應
，
嬴
糧
而
景
从
。
」 

 
  
  
  
  

 

（3）
雲
氣
。
《
易
‧
乾
》
：「
雲
行
雨
施
，
品
物
流
行
。
」 

 
  
  
  
  

 

（4）
說
。
《
史
記
‧
孔
子
世
家
贊
》
：
《
詩
》
云
：「
高
山
仰
止
，
景
行
行
止
。
」
（
按
：
云
：
王
分 

 
  
  
  
  
  
  

切
，
十
三
部
；
曰
：
王
伐
切
，
十
五
部
。
兩
者
雙
聲
可
以
通
假
。
） 

常
用
詞
：
撥
雲
見
日 

觀
者
如
雲 

人
云
亦
云 

叱
（
ㄔ
ˋ
）
吒
（
ㄓ
ㄚ
ˋ
）
風
雲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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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y
ǔ
 

ㄩ
ˇ 

     
 

是
下
雨
的
象
形
。 

 
 

甲
文
、
金
文
雨
字
，
都
像
雨
从
天
而
降
之
形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
金
文
演
變
而
來
。 

備
註
： 

典
籍
所
見
：
（1）
下
雨
。
《
詩
經
‧
小
雅
‧
大
田
》
：
「
雨
（
ㄩ
ˋ
）
我
公
田
，
遂
及
我
私
。
」 

 
  
  
  
  

 

（2）
降
落
。
《
淮
南
子
‧
本
經
》
：
「
昔
者
倉
頡
作
書
，
而
天
雨
（
ㄩ
ˋ
）
粟
，
鬼
夜
哭
。
」 

 
  
  
  
  

 

（3）
比
喻
眾
多
。
《
詩
經
‧
齊
風
》
：
「
齊
子
歸
止
，
其
从
如
雨
。
」 

 
 

雨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雨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雨
的
形
態
有
關
，
如
：
霆
、
雪
、
霾
、
霧
等
。 

常
用
詞
：
未
雨
綢
繆 

 

狂
風
驟
雨  

揮
汗
如
雨  

風
調
雨
順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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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q
ì  
 

ㄑ
ㄧ
ˋ 

  

     
 

是
天
上
雲
气
層
層
疊
疊
的
象
形
。 

備
註
：
《
說
文
》
：「
云
气
也
，
象
形
。
」 

段
注
：
「
气
氣
古
今
字
。
自
以
氣
為
雲
气
字
。
乃
又
作
餼
（
ㄒ
一
ˋ
（
ㄑ
ㄧ
ˋ
）
說
文3

3
6

頁
）
為

廩
（
ㄌ
ㄧ
ㄣ
ˇ
）
氣
字
矣
。
气
本
雲
气
。
引
申
為
凡
气
之
偁
。
象
雲
起
之
皃
。
」 

典
籍
所
見
：
（1）
正
气
。
《
孟
子
‧
公
孫
丑
》
：
「
我
善
養
吾
浩
然
之
气
。
」
又
如
《
文
天
祥
‧
正
气
歌
》
：
「
天 

地
有
正
气
。
」
這
種
至
大
、
至
剛
的
浩
然
之
气
如
何
培
養
呢
？
簡
單
地
說
，
要
以
「
忠
恕
」

為
行
為
的
軌
範
，
以
忠
恕
修
己
，
以
忠
恕
待
人
，
天
天
有
恆
行
善
，
不
做
虧
心
事
，
久
而
久

之
，
自
然
能
培
養
出
一
股
無
形
的
浩
然
正
气
，
俯
仰
無
愧
於
天
地
，
半
夜
何
怕
鬼
敲
門
，
你

我
每
個
人
都
能
自
我
漸
進
培
養
這
種
至
大
、
至
剛
，
孟
子
所
謂
的
浩
然
正
气
。 

 
  
  
  
  

 

（2）
气
勢
。
曹
丕
《
典
論
論
文
》：「
文
以
气
為
主
。
」
文
章
不
只
是
字
句
的
堆
砌
，
最
重
要
是
有 

气
勢
為
貫
串
。
文
章
的
「
气
」
是
無
形
的
，
就
像
貫
串
珠
鏈
的
線
，
雖
看
不
見
，
卻
是
最
為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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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
文
章
所
謂
的
「
气
」。
須
高
聲
朗
讀
，
才
能
體
會
。
讀
完
一
段
，
不
接
著
讀
下
一
段
，

覺
得
一
口
气
不
能
順
暢
，
這
就
是
「
气
」
的
作
怪
。
千
古
文
章
，
以
《
孟
子
》
气
勢
最
盛
，

孟
子
的
文
章
，
遣
詞
用
字
來
不
及
修
飾
，
如
長
江
大
河
滔
滔
滾
滾
，
夾
泥
沙
而
俱
下
，
不
信
，

關
起
你
書
齋
的
門
，
高
聲
朗
讀
《
孟
子
》，
就
能
領
會
所
謂
的
「
气
」。
文
章
講
究
气
勢
，
至

於
書
畫
作
品
，
气
勢
也
同
樣
重
要
。 

 
  
  
  

（3）
士
气
。
駱
賓
王
《
討
武
曌
（
ㄓ
ㄠ
ˋ
）
檄
》
：
「
班
聲
動
而
北
風
起
，
劍
气
沖
而
南
斗
平
， 

 
 
 
 
 

 

喑
（
一
ㄣ
）
嗚
則
山
嶽
崩
頹
，
叱
（
ㄔ
ˋ
）
吒
（
ㄓ
ㄚ
ˋ
）
則
風
雲
變
色
。
」 

常
用
詞
：
紫
气
東
來 

揚
眉
吐
气 

气
宇
軒
昂 

气
壯
山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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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s
hu
ǐ
 

ㄕ
ㄨ
ㄟ
ˇ 

     
 

是
水
流
的
象
形
。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都
像
水
流
，
「
水
」
當
橫
看
作
「

」
，
有
水
流
和
激
起
的
水
波
。 

備
註
： 

  
  
  

典
籍
所
見
：
（1）
水
，
水
流
。
《
老
子
》：
「
上
善
若
水
。
」
按
：
上
善
是
最
高
的
修
養
，
「
上
善
若
水
」
是
說
， 

一
個
人
的
修
養
最
高
的
境
界
是
像
水
一
樣
，
水
的
性
質
，
永
遠
是
从
高
處
往
下
流
，
引
申
為
： 

1
、
人
的
修
養
永
遠
要
學
水
那
樣
，
謙
卑
就
下
。 

2
、
再
看
水
从
高
山
上
潺
潺
地
往
下
流
，
它
一
定
是
順
著
地
勢
，
有
坑
窪
的
地
方
先
把
它 

填
滿
，
再
往
前
流
，
倘
若
碰
到
一
座
大
石
壁
，
它
絕
不
會
硬
闖
、
硬
沖
，
它
會
繞
一

個
彎
，
再
往
前
走
，
最
後
流
到
江
河
，
歸
於
大
海
。
這
顯
示
給
我
們
，
做
人
做
事
，

要
學
水
流
，
順
乎
自
然
，
順
乎
自
然
是
道
家
的
中
心
思
想
。 

「
上
善
若
水
」
接
下
來
老
子
說
：「
水
善
利
萬
物
而
不
爭
。
」
是
啊
，
水
給
萬
物
帶
來
最
大
的
利
益
，
它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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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
默
的
施
恩
，
从
不
望
報
，
試
想
，
萬
物
不
管
植
物
、
動
物
，
包
括
我
們
人
類
，
能
離
開
水
而
生
存
嗎
？
你

从
來
沒
有
聽
到
水
這
樣
說
：「
人
啊
！
對
我
客
氣
一
點
，
對
我
恭
敬
一
點
，
不
要
忘
記
我
對
你
的
恩
德
，
不
然

明
天
就
不
給
你
喝
了
。
」
如
果
我
們
也
能
學
會
水
的
這
些
美
德
，
不
就
是
老
子
說
的
「
上
善
」
嗎
？ 

由
水
的
美
德
，
讓
我
們
聯
想
到
，
五
千
言
《
道
德
經
》
裏
，
時
時
、
處
處
提
醒
我
們
，
要
謙
卑
，
要
不

爭
、
要
順
乎
自
然
的
處
世
哲
學
。
如
：
《
道
德
經
‧
第
二
十
二
章
》
：
「
夫
唯
不
爭
，
故
天
下
莫
能
與
之
爭
。
」

又
如
《
第
六
十
七
章
》
：
「
我
有
三
寶
，
持
而
保
之
：
一
曰
慈
，
二
曰
儉
，
三
曰
不
敢
為
天
下
先
。
」 

 
  
 

水
是
部
首
字
，
偏
旁
寫
作
「
氵
」
，
凡
由
水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水
有
關
，
如
：
江
、
河
、
流
、
淺
等
。 

常
用
詞
：
滴
水
穿
石 

水
到
渠
成 

水
落
石
出 

飲
水
思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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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r
ì
 

ㄖ
ˋ 

     
 

是
太
陽
的
象
形
。 

 
 

甲
文
日
字
有
方
有
圓
有
多
角
，
以
方
形
為
多
。
古
文
字
學
者
謂
刀
筆
刻
在
龜
甲
上
不
便
為
圓
，
所
以
多

作
方
形
。
中
有
點
畫
，
用
來
與
口
字
分
別
。  

備
註
：
《
說
文
》
：「
實
也
。
太
陽
之
精
不
虧
。
从
○
一
。
象
形
。
」 

 
  
  
  

段
注
：
「
○
象
其
輪
郭
。
一
象
其
中
不
虧
。
」 

典
籍
所
見
：
（1）
每
天
。
《
論
語
‧
學
而
》
：
「
吾
日
三
省
吾
身
。
」 

 
  
  
  
  

 

（2）
白
天
。
《
詩
經
‧
唐
風
‧
葛
生
》
：
「
夏
之
日
，
冬
之
夜
，
百
歲
之
後
，
歸
於
其
居
。
」 

 
  
  
  
  

 

（3）
昔
日
。
《
左
傳
‧
文
公
七
年
》
：
「
日
衛
不
睦
，
故
取
其
地
。
」 

 
 

日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日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太
陽
或
日
的
引
申
義
有
關
，
如
：
時
、
早
、
昧
、
旭
等
。 

常
用
詞
：
風
和
日
麗 

日
新
月
異 

 

甲
文 

 

①

 

②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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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y
uè

  

ㄩ
ㄝ
ˋ 

     
 

是
月
亮
的
象
形
。 

 
 

月
亮
圓
時
少
缺
時
多
，
造
字
取
其
常
見
的
通
象
，
作
彎
彎
的
月
形
。 

備
註
：
《
說
文
》
：「
闕
也
。
象
形
。
」 

 
  
  
 

段
注
：「
像
不
滿
之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月
光
。
唐
‧
杜
甫
《
夢
李
白
詩
》
：
「
落
月
滿
屋
樑
，
猶
疑
照
顏
色
。
」 

  
   

 
  
  
  
  

 

（2）
計
時
單
位
。
《
尚
書
‧
堯
典
》
：
「
以
閏
月
定
四
時
成
歲
。
」 

 
 

月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月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月
亮
或
光
明
有
關
，
如
：
明
、
朗
、
朔
等
。 

常
用
詞
：
荷
塘
月
色 

海
底
撈
月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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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m
ǐ
 

ㄇ
ㄧ
ˇ  

     
 

是
一
撮
米
粒
的
象
形
。  

 
 

米
粒
很
小
，
如
只
畫
一
粒
，
難
以
表
意
，
所
以
畫
許
多
米
粒
較
能
表
意
。 

  

備
註
：
《
說
文
》
：「
粟
實
也
。
象
禾
實
之
形
。
」 

 
 

米
是
個
部
首
字
，
凡
由
米
組
成
的
字
，
都
與
糧
食
有
關
，
如
：
粒
、
粱
、
粟
等
。 

常
用
詞
：
米
飯 

大
米 

魚
米
之
鄉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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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 
g
uā

 

ㄍ
ㄨ
ㄚ 

     
 

是
藤
蔓
上
結
有
一
個
瓜
的
象
形
。 

 
 

陶
文
及
小
篆
，
外
象
蔓
，
中
象
瓜
。 

備
註
： 

 
 

瓜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瓜
組
成
的
字
，
都
與
瓜
果
有
關
，
如
：
瓣
、
瓢
等
。 

常
用
詞
：
黃
瓜 

西
瓜 

瓜
熟
蒂
落 
滾
瓜
爛
熟 

 

 
 

陶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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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 
y
ǔ
 

ㄩ
ˇ 

     
 

像
鳥
的
一
片
羽
毛
。  

 
 

甲
文
羽
字
，
像
鳥
的
一
片
羽
毛
，
小
篆
从
甲
文
演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鳥
長
毛
也
。
象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鳥
毛
。
《
易
經
‧
漸
卦
》
：
「
鴻
漸
於
陸
，
其
羽
可
用
。
」 

 
  
  
  
  

 

（2）
鳥
類
。
《
文
選
‧
七
啟
》
：
「
野
無
毛
類
，
林
無
羽
群
。
」 

 
  
  
  
  

 

（3）
五
音
之
一
。
《
呂
氏
春
秋
‧
孟
冬
紀
》
：
「
其
蟲
介
，
其
音
羽
。
」 

 
 

羽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羽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羽
毛
有
關
，
如
：
翅
、
習
、
翔
等
。 

常
用
詞
：
羽
毛 

羽
扇
綸
（
ㄍ
ㄨ
ㄢ
）
巾 

  
   

 
 

甲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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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c
hē

  

ㄔ
ㄜ 

 
  

    
 

是
古
代
馬
車
的
象
形
。 

 
 

甲
文
和
金
文
像
整
架
馬
車
之
形
，
小
篆
及
隸
書
、
楷
書
車
字
應
橫
視
。  

備
註
：
《
說
文
》
：「
輿
輪
之
緫
名
。
夏
後
時
奚
仲
所
造
。
象
形
。
」 

 
  
  
  

段
注
：
「
象
兩
輪
一
軸
一
輿
之
形
。
此
篆
橫
視
之
乃
得
。
」 

典
籍
所
見
：
（1）
士
大
夫
所
乘
的
車
。
《
易
經
‧
賁
（
ㄅ
ㄧ
ˋ
）
卦
》
：
「
舍
車
而
徒
。
」 

 
  
  
  
  

 

（2）
牙
床
。
《
左
傳
‧
僖
公
五
年
》
：
「
輔
車
相
依
，
唇
亡
齒
寒
。
」 

 
 

車
是
個
部
首
字
，
凡
由
車
組
成
的
字
都
與
車
有
關
，
如
：
軌
、
輪
、
軸
等
。 

常
用
詞
：
杯
水
車
薪 

前
車
之
鑑 

車
水
馬
龍 

學
富
五
車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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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 
z
hō

u
 

ㄓ
ㄡ 

     
 

是
船
的
象
形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
金
文
譌
變
而
來
。 
  
  

備
註
：《
說
文
》：「
船
也
。
古
者
，
共
鼓
、
貨
狄
，
刳
（
ㄎ
ㄨ
）
木
為
舟
，
剡
（
一
ㄢ
ˇ
）
木
為
楫
（
ㄐ
ㄧ
ˊ
） 

 
 
 
 
 
 
 

，
以
濟
不
通
。
」 

 
 
 

段
注
：
「
古
人
言
舟
。
漢
人
言
船
。
」 

典
籍
所
見
：
（1）
船
。
《
詩
經
‧
邶
（
ㄅ
ㄟ
ˋ
）
風
》
：
「
二
子
乘
舟
，
汎
汎
其
景
。
」 

 
  
  
  

  
 

（2）
乘
船
。
《
禮
記
‧
祭
義
》
：
「
是
故
道
而
不
徑
，
舟
而
不
遊
。
」 

  
  
  
  
  
  
  
 
 

 
 

舟
是
個
部
首
字
，
凡
由
舟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船
隻
有
關
，
如
：
航
、
舫
（
ㄈ
ㄤ
ˇ
）
、
艦
、
舵
等
。 

常
用
詞
：
同
舟
共
濟 

破
釜
沉
舟 

逆
水
行
舟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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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m
ù  
 

ㄇ
ㄨ
ˋ 

   

     
 

是
樹
木
的
象
形
。 

 
 

甲
文
、
金
文
和
小
篆
，
「—

」
像
樹
幹
，
上
揚
者
像
枝
葉
，
下
者
像
根
株
。 

備
註
：
《
說
文
》
：「
冒
也
。
冒
地
而
生
。
下
象
其
根
。
」 

典
籍
所
見
：
（1）
木
材
。
《
論
語
‧
公
冶
長
》
：
「
朽
木
不
可
雕
也
。
」 

 
  
  
  
  

 

（2）
棺
材
。
《
禮
記
‧
檀
弓
》
：
「
原
壤
登
木
。
」 

 
  
  
  
  

 

（3）
樂
器
。
《
周
禮
‧
大
（
ㄊ
ㄞ
ˋ
）
師
》
：
「
金
石
土
革
絲
木
匏
（
ㄆ
ㄠ
ˊ
）
竹
。
」 

  
  
  

 
  
  
  
  

 

（4）
質
樸
。
《
論
語
‧
子
路
》
：
「
剛
毅
木
訥
（
ㄋ
ㄜ
ˋ
）
。
」 

木
為
部
首
字
，
凡
由
木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樹
木
有
關
，
如
：
松
、
柏
、
果
等
。 

常
用
詞
：
樹
木 

入
木
三
分 

 

移
花
接
木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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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 
z
hú

 

ㄓ
ㄨ
ˊ 

     
 

是
竹
子
枝
葉
對
生
的
象
形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
金
文
遞
變
而
來
。 

備
註
： 

典
籍
所
見
：
（1）
簡
冊
。
《
後
漢
書
‧
和
熹
鄧
皇
后
記
》
：
「
必
書
功
於
竹
帛
。
」 

 
  
  
  
  

 

（2）
八
音
之
一
，
用
竹
製
成
的
樂
器
。
《
陋
室
銘
》
：「
無
絲
竹
之
亂
耳
。
」 

  
  
  
  
  
  
  
 

 
  
  
  
  

 

（3）
用
竹
製
成
的
。
《
長
干
行
‧
妾
髮
初
覆
額
》
：
「
郎
騎
竹
馬
來
，
繞
床
弄
青
梅
」 

 
 

竹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竹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竹
有
關
，
如
：
簡
、
箕
、
笛
等
。 

常
用
詞
：
胸
有
成
竹 

絲
竹
管
弦 

勢
如
破
竹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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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 
c
è
 

ㄘ
ㄜ
ˋ 

      
 

是
將
一
片
一
片
的
竹
簡
，
用
繩
子
編
纂
起
來
，
成
為
簡
冊
的
象
形
。 

古
代
用
一
片
一
片
的
竹
簡
來
書
寫
，

寫
完
一
個
段
落
，
用
繩
子
編
纂
起
來
，
稱
一
冊
或
稱
一
編
。
如
《
史
記
‧
孔
子
世
家
》：「
孔
子
晚
而
喜
易
…
…

韋
編
三
絕
。
」
又
如
成
語
「
學
富
五
車
」，
是
出
自
《
莊
子
‧
天
下
篇
》：「
惠
施
多
方
，
其
學
五
車
。
」
古
時

的
書
，
是
用
竹
簡
寫
成
，
竹
簡
每
片
只
能
寫
二
十
來
個
字
，
五
牛
車
、
五
馬
車
的
竹
簡
，
其
實
並
不
很
多
，

古
代
書
籍
簡
冊
，
非
常
難
得
，
讀
過
五
車
的
簡
冊
，
學
識
比
起
常
人
，
就
顯
很
豐
富
了
。 

備
註
：
《
說
文
》
：「
符
命
也
。
諸
矦
（
ㄏ
ㄡ
ˊ
）
進
受
於
王
也
。
象
其
札
一
長
一
短
，
中
有
二
編
之
形
。
」 

 
  
  
 

段
注
：「
竹
簡
長
短
相
間
排
比
之
，
以
繩
橫
聯
之
，
上
下
各
一
道
。
」 

典
籍
所
見
：
（1）
漢
制
約
敕
封
侯
曰
冊
。—

—

《
釋
名
‧
釋
書
契
》 

 
  
  
  

  
 

（2）
謀
略
，
計
畫
，
與
「
策
」
通
。
《
漢
書
‧
趙
充
國
傳
》
：「
此
全
師
保
勝
安
邊
之
冊
。
」 

 
 

冊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冊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書
冊
或
典
籍
有
關
，
如
：
典
、
扁
、
嗣
等
。 

常
用
詞
：
手
冊 

書
冊 

史
冊 

相
冊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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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 
j
ī
 

ㄐ
ㄧ 

      
 

是
放
置
物
品
小
几
的
象
形
。  

   

備
註
：
《
說
文
》
：「
下
基
也
。
薦
物
之
丌
。
象
形
。
」 

 
 
 
 

段
注
：
「
平
而
有
足
。
可
以
薦
物
。
」 

 
 

丌
為
部
首
字
，
凡
由
丌
組
成
的
字
有
：
典
、
巽
（
ㄒ
ㄩ
ㄣ
ˋ
）
、
奠
等
。 

金
文  

 ↑ 

小
篆  

 ↑ 

楷
書 

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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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箕
） 

j
ī
 

ㄐ
ㄧ 

     
 

是
簸
（
ㄅ
ㄛ
ˇ
）
箕
的
象
形
。 

  
  

 
 

甲
文
像
簸
箕
形
，
後
演
變
到
金
文
，
下
加
丌
，
被
借
為
語
氣
詞
，
本
義
為
借
義
所
奪
，
遂
更
制
从
竹
之

形
聲
字
「
箕
」
，
以
代
本
字
。 

備
註
：
《
說
文
》
：「
所
以
簸
者
也
。
从
竹

（
ㄐ
ㄧ
）
，
象
形
，
丌
其
下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簸
箕
。
《
禮
記
‧
曲
禮
》
：
「
以
箕
自
鄉
而
扱
之
。
」 

 
  
  
  
  

 

（2）
星
座
名
。
《
爾
雅
‧
釋
天
》
：
「
箕
斗
之
間
。
」 

 
  
  
  
  

 

（3）
屈
膝
坐
，
其
形
如
箕
。
《
漢
書
‧
陳
餘
傳
》
：「
高
祖
箕
踞
罵
詈
（
ㄌ
一
ˋ
）
。
」 

常
用
詞
：
簸
箕 

箕
踞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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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 
h
é
 

ㄏ
ㄜ
ˊ  

     
 

是
稻
穀
成
熟
時
，
稻
穗
下
垂
的
象
形
。 

 
 

甲
文
、
金
文
上
象
穗
與
葉
，
下
象
其
根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
金
文
演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嘉
穀
也
。
二
月
始
生
，
八
月
而
孰
。
」 

 
  
  
  

段
注
：
「
上
筆
垂
者
象
其
穗
。
禾
穗
必
下
垂
。
」 

典
籍
所
見
：
（1）
穀
類
植
物
的
總
稱
。
《
詩
經
‧
豳
（
ㄅ
ㄧ
ㄣ
）
風
》
：
「
十
月
納
禾
稼
（
ㄐ
ㄧ
ㄚ
ˋ
）
。
」 

 
 

禾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禾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穀
類
有
關
，
如
：
稻
、
稷
、
稼
等
。 

常
用
詞
：
嘉
禾 

 

禾
苗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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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l
á i

 

ㄌ
ㄞ
ˊ 

     
 

是
成
熟
麥
子
的
象
形
。 

 
 

甲
文
上
像
麥
穗
，
中
像
麥
稈
，
下
像
麥
子
的
根
部
。
金
文
和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遞
變
而
來
。 

備
註
：《
說
文
》：「
周
所
受
瑞
麥
來
麰
（
ㄇ
ㄡ
ˊ
）
也
。
二
麥
一
夆
，
象
其
芒
朿
（
ㄘ
ˋ
）
之
形
。
天
所
來
也
， 

故
為
行
來
之
來
。
《
詩
》
曰
：
「
詒
（
一
ˊ
）
我
來
麰
。
」 

 
  
  
  

段
注
：
「
其
字
以
『

』
象
二
麥
，
以
『

』
象
一
芒
。
故
云
象
其
芒
朿
之
形
。
」 

按
：
來
、
麥
本 

是
一
字
，
實
則
麥
字
从
夊
（
ㄙ
ㄨ
ㄟ
）
，
當
是
來
去
的
本
字
。
來
本
義
是
麥
子
，
因
被
借
為

來
去
的
來
，
其
後
用
字
之
人
，
忘
其
本
義
為
「
大
麥
、
小
麥
」
的
意
思
，
只
好
借
「
从
來
从

夊
」
的
「
麥
」
字
，
代
表
「
大
麥
、
小
麥
」
。 

典
籍
所
見
：
（1）
至
。
《
詩
經
‧
小
雅
》：
「
我
行
不
來
。
」 

 
  
  
  
  

 

（2）
還
（
ㄏ
ㄨ
ㄢ
ˊ
）
曰
來
，
與
往
相
對
。
《
禮
記
‧
曲
禮
》：
「
禮
尚
往
來
，
往
而
不
來
，
非
禮 

也
；
來
而
不
往
，
亦
非
禮
也
。
」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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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
來
，
將
來
。
《
漢
書
‧
五
行
志
》
：
「
舉
往
以
明
來
。
」  

  
  
  

 
  
  
  
  

 

（4）
還
（
ㄏ
ㄨ
ㄢ
ˊ
）
，
返
。
《
易
經
‧
雜
卦
》
：「
萃
聚
，
而
升
不
來
也
。
」 

  
  
   

常
用
詞
：
到
來 

鑒
往
知
來 

寒
來
暑
往 

神
來
之
筆 

 

 

泉 
q
uá

n
 

ㄑ
ㄩ
ㄢ
ˊ 

    

 
 

是
泉
水
从
岩
穴
中
湧
出
的
象
形
。 

  
  

 
 

甲
文
、
金
文
泉
字
，
就
是
水
从
岩
穴
中
流
出
的
樣
子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
金
文
遞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水
原
也
。
象
水
流
出
成
川
形
。
」 

 
  
  
  

段
注
：
「
同
出
而
三
岐
。
略
似
巛
（
ㄔ
ㄨ
ㄢ
）
形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泉
水
。
《
詩
經
‧
召
旻
》
：
「
泉
之
竭
矣
。
」 

 
  
  
  
  

 

（2）
錢
。
《
管
子
‧
輕
重
》：
「
今
齊
西
之
粟
釜
百
泉
。
」 

常
用
詞
：
源
泉 

思
如
泉
湧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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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c
hu
ā n

 

ㄔ
ㄨ
ㄢ 

     
  
  

 
 

是
河
流
的
象
形
。 

   

備
註
：《
說
文
》：「
貫
穿
通
流
水
也
。《
虞
書
》
曰
：『
濬
（
ㄐ
ㄩ
ㄣ
ˋ
）
ㄑ
（
ㄑ
ㄩ
ㄢ
ˇ
）
巜
（
ㄎ
ㄨ
ㄞ
ˋ
）
， 

距
川
。
」
言
深
く
巜
之
水
會
為
川
也
。
』
按
：「
く
」
為
小
水
流
，「
巜
」
為
較
大
水
流
，「
川
」
為
更
大

的
水
流
。 

按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甲
文
川
字
，
兩
邊
為
河
岸
，
中
間
為
水
流
之
形
。
（
引
備
一
說
） 

典
籍
所
見
：
（1）
河
流
。
《
論
語
‧
子
罕
》
：
「
子
在
川
上
曰
。
」
或
《
禮
記
‧
孔
子
閒
居
》
：
「
山
川
出
雲
。
」 

 
 
 
  
  

 

（2）
常
常
，
表
時
間
。
《
禮
記
‧
中
庸
》
：
「
小
德
川
流
，
大
德
敦
化
。
」 

川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川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水
和
陸
地
有
關
，
如
：
州
、
邕
（
ㄩ
ㄥ
）
、
坙
（
ㄐ
ㄧ
ㄥ
）
等
。 

常
用
詞
：
河
川 

川
流
不
息 

海
納
百
川 

一
馬
平
川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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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s
hā

n
 

ㄕ
ㄢ 

  
  

     
 

是
三
座
山
峰
的
象
形
。  

 
 

甲
文
、
金
文
像
三
峰
並
立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
金
文
演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有
石
而
高
。
象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山
嶽
。
《
易
‧
說
卦
》：
「
天
地
定
位
，
山
澤
通
氣
。
」
又
《
禮
記
‧
孔
子
閒
居
》
：
「
天
降
時 

 
  
  
  
  
  
  

雨
，
山
川
出
雲
。
」 

 
 

山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山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山
有
關
，
如
：
岱
、
崇
、
峻
等
。 

常
用
詞
：
氣
吞
山
河 

錦
繡
河
山 

高
山
流
水 
開
門
見
山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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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 
f
ù
 

ㄈ
ㄨ
ˇ
ㄈ
ㄨ
ˋ 

     
 

是
高
大
山
丘
的
象
形
。 

  
  

備
註
：
《
說
文
》
：「
大
陸
也
。
山
無
石
者
，
象
形
。
」 

 
  
  
  

段
注
：
「
象
形
者
、
象
土
山
高
大
而
上
平
。
可
層
絫
（
ㄌ
ㄟ
ˇ
）
而
上
。
首
象
其
高
。
下
象
其
三
成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大
陸
。
《
詩
經
‧
小
雅
》
：
「
如
山
如
阜
，
如
岡
如
陵
。
」 

 
  
  
  
  

 

（2）
旺
盛
。
《
詩
經
‧
鄭
風
》
：
「
叔
在
藪
（
ㄙ
ㄡ
ˇ
）
，
火
烈
具
阜
。
」 

 
  
  
  
  

 

（3）
豐
厚
。
《
國
語
‧
周
語
》
：
「
不
義
則
利
不
阜
，
不
祥
則
福
不
降
。
」 

 
  
  
  
  

 

（4）
肥
大
。
《
詩
經
‧
秦
風
》
：
「
駟
鐵
孔
阜
，
六
轡
（
ㄆ
ㄟ
ˋ
）
在
手
。
」 

 
 

阜
為
部
首
字
，
偏
旁
寫
作
「
阝
」，
凡
由
阜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山
丘
有
關
，
如
陡
、
陟
（
ㄓ
ˋ
）、
降
等
。 

常
用
詞
：
物
阜
民
安 

甲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阜 



63 
 

厂 
h
ǎ n

 

ㄏ
ㄢ
ˇ 

     
 

是
山
邊
石
崖
的
象
形
。  

 
 

甲
文
、
金
文
及
小
篆
像
山
石
的
崖
壁
，
上
部
突
出
，
其
下
人
可
居
。 

備
註
：
《
說
文
》
：「
山
石
之
厓
巖
，
人
可
居
。
象
形
。
」 

 
  
  
 

段
注
：「
厓
，
山
邊
也
。
巖
者
，
厓
也
。
人
可
居
者
，
謂
其
下
可
居
也
。
象
形
。
謂
象
嵌
空
可
居
之
形
。
」 

 
 

厂
本
義
古
今
罕
用
，
只
用
作
部
首
，
凡
由
厂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房
屋
、
山
崖
有
關
，
如
：
原
、
厓
、
厚

等
。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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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y
ù
 

ㄩ
ˋ 

     
 

是
將
幾
片
玉
用
繩
子
串
起
來
的
象
形
。  

 
 

甲
文
像
幾
片
玉
用
繩
子
繫
成
的
一
串
玉
，「
丨
」
這
一
豎
是
串
玉
的
繩
子
，
兩
端
的
繩
子
外
露
，
中
間
有

三
道
、
四
道
不
等
的
橫
線
，
代
表
一
片
一
片
的
玉
。
金
文
和
小
篆
，
串
玉
的
繩
子
兩
端
不
再
外
露
，
到
了
隸

書
的
字
形
，
為
了
與
王
字
區
分
，
不
使
混
淆
，
才
在
隸
書
的
字
，
多
加
了
一
點
，
成
為
今
天
我
們
通
用
的
玉

字
。 

備
註
：《
說
文
》：「
石
之
美
有
五
德
者
，
潤
澤
以
溫
，
仁
之
方
也
；
䚡
（
ㄙ
）（
參
看
說
文1

87

頁
）
理
自
外
，

可
以
知
中
，
義
之
方 

也
；
其
聲
舒
揚
，
專
以
遠
聞
，
智
之
方
也
；
不
撓
（
ㄋ
ㄠ
ˊ
）
而
折
，
勇
之
方
也
；
銳
廉
而

不
忮
（
ㄓ
ˋ
），
絜
之
方
也
。
象
三
玉
之
連
。
丨
，
其
貫
也
。
」（
按
：
古
人
佩
玉
，
是
用
來

時
時
警
惕
自
己
，
學
習
玉
的
美
德
。
） 

典
籍
所
見
：
（1）
玉
製
成
的
。
《
論
語
‧
陽
貨
》
：
「
玉
帛
云
乎
哉
？
」 

  
    

 
  
  
  
  

 

（2）
尊
美
他
人
之
辭
。
《
公
羊
傳
‧
宣
公
十
二
年
》
：
「
是
以
使
寡
君
得
見
君
之
玉
面
。
」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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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珍
貴
的
，
精
美
的
。
《
文
選
‧
左
思
‧
吳
都
賦
》
：
「
矜
其
宴
居
，
則
珠
服
玉
饌
。
」 

  
  
   

  
  
  
 
 

 
 

玉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玉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玉
石
類
有
關
，
如
：
璧
、
璽
、
玦
（
ㄐ
ㄩ
ㄝ
ˊ
）
等
。 

常
用
詞
：
金
玉
良
言 

亭
亭
玉
立 

拋
磚
引
玉 

  

王 
w
á n
g
 

ㄨ
ㄤ
ˊ 

     
 

是
古
代
國
君
端
拱
而
坐
的
象
形
。 

 
 

甲
文
王
字
，
像
人
端
拱
而
坐
之
形
，
隸
、
楷
王
字
的
寫
法
，
自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遞
變
而
來
。 

備
註
： 

典
籍
所
見
：
（1）
君
主
。
《
禮
記
‧
祭
法
》
：
「
王
此
大
邦
。
」 

 
  
  
  
  

 

（2）
尊
稱
。
《
爾
雅
‧
釋
親
》
：
「
父
之
考
為
王
父
，
父
之
妣
為
王
母
。
」 

 
  
  
  
  

 

（3）
統
一
天
下
。
《
孟
子
‧
公
孫
丑
》
：
「
以
德
行
仁
者
王
（
ㄨ
ㄤ
ˋ
）
，
王
不
待
大
。
」 

甲
文 

 

① 

 

②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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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用
詞
：
君
王 

王
子 

內
聖
外
王 

王
公
貴
戚 

  
貝 

b
 è i

 

ㄅ
ㄟ
ˋ 

     
 

是
貝
殼
的
象
形
。 

 
 

甲
文
、
金
文
①
貝
字
，
象
貝
殼
之
形
，
中
象
其
紋
理
，
金
文
②
和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遞
變
而
來
。 

   

備
註
：《
說
文
》：「
海
介
蟲
也
。
居
陸
名
猋
（
ㄅ
ㄧ
ㄠ
），
在
水
名
蜬
（
ㄏ
ㄢ
ˊ
）。
象
形
。
古
者
貨
貝
而
寶
龜
，

周
而
有
泉
，
至
秦
廢
貝
行
錢
。
」 

 
  
  

 

段
注
：「
象
其
背
穹
隆
而
腹
下
岐
。
」 

典
籍
所
見
：
（1）
貨
貝
。
《
漢
書
‧
鹽
鐵
論
》
：
「
夏
後
以
玄
貝
。
」 

 
  
  
  
  

 

（2）
用
貝
製
成
的
。
《
後
漢
書
‧
馮
異
傳
》
：
「
賜
以
乘
輿
（
ㄩ
ˇ
）
，
七
尺
貝
劍
。
」 

 
 

貝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貝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貨
幣
有
關
，
如
財
、
賤
、
貴
等
。 

常
用
詞
：
寶
貝 

貝
殼 

甲
文 

 

 
 ↑ 

金
文 

① 

 

②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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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J
ià

o
 

ㄐ
ㄧ
ㄠ
ˇ
ㄐ
ㄩ
ㄝ
ˊ
說
文1

86

頁 

   

 

 
 

是
獸
角
的
象
形
。 

 
 

甲
文
、
金
文
是
全
體
象
形
，
中
為
角
上
的
紋
理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
金
文
遞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獸
角
也
。
象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角
類
。《
易
經
‧
大
壯
卦
》：「
羝
（
ㄉ
一
）
羊
觸
藩
，
羸
其
角
。
」
又
白
居
易
《
對
酒
》：「
蝸 

 
 
 
 
 
 

 

牛
角
内
爭
何
事
？
石
火
光
中
寄
此
身
。
隨
富
隨
貧
且
歡
喜
，
不
開
口
笑
是
癡
人
。
」 

 
  
  
  
  

 

（2）
星
宿
（
ㄒ
ㄧ
ㄡ
ˋ
）
。《
楚
辭
‧
天
問
》
：「
角
宿
未
旦
，
曜
靈
安
藏
？
」 

 
  
  
  
  

 

（3）
五
音
之
一
。《
周
禮
‧
春
官
》：「
皆
文
之
以
五
聲
：
宮
、
商
、
角
（
ㄐ
ㄩ
ㄝ
ˊ
）、
徵
（
ㄓ
ˇ
）
、 

 
  
  
  
  
  
  

羽
。
」 

 
 

角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角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角
類
、
量
器
有
關
，
如
：
觸
、
斛
（
ㄏ
ㄨ
ˊ
）、
觚
（
ㄍ
ㄨ
）
、

解
等
。 

常
用
詞
：
視
角 

天
涯
海
角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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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m
á o

 

ㄇ
ㄠ
ˊ 

    
  

 
 
 

是
人
身
體
的
毛
髮
，
以
及
獸
毛
的
象
形
。 
  
  

備
註
：
《
說
文
》
：「
眉
髮
之
屬
及
獸
毛
也
。
象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草
。
《
左
傳
‧
隱
公
三
年
》
：
「
澗
谿
沼
（
ㄓ
ㄠ
ˇ
）
沚
（
ㄓ
ˇ
）
之
毛
。
」 

 
  
  
  
  

 

（2）
微
小
。
《
詩
經
‧
烝
（
ㄓ
ㄥ
）
民
》
：
「
德
輶
（
一
ㄡ
ˊ
）
如
毛
。
」 

 
  

 

毛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毛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毛
髮
有
關
，
如
：
毫
、
氈
、
毯
等
。 

常
用
詞
：
羽
毛 

輕
如
鴻
毛 

九
牛
一
毛 
不
毛
之
地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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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 
r
ò u

 

ㄖ
ㄡ
ˋ 

     
 

是
一
塊
獸
肉
的
象
形
。 

 
 

甲
文
像
被
截
割
下
來
一
大
塊
野
獸
的
肉
。
小
篆
外
像
大
塊
肉
形
，
中
二
筆
，
像
肉
的
肌
理
、
肋
骨
。 

備
註
：
《
說
文
》
：「
胾
（
ㄗ
ˋ
）
肉
。
象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肥
。
《
史
記
‧
樂
書
》：
「
寬
裕
肉
好
。
」 

 
  
  
  
  

 

（2）
刑
法
。
《
荀
子
‧
正
論
》
：
「
治
古
無
肉
刑
。
」 

 
 

肉
是
部
首
字
，
偏
旁
多
用
「
月
」
表
示
，
凡
从
月
（
肉
）
之
字
多
與
人
體
部
位
有
關
，
如
肩
、
胃
、
腎
、

腸
等
。 

常
用
詞
：
骨
肉
至
親 

血
肉
之
軀 

甲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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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s
hǒ

u
 

ㄕ
ㄡ
ˇ 

     
 

是
人
頭
的
象
形
。 

 
 

甲
文
像
人
頭
有
髮
，
金
文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譌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首
，
古
文

（
ㄕ
ㄡ
ˇ
）
也
，
巛
象
髮
。
」 

 
  
  
  

段
注
：「
巛
象
髮
。
說

上
有
巛
之
意
。
象
髮
形
也
。
小
篆
則
但
取
頭
形
。
今
字
則
古
文
行
而
小
篆 

 
 
 
 
 
 

 

廢
矣
。
」 

典
籍
所
見
：
（1）
開
始
。《
易
經
‧
比
卦
》：「
比
之
無
首
，
凶
。
」
又
《
爾
雅
‧
釋
詁
》：「
初
、
哉
、
首
、
基
、 

 
  
  
  
  
  
  

肇
、
祖
、
元
、
胎
、
叔
、
落
、
權
輿
，
始
也
。
」 

 
  
  
  
  

 

（2）
本
也
。
《
禮
記
‧
曾
子
問
》
：
「
不
首
其
義
。
」 

 
  
  
  
  

 

（3）
先
。
《
禮
記
‧
射
義
》：
「
諸
侯
以
貍
首
為
節
。
」 

常
用
詞
：
首
先 

首
屆 

群
龍
無
首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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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y
è
 

ㄧ
ㄝ
ˋ 

     
 

是
人
頭
的
象
形
。 

甲
文

、
首
、
頁
應
是
一
字
，

只
像
人
頭
，
首
上
加
頭
髮
，
頁
又
加
人
身
。 

  
  
  

備
註
：
《
說
文
》
：「
頭
也
。
」
（
按
：
頁
假
借
為
葉
。
如
：
書
頁
、
頁
岩
。
頁
本
是
人
的
頭
，
無
扁
平
意
，
疑 

 
 
 
 
 
 
 

是
葉
字
的
假
借
。 

 
 

《
說
文
段
注
》
葉
下
曰
：「
凡
物
之
薄
者
，
皆
得
以
葉
名
。
」
頁
，
胡
結
切
，
十
二
部
，
匣
紐
；
葉
，
與

涉
切
，
八
部
，
喻
紐
。 

頁
、
葉
古
雙
聲
，
可
以
通
假
。
） 

常
用
詞
：
頁
碼 

書
頁 

網
頁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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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m
ù
 

ㄇ
ㄨ
ˋ 

    
   

 
 

是
人
的
一
隻
眼
睛
。 

  
  

 
 

甲
文
、
金
文
目
字
，
像
人
眼
之
形
，
小
篆
豎
寫
且
框
廓
整
齊
，
已
失
目
的
象
形
。 

備
註
：
《
說
文
》
：「
人
眼
也
。
象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目
光
，
眼
光
。
《
南
史
‧
檀
道
濟
傳
》
：
「
目
光
如
炬
。
」 

 
  
  
  
  

 

（2）
視
，
注
視
。
《
史
記
‧
陳
丞
相
世
家
》
：
「
陳
平
去
楚
，
渡
河
，
船
人
疑
其
有
金
，
目
之
。
」  

   

 
  
  
  
  

 

（3）
以
目
喻
意
。
《
史
記
‧
項
羽
本
紀
》
：
「
范
增
數
（
ㄕ
ㄨ
ㄛ
ˋ
）
目
羽
擊
沛
公
。
」 

  
  
  
   

  
  
  
  
  
 
 

常
用
詞
：
目
不
轉
睛 

刮
目
相
看 

耳
目
一
新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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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 
ě
r
 

ㄦ
ˇ 

    
  

 
 

是
人
一
隻
耳
朵
的
象
形
。
小
篆
是
从
金
文
遞
變
而
來
。 

 
 

金
文
作
「

」
，
像
耳
輪
廓
及
竅
之
形
。 

  
  

備
註
：
《
說
文
》
：「
主
聽
也
。
象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聞
、
聽
。
《
漢
書
‧
外
戚
傳
》
：
「
又
耳
曩
者
所
夢
日
符
，
計
未
有
所
定
。
」 

 
  
  
  

  
 

（2）
聽
覺
器
官
。
《
詩
經
‧
大
雅
》
：
「
匪
面
命
之
，
言
提
其
耳
。
」 

 
  
  
  

  
 

（3）
垂
。
《
唐
書
‧
南
蠻
傳
》
：
「
衣
朝
霞
，
耳
金
環
。
」 

 
  
  
  

  
 

（4）
器
物
的
兩
耳
。
《
史
記
‧
封
禪
（
ㄕ
ㄢ
ˋ
）
書
》
：
「
有
雉
登
鼎
耳
。
」 

 
  
  
  

  
 

（5）
位
於
句
末
。
《
史
記
‧
匈
奴
傳
》
：
「
以
騎
馳
蹂
而
稼
穡
（
ㄙ
ㄜ
ˋ
）
耳
。
」 

常
用
詞
：
忠
言
逆
耳 

耳
濡
目
染 

耳
目
一
新 

耳
熟
能
詳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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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z

 ì
 

ㄗ
ˋ  

     
 

是
人
鼻
子
的
象
形
。 

 
 

甲
文
、
金
文
像
鼻
子
的
形
狀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
金
文
遞
變
而
來
，
「∪

」
像
鼻
形
，
中
畫
像
紋
理
。 

備
註
：
《
說
文
》
「
鼻
也
，
像
鼻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自
己
。
《
孟
子
‧
離
婁
》
：
「
自
暴
者
，
不
可
與
有
言
也
。
」 

（
按
：
人
稱
自
己
時
常
用 

 
 
 

手
指
自
己
的
鼻
子
，
故
借
「
自
」
為
自
己
。
） 

  
  
  
   

 
  
  
  
  

 

（2）
由
也
。
《
詩
經
‧
大
雅
》
：
「
自
西
自
東
，
自
南
自
北
，
無
思
不
服
。
」 

 
  
  
  
  

 

（3）
自
然
。
《
道
德
經
》
：「
我
無
為
而
民
自
化
，
我
好
靜
而
民
自
正
。
」 

 
  
  
  
  

 

（4）
从
。
《
中
庸
》
：「
行
遠
必
自
邇
。
」 

常
用
詞
：
自
在 

自
力
更
生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75 
 

口 
 k
ǒ u

 

ㄎ
ㄡ
ˇ 

     
 

像
人
的
嘴
巴
。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字
形
略
同
。 

備
註
：
《
說
文
》
：「
人
所
以
言
食
也
。
象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器
物
納
入
取
出
的
地
方
。
《
論
衡
‧
道
虛
》
：「
致
生
息
之
物
密
器
之
中
，
覆
蓋
其
口
。
」 

 
  
  
  
  

 

（2）
人
。
《
漢
書
‧
王
莽
傳
上
》
：
「
羌
豪
良
願
等
種
（
ㄓ
ㄨ
ㄥ
ˇ
）
，
人
口
可
萬
二
千
人
。
」 

常
用
詞
：
金
口
玉
言 

養
家
糊
口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76 
 

牙 
y

 á
 

ㄧ
ㄚ
ˊ 

     
 

像
人
的
大
牙
上
下
相
錯
之
形
。
甲
文
、
金
文
字
形
略
同
。 

   

備
註
：
《
說
文
》
：
牡
齒
也
。
象
上
下
相
錯
之
形
。 

 
  
  
 

段
注
：
統
言
之
皆
偁
齒
，
偁
牙
。
析
言
之
則
前
當
唇
者
偁
齒
。
後
在
輔
車
者
偁
牙
。
牙
較
大
於
齒
。 

典
籍
所
見
：
（1）
咬
。
《
戰
國
策
‧
秦
策
》
：
「
投
之
一
骨
，
輕
起
相
牙
者
，
何
則
？
有
爭
意
也
。
」 

 
  
  
  
  

 

（2）
飾
有
象
牙
的
大
旗
。
《
文
選
‧
東
京
賦
》
：
「
戈
矛
若
林
，
牙
旗
繽
紛
。
」  

常
用
詞
：
牙
齒 

月
牙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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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頤
） 

y
 í

 

ㄧ
ˊ 

     
 

鼻
子
下
面
腮
頰
部
分
，
字
應
橫
看
，
是
頤
的
本
字
。 

 
 

金
文
和
小
篆
字
形
略
同
。 

   

備
註
：
《
說
文
》
：「
頷
（
ㄏ
ㄢ
ˋ
）
也
，
象
形
。
」 

 
  
  
  

段
注
：
「

者
，
古
文
頥
也
。
此
文
當
橫
視
之
。
橫
視
之
，
則
口
上
、
口
下
、
口
中
之
形
俱
見
矣
。 

典
籍
所
見
：
（1）
養
。
《
禮
記
‧
曲
禮
》：
「
百
年
曰
期
頤
。
」 

 
  
  
  
  

 

（2）
面
頰
。
《
易
經
‧
頤
》：
「
觀
我
朵
頤
。
」 

常
用
詞
：
頤
神
養
性 

期
頤
之
壽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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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é
r
 

ㄦ
ˊ 

     
 

是
人
鬍
鬚
的
象
形
。 

 
 

甲
文
像
人
的
鬍
鬚
，
金
文
和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演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頰
毛
也
。
象
毛
之
形
。
」 

 
  
  
  

段
注
：「
其
象
形
，
則
首
畫
象
鼻
耑
。
次
象
人
中
。
次
象
口
上
之
頾
（
ㄗ
）。
次
象
承
漿
及
頤
下
者
。
」 

  
  

典
籍
所
見
：
（1）
而
假
借
為
「
汝
」
、
「
若
」
。
如
《
莊
子
‧
齊
物
論
》
：「
我
勝
若
，
若
不
我
勝
，
我
果
是
也
？ 

而
果
非
也
邪
（
ㄧ
ㄝ
ˊ
）
。
」
按
：
汝
，
人
渚
（
ㄓ
ㄨ
ˇ
）
切
，
日
紐
，
五
部
；
若
，
而
灼

切
，
日
紐
，
五
部
；
而
，
如
之
切
，
日
紐
，
一
部
；
而
與
汝
、
若
二
字
，
雙
聲
通
假
。 

 
  
  
  
  

 

（2）
之
，
的
。
《
論
語
‧
憲
問
》
：
「
君
子
恥
其
言
而
過
其
行
。
」  

 
  
  
  
  

 

（3）
辭
。
《
易
經
‧
屯
卦
》：
「
宜
建
侯
而
不
寧
。
」 

 
  
  
  
  

 

（4）
能
。
《
淮
南
子
‧
原
道
》
：
「
行
柔
而
剛
，
用
弱
而
強
。
」 

 
  
  
  
  

 

（5）
尚
且
。
《
莊
子
‧
天
道
》
：
「
夫
天
地
至
神
，
而
有
尊
卑
先
後
之
序
，
而
況
之
道
乎
？
」 

常
用
詞
：
不
謀
而
合 

適
可
而
止 

言
而
有
信 

迎
刃
而
解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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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x

 ī n
 

ㄒ
ㄧ
ㄣ 

 
 

     
 

是
人
心
臟
的
象
形
。 

  
  

備
註
：
《
說
文
》
：「
人
心
，
在
身
之
中
。
象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人
或
動
物
的
心
臟
。
《
史
記
‧
匈
奴
傳
》
：
「
披
髮
左
衽
，
人
面
獸
心
。
」 

 
  
  
  
  

 

（2）
中
央
。
劉
禹
錫
《
洞
庭
秋
月
行
詩
》
：
「
洞
庭
秋
月
生
湖
心
，
層
波
萬
頃
如
鎔
金
。
」 

 
  
  
  
  

 

（3）
思
想
，
意
念
。
《
昭
明
文
選
‧
與
吳
質
書
》
：
「
東
望
於
邑
，
裁
書
敘
心
。
」 

 
  
  
  
  

 

（4）
心
思
。
《
詩
經
‧
關
雎
序
》
：
「
在
心
為
志
，
發
言
為
詩
。
」 

 
  
  
  
  

 

（5）
性
情
。
《
韓
非
子
‧
觀
行
》
：
「
董
安
於
心
之
緩
。
」 

常
用
詞
：
惻
隱
之
心 

心
領
神
會 

心
安
理
得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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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s
hǒ

u
 

ㄕ
ㄡ
ˇ 

     
 

是
人
手
五
指
俱
全
的
象
形
。  

 
 

金
文
及
小
篆
像
畫
五
個
指
頭
的
象
形
。 

  

備
註
：
《
說
文
》
：「
拳
也
。
象
形
。
」 

 
  
  
  

段
注
：
「
今
人
舒
之
為
手
。
卷
之
為
拳
。
其
實
一
也
。
象
指
掌
及
腕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凡
表
示
動
作
多
曰
手
。《
晉
書
‧
杜
預
傳
》：「
皆
迎
刃
而
解
，
無
複
著
（
ㄓ
ㄨ
ㄛ
ˊ
）
手
處
。
」 

 
  
  
  
  

（2）
執
，
執
持
。
《
公
羊
傳
‧
莊
公
十
二
年
》
：
「
手
劍
而
叱
之
。
」 

 
  
  
  
  

（3）
取
。
《
詩
經
‧
賓
之
初
筵
（
一
ㄢ
ˊ
）
》
：「
賓
載
手
仇
。
」 

常
用
詞
：
手
足
之
情 

白
手
起
家 

手
不
釋
卷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81 
 

又 
y

 ò u
 

ㄧ
ㄡ
ˋ 

     
 

是
人
右
手
的
象
形
。  

小
篆
與
甲
文
、
金
文
同
，
均
像
右
手
之
形
，
甲
文
、
金
文
正
反
每
無
別
，
惟
「

」
像
右
手
，
「

」

像
左
手
，
則
劃
分
甚
明
。 

備
註
：《
說
文
》：「
手
也
。
象
形
。
」
按
：
手
是
五
指
全
形
，
又

（
ㄗ
ㄨ
ㄛ
ˇ
）
省
略
筆
劃
是
手
的
側
視
。 

又
為
右
手
，
後
被
借
為
重
複
之
義
，
便
借
「
右
」
來
表
示
右
手
；

為
左
手
，
後
被
專
用
為
部
首
字
，

便
借
「
左
」
來
表
示
左
手
。 

典
籍
所
見
：
（1）
重
複
。
《
賦
得
古
原
草
送
別
》
：
「
野
火
燒
不
盡
，
春
風
吹
又
生
。
」 

 
  
  
  
  

 

（2）
連
詞
。
《
詩
經
‧
卷
耳
序
》
：
「
又
當
輔
佐
君
子
。
」  

 
  
  
  
  

 

（3）
表
示
轉
折
。
《
墨
子
‧
節
葬
下
》
：
「
欲
以
干
上
帝
鬼
神
之
福
，
又
得
禍
焉
。
」 

 
  
  
  
  

 

（4）
表
示
並
列
。《
詩
經
‧
豳
（
ㄅ
ㄧ
ㄣ
）
風
‧
破
斧
》：「
既
破
我
斧
，
又
缺
我
斨
（
ㄑ
ㄧ
ㄤ
ˊ
）。
」 

常
用
詞
：
欲
言
又
止 

又
快
又
好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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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b
á i

 

ㄅ
ㄞ
ˊ 

     
 

是
大
拇
指
的
象
形
。 

  
  

備
註
：
甲
文
實
拇
指
之
象
形
。（
按
：
拇
與
白
同
屬
唇
音
，
白
，
旁
陌
切
，
五
部
，
並
紐
；
拇
，
莫
厚
切
，
一

部
，
明
紐
；
白
與
拇
兩
者
雙
聲
。
拇
又
名
巨
擘
，
擘
，
博
戹
（
ㄜ
ˋ
）
切
，
十
六
部
，
幫
紐
；
擘
、
白
亦
雙

聲
，
拇
為
將
（
ㄐ
ㄧ
ㄤ
ˋ
）
指
，
在
手
足
具
居
首
位
，
故
白
引
申
為
伯
仲
之
伯
，
又
引
申
為
王
伯
之
伯
。
） 

典
籍
所
見
：
（1）
假
借
為
白
色
。《
說
文
》：「
西
方
色
也
。
」《
老
子
‧
第
二
十
八
章
》：「
知
其
白
，
守
其
黑
。
」 

（
按
：
白
本
拇
指
，
五
行
（
金
、
木
、
水
、
火
、
土
）
中
，
金
主
西
方
為
白
色
，
故
借
白
為

白
色
。
） 

 
  
  
  
  

 

（2）
表
明
。
《
呂
覽
‧
士
節
》
：
「
吾
將
以
死
白
之
。
」 

 
  
  
  
  

 

（3）
皎
潔
。
屈
原
《
漁
父
》：
「
安
能
以
皓
皓
之
白
，
而
蒙
世
俗
之
塵
埃
乎
。
」 

 
  
  
  
  

 

（4）
古
代
書
信
署
名
下
的
敬
語
，
是
說
的
意
思
。《
與
吳
質
書
》：「
二
月
三
日
，
丕
白
。
」
又
《
山 

中
與
裴
迪
秀
才
書
》
：
「
山
中
人
王
維
白
。
」 

常
用
詞
：
明
白 

表
白 

白
天 

黑
白
分
明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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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f

 á n
 

ㄈ
ㄢ
ˊ 

    
  
   

 
 

是
木
制
器
具
托
盤
的
象
形
。  

 
 

甲
文
像
承
槃
之
形
，
按
：
槃
，
薄
官
切
，
十
四
部
，
並
紐
；
般
，
薄
官
切
，
十
四
部
，
並
紐
；
凡
，
浮

芝
切
，
七
部
，
奉
紐
。
今
凡
讀
輕
唇
音
，
然
古
讀
重
唇
音
。「
凡
」
實
與
般
、
槃
同
音
。
篆
文
「
般
」
本
應
从

凡
，
因
「
凡
」
「
舟
」
古
文
字
形
相
近
而
誤
从
舟
。
《
說
文
》
許
訓
「
凡
」
為
最
括
之
詞
，
乃
假
借
義
。 

備
註
： 

典
籍
所
見
：
（1）
概
略
，
大
概
。
《
漢
書
‧
楊
雄
傳
》
：
「
請
略
舉
凡
，
而
容
自
覽
其
切
焉
。
」 

 
  
  

 

（2）
塵
俗
。
《
宗
鼎
錄
》
：「
至
理
一
言
，
轉
凡
成
聖
。
」 

 
  
  

 

（3）
總
計
。
《
史
記
‧
陳
涉
世
家
》
：
「
陳
勝
王
，
凡
六
月
。
」 

常
用
詞
：
超
凡
入
聖 

不
同
凡
響 

器
宇
不
凡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84 
 

止 
z
hǐ

 

ㄓ
ˇ 

     
 

是
人
的
腳
印
，
前
像
足
趾
，
後
像
足
掌
。 

 
 

甲
文
、
金
文
本
是
腳
印
的
象
形
，
到
小
篆
，
略
去
腳
掌
，
側
重
腳
趾
，
有
行
走
意
，
行
終
有
所
止
，
故

又
引
申
為
停
止
。  

備
註
：
王
筠
《
釋
例
》
：
「
止
者
，
趾
之
古
文
也
，
上
像
足
趾
，
下
像
足
跟
，
足
掌
。
」 

典
籍
所
見
：
（1）
停
止
。
《
荀
子
‧
大
略
》
：
「
流
言
止
於
智
者
。
」 

 
  
  
  
  

 

（2）
禁
止
。
《
左
傳
‧
桓
公
六
年
》
：
「
少
（
ㄕ
ㄠ
ˋ
）
師
歸
，
請
追
楚
師
，
隨
侯
將
許
之
，
季
梁 

 
 
 
 
 
 

 

止
之
。
」  

  
   

   

 
  
  

 

（3）
古
文
止
作
「
趾
」
。
《
系
辭
》：
「
屢
校
滅
止
。
」 

 
  
  
  
  

 

（4）
居
。
《
詩
‧
烈
祖
》
：「
惟
民
所
止
。
」 

 
  
  
  
  

 

（5）
威
儀
。
《
詩
經
‧
鄘
（
ㄩ
ㄥ
）
風
》
：
「
人
而
無
止
，
不
死
何
俟
（
ㄙ
ˋ
）
。
」 

常
用
詞
：
高
山
仰
止 

言
談
舉
止 

止
於
至
善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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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r

 é n
 

ㄖ
ㄣ
ˊ 

    
  
   

 
 

是
人
側
立
的
象
形
。 

 
 

甲
文
可
正
寫
可
反
寫
，
如
甲
文
①
甲
文
②
。 

備
註
： 

典
籍
所
見
：
（1）
別
人
，
他
人
。
《
論
語
‧
顏
淵
》
：
「
己
所
不
欲
，
勿
施
於
人
。
」 

 
  
  
  
  

 

（2）
眾
人
。
《
公
羊
傳
‧
莊
公
十
七
年
》
：
「
齊
人
殲
（
ㄐ
ㄧ
ㄢ
）
於
遂
。
」 

 
  
  
  
  

 

（3）
品
行
。
《
孟
子
‧
萬
章
下
》
：
「
頌
其
詩
，
讀
其
書
，
不
知
其
人
，
可
乎
？
」 

常
用
詞
：
正
人
君
子 

任
人
唯
賢 

志
士
仁
人 

 
 

甲
文 

 

① 

 

②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86 
 

大 
d

 à
 

ㄉ
ㄚ
ˋ 

     
 

像
正
面
站
立
的
人
。 

   

備
註
：
《
說
文
》
：「
天
大
，
地
大
，
人
亦
大
。
」 

典
籍
所
見
：
（1）
眾
多
的
。
《
漢
書
‧
李
廣
傳
》
：
「
匈
奴
必
以
吾
為
大
軍
之
誘
。
」  

 
  
  
  
  

 

（2）
猛
烈
的
。
《
漢
高
祖
‧
大
風
歌
》
：
「
大
風
起
兮
雲
飛
揚
。
」 

  
  
  
  
  
 

 
  
  
  
  

 

（3）
重
（
ㄓ
ㄨ
ㄥ
ˋ
）
也
。
《
荀
子
‧
性
惡
》
：「
大
齊
信
焉
而
輕
貨
財
。
」  

 
  
  
  
  

 

（4）
與
「
泰
」
、
「
太
」
音
同
通
假
。
《
荀
子
‧
富
國
》
：「
儒
術
誠
行
，
則
天
下
大
（
ㄊ
ㄞ
ˋ
）
而 

富
，
使
有
功
，
鐘
擊
鼓
而
和
（
ㄏ
ㄜ
ˋ
）。
」（
按
：
太
、
泰
：
他
蓋
切
，
透
紐
，
十
五
部
；

大
，
徒
蓋
切
，
定
紐
，
十
五
部
。
三
者
同
音
，
可
以
通
假
。
） 

  
   

  
  
  
  
  
  
  
  
 
 

 
  
  
  
  

 

（5）
大
小
的
大
。
《
詩
‧
鄭
風
‧
遵
大
路
》
：
「
遵
彼
大
路
兮
。
」（
按
：
《
三
字
經
》
：「
三
才
者
， 

天
地
人
。
」
人
為
萬
物
之
靈
，
人
與
天
地
並
稱
三
才
，
所
以
引
申
為
大
小
的
大
。
） 

常
用
詞
：
正
大
光
明 

發
揚
光
大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87 
 

子 
z
ǐ
 

ㄗ
ˇ 

      
 

是
嬰
兒
的
象
形
。 

 
  
 

甲
文
①
、
金
文
、
小
篆
像
幼
兒
在
繈
褓
中
兩
手
舞
動
。 

 
  
 

甲
文
②
像
幼
兒
頭
上
有
髮
及
兩
脛
，
今
已
不
用
。
卜
辭
借
為
天
干
子
丑
之
子
。 

備
註
：
段
注
：
「
像
人
首
與
手
足
之
形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後
代
、
子
孫
。
石
崇
《
王
明
君
辭
》
：
「
我
本
漢
家
子
，
將
適
單
（
ㄔ
ㄢ
ˊ
）
于
庭
。
」 

 
  
  
  
  

 

（2）
男
子
通
稱
。
《
禮
記
‧
檀
弓
下
》
：
「
使
子
叔
敬
叔
弔
。
」 

 
  
  
  
  

 

（3）
尊
稱
，
今
稱
為
「
先
生
」。《
論
語
》
中
：
子
曰
、
曾
子
曰
。
按
：
先
秦
對
人
的
尊
稱
，
稱
「
子
」。 

漢
代
稱
「
生
」
，
如
賈
誼
稱
「
賈
生
」
，
現
代
稱
先
生
。 

常
用
詞
：
正
人
君
子 

愛
民
如
子 

諸
子
百
家 

 
 

甲
文 

 

① 

 

②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88 
 

巳 
s

 ì
 

ㄙ
ˋ 

     
 

本
是
子
字
的
重
文
，
是
嬰
兒
的
象
形
。 
  
  

 
 

在
甲
文
中
，
十
二
支
第
六
位
之
「
巳
」
，
作

形
，
即
篆
文
「
子
」
字
；
十
二
支
第
一
位
「
子
」
字
，

則
作

形
，
即
「
子
」
字
之
籀
文
。
二
者
實
為
一
字
，
「
巳
」
乃
「
子
」
字
重
文
。
从
甲
文
筆
劃
漸
變
為
金

文
、
小
篆
及
隸
書
、
楷
書
。 

典
籍
所
見
：
（1）
十
二
生
肖
以
巳
為
蛇
。
《
論
衡
‧
物
勢
》
：「
巳
，
蛇
也
。
」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89 
 

女 
n

 ǚ
 

ㄋ
ㄩ
ˇ 

     
 

像
女
子
跪
坐
，
兩
手
操
作
女
紅
，
揜
（
一
ㄢ
ˇ
）
斂
自
守
的
象
形
。 

 
 

甲
文
、
金
文
及
小
篆
女
字
，
像
女
子
跪
坐
，
兩
手
有
所
操
作
。
女
紅
之
事
多
在
室
內
，
男
字
則
用
力
田

會
意
，
男
耕
女
織
，
各
有
專
司
，
故
男
女
兩
字
用
工
作
的
差
異
來
表
現
。 

備
註
：
《
說
文
》
：「
婦
人
也
。
象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假
借
為
「
汝
」
、
「
爾
」。
《
左
傳
‧
宣
公
十
一
年
》
：
「
諸
侯
縣
公
皆
慶
寡
人
，
女
（
ㄖ
ㄨ
ˇ
） 

獨
不
慶
寡
人
。
」
按
：
古
代
狩
獵
、
農
耕
以
男
子
為
主
，
男
子
的
對
方
就
是
女
人
，
所
以
「
女
」

便
成
為
第
二
人
稱
。
又
因
汝
，
人
渚
切
，
日
紐
，
五
部
；
爾
（
尒
）
，
兒
氏
切
，
十
五
十
六

部
之
間
；
女
與
汝
古
音
同
，
與
爾
，
古
雙
聲
，
三
字
可
以
通
假
，
現
在
寫
作
「
你
」
。 

 
  
  
  
  

 

（2）
將
女
兒
許
配
給
他
人
。
《
左
傳
‧
桓
公
十
一
年
》
：「
宋
雍
氏
女
於
鄭
莊
公
，
曰
雍
姑
。
」 

 
  
  
  
  

 

（3）
女
之
未
嫁
者
。
《
書
經
‧
堯
典
》
：
「
厘
降
二
女
於
媯
（
ㄍ
ㄨ
ㄟ
）
汭
（
ㄖ
ㄨ
ㄟ
ˋ
）
。
」 

 
 

女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女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女
性
有
關
，
如
：
婦
、
妊
、
娠
等
。 

常
用
詞
：
郎
才
女
貌 

善
男
信
女 

男
耕
女
織 

男
女
老
少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90 
 

力 
l

 ì
 

ㄌ
ㄧ
ˋ 

     
 

是
人
用
力
時
，
筋
絡
鼓
起
，
肌
理
分
明
的
象
形
。 

  

備
註
：
《
說
文
》
：「
筋
也
。
象
人
筋
之
形
。
」 

 
  
  
 

段
注
：「
像
其
條
理
也
。
人
之
理
曰
力
。
故
木
之
理
曰
朸
（
ㄌ
ㄧ
ˋ
）。
地
之
理
曰
阞
（
ㄌ
ㄜ
ˋ
）。
水 

 
 
 
 
 
 

之
理
曰
泐
（
ㄌ
ㄜ
ˋ
）
。
」 

按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力
像
耒
形
，
即
耕
田
用
的
犁
。
（
引
備
一
說
） 

典
籍
所
見
：
（1）
力
行
。
《
荀
子
‧
勸
學
》
：
「
真
積
力
久
則
入
。
」 

 
  
  
  
  

 

（2）
暴
力
。
《
孟
子
‧
公
孫
丑
》
：
「
以
力
服
人
者
，
非
心
服
也
。
」 

 
  
  
  
  

 

（3）
功
勞
。
《
國
語
‧
晉
語
》
：
「
吾
君
將
伐
，
知
而
多
力
。
」 

 
  
  
  
  

 

（4）
務
求
。
《
禮
記
‧
坊
（
ㄈ
ㄤ
）
記
》
：
「
食
時
不
力
珍
。
」 

常
用
詞
：
自
力
更
生 

盡
心
竭
力 

齊
心
合
力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91 
 

火 
h
u

 ǒ
 

ㄏ
ㄨ
ㄛ
ˇ 

    
  
  

 
 

是
火
焰
的
象
形
。 

 
 

甲
文
像
火
焰
之
形
，
金
文
和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遞
變
而
來
，
像
火
上
炎
，
噴
出
的
火
花
。 

  
  

備
註
：
《
說
文
》
：「
燬
也
。
炎
而
上
。
象
形
。
」 

 
  
  
  

段
注
：
「
大
其
下
。
銳
其
上
。
」 

典
籍
所
見
：
（1）
燃
燒
。
《
禮
記
‧
王
制
》
：
「
昆
蟲
未
蟄
，
不
以
火
田
。
」 

 
  
  
  
  

 

（2）
急
速
、
緊
急
。
《
莊
子
‧
天
地
》
：
「
方
且
尊
知
而
火
馳
。
」 

 
  
  
  
  

 

（3）
火
災
。
《
左
傳
‧
昭
公
十
八
年
》
：
「
陳
不
救
火
。
」 

 
 

火
是
部
首
字
，
如
放
在
字
的
底
部
，
可
寫
作
「
灬
」。
凡
由
火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火
有
關
，
如
：
焰
、
燒
、

炎
、
然
等
。 

常
用
詞
：
火
冒
三
丈 

急
如
星
火 

飛
蛾
撲
火 

赴
湯
蹈
火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92 
 

鼎 
d
ǐ n
g
 

ㄉ
ㄧ
ㄥ
ˇ 

   

    
  

 
 

是
寶
鼎
的
象
形
。 

 
 

甲
文
像
鼎
的
兩
耳
、
腹
、
足
，「
鼎
」
全
器
的
象
形
，
小
篆
鼎
字
的
下
部
，
是
从
甲
文
、
金
文
譌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三
足
兩
耳
，
和
五
味
之
寶
器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鼎
的
三
足
。
《
晉
書
‧
霍
光
傳
》
：
「
昔
漢
運
將
終
，
三
國
鼎
峙
。
」 

常
用
詞
：
三
足
鼎
立 

一
言
九
鼎 
大
名
鼎
鼎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93 
 

鬲 
l

 ì
 

ㄌ
ㄧ
ˋ 

    
  
   

 
 

是
古
代
一
種
烹
飪
器
具
的
象
形
，
與
鼎
同
屬
一
類
。 

  
  

備
註
：
《
說
文
》
：「
鼎
屬
。
實
五
觳
（
ㄏ
ㄨ
ˊ
）
。
斗
二
升
曰
觳
。
象
腹
交
文
，
三
足
。
」 

 
  
  
  

段
注
：
「
上
象
其
口
。
象
腹
交
文
。
下
象
三
足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鬲
謂
隔
絕
於
上
。
《
荀
子
‧
大
略
》
：
「
鬲
如
也
。
」 

 
 

鬲
是
個
部
首
字
，
凡
由
鬲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器
皿
有
關
，
如
：
融
、
鬵
（
ㄒ
ㄧ
ㄣ
ˊ
）
、
鬷
（
ㄗ
ㄨ
ㄥ
）

等
。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鬲 



94 
 

壺 
h
ú
 

ㄏ
ㄨ
ˊ 

     
 

是
酒
壺
的
象
形
。 

 
  
 

甲
文
、
金
文
壺
字
，
上
像
蓋
，
旁
有
兩
耳
，
中
像
腹
，
上
環
紋
，
下
像
其
圈
足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
金

文
遞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昆
吾
圜
器
也
。
象
形
。
从
大
，
象
其
蓋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酒
樽
。
《
儀
禮
‧
聘
禮
》
：
「
八
壺
設
於
西
。
」 

 
  
  
  
  

 

（2）
禮
器
，
腹
方
口
圓
稱
壺
，
反
之
稱
方
壺
。《
公
羊
傳
‧
昭
公
二
十
五
年
》：「
國
子
執
壺
漿
。
」 

常
用
詞
：
冰
心
玉
壺 

簞
（
ㄉ
ㄢ
）
食
（
ㄙ
ˋ
）
壺
漿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壺 



95 
 

酉 
y

 ǒ u
 

ㄧ
ㄡ
ˇ 

     
  
 

是
酒
樽
的
象
形
。 

 
 

甲
文
、
小
篆
上
像
口
沿
及
頸
，
下
像
酒
樽
有
花
紋
的
腹
。 

  

備
註
：
《
說
文
》
：「
象
古
文
酉
之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方
位
名
。
《
淮
南
‧
天
文
》
：
「
太
陰
在
酉
。
」 

 
 

酉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酉
組
成
的
字
，
都
與
酒
有
關
，
如
：
酒
、
釀
、
醉
、
酌
等
。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96 
 

缶 
f

 ǒ u
 

ㄈ
ㄡ
ˇ 

     
 

是
盛
酒
瓦
器
的
象
形
。 

 
 

甲
文
、
金
文
和
小
篆
字
形
略
同
。 

  

備
註
：
《
說
文
》
：「
瓦
器
。
所
以
盛
酒
。
秦
人
鼓
之
以
節
謌
（
ㄍ
ㄜ
）
。
象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樂
器
。
《
史
記
‧
藺
相
如
列
傳
》
「
請
奉
盆
缶
秦
王
，
以
相
娛
樂
。
」 

 
  
  
  
  

 

（2）
盆
。
《
漢
書
‧
五
行
志
》
：
「
季
桓
子
穿
井
得
土
缶
。
」 

 
 

凡
由
缶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瓦
器
有
關
，
如
：
缸
、
罄
、
罐
等
。 

常
用
詞
：
擊
缶 

黃
鍾
瓦
缶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97 
 

皿 
m

 ǐ n
 

ㄇ
ㄧ
ㄣ
ˇ  

  
  

     
 

是
古
代
飯
食
用
器
的
象
形
。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略
同
。 

備
註
：
《
說
文
》
：「
飯
食
之
用
器
也
。
象
形
。
」 

 
  
  
 

段
注
：「
上
象
其
能
容
。
中
象
其
體
。
下
象
其
底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器
皿
。
《
禮
記
‧
禮
器
》
：
「
器
皿
之
度
。
」 

 
  
  
  
  

 

（2）
覆
蓋
。
《
國
語
‧
晉
語
》
：
「
是
不
昭
榖
明
而
皿
蟲
也
。
」 

 
 

皿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皿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器
皿
有
關
，
如
：
盆
、
盤
、
盂
等
。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98 
 

匚 
f
ā n
g
 

ㄈ
ㄤ 

     
 

匚
，
橫
視
成
「
凵
」
，
是
一
個
方
筐
的
象
形
。 

備
註
：
《
說
文
》
：「
受
物
之
器
。
象
形
。
」 

 
  
  
  

段
注
：「
此
其
器
葢
（
ㄍ
ㄜ
ˇ
）
說
文43

頁
ㄍ
ㄞ
ˋ
正
方
。
文
如
此
作
者
，
橫
視
之
耳
。
直
者
其
底
。

橫
者
其
四
圍
。 

 
 
 
 
 
 
 

右
其
口
也
。
」 

 
 

匚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匚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器
具
有
關
，
如
：
匱
、
匣
（
ㄒ
ㄧ
ㄚ
ˊ
）
、
匡
等
。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楷
書 

匚 



99 
 

豆 
d
ò u

 

ㄉ
ㄡ
ˋ 

     
 

是
盛
食
物
器
具
的
象
形
。 

 
 

甲
文
像
器
中
盛
有
食
物
，
金
文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演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古
食
肉
器
也
。
象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假
借
為
豆
類
的
總
稱
。
《
廣
雅
‧
釋
草
》
：「
大
豆
尗
（
ㄕ
ㄨ
ˊ
）
也
，
小
豆
荅
（
ㄉ
ㄚ
ˊ
） 

也
。
」
（
按
：
段
注
下
曰
：
「
尗
，
豆
古
今
語
。
」
古
時
稱
尗
，
後
世
稱
豆
。
） 

 
  
  
  
  

 

（2）
木
制
的
禮
器
。
《
爾
雅
‧
釋
器
》
：
「
木
豆
謂
之
豆
。
」
又
《
論
語
‧
泰
伯
》
：
「
籩(

ㄅ
ㄧ
ㄢ) 

豆
之
事
。
」 

 
 

豆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豆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器
皿
有
關
，
如
：
豊
（
ㄌ
一
ˇ
）、
豐
、
壴
（
ㄓ
ㄨ
ˋ
）
等
。 

常
用
詞
：
綠
豆 

豆
奶 

豆
腐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00 
 

勺 
s
h

 á
o
 

ㄕ
ㄠ
ˊ 

     
 

是
勺
子
的
象
形
。 

 
 

甲
文
像
勺
形
，
短
畫
為
勺
中
之
實
。
為
取
酒
器
。
金
文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遞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挹
取
也
。
象
形
，
中
有
實
。
」 

 
  
  

 

段
注
：
「
外
象
其
哆
（
ㄉ
ㄨ
ㄛ
）
口
，
有
柄
之
形
。
中
一
象
有
所
盛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沾
也
。
《
楚
辭
‧
招
魂
》
：
「
瑤
漿
蜜
勺
，
實
羽
觴
些
。
」 

 
  
  
  
  

 

（2）
少
許
。
《
中
庸
》
：「
今
夫
水
，
一
勺
之
多
。
」 

  
  
  

 
  
  
  
  

 

（3）
樂
名
。
《
漢
書
‧
董
仲
舒
傳
》
：
「
於
周
莫
盛
（
ㄕ
ㄥ
ˋ
）
於
勺
。
」 

常
用
詞
：
勺
子 

掌
勺 

 
 

甲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01 
 

匕 
b
ǐ

  

ㄅ
ㄧ
ˇ 

     
 

是
古
代
一
種
取
飯
器
具
的
象
形
，
今
稱
為
飯
匙
（
ㄔ
ˊ
）
。  

   

 
  
 

甲
文
、
金
文
匕
，
上
面
的
一
畫
乃
匕
端
之
枝
，
用
來
懸
掛
在
烹
飪
的
鼎
鬲
的
邊
沿
上
。 

備
註
：
《
說
文
》
：「
匕
，
亦
所
以
用
比
取
飯
，
一
名
柶
。
」 

 
  
  
  

段
注
：
「
匕
卽
今
之
飯
匙
。
」 

典
籍
所
見
：
（1）
短
劍
，
其
首
像
匕
，
今
稱
匕
首
。
《
史
記
‧
吳
太
伯
世
家
》
：
「
使
專
諸
置
匕
首
於
炙
魚
之 

 
 

中
。
」 

常
用
詞
：
匕
首 

刀
匕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02 
 

斗 
d
ǒ u

 

ㄉ
ㄡ
ˇ 

     
 

是
古
代
一
種
量
器
的
象
形
。  

備
註
：
《
說
文
》
：「
十
升
也
。
象
形
，
有
柄
。
」 

 
  
  
  

段
注
：
「
上
象
斗
形
。
下
象
其
柄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量
詞
。
《
說
苑
‧
辨
物
》
：
「
十
升
為
一
斗
。
」 

 
  
  
  
  

 

（2）
量
器
。
《
淮
南
子
‧
時
則
》
：
「
角
斗
桶
。
」 

 
  
  
  
  

 

（3）
星
宿
（
ㄒ
ㄧ
ㄡ
ˋ
）
。
儲
光
羲
《
田
園
雜
興
》
：
「
清
淺
望
河
漢
，
低
昂
看
北
斗
。
」 

 
  
  
  
  

 

（4）
險
峭
，
同
「
陡
」
。
《
史
記
‧
封
禪
（
ㄕ
ㄢ
ˋ
）
書
》
：
「
成
山
斗
入
海
。
」 

 
 

斗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斗
組
成
的
字
，
都
與
量
器
有
關
，
如
：
斛
、
魁
、
斟
等
。 

常
用
詞
：
泰
山
北
斗 

才
高
八
斗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03 
 

臼 
j
iù

 

ㄐ
ㄧ
ㄡ
ˋ 

     
 

是
石
臼
的
象
形
。 

  
  

備
註
：
《
說
文
》
：「
舂
（
ㄔ
ㄨ
ㄥ
）
也
。
古
者
掘
地
為
臼
，
其
後
穿
木
石
。
象
形
。
中
，
米
也
。
」 

 
 

臼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臼
組
成
的
字
，
都
與
舂
器
有
關
，
如
：
舂
、
舀
、
臿(

ㄔ
ㄚ)

等
。 

常
用
詞
：
杵
臼 

  

陶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04 
 

弋 
y

 ì
 

ㄧ
ˋ 

     
 

是
木
橛(

ㄐ
ㄩ
ㄝ
ˊ)

的
象
形
。 

 
  
 

甲
文
像
下
端
尖
銳
的
木
橛
。
小
篆
从
甲
文
遞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橜(

ㄐ
ㄩ
ㄝ
ˊ)

也
。
象
折
木
衺(

ㄒ
ㄧ
ㄝ
ˊ)

銳
著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繳(

ㄓ
ㄨ
ㄛ
ˊ)

射
。《
詩
經
‧
鄭
風
‧
女
曰
雞
鳴
》：「
將
翱
將
翔
，
弋
鳧(

ㄈ
ㄨ
ˊ)

與
鴈
。
」 

 
  
  
  
  

 

（2）
打
獵
。
《
呂
覽
‧
處
方
》
：
「
韓
昭
釐
侯
出
弋
。
」 

 
  
  
  
  

 

（3）
取
。
《
管
子
‧
侈
靡
》：
「
觀
危
國
過
君
而
弋
其
能
者
。
」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05 
 

宀 
m
iá

n
 

ㄇ
ㄧ
ㄢ
ˊ 

 
 

   
 

 
 

是
房
屋
的
象
形
。 

 
 

甲
文
、
金
文
像
房
屋
正
視
之
形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演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交
覆
深
屋
也
。
象
形
。
」 

按
：
就
是
深
廣
的
大
屋
。 

 
 

宀
為
部
首
字
，
从
宀
的
字
，
多
與
房
屋
有
關
，
如
：
宅
、
家
、
宏
等
。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06 
 

戶 
h

 ù
 

ㄏ
ㄨ
ˋ  

      
 

是
單
扇
門
的
象
形
。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字
形
略
同
。 

   

備
註
：
《
說
文
》
：「
護
也
。
半
門
曰
戶
。
象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門
扉
。
《
晉
書
‧
光
逸
傳
》
：
「
將
排
戶
入
。
」 

  
  
  
   

 
  
  
  
  

 

（2）
家
。
《
史
記
‧
貨
殖
列
傳
》
：
「
而
況
匹
夫
編
戶
之
民
乎
。
」 

 
  
  
  
  

 

（3）
室
也
。
《
公
羊
傳
‧
宣
公
六
年
》
：
「
俯
而
窺
其
戶
。
」 

 
 

戶
是
個
部
首
字
，
凡
由
戶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門
或
房
屋
有
關
，
如
：
房
、
扉
、
扇
等
。 

常
用
詞
：
家
喻
戶
曉 

足
不
出
戶 

夜
不
閉
戶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07 
 

門 
m
é n

 

ㄇ
ㄣ
ˊ 

    
 
 
  

 
 

是
兩
扇
門
的
象
形
。 

 
 

甲
文
、
金
文
門
字
，
或
像
加
鍵
（
ㄐ
ㄧ
ㄢ
ˋ
）
，
或
像
上
有
楣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
金
文
遞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聞
也
。
从
二
戶
。
象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學
派
、
宗
派
。《
論
衡
‧
問
孔
》
：「
論
者
皆
云
：
孔
門
之
徒
，
七
十
子
之
才
，
勝
今
之
儒
。
」 

 
  
  
  

  
 

（2）
關
鍵
。
《
道
德
經
》
：「
玄
之
又
玄
，
眾
妙
之
門
。
」 

 
  
  
  

  
 

（3）
門
徑
。
《
老
子
‧
第
五
十
二
章
》
：
「
塞
其
兌
，
閉
其
門
。
」 

 
  
  
  

  
 

（4）
攻
，
攻
門
。
《
左
傳
‧
襄
公
十
年
》
：
「
圍
來
，
門
於
桐
門
。
」 

  
   

 
  
  
  

  
 

（5）
門
第
。
《
北
史
‧
劉
昶
（
ㄔ
ㄤ
ˇ
）
傳
》
：
「
唯
能
是
寄
，
不
必
拘
門
。
」 

 
 

門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門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門
有
關
，
如
：
閉
、
間
、
閂
（
ㄕ
ㄨ
ㄢ
）
等
。 

常
用
詞
：
書
香
門
第 

門
庭
若
市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08 
 

郭 
g
ū o

 

ㄍ
ㄨ
ㄛ 

     
 

是
城
郭
的
象
形
。 

備
註
：
《
說
文
》
：「
度
也
，
民
所
度
居
也
。
从
回
，
象
城
郭
之
重
（
ㄔ
ㄨ
ㄥ
ˊ
）
，
兩
亭
相
對
也
。
或
但
从
囗 

 
 
 

（
ㄨ
ㄟ
ˊ
）
。」
（
按
：
「
囗
」、
「
回
」
像
城
郭
，
甲
文
上
像
房
屋
。
） 

按
：
甲
文
有
作
「

」
，
古
文
字
學
者
以
為
四
屋
相
對
，
中
函
一
庭
。
（
引
備
一
說
） 

典
籍
所
見
：
（1）
外
城
。
《
禮
記
‧
禮
運
》
：
「
城
郭
溝
池
以
為
固
。
」 

 
  
  
  
  

 

（2）
四
周
之
內
。
《
漢
書
‧
酷
吏
尹
賞
傳
》
：
「
致
令
辟
為
郭
。
」 

 
 

甲
文 

 

① 

 

②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09 
 

弓 
g
ō n
g
 

ㄍ
ㄨ
ㄥ 

    

是
用
來
射
箭
的
弓
。 

甲
文①

和
小
篆
像
弓
不
用
時
解
弦
之
形
，
甲
文②

和
金
文
則
像
按
上
弦
的
弓
。 

備
註
：
《
說
文
》
：「
以
近
窮
遠
。
象
形
。
古
者
揮
作
弓
。
」 

典
籍
所
見
：
（1）
弓
箭
。
《
白
虎
通
‧
考
黜
》
：
「
弓
矢
所
以
征
不
義
，
伐
無
道
也
。
」 

 
  
  
  
  

 

（2）
制
弓
者
。
《
禮
記
‧
學
記
》
：
「
良
弓
之
子
，
必
學
為
箕
。
」 

 
 

弓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弓
組
成
的
字
都
與
弓
矢
之
義
有
關
，
如
：
張
、
弦
、
彈
等
。 

常
用
詞
：
驚
弓
之
鳥 

杯
弓
蛇
影 

鳥
盡
弓
藏 

 

 
 

甲
文 

 

① 

 

②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10 
 

矢 
s
hǐ

 

ㄕ
ˇ 

     
 

是
一
支
箭
矢
的
象
形
，
是
弓
弩
用
來
射
的
箭
。 

  

 
 

甲
文
、
金
文
和
小
篆
上
端
是
鋒
利
的
箭
頭
，
中
間
是
箭
幹
，
下
端
綁
有
羽
毛
，
是
用
來
固
定
方
向
的
箭

尾
。 

備
註
：
《
說
文
》
：「
弓
弩
矢
也
。
从
入
，
象
鏑
（
ㄉ
一
ˊ
）
栝
（
ㄍ
ㄨ
ㄚ
）
羽
之
形
。
古
者
夷
牟
初
作
矢
。
」 

 
  
  
  

段
注
：
「
弓
弩
所
用
之
矢
也
。
鏑
謂
『
丨
』
也
。
栝
謂
『
八
』
也
。
羽
謂
『
一
』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箭
。
《
孟
子
‧
公
孫
丑
》
：
「
矢
人
豈
不
仁
於
函
人
哉
。
」 

 
  
  
  
  

 

（2）
發
誓
。
《
論
語
‧
雍
也
》
：
「
夫
子
矢
之
曰
。
」 

 
  
  
  
  

 

（3）
陳
列
。
《
左
傳
‧
隱
公
五
年
》
：
「
公
矢
魚
於
棠
。
」 

 
  
  
  
  

 

（4）
直
。
《
孟
子
‧
萬
章
》：
「
其
直
如
矢
。
」 

 
 

矢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矢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箭
矢
有
關
，
如
：
短
、
矩
、
矯
等
。 

常
用
詞
：
弓
矢 

眾
矢
之
的 

矢
志
不
渝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11 
 

刀 
d

 ā o
 

ㄉ
ㄠ 

     
 

是
一
把
刀
的
象
形
。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字
形
略
同
。 

  
  

備
註
：
《
說
文
》
：「
兵
也
。
象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兵
器
名
。
《
宣
州
謝
朓
（
ㄊ
ㄧ
ㄠ
ˋ
）
樓
餞
（
ㄐ
ㄧ
ㄢ
ˋ
）
別
校
書
叔
云
》
：
「
抽
刀
斷
水
水 

更
流
，
舉
杯
消
愁
愁
更
愁
。
」 

 
 
 
 
 
 

（2）
小
船
。
《
詩
經
‧
衛
風
》
：
「
誰
謂
河
廣
，
曾
（
ㄗ
ㄥ
）
不
容
刀
。
」 

 
 

刀
作
偏
旁
寫
作
「
刂
」
，
凡
从
刀
的
字
多
與
刀
有
關
，
如
：
割
、
刑
、
剝
等
。 

常
用
詞
：
刀
刃 

拔
刀
相
助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12 
 

斤 
j
ī n

 

ㄐ
ㄧ
ㄣ 

     
 

是
斧
頭
的
象
形
。 

 
 

甲
文
上
部
是
橫
刃
朝
左
，
下
部
有
一
條
曲
柄
的
大
斧
頭
。
金
文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演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斫
（
ㄓ
ㄨ
ㄛ
ˊ
）
木
斧
也
。
象
形
。
」 

 
  
  
 

段
注
：「
橫
者
象
斧
頭
。
直
者
象
柄
。
」 

 

典
籍
所
見
：
（1）
假
借
為
重
量
。
《
說
苑
‧
辨
物
》
：
「
十
六
兩
為
一
斤
。
」 

 
  
  
  
  

  

（2）
斫
木
斧
。
《
孟
子
‧
告
子
》
：
「
斧
斤
伐
之
，
可
以
為
美
乎
？
」 

 
 

斤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斤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斧
頭
有
關
，
如
：
折
、
斷
、
斬
等
。 

常
用
詞
：
公
斤 

半
斤
八
兩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13 
 

戈 
g

 ē
 

ㄍ
ㄜ 

   
  
  

  
 

是
兵
器
戈
的
象
形
。 

  

甲
文
戈
字
為
全
體
象
形
，
中
豎
像
柲
（
ㄅ
ㄧ
ˋ
），
中
長
橫
畫
一
端
像
刃
，
直
畫
下
端
像
其
鐏
（
ㄗ
ㄨ
ㄣ
）
， 

橫
畫
一
端
像
垂
纓
。 

備
註
：
《
說
文
》
：「
平
頭
戟
（
ㄐ
ㄧ
ˇ
）
也
。
从
弋
，
一
橫
之
。
象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戟
。
《
楚
辭
‧
國
殤
》：
「
操
吾
戈
兮
被
（
ㄆ
一
）
犀
甲
。
」 

   

 
 

戈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戈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兵
器
有
關
，
如
：
戟
、
戰
、
伐
、
戎
等
。 

常
用
詞
：
鐵
馬
金
戈 

化
干
戈
為
玉
帛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14 
 

矛 
m

 á o
 

ㄇ
ㄠ
ˊ 

     
 

是
長
矛
的
象
形
。  

 
  
 

金
文
是
上
有
鋒
利
的
矛
頭
，
下
有
長
柄
的
象
形
。
小
篆
是
从
金
文
遞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酋
（
ㄑ
ㄧ
ㄡ
ˊ
）
矛
也
。
建
於
兵
車
，
長
二
丈
。
象
形
。
」 

 
  
  
 

段
注
：「
直
者
象
其
柲
（
ㄅ
ㄧ
ˋ
）
。
左
右
葢
（
ㄍ
ㄞ
ˋ
）
象
其
英
。
」 

典
籍
所
見
：
（1）
古
代
的
一
種
直
刺
兵
器
。
《
周
書
‧
王
會
》
：「
操
弓
執
矛
。
」 

 
 

矛
是
部
首
字
，
所
收
的
字
很
少
，
但
都
與
矛
有
關
，
如
矜
（
ㄑ
ㄧ
ㄣ
ˊ
）
字
，
指
矛
柄
。 

常
用
詞
：
自
相
矛
盾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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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 
y

 ī
 

ㄧ 

     
 

是
衣
服
的
象
形
。 

  

 
  
 

甲
文
衣
像
襟
祍
左
右
掩
覆
之
形
，
小
篆
與
甲
文
、
金
文
同
。 

備
註
：
《
說
文
》
：「
依
也
。
上
曰
衣
，
下
曰
裳
。
」 

 
  
  
  

段
注
：
「
衣
者
，
人
所
倚
以
蔽
體
者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穿
。
《
論
語
‧
子
罕
》：
「
衣
敝
緼
（
ㄩ
ㄣ
ˋ
）
袍
，
與
衣
狐
貉
（
ㄏ
ㄜ
ˊ
）
者
立
而
不
恥 

 
 
 
 
 
 
 

 

 
  
  
  
  
  
  

者
，
其
由
也
與
？
」 

 
  
  
  
  

 

（2）
衣
服
。
《
漢
書
‧
五
行
志
》
：
「
衣
，
身
之
章
也
。
」 

 
  
  

 

（3）
覆
蓋
。
《
易
經
‧
系
辭
下
》：
「
古
之
葬
者
，
厚
衣
之
以
薪
。
」 

常
用
詞
：
布
衣
蔬
食 

衣
食
父
母 

豐
衣
足
食 

節
衣
縮
食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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糸 
m

 ì
 

ㄇ
ㄧ
ˋ 

     
 

是
一
束
細
絲
的
象
形
。  

糸
即
細
絲
，
甲
骨
文
作
「

」
，
像
束
絲
之
形
。
其
上
下
端
為
束
絲
的
緒
。 

備
註
：
《
說
文
》
：「
細
絲
也
。
象
束
絲
之
形
。
」 

 
 

糸
是
部
首
字
，
凡
从
糸
之
字
，
多
與
絲
線
有
關
，
如
：
緒
、
純
、
織
等
。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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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
裘
） 

q
iú

 

ㄑ
ㄧ
ㄡ
ˊ 

     
 

是
裘
衣
的
象
形
。 

 
 

甲
文①

像
獸
皮
的
嘴
巴
、
兩
耳
、
四
足
、
一
尾
之
形
，
制
獸
皮
的
人
常
在
鼻
端
穿
孔
掛
起
。
甲
文②

則

像
已
製
成
的
裘
衣
，
古
代
衣
毛
裘
翻
在
外
。
金
文
和
小
篆
在
甲
文①

的
基
礎
上
多
加
了
「
衣
」
。 

備
註
：
《
說
文
》
：「
皮
衣
也
。
从
衣
，
象
形
，
與
衰
（
ㄙ
ㄨ
ㄛ
）
同
意
。
求
，
古
文
省
衣
。
」 

 
  
  
  

段
注
：
「
裘
之
制
毛
在
外
。
故
象
毛
文
。
」 

典
籍
所
見
：
（1）
索
求
。《
戰
國
策
‧
齊
策
》：「
欲
有
求
於
我
也
。
」
按
：《
廣
韻
》
索
下
曰
「
求
也
。
」
求
被 

 
  
  
  
  
  
  

借
用
為
索
求
、
請
求
之
義
，
遂
另
造
加
衣
的
裘
字
，
還
其
本
義
。 

 
  
  
  
  

 

（2）
所
追
取
者
。
《
孟
子
‧
公
孫
丑
》
：
「
勿
求
於
心
。
」 

 
  
  
  
  

 

（3）
乞
，
請
。
《
易
經
‧
蒙
卦
》
：
「
匪
我
求
童
蒙
。
」
按
：《
廣
韻
》
乞
，
求
也
。
乞
，
去
訖
切
。 

 
  
  
  
  
  
  

求
，
巨
鳩
切
。
兩
者
雙
聲
，
可
以
通
假
。 

常
用
詞
：
求
學 

反
求
諸
己 

求
同
存
異 

 

甲
文 

 

① 

 

②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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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t
iá

n
 

ㄊ
ㄧ
ㄢ
ˊ 

  

     
 

指
整
齊
排
列
種
稻
穀
的
田
地
，
中
間
的
筆
畫
，
像
縱
橫
的
田
埂
。 

 
 

甲
文
、
金
文
及
小
篆
，
字
形
略
同
。 

備
註
：
《
說
文
》
：「
敶
（
ㄔ
ㄣ
ˊ
）
也
。
樹
穀
曰
田
。
象
形
，
囗
十
，
千
百
（
ㄇ
ㄛ
ˋ
）
之
制
也
。
」 

 
  
  
  

段
注
：「
取
其
敶
列
之
整
齊
謂
之
田
。
凡
言
田
田
者
，
卽
陳
陳
相
因
也
。
千
百
（
ㄇ
ㄛ
ˋ
）
之
制
也
。 

 
 
 
 

此
說
象
形
之
恉
（
ㄓ
ˇ
）。
謂
囗
與
十
合
之
。
所
以
象
阡
陌
之
一
縱
一
橫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田
地
。
《
孟
子
‧
梁
惠
王
上
》
：
「
百
畝
之
田
，
勿
奪
其
時
。
」 

 
  
  
  
  

 

（2）
耕
種
。
通
「
佃
（
ㄊ
ㄧ
ㄢ
ˊ
）
」
。《
漢
書
‧
高
帝
紀
上
》：
「
故
秦
苑
囿
（
一
ㄡ
ˋ
）
園
池
， 

 
  
  
  
  
  
  

令
民
得
田
之
。
」 

 
  
  
  
  

 

（3）
層
層
相
疊
。
姜
白
石
《
念
奴
嬌
》
：
「
田
田
多
少
，
幾
回
沙
際
歸
路
。
」 

常
用
詞
：
田
舍 

田
野 

田
園 

滄
海
桑
田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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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t

 ǔ
 

ㄊ
ㄨ
ˇ 

     
 

是
地
上
土
塊
的
象
形
。 

 
 

甲
文
、
金
文
下
一
橫
像
地
，
上
像
土
塊
之
形
。
小
篆
及
隸
、
楷
，
是
从
甲
文
、
金
文
演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地
之
吐
生
物
者
也
。|

|

象
地
之
下
、
地
之
中
，
丨
，
物
出
形
也
。
」
（
按
：
許
慎
就
小
篆 

 
  
  
 

筆
畫
說
解
字
形
，
不
確
。
） 

典
籍
所
見
：
（1）
地
域
、
疆
域
。
《
詩
經
‧
小
雅
‧
北
山
》
：
「
溥
（
ㄆ
ㄨ
ˇ
）
天
之
下
，
莫
非
王
土
。
」 

 
  
  
  
  

 

（2）
五
行
之
一
。
《
孔
子
家
語
‧
五
帝
》
：
「
天
有
五
行
，
水
、
火
、
金
、
木
、
土
，
分
時
化
育
， 

 
  
  
  
  
  
  

以
成
萬
物
。
」 

常
用
詞
：
積
土
成
山 

皇
天
后
土 

捲
土
重
來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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屮 
c
hè

 

ㄔ
ㄜ
ˋ 

     
 

指
草
木
初
生
一
株
小
草
的
象
形
。 

備
註
：
《
說
文
》
：「
艸
木
初
生
也
。
象
丨
出
形
，
有
枝
莖
也
。
古
文
或
以
為
艸
字
。
」 

 
  
  
  

段
注
：
「
丨
讀
若
囟
（
ㄒ
ㄧ
ㄣ
ˋ
）
。
引
而
上
行
也
。
枝
謂
兩
旁
莖
枝
。
」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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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例
象
形 

增
體
： 

雷 
l
é i

 
ㄌ
ㄟ
ˊ 

    
  
   

 
 

指
雷
聲
，
雷
聲
不
可
像
，
用
「
 

」
符
號
，
表
示
隆
隆
滾
動
的
雷
聲
。  

按
：
雷
聲
能
聽
到
但
看
不
見
，
而
雷
與
閃
電
常
相
伴
隨
，
因
此
古
文
雷
字
是
从
「

」
（
甲
文
「
電
」）
而

來
。
甲
文
、
金
文
雷
字
，
中
為
電
字
的
古
文
而
稍
有
變
化
，「

」
是
雷
聲
的
意
象
，
隸
、
楷
「
田
」
符
號
，

是
小
篆
「

」
的
省
文
，
是
雷
聲
的
意
象
，
而
非
田
字
。
金
文
、
小
篆
是
據
甲
文
加
「
雨
」，
表
示
雨
天
的
雷

聲
。 

備
註
：
《
說
文
》
：「
陰
陽
薄
動
生
物
者
也
，
从
雨
，
畾
（
ㄌ
ㄟ
ˊ
）
象
回
轉
形
。
」 

典
籍
所
見
：
（
1
）
大
聲
。
屈
原
《
卜
居
》
：
「
黃
鐘
毀
棄
，
瓦
釜
雷
鳴
。
」 

常
用
詞
：
雷
電
交
加 

如
雷
貫
耳 

電
閃
雷
鳴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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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z
hō

u
 

ㄓ
ㄡ 

     
 

是
水
中
陸
地
的
象
形
。 

 
 

州
為
水
中
可
居
者
，
故
甲
文
旁
像
川
流
，
中
央
像
土
地
。
古
文
與
甲
文
同
，
篆
文
則
上
下
重
疊
二
「
川
」
，

中
有
小
州
陸
地
，
是
隸
、
楷
所
本
。 

備
註
：
《
說
文
》
：「
水
中
可
居
曰
州
，
水
周
遶
（
ㄖ
ㄠ
ˋ
）
其
旁
，
从
重
川
。
」 

典
籍
所
見
：
（1）
水
中
可
居
者
曰
州
。
《
詩
經
‧
關
雎
》
：
「
關
關
雎
鳩
，
在
河
之
州
。
」
（
按
：
今
用
「
洲
」
， 

是
州
的
後
起
字
。
） 

 
  
  
  
  

 

（2）
二
千
五
百
家
曰
州
。
《
國
語
‧
鄭
語
》
：
「
謝
西
之
九
州
。
」 

 
  
  
  
  

 

（3）
州
謂
九
州
，
冀
、
兗
（
ㄧ
ㄢ
ˇ
）、
青
、
徐
、
揚
、
荊
、
豫
、
梁
、
雍
。《
公
羊
傳
‧
莊
公
十 

年
》
：
「
荊
者
何
？
州
名
也
。
」 

  

 
  
  
  
  

 

（4）
穩
固
。
《
國
語
‧
齊
語
》
：
「
令
夫
士
，
群
萃
而
州
處
。
」 

常
用
詞
：
九
州 

神
州 

自
治
州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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嶽 
y
uè

 

ㄩ
ㄝ
ˋ 

     
 

是
高
山
重
疊
的
象
形
。 

 
 

篆
文
為
後
起
形
聲
字
，
古
文
則
是
象
形
字
，
甲
文
與
《
說
文
》
古
文
略
同
，
並
像
層
巒
疊
嶂
（
ㄓ
ㄤ
ˋ
）
，

山
外
有
山
之
形
。 

備
註
： 

典
籍
所
見
：
（1）
高
大
的
山
。
《
文
選
‧
思
元
賦
》
：
「
二
女
感
於
崇
嶽
兮
。
」 

 
  
  
  
  

 

（2）
卿
士
之
官
，
掌
四
時
者
也
。
《
詩
經
‧
嵩
高
》
：「
維
嶽
降
神
。
」 

常
用
詞
：
三
山
五
嶽 

 

 
 

甲
文 

 

 

 ↑ 

古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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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s
hí

 

ㄕ
ˊ   

     
 

是
山
石
的
象
形
。
小
篆
與
甲
文
同
。
上
以
厂
（
ㄏ
ㄢ
ˇ
）
像
山
崖
，
下
以
「
□
」
像
石
塊
。 

備
註
：
《
說
文
》
：「
山
石
也
。
在
厂
之
下
；
口
，
象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磬
。
《
書
經
‧
舜
典
》：
「
予
擊
石
拊
（
ㄈ
ㄨ
ˇ
）
石
。
」 

 
  
  
  
  

 

（2）
斛
。
《
國
語
‧
周
語
》：
「
關
石
（
ㄉ
ㄢ
ˋ
）
龢
（
ㄏ
ㄜ
ˊ
）
均
。
」 

 
  
  
  
  

 

（3）
砭
（
ㄅ
ㄧ
ㄢ
）
石
。
《
素
問
‧
病
能
論
》
：
「
夫
氣
勝
血
聚
者
，
宜
石
而
瀉
之
。
」  

 
  
  
  
  

 

（4）
碑
碣
（
ㄐ
ㄧ
ㄝ
ˊ
）
。《
史
記
‧
秦
始
皇
本
紀
》
：「
乃
遂
上
泰
山
，
立
石
。
」 

 
 

石
字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石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石
頭
有
關
，
如
：
碑
、
礦
、
磬
等
。 

常
用
詞
：
金
石
之
交 

水
落
石
出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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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m

 ǔ
 

ㄇ
ㄨ
ˇ 

     
 

像
有
雙
乳
，
哺
育
兒
女
的
母
親
。 

  

 
  
 

甲
文
、
金
文
及
小
篆
母
字
，
其
中
有
兩
點
，
像
人
乳
形
。 

  
  

備
註
：
《
說
文
》
：「
从
女
，
象
褱
（
ㄏ
ㄨ
ㄞ
ˊ
）
子
形
。
一
曰
象
乳
子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媽
媽
。
《
詩
經
‧
蓼
（
ㄌ
ㄨ
ˋ
）
莪
（
ㄜ
ˊ
）
》
：「
父
兮
生
我
，
母
兮
鞠
我
。
」 

 
  
  
  
  

 

（2）
本
源
。
《
道
德
經
》
「
以
為
天
下
母
。
」 

常
用
詞
：
衣
食
父
母 

賢
妻
良
母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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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 
m

 é i
 

ㄇ
ㄟ
ˊ 

     
 

像
人
眼
上
的
眉
毛
。 

 
 

甲
文
下
部
「

」
像
人
，
上
「

」
突
出
目
上
的
眉
毛
。
金
文
、
小
篆
略
去
人
形
，
只
畫
出
目
及
目
上

眉
毛
。 

備
註
：
《
說
文
》
：「
目
上
毛
也
。
从
目
，
象
眉
之
形
，
上
象
頟
（
ㄜ
ˊ
）
理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井
邊
。
《
漢
書
‧
遊
俠
陳
遵
傳
》
：
「
居
井
之
眉
。
」 

常
用
詞
：
眉
批 

眉
開
眼
笑 

燃
眉
之
急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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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é
r

 

ㄦ
ˊ 

     
 

像
頭
囟
（
ㄒ
ㄧ
ㄣ
ˋ
）
未
合
的
幼
兒
。 

備
註
：
《
說
文
》
：「
孺
子
也
。
从
儿
，
象
小
兒
頭
囟
未
合
。
」 

段
注
：「
囟
者
，
頭
會
匘
（
ㄋ
ㄠ
ˇ
）
葢
（
ㄍ
ㄞ
ˋ
）
也
。
小
兒
初
生
。
匘
葢
未
合
。
故
象
其
形
。
」

按
：
現
在
簡
體
的
儿
字
，
是
根
據
《
說
文
》
中
的
古
文
奇
字
。
古
文
指
自
古
相
傳
的
文
字
，
與
自
古
相
傳
的 

 
  
 

文
字
的
字
形
不
同
，
便
稱
為
古
文
奇
字
。 

按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甲
文
、
金
文
兒
字
，
像
總
角
之
形
。
（
引
備
一
說
。
）  

典
籍
所
見
：
（1）
子
女
對
父
母
的
自
稱
，
父
母
亦
稱
呼
子
女
為
兒
。
《
樂
府
詩
集
‧
焦
仲
卿
詩
》
：
「
兒
實
無
罪 

過
。
」 

 
  
  
  
  

 

（2）
兒
童
。
《
文
選
‧
飲
馬
長
城
窟
行
》
：
「
呼
兒
烹
鯉
魚
，
中
有
尺
素
書
。
」 

常
用
詞
：
兒
孫
滿
堂 

生
兒
育
女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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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b
ā o
  

ㄅ
ㄠ 

     
 

像
母
親
懷
孕
，
腹
中
有
子
。  

甲
文
包
字
，
像
人
懷
孕
，
腹
部
鼓
起
，
中
為
腹
中
胎
兒
；
小
篆
从
甲
文
遞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象
人
褢
（
ㄏ
ㄨ
ㄞ
ˊ
）
妊
，
巳
（
ㄙ
ˋ
）
在
中
，
象
子
未
成
形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包
裹
，
容
納
其
中
。
《
詩
經
》
：
「
野
有
死
麕
（
ㄐ
ㄩ
ㄣ
）
，
白
茅
包
之
。
」 

 
  
  

 

（2）
裹
取
。
《
漢
書
‧
匈
奴
傳
上
》
：
「
善
為
誘
兵
以
包
敵
。
」 

 
  
  

 

（3）
叢
生
。
《
尚
書
‧
禹
貢
》
：「
草
木
漸
包
。
」 

 
  
  
  
  

 

（4）
包
含
。
《
易
經
‧
蒙
卦
》
：
「
包
蒙
，
吉
。
」 

常
用
詞
：
包
容 

包
含 

包
羅
萬
象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29 
 

皃 
m

 à o
 

ㄇ
ㄠ
ˋ 

     
 

是
人
面
部
的
象
形
，
就
是
容
貌
的
貌
。 

 
 

甲
文
、
小
篆
皃
字
，
下
部
像
人
身
，
上
部
「

」
、
「

」
，
為
人
面
。 

備
註
：
《
說
文
》
：「
頌
儀
也
。
从
人
，
白
象
人
面
形
。
」 

 
  
  
  

段
注
：
「
上
非
黑
白
字
。
乃
象
人
面
也
。
」 

 
 
 

《
一
切
經
音
義
》
：「
古
文
皃
，
今
作
貌
。
」 

典
籍
所
見
：
（1）
虛
浮
無
實
的
。
《
史
記
‧
商
君
列
傳
》
：
「
貌
言
，
華
也
；
至
言
，
華
也
。
」 

 
  
  
  
  

 

（2）
姿
體
。
《
穀
梁
傳
‧
桓
公
十
四
年
》
：
「
察
其
貌
而
不
察
其
形
。
」 

 
  
  
  
  

 

（3）
恭
敬
。
《
荀
子
‧
禮
論
》
：
「
情
貌
之
盡
也
。
」 

 
  
  
  
  

 

（4）
容
儀
曰
貌
。
《
史
記
‧
陳
丞
相
世
家
》
：
「
平
貌
美
如
冠
玉
」。 

常
用
詞
：
容
貌 

面
貌 

 
 

甲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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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y

 ā o
 

ㄧ
ㄠ 

     
 

像
人
兩
手
叉
腰
，
是
「
腰
」
的
本
字
。 

 
  
 

甲
文
要
字
像
女
子
兩
手
自
插
其
腰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遞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身
中
也
。
象
人
要
自

（
ㄐ
ㄩ
ˊ
）
之
形
。
」 

 
  
  
 

段
注
：「
上
象
人
首
。
下
象
人
足
。
中
像
人
要
，
而
自

持
之
。
故
从

。
必
从

者
，
象
形
猶
未
顯
。 

 
 
 
 
 
 

人
多
護
惜
其
要
故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邀
請
，
通
「
邀
」。《
桃
花
源
記
》：「
便
要
還
家
，
設
酒
殺
雞
作
食
。
」
按
：
邀
、
要
：
於
消 

切
，
二
部
，
影
紐
，
二
者
同
音
通
假
。 

 
  
  
  
  

 

（2）
求
。
《
孟
子
‧
告
子
》：
「
非
以
要
利
也
，
以
民
為
務
故
也
。
」 

 
  
  
  
  

 

（3）
成
全
。
《
詩
經
‧
鄭
風
》
：
「
叔
兮
伯
兮
，
倡
予
要
女
。
」 

 
  
  
  
  

 

（4）
重
要
的
。
《
史
記
‧
叔
孫
通
列
傳
》
：
「
知
當
世
之
要
（
一
ㄠ
ˋ
）
務
。
」 

常
用
詞
：
重
要 

要
求 

簡
明
扼
要 

緊
要
關
頭 

 

甲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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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z

 ú
 

ㄗ
ㄨ
ˊ 

     
 

是
人
腳
的
象
形
。 

 
 

甲
文
上
像
足
脛
，
下
為
腳
。
金
文
、
小
篆
的
「
口
」
非
口
字
，
而
是
脛
的
變
形
。
脛
在
腳
上
，
是
足
脛

及
腳
的
全
體
象
形
。 

備
註
：
《
說
文
》
：「
人
之
足
也
。
在
下
。
」 

典
籍
所
見
：
（1）
滿
足
。
《
漢
書
‧
景
帝
紀
》
：
「
其
唯
廉
士
，
寡
欲
易
足
。
」 

 
  
  
  
  

 

（2）
過
分
。
《
論
語
‧
公
冶
長
》
：
「
巧
言
、
令
色
、
足
（
ㄐ
ㄩ
ˋ
）
恭
。
」 

 
  
  
  
  

 

（3）
器
物
下
部
的
腳
。
《
易
‧
鼎
》
：
「
鼎
折
足
。
」 

 
  
  
  
  

 

（4）
能
夠
。
《
孟
子
‧
梁
惠
王
》
：
「
吾
力
足
以
舉
百
鈞
。
」 

常
用
詞
：
手
足
情
深 

豐
衣
足
食 

三
足
鼎
立 

知
足
常
樂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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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 
s
hǔ

 

ㄕ
ㄨ
ˇ 

     
 

是
蛾
、
蝶
類
幼
蟲
的
象
形
。 

 
 

甲
文
、
金
文
像
蛾
蝶
類
的
幼
蟲
，
突
出
大
的
頭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
金
文
遞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
葵
中
蠶
也
。
从
虫
，
上
目
象
蜀
頭
形
，
中
象
其
身
蜎
蜎
（
ㄩ
ㄢ
）
。
」
按
：
从
虫
，
上
應

橫
視
，
像 

 
 
 
 
 
 
 

蜀
之
頭
，
右
曲
筆
像
蟲
身
。 

典
籍
所
見
：
（1）
國
名
。
《
戰
國
策
‧
秦
策
》
：
「
蜀
，
西
僻
之
國
也
。
」 

  

常
用
詞
：
蜀
漢 

樂
不
思
蜀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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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 
x
uè

 

ㄒ
ㄩ
ㄝ
ˋ 

     
 

是
器
皿
中
盛
有
牲
血
的
象
形
。 

 
 

甲
文
、
金
文
和
小
篆
，
外
像
器
皿
，
中
間
像
所
盛
的
牲
血
。 

  

備
註
：
《
說
文
》
：「
祭
所
薦
牲
血
也
。
从
皿
，
一
象
血
形
。
」 

 
  
  
  

段
注
：
「
一
象
血
形
。
在
皿
中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用
鮮
血
沾
染
。
《
荀
子
‧
議
兵
》
：
「
兵
不
血
刃
，
遠
邇
來
服
。
」 

 
  
  
  
  

 

（2）
淚
。
《
文
選
‧
答
蘇
武
書
》
：
「
戰
士
為
陵
飲
血
。
」 

 
  
  
  
  

 

（3）
當
作
「
恤
」
。
《
易
經
‧
小
畜
》
：
「
六
四
，
有
孚
，
血
去
，
惕
出
無
咎
。
」  

 
 

血
字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血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血
有
關
，
如
：
衇
（
ㄇ
ㄞ
ˋ
）
、
卹
（
ㄒ
ㄩ
ˋ
）
等
。 

常
用
詞
：
嘔
心
瀝
血 

一
針
見
血 

一
腔
熱
血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34 
 

果 
g
uǒ

 

ㄍ
ㄨ
ㄛ
ˇ 

     
 

是
樹
上
結
有
果
實
的
象
形
。  

 
 

甲
文
、
金
文
像
樹
上
有
果
。
小
篆
果
字
，
木
上
的
「
田
」
，
是
果
實
的
象
形
，
不
是
田
字
。 

   

備
註
：
《
說
文
》
：「
木
實
也
。
从
木
，
象
果
形
在
木
之
上
。
」 

典
籍
所
見
：
（1）
果
決
。
《
論
語
‧
子
路
》
：
「
言
必
信
，
行
必
果
。
」 

 
  
  
  
  

 

（2）
植
物
所
結
的
果
實
。
《
周
禮
‧
地
宮
官
》
：
「
甸
師
共
野
果
蓏
（
ㄌ
ㄨ
ㄛ
ˇ
）
之
屬
。
」 

 
  
  
  
  

 

（3）
終
局
。
《
呂
覽
‧
忠
廉
》
：
「
果
伏
箭
而
死
。
」 

 
  
  
  
  

 

（4）
確
實
。
《
戰
國
策
‧
楚
策
》
：
「
而
楚
果
弗
與
地
。
」 

 
  
  
  
  

 

（5）
假
若
。
《
史
記
‧
趙
世
家
》
：
「
是
以
聖
人
果
可
以
利
其
國
。
」 

  

常
用
詞
：
開
花
結
果 

碩
果
僅
存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35 
 

朿
（
刺
） 

c
 ì

 

ㄘ
ˋ 

     
 

是
樹
上
帶
有
針
刺
的
象
形
。 

 
 

金
文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演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木
芒
也
。
象
形
。
」 

 
  
  
  

段
注
：
「
朿
今
字
作
刺
。
」 

典
籍
所
見
：
（1）
勸
諫
。
《
戰
國
策
‧
齊
策
》
：
「
面
刺
寡
人
之
過
者
。
」 

 
  
  
  
  

 

（2）
採
取
。
《
史
記
‧
封
禪
（
ㄕ
ㄢ
ˋ
）
書
》
：
「
刺
六
經
中
作
王
制
。
」 

 
  
  
  
  

 

（3）
鋒
刃
。
《
淮
南
‧
泛
論
》
：
「
修
戟
無
刺
。
」 

 
  
  
  
  

 

（4）
殺
。
《
國
語
‧
晉
語
》：
「
刺
懷
公
於
高
粱
。
」  

常
用
詞
：
針
刺 

懸
樑
刺
股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36 
 

巢 
c
há

o
 

ㄔ
ㄠ
ˊ 

     
 

是
鳥
巢
的
象
形
。 

  
  

小
篆
與
金
文
巢
字
略
同
，
上
像
鳥
營
築
的
巢
，
下
从
木
，
像
巢
高
架
在
樹
上
。 

備
註
：
《
說
文
》
：「
鳥
在
木
上
曰
巢
，
在
穴
曰
窠
（
ㄎ
ㄜ
）
。
从
木
，
象
形
。
」 

 
  
  
  

段
注
：
「
像
其
架
高
之
形
。」 

典
籍
所
見
：
（1）
居
住
。
《
漢
書
‧
敘
傳
上
》
：
「
媯
（
ㄍ
ㄨ
ㄟ
）
巢
薑
於
孺
筮
（
ㄕ
ˋ
）
兮
。
」 

 
  
  
  
  

 

（2）
上
古
人
類
所
居
曰
巢
。《
禮
記
‧
禮
運
》：「
先
王
未
有
宮
室
，
冬
則
居
營
窟
，
夏
則
居
巢
。
」 

常
用
詞
：
鵲
巢 

傾
巢
而
出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37 
 

冃 
m
à o

 

ㄇ
ㄠ
ˋ 

     
 

是
帽
子
的
象
形
。 

備
註
：
《
說
文
》
：「
小
兒
及
蠻
夷
頭
衣
也
。
从
冂
（
ㄇ
一
ˋ
）
；
二
，
其
飾
也
。
」 

 
  

段
注
：
「
冃
卽
今
之
帽
字
也
。
」 

按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甲
文
上
像
羊
角
之
飾
，
今
湖
南
小
兒
頭
衣
，
常
繡
作
獸
頭
形
，
上
出
兩
耳
謂
可
辟 

 
 

邪
，
與
甲
文
此
字
狀
極
相
似
。
（
引
備
一
說
） 

 
 

冃
是
個
部
首
字
，
凡
由
冃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冠
冕
有
關
，
如
：
冕
、
冒
等
。 

常
用
詞
：
烏
紗
帽 

帽
子 

 
 

甲
文 

 

 

 ↑ 

小
篆 

 

 ↑ 

楷
書 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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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 
j

 ī n
 

ㄐ
ㄧ
ㄣ 

     
 

是
佩
巾
的
象
形
。 

   

備
註
：
《
說
文
》
：「
佩
巾
也
。
从
冂
（
ㄇ
一
ˋ
）
，
丨
象
糸
也
。
」 

 
  
  

《
玉
篇
》
曰
：
「
本
以
拭
物
。
後
人
著
之
於
頭
。
」 

典
籍
所
見
：
（1）
覆
蓋
器
物
用
的
布
。
《
國
語
‧
周
語
》
：
「
陳
其
鼎
俎
，
淨
其
巾
幕
。
」 

 
  
  
  
  

 

（2）
盥
洗
後
用
來
擦
拭
的
布
巾
。
《
禮
記
‧
內
則
》
：「
盥
卒
授
巾
。
」 

 
  
  
  
  

 

（3）
覆
蓋
。
《
莊
子
‧
秋
水
》
：
「
王
巾
笥
（
ㄙ
ˋ
）
而
藏
之
廟
堂
之
上
。
」 

常
用
詞
：
紙
巾 

毛
巾 

巾
幗
英
雄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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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 
b
ià

n
 

ㄅ
ㄧ
ㄢ
ˋ 

     
 

是
兩
手
捧
起
皮
弁
的
象
形
。 

甲
文
、
金
文
像
兩
手
捧
弁
之
形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
金
文
遞
變
而
來
。 

備
註
：《
說
文
》：「
冕
也
。
周
曰
覍
（
ㄅ
ㄧ
ㄢ
ˋ
），
殷
曰
吁
（
ㄩ
ˋ
），
夏
曰
收
。
从
皃
，
象
形
。
弁
，
或
覍 

 
  
  
 

字
。
」 

典
籍
所
見
：
（1）
古
冠
名
。
《
書
經
‧
金
藤
》
：
「
王
與
大
夫
盡
弁
。
」 

 
  
  
  
  

 

（2）
驚
懼
。
《
漢
書
‧
王
莽
傳
》
：
「
予
甚
弁
焉
，
予
甚
栗
焉
。
」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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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蓑)
 
s
uō

 

ㄙ
ㄨ
ㄛ 

     
 

是
用
草
編
成
雨
衣
的
象
形
。
金
文
像
草
編
成
的
蓑
衣
，
小
篆
是
从
金
文
遞
變
而
來
，
加
了
「
衣
」
為
意

符
。 

備
註
：
《
說
文
》
：「
艸
雨
衣
。
秦
謂
之
萆
（
ㄅ
ㄧ
ˋ
）
。
从
衣
，
象
形
。
」 

 
  
  
  

段
注
：
「
衰
俗
从
艸
作
蓑
。
」 

典
籍
所
見
：
（1）
微
弱
。
《
後
漢
書
‧
班
超
傳
》
：
「
臣
老
病
衰
困
。
」
按
：
疑
編
草
為
雨
衣
，
因
不
緻
密
，
故 

引
申
為
衰
弱
、
衰
敗
，
再
引
申
為
倒
霉
之
義
。 

 
  
  
  
  

 

（2）
減
少
。
《
戰
國
策
‧
趙
策
》
：
「
日
飲
食
得
無
衰
乎
。
」 

 
  
  
  

  
 

（3）
年
老
。
《
淮
南
子
‧
主
術
》
：
「
年
衰
志
憫
。
」  

 
  
  
  

  
 

（4）
用
粗
麻
布
做
成
的
毛
邊
喪
服
。
《
禮
記
‧
喪
服
小
記
》
：「
斬
（
ㄗ
）
衰
（
ㄘ
ㄨ
ㄟ
）
，
括  

   
  
  
  
  
  
 
 

髮
以
麻
。
」 

常
用
詞
：
衰
落 

盛
衰
興
廢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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兂 
z
ā n

 

ㄗ
ㄢ 

     
 

是
人
頭
上
戴
髮
簪
的
象
形
。 

 
 

甲
文
像
女
人
頭
箸
簪
之
形
。
小
篆
从
人
，
甲
文
从
女
，
古
人
男
女
都
用
兂
固
定
頭
髮
，
如
杜
甫
詩
云
：「
白

頭
搔
更
短
，
渾
欲
不
勝
簪
。
」
可
以
為
證
。 

備
註
：
《
說
文
》
：「
首
笄
（
ㄐ
ㄧ
）
也
。
从
人
，
匕
象
簪
形
。
簪
，
俗
兂
，
从
竹
从
朁
（
ㄘ
ㄢ
ˇ
）
。
」 

 
  
  
  

段
注
：
「
篆
右
象
其
叉
，
左
象
其
所
抵
以
固
弁
者
。
」 

典
籍
所
見
：
（1）
頭
簪
。
《
史
記
‧
外
戚
世
家
》
：
「
夫
人
脫
簪
珥
（
ㄦ
ˇ
）
叩
頭
。
」 

 
  
  
  
  

 

（2）
插
，
戴
。
蘇
軾
《
答
陳
述
古
詩
二
首
之
一
》
：
「
城
西
亦
有
紅
千
葉
，
人
老
簪
花
卻
自
羞
。
」 

 
 

甲
文 

 

 

 ↑ 

小
篆 

 

 ↑ 

楷
書 

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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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 
s
hè

 

ㄕ
ㄜ
ˋ 

     
 

是
房
屋
的
象
形
。 

備
註
：
《
說
文
》
：「
市
居
曰
舍
。
象
屋
也
。
囗
象
築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賓
館
。
《
尚
書
‧
大
傳
》
：
「
以
朝
車
送
之
舍
。
」 

 
  
  
  
  

 

（2）
軍
行
三
十
里
為
一
舍
。
《
左
傳
‧
僖
公
廿
八
年
》
：「
退
三
舍
避
之
。
」
按
：
疑
或
因
古
代
行 

軍
約
三
十
里
需
要
駐
紮
休
息
，
所
以
三
十
里
為
一
舍
。 

 
  
  
  
  

 

（3）
布
恩
德
曰
舍
。
《
左
傳
‧
昭
公
十
五
年
》
：
「
施
捨
不
倦
，
求
善
不
厭
。
」  

 
  
  
  
  

 

（4）
止
。
《
論
語
‧
述
而
》：
「
舍
之
則
藏
。
」 

 
  
  
  
  

 

（5）
捨
棄
。《
孟
子
‧
盡
心
》：「
求
則
得
之
，
舍
則
失
之
。
」
按
：
舍
與
捨
為
兩
字
，《
說
文
》
捨
： 

「
釋
也
。
从
手
舍
聲
。
」
舍
與
捨
同
音
通
假
。 

常
用
詞
：
舍
身
取
義 

鍥
（
ㄑ
ㄧ
ㄝ
ˋ
）
而
不
舍 

舍
我
其
誰 

舍
己
為
人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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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x
i

 à
ng

ㄒ
ㄧ
ㄤ
ˋ 

     
 

是
在
房
子
的
牆
壁
上
開
了
一
個
窗
戶
的
象
形
。 

 
 

甲
文
、
金
文
和
小
篆
同
，
「

」
像
房
屋
正
視
之
形
，
「
囗
」
像
窗
牖
（
一
ㄡ
ˇ
）
形
。 

備
註
：
《
說
文
》
：「
北
出
牖
也
。
从
宀
口
。
《
詩
》
曰
：
『
塞
（
ㄙ
ㄞ
）
向
墐
戶
。
』
」 

典
籍
所
見
：
（1）
方
位
。
《
霞
客
遊
記
》：
「
南
北
向
皆
有
脊
中
亙
。
」 

 
  
  
  
  

 

（2）
對
著
，
朝
著
。
唐
‧
劉
長
卿
《
餞
別
王
十
一
南
遊
詩
》
：
「
飛
鳥
沒
何
處
，
青
山
空
向
上
。
」 

 
  
  
  
  

 

（3）
接
近
。
白
居
易
《
東
坡
種
花
詩
》
：
「
東
坡
春
向
暮
，
樹
木
今
何
如
。
」 

 
  
  
  
  

 

（4）
往
昔
。
《
莊
子
‧
寓
言
》
：
「
若
向
也
府
，
而
今
也
傾
。
」 

 
  
  
  
  

 

（5）
假
如
，
假
設
。
《
後
漢
書
‧
張
衡
傳
》
：
「
向
使
能
瞻
前
顧
後
。
」 

常
用
詞
：
欣
欣
向
榮 

所
向
披
靡
（
ㄇ
ㄧ
ˇ
） 

改
惡
向
善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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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 
c
h

 ǐ
 

ㄔ
ˇ 

     
 

像
人
張
口
露
出
的
前
齒
。 

   

備
註
：
《
說
文
》
：「
口
齗
（
ㄧ
ㄣ
ˊ
）
骨
也
。
象
口
齒
之
形
，
止
聲
。
」 

 
  
  
  

段
注
：
「

者
，
象
齒
。
餘
口
字
也
。
」 

按
：
甲
文
與
《
說
文
解
字
》
古
文
齒
字
作
「

」
相
近
，
像
張
口
見
齒
之
形
。
金
文
、
小
篆
加
「
止
」
為
聲

符
。 

典
籍
所
見
：
（1）
年
齡
。
《
論
語
‧
憲
問
》
：
「
沒
齒
無
怨
言
。
」 

 
  
  
  
  

 

（2）
排
列
。
《
呂
覽
‧
直
諫
》
：
「
不
穀
免
衣
繈
褓
而
齒
於
諸
侯
。
」 

 
  
  
  
  

 

（3）
如
牙
齒
般
排
列
的
物
體
。
《
晉
書
‧
謝
安
傳
》
：「
過
戶
限
，
心
喜
，
不
覺
屐
（
ㄐ
ㄧ
）
齒
之 

折
。
」 

 
  
  
  
  

 

（4）
說
，
談
。
《
世
說
新
語
‧
簡
傲
》
：
「
不
足
齒
，
人
傖
耳
。
」 

常
用
詞
：
沒
齒
不
忘 

何
足
掛
齒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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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f

 ū
 

ㄈ
ㄨ 

     
 

指
成
年
男
子
。 

 
 

甲
文
、
金
文
及
小
篆
。
下
為
「
大
」
字
，
指
正
面
站
立
的
人
。「
－
」
為
指
示
符
號
，
像
人
頭
上
的
髮
簪
， 

 

古
代
男
子
成
人
後
，
則
束
帶
、
纓
冠
、
佩
簪
，
表
示
是
已
成
年
的
人
。 

備
註
：《
說
文
》：「
丈
夫
也
。
从
大
一
，
一
以
象
兂
也
。
周
制
以
八
寸
為
尺
，
十
尺
為
丈
。
人
長
八
尺
，
故
曰 

丈
夫
。
」 

按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
「
夫
」
與
「
大
」
二
字
，
古
本
為
一
字
（
引
備
一
說
） 

典
籍
所
見
：
（1）
古
代
稱
成
年
男
子
為
「
夫
」，
後
泛
稱
男
子
。《
孟
子
‧
萬
章
下
》：「
耕
者
之
所
獲
，
一
夫
百 

畝
。
」 

 
  
  
  
  

 

（2）
文
言
文
中
的
發
語
詞
，
表
提
示
作
用
。
《
論
語
‧
季
氏
》：
「
夫
（
ㄈ
ㄨ
ˊ
）
顓
（
ㄓ
ㄨ
ㄢ
） 

 
 
 
 
 
 

 

臾
，
昔
者
先
王
以
為
東
蒙
主
，
且
在
邦
域
之
中
矣
。
」 

 
  
  
  
  

 

（3）
文
言
文
中
指
示
形
容
詞
。
相
當
於
「
此
」、「
彼
」。《
論
語
‧
先
進
》：「
夫
（
ㄈ
ㄨ
ˊ
）
人
不 

言
，
言
必
有
中
（
ㄓ
ㄨ
ㄥ
ˋ
）
。
」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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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用
詞
：
農
夫 

匹
夫
有
責 

萬
夫
莫
敵 

 

 

省
體 

丘 
q
iū

 
ㄑ
ㄧ
ㄡ 

      
 

是
兩
座
山
峰
的
象
形
。 

 
 

甲
文
像
兩
座
如
山
峰
的
土
丘
，
金
文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譌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土
之
高
也
，
非
人
所
為
也
。
象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山
。
《
漢
書
‧
司
馬
相
如
傳
》
：
「
以
登
介
丘
。
」 

常
用
詞
：
山
丘 

丘
陵 

土
丘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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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
） 

d
uī

 

ㄉ
ㄨ
ㄟ 

     
 

是
小
山
丘
的
象
形
，
現
寫
作
「
堆
」
。 

備
註
：
《
說
文
》
：「
小
阜
也
。
象
形
。
」 

 
  
  
  

段
注
：
「
其
字
俗
作
堆
。
堆
行
而

廢
矣
。
象
小
於
阜
。
故
阜
三
成
，

（
ㄉ
ㄨ
ㄟ
）
二
成
。
」 

按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
「

」
（
甲
文

）
是
「

」
（
甲
文
丘
）
字
的
豎
寫
。
「

」
（
甲
文
阜
）
是

「

」
（
甲
文
山
）
字
的
豎
寫
，
「
山
」
與
「
阜
」
同
，
「
丘
」
與
「

」
同
，
以
峰
之
多
少
，
區
別
山
與
丘
的

大
小
。
（
引
備
一
說
） 

典
籍
所
見
：
（1）
高
阜
。
《
漢
書
‧
司
馬
相
如
傳
》
：
「
激
堆
埼
（
ㄑ
ㄧ
ˊ
）
。
」 

 
  
  
  
  

 

（2）
積
，
積
聚
。
《
後
漢
書
‧
王
霸
傳
》
：
「
堆
石
布
土
，
築
起
亭
障
。
」 

常
用
詞
：
堆
積 

堆
砌
（
ㄑ
ㄧ
ˋ
）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48 
 

烏 
w

 ū
 

ㄨ 

     
 

是
烏
鴉
的
象
形
。 

備
註
：
《
說
文
》
：「
孝
鳥
也
。
象
形
。
孔
子
曰
：
『
烏
，
於
（
ㄨ
）
呼
也
。
』
取
其
助
氣
，
故
以
為
烏
呼
。
」 

 
  

 
 

段
注
：
「
鳥
字
點
睛
。
烏
則
不
（
ㄈ
ㄡ
ˇ
）
。
以
純
黑
故
不
見
其
睛
也
。
」
按
：
《
小
爾
雅
》
：
「
純
黑

而
反
哺
者
謂
之
烏
，
小
而
腹
下
白
不
反
哺
者
謂
之
雅
（
鴉
）
烏
。
」
以
烏
毛
羽
純
黑
，
故
不
見
目
；
秉
性
純

孝
而
反
哺
，
故
《
說
文
》
作
「
孝
鳥
」
解
。 

典
籍
所
見
：
（1）
黑
色
。
《
韻
會
》
：「
黑
色
曰
烏
。
」 

 
  
  
  
  

 

（2）
何
。
《
漢
書
‧
匡
衡
傳
贊
》
：
「
烏
能
勝
其
任
乎
。
」 

 
  
  
  
  

 

（3）
發
語
詞
，
表
驚
歎
。
《
孟
子
‧
公
孫
丑
》
：
「
烏
，
是
何
言
也
。
」 

常
用
詞
：
烏
雲 

愛
屋
及
烏 

月
落
烏
啼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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虍 
h

 ū
 

ㄏ
ㄨ 

     
 

是
虎
頭
的
象
形
。 

  
  

 
 

甲
文
像
虎
頭
和
大
嘴
。
小
篆
是
从
金
文
遞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虎
文
也
。
象
形
。
」 

 
 

今
只
作
部
首
字
，
凡
由
虍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老
虎
有
關
，
如
：
虎
、
虔
、
虐
等
。 

 

甲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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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p
ià

n
 

ㄆ
ㄧ
ㄢ
ˋ 

     
 

是
將
「
木
」
字
剖
開
，
右
邊
一
半
的
象
形
。 

   

備
註
：
《
說
文
》
：「
判
木
也
。
从
半
木
。
」 

 
  
  
  

段
注
：
「
謂
一
分
為
二
之
木
。
片
判
以
曡
韻
為
訓
。
判
者
，
分
也
。
木
字
之
半
也
。
」 

按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是
「
牀
」
字
之
初
文
，
橫
看
上
像
牀
板
，
下
像
足
、
桄
（
橫
木
）
之
形
。（
引
備
一 

 
 

說
） 

典
籍
所
見
：
（1）
偏
。
《
論
語
‧
顏
淵
》：
「
片
言
可
以
折
獄
者
。
」 

 
  
  
  
  

 

（2）
小
的
，
單
，
薄
。《
宋
史
‧
王
若
海
傳
》：「
高
宗
嘗
以
片
紙
書
若
海
名
。
」
又
如
《
鄭
板
橋
‧ 

詠
雪
》
：
「
一
片
二
片
三
四
片
，
五
片
六
片
七
八
片
，
千
片
萬
片
無
數
片
，
飛
入
梅
花
總
不

見
。
」 

 
 

片
為
部
首
字
，
凡
由
片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木
有
關
，
如
：
牘
、
版
、
牗
等
。 

  

常
用
詞
：
片
甲
不
留 

片
言
折
獄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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幺 
y
ā o

 

ㄧ
ㄠ  

     
 

指
一
束
細
絲
，
是
糸
的
本
字
。 

   

 
 

甲
文
作

，
實
糸
之
初
文
，
《
說
文
》
幺
訓
「
小
也
」
，
是
由
糸
的
本
義
「
細
絲
也
」
所
引
申
。 

備
註
：
（1）
排
行
最
末
的
。
如
：
幺
叔
、
幺
妹
。 

 
  
  

 

（2）
指
數
目
一
。
如
電
話
號
碼
、
打
牌
或
擲
色
（
ㄕ
ㄞ
ˇ
）
子
，
稱
最
小
的
數
目
一
為
幺
。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楷
書 

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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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事 《

說
文
解
字
序
》
：
「
指
事
者
，
視
而
可
識
，
察
而
見
意
，
上
下
是
也
。
」
所
謂
指
事
，
就
是
以
符
號
表

示
事
象
的
意
思
。
因
為
事
情
沒
有
具
體
之
形
可
象
，
只
能
用
抽
象
符
號
表
示
事
情
的
通
象
，
來
指
明
其
事
。

使
人
看
見
它
，
可
以
識
得
它
的
事
象
；
觀
察
它
，
可
以
發
現
它
的
意
思
。
例
如
「
上
」，
是
指
一
件
東
西
在
另

一
件
東
西
的
上
面
；
「
下
」
，
是
指
一
件
東
西
在
另
一
件
東
西
的
下
面
。
這
就
是
指
事
。 

 
 

指
事
與
象
形
一
樣
，
也
分
正
例
與
變
例
，
所
謂
純
體
指
事
（
即
正
例
），
就
是
不
增
、
不
減
、
不
變
的
單

純
形
體
。
例
如
用
「
一
」
來
表
示
任
何
一
件
事
物
；
用
「
八
」
來
表
示
分
別
；
用
「
亼
（
ㄐ
ㄧ
ˊ
）
」
表
示
三

合
。
都
是
用
單
純
的
形
體
來
指
示
某
種
事
象
。
變
例
分
三
種
： 

1
、
增
體
指
事
。
所
謂
增
體
，
是
在
原
已
成
文
的
形
體
外
，
再
加
上
不
成
文
的
符
號
。
有
所
增
符
號
表

示
某
種
事
情
的
，
如
「
夾
（
ㄕ
ㄢ
ˇ
）
」
，
从
「
大
」
，
所
增
的
「

」
，
表
示
腋
下
藏
著
東
西
。
還
有
一
種
是

以
所
增
的
符
號
指
示
某
個
部
位
，
如
「
亦
」，
从
「
大
」，
所
增
的
「

」，
指
示
腋
下
的
部
位
。
前
者
所
增
都

是
物
之
通
象
，
後
者
所
增
都
是
虛
的
符
號
。
前
者
必
非
名
詞
，
後
者
必
為
名
詞
。 

2
、
變
體
指
事
。
所
謂
變
體
，
包
括
兩
種
情
形
：
一
種
是
位
置
的
變
更
，
如
「
人
」
字
，
本
為
純
體
象

形
，
倒
過
來
成
為

（
ㄏ
ㄨ
ㄚ
ˋ
），
便
是
變
體
指
事
，
表
示
人
起
了
變
化
。
另
一
種
是
筆
劃
的
變
更
。
如
「
大
」

本
為
純
體
象
形
，
下
面
的
腳
交
叉
起
來
，
成
為
「
交
」
便
是
變
體
指
事
，
表
示
兩
腳
相
交
。 

3
、
省
體
指
事
。
所
謂
省
體
，
就
是
在
原
已
成
文
的
形
體
內
，
減
省
部
分
筆
劃
，
來
表
示
某
種
事
象
。



153 
 

如
「
口
」
為
純
體
象
形
，
本
已
成
文
，
省
去
上
面
的
一
橫
，
成
為
「
凵
（
ㄎ
ㄢ
ˇ
）
」
，
表
示
張
口
，
便
是
省

體
指
事
。 

 

指
事
例
字
目
錄 

正
例 

1.

一
。
2.

二
。
3.
三
。
4.

四
。
5.

五
。
6.

六
。
7.

七
。
8.

八
。
9.

九
。
10.

十
。
11.

上
。

12.

下
。
13.

永
。
14.
派
。
15.

交
。
16.

旡
。
17.

出
。
18.

入
。
19.

才
。
20.

耑
。
21.

之
。
22.

至
。

23.

文
。
24.

齊
。
25.

小
。
26.
少
。
27.

垂
。
28.

尸
。
29.

示
。
30.

各
。
31.

天
。
32.

仌
。
33.

冖
。

34.

殳
。
35.

冓
。
36.

卜
。
37.
爻
。
38.

凶
。
39.

毌
。
40.

于
。
41.

豸
。
42.

丮
。
43.

囗
。
44.

皀
。

45.

丨
。
46.

丂
。
47.

夊
。
48.

丩
。
49.

予
。
50.

乃
。
51.

西
。 

變
例 

（1）
增
體 

52.

旦
。
53.

回
。
54.

立
。
55.

曰
。
56.

欠
。
57.
兮
。
58.

乎
。
59.

甘
。
60.

尹
。
61.

寸
。
62.

亦
。

63.

豖
。
64.

本
。
65.

朱
。
66.

末
。
67.

高
。
68.
亯
。
69.

絕
。
70.

刃
。 

（2）
省
體 

71.

卂
。
72.

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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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指
事 

總
計
72
字) 

一 
y
ī
 

ㄧ 

     
 

指
數
目
一
。 

 
 

甲
文
一
、
二
、
三
、
四
，
皆
為
累
積
筆
劃
，
代
表
數
目
，
四
字
到
了
小
篆
，
則
變
為
假
借
。 

備
註
： 

 
  
  
 

段
注
：「
一
之
形
。
於
六
書
為
指
事
。
」 

典
籍
所
見
：
（1）
數
之
始
。
《
孝
經
》
：「
開
宗
明
義
章
第
一
。
」 

 
  
  
  
  
 

（2）
初
次
。
《
左
傳
‧
僖
公
五
年
》
：
「
一
之
為
甚
，
其
可
再
乎
。
」 

 
  
  
  
  
 

（3）
專
一
。
《
禮
記
‧
禮
運
》
：
「
欲
一
以
窮
之
。
」 

 
  
  
  
  
 

（4）
皆
，
全
。
《
荀
子
‧
禮
論
》
：
「
一
使
足
以
成
文
理
。
」 

 
  
  
  
  
 

（5）
統
一
。
《
孟
子
‧
梁
惠
王
上
》
：
「
不
嗜
殺
人
者
能
一
之
。
」 

常
用
詞
：
一
心
一
意 

一
表
人
才 

一
帆
風
順 

滄
海
一
粟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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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è
r
 

ㄦ
ˋ 

     
 

指
數
目
二
。 

 
 

是
積
兩
個
「
一
」
，
代
表
「
二
」
的
數
目
。 

備
註
：
《
段
注
》
：「
兩
畫
當
均
長
。
今
人
上
短
下
長
便
是
古
文
上
字
。
」 

典
籍
所
見
：
（1）
不
專
一
。
《
左
傳
‧
昭
公
二
十
一
年
》
：
「
其
子
有
二
心
，
故
廢
之
。
」 

 
  
  
  
  
 

（2）
改
變
。
《
左
傳
‧
僖
公
十
五
年
》
：
「
必
報
德
，
有
死
無
二
。
」 

 
  
  
  
  
 

（3）
並
列
。
《
史
記
‧
淮
陰
侯
傳
》
：
「
此
所
謂
功
無
二
於
天
下
。
」 

常
用
詞
：
一
分
為
二 

一
清
二
白 

一
乾
二
淨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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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s
ā n

 

ㄙ
ㄢ 

    
  

 
 

指
數
目
三
。 

 
 

是
積
三
個
「
一
」
，
代
表
「
三
」
的
數
目
。 

備
註
：
《
說
文
》
：「
數
名
。
」 

典
籍
所
見
：
（1）
表
示
多
。
《
論
語
‧
公
冶
長
》
：
「
三
思
而
後
行
。
」 

 
  
  
  
  
 

（2）
反
復
。
《
論
語
‧
先
進
》
：
「
南
容
三
復
白
圭
。
」 

常
用
詞
：
約
法
三
章 

三
顧
茅
廬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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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s
ì
 

ㄙ
ˋ 

     
 

指
數
目
四
。 

 
 

甲
文
、
金
文
是
積
四
個
「
一
」，
代
表
「
四
」
的
數
目
；
到
了
小
篆
，
以
積
畫
過
多
，
不
便
識
寫
，
因
此
，

四
至
九
數
，
皆
是
假
借
而
來
。 

備
註
：
古
文
字
學
者
，
疑
「
四
」
是
从
「
泗
」
假
借
而
來
；
「
五
」
是
指
糾
繩
器
；
「
六
」
是
从
「
入
」
假
借 

而
來
；「
七
」
是
「
切
」
的
初
文
，「
八
」
表
示
「
分
別
」，「
九
」
是
人
的
肘
部
。（
詳
見
「
五
」、「
六
」
、

「
七
」
、
「
八
」
「
九
」
字
下
說
解
。
） 

典
籍
所
見
：
（1）
數
名
。
《
論
語
‧
子
罕
》
：
「
子
絕
四
：
毋
意
、
毋
必
、
毋
固
、
毋
我
。
」 

 
  
  
  
  
 

（2）
多
方
面
。
《
史
記
‧
蘇
秦
張
儀
列
傳
》
：
「
天
下
四
分
五
裂
。
」 

常
用
詞
：
文
房
四
寶 

四
面
八
方 

四
通
八
達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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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w
ǔ
 

ㄨ
ˇ 

     
 

指
數
目
五
。 

備
註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
甲
文
五
字
，
疑
本
義
為
糾
繩
器
，
後
被
假
借
為
數
目
的
五
。 

典
籍
所
見
：
（1）
數
目
五
。
《
尚
書
‧
堯
典
》
：
「
五
載
一
巡
守
。
」 

 
  
  
  
  
 

（2）
隊
伍
，
與
「
伍
」
通
。
《
商
君
書
‧
畫
策
》
：「
行
（
ㄏ
ㄤ
ˊ
）
間
之
治
，
連
以
五
，
辨
之
以 

 
 
 
 
 
 

章
，
束
之
以
令
。
」 

常
用
詞
：
五
體
投
地 

五
穀
豐
登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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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l
iù

 

ㄌ
ㄧ
ㄡ
ˋ 

     
 

指
數
目
六
。 

備
註
：
甲
文
六
，
據
古
文
字
學
者
以
為
，
是
从
甲
文
「
入
」
字
，
假
借
而
來
。 

典
籍
所
見
：
（1）
數
名
，
指
數
目
六
。
杜
牧
《
阿
（
ㄜ
）
房
宮
賦
》
：
「
六
王
畢
，
四
海
一
。
」 

常
用
詞
：
五
臟
六
腑 

五
顏
六
色
、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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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q
ī
 

ㄑ
ㄧ 

     
 

是
數
目
的
七
字
。 

備
註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
甲
文
、
金
文
七
字
，
是
「
切
」
字
的
初
文
。
後
因
七
被
借
為
數
目
名
，
不
得 

不
另
造
加
刀
的
「
切
」
字
，
代
表
本
義
。
（
引
備
一
說
） 

常
用
詞
：
七
手
八
腳 

亂
七
八
糟 
七
嘴
八
舌 

北
斗
七
星 

七
言
律
詩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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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b

 ā
 

ㄅ
ㄚ 

     
 

本
義
是
相
背
分
開
，
後
被
借
為
數
目
的
八
。 

 
 

甲
文
、
金
文
和
小
篆
相
同
，
都
是
像
分
別
相
背
的
抽
象
符
號
，
「
分
別
相
背
」
，
可
以
指
人
可
以
指
物
，

可
以
指
一
切
分
別
相
背
的
現
象
。 

備
註
：
《
說
文
》
：「
別
也
。
象
分
別
相
背
之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數
名
。
《
管
子
‧
五
行
》
：
「
地
理
以
八
制
。
」 

 
  
  
  
  
 

（2）
多
方
面
。
《
晉
書
‧
慕
容
德
傳
》
：
「
滑
臺
四
通
八
達
，
非
帝
王
之
居
。
」 

常
用
詞
：
七
上
八
下 

橫
七
豎
八 

半
斤
八
兩 
四
維
八
德 

八
僊
過
海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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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j
iǔ

 

ㄐ
ㄧ
ㄡ
ˇ 

     
 

指
數
目
九
。 

  

備
註
：
先
師
林
尹
先
生
《
文
字
學
概
說
》
：
「『
九
』
象
徵
一
種
極
曲
折
的
線
條
，
引
申
作
數
目
之
極
。
」  

  
  
  

按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九
像
肘
形
，
臂
節
屈
曲
。
既
假
肘
之
象
形
字
以
為
數
名
之
九
，
遂
不
得
不
另
制
形 

 
 

聲
之
肘
以
代
之
。
（
引
備
一
說
） 

典
籍
所
見
：
（1）
表
示
極
多
。
《
釋
三
九
》
：
「
三
之
所
不
能
盡
者
，
則
約
之
九
，
以
見
其
極
多
。
」 

 
  
  
  
  
 

（2）
極
陽
的
數
。
《
公
羊
傳
‧
莊
公
十
九
年
》
：
「
諸
侯
壹
聘
九
女
。
」
又
《
易
經
》
凡
陽
爻
皆
稱 

 
 
 
 
 
 

九
。
如
乾
卦
初
九
、
九
二
、
九
三
、
九
四
、
九
五
及
上
九
。 

常
用
詞
：
九
牛
一
毛 

九
九
歸
一 

九
霄
雲
外 

三
教
九
流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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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s
hí

 

ㄕ
ˊ 

      
 

是
數
目
十
。 

 
 

一
是
數
目
的
開
端
，
積
畫
到
十
，
便
又
轉
而
回
到
了
一
，
這
是
十
進
位
計
數
法
。
為
了
與
一
字
區
別
，

十
字
的
甲
文
變
為
豎
寫
的
「
丨
」
，
再
變
為
「

」
（
中
間
為
圓
點
）
，
再
變
為
「

 

」
（
中
間
為
短
橫
）
，

再
變
為
「
十
」
（
中
間
為
長
橫
）
，
最
終
變
為
小
篆
、
隸
、
楷
的
寫
法
「
十
」
。 

備
註
：
《
說
文
》
：「
數
之
具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多
。
《
大
學
》
：「
十
目
所
視
，
十
手
所
指
，
其
嚴
乎
！
」 

 
  
  
  
  
 

（2）
完
整
。
《
周
禮
‧
天
官
》
：
「
以
制
其
食
，
十
全
為
上
。
」 

常
用
詞
：
十
全
十
美 

十
拿
九
穩 

聞
一
知
十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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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s
hà

ng
 

ㄕ
ㄤ
ˋ 

     
 

是
上
下
的
上
。 

 
 

甲
文
、
金
文

字
，
上
畫
短
於
下
畫
，
表
示
一
物
在
另
一
物
的
上
面
，
丄
為
小
篆
，
後
又
隸
變
為
「
上
」
。 

備
註
：
《
說
文
》
：「
高
也
。
指
事
也
。
」 

 
  
  
  

段
注
：
「
指
事
者
不
泥
其
物
而
言
其
事
。
丄
丅
是
也
。
」 

按
：

為
古
文
上
字
，
「
丄
」
是
小
篆
的
上
字
。 

  

典
籍
所
見
：
（1）
上
升
。
《
易
經
‧
需
卦
》
：
「
雲
上
於
天
。
」 

 
  
  
  
  
 

（2）
到
，
就
。
《
陳
情
表
》：
「
郡
縣
逼
迫
，
催
臣
上
道
。
」 

 
  
  
  
  
 

（3）
皇
帝
。
《
史
記
‧
高
帝
本
紀
》
：
「
上
問
左
右
，
左
右
爭
欲
擊
之
。
」 

 
  
  
  
  
 

（4）
尊
長
。
《
孝
經
》
：「
忠
順
不
失
，
以
事
其
上
。
」 

常
用
詞
：
承
上
啟
下 

 

錦
上
添
花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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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x
ià

 

ㄒ
ㄧ
ㄚ
ˋ 

     
 

是
上
下
的
下
。 

甲
文
和
金
文
下
字
，
上
畫
長
於
下
畫
，
表
示
一
物
在
另
一
物
的
下
面
。
字
形
演
變
同
上
字
。 

備
註
：
《
說
文
》
：「
底
也
。
从
反

（
古
文
上
）
為

。
」 

 
  
  
  

段
注
：
「
有
物
在
『
一
』
之
下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在
低
處
的
。
《
左
傳
‧
僖
公
十
五
年
》
：
「
群
臣
敢
在
下
風
。
」 

 
  
  
  
  
 

（2）
下
屬
。
《
易
經
‧
彖
（
ㄊ
ㄨ
ㄢ
ˋ
）
上
傳
》
：
「
上
下
交
而
其
志
同
。
」 

 
  
  
  
  
 

（3）
退
讓
。
《
論
語
‧
顏
淵
》
：
「
慮
以
下
人
。
」 

常
用
詞
：
聞
名
天
下 

筆
下
生
花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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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y
ǒ n
g
 

ㄩ
ㄥ
ˇ  

    
  
  

 
 

像
河
水
長
流
。 

小
篆
與
甲
文
、
金
文
略
同
，
都
像
河
水
長
流
有
波
紋
的
樣
子
。 

備
註
：
《
說
文
》
：「
長
也
。
象
水
巠
理
之
長
。
《
詩
》
曰
：
『
江
之
永
矣
。
』
」 

 
  
  
  
 

段
注
：「
巠
者
，
水
脈
。
理
者
，
水
文
。
」 

典
籍
所
見
：
（1）
恆
久
、
久
遠
。
《
論
語
‧
堯
曰
》
：
「
四
海
困
窮
，
天
祿
永
終
。
」 

 
  
  
  
  
 

（2）
吟
詠
；
同
「
詠
」
。
《
書
經
‧
堯
典
》
：
「
歌
永
言
。
」 

常
用
詞
：
永
誌
不
忘 

永
垂
不
朽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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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
） 

p
 à i

 

ㄆ
ㄞ
ˋ 

     
 

指
江
河
分
支
的
小
流
。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像
河
流
斜
出
有
旁
枝
的
樣
子
。
永
是
長
流
，
反
寫
為
「

」，
表
示
與
長
流
相
反
，

小
的
支
流
。

為
流
「
派
」、
門
「
派
」
的
本
字
，
派
為
假
借
字
，
假
借
字
行
，
而
本
字
廢
，
典
籍
多
用
「
派
」

為
「

」
。 

備
註
：
《
說
文
》
：「
水
之
衺
（
ㄒ
ㄧ
ㄝ
ˊ
）
流
別
也
。
」 

  
  
  

按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

」
與
「
永
」
甲
文
、
金
文
同
為
一
字
。
（
引
備
一
說
） 

典
籍
所
見
：
（1）
江
河
支
流
。
王
儉
《
褚
（
ㄓ
ㄔ
ㄨ
ˇ
）
說
文40

1

頁
淵
碑
文
》：「
出
江
派
而
風
翔
，
入
京
師

而
雷
動
。
」 

  
  
  
  

 
  
  
  
  

 

（2）
人
、
事
或
學
術
的
分
支
系
統
。
劉
孝
標
《
廣
絕
交
論
》
：
「
然
則
利
交
同
源
，
派
流
則
異
。
」 

常
用
詞
：
門
派 

流
派 

派
遣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68 
 

交 
j
iā

o
 

ㄐ
ㄧ
ㄠ 

     
 

指
人
兩
腳
相
交
。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像
人
兩
腳
相
交
之
形
。 

備
註
：
《
說
文
》
：「
交
脛
也
。
从
大
，
象
交
形
。
」 

 
  
  
  

段
注
：
「
謂
从
大
而
象
其
交
脛
之
形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縱
橫
錯
雜
。
《
孟
子
‧
滕
文
公
上
》
：
「
獸
蹄
鳥
跡
之
道
，
交
於
中
國
。
」 

 
  
  
  
  

 
  
  
  
  
 

（2）
相
接
、
接
觸
。
《
楚
辭
‧
九
歌
‧
國
殤
》
：
「
矢
交
墜
兮
士
爭
先
。
」 

 
 
 

 
  
  
  
  
 

（3）
往
來
相
（
ㄒ
ㄧ
ㄤ
）
好
。
《
論
語
‧
學
而
》
：「
與
朋
友
交
，
而
不
信
乎
？
」 

 
  
  
  
  
  

 
  
  
  
  
 

（4）
相
會
的
時
候
或
地
方
。
《
左
傳
‧
僖
公
五
年
》
：「
其
九
月
、
十
月
之
交
乎
？
」 

常
用
詞
：
交
叉 

交
通 

刎
頸
之
交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69 
 

旡 
j
ì
 

ㄐ
ㄧ
ˋ 

  

     
 

指
飲
食
不
當
，
導
致
不
得
喘
息
的
樣
子
。 

備
註
：
《
說
文
》
：「
飲
食
氣
屰
（
ㄋ
ㄧ
ˋ
）
不
得
息
曰
旡
。
从
反
欠
。
」 

 
 

旡
是
部
首
字
，
但
所
从
之
字
都
不
常
用
，
不
再
舉
例
。 

 

甲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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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c
hū

 

ㄔ
ㄨ 

     
 

指
外
出
。 

 
  
 

甲
文
、
金
文
「
凵
」
是
指
示
符
號
，
表
示
洞
穴
，「

」
是
腳
印
。
古
人
有
居
穴
者
，「
凵
」
與
「 

」

組
合
，
表
示
从
居
穴
出
來
。
小
篆
、
隸
、
楷
是
甲
文
、
金
文
的
譌
變
。 

備
註
： 

典
籍
所
見
：
（1）
自
內
至
外
也
。
《
詩
經
‧
出
其
東
門
》
：
「
出
其
東
門
，
有
女
如
雲
。
」 

 
  
  
  
  
 

（2）
產
生
。
《
易
經
‧
說
卦
》
：
「
萬
物
出
乎
震
。
」 

 
  
  
  
  
 

（3）
表
現
。
《
莊
子
‧
天
地
》
：
「
至
言
不
出
，
俗
言
勝
也
。
」 

 
  
  
  
  
 

（4）
出
外
。
《
孟
子
‧
告
子
下
》
：
「
出
則
無
敵
國
外
患
者
。
」 

常
用
詞
：
出
版 

出
神
入
化 

人
才
輩
出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71 
 

入 
r
ù
 

ㄖ
ㄨ
ˋ 

     
 

像
尖
銳
可
入
物
。 

甲
文
、
金
文
和
小
篆
，
上
端
尖
銳
，
像
可
以
入
物
。 

備
註
：
《
說
文
》
：「
內
也
。
象
从
上
俱
下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收
進
。
《
史
記
‧
孟
嘗
君
傳
》
：
「
歲
餘
不
入
。
」 

  
  
   

  
  
  
  
 

 
  
  
  
  
 

（2）
接
納
。
《
國
語
‧
吳
語
》
：
「
昔
楚
靈
王
不
君
，
其
臣
箴
（
ㄓ
ㄣ
）
諫
以
不
入
。
」 

 
  
  
  
  
 

（3）
落
。
《
莊
子
‧
讓
王
》：
「
日
出
而
作
，
日
入
而
息
。
」   

常
用
詞
：
一
門
深
入 

入
木
三
分 

入
鄉
隨
俗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72 
 

才 
c

 á i
 

ㄘ
ㄞ
ˊ 

     
 

像
草
木
初
生
。 

 
  
 

甲
文
像
植
物
从
地
下
剛
發
芽
的
形
態
，
上
像
初
生
的
嫩
芽
，
中
「
－
」
指
地
，
下
像
其
根
。
金
文
及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演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艸
木
之
初
也
。
从
丨
上
貫
一
，
將
生
枝
葉
也
。
一
，
地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天
賦
。
《
孟
子
‧
告
子
》
：
「
非
天
之
降
才
爾
殊
也
。
」 

 
  
  
  
  
 

（2）
假
借
為
「
材
」
。
《
詩
經
‧
魯
頌
》
：
「
思
無
期
，
思
馬
斯
才
。
」 

 
  
  
  
  
 

（3）
方
、
始
。
《
晉
書
‧
謝
安
傳
》
：
「
才
小
富
貴
，
便
豫
人
家
事
。
」 

常
用
詞
：
德
才
兼
備 

真
才
實
學 

一
表
人
才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73 
 

耑 
d
uā

n
 

ㄉ
ㄨ
ㄢ 

     
 

指
草
木
初
生
。 

 
  
 

甲
文
中
的
耑
字
增
加
了
幾
點
，
像
水
形
，
水
可
養
植
物
。
上
像
植
物
初
茁
漸
生
歧
葉
的
形
狀
。
金
文
和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演
變
而
來
。
耑
是
開
始
，
發
端
的
本
字
，
端
是
假
借
字
。 

備
註
：
《
說
文
》
：「
物
初
生
之
題
也
。
上
象
生
形
，
下
象
其
根
也
。
」 

 
  

 
 

段
注
：
「
一
，
地
也
。『
山
』
象
初
生
。
一
下
則
象
其
根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事
物
的
起
始
。
通
「
端
」
。
《
漢
書
‧
藝
文
志
》
：
「
言
感
物
造
耑
，
材
知
深
美
。
」 

 
  
  
  
  
 

（2）
器
物
的
尖
端
。
《
周
禮
‧
冬
官
考
工
記
》
：
「
已
下
則
摩
其
耑
。
」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耑 



174 
 

之 
z
hī

 

ㄓ 

     
 

本
義
為
前
往
。 

 
 

甲
文
「
一
」
指
地
面
，
「

 

」
是
腳
印
，
有
行
走
與
前
往
之
義
。
金
文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遞
變
而
來
。 

備
註
： 

典
籍
所
見
：
（1）
往
。《
孟
子
‧
滕
文
公
》：
：「
滕
文
公
為
世
子
，
將
（
ㄐ
ㄧ
ㄤ
）
之
楚
，
過
宋
而
見
孟
子
。
」 

 
  
  
  
  
 

（2）
諸
、
之
於
。
《
孟
子
‧
滕
文
公
》
：
「
決
汝
、
漢
，
排
淮
、
泗
而
注
之
江
。
」 

 
  
  
  
  
 

（3）
而
。
《
戰
國
策
‧
秦
策
二
》
：
「
臣
恐
王
為
臣
之
投
杼
也
。
」 

 
  
  
  
  
 

（4）
和
。
《
孟
子
‧
萬
章
》：
「
得
之
不
得
曰
有
命
。
」 

 
  
  
  
  
 

（5）
此
，
這
個
。
《
詩
‧
周
南
》
：
「
之
子
於
歸
，
宜
其
家
人
。
」 

 
  
  
  
  
 

（6）
表
示
「
的
」
。
《
論
語
‧
公
冶
長
》
：
「
夫
子
之
文
章
。
」 

常
用
詞
：
言
之
有
理 

之
乎
者
也 

刎
頸
之
交 

天
之
驕
子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75 
 

至 
z
hì

 

ㄓ
ˋ 

     
 

指
到
來
、
到
達
。 

 
 

甲
文
至
的
上
部
「

 

」
是
甲
文
矢
「

」
的
倒
置
，
从
矢
射
「
－
」，「
－
」
像
正
鵠
（
ㄍ
ㄨ
ˇ
說

文1
53

頁
ㄏ
ㄨ
ˊ
，
即
箭
靶
）
。
矢
射
到
箭
靶
上
，
表
示
到
達
。
金
文
和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演
變
而
來
。 

備
註
： 

典
籍
所
見
：
（1）
到
達
、
來
到
。
《
論
語
‧
子
罕
》
：
「
鳳
鳥
不
至
，
河
不
出
圖
。
」 

 
  
  
  
  
 

（2）
大
、
完
善
。
《
孝
經
‧
開
宗
明
義
章
》
：
「
先
王
有
至
德
要
道
。
」 

 
  
  
  
  
 

（3）
極
。
《
陳
情
表
》
：「
今
臣
亡
國
賤
俘
，
至
微
至
陋
。
」
按
：
射
中
靶
心
，
表
示
極
準
確
。
故 

 
 
 
 
 
 

 

引
申
為
極
至
。 

 
 

至
是
個
部
首
字
，
凡
由
至
組
成
的
字
，
多
有
到
的
意
思
，
如
：
到
、
臻
等
。 

常
用
詞
：
至
高
無
上 

骨
肉
至
親 

福
至
心
靈 

自
始
至
終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76 
 

文 
w
é n

 

ㄨ
ㄣ
ˊ 

     
 

像
線
條
相
互
交
錯
。 

備
註
：
《
說
文
》
：「
錯
畫
也
，
像
交
文
。
」 

 
  
  
  

段
注
：
錯
畫
者
，
交
錯
之
畫
也
，
文
之
本
義
，
像
兩
紋
交
互
也
。
紋
者
，
文
之
俗
字
。 

典
籍
所
見
：
（1）
文
字
。
《
孟
子
‧
萬
章
上
》
：
「
故
說
詩
者
不
以
文
害
辭
，
不
以
辭
害
志
。
」 

 
  
  
  
  
 

（2）
文
采
。
《
論
語
‧
雍
也
》
：
「
文
質
彬
彬
，
然
後
君
子
。
」  

   

 
  
  
  
  
 

（3）
禮
節
、
儀
式
。
《
論
語
‧
子
罕
》
：
「
文
王
既
歿
，
文
不
在
茲
乎
？
」 

 
  
  
  
  
 

（4）
紋
理
。
《
莊
子
‧
應
（
一
ㄥ
ˋ
）
帝
王
》
「
鄉
吾
示
之
以
地
文
。
」 

 
  
  
  
  
 

（5）
掩
飾
。
《
論
語
‧
子
張
》
「
小
人
之
過
也
必
文
。
」 

 
  
  
  
  
 

（6）
文
飾
。
《
荀
子
‧
儒
效
》
：
「
小
雅
之
所
以
為
小
雅
者
，
取
是
而
文
之
也
。
」 

常
用
詞
：
文
化 

文
學 

文
以
載
道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77 
 

齊 
q
í
 

ㄑ
ㄧ
ˊ 

     
 

指
禾
麥
吐
穗
平
整
。 

 
  
 

甲
文
、
金
文
雖
有
參
差
，
實
則
高
矮
是
一
樣
整
齊
的
。 

備
註
：
《
說
文
》
：「
禾
麥
吐
穗
上
平
也
。
象
形
。
」 

 
  
  
  

段
注
：「
从
二
者
，
象
地
有
高
下
也
。
禾
麥
隨
地
之
高
下
為
高
下
。
似
不
齊
而
實
齊
。
參
差
其
上
者
， 

 
 
 
 
 
 

蓋
明
其
不
齊
而
齊
也
。
引
申
為
凡
齊
等
之
義
。
」 

典
籍
所
見
：
（1）
整
齊
《
荀
子
‧
王
霸
》：
「
無
它
故
焉
，
四
者
齊
也
。
」 

 
  
  
  
  
 

（2）
整
治
。
《
禮
記
‧
大
學
》
：
「
欲
治
其
國
者
，
先
齊
其
家
。
」 

 
  
  
  
  
 

（3）
使
同
等
、
一
致
。
《
文
選
‧
今
日
良
宴
會
》
：
「
齊
心
同
所
願
。
」 

 
  
  
  
  
 

（4）
同
時
。
《
滕
王
閣
序
》：
「
落
霞
與
孤
鶩
齊
飛
。
」  

  
   

  
  
 
 

 
 
 
 
 

（5）
肅
敬
，
莊
重
。
《
論
語
‧
鄉
黨
》
：
「
祭
必
齊
（
ㄓ
ㄞ
）
如
也
。
」 

常
用
詞
：
雙
管
齊
下 

舉
案
齊
眉 

見
賢
思
齊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78 
 

小 
x
iǎ

o
 

ㄒ
ㄧ
ㄠ
ˇ 

     
 

是
大
小
的
小
。 

 
 

小
篆
與
甲
文
、
金
文
略
同
，
三
小
點
表
示
物
體
微
細
之
形
。 

備
註
：
《
說
文
》
：「
物
之
微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細
小
。
《
荀
子
‧
勸
學
》
：
「
不
積
小
流
，
無
以
成
江
海
。
」 

 
  
  
  
  
 

（2）
年
輕
。
《
晉
書
‧
趙
至
傳
》
：
「
我
小
，
未
能
榮
養
。
」 

 
  
  
  
  
 

（3）
邪
惡
之
人
。
《
漢
書
‧
龔
遂
傳
》
：
「
大
王
親
近
群
小
，
漸
漬
邪
惡
所
習
。
」 

 
  
  
  
  
 

（4）
孩
子
。
《
詩
經
‧
小
雅
‧
楚
茨
（
ㄘ
ˊ
）
》
：「
既
醉
既
飽
，
小
大
稽
首
。
」 

 
  
  
  
  
 

（5）
輕
視
。
《
左
傳
‧
桓
公
十
三
年
》
：
「
將
自
用
也
，
必
小
羅
。
」 

常
用
詞
：
大
材
小
用 

小
心
火
燭 

非
同
小
可 

大
同
小
異 

小
心
翼
翼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79 
 

少 
s
hǎ

o
 

ㄕ
ㄠ
ˇ 

     
 

是
不
多
的
意
思
。 

 
 

甲
文
、
金
文
少
字
，
以
四
個
小
點
來
表
示
，「
小
」
字
以
三
個
小
點
來
表
示
，
這
都
是
以
小
點
來
表
示
物

之
微
小
，
少
、
小
古
通
用
。 

備
註
：
《
說
文
》
：「
不
多
也
。
从
小
，
丿
（
ㄆ
ㄧ
ㄝ
ˇ
）
聲
。
」 

 
  
  
  

段
注
：
「
不
多
則
小
。
故
古
少
小
互
訓
通
用
。
」 

（
按
：
甲
文
作
「

」
，
金
文
作
「

」
，
可
見
由
甲
文
到
金
文
，
再
到
小
篆
字
形
的
演
變
過
程
；
又
《
說

文
》：「
从
小
，
丿
聲
，
」「
丿
」
與
「
少
」
聲
韻
毫
無
關
係
，
可
見
許
慎
根
據
小
篆
所
說
「
丿
」
聲
，
不
確
。
） 

典
籍
所
見
：
（1）
輕
視
、
不
滿
。
《
史
記
‧
蘇
秦
傳
》
：
「
顯
王
左
右
素
習
知
蘇
秦
，
皆
少
之
，
弗
信
。
」 

 
  
  

  
  

 

（2）
不
久
、
短
時
間
。
《
孟
子
‧
萬
章
上
》
：
「
始
舍
之
，
圉
（
ㄩ
ˇ
）
圉
焉
，
少
則
洋
洋
焉
，
攸 

 
 
 
 
 
 

 

然
而
逝
。
」 

 
  
  
  

  
 

（3）
幼
年
或
年
輕
的
時
候
。《
墨
子
‧
兼
愛
中
》：「
少
（
ㄕ
ㄠ
ˋ
）
失
其
父
母
，
有
所
放
依
而
長
。
」 

常
用
詞
：
稀
少 

少
年
老
成 

積
少
成
多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80 
 

 
 
ch
uí

 

ㄔ
ㄨ
ㄟ
ˊ 

     
 

指
草
木
花
葉
下
垂
。 

 
 

甲
文

字
，
像
花
葉
下
垂
。
金
文
像
枝
葉
倒
垂
，
下
像
其
根
。
小
篆
从
金
文
演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草
木
花
葉

。
」
後
典
籍
借
垂
為
「

」
。
（
垂
是
邊
陲
的
本
字
，
垂
被
借
為

，
不
得 

 
 
 

不
另
造
「
陲
」
字
，
代
表
本
義
。
） 

典
籍
所
見
：
（1）
邊
疆
。
通
「
陲
」
。
《
荀
子
‧
臣
道
》
：
「
邊
境
之
臣
處
，
則
疆
垂
不
喪
（
ㄙ
ㄤ
ˋ
）
。
」 

 
  
  
  
  
 

（2）
及
、
將
要
。
唐
‧
元
稹
《
聞
樂
（
ㄌ
ㄜ
ˋ
）
天
授
江
州
司
馬
詩
》
：
「
垂
死
病
中
驚
坐
起
。
」 

常
用
詞
：
名
垂
青
史 

永
垂
不
朽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81 
 

尸 
s
hī

 

ㄕ 

     
 

像
人
臥
形
。 

 
 

甲
文
、
金
文
和
小
篆
，
像
人
臥
陳
之
形
，
典
籍
中
或
被
假
借
為
「
屍
」
。 

備
註
：
《
說
文
》
：「
陳
也
。
象
臥
之
形
。
」 

  
  
  

按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
尸
像
東
夷
人
高
坐
而
肢
體
下
垂
。
（
引
備
一
說
） 

  
  
  

典
籍
所
見
：
（1）
死
人
的
軀
體
。
同
「
屍
」
。
《
論
語
‧
鄉
黨
》
：
「
寢
不
尸
，
居
不
客
。
」 

 
  
  
  
  
 

（2）
古
時
祭
禮
中
代
表
死
者
受
祭
的
活
人
。《
儀
禮
‧
特
牲
饋
食
禮
》：「
主
人
再
拜
，
尸
答
拜
。
」 

  
  
  
  
  
  
 
 

 
  
  
  
  
 

（3）
神
像
、
神
主
。《
儀
禮
‧
士
虞
禮
》：「
祝
迎
尸
，
一
人
衰
（
ㄘ
ㄨ
ㄟ
）
絰
（
ㄉ
ㄧ
ㄝ
ˊ
）
奉
。
」 

  
  
  

 
  
  
  
  
 

（4）
主
持
。
《
詩
經
‧
召
南
‧
采
蘋
》
：
「
誰
其
尸
之
，
有
齊
（
ㄓ
ㄞ
）
季
女
。
」 

常
用
詞
：
尸
體 

尸
骨 

馬
革
裹
尸 

尸
橫
遍
野 

尸
位
素
餐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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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s
hì

 

ㄕ
ˋ 

     
 

上
天
顯
示
的
吉
凶
現
象
。 

備
註
：《
說
文
》：「
天
垂
象
，
見
吉
凶
，
所
以
示
人
也
。
从
二
。
三
垂
，
日
月
星
也
。
觀
乎
天
文
，
以
察
時
變
。 

 
 
 
 
 
 
 

示
，
神
事
也
。
」（
按
：
「
二
」
指
上
天
，
「

」
三
垂
表
示
日
、
月
、
星
。
） 

按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
「

」
是
祭
祀
時
所
用
的
神
主
（
牌
位
）
。
（
引
備
一
說
） 

典
籍
所
見
：
（1）
把
事
物
顯
現
予
人
。
《
老
子
‧
第
三
十
六
章
》
：
「
國
之
利
器
，
不
可
以
示
人
。
」 

 
 

 
  
  
  
  
 

（2）
告
訴
、
宣
佈
。
《
禮
記
‧
禮
運
》
：
「
刑
仁
講
讓
，
示
明
有
常
。
」 

 

 
  
  
  
  
 

（3）
教
導
。《
桓
寬
‧
鹽
鐵
論
‧
本
議
》：「
夫
導
民
以
德
，
則
民
歸
厚
，
示
民
以
利
，
則
民
俗
薄
。
」 

  
 

示
是
個
部
首
字
，
凡
由
示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神
事
有
關
，
如
：
祈
、
禱
、
宗
、
社
等
。 

常
用
詞
：
揭
示 

開
示 

示
範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83 
 

各 
g
è
 

ㄍ
ㄜ
ˋ 

     
 

指
想
說
而
詞
不
達
意
。 

備
註
：
《
說
文
》
：
異
辭
也
。
从
口
夊
（
ㄙ
ㄨ
ㄟ
）
。
夊
者
，
有
行
而
止
之
，
不
相
聽
也
。
（
就
是
想
說
而
詞
不 

 
 
 
 
 
 
 

達
意
） 

按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
上
像
足
形
，
下
是
口
字
，
指
到
達
地
點
，
自
報
姓
名
。
又
有
學
者
以
為
，
上
像 

 
 

足
形
，
下
「
口
」
是
指
事
符
號
，
表
示
所
到
的
地
方
。
（
引
備
一
說
） 

典
籍
所
見
：
（1）
個
人
、
個
體
。《
論
語
‧
公
治
長
》：「
盍
各
言
爾
志
？
」（
按
：
以
上
三
說
本
義
，
今
已
不
用
， 

疑
今
所
用
各
別
、
各
人
，
是
从
「
個
」
字
假
借
而
來
。
各
，
古
洛
切
，
五
部
；
個
，
古
賀
切
，

五
部
，
古
音
同
，
可
以
通
假
。
） 

 
  
  
  
  

 

（2）
各
地
，
各
處
。
《
史
記
‧
大
宛
傳
》
：
「
令
外
國
客
遍
觀
各
倉
庫
府
藏
之
積
。
」 

常
用
詞
：
各
抒
己
見 

各
得
其
所 

各
行
各
業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84 
 

天 
t
iā

n
 

ㄊ
ㄧ
ㄢ 

     
 

指
天
空
。 

 
 

天
字
難
造
，
甲
文①
與
金
文
，
像
正
立
的
人
，
突
顯
頭
部
，
表
示
頭
頂
上
的
天
；
甲
文②

用
「
二
」
來

表
示
天
，
小
篆
及
隸
書
、
楷
書
，
是
从
甲
文②

省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顚
也
。
至
高
無
上
，
从
一
大
。
」 

典
籍
所
見
：
（1）
天
空
。
《
原
道
》
：「
坐
井
而
觀
天
，
曰
天
小
者
，
非
天
小
也
。
」 

 
  
  
  
  

 

（2）
白
天
、
一
天
。
程
顥
《
春
日
偶
成
詩
》：「
雲
淡
風
輕
近
午
天
，
傍
（
ㄅ
ㄤ
ˋ
）
花
隨
柳
過
前 

 
 
 
 
 
 

 

川
。
」 

 
  
  
  
  

 

（3）
自
然
。
《
莊
子
‧
天
道
》
：
「
是
故
古
之
明
大
道
者
，
先
明
天
而
道
德
次
之
。
」 

 
 

 
  
  
  
  

 

（4）
神
明
。
《
書
經
‧
泰
誓
中
》
：
「
天
視
自
我
民
視
，
天
聽
自
我
民
聽
。
」 

常
用
詞
：
天
長
地
久 

頂
天
立
地 

天
高
雲
淡 

甲
文 

 

① 

 

②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85 
 

仌 
b
ī n
g
 

ㄅ
ㄧ
ㄥ 

     
 

指
水
初
結
成
冰
的
紋
理
。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像
水
剛
凍
成
冰
所
凝
結
成
的
紋
理
。 

備
註
：
《
說
文
》
：「
凍
也
。
象
水
凝
之
形
。
」
（
「
仌
」
是
水
的
初
凝
，
冰
是
初
凝
之
後
，
凝
得
更
堅
硬
。
） 

段
注
：
象
水
初
凝
之
紋
理
也
。（
按
：
仌
是
冰
凍
的
本
字
，
而
典
籍
中
用
的
「
冰
」，
是
仌
的
假
借
字
。
） 

 
 

仌
今
只
作
部
首
，
寫
作
「
冫
」，
凡
由
仌
組
成
的
字
，
都
與
冰
凍
有
關
，
如
：
寒
、
冷
、
凍
等
。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86 
 

冖 
m
ì
 

ㄇ
ㄧ
ˋ 

     
 

指
覆
蓋
。 

 
 

小
篆
像
以
巾
覆
物
，
上
平
而
兩
端
下
垂
之
形
。 

備
註
：
《
說
文
》
：「
覆
也
。
从
一
下
垂
也
。
」 

 
  
  
  

段
注
：
「
一
者
所
以
覆
之
也
。
覆
之
則
四
面
下
垂
。
」 

 
 

冖
是
個
部
首
字
，
凡
由
冖
組
成
的
字
，
多
有
覆
蓋
的
意
思
，
如
：
幂
、
冠
、
冥
等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87 
 

殳 
s
hū

 

ㄕ
ㄨ 

     
 

指
人
手
拿
竹
杖
，
用
來
開
道
，
小
篆
與
甲
文
、
金
文
相
同
。 

備
註
：《
說
文
》：「
以
杖
殊
人
也
。《
周
禮
》：『
殳
以
積
竹
，
八
觚
（
ㄍ
ㄨ
），
長
丈
二
尺
，
建
於
兵
車
，
旅
賁 

 
 
 
 
 
 
 

（
ㄅ
ㄧ
ˋ
）
以
先
驅
。
』
」 

典
籍
所
見
：
（1）
兵
器
名
。
古
代
一
種
用
竹
做
成
的
兵
器
，
長
一
丈
二
尺
，
有
棱
無
刃
。
《
詩
經
‧
衛
風
‧
伯 

 
 
 
 
 

兮
》
：
「
伯
也
執
殳
，
為
王
前
驅
。
」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殳 



188 
 

冓 
g
ò u

 

ㄍ
ㄡ
ˋ 

     
 

是
木
材
交
積
架
構
。 

小
篆
與
甲
文
、
金
文
同
，
像
眾
木
相
對
交
之
形
。
冓
為
結
「
構
」
的
本
字
，
構
為
假
借
字
。 

備
註
：
《
說
文
》
：「
交
積
材
也
。
象
對
交
之
形
。
」 

 
  
  
  

段
注
：
「
按
，
結
冓
當
作
此
。
今
字
構
行
而
冓
廢
矣
。
」 

典
籍
所
見
：
（1）
內
室
。
《
詩
經
‧
鄘
風
》
：
「
中
冓
之
言
，
不
可
道
也
。
」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89 
 

卜 
b

 ǔ
 

ㄅ
ㄨ
ˇ 

     
 

就
是
占
卜
。 

 
 

甲
文
、
金
文
和
小
篆
略
同
，
像
占
卜
時
，
龜
甲
受
灼
燒
所
呈
現
出
縱
橫
的
紋
理
。 

備
註
：
《
說
文
》
：「
灼
剝
龜
也
，
象
灸
龜
之
形
。
一
曰
象
龜
兆
之
从
橫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占
卜
。
《
左
傳
‧
僖
公
四
年
》
：
「
卜
之
不
吉
。
」 

 
  
  
  
  

 

（2）
預
料
。
《
史
記
‧
孫
子
吳
起
傳
》
：
「
無
留
心
則
必
辭
矣
。
以
此
卜
之
。
」 

 
  
  
  
  

 

（3）
選
擇
。
《
左
傳
‧
昭
公
三
年
》
：
「
非
宅
是
卜
，
唯
鄰
是
卜
。
」 

常
用
詞
：
卜
辭 

占
卜 

卜
卦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90 
 

爻 
y
á o

 

ㄧ
ㄠ
ˊ 

     
 

本
義
是
相
互
交
錯
。
周
易
用
作
卦
爻
。 

 
  
 

甲
文
、
金
文
和
小
篆
，
是
線
條
交
錯
的
形
狀
。 

備
註
：
《
說
文
》
：「
交
也
。
象
《
易
》
六
爻
頭
交
也
。
」 

 

甲
文 

 

 

 ↑ 

金
文 

文 
① 

 

②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91 
 

凶 
x
iō

ng
 

ㄒ
ㄩ
ㄥ 

      
 

指
兇
惡
之
意
。 

 
  
 

金
文
與
小
篆
略
同
，
外
輪
廓
的
「
凵
」
，
像
掘
地
為
坑
陷
；
中
間
「
乂
」
表
示
兇
惡
。 

備
註
：
《
說
文
》
：「
惡
也
。
象
地
穿
交
陷
其
中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兇
惡
。
《
書
經
‧
泰
誓
中
》
：
「
凶
人
為
不
善
，
亦
惟
日
不
足
。
」 

 
  
  
  
  

 

（2）
災
禍
。
《
詩
經
‧
兔
爰
（
ㄩ
ㄢ
ˊ
）
》
：「
我
生
之
後
，
逢
此
百
凶
。
」 

 
  
  
  
  

 

（3）
恐
懼
。
《
國
語
‧
晉
語
》
：
「
敵
入
而
凶
，
救
敗
不
暇
。
」 

常
用
詞
：
趨
吉
避
凶 
  

逢
凶
化
吉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92 
 

毌 
g
uà

n
 

ㄍ
ㄨ
ㄢ
ˋ 

    
 

 
 

指
貫
穿
，
就
是
現
在
常
用
的
「
貫
」
字
。 

 
 

甲
文
、
金
文
毌
字
，
像
物
被
从
中
貫
穿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
金
文
演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穿
物
持
之
也
。
从
一
橫
貫
，
象
寶
貨
之
形
。 

 
  

 
  

段
注
：
古
貫
穿
用
此
字
。
今
貫
行
而
毌
廢
矣
。
按
：
貫
本
指
一
貫
錢
貝
，
後
被
借
為
毌
穿
的
「
毌
」
， 

 
 
 
 
 
 

假
借
字
行
而
「
毌
」
字
罕
用
。 

典
籍
所
見
：
（1）
古
時
穿
錢
的
繩
索
。
《
史
記
‧
平
準
書
》
：
「
京
師
之
錢
累
巨
萬
，
貫
朽
而
不
可
校
。
」 

 
  
  
  
  

 

（2）
原
籍
、
世
居
的
地
方
。
《
漢
書
‧
元
帝
紀
》
：「
惟
德
淺
薄
，
不
足
以
充
入
舊
貫
之
居
。
」 

按
：
由
貫
穿
之
義
引
申
為
籍
貫
，
子
子
孫
孫
代
代
相
傳
，
著
於
簿
籍
，
譜
系
井
然
，
有
貫
穿
之
義
。 

 
  
  
  
  

 

（3）
穿
通
、
通
達
。
《
論
語
‧
里
仁
》
：
「
吾
道
一
以
貫
之
。
」 

 
  
  
  
  

 

（4）
連
接
、
連
續
。
《
荀
子
‧
王
霸
》
：
「
若
夫
貫
日
而
治
詳
。
」 

 
  
  
  
  

 

（5）
習
慣
，
通
「
慣
」
。
《
孟
子
‧
滕
文
公
下
》
：
「
我
不
貫
與
小
人
乘
，
請
辭
。
」 

常
用
詞
：
縱
橫
交
貫 

全
神
貫
注 

融
會
貫
通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93 
 

于 
y

 ú
 

ㄩ
ˊ 

     
 

指
氣
平
舒
。 

備
註
：《
說
文
》：
於
也
。
象
氣
之
舒
于
。
从
丂(

ㄎ
ㄠ
ˇ)

，
从
一
。
一
者
，
其
氣
平
也
。
按
：「
从
一
」
的
一
， 

 
  
  
 

不
是
數
目
的
一
，
而
是
指
事
符
號
。 

 
  
  
  

段
注
：
氣
出
而
平
。
則
舒
于
矣
。 

按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
于
本
義
為
迂
曲
，「
二
」
像
徑
直
，「
丨
」
像
迂
曲
，
以
「
二
」
之
直
，
見
「
丨
」 

 
  
 

之
曲
也
。（
引
備
一
說
） 

典
籍
所
見
：
（1）
去
、
往
。
曹
植
《
責
躬
詩
》
：
「
煢(

ㄑ
ㄩ
ㄥ
ˊ)

煢
僕
夫
，
于
彼
冀
方
。
」 

 
 
  
  

  
 

（2）
取
。
《
孟
子
‧
萬
章
下
》
：
「
殺
越
人
于
貨
，
閔
不
畏
死
，
凡
民
罔
不
譈
（
ㄉ
ㄨ
ㄟ
ˋ
）
。
」 

 
  
  
  
  
 

（3）
在
。
同
「
於
」
。
《
儀
禮
‧
士
昏
禮
》
：
「
婿
立
于
門
外
。
」 

 
  
  
  
  

 

（4）
以
、
用
。《
左
傳
‧
宣
公
十
二
年
》：「
于
民
生
之
不
易
，
禍
至
之
無
日
，
戒
懼
之
不
可
以
怠
。
」 

 
  
  
  
  
 

（5）
對
、
對
於
。
《
詩
經
‧
邶
風
‧
泉
水
》
：
「
有
懷
于
衛
，
靡
日
不
思
。
」 

常
用
詞
：
于
是 

于
今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94 
 

豸 
z
hì

 

ㄓ
ˋ 

     
 

指
獸
伺
機
捕
食
的
形
態
。 

甲
文
、
金
文
和
小
篆
略
同
，
橫
視
之
，
像
獸
張
着
大
口
，
長
脊
弓
身
，
欲
要
捕
獵
的
形
態
。 

備
註
：
《
說
文
》
：「
獸
長
脊
，
行
豸
豸
然
，
欲
有
所
司
殺
形
。
」 

 
  
  
  

段
注
：「
凡
獸
欲
有
所
伺
殺
，
則
行
步
詳
宩
（
ㄕ
ㄣ
ˇ
），
其
脊
若
加
長
。
豸
豸(

ㄓ
ˋ)

然
，
長
皃
。 

 
  
  
  

文
象
其
形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辦
法
。
《
左
傳
‧
宣
公
十
七
年
》
：
「
使
郤
（
ㄒ
ㄧ
ˋ
）
逞
其
志
，
庶
有
豸
乎
！
」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95 
 

丮j
 ǐ

 

ㄐ
ㄧ
ˇ
或
ㄐ
ㄧ
ˊ  

      
 

指
以
手
持
物
。 

備
註
：
《
說
文
》
：「
持
也
。
象
手
有
所
丮
據
也
。
」 

 
  
  
  

段
注
：
「
外
象
拳
握
形
。
」 

 
 

丮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丮
組
成
的
字
，
多
有
執
持
的
意
思
，
如
：
孰
等
。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96 
 

囗 
W
é i

 

ㄨ
ㄟ
ˊ 

     
 

指
範
圍
。 

 
  
 

囗
是
周
「
圍
」
，
「
圍
」
繞
的
本
字
，
而
圍
是
假
借
字
。 

備
註
：
《
說
文
》
：「
回
也
。
象
回
帀
（
ㄗ
ㄚ
）
之
形
。
」 

 
  
  
  

段
注
：
「
回
，
轉
也
。
按
，
『
圍
繞
』
、『
週
圍
』
字
當
用
此
。
圍
行
而
囗
廢
矣
。
」 

 
  
  
  

囗
是
個
部
首
字
，
凡
由
囗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範
圍
有
關
，
如
：
圃
、
囚
、
困
等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97 
 

皀 
b
ǐ
 

ㄅ
ㄧ
ˇ  

      
 

像
嘉
穀
在
裹
中
形
。 

備
註
：
《
說
文
》
：
穀
之
馨
香
也
。
象
嘉
穀
在
裹
中
之
形
。
匕
，
所
以
扱
（
ㄒ
ㄧ
）
之
。
或
說
皀
，
一
粒
也
。 

 
 
 

又
讀
若
香
。 

按
：
《
說
文
》
「
郷
（
ㄒ
ㄧ
ㄤ
）
」
下
曰
：
「
从

（
ㄒ
ㄧ
ㄤ
ˋ
）
，
皀
聲
。
」
郷
：
許
良
切
，
十
部
。
皀
：
方 

 
 

力
切
，
七
部
。
兩
者
聲
韻
毫
無
關
係
，
而
郷
用
「
皀
」
為
聲
符
，
是
因
為
無
聲
字
多
音
。 

  

甲
文 

 

 

 ↑ 

小
篆  

 ↑ 

楷
書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yitic/ydc/ydc14526.htm#bm_001


198 
 

丨 
g
ǔ n

 

ㄍ
ㄨ
ㄣ
ˇ 

     
 

是
豎
的
筆
劃
。 

備
註
：
《
說
文
》
：「
上
下
通
也
。
引
而
上
行
讀
若
囟
（
ㄒ
ㄧ
ㄣ
ˋ
）
，
引
而
下
行
讀
若
退
。
」 

 
  
  
  

段
注
：
「
可
上
可
下
。
故
曰
下
上
通
。
」 

  
 

造
字
非
一
時
一
地
一
人
，
可
以
是
北
方
人
造
「
丨
」
，
讀
它
為
「
ㄍ
ㄨ
ㄣ
ˇ
」
，
南
方
人
不
知
北
方
已
造

「
丨
」
字
，
另
造
「
丨
」
字
从
上
往
下
寫
，
讀
若
「
ㄊ
ㄨ
ㄟ
ˋ
」，
也
可
以
是
後
代
人
，
不
知
已
造
下
上
通
的

「
丨
」（
ㄍ
ㄨ
ㄣ
ˇ
）
和
引
而
下
行
的
「
丨
」（
ㄊ
ㄨ
ㄟ
ˋ
），
便
又
另
造
从
下
往
上
寫
的
「
丨
」（
ㄒ
ㄧ
ㄣ
ˋ
），

因
此
，
同
是
「
丨
」
這
個
筆
劃
，
由
於
造
字
的
時
、
地
、
人
不
同
，
會
造
成
字
形
相
同
，
而
字
音
、
字
義
不

同
，
這
就
是
黃
季
剛
先
生
所
說
「
無
聲
字
多
音
」
的
原
故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199 
 

丂 
k
ǎ o

 

ㄎ
ㄠ
ˇ 

     
 

氣
舒
出
不
暢
有
所
阻
礙
的
狀
態
。 

 
 

甲
文
、
金
文
和
小
篆
丂
字
的
「
ㄅ
」，
像
氣
欲
舒
出
。「
ㄅ
」
上
，
有
「
一
」，
像
氣
受
阻
，
不
能
徑
達
。

《
說
文
》
中
的
「
以
為
」
是
說
假
借
為
于
字
，
又
假
借
為
巧
字
。 

備
註
：
《
說
文
》
：「
氣
欲
舒
出
。
ㄅ
上
礙
於
一
也
。
丂
，
古
文
以
為
于
字
，
又
以
為
巧
字
。
」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00 
 

夊 
s
uí

 

ㄙ
ㄨ
ㄟ 

    
  

 
 

指
人
緩
步
走
路
。 

備
註
：
《
說
文
》
：「
行
遲
曳
（
ㄧ
ㄝ
ˋ
）
夊
夊
，
象
人
兩
脛
有
所
躧
（
ㄒ
ㄧ
ˇ
）
也
。
」 

按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是
倒
「

」（
止
）
，
是
行
走
之
意
。
（
引
備
一
說
）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01 
 

丩 
j
i

 ū
 

ㄐ
ㄧ
ㄡ 

     
 

像
瓜
藤
彎
曲
相
糾
纏
之
形
。 

甲
文
、
金
文
和
小
篆
丩
字
略
同
，
像
瓜
瓠
（
ㄏ
ㄨ
ˋ
）
的
藤
蔓
，
相
互
纏
繞
，
牽
縛
上
引
之
形
。 

備
註
：
《
說
文
》
：
相
糾
繚
也
。
一
曰
瓜
瓠
結
丩
起
。 

 
  
  
 

段
注
：「
一
曰
瓜
瓠
結
丩
起
。
謂
瓜
瓠
之
藤
緣
物
纏
結
而
上
。
如
詩
言
：『
南
有
樛
（
ㄌ
ㄧ
ㄠ
ˊ
）
木
， 

 
 
 

甘
瓠
纍
之
。
』
象
交
結
之
形
。
」 

 
 

丩
是
部
首
字
，
凡
从
丩
得
聲
之
字
多
有
曲
意
，
如
：
糾
等
。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02 
 

予 
y
ǔ
 

ㄩ
ˇ 

    
  

 
 

指
賜
予
、
給
予
的
意
思
。 

 
  
 

甲
文
與
小
篆
同
，
像
以
手
推
物
與
人
之
狀
。 

備
註
：
《
說
文
》
：
推
予
也
。
象
相
予
之
形
。 

 
  
  
 

段
注
：
象
以
手
推
物
付
之
。 

典
籍
所
見
：
（1）
我
。
同
「
余
」
。
《
論
語
‧
述
而
》
：
「
天
生
德
於
予
，
桓
魋
（
ㄊ
ㄨ
ㄟ
ˊ
）
其
如
予
何
？
」 

 
  
  
  
  

 

（2）
給
。
通
「
與
」
。
《
詩
經
‧
小
雅
‧
采
菽
（
ㄕ
ㄨ
）
》
：「
彼
交
匪
紓
，
天
子
所
予
。
」 

 
  
  
  
  

 

（3）
贊
許
。
《
管
子
‧
宙
合
》
：
「
主
盛
（
ㄕ
ㄥ
ˋ
）
處
賢
，
而
自
予
雄
也
。
」 

常
用
詞
：
贈
予 

授
予 

准
予 

寄
予
厚
望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03 
 

乃 
n
ǎ i

 

ㄋ
ㄞ
ˇ 

     
 

像
氣
不
能
直
出
之
狀
。 

甲
文
、
金
文
和
小
篆
像
氣
上
出
時
不
能
直
伸
，
遂
用
屈
曲
抽
象
的
線
條
，
以
見
氣
之
難
出
。 

備
註
：
《
說
文
》
：「
曳
詞
之
難
也
。
象
氣
之
出
難
。
」 

 
  
  
 

段
注
：
象
氣
之
出
難
也
。
氣
出
不
能
直
遂
。 

典
籍
所
見
：
（1）
是
。
《
史
記
‧
高
祖
本
紀
》
：
「
呂
公
女
乃
呂
后
也
，
生
孝
惠
帝
。
」 

 
  
  
  
  

 

（2）
然
後
、
於
是
。
《
史
記
‧
魏
公
子
傳
》
：
「
侯
生
視
公
子
色
終
不
變
，
乃
謝
客
就
車
。
」 

 
  
  
  
  

 

（3）
卻
。
《
漢
書
‧
吳
王
劉
濞
（
ㄅ
ㄧ
ˋ
）
傳
》
：
「
不
改
過
自
新
，
乃
益
驕
恣
。
」 

 
  
  
  
  

 

（4）
而
。
《
荀
子
‧
正
論
》：
「
然
則
鬥
與
不
鬥
邪
，
亡
於
辱
之
與
不
辱
也
，
乃
在
於
惡
之
與
不 

 
 
 

惡
也
。
」 

 
  
  
  
  

 

（5）
若
、
如
果
。
《
孟
子
‧
公
孫
丑
上
》
：
「
乃
所
願
，
則
學
孔
子
也
。
」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04 
 

西 
x

 ī
 

ㄒ
ㄧ 

     
 

本
義
指
鳥
在
巢
中
棲
息
。 

 
 

甲
文
、
金
文
像
鳥
巢
的
樣
子
，
小
篆
在
其
上
多
加
鳥
字
的
省
寫
，
日
既
西
落
，
鳥
已
歸
巢
，
故
本
義
指

鳥
在
巢
中
棲
息
。
後
因
鳥
棲
息
時
，
日
已
西
落
，
便
借
西
為
東
西
的
「
西
」，
西
為
借
義
所
專
，
故
另
製
「
从

木
，
妻
聲
」
的
「
棲
」
，
以
還
其
本
義
。 

備
註
：
《
說
文
》
：「
鳥
在
巢
上
。
象
形
。
日
在
西
方
而
鳥
棲
，
故
因
以
為
東
西
之
西
。
卥
，
古
文
西
。
卤
， 

 
 
 
 

籒
文
西
。
」 

 
  
  
 

段
注
：「
古
本
無
東
西
之
西
，
寄
託
於
鳥
在
巢
上
之
西
字
為
之
，
後
人
習
焉
不
察
，
用
其
借
義
而
廢 

 
 
 

其
本
義
，
乃
不
知
西
之
本
訓
鳥
在
巢
。
」 

 
 

《
說
文
》
古
文
寫
作
「
卥
」
，
籀
文
作
「
卤
」
，
與
甲
文
、
金
文
字
形
相
近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 

與
囟
（
ㄒ
ㄧ
ㄣ
ˋ
）
為
同
一
字
。
（
引
備
一
說
） 

典
籍
所
見
：
（1）
西
方
。
王
维
《
送
元
二
使
安
西
》
：
「
西
出
陽
關
無
故
人
。
」 

常
用
詞
：
西
方 

西
藏 

東
張
西
望 

東
奔
西
走 

中
西
合
璧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05 
 

變
例
指
事 

增
體
： 

旦 
d
à n
 

ㄉ
ㄢ
ˋ 

     
 

太
陽
剛
从
地
平
面
上
升
起
，
指
天
明
。 

 
 

甲
文
、
金
文
「
旦
」
略
同
，
上
像
日
，
下
面
的
一
塊
像
土
地
，
表
示
太
陽
剛
升
起
；
小
篆
从
甲
文
、
金

文
演
變
而
來
，
以
一
橫
指
示
地
平
線
。 

備
註
：
《
說
文
》
：
明
也
。
从
日
見
一
上
。
一
，
地
也
。 

典
籍
所
見
：
（1）
天
剛
亮
的
時
候
。
左
思
《
蜀
都
賦
》
：
「
晨
鳧
（
ㄈ
ㄨ
ˊ
）
旦
至
，
候
鴈
銜
蘆
。
」 

 
  
  
  
  

 

（2）
白
天
。
《
文
選
‧
解
嘲
》
：
「
旦
握
權
則
為
卿
相
，
夕
失
勢
則
為
匹
夫
。
」 

常
用
詞
：
元
旦 

通
宵
達
旦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06 
 

回 
h
uí

 

ㄏ
ㄨ
ㄟ
ˊ 

     
 

像
回
轉
之
形
。 

備
註
：
《
說
文
》
：
轉
也
。
从
囗
，
中
象
回
轉
形
。 

 
  
  
  

段
注
：
中
當
作
囗
。
外
為
大
囗
。
內
為
小
囗
。
皆
回
轉
之
形
也
。 

典
籍
所
見
：
（1）
改
變
。
《
漢
書
‧
賈
誼
傳
》
：
「
夫
移
風
易
俗
，
使
天
下
回
心
而
向
道
，
類
非
俗
吏
之
所
能 

 
 

為
也
。
」 

 
  
  
  
  

 

（2）
謝
絕
、
辭
去
。
蘇
軾
《
與
開
元
明
師
二
首
之
一
》
：
「
謹
留
筆
一
束
，
以
領
雅
意
，
餘
回 

 
 

 
 
 
 
 
 

 

納
，
不
訝
不
訝
。
」 

 
  
  
  
  
 

（3）
違
背
。
《
詩
經
‧
大
雅
》
：
「
徐
方
不
回
，
王
曰
還
歸
。
」 

常
用
詞
：
回
頭
是
岸 

 

回
心
轉
意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07 
 

立 
l

 ì
 

ㄌ
ㄧ
ˋ 

     
 

指
站
立
。 

 
  
 

甲
文
、
金
文
和
小
篆
相
同
，
都
像
正
面
的
人
站
立
之
形
，
下
面
的
一
橫
指
地
面
。 

備
註
：
《
說
文
》
：「
住
也
。
从
大
立
一
之
上
。
」 

典
籍
所
見
：
（1）
直
身
站
立
。
《
孟
子
‧
梁
惠
王
上
》
：
「
王
立
於
沼
上
。
」 

 
  
  
  
  

 

（2）
設
置
。
《
書
經
‧
周
官
》
：
「
立
太
師
、
太
傅
、
太
保
。
」 

 
  
  
  
  

 

（3）
樹
立
。
《
左
傳
‧
襄
公
二
十
四
年
》
：
「
太
上
有
立
德
，
其
次
有
立
功
，
其
次
有
立
言
。
」 

 
  
  
  
  

 

（4）
即
刻
。
《
史
記
‧
荊
軻
傳
》
：
「
劍
堅
，
故
不
可
立
拔
。
」 

立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立
組
成
的
字
，
多
有
直
立
的
意
思
，
如
：
端
、
竦
（
ㄙ
ㄨ
ㄥ
ˇ
）
、
靖
等
。  

常
用
詞
：
成
家
立
業 

立
身
處
世 

立
竿
見
影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08 
 

曰 
y
uē

 

ㄩ
ㄝ 

     
 

指
說
話
。 

 
 

甲
文
曰
字
，
从
口
，
上
有
一
短
橫
，
表
示
詞
之
自
口
出
，
金
文
與
小
篆
，
是
从
甲
文
演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詞
也
。
从
口
乙
，
象
口
氣
出
也
。
」 

 
  
  
  

段
注
：
「
人
將
發
語
。
口
上
有
氣
。
」 

典
籍
所
見
：
（1）
說
。
《
論
語
‧
學
而
》：
「
子
曰
：
『
學
而
時
習
之
，
不
亦
說
乎
？
』
」 

 
  
  
  
  

 

（2）
稱
為
、
叫
做
。
《
書
經
‧
洪
範
》
：
「
五
行
：
一
曰
水
，
二
曰
火
，
三
曰
木
，
四
曰
金
，
五
曰 

 
 
 
 
 
 

 

土
。
」 

 
 

曰
為
部
首
字
，
凡
由
曰
組
成
的
字
，
都
與
言
詞
有
關
，
如
：
曷
、
曶
（
ㄏ
ㄨ
）
等
。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09 
 

欠 
q
ià

n
 

ㄑ
ㄧ
ㄢ
ˋ 

     
 

欠
伸
、
打
哈
欠
。 

 
 

甲
文
像
人
跪
坐
，
張
口
欠
伸
的
樣
子
。
到
了
小
篆
，
上
像
氣
，
下
像
人
，
像
人
打
哈
欠
，
氣
从
上
出
之

形
。 

備
註
：
《
說
文
》
：「
張
口
氣
悟
也
。
象
氣
从
人
上
出
之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引
口
舒
氣
。
《
儀
禮
‧
士
相
見
禮
》
：
「
君
子
欠
伸
。
」 

 
  
  
  
  

 

（2）
缺
少
。
《
三
國
演
義
》：
「
萬
事
俱
備
，
只
欠
東
風
。
」 

 
 

欠
是
部
首
字
，
凡
由
欠
組
成
的
字
，
多
與
身
體
的
動
作
有
關
，
如
：
吹
、
歡
、
歇
等
。 

常
用
詞
：
欠
缺 

欠
身 

甲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10 
 

兮 
x
ī
 

ㄒ
ㄧ 

     
 

說
話
稍
有
停
頓
時
所
發
之
音
。 

 
  
 

甲
文
、
金
文
與
小
篆
同
，
像
氣
上
揚
之
形
，
詩
詞
中
多
作
歌
之
餘
聲
。 

備
註
：
《
說
文
》
：「
語
所
稽
也
。
从
丂
（
ㄎ
ㄠ
ˇ
）
，
八
象
氣
越
亏
也
。」 

 
  
  
 

段
注
：「
越
亏
皆
揚
也
。
八
象
氣
分
而
揚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表
示
感
嘆
的
語
氣
。《
詩
經
‧
唐
風
‧
綢
繆
》：「
子
兮
子
兮
，
如
此
良
人
何
？
」
又
《
楚
辭
‧ 

 
 
 
 
 
 

 

九
歌
》
：「
采
薜
（
ㄅ
ㄧ
ˋ
）
荔
兮
水
中
，
搴
（
ㄑ
ㄧ
ㄢ
）
芙
蓉
兮
木
末
。
」 

 
  
  
  
  

 

（2）
表
示
贊
歎
、
肯
定
的
語
氣
。
《
詩
經
‧
鄭
風
‧
羔
裘
》
：「
彼
其
之
子
，
邦
之
彥
兮
。
」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11 
 

乎 
h
ū
 

ㄏ
ㄨ 

     
 

多
用
作
句
末
語
助
詞
。 

備
註
：
《
說
文
》
：「
語
之
餘
也
。
从
兮
，
象
聲
上
越
揚
之
形
也
。
」 

 
  
  
 

段
注
：「
象
聲
氣
上
升
越
揚
之
狀
。
」 

典
籍
所
見
：
（1）
相
當
於
「
于
」。《
戰
國
策
‧
燕
策
二
》：「
擢
（
ㄓ
ㄨ
ㄛ
ˊ
）
之
乎
賓
客
之
中
，
而
立
之
乎
群 

 
 
 
 
 
 

 

臣
之
上
。
」 

 
 
 
 
 
 

（2）
用
於
句
尾
，
表
示
疑
問
的
語
氣
。
《
論
語
‧
學
而
》
：「
為
人
謀
而
不
忠
乎
？
與
朋
友
交
而
不 

 
  
  
  
  
  
  

信
乎
？
傳
不
習
乎
？
」 

 
 
 
 
 
 

（3）
用
於
句
尾
，
表
示
召
喚
的
語
氣
。《
論
語
‧
里
仁
》：「
參
（
ㄕ
ㄣ
）
乎
！
吾
道
一
以
貫
之
。
」 

 
  
  
  
  

 

（4）
用
於
句
尾
，
表
示
推
測
的
語
氣
。《
左
傳
‧
僖
公
二
十
一
年
》：「
宋
其
亡
乎
？
幸
而
後
敗
。
」 

常
用
詞
：
之
乎
者
也 

出
乎
意
料 

異
乎
尋
常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12 
 

甘 
g
ā n

 

ㄍ
ㄢ 

     
 

指
美
味
。 

甲
文
、
金
文
和
小
篆
，
外
像
口
形
，
中
一
橫
，
代
表
甘
美
的
食
物
。 

備
註
：
《
說
文
》
：「
美
也
。
从
口
含
一
。
」 

 
  
  
  

段
注
：
「
甘
為
五
味
之
一
。
而
五
味
之
可
口
皆
曰
甘
。
」 

典
籍
所
見
：
（1）
甜
美
的
。
《
莊
子
‧
山
木
》
：
「
直
木
先
伐
，
甘
井
先
竭
。
」 

 
  

  
  
  

 

（2）
美
好
。
《
左
傳
‧
昭
公
十
一
年
》
：
「
幣
重
而
言
甘
。
」 

 
  
  
  
  

 

（3）
情
願
、
自
願
。
《
詩
經
‧
齊
風
‧
雞
鳴
》
：
「
蟲
飛
薨
（
ㄏ
ㄨ
ㄥ
）
薨
，
甘
與
子
同
夢
。
」 

常
用
詞
：
同
甘
共
苦 

食
不
甘
味 

苦
盡
甘
來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13 
 

尹 
y
ǐ n

 

ㄧ
ㄣ
ˇ 

     
 
 

指
手
握
權
力
而
治
理
的
意
思
。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像
隻
手
獨
握
事
權
，
表
示
統
治
的
意
思
。 

備
註
：
《
說
文
》
：「
治
也
。
从
又
丿
，
握
事
者
也
。
」 

 
  
  
  

段
注
：
「
又
為
握
。
丿
為
事
。
」 

典
籍
所
見
：
（1）
治
理
。
《
左
傳
‧
定
公
四
年
》
：
「
以
尹
天
下
。
」 

 
  
  
  

  
 

（2）
舊
時
的
官
名
。
《
論
語
‧
公
冶
長
》
：
「
令
尹
子
文，

三
仕
為
令
尹
，
無
喜
色
。
」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14 
 

寸 
c
ù n

 

ㄘ
ㄨ
ㄣ
ˋ 

     
 

指
寸
口
。 

 
 

金
文
、
小
篆
寸
字
，
从
又
，
又
為
手
，
「
一
」
指
示
手
後
一
寸
處
，
即
寸
口
。 

備
註
：
《
說
文
》
：「
十
分
也
。
人
手
卻
一
寸
，
動
脈
，
謂
之
寸
口
。
从
又
一
。
」
（
按
：
人
手
退
後
一
寸
的
距 

 
  
  
 

離
為
寸
口
，
一
寸
是
十
分
，
十
寸
是
一
尺
。
） 

典
籍
所
見
：
（1）
形
容
極
小
、
極
短
、
極
少
。
《
史
記
‧
蘇
秦
傳
》
：「
無
有
分
寸
之
功
，
而
王
親
拜
之
於
廟
， 

 
 
 
 
 
 

 

而
禮
之
於
廷
。
」 

 
  
  
  
  

 

（2）
量
詞
。
屈
原
《
卜
居
》：
「
尺
有
所
短
，
寸
有
所
長
。
」 

常
用
詞
：
寸
草
春
暉 

方
寸
之
地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15 
 

亦 
y
ì
 

ㄧ
ˋ 

     
 

指
臂
腋
。 

 
 

甲
文
、
金
文
和
小
篆
亦
字
，
从
大
，
大
像
正
面
站
立
的
人
，
左
右
兩
臂
下
各
有
一
點
，
是
指
事
符
號
，

指
出
臂
腋
的
位
置
。 

備
註
：
《
說
文
》
：「
人
之
臂
亦
也
。
从
大
，
象
兩
亦
之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相
當
於
「
也
」
。
《
論
語
‧
公
冶
長
》
：
「
左
丘
明
恥
之
，
丘
亦
恥
之
。
」
按
：
亦
，
羊
益
切 

 
 
 
 
 
 

 

；
也
，
羊
者
切
。
古
同
喻
紐
，
雙
聲
，
通
假
。  

 
  
  
  
  

 

（2）
相
當
於
「
又
」
。
《
左
傳
‧
文
公
七
年
》
：
「
先
君
何
罪
？
其
嗣
亦
何
罪
？
」 

 
  
  
  
  

 

（3）
只
是
、
不
過
。
《
戰
國
策
‧
齊
策
》
：
「
王
亦
不
好
士
也
。
」 

  
  

常
用
詞
：
亦
步
亦
趨 

亦
復
如
是 

 

甲
文 

 

 

 ↑ 

金
文 

文 
① 

 

②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16 
 

豖 
c
hù

 

ㄔ
ㄨ
ˋ 

     
 

豬
兩
足
被
綁
，
走
路
艱
難
的
樣
子
。 

 
 

甲
文
、
金
文
和
小
篆
豖
字
，
「
丶
」
是
指
事
符
號
，
是
指
豬
二
腳
被
綁
的
位
置
。 

備
註
：
《
說
文
》
：「
豕
絆
足
，
行
豖
豖
也
。
从
豕
繫
二
足
。
」 

按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
甲
文
、
金
文
豖
字
，
像
被
閹
割
過
的
豬
。
（
引
備
一
說
）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17 
 

本 
b
ě n

 

ㄅ
ㄣ
ˇ 

     
 

指
樹
木
的
根
部
。 

金
文
本
字
，
下
部
三
點
畫
，
與
小
篆
本
下
的
一
橫
畫
，
是
指
事
符
號
，
指
樹
木
的
根
部
。 

  
  
  

備
註
：
《
說
文
》
：「
木
下
曰
本
。
」 

典
籍
所
見
：
（1）
最
重
要
的
，
最
根
本
的
。
《
論
語
‧
學
而
》
：「
君
子
務
本
，
本
立
而
道
生
。
」 

 
  
  
  
  

 

（2）
草
木
的
根
幹
。
《
呂
氏
春
秋
‧
士
容
論
‧
辯
士
》
：
「
是
以
畝
廣
以
平
，
則
不
喪
本
。
」 

 
  
  
  
  

 

（3）
本
來
、
原
來
。
《
史
記
‧
高
祖
本
紀
》
：
「
本
定
天
下
，
諸
將
（
ㄐ
ㄧ
ㄤ
ˋ
）
及
籍
也
。
」 

常
用
詞
：
追
本
溯
（
ㄙ
ㄨ
ˋ
）
源 

正
本
清
源 
民
為
邦
本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18 
 

朱 
z
hū

 

ㄓ
ㄨ 

     
 

指
松
柏
類
樹
木
的
紅
心
。 

 
  
 

金
文
中
間
的
「
‧
」
和
小
篆
木
中
的
一
橫
，
是
指
事
符
號
，
指
出
這
種
樹
的
中
心
為
赤
色
，
與
它
木
不

同
。
後
引
申
假
借
為
赤
色
。 

備
註
：
《
說
文
》
：「
赤
心
木
，
松
柏
屬
。
从
木
，
一
在
其
中
。
」 

典
籍
所
見
：
（1）
大
紅
色
。
《
論
語
‧
鄉
黨
》
：
「
惡
紫
之
奪
朱
也
。
」 

常
用
詞
：
朱
紅 

朱
砂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19 
 

末 
m
ò
 

ㄇ
ㄛ
ˋ 

     
 

指
樹
木
的
末
梢
。
木
上
曰
末
。 

金
文
與
小
篆
末
字
，
木
上
的
一
橫
，
是
指
事
符
號
，
指
出
樹
木
的
末
梢
部
位
。 

備
註
： 

典
籍
所
見
：
（1）
物
體
的
尾
端
、
頂
梢
。
《
孟
子
‧
梁
惠
王
上
》
：「
明
足
以
察
秋
毫
之
末
。
」 

 
  
  
  
  

 

（2）
事
物
的
最
後
階
段
。
《
漢
書
‧
儒
林
傳
‧
序
》
：
「
宣
帝
末
，
增
倍
之
。
」 

 
  
  
  
  

 

（3）
不
重
要
的
。
《
潛
夫
論
‧
務
本
》
：
「
莫
善
於
抑
末
而
務
本
。
」 

 
  
  
  
  

 

（4）
自
稱
之
謙
詞
。
《
史
記
‧
報
任
少
卿
書
》
：
「
陪
奉
外
庭
末
議
。
」 

常
用
詞
：
末
尾 

週
末 

本
末 

捨
本
逐
末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20 
 

高 
g
ā o

 

ㄍ
ㄠ 

     
 

指
樓
臺
重
疊
高
聳
。 

 
 

甲
文
、
金
文
和
小
篆
像
樓
臺
層
疊
高
聳
，
上
像
上
屋
，
冂
（
ㄇ
一
ˋ
）
像
下
屋
，
□

像
上
下
層
的
戶
牖

（
一
ㄡ
ˇ
）
。 

備
註
：
《
說
文
》
：「
崇
也
。
象
臺
觀
高
之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高
處
。
《
中
庸
》
：「
辟
如
登
高
必
自
卑
。
」 

 
  
  
  
  

 

（2）
高
尚
。
范
仲
淹
《
嚴
先
生
祠
堂
記
》
：
「
微
光
武
，
豈
能
遂
先
生
之
高
哉
。
」 

 
  
  
  
  

 

（3）
崇
隆
。
《
詩
經
‧
大
雅
》
：
「
嵩
高
維
嶽
，
峻
極
於
天
。
」 

常
用
詞
：
山
高
水
長 

興
高
采
烈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21 
 

亯
（
享
） 

x
iǎ
ng

 

ㄒ
ㄧ
ㄤ
ˇ 

     
 

進
獻
祭
品
，
祭
祀
鬼
神
。 

備
註
：
《
說
文
》
：「
獻
也
。
从
高
省
，
『
曰
』
象
進
孰
物
形
。
《
孝
經
》
曰
：
『
祭
則
鬼
亯
之
。
』
」 

按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
甲
文
像
宗
廟
之
形
，
又
以
為
，
下
像
薦
熟
物
之
器
形
，
上
像
其
蓋
。《
說
文
》：「
从

高
省
。
」
不
確
。 

典
籍
所
見
：
（1）
進
貢
、
進
獻
。《
詩
經
‧
商
頌
‧
殷
武
》：「
自
彼
氐
（
ㄉ
一
）
羌
（
ㄑ
ㄧ
ㄤ
），
莫
敢
不
來
享
。
」 

 
  
  
  
  

 

（2）
祭
祀
、
供
奉
。
《
新
唐
書
‧
禮
樂
志
一
》
：
「
孟
春
吉
亥
，
享
先
農
，
遂
以
耕
籍
。
」 

 
  
  
  
  

 

（3）
受
用
、
擁
有
。
《
左
傳
‧
僖
公
三
十
三
年
》
：
「
保
君
父
之
命
，
而
享
其
生
祿
。
」 

常
用
詞
：
享
有 

分
享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22 
 

（
絕
） 

j
ué

 

ㄐ
ㄩ
ㄝ
ˊ 

      
 

是
絕
的
古
文
，
指
以
刀
斷
絲
。 

 
 

甲
文

，
从
絲
省
，
「
三
」
像
斷
絲
；
金
文
像
以
刀
斷
絲
；
小
篆
「
絕
」
是
形
聲
字
，
典
籍
都
用
絕
字
。 

備
註
：
《
說
文
》
：「
古
文
絕
。
象
不
連
體
絕
二
絲
。
」 

典
籍
所
見
：
（1）
斷
、
隔
開
。
《
史
記
‧
刺
客
傳
‧
荊
軻
傳
》
：
「
未
至
身
，
秦
王
驚
，
自
引
而
起
，
袖
絕
。
」 

 
  
  
  

 
 

（2）
斷
流
。
《
淮
南
子
‧
本
經
》
：
「
江
河
三
川
，
絕
而
不
流
。
」 

 
  
  
  
  

 

（3）
暈
死
。
《
南
史
‧
師
覺
援
傳
》
：
「
捨
車
奔
歸
，
聞
家
哭
聲
，
一
叫
而
絕
，
良
久
乃
蘇
。
」 

 
  
  
  
  

 

（4）
橫
渡
、
穿
越
。
《
荀
子
‧
勸
學
》
：
「
假
舟
楫
（
ㄐ
ㄧ
ˊ
）
者
，
非
能
水
也
，
而
絕
江
河
。
」 

 
  
  
  
  

 

（5）
超
越
。
《
孔
子
家
語
‧
本
姓
解
（
ㄐ
ㄧ
ㄝ
ˇ
）
》
：「
其
人
身
長
十
尺
，
武
力
絕
倫
。
」 

 
  
  
  
  

 

（6）
距
離
遙
遠
。
李
陵
《
答
蘇
武
書
》
：
「
昔
先
帝
授
陵
步
卒
五
千
，
出
征
絕
域
。
」 

常
用
詞
：
絡
繹
不
絕 

絕
處
逢
生 

讚
不
絕
口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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刃 
r
è n

 

ㄖ
ㄣ
ˋ 

     
 

指
鋒
利
的
刀
口
。 

 
 

甲
文
及
小
篆
刃
字
，
「
丶
」
是
指
事
符
號
，
指
出
刀
刃
所
在
。 

備
註
：
《
說
文
》
：「
刀
堅
也
。
象
刀
有
刃
之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殺
。
《
史
記
‧
廉
頗
藺
相
如
傳
》
：
「
左
右
欲
刃
相
如
，
相
如
張
目
叱
之
，
左
右
皆
靡
。
」 

常
用
詞
：
迎
刃
而
解 

遊
刃
有
餘 

甲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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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體
： 

卂 
x
ù n

 

ㄒ
ㄩ
ㄣ
ˋ 

      
 

指
迅
速
的
樣
子
。 

 
 

小
篆
卂
字
，
从
篆
文
「
飛
」，
省
略
羽
毛
，
表
示
飛
得
迅
速
，
疾
飛
的
「
卂
」，
典
籍
皆
以
「
迅
」
代
替
。 

備
註
：
《
說
文
》
：「
疾
飛
也
。
从
飛
而
羽
不
見
。
」 

 
  
  
 

段
注
：「
飛
而
羽
不
見
者
，
疾
之
甚
也
。
此
亦
象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快
速
的
。
《
論
語
‧
鄉
黨
》
：
「
有
盛
饌
必
變
色
而
作
，
迅
雷
風
烈
必
變
。
」 

常
用
詞
：
迅
捷 

迅
速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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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x
ī
 

ㄒ
ㄧ
ˋ 

     
 

指
夜
晚
。 

 
 

甲
文
月
和
夕
兩
字
，
字
形
相
同
，
只
在
文
義
上
用
法
不
同
來
區
別
「
夕
」、「
月
」。
夕
的
初
義
，
借
「
月
」

來
表
示
夜
晚
。 

備
註
：
《
說
文
》
：「
莫
（
ㄇ
ㄨ
ˋ
）
也
。
从
月
半
見
。
」 

 
  
  
  

段
注
：
「
莫
者
，
日
且
冥
也
。
日
且
冥
而
月
且
生
矣
。
故
字
从
月
半
見
。
」 

典
籍
所
見
：
（1）
傍
晚
。
《
論
語
‧
里
仁
》
：
「
朝
聞
道
，
夕
死
可
矣
。
」 

常
用
詞
：
夕
陽 

朝
暉
夕
陰 

朝
夕
相
處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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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
象
形
與
指
事
的
區
分                  

一
、 
象
形
有
實
體
可
像
，
指
事
多
無
實
體
可
像
。
如
：
瓜
、
鳥
、
日
、
水
等
，
都
是
有
實
體
可
像
；
一
、
高
、

朱
、
末
等
，
都
是
無
實
物
可
像
。 

二
、 

象
形
專
像
一
物
，
指
事
博
類
眾
物
。
如
：
山
、
水
，
只
像
山
、
水
；
上
、
下
卻
像
任
何
有
上
下
關
係
的

事
物
。
以
「
上
」
來
說
，
可
以
人
站
在
地
上
，
或
頭
長
在
肩
膀
上
；
也
可
以
說
筆
在
書
本
上
，
或
水
杯
在

桌
子
上
。
所
以
象
形
專
像
一
物
，
是
實
像
；
指
事
博
指
眾
物
，
是
通
象
。 

三
、 

象
形
依
形
而
制
字
，
指
事
因
事
而
生
形
。
以
日
月
、
上
下
為
例
，
先
有
日
月
之
形
，
然
後
畫
成
其
物
，

依
形
制
字
，
便
是
象
形
；
上
下
本
無
定
形
，
以
一
為
標
準
，
把
丨
放
在
一
的
上
面
便
是

，
把
丨
放
在
一

的
下
面
便
是

，
因
事
生
形
，
便
是
指
事
。 

四
、 

象
形
象
物
之
靜
狀
，
指
事
表
物
之
動
態
。
如
：
果
、
而
、
冊
等
，
都
是
靜
狀
，
是
象
形
字
；
旦
、
出
、

飛
等
，
都
是
動
態
的
，
是
指
事
字
。 

五
、 

象
形
本
義
多
為
名
詞
，
指
事
本
義
多
非
名
詞
。
如
：
而
為
象
形
，
本
義
是
鬍
子
，
是
名
詞
，
後
世
用
為

連
詞
；
止
為
象
形
，
本
義
是
人
的
足
趾
，
是
名
詞
，
後
用
作
動
詞
（
此
例
繁
多
，
詳
看
象
形
舉
例
）
。
指

事
本
義
多
非
名
詞
，
如
：
一
、
二
、
上
等
，
都
是
形
容
詞
；
立
、
飛
、
凵
等
，
都
是
動
詞
，
只
有
少
數
指

事
，
本
義
為
名
詞
。 

六
、 

少
數
為
名
詞
的
增
體
指
事
，
所
增
必
為
指
示
符
號
，
增
體
象
形
所
增
為
實
象
者
不
同
。
增
體
象
形
與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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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指
事
的
分
別
，
依
上
條
標
準
，
也
以
名
詞
、
非
名
詞
為
區
分
的
原
則
。
例
如
：
眉
、
果
為
名
詞
，
屬
象

形
；
立
、
曰
為
動
詞
，
屬
指
事
。
不
過
少
數
增
體
指
事
為
名
詞
，
如
：
本
、
末
、
刃
、
尺
、
寸
、
亦
等
等
，

所
增
的
或
為
「
一
」，
或
為
「
、
」，
或
為
「
︰
」，
全
是
指
事
符
號
。
而
增
體
象
形
，
如
：
石
、
果
、
母
、

胃
等
等
，
所
增
的
或
像
石
形
，
或
像
果
形
，
或
像
乳
形
，
或
像
胃
形
，
全
為
實
像
。
依
此
可
定
同
屬
名
詞

的
增
體
象
形
與
增
體
指
事
的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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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意 

 
 

《
說
文
解
字
序
》：「
會
意
者
，
比
類
合
誼
（
一
ˋ
），
以
見
指
撝
（
ㄏ
ㄨ
ㄟ
），
武
信
是
也
。
」
所
謂
「
比

類
合
誼
」
，
就
是
排
比
配
合
二
類
或
二
類
以
上
的
文
或
字
，
合
成
一
個
新
的
字
；
所
謂
「
以
見
指
撝
」
，
就
是

可
以
看
出
合
成
後
所
產
生
的
新
的
字
義
。
簡
單
地
說
，
會
意
就
是
把
兩
個
或
兩
個
以
上
的
文
或
字
，
配
合
成

一
個
新
的
字
，
使
人
可
以
領
會
出
配
合
後
產
生
的
新
的
字
義
。
例
如
：
「
武
」
，
是
排
比
「
止
」
、
「
戈
」
兩
個

初
文
，
合
成
「
武
」
字
新
義
，
人
們
見
了
，
便
可
領
會
止
住
天
下
兵
戈
，
不
使
動
亂
，
才
是
真
正
的
威
武
（
詳

見
例
字
武
）
。
又
如
「
信
」
，
是
排
比
配
合
「
人
」
、
「
言
」
兩
個
文
字
，
合
成
「
信
」
字
新
義
，
人
們
見
了
，

便
可
領
會
人
說
話
要
有
誠
信
。
「
武
」
、
「
信
」
兩
字
，
可
算
是
最
純
粹
而
且
最
標
準
的
會
意
字
了
。 

會
意
字
既
然
是
由
二
個
或
二
個
以
上
的
文
或
字
配
合
成
一
個
新
字
，
那
麼
組
成
的
分
子
和
配
合
的
方
式
，

就
必
須
知
道
。
先
說
組
成
的
分
子
： 

一
、
會
兩
象
形
字
以
為
意
者
：
如
會
「
止
戈
」
為
「
武
」
，
「
止
」
、
「
戈
」
都
是
象
形
字
。 

二
、
會
兩
指
事
字
以
為
意
者
：
如
會
「
八
厶
」
為
「
公
」
，
「
八
」
、
「
厶
」
都
是
指
事
字
。 

三
、
會
一
形
一
事
以
為
意
者
：
如
會
「
八
刀
」
為
「
分
」
，
「
八
」
是
指
事
字
，
「
刀
」
是
象
形
字
。 

四
、
會
一
象
形
一
會
意
者
：
如
會
「
焱
（
ㄧ
ㄢ
ˋ
）
在
木
上
」
為
「
燊
（
ㄕ
ㄣ
）
」，「
木
」
是
象
形
字
，

「
焱
」
从
三
火
為
會
意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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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會
一
指
事
一
會
意
者
：
如
會
「
束
八
」
為
「
柬
」，「
八
」
是
指
事
字
，「
束
」
从
「
囗
木
」
為
會
意

字
。 

六
、
會
一
形
聲
一
非
形
聲
者
：
如
會
「
人
言
」
為
「
信
」，「
人
」
為
象
形
字
，「
言
」
从
口
辛
聲
為
形
聲

字
。
又
如
「
从
言
含
一
」
為
「
音
」，
「
一
」
為
指
事
字
，
「
言
」
為
形
聲
字
。 

七
、
會
兩
體
皆
形
聲
字
者
：
如
「
設
」
从
「
言
殳
」，「
言
」「
殳
」
皆
為
形
聲
字
；「
教
」
从
「
孝
」「
攴
」
，

「
孝
」
「
攴
」
皆
為
形
聲
字
。 

 

知
道
了
組
成
會
意
字
的
分
子
之
後
，
再
看
配
合
的
方
式
： 

一
、
會
異
體
文
字
順
遞
見
意
者
：
如
止
戈
為
武
，
八
厶
為
公
之
類
。 

二
、
會
異
體
文
字
竝
（
ㄅ
ㄧ
ㄥ
ˋ
）
峙
見
意
者
：
如
祝
从
示
从
人
口
，
析
从
木
从
斤
之
類
。 

三
、
會
異
體
文
字
以
位
見
意
者
：
如
益
，
从
水
皿
，
必
須
水
在
皿
上
才
見
滿
溢
之
意
；
如
莫
，
必
从
日

在
茻
中
，
方
見
日
暮
之
意
。 

四
、
會
同
體
兩
字
見
意
者
：
如
林
，
从
二
木
平
列
；
又
如
多
，
从
重
夕
之
類
。 

五
、
會
同
體
三
字
見
意
者
：
疊
同
體
三
字
常
表
物
之
盛
，
如
轟
从
三
車
，
表
示
聲
音
很
大
；
森
从
三
木
，

表
示
有
眾
多
的
樹
。 

六
、
會
同
體
四
字
見
意
者
：
如
茻
，
眾
艸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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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合
體
之
外
更
有
所
增
者
：
如
爨
（
ㄘ
ㄨ
ㄢ
ˋ
），

象
持
甑
（
ㄗ
ㄥ
ˋ
），
冖
為
灶
口
，
廾
（
ㄍ
ㄨ
ㄥ

ˇ
）
推
林
內
火
。
同
象
甑
（
ㄗ
ㄥ
ˋ
）
，
冖
象
灶
口
都
不
成
字
。 

八
、
合
體
之
內
更
有
所
省
者
：
如
支
，
从
手
持
半
竹
；
晝
，
从
日
，
从
畫
省
之
類
。 

九
、
會
意
亦
聲
：
如
誼
，
从
言
宜
，
宜
亦
聲
；
鉤
，
从
金
句
，
句
亦
聲
。 

  
 

以
上
九
種
配
合
方
式
中
，
一
、
二
、
三
，
可
合
併
稱
為
異
體
會
意
；
四
、
五
、
六
，
可
合
併
稱
為
同
體

會
意
；
七
、
八
，
可
合
併
稱
為
變
體
會
意
；
第
九
種
稱
為
兼
聲
會
意
，
「
从
a
，
从
b
，
b
亦
聲
。
」
从

義
為
重
。
詳
見
會
意
舉
例
。 

  

會
意
例
字
目
錄
： 

一
、
正
例 

1.

苗
。
2.

公
。
3.

扁
。
4.

信
。
5.

章
。
6.
史
。
7.

取
。
8.

牧
。
9.

敗
。
10.

用
。
11.

雀
。

12.

美
。
13.

集
。
14.

古
。
15.

初
。
16.

典
。
17.

休
。
18.

顯
。
19.

暴
。
20.

安
。
21.

宗
。
22.

位
。

23.

伐
。
24.

須
。
25.

黑
。
26.

沙
。
27.

冰
。
28.

武
。
29.
衛
。
30.

或
。
31.

男
。
32.

陟
。
33.

涉
。

34.

辭
。
35.

分
。
36.

及
。
37.

名
。
38.

囂
。
39.

計
。
40.
善
。
41.

役
。
42.

寇
。
43.

教
。
44.

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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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筭
。
46.

奠
。
47.

喜
。
48.

析
。
49.

郵
。
50.

邑
。
51.

晉
。
52.

羅
。
53.

表
。
54.

見
。
55.

臭
。

56.
契
。
57.

竦
。
58.

德
。
59.

好
。
60.

班
。
61.

莫
。
62.

益
。
63.

盥
。
64.

東
。
65.

杳
。
66.

束
。

67.

早
。
68.

寒
。
69.

竄
。
70.

屚
。
71.

間
。
72.

闖
。
73.

輦
。
74.

辯
。
75.

孫
。
76.

玨
。
77.

友
。

78.

多
。
79.
棗
。
80.

棘
。
81.

林
。
82.

炎
。
83.

赫
。
84.

从
。
85.

竝
。
86.

戔
。
87.

北
。
88.

芻
。

89.

卅
。
90.
晶
。
91.

磊
。
92.

聶
。
93.

轟
。
94.

仁
。
95.

明
。
96.

婦
。 

二
、
變
例 

 

（
一
）
省
體 

97.

晝
。
98.

隸
。
99.

緊
。
100.
梟
。
101.

孝
。 

 

（
二
）
兼
聲 

102.

春
。
103.

吏
。
104.

葬
。
105.

喪
。
106.
返
。
107.

鉤
。
108.

警
。
109.

誼
。
110.

整
。
111.

政
。
112.

劃
。

113.

籲
。
114.

愷
。
115.

阱
。
116.

貧
。
117.
瘧
。
118.

冠
。
119.

仲
。
120.

授
。
121.

姓
。
122.

婚
。
123.

姻
。

124.

隙
。
125.

字
。
126.

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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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 
m
iá

o
 

ㄇ
ㄧ
ㄠ
ˊ 

     
 

指
禾
苗
。 

 
 

合
「
艸
」
、
「
田
」
會
意
，
長
在
田
中
的
草
，
不
會
是
野
草
，
必
是
禾
苗
。 

備
註
：
《
說
文
》
：「
艸
生
於
田
者
。
从
艸
田
。
」 

典
籍
所
見
：
（1）
禾
苗
。
《
詩
經
‧
魏
風
‧
碩
鼠
》
：
「
碩
鼠
碩
鼠
，
無
食
我
苗
。
」 

常
用
詞
：
苗
裔 

育
苗 

揠
苗
助
長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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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g
ō n
g
 

ㄍ
ㄨ
ㄥ 

      
 

公
正
無
私
。 

 
 

合
「
八
」
、
「
厶
」
會
意
，
「
八
」
指
分
別
相
背
，
「
厶
」
是
「
私
」
字
初
文
，
背
私
為
公
。
表
示
公
正
無

私
。 

備
註
：
《
說
文
》
：「
平
分
也
。
从
八
从
厶
。
八
猶
背
也
。
韓
非
曰
：
背
厶
為
公
。
」 

典
籍
所
見
：
（1）
古
代
的
爵
位
，
位
居
五
等
之
首
。《
禮
記
‧
王
制
》：「
王
者
之
制
祿
爵
，
公
、
侯
、
伯
、
子
、 

 
 
 
 
 
 

 

男
凡
五
等
。
」 

 
  
  
  
  

 

（2）
對
同
輩
的
敬
稱
。
《
史
記
‧
平
原
君
傳
》
：
「
公
等
錄
錄
，
所
謂
因
人
成
事
者
也
。
」 

 
 
  
  
  

 

（3）
平
正
無
私
。
《
韓
非
子
‧
五
蠹
（
ㄉ
ㄨ
ˋ
）
》
：「
自
環
者
謂
之
私
，
背
私
者
謂
之
公
。
」 

 
  
  

 

（4）
公
眾
。
《
禮
記
‧
禮
運
》
「
大
道
之
行
也
，
天
下
為
（
ㄨ
ㄟ
ˊ
）
公
。
」 

常
用
詞
：
公
益 

公
平 

奉
公
守
法 

大
公
無
私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34 
 

扁 
b
iǎ

n
 

ㄅ
ㄧ
ㄢ
ˇ 

     
 

指
匾
額
。 

 
 

合
「
戶
」
、
「
冊
」
會
意
，
指
門
戶
上
的
匾
額
。
今
俗
作
匾
。 

備
註
：
《
說
文
》
：「
署
也
。
从
戶
冊
。
戶
冊
者
，
署
門
戶
之
文
也
。
」 

 
  
  
  

段
注
：
「
署
門
戸
者
，
秦
書
八
體
。
六
曰
署
書
。
蕭
子
良
云
：
署
書
，
漢
高
六
年
蕭
何
所
定
。
以
題 

 
 
 
 
 
 

 

蒼
龍
，
白
虎
二
闕
。
」 

按
：
匾
額
寬
而
薄
，
所
以
後
世
借
「
扁
」
字
表
示
扁
平
，
而
另
造
「
匾
」
，
代
表
本
義
。 

典
籍
所
見
：
（1）
匾
額
，
通
「
匾
」
。
《
宋
史
‧
憲
聖
慈
烈
‧
吳
皇
后
傳
》
：「
近
嘗
夢
至
一
亭
，
扁
曰
：
『
侍 

 
 

康
』
。
」 

 
  
  
  
  

 

（2）
形
狀
寬
而
薄
的
。《
後
漢
書
‧
東
夷
傳
‧
三
韓
傳
》：「
兒
生
欲
令
其
頭
扁
，
皆
押
之
以
石
。
」 

 
 
 
 
 
 

 

又
《
前
赤
壁
賦
》：「
駕
一
葉
之
扁
（
ㄆ
ㄧ
ㄢ
）
舟
，
舉
匏
（
ㄆ
ㄠ
ˊ
）
樽
以
相
屬
（
ㄓ
ㄨ
ˇ
）。
」 

常
用
詞
：
扁
平 

扁
豆 

扁
擔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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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x

 ì n
 

ㄒ
ㄧ
ㄣ
ˋ 

     
 

指
說
話
誠
信
。 

 
 

合
「
人
」
，
「
言
」
會
意
，
表
示
人
說
話
必
須
要
有
信
用
。 

備
註
：
《
說
文
》
：「
誠
也
。
从
人
言
。
」 

 
  
  
  

段
注
：
「
人
言
則
無
不
信
者
。
故
从
人
言
。
」 

典
籍
所
見
：
（1）
誠
實
不
欺
。
《
論
語
‧
為
政
》
：
「
人
而
無
信
，
不
知
其
可
也
。
」 

 
 
  

  
  

 

（2）
符
契
、
憑
證
。《
後
漢
書
‧
烏
桓
鮮
卑
傳
》：「
大
人
有
所
召
呼
，
則
刻
木
為
信
，
雖
無
文
字
， 

 
 
 
 
 
 

 

而
部
眾
不
敢
違
犯
。
」 

 
 
  
  

  
 

（3）
敬
仰
、
崇
奉
。
劉
勰
（
ㄒ
ㄧ
ㄝ
ˊ
）《
文
心
雕
龍
‧
正
緯
》：「
至
於
光
武
之
世
，
篤
信
斯
術
。
」 

 
 
  
  
  

 

（4）
確
實
、
的
確
。《
孟
子
‧
公
孫
丑
上
》：「
信
能
行
此
五
者
，
則
鄰
國
之
民
，
仰
之
若
父
母
矣
。
」 

常
用
詞
：
信
用 

言
而
有
信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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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z
hā

ng
 

ㄓ
ㄤ 

     
 

指
一
曲
音
樂
演
奏
結
束
。 

 
 

合
「
音
」
、
「
十
」
會
意
，「
十
」
指
個
位
終
了
的
數
，
合
起
來
表
示
一
曲
音
樂
演
奏
完
畢
。 

備
註
：
《
說
文
》
：「
樂
竟
為
一
章
。
从
音
十
。
十
，
數
之
終
也
。
」 

 
  

段
注
：
「
歌
所
止
曰
章
。
」 

典
籍
所
見
：
（1）
文
體
名
。
古
代
臣
子
上
奏
國
君
的
文
書
。
蔡
邕
（
ㄩ
ㄥ
）《
獨
斷
》
：
「
凡
群
臣
尚
書
於
天
子 

 
 
 
 
 
 

 

者
有
四
名
：
一
曰
章
，
二
曰
奏
，
三
曰
表
，
四
曰
駁
議
。
」 

 
  
  
  
  

 

（2）
條
理
、
次
序
。
《
韓
愈
‧
送
孟
東
野
序
》
：
「
其
為
言
也
，
亂
雜
而
無
章
。
」 

 
 
  
  
  

 

（3）
法
規
、
條
例
。
《
史
記
‧
高
祖
本
紀
》
：
「
與
父
老
約
法
三
章
。
」 

 
 
  
  
  

 

（4）
表
揚
、
顯
揚
。《
禮
記
‧
緇
（
ㄗ
）
衣
》：「
有
國
者
章
善
惡
，
以
示
民
厚
，
則
民
情
不
貳
。
」 

常
用
詞
：
獎
章 

約
法
三
章 

順
理
成
章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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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s
h

 ǐ
  
 

ㄕ
ˇ 

     
 

指
史
官
。 

 
 

合
「
又
」
、
「
中
」
會
意
，「
又
」
是
手
，
「
中
」
表
示
公
正
；
史
官
執
筆
記
事
必
須
公
正
。 

備
註
：
《
說
文
》
：「
記
事
者
也
。
从
又
持
中
。
中
，
正
也
。
」 

 
  
  
  

段
注
：
「
動
則
左
史
書
之
。
言
則
右
史
書
之
。
」 

按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
甲
文
「
史
」
，
「
中
」
像
筆
，
像
人
手
持
筆
，
記
事
之
形
。
（
引
備
一
說
） 

典
籍
所
見
：
（1）
官
名
。
《
史
記
》
：「
太
史
公
曰
。
」 

 
  
  
  
  

 

（2）
文
辭
繁
雜
。
《
論
語
‧
雍
也
》
：
「
質
勝
文
則
野
，
文
勝
質
則
史
。
」 

常
用
詞
：
歷
史 

史
冊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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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q
ǔ
 

ㄑ
ㄩ
ˇ 

     
 

指
獲
取
。 

 
 

合
「
又
」
，
「
耳
」
會
意
，
指
割
下
敵
軍
陣
亡
者
的
左
耳
，
以
記
戰
功
。 

備
註
：《
說
文
》：「
捕
取
也
。
从
又
从
耳
。《
周
禮
》：『
獲
者
取
左
耳
。
』
司
馬
法
曰
：『
載
獻
聝
（
ㄍ
ㄨ
ㄛ
ˊ
）。
』 

 
 
 

聝
者
，
耳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接
受
。
《
孟
子
‧
離
婁
下
》
：
「
可
以
取
，
可
以
無
取
，
取
傷
廉
。
」 

 
 
  
  

  
 

（2）
捕
捉
。
《
詩
經
‧
豳
（
ㄅ
ㄧ
ㄣ
）
風
‧
七
月
》
：
「
取
彼
狐
貍
，
為
公
子
裘
。
」 

 
 
  
  

  
 

（3）
求
、
尋
求
。
張
衡
《
西
京
賦
》
：
「
列
爵
十
四
，
競
媚
取
榮
。
」 

 
 
  
  

  
 

（4）
迎
娶
。
通
「
娶
」
。
《
詩
經
‧
豳
風
‧
伐
柯
》
：
「
取
妻
如
何
？
匪
媒
不
得
。
」 

常
用
詞
：
選
取 

就
地
取
材 

捨
生
取
義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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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m

 ù
 

ㄇ
ㄨ
ˋ 

     

指
放
牧
。 

合
「
牛
」
、
「
攴
」
會
意
，「
攴
」
是
小
擊
，
養
牛
人
管
牛
，
用
鞭
小
擊
使
順
从
。 

 
 

甲
文
右
邊
像
人
手
拿
樹
枝
，
左
邊
是
一
只
牛
或
羊
，
幾
點
表
示
草
地
，
合
起
來
表
示
在
草
地
放
牧
，
金

文
和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演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養
牛
人
也
。
从
攴
牛
。
《
詩
》
曰
：
『
牧
人
乃
夢
。
』」 

典
籍
所
見
：
（1）
放
飼
牲
畜
。
杜
甫
《
新
安
吏
詩
》
：
「
掘
壕
不
到
水
，
牧
馬
役
亦
輕
。
」 

 
  
  
  
  

 

（2）
修
養
。
《
易
經
‧
謙
卦
》
：
「
謙
謙
君
子
，
卑
以
自
牧
也
。
」 

 
  
  
  
  

 

（3）
治
理
、
統
治
。
《
荀
子
‧
成
相
》
：
「
請
牧
祺
，
明
有
基
。
」 

 
  
  
  
  

 

（4）
放
飼
牲
畜
的
人
。
《
左
傳
‧
昭
公
七
年
》
：
「
馬
有
圉
（
ㄩ
ˇ
）
，
牛
有
牧
。
」 

常
用
詞
：
牧
童 

牧
羊 

遊
牧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40 
 

敗 
b

 à i
 

ㄅ
ㄞ
ˋ 

    
  
   

 
 

表
示
失
敗
。 

 
 

合
「
攴
」
、
「
貝
」
會
意
，
攴
是
小
擊
，
引
申
為
追
逐
；
古
人
寶
龜
而
貨
貝
，
以
貝
為
貨
幣
，
只
知
追
逐

貨
貝
的
人
，
必
會
歸
於
失
敗
。 

備
註
：
《
說
文
》
：「
毀
也
。
从
攴
貝
。
敗
賊
皆
从
貝
，
會
意
。
」 

典
籍
所
見
：
（1）
戰
爭
失
利
。
《
蘇
洵
‧
六
國
論
》
：
「
趙
嘗
無
戰
於
秦
，
二
敗
而
三
勝
。
」 

 
  
  
  
  

 

（2）
打
敗
、
戰
勝
。
《
史
記
‧
孔
子
世
家
》
：
「
吳
敗
越
王
句
踐
於
會
（
ㄎ
ㄨ
ㄞ
ˋ
）
稽
。
」 

 
  
  
  
  

 

（3）
被
打
敗
。
《
史
記
‧
淮
陰
侯
傳
》
：
「
至
彭
城
，
漢
兵
敗
散
而
還
。
」 

 
  
  
  
  

 

（4）
破
壞
。
《
左
傳
‧
成
公
二
年
》
：
「
若
之
何
其
以
病
，
敗
君
之
大
事
也
。
」 

 
  
  
  
  

 

（5）
腐
爛
。
《
論
語
‧
鄉
黨
》
：
「
魚
餒
而
肉
敗
，
不
食
。
」 

 
 

常
用
詞
：
成
敗 

驕
者
必
敗 

轉
敗
為
勝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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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y
ò n
g
 

ㄩ
ㄥ
ˋ 

      
 

指
可
以
實
施
。 

 
 

合
「
卜
」
、
「
中
」
會
意
，
卜
而
中
（
ㄓ
ㄨ
ㄥ
ˋ
）
便
可
以
實
行
。 

備
註
：
《
說
文
》
：「
可
施
行
也
。
从
卜
中
。
」 

 
  
  
  

段
注
：
「
卜
中
則
可
施
行
。
故
取
以
會
意
。
」 

按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
用
、
甬
（
ㄩ
ㄥ
ˇ
）
古
為
一
字
，
並
像
「
鐘
」
的
形
狀
。
（
引
備
一
說
） 

典
籍
所
見
：
（1）
功
效
。
《
論
語
‧
學
而
》
：
「
禮
之
用
，
和
為
貴
。
」 

 
  
  
  
  

 

（2）
錢
財
的
花
費
。《
論
語
‧
學
而
》：「
道
千
乘
之
國
，
敬
事
而
信
，
節
用
而
愛
人
，
使
民
以
時
。
」 

 
  
  
  
  

 

（3）
任
命
。
《
論
語
‧
陽
貨
》
：
「
如
有
用
我
者
，
吾
其
為
東
周
乎
！
」 

 
  
  
  
  

 

（4）
施
行
。
《
左
傳
‧
襄
公
二
十
六
年
》
：
「
雖
楚
有
材
，
晉
實
用
之
。
」 

 

常
用
詞
：
恩
威
並
用 

物
盡
其
用 

學
以
致
用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42 
 

雀 
q
uè

 

ㄑ
ㄩ
ㄝ
ˋ 

     
 

指
麻
雀
。 

 
 

合
「
小
」
、
「
隹
」
會
意
，
在
常
見
的
鳥
類
中
，
雀
較
小
，
故
从
小
隹
。 

備
註
：
《
說
文
》
：「
依
人
小
鳥
也
。
从
小
隹
。
」 

典
籍
所
見
：
（1）
如
麻
雀
一
樣
的
。《
莊
子
‧
在
宥
》：「
鴻
蒙
方
將
拊
（
ㄈ
ㄨ
ˇ
）
髀
（
ㄅ
ㄧ
ˋ
）
雀
躍
而
遊
。
」 

常
用
詞
：
麻
雀 

鴉
雀
無
聲 

 
 

甲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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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m
 ě
i 
  

ㄇ
ㄟ
ˇ 

     
 

指
美
好
，
美
味
。 

 
 

合
「
羊
」
「
大
」
會
意
，
羊
大
則
肥
美
。 

備
註
：
《
說
文
》
：「
甘
也
。
从
羊
大
。
羊
在
六
畜
主
給
（
ㄐ
ㄧ
ˇ
）
膳
也
。
」 

 
  
  
  

段
注
：
「
羊
大
則
美
，
故
从
大
。
」 

按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
甲
文
「
羊
」
、
「
大
」
二
字
相
連
，
疑
像
人
飾
羊
首
之
形
。
（
引
備
一
說
） 

典
籍
所
見
：
（1）
漂
亮
的
女
子
。
《
詩
經
‧
鄭
風
‧
野
有
蔓
草
》
：
「
有
美
一
人
，
清
揚
婉
兮
。
」 

 
 
  

  
  

 

（2）
泛
指
好
的
德
性
、
事
物
等
。
《
管
子
‧
五
行
》
：「
然
後
天
地
之
美
生
。
」 

 
 
  
  

  
 

（3）
誇
讚
、
褒
獎
。
《
韓
非
子
‧
五
蠹
》
：
「
然
則
今
有
美
堯
、
舜
、
湯
、
武
、
禹
之
道
於
當
今
之 

 
 
 
 
 
 

 

世
者
，
必
為
新
聖
笑
矣
。
」 

 
  
  
  
  

 

（4）
漂
亮
的
。
《
詩
經
‧
碩
人
》
：
「
巧
笑
倩
兮
，
美
目
盼
兮
。
」 

常
用
詞
：
優
美 

美
德 

十
全
十
美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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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
雧
） 

j
í
 

ㄐ
ㄧ
ˊ 

     
 

指
聚
集
。 

 
 

合
「
木
」
、
「
雥
（
ㄗ
ㄚ
ˊ
）
」
會
意
，
表
示
群
鳥
聚
集
在
樹
上
，
今
省
寫
作
集
。 

備
註
：
《
說
文
》
：「
羣
鳥
在
木
上
也
。
从
雥
从
木
。
」 

 
  
  
  
 

段
注
：「
引
申
為
凡
聚
之
偁
。
」 

典
籍
所
見
：
（1）
棲
息
。
《
詩
經
‧
鴇(
ㄅ
ㄠ
ˇ)

羽
》
：「
肅
肅
鴇
羽
，
集
於
苞
栩
。
」  

 
  
  
  
  

 

（2）
聚
合
。
《
文
選
‧
過
秦
論
》
：
「
天
下
雲
集
響
應
，
嬴
糧
而
景
（
一
ㄥ
ˇ
）
从
。
」 

  
   

常
用
詞
：
收
集 

採
集 

彙
集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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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g

 ǔ
 

ㄍ
ㄨ
ˇ 

     
 

指
以
前
過
去
的
事
。 

合
「
十
」
，
「
口
」
會
意
，
口
耳
相
傳
，
至
於
十
數
，
必
是
故
事
。 

備
註
：
《
說
文
》
：「
故
也
。
从
十
、
口
。
識
前
言
者
也
。
」 

 

 
  
  
 

段
注
：「
識
前
言
者
口
也
。
至
於
十
則
展
轉
因
襲
。
是
為
自
古
在
昔
矣
。
」 

典
籍
所
見
：
（1）
過
去
久
遠
的
時
代
。
《
呂
氏
春
秋
‧
仲
冬
季
‧
長
見
》
：
「
故
審
知
今
則
可
知
古
，
知
古
則
可 

 
 
 
 
 
 

 

知
後
。
」 

 
 
  
  
  

 

（2）
過
去
的
事
物
。
《
宋
史
‧
劉
溫
叟
傳
》
：
「
儒
者
泥
古
，
致
詳
於
形
名
度
數
間
，
而
不
知
清
濁 

 
 
 
 
 
 

 

輕
重
之
用
。
」 

 
  
  
  
  
 

（3）
過
去
的
、
舊
的
。
馬
致
遠
《
天
淨
沙
．
秋
思
》
：
「
古
道
西
風
瘦
馬
，
夕
陽
西
下
， 

 
  

 
 
 
 
 

斷
腸
人
在
天
涯
。
」 

常
用
詞
：
古
雅 

古
籍 

博
古
通
今 

古
往
今
來 

 

甲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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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c
hū

 

ㄔ
ㄨ 

     
 

開
始
。 

 
 

合
「
刀
」
、
「
衣
」
會
意
，
製
衣
之
前
，
必
先
用
刀
裁
衣
。
小
篆
與
甲
文
、
金
文
同
。 

備
註
：
《
說
文
》
：「
始
也
。
从
刀
衣
。
裁
衣
之
始
也
。
」 

 
  
  
  

段
注
：「
衣
部
曰
。
裁
，
製
衣
也
。
製
衣
以
鍼
（
ㄓ
ㄣ
）。
用
刀
則
為
製
之
始
。
引
申
為
凡
始
之
偁
。
」 

典
籍
所
見
：
（1）
根
本
、
本
原
。
《
淮
南
子
‧
俶
（
ㄔ
ㄨ
ˋ
）
真
》
：
「
是
故
聖
人
之
學
也
，
欲
以
返
性
於
初
， 

 
 
 
 
 
 

 

而
遊
心
於
虛
也
。
」 

 
  
 
  
  

 

（2）
當
初
。
《
左
傳
‧
隱
公
元
年
》
：
「
初
，
鄭
武
公
娶
於
申
。
」 

常
用
詞
：
年
初 

當
初 

旭
日
初
升 

不
忘
初
心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47 
 

典 
d
iǎ

n
 

ㄉ
ㄧ
ㄢ
ˇ 

     
 

指
重
要
的
典
籍
。 

合
「
冊
」
、
「
丌
」
會
意
，
冊
指
簡
冊
，
丌
指
放
置
物
品
的
小
几
，
書
冊
放
在
丌
上
，
表
示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典
籍
。 

備
註
：
《
說
文
》
：「
五
帝
之
書
也
。
从
冊
在
丌
上
，
尊
閣
之
也
。
莊
都
說
，
典
，
大
冊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指
重
要
的
文
獻
、
簡
冊
。
《
左
傳
‧
昭
公
十
二
年
》
：「
是
能
讀
三
墳
五
典
。
」 

 
  
  
  
  
 

（2）
國
家
的
法
度
。
《
周
禮
‧
天
官
‧
大
宰
》
：
「
大
宰
之
職
，
掌
建
邦
之
六
典
。
」 

 
  
  
  
  
 

（3）
主
持
。
《
書
經
‧
堯
典
》
：
「
命
汝
典
樂
（
ㄩ
ㄝ
ˋ
）
。
」 

常
用
詞
：
詞
典 

經
典 

字
典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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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 
x
iū

 

ㄒ
ㄧ
ㄡ 

     
 

指
休
息
。 

 
 

合
「
人
」
、
「
木
」
會
意
，
表
示
人
倚
在
樹
下
休
息
。 

備
註
：
《
說
文
》
：「
息
止
也
。
从
人
依
木
。
」 

典
籍
所
見
：
（1）
歇
息
。
《
詩
經
‧
周
南
‧
漢
廣
》
：
「
南
有
喬
木
，
不
可
休
息
。
」 

 
  
  
  
  
 

（2）
辭
退
工
作
。
杜
甫
《
旅
夜
書
懷
詩
》
：
「
名
豈
文
章
著
（
ㄓ
ㄨ
ˋ
）
，
官
因
老
病
休
。
」 

 
  
  
  
  
 

（3）
喜
悅
、
快
樂
。
《
詩
經
‧
小
雅
‧
菁
菁
》
：
「
既
見
君
子
，
我
心
則
休
。
」 

 
  
  
  
  
 

（4）
不
要
、
不
可
。
杜
甫
《
戲
贈
友
詩
二
首
之
二
》：「
勸
君
休
嘆
恨
，
未
必
不
為
（
ㄨ
ㄟ
ˊ
）
福
。
」 

 

常
用
詞
：
休
戚
與
共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49 
 

 
(

顯)
 

xi
ǎ n
 

ㄒ
ㄧ
ㄢ
ˇ 

     
 

指
明
顯
。 

 
 

合
「
日
」
、
「
絲
」
會
意
，
絲
為
細
物
，
在
日
光
下
才
能
看
清
，
所
以
有
明
顯
的
意
思
。
顯
本
是
頭
上
飾

品
，
後
被
假
借
為
明

的

，
顯
通
行
而

字
廢
。
簡
體
字
是
根
據
古
文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眾
微
杪
（
ㄇ
ㄧ
ㄠ
ˇ
）
也
。
从
日
中
視
絲
。
古
文
以
為
顯
字
。
」 

 
  
  
  

段
注
：
「
日
中
視
絲
。
眾
明
察
及
微
妙
之
意
。
」 

典
籍
所
見
：
（1）
表
露
、
表
現
。
《
詩
經
‧
大
雅
‧
大
明
》
：
「
造
舟
為
梁
，
不
顯
其
光
。
」 

  

 
  
  
  
  

 

（2）
榮
耀
、
光
耀
。
《
孝
經
‧
開
宗
明
義
章
》
：
「
立
身
行
道
，
揚
名
於
後
世
，
以
顯
父
母
。
」 

 
  
  
  
  

 

（3）
有
名
望
、
有
地
位
的
。
《
孟
子
‧
離
婁
下
》
：「
問
其
與
飲
食
者
，
盡
富
貴
也
，
而
未
嘗
有
顯 

 
  
  
  
  
  
  

者
來
。
」 

常
用
詞
：
顯
著 

顯
而
易
見 

顯
親
揚
名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50 
 

暴 
b
à o
 

ㄅ
ㄠ
ˋ
或
ㄆ
ㄨ
ˋ 

     
 

指
晾
曬
穀
米 

 
 

合
「
日
」
、
「
出
」
、
「
廾
（
ㄍ
ㄨ
ㄥ
ˇ
）
」
、「
米
」
會
意
，
表
示
太
陽
出
來
，
手
捧
著
米
去
晾
曬
。 

備
註
：
《
說
文
》
：「
晞
（
ㄒ
ㄧ
）
也
。
从
日
、
出
、

（
ㄍ
ㄨ
ㄥ
ˇ
）
、
米
。
」 

 
  
 
 
 

段
注
：
「
日
出
而
竦
手
舉
米
曬
之
。
合
四
字
會
意
。
」 

典
籍
所
見
：
（1）
曬
。
同
「
曝
」。《
孟
子
‧
滕
文
公
上
》：「
曾
子
曰
：『
不
可
。
江
漢
以
濯
之
，
秋
陽
以
暴
之
。
』
」 

 
 
 

 
 
 
 
 

（2）
顯
露
。
蘇
洵
《
六
國
論
》
：
「
思
厥
先
祖
父
，
暴
霜
露
，
斬
荊
棘
，
以
有
尺
寸
之
地
。
」 

 
  
  
  
  

 

（3）
欺
淩
。《
荀
子
‧
性
惡
》：「
則
夫
彊
（
ㄑ
ㄧ
ㄤ
ˊ
）
者
害
弱
而
奪
之
，
眾
者
暴
寡
而
譁
之
。
」 

 
  
  
  
  

 

（4）
急
劇
，
猛
烈
。
《
詩
經
‧
邶
風
‧
終
風
》
：
「
終
風
且
暴
，
顧
我
則
笑
。
」 

按
：

（
ㄆ
ㄨ
ˋ
）
是
「
曝
日
」
的
本
字
。「

（
ㄅ
ㄠ
ˋ
）
」，
是
疾
的
意
思
，
引
申
為
暴
力
。
漢
時
隸
變
， 

 
 

兩
字
混
而
為
一
，
便
另
制
加
日
的
「
曝
」
代
表
本
義
。 

常
用
詞
：
暴
雨 

除
暴
安
良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51 
 

安 
ā
n
 

ㄢ 

     
 

指
安
定
。 

 
 

合
「
宀
」
、
「
女
」
會
意
，
女
有
家
，
男
有
室
，
才
能
相
安
，
故
安
从
「
女
」
在
「
宀
」
下
。 

備
註
：
《
說
文
》
：「
竫
（
ㄐ
ㄧ
ㄥ
ˋ
）
也
。
从
女
在
宀
下
。
」 

典
籍
所
見
：
（1）
平
安
、
舒
適
。
《
論
語
‧
學
而
》
：
「
君
子
食
無
求
飽
，
居
無
求
安
。
」 

 
  
  
  
  

 

（2）
平
靜
、
恬
適
。
《
漢
書
‧
嚴
安
傳
》
：
「
心
既
和
平
，
其
性
恬
安
。
」 

 
  
  
  
  

 

（3）
習
慣
、
熟
悉
。
《
呂
氏
春
秋
‧
先
識
覽
‧
樂
成
》
：
「
舟
車
之
始
見
也
，
三
世
然
後
安
之
。
」 

 
  
  
  
  

 

（4）
何
處
。
《
史
記
‧
項
羽
本
紀
》
：
項
王
曰
：
「
沛
公
安
在
？
」 

常
用
詞
：
安
分
守
己 

居
安
思
危 

心
安
理
得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52 
 

宗 
z
ō n
g
 

ㄗ
ㄨ
ㄥ 

     
 

指
祖
廟
。 

 
 

合
「
宀
」
、
「
示
」
會
意
，「
宀
」
指
房
子
，
「
示
」
是
神
事
，
宗
就
是
用
來
祭
祀
祖
先
的
宗
廟
。 

備
註
：
《
說
文
》
：「
尊
祖
廟
也
。
从
宀
示
。
」 

按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
示
是
神
主
（
即
祖
先
的
牌
位
）
供
奉
神
主
的
地
方
，
就
是
宗
廟
。 

典
籍
所
見
：
（1）
祖
廟
。
《
左
傳
‧
成
公
三
年
》
：
「
首
其
請
於
寡
君
而
以
戮
於
宗
。
」 

 
  
  
  
  
 

（2）
家
族
。
《
左
傳
‧
僖
公
五
年
》
：
「
晉
吾
宗
也
，
豈
害
我
哉
？
」 

 
  
  
  
  
 

（3）
根
本
、
主
旨
。
《
國
語
‧
晉
語
四
》
：
「
禮
賓
矜
窮
，
禮
之
宗
也
。
」 

 
  
  
  
  
 

（4）
尊
崇
、
效
法
。
《
論
語
‧
學
而
》
：
「
因
不
失
其
親
，
亦
可
宗
也
。
」 

 
  
  
  
  
 

（5）
宗
師
。
鐘
嶸
《
詩
品
‧
評
陶
詩
》：「『
歡
言
酌
春
酒
』，『
日
暮
天
無
雲
』，
風
華
清
靡
，
古
今 

 
 
 
 
 
 

 

隱
逸
詩
人
之
宗
也
。
」 

常
用
詞
：
祖
宗 

宗
門 

宗
教 

光
宗
耀
祖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53 
 

位 
w
è i
 

ㄨ
ㄟ
ˋ 

     
 

指
位
置
。 

合
「
人
」
、
「
立
」
會
意
，
古
時
朝
會
，
君
臣
都
站
著
，
引
申
凡
人
所
站
的
地
方
叫
做
位
。 

備
註
：
《
說
文
》
：「
列
中
庭
之
左
右
謂
之
位
。
从
人
立
。
」 

典
籍
所
見
：
（1）
官
職
。
《
論
語
‧
泰
伯
》
：
「
不
在
其
位
，
不
謀
其
政
。
」 

 
  
  
  
  

 

（2）
處
（
ㄔ
ㄨ
ˋ
）
、
在
。《
列
子
‧
天
瑞
》
：「
教
化
者
不
能
違
所
宜
，
宜
定
者
不
出
所
位
。
」 

 
  
  
  
  

 

（3）
等
級
。
《
周
禮
‧
天
官
‧
大
宰
》
：
「
四
曰
祿
位
，
以
馭
（
ㄩ
ˋ
）
其
士
。
」 

常
用
詞
：
位
置 

各
就
各
位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54 
 

伐 
f
á
 

ㄈ
ㄚ
ˊ 

     
 

指
攻
擊
，
征
伐
。 

 
 

合
「
人
」
、
「
戈
」
會
意
，
表
示
人
拿
著
武
器
攻
擊
。 

備
註
：
《
說
文
》
：「
擊
也
。
从
人
持
戈
。
」 

  

 
  
  
  

段
注
：
「
戈
為
句
（
ㄍ
ㄡ
）
兵
。
亦
曰
擊
兵
。
」 

按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
甲
文
像
戈
刃
加
於
人
頸
的
部
位
，
來
表
示
擊
的
意
思
。
（
引
備
一
說
） 

典
籍
所
見
：
（1）
功
績
、
功
勞
。
《
左
傳
‧
莊
公
二
十
八
年
》
：
「
則
可
以
威
民
而
懼
戎
，
且
旌
君
伐
。
」 

 
  
  
  
  
 

（2）
砍
。
《
左
傳
‧
僖
公
二
十
八
年
》
：
「
遂
伐
其
木
，
以
益
其
兵
。
」 

 
  
  
  
  
 

（3）
征
討
、
攻
打
。
《
左
傳
‧
莊
公
十
年
》
：
「
十
年
春
，
齊
師
伐
我
。
公
將
戰
，
曹
劌
（
ㄍ
ㄨ
ㄟ 

 
 
 
 
 
 

 

ˋ
）
請
見
。
」 

 
  
  
  
  
 

（4）
自
誇
。
《
論
語
‧
公
冶
長
》
：
「
願
無
伐
善
，
無
施
勞
。
」 

 

常
用
詞
：
伐
木 

弔
民
伐
罪 

南
征
北
伐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55 
 

須 
x
ū
 

ㄒ
ㄩ 

     
 

指
鬍
鬚
。 

合
「
彡
（
ㄕ
ㄢ
）
」
、「
頁
」
會
意
，「
頁
」
為
頭
，
「
彡
」
指
毛
，
就
是
指
面
頰
上
的
鬍
鬚
。 

備
註
：
《
說
文
》
：「
頤
下
毛
也
。
从
頁
彡
。
」 

典
籍
所
見
：
（1）
指
鬍
鬚
。
《
漢
書
‧
高
帝
紀
上
》
：
「
高
祖
為
人
，
隆
準
而
龍
顏
，
美
須
髯
（
ㄖ
ㄢ
ˊ
）
。
」 

 
  
  
  
  

 

（2）
片
刻
。
《
荀
子
‧
王
制
》
：
「
賢
能
不
待
次
而
舉
，
罷
不
能
不
待
須
而
廢
。
」 

 
  
  
  
  

 

（3）
等
待
。
《
後
漢
書
‧
班
超
傳
》
：
「
長
史
亦
於
此
西
歸
，
可
須
夜
鼓
聲
而
發
。
」 

 
  
  
  
  

 

（4）
需
要
、
需
求
。
杜
甫
《
客
从
詩
》：「
緘
之
篋
（
ㄑ
ㄧ
ㄝ
ˋ
）
笥
（
ㄙ
ˋ
）
久
，
以
俟
公
家
須
。
」 

 
  
  
  
  

 

（5）
遲
緩
。
《
左
傳
‧
成
公
二
年
》
：
「
師
敗
矣
，
子
不
少
須
，
眾
懼
盡
。
」 

常
用
詞
：
必
須 

鬍
鬚 

須
要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56 
 

黑 
h
ē i
 

ㄏ
ㄟ 

      
 

指
煙
火
熏
黑
。 

 
 

合
「

（
ㄘ
ㄨ
ㄥ
） 
」
、
「
炎
」
會
意
，
「

」
是
古
文
「
囪
」
，
指
煙
囪
，
火
焰
在
煙
囪
上
留
下
黑
的
顏

色
。 

備
註
：
《
說
文
》
：「
火
所
熏
之
色
也
。
从
炎
，
上
出

，

，
古
囪
字
。
」 

典
籍
所
見
：
（1）
昏
暗
無
光
。
李
頻
《
夏
日
題
盩
（
ㄓ
ㄡ
）
厔
（
ㄓ
ˋ
）
友
人
書
齋
詩
》：「
黑
處
巢
幽
鳥
，
陰 

 
 
 
 
 
 

 

來
叫
候
蟲
。
」 

常
用
詞
：
黑
色 

黑
白
分
明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57 
 

沙 
s
hā

 

ㄕ
ㄚ 

     
 

指
細
沙
。 

 
 

合
「
水
」
、
「
少
」
會
意
，
水
少
則
沙
見
。 

備
註
：
《
說
文
》
：「
水
散
石
也
。
从
水
从
少
。
水
少
沙
見
。
」 

 
  
  

  

段
注
：
「
石
散
碎
謂
之
沙
。
」 

典
籍
所
見
：
（1）
水
邊
的
土
地
。《
詩
經
‧
大
雅
‧
鳧
（
ㄈ
ㄨ
ˊ
）
鷖
（
ㄧ
）
》：「
鳧
鷖
在
沙
，
公
屍
來
燕
來
宜
。
」 

 
  
  
  
  

 

（2）
聲
音
嘶
啞
。
《
周
禮
‧
天
官
‧
內
饔
（
ㄩ
ㄥ
）
》
：「
鳥
皫
（
ㄆ
ㄧ
ㄠ
ˇ
）
色
而
沙
鳴
。
」 

常
用
詞
：
沙
灘 

 

豆
沙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58 
 

冰 
 b

 ī n
g 
  

ㄅ
ㄧ
ㄥ 

     
 

指
凝
結
成
的
冰
塊
。 

 
 

合
「
水
」
，
「
仌
」
會
意
，
指
水
凝
結
成
堅
硬
的
冰
。 

備
註
：
《
說
文
》
：「
水
堅
也
。
从
仌
水
。
」 

段
注
：
「
以
冰
代
仌
，
乃
別
製
凝
字
。
經
典
凡
凝
字
皆
冰
之
變
也
」
。 

按
：
冰
本
是
「
凝
結
」
的
「
凝
」
字
，
後
被
借
為
冰
凍
、
冰
塊
之
義
，
便
另
造
「
凝
」
字
代
表
本
義
。 

典
籍
所
見
：
（1）
冰
塊
。
晉
陸
機
《
苦
寒
行
》
：
「
凝
冰
結
重
澗
（
ㄐ
ㄧ
ㄢ
ˋ
）
，
積
雪
被
長
巒
。
」 

 
  
  
  
  

 

（2）
清
高
。
王
昌
齡
《
送
辛
漸
詩
》
：
「
洛
陽
親
友
如
相
問
，
一
片
冰
心
在
玉
壺
。
」 

常
用
詞
：
冰
清
玉
潔 

渙
然
冰
釋 

如
履
薄
冰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59 
 

武 
w

 ǔ
 

ㄨ
ˇ 

     
 

指
手
持
兵
器
征
伐
示
威
，
捍
衛
疆
土
。 

 
 

合
「
止
」、「
戈
」
會
意
，「
止
」
本
義
指
人
的
腳
，
含
有
行
走
之
義
，
行
終
有
所
止
，
故
亦
有
停
止
的
意

思
；
「
戈
」
是
兵
器
，
武
本
義
指
人
手
拿
兵
器
，
走
上
前
線
，
保
家
衛
國
。 

備
註
：
《
說
文
》
：「
楚
莊
王
曰
：
『
夫
武
，
定
功
戢
（
ㄐ
ㄧ
ˊ
）
兵
。
故
止
戈
為
武
。
』
」 

按
：《
說
文
》
所
說
為
引
申
義
，
是
說
「
武
」
是
能
夠
禁
止
強
暴
，
安
頓
人
民
，
和
睦
萬
邦
的
，
可
見
我
國
自 

 
 

古
崇
尚
和
平
。 

典
籍
所
見
：
（1）
與
戰
爭
有
關
的
事
。
《
孫
子
‧
行
軍
》
：
「
故
令
之
以
文
，
齊
之
以
武
。
」 

 
 
  
  
  

 

（2）
足
跡
。
《
詩
經
‧
大
雅
‧
生
民
》
：
「
履
帝
武
敏
歆
（
ㄒ
ㄧ
ㄣ
）
，
攸
介
攸
止
。
」 

常
用
詞
：
勇
武 

威
武
不
屈 

文
武
雙
全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60 
 

衛 
w
è i
 

ㄨ
ㄟ
ˋ 

     
 

指
保
衛
國
家
。 

 
 

甲
文
合
「
囗
」
及
四
個
「

」
會
意
，
「
囗
」
表
示
國
土
，
士
兵
四
邊
駐
守
邊
疆
，
保
衛
國
家
，
捍
衛

領
土
。
金
文
尤
其
形
象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
金
文
譌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宿
衞
也
。
从
韋
、
帀
（
ㄗ
ㄚ
）
、
行
（
ㄏ
ㄤ
ˊ
）
。
行
，
列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保
護
、
防
守
。
《
國
語
‧
齊
語
》
：
「
築
五
鹿
、
中
牟
、
蓋
興
、
牡
丘
，
以
衛
諸
夏
之
地
。
」 

 
  
  
  
  

 

（2）
擔
任
防
護
工
作
的
人
。
《
左
傳
‧
文
公
七
年
》
：「
文
公
之
入
也
無
衛
。
」 

常
用
詞
：
防
衛 

守
衛 

保
家
衛
國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61 
 

或 
h
uò

 

ㄏ
ㄨ
ㄛ
ˋ 

     
 

指
國
家
。 

 
 

合
「
囗
」
、
「
戈
」
、
「
一
」
會
意
，
「
囗
」
表
示
範
圍
，
「
一
」
表
示
土
地
；
戈
是
兵
器
，
執
干
戈
以
衛
社

稷
，
表
示
武
力
，
後
來
由
許
多
小
「
或
」
合
成
大
國
，
所
以
在
或
字
外
面
再
加
一
個
大
的
「
囗
」，
成
為
國
家

的
國
字
。 

備
註
：
《
說
文
》
：「
邦
也
。
从
囗
，
戈
以
守
其
一
。
一
，
地
也
。
」 

 
  
  
  

段
注
：
「
葢
或
國
在
周
時
為
古
今
字
。
古
文
衹
有
或
字
。
」 

典
籍
所
見
：
（1）
也
許
。
《
史
記
‧
封
禪
書
》
：
「
其
神
或
歲
不
至
，
或
歲
數
（
ㄕ
ㄨ
ㄛ
ˋ
）
來
。
」 

 
  
  
  
  

 

（2）
表
示
選
擇
或
列
舉
。
《
新
唐
書
‧
魏
徵
傳
》
：
「
今
之
刑
賞
，
或
由
喜
怒
，
或
出
好
惡
。
」 

 
  
  
  
  

 

（3）
泛
指
人
或
事
物
。
《
中
庸
》
：
「
或
生
而
知
之
，
或
學
而
知
之
，
或
困
而
知
之
。
」 

常
用
詞
：
或
者 

或
許 

不
可
或
缺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62 
 

男 
n
á n
 

ㄋ
ㄢ
ˊ 

     
 

男
人
。 

 
 

合
「
田
」
、
「
力
」
會
意
，
表
示
男
人
在
田
中
用
力
勞
作
。 

備
註
：
《
說
文
》
：「
丈
夫
也
。
从
田
力
。
言
男
用
力
於
田
也
。
」 

按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
「
力
」
是
耒
（
ㄌ
ㄟ
ˇ
）
耜
（
ㄙ
ˋ
）
的
形
狀
（
即
犁
）
，
表
示
人
手
持
耒
耜
， 

 
 

耕
種
於
田
。
（
引
備
一
說
） 

典
籍
所
見
：
（1）
男
人
。
《
禮
記
‧
禮
運
》
：
「
男
有
分
（
ㄈ
ㄣ
ˋ
）
，
女
有
歸
。
」 

 
  
 
  
  
 

（2）
兒
子
。
《
左
傳
‧
哀
公
三
年
》
：
「
南
氏
生
男
，
則
以
告
於
君
與
大
夫
而
立
之
。
」 

常
用
詞
：
男
士 

男
耕
女
織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63 
 

陟 
z
hì

 

ㄓ
ˋ 

     
 

指
由
低
向
高
處
走
。 

 
 

合
「
阜
」
、
「
步
」
會
意
，
「
阜
」
指
高
山
，
「
步
」
為
行
走
，
表
示
向
著
高
山
拾
級
而
上
。
甲
文
、
金
文

的
步
字
，
腳
趾
朝
上
，
正
像
拾
級
而
登
。
小
篆
與
甲
文
、
金
文
同
。 

備
註
：
《
說
文
》
：「
登
也
。
从
阜
步
。
」 

 
  
  
  

段
注
：
「
謂
緣
而
步
也
。
有
層
次
可
尋
。
是
謂
會
意
。
」 

 

典
籍
所
見
：
（1）
登
高
、
爬
上
。
《
詩
經
‧
卷
（
ㄐ
ㄩ
ㄢ
ˇ
）
耳
》
：
「
陟
彼
高
岡
。
」 

 
  
  
  
  
  

（2）
升
遷
、
進
用
。
諸
葛
亮
《
出
師
表
》
：
「
陟
罰
臧
（
ㄗ
ㄤ
）
否
（
ㄆ
ㄧ
ˇ
）
，
不
宜
異
同
。
」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64 
 

涉 
s
hè

 

ㄕ
ㄜ
ˋ 

     
 

指
徒
步
涉
水
。 

甲
文
、
金
文
中
間
像
一
條
小
溪
，
兩
側
是
左
右
兩
腳
的
腳
印
，
表
示
徒
步
涉
水
的
樣
子
。
小
篆
从
甲
文
、

金
文
演
變
而
來
。 

合
「
水
」
、
「
步
」
會
意
，
步
指
行
走
，
表
示
徒
步
過
小
水
淺
河
。 

備
註
：
《
說
文
》
：「
徒
行
濿
水
也
。
从
水
步
。
」 

典
籍
所
見
：
（1）
徒
步
渡
水
。
陸
遊
《
秋
郊
有
懷
詩
四
首
之
四
》
：
「
秋
山
瘦
益
奇
，
秋
水
淺
可
涉
。
」 

 
  
  
  
  
 

（2）
乘
船
渡
水
。《
詩
經
‧
邶
風
‧
匏
有
苦
葉
》：「
招
招
舟
子
，
人
涉
卬
（
ㄤ
ˊ
）
否
（
ㄈ
ㄡ
ˇ
）。
」 

 
  
  
  
  
 

（3）
經
歷
。
《
管
子
‧
兵
法
》
：
「
厲
士
利
械
，
則
涉
難
而
不
匱
。
」 

 
  
  
  
  
 

（4）
牽
連
、
相
關
。
《
南
史
‧
劉
穆
之
傳
》
：
「
口
並
酬
應
，
不
相
參
涉
，
皆
悉
贍
舉
。
」 

 
  
  
  
  
 

（5）
進
入
、
陷
入
。
《
左
傳
‧
僖
公
四
年
》
：
「
不
虞
君
之
涉
吾
地
也
。
」 

 

常
用
詞
：
跋
山
涉
水 

長
途
跋
涉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65 
 

辭 
c
í
 

ㄘ
ˊ 

     
 

合
「

」（
ㄌ
ㄨ
ㄢ
ˋ
）
、
「
辛
」
會
意
。
「

」
，
治
也
，
治
理
的
意
思
。
「
辛
」
是
有
罪
，
表
示
治
理
訴

訟
案
件
。 

備
註
：
《
說
文
》
：「
說
也
。
从

辛
，

辛
猶
理
辜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辯
訟
的
話
。
《
周
禮
‧
秋
官
‧
鄉
士
》
：
「
聽
其
獄
訟
，
察
其
辭
。
」 

  
  
  
  
  
  
  
  
  
 

 
  
 
  
  

 

（2）
敘
述
、
說
明
的
語
言
文
字
。
通
「
詞
」。《
易
經
‧
繫
辭
下
》：「
吉
人
之
辭
寡
，
躁
人
之
辭
多
。
」 

 
  
  
  
  

 

（3）
告
知
。
《
周
禮
‧
夏
官
‧
太
僕
》
：
「
王
不
視
朝
，
則
辭
於
三
公
及
孤
卿
。
」 

 
  
  
  
  

 

（4）
告
別
。
《
戰
國
策
‧
趙
策
》
：
「
遂
辭
平
原
君
而
去
，
終
身
不
復
見
。
」 

 
  
  
  
  

 

（5）
責
備
。《
左
傳
‧
昭
公
九
年
》：「
晉
梁
丙
、
張
趯
（
ㄩ
ㄝ
ˋ
）
率
陰
戎
伐
潁
（
ㄧ
ㄥ
ˇ
），
使 

 
 
 
 
 
 

 

詹
桓
伯
辭
於
晉
。
」 

常
用
詞
：
義
正
言
辭 

絕
妙
好
辭 

不
辭
辛
苦 

義
不
容
辭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66 
 

分 
 f
ē n
  
 

ㄈ
ㄣ 

     
 

指
分
開
。 

 
 

合
「
八
」
、
「
刀
」
會
意
，
表
示
用
刀
將
物
品
分
開
。 

備
註
：
《
說
文
》
：「
別
也
。
从
八
刀
，
刀
以
分
別
物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分
開
。
《
論
語
‧
泰
伯
》
：
「
三
分
天
下
有
其
二
，
以
服
事
殷
，
周
之
德
。
」 

 
  
  
  
  

 

（2）
配
與
、
給
（
ㄐ
ㄧ
ˇ
）
與
。《
左
傳
‧
莊
公
十
年
》「
衣
食
所
安
，
弗
敢
專
也
，
必
以
分
人
。
」 

 
  
  

  
  

 

（3）
辨
別
。
《
論
語
‧
微
子
》
：
「
四
體
不
勤
，
五
穀
不
分
。
」 

 
  
  
  
  

 

（4）
區
別
、
不
一
樣
之
處
。
《
荀
子
‧
不
苟
》
：「
是
君
子
、
小
人
之
分
也
。
」 

 
  
  
  
  

 

（5）
職
責
，
本
分
。
《
禮
記
‧
禮
運
》
：
「
男
有
分
，
女
有
歸
。
」 

常
用
詞
：
分
別 

敦
倫
盡
分 

分
毫
不
差 

爭
分
奪
秒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67 
 

及 
j

 í
 

ㄐ
ㄧ
ˊ 

     
 

逮
住
。 

 
 

合
「
又
」
、
「
人
」
會
意
，
表
示
後
面
的
人
，
手
已
抓
到
前
面
的
人
。 

備
註
：
《
說
文
》
：「
逮
也
，
从
又
人
。
」 

典
籍
所
見
：
（1）
到
達
。
《
左
傳
‧
隱
公
元
年
》
：
「
不
及
黃
泉
，
無
相
見
也
。
」 

 
  
  
  
  

 

（2）
比
得
上
。
《
論
語
‧
公
冶
長
》
：
「
非
爾
所
及
也
。
」 

 
  
  
  
  

 

（3）
古
君
位
傳
襲
制
度
中
兄
弟
相
傳
。
《
禮
記
‧
禮
運
》
：「
大
人
世
及
以
為
禮
。
」 

 
  
  
  
  

 

（4）
與
，
和
。
李
白
《
蜀
道
難
》
：
「
蠶
叢
及
魚
鳧
（
ㄈ
ㄨ
ˊ
），
開
國
何
茫
然
。
」 

常
用
詞
：
推
己
及
人 

力
所
能
及 

望
塵
莫
及 

 
 

甲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68 
 

名 
m
í n
g
 

ㄇ
ㄧ
ㄥ
ˊ 

     
 

指
姓
名
。 

 
 

合
「
夕
」
、
「
口
」
會
意
，
表
示
在
晚
上
人
與
人
相
遇
，
為
了
避
免
被
誤
認
成
敵
人
，
所
以
用
口
自
報
姓

名
。 

備
註
：
《
說
文
》
：「
自
命
也
。
从
口
夕
。
夕
者
冥
也
。
冥
不
相
見
，
故
以
口
自
名
。
」 

典
籍
所
見
：
（1）
事
物
的
稱
號
。
《
管
子
‧
心
術
上
》
：
「
物
固
有
形
，
形
固
有
名
。
」 

 
  
  
  
  

 

（2）
表
示
概
念
的
名
稱
。
《
老
子
‧
第
一
章
》
：
「
名
可
名
，
非
常
名
。
」 

 
  
  
  
  

 

（3）
文
字
。
《
周
禮
‧
外
史
》
：
「
掌
達
書
名
。
」
鄭
玄
注
：「
古
曰
名
，
今
曰
字
。
」 

常
用
詞
：
尊
姓
大
名 

名
副
其
實 

立
身
揚
名 

名
垂
青
史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69 
 

囂 
x
iā

o
 

ㄒ
ㄧ
ㄠ 

     
 

指
眾
口
喧
囂
。 

 
 

合
「

」
（
ㄐ
ㄧ
ˊ
）
、「
頁
」
會
意
，
「
頁
」
是
人
頭
，
人
頭
四
周
有
眾
口
，
所
以
有
囂
鬧
之
意
。 

備
註
：
《
說
文
》
：「
聲
也
。
从

頁
。
頁
，
首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嘈
雜
、
喧
嘩
。
《
左
傳
‧
成
公
十
六
年
》
：
「
陳
不
違
晦
，
在
陳
而
囂
。
」 

        
  

（2）
放
肆
。
柳
宗
元
《
憎
王
孫
文
‧
序
》
：
「
王
孫
之
德
躁
以
囂
，
勃
諍
（
ㄓ
ㄥ
ˋ
）
號
呶
（
ㄋ
ㄠ 

 
 
 
 
 
 

 

ˊ
）
。
」 

常
用
詞
：
喧
囂 

叫
囂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70 
 

計 
 j

 ì  
  

ㄐ
ㄧ
ˋ 

     
 

計
，
指
計
算
。 

 
 

合
「
言
」
、
「
十
」
會
意
，「
十
」
為
數
之
具
，
用
言
語
數
數
，
故
為
計
算
。 

備
註
：
《
說
文
》
：「
會
也
。
筭
（
ㄙ
ㄨ
ㄢ
ˋ
）
也
。
从
言
十
。
」 

典
籍
所
見
：
（1）
核
算
、
籌
算
。
《
出
師
表
》
：
「
漢
室
之
隆
，
可
計
日
而
待
也
。
」 

 
  
  
  
  

 

（2）
設
想
、
推
測
。
《
莊
子
‧
秋
水
》
：
「
計
四
海
之
在
天
地
之
間
也
，
不
似
礨
（
ㄌ
ㄟ
ˇ
）
空
之 

 
  
  
  
  
  
  

在
大
澤
乎
？
」 

 
  
  
  
  

 

（3）
大
概
。
《
史
記
‧
留
侯
世
家
》
太
史
公
曰
：
「
余
以
為
其
人
計
魁
梧
奇
偉
。
」 

常
用
詞
：
統
計 

計
劃 

數
以
萬
計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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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s
hà

n
 

ㄕ
ㄢ
ˋ 

     
 

吉
祥
。 

 
 

合
「
誩
（
ㄐ
ㄧ
ㄥ
ˋ
）
」、「
羊
」
會
意
，「
誩
」
是
競
言
，「
羊
」
是
吉
祥
，
會
羊
、
誩
表
示
互
道
祥
和
的

話
。 

備
註
：
《
說
文
》
：「
吉
也
。
从
誩
羊
。
此
與
義
美
同
意
。
」 

典
籍
所
見
：
（1）
有
德
行
的
人
、
好
人
。《
禮
記
‧
中
庸
》：「
送
往
迎
來
，
嘉
善
而
矜
不
能
，
所
以
柔
遠
人
也
。
」 

 
  
  
  
  

 

（2）
親
善
、
交
好
。
《
左
傳
‧
隱
公
六
年
》
：
「
親
仁
善
鄰
，
國
之
寶
也
。
」 

 
   

 
  
  

（3）
喜
好
、
喜
愛
。
《
左
傳
‧
襄
公
三
十
一
年
》
：
「
其
所
善
者
，
吾
則
行
之
；
其
所
惡
者
，
吾
則 

 
 
 
 
 
 

 

改
之
。
」 

 
   

 
  
  

（4）
愛
惜
。
《
荀
子
‧
彊
（
ㄑ
ㄧ
ㄤ
ˊ
）
國
》
：
「
故
善
日
者
王
（
ㄨ
ㄤ
ˋ
）
，
善
時
者
霸
。
」 

 
  
  
  
  

 

（5）
擅
長
。
《
禮
記
‧
學
記
》
：
「
善
歌
者
使
人
繼
其
聲
，
善
教
者
使
人
繼
其
志
。
」 

常
用
詞
：
能
歌
善
舞 

改
惡
向
善 

止
於
至
善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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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 
y
ì
 

ㄧ
ˋ 

     
 

戍
守
邊
疆
。 

 
 

合
「
殳
」、「
彳
（
ㄔ
ˋ
）
」
會
意
，「
殳
」
為
竹
制
的
兵
器
，「
彳
」
是
步
行
，
執
殳
步
行
，
表
示
戍
邊
。 

備
註
：
《
說
文
》
：「
戍
邊
也
。
从
殳
彳
。
」 

 
  
  
  

段
注
：
「
彳
取
巡
行
之
意
。」 

典
籍
所
見
：
（1）
戍
守
邊
疆
。
《
詩
經
‧
王
風
》
：
「
君
子
於
役
，
如
之
何
勿
思
。
」 

 
  
  
  
  

 

（2）
使
喚
、
差
（
ㄔ
ㄞ
）
遣
。
《
孟
子
‧
離
婁
上
》
：「
天
下
無
道
，
小
役
大
，
弱
役
強
。
」 

 
   

 
  
  

（3）
服
事
。
《
左
傳
‧
成
公
二
年
》
：
「
五
伯
之
霸
也
，
勤
而
撫
之
，
以
役
王
命
。
」 

 
  
  
  
  

 

（4）
士
兵
。《
國
語
‧
吳
語
》：「
寡
人
帥
不
腆
吳
國
之
役
，
遵
汶
之
上
，
不
敢
左
右
，
唯
好
之
故
。
」 

 
   

 
  
  

（5）
指
戰
爭
。
《
左
傳
‧
昭
公
五
年
》
：
「
邲
（
ㄅ
ㄧ
ˋ
）
之
役
，
楚
無
晉
備
，
以
敗
於
鄢
。
」 

常
用
詞
：
勞
役 

衙
役 

服
役 

兵
役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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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 
k
ò u
 

ㄎ
ㄡ
ˋ 

     
 

指
外
敵
入
侵
。 

 
 

合
「
攴
」
、
「
完
」
會
意
，
「
攴
」
為
攻
擊
，
「
完
」
為
軍
隊
集
結
完
畢
。
寇
就
是
軍
隊
集
結
完
畢
時
忽
受

敵
人
攻
擊
。
金
文
和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演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暴
也
。
从
攴
完
。
」 

按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
甲
文
寇
字
，
像
人
手
持
杖
入
室
攻
擊
，
小
點
像
屋
中
物
品
狼
藉
的
樣
子
。（
引
備

一
說
） 

典
籍
所
見
：
（1）
盜
匪
。
杜
甫
《
登
樓
詩
》
：
「
北
極
朝
廷
終
不
改
，
西
山
寇
盜
莫
相
侵
。
」 

 
  
  

 

（2）
侵
犯
、
掠
奪
。
《
書
經
．
費
誓
》
：
「
無
敢
寇
攘
，
踰
（
ㄩ
ˊ
）
垣
牆
。
」 

常
用
詞
：
倭
（
ㄨ
ㄛ)

寇 

窮
寇
莫
追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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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j
ià

o
 

ㄐ
ㄧ
ㄠ
ˋ 

     
 

指
教
育
。 

 
 

合
「

（
ㄒ
ㄧ
ㄠ
ˋ
）
」、「
攴
」
會
意
，
左
邊
像
大
人
畫
一
些
文
字
教
小
孩
子
記
認
，
右
邊
是
人
手
拿
戒

尺
類
的
小
木
棍
，
記
認
不
清
就
小
施
懲
罰
。
小
篆
與
甲
文
、
金
文
略
同
。 

備
註
：
《
說
文
》
：「
上
所
施
，
下
所
效
也
。
从
攴

。
」 

 
  
  
  

段
注
：
「
上
施
故
从
攴
。
下
效
故
从

。
」 

典
籍
所
見
：
（1）
教
育
。《
左
傳
‧
隱
公
三
年
》：「
臣
聞
愛
子
，
教
之
以
義
方
，
弗
納
於
邪
。
」（
按
：
教
育
孩 

 
 
 
 
 
 

 

子
不
可
溺
愛
，
如
果
縱
容
不
管
，
孩
子
便
會
養
成
驕
、
奢
、
淫
、
逸
四
種
惡
習
。
）  

 
  
  
  

  
 

（2）
使
、
讓
。
金
昌
緒
《
春
怨
詩
》
：
「
打
起
黃
鶯
兒
，
莫
教
枝
上
啼
。
」 

 
  
  
  
  

 

（3）
禮
儀
、
規
矩
。《
孟
子
‧
滕
文
公
上
》：「
飽
食
暖
衣
，
逸
居
而
無
教
（
ㄐ
ㄧ
ㄠ
ˋ
），
則
近
於 

 
 
 
 
 
 

 

禽
獸
。
」 

 
  
  
  
  

 

（4）
傳
授
。
《
左
傳
‧
襄
公
三
十
一
年
》
：
「
教
（
ㄐ
ㄧ
ㄠ
）
其
不
知
，
而
恤
其
不
足
。
」 

常
用
詞
：
教
育 

不
吝
賜
教 

三
教
九
流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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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s
uà

n 
 

ㄙ
ㄨ
ㄢ
ˋ 

     
 

指
計
算
的
工
具
。 

 
 

合
「
竹
」
、
「
具
」
會
意
，
是
竹
制
的
計
算
工
具
，
如
後
世
用
的
算
盤
。 

備
註
： 

典
籍
所
見
：
（1）
古
代
用
來
計
數
的
器
具
。
同
「
筭
」
。
《
資
治
通
鑑
‧
唐
德
宗
建
中
四
年
》
：
「
吏
執
筆
握
算
， 

 
 
 
 
 

 
  

入
人
室
廬
計
其
數
。
」 

 
 
  
  
  

 

（2）
壽
命
。
《
三
國
志
‧
吳
書
‧
趙
達
傳
》
：
「
吾
算
訖
盡
某
年
月
日
，
其
終
矣
。
」 

常
用
詞
：
算
數 

神
機
妙
算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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筭 
 s
uà

n 
 

ㄙ
ㄨ
ㄢ
ˋ 

      
 

指
計
算
。 

 
 

合
「
竹
」，「
弄
」
會
意
，
是
指
用
算
盤
計
算
，
需
要
熟
練
，
才
不
至
於
錯
誤
。《
說
文
》：「
常
弄
乃
不
誤

也
。
」 

備
註
： 

典
籍
所
見
：
（1）
謀
略
。
陸
機
《
弔
魏
武
帝
文
》
：
「
長
筭
屈
於
短
日
，
遠
跡
頓
於
促
路
。
」 

 
  
  
  
  

 

（2）
計
數
。
同
「
算
」。
枚
乘
（
ㄕ
ㄥ
ˋ
）《
七
發
》：「
孔
老
覽
觀
，
孟
子
持
籌
而
筭
之
，
萬
不
失 

 
 
 
 
 

 
  

一
。
」 

 
 

小
篆 

 

 ↑ 

楷
書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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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 
d
ià

n
 

ㄉ
ㄧ
ㄢ
ˋ 

     
 

設
酒
食
祭
祀
亡
者
。 

 
 

合
「
酋
」
「
丌
」
會
意
，
「
丌
」
為
放
置
物
品
像
茶
几
一
樣
的
小
桌
，
丌
上
有
酒
，
表
示
祭
奠
。 

備
註
：
《
說
文
》
：「
置
祭
也
。
从
酋
。
酋
，
酒
也
。
下
其
丌
也
。
《
禮
》
有
奠
祭
。
」 

典
籍
所
見
：
（1）
祭
獻
。
《
袁
枚
‧
祭
妹
文
》
：
「
哭
汝
既
不
聞
汝
言
，
奠
汝
又
不
見
汝
食
。
」 

 
  
  
  
  

 

（2）
置
放
、
安
置
。
《
禮
記
‧
內
則
》
：
「
奠
之
而
後
取
之
。
」 

 
  
  
  
  

 

（3）
定
、
建
立
。
《
書
經
‧
禹
貢
》
：
「
禹
敷
土
隨
山
刊
木
，
奠
高
山
大
川
。
」 

 
  
  
  
  

 

（4）
祭
品
。
韓
愈
《
祭
十
二
郎
文
》
：
「
乃
能
銜
哀
致
誠
，
使
建
中
遠
具
時
羞
之
奠
。
」 

常
用
詞
：
奠
定 
 

奠
基 

 

祭
奠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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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x

 ǐ
 

ㄒ
ㄧ
ˇ 

    
  

 
 

指
開
心
，
喜
悅
。  

 
 

合
「
壴
（
ㄓ
ㄨ
ˋ
）
」
、「
口
」
會
意
，
「
壴
（
ㄓ
ㄨ
ˋ
）
」
是
陳
列
著
的
樂
器
，
人
聞
樂
則
笑
。 

備
註
：
《
說
文
》
：「
樂
也
。
从
壴
从
口
。
」 

 
  
  
  

段
注
：
「
壴
象
陳
樂
（
ㄩ
ㄝ
ˋ
）
立
而
上
見
。
从
口
者
，
笑
下
曰
喜
也
。
聞
樂
則
笑
。
故
从
壴
从
口 

 
 
 
 
 
 

 

會
意
。
」 

按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
壴
是
鼓
的
初
文
，
喜
下
的
「
口
」
非
口
字
，
而
是
盛
鼓
的
架
子
。
用
「
口
」
盛 

 

 
 

鼓
，
表
示
音
樂
。
喜
樂
之
義
，
即
由
音
樂
之
義
所
引
申
。
（
引
備
一
說
） 

  
  

典
籍
所
見
：
（1）
喜
愛
、
愛
好
。
《
史
記
‧
田
敬
仲
完
世
家
》
：
「
蓋
孔
子
晚
而
喜
《
易
》
。
」 

 
  
  
  
  

 

（2）
喜
事
。
《
國
語
‧
魯
語
》
：
「
固
慶
其
喜
而
吊
其
憂
。
」 

常
用
詞
：
歡
喜 

喜
好 

喜
上
眉
梢 

雙
喜
臨
門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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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x
ī
 

ㄒ
ㄧ 

     
 

用
斧
頭
劈
木
。
合
「
木
」
、
「
斤
」
會
意
，
斤
為
斧
頭
。 

 
 

備
註
：
《
說
文
》
：「
破
木
也
。
一
曰
折
也
。
从
木
斤
。
」 

典
籍
所
見
：
（1）
剖
開
、
劈
開
。
《
詩
經
‧
齊
風
‧
南
山
》
：
「
析
薪
如
之
何
？
匪
斧
不
克
。
」 

 
  
 
  
  

 

（2）
分
開
、
離
散
。
《
漢
書
‧
藝
文
志
》
：
「
五
經
乖
析
，
儒
學
寖
（
ㄐ
ㄧ
ㄣ
ˋ
）
衰
。
」 

 
  
 
  
  

 

（3）
解
釋
、
辨
釋
。
陶
淵
明
《
移
居
詩
二
首
之
二
》
：
「
奇
文
共
欣
賞
，
疑
義
相
與
析
。
」 

常
用
詞
：
分
析 

賞
析 

剖
析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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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 
y
ó u
 

ㄧ
ㄡ
ˊ 

     
 

指
邊
境
上
的
傳
信
站
。 

 
 

合
「
邑
」
、
「
垂
」
會
意
，
表
示
設
在
邊
陲
上
供
傳
遞
文
書
的
亭
舍
。 

備
註
：
《
說
文
》
：「
竟
上
行
書
舍
。
从
邑
垂
。
垂
，
邊
也
。
」 

 
  
  
  

段
注
：
「
在
境
上
，
故
从
垂
。
」 

典
籍
所
見
：
（1）
郵
局
。
《
孟
子
‧
公
孫
丑
上
》
：
「
德
之
流
行
，
速
於
置
郵
而
傳
命
。
」 

 
  
  
  
  
 

（2）
極
、
甚
。
《
列
子
‧
周
穆
王
》
：
「
迷
之
郵
者
，
焉
能
解
人
之
迷
哉
。
」 

常
用
詞
：
郵
票 

郵
遞 

郵
件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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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 
y
ì
 

ㄧ
ˋ 

     
 

指
城
邑
。 

 
 

合
「
囗
」
「
卪
（
ㄐ
ㄧ
ㄝ
ˊ
）
」
會
意
，
囗
代
表
封
域
，
卪
代
表
權
力
，
表
示
治
理
的
這
一
片
區
域
，
便

是
城
邑
。  

備
註
：
《
說
文
》
：「
國
也
。
从
囗
；
先
王
之
制
，
尊
卑
有
大
小
，
从
卪
。」 

按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甲
文
上
像
封
域
，
下
像
人
形
，
表
示
有
土
、
有
人
斯
成
一
邑
。
（
引
備
一
說
） 

典
籍
所
見
：
（1）
古
代
稱
諸
侯
的
國
家
為
邑
。
《
左
傳
‧
僖
公
四
年
》
：「
君
惠
徼
（
ㄐ
一
ㄠ
ˇ
）
福
於
敝
邑
之 

 
 
 
 
 

 
 

社
稷
。
」 

 
  
  
  
  
 

（2）
國
都
，
京
城
。
《
爾
雅
》
：
「
邑
外
謂
之
郊
。
」 

 
  
  
  
  
 

（3）
居
民
聚
居
的
地
方
。
柳
宗
元
《
柳
河
東
集
》
：
「
邑
犬
群
吠
。
」 

常
用
詞
：
都
邑 

  

 
 

甲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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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 
j
ì n
 

ㄐ
ㄧ
ㄣ
ˋ 

     
 

指
上
進
。 

 
 

合
「
日
」
、
「
臸
（
ㄓ
）
」
會
意
，
「
臸
」
是
「
到
」
的
意
思
。
日
照
到
萬
物
，
得
以
生
長
蕃
（
ㄈ
ㄢ
ˊ
）

息
，
繼
續
上
進
。 

備
註
：
《
說
文
》
：「
進
也
。
日
出
而
萬
物
進
。
从
日
从
臸
。
《
易
》
曰
：『
明
出
地
上
，
晉
。
』
」 

典
籍
所
見
：
（1）
升
。
《
清
史
稿
‧
桂
中
行
傳
》
：
「
以
功
晉
知
府
。
」 

 
  
  
  
  

 

（2）
周
代
諸
侯
國
名
。
《
左
傳
‧
僖
公
三
十
二
年
》
：
「
晉
於
是
始
墨
。
」 

  
  
  

 
  
  
  
  

 

（3）
中
國
朝
代
名
。
《
愛
蓮
說
》
：
「
晉
陶
淵
明
獨
愛
菊
。
」 

常
用
詞
：
晉
級 

晉
升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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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l
uó

 

ㄌ
ㄨ
ㄛ
ˊ 

     
 

指
捕
鳥
的
網
。 

 
 

合
「
网
」
、
「
糸
」
、
「
隹
」
會
意
，
糸
表
示
网
為
絲
制
，
隹
為
网
中
之
鳥
，
說
明
羅
為
捕
鳥
之
网
。 

備
註
：
《
說
文
》
：「
以
絲
罟
（
ㄍ
ㄨ
ˇ
）
鳥
也
。
从
网
从
維
。
古
者
芒
氏
初
作
羅
。
」 

典
籍
所
見
：
（1）
用
來
捕
捉
動
物
的
網
。
《
詩
經
‧
王
風
‧
兔
爰
（
ㄩ
ㄢ
ˊ
）
》
：
「
有
兔
爰
爰
，
雉
離
於
羅
。
」 

 
  
  
  
  
 

（2）
質
地
輕
軟
的
絲
織
品
。《
戰
國
策
‧
齊
策
》：「
下
宮
糅
羅
紈
（
ㄨ
ㄢ
ˊ
），
曳
（
ㄧ
ㄝ
ˋ
）
綺 

 
 
 
 
 
 

 

縠
（
ㄏ
ㄨ
ˊ
）
，
而
士
不
得
以
為
緣
。
」 

 
  
  
  
  
 

（3）
捕
捉
。
《
詩
經
‧
小
雅
‧
鴛
鴦
》
：
「
鴛
鴦
於
飛
，
畢
之
羅
之
。
」 

 
  
  
  
  
 

（4）
囊
括
、
涵
蓋
。
《
莊
子
‧
天
下
》
：
「
萬
物
畢
羅
，
莫
足
以
歸
。
」 

 
  
  
  
  
 

（5）
陳
列
、
分
佈
。
班
固
《
西
都
賦
》
：
「
列
卒
周
匝
，
星
羅
雲
布
。
」 

常
用
詞
：
包
羅
萬
象 

星
羅
棋
布  

門
可
羅
雀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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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iǎ

o
 

ㄅ
ㄧ
ㄠ
ˇ 

     
 

指
上
衣
。 

 
 

合
「
毛
」
、
「
衣
」
會
意
，
古
代
的
皮
衣
，
皮
毛
朝
外
，
所
以
引
申
為
外
表
。 

備
註
：
《
說
文
》
：「
上
衣
也
，
从
毛
衣
。
」 

 
  
  
 

段
注
：「
上
衣
者
，
衣
之
在
外
者
也
，
引
申
為
凡
外
箸
之
稱
。
」 

典
籍
所
見
：
（1）
標
識
。
《
管
子
‧
君
臣
上
》
：
「
民
有
疑
惑
貳
豫
之
心
，
而
上
不
能
匡
，
則
百
姓
之
與
間
，
猶 

 
  
  
  
  
  
  

揭
表
而
令
之
止
也
。
」 

 
 
  
  

  
 

（2）
事
物
外
在
的
一
面
。《
左
傳
‧
僖
公
五
年
》：「
虢
（
ㄍ
ㄨ
ㄛ
ˊ
），
虞
之
表
也
。
虢
亡
，
虞
必 

 
 
 
 
 
 

 

从
之
。
」 

 
 
  
  

  
 

（3）
模
範
、
榜
樣
。
《
文
選
‧
幽
通
賦
》
：
「
保
身
遺
名
，
民
之
表
兮
。
」 

常
用
詞
：
表
裏
如
一 

 

為
人
師
表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85 
 

見 
 j
ià

n 
  

ㄐ
ㄧ
ㄢ
ˋ 

     
 

指
看
見
，
看
到
。 

 
 

合
「
目
」
、
「
儿
（
ㄖ
ㄣ
ˊ
）
」
會
意
，
「
儿
」
是
人
的
古
文
奇
字
，
人
有
目
才
能
看
見
。
甲
文
、
金
文
从

「
人
」
、
「
目
」
，
小
篆
从
「
儿
」、
「
目
」
，
與
甲
文
、
金
文
同
。 

備
註
：
《
說
文
》
：「
視
也
。
从
儿
目
。
」 

典
籍
所
見
：
（1）
拜
會
、
訪
問
。
《
左
傳
‧
莊
公
十
年
》
：
「
公
將
戰
，
曹
劌
（
ㄍ
ㄨ
ㄟ
ˋ
）
請
見
。
」 

 
 
  
  
  

 

（2）
會
晤
、
接
待
。
《
史
記
‧
廉
頗
藺
相
如
傳
》
：
「
秦
王
坐
章
臺
，
見
相
如
。
」 

 
  
 
  
  

 

（3）
遇
到
。
《
左
傳
‧
桓
西
元
年
》
：
「
宋
華
父
督
見
孔
父
之
妻
於
路
。
」 

 
  
  
  
  

 

（4）
看
法
、
見
解
。
《
晉
書
‧
王
渾
傳
》
：
「
私
慕
魯
女
存
國
之
志
，
敢
陳
愚
見
。
」 

 
 
  
  
  

 

（5）
被
。
用
在
動
詞
前
，
表
示
被
動
。《
孟
子
‧
盡
心
下
》：「
門
人
問
曰
：『
夫
子
何
以
知
其
將
見 

 
 
 
 
 
 

 

殺
？
』
」 

常
用
詞
：
看
見 

見
多
識
廣 

見
義
勇
為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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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 
c
hò
u
 

ㄔ
ㄡ
ˋ 

     
 

聞
氣
味
。
合
「
犬
」
、
「
自
」
會
意
，
「
自
」
指
鼻
子
，
犬
用
鼻
聞
嗅
而
知
路
，
後
引
申
假
借
為
氣
味
。 

備
註
：
《
說
文
》
：「
禽
走
，
臭
而
知
其
跡
者
，
犬
也
。
从
犬
自
。 

」 

 
  
  
 

段
注
：「
犬
能
行
路
蹤
跡
前
犬
之
所
至
，
於
其
氣
知
之
也
，
故
其
字
从
犬
自
。
」 

典
籍
所
見
：
（1）
惡
名
，
不
好
的
名
聲
。
《
晉
書
‧
桓
溫
傳
》
：「
不
足
復
遺
臭
萬
載
邪
！
」 

 
  
  
  
  

 

（2）
氣
味
。
《
易
經
‧
繫
辭
上
》
：
「
其
臭
如
蘭
。
」 

常
用
詞
：
臭
氧 

臭
豆
腐 

臭
皮
囊 

乳
臭
未
乾 

遺
臭
萬
年 

  

  
 

甲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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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 
q

 ì
 

ㄑ
ㄧ
ˋ 

     
 

指
契
約
。 

 
 

合
「
大
」
、
「
㓞
（
ㄑ
ㄧ
ˋ
）
」
會
意
，
刻
畫
工
整
叫
「
㓞
」
，
契
約
必
須
工
整
。 

備
註
：
《
說
文
》
：「
契
，
大
約
也
，
从
大
，
从
㓞
。《
易
》
曰
：『
後
世
聖
人
易
之
以
書
契
。
』
」  

典
籍
所
見
：
（1）
合
同
、
合
約
。
《
韓
非
子
‧
主
道
》
：
「
符
契
之
所
合
，
賞
罰
之
所
生
也
。
」 

 
  
  
  
  

 

（2）
志
趣
相
投
的
朋
友
。
陶
淵
明
《
桃
花
源
詩
》：「
願
言
躡
（
ㄋ
ㄧ
ㄝ
ˋ
）
輕
風
，
高
舉
尋
吾
契
。
」 

 
 
  
  
  

 

（3）
投
合
、
切
合
。
《
新
唐
書
‧
李
勣
（
ㄐ
ㄧ
ˋ
）
傳
》
：
「
其
用
兵
多
籌
算
，
料
敵
應
變
，
皆
契 

 
 
 
 
 

 
  

事
機
。
」 

常
用
詞
：
契
文 

默
契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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竦 
s
ǒ n
g
 

ㄙ
ㄨ
ㄥ
ˇ 

     
 

指
恭
敬
。 

 
 

合
「
立
」
、
「
束
」
會
意
，
站
立
時
自
行
申
戒
約
束
，
是
敬
的
表
現
。 

備
註
：
《
說
文
》
：「
敬
也
。
从
立
束
。
束
，
自
申
束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持
、
握
。
《
楚
辭
‧
九
歌
‧
少
司
命
》
：
「
竦
長
劍
兮
擁
幼
艾
，
蓀
獨
宜
兮
為
民
正
。
」 

 
  
  
  
  

 

（2）
驚
懼
。
《
詩
經
‧
商
頌
‧
長
發
》
：
「
不
戁
（
ㄋ
ㄢ
ˇ
）
不
竦
，
百
祿
是
總
。
」 

 
  
  
  
  

 

（3）
振
奮
、
震
動
。《
漢
書
‧
郊
祀
（
ㄙ
ˋ
）
志
下
》：「
厚
爵
祿
，
竦
精
神
，
舉
天
下
以
求
之
矣
。
」 

 
  
  
  
  

 

（4）
直
立
、
矗
立
。
謝
靈
運
《
發
歸
瀨
（
ㄌ
ㄞ
ˋ
）
三
瀑
布
望
兩
溪
詩
》：「
積
石
竦
兩
溪
，
飛
泉 

 
 
 
 
 
 

 

倒
三
山
。
」 

 
  
  
  
  

 

（5）
恭
敬
的
樣
子
。
高
啟
《
南
宮
生
傳
》
：
「
其
人
竦
聽
，
居
樽
下
拜
。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89 
 

德 
d

 é
 

ㄉ
ㄜ
ˊ 

     
 

指
道
德
，
品
德
。 

 
 

甲
文
「

」
是
合
「
十
」「
目
」「
彳
」
會
意
，「
丨
」
甲
文
時
代
表
示
數
目
「
十
」，
甲
文
直
而
長
的
線

條
，
往
往
中
間
加
點
，
以
求
美
觀
，
漸
變
為
短
橫
的
「
十
」，
再
變
為
「
十
」，「
十
目
」
本
義
表
示
多
次
審
視
，

就
是
《
中
庸
》
講
的
「
博
學
」
、
「
審
問
」
，
「
十
目
」
為
甲
文
的
「
直
」
字
，
本
無
下
一
曲
筆
，
甲
文
及
金
文

可
證
。
再
在
底
下
加
「
心
」，
表
示
學
習
之
後
要
多
思
考
，
也
就
是
「
慎
思
」、「
明
辨
」；
最
後
加
「
彳
」，
是

說
要
學
以
致
用
，
就
是
「
篤
行
」。
通
過
博
學
、
審
問
、
慎
思
、
明
辨
、
篤
行
，
來
修
養
自
己
的
德
行
，
便
可

以
「
外
得
於
人
，
內
得
於
己
」
了
。 

備
註
： 

典
籍
所
見
：
（1）
德
行
。
《
論
語
‧
述
而
》
：
「
德
之
不
脩
，
學
之
不
講
。
」 

 
  
  
  
  

 

（2）
品
行
、
作
風
。
《
論
語
‧
顏
淵
》
：
「
君
子
之
德
風
，
小
人
之
德
草
。
」 

 
  
  
  
  

 

（3）
感
激
、
感
恩
。
《
左
傳
‧
成
公
三
年
》
：
「
王
曰
：『
然
則
德
我
乎
？
』
」 

常
用
詞
：
功
德 

德
行 

德
高
望
重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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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h
ǎ o
  
  

ㄏ
ㄠ
ˇ 

     
 

美
好
。 

 
 

合
「
子
」
、
「
女
」
會
意
，
子
是
古
時
對
男
子
的
美
稱
，
有
男
有
女
才
是
美
好
的
家
庭
。
甲
文
、
金
文
與

小
篆
同
。 

備
註
：
《
說
文
》
：「
美
也
。
从
女
子
。
」 

 
  
  
 

徐
鍇
（
ㄎ
ㄞ
ˇ
）
注
：「
子
者
，
男
子
之
美
偁
。
」 

典
籍
所
見
：
（1）
愛
、
喜
愛
。
韓
愈
《
師
說
》：「
李
氏
子
蟠
（
ㄆ
ㄢ
ˊ
），
年
十
七
，
好
（
ㄏ
ㄠ
ˋ
）
古
文
。
」 

 
 
  
  
  

 

（2）
心
中
所
喜
愛
的
事
。
《
史
記
‧
伯
夷
列
傳
》
：
「
如
不
可
求
，
从
吾
所
好
。
」 

常
用
詞
：
恰
好 

樂
善
好
施 

絕
妙
好
辭 

好
學
深
思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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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b
ā n
 

ㄅ
ㄢ 

     
 

指
分
割
玉
。 

 
 

合
「
玨
（
ㄐ
ㄩ
ㄝ
ˊ
）
」
、「
刀
」
會
意
，
「
玨
」
指
二
玉
相
連
，
用
刀
將
相
連
的
兩
塊
玉
分
開
就
是
班
。 

備
註
：
《
說
文
》
：「
分
瑞
玉
。
从
玨
刀
。
」 

典
籍
所
見
：
（1）
分
予
、
贈
給
。《
後
漢
書
‧
馬
援
傳
》：「
乃
散
盡
以
班
昆
弟
、
故
舊
，
身
衣
羊
裘
、
皮
褲
。
」 

 
  
  
  
  

 

（2）
相
等
、
等
同
。
《
孟
子
‧
公
孫
丑
上
》
：
「
伯
夷
、
伊
尹
於
孔
子
，
若
是
班
乎
？
」 

 
  
  
  
  

 

（3）
行
列
、
行
次
。
《
文
選
‧
東
京
賦
》
：
「
然
後
百
辟
乃
入
，
司
儀
辨
等
，
尊
卑
以
班
。
」 

常
用
詞
：
班
師 

班
長 

班
級
（
按
：
班
本
義
指
分
割
玉
，
有
分
的
意
思
，
將
同
學
按
不
同
年
級
分
開
，
就 

 
 
 
 

是
班
級
。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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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 
m
ò
 

ㄇ
ㄛ
ˋ 

     
 

日
暮
。 

 
 

合
「
茻
（
ㄇ
ㄤ
ˇ
）
」
、「
日
」
會
意
，
日
落
草
中
，
表
示
傍
晚
，
為
暮
本
字
。 

備
註
：
《
說
文
》
：「
日
且
冥
也
。
从
日
在
茻
中
。
」 

按
：
莫
本
指
日
暮
，
後
被
借
為
「
莫
要
」
的
意
思
，
久
借
不
還
，
用
字
者
又
加
「
日
」
以
還
本
義
。
實
則
此 

字
最
不
合
理
，
豈
容
天
有
二
日
。 

典
籍
所
見
：
（1）
表
示
禁
止
，
相
當
於
「
勿
」
、
「
毋
」
。
《
三
國
志
‧
魏
書
‧
華
佗
傳
》
：
「
君
有
急
病
見
於
面
， 

 
 
 
 
 

 
  

莫
多
飲
酒
。
」 

 
   

 
  
  

（2）
沒
有
。
《
論
語
‧
憲
問
》
：
「
子
曰
：『
莫
我
知
也
夫
。
』
」 

 
  
  
  
  

 

（3）
「
暮
」
的
本
字
。
指
日
落
、
黃
昏
時
候
。
《
詩
經
‧
齊
風
‧
東
方
未
明
》
：
「
不
能
辰
夜
，
不 

 
 
 
 
 
 

 

夙
則
莫
。
」 

 
  
  
  
  
 

（4）
晚
、
遲
。
通
「
暮
」
。《
論
語
‧
先
進
》
：「
莫
春
者
，
春
服
既
成
。
」 

常
用
詞
：
莫
非 

莫
如 

莫
名
其
妙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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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y
ì
 

ㄧ 

ˋ 

     
 

指
水
滿
溢
出
。 

 
 

合
「
水
」
、
「
皿
」
會
意
，
水
从
皿
上
流
出
來
為
益
，
故
水
在
上
，
皿
在
下
。 

備
註
：
《
說
文
》
：「
饒
也
。
从
水
皿
。
皿
，
益
之
意
也
。
」 

 
  
  

（
按
：
益
後
被
借
用
為
「
益
處
」
，
借
義
行
而
本
義
廢
，
便
又
另
造
加
水
旁
的
「
溢
」
，
代
表
本
義
。
） 

典
籍
所
見
：
（1）
漲
、
漫
出
。
《
呂
氏
春
秋
‧
慎
大
覽
‧
察
今
》
：
「
澭
（
ㄩ
ㄥ
）
水
暴
益
，
荊
人
弗
知
。
」 

 
  
  
  
  

 

（2）
增
加
。
《
左
傳
‧
襄
公
二
十
六
年
》
：
「
子
木
懼
，
言
諸
王
，
益
其
祿
爵
而
復
之
。
」 

 
  
  
  
  

 

（3）
幫
助
、
補
助
。
《
戰
國
策
‧
秦
策
》
：
「
出
私
金
以
益
公
賞
。
」 

 
  
  
  
  

 

（4）
好
處
。
《
書
經
‧
大
禹
謨
（
ㄇ
ㄛ
ˊ
）
》
：「
滿
招
損
，
謙
受
益
。
」 

 
  
  
  

  
 

（5）
富
饒
。
《
史
記
‧
殖
貨
傳
》
：
「
七
十
子
之
徒
，
賜
最
為
饒
益
。
」 

常
用
詞
：
延
年
益
壽 

集
思
廣
益 

受
益
匪
淺 

良
朋
益
友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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盥 
g
uà

n
 

ㄍ
ㄨ
ㄢ
ˋ 

     
 

指
洗
手
。  

 
 

合
「
臼
（
ㄐ
ㄩ
ˊ
）」、「
水
」、「
皿
」
會
意
，
臼
是
兩
手
，
手
指
相
向
，
其
中
有
水
，
其
下
為
盛
水
的
器

皿
，
表
示
在
洗
手
。
甲
文
盥
从
一
隻
手
。 

備
註
：
《
說
文
》
：「
澡
手
也
。
从
臼
水
臨
皿
。
」 

 
 
 

《
春
秋
傳
》
曰
：
「
奉
匜
（
ㄧ
ˊ
）
沃
盥
。
」 

典
籍
所
見
：
（1）
洗
手
。
王
充
《
論
衡
‧
譏
日
》
：
「
且
沐
者
，
去
首
垢
也
；
洗
，
去
足
垢
；
盥
，
去
手
垢
。
」 

 
  
  
  
  

 

（2）
洗
滌
。
白
居
易
《
冷
泉
亭
記
》
：
「
眼
耳
之
塵
，
心
舌
之
垢
，
不
待
盥
滌
。
」 

常
用
詞
：
盥
漱 

盥
洗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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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d
ō n
g
 

ㄉ
ㄨ
ㄥ 

     
 

指
東
方
。 

 
 

合
「
木
」
、
「
日
」
會
意
，
日
升
至
木
中
，
為
東
方
。
小
篆
是
从
甲
文
、
金
文
演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動
也
。
从
木
。
官
溥
說
：
从
日
在
木
中
。
」 

 
  
  
  

段
注
：
「
日
在
木
中
曰
東
。
在
木
上
曰
杲
（
ㄍ
ㄠ
ˇ
）
。
在
木
下
曰
杳
（
一
ㄠ
ˇ
）
。
」 

按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
「
東
」
是
囊
槖
（
ㄊ
ㄨ
ㄛ
ˊ
）
的
假
借
。
（
引
備
一
說
） 

典
籍
所
見
：
（1）
方
位
名
，
指
東
方
，
與
「
西
」
相
對
。《
書
經
‧
禹
貢
》：「
南
至
於
華
陰
，
東
至
於
底
柱
。
」 

 
   

 
  
  

（2）
主
人
。
杜
甫
《
偪
（
ㄅ
ㄧ
）
仄
行
贈
畢
曜
詩
》：「
東
家
蹇
（
ㄐ
ㄧ
ㄢ
ˇ
）
驢
許
借
我
，
泥
滑 

 
 
 
 
 
 

 

不
敢
騎
朝
天
。
」 

常
用
詞
：
紫
氣
東
來 

旭
日
東
昇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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杳 
y
ǎ o
 

ㄧ
ㄠ
ˇ 

     
 

指
昏
暗
。 

 
 

合
「
木
」
、
「
日
」
會
意
，
日
在
木
下
，
表
示
日
已
全
落
。 

備
註
：
《
說
文
》
：「
冥
也
。
从
日
在
木
下
。
」 

 
  
  
  

段
注
：
「
莫
為
日
且
冥
。
杳
則
全
冥
矣
。
由
莫
而
行
地
下
，
而
至
於
榑
（
ㄈ
ㄨ
ˊ
）
桑
之
下
也
。
」 

按
：
日
初
出
地
平
面
是
旦
，
日
漸
升
到
木
中
是
東
，
日
繼
升
到
木
上
是
杲
（
ㄍ
ㄠ
ˇ
）
（
明
亮
）
，
日
落
到
木

下
是
杳
（
昏
暗
）
。 

典
籍
所
見
：
（1）
幽
暗
、
深
遠
。《
楚
辭
‧
九
章
‧
涉
江
》：「
深
林
杳
以
冥
冥
兮
，
猿
狖
（
一
ㄡ
ˋ
）
之
所
居
。
」 

 
  
  
  
  

 

（2）
遼
闊
無
邊
。
王
維
《
臨
高
臺
送
黎
拾
遺
詩
》
：
「
相
送
臨
高
臺
，
川
原
杳
何
極
。
」 

常
用
詞
：
杳
渺 

杳
無
音
信 

杳
無
人
煙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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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 
s
hù

 

ㄕ
ㄨ
ˋ 

     
 

捆
綁
。 

 
 

合
「
囗
」
、
「
木
」
會
意
，
如
樵
夫
捆
柴
，
是
捆
綁
之
意
。 

備
註
：
《
說
文
》
：「
縛
也
。
从
囗
木
。
」 

典
籍
所
見
：
（1）
整
理
、
收
拾
。《
戰
國
策
‧
燕
策
》：「
老
婦
不
知
長
者
之
計
，
乃
命
公
子
束
車
製
衣
為
行
具
。
」 

常
用
詞
：
束
縛 

約
束 

管
束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98 
 

早 
z
ǎ o
 

ㄗ
ㄠ
ˇ 

     
 

指
早
晨
。 

 
 

合
「
日
」、「
甲
」
會
意
，《
說
文
》
言
甲
像
人
頭
，
太
陽
曬
在
人
頭
上
，
表
示
早
晨
。
隸
書
、
楷
書
是
从

小
篆
省
變
而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晨
也
。
从
日
在
甲
上
。
」 

 
  
  
  

段
注
：
「
甲
象
人
頭
。
在
其
上
則
早
之
意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提
前
的
。
《
左
傳
‧
宣
公
二
年
》
：
「
盛
（
ㄕ
ㄥ
ˋ
）
服
將
朝
，
尚
早
，
坐
而
假
寐
。
」 

 
  
  
  
  

 

（2）
何
時
、
何
日
。
辛
棄
疾
《
卜
算
子
》
：
「
山
水
朝
來
笑
問
人
：
『
翁
早
歸
來
也
？
』
」 

常
用
詞
：
清
早 

早
晚 

早
出
晚
歸 

起
早
貪
黑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299 
 

寒 
h
á n
 

ㄏ
ㄢ
ˊ 

     
 

指
寒
冷
。 

 
 

合
「
宀
」、「
人
」、
二
「
艸
」
及
「
仌
（
ㄅ
ㄧ
ㄥ
）
」
會
意
，
人
在
房
屋
中
，
用
艸
上
下
覆
蓋
，
下
有
仌
，

表
示
十
分
寒
冷
。 

備
註
：
《
說
文
》
：「
凍
也
。
从
人
在
宀
下
，
从
茻
。
上
下
為
覆
。
下
有
仌
也
。
」 

 
  
  
  

段
注
：
「
合
一
宀
，
一
人
，
二
艸
，
一
仌
會
意
。
」 

典
籍
所
見
：
（1）
冷
。
《
論
語
‧
子
罕
》：
「
歲
寒
，
然
後
知
松
柏
之
後
凋
也
。
」 

 
  
  
  
  

 

（2）
窮
困
。《
史
記
‧
范
雎
蔡
澤
傳
》：「
范
叔
一
寒
如
此
哉
！
乃
取
其
綈
（
ㄊ
ㄧ
ˊ
）
袍
以
贈
之
。
」 

 
  
  
  
  

 

（3）
卑
賤
。
杜
甫
《
茅
屋
為
秋
風
所
破
歌
》
：
「
安
得
廣
廈
千
萬
間
，
大
庇
天
下
寒
士
俱
歡
顏
。
」 

 
  
  
  
  

 

（4）
秋
冬
寒
冷
的
季
節
。
《
易
經
‧
繫
辭
下
》
：
「
寒
往
則
暑
來
，
暑
往
則
寒
來
。
」 

 
  
  
  
  

 

（5）
戰
慄
、
害
怕
。
《
史
記
‧
荊
軻
傳
》
：
「
夫
以
秦
王
之
暴
而
積
怒
於
燕
，
足
以
寒
心
。
」 

常
用
詞
：
歲
寒
三
友 

天
寒
地
凍 

唇
亡
齒
寒 

寒
窗
十
載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00 
 

竄 
c
uà

n
 

ㄘ
ㄨ
ㄢ
ˋ 

     
 

指
藏
匿
。 

 
 

合
「
穴
」
、
「
鼠
」
會
意
，
老
鼠
躲
在
穴
中
，
有
藏
匿
的
意
思
。 

備
註
：
《
說
文
》
：「
匿
也
。
从
鼠
在
穴
中
。
」 

典
籍
所
見
：
（1）
躲
藏
、
隱
匿
。
《
左
傳
‧
定
公
四
年
》
：
「
天
誘
其
衷
，
致
罰
於
楚
，
而
君
又
竄
之
。
」 

 
  
  
  
  

 

（2）
放
逐
。
《
書
經
‧
舜
典
》
：
「
放
驩
（
ㄏ
ㄨ
ㄢ
）
兜
於
崇
山
，
竄
三
苗
於
三
危
。
」 

常
用
詞
：
竄
逃 

雞
飛
狗
竄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01 
 

屚
（
漏
） 

l
ò u
 

ㄌ
ㄡ
ˋ 

     
 

指
房
屋
漏
雨
。 

 
 

合
「
尸
」
、
「
雨
」
會
意
，
尸
指
房
屋
。 

備
註
：
《
說
文
》
：「
屋
穿
水
下
也
。
从
雨
在
屍
下
。
尸
者
，
屋
也
。
」 

 
  
  
  

段
注
：
「
今
字
作
漏
。
漏
行
而
屚
廢
矣
。
尸
部
屋
下
云
：
尸
象
屋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空
孔
、
隙
縫
。
《
淮
南
子
‧
脩
務
》
：
「
禹
耳
參
漏
，
是
謂
大
通
。
」 

 
  
  
  
  

 

（2）
流
出
。
杜
甫
《
茅
屋
為
秋
風
所
破
歌
》
：
「
床
頭
屋
漏
無
乾
處
，
雨
腳
如
麻
未
斷
絕
。
」 

 
  
  
  
  

 

（3）
洩
露
。
《
左
傳
‧
僖
公
二
年
》
：
「
齊
寺
人
貂
始
漏
師
於
多
魚
。
」 

 
  
  

  
  

 

（4）
遺
忘
、
疏
略
。
《
隋
書
‧
刑
法
志
》
：
「
臧
、
蕭
之
書
，
又
多
漏
略
。
」 

 
  
  
  
  

 

（5）
破
爛
、
簡
陋
。
《
荀
子
‧
儒
效
》
：
「
雖
隱
於
窮
閻
（
一
ㄢ
ˊ
）
漏
屋
，
人
莫
不
貴
之
，
道
誠 

 
 
 
 
 
 

 

存
也
。
」 

常
用
詞
：
漏
斗 

 

洩
漏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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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 
j
iā

n
 

ㄐ
ㄧ
ㄢ 

     
 

指
縫
隙
。 

 
 

合
「
月
」
、
「
門
」
會
意
，
从
門
中
見
月
，
必
是
門
有
縫
隙
。
「
間
」
為
後
起
字
。 

備
註
：
《
說
文
》
：「
隙
也
。
从
門
月
。
」 

 
  
  
  

段
注
：
「
閒
者
，
稍
暇
也
。
故
曰
閒
暇
。
今
人
分
別
其
音
為
戶
閑
切
。
或
以
閑
代
之
。
」 

按
：
閒
是
「
閑
暇
」
的
本
字
，
閑
為
假
借
字
，
「
閑
」
與
「
閒
」
兩
者
疊
韻
，
可
以
通
假
。 

典
籍
所
見
：
（1）
空
隙
。
《
史
記
‧
管
晏
列
傳
》
：
「
其
禦
之
妻
从
門
間
而
闚
（
ㄎ
ㄨ
ㄟ
ˋ
）
其
夫
。
」 

 
  
  
  
  

 

（2）
奸
細
。《
史
記
‧
廉
頗
藺
相
如
列
傳
》：「
秦
間
（
ㄐ
ㄧ
ㄢ
ˋ
）
來
入
，
趙
奢
善
食
而
遣
之
。
」 

 
  
  
  
  

 

（3）
分
隔
、
分
開
。
王
勃
《
送
白
七
序
》：「
天
地
所
以
間
（
ㄐ
ㄧ
ㄢ
ˋ
）
南
北
，
山
川
所
以
別
風 

 
 
 
 
 
 

 

雲
。
」 

 
  
  
  
  

 

（4）
挑
撥
、
分
化
。
《
史
記
‧
項
羽
本
紀
》
：
「
乃
用
陳
平
計
，
間
（
ㄐ
ㄧ
ㄢ
ˋ
）
項
王
。
」 

常
用
詞
：
間
（
ㄐ
ㄧ
ㄢ
ˋ
）
斷 

間
（
ㄐ
ㄧ
ㄢ
ˋ
）
隔 

房
間 
親
密
無
間
（
ㄐ
ㄧ
ㄢ
ˋ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03 
 

 
闖 

c
hu
ǎ n
g
 

ㄔ
ㄨ
ㄤ
ˇ 

    
  
  

 
 

指
突
然
沖
出
。 

 
 

合
「
門
」
、
「
馬
」
會
意
，
表
示
馬
从
門
內
衝
出
，
有
突
兀
（
ㄨ
ˋ
）
驚
人
的
意
思
。 

備
註
：
《
說
文
》
：「
馬
出
門
皃
。
从
馬
在
門
中
。
」 

典
籍
所
見
：
（1）
出
頭
的
樣
子
。
《
公
羊
傳
‧
哀
公
六
年
》
：
「
開
之
則
闖
然
公
子
陽
生
也
。
」 

常
用
詞
：
闖
蕩 

闖
禍 

闖
入 

闖
關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04 
 

輦 
n
iǎ

n
 

ㄋ
ㄧ
ㄢ
ˇ 

    
  
   

 
 

古
時
用
人
拉
的
車
。 

 
 

合
「
車
」
、
「

（
ㄅ
ㄢ
ˋ
）
」
會
意
，
「

」
為
兩
人
並
行
，
扶
在
車
前
，
表
示
拉
車
之
意
。 

備
註
：
《
說
文
》
：「
輓
（
ㄨ
ㄢ
ˇ
）
車
也
。
从
車

，
从

在
車
前
引
之
。
」 

 
  
  
  

段
注
：
「
輦
設
輅
（
ㄌ
ㄨ
ˋ
）
於
車
前
。
用
索
輓
之
。
故
从
車

會
意
。
」  

典
籍
所
見
：
（1）
以
人
力
推
拉
的
車
。
《
史
記
‧
貨
殖
傳
》
：
「
卓
氏
見
虜
略
，
獨
夫
妻
推
輦
，
行
詣
遷
處
。
」 

 
  
  
  
  

 

（2）
古
代
皇
帝
、
或
貴
族
的
車
子
。
杜
甫
《
哀
江
頭
詩
》：「
昭
陽
殿
裡
第
一
人
，
同
輦
隨
君
侍
君  

 
 
 
 
 
 
 

側
。
」 

 
  
  
  
  

 

（3）
搭
乘
、
乘
坐
。《
荀
子
‧
大
略
》：「
天
子
召
（
ㄓ
ㄠ
ˋ
）
諸
侯
，
諸
侯
輦
輿
就
馬
，
禮
也
。
」 

 
  
  
  
  
 

（4）
運
載
。
《
左
傳
‧
莊
公
十
二
年
》
：
「
以
車
輦
其
母
。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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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 
b
ià

n
 

ㄅ
ㄧ
ㄢ
ˋ 

     
 

指
處
理
訴
訟
。 

 
 

合
「
辡
（
ㄅ
ㄧ
ㄢ
ˋ
）」、「
言
」
會
意
，
从
辡
，
辡
有
分
別
義
，
指
罪
人
相
與
訴
訟
；
言
是
說
話
，
合
起

來
指
處
理
訴
訟
紛
爭
。 

備
註
：
《
說
文
》
：「
治
也
。
从
言
在
辡
之
閒
。
」 

典
籍
所
見
：
（1）
爭
論
。
《
孟
子
‧
滕
文
公
下
》
：
「
孟
子
曰
：『
予
豈
好
辯
哉
？
予
不
得
已
也
。
』
」 

 
  
  
  
  

 

（2）
判
別
、
分
別
。
《
易
經
‧
履
卦
》
：
「
履
，
君
子
以
辯
上
下
，
定
民
志
。
」 

 
  
  
  
  

 

（3）
變
化
。
通
「
變
」
。
《
莊
子
‧
逍
遙
遊
》
：
「
若
夫
乘
天
地
之
正
，
而
禦
六
氣
之
辯
。
」 

 
  
  
  
  

 

（4）
巧
言
。
《
戰
國
策
‧
秦
策
》
：
「
迷
於
言
，
惑
於
語
，
沉
於
辯
，
溺
於
辭
。
」 

常
用
詞
：
能
言
善
辯 

辯
才
無
礙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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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 
s
ū n
 

ㄙ
ㄨ
ㄣ 

     
 

合
「
子
」
、
「
系
」
會
意
，
系
指
繼
續
，
子
的
兒
子
，
是
子
的
延
續
，
就
是
孫
子
。 

備
註
：
《
說
文
》
：「
子
之
子
曰
孫
。
从
子
系
。
系
，
續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指
孫
子
。
杜
甫
《
石
壕
吏
詩
》
：
「
室
中
更
無
人
，
惟
有
乳
下
孫
。
」 

 
  
  
  
  

 

（2）
謙
卑
、
恭
順
。
《
禮
記
‧
緇
（
ㄗ
）
衣
》
：
「
民
有
孫
（
ㄒ
ㄩ
ㄣ
ˋ
）
心
。
」 

 
  
  
  
  

 

（3）
遁
逃
、
流
亡
。
《
春
秋
‧
莊
公
元
年
》
：
「
夫
人
孫
（
ㄒ
ㄩ
ㄣ
ˋ
）
於
齊
。
」 

常
用
詞
：
兒
孫
滿
堂 

 

子
孫
後
代  

孝
子
賢
孫  

子
子
孫
孫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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玨 
j
ué

 

ㄐ
ㄩ
ㄝ
ˊ  

  

     
 

表
示
合
在
一
起
的
兩
塊
玉
。 

 
 

合
兩
個
「
玉
」
字
會
意
。 

 
 

金
文
多
加
了
人
形
，
像
在
頸
掛
了
兩
串
玉
。 

備
註
：
《
說
文
》
：「
二
玉
相
合
為
一
玨
。
」 

  
 

甲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08 
 

友 
y
ǒ u
 

ㄧ
ㄡ
ˇ 

     
 

指
朋
友
。 

 
  
 

合
兩
個
「
又
」
會
意
，
又
為
手
，
表
示
朋
友
間
手
拉
手
，
相
親
相
愛
。 

備
註
：
《
說
文
》
：「
同
志
為
友
。
从
二
又
相
交
。
」 

典
籍
所
見
：
（1）
志
同
道
合
的
人
。
《
詩
經
‧
小
雅
‧
常
棣
》
：
「
雖
有
兄
弟
，
不
如
友
生
。
」 

 
  
  
  
  

 

（2）
兄
弟
間
相
親
相
愛
。
《
書
經
‧
康
誥
（
ㄍ
ㄠ
ˋ
）
》
：
「
兄
亦
不
念
鞠
子
哀
，
大
不
友
於
弟
。
」 

 
  
  
  
  

 

（3）
結
交
。《
史
記
‧
衛
康
叔
世
家
》：「
鄭
伯
弟
段
攻
其
兄
，
不
勝
，
亡
，
而
州
吁
求
與
之
友
。
」 

 
  
  
  
  

 

（4）
親
愛
。
《
詩
經
‧
周
南
‧
關
雎
》
：
「
窈
窕
淑
女
，
琴
瑟
友
之
。
」 

常
用
詞
：
朋
友 

兄
友
弟
恭 

良
師
益
友 

以
文
會
友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09 
 

多 
d
uō

 

ㄉ
ㄨ
ㄛ 

     
 

指
眾
多
。 

合
兩
個
「
夕
」
會
意
，
時
間
是
無
窮
至
多
的
，
一
夕
過
去
，
一
夕
又
來
。
故
从
重
夕
。 

備
註
：《
說
文
》：「
緟
（
ㄔ
ㄨ
ㄥ
ˊ
）
也
。
从
緟
夕
。
夕
者
，
相
繹
也
。
故
為
多
。
緟
夕
為
多
。
緟
日
為
曡
。
」 

 
  
  
  
 

段
注
：「
相
繹
者
，
相
引
於
無
窮
也
。
抽
絲
曰
繹
。
」 

按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多
本
義
是
物
多
之
義
。
（
引
備
一
說
） 

典
籍
所
見
：
（1）
豐
富
、
不
少
。
潘
岳
《
楊
荊
州
誄
（
ㄌ
ㄟ
ˇ
）
》
：「
多
才
豐
藝
，
強
記
洽
聞
。
」 

 
  
  
  
  
 

（2）
經
常
。
孔
融
《
薦
禰
（
ㄇ
ㄧ
ˊ
）
衡
表
》
：
「
若
衡
等
輩
，
不
可
多
得
。
」 

 
  
  
  
  
 

（3）
大
部
分
。
表
數
量
大
。
《
孟
子
‧
梁
惠
王
下
》
：「
諸
侯
多
謀
伐
寡
人
者
。
」 

 
  
  
  
  
 

（4）
只
，
只
是
。
《
論
語
‧
子
張
》
：
「
多
見
其
不
知
量
（
ㄌ
ㄧ
ㄤ
ˋ
）
也
。
」 

常
用
詞
：
多
次 

積
少
成
多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10 
 

棗 
z
ǎ o
 

ㄗ
ㄠ
ˇ 

     
 

合
兩
個
「
朿
」
會
意
，
棗
木
有
刺
而
高
，
所
以
从
重
朿
。
備
註
：
《
說
文
》
：「
羊
棗
也
。
从
重
朿
。
」 

按
：
羊
棗
，
是
紫
色
的
小
棗
。 

典
籍
所
見
：
名
。
（1）
棗
樹
所
結
的
果
實
。
《
詩
經
‧
豳
（
ㄅ
ㄧ
ㄣ
）
風
》：
「
八
月
剝
棗
，
十
月
獲
稻
。
」 

常
用
詞
：
棗
紅
色 

囫
圇
吞
棗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11 
 

棘 
j
í
 

ㄐ
ㄧ
ˊ 

     
 

有
刺
的
灌
木
。 

 
 

合
兩
個
「
朿
」
會
意
，
棘
低
於
棗
，
而
刺
尤
多
。 

備
註
：
《
說
文
》
：「
小
棗
叢
生
者
。
从
並
朿
。
」 

典
籍
所
見
：
（1）
武
器
名
。
通
「
戟
」。
《
左
傳
．
隱
公
十
一
年
》：「
潁
考
叔
挾
（
ㄒ
ㄧ
ㄝ
ˊ
）
輈
（
ㄓ
ㄡ
）
以 

 
 
 
 
 

 
  

走
，
子
都
拔
棘
以
逐
之
。
」 

常
用
詞
：
棘
手 

荊
棘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12 
 

林 
 l

 í n
  

ㄌ
ㄧ
ㄣ
ˊ 

     
 

指
樹
林
。 

 
 

合
兩
個
「
木
」
會
意
，
表
示
樹
木
較
多
的
樹
林
。 

備
註
：
《
說
文
》
：「
平
土
有
叢
木
曰
林
。
从
二
木
。
」 

典
籍
所
見
：
（1）
泛
指
同
類
的
人
或
事
物
薈
聚
之
所
。
《
史
記
‧
報
任
少
卿
書
》
：
「
士
有
此
五
者
，
然
後
可
以 

 
 
 
 
 
 

 

託
於
世
而
列
於
君
子
之
林
矣
。
」 

常
用
詞
：
樹
林 

林
立 

林
木 

茂
林
修
竹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13 
 

炎 
y
á n
 

ㄧ
ㄢ
ˊ 

     
 

火
苗
升
騰
。 

 
 

合
兩
個
「
火
」
會
意
，
表
示
較
大
的
火
。 

備
註
：
《
說
文
》
：「
火
光
上
也
。
从
重
火
。
」 

典
籍
所
見
：
（1）
焚
燒
。
《
書
經
‧
胤
（
一
ㄣ
ˋ
）
征
》
：
「
炎
崑
岡
，
玉
石
俱
焚
。
」 

 
  
  
 
 
 
 

（2）
酷
熱
、
極
熱
。
屈
原
《
九
章
‧
悲
回
風
》
：
「
觀
炎
氣
之
相
仍
兮
，
窺
煙
液
之
所
積
。
」 

常
用
詞
：
火
炎 

世
態
炎
涼 

   
 

甲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14 
 

赫 
 h

 è  
 

ㄏ
ㄜ
ˋ 

     
 

指
紅
色
。 

 
  
 

合
兩
個
「
赤
」
會
意
，
紅
而
又
紅
為
赫
。 

備
註
：
《
說
文
》
：「
火
赤
皃
。
从
二
赤
。
」 

 
  
  
  

段
注
：
「
赤
之
盛
，
故
从
二
赤
。
」 

典
籍
所
見
：
（1）
盛
紅
的
樣
子
。
《
詩
經
‧
邶
風
‧
簡
兮
》
：
「
赫
如
渥
赭
（
ㄓ
ㄜ
ˇ
）
，
公
言
錫
爵
。
」 

 
   

 
  
  

（2）
明
亮
。
《
荀
子
‧
天
論
》
：
「
故
日
月
不
高
，
則
光
暉
不
赫
。
」 

 
   

 
  
  

（3）
顯
明
、
盛
大
。
《
詩
經
‧
商
頌
》
：
「
於
赫
湯
孫
，
穆
穆
厥
聲
。
」 

 
  
  
  
  

 

（4）
怒
。
《
詩
經
‧
大
雅
‧
皇
矣
》
：
「
王
赫
斯
怒
，
爰
整
其
旅
。
」  

常
用
詞
：
顯
赫 

赫
赫
有
名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15 
 

从 
c
ó n
g
 

ㄘ
ㄨ
ㄥ
ˊ 

     
 

表
示
跟
隨
。 

 
 

合
兩
個
「
人
」
會
意
，
像
兩
人
前
後
相
从
。（
按
：
今
通
行
簡
體
的
「
从
」
字
，
是
繁
體
「
從
」
的
本
字
）。 

備
註
：
《
說
文
》
：「
相
聽
也
。
从
二
人
。
」 

 
  
  
  

段
注
：
「
按
从
者
今
之
從
字
。
從
行
而
从
廢
矣
。
」 

典
籍
所
見
：
（1）
跟
隨
。
《
論
語
‧
公
冶
長
》
：
「
道
不
行
，
乘
桴
浮
於
海
，
从
我
者
其
由
與
？
」 

 
  
 
  
  

 

（2）
自
、
由
。
《
孟
子
‧
離
婁
下
》
：
「
施
施
从
外
來
。
」 

 
  
  
  
  

 

（3）
舒
緩
悠
閒
的
樣
子
。
《
詩
經
‧
小
雅
‧
都
人
士
‧
序
》
：
「
古
者
長
（
ㄔ
ㄤ
ˊ
）
民
，
衣
服
不 

 
 
 
 
 
 

 

貳
，
从
容
有
常
，
以
齊
其
民
，
則
民
德
歸
壹
。
」 

常
用
詞
：
服
从 

从
此 

三
从
四
德 

言
聽
計
从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16 
 

竝
（
並
） 

b
ì n
g
 

ㄅ
ㄧ
ㄥ
ˋ 

     
 

表
示
兩
個
人
並
立
而
站
。 

 
 

合
兩
個
「
立
」
會
意
，
今
寫
作
「
並
」
。 

備
註
：
《
說
文
》
：「
併
也
。
从
二
立
。
」 

典
籍
所
見
：
（1）
併
合
。
東
方
朔
《
七
諫
》
：
「
冰
炭
不
可
以
相
並
兮
，
吾
固
知
乎
命
之
不
長
。
」 

 
  
  
  

  
 

（2）
並
排
、
並
列
。
《
莊
子
‧
馬
蹄
》
：
「
夫
至
德
之
世
，
同
與
禽
獸
居
，
族
與
萬
物
並
。
」 

 
  
  
  

  
 

（3）
一
起
、
同
時
。
《
中
庸
》
：
「
萬
物
並
育
而
不
相
害
，
道
並
行
而
不
相
悖
。
」 

 
  
  
  

  
 

（4）
皆
、
俱
。
《
戰
國
策
‧
秦
策
》
：
「
文
士
並
飭
（
ㄔ
ˋ
）
，
諸
侯
亂
惑
。
」 

 
  
  
  

  
 

（5）
相
當
於
「
連
」。《
漢
書
‧
代
孝
王
劉
參
傳
》：「
徙
代
王
於
清
河
，
是
為
剛
王
。
並
前
在
代
凡 

 
 
 
 
 
 

 

立
四
十
年
薨
（
ㄏ
ㄨ
ㄥ
）
。
」 

常
用
詞
：
並
且 

兼
並 

合
並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17 
 

戔 
j
iā

n
 

ㄐ
ㄧ
ㄢ 

     
 

指
殘
害
。 

 
 

合
兩
個
「
戈
」
會
意
，
戈
是
兵
器
，
二
戈
相
向
，
相
互
爭
鬥
，
必
有
傷
殘
，
傷
殘
引
申
有
小
義
。 

備
註
：
《
說
文
》
：「
賊
也
。
从
二
戈
。
《
周
書
》
曰
：
『
戔
戔
巧
言
。
』
」 

 
  
  
  

段
注
：
「
此
與
殘
音
義
皆
同
。
故
殘
用
以
會
意
。
今
則
殘
行
而
戔
廢
矣
。
」 

按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
甲
文
戔
字
，
从
二
戈
相
向
，
兵
刃
相
接
，
是
「
戰
」
字
初
文
。
（
引
備
一
說
） 

典
籍
所
見
：
（1）
積
聚
的
樣
子
。
白
居
易
《
秦
中
吟
‧
買
花
》
：
「
灼
灼
百
朵
紅
，
戔
戔
五
束
素
。
」 

 
  
  
  
  

 

（2）
微
細
的
樣
子
。
《
聊
齋
誌
異
‧
小
官
人
》
：
「
戔
戔
微
物
，
想
太
史
亦
當
無
所
用
，
不
如
即
賜 

 
 
 
 
 
 

 

小
人
。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18 
 

北 
b
ě i
 

ㄅ
ㄟ
ˇ 

     
 

指
兩
人
相
背
。 

 
  
 

合
兩
個
「
人
」
相
背
會
意
，
小
篆
與
甲
文
、
金
文
同
。 

備
註
：
《
說
文
》
：「
乖
也
，
从
二
人
相
背
。
」 

 
  
  
  

段
注
：
「
韋
昭
注
國
語
曰
。
北
者
，
古
之
背
字
。
又
引
申
之
為
北
方
。
」 

典
籍
所
見
：
（1）
方
位
名
。
《
岳
陽
樓
記
》
：
「
然
則
北
通
巫
峽
。
」 

 
  
  
  
  

 

（2）
逃
亡
的
軍
隊
。
《
戰
國
策·
燕
（
一
ㄢ
）
策
》
：
「
燕
兵
獨
追
北
，
入
至
臨
淄
。
」 

  

常
用
詞
：
南
轅
北
轍 

走
南
闖
北 

泰
山
北
斗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19 
 

芻 
c
hú

 

ㄔ
ㄨ
ˊ 

     
 

芻
，
指
割
草
。 

 
 

勹
為
包
字
初
文
，
芻
字
从
艸
分
為
二
，
成
為
兩
個
「
屮
（
ㄔ
ㄜ
ˋ
）
」
，
外
各
有
勹
，
表
示
將
草
割
下
包

起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刈
艸
也
。
象
包
束
艸
之
形
。
」 

典
籍
所
見
：
（1）
割
草
。
《
左
傳
‧
昭
公
六
年
》
：
「
禁
芻
牧
採
樵
，
不
入
田
。
」 

 
  
  
  
  

 

（2）
飼
養
。
《
周
禮
‧
地
官
‧
牛
人
》
：
「
以
授
職
人
而
芻
之
。
」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20 
 

卅 
s
à
 

ㄙ
ㄚ
ˋ 

     
 

指
數
目
三
十
。 

 
 

合
三
個
「
十
」
會
意
，
表
示
數
目
三
十
。 

備
註
：
《
說
文
》
：「
三
十
並
也
。
古
文
省
。
」 

典
籍
所
見
：
（1）
數
名
。
馬
王
堆
漢
墓
帛
書
《
戰
國
縱
（
ㄗ
ㄨ
ㄥ
ˋ
）
橫
家
書
》：「
以
卅
萬
之
眾
，
守
七
仞
之 

 
 
 
 
 

 
  

城
。
」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21 
 

晶 
j
ī n
g
 

ㄐ
ㄧ
ㄥ 

     
 

指
極
其
光
明
。 

 
 

合
三
個
「
日
」
會
意
。 

備
註
：
《
說
文
》
：「
精
光
也
。
从
三
日
。
」 

 
  
  
  

段
注
：
「
凡
言
物
之
盛
。
皆
三
其
文
。
日
可
三
者
。
所
謂
絫
日
也
。
」 

按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是
列
星
的
象
形
。
（
引
備
一
說
） 

典
籍
所
見
：
（1）
光
輝
。
李
適
《
題
章
敬
寺
詩
》
：
「
遠
煙
凝
翠
晶
。
」 

 
  
  
  
  

 

（2）
清
朗
、
明
淨
。
《
明
河
篇
》
：
「
八
月
涼
風
天
氣
晶
，
萬
里
無
雲
河
漢
明
。
」 

常
用
詞
：
水
晶 

結
晶 

   
 

甲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22 
 

磊 
l
ě i
 

ㄌ
ㄟ
ˇ 

     
 

眾
石
累
積
。 

 
 

合
三
個
「
石
」
會
意
，
表
示
眾
多
的
石
頭
堆
積
起
來
。 

備
註
：
《
說
文
》
：「
眾
石
也
。
从
三
石
。
」 

 
  
  
  

段
注
：
「
石
三
為
磊
，
猶
人
三
為
眾
。
磊
之
言
絫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眾
多
石
塊
累
積
在
一
起
。
屈
原
《
九
歌
‧
山
鬼
》：「
采
三
秀
兮
於
山
間
，
石
磊
磊
兮
葛
蔓
蔓
。
」 

 
  
  
  
 

（2）
高
大
。
韓
愈
《
記
夢
詩
》：
「
隆
樓
傑
閣
磊
嵬
（
ㄨ
ㄟ
ˊ
）
高
，
天
風
飄
飄
吹
我
過
。
」 

常
用
詞
：
光
明
磊
落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23 
 

聶 
n
iè

 
 

ㄋ
ㄧ
ㄝ
ˋ 

     
 

附
耳
小
語
。 

合
三
個
「
耳
」
會
意
。
人
附
耳
說
話
時
，
自
己
兩
耳
在
旁
，
對
方
一
耳
在
中
間
，
以
形
取
意
。 

備
註
：
《
說
文
》
：「
附
耳
私
小
語
也
。
从
三
耳
。
」 

 
  
  
  

段
注
：「
以
口
就
耳
則
為
咠
（
ㄑ
ㄧ
ˋ
）。
咠
者
己
二
耳
在
旁
，
彼
一
耳
居
閒
（
ㄐ
ㄧ
ㄢ
）
則
為
聶
。
」 

典
籍
所
見
：
（1）
附
在
耳
邊
小
聲
說
話
。
《
莊
子
‧
大
宗
師
》
：「
瞻
（
ㄓ
ㄢ
）
明
聞
之
聶
許
。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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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 
h
ō n
g
 

ㄏ
ㄨ
ㄥ 

     
 

指
聲
音
很
大
。 

 
 

合
三
個
「
車
」
會
意
，
很
多
馬
車
發
出
聲
音
，
表
示
聲
音
很
大
。 

備
註
：
《
說
文
》
：「
羣
車
聲
也
。
从
三
車
。
」 

典
籍
所
見
：
（1）
擊
震
。
元
稹
《
放
言
詩
五
首
之
三
》：「
霆
轟
電
烻
（
一
ㄢ
ˋ
）
數
聲
頻
，
不
奈
狂
夫
不
藉
身
。
」 

常
用
詞
：
轟
動 

轟
轟
烈
烈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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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r
é n
 

ㄖ
ㄣ
ˊ 

     
 

仁
德
。 

 
 

从
字
形
上
說
，
「
仁
」
，
是
二
人
，
指
的
是
你
我
二
人
之
間
相
處
的
道
理
，
擴
而
大
之
，
是
人
與
人
之
間

相
處
的
道
理
，
分
開
來
解
釋
，
就
是
忠
恕
二
字
。《
論
語
‧
裡
仁
》
中
記
載
，
孔
夫
子
有
一
次
與
他
的
門
徒
在

一
起
，
他
特
別
對
曾
參
說
：
「
參
乎
，
吾
道
一
以
貫
之
。
」
曾
參
領
悟
力
高
，
點
頭
說
：
「
是
的
。
」
等
夫
子

離
開
後
，
同
學
們
就
圍
過
來
，「
喂
，
老
曾
，
我
們
不
甚
瞭
解
老
師
說
的
一
以
貫
之
，
請
你
解
釋
是
什
麼
意
思

呢
？
」
曾
參
回
答
：「
夫
子
之
道
，
忠
恕
而
已
矣
。
」
這
是
說
，
老
師
講
的
所
有
道
理
，
並
不
是
支
離
破
碎
，

而
是
用
忠
恕
來
貫
穿
的
。 

 
 

忠
，
朱
熹
注
解
：
盡
己
之
謂
忠
。
我
是
什
麼
身
份
，
在
什
麼
崗
位
上
，
就
要
盡
到
我
的
責
任
，
盡
心
盡

力
，
把
自
己
分
內
的
事
負
責
做
好
，
這
就
做
到
了
「
忠
」。
那
麼
何
謂
「
恕
」
呢
？
恕
其
實
就
是
孔
子
自
己
說

的
「
己
所
不
欲
，
勿
施
於
人
」
（
引
申
為
包
容
、
寬
恕
）
，
《
說
文
》
恕
：
「
仁
也
，
从
心
，
如
聲
。
」
這
裡
又

提
到
了
「
仁
」，
什
麼
是
仁
呢
？
《
說
文
》：「
親
也
，
从
人
二
。
」
這
是
說
人
與
人
相
處
，
从
二
人
開
始
，
比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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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你
我
二
人
，
我
分
內
的
事
，
盡
心
盡
力
做
好
，
不
推
諉
給
你
，
我
做
到
了
「
忠
」。
人
非
聖
賢
，
倘
若
你
偶

有
小
過
失
，
我
能
原
諒
你
，
包
容
你
，
這
樣
我
就
做
到
了
「
恕
」。
反
過
來
，
你
也
能
做
到
忠
恕
，
我
們
二
人

之
間
就
可
以
長
期
永
遠
和
睦
相
處
。
由
兩
個
人
拓
展
到
三
個
人
，
一
個
家
庭
，
一
個
小
團
體
，
一
直
到
整
個

社
會
，
整
個
國
家
，
以
至
整
個
世
界
。
人
人
都
做
到
「
忠
恕
」
兩
個
字
，
也
就
是
所
謂
的
「
仁
」
德
。 

 
 

「
仁
」
是
儒
家
最
根
本
的
中
心
思
想
，
是
人
人
都
容
易
理
解
，
也
是
人
人
都
容
易
做
到
的
。
試
想
，
你

盡
心
盡
力
把
本
分
事
情
做
好
，
別
人
偶
有
小
過
失
，
你
能
包
容
他
，
這
有
困
難
嗎
？
能
這
樣
做
，
你
就
做
到

了
忠
恕
，
做
到
了
仁
德
。
所
以
，
孔
子
說
「
我
欲
仁
，
斯
仁
至
矣
」
啊
，
真
高
興
！
原
來
儒
家
最
重
要
的
中

心
思
想
，
竟
是
這
樣
簡
單
，
竟
是
這
樣
容
易
做
到
。 

 
 

忠
恕
仁
德
既
是
這
樣
簡
單
，
那
為
什
麼
孔
子
不
輕
許
某
人
以
仁
呢
？
《
論
語
‧
公
冶
長
》
中
記
載
「
孟

武
伯
問
：『
子
路
仁
乎
？
』
子
曰
：『
不
知
也
。
』」
又
問
，「
『
求
也
何
如
？
』
子
曰
：『
不
知
其
仁
。
』
」
再
問
，

「
『
赤
也
何
如
？
』
子
曰
：『
不
知
其
仁
也
。
』
」
又
子
張
問
道
，
令
尹
子
文
仁
乎
？
子
曰
：「
忠
矣
，
焉
得
仁
？
」

又
問
陳
文
子
仁
乎
？
子
曰
：「
清
矣
，
焉
得
仁
。
」
似
乎
忠
恕
仁
德
，
又
是
那
樣
的
艱
深
不
可
高
攀
，
令
人
畏

懼
，
與
前
面
說
的
簡
單
容
易
，
又
好
像
是
互
相
矛
盾
。
其
實
不
然
，
關
鍵
在
於
力
行
實
踐
。
今
天
你
認
識
到

忠
恕
仁
德
的
道
理
，
你
認
可
稱
「
是
」，
你
今
天
努
力
實
踐
忠
恕
，
你
是
一
天
的
「
仁
」
者
，
明
天
你
繼
續
實

踐
，
到
第
三
天
，
如
果
間
斷
，
你
只
能
算
是
兩
天
的
仁
者
。
孔
子
為
什
麼
稱
讚
顏
回
說
：「
回
也
，
三
月
不
違

仁
。
」
這
是
嘉
許
顏
回
能
夠
三
個
月
持
續
實
踐
忠
恕
，
這
也
說
明
仁
德
忠
恕
是
需
要
持
續
不
間
斷
的
努
力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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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
。
做
到
什
麼
時
候
才
可
以
停
止
呢
？
曾
子
說
：「
士
不
可
以
不
弘
毅
，
任
重
而
道
遠
，
仁
以
為
己
任
，
不
亦

重
乎
？
死
而
後
已
，
不
亦
遠
乎
？
」
這
說
明
，
一
個
士
努
力
實
踐
忠
恕
仁
德
，
不
可
間
斷
，
直
到
死
而
後
已
。 

 
 

除
了
用
忠
恕
修
養
自
己
，
還
要
將
忠
恕
推
己
及
人
，
希
望
普
天
下
的
人
都
能
明
白
這
個
做
人
做
事
的
道

理
。
倘
若
普
天
下
所
有
的
人
都
做
到
忠
恕
，
這
就
實
現
了
幾
千
年
前
儒
家
提
出
的
最
高
政
治
理
想—

—

大
同

世
界
。 

備
註
：
《
說
文
》
：「
親
也
，
从
人
二
。
」 

 
  
  
  

段
注
：
「
按
，
人
耦
猶
言
爾
我
親
密
之
詞
。
獨
則
無
耦
。
耦
則
相
親
。
故
其
字
从
人
二
。
」 

典
籍
所
見
：
（1）
寬
惠
善
良
的
德
行
。
《
論
語
‧
陽
貨
》
：
「
子
張
問
仁
於
孔
子
。
孔
子
曰
：
『
能
行
五
者
於 

 
 
 
 
 

 
  

天
下
為
仁
矣
。
』
請
問
之
，
曰
：
『
恭
、
寬
、
信
、
敏
、
惠
。
』
」
。 

 
  
  
  
  

 

（2）
親
愛
。
《
中
庸
》
：「
親
親
而
仁
民
，
仁
民
而
愛
物
。
」 

 
 



328 
 

明m
 í n

g 
  
 

ㄇ
ㄧ
ㄥ
ˊ 

     
 

指
明
亮
。 

 
 

甲
文①

、
金
文
及
小
篆
，
合
「
月
」
、
「
囧
（
ㄐ
ㄩ
ㄥ
ˇ
）
」
會
意
，
「
囧
」
指
窗
戶
，
晚
上
月
光
照
進
窗

戶
，
是
光
明
義
；
金
文
「
明
我
壺
」
中
的
明
字
，
月
字
在
上
面
，
照
臨
之
義
尤
為
明
顯
。
甲
文②

、
《
說
文
》

古
文
及
楷
書
，
是
合
「
日
」、「
月
」
會
意
，
日
月
麗
天
，
明
之
至
也
。
古
人
造
字
，
取
象
不
同
，
有
取
「
囧
」，

有
取
「
日
」
，
故
「
朙
」
、「
明
」
實
為
一
字
。 

備
註
：
《
說
文
》
：「
照
也
。
从
月
囧
。
明
，
古
文
从
日
。
」 

 
  
  
  

段
注
：
「
从
月
者
，
月
以
日
之
光
為
光
也
。
从
囧
，
取
窗
牖
麗
廔
（
ㄌ
ㄡ
ˊ
）
闓
（
ㄎ
ㄞ
ˇ
）
明
之 

 
 
 
 

意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明
白
。
《
大
學
》
：「
大
學
之
道
，
在
明
明
德
。
」 

 
  
  
  
  

 

（2）
發
亮
。
《
詩
經
‧
雞
鳴
》
：
「
東
方
明
矣
，
朝
既
昌
矣
。
」 

 
  
  
  
  

 

（3）
使
通
曉
。
《
左
傳
‧
僖
公
二
十
二
年
》
：
「
明
恥
教
戰
，
求
殺
敵
也
。
」 

常
用
詞
：
光
明
磊
落 

耳
聰
目
明 

淡
泊
明
志 

正
大
光
明 

甲
文 

 

① 

 

②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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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 
f
ù
 

ㄈ
ㄨ
ˋ 

     
 

指
已
婚
嫁
的
女
子
，
後
泛
指
女
性
。 

 
 

合
「
女
」、「
帚
」
會
意
，
女
指
女
子
，「
帚
」
指
掃
把
，
古
代
男
主
外
，
女
主
內
，
女
子
已
嫁
，
持
帚
灑

掃
服
侍
丈
夫
者
為
婦
。
甲
文
、
金
文
、
小
篆
，
字
形
略
同
。 

備
註
：
《
說
文
》
：「
服
也
。
从
女
持
帚
，
灑
掃
也
。
」 

 
  
  
  

段
注
：
「
婦
主
服
事
人
者
也
。
大
戴
禮
本
命
曰
。
女
子
者
，
言
如
男
子
之
教
（
ㄐ
ㄧ
ㄠ
ˋ
）
而
長
其 

 
 
 
 

義
理
者
也
。
故
謂
之
婦
人
。
婦
人
，
伏
於
人
也
。
」 

按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
婦
為
形
聲
字
，
「
从
女
，
帚
聲
」
（
引
備
一
說
） 

典
籍
所
見
：
（1）
已
嫁
女
子
。
王
昌
齡
《
閨
怨
詩
》
：
「
閨
中
少
婦
不
知
愁
，
春
日
凝
妝
上
翠
樓
。
」 

 
  
  
  
  

 

（2）
兒
媳
、
子
之
妻
。
《
禮
記
‧
雜
記
下
》
：
「
婦
見
舅
姑
，
兄
弟
姑
姊
妹
皆
立
於
堂
下
。
」 

常
用
詞
：
婦
道 

婦
孺
皆
知 

夫
唱
婦
隨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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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例
會
意 

省
體
： 

 

晝 
 z
hò

u 
  

ㄓ
ㄡ
ˋ 

     
 

白
天
。 

合
「
日
」
與
「
畫
省
」
（
「
畫
」
字
略
省
部
分
筆
畫
）
會
意
。
畫
有
分
界
意
，
白
晝
與
夜
分
界
。 

備
註
：
《
說
文
》
：「
日
之
出
入
，
與
夜
為
界
。
从
畫
省
，
从
日
。
」 

典
籍
所
見
：
（1）
白
晝
。
吳
均
《
與
宋
元
思
書
》
：
「
橫
柯
上
蔽
，
在
晝
猶
昏
。
」 

  
  
  
  
  

常
用
詞
：
白
晝 
 

不
舍
晝
夜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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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 
  

dà
i 
 

ㄉ
ㄞ
ˋ 

     
 

指
逮
捕
。 

 
 

合
「
又
」
和
「
尾
省
」
（
「
尾
」
字
省
去
部
分
筆
畫
）
會
意
，
後
邊
的
人
，
手
已
觸
前
面
動
物
的
尾
巴
，

表
示
已
抓
到
前
面
的
動
物
。
今
字
作
「
逮
」
。 

備
註
：
《
說
文
》
：「
及
也
。
从
又
，
尾
省
。
又
持
尾
者
从
後
及
之
也
。
」  

 
  
  
  

段
注
：
「
此
與
辵
部
逮
音
義
皆
同
。
逮
專
行
而
隶
廢
矣
。
」 

典
籍
所
見
：
（1）
趕
上
、
達
到
。
《
論
語
‧
里
仁
》
：
「
古
者
言
之
不
出
，
恥
躬
之
不
逮
也
。
」 

 
  
  
  
  

 

（2）
追
捕
、
捉
拿
。
《
漢
書
‧
趙
廣
漢
傳
》
：
「
禹
坐
要
（
一
ㄠ
）
斬
，
請
逮
捕
廣
漢
。
」 

 
  
  
  
  

 

（3）
及
、
到
。
表
時
間
。《
左
傳
‧
成
公
十
三
年
》：「
昔
逮
我
獻
公
及
穆
公
相
（
ㄒ
ㄧ
ㄤ
）
好
。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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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 
j
ǐ n
 

ㄐ
ㄧ
ㄣ
ˇ 

     
 

指
用
絲
纏
緊
。 

 
 

合
「
臤
（
ㄑ
ㄧ
ㄢ
）
」
和
「
絲
省
」（
「
絲
」
字
省
去
部
分
筆
畫
）
會
意
，
臤
是
堅
實
，
絲
編
得
堅
實
叫
緊
。 

備
註
：
《
說
文
》
：「
纏
絲
急
也
。
从
臤
，
絲
省
。
」 

典
籍
所
見
：
（1）
指
將
絲
纏
緊
。
《
傅
毅
‧
舞
賦
》
：
「
弛
緊
急
之
弦
張
兮
。
」 

 
  
  
  
  
 

（2）
急
促
，
迫
切
。
《
楚
辭
‧
疾
世
》
：
「
心
緊
絭
（
ㄐ
ㄩ
ㄢ
ˋ
）
兮
傷
懷
。
」 

常
用
詞
：
緊
急 

 

緊
張 
 

緊
鑼
密
鼓 

 

無
關
緊
要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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梟 
x
iā

o
 

ㄒ
ㄧ
ㄠ 

     
 

指
一
種
不
孝
鳥
。 

合
「
木
」
與
「
鳥
省
」
（
「
鳥
」
字
省
去
部
分
筆
劃
）
會
意
，
本
義
指
古
時
夏
至
、
冬
至
之
日
，
捕
捉
這

種
食
母
惡
鳥
，
將
其
頭
懸
在
樹
上
，
分
割
其
體
，
以
警
示
不
孝
者
。 

備
註
：
《
說
文
》
：「
不
孝
鳥
也
。
日
至
，
捕
梟
磔
（
ㄓ
ㄜ
ˊ
）
之
。
从
鳥
頭
在
木
上
。
」 

典
籍
所
見
：
（1）
魁
首
。
《
淮
南
子
‧
原
道
》
：
「
為
天
下
梟
。
」 

 
  
  
  
  

 

（2）
斬
首
懸
頭
於
木
上
。
《
史
記
‧
高
祖
本
紀
》
：
「
梟
故
塞
王
欣
頭
櫟
（
ㄌ
ㄧ
ˋ
）
陽 

 
 
 
 
 
 

 

市
。
」 

 
  
 
  
  

 

（3）
斬
除
、
消
滅
。《
三
國
志
‧
蜀
書
‧
先
主
備
傳
》：「
寇
賊
不
梟
，
國
難
（
ㄋ
ㄢ
ˋ
）
未
已
。
」 

常
用
詞
：
梟
雄 

梟
首
示
眾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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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 
x
ià

o
 

ㄒ
ㄧ
ㄠ
ˋ 

     
 
 

孝
，
指
孝
順
。 

 
 

合
「
子
」
、
「
老
省
」
（
「
老
」
字
省
去
部
分
筆
畫
）
會
意
，
子
承
老
，
表
示
要
善
養
父
母
親
長
。 

備
註
：
《
說
文
》
：「
善
事
父
母
者
。
从
老
省
，
从
子
。
子
承
老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盡
心
奉
養
父
母
。
《
論
語
‧
學
而
》
：
「
弟
子
入
則
孝
，
出
則
弟
。
」 

 
  
  
  
  
 

（2）
善
事
父
母
的
道
理
、
方
法
。
《
孝
經
‧
開
宗
明
義
章
》
：「
夫
孝
，
德
之
本
也
。
」 

常
用
詞
：
孝
心 

忠
孝
兩
全 

孝
子
賢
孫 
父
慈
子
孝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35 
 

兼
聲
： 

春
（
萅
） 

c
hū
n
 

ㄔ
ㄨ
ㄣ 

     
 

指
春
天
。 

 
 

合
「
日
」、「
艸
」、「
屯
」
三
字
會
意
，「
屯
」
指
草
木
初
生
，
春
天
陽
光
普
照
，
草
木
得
時
而
生
長
，
甲

文
从
「
木
」
與
小
篆
从
「
艸
」
同
義
。 

備
註
：
《
說
文
》
：「
推
也
。
从
日
、
艸
、
屯
，
屯
亦
聲
。
」 

 
  
  
  

段
注
：
「
日
艸
屯
者
，
得
時
艸
生
也
。
屯
字
象
艸
木
之
初
生
。
」 

典
籍
所
見
：
（1）
年
、
歲
。
曹
植
《
雜
詩
六
首
之
三
》
：
「
自
期
三
年
歸
，
今
已
歷
九
春
。
」 

 
  
  
  
  

 

（2）
春
色
、
喜
色
。
陸
凱
《
贈
范
曄
詩
》
：
「
江
南
無
所
有
，
聊
贈
一
枝
春
。
」  

 
  
  
  
  

 

（3）
東
方
。
顏
延
之
《
車
駕
幸
京
口
三
月
三
日
侍
遊
曲
阿
後
湖
作
詩
》：「
春
方
動
辰
駕
，
望
幸
傾 

 
 
 
 
 
 

 

五
州
。
」 

常
用
詞
：
春
暖
花
開 

春
意
盎
然  

四
季
如
春 

甲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36 
 

吏 
l
ì
 

ㄌ
ㄧ
ˋ 

     
 

官
吏
。 

 
 

合
「
史
」、「
一
」
會
意
，
官
吏
治
事
必
須
專
心
，
故
从
「
一
」；
又
必
須
明
法
令
通
歷
史
，
所
以
从
「
史
」
。 

備
註
：
《
說
文
》
：「
治
人
者
也
。
从
一
从
史
，
史
亦
聲
。
」 

典
籍
所
見
：
（1）
在
政
府
機
關
中
處
理
公
務
的
人
員
。
《
史
記
‧
滑
稽
傳
》：
「
即
使
吏
卒
共
抱
大
巫
嫗
投
之
河 

 
 
 
 
 
 

 

中
。
」 

常
用
詞
：
官
吏 

 

吏
治 
 

廉
吏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37 
 

葬 
z
à n
g
 

ㄗ
ㄤ
ˋ 

     
 

指
埋
葬
。 

合
「
茻
」
、
「
死
」
會
意
，
「
茻
」
指
眾
艸
；
子
孫
不
忍
親
長
死
後
曝
屍
於
野
，
所
以
埋
藏
在
茻
中
。
小
篆

與
甲
文
同
。 

備
註
：
《
說
文
》
：
「
臧
也
。
从
死
在
茻
中
；
一
，
其
中
所
以
薦
之
。
《
易
》
曰
：
『
古
者
葬
，
厚
衣
之
以 

 
 
 
 

薪
。
』
茻
亦
聲
。
」 

典
籍
所
見
：
（1）
埋
葬
。
陶
淵
明
《
自
祭
文
》
：
「
葬
之
中
野
，
以
安
其
魂
。
」 

常
用
詞
：
下
葬 

 

葬
禮 

 

埋
葬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38 
 

喪 
s
à n
g
 

ㄙ
ㄤ
ˋ  

     
 

指
喪
亡
。 

 
 

合
「
哭
」
、
「
亡
」
會
意
，
親
人
過
世
悲
傷
哭
泣
。 

備
註
：
《
說
文
》
：「
亾
（
ㄨ
ㄤ
ˊ
）
也
。
从
哭
亾
。
亾
亦
聲
。
」  

按
：
古
文
字
學
者
有
以
為
，
小
篆
「
喪
」
是
从
甲
文
「
桑
」
字
譌
變
而
來
。
（
引
備
一
說
） 

典
籍
所
見
：
（1）
有
關
死
者
的
事
宜
。
《
史
記
‧
高
祖
本
紀
》
：
「
漢
王
聞
之
，
袒
而
大
哭
。
遂
為
義
帝
發
喪
， 

 
  
  
  
  
  
  

臨
三
日
。
」 

 
  
 
  
  

 

（2）
屍
體
。
《
春
秋
‧
僖
西
元
年
》
：
「
夫
人
氏
之
喪
至
自
齊
。
」 

 
  
  
  
  
 

（3）
逃
亡
。
《
詩
經
‧
唐
風
‧
葛
生
序
》
：
「
好
攻
戰
，
則
國
人
多
喪
矣
。
」 

 
  
 
  
  

 

（4）
失
去
、
丟
掉
。
韓
愈
《
上
李
尚
書
》
：
「
魂
亡
魄
喪
，
影
滅
跡
絕
。
」 

常
用
詞
：
沮
喪 

玩
物
喪
志 

聞
風
喪
膽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39 
 

返 
f
ǎ n
 

ㄈ
ㄢ
ˇ 

     
 

返
，
返
回
。 

 
 

合
「
辵
」
、
「
反
」
會
意
，
指
按
原
路
返
回
。 

備
註
：
《
說
文
》
：「
還
也
。
从
辵
反
，
反
亦
聲
。
」 

典
籍
所
見
：
（1）
更
換
。
《
呂
氏
春
秋
‧
孝
行
覽
‧
長
攻
》
：
「
孔
子
烈
然
，
返
瑟
而
弦
。
」 

 
  
  
  
  

 

（2）
返
回
。
陶
淵
明
《
歸
園
田
居
》
：
「
久
在
樊
籠
裏
，
復
得
返
自
然
。
」 

常
用
詞
：
迷
途
知
返 

流
連
忘
返 

返
璞
歸
真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40 
 

鉤 
g
ō u
 

ㄍ
ㄡ 

     
 

指
彎
的
鉤
子
。 

 
 

合
「
金
」
、
「
句
（
勾
）
」
會
意
，
金
指
金
屬
，
「
句
」
指
彎
曲
。 

備
註
：
《
說
文
》
：「
曲
也
。
从
金
句
，
句
亦
聲
。
」 

 
  
  
  

段
注
：
「
曲
物
曰
鉤
，
因
之
以
鉤
取
物
亦
曰
鉤
。
」 

典
籍
所
見
：
（1）
古
代
一
種
似
劍
而
彎
曲
的
兵
器
。
《
漢
書
‧
韓
延
壽
傳
》：
「
延
壽
又
取
官
銅
物
，
侯
月
蝕   

  
  
  
   

 
 
 
 
 
 

 

鑄
作
刀
劍
鉤
鐔
（
ㄒ
ㄧ
ㄣ
ˊ
）
。
」 

 
 

  
 
  

 

（2）
扣
留
。
《
後
漢
書
‧
吳
良
傳
》
：
「
車
府
令
徐
匡
鉤
就
車
，
收
禦
者
送
獄
。
」 

 
 
  
  
  

 

（3）
彎
曲
的
。《
戰
國
策
‧
西
周
策
》：「
少
焉
氣
力
倦
，
弓
撥
矢
鉤
，
一
發
不
中
，
前
功
盡
矣
。
」 

常
用
詞
：
釣
魚
鉤 

 

掛
鉤 

 

拉
鉤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41 
 

警 
j
ǐ n
g
 

ㄐ
ㄧ
ㄥ
ˇ 

     
 

告
誡
。 

 
 

合
「
敬
」
、
「
言
」
會
意
，
「
敬
」
指
做
事
謹
慎
，
「
警
」
表
示
用
言
語
告
誡
應
當
謹
慎
的
事
。 

備
註
：
《
說
文
》
：
「
戒
也
。
从
言
敬
，
敬
亦
聲
。
」 

典
籍
所
見
：
（1）
告
誡
。
《
韓
非
子
‧
外
儲
說
左
上
》
：
「
李
悝
（
ㄌ
一
ˇ
）
警
其
兩
和
。
」 

 
    

 
  
 

（2）
戒
備
。
《
左
傳
‧
莊
公
三
十
一
年
》
：
「
凡
諸
侯
有
四
夷
之
功
，
則
獻
於
王
，
王
以
警
於
夷
。
」 

 
 
 
 
 
 

（3）
敏
捷
。
《
新
唐
書
‧
房
玄
齡
傳
》
：
「
玄
齡
幼
警
敏
，
貫
綜
墳
籍
，
善
屬
文
，
書
兼
草
隸
。
」 

常
用
詞
：
警
示 

警
戒 

報
警 

員
警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42 
 

誼 
 y
ì  
 

ㄧ
ˋ 

     
 

合
宜
的
事
。 

 
 

合
「
言
」
、
「
宜
」
會
意
，
宜
，
《
說
文
》
：
「
所
安
也
。
」
表
示
說
話
適
宜
。 

備
註
：
《
說
文
》
：
「
人
所
宜
也
。
从
言
从
宜
，
宜
亦
聲
。
」 

段
注
：
「
周
時
作
誼
。
漢
時
作
義
。
皆
今
之
仁
義
字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應
有
的
道
理
或
原
則
。
通
「
義
」
。
《
漢
書
‧
魏
豹
傳
》
：
「
其
誼
必
立
魏
王
後
乃
可
。
」 

 
 
 
 
 

（2）
交
情
。
江
淹
《
傷
友
人
賦
》
：
「
餘
結
誼
兮
梁
門
，
復
从
官
兮
朱
藩
（
ㄈ
ㄢ
）
。
」 

常
用
詞
：
友
誼 

情
誼 

地
主
之
誼 

深
情
厚
誼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43 
 

整 
z
hě

ng
 

ㄓ
ㄥ
ˇ 

     
 

整
齊
。 

 
 

合
「
攴
」
、
「
束
」
、
「
正
」
會
意
。
「
攴
」
是
敲
打
，
有
督
促
義
；
「
束
」
是
約
束
，
使
之
歸
於
正
，

合
起
來
表
示
規
整
。 

備
註
：
《
說
文
》
：
「
齊
也
。
从
攴
，
从
束
正
，
正
亦
聲
。
」 

典
籍
所
見
：
（1）
集
合
。
《
詩
經
‧
大
雅
‧
常
武
》
：
「
整
我
六
師
，
以
脩
我
戎
。
」 

常
用
詞
：
整
點 

整
個 
 

整
齊
劃
一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44 
 

政 
z
hè

ng
 

ㄓ
ㄥ
ˋ 

     
 

公
正
的
為
政
。 

 
 

合
「
攴
」
、
「
正
」
會
意
，
攴
義
為
小
擊
，
含
督
責
的
意
思
。
督
責
使
正
，
是
為
政
之
道
。 

備
註
：
《
說
文
》
：「
正
也
。
从
攴
正
，
正
亦
聲
。
」 

典
籍
所
見
：
（1）
政
策
、
法
令
。
《
周
禮
‧
天
官
‧
小
宰
》
：
「
小
宰
之
職
，
掌
建
邦
之
宮
刑
，
以
治
王
宮
之
政 

 
 
 
 
 
 

 

令
。
」 

 
 
  
  
  

 

（2）
法
則
、
規
則
。
《
荀
子
‧
天
論
》
：
「
順
其
類
者
謂
之
福
，
逆
其
類
者
謂
之
禍
，
夫
是
之
謂
天 

 
  
  
  
  
  
  

政
。
」 

 
  
 
  
  

 

（3）
治
理
。
《
後
漢
書
‧
桓
譚
傳
》
：
「
蓋
善
政
者
，
視
俗
而
施
教
，
察
失
而
立
防
。
」 

常
用
詞
：
政
令 

政
法 

政
通
人
和 

垂
簾
聽
政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45 
 

劃 
h
uà

 

ㄏ
ㄨ
ㄚ
ˋ 

     
 

用
刀
刻
畫
。 

 
 

合
「
刀
」
、
「
畫
」
會
意
，
表
示
用
刀
刻
畫
。 

備
註
：
《
說
文
》
：
「
錐
刀
曰
劃
。
从
刀
畫
，
畫
亦
聲
。
」 

常
用
詞
：
籌
畫 

比
劃 

規
劃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46 
 

吁 
 x
ū  
  

ㄒ
ㄩ 

     
 

驚
怪
。 

 
 

合
「
口
」
、
「
于
」
會
意
，
于
象
氣
之
舒
。
于
，
有
大
義
，
口
張
大
是
驚
語
的
表
情
。 

備
註
：
《
說
文
》
：「
驚
也
。
从
口
于
，
于
亦
聲
。
」 

典
籍
所
見
：
（1）
表
示
驚
嘆
、
疑
怪
。
張
衡
《
東
京
賦
》
：
「
吁
！
漢
帝
之
德
，
侯
其
褘
（
一
）
而
。
」 

  
   

   

 
  
  
  
  

 

（2）
嘆
息
。
李
白
《
古
風
詩
五
十
九
首
之
五
十
六
》
：
「
獻
君
君
按
劍
，
懷
寶
空
長
吁
。
」 

常
用
詞
：
呼
吁
（
ㄩ
ˋ
） 

氣
喘
吁
吁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47 
 

愷 
k
ǎ i
 

ㄎ
ㄞ
ˇ 

     
 

快
樂
。 

 
 

合
「
豈
（
ㄑ
ㄧ
ˇ
）
」
、「
心
」
會
意
，
愷
（
ㄎ
ㄞ
ˇ
）
本
義
指
戰
勝
的
凱
歌
，
使
人
聞
之
則
心
喜
。 

備
註
：
《
說
文
》
：「
樂
也
。
从
心
豈
，
豈
亦
聲
。
」 

典
籍
所
見
：
（1）
和
樂
、
和
善
。
《
莊
子
‧
天
道
》
：
「
中
心
物
愷
，
兼
愛
無
私
。
」 

常
用
詞
：
愷
悌
君
子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48 
 

阱 
 j
ǐ n
g 
  

ㄐ
ㄧ
ㄥ
ˇ 

     
 

指
陷
阱
。 

 
 

合
「
阜
」
、
「
井
」
會
意
，
阜
為
高
丘
，
在
山
坡
上
掘
井
捕
獸
。
甲
文
正
像
陷
獸
於
阱
中
之
形
。 

備
註
：《
說
文
》：「
陷
也
。
从
阜
井
，
井
亦
聲
。
穽
（
ㄐ
ㄧ
ㄥ
ˇ
）
，
阱
或
从
穴
。
汬
（
ㄐ
ㄧ
ㄥ
ˇ
）
，
古
文
阱 

 
 
 

从
水
。
」 

典
籍
所
見
：
（1）
陷
阱
。
《
中
庸
》
：「
驅
而
納
諸
罟
（
ㄍ
ㄨ
ˇ
）
擭
（
ㄏ
ㄨ
ㄛ
ˋ
）
陷
阱
之
中
。
」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49 
 

貧 
p
í n
 

ㄆ
ㄧ
ㄣ
ˊ 

     
 

指
貧
窮
。 

 
 

合
「
分
」
、
「
貝
」
會
意
，「
分
」
指
分
開
，
「
貝
」
是
古
時
的
貨
幣
，
將
貨
幣
分
散
，
便
貧
窮
了
。 

備
註
：
《
說
文
》
：「
財
分
少
也
。
从
貝
分
，
分
亦
聲
。
」 

 
  
  
  

段
注
：
「
謂
財
分
而
少
也
。
合
則
見
多
。
分
則
見
少
。
」 

典
籍
所
見
：
（1）
使
窮
困
、
不
足
。
《
荀
子
‧
天
論
》
：
「
彊
（
ㄑ
ㄧ
ㄤ
ˊ
）
本
而
節
用
，
則
天
不
能
貧
。
」 

 
  
  
  
  
 

（2）
窮
困
的
生
活
環
境
。
《
論
語
‧
衛
靈
公
》
：
「
君
子
憂
道
不
憂
貧
。
」 

常
用
詞
：
貧
賤
之
交 

安
貧
樂
道 

貧
賤
不
能
移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350 
 

瘧 
n
üè
 

ㄋ
ㄩ
ㄝ
ˋ 

     
 

病
名
，
即
瘧
疾
。 

 
 

合
「
疒
」
、
「
虐
」
會
意
，
「
疒
」
指
疾
病
，
「
虐
」
指
酷
虐
；
普
通
疾
病
或
發
冷
或
發
熱
，
只
有
瘧
疾
先

發
冷
後
發
熱
，
熱
後
又
發
冷
，
反
反
覆
覆
，
對
人
體
來
說
是
種
酷
虐
。 

備
註
：
《
說
文
》
：「
熱
寒
休
作
病
。
从
疒
虐
，
虐
亦
聲
。
」 

 
  
  
  

段
注
：
「
此
疾
先
寒
後
熱
。
兩
疾
似
酷
虐
者
。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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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 
g
uà

n
 

ㄍ
ㄨ
ㄢ
ˋ 

     
 

帽
子
。 

 
 

合
「
冖
」、「
元
」、「
寸
」
會
意
。「
冖
」
表
示
覆
戴
；
元
，
首
也
；
寸
示
有
法
度
。
指
依
據
身
份
地
位
不

同
，
而
戴
不
同
的
帽
子
。 

備
註
：
《
說
文
》
：「
絭
（
ㄐ
ㄩ
ㄢ
ˋ
）
也
。
所
以
絭
髮
，
弁
冕
之
緫
名
也
。
从
冖
元
，
元
亦
聲
。
冠
有
法
制
， 

 
 
 
 
 
 
 

从
寸
。
」 

 
  
  
  

段
注
：
「
冠
以
約
束
髮
。
故
曰
絭
髮
。
引
申
為
凡
覆
葢
之
偁
。
」 

典
籍
所
見
：
（1）
帽
子
。
《
左
傳
‧
哀
公
十
五
年
》
：
「
君
子
死
，
冠
（
ㄍ
ㄨ
ㄢ
）
不
免
。
」 

 
 
  
  
  

 

（2）
戴
帽
子
。
《
漢
書
‧
酈
食
其
傳
》
：
「
諸
客
冠
儒
冠
來
者
，
沛
公
輒
解
其
冠
（
ㄍ
ㄨ
ㄢ
）
。
」 

 
  
 
  
  

 

（3）
超
越
、
領
先
。
《
史
記
‧
蕭
相
國
世
家
》
：
「
太
史
公
曰
：『
位
冠
群
臣
，
聲
施
後
世
。
』
」 

常
用
詞
：
冠
軍 

皇
冠 

怒
髮
衝
冠 

冠
蓋
雲
集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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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 
z
hò

ng
 

ㄓ
ㄨ
ㄥ
ˋ 

     
 

兄
弟
間
排
行
第
二
。 

 
 

合
「
人
」
、
「
中
」
會
意
，
伯
仲
叔
季
為
長
少
之
次
，
仲
居
中
。
甲
文
、
金
文
不
从
人
，
寫
作
「

」
。 

備
註
：
《
說
文
》
：「
中
也
。
从
人
中
，
中
亦
聲
。
」 

典
籍
所
見
：
（1）
位
置
居
中
的
。
《
書
經
‧
堯
典
》
：
「
日
中
星
鳥
，
以
殷
仲
春
。
」 

 
 
  
  
 
 

（2）
兄
弟
間
排
行
第
二
。
《
儀
禮
‧
士
冠
禮
》
：
「
伯
某
甫
，
仲
叔
季
，
惟
其
所
當
。
」 

常
用
詞
：
仲
秋 

仲
夏 

不
分
伯
仲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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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s
hò

u 
  

ㄕ
ㄡ
ˋ  

     
 

給
（
ㄐ
ㄧ
ˇ
）
予
。 

 
 

合
「
手
」
、
「
受
」
會
意
，
以
手
相
付
便
是
授
。 

 
 

甲
文
授
字
，
自
下
面
的
手
言
之
，
是
接
受
；
自
上
面
的
手
言
之
，
是
授
予
。
所
以
在
甲
文
中
，「

」

（
甲
文
受
）
與
授
為
同
一
字
。 

備
註
：
《
說
文
》
：「
予
也
。
从
手
受
，
受
亦
聲
。
」 

 
  
  
  

段
注
：
「
手
付
之
，
令
其
受
也
。
故
从
手
受
。
」 

典
籍
所
見
：
（1）
給
與
、
交
與
。
《
禮
記
‧
曲
禮
上
》
：
「
男
女
不
雜
坐
，
不
同
椸
（
一
ˊ
）
枷
（
ㄐ
ㄧ
ㄚ
ˋ
）
， 

 
 
 
 
 
 

 

不
同
巾
櫛
（
ㄓ
ˋ
）
，
不
親
授
。
」 

 
  
 
  

  
 

（2）
以
學
術
相
傳
習
。《
三
國
志
‧
王
平
傳
》：「
其
所
識
不
過
十
字
，
而
口
授
作
書
，
皆
有
意
理
。
」 

 
   

 
  

 

（3）
任
命
。《
晉
書
‧
左
思
傳
》：「
父
雍
，
起
小
吏
，
以
能
擢
（
ㄓ
ㄨ
ㄛ
ˊ
）
授
殿
中
侍
禦
史
。
」 

常
用
詞
：
傳
授 

授
予 

授
業
解
惑 

 

甲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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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x
ì n
g
 

ㄒ
ㄧ
ㄥ
ˋ 

     
 

指
姓
氏
。 

 
 

合
「
女
」
、
「
生
」
會
意
，
上
古
母
系
社
會
，
出
生
的
孩
子
都
从
母
姓
。 

備
註
：
《
說
文
》
：
「
人
所
生
也
。
因
生
以
為
姓
，
从
女
生
，
生
亦
聲
。
」  

（
按
：
上
古
是
母
系
社
會
，
所
以
最
早
的
姓
都
从
女
字
旁
，
如
：
姜
、
姬
、
嬴
、
姚
、
媯
（
ㄍ
ㄨ
ㄟ
）
、
妘

等
，
後
世
不
帶
女
字
旁
的
姓
，
實
際
上
應
稱
之
為
「
氏
」
，
是
从
帶
女
字
旁
少
數
的
幾
個
姓
分
支
出
來
的
，

這
少
數
帶
女
字
旁
的
姓
，
好
比
樹
的
主
幹
，
而
後
世
很
多
的
「
姓
氏
」
都
是
樹
的
枝
葉
。
） 

典
籍
所
見
：
（1）
姓
氏
。
杜
甫
《
哀
王
孫
詩
》
：
「
問
之
不
肯
道
姓
名
，
但
道
困
苦
乞
為
奴
。
」 

  
  
  
  

常
用
詞
：
百
姓 

尊
姓
大
名  

 
 

甲
文 

 

 

 ↑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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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 
h
ū n
 

ㄏ
ㄨ
ㄣ 

     
 

指
婚
嫁
。 

 
 

合
「
女
」
、
「
昏
」
會
意
，
昏
指
傍
晚
，
據
《
儀
禮
》
：
「
娶
婦
以
昏
時
。
」
古
時
婚
娶
於
傍
晚
。 

備
註
：
《
說
文
》
：
「
婦
家
也
。
《
禮
》
：
娶
婦
以
昏
時
。
从
女
昏
，
昏
亦
聲
。
」 

典
籍
所
見
：
（1）
嫁
娶
之
事
。
《
易
經
‧
屯
卦
》
：
「
乘
馬
班
如
，
求
婚
媾
，
往
吉
，
無
不
利
。
」 

 
  
  
  
  
 

（2）
結
婚
。
《
國
語
‧
晉
語
》
：
「
同
姓
不
婚
，
惡
不
殖
也
。
」 

常
用
詞
：
結
婚 

婚
禮 

男
婚
女
嫁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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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y
ī n
 

ㄧ
ㄣ 

     
 

女
婿
的
家
。 

 
 

合
「
女
」、「
因
」
會
意
，
因
是
就
的
意
思
（
《
廣
韻
》
曰
：「
就
，
即
也
。
」），
女
子
就
夫
家
為
家
曰
姻
。 

備
註
：
《
說
文
》
：「
壻
家
也
。
女
之
所
因
，
故
曰
姻
。
从
女
因
，
因
亦
聲
。
」 

 
  
  
  

段
注
：
「
釋
親
曰
。
壻
之
父
為
姻
。
婦
之
父
母
，
壻
之
父
母
相
謂
為
婚
姻
。
」 

典
籍
所
見
：
（1）
女
婿
的
父
親
。
《
詩
經
‧
小
雅
‧
節
南
山
》
：
「
瑣
瑣
姻
亞
，
則
無
膴
（
ㄨ
ˇ
）
仕
。
」 

常
用
詞
：
婚
姻 

聯
姻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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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 
x

 ì
 

ㄒ
ㄧ
ˋ 

    
  

 
 

縫
隙
。 

 
 

合
「
阜
」
、
「

」
會
意
，
「

」
指
牆
壁
上
出
現
裂
縫
，
阜
指
土
山
，
表
示
土
壁
上
的
裂
縫
。 

備
註
：
《
說
文
》
：「
壁
際
孔
也
。
从
阜

，

亦
聲
。
」 

典
籍
所
見
：
（1）
裂
縫
、
孔
穴
。
《
商
君
書
‧
修
權
》
：
「
蠹
眾
而
木
折
，
隙
大
而
牆
壞
。
」 

 
   

 
  

  

（2）
空
暇
、
閒
暇
。
柳
宗
元
《
始
得
西
山
宴
遊
記
》
：
「
其
隙
也
，
則
施
而
行
，
漫
漫
而
遊
。
」 

 
   

 
  
  

（3）
仇
怨
。
《
史
記
‧
田
單
傳
》
：
「
惠
王
立
，
與
樂
毅
有
隙
。
」 

常
用
詞
：
空
隙 

間
隙 

有
隙
可
乘 

白
駒
過
隙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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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z

 ì
 

ㄗ
ˋ 

     
 

文
字
。 

 
 

合
「
宀
」
、
「
子
」
會
意
，
屋
中
孩
子
漸
多
，
有
孶
乳
繁
衍
的
意
思
。 

備
註
：
《
說
文
》
：「
乳
也
。
从
子
在
宀
下
，
子
亦
聲
。
」 

 
  
  

《
說
文
解
字
序
》
：「
字
者
，
言
孶
乳
而
浸
多
也
。
」 

典
籍
所
見
：
（1）
文
字
，
記
錄
語
言
的
符
號
。
《
左
傳
‧
隱
公
八
年
》
：「
諸
侯
以
字
為
謚
，
因
以
為
族
。
」 

 
  
  
  
  

 

（2）
撫
育
。
《
左
傳
‧
昭
公
十
一
年
》
：
「
其
僚
無
子
，
使
字
敬
叔
。
」 

常
用
詞
：
字
字
珠
璣 

一
字
千
金 

白
紙
黑
字 
片
言
隻
字 

 
 

金
文 

文 

 

 ↑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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閨 
g
uī

 

ㄍ
ㄨ
ㄟ 

     
 

上
圓
下
方
的
小
門
。 

 
 

合
「
門
」
、
「
圭
」
會
意
，
圭
是
上
圓
下
方
的
玉
，
閨
指
像
圭
一
樣
上
圓
下
方
的
門
。 

備
註
：
《
說
文
》
：
「
特
立
之
戶
，
上
圜
下
方
，
有
似
圭
。
从
門
圭
，
圭
亦
聲
。
」 

典
籍
所
見
：
（1）
上
圓
下
方
的
小
門
。
《
荀
子
‧
解
蔽
》
：
「
俯
而
出
城
門
，
以
為
小
之
閨
也
，
酒
亂
其
神
也
。
」 

 
   

 
  
  

（2）
宮
中
的
小
門
。
《
爾
雅
‧
釋
宮
》
：
「
宮
中
之
門
謂
之
闈
（
ㄨ
ㄟ
ˊ
）
，
其
小
者
謂
之
閨
。
」 

常
用
詞
：
閨
門 

閨
房 

大
家
閨
秀 

待
字
閨
中 

 

 
 

小
篆 

 

 ↑ 

隸
書  

 ↑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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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聲 

 
 

《
說
文
解
字
序
》：「
形
聲
者
，
以
事
為
名
，
取
譬
相
成
，
江
河
是
也
。
」
簡
單
的
說
，
形
聲
字
是
「
形
」

和
「
聲
」
的
配
合
。
「
以
事
為
名
」
，
指
事
物
的
形
；
「
取
譬
相
成
」
，
謂
事
物
之
聲
。
例
如
「
江
」
、
「
河
」
从

「
水
」
來
表
示
字
的
類
別
，
再
取
「
工
」
、
「
可
」
表
示
字
的
音
，
形
聲
相
合
便
成
為
標
準
的
形
聲
字
了
。 

上
古
未
有
文
字
，
先
有
語
言
，
古
人
見
長
江
的
水
，
流
經
岩
石
，
發
出
「
工
工
」
的
聲
音
，
就
著
它
的

聲
音
作
「
工
」；
又
見
黃
河
的
水
，
流
經
沙
土
，
發
出
「
可
可
」
的
聲
音
，
於
是
又
學
著
它
的
聲
音
，
叫
它
作

「
可
」。
後
來
造
字
的
人
，
因
為
「
黃
河
」、「
長
江
」
形
既
不
可
象
，
事
又
無
从
所
指
，
意
更
不
能
會
；
只
好

取
「
工
」
、
「
可
」
二
音
，
而
附
以
「
水
」
形
，
造
成
「
江
」
、
「
河
」
兩
字
，
作
為
長
江
、
黃
河
的
專
稱
。
這

便
是
形
聲
字
初
創
的
情
形
了
。
可
是
這
種
「
以
聲
命
名
」
的
形
聲
字
並
不
很
多
。
另
外
還
有
一
部
分
形
聲
字
，

是
由
初
文
孳
乳
而
生
。
例
如
：
由
羊
，
孳
乳
而
有
从
示
羊
聲
的
祥
；
从
食
羊
聲
的
養
等
等
。
祥
、
養
，
非
但

聲
本
於
羊
，
義
亦
由
羊
孳
乳
而
得
。
初
民
打
獵
遇
羊
，
這
不
是
吉
祥
的
表
示
嗎
？
食
而
有
羊
，
這
不
是
很
養

身
的
嗎
？
這
一
類
形
聲
字
在
全
部
形
聲
字
中
占
的
比
例
最
大
。 

王
筠
《
說
文
釋
例
》
：
「
聲
者
，
造
字
之
本
也
。
及
其
後
也
，
有
是
聲
，
即
以
聲
配
形
而
為
字
，
形
聲
一

門
之
所
以
廣
也
。
」
根
據
王
氏
的
說
法
，
先
有
聲
而
後
有
字
，
所
以
聲
為
語
根
，
形
為
表
達
。
形
聲
字
是
以

形
配
聲
，
那
麼
，
形
符
不
過
表
達
字
的
類
別
；
而
聲
符
卻
是
語
根
的
所
寄
。 

形
聲
字
的
形
符
，
可
以
表
示
事
物
的
類
別
。
例
如
：
从
「
鳥
」
為
形
符
的
形
聲
字
，
多
為
鳥
類
；
从
「
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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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形
符
的
形
聲
字
，
多
為
金
屬
；
从
「
艸
」
為
形
符
的
形
聲
字
，
多
為
草
本
植
物
。《
說
文
》
每
於
各
部
首
下

說
明
：
「
凡
某
之
屬
皆
从
某
」
就
是
因
為
《
說
文
》
五
百
四
十
部
首
，
絕
大
部
分
都
是
形
聲
字
的
形
符
。 

形
聲
字
的
聲
符
，
是
語
根
（
語
言
的
發
音
根
源
）
之
所
寄
，
語
根
相
同
的
字
，
意
思
往
往
相
同
。
所
以

形
聲
字
的
聲
符
，
兼
有
表
聲
表
意
雙
重
的
功
用
，
現
在
分
別
說
明
於
後
。 

形
聲
字
的
聲
符
有
表
聲
的
功
用
，
試
分
析
形
聲
字
與
其
所
从
聲
符
在
聲
韻
上
的
關
係
，
共
有
五
種
情
形
，

一
、
聲
韻
畢
同
者
；
二
、
四
聲
之
異
者
；
三
、
聲
同
韻
異
者
；
四
、
韻
同
聲
異
者
；
五
、
聲
韻
畢
異
者
。
後
面

舉
例
，
按
此
次
序
排
列
，
現
在
只
談
第
五
種—

—

「
聲
韻
畢
異
者
」。 

形
聲
字
的
音
，
有
些
會
與
其
所
从
聲
符
的
音
完
全
不
同
，
這
是
因
為
「
無
聲
字
多
音
」
的
緣
故
。
黃
季

剛
先
生
曾
說
：「
形
聲
字
有
聲
子
與
聲
母
聲
韻
不
同
者
，
實
因
此
一
聲
母
或
聲
母
之
母
為
無
聲
字
，
當
時
兼
有

數
音
，
而
數
音
中
之
某
一
音
，
正
與
此
聲
子
之
本
音
相
同
，
故
取
以
為
聲
。
其
後
無
聲
字
漸
失
多
音
之
道
，

此
一
聲
子
所
从
之
聲
母
，
再
不
複
存
有
與
此
聲
子
相
同
之
音
讀
，
故
聲
韻
全
異
，
乃
滋
後
人
疑
惑
也
。
」
黃

氏
所
謂
「
聲
子
」，
就
是
形
聲
字
本
身
；
所
謂
「
聲
母
」，
就
是
形
聲
字
的
聲
符
；
所
謂
「
無
聲
字
」，
就
是
指

象
形
、
指
事
、
會
意
三
種
沒
有
聲
符
的
文
字
。
文
字
不
是
一
時
一
地
一
人
所
造
，
因
造
字
的
人
意
識
不
同
，

及
方
言
的
差
異
，
所
以
對
同
一
個
無
聲
符
的
文
字
，
每
產
生
不
同
的
意
識
與
不
同
的
讀
音
。
如
《
說
文
》
有

「
丨
」
字
，
下
上
通
也
，
古
本
切
，
引
而
上
行
讀
若
囟
；
引
而
下
行
讀
若
退
。
它
就
有
三
個
讀
音
。
後
人
不

明
瞭
這
個
道
理
，
看
到
形
聲
字
和
其
聲
符
聲
韻
不
同
，
就
認
定
沒
有
聲
音
上
的
關
係
，
常
改
為
會
意
。
例
如



362 
 

段
玉
裁
見
「
妃
」
和
聲
符
「
己
」
聲
韻
畢
異
，
把
妃
改
成
「
从
女
己
，
會
意
」，
不
知
道
「
己
」
是
一
個
無
聲

符
的
文
字
，
在
文
字
初
造
時
，
可
能
有
一
種
讀
音
，
正
讀
若
「
妃
」，
所
以
「
妃
」
才
取
「
己
」
為
聲
符
。（
見

《
季
剛
先
生
二
十
二
條
例
》
） 

形
聲
字
的
聲
符
除
了
表
聲
之
外
，
更
有
表
義
的
功
用
。
宋
代
文
字
學
家
王
子
韶
，
字
聖
美
，
就
曾
創
立

「
右
文
說
」
（
詳
見
後
所
舉
例
）
。
清
代
段
玉
裁
替
《
說
文
解
字
》
作
注
，
更
大
揚
「
聲
與
義
同
源
」
、
「
凡
形

聲
字
多
兼
會
意
」
之
說
。
後
所
舉
形
聲
兼
會
意
之
例
，
多
據
於
此
。 

不
過
形
聲
字
所
从
的
聲
符
，
也
有
部
分
是
無
義
可
說
的
。
這
又
可
分
為
二
種
情
形
。 

一
、 

聲
符
真
正
無
義
可
說
的
形
聲
字
，
又
包
括
三
種
情
形
： 

(

一)

是
「
以
聲
命
名
」
的
字
。
如
「
江
」、「
河
」
二
字
，
還
有
如
烏
鴉
的
「
鴉
」，
从
牙
聲
，
是
因

為
鴉
鳴
，
其
音
近
牙
；
鴚
（
ㄍ
ㄜ
）
鵝
，
鴚
从
可
聲
，
鵝
从
我
聲
，
是
因
為
鴚
鵝
鳴
聲
，
其
音
近

「
可
」
「
我
」
。
此
類
多
為
名
詞
。 

(

二)

是
「
狀
聲
」
的
字
。
如
嚶
从
嬰
聲
，
狀
鳥
鳴
嚶
嚶
之
聲
；
呦
从
幼
聲
，
狀
呦
呦
鹿
鳴
之
聲
。

此
類
多
為
副
詞
、
動
詞
。 

(

三)

是
「
外
來
語
」，
如
：
珣
从
旬
聲
，
於
義
無
取
，
是
東
夷
語
「
珣
玗
璂
」
的
譯
音
而
造
的
字
；

近
代
所
譯
化
學
名
詞
，
如
「
鋰
」
、
「
鉀
」
、
「
鈉
」
、
「
錳
」
等
字
，
卻
純
為
拉
丁
文
的
音
譯
，
聲
符

無
義
可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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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造
字
時
聲
符
假
借
的
形
聲
字
。
在
字
根
（
即
形
聲
字
的
聲
符
）
上
如
果
無
義
可
說
，
在
語
根
（
語

言
的
發
音
根
源
）
方
面
，
必
可
求
得
意
義
的
來
源
。
例
如
：
祿
字
从
示
，
彔
聲
，
彔
字
與
祿
在
意

義
上
沒
有
關
係
，
彔
聲
卻
有
義
可
尋
。
彔
與
鹿
音
同
，
打
獵
時
碰
到
鹿
，
不
是
福
祿
的
事
嗎
？
《
說

文
》
凡
从
鹿
聲
的
字
，
重
文
常
作
彔
。
如
「
麓
」
重
文
作
「

」；「
漉
」
重
文
作
「
淥
」。
當
造
「
祿
」

字
時
，
假
借
「
彔
」
為
「
鹿
」
，
才
在
字
根
上
無
義
可
說
了
。
其
他
如
：
禍
从
示
，
咼
聲
，
咼
為
虎

聲
的
假
借
；
丕
从
一
，
不
聲
，
不
為
旁
溥
聲
的
假
借
。
（
溥
有
大
義
，
不
丕
古
多
通
用
，
是
古
代
已

借
「
不
」
為
旁
溥
之
義
。
）
都
是
聲
符
為
假
借
的
形
聲
字
，
可
由
語
根
上
追
究
其
義
。 

 
 

關
於
形
聲
字
形
符
與
聲
符
的
位
置
，
分
有
六
種
。
一
、「
江
」、「
河
」
之
類
，
是
左
形
右
聲
；
二
、「
鳩
」
、

「
鴿
」
之
類
，
是
右
形
左
聲
；
三
、
「
草
」
、
「
藻
」
之
類
，
是
上
形
下
聲
；
四
、
「
婆
」
、
「
娑
」
之
類
，
是
上

聲
下
形
；
五
、
「
圃
」
、
「
囿
」
之
類
，
是
外
形
內
聲
；
六
、
「
聞
」
、
「
問
」
、
「
衡
」
、
「
銜
」
之
類
，
是
外
聲
內

形
。 

天
地
之
間
，
事
物
無
盡
；
人
心
之
中
，
觀
念
無
窮
。
發
為
語
言
，
便
沒
有
極
限
；
形
於
文
字
，
也
永
不

停
止
。
象
形
只
能
像
物
的
大
別
；
指
事
只
能
指
事
之
大
概
；
會
意
雖
然
較
為
方
便
，
但
仍
有
所
窮
。
因
此
，

許
多
事
物
和
觀
念
，
既
不
能
用
依
類
象
形
的
法
子
去
畫
出
它
的
形
狀
動
作
，
也
很
難
憑
兩
形
配
合
來
會
出
它

的
含
義
來
。
於
是
，
文
字
的
孳
衍
，
自
然
不
得
不
从
聲
音
方
面
發
展
；
文
字
的
進
化
，
自
然
不
得
不
从
衍
聲

方
面
演
進
。
在
六
書
四
體
之
中
，
形
聲
字
最
多
。《
說
文
解
字
》
九
千
三
百
五
十
三
個
文
字
，
形
聲
字
就
占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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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六
百
九
十
七
。
理
由
就
在
此
。 

本
書
將
形
聲
字
分
為
形
聲
正
例
、
形
聲
變
例
、
及
形
聲
多
兼
會
意
，
分
別
舉
例
如
下
： 

形
聲
正
例
舉
例
： 

（
一
）
聲
韻
畢
同
者 

1.
禛

，
《
說
文
》
：「
以
眞
受
福
也
。
从
示
，
眞
聲
。
」
按
：
禛
之
義
為
以
真
受
福
，
由
真
而
得
義
； 

 
 
 
 

 

聲
从
真
聲
，
皆
側
鄰
切
；
形
符
示
、
聲
符
真
，
形
體
又
都
不
省
，
是
標
準
的
形
聲
字
。 

2.
瑀

，
《
說
文
》
：「
石
之
次
玉
者
。
从
王
禹
聲
。
」
按
：
瑀
、
禹
皆
王
矩
切
，
聲
韻
畢
同
。 

3.
物

，
《
說
文
》
：「
萬
物
也
。
牛
為
大
物
；
天
地
之
數
起
於
牽
牛
，
故
从
牛
，
勿
聲
。
」
按
：
物
、 

 
 

 
 
 
 

 

勿
皆
文
弗
切
，
聲
韻
畢
同
。 

4.
牲

，
《
說
文
》
：「
牛
完
全
也
。
从
牛
生
聲
。
」
按
：
牲
、
生
皆
所
庚
切
，
聲
韻
畢
同
。 

5.
捷

，
《
說
文
》
：「
獵
也
，
軍
獲
得
也
。
从
手
疌
聲
。
《
春
秋
傳
》
曰
：
「
齊
人
來
獻
戎
捷
。
」
按
： 

 
 
 
 
 

捷
、
疌
皆
疾
葉
切
，
聲
韻
畢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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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四
聲
之
異
者 

1.
禧

，《
說
文
》：「
禮
吉
也
。
从
示
，
喜
聲
。
」
按
：
喜
，
虛
里
切
，
上
聲
；
禧
，
許
其
切
，
平
聲
。 

2.
根

，
《
說
文
》
：「
木
株
也
。
从
木
，
艮
（
ㄍ
ㄣ
ˋ
）
聲
。
」
按
：
艮
，
古
恨
切
，
去
聲
；
根
，
古 

 
 
 
 

 
痕
切
，
平
聲
。 

3.
訐

，《
說
文
》：「
面
相
厈
（
ㄐ
ㄧ
ˇ
）
罪
吿
訐
也
。
从
言
，
干
聲
。
」
按
：
干
，
古
寒
切
，
平
聲
；  

 
 
 
 

訐
，
居
謁
切
，
入
聲
。 

4.
梗

，《
說
文
》：「
山
枌
（
ㄈ
ㄣ
ˊ
）
榆
，
有
朿
，
莢
（
ㄐ
ㄧ
ㄚ
ˊ
）
可
為
蕪
夷
者
。
从
木
，
更
聲
。
」 

 
 
 
 
 

按
：
更
，
古
孟
切
，
去
聲
；
梗
，
古
杏
切
，
上
聲
。 

5.
背

，
《
說
文
》
：「
脊
也
。
从
肉
，
北
聲
。
」
按
：
北
，
博
墨
切
，
入
聲
；
背
，
補
妹
切
，
去
聲
。 

 
 

附
注
：
顧
炎
武
《
音
論
》
以
為
古
音
四
聲
一
貫
；
江
慎
修
雖
列
入
聲
八
部
，
仍
以
入
聲
配
平
；
孔
廣

森
發
明
陰
陽
對
轉
之
說
，
也
都
以
入
聲
配
合
平
聲
。
上
舉
各
例
，
四
聲
雖
異
而
得
通
轉
，
理
由
在
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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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聲
同
韻
異
者 

1.
員

，
《
說
文
》
：「
物
數
也
。
从
貝
，
囗
聲
。
」
按
：
員
，
王
權
切
，
古
聲
匣
紐
，
古
韻
十
三
部
； 

 
 
 
 
 

囗
，
羽
非
切
，
古
聲
匣
紐
，
古
韻
十
五
部
，
聲
同
韻
異
。 

2.
思

，
《
說
文
》
：「
容
也
；
从
心
，
囟
聲
。
」
按
：
思
，
息
茲
切
，
古
聲
心
紐
，
古
韻
一
部
；
囟
， 

 
 

 
 
 
 

 
息
進
切
，
古
声
心
紐
，
古
韻
十
二
部
。
聲
同
韻
異
。 

3.
匿

，《
說
文
》：「
亡
也
；
从
匸
，
若
聲
。
」
按
：
匿
，
尼
質
切
，
古
聲
泥
紐
，
古
韻
十
二
部
；
若
， 

 
  

 
 
 

而
灼
切
，
古
聲
泥
紐
，
古
韻
五
部
。
聲
同
韻
異
。 

4.
允

，
《
說
文
》
：「
信
也
；
从
儿
，
㠯
（
一
ˇ
）
聲
。
」
按
：
允
，
余
準
切
，
古
聲
定
紐
，
古
韻
十 

 
 
 

 
 
 

 
  

四
部
；
㠯
，
羊
止
切
，
古
聲
定
紐
，
古
韻
一
部
，
聲
同
韻
異
。 

5.
耎

，
《
說
文
》
：「
稍
前
大
也
；
从
大
，
而
聲
。
」
按
：
耎
（
ㄖ
ㄨ
ㄢ
ˇ
），
而
沇
（
一
ㄢ
ˇ
）
切
，  

 
 
 
 

古
聲
泥
紐
，
古
韻
十
四
部
；
而
，
如
之
切
，
古
聲
泥
紐
，
古
韻
一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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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韻
同
聲
異
者 

1.
翁

，
《
說
文
》
：「
頸
毛
也
。
从
羽
公
聲
。
」
按
：
翁
，
烏
公
切
，
古
聲
影
紐
，
古
韻
九
部
；
公
， 

 
 
 

 
  

古
紅
切
，
古
聲
見
紐
，
古
韻
九
部
，
韻
同
聲
異
。 

2.
胡

，
《
說
文
》
：「
牛
顄
（
ㄏ
ㄢ
ˋ
）
垂
也
；
从
肉
，
古
聲
。
」
按
：
胡
，
戶
孤
切
，
古
聲
匣
紐
，  

 
 
 
 

古
韻
五
部
；
古
，
公
戶
切
，
古
聲
見
紐
，
古
韻
五
部
。
韻
同
聲
異
。 

3.
許

，
《
說
文
》
：「
聽
言
也
。
从
言
午
聲
。
」
按
：
許
，
虛
呂
切
，
古
聲
曉
紐
，
古
韻
五
部
；
午
， 

 
 
 
 

 

疑
古
切
，
古
聲
疑
紐
，
古
韻
五
部
，
韻
同
聲
異
。 

4.
蒿

，
《
說
文
》
：「
菣
（
ㄑ
ㄧ
ㄣ
ˋ
）
也
。
从
艸
高
聲
。
」
按
：
蒿
，
呼
毛
切
，
古
聲
曉
紐
，
古
韻 

 
 
 
 
 

二
部
；
高
，
古
牢
切
，
古
聲
見
紐
，
古
韻
二
部
。
韻
同
聲
異
。 

5.
歐

，
《
說
文
》
：「
吐
也
，
从
欠
，
區
聲
。
」
按
：
歐
，
烏
后
切
，
古
聲
影
紐
，
古
韻
四
部
；
區
， 

 
 
 

 
 

豈
俱
切
，
古
聲
溪
紐
，
古
韻
四
部
，
韻
同
聲
異
。 

 
 



368 
 

（
五
）
聲
韻
畢
異
者 

1.
妃

，
《
說
文
》
：「
匹
也
。
从
女
己
聲
。
」
按
：
妃
，
芳
菲
切
，
古
聲
滂
紐
，
古
韻
十
五
部
；
己
， 

 
 
 
 
 
 

居
擬
切
，
古
聲
見
紐
，
古
韻
一
部
。
聲
韻
畢
異
。 

2.
需

，《
說
文
》：「
䇓
（
ㄒ
ㄩ
）
也
，
遇
雨
不
進
，
止
䇓
也
。
从
雨
，
而
聲
。
」
按
：
需
，
相
俞
切
，  

 
  
  
  
  

古
聲
心
紐
，
古
韻
四
部
；
而
，
如
之
切
，
古
聲
日
紐
，
古
韻
一
部
。
聲
韻
畢
異
。 

3.
牡

，《
說
文
》：「
畜
父
也
。
从
牛
，
土
聲
。
」
按
：
牡
，
莫
厚
切
，
古
聲
明
紐
，
古
韻
三
部
；
土
， 

 
  
  
  
  

他
魯
切
，
古
聲
透
紐
，
古
韻
五
部
。
聲
韻
畢
異
。 

4.
斯

，《
說
文
》：「
析
也
。
从
斤
，
其
聲
。
」
按
：
斯
，
息
移
切
，
古
聲
心
紐
，
古
韻
十
六
部
；
其
， 

 
  
  
  
  

居
之
切
，
古
聲
見
紐
，
古
韻
一
部
。
聲
韻
畢
異
。 

5.
迹

，
《
說
文
》
：「
步
處
也
。
从
辵
，
亦
聲
。
」
按
：
迹
，
資
昔
切
，
古
聲
精
紐
，
古
韻
十
六
部
； 

 
  
  
  
  

亦
，
羊
益
切
，
古
聲
定
紐
，
古
韻
五
部
。
聲
韻
畢
異
。 


 

附
注
：
形
聲
字
與
所
从
聲
符
聲
韻
畢
異
，
是
因
為
無
聲
字
多
音
的
緣
故
。
在
造
字
時
，
一
定
與
所
从

聲
符
具
有
聲
韻
的
關
係
，
所
以
與
前
述
四
類
都
為
形
聲
字
的
正
例
。 


 

無
聲
字
多
音
：
所
謂
無
聲
字
，
就
是
指
象
形
、
指
事
，
會
意
三
種
沒
有
聲
符
的
文
字
。
文
字
不
是
一

時
一
地
一
人
所
造
，
因
造
字
的
人
意
識
不
同
，
和
方
言
差
異
，
所
以
對
同
一
個
無
聲
符
的
文
字
，
每

產
生
不
同
的
意
識
與
不
同
的
讀
音
。
此
無
聲
字
之
所
以
多
音
且
異
訓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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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聲
變
例
舉
例
： 

（
一
）
簡
體
形
聲
： 

1.
考

，
《
說
文
》
：「
老
也
。
从
老
省
，
丂
（
ㄎ
ㄠ
ˇ
）
聲
。
」
按
：
考
，
苦
浩
切
，
古
聲
溪
紐
，
古 

 
 
 
 

韻
三
部
；
丂
，
苦
浩
切
，
古
聲
溪
紐
，
古
韻
三
部
。
形
符
「
耂
」
是
从
老
字
省
體
而
來
。
為  

 
  
  
  
 

形
符
簡
略
者
。 

2.

，《
說
文
》：「
急
戾
也
。
从
弦
省
，
少
聲
。
」
按
：

，
於
宵
切
，
古
聲
影
紐
，
古
韻
十
五
部
； 

 
 
 
 
 

少
，
書
沼
切
，
古
聲
審
紐
，
古
韻
二
部
。
形
符
「
玄
」
是
从
弦
字
省
體
而
來
。
為
形
符
簡
略 

 
 
 
 

 

者
。 

3.
事

，
《
說
文
》
：「
職
也
。
从
史
，
之
省
聲
。
」
按
：
事
，
鉏(

ㄔ
ㄨ
ˊ)

史
切
，
古
聲
牀
紐
，
古
韻 

 
 
 
 

一
部
；
之
，
止
而
切
，
古
聲
照
紐
，
古
韻
一
部
。
為
聲
符
簡
略
者
。 

4.
珊

，
《
說
文
》
：「
珊
瑚
，
色
赤
，
生
於
海
，
或
生
於
山
。
从
王
，
刪
省
聲
。
」
珊
，
穌
幹
切
，
古 

 
 
 
 

 

聲
心
紐
，
古
韻
十
四
部
；
刪
，
所
姦
切
，
古
聲
疏
紐
，
古
韻
十
四
部
。
為
聲
符
簡
略
者
。 

5.
量

，
《
說
文
》
：「
稱
輕
重
也
。
从
重
省
，
曏
省
聲
。
」
量
，
呂
張
切
，
古
聲
曉
紐
，
古
韻
十
部
； 

 
 
 
 

 

曏
，
許
兩
切
，
古
聲
曉
部
，
古
韻
十
部
。
為
形
符
聲
符
皆
簡
略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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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繁
體
形
聲
： 

1.
碧

，
《
說
文
》
：「
石
之
靑
美
者
。
从
玉
石
，
白
聲
。
」
按
：
碧
从
玉
石
，
表
示
似
玉
的
石
；
取
白 

 
 
 
 
 

以
為
聲
符
。
為
會
意
加
聲
者
。 

2.
梁

，《
說
文
》：「
水
橋
也
。
从
木
水
，
刅(

ㄔ
ㄨ
ㄤ)

聲
。
」
按
：
梁
从
木
水
，
表
示
水
上
的
木
橋
； 

 

 
 
 
 
 

取
刃
以
為
聲
符
。
為
會
意
加
聲
者
。 

3.
金

，《
說
文
》：「
五
色
金
也
。
黃
為
之
長
。
久
薶
不
生
衣
，
百
鍊
不
輕
，
从
革
不
違
。
西
方
之
行
。 

 

 
 
  
  
  

生
於
土
，
从
土
；
左
右
注
，
象
金
在
土
中
形
；
今
聲
。
」
按
：
金
，
从
土
，
今
聲
，
已
為
形 

 
 
 
 
 

聲
字
，
又
加
左
右
兩
點
以
象
金
在
土
中
之
形
，
故
為
形
聲
加
形
。 

4.
禽

，
《
說
文
》
：「
走
獸
緫
名
。
从
厹(

ㄖ
ㄡ
ˊ)

，
象
形
，
今
聲
。
」
按
：
禽
，
从
厹
，
今
聲
，
已 

 
 
 
 
 

為
形
聲
字
，
又
加
凶
以
象
走
獸
之
頭
，
故
為
形
聲
加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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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聲
多
兼
會
意  

目
錄 

一
、
凡
从
半
得
聲
之
字
，
多
有
分
義
； 

二
、
凡
从
勺
得
聲
之
字
，
多
有
小
義
； 

三
、
凡
从
句
（
勾
）
得
聲
之
字
，
多
有
曲
義
； 

四
、
凡
从
農
得
聲
之
字
，
多
有
厚
義
； 

五
、
凡
从
叚
（
ㄐ
ㄧ
ㄚ
ˇ
）
得
聲
之
字
，
多
有
赤
色
之
義
； 

六
、
凡
从
戔
得
聲
之
字
，
多
有
小
義
； 

七
、
凡
从
力
得
聲
之
字
，
多
有
條
理
之
義
； 

八
、
凡
从
奇
得
聲
之
字
，
多
有
偏
義
； 

九
、
凡
从
侖
得
聲
之
字
，
多
有
條
理
之
義
； 

十
、
凡
从
辰
得
聲
之
字
，
多
有
動
義
； 

十
一
、
凡
从
多
得
聲
之
字
，
多
有
大
義 

十
二
、
凡
从
皇
得
聲
之
字
，
多
有
大
義
； 

十
三
、
凡
从
于
得
聲
之
字
，
多
有
大
義
； 

十
四
、
凡
从
坙
（
ㄐ
ㄧ
ㄥ
）
得
聲
之
字
，
多
有
直
而
長
之
義
； 

十
五
、
凡
从
悤
（
ㄘ
ㄨ
ㄥ
）
得
聲
之
字
，
多
有
中
空
通
透
之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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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
凡
从
曾
得
聲
之
字
，
多
有
增
益
之
義
； 

十
七
、
凡
从
者
得
聲
之
字
，
多
有
分
別
之
義
； 

十
八
、
凡
从
少
得
聲
之
字
，
多
有
少
義
； 

十
九
、
凡
从
青
得
聲
之
字
，
多
有
美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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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聲
多
兼
會
意
舉
例
： 

（
據
：
黃
季
剛
（
侃
）
先
生
二
十
一
條
例
之
四
：
凡
形
聲
字
之
正
例
，
必
兼
會
意
。
） 

一
、
凡
从
半
得
聲
之
字
，
多
有
分
義
。（
太
炎
先
生
說
） 

1.
半
，《
說
文
》
：「
物
中
分
也
。
从
八
牛
。
牛
為
物
大
，
可
以
分
也
。
」 

2.
畔
，《
說
文
》
：「
田
界
也
。
从
田
半
聲
。
」
段
注
：
「
箋
云
。
泮
讀
為
畔
。
畔
，
涯
也
。
經
典
多
借
為
叛 

 
  

  
  

字
。
」
《
論
語
》
：
「
佛
（
ㄅ
ㄧ
ˋ
）
肸
（
ㄒ
一
）
以
中
牟
畔
。
」
《
大
雅
》
：「
無
然
畔
援
。
」
按
：  

 
  
  
  

土
地
分
開
則
有
界
線
，
經
典
多
借
為
叛
，
叛
離
則
分
也
。 

3.
胖
，《
說
文
》：「
半
體
也
。
一
曰
廣
肉
。
从
肉
半
，
半
亦
聲
。
」《
玉
篇
‧
肉
部
》：「
胖
，
牲
之
半
體
也
。
」 

4.
判
，《
說
文
》：「
分
也
。
从
刀
半
聲
。
」《
詩
經
‧
周
頌
》：「
繼
猶
判
渙
。
」
毛
傳
：「
判
，
分
也
。
」 

按
： 

 
  

  
  

判
是
以
刀
分
開
。 

今
補
： 

5.
泮
，《
說
文
》：「
諸
侯
鄉
射
之
宮
，
西
南
為
水
，
東
北
為
牆
。
从
水
半
，
半
亦
聲
。
」
按
：
古
時
諸
侯
鄉 

 
  

  
  

射
之
處
，
半
牆
半
水
。 

6.
叛
，《
說
文
》
：「
半
反
也
，
从
半
反
，
半
亦
聲
。
」
按
：
就
是
反
叛
，
叛
離
則
分
。 

7.
冸
，《
廣
韻
》
：「
冰
散
。
」
按
：
散
有
分
義
。 

8.

 

，
《
廣
韻
》
：「
五
升
。
」
按
：
一
斗
為
十
升
，
半
斗
為
五
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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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凡
从
勺
得
聲
之
字
，
皆
有
小
義
。（
焦
循
說
） 

 
  

（
焦
循
《
易
通
釋
卷
十
》
：「
凡
字
之
从
勺
者
，
多
有
小
義
。
」
） 

1.
勺
，《
說
文
》
：「
所
以
挹
取
也
。
象
形
，
中
有
實
。
」
按
：
焦
循
云
：
「
凡
字
之
从
勺
者
，
多
有
小
義
。 

 
 
  
  

蓋
勺
之
受
小
，
故
中
庸
言
水
一
勺
之
多
。
」 

2.
約
，《
說
文
》：「
纏
束
也
。
从
糸
勺
聲
。
」
段
注
：「
束
者
，
縛
也
。
引
申
為
儉
約
。
」《
廣
雅
》：「
約
， 

   

 
  

  
  

儉
也
。
又
云
：
約
，
少
也
。
」 

3.
杓
，《
說
文
》
：「
枓
柄
也
。
从
木
，
勺
聲
。
」
《
廣
雅
》
：「
杓
，
末
也
。
」
末
有
小
義
。 

4.
豹
，《
說
文
》
：「
似
虎
，
圜
文
。
从
豸
，
勺
聲
。
」
按
：
豹
是
虎
類
而
小
於
虎
，
故
有
小
義
。 

5.
箹
，《
說
文
》
：「
小
籟
也
。
从
竹
約
聲
。
」
按
：
籟
是
古
代
一
種
小
的
竹
制
管
樂
器
。 

 

今
補
： 

6.
瓝
，《
爾
雅
‧
釋
草
》
邢
昺
（
ㄅ
ㄧ
ㄥ
ˇ
）
疏
：
「
瓞
，
一
名
瓝
，
小
瓜
也
。
」 

7.
芍
，《
廣
韻
》
：「
蓮
中
子
也
。
」
按
：
蓮
子
很
小
。 

8.
的
，《
說
文
段
注
》
：「
引
申
為
射
的
。
」
按
：
「
射
的
」
是
箭
靶
的
小
圓
心
。 

9.
釣
，《
說
文
》：「
鉤
魚
也
，
从
金
，
勺
聲
。
」
段
注
：「
鉤
者
，
曲
金
也
；
以
曲
金
取
魚
謂
之
釣
。
」
按
： 

 
  

  
  

魚
鉤
是
很
小
的
。 

10.
酌
，《
說
文
》
：「
盛
酒
行
觴
也
。
」
段
注
：
「
盛
酒
於
觶
（
ㄓ
ˋ
）
中
以
飲
人
曰
行
觴
。
」
按
：
觶
為
小 



375 
 

 
 

的
盛
酒
器
，
故
有
小
義
。 

11.
彴
，《
廣
韻
》
：「
橫
木
渡
水
。
」
橫
木
指
獨
木
，
獨
木
橋
很
小
。 

12.
馰
，《
說
文
》
：「
馬
白
頟
（
ㄜ
ˊ
）
也
。
从
馬
，
勺
聲
。
」
表
示
馬
額
頭
上
有
小
白
點
。 

13.
灼
，《
說
文
》
：「
灸
（
ㄐ
ㄧ
ㄡ
ˇ
）
也
，
从
火
，
勺
聲
。
」
按
：
猶
身
有
病
，
人
點
灸
之
。 

14.
汋
，《
說
文
》
：「
激
水
聲
也
。
从
水
勺
聲
。
」
按
：
水
波
激
蕩
，
比
起
海
濤
之
聲
，
要
小
得
多
。 

15.
妁
，《
說
文
》
：「
酌
也
，
斟
酌
二
姓
者
也
。
」
媒
妁
須
謹
慎
小
心
，
故
有
小
義
。 

16.
玓
，《
說
文
》
：「
玓
（
ㄉ
一
ˋ
）
瓅
（
ㄌ
一
ˋ
）
，
明
珠
光
也
。
从
王
。
勺
聲
。
」
明
珠
發
光
很
微
弱
， 

 
 
 
 

有
小
義
。 

17.

 

，
《
說
文
》
：「
手
足
指
節
鳴
也
，
从
筋
省
，
勺
聲
。
」
按
：
骨
節
所
發
的
聲
小
。 

18.
仢
，《
爾
雅
‧
釋
天
》
：「
仢
，
奔
星
。
」
按
：
奔
星
即
流
星
，
故
有
小
義
。 

19.
扚
，《
說
文
》
：「
疾
擊
也
，
从
手
，
勺
聲
。
」
疾
擊
則
受
力
較
小
。 

20.

 

，
《
廣
韻
》
：「
鼠
似
兔
而
小
也
。
」 

21.
葯
，《
廣
韻
》
：「
白
芷
葉
也
。
」
按
：
白
芷
葉
較
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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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凡
从
句
（
勾
）
得
聲
之
字
，
多
有
曲
義
。（
段
玉
裁
說
） 

 
 

（
段
注
「
翑
（
ㄑ
ㄩ
ˊ
）
」
下
曰
：
「
凡
从
句
者
皆
訓
曲
。
」
） 

按
：
句
从
「
丩
」
得
聲
，《
說
文
》
丩
：「
相
糾
繚
也
。
」
瓜
藤
糾
纏
，
一
定
是
彎
曲
的
，
所
以
「
句
（
ㄍ
ㄡ
）
」

曲
義
是
从
「
丩
」
聲
而
來
。 

1.
句
，《
說
文
》
：「
曲
也
。
从
口
丩
聲
。
」 

2.
笱
，《
說
文
》
：「
曲
竹
捕
魚
笱
也
。
从
竹,

句
，
句
亦
聲
。
」
段
注
：
「
笱
，
曲
竹
為
之
。
以
承
孔
。
使
魚

入 
 

其
中
不
得
去
者
。
」 

3.
鉤
，《
說
文
》
：「
曲
鉤
也
。
从
金,

句
，
句
亦
聲
。
」 

4.
跔
，《
說
文
》
：「
天
寒
足
跔
（
ㄐ
ㄩ
）
也
。
从
足
句
聲
。
」
按
：
跔
者
，
句
曲
不
伸
之
意
。 

5.
耉
，《
說
文
》：「
老
人
面
凍
黎
若
垢
。
从
老
省
，
句
聲
。
」
按
：《
說
文
通
訓
定
聲
》：「
老
人
背
傴
僂
也
。
」 

6.
痀
，《
說
文
》
：「
曲
脊
也
。
从
疒
，
句
聲
。
」 

7.
苟
，《
說
文
》
：「
艸
也
。
从
艸
，
句
聲
。
」
按
：
苟
艸
為
曲
生
草
。 

8.
雊
，《
說
文
》
：「
雄
雉
鳴
也
。
而
句
其
頸
。
从
隹
，
句
聲
。
」 

9.
姁
，《
說
文
》：「
嫗
也
。
」
按
：
嫗
《
說
文
》：「
母
也
。
」
母
像
懷
子
形
。
必
躬
身
抱
子
。
故
姁
有
曲
義
。 

 10.
翑
，《
說
文
》
：「
羽
曲
也
。
从
羽
，
句
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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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凡
从
農
得
聲
之
字
，
多
有
厚
義
。（
段
玉
裁
說
） 

 
 

（
段
注
「
襛
」
下
曰
：「
凡
農
聲
之
字
皆
訓
厚
。
」
） 

1.
䢉
（
農
），《
說
文
》：「
耕
人
也
。
从
晨
，
囟
聲
。
」
段
注
：「
《
尚
書
‧
洪
範
》：『
農
用
八
政
。
』
孔
安
國 

 
  

 
  

傳
：
『
農
，
厚
也
。
』
《
論
語
‧
子
路
》
：
『
吾
不
如
老
農
。
』
皇
侃
疏
：
『
農
者
，
濃
也
，
是
耕
田
之 

 
  
  
  

人
也
，
言
耕
田
可
以
使
國
家
倉
廩
濃
厚
也
。
』
」 

2.

（
膿
），《
說
文
》：「
腫
血
也
。
从
血
，
農
省
聲
。
膿
，
俗
从
肉
農
聲
。
」
段
注
：「
停
滯
之
血
則
為

。
」   

 
  

 
  

按
：
停
滯
之
血
則
濃
厚
。 

3.
濃
，《
說
文
》：「
露
多
也
。
从
水
農
聲
。
」《
小
雅
‧
蓼
蕭
》：「
零
露
濃
濃
。
」
毛
傳
：「
濃
濃
，
厚
皃
。
」 

4.
醲
，《
說
文
》
：「
厚
酒
也
。
从
酉
農
聲
。
」 

 5.
襛
，《
說
文
》
：「
衣
厚
皃
。
从
衣
農
聲
。
」
《
詩
》
曰
：
「
何
彼
襛
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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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凡
从
叚
（
ㄐ
ㄧ
ㄚ
ˇ
）
得
聲
之
字
，
皆
有
赤
色
之
義
。（
段
玉
裁
說
） 

 
 

（
段
注
「
鰕
（
ㄒ
ㄧ
ㄚ
）
」
下
曰
：
「
凡
叚
聲
如
瑕
鰕
騢
（
ㄒ
ㄧ
ㄚ
ˊ
）
等
皆
有
赤
色
。
」
） 

1.
叚
，《
說
文
》：「
借
也
。
闕
。
」
段
注
：「
古
多
借
瑕
為
叚
。
」
按
：
瑕
，
古
多
假
借
為
叚
，
瑕
為
赤
色
的 

 
 
 
 

玉
，
因
此
叚
有
赤
色
之
義
。 

2.
鰕
，《
說
文
》：「
魵
（
ㄈ
ㄣ
ˊ
）
也
。
从
魚
叚
聲
。
」
段
注
：「
鰕
篆
者
，
長
須
水
蟲
之
正
字
。
古
亦
借
瑕 

 
  
  
  

為
之
。
」
凡
叚
聲
如
瑕
鰕
騢
等
皆
有
赤
色
。 

3.
瑕
，《
說
文
》
：「
玉
小
赤
也
。
从
玉
叚
聲
。
」 

4.
騢
，《
說
文
》
：「
馬
赤
白
襍
（
ㄗ
ㄚ
ˊ
）
毛
。
从
馬
叚
聲
。
謂
色
似
鰕
魚
也
。
」
《
爾
雅
‧
釋
畜
》
：
「
騢
，  

 
  

 
 

馬
赤
白
雜
色
，
文
似
鰕
魚
也
。
」
按
：
騢
，
為
馬
毛
有
赤
色
之
義
。 

5.
霞
，《
說
文
》
：「
赤
雲
氣
也
。
从
雨
叚
聲
。
」
按
：
赤
色
的
雲
為
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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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凡
从
戔
（
ㄐ
ㄧ
ㄢ
）
得
聲
之
字
，
皆
有
小
義
。（
王
聖
美
說
） 

 
  
 

沈
括
《
夢
溪
筆
談
‧
卷
十
四
》
：
「
王
聖
美
治
字
學
，
演
其
義
以
為
右
文
。
古
之
字
書
，
皆
从
右
文
。
凡

字
，
其
類
在
左
，
其
義
在
右
。
如
木
類
，
其
左
皆
从
木
。
所
謂
右
文
者
，
如
戔
，
小
也
。
水
之
小
者
曰
淺
；

金
之
小
者
曰
錢
；
歺
（
ㄜ
ˋ
）
而
小
者
曰
殘
；
貝
之
小
者
曰
賤
；
如
此
之
類
，
皆
以
戔
為
義
也
。
」 

 1.
戔
，《
說
文
》
：「
賊
也
。
从
二
戈
。
」
《
周
書
》
曰
：
「
戔
戔
巧
言
。
」
《
易
‧
賁
（
ㄅ
ㄧ
ˋ
）
》
：「
束
帛
戔 

戔
。
」
按
：
戔
合
二
戈
會
意
，
兩
戈
相
向
，
相
互
爭
鬥
，
必
有
傷
殘
，
故
戔
引
申
有
小
義
。 

2.
淺
，《
說
文
》：「
不
深
也
，
从
水
，
戔
聲
。
」
段
注
：「
按
不
深
曰
淺
，
不
廣
亦
曰
淺
。
」《
玉
篇
‧
水
部
》： 

 
  

 
 

「
水
淺
也
。
」
按
：
小
水
為
淺
。 

3.
賤
，《
說
文
》：「
賈
少
也
。
从
貝
戔
聲
。
」《
玉
篇
‧
貝
部
》：「
價
少
也
。
」
按
：
貝
指
錢
幣
，
引
申
為
價 

 

值
，
表
示
價
值
之
小
者
為
賤
。 

4.
箋
，《
說
文
》：「
表
識
書
也
。
从
竹
戔
聲
。
」
按
：《
慧
琳
音
義
》：「
小
箋
也
。
」
按
，
竹
簡
之
小
者
謂
之 

 
  

 
  
  
 

箋
，
今
稱
便
箋
。 

5.
諓
，《
說
文
》：「
善
言
也
。
从
言
戔
聲
。
」《
集
韻
‧
先
韻
》：「
諓
，
淺
薄
貌
。
」
按
：《
漢
書
‧
李
尋
傳
》 

   

 
  

顏
師
古
注
：
「
諓
，
小
善
也
。
」
皆
有
小
義
。 

6.
棧
，《
說
文
》：「
棚
也
。
竹
木
之
車
曰
棧
。
从
木
戔
聲
。
」
按
：
棧
就
是
小
木
棚
，
又
如
「
棧
道
」，
表
示 

小
的
道
路
。
小
的
旅
社
為
「
客
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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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綫
，《
說
文
》：「
縷
也
。
从
糸
，
戔
聲
。
」《
淮
南
子
‧
要
略
》：「
中
國
之
不
絕
如
綫
。
」
高
誘
注
：「
綫
， 

 
  
  

細
絲
也
。
」
孟
郊
《
遊
子
吟
》
：
「
慈
母
手
中
綫
。
」
綫
就
是
細
小
的
綫
。 

8.
餞
，《
說
文
》
：「
送
去
食
也
，
从
食
，
戔
聲
。
」
按
：
餞
為
送
別
時
的
酒
食
，
離
別
傷
感
，
食
之
甚
少
。 

9.
踐
，《
說
文
》
：「
履
也
，
从
足
，
戔
聲
。
」
按
：
足
履
物
上
，
則
物
被
殘
傷
，
引
申
有
小
義
。 

10.
濺
，《
集
韻
》
：「
水
疾
流
皃
。
」
水
疾
流
濺
起
的
小
水
花
。 

11.
殘
，《
說
文
》
：「
賊
也
。
从
歺
（
ㄜ
ˋ
）
戔
聲
。
」
按
：
傷
殘
則
小
。 

12.
琖
（
盞
），《
說
文
》
：「
玉
爵
也
。
夏
曰
琖
，
殷
曰
斝
（
ㄐ
ㄧ
ㄚ
ˇ
）
，
周
曰
爵
。
从
玉
戔
聲
。
」
按
：
玉 

爵
是
一
種
小
的
酒
杯
。 

 

七
、
凡
从
力
得
聲
之
字
，
皆
有
條
理
之
義
。（
段
玉
裁
說
） 

 
 

（
段
注
「
力
」
下
曰
：「
人
之
理
曰
力
。
故
木
之
理
曰
朸
（
ㄌ
一
ˋ
）。
地
之
理
曰
阞
（
ㄌ
ㄜ
ˋ
）。
水
之
理 

 
  

曰
泐
（
ㄌ
ㄜ
ˋ
）
。
」
） 

1.
力
，《
說
文
》
：「
筋
也
。
象
人
筋
之
形
。
」
按
：
力
是
人
用
力
時
，
經
絡
鼓
起
，
肌
理
分
明
。 

2.
朸
，《
說
文
》
：「
木
之
理
也
，
从
木
，
力
聲
。
」 

3.
阞
，《
說
文
》
：「
地
理
也
，
从
阜
，
力
聲
。
」
按
：
地
之
紋
理
曰
阞
。 

 4.
泐
，《
說
文
》：「
水
之
理
也
。
从
水
，
阞
聲
。
」《
周
禮
》
曰
：「
石
有
時
而
泐
。
」
按
：
水
之
紋
理
曰
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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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凡
从
奇
得
聲
之
字
，
皆
有
偏
義
。（
段
玉
裁
說
） 

 
 

（
段
注
「
齮
（
一
ˇ
）
」
下
曰
：「
按
，
凡
从
奇
之
字
多
訓
偏
。
」
） 

1.
奇
，《
說
文
》
：「
異
也
。
一
曰
不
耦
。
从
大
从
可
。
」
按
：
異
乃
特
別
不
同
之
稱
；
凡
物
大
則
異
於
常
， 

 
 
 
 

異
於
常
則
偏
也
。 

2.
畸
，《
說
文
》
：「
殘
田
也
。
从
田
奇
聲
。
」
段
注
：
「
殘
田
者
，
餘
田
不
整
齊
者
也
。
」 

3.
踦
，《
說
文
》
：「
一
足
也
。
从
足
奇
聲
。
」
按
：
一
足
則
偏
也
。 

4.
倚
，《
說
文
》
：「
依
也
。
从
人
奇
聲
。
」
按
：
人
倚
物
則
體
偏
。 

5.
齮
，《
說
文
》：「
齧
也
。
从
齒
奇
聲
。
」《
漢
書
‧
田
儋
（
ㄉ
ㄢ
ˋ
）
傳
》
顏
師
古
注
：「
齮
，
側
齧
也
。
」 

 
  
  
  

按
：
齧
，
即
今
之
齧
字
，
表
示
咬
、
啃
。
按
：
啃
物
則
不
全
，
有
偏
義
。 

6.
掎
，《
說
文
》
：「
偏
引
也
。
从
手
奇
聲
。
」
《
漢
書
‧
敘
傳
上
》
顏
師
古
注
：
「
掎
，
偏
持
其
足
也
。
」 

7.
觭
，《
說
文
》
：「
角
一
俛
（
ㄈ
ㄨ
ˇ
）
一
仰
也
。
从
角
奇
聲
。
」
按
：
角
一
俯
一
仰
則
偏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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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凡
从
侖
得
聲
之
字
，
皆
有
條
理
之
義
。（
段
玉
裁
說
） 

 
 

（
段
注
「
侖
」
下
曰
：「
凡
人
之
思
必
依
其
理
。
倫
論
字
皆
以
侖
會
意
。
」
）
按
：「
侖
」
讀
作
「
ㄌ
ㄨ
ㄣ
ˊ
」
， 

 
  

發
「
ㄌ
」
音
時
，
舌
頭
打
轉
，
故
「
侖
」
為
聲
符
的
字
，
多
有
圓
轉
義
，
再
引
申
為
條
理
之
義
。 

1.
侖
，《
說
文
》
：「
思
也
。
从
亼
冊
。
」
按
：
「
亼
」
表
示
集
中
編
排
之
義
。
「
冊
」
指
簡
冊
，
編
排
簡
冊
要 

 
 
 
 

有
條
理
次
序
。 

2.
倫
，《
說
文
》：「
輩
也
。
从
人
侖
聲
。
一
曰
道
也
。
」
按
：
侖
，
有
條
理
之
義
，
父
慈
子
孝
，
兄
友
弟
恭
， 

 
  
  
  

這
種
人
倫
的
條
理
是
需
要
人
人
遵
守
的
。 

3.
論
，《
說
文
》：「
議
也
。
从
言
侖
聲
。
」
段
注
：「
凡
言
語
循
其
理
，
得
其
宜
謂
之
論
。
」
按
：
議
論
之
辭 

 
  
  
  

必
須
有
條
理
次
序
。 

4.
輪
，《
說
文
》：「
有
輻
曰
輪
，
無
輻
曰
輇
（
ㄑ
ㄩ
ㄢ
ˊ
）。
从
車
侖
聲
。
」
按
：
車
輪
圓
轉
義
是
从
「
ㄌ
ㄨ 

 
 
 
 

ㄣ
ˊ
」
聲
而
得
。 

5.
淪
，《
說
文
》
：「
小
波
為
淪
。
从
水
侖
聲
。
」
《
詩
》
曰
：
「
河
水
清
且
淪
漪
。
」
按
：
「
淪
」
，
即
水
一
圈 

 
 
 

一
圈
圓
的
波
紋
。
如
王
維
的
《
山
中
與
裴
迪
秀
才
書
》
：
「
輞
水
淪
漣
，
與
月
上
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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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凡
从
辰
得
聲
之
字
，
皆
有
動
義
。（
段
玉
裁
說
） 

 
 

（
段
注
「
䟴
（
ㄓ
ㄣ
ˋ
）
」
下
曰
：
「
與
口
部
唇
，
雨
部
震
，
手
部
振
音
義
略
同
。
） 

1.
辰
，《
說
文
》
：「
震
也
。
从
乙
匕
。
厂
聲
。
天
時
也
。
从
二
（
ㄕ
ㄤ
ˋ
）。
二
，
古
文
上
字
。
」
按
：
震
有 

 
  
  
  

動
義
。 

2.
震
，《
說
文
》：「
劈
歴
，
振
物
者
。
从
雨
，
辰
聲
。
」《
春
秋
傳
》
曰
：
「
震
夷
伯
之
廟
。
」
段
注
：「
引
申 

 
 
 
 

之
，
凡
動
謂
之
震
。
」 

3.
振
，《
說
文
》
：「
舉
救
之
也
。
从
手
，
辰
聲
。
一
曰
奮
也
。
」
段
注
：
「
采
芑
傳
曰
：
『
入
曰
振
旅
。
』
振 

 
 
 
 

鷺
傳
曰
：『
振
振
，
羣
飛
皃
。
』
七
月
傳
曰
：『
沙
雞
羽
成
而
振
訊
之
。
』
皆
此
義
。
」
按
：
段
氏
所 

 
 
 
 

舉
《
詩
經
》
諸
例
，
皆
有
動
義
。 

4.
䟴
，
《
說
文
》
：「
動
也
。
从
足
，
辰
聲
。
」 

5.
娠
，《
說
文
》：「
女
妊
身
動
也
。
从
女
，
辰
聲
。
」《
春
秋
傳
》
曰
：「
後
緡
（
ㄇ
ㄧ
ㄣ
ˊ
）
方
娠
。
」
按
： 

 
  

 
 

妊
娠
表
示
懷
孕
，
胎
兒
在
母
腹
中
蠕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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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
凡
从
多
得
聲
之
字
，
皆
有
大
義
。（
段
玉
裁
說
） 

 
 

（
段
注
「
卶
（
ㄔ
ˇ
）
」
下
曰
：「
凡
从
多
之
字
訓
大
。
」
） 

1.
多
，《
說
文
》：「
緟
（
ㄔ
ㄨ
ㄥ
ˊ
）
也
。
从
緟
夕
。
夕
者
，
相
繹
也
。
故
為
多
。
緟
夕
為
多
。
緟
日
為
曡
。
」 

 
 

 
 
 

段
注
：
「
緟
者
，
增
益
也
。
故
為
多
。
」
按
：
數
量
多
則
表
示
大
。 

2.
卶
，《
說
文
》
：「
有
大
慶
也
。
从
卪
多
聲
，
讀
若
侈
。
」
段
注
：
「
大
慶
，
謂
大
可
賀
之
事
也
。
」 

3.
哆
，《
說
文
》：「
張
口
也
。
从
口
，
多
聲
。
」
段
注
：「
《
小
雅
》：『
哆
兮
侈
兮
。
』
毛
曰
：『
哆
，
大
皃
。
』
」 

 
 
 
  

按
：
哆
表
示
口
張
得
很
大
。 

4.
移
，《
說
文
》：「
禾
相
倚
移
也
。
从
禾
多
聲
。
」
段
注
：「
《
表
記
》：『
衣
服
以
移
之
。
』
注
：「
移
讀
如
禾 

 
 

氾
移
之
移
。
移
猶
廣
大
也
。
」 

5.
垑
，《
說
文
》
：「
恃
也
。
从
土
多
聲
。
」
段
注
：
「
恃
土
地
者
，
自
多
其
土
地
。
故
字
从
多
土
。
」
按
：
土 

 

 
 
 
 

地
多
則
有
大
義
。 

6.
侈
，《
說
文
》
：「
掩
脅
也
。
从
人
多
聲
。
一
曰
奢
也
。
」
《
公
羊
傳
何
休
注
》
：
「
侈
，
大
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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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
凡
从
皇
得
聲
之
字
，
皆
有
大
義
。（
段
玉
裁
說
）  

   
（
段
注
「
鍠
」
下
曰
：「
按
，
皇
，
大
也
，
故
聲
之
大
，
字
多
从
皇
。
」）
按
：
皇
為
喉
音
，
凡
喉
音
多
有

大
義
。 

1.
皇
，《
說
文
》
：「
大
也
。
从
自
王
。」
段
注
：
「
始
王
天
下
，
是
大
君
也
。
故
號
之
曰
皇
。
因
以
為
凡
大
之 

 
  
  
  

稱
。
此
說
字
形
會
意
之
恉
。
」
按
：
皇
字
金
文
作
「

」
，
像
人
頭
戴
冠
冕
，
至
高
無
上
的
大
王
。 

2.
喤
，《
說
文
》：「
小
兒
聲
。
从
口
皇
聲
。
」《
詩
》
曰
：「
其
泣
喤
喤
。
」
段
注
：「
啾
謂
小
兒
小
聲
。
喤
謂 

 
 
 
 

小
兒
大
聲
也
。
如
離
騷
鳴
玉
鑾
之
啾
啾
，
詩
鍾
鼓
喤
喤
。
」 

3.
瑝
，《
說
文
》
：「
玉
聲
也
。
从
玉
皇
聲
。
」
段
注
：
「
謂
玉
之
大
聲
也
。
」 

4.
鍠
，《
說
文
》
：「
鐘
聲
也
。
从
金
皇
聲
。
」
按
：
鍠
為
大
的
鐘
聲
。 

 
 



386 
 

十
三
、
凡
从
于
得
聲
之
字
，
皆
有
大
義
。（
段
玉
裁
說
） 

 
  

（
段
注
「
芋
」
下
曰
：
「
凡
于
聲
字
多
訓
大
。
」
） 

1.
亏
（
于
），《
說
文
》
：「
於
也
。
象
氣
之
舒
于
。
从
丂
从
一
。
一
者
，
其
氣
平
之
也
。
」
段
注
：
「
《
檀
弓
》
： 

 
 
 

『
易
則
易
，
于
則
于
。
』
《
論
語
》
：
『
有
是
哉
。
子
之
于
也
。
』
于
皆
廣
大
之
義
。
」 

2.
芋
，《
說
文
》：「
大
葉
實
根
駭
人
，
故
謂
之
芌
（
ㄩ
ˋ
）
也
。
从
艸
于
聲
。
」
段
注
：「
芋
之
為
物
。
葉
大 

 
 

根
實
。
二
者
皆
堪
駭
人
。
故
謂
之
芋
。
」 

3.
宇
，《
說
文
》：「
屋
邊
也
。
从
宀
，
于
聲
。
」
段
注
：「
宇
者
，
言
其
邊
。
故
引
申
之
義
為
大
。
」《
文
子
》 

 

 
 
 
 

及
《
三
蒼
》
云
：
「
上
下
四
方
謂
之
宇
。
往
古
來
今
謂
之
宙
。
」 

4.
訏
，《
說
文
》
：「
詭
譌
也
。
从
言
于
聲
。
」
《
方
言
》
：「
訏
，
大
也
。
」 

5.
盱
，《
說
文
》
：「
張
目
也
。
从
目
于
聲
。
」
《
魏
都
賦
》
：「
盱
，
舉
眉
大
視
也
。
」 

6.
夸
，《
說
文
》
：「
奢
也
。
从
大
于
聲
。
」
《
詩
經
‧
大
雅
‧
板
》
：「
無
為
夸
毗
。
」
朱
熹
集
傳
：
「
夸
，
大 

 
 
 
 

也
。
」
《
漢
書
‧
嚴
安
傳
》：
「
帶
劍
者
夸
殺
人
以
矯
奪
。
」
顏
師
古
注
：
「
夸
，
大
也
，
競
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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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
凡
从
坙
得
聲
之
字
，
多
有
直
而
長
之
義
。（
段
玉
裁
說
） 

 
 

（
段
注
「
陘
」
下
曰
：「
凡
巠
聲
之
字
皆
訓
直
而
長
者
。
」
） 

1.
巠
，《
說
文
》
：「
水
脈
也
。
从
川
在
一
下
。
一
，
地
也
。
壬
（
ㄊ
一
ㄥ
ˇ
）
省
聲
。
一
曰
水
」
按
：
水
脈 

 
 
 
 

有
直
而
長
之
義
。 

2.
經
，《
說
文
》
：「
織
从
絲
也
。
从
糸
巠
聲
。
」
按
：
織
布
機
上
直
的
線
為
經
。
橫
的
線
為
緯
。 

3.
徑
，《
說
文
》
：「
步
道
也
。
从
彳
巠
聲
。
」
按
：
小
徑
即
是
直
的
小
路
。
如
晏
殊
的
《
踏
莎
行
‧
小
徑
紅 

 
  
  
  

稀
》
：「
小
徑
紅
稀
，
芳
郊
綠
遍
。
高
臺
樹
色
陰
陰
見
。
」 

4.
涇
，《
段
注
》
：「
《
釋
名
》
作
直
波
曰
涇
。
云
涇
，
徑
也
。
言
如
道
徑
也
。
」
《
莊
子
》
：「
涇
流
之
大
。
」 

 
 
 
 

按
：
涇
指
直
而
長
的
河
流
。 

5.
陘
，《
說
文
》
：「
山
絕
坎
也
。
从
阜
巠
聲
。
」
按
：
《
左
傳
‧
襄
十
六
年
》
：
「
孟
孺
子
速
遂
塞
（
ㄙ
ㄜ
ˋ
） 

 
  
  
  

海
陘
而
還
。
」
注
：
「
海
陘
，
魯
隘
道
也
。
」
隘
道
直
而
且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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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
凡
从
悤
得
聲
之
字
，
多
有
中
空
通
透
之
義
。（
段
玉
裁
說
） 

 
 

（
段
注
「
鏓
」
下
曰
：「
囪
者
多
孔
。
蔥
者
空
中
。
聰
者
耳
順
。
義
皆
相
類
。
凡
字
之
義
必
得
諸
字
之
聲
者

如
此
。
」
） 

1.
悤
，《
說
文
》：「
多
遽
悤
悤
也
。
从
囪
从
心
，
囪
亦
聲
。
」
段
注
：「
从
囪
从
心
者
，
謂
孔
隙
旣
多
而
心
亂 

 
 
 
 

也
。
故
其
字
入
囪
部
會
意
。
」
按
：
悤
指
忙
迫
急
遽
的
事
，
常
使
心
慌
意
亂
。
悤
从
囪
从
心
，
囪 

 
 
 
 

是
古
代
木
構
的
窗
戶
，
中
空
有
孔
，
多
格
通
透
。 

2.
鏓
，《
說
文
》
：「
鎗
鏓
也
。
从
金
。
悤
聲
。
一
曰
大
鑿
中
木
也
。
」
按
：
鐘
是
中
空
的
，
撞
之
發
出
「
鎗 

 
 
 
 

鏓
」
之
聲
。 

3.
蔥
，《
說
文
》
：「
菜
也
。
从
艸
，
悤
聲
。
」
按
：
蔥
者
中
空
。 

4.
聰
，《
說
文
》
：「
察
也
。
从
耳
悤
聲
。
」
按
：
悤
有
通
透
義
，
聰
是
耳
朵
聽
到
，
能
夠
通
達
明
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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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
凡
从
曾
之
字
，
皆
有
增
益
之
義
。（
段
玉
裁
說
） 

 
 

（
段
注
「
埤
」
下
曰
：
「
凡
从
曾
之
字
皆
取
加
高
之
意
。
」
）
按
：
加
高
則
為
增
益
也
。 

1.
曾
，《
說
文
》
：「
詞
之
舒
也
。
从
八
从
曰
，

（
ㄔ
ㄨ
ㄤ
）
聲
。
」
段
注
：「
至
如
曾
祖
、
曾
孫
，
取
增
益 

 
 
 
 

層
絫
之
意
。
」 

2.
增
，《
說
文
》：「
益
也
。
从
土
曾
聲
。
」
段
注
：「
益
者
，
饒
也
。
會
下
曰
。
曾
，
益
也
。
是
可
叚
曾
之
。
」 

3.
層
，《
說
文
》
：「
重
屋
也
。
从
尸
曾
聲
。
」
段
注
：
「
引
申
為
凡
重
曡
之
偁
。
古
亦
假
增
為
之
。
」 

4.
竲
，《
說
文
》
：「
北
地
高
樓
無
屋
者
。
从
立
曾
聲
。
」
段
注
：
「
高
樓
上
不
為
覆
曰
竲
。
《
廣
韻
‧
蒸
韻
》
： 

 
  

 
 

『
竲
，
高
皃
。
』
」
按
：
高
有
增
加
的
意
思
。 

5.
譄
，《
說
文
》
：「
加
也
。
从
言
曾
聲
。
」
《
廣
韻
‧
登
韻
》
：「
加
言
也
。
」
有
增
益
之
義
。 

6.
贈
，《
說
文
》
：「
玩
好
相
送
也
。
从
貝
，
曾
聲
。
」
按
：
古
代
貝
為
貨
幣
，
以
貝
相
送
，
有
增
益
之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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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
凡
从
者
得
聲
之
字
，
皆
有
分
別
之
義
。（
王
國
瑞
說
） 

 
 

（
王
國
瑞
《
釋
箸
》
曰
：「
凡
从
者
諧
聲
之
字
，
皆
有
分
別
之
義
。
」） 

1.
者
，《
說
文
》
：「
別
事
詞
也
。
从
白

（
ㄌ
ㄩ
ˇ
）
聲
。

，
古
文
旅
字
。
」 

2.
箸
，《
說
文
》
：「
飯
攲
（
ㄐ
ㄧ
）
也
。
从
竹
者
聲
。
」
按
：
箸
用
以
分
撥
飯
食
，
故
有
分
別
之
義
。 

3.
署
，《
說
文
》：「
部
署
也
，
各
有
所
网
屬
也
。
从
网
，
者
聲
。
」
段
注
：「
部
署
猶
處
分
。《
急
就
篇
》
曰
。 

 
 
 
 

分
別
部
居
不
雜
廁
。
」
按
：
分
別
部
署
即
離
析
之
意
。 

4.
渚
，《
說
文
》：「
渚
水
。
在
常
山
中
丘
逢
山
。
東
入
湡
。
从
水
，
者
聲
。
」《
爾
雅
》
曰
：「
小
州
曰
渚
。
」 

   

 
  
  
  

段
注
：
「
召
南
傳
曰
。
渚
，
小
洲
也
。
水
岐
成
渚
。
」
按
：
水
岐
成
渚
者
，
謂
兩
水
分
流
，
合
之
則 

 
  
  
  

成
渚
也
，
此
亦
有
分
別
之
意
。 

5.
緒
，《
說
文
》：「
絲
耑
也
。
从
糸
，
者
聲
。
」
段
注
：「
抽
絲
者
得
緒
而
可
引
。
」
按
：
亂
絲
不
可
分
，
唯 

 
  
 

得
其
緒
則
可
理
而
分
之
。
此
緒
字
亦
取
分
別
之
意
。 

6.
陼
，《
說
文
》
：「
如
渚
者
陼
丘
。
水
中
高
者
也
。
」
按
：
陼
為
水
中
之
高
者
，
此
矗
然
別
異
之
意
，
亦
所 

 
  
 

以
分
別
水
也
。 

7.
諸
，《
說
文
》：「
辯
也
。
从
言
者
聲
。
」
段
注
：「
凡
舉
其
一
。
則
其
餘
謂
之
諸
以
別
之
。
」
按
：
段
注
謂 

 
  
  

之
諸
以
別
之
，
是
諸
字
亦
取
分
別
之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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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
凡
从
少
得
聲
之
字
，
多
有
少
義
。（
王
念
孫
《
廣
雅
疏
證
卷
四
下
》
） 

1.
少
，《
說
文
》
：「
不
多
也
。
从
小
丿
聲
。
」
段
注
：
「
不
多
則
小
。
故
古
少
、
小
互
訓
通
用
。
」 

 2.
杪
，《
說
文
》
：「
木
標
末
也
。
从
木
少
聲
。
」
段
注
：
「
《
方
言
》
曰
：『
杪
，
小
也
。
』
」
按
：
木
細
枝
謂 

 
 
 
 

之
杪
。 

3.
玅
（
妙
），《
說
文
》
：「
急
戾
也
。
从
弦
省
，
少
聲
。
」
段
注
：
「
按
，《
類
篇
》
曰
：
『
精
微
也
。
』
則
為 

 
  
  
  

今
之
妙
字
。
妙
或
作
玅
是
也
。
」 

4.
秒
，《
說
文
》：「
禾
芒
也
。
从
禾
少
聲
。
」
段
注
：「
禾
芒
曰
秒
。
猶
木
末
曰
杪
。
」
按
：
今
用
為
時
間
單 

 
 
 
 

位
，
一
秒
鐘
極
其
短
暫
。 

5.
眇
，《
說
文
》
：「
一
目
小
也
。
从
目
少
，
少
亦
聲
。
」
段
注
：
「
按
，
眇
訓
小
目
。
引
申
為
凡
小
之
偁
。
」 

6.
篎
，《
說
文
》
：「
小
管
謂
之
篎
。
」《
釋
樂
》
：
「
大
管
謂
之
簥
（
ㄐ
ㄧ
ㄠ
ˋ
）
。
其
中
謂
之
篞
。
小
者
謂
之 

 
 
 
 

篎
。
」
按
：
篎
指
小
管
的
樂
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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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
凡
从
青
得
聲
之
字
，
多
有
美
義
。（
張
世
南
《
遊
宦
紀
聞
》
） 

1.
青
，《
說
文
》：「
東
方
色
也
。
木
生
火
，
从
生
丹
。
丹
青
之
信
言
象
然
。」
按
：
青
是
一
種
美
好
悅
目
的
顏 

 
  
  
  

色
。 

2.
清
，《
說
文
》：「
朖
（
ㄌ
ㄤ
ˇ
）
也
。
澂
（
ㄔ
ㄥ
ˊ
）
水
之
皃
。
从
水
。
青
聲
。
」
按
：《
詩
經
‧
伐
檀
》
：  

 
  
  
  

「
河
水
清
且
漣
猗
。
」
按
：
河
水
清
澈
，
十
分
美
好
。 

3.
精
，《
說
文
》
：「
擇
米
也
。
从
米
青
聲
。
」
按
：
精
選
過
的
米
為
精
。 

4.
倩
，《
說
文
》：「
人
美
字
也
。
从
人
。
靑
聲
。
」
按
：《
詩
經
‧
國
風
‧
碩
人
》：「
巧
笑
倩
兮
，
美
目
盼
兮
。
」 

 
 
 
 

（
按
：
倩
是
對
人
的
美
稱
。
） 

5.
綪
，《
說
文
》：「
赤
繒
也
。
以
莤
染
故
謂
之
綪
。
从
糸
，
靑
聲
。
」（
按
：
染
過
色
的
布
匹
為
綪
，
染
色
則 

 
  

  
  

美
也
。
） 

6.
菁
，《
說
文
》：「
韭
華
也
。
从
艸
，
靑
聲
。
」（
按
：《
詩
經
‧
菁
菁
者
莪
》：「
菁
菁
者
莪
，
在
彼
中
陵
。
」 

 
  

  
  

本
指
韭
菜
的
花
，
引
申
指
所
有
美
好
的
事
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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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一
、 


 

段
玉
裁
：
(1)
聲
與
義
同
源
。 

(2)
凡
字
之
義
，
必
得
諸
字
之
聲
。 

(3)
凡
从
某
聲
皆
有
某
義
。 

(4)
凡
从
某
聲
多
有
某
義
。 

(5)
凡
同
聲
多
同
義
。 

(6)
同
聲
之
義
必
相
近
。 


 

黃
季
剛
（
侃
）
先
生
研
究
《
說
文
》
二
十
一
條
例
之
第
三
：
文
字
之
基
在
於
語
言
，
文
字
之
始
則
為
指
事

象
形
，
指
事
象
形
既
為
語
根
，
故
同
義
之
字
，
往
往
同
音
。 

二
、 


 

段
玉
裁
：
凡
形
聲
字
多
兼
會
意
。 


 

黃
季
剛
（
侃
）
先
生
研
究
《
說
文
》
二
十
一
條
例
之
第
四
：
凡
形
聲
字
之
正
例
必
兼
會
意
。 

三
、
無
聲
字
多
音
： 


 

章
太
炎
先
生
：
舉
囟
（
象
形
）
、
丨
（
指
事
）
、

（
ㄐ
ㄧ
ˊ
）
（
會
意
）
等
字
，
有
殊
言
異
讀
者
，
兼
隸

異
部
，
諸
所
孳
乳
，
義
从
聲
變
，
猶
韻
書
有
一
字
兩
聲
也
。 



394 
 


 

黃
季
剛
（
侃
）
先
生
研
究
《
說
文
》
二
十
一
條
例
之
第
五
、
第
八
、
第
十
三
： 

 
  

條
例
第
五
：
凡
形
聲
字
無
義
可
說
的
，
除
以
聲
命
名
之
字
外
。
有
可
以
假
借
說
之
。 

 
  

條
例
第
八
：
形
聲
字
有
與
其
所
从
之
聲
母
聲
韻
畢
異
者
，
非
形
聲
字
之
自
失
其
例
，
乃
無
聲
字
多
音
之
故
。 

 
  

條
例
第
十
三
：
《
說
文
》
有
一
字
讀
若
數
字
之
音
，
此
即
無
聲
字
多
音
之
故
。 


 

林
景
伊
（
尹
）
先
生
：
形
聲
字
之
音
，
或
有
與
其
偏
旁
之
聲
韻
迥
異
者
，
此
蓋
無
聲
字
多
音
之
故
也
。
無

聲
字
者
，
即
指
事
、
象
形
、
會
意
之
字
，
或
為
意
象
，
或
為
形
象
，
或
為
意
合
，
其
形
體
無
聲
，
由
於
造

字
者
憑
其
當
時
之
意
識
，
取
其
義
而
定
其
聲
者
也
。
以
文
字
非
一
時
、
一
地
、
一
人
所
造
成
，
因
造
字
者

意
識
之
不
同
，
與
方
言
之
有
異
，
故
同
一
形
體
，
每
有
不
同
之
意
識
與
不
同
之
音
讀
，
此
無
聲
字
之
所
以

多
音
而
且
多
異
訓
也
。
後
人
不
明
，
見
形
聲
字
與
其
諧
聲
之
偏
旁
聲
韻
迥
異
，
而
以
為
非
聲
，
或
輒
改
為

會
意
，
殊
不
知
《
說
文
》
皀
，
彼
及
切
，
又
讀
若
香
，
是
皀
為
無
聲
字
，
有
二
音
也
。
故
鵖
（
ㄅ
ㄧ
ˋ
）

从
皀
（
ㄅ
ㄧ
ˋ
）
聲
，
則
為
彼
及
切
，
郷
从
皀
（
ㄒ
ㄧ
ㄤ
）
聲
，
則
為
許
良
切
，
若
無
又
讀
之
明
文
，
則

人
於
鵖
郷
二
字
同
从
皀
者
，
必
疑
有
非
聲
者
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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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注  《

說
文
解
字
序
》：「
轉
注
者
，
建
類
一
首
，
同
意
相
受
。
考
老
是
也
。
」「
建
類
一
首
」
是
指
文
字
的
聲

韻
屬
於
同
一
語
基
，
（
包
括
雙
聲
，
疊
韻
與
同
音
。
）
「
同
意
相
受
」
是
說
文
字
的
意
義
相
同
，
可
以
互
相
容

受
。
所
以
「
轉
注
」
就
是
「
語
基
相
同
，
意
義
相
同
，
而
形
體
不
同
的
文
字
間
之
轉
相
注
釋
。
」
例
如
：「
考

老
」，
論
聲
韻
，
是
疊
韻
；
論
意
義
，《
說
文
》：「
老
，
考
也
。
」「
考
，
老
也
。
」
兩
者
也
相
同
；
論
形
體
，

卻
不
相
同
。
因
此
，
考
老
之
間
的
轉
相
注
釋
，
便
是
轉
注
了
。 

文
字
不
是
一
人
一
時
一
地
所
造
，
可
是
各
種
文
字
用
以
記
錄
語
言
的
功
能
則
一
。
因
此
，
同
一
意
義
的

語
言
，
甲
地
造
的
字
可
能
與
乙
地
造
的
字
不
同
；
早
先
用
的
字
可
能
與
後
來
用
的
字
不
同
。
這
些
在
不
同
的

空
間
與
時
間
造
出
的
語
根
相
同
意
義
相
同
而
形
體
不
同
的
文
字
，
在
某
時
某
地
都
已
普
遍
使
用
，
既
不
能
取

消
某
一
形
體
的
文
字
，
於
是
就
用
轉
注
的
方
法
溝
通
它
。
例
如
：
宋
丁
度
《
集
韻
》
：
「
吳
人
呼
父
曰
爸
。
」

父
與
爸
，
意
義
相
同
；
聲
音
上
也
是
雙
聲
（
古
無
輕
唇
音
，
故
父
為
輕
唇
而
讀
作
重
唇
，
與
爸
雙
聲
。
），
可

是
形
體
不
同
。
於
是
用
「
父
，
爸
也
；
爸
，
父
也
。
」
去
轉
相
注
釋
，
以
為
溝
通
。
又
如
：
章
太
炎
先
生
《
新

方
言
》：「
今
人
言
『
的
』，
在
語
中
者
，『
的
』
即
『
之
』
字
。
」「
的
」
與
「
之
」，
用
作
介
詞
，
意
義
相
同
；

在
聲
音
上
，
是
雙
聲
字
（
古
無
舌
上
音
，
古
「
之
」
為
正
齒
近
於
舌
上
而
讀
作
舌
頭
音
，
與
「
的
」
雙
聲
）
。

可
是
形
體
不
同
。
於
是
用
「
之
，
的
也
；
的
，
之
也
。
」
去
轉
相
注
釋
，
以
為
溝
通
。
這
些
古
今
、
南
北
音

同
、
義
同
、
形
不
同
的
文
字
，
互
相
注
釋
，
都
算
轉
注
；
轉
注
的
功
用
，
正
是
用
來
溝
通
古
今
南
北
文
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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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複
。 互

訓
與
轉
注
是
不
同
的
，
互
訓
是
廣
義
的
轉
注
。
他
們
的
區
別
在
於
：
互
訓
是
「
異
字
同
義
」；
轉
注
於

「
異
字
同
義
」
之
外
，
還
要
在
聲
音
方
面
「
同
一
語
根
」。
在
例
字
中
會
舉
例
說
明
。
總
之
，
轉
注
是
「
音
近
、

義
同
、
形
異
」，
諸
字
之
間
的
轉
相
注
釋
。
它
的
功
用
，
在
溝
通
因
時
間
、
空
間
不
同
，
導
致
所
造
形
體
不
同

的
文
字
。 

 
  
  
  
  
  
 

【
一
、
同
音
轉
注
】 

 
 

不  bù
 

 

ㄅ
ㄨ
ˋ 

 
  

備
註
：
《
說
文
》
：
「
鳥
飛
上
翔
，
不
下
來
也
。
」
甫
鳩
切
，
又
甫
九
切
，
古
聲
幫
紐
，
古
韻
一
部
。 

    

否  f
ǒ u

 

ㄈ
ㄡ
ˇ 

 
  

備
註
：
《
說
文
》
：
「
不
也
。
从
口
不
，
不
亦
聲
。
」
方
久
切
，
古
聲
幫
紐
，
古
韻
一
部
。 

  
  

按
：
古
無
輕
唇
音
，
ㄈ
為
輕
唇
，
古
應
發
重
唇
，
所
以
不
、
否
同
音
同
義
，
可
以
轉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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諆 
q
ī
 

ㄑ
ㄧ 

 
  

備
註
：
《
說
文
》
：
「
欺
也
。
从
言
，
其
聲
。
」
去
其
切
，
古
聲
溪
紐
，
古
韻
一
部
。 

  
  

欺 
qī
 

ㄑ
ㄧ  

 
  

備
註
：
《
說
文
》
：
「
詐
也
。
从
欠
，
其
聲
。
」
去
其
切
，
古
聲
溪
紐
，
古
韻
一
部
。 

  
  

按
：
諆
、
欺
同
音
同
義
，
可
以
轉
注
。 

 
 

爻 
y
á o

 

ㄧ
ㄠ
ˊ  

 
  

備
註
：
《
說
文
》
：
「
交
也
。
象
《
易
》
六
爻
頭
交
也
。
」
胡
茅
切
，
古
聲
匣
紐
，
古
韻
二
部
。 

  
  

殽 
yá
o
 

ㄧ
ㄠ
ˊ  

 
  

備
註
：
《
說
文
》
：
「
相
雜
錯
也
。
从
殳
，
肴
聲
。
」
胡
茅
切
，
古
聲
匣
紐
，
古
韻
二
部
。 

  
  

按
：
爻
、
殽
同
音
同
義
，
可
以
轉
注
。 

 
 



398 
 


 

九 
j
iǔ

 

ㄐ
ㄧ
ㄡ
ˇ   

 
  

備
註
：
《
說
文
》
：
「
昜
（
一
ㄤ
ˊ
）
之
變
也
。
象
其
屈
曲
究
盡
之
形
。
」
舉
有
切
，
古
聲
見
紐
，
古
韻
三 

 
 
 
 
 

部
。 

  
  

究 
ji
ū
 

ㄐ
ㄧ
ㄡ   

 
  

備
註
：
《
說
文
》
：
「
窮
也
。
从
穴
，
九
聲
。
」
居
又
切
，
古
聲
見
紐
，
古
韻
三
部
。 

  
  

趜  
j

 ú  
  

ㄐ
ㄩ
ˊ 

 
  

備
註
：
《
說
文
》
：
「
窮
也
。
从
走
，
匊
聲
。
」
居
六
切
，
古
聲
見
紐
，
古
韻
三
部
。 

  
  

按
：
九
、
究
、
趜
同
音
同
義
，
可
以
轉
注
。 

 
 

丩 
 j
iū

  

ㄐ
ㄧ
ㄡ   

 
  

備
註
：
《
說
文
》
：
「
相
糾
繚
也
。
一
曰
瓜
瓠
結
丩
起
。
」
居
虯
（
ㄑ
ㄧ
ㄡ
ˊ
）
切
，
古
聲
見
紐
，
古
韻
三 

 
 
 
 
 

部
。 

  
  

糾 j
i

 ū  
 

ㄐ
ㄧ
ㄡ 

 
  

備
註
：
《
說
文
》
：
「
繩
三
合
也
。
从
糸
丩
，
丩
亦
聲
。
」
居
黝
切
，
古
聲
見
紐
，
古
韻
三
部
。 

   

 
  

 
  

按
：
丩
、
糾
同
音
同
義
，
可
以
轉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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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t
à n

  

ㄊ
ㄢ
ˋ  

 
  

備
註
：
《
說
文
》
：
「
遠
取
之
也
。
从
手
，
罙
（
ㄕ
ㄣ
）
聲
。
」
他
含
切
，
古
聲
透
紐
，
古
韻
七
部
。 

  
  

撢  
dǎ
n 

 
ㄉ
ㄢ
ˇ   

 
  

備
註
：
《
說
文
》
：
「
探
也
。
从
手
，
覃
（
ㄊ
ㄢ
ˊ
）
聲
。
」
他
紺
（
ㄍ
ㄢ
ˋ
）
切
，
古
聲
透
紐
，
古
韻
七 

 
 
 
 
 

部
。 

 
   

 
  

按
：
探
、
撢
同
音
同
義
，
可
以
轉
注
。 

 
 

聸 
 d
ā n

  

ㄉ
ㄢ  

 
  

備
註
：
《
說
文
》
：
「
垂
耳
也
，
从
耳
，
詹
聲
。
」
都
甘
切
，
古
聲
端
紐
，
古
韻
八
部
。 

  
  

耽  
dā
n 

 

ㄉ
ㄢ 

 
  

備
註
：
《
說
文
》
：
「
耳
大
垂
也
，
从
耳
，
冘
（
一
ㄣ
ˊ
）
聲
。
」
丁
含
切
，
古
聲
端
紐
，
古
韻
八
部
。 

  
  

按
：
聸
、
耽
同
音
同
義
，
可
以
轉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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囪 
cō
ng

 

ㄘ
ㄨ
ㄥ 

 
  

備
註
：
《
說
文
》
：
「
在
牆
曰
牖
，
在
屋
曰
囪
。
象
形
。
」
楚
江
切
，
古
聲
清
紐
，
古
韻
九
部
。 

    

窻 
c
hu
ā n
g
 

ㄔ
ㄨ
ㄤ 

 
  

備
註
：
《
說
文
》
：
「
通
孔
也
。
从
穴
。
悤
聲
。
」
楚
江
切
，
古
聲
清
紐
，
古
韻
九
部
。 

  
  

按
：
囪
、
窻
同
音
同
義
，
可
以
轉
注
。 

  
 

瓨  h
ó n
g
 

ㄏ
ㄨ
ㄥ
ˊ 
   

 
  

備
註
：
《
說
文
》
：
「
似
罌
長
頸
。
受
十
升
。
从
瓦
。
工
聲
。
」
戶
江
切
，
古
聲
匣
紐
，
古
韻
九
部
。 

    

缸 
gā n

g
 

ㄍ
ㄤ 

   

 
  

備
註
：
《
說
文
》
：
「
瓨
（
ㄏ
ㄨ
ㄥ
ˊ
）
也
。
从
缶
。
工
聲
。
」
下
江
切
，
古
聲
匣
紐
，
古
韻
九
部
。 

   
  

按
：
瓨
、
缸
同
音
同
義
，
可
以
轉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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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w
ǎ n
g 

 

ㄨ
ㄤ
ˇ  

 
  

備
註
：
《
說
文
》
：
「
之
也
。
从
彳
，

（
ㄈ
ㄥ
）
聲
。
」
於
兩
切
，
古
聲
為
紐
，
古
韻
十
部
。 

  
  

迋  
wà
ng
  

ㄨ
ㄤ
ˋ 

 
  

備
註
：
《
說
文
》
：
「
往
也
。
从
辵
，
王
聲
。
」
於
放
切
，
古
聲
為
紐
，
古
韻
十
部
。 

 
   

 
  

按
：
往
、
迋
同
音
同
義
，
可
以
轉
注
。 

 

【
二
、
雙
聲
轉
注
】 


 

依 
y

 ī
 

ㄧ  
  

 
  

備
註
：
《
說
文
》
：
「
倚
也
。
从
人
，
衣
聲
。
」
於
稀
切
，
古
聲
影
紐
，
古
韻
十
五
部
。 

 
  
   

 
  

倚 
y

 ǐ
 

ㄧ
ˇ 

  
   

 
  

備
註
：
《
說
文
》
：
「
依
也
。
从
人
，
奇
聲
。
」
於
綺
切
，
古
聲
影
紐
，
古
韻
十
七
部
。 

  
  

按
：
依
、
倚
兩
者
皆
為
影
紐
，
雙
聲
、
義
同
，
可
以
轉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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訢 
 x

 ī
n 
 

ㄒ
ㄧ
ㄣ 

 
  

備
註
：
《
說
文
》
：
「
喜
也
。
从
言
，
斤
聲
。
」
許
斤
切
，
古
聲
曉
紐
，
古
韻
十
三
部
。 

  
  

喜  
x

 ǐ  
  

ㄒ
ㄧ
ˇ   

 
  

備
註
：
《
說
文
》
：
「
樂
也
。
从
壴
，
从
口
。
」
虛
裏
切
，
古
聲
曉
紐
，
古
韻
一
部
。 

  

  
  

欯  
x

 ì  
  

ㄒ
ㄧ
ˋ 

 
  

備
註
：
《
說
文
》
：
「
喜
也
。
从
欠
，
吉
聲
。
」
許
吉
切
，
古
聲
曉
紐
，
古
韻
十
二
部
。 

  
  

欣  
xī
n 
  

ㄒ
ㄧ
ㄣ 

 
  

備
註
：
《
說
文
》
：
「
笑
喜
也
。
从
欠
，
斤
聲
。
」
許
斤
切
，
古
聲
曉
紐
，
古
韻
十
三
部
。 

  
  

按
：
訢
為
欣
字
重
文
，
兩
字
同
音
同
義
，
與
欯
、
喜
雙
聲
，
古
音
皆
在
曉
紐
，
可
以
轉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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讙 
 h
uā

n 
 

ㄏ
ㄨ
ㄢ  

 
  

備
註
：
《
說
文
》
：
「
譁
也
。
从
言
，
雚
（
ㄍ
ㄨ
ㄢ
ˋ
）
聲
。
」
呼
官
切
，
古
聲
曉
紐
，
古
韻
十
四
部
。 

   
  

譁  
hu
á 

  

ㄏ
ㄨ
ㄚ
ˊ 

  

 
  

備
註
：
《
說
文
》
：
「
讙
也
。
从
言
，
華
聲
。
」
呼
瓜
切
，
古
聲
曉
紐
，
古
韻
五
部
。 

  
  

按
：
讙
、
譁
同
在
曉
紐
，
雙
聲
義
同
，
可
以
轉
注
。 

  
 

更 
 g
è n
g 

 

ㄍ
ㄥ
ˋ  

 
  

備
註
：
《
說
文
》
：
「
改
也
，
从
攴
，
丙
聲
。
」
更
：
古
孟
切
，
古
聲
見
紐
，
古
韻
十
部
。 

   
  

改  
gǎ
i 

 

ㄍ
ㄞ
ˇ 

  

 
  

備
註
：
《
說
文
》
：
「
更
也
，
从
攴
，
己
聲
。
」
改
：
古
亥
切
，
古
聲
見
紐
，
古
韻
一
部
。 

  
  

按
：
更
、
改
古
聲
皆
屬
見
紐
，
雙
聲
義
同
，
可
以
轉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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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 
 d
iā

n 
  

ㄉ
ㄧ
ㄢ   

 
  

備
註
：
《
說
文
》
：
「
頂
也
，
从
頁
，
真
聲
。
」
都
年
切
，
古
聲
端
紐
，
古
韻
十
二
部
。 

   
  

頂  
dǐ
ng

  

ㄉ
ㄧ
ㄥ
ˇ  

 
  

備
註
：
《
說
文
》
：
「
顛
也
，
从
頁
，
丁
聲
。
」
都
挺
切
，
古
聲
端
紐
，
古
韻
十
一
部
。 

  
  

按
：
顛
、
頂
古
韻
皆
為
端
紐
，
雙
聲
義
同
，
可
以
轉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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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疊
韻
轉
注
】 

 
 

福 
 f
ú
 
 

ㄈ
ㄨ
ˊ 

 
  

備
註
：
《
說
文
》
：
「
備
也
。
从
示
，
畐
聲
。
」
方
六
切
，
古
聲
幫
紐
，
古
韻
一
部
。 

    

富  f
 ù
 
 

ㄈ
ㄨ
ˋ 

 
  

備
註
：
《
說
文
》
：
「
備
也
。
一
曰
厚
也
。
从
宀
，
畐
聲
。
」
方
副
切
，
古
聲
幫
紐
，
古
韻
一
部
。 

    

備  b
 è i

  

ㄅ
ㄟ
ˋ 

 
  

備
註
：
《
說
文
》
：
「
愼
也
。
从
人
，

（
ㄅ
ㄟ
ˋ
）
聲
。
」
平
祕
（
ㄅ
ㄧ
ˋ
）
切
，
古
聲
並
紐
，
古
韻
一 

 
 
 
 
 

部
。 

  
  

按
：
福
、
富
為
同
音
轉
注
，
與
備
古
韻
都
屬
一
部
，
疊
韻
，
也
可
轉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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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c
hā

o
 
 

ㄔ
ㄠ  

 
  

備
註
：
《
說
文
》
：
「
跳
也
。
从
走
，
召
聲
。
」
敕
宵
切
，
古
聲
徹
紐
，
古
韻
二
部
。 

  
  

跳 
ti
à o

  

ㄊ
ㄧ
ㄠ
ˋ 

 
  

備
註
：
《
說
文
》
：
「
蹶
也
。
从
足
，
兆
聲
。
」
徒
遼
切
，
古
聲
定
紐
，
古
韻
二
部
。 

  
  

按
：
超
、
跳
古
韻
都
屬
二
部
，
疊
韻
，
義
同
，
可
以
轉
注
。 

  
 

爻 
 y

 á
o 
 

ㄧ
ㄠ
ˊ 

  

 
  

備
註
：
《
說
文
》
：
「
交
也
。
象
《
易
》
六
爻
頭
交
也
。
」
胡
茅
切
，
古
聲
匣
紐
，
古
韻
二
部
。 

  
  

交  
ji
ā o

  

ㄐ
ㄧ
ㄠ 

  

 
  

備
註
：
《
說
文
》
：
「
交
脛
也
。
从
大
，
象
交
形
。
」
古
爻
切
，
古
聲
見
紐
，
古
韻
二
部
。 

  
  

按
：
爻
、
交
古
韻
皆
屬
二
部
，
疊
韻
，
義
同
，
可
以
轉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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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k
ǎ o
  

ㄎ
ㄠ
ˇ 

 
  

備
註
：
《
說
文
》
：
「
老
也
。
从
老
省
，
丂
聲
。
」
苦
浩
切
，
古
聲
溪
紐
，
古
韻
三
部
。 

  
  

老 
lǎ
o
 

ㄌ
ㄠ
ˇ 

 
  

備
註
：《
說
文
》：「
考
也
。
从
人
毛
匕
（
ㄏ
ㄨ
ㄚ
ˋ
）
。
言
須
髮
變
白
也
。
」
盧
皓
切
，
古
聲
來
紐
，
古
韻 

 
 
 
 
 

三
部
。 

  
  

按
：
考
、
老
古
韻
皆
屬
三
部
，
疊
韻
，
義
同
，
可
以
轉
注
。 

 
 

粗 
c
ū
 
 

ㄘ
ㄨ  

 
  

備
註
：
《
說
文
》
：
「
疏
也
。
从
米
，
且
聲
。
」
徂
古
切
，
古
聲
從
紐
，
古
韻
五
部
。 

  
  

疏 
sh
ū
 
 

ㄕ
ㄨ 

 
  

備
註
：
《
說
文
》
：
「
通
也
。
从

（
ㄊ
ㄨ
ˇ
）
，
从
疋
，
疋
亦
聲
。
」
所
葅
（
ㄗ
ㄨ
）
切
，
古
聲
心
紐
，
古 

 
  
  
  
  

韻
五
部
。 

  
  

按
：
粗
、
疏
古
韻
皆
屬
五
部
，
疊
韻
，
義
同
，
可
以
轉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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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z
ǒ u

 
 

ㄗ
ㄡ
ˇ 

 
  

備
註
：
《
說
文
》
：
「
趨
也
。
从
夭
止
。
夭
者
，
屈
也
。
」
子
苟
切
，
古
聲
精
紐
，
古
韻
四
部
。 

  
  

趨 
qū
  

  

ㄑ
ㄩ 

 
  

備
註
：
《
說
文
》
：
「
走
也
。
从
走
，
芻
聲
。
」
七
逾
切
，
古
聲
淸
紐
，
古
韻
四
部
。 

  
  

按
：
走
、
趨
古
韻
皆
屬
四
部
，
疊
韻
，
義
同
，
可
以
轉
注
。 

  
 

叚 
j
iǎ

 

ㄐ
ㄧ
ㄚ
ˇ   

 
  

備
註
：
《
說
文
》
：
「
借
也
，
闕
。
」
古
雅
切
，
古
聲
見
紐
，
古
韻
五
部
。 

  
  

借  
ji
è  

 

ㄐ
ㄧ
ㄝ
ˋ 

 
  

備
註
：
《
說
文
》
：
「
假
也
，
从
人
，
昔
聲
。
」
資
昔
切
，
古
聲
精
紐
，
古
韻
五
部
。 

  
  

按
：
叚
、
借
古
韻
皆
屬
五
部
，
疊
韻
，
義
同
，
可
以
轉
注
。 



409 
 

【
互
訓
】 

一
、
「
初
、
哉
、
首
、
基
、
肇
、
祖
、
元
、
胎
、
俶
、
落
、
權
輿
，
始
也
。
」 

 

初 
 c
h

 ū  
 

ㄔ
ㄨ  

 
 

備
註
：
《
說
文
》
：
「
始
也
，
从
刀
衣
。
裁
衣
之
始
也
。
」
楚
居
切
，
古
聲
清
紐
，
古
韻
五
部
。 

 

哉 
 z

 ā
i 
 

ㄗ
ㄞ 

  

 
  

備
註
：
為
才
之
假
借
字
。
《
說
文
》
：
「
才
，
艸
木
之
初
也
。
」
昨
哉
切
，
古
聲
從
紐
，
古
韻
一
部
。 

 

首 
 s
hǒ

u 
 

ㄕ
ㄡ
ˇ 

  

 
  

備
註
：
《
說
文
》
：
「
古
文

也
。

，
頭
也
。
」
頭
為
人
體
之
始
。
書
九
切
，
古
聲
透
紐
，
古
韻
三
部
。 

 

基 
 j

 ī
  
 

ㄐ
ㄧ 

 
  

備
註
：
《
說
文
》
：
「
牆
始
也
。
」
居
之
切
，
古
聲
見
紐
，
古
韻
一
部
。 

 

肇 
 z
hà

o 
 

ㄓ
ㄠ
ˋ 
  

 
  

備
註
：
為
肁
字
之
假
借
。《
說
文
》：「
肁
（
ㄓ
ㄠ
ˋ
），
始
開
也
。
」
治
小
切
，
古
聲
定
紐
，
古
韻
二
部
。 

 

祖 
 z

 ǔ
  
 

ㄗ
ㄨ
ˇ 

  

 
  

備
註
：
《
說
文
》
：
「
始
廟
也
。
」
則
古
切
，
古
聲
精
紐
，
古
韻
五
部
。 

 

元 
 y
uá

n 
 

ㄩ
ㄢ
ˊ 

 
  

備
註
：
《
說
文
》
：
「
始
也
。
」
愚
袁
切
，
古
聲
疑
紐
，
古
韻
十
四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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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 
 t

 ā
i 
 

ㄊ
ㄞ  

 
  

備
註
：《
說
文
》：「
婦
孕
三
月
也
。
」
段
注
：「
《
釋
詁
》
曰
：『
胎
，
始
也
。
』
此
引
申
之
義
。
」
土
來
切
， 

 
 
 
  
  

古
聲
透
紐
，
古
韻
一
部
。 

 

俶 
 c
hù

 
ㄔ
ㄨ
ˋ   

 
  

備
註
：
《
說
文
》
：
「
善
也
；
一
曰
：
始
也
。
」
昌
六
切
，
古
聲
透
紐
，
古
韻
三
部
。 

 

落 
 l
uò

  

ㄌ
ㄨ
ㄛ
ˋ  

 
  

備
註
：《
說
文
》：「
凡
艸
曰
零
，
木
曰
落
。
」
按
：《
詩
‧
周
頌
‧
訪
落
》：「
訪
於
落
止
。
」《
傳
》：「
落
， 

 
  
  
  
  

始
也
。
」
盧
各
切
，
古
聲
來
紐
，
古
韻
五
部
。 

 

權
輿 q

uá
n 
 y
ú  
 

ㄑ
ㄩ
ㄢ
ˊ 
 
ㄩ
ˊ 

  

 
  

備
註
：
為
雙
音
節
衍
聲
複
詞
，
無
關
「
權
」
字
「
輿
」
字
本
義
。《
詩
‧
秦
風
‧
權
輿
》：「
不
承
權
輿
。
」 

 
  
  
  
 

《
傳
》
：
「
權
輿
，
始
也
。
」 

 

按
：
以
上
十
二
字
，
除
權
輿
為
複
音
詞
外
，
其
他
十
字
中
，
首
、
俶
（
ㄔ
ㄨ
ˋ
）
古
同
音
，
與
、
胎
雙
聲
；

初
、
祖
、
落
古
疊
韻
；
哉
、
基
、
胎
古
疊
韻
。
有
同
音
、
雙
聲
、
疊
韻
關
係
的
，
可
以
看
作
轉
注
；
但
就
全

體
而
言
，
缺
乏
共
同
的
聲
韻
關
係
，
只
可
看
作
廣
義
的
轉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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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爾
雅
：
「
儀
、
若
、
祥
、
淑
、
鮮
、
省
、
臧
、
嘉
、
令
、
類
、
綝
、
彀
、
攻
、
榖
、
介
、
徽
，
善
也
。
」 

 
儀 

  
y

 í  
 

ㄧ  

 
  

備
註
：
《
說
文
》
：
「
度
也
。
」
段
注
：
「
度
，
法
制
也
。
《
毛
傳
》
曰
。
儀
，
善
也
。
又
曰
。
儀
，
宜
也
。 

 
  

 
 
 

又
曰
。
儀
，
匹
也
。
其
義
相
引
伸
。
肆
師
職
曰
。
古
書
儀
但
為
義
。
今
時
所
謂
義
，
古
書
為
誼
。 

 
 
 
 
 

按
如
《
文
王
傳
》
曰
義
，
善
也
。
此
與
《
釋
詁
》
及
《
我
將
傳
》
：
儀
，
善
也
。
正
同
。
謂
此 

 
  
  
  
  

義
為
儀
之
假
借
字
也
。
」
魚
羈
切
，
古
聲
疑
紐
，
古
韻
十
七
部
。 

  
  
  
  
  
  
  
  
  
   

  
  
  
  
  
  
  
  
  

 

 

若 
 r
uò

  

ㄖ
ㄨ
ㄛ
ˋ  

 
  

備
註
：
《
說
文
》
：
「
擇
菜
也
。
」
按
：
若
者
，
惠
順
之
善
也
。
而
灼
切
，
古
聲
泥
紐
，
古
韻
五
部
。 

 

祥 
 x
iá

ng
  

 

ㄒ
ㄧ
ㄤ
ˊ   

 
  

備
註
：《
說
文
》：「
福
也
。
」
段
注
：「
凡
統
言
則
災
亦
謂
之
祥
。
析
言
則
善
者
謂
之
祥
。
」
似
羊
切
，
古 

 
  
  
  
  

聲
定
紐
，
古
韻
十
部
。 

 

淑 
 s
hū

  
 

ㄕ
ㄨ 

 
  

備
註
：《
說
文
》：「
清
湛
也
。
」
段
注
：「
釋
詁
曰
。
淑
，
善
也
。
此
引
伸
之
義
。
」
殊
六
切
，
古
聲
定
紐
， 

 
  
  
  
  

古
韻
三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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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 
x
iā

n
 

ㄒ
ㄧ
ㄢ  

 
  

備
註
：《
說
文
》：「
鮮
魚
也
，
出
貉
國
。
」
按
：
鮮
者
，
清
潔
之
善
。《
詩
‧
邶
風
‧
新
臺
》：「
籧
篨
不
鮮
。
」 

   

 
  
  
  
 

《
箋
》
：
「
鮮
，
善
也
。
」
相
然
切
，
古
聲
心
紐
，
古
韻
十
四
部
。 

 

省 
 x
ǐn
g
  

ㄒ
一
ㄥ
ˇ 

 
  

備
註
：
《
說
文
》
：
「
視
也
。
」
段
注
：
「
《
釋
詁
》
曰
：『
省
，
善
也
。
此
引
伸
之
義
。
』
《
大
傳
》
曰
。
大 

 
 
 
 
 

夫
有
大
事
，
省
於
其
君
。
謂
君
察
之
，
而
得
其
大
善
也
。
」
所
景
切
，
古
聲
心
紐
，
古
韻
十
一
部
。 

 

臧 
zā
ng

 

ㄗ
ㄤ 

 
  

備
註
：
《
說
文
》
：
「
善
也
。
」
則
郎
切
，
古
聲
精
紐
，
古
韻
十
部
。 

 

嘉 
ji
ā
 

ㄐ
ㄧ
ㄚ  

 
  

備
註
：《
說
文
》：「
美
也
。
」
段
注
：「
見
釋
詁
，
又
曰
：
嘉
，
善
也
。《
周
禮
》
以
嘉
禮
親
萬
民
。
鄭
曰
： 

 
  
  
  
  

嘉
，
善
也
。
所
以
因
人
心
所
善
者
而
為
之
制
。
」
古
牙
切
，
古
聲
見
紐
，
古
韻
十
七
部
。 

 

令 
l
ì n
g
 

ㄌ
ㄧ
ㄥ
ˋ 

 
  

備
註
：《
說
文
》：「
發
號
也
。
从
亼
卪
。
」
段
注
：「
詩
箋
曰
。
令
，
善
也
。
按
《
詩
》
多
言
令
。
毛
無
傳
。 

 
  
  
  
  

古
文
尚
書
言
靈
。
見
《
般
庚
》
《
多
士
》
《
多
方
》
。
般
庚
正
義
引
釋
詁
。
靈
，
善
也
。
葢
今
本
爾 

 
  
  
  
  

雅
作
令
，
非
古
也
。
凡
令
訓
善
者
，
靈
之
假
借
字
也
。
」
力
正
切
，
古
聲
來
紐
，
古
韻
十
二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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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l
è i

  
 

ㄌ
ㄟ
ˋ 

   

 
  

備
註
：
《
說
文
》
：
「
種
類
相
似
，
唯
犬
為
甚
。
」
段
注
：
「
《
釋
詁
》，
《
毛
傳
》
皆
曰
。
類
，
善
也
。
釋
類 

 
  
  
  
  

為
善
，
猶
釋
不
肖
為
不
善
也
。
」
力
遂
切
，
古
聲
來
紐
，
古
韻
十
五
部
。 

 

綝 
 l
í n

  
ㄌ
ㄧ
ㄣ
ˊ   

 
  

備
註
：《
說
文
》：「
止
也
。
从
糸
，
林
聲
。
」
按
：《
說
文
通
訓
定
聲
》：「
綝
，
假
借
為
良
。
」
故
有
善
義
。 

 
  
  
  
  

丑
林
切
，
古
聲
透
紐
，
古
韻
七
部
。 

 

彀 
 g
ò u
  

 

ㄍ
ㄡ
ˋ 

  

 
  

備
註
：《
說
文
》：「
張
弩
也
。
」《
爾
雅
‧
郝
疏
》：「
彀
者
，
張
弓
之
善
。
」
古
候
切
，
古
聲
見
紐
，
古
韻 

 
  
  
  
  

四
部
。 

 

攻 
g
ō n
g 

 

ㄍ
ㄨ
ㄥ 

  

 
  

備
註
：
《
說
文
》
：
「
擊
也
。
」
釋
詁
疏
：
「
攻
者
，
堅
緻
之
善
。
」
古
洪
切
，
古
聲
見
紐
，
古
韻
九
部
。 

 

榖 
 g

 ǔ
  
 

ㄍ
ㄨ
ˇ 

  

 
  

備
註
：
《
說
文
》
：
「
續
也
。
百
穀
之
緫
名
。
」
段
注
：
「
引
伸
為
善
也
。
《
釋
詁
》
，《
毛
傳
》
皆
曰
。
穀
，  

 
  
  
  
  

善
也
。
又
《
大
雅
傳
》
曰
。
穀
，
祿
也
。
」
古
祿
切
，
古
聲
見
紐
，
古
韻
三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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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j
iè

 
 

ㄐ
ㄧ
ㄝ
ˋ   

 
 

備
註
：
為
价
之
假
借
字
。《
說
文
》：「
价
，
善
也
。
」
段
注
：「
大
雅
板
曰
。
价
人
維
藩
。
釋
詁
及
傳
曰
。 

价
，
善
也
。
箋
云
。
价
，
甲
也
。
被
甲
之
人
，
謂
卿
士
掌
軍
事
者
。
葢
鄭
易
价
為
介
也
。
《
詩
正

義
》
引
《
爾
雅
》
作
价
。
今
《
爾
雅
》
作
介
，
善
也
。
葢
非
善
本
。
」
古
拜
切
，
古
聲
見
紐
，

古
韻
十
六
部
。 

 

徽 
 h
uī

  

ㄏ
ㄨ
ㄟ  

 
  

備
註
：《
說
文
》：「
衺
（
ㄒ
ㄧ
ㄝ
ˊ
）
幅
也
。
一
曰
三
糾
繩
也
。
」
段
注
：「
卽
詩
之
邪
幅
也
。
傳
曰
。
邪 

 

幅
，
偪
也
。
所
以
自
偪
束
也
。
釋
詁
曰
。
徽
，
善
也
。
止
也
。
《
大
雅
》
箋
云
。
美
也
。
自
偪
束

之
義
之
引
申
也
。
」
許
歸
切
，
古
聲
曉
紐
，
古
韻
十
五
部
。 

  

   

按
：
以
上
十
六
字
，
在
聲
方
面
，「
祥
」、「
淑
」
古
都
歸
定
紐
；「
鮮
」、「
省
」
古
都
歸
心
紐
，「
嘉
」、「
彀
」、

「
攻
」、「
榖
」、「
介
」
古
都
歸
見
紐
，「
令
」、「
類
」
古
都
歸
來
紐
，
皆
為
雙
聲
，
可
看
作
雙
聲
轉
注
。
在
韻

方
面
，「
儀
」、「
嘉
」
古
都
歸
十
七
部
，「
祥
」、「
臧
」
古
都
歸
十
部
，「
淑
」、「
榖
」
都
歸
三
部
，「
類
」、「
徽
」

古
都
歸
十
五
部
，
皆
為
疊
韻
，
可
看
作
疊
韻
轉
注
。
但
就
全
體
而
言
，
缺
乏
共
同
的
聲
韻
關
係
，
只
可
看
作

廣
義
的
轉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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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借 《

說
文
解
字
序
》
：
「
假
借
者
，
本
無
其
字
，
依
聲
托
事
，
令
長
是
也
。
」
所
謂
假
借
，
就
是
在
記
錄
語

言
時
，
因
為
同
音
多
同
義
，
借
用
已
造
出
的
同
音
文
字
，
代
替
未
造
出
的
文
字
。
所
謂
「
本
無
其
字
」，
是
表

示
語
言
上
已
有
這
種
詞
彙
，
可
是
文
字
的
形
體
未
曾
造
出
。
所
謂
「
依
聲
托
事
」，
是
指
記
錄
語
言
時
，
依
靠

同
聲
音
的
文
字
，
來
寄
託
一
下
會
說
不
會
寫
的
意
思
。
「
本
無
其
字
」
是
指
字
形
而
言
；
「
依
聲
托
事
」
是
指

字
音
而
言
。
段
玉
裁
：「
如
漢
人
謂
縣
令
曰
令
長
；
縣
萬
戶
以
上
為
令
；
減
萬
戶
為
長
。
令
之
本
義
，
發
號
也
；

長
之
本
義
，
久
遠
也
。
縣
令
、
縣
長
本
無
其
字
，
而
由
發
號
久
遠
之
意
引
伸
輾
轉
而
為
之
，
是
謂
假
借
。
」 

假
借
的
開
始
，
雖
然
是
本
無
其
字
依
聲
托
事
，
可
到
了
後
來
，
本
來
已
有
的
字
，
在
記
錄
語
言
時
，
因

為
一
時
想
不
起
來
本
字
，
或
甲
地
不
知
乙
地
已
造
出
此
字
，
或
用
字
當
時
的
人
，
不
知
古
代
已
有
此
字
，
就

用
另
一
個
同
音
的
字
來
代
替
，
也
叫
做
假
借
；
甚
至
用
了
錯
別
字
，
也
冒
充
為
假
借
。
這
是
假
借
演
變
的
過

程
。
我
們
分
為
以
下
三
種
： 

一
、
本
無
其
字
的
假
借
。 

 
  
 

段
氏
舉
許
書
用
「
以
為
」
者
來
解
說
各
字
為
例
，
其
《
說
文
解
字
序
》
注
中
說
：「
許
書
凡
言
以
為
者
，

用
彼
為
此
也
。
如
，
來
，
周
所
受
瑞
麥
，
來
，
麰
也
，
而
以
為
行
來
之
來
。
烏
，
孝
鳥
也
，
而
以
為
烏
呼
字
。

朋
，
古
文
鳳
，
神
鳥
也
，
而
以
為
朋
黨
字
。
子
，
十
一
月
陽
氣
動
，
萬
物
滋
也
，
而
人
以
為
稱
。
韋
，
相
背

也
；
而
以
為
皮
革
。
西
，
鳥
在
巢
上
也
，
而
以
為
東
西
之
西
。
言
以
為
者
凡
六
，
是
本
無
其
字
，
依
聲
托
事



416 
 

之
證
明
。
」《
說
文
》
九
千
字
中
，
幾
乎
每
個
字
除
本
義
外
，
都
有
「
引
伸
輾
轉
而
為
之
」
的
假
借
義
，
因
此
，

依
段
氏
之
見
，
這
些
假
借
義
如
不
曾
另
造
本
字
，
都
可
以
認
為
是
本
無
其
字
的
假
借
。 

 
 

二
、
本
有
其
字
的
假
借
。 

 
 

本
有
其
字
的
假
借
，
原
於
記
錄
語
言
時
，
倉
促
間
想
不
起
本
字
，
於
是
就
用
同
音
的
字
來
代
替
。
段
氏

薈
萃
《
說
文
》
中
言
「
古
文
以
為
」
的
字
為
例
，
於
《
說
文
解
字
序
》
注
中
說
：「
其
云
古
文
以
為
者
，『
洒
』

下
云
：
古
文
以
為
灑
埽
字
；『
疋
（
ㄕ
ㄨ
）
』
下
云
：
古
文
以
為
《
詩
‧
大
雅
》
字
；『
丂
』
下
云
：
古
文
以
為

巧
字
；『
臤
』
下
云
：
古
文
以
為
賢
字
…
…
」
這
些
都
是
本
有
其
字
的
假
借
。
古
文
及
經
典
古
字
，
因
為
聲
近

義
通
的
緣
故
，
往
往
本
字
現
存
，
偏
不
用
本
字
，
而
用
同
音
的
假
借
字
，
學
者
改
本
字
讀
它
，
就
怡
然
理
順
。

照
借
字
讀
它
，
卻
以
文
害
辭
。
所
以
漢
代
經
師
作
注
，
有
「
讀
為
」
之
例
，
有
「
讀
曰
」
之
例
，
都
是
把
本

有
其
字
的
假
借
字
改
回
本
字
。 

 
 

三
、
別
字
自
冒
為
假
借
。 

 
 

在
某
一
時
期
，
約
定
俗
成
的
使
用
某
字
代
表
某
種
語
言
，
就
假
借
者
約
定
俗
成
的
某
字
來
表
達
。
這
種

假
借
純
由
聲
音
上
的
條
件
造
成
，
與
借
字
之
義
沒
有
關
係
。 

季
剛
先
生
《
說
文
》
條
例
曾
說
：「
假
借
之
道
，
大
別
有
二
，
一
曰
有
義
之
假
借
，
二
曰
無
義
之
假
借
。

有
義
之
假
借
者
，
聲
相
同
而
字
義
又
相
近
也
。
無
義
之
假
借
，
聲
相
同
而
取
聲
以
為
義
也
。
故
形
聲
字
同
聲

母
者
，
每
每
假
借
；
語
言
同
語
根
者
，
每
每
假
借
；
進
而
言
之
，
凡
同
音
之
字
皆
可
假
借
。
」
如
與
前
三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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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說
參
看
，
就
更
清
楚
假
借
的
道
理
了
。
假
借
不
是
造
字
之
法
，
而
是
用
字
之
法
。
那
它
的
功
用
在
於
「
節

文
字
之
孳
乳
。
」 

關
於
假
借
的
分
類
，
有
假
借
正
例
跟
廣
義
假
借
兩
種
。
正
例
即
本
無
其
字
的
假
借
，
又
包
括
有
義
的
假

借
與
無
義
的
假
借
；
廣
義
的
假
借
即
本
有
其
字
的
假
借
，
也
叫
做
通
假
。
以
下
說
解
，
會
舉
例
詳
細
說
明
。 

 

【
一
、
有
義
假
借
】 

 

令 
 l

 ì
ng
  

ㄌ
ㄧ
ㄥ
ˋ 

 
  

備
註
：
《
說
文
》
：
「
發
號
也
，
从
亼
（
ㄐ
ㄧ
ˊ
）
卪
（
ㄐ
ㄧ
ㄝ
ˊ
）。
」 

按
：
令
之
本
義
為
發
號
施
令
；
漢
時
在
萬
戶
以
上
的
縣
份
設
縣
令
之
官
，
是
用
令
字
的
假
借
義
，

由
發
號
的
本
義
引
申
而
得
。 

 

西 
  
x

 ī  
  

ㄒ
ㄧ   

 
  

備
註
：
《
說
文
》
：
「
鳥
在
巢
上
。
象
形
。
日
在
西
方
而
鳥
西
（
ㄑ
ㄧ
）
，
故
因
以
為
東
西
之
西
。
」 

按
：
西
本
義
為
棲
，
東
西
之
西
為
假
借
義
。 

 

州 
 z
hō

u 
 

ㄓ
ㄡ  

 
  

備
註
：
《
說
文
》
：
「
水
中
可
居
者
曰
州
，
水
周
遶
其
旁
，
从
重
川
。
昔
堯
遭
洪
水
，
民
居
水
中
高
土
，
或 

 
  
  
  
  

曰
九
州
。
《
詩
》
曰
：『
在
河
之
州
。
』
一
曰
州
，
疇
也
。
各
疇
其
土
而
生
也
。
」 



418 
 

按
：
水
中
可
居
者
曰
州
，
為
州
之
本
義
。
《
詩
》
曰
：
「
在
河
之
州
。
」
是
本
義
的
證
明
。
九
州

之
州
由
水
中
高
土
義
的
引
申
，
是
假
借
。 

 

年 
 n
iá

n
 

ㄋ
ㄧ
ㄢ
ˊ 

 
  

備
註
：《
說
文
》：「
穀
孰
也
。
从
禾
，
千
聲
。《
春
秋
傳
》
曰
：『
大
有
年
。
』《
爾
雅
》
曰
。
夏
曰
歲
。
商 

 
 
 
 
 

曰
祀
。
周
曰
年
。
唐
虞
曰
載
。
」 

 
  

按
：
穀
熟
為
年
的
本
義
；
年
歲
為
年
的
借
義
，
取
禾
年
一
熟
而
得
義
。 

 

朋 
 p
é n
g 
  

ㄆ
ㄥ
ˊ   

 
  

備
註
：
《
說
文
》
：
「
古
文
鳳
，
象
形
。
鳳
飛
羣
鳥
从
以
萬
數
，
故
以
為
朋
黨
字
。
」 

 
  

按
：
朋
本
義
為
鳳
，
假
借
為
朋
黨
。 

 

來 
 l
á i

  

ㄌ
ㄞ
ˊ   

 
  

備
註
：《
說
文
》：「
周
所
受
瑞
麥
來
麰
也
。
一
麥
二
夆
，
象
其
芒
朿
之
形
。
天
所
來
也
，
故
為
行
來
之
來
。
」 

 
  

按
：
來
麥
之
來
為
本
義
，
行
來
之
來
為
假
借
義
。 

 

彊 
 q
iá

ng
  
 

ㄑ
ㄧ
ㄤ
ˊ   

 
  

備
註
：
《
說
文
》
：
「
弓
有
力
也
。
从
弓
，
畺
聲
。
」 

 
  

按
：
弓
有
力
為
彊
的
本
義
，
字
亦
作
強
，
今
以
國
勢
強
盛
為
強
，
是
彊
的
假
借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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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z

 ì
 

ㄗ
ˋ   

 
  

備
註
：
《
說
文
》
：
「
鼻
也
，
象
鼻
形
。
」 

 
  

按
：
自
本
義
為
鼻
，
人
自
稱
每
指
著
鼻
子
，
所
以
引
申
為
自
己
之
自
，
為
假
借
義
。 

 
  
  
  
  
  

【
二
、
無
義
的
假
借
】 

 

佛 
 f
ó  
 

ㄈ
ㄛ
ˊ  

 
  

備
註
：
《
說
文
》
：
「
仿
佛
也
，
从
人
，
弗
聲
。
」 

按
：
仿
佛
為
佛
字
本
義
，
及
佛
教
傳
入
，
借
佛
之
音
以
譯b

u
d
d
h
a

，
為
無
義
依
聲
的
假
借
。 

 

留
連  

li
ú  
li
á n
  
 

ㄌ
ㄧ
ㄡ
ˊ 

 

ㄌ
ㄧ
ㄢ
ˊ 

  

 
  

備
註
：
《
說
文
》
：
「
留
，
止
也
，
从
田
，
丣
（
一
ㄡ
ˊ
）
聲
。
」
「
連
，
負
車
也
，
从
辵
車
，
會
意
。
」 

按
：
留
連
為
雙
聲
連
綿
字
，
表
示
依
戀
不
忍
離
去
的
意
思
。
與
「
留
」
、
「
連
」
二
字
本
義
無
關
，

僅
借
留
連
之
音
，
為
無
義
依
聲
的
假
借
。
梁
元
帝
《
長
歌
行
》：「
人
生
行
樂
耳
，
何
處
不
留
連
。
」 

 

習
習  

x
 í
  

ㄒ
ㄧ
ˊ 

  

 
  

備
註
：《
說
文
》：「
數
飛
也
，
从
羽
，
白
聲
。
」
按
：《
詩
‧
古
風
》：「
習
習
古
風
。
」《
毛
傳
》：「
習
習
， 

 
  
  
  
  

和
舒
貌
。
」
與
數
飛
本
義
無
關
，
僅
借
習
習
之
音
以
狀
和
風
之
聲
，
是
無
義
依
聲
的
假
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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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zh
 ī  

 

ㄓ  

 
  

備
註
：
《
說
文
》
：
「
出
也
。
象
艸
過
屮
（
ㄔ
ㄨ
ㄛ
ˋ
）
，
枝
莖
益
大
有
所
之
也
。
」 

 
  

按
：
用
作
介
詞
，
是
無
義
依
聲
的
假
借
。 

 

焉 
  

yā
n 

ㄧ
ㄢ  

 
  

備
註
：
《
說
文
》
：
「
焉
鳥
，
黃
色
，
出
於
江
淮
，
象
形
。
」 

 
 

按
：
用
作
指
稱
詞
，
等
於
「
於
之
」
，
可
代
人
或
代
物
或
代
事
。
為
無
義
依
聲
的
假
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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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廣
義
假
借
】 

（
一
）
同
音
假
借 

 
 

假
貞
為
楨
：
東
方
曼
倩
《
非
有
先
生
論
》：「
惟
周
之
貞
。
」
貞
，《
詩
‧
大
雅
‧
文
王
》
原
作
楨
。
聲
子

楨
為
本
字
，
所
从
聲
母
貞
為
借
字
。《
說
文
》：「
貞
，
卜
問
也
，
从
卜
貝
，
貝
以
為
贄
，
一
曰
鼎
省
聲
。
京
房

所
說
。
」
陟
盈
切
，
古
聲
端
紐
，
古
韻
十
一
部
。「
楨
，
剛
木
也
。
从
木
，
貞
聲
。
」
陟
盈
切
，
古
聲
端
紐
，

古
韻
十
一
部
。
二
字
古
音
同
，
故
得
通
假
。 

 
 

假
圓
為
員
：
袁
彥
伯
《
三
國
名
臣
序
贊
》：「
禦
圓
者
不
以
信
誠
率
眾
。
」
圓
，《
晉
書
》
作
員
。
聲
母
員

為
本
字
，
聲
子
圓
為
借
字
。《
說
文
》：「
圓
，
圜
全
也
，
从
囗
，
員
聲
，
讀
若
員
。
」
王
問
切
，
古
聲
影
紐
，

古
韻
十
三
部
。「
員
，
物
數
也
，
从
貝
，
囗
聲
。
」
王
權
切
，
古
聲
影
紐
，
古
韻
十
三
部
。
同
音
故
得
通
假
。 

 
 

假
聞
為
問
：
王
仲
宣
《
从
軍
詩
》：「
但
聞
所
从
誰
。
」
聞
，《
魏
志
》
作
問
。
問
為
本
字
，
聞
為
借
字
。

《
說
文
》：「
聞
，
知
聲
也
，
从
耳
，
門
聲
。
」
無
分
切
，
古
聲
明
紐
，
古
韻
十
三
部
。「
問
，
訊
也
，
从
口
，

門
聲
。
」
亡
運
切
，
古
聲
明
紐
，
古
韻
十
三
部
，
二
字
所
从
聲
母
皆
為
門
，
且
音
同
故
得
通
假
。 

 
 

假
后
為
後
：
司
馬
長
卿
《
上
林
賦
》
：
「
然
后
揚
節
而
上
浮
。
」
后
，
漢
書
作
後
。
後
為
本
字
，
后
為
借

字
。《
說
文
》：「
后
，
繼
體
君
也
，
象
人
之
形
，
从
口
。
」
胡
口
切
，
古
聲
匣
紐
，
古
韻
四
部
。「
後
，
遲
也
。

从
彳
ㄠ
夂
，
ㄠ
夂
者
，
後
也
。
」
胡
口
切
，
古
聲
匣
紐
，
古
韻
四
部
。
二
字
語
根
相
同
，
故
音
同
得
通
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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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雙
聲
假
借
。 

假
茸
為
佴
（
ㄦ
ˋ
）：
司
馬
子
長
《
報
任
少
卿
書
》：「
李
陵
既
生
降
（
ㄒ
ㄧ
ㄤ
ˊ
）
隤
（
ㄊ
ㄨ
ㄟ
ˊ
）
其

家
聲
，
而
僕
又
佴
之
蠶
室
。
」
如
淳
曰
：「
佴
，
次
也
，
若
人
相
次
也
。
今
諸
本
作
茸
字
。
」
按
：
漢
書
亦
作

茸
字
。
佴
為
本
字
，
茸
為
借
字
。《
說
文
》：「
佴
，
佽
（
ㄘ
ˋ
）
也
。
从
人
，
耳
聲
。
」
仍
吏
切
，
古
聲
泥
紐
，

古
韻
一
部
。「
茸
，
艸
茸
茸
皃
。
从
艸
，
耳
聲
。
」
而
容
切
，
古
聲
泥
紐
，
古
韻
九
部
。
二
字
所
从
聲
母
皆
為

耳
，
雙
聲
故
得
通
假
。 

 
 

假
苓
為
蓮
：
曹
子
建
《
七
啟
》：「
寒
芳
苓
之
巢
龜
。
」《
注
》：「《
史
記
》
曰
：
有
神
龜
在
江
南
嘉
林
中
，

常
巢
於
芳
蓮
之
上
。
苓
與
蓮
同
。
」
蓮
為
本
字
，
苓
為
借
字
。《
說
文
》：「
苓
，
苓
耳
，
卷
耳
草
。
从
艸
，
令

聲
。
」
郎
丁
切
，
古
聲
來
紐
，
古
韻
十
二
部
。「
蓮
，
扶
渠
之
實
也
，
从
艸
，
連
聲
。
」
洛
賢
切
，
古
聲
來
紐
，

古
韻
十
四
部
。
二
字
語
根
相
同
，
故
雙
聲
得
假
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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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疊
韻
通
假 

假
亢
為
抗
：
班
孟
堅
《
典
引
》：「
尊
亡
與
亢
。
」《
後
漢
書
》
作
「
尊
無
與
抗
。
」
聲
子
抗
為
本
字
，
所

从
聲
母
亢
為
借
字
。《
說
文
》：「
抗
，
扞
（
ㄏ
ㄢ
ˋ
）
也
。
从
手
，
亢
聲
。
」
苦
浪
切
，
古
聲
溪
紐
，
古
韻
十

部
。「
亢
，
人
頸
也
。
从
大
省
，
象
頸
脈
形
。
」
古
郎
切
，
古
聲
見
紐
，
古
韻
十
部
。
兩
字
疊
韻
，
故
得
通
假
。 

假
拂
為
弗
：
顏
延
年
《
應
詔
讌
曲
水
作
詩
》：「
有
悔
可
悛
（
ㄑ
ㄩ
ㄢ
），
滯
瑕
難
拂
。
」
注
：「
毛
萇
《
詩

傳
》
曰
：
「
拂
，
去
也
，
拂
亦
作
弗
，
古
字
通
。
」
聲
母
弗
為
本
字
，
聲
子
拂
為
借
字
。
《
說
文
》
：
「
拂
，
過

擊
也
。
从
手
，
弗
聲
。
」
敷
勿
切
，
古
聲
滂
紐
，
古
韻
十
五
部
。「
弗
，
矯
也
，
从
丿
乀
（
ㄈ
ㄨ
），
从
韋
省
。
」

分
勿
切
，
古
聲
幫
紐
，
古
韻
十
五
部
，
兩
字
疊
韻
，
故
得
假
借
。 

 
  
 

假
增
為
贈
：
任
彥
昇
《
百
辟
勸
進
今
上
牋
（
ㄐ
ㄧ
ㄢ
）
》：「
增
玉
璜
而
太
公
不
以
為
讓
。
」
增
，《
梁
書
》

作
贈
。
贈
為
本
字
，
增
為
借
字
。《
說
文
》：「
增
，
益
也
，
从
土
，
曾
聲
。
」
作
滕
切
，
古
聲
精
紐
，
古
韻
六

部
。「
贈
，
玩
好
相
送
也
。
从
貝
，
曾
聲
。
」
昨
鄧
切
，
古
聲
從
紐
，
古
韻
六
部
。
兩
字
所
从
聲
母
同
為
曾
，

疊
韻
故
得
假
借
。 

 
 

假
信
為
伸
：
左
太
沖
《
魏
都
賦
》：「
其
軍
容
弗
犯
，
信
其
果
毅
。
」
注
：「
鄭
玄
《
禮
記
注
》
曰
：
信
誼

如
屈
伸
之
伸
，
假
借
字
也
。
」《
說
文
》：「
伸
，
屈
伸
，
从
人
，
申
聲
。
」
失
人
切
，
古
聲
審
紐
，
古
韻
十
二

部
。「
信
，
誠
也
，
从
人
言
。
」
息
晉
切
，
古
聲
心
紐
，
古
韻
十
二
部
。
兩
字
語
根
相
同
，
故
疊
韻
得
假
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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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韻
略
說 

 
 

本
節
是
介
紹
聲
韻
學
的
最
基
本
知
識
，
用
來
幫
助
說
明
本
書
裡
面
形
聲
、
轉
注
、
假
借
，
有
關
的

聲
韻
問
題
。
分
述
如
下
： 

第
一
節  
聲
韻
音
的
名
稱
：
季
剛
先
生
《
聲
韻
通
例
》
說  

一
、
音 

 

凡
聲
與
韻
相
合
為
音
。 

二
、
韻 

 

凡
音
歸
本
於
喉
謂
之
韻
。 

三
、
聲 

 

凡
音
所
从
發
謂
之
聲
，
有
聲
無
韻
不
能
成
音
。 

據
上
通
例
可
得
一
表
如
後 

 

 
 

第
二
節  

反
切 

 
  
 

黃
季
剛
先
生
說
：「
反
切
之
理
，
上
一
字
定
其
聲
理
，
不
論
其
何
韻
；
下
一
字
定
其
韻
律
，
不
論
其
何
聲
。

質
言
之
：
即
上
字
只
取
發
聲
，
去
其
收
韻
；
下
字
只
取
收
韻
，
去
其
發
聲
。
」 

从
黃
先
生
這
段
話
看
來
，
我
們
很
清
楚
的
可
以
曉
得
，
反
切
就
是
拼
音
；
反
切
的
方
法
，
是
上
一
個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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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它
的
聲
母
，
下
一
個
字
取
它
的
韻
母
。
但
上
字
的
韻
母
與
下
字
的
聲
母
，
都
必
須
除
掉
。
現
在
舉
一
個
例

子
，
以
注
音
符
號
跟
國
際
音
標
來
表
明
。
例
如
：
同
，
徒
紅
切
。 

 

       

从
這
個
例
子
。
我
們
更
可
看
出
，
反
切
就
是
拼
音
，
道
理
極
其
簡
單
明
白
。 

 
  
 

第
三
節   

聲 

黃
季
剛
先
生
的
《
聲
韻
通
例
》
說
：「
凡
音
所
从
發
謂
之
聲
。
」
也
就
是
一
個
字
字
音
的
聲
符
，
要
研
究

古
音
的
聲
符
，
需
要
从
《
廣
韻
》
入
手
（
《
廣
韻
》
是
根
據
《
切
韻
》
、
《
唐
韻
》
增
廣
而
來
）
。
要
如
何
研
究

《
廣
韻
》
的
聲
類
呢
？
清
代
陳
澧
將
《
廣
韻
》
的
切
語
上
字
系
聯
為
四
十
聲
類
。
後
來
黃
季
剛
先
生
再
析
明
，

微
為
二
，
於
是
把
《
廣
韻
》
的
聲
類
分
成
四
十
一
聲
紐
。
見
下
表
： 

紅 

ㄏ
ㄨ
ㄥ
（
棄
聲
） 

 

徒 
ㄊ
ㄨ  

（
棄
韻
） 

↓ 

 

↓ 

(

ㄏ)

ㄨ
ㄥ 

  

ㄊ(

ㄨ) 

└
 

┬
 

┘
 

 

↓ 

 

 
 同 

ㄊ
ㄨ
ㄥ 

 
 

紅  [x
u
ŋ
]
 

（
棄
聲) 

  

徒 
[t
u]
  

（
棄
韻
） 

↓ 

 
↓ 

[
(
x)

u
ŋ
] 

  [
t
(u
)] 

└
 

┬
 

┘
 

 

↓ 

 

 
 同 
[t
u
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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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四
十
一
聲
類
，
哪
些
是
古
本
聲
，
哪
些
是
今
變
聲
？ 

1.
清
代
錢
大
昕
《
十
駕
齋
養
新
錄
》
裡
，
有
兩
項
發
現
： 

 
  

甲
、
古
無
輕
唇
音
（
非
、
敷
、
奉
、
微
）
。
乙
、
古
無
舌
上
音
（
知
、
徹
、
澄
、
照
、
穿
、
牀
）
。 

2.
章
太
炎
先
生
娘
日
歸
泥
。 

3.
黃
季
剛
先
生
的
古
聲
十
九
紐
之
說
，
「
照
、
穿
、
審
、
神
、
禪
」
諸
紐
，
古
聲
讀
與
「
端
、
透
、
定
」
無 

 
 

殊
；
「
莊
、
初
、
牀
、
疏
」
諸
紐
，
古
聲
與
「
精
、
清
、
从
、
心
」
不
異
。
更
旁
考
錢
氏
「
影
、
喻
」
無 

 
  

分
之
說
，
戴
氏
「
心
、
邪
」
同
位
，「
溪
、
群
」
同
位
之
理
，
衡
以
等
韻
之
一
四
等
聲
及
廣
韻
的
古
本
韻
。 

 
  

因
是
求
得
古
聲
確
數
為
十
九
紐
。 

  
 

唇 齒 舌 牙 喉 

發
聲
部
位 

幫
滂
並
明 

精
清
從
心 

端
透
定
泥
來 

見
溪
疑 

影
曉
匣 

正
聲 

非
敷
奉
微 

莊
初
牀
疏
邪 

知
徹
澄
娘
照 

穿
神
日
禪
審 

群 
喻
為 

變
聲 

輕
重
相
變 

輕
重
相
變 

心
邪
清
濁
相
變 

輕
重
相
變 

清
濁
相
變 

清
濁
相
變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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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於
廣
韻
的
反
切
上
字
，
哪
些
字
屬
於
什
麼
聲
紐
，
可
參
見
林
景
伊
先
生
《
中
國
聲
韻
學
通
論
》
所
列

《
廣
韻
》
切
語
上
字
表
移
錄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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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古
韻
的
研
究 

１
、
顧
炎
武
著
《
音
學
五
書
》
，
分
古
韻
為
十
部
。 

２
、
江
永
著
《
古
韻
標
準
》
，
分
古
韻
為
十
三
部
。 

３
、
段
玉
裁
著
《
六
書
音
均
表
》，
分
古
韻
為
十
七
部
。
以
音
的
遠
近
，
定
立
古
韻
部
的
次
第
，
建
立
古
本
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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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合
韻
的
理
論
，
都
很
有
價
值
。
確
立
以
諧
聲
系
統
分
部
，
為
古
韻
研
究
，
建
立
新
的
里
程
碑
。 

４
、
戴
震
著
《
聲
類
表
》
，
分
為
廿
五
部
。 

５
、
孔
廣
森
著
《
詩
聲
類
》
，
分
十
部
為
十
八
部
。 

６
、
王
念
孫
著
《
古
韻
譜
》
，
分
古
韻
為
二
十
一
部
。 

７
、
江
有
誥
著
《
音
學
十
書
》
，
分
古
韻
為
二
十
一
部
。 

以
上
是
清
儒
經
幾
百
年
努
力
所
得
最
後
結
果
。 

８
、
章
太
炎
先
生
承
繼
清
儒
的
總
結
，
而
另
有
新
見
，
在
《
國
故
論
衡
》
與
《
文
始
》，
分
古
韻
為
二
十
三
部
。 

９
、
黃
季
剛
先
生
著
《
音
略
》，
以
章
太
炎
先
生
二
十
三
部
為
基
礎
，
參
以
戴
震
陰
陽
入
三
分
之
道
理
，
分
合 

 
 

廣
韻
，
得
古
韻
三
十
部
，
此
三
十
部
，
在
廣
韻
中
，
皆
只
有
古
本
聲
十
九
紐
，
不
雜
今
變
聲
，
衡
之
於 

 
 

等
韻
的
一
四
等
，
也
都
若
合
符
節
。
黃
先
生
古
韻
學
，
是
奄
（
一
ㄢ
ˇ
）
有
眾
長
，
集
大
成
者
。 

10
、
陳
新
雄
《
古
音
學
發
微
》
，
定
古
韻
三
十
二
部
，
是
前
人
經
數
百
年
从
考
古
與
審
音
兩
方
面
，
所
得
的 

 
  
 

最
後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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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幾
個
名
稱
的
解
釋 

１
、 
：
雙
聲
指
兩
個
字
字
音
的
聲
母
相
同
。
如
何
知
道
這
兩
個
字
古
聲
相
同
呢
？
那
就
要
對
照
切
語
上
字 

 
 

表
，
看
看
這
兩
個
字
的
反
切
上
字
，
是
否
同
一
古
聲
紐
，
如
果
同
屬
一
古
聲
紐
，
那
就
可
以
確
定
這
兩 

 
 

個
字
古
聲
是
雙
聲
。 

２
、 

疊
韻
：
指
兩
個
字
字
音
的
韻
母
相
同
。
如
何
知
道
這
兩
個
字
古
韻
相
同
呢
？
為
求
方
便
，
我
們
用
段
玉 

 
 

裁
的
古
韻
十
七
部
，
我
們
查
閱
說
文
段
注
，
如
果
所
要
查
的
這
兩
個
字
，
都
屬
於
同
一
部
，
就
可
以
確 

 
 

定
，
古
韻
就
是
疊
韻
。 

３
、 

同
音
：
所
要
查
的
兩
個
字
，
既
是
雙
聲
又
是
疊
韻
，
那
這
兩
個
字
就
是
同
音
了
。 

４
、 

通
假
：
指
兩
個
字
之
間
，
如
果
古
音
相
同
，
或
者
雙
聲
或
者
疊
韻
，
就
可
以
互
相
通
用
，
叫
做
通
假
（
段 

 
 

玉
裁
說
：
聲
義
同
源
；
黃
季
剛
先
生
說
：
同
音
多
同
義
）
。 

舉
例
： 

王
仲
宣
从
軍
詩
：
「
但
聞
所
从
誰
。
」
魏
志
：
「
但
問
所
从
誰
。
」
為
什
麼
一
作
「
聞
」
一
作
「
問
」
？ 

 

查
一
查
《
說
文
段
注
》：「
聞
」，
無
分
切
，
古
韻
十
三
部
；「
問
」，
亡
運
切
，
古
韻
十
三
部
。
再
查
切
語 

上
字
表
，「
無
」
與
「
亡
」
都
在
「
微
」
紐
，
聲
紐
相
同
，
韻
部
同
十
三
部
，「
聞
」「
問
」
兩
字
，
古
既 

雙
聲
又
疊
韻
，
是
同
音
，
可
以
通
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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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
季
剛
先
生
二
十
一
條
例
例
字 

一
、 
文
字
古
簡
今
繁
，
故
研
究
《
說
文
》，
必
須
明
其
字
義
，
求
其
語
根
，
初
文
五
百
，
秦
篆
三
千
，
許
氏
所

載
，
乃
幾
盈
萬
，
文
字
既
由
簡
而
繁
，
聲
韻
訓
詁
，
亦
莫
不
然
。
蓋
文
字
之
增
加
而
繁
複
，
亦
勢
使
然
也
。

故
知
繁
由
簡
出
，
則
簡
可
統
繁
，
簡
既
孶
繁
，
則
繁
必
歸
簡
，
明
至
繁
之
字
義
，
求
至
簡
之
語
根
，
文
字

語
言
訓
詁
之
根
本
胥
在
是
矣
。 

二
、 

不
可
分
析
之
形
體
謂
之
文
，
可
析
之
形
體
謂
之
字
，
字
必
統
於
文
，
故
語
根
必
為
象
形
、
指
事
之
文
。 

三
、 

文
字
之
基
，
在
於
語
言
，
文
字
之
始
，
則
為
指
事
、
象
形
，
指
事
、
象
形
既
為
語
根
，
故
意
同
之
字
，
即

形
不
同
者
，
其
音
亦
必
相
同
。 

例
字
： 

才 

《
說
文
》
：
「

才
：
艸
木
之
初
也
。
昨
哉
切
。
」
从
母
咍
（
ㄏ
ㄞ
）
部
。 

� 

《
說
文
》
：
「

：
傷
也
。
从
戈
才
聲
。
祖
才
切
。
」
精
母
咍
部
。 

裁 

《
說
文
》
：
「

裁
：
製
衣
也
。
从
衣

�
聲
。
昨
哉
切
。
」
从
母
咍
部
。 

栽 

《
說
文
》
：
「

栽
：
築
牆
長
版
也
。
从
木

�
聲
。
將
來
切
。
」
精
母
咍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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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 

《
說
文
》
：
「

哉
：
言
之
閒
也
。
从
口

�
聲
。
將
來
切
。
」
精
母
咍
部
。 

按
，
以
上
諸
字
皆
屬
齒
聲
，
同
有
初
義
。

�
、
裁
、
栽
、
哉
皆
形
聲
字
，
不
能
為
語
根
，
凡
此
諸
字
皆

自
才
來
，
才
為
指
事
，
即
諸
字
之
語
根
也
。
蓋
文
字
之
基
在
於
語
言
，
文
字
之
始
則
為
象
形
、
指
事
，
故
同

意
之
字
往
往
同
音
，
今
聚
同
意
之
字
而
求
其
象
形
、
指
事
字
以
定
其
語
根
，
則
凡
中
國
之
文
字
皆
有
所
歸
宿

矣
。 

退
溯
才
為
初
文
，
則
才
得
聲
之
字
，
形
固
不
同
，
然
音
多
見
相
承
，
�
、
裁
、
栽
等
皆
是
。
論
究
其
義
，

才
有
始
義
，
故
从
才
得
聲
之
字
，
亦
多
具
始
義
。
故
可
曰
才
為
語
根
，
凡
从
此
語
根
得
聲
之
字
，
多
具
始
義
。 

四
、 

凡
形
聲
字
之
正
例
，
必
兼
會
意
。 

例
字
： 

戔
：
小
也
。
淺
：
水
之
小
者
。
賤
：
貝
之
小
者
。
殘
：
歺
之
小
者
。 

1
、
於
音
符
字
須
先
審
明
其
音
素
，
不
應
拘
泥
於
字
形
。
蓋
音
素
者
，
語
言
之
本
質
；
音
符
者
，
字
形

之
跡
象
。
音
素
即
本
真
，
而
音
符
有
假
借
。 

2
、
對
於
音
素
，
應
先
分
析
其
含
義
，
不
宜
牽
合
於
一
說
。 

五
、
凡
形
聲
字
無
義
可
說
者
，
可
以
假
借
義
說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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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字
：
祿
，
訓
福
而
从
彔
聲
，
彔
無
福
意
，
蓋
鹿
之
假
借
也
。 

按
，
蓋
上
古
之
時
，
畋
獵
為
生
，
鹿
肉
美
而
性
馴
，
行
獵
而
遇
鹿
則
為
福
矣
。
其
字
本
當
作

，
从
鹿

作

，
亦
猶
从
羊
作
祥
。
造
字
者
借
彔
為
鹿
，
遂
書
作
祿
矣
。
《
說
文
》
从
鹿
之
字
多
或
从
彔
。 

例
如
： 

麓
：
守
山
林
吏
也
，
从
林
鹿
聲
，
古
文
从
彔
作
箓
。 

漉
：
浚
也
。
从
水
鹿
聲
，
或
从
彔
作
淥
。 

六
、 

凡
形
聲
字
以
聲
命
名
者
，
僅
取
其
聲
。 

例
字
：
鵝
、
雞
、
鴉 

以
聲
命
名
：
「
鴉
」
，
从
牙
聲
，
因
鴉
鳴
近
牙
； 

狀
聲
：
「
嚶
」
，
狀
鳥
鳴
嚶
嚶
之
聲
； 

外
來
語
：
「
珣
」
，
从
旬
聲
，
為
東
夷
語
「
珣
、
玗
、
璂
」
的
譯
音
。 

七
、《
說
文
》
內
有
無
聲
之
字
，
有
有
聲
之
字
，
無
聲
字
者
，
指
事
、
象
形
、
會
意
也
。
有
聲
字
者
，
形
聲
字

是
也
。
無
聲
字
可
依
其
說
解
而
尋
其
語
根
，
有
聲
字
者
，
可
依
其
聲
母
而
辨
其
體
系
。 

例
字
：「
天
顛
也
，
日
實
也
，
月
闕
也
，
戶
護
也
」
之
類
，
皆
可
由
其
說
解
而
推
求
其
語
根
；
有
聲
字
可

就
其
聲
以
推
求
其
語
根
，
若
「
倫
、
論
、
淪
、
輪
」
等
字
皆
从
「
侖
」
得
聲
，
則
侖
侖
从
其
發
聲
角
度
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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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ㄌ
得
聲
有
圓
轉
義
，
故
ㄌ
為
其
語
根
，
即
發
聲
的
根
源
。
侖
亦
為
「
倫
、
論
、
淪
、
輪
」
諸
字
之
字
根
，

侖
有
條
理
義
，
故
所
从
諸
字
亦
皆
有
條
理
之
義
。 

按
，
凡
會
意
、
形
聲
之
字
，
必
以
象
形
、
指
事
字
為
之
字
根
。
而
象
形
、
指
事
字
又
必
以
未
造
字
時
之

語
言
為
之
根
。
故
因
會
意
、
形
聲
以
求
象
形
、
指
事
之
字
，
是
求
其
本
字
也
。
因
象
形
、
指
事
字
以
推
尋
言

語
音
聲
之
根
，
是
求
其
語
根
也
。
語
根
者
，
語
言
的
發
音
根
源
。 

詳
考
吾
國
文
字
，
多
以
聲
音
相
訓
，
其
不
以
聲
音
相
訓
者
，
百
不
及
五
六
。
故
凡
以
聲
音
相
訓
者
，
為

真
正
之
訓
詁
。
反
是
，
即
非
真
正
之
訓
詁
。 

八
、 

形
聲
字
有
聲
母
有
聲
子
，
聲
子
必
从
其
母
之
音
，
聲
母
或
尚
有
聲
母
者
，
必
推
至
於
無
聲
而
後
已
。
故
研

究
形
體
，
必
須
由
上
而
下
，
以
簡
馭
繁
；
追
究
聲
者
，
必
須
由
下
而
上
，
由
繁
溯
簡
也
。 

例
字
：
若
究
形
體
，
以
字
根
為
源
，
尋
其
脈
絡
之
發
展
，
如
「
句
」
為
字
根
，
从
竹
為
「
笱
」，
从
金
為

「
鉤
」，
从
足
為
「
跔
（
ㄐ
ㄩ
）」。
若
究
聲
音
，
則
「
裁
、
栽
、
哉
」
等
字
从
「

�
」
得
聲
，
而
「

�
」
从
「
才
」

得
聲
，
故
「
才
」
正
為
「

�
、
裁
、
栽
、
哉
」
等
字
之
字
根
。 

九
、 

形
聲
字
有
與
所
从
聲
母
聲
韻
畢
異
者
，
非
形
聲
字
自
失
其
例
，
乃
無
聲
字
多
音
之
故
。 

例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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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妃
，
匹
也
。
从
女
己
聲
。
」
己
聲
在
一
部
，
妃
在
十
五
部
。
段
以
為
己
非
聲
，
而
改
作
女
己
會
意
。 

「
配
，
酒
色
也
。
从
酉
己
聲
。
」
段
以
為
當
是
妃
省
聲
。 

按
，
黃
先
生
以
為
凡
若
此
類
，
並
非
形
聲
字
自
破
其
例
，
乃
無
聲
字
多
音
之
故
，
蓋
字
非
一
時
一
地
之

人
所
造
，
故
同
形
體
符
號
，
往
往
因
時
空
人
之
關
係
而
代
表
不
同
之
意
義
，
因
之
乃
有
不
同
之
聲
音
，《
說
文
》

中
已
明
舉
無
聲
字
多
音
者
亦
甚
多
。 

例
如
： 

丨
：
上
下
通
也
。
引
而
上
行
讀
若
囟
，
引
而
下
行
讀
若
退
。 

皀
：
穀
之
馨
香
也
。
象
嘉
榖
在
裹
中
之
形
。
匕
所
以
扱
（
ㄒ
一
）
之
。
或
說
：
皀
，
一
粒
也
。
又
讀
若
香
。 

十
、 

以
無
聲
字
多
音
，
故
形
聲
字
聲
子
與
聲
母
之
關
係
，
凡
有
二
例
：
一
則
以
同
聲
母
者
讀
為
一
音
，
一
則
聲

母
讀
如
某
一
聲
子
之
本
音
。 

例
字
：
己
：
有
ㄐ
一
（
紀
、
記
為
其
聲
子
）、
ㄆ
ㄟ
（
配
、
妃
為
其
聲
子
）
等
音
，
是
多
音
也
。
其
孳
乳

之
聲
子
有
「
紀
、
記
」
及
「
配
、
妃
」
二
支
，
二
支
聲
子
之
音
均
流
傳
至
今
，
然
聲
母
本
身
則
至
今
已
失
一

音
，
僅
留
「
紀
、
記
」
一
支
之
音
矣
，
然
聲
子
「
配
、
妃
」
仍
保
留
聲
母
既
失
之
ㄆ
ㄟ
音
至
於
今
日
。 

按
，
今
日
讀
之
，
聲
母
與
聲
子
之
聲
韻
完
全
不
同
，
實
則
現
有
聲
子
之
本
音
，
造
字
時
取
一
與
此
聲
子

本
音
相
同
之
無
聲
字
作
為
聲
母
（
聲
符
），
此
一
無
聲
字
在
當
時
兼
有
數
音
，
其
中
之
某
一
音
，
正
與
聲
子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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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音
相
符
合
，
故
聲
子
與
聲
母
亦
為
同
音
，
其
後
無
聲
字
漸
失
多
音
之
道
，
於
是
此
一
聲
子
所
从
之
聲
母
，

再
不
復
有
此
聲
子
本
音
相
同
之
音
讀
，
故
聲
韻
全
異
，
乃
滋
後
人
疑
惑
也
。 

十
一
、
言
形
體
先
由
母
而
至
子
，
言
聲
韻
則
由
子
而
至
母
。
史
有
吏
聲
，
故
吏
可
从
史
；
方
有
旁
聲
，
故
旁
可

从
方
；
子
有
李
聲
，
故
李
可
从
子
，
因
此
可
明
了
聲
母
多
音
，
亦
即
無
聲
字
多
音
，
此
文
字
學
上
為
形
體
關
鍵

之
處
。 例

字
： 

一 

《
說
文
》
：「

一
：
惟
初
太
極
，
道
立
於
一
，
造
分
天
地
，
化
成
萬
物
。
」
於
悉
切
，
影
母
屑
部
。 

聿 

《
說
文
》
：「

聿
：
所
以
書
也
。
楚
謂
之
聿
，
吳
謂
之
不
律
，
燕
謂
之
弗
。
」
从

�
一
聲
。
余
律
切
， 

 
 
 
 
 
 
 

喻
母
沒
部
。 

寽 

《
說
文
》
：「

：
五
指
寽
（
ㄌ
ㄩ
ㄝ
ˋ
）
也
。
」
从

�
一
聲
。
呂
戌
切
，
來
母
沒
部
。 

戌 

《
說
文
》
：「

戌
：
烕
（
ㄇ
一
ㄝ
ˋ
）
也
。
」
从
戊
一
，
一
亦
聲
。
辛
聿
切
，
心
母
曷
部
。 

按
，
一
既
可
為
聿
、
寽
、
戌
等
字
之
聲
母
，
縱
後
世
音
讀
見
不
同
，
仍
一
必
兼
具
聿
、
寽
、
戌
等
字
之

音
。
若
論
偏
旁
形
體
演
變
，
則
「
一
」
之
聲
旁
，
孳
乳
此
數
字
，
此
由
母
至
子
；
若
論
數
字
之
音
韻
，
則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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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聲
旁
，
溯
推
至
一
，
此
由
子
推
母
。
運
用
此
法
，
則
由
象
形
、
指
事
、
會
意
，
以
簡
馭
繁
，
可
知
文
字
之

孳
乳
；
反
之
，
可
由
形
聲
，
溯
推
象
形
、
指
事
、
會
意
，
以
繁
溯
簡
。
凡
象
形
、
指
事
、
形
聲
、
會
意
四
體

概
在
其
間
，
故
曰
「
此
文
字
學
上
為
形
體
關
鍵
之
處
」
。 

十
二
、
凡
《
說
文
》
中
重
文
或
形
聲
字
中
重
文
聲
母
，
今
讀
之
雖
與
本
字
聲
母
之
音
義
或
有
差
異
者
，
在
古
人

讀
之
音
必
相
同
，
義
亦
可
通
。 

例
字
： 

柄

柄
：
柯
也
。
从
木
丙
聲
。
棅

蘌
，
或
从
秉
。 

麓

麓
：
守
山
林
吏
也
。
从
林
鹿
聲
。

剃
，
古
文
从
彔
。 

按
，
《
說
文
》
重
文
即
如
後
世
所
謂
異
體
字
，
音
義
全
同
而
寫
法
相
異
，
故
知
許
慎
納
編
時
必
然
音
義

全
同
領
頭
篆
文
。
从
丙
與
从
秉
，
从
鹿
與
从
彔
，
至
今
音
仍
相
同
。 

十
三
、
凡
《
說
文
》
讀
若
之
字
，
必
與
本
字
同
音
，
其
義
亦
可
通
假
，
欲
知
形
聲
字
假
借
之
關
鍵
及
古
音
通
轉

之
體
系
，
不
可
不
詳
明
其
例
而
悟
其
理
。 

例
字
： 

祘 

《
說
文
》
：
「

敖
：
明
視
以
筭
之
。
从
二
示
。
讀
若
筭
。
」
蘇
貫
切
，
心
母
元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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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
說
文
》
：
「

算
：
數
也
。
从
竹
具
。
讀
若
筭
。
」
穌
管
切
，
心
母
元
部
。 

 
 

筭 
《
說
文
》
：
「

痞
：
長
六
寸
所
以
計
曆
數
者
。
从
竹
弄
。
」
穌
貫
切
，
心
母
元
部
。 

按
，
凡
讀
若
之
音
必
與
本
字
同
音
，
就
其
形
聲
偏
旁
分
析
，
亦
必
音
同
可
通
。
如
祘
讀
若
筭
，
故
祘
、

筭
同
音
；
算
亦
讀
若
筭
，
故
算
、
筭
音
亦
同
；
然
則
，
祘
與
算
音
同
可
通
。 

十
四
、《
說
文
》
中
有
一
字
讀
若
數
字
之
音
，
此
即
無
聲
字
多
音
之
故
。 

例
字
：「
妃
：
匹
也
。
从
女
己
聲
。
芳
非
切
。
」
滂
母
微
部
。「
配
：
酒
色
也
。
从
酉
己
聲
。
滂
佩
切
。
」

滂
母
微
部
。
然
己
，
居
擬
切
，
見
母
之
部
。
清
儒
既
言
同
諧
聲
必
同
部
，
而
妃
、
配
、
與
己
古
韻
不
同
者
，

乃
無
聲
字
多
音
之
故
也
。
蓋
己
字
除
己
之
本
音
外
，
尚
有
妃
配
等
字
之
音
。
無
聲
字
多
音
乃
黃
季
剛
先
生
之

創
見
。 

十
五
、《
說
文
》
中
讀
若
之
字
，
必
與
本
字
同
音
，
與
本
字
之
聲
母
同
音
，
其
有
與
本
字
同
音
，
而
與
本
字
之

聲
母
異
音
者
，
則
讀
若
之
字
與
本
字
之
聲
母
必
皆
另
有
他
音
，
在
他
音
亦
必
相
同
，
此
亦
無
聲
字
多
音
之
證
。 

例
字
：《
說
文
》：「

�
：
玉
也
。
从
王
毄
（
ㄐ
ㄧ
）
聲
。
讀
若
鬲
。
」
朗
擊
切
。
來
母
錫
部
。
「
鬲
：
鼎

屬
也
。
」
郎
激
切
，
來
母
錫
部
。 

段
注
：「
凡
言
讀
若
者
，
皆
擬
其
音
也
。
凡
傳
注
言
讀
為
者
，
皆
易
其
字
也
。
注
經
必
兼
茲
二
者
，
故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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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為
有
讀
若
，
讀
為
亦
言
讀
曰
，
讀
若
亦
言
讀
如
。
字
書
但
言
其
本
字
本
音
，
故
有
讀
若
無
讀
為
也
。
」
故

知
讀
若
乃
擬
其
音
，
故
曰
「
必
與
本
字
同
音
，
與
本
字
之
聲
母
同
音
」，
如

�
，
讀
若
鬲
，
鬲
與

�
並
為
來
母

錫
部
，
音
同
。 

十
六
、
六
書
中
最
難
解
者
，
莫
如
假
借
。
許
氏
《
說
文
》
謂
本
無
其
字
，
依
聲
託
事
。
此
假
借
之
正
例
也
。
亦

有
本
有
其
字
而
互
相
通
假
者
，
要
皆
不
離
聲
韻
之
關
係
。 

十
七
、
假
借
之
道
，
大
別
有
二
，
一
曰
有
義
之
假
借
，
二
曰
無
義
之
假
借
。
有
義
之
假
借
，
聲
相
同
義
相
近
也
。

無
義
之
假
借
者
，
聲
相
同
取
聲
以
為
義
也
。
故
形
聲
字
同
聲
母
者
，
每
每
假
借
。
進
而
言
之
，
凡
同
音
之
字
皆

可
假
借
。 

例
字
：
爾
、
尔
、
你
、
女
、
汝
、
乃
、
而
、
若
皆
是
也
。
你
字
古
無
其
字
。 

十
八
、
班
固
謂
假
借
為
造
字
之
本
，
此
蓋
形
聲
字
聲
與
義
定
相
應
，
而
形
聲
字
有
無
可
說
者
，
即
假
借
之
故
也
。 

例
字
：「
丕
，
大
也
。
从
一
不
聲
。
」
按
，
不
為
鳥
飛
不
下
來
，
丕
有
大
意
，
不
無
大
意
，
然
不
字
雖
無

大
意
，
不
聲
則
有
大
意
，
蓋
不
聲
與
旁
溥
（
ㄆ
ㄨ
ˇ
）
音
近
，
借
不
為
旁
溥
字
，
故
丕
訓
大
。 

十
九
、《
說
文
》
之
字
有
本
有
聲
而
不
言
聲
者
，
此
於
無
聲
字
中
可
以
明
之
。
如
道
从
辵
、
从
首
，
實
首
聲
也
。

皆
从
比
、
从
白
，
實
比
聲
也
。
差
从
左
、
从
垂
，
實
垂
聲
也
。
軵
从
車
、
从
付
，
實
付
聲
也
。
馗
（
ㄎ
ㄨ
ㄟ
ˊ
），

从
九
、
从
首
，
實
九
聲
也
。
钀
（
ㄋ
一
ㄝ
ˋ
）
从
金
、
从
獻
，
實
獻
聲
也
。
逵
（
ㄎ
ㄨ
ㄟ
ˊ
），
从
辵
、
从
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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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ㄌ
ㄨ
ˋ
），
實
坴
聲
也
。
位
从
人
、
从
立
，
實
立
聲
也
。（
此
舉
大
小
徐
不
言
聲
者
，
若
大
徐
言
聲
，
小
徐
不

言
，
或
小
徐
言
聲
，
大
徐
不
言
，
不
在
此
例
。
） 

例
字
： 

道 

《
說
文
》
：
「
道
：
所
行
道
也
。
从
辵
首
。
」
段
注
：
「
首
亦
聲
。
」
徒
浩
切
，
定
母
幽
部
。 

首 

《
說
文
》
：「
首
：
古
文

也
。
巛
象
髪
，
謂
之
鬊
，
鬊
卽
巛
也
。
」
書
九
切
，
透
母
幽
部
。 

古
聲
韻
說
明
：
「
道
」
屬
定
母
幽
部
，
「
首
」
屬
透
母
幽
部
；
古
聲
僅
清
濁
之
異
，
古
韻
同
部
。 

皆 

《
說
文
》
：
「
皆
：
俱
詞
也
。
从
比
从
白
。
」
古
諧
切
，
見
母
微
部
。 

比 

《
說
文
》
：
「
比
：
二
人
為
从
，
反
从
為
比
。
」
毗
（
ㄆ
一
）
二
切
，
並
母
脂
部
。 

古
聲
韻
說
明
：
「
皆
」
屬
見
母
微
部
，
「
比
」
屬
並
母
脂
部
；
古
韻
脂
微
旁
轉
。 

按
，
此
例
所
言
，
以
大
徐
、
小
徐
及
段
注
本
作
一
對
照
，
大
小
徐
皆
不
言
聲
者
，
段
注
仍
或
云
从
某
聲
，

可
知
許
氏
當
初
雖
不
言
聲
，
然
結
合
無
聲
字
多
音
觀
念
，
或
仍
可
循
得
其
得
聲
之
線
索
。 

二
十
、《
說
文
》
之
字
本
有
聲
，
而
得
聲
之
後
，
其
音
轉
變
，
因
而
不
言
聲
。
如
天
从
大
，
實
大
聲
；
熏
从
黑
，

實
黑
聲
。
皆
有
線
索
可
尋
，
觸
類
旁
推
，
可
以
悉
明
。 

例
字
： 

天 

《
說
文
》
：
「
天
：
顛
也
。
至
高
無
上
。
从
一
大
。
」
他
前
切
，
透
母
真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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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說
文
》
：
「
大
：
天
大
、
地
大
、
人
亦
大
焉
。
象
人
形
。
古
文

也
。
」
徒
蓋
切
，
定
母
月
部
。 

熏 

《
說
文
》
：
「
熏
：
火
煙
上
出
也
。
从
屮
，
从
黑
。
屮
、
黑
，
熏
象
。
」
許
云
切
，
曉
母
諄
部
。 

黑 
《
說
文
》
：「
黑
：
北
方
色
也
。
火
所
熏
之
色
也
。
从
炎
上
出

。
」
呼
北
切
，
曉
母
職
部
。 

按
，
會
意
字
雖
形
與
形
相
益
而
成
，
似
無
關
聲
理
。
然
先
有
語
根
而
後
有
文
字
，
字
據
語
根
而
造
，
故

盡
可
能
利
用
能
表
達
意
義
之
語
根
為
其
構
形
。 

《
說
文
》
會
意
字
或
見
有
聲
之
會
意
與
無
聲
之
會
意
，
即
若
無
聲
之
會
意
，
若
从
語
根
察
之
，
則
或
亦

見
其
為
聲
之
線
索
。
如
天
从
大
，
實
大
聲
；
熏
从
黑
，
實
黑
聲
。 

聲
子
與
聲
母
，
或
見
古
聲
相
近
或
相
同
，
或
見
主
要
元
音
有
所
相
應
，
此
即
例
中
所
云
：「
皆
有
線
索
可

尋
，
觸
類
旁
推
，
可
以
悉
明
。
」
者
也
。
此
點
亦
可
从
聲
訓
觀
之
。
季
剛
先
生
云
：「
完
全
之
訓
詁
必
義
與
聲

皆
相
應
。
而
古
書
說
解
不
能
完
全
為
聲
訓
者
，
或
从
其
便
，
或
不
知
其
得
聲
之
由
來
耳
。
若
《
說
文
》
義
訓

只
居
十
分
之
一
二
，
而
聲
訓
則
居
十
之
八
九
。
」
然
則
，
聲
訓
為
訓
詁
之
正
例
，
據
林
先
生
分
析
聲
訓
條
例
，

可
分
為
五
：
即
聲
義
同
源
、
凡
同
聲
多
同
義
、
凡
字
之
義
必
得
諸
字
之
聲
、
凡
从
某
聲
多
有
某
義
、
形
聲
多

兼
會
意
。
可
知
聲
訓
線
索
多
具
涵
於
形
聲
。
即
《
說
文
》
中
釋
義
未
見
从
某
聲
者
，
亦
未
必
即
為
無
聲
可
說
，

亦
可
从
語
根
推
求
之
。 

二
十
一
、
《
說
文
》
訓
釋
，
往
往
取
諸
同
音
，
如
天
之
訓
顛
，
知
天
、
顛
後
世
音
異
，
古
人
讀
之
則
不
別
。
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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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人
者
也
，
知
吏
治
後
世
音
異
，
古
人
讀
之
則
同
。
自
此
以
下
，
如
：
帝
，
諦
也
；
禮
，
履
也
；
反
，
覆
也
；

禂
（
ㄉ
ㄠ
ˇ
），
禱
也
；
祫
（
ㄒ
一
ㄚ
ˊ
），
大
合
祭
祖
先
親
疏
遠
近
也
；
祀
，
祭
無
巳
也
；
福
，
備
也
；
祈
，

求
也
；
旁
，
溥
（
ㄆ
ㄨ
ˇ
）
也
諸
文
，
更
不
知
其
數
。
要
之
，《
說
文
》
說
解
中
字
，
與
聲
韻
無
涉
者
至
尠
（
ㄒ

一
ㄢ
ˇ
），
此
亦
可
由
說
解
而
明
語
根
也
。 

例
字
： 

《
說
文
》
：
「
天
，
顛
也
。
」
他
前
切
，
透
母
真
部
。 

《
說
文
》
：
「
顛
，
頂
也
。
从
頁
，
真
聲
。
」
都
年
切
，
端
母
真
部
。
於
古
同
部
雙
聲
且
疊
韻
，
故
為
推 

因
。 

按
，
季
剛
先
生
云
：「
古
人
制
字
，
義
本
於
聲
，
即
聲
是
義
，
聲
音
、
訓
詁
同
出
一
源
。
文
字
孳
生
，
聲

从
其
類
，
故
今
曰
文
字
、
聲
韻
、
訓
詁
，
古
曰
字
讀
，
讀
即
兼
孕
聲
音
、
訓
詁
二
事
。
蓋
聲
音
即
訓
詁
也
。

詳
攷
吾
國
文
字
，
多
以
聲
音
相
訓
，
其
不
以
聲
音
相
訓
者
，
百
分
之
中
，
不
及
五
六
，
故
凡
以
聲
音
相
訓
者

為
真
正
之
訓
詁
，
反
是
即
非
真
正
之
訓
詁
。
試
取
《
說
文
解
字
》
觀
之
，
其
說
解
之
字
，
什
九
以
聲
訓
，
以

意
訓
者
至
希
。
推
之
…
…
《
釋
名
》
諸
書
，
莫
不
皆
然
。
聲
音
為
訓
詁
之
綱
宗
，
斷
可
知
矣
。
」 

又
云
：「
推
因
，
凡
字
不
但
求
其
義
訓
且
推
其
字
義
得
聲
之
由
來
，
謂
之
推
因
。
如
《
說
文
》
天
，
顛
也

之
類
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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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云
：「
義
界
，
綴
字
為
句
，
綴
句
為
章
。
字
句
章
三
者
，
其
實
質
相
等
，
蓋
未
有
一
字
而
不
含
一
句
之

義
，
一
句
而
不
含
一
章
之
義
者
也
。
凡
以
一
句
解
一
字
之
義
者
，
即
謂
之
義
界
。
如
《
說
文
》
吏
，
治
人
者

之
類
是
。
」
故
義
訓
無
涉
聲
韻
，
而
聲
訓
即
藉
聲
以
說
義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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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
說
文
解
字
》
540
部
首
標
音 

  



1 

 

說 文 解 字 540 部 首 標 音 

第  一 

第一 1 2 3 4 5 6 7 

拼音 yī shàng shì sān wáng yù jué 

注音 － ㄕㄤˋ ㄕˋ ㄙㄢ ㄨㄤˊ ㄩˋ ㄐㄩㄝˊ 

小篆 

       

楷書 一 上 示 三 王 玉 玨  

 

第一 8 9 10 11 12 13 14 

拼音 qì shì gǔn chè cǎo rù mǎng 

注音 ㄑ一ˋ ㄕˋ ㄍㄨㄣˇ ㄔㄜˋ ㄘㄠˇ ㄖㄨˋ ㄇㄤˇ 

小篆 

       

楷書 气  氣 士 丨 屮 艸 蓐  茻  

 

第  二 

第二 15 16 17 18 19 20 21 

拼音 xiǎo  bā biàn bàn niú lí  gào 

注音 ㄒ－ㄠˇ ㄅㄚ ㄅ－ㄢˋ ㄅㄢˋ ㄋ－ㄡˊ ㄌ―ˊ ㄍㄠˋ 



2 

 

小篆 

       

楷書 小 八 釆 半 牛 犛 告 

第二 22 23 24 25 26 27 28 

拼音 kǒu kǎn xuān kū zǒu zhǐ  bō 

注音 ㄎㄡˇ ㄎㄢˇ ㄒㄩㄢ ㄎㄨ ㄗㄡˇ ㄓˇ ㄅㄛ 

小篆 

       

楷書 口 凵 吅 哭 走  止 癶  

 

第二 29 30 31 32 33 34 35 

拼音 bù cǐ  zhèng shì chuò  chì yǐn 

注音 ㄅㄨˋ ㄘˇ ㄓㄥˋ ㄕˋ ㄔㄨㄛˋ ㄔˋ －ㄣˇ 

小篆 

       

楷書 步 此 正 是 辵 彳 廴 

 

第二 36 37 38 39 40 41 42 

拼音 chān xíng chǐ yá zú shū  pǐn 



3 

 

注音 ㄔㄢ  ㄒ－ㄥˊ ㄔˇ －ㄚˊ ㄗㄨˊ ㄕㄨ ㄆ－ㄣˇ 

小篆 

       

楷書  行 齒 牙 足 疋 品 

第二 43 44      

拼音 yuè  cè      

注音 ㄩㄝˋ ㄘㄜˋ      

小篆 

  

     

楷書 龠 冊      

 

第  三 

第三 45 46 47 48 49 50 51 

拼音 jí  shé gān jué zhǐ nà gōu 

注音 ㄐ―ˊ ㄕㄜˊ ㄍㄢ ㄐㄩㄝˊ ㄓˇ ㄋㄚˋ ㄍㄡ 

小篆 

       

楷書  舌 干  只  句 

 

第三 52 53 54 55 56 57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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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 jiū gǔ shí sà yán jìng yīn 

注音 ㄐ―ㄡ ㄍㄨˇ ㄕˊ ㄙㄚˋ ―ㄢˊ ㄐ―ㄥˋ ―ㄣ 

小篆 

       

楷書 丩 古 十 卅  言 誩 音 

第三 59 60 61 62 63 64 65 

拼音 qiān zhuó pú gǒng pān gòng yì 

注音 ㄑ―ㄢ ㄓㄨㄛˊ ㄆㄨˊ ㄍㄨㄥˇ ㄆㄢ ㄍㄨㄥˋ ―ˋ 

小篆 

       

楷書  丵 菐 廾   共 異 

 

第三 66 67 68 69 70 71 72 

拼音 yú jú chén cuàn gé lì lì 

注音 ㄩˊ ㄐㄩˊ ㄔㄣˊ ㄘㄨㄢˋ ㄍㄜˊ ㄌ―ˋ ㄌ―ˋ 

小篆 

       

楷書 舁  晨  爨 革 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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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73 74 75 76 77 78 79 

拼音 zhuǎ jǐ dòu yòu zuǒ shǐ zhī 

注音 ㄓㄨㄚˇ ㄐ―ˇ ㄉㄡˋ ―ㄡˋ ㄗㄨㄛˇ ㄕˇ ㄓ 

小篆 

       

楷書 爪 丮  鬥 又  史 支 

第三 80 81 82 83 84 85 86 

拼音 niē yù huà dài qiān chén shū 

注音 ㄋ―ㄝ ㄩˋ ㄏㄨㄚˋ ㄉㄞˋ ㄑ―ㄢ ㄔㄣˊ ㄕㄨ 

小篆 

       

楷書  聿 畫 隶 臤 臣 殳 

 

第三 87 88 89 90 91 92 93 

拼音 shā shū cùn pí ruǎn pū jiào 

注音 ㄕㄚ ㄕㄨ ㄘㄨㄣˋ ㄆ―ˊ ㄖㄨㄢˇ ㄆㄨ ㄐ―ㄠˋ 

小篆 

       

楷書 殺  寸 皮  攴 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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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94 95 96 97    

拼音 bǔ yòng yáo lǐ    

注音 ㄅㄨˇ ㄩㄥˋ ―ㄠˊ ㄌ―ˇ    

小篆 

    

   

楷書 卜 用 爻     

  第  四 

第四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拼音 xuè mù jù méi shǔn zì zì 

注音 ㄒㄩㄝˋ ㄇㄨˋ ㄐㄩˋ ㄇㄟˊ ㄕㄨㄣˇ ㄗˋ ㄗˋ 

小篆 

       

楷書  目  眉  盾 自 白 

 

第四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拼音 bí bì xí yǔ zhuī suī huán 

注音 ㄅ―ˊ ㄅ―ˋ ㄒ―ˊ ㄩˇ ㄓㄨㄟ ㄙㄨㄟ ㄏㄨㄢ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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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篆 

       

楷書 鼻 皕 習  羽  隹 奞 萑 

 

第四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拼音 guǎi miè yáng shān qú chú zá 

注音 ㄍㄨㄞˇ ㄇ―ㄝˋ ―ㄤˊ ㄕㄢ ㄑㄩˊ ㄔㄨˊ ㄗㄚˊ 

小篆 

       

楷書 
 苜 羊  羴 瞿 雔 雥 

第四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拼音 niǎo wū bān gòu yāo yōu zhuān 

注音 ㄋ―ㄠˇ ㄨ ㄅㄢ ㄍㄡˋ ―ㄠ ―ㄡ ㄓㄨㄢ 

小篆 

       

楷書 鳥 烏  冓  幺  叀 

 

第四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拼音 xuán yǔ fàng piǎo cān è s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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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音 ㄒㄩㄢˊ ㄩˇ ㄈㄤˋ ㄆ―ㄠˇ ㄘㄢ ㄜˋ ㄙˇ 

小篆 

       

楷書 玄  予 放   歺 死  

 

第四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拼音 guǎ gǔ ròu jīn dāo rèn qià 

注音 ㄍㄨㄚˇ ㄍㄨˇ ㄖㄡˋ ㄐ―ㄣ ㄉㄠ ㄖㄣˋ ㄑ―ㄚˋ 

小篆 

       

楷書 冎  骨 肉 筋 刀 刃  

第四 140 141 142     

拼音 jiè lěi jué     

注音 ㄐ―ㄝˋ ㄌㄟˇ ㄐㄩㄝˊ     

小篆 

   

    

楷書 丯 耒 角      

 

  第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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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拼音 zhú jī jī zuǒ gōng zhǎn wú 

注音 ㄓㄨˊ ㄐ― ㄐ― ㄗㄨㄛˇ ㄍㄨㄥ ㄓㄢˇ ㄨˊ 

小篆 

       

楷書 竹 箕 丌 左 工  巫 

 

第五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拼音 gān zhǐ yuē nǎi kǎo kě xī 

注音 ㄍㄢ ㄓˇ ㄩㄝ ㄋㄞˇ ㄎㄠˇ ㄎㄜˇ ㄒ― 

小篆 

       

楷書 甘 旨 曰 乃 丂 可 兮  

第五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拼音 háo yú xǐ zhù gǔ qǐ dòu 

注音 ㄏㄠˊ ㄩˊ ㄒ―ˇ ㄓㄨˋ ㄍㄨˇ ㄑ―ˇ ㄉㄡˋ 

小篆 

       

楷書 号 于  喜 壴 鼓 豈 豆 



10 

 

 

第五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拼音 lǐ fēng xī hū hǔ yán mǐn 

注音 ㄌ―ˇ ㄈㄥ ㄒ― ㄏㄨ ㄏㄨˇ ―ㄢˊ ㄇ―ㄣˇ 

小篆 

       

楷書 豊 豐  虍 虎  虤  皿 

 

第五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拼音 qū qù xuè zhǔ dān qīng jǐng 

注音 ㄑㄩ ㄑㄩˋ ㄒㄩㄝˋ ㄓㄨˇ ㄉㄢ ㄑ―ㄥ ㄐ―ㄥˇ 

小篆 

       

楷書   去 血 丶  丹 青 井  丼 

第五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拼音 bì chàng shí jí huì cāng rù 

注音 ㄅ―ˋ ㄔㄤˋ ㄕˊ ㄐ―ˊ ㄏㄨㄟˋ ㄘㄤ ㄖㄨˋ 

小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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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書 皀 鬯 食 亼 會 倉  入 

 

第五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拼音 fǒu shǐ gāo jiōng guō jīng xiǎng 

注音 ㄈㄡˇ ㄕˇ ㄍㄠ ㄐㄩㄥ ㄍㄨㄛ ㄐ―ㄥ ㄒ―ㄤˇ 

小篆 

       

楷書 缶 矢 高 冂  京 亯 

 

第五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拼音 hòu bī lǐn sè lái mài suī 

注音 ㄏㄡˋ ㄅ― ㄌ―ㄣˇ ㄙㄜˋ ㄌㄞˊ ㄇㄞˋ ㄙㄨㄟ 

小篆 

       

楷書   畗  嗇 來 麥  夊 

第五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拼音 chuǎn shùn wéi dì zhǐ jiǔ jié 

注音 ㄔㄨㄢˇ ㄕㄨㄣˋ ㄨㄟˊ ㄉ―ˋ ㄓˇ ㄐ―ㄡˇ ㄐ―ㄝ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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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篆 

       

楷書 舛 舜   韋 弟   夂 久 桀 

 

  第  六 

第六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拼音 mù dōng lín cái ruò zhī zā 

注音 ㄇㄨˋ ㄉㄨㄥ ㄌ―ㄣˊ ㄘㄞˊ ㄖㄨㄛˋ ㄓ ㄗㄚ 

小篆 

       

楷書 木 東 林 才 叒 之 帀 

 

第六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拼音 chū bó shēng zhé chuí kuā huá 

注音 ㄔㄨ ㄅㄛˊ ㄕㄥ ㄓㄜˊ ㄔㄨㄟˊ ㄎㄨㄚ ㄏㄨㄚˊ 

小篆 

       

楷書 出  生 乇   華  

第六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拼音 jī jī cháo qī shù hùn wé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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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音 ㄐ― ㄐ― ㄔㄠˊ ㄑ― ㄕㄨˋ ㄏㄨㄣˋ ㄨㄟˊ 

小篆 

       

楷書  稽 巢 桼 束  囗 

 

第六 227 228 229 230    

拼音 yuán bèi yì xiàng    

注音 ㄩㄢˊ ㄅㄟˋ ―ˋ ㄒ―ㄤˋ    

小篆 

    

   

楷書 員 貝 邑     

 

  第  七 

第七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拼音 rì dàn gàn yǎn míng jīng yuè 

注音 ㄖˋ ㄉㄢˋ ㄍㄢˋ ―ㄢˇ ㄇ―ㄥˊ ㄐ―ㄥ ㄩㄝˋ 

小篆 

       

楷書 日 旦 倝  冥 晶 月 

第七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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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 yǒu míng jiǒng xì duō guàn hàn 

注音 ―ㄡˇ ㄇ―ㄥˊ ㄐㄩㄥˇ ㄒ―ˋ ㄉㄨㄛ ㄍㄨㄢˋ ㄏㄢˋ 

小篆 

       

楷書 有 明  朙 囧 夕 多 毌   

 

第七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拼音 hàn tiáo qí cì piàn dǐng kè 

注音 ㄏㄢˋ ㄊ―ㄠˊ ㄑ―ˊ ㄘˋ ㄆ―ㄢˋ ㄉ―ㄥˇ ㄎㄜˋ 

小篆 

       

楷書    齊  朿 片 鼎 克 

 

第七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拼音 lù hé lì shǔ xiāng mǐ huǐ 

注音 ㄌㄨˋ ㄏㄜˊ ㄌ―ˋ ㄕㄨˇ ㄒ―ㄤ ㄇ―ˇ ㄏㄨㄟˇ 

小篆 

       

楷書 彔 禾 秝 黍 香 米 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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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拼音 jiù xiōng pìn pài má shú duān 

注音 ㄐ―ㄡˋ ㄒㄩㄥ ㄆ―ㄣˋ ㄆㄞˋ ㄇㄚˊ ㄕㄨˊ ㄉㄨㄢ 

小篆 

       

楷書 臼 凶 朩   麻 尗 耑 

 

第七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拼音 jiǔ guā hù mián gōng lǚ xuè 

注音 ㄐ―ㄡˇ ㄍㄨㄚ ㄏㄨˋ ㄇ―ㄢˊ ㄍㄨㄥ ㄌㄩˇ ㄒㄩㄝˋ 

小篆 

       

楷書 韭 瓜 瓠 宀 宫 吕 穴 

 

第七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拼音 mèng chuáng mì mǎo mào liǎng wǎng 

注音 ㄇㄥˋ ㄔㄨㄤˊ ㄇ―ˋ ㄇㄠˇ ㄇㄠˋ ㄌ―ㄤˇ ㄨㄤˇ 

小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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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書  疒  冖  冃   网 

第七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拼音 yà jīn fú bó bó bì zhǐ 

注音 ―ㄚˋ ㄐ―ㄣ ㄈㄨˊ ㄅㄛˊ ㄅㄛˊ ㄅ―ˋ ㄓˇ 

小篆 

       

楷書 襾 巾 巿 帛 白  黹  

 

  第  八 

第八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拼音 rén huà bǐ cóng bǐ bò qiū 

注音 ㄖㄣˊ ㄏㄨㄚˋ ㄅ―ˇ ㄘㄨㄥˊ ㄅ―ˇ ㄅㄛˋ ㄑ―ㄡ 

小篆 

       

楷書 人  匕 从 比 北 丘 

 

第八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拼音 yín tǐng zhòng wò shēn yǐn yī 

注音 ―ㄣˊ ㄊ―ㄥˇ ㄓㄨㄥˋ ㄨㄛˋ ㄕㄣ ―ㄣ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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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篆 

       

楷書     重 臥 身  衣 

第八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拼音 qiú lǎo máo cuì shī chǐ wěi 

注音 ㄑ―ㄡˊ ㄌㄠˇ ㄇㄠˊ ㄘㄨㄟˋ ㄕ ㄔˇ ㄨㄟˇ 

小篆 

       

楷書 裘  老 毛 毳 尸 尺 尾 

 

第八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拼音 lǚ zhōu fāng rén xiōng zān mào 

注音 ㄌㄩˇ ㄓㄡ ㄈㄤ ㄖㄣˊ ㄒㄩㄥ ㄗㄢ ㄇㄠˋ 

小篆 

       

楷書 履 舟 方 儿 兄 旡  皃  

 

第八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拼音 gǔ xiān tū jiàn jiàn qiàn yǐ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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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音 ㄍㄨˇ ㄒ―ㄢ ㄊㄨ ㄐ―ㄢˋ ㄐ―ㄢˋ ㄑ―ㄢˋ ―ㄣˇ 

小篆 

       

楷書  先 禿 見 覞 欠  

第八 322 323      

拼音 xián jì      

注音 ㄒ―ㄢˊ ㄐ―ˋ      

小篆 

  

     

楷書  旡       

 

  第  九 

第九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拼音 yè shǒu miàn miǎn shǒu xiāo xū 

注音 ―ㄝˋ ㄕㄡˇ ㄇ―ㄢˋ ㄇ―ㄢˇ ㄕㄡˇ ㄒ―ㄠ ㄒㄩ 

小篆 

       

楷書 頁  面 丏 首   湏 

 

第九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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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 shān wén wén biāo hòu sī zhī 

注音 ㄕㄢ ㄨㄣˊ ㄨㄣˊ ㄅ―ㄠ ㄏㄡˋ ㄙ ㄓ 

小篆 

       

楷書 彡 彣 文 髟 后 司 卮  

第九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拼音 jié yìn sè jǐ pì bāo bāo 

注音 ㄐ―ㄝˊ ―ㄣˋ ㄙㄜˋ ㄐ―ˇ ㄆ―ˋ ㄅㄠ ㄅㄠ 

小篆 

   
    

楷書 卩  印 色  辟 勹 包 

 

第九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拼音 jí guǐ fǔ sī wéi shān shēn 

注音 ㄐ―ˊ ㄍㄨㄟˇ ㄈㄨˇ ㄙ ㄨㄟˊ ㄕㄢ ㄕㄣ 

小篆 

       

楷書 茍 鬼  甶 厶 嵬  山 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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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拼音 è yǎn hǎn wán wéi shí cháng 

注音 ㄜˋ ―ㄢˇ ㄏㄢˇ ㄨㄢˊ ㄨㄟˊ ㄕˊ ㄔㄤˊ 

小篆 

       

楷書 屵 广 厂 丸 危 石 長 

第九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拼音 wù rǎn ér shǐ yì jì tún 

注音 ㄨˋ ㄖㄢˇ ㄦˊ ㄕˇ ―ˋ ㄐ―ˋ ㄊㄨㄣˊ 

小篆 

       

楷書 勿 冉  而 豕  彑 豚  

 

第九 366 367 368 369    

拼音 zhì sì yì xiàng    

注音 ㄓˋ ㄙˋ ―ˋ ㄒ―ㄤˋ    

小篆 

    

   

楷書 豸    易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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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 

第十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拼音 mǎ zhì lù cū chuò tù huán 

注音 ㄇㄚˇ ㄓˋ ㄌㄨˋ ㄘㄨ ㄔㄨㄛˋ ㄊㄨˋ ㄏㄨㄢˊ 

小篆 

       

楷書 馬  鹿 麤   兔 萈   

第十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拼音 quǎn yín shǔ néng xióng huǒ yán 

注音 ㄑㄩㄢˇ ―ㄣˊ ㄕㄨˇ ㄋㄥˊ ㄒㄩㄥˊ ㄏㄨㄛˇ ―ㄢˊ 

小篆 

       

楷書 犬  鼠 能 熊 火 炎 

 

第十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拼音 hè chuāng yán zhì chì dà yì 

注音 ㄏㄜˋ ㄔㄨㄤ ―ㄢˊ ㄓˋ ㄔˋ ㄉㄚˋ ―ˋ 

小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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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書 黑 囱 焱 炙 赤 大 亦 

 

第十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拼音 zè yāo jiāo wāng hú yī niè 

注音 ㄗㄜˋ ―ㄠ ㄐ―ㄠ ㄨㄤ ㄏㄨˊ ― ㄋ―ㄝˋ 

小篆 

       

楷書 夨 夭 交 尢  壺  壹   

第十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拼音 shē kàng tāo gǎo dà fū lì 

注音 ㄕㄜ ㄎㄤˋ ㄊㄠ ㄍㄠˇ ㄉㄚˋ ㄈㄨ ㄌ―ˋ 

小篆 

       

楷書 奢 亢 夲 夰 大  夫 立 

 

第十 405 406 407 408 409   

拼音 bìng xìn sī xīn ruǐ   

注音 ㄅ―ㄥˋ ㄒ―ㄣˋ ㄙ ㄒ―ㄣ ㄖㄨㄟ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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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篆 

     

  

楷書 竝 並 囟 思 心 惢   

 

  第  十  一 

第十一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拼音 shuǐ zhuǐ bīn quǎn kuài chuān quán 

注音 ㄕㄨㄟˇ ㄓㄨㄟˇ ㄅ―ㄣ ㄑㄩㄢˇ ㄎㄨㄞˋ ㄔㄨㄢ ㄑㄩㄢˊ 

小篆 

       

楷書 水 沝 瀕 ㄑ 巜 川 泉 

第十一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拼音 quán yǒng pài gǔ bīng yǔ yún 

注音 ㄑㄩㄢˊ ㄩㄥˇ ㄆㄞˋ ㄍㄨˇ ㄅ―ㄥ ㄩˇ ㄩㄣˊ 

小篆 

       

楷書 灥 永  谷 仌 冫 雨 雲 

 

第十一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拼音 yú yú yàn lóng fēi fēi xì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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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音 ㄩˊ ㄩˊ ―ㄢˋ ㄌㄨㄥˊ ㄈㄟ ㄈㄟ ㄒ―ㄣˋ 

小篆 

       

楷書 魚  燕 龍 飛 非 卂 

 

  第  十  二 

第十二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拼音 yà bù zhì xī lǔ yán hù 

注音 ―ㄚˋ ㄅㄨˋ ㄓˋ ㄒ― ㄌㄨˇ ―ㄢˊ ㄏㄨˋ 

小篆 

       

楷書   不 至 西 鹵 鹽 户 

第十二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拼音 mén ěr yí shǒu guāi nǚ wú 

注音 ㄇㄣˊ ㄦˇ ―ˊ ㄕㄡˇ ㄍㄨㄞ ㄋㄩˇ ㄨˊ 

小篆 

       

楷書 門 耳    手 乖  女 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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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拼音 mín piě yì yí shì dǐ gē 

注音 ㄇ―ㄣˊ ㄆ―ㄝˇ ―ˋ ―ˊ ㄕˋ ㄉ―ˇ ㄍㄜ 

小篆 

       

楷書 民 丿  乀 氏 氐  戈 

 

第十二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拼音 yuè wǒ juè qín yǐn wáng xǐ 

注音 ㄩㄝˋ ㄨㄛˇ ㄐㄩㄝˋ ㄑ―ㄣˊ ―ㄣˇ ㄨㄤˊ ㄒ―ˇ 

小篆 

       

楷書 戉 我 亅 琴   亡  匸 

第十二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拼音 fāng qū zī wǎ gōng jiàng xián 

注音 ㄈㄤ ㄑㄩ ㄗ ㄨㄚˇ ㄍㄨㄥ ㄐ―ㄤˋ ㄒ―ㄢˊ 

小篆 

       

楷書 匚 曲   甾 瓦 弓 弜 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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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 466       

拼音 xì       

注音 ㄒ―ˋ       

小篆 

 

      

楷書 系        

 

  第  十  三 

第十三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拼音 mì sù sī shuò huǐ kūn chóng 

注音 ㄇ―ˋ ㄙㄨˋ ㄙ ㄕㄨㄛˋ ㄏㄨㄟˇ ㄎㄨㄣ ㄔㄨㄥˊ 

小篆 

       

楷書 糸 素  絲 率   虫  蟲 

第十三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拼音 fēng tuō guī mǐn luǎn èr tǔ 

注音 ㄈㄥ ㄊㄨㄛ ㄍㄨㄟ ㄇ―ㄣˇ ㄌㄨㄢˇ ㄦˋ ㄊㄨˇ 

小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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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書 風 它 龜   黽  卵 二 土 

 

第十三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拼音 yáo jǐn lǐ tián jiāng huáng nán 

注音 ―ㄠˊ ㄐ―ㄣˇ ㄌ―ˇ ㄊ―ㄢˊ ㄐ―ㄤ ㄏㄨㄤˊ ㄋㄢˊ 

小篆 

       

楷書 垚 堇 里 田 畕 黃 男 

 

第十三 488 489      

拼音 lì xié      

注音 ㄌ―ˋ ㄒ―ㄝˊ      

小篆 

  

     

楷書 力 劦      

  第  十  四 

第十四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拼音 jīn jiān sháo jǐ qiě jīn dǒu 

注音 ㄐ―ㄣ ㄐ―ㄢ ㄕㄠˊ ㄐ―ˇ ㄑ―ㄝˇ ㄐ―ㄣ ㄉㄡ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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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篆 

       

楷書 金 幵 勺  几 且 斤 斗 

 

第十四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拼音 máo jū duī fù suì lěi sì 

注音 ㄇㄠˊ ㄐㄩ ㄉㄨㄟ ㄈㄨˋ ㄙㄨㄟˋ ㄌㄟˇ ㄙˋ 

小篆 

       

楷書 矛 車  阜   厽 四 

 

第十四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拼音 zhù zhuó yà wǔ liù qī jiǔ 

注音 ㄓㄨˋ ㄓㄨㄛˊ ―ㄚˋ ㄨˇ ㄌ―ㄡˋ ㄑ― ㄐ―ㄡˇ 

小篆 

       

楷書 宁 叕 亞 五 六 七 九 

第十四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拼音 róu xiù jiǎ yǐ bǐng dīng wù 

注音 ㄖㄡˊ ㄒ―ㄡˋ ㄐ―ㄚˇ ―ˇ ㄅ―ㄥˇ ㄉ―ㄥ ㄨ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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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篆 

       

楷書 禸  嘼 甲 乙 丙 丁 戊 

 

第十四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拼音 jǐ bā gēng xīn biǎn rén guǐ 

注音 ㄐ―ˇ ㄅㄚ ㄍㄥ ㄒ―ㄣ ㄅ―ㄢˇ ㄖㄣˊ ㄍㄨㄟˇ 

小篆 

       

楷書 己 巴 庚 辛 辡 壬 癸  

 

第十四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拼音 zǐ liǎo zhǎn tǔ chǒu yín mǎo 

注音 ㄗˇ ㄌ―ㄠˇ ㄓㄢˇ ㄊㄨˇ ㄔㄡˇ ―ㄣˊ ㄇㄠˇ 

小篆 

       

楷書 子 了 孨  丑 寅 卯 

第十四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拼音 chén sì wǔ wèi shēn yǒu qi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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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音 ㄔㄣˊ ㄙˋ ㄨˇ ㄨㄟˋ ㄕㄣ ―ㄡˇ ㄑ―ㄡˊ 

小篆 

       

楷書 辰 巳 午 未  酉 酋  

 

第十四 539 540      

拼音 xū hài      

注音 ㄒㄩ ㄏㄞˋ      

小篆 

  

     

楷書 戌 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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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解字》540 部首字形與註音 
（附錄見後） 

第一篇（14 個，1-14） 

yī ㄧ 一 shàng ㄕㄤˋ上◎ shì ㄕˋ 示  ◎ sān ㄙㄢ 三 wáng ㄨㄤˊ王◎ 

[一]  [𠄞] [示] [三] [王] 

yù ㄩˋ 玉 jué ㄐㄩㄝˊ 訣 qì ㄑㄧˋ 气 shì ㄕˋ 士 

[玉] [玨 𤤴 珏] [气] [士] 
gǔn ㄍㄨㄣˇ 滾 / xìn ㄒㄧㄣˋ 囟/ 

tuì ㄊㄨㄟˋ 退   (無聲字多音)    ※ 

chè ㄔㄜˋ 徹 / cǎo ㄘㄠˇ 草 

(無聲字多音)                    ※ 
cǎo ㄘㄠˇ 草 

[丨] [屮] [艸] 

rù ㄖㄨˋ 入 mǎng ㄇㄤˇ 莽    

[蓐] [茻 𦬠] 

第二篇（30 個，15-44） 

xiǎo ㄒㄧㄠˇ小 bā ㄅㄚ 八 biàn ㄅㄧㄢˋ 變 bàn ㄅㄢˋ 半◎ niú ㄋㄧㄡˊ 牛 

[小] [八] [釆] [半] [牛] 
lí ㄌㄧˊ 离    ※ 

máo ㄇㄠˊ 毛 ◎ 
gào ㄍㄠˋ 告◎ kǒu ㄎㄡˇ 口 kǎn ㄎㄢˇ 坎 

xuān ㄒㄩㄢ 宣● 

huān ㄏㄨㄢ 歡◎ 

[犛] [告] [口] [凵] [吅] 

kū ㄎㄨ 哭 zǒu ㄗㄡˇ 走 zhǐ ㄓˇ 止 bō ㄅㄛ 波 

[哭] [走 𧺆 𣥚] [止] [癶 𣥠]  

bù ㄅㄨˋ 步 cǐ ㄘˇ 此 zhèng ㄓㄥˋ正◎ shì ㄕˋ 是 chuò ㄔㄨㄛˋ綽 

[步 𣥗] [此] [正] [是 昰] [辵 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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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ì ㄔˋ 赤  ◎ yǐn ㄧㄣˇ 引 chān ㄔㄢ 攙 xíngㄒㄧㄥˊ行◎ chǐ ㄔˇ 齒 

[彳] [廴] [㢟] [行] [齒] 

yá ㄧㄚˊ 牙 zú ㄗㄨˊ 足 shū ㄕㄨ 書 pǐn ㄆㄧㄣˇ 品 yuè ㄩㄝˋ 月 

[牙] [足] [疋] [品] [龠] 

cè ㄘㄜˋ 冊    

[冊 𠕋 𠕁 册]    

第三篇（53 個，45-97） 

jí ㄐㄧˊ 吉 shé ㄕㄜˊ 舌 gān ㄍㄢ 甘 ◎ jué ㄐㄩㄝˊ 爵 zhǐ ㄓˇ 紙  ◎ 

[㗊] [舌] [干] [𧮫] [只]
nà ㄋㄚˋ 吶  ※ 

nè ㄋㄜˋ 訥   ◎ 
gōu ㄍㄡ 勾 ◎ jiū ㄐㄧㄡ 糾 gǔ ㄍㄨˇ 古 shí ㄕˊ 十 

[㕯] [句] [丩𠃚] [古] [十]

sà ㄙㄚˋ 颯 yán ㄧㄢˊ 言 jìng ㄐㄧㄥˋ 敬 yīn ㄧㄣ 音 qiān ㄑㄧㄢ 千 

[𠦃 卅] [言] [誩] [音] [䇂]

zhuó ㄓㄨㄛˊ琢 pú ㄆㄨˊ 菩 gǒng ㄍㄨㄥˇ拱 pān ㄆㄢ 攀 gòng ㄍㄨㄥˋ貢◎ 

[丵] [菐] [𠬞 廾] [𠬜] [共]

yì ㄧˋ 異 yú ㄩˊ 于 jú ㄐㄩˊ 菊 chén ㄔㄣˊ 晨 cuàn ㄘㄨㄢˋ 篡  

[異 𠔱] [舁 𦥠] [𦥑] [䢅] [爨]

gé ㄍㄜˊ 革 ◎ lì ㄌㄧˋ 力  ◎ lì ㄌㄧˋ 力 zhuǎ ㄓㄨㄚˇ爪◎ jǐ ㄐㄧˇ 己 

[革] [鬲] [䰜 𩰲] [爪] [丮 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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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òu ㄉㄡˋ 豆 yòu ㄧㄡˋ 又 zuǒ ㄗㄨㄛˇ佐 shǐ ㄕˇ 史 zhī ㄓ 支 

[鬥] [又] [𠂇] [史 㕜] [支]

niē ㄋㄧㄝ 捏◎ yù ㄩˋ 玉 huà ㄏㄨㄚˋ化 dài ㄉㄞˋ 待 ◎ qiān ㄑㄧㄢ 謙 

[𦘒 帇] [聿] [畫 畵] [隶] [臤]

chén ㄔㄣˊ 臣 shū ㄕㄨ 書  shā ㄕㄚ 殺 shū ㄕㄨ 書 cùn ㄘㄨㄣˋ 寸 

[臣] [殳] [殺] [𠘧] [寸]

pí ㄆㄧˊ 皮 ruăn ㄖㄨㄢˇ軟  
pū ㄆㄨ 撲    ● 

pù ㄆㄨˋ 鋪   ◎ 

jiào ㄐㄧㄠˋ 較 

jiāo ㄐㄧㄠ  交※ 
bǔ ㄅㄨˇ 卜 

[皮] [𠭼 㼱] [攴 攵] [敎 教] [卜]

yòng ㄩㄥˋ 用  yáo ㄧㄠˊ 肴 lǐ ㄌㄧˇ 禮  

[用 𠂦 𤰃] [爻] [㸚]

第四篇（45 個，98-142） 

xuè ㄒㄩㄝˋ 血 mù ㄇㄨˋ 目  jù ㄐㄩˋ 巨 méi ㄇㄟˊ 眉 
shŭn ㄕㄨㄣˇ吮古音※

dùn ㄉㄨㄣˋ頓今音◎ 

[𡕥 𥄎] [目] [䀠] [眉 睂] [盾]

zì ㄗˋ 自 
zì ㄗˋ字 

  ● 
bí ㄅㄧˊ 鼻 bì ㄅㄧˋ 必 xí ㄒㄧˊ 習 

[自 𦣹] [白] [鼻] [皕] [習]

yŭ ㄩˇ 羽 zhuī ㄓㄨㄟ追◎  suī  ㄙㄨㄟ雖◎ huán ㄏㄨㄢ 環 guăi ㄍㄨㄞˇ 拐 

[羽] [隹] [奞] [雈] [𦫳 𠁥]
miè ㄇㄧㄝˋ 蔑 

mò ㄇㄛˋ 末  ※ yáng ㄧㄤˊ 羊 shān ㄕㄢˉ 山 qú ㄑㄩˊ 渠 ◎ chú ㄔㄨˊ 除◎ 

[𥄕] [羊 𦍋] [羴] [瞿] [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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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á ㄗㄚˊ 雜 
niăoㄋ〡ㄠˇ鳥今音※

diăoㄉ〡ㄠˇ  古音◎ 
wū ㄨ 烏  ◎ bān ㄅㄢ 般 gòu ㄍㄡˋ 夠 

[雥] [鳥] [烏] [𠦒] [冓]

yāo ㄧㄠ 邀 
yōu ㄧㄡ 幽 

yāo ㄧㄠ 邀   ● 
zhuān ㄓㄨㄢ專 xuán ㄒㄩㄢ 玄  yŭ ㄩˇ 宇  ◎ 

[幺] [𢆶] [叀] [玄] [予]

fàng ㄈㄤˋ放◎ piăoㄆㄧㄠˇ瞟◎  cān ㄘㄢ 參 ◎ è ㄜˋ 惡 

[放] [𠬪] [𣦼 𣦻] [歺 𣦵 歹]

sĭ ㄙˇ 死 guă ㄍㄨㄚˇ 寡  gŭ ㄍㄨˇ 古 ròu ㄖㄡˋ 肉  

[死 𣦸 𣦹] [冎] [骨 骨] [肉]

jīn ㄐㄧㄣ 筋 dāo ㄉㄠ 刀 rèn ㄖㄣˋ 刃 qià ㄑㄧㄚˋ 恰 jiè ㄐㄧㄝˋ 戒 

[筋] [刀] [刃] [㓞] [丯]

lěi ㄌㄟˇ 磊 
jué ㄐㄩㄝˊ覺今音/jiăoㄐ〡ㄠˇ皎今音  

lù ㄌㄨˋ 祿 古音            ※ ◎ 
  

[耒 𣐇] [角 𧢲]

第五篇（63 個，143-205） 

zhú ㄓㄨˊ 竹 jī ㄐㄧ 機 jī ㄐㄧ 機 
zuŏ ㄗㄨㄛˇ佐今音 

zuòㄗㄨㄛˋ坐古音※ 
gōng ㄍㄨㄥ公 

[竹] [箕] [丌] [左] [工] 

zhăn ㄓㄢˇ 展 
wū ㄨ  烏 

wú ㄨˊ 無    ※ 
gān ㄍㄢ 甘 yuē ㄩㄝ 曰 

[㠭] [巫] [甘 𤮺 𠁿] [曰]

năi ㄋㄞˇ 乃 ◎ kăo ㄎㄠ 考 kě ㄎㄜˇ 可 ◎ xī ㄒㄧ 兮 
háo ㄏㄠˊ 豪 ● 

hào ㄏㄠˋ 浩 ◎ 

[乃 𠄎] [丂] [可] [兮]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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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ú ㄩˊ 于 ◎ zhĭ ㄓˇ 旨  xĭ ㄒㄧˇ 喜 ◎ zhù ㄓㄨˋ 住 

[亏 亐 于] [旨] [喜] [壴]

gŭ ㄍㄨˇ 鼓 qĭ ㄑㄧˇ 起 ◎ dòu ㄉㄡˋ 豆 lĭ ㄌㄧˇ 禮 fēng ㄈㄥ 豐 

[鼓] [豈] [豆] [豊 𧯽] [豐]

xī ㄒㄧ 希 hū ㄏㄨ 呼 hŭ ㄏㄨˇ 虎 yán ㄧㄢˊ 言 mĭn ㄇㄧㄣˇ 皿 

[䖒] [虍] [虎] [虤] [皿]

qū ㄑㄩ 區  qù ㄑㄩˋ 去 xuè ㄒㄩㄝˋ 血 zhǔ ㄓㄨˇ 主 

[𠙴] [去 㚎 厺] [血] [丶]

dān ㄉㄢ 丹 qīng ㄑㄧㄥ青 ◎ jĭng ㄐㄧㄥˇ井 ◎ 
bì ㄅㄧˋ 必 / jí ㄐㄧˊ 及 /bī ㄅㄧ 逼 / 

xiāng ㄒㄧㄤ  香  (無聲字多音)  ※ 

[丹] [青] [井 丼] [皀]

chàng ㄔㄤˋ唱 shí ㄕˊ 食  ◎  jí ㄐㄧˊ 及  huì ㄏㄨㄟˋ會◎ cāng ㄘㄤ倉 ◎ 

[鬯] [食 𠊊] [亼] [會] [倉]

rù ㄖㄨˋ 入 fŏu ㄈㄡˇ 否 shĭ ㄕˇ 史 gāo ㄍㄠ 高 jiōng ㄐㄩㄥ埛◎ 

[入] [缶] [矢] [高] [冂]

guō ㄍㄨㄛ 郭 jīng ㄐㄧㄥ 京   xiǎng ㄒㄧㄤˇ享 

◎ 

hòu ㄏㄡˋ 厚 

[𩫏 𩫖] [京 𢂋] [亯] [㫗 𣆉 𣆪]

bī ㄅㄧ  逼  藝文版 

bì ㄅㄧˋ 必 古音/ fú ㄈㄨˊ 伏 今音※ lĭn ㄌㄧㄣˇ 廩 sè ㄙㄜˋ 色 lái ㄌㄞˊ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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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畗 畐] [㐭] [嗇 𠾂] [來]

mài ㄇㄞˋ 脈 

mò ㄇㄛˋ 莫  ● suī ㄙㄨㄟ 雖 chuăn ㄔㄨㄢˇ喘 shùn ㄕㄨㄣˋ舜 wéi ㄨㄟˊ 唯 

[麥] [夊] [舛] [舜 䑞] [韋]

dì ㄉㄧˋ 弟 
zhĭ ㄓˇ 止 今音

zhī ㄓ  之 古音※ 
jiŭ ㄐㄧㄡˇ 久 jié ㄐㄧㄝˊ 杰  

[弟] [夂] [久] [桀]  

第六篇（25 個，206-230） 

mù ㄇㄨˋ 木 dōng ㄉㄨㄥ東 lín ㄌㄧㄣˊ 林 cái ㄘㄞˊ 才 ◎ ruò ㄖㄨㄛˋ若 

[木] [東] [林] [才] [叒]

zhī ㄓ 之  zā ㄗㄚˉ 匝 chū ㄔㄨ 出 
bó ㄅㄛˊ 博 

pó ㄆㄛˊ 婆   ● 

[之 𡳿 㞢] [帀] [出] [𣎵 𣎳 朩]

shēng ㄕㄥ生 zhé ㄓㄜˊ 折 chuí ㄔㄨㄟˊ垂 kuā ㄎㄨㄚ夸◎ huá ㄏㄨㄚˊ華◎ 

[生 𤯓] [乇] [𠂹] [𠌶] [華 𦾓]

jī ㄐㄧ 機 jī ㄐㄧ 機 cháo ㄔㄠˊ 巢 qī ㄑㄧ 七 

[𥝌] [稽 𥠻 𥡞] [巢] [桼]

shù ㄕㄨˋ 束 
hùn ㄏㄨㄣˋ 混 

gŭn ㄍㄨㄣˇ 袞  / juàn ㄐㄩㄢˋ 卷※ wéi ㄨㄟˊ 圍 yuán ㄩㄢˊ員◎ 

[束] [㯻] [囗] [員]

bèi ㄅㄟˋ 貝  yì ㄧˋ 義  ◎ xiàng ㄒㄧㄤ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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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 [邑] [𨛜 𨙵]

第七篇（56 個，231-286） 

rì ㄖˋ 日 dàn ㄉㄢˋ 旦 gàn ㄍㄢ 干 yǎn ㄧㄢˇ 掩 míng ㄇㄧㄥˊ明 

[日] [旦] [倝] [㫃] [冥]

jīng ㄐㄧㄥ 晶 yuè ㄩㄝˋ 月 yŏu ㄧㄡˇ 有◎ míng ㄇㄧㄥˊ明 jiŏng ㄐㄩㄥˇ炯 

[晶] [月] [有] [朙] [囧]

xì ㄒㄧˋ 細 ◎ duō ㄉㄨㄛ 多 guàn ㄍㄨㄢˋ貫◎ hàn ㄏㄢˋ 漢 hàn ㄏㄢˋ 漢 

[夕] [多] [毌] [𢎘] [𣐺]

tiáo ㄊㄧㄠˊ 調 qí ㄑㄧˊ  奇 ◎ cì ㄘˋ 次 piàn ㄆㄧㄢˋ片◎ dĭng ㄉㄧㄥˇ頂 

[𠧪] [齊] [朿] [片] [鼎]

kè ㄎㄜˋ 克 lù ㄌㄨˋ 路 hé ㄏㄜˊ 禾 

[克 𠅏 𡱀] [彔 𢑗 录] [禾]

lì ㄌㄧˋ 立 shŭ ㄕㄨˇ 蜀 xiāng ㄒㄧㄤ 香 mĭ ㄇㄧˇ 米 

[秝] [黍] [香 𪏰 𥞌] [米]

huĭ ㄏㄨㄟˇ 毀 jiù ㄐㄧㄡˋ 救 xiōng ㄒㄩㄥ兄 pìn ㄆㄧㄣˋ 聘 pài ㄆㄞˋ 派 

[毇] [臼 𦥒] [凶] [𣎳] [𣏟 𣑼]

má ㄇㄚˊ 麻 shú ㄕㄨˊ 熟 duān ㄉㄨㄢ端◎ jiŭ ㄐㄧㄡˇ 韭 guā ㄍㄨㄚ 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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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 [尗] [耑] [韭] [瓜]

hù ㄏㄨˋ 戶 mián ㄇㄧㄢˊ綿 gōng ㄍㄨㄥ 宮 lǚ ㄌㄩˇ 呂 xuè ㄒㄩㄝˋ血 ◎ 

[瓠] [宀] [宮 宫] [呂 吕] [穴]

mèng ㄇㄥˋ 夢 
chuáng ㄔㄨㄤˊ 床 

nè ㄋㄜˋ 訥                    ※ 
mì ㄇㄧˋ 密 măo ㄇㄠˇ 卯 

[㝱] [疒 𤕫 𤕬] [冖] [𠔼]

mào ㄇㄠˋ 茂 liăng ㄌㄧㄤˇ兩 wăng ㄨㄤˇ 往 yà ㄧㄚˋ 亞  jīn ㄐㄧㄣ 今 

[冃] [㒳] [网 冈] [襾] [巾]

fú ㄈㄨˊ 福 bó ㄅㄛˊ 帛 bó ㄅㄛˊ 帛 ◎ bì ㄅㄧˋ 必 zhĭ ㄓˇ 紙 

[巿] [帛] [白] [㡀] [黹]

第八篇（37 個，287-323） 

rén ㄖㄣˊ 人 huà ㄏㄨㄚˋ化 bĭ ㄅㄧˇ 筆 cóng ㄘㄨㄥˊ從◎ bĭ ㄅㄧˇ 比 ◎ 

[人] [𠤎] [匕] [从] [比]

bò ㄅㄛˋ 檗 ◎ qiū ㄑㄧㄡ 丘 yín ㄧㄣˊ 銀 tĭng ㄊ〡ㄥˇ挺 zhòng ㄓㄨㄥˋ眾◎ 

[北] [丘 丠] [㐺 乑] [𡈼] [重 𡍺]

wò ㄨㄛˋ 沃 shēn ㄕㄣ深 ◎ 
yĭn ㄧㄣˇ 隱 

yĭ ㄧˇ 已      ● 
yī ㄧ 衣   ◎ qiú ㄑㄧㄡˊ 求 

[臥] [身] [㐆 𠂣] [衣] [裘 𧚍]

lăo ㄌㄠˇ 老 máo ㄇㄠˊ毛◎ cuì ㄘㄨㄟˋ 脆 shī ㄕ 尸 chĭ ㄔˇ 尺 

[老] [毛] [毳] [尸]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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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ěi ㄨㄟˇ 尾 lǚ ㄌㄩˇ 旅 zhōu ㄓㄡ 舟 fāng ㄈㄤ 方◎ rén ㄖㄣˊ人 ◎ 

[尾 㞑] [履 𡳐] [舟] [方] [儿]

xiōng ㄒㄩㄥ兄 zān ㄗㄢ 簪 ◎  mào ㄇㄠˋ 冒 gŭ ㄍㄨˇ 古 xiān ㄒㄧㄢ先◎ 

[兄] [兂] [皃] [𠑹 𠒂] [先]

tū ㄊㄨ 禿 jiàn ㄐㄧㄢˋ建◎ 
jiàn ㄐㄧㄢˋ 建 ● 

yào ㄧㄠˋ 耀   ◎ 
qiàn ㄑㄧㄢˋ欠 yĭn ㄧㄣˇ 引 

[秃 禿] [見] [覞] [欠] [㱃]

xián ㄒㄧㄢˊ賢 jì ㄐㄧˋ 記   

[㳄] [旡 㒫 𠑶]

第九篇（46 個，324-369） 

yè ㄧㄝˋ 夜 ◎ shŏu ㄕㄡˇ 守 miàn ㄇㄧㄢˋ面 miăn ㄇㄧㄢˇ免 shŏu ㄕㄡˇ首◎ 

[頁 𩑋] [𦣻] [面 𡇢] [丏] [首 𩠐]

xiāo ㄒㄧㄠ消◎ xū ㄒㄩ 須 shān ㄕㄢ 山◎ wén ㄨㄣˊ 文 wén ㄨㄣˊ 文◎ 

[𥄉 県] [須] [彡] [彣] [文]

biāo ㄅㄧㄠ標◎ 
hòu ㄏㄡˋ 厚 

hŏu ㄏㄡˇ 吼 ● 
sī ㄙ 司 zhī ㄓ 之 

[髟] [后] [司] [卮 𠨗 巵]

 jié ㄐㄧㄝˊ 杰 yìn ㄧㄣˋ 印  sè ㄙㄜˋ 色 jĭ ㄐㄧˇ 己  ◎ 

[卩 卪 㔾] [印] [色] [卯 𠨍]
pì ㄆㄧˋ 僻   ● 

bì ㄅㄧˋ 必   ◎ 
bāo ㄅㄠ 包 bāo ㄅㄠ 包 ◎ jí ㄐㄧˊ 亟  ◎ guĭ ㄍㄨㄟˇ 鬼 

[辟] [勹] [包] [茍] [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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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ŭ ㄈㄨˇ 府 ◎ sī ㄙ 私 wéi ㄨㄟˊ 唯◎ shān ㄕㄢ 山 shēn ㄕㄣ 深 

[甶] [厶] [嵬] [山] [屾]

è ㄜˋ 惡 yăn ㄧㄢˇ 眼 hăn ㄏㄢˇ 罕◎ wán ㄨㄢˊ 丸 wéi ㄨㄟˊ 維◎ 

[屵] [广] [厂 ] [丸] [危]

shí ㄕˊ 石 cháng ㄔㄤˊ常◎ wù ㄨˋ 勿  ◎ rǎn ㄖㄢˇ 冉  ér ㄦˊ 而  ◎ 

[石] [長] [勿] [冄 冉] [而] 

shĭ ㄕˇ 始  yì ㄧˋ 義 jì ㄐㄧˋ 記 tún ㄊㄨㄣˊ 屯 zhì ㄓˋ 至 

[豕] [㣇] [彑] [𢄉] [豸]

sì ㄙˋ 寺 yì ㄧˋ 易  xiàng ㄒㄧㄤˋ象   

[𤉡] [易] [象]

第十篇（40 個，370-409） 

mă ㄇㄚˇ 馬 zhì ㄓˋ 志 lù ㄌㄨˋ 鹿 cū ㄘㄨ 粗 

[馬] [𢊁 廌] [鹿] [麤]

chuò ㄔㄨㄛˋ綽  tù ㄊㄨˋ 兔 huán ㄏㄨㄢˊ環 quăn ㄑㄩㄢˇ犬 yín ㄧㄣˊ 銀 

[㲋 𣬋] [兔] [萈] [犬] [㹜 犾]

shŭ ㄕㄨˇ 鼠 néng ㄋㄥˊ能◎ xióng ㄒㄩㄥˊ熊 huŏ ㄏㄨㄛˇ 火  yán ㄧㄢˊ 言◎ 

[鼠] [能] [熊 熋] [火] [炎]

hè ㄏㄜˋ 賀 ◎ chuāng ㄔㄨㄤ 窗         ◎ yán ㄧㄢˊ 言◎ zhì ㄓˋ 炙 

[黑 𪐗] [囪 囱 匆] [焱] [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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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ì ㄔˋ 赤  ◎ dà ㄉㄚˋ 大 ◎  yì ㄧˋ 亦 zè ㄗㄜˋ 仄 ◎ 
yāo ㄧㄠ 妖   ※ 

yăo ㄧㄠˇ 咬  ◎ 

[赤 𤆍] [大] [亦 𡗕] [夨] [夭]

jiāo ㄐㄧㄠ 交 wāng ㄨㄤ 汪 hú ㄏㄨˊ 壺 

[交] [𡯁 尢 尣] [壺 𡔲 壷]

yī ㄧ 一                ◎ niè ㄋㄧㄝˋ 涅 shē ㄕㄜ 賒 ◎ kàng ㄎㄤˋ 抗◎ 

[壹 𡕍 𡔹] [㚔 幸] [奢] [亢]

tāo ㄊㄠ 滔 gǎo ㄍㄠˇ 搞◎ dà ㄉㄚˋ 大 fū ㄈㄨ 夫  ◎  lì ㄌㄧˋ 立 ◎ 

[夲 𠦍] [夰] [亣 大] [夫] [立]

bìng ㄅㄧㄥˋ 并 xìn ㄒㄧㄣˋ 信  sī ㄙ 思                ◎ 

[竝 𠀤 並] [囟] [思 恖 𢙦]

xīn ㄒㄧㄣ 心 
ruĭ ㄖㄨㄟˇ蕊今音● 

suǒㄙㄨㄛˇ鎖古音◎ 
   

[心] [惢]

第十一篇（21 個，410-430） 

shuĭ ㄕㄨㄟˇ水 
zhuǐ ㄓㄨㄟˇ 

追 3聲 

bīn ㄅㄧㄣ 賓 

pín ㄆㄧㄣˊ 貧                 ※ 
quăn ㄑㄩㄢˇ犬 

[水] [沝 𣲙] [瀕 𩕨 𩔤 頻] [𡿨]
kuài ㄎㄨㄞˋ快 ● 

guài ㄍㄨㄞˋ怪 ◎ 
chuān ㄔㄨㄢ川 quán ㄑㄩㄢˊ 泉 quán ㄑㄩㄢˊ泉◎ yŏng ㄩㄥˇ 永 

[巜] [川 巛] [泉] [灥 𤿁] [永]

pài ㄆㄞˋ 派  gŭ ㄍㄨˇ 谷 ◎ bīng ㄅㄧㄥ 冰 yŭ ㄩˇ 雨   ◎ yún ㄩㄣˊ 云 

[𠂢] [谷 𠔌] [仌] [雨] [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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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ú ㄩˊ 魚 yú ㄩˊ 魚 yàn ㄧㄢˋ 燕◎ lóngㄌㄨㄥˊ龍◎ fēi ㄈㄟ 飛 

[魚 𤋳] [𩺰] [燕] [龍] [飛]

fēi ㄈㄟ 非 ◎  xìn ㄒㄧㄣˋ信◎    

[非] [卂]

第十二篇（36 個，431-466） 

yà ㄧㄚˋ 亞 
bù ㄅㄨˋ 布   ※ 

fŏu ㄈㄡˇ 缶   ◎ zhì ㄓˋ 至 xī ㄒㄧ 西 lŭ ㄌㄨˇ 魯 ◎ 

[𠃉] [不 𠀚] [至] [西 㢴] [鹵]

yán ㄧㄢˊ 言◎ hù ㄏㄨˋ 戶 mén ㄇㄣˊ 門 ěr ㄦˇ 耳   ◎ yí ㄧˊ 移 

[鹽] [戶 户] [門] [耳] [𦣞 𦣝]

shŏu ㄕㄡˇ 手 guāi ㄍㄨㄞ 乖 nǚ ㄋㄩˇ 女 ◎ wú ㄨˊ 無  ◎ mín ㄇㄧㄣˊ 民 

[手] [𠦬] [女] [毋] [民]
piě ㄆㄧㄝˇ 撇 ● 

piè ㄆㄧㄝˋ 嫳 ◎ 
yì ㄧˋ 義 yí ㄧˊ 宜 shì ㄕˋ 氏  ◎ dĭ ㄉㄧˇ 底 ◎ 

[丿] [𠂆] [乁] [氏] [氐]

gē ㄍㄜ 戈 yuè ㄩㄝˋ 悅 
wŏ ㄨㄛˇ 我 

 ě  ㄜˇ   騀  ● 
juè ㄐㄩㄝˋ倔◎ qín ㄑㄧㄣˊ 琴 

[戈] [戉] [我] [亅] [琴 𤦡 珡]

yĭn ㄧㄣˇ 引 wáng ㄨㄤˊ亡 
xĭ ㄒㄧˇ 洗 

xì ㄒㄧˋ 細    ● 
fāng ㄈㄤ 方 qū ㄑㄩ 曲 ◎ 

[𠃊] [兦 亡] [匸] [匚] [曲]

zī ㄗ 滋  wă ㄨㄚˇ 瓦◎ gōng ㄍㄨㄥ 弓  jiàng ㄐㄧㄤˋ匠 

[𠙹 甾 𠚋] [瓦] [弓] [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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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án ㄒㄧㄢˊ 賢 xì ㄒㄧˋ 系    

[弦 𢎺] [系]

第十三篇（23 個，467-489） 

mì ㄇ〡ˋ 秘 ◎ sù ㄙㄨˋ 素 sī ㄙ 絲 shuò ㄕㄨㄛˋ碩◎ huĭ ㄏㄨㄟˇ 悔 

[糸] [素 𦃃] [絲] [率] [虫]

kūn ㄎㄨㄣ 坤 chóng ㄔㄨㄥˊ崇◎ fēng ㄈㄥ 風◎ 
tuō ㄊㄨㄛ拖 古音 

 tā ㄊㄚ他 今音※◎ 
guī ㄍㄨㄟ規◎ 

[䖵] [蟲] [風] [它] [龜]

mĭn ㄇㄧㄣˇ皿◎ luănㄌㄨㄢˇ卵◎ èr ㄦˋ 二 tŭ ㄊㄨˇ 土 ◎ yáo ㄧㄠˊ 堯 

[黽 𪓑] [卵] [二] [土] [垚]

 jĭn ㄐㄧㄣˇ 謹            ◎ lĭ ㄌㄧˇ 里 tián ㄊㄧㄢˊ 田 jiāng ㄐㄧㄤ 江 

[堇 𡏳 𡎸] [里] [田] [畕]

huángㄏㄨㄤˊ黃 nán ㄋㄢˊ 男 lì ㄌㄧˋ 力 xié ㄒㄧㄝˊ協◎  

[黃 黄] [男 㽖] [力] [劦]

第十四篇（51 個，490-540） 

jīn ㄐㄧㄣ 金 jiān ㄐㄧㄢ兼◎ 
sháo ㄕㄠˊ芍 今音 ※ 

shuò ㄕㄨㄛˋ碩古音◎ 

 jĭ ㄐㄧˇ 己 古音 

jī ㄐㄧ  積 今音● 
 qiě ㄑㄧㄝˇ且◎ 

[金 𨤾] [幵] [勺] [几] [且]

jīn ㄐㄧㄣ 斤 dŏu ㄉㄡˇ 抖◎ máo ㄇㄠˊ 矛 
jū ㄐㄩ  居 古音 

chē ㄔㄜ車今音※  
duī ㄉㄨㄟ 堆 

[斤] [斗] [矛] [車] [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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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ù ㄈㄨˋ 父 ◎ suì ㄙㄨㄟ 歲◎ lěi ㄌㄟˇ 磊 sì ㄙˋ 四 zhù ㄓㄨˋ 住 

[𨸏 阜] [𨺅] [厽] [四] [宁]

zhuó ㄓㄨㄛˊ茁  yà ㄧㄚˋ 亞 ◎ wŭ ㄨˇ 五 
liù ㄌ〡ㄡˋ 六 

lù ㄌㄨˋ   陸  ● 
qī ㄑㄧ 七 

[叕] [亞] [五 𠄡] [六] [七]

 jiŭ ㄐㄧㄡˇ九◎ róu ㄖㄡˊ 柔             ◎ xiù ㄒㄧㄡˋ秀◎ jiă ㄐㄧㄚˇ 甲 

[九] [禸 𠫗 厹] [嘼] [甲]

yĭ ㄧˇ 乙 bĭng ㄅㄧㄥˇ 丙 dīng ㄉㄧㄥ 丁 wù ㄨˋ 戊 jĭ ㄐㄧˇ 己  ◎ 

[乙] [丙] [丁] [戊] [己]

bā ㄅㄚ 巴 gēng ㄍㄥ 庚 xīn ㄒㄧㄣ 辛 
biăn ㄅㄧㄢˇ 扁 

biàn ㄅㄧㄢˋ 辯※ 
rén ㄖㄣˊ 人 

[巴] [庚] [辛] [辡] [壬]

guĭ ㄍㄨㄟˇ 癸  zĭ ㄗˇ 子  liăo ㄌㄧㄠˇ 了 zhăn ㄓㄢˇ 展◎ 
 tŭ ㄊㄨˇ 土   ● 

tú ㄊㄨˊ 徒   ◎ 

[癸] [子] [了] [孨] [𠫓]

chŏu ㄔㄡˇ 丑 yín ㄧㄣˊ 寅 măo ㄇㄠˇ 卯 chén ㄔㄣˊ 辰 

[丑] [寅 𡩟] [卯 戼] [辰 𨑃 𨑄]

sì ㄙˋ 巳 wŭ ㄨˇ 午 wèi ㄨㄟˋ 未 shēn ㄕㄣ 申 yŏu ㄧㄡˇ 酉 

[巳 已] [午] [未] [申 𦥔] [酉]

qiú ㄑㄧㄡˊ 酋 xū ㄒㄩ 戌 hài ㄏㄞˋ 亥   

[酋] [戌] [亥]  

備註：1. 註音順序依次為：漢語拼音、註音符號、部首的同音字。 

2.部首的第一註音以《說文解字注》（段玉裁注）(藝文印書館) 標註為標準。【巫字除外，藝文標註為 

wú，而經過有關老師確認，此處取 wū 作為第一註音。】部首的其他註音，主要以《康熙字典》（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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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本）為依據。《故訓匯纂》《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等為輔。自行標註在表格中的音，意義相同。 

3. ● 表示表格中的註音全部為藝文標註，且次第相同。※ 表示第一註音為藝文標註，其他註音為查

閱字典標註。◎ 表示此部首為多音字，其他讀音見附錄。 

4．字形：以《說文解字》段注為依據。小篆字體為“北師大說文小篆”。楷書，第一個為段注的楷書

字形，其後為大徐本多出段注的字形。【𠭼（㼱）例外，第一個為段注字形，其後為大徐本字形。】 

附   錄 

（多音字——除標註外的其他讀音） 

第一篇： 

[𠄞]：shang3（今 shang4） 

[示]： qi2，zhi4 

[王]：wang4 

第二篇： 

[半]： pan4 

[犛]： meng2，lai2  

[告]：gu4，hao2，gao1，ju1，xue2 

[吅] ：song4 

[正]：zheng4 

[彳]：fu2 

[行]：hang2，xing4，hang4，xian2 

第三篇： 

[干]：gan4,han2

[只]：zhi1，zhi4，zhen3 

[㕯]： ruo4，nuo4  

[句]：ju4,gou4,qu2,ju1,jiu3 

[共]：gong1，gong3，hong2，ju4 

[革]：j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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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鬲]：ge2,e4 

[爪]：zhao3,zhao4，zhua1 

[𦘒帇]：nie4 

[隶]：yi4，shi4，dui4，di4 

[攴攵]： pu2 

第四篇： 

[盾]： yun3 

[隹]：zui1，zui3，zhui3，cui1 

[奞]：xun4 

[瞿]： ju4,ji2 

[雔]：chou2 

[鳥]：jue2 

[烏]：ya1,yan4 

[予]：yu2 

[放]：fang3，fang1 

[𠬪]：biao4 

[𣦼𣦻]：can2 

[角𧢲]： lu4，gu3 

第五篇： 

[乃𠄎]：ai3 

[可]：ke4 

[号]：xiao1 

[亏 亐 于]：yu1,xu1 

[喜]：xi1,xi4,ch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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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kai3 

[青]：jing1 

[井丼]：dan3(丼) 

[食𠊊]：si4,yi4 

[會]：kuai4,kuo,huo2 

[倉]：chuang4 

[冂]：qin1，jiong3 

[亯]：peng1, heng1 

[來]：lai4 

第六篇 

[才]：zai1,zai4

[𣎵𣎳朩]：po1 ,pai4 

[𠌶]：xu1,另同華 

[華𦾓]：hua1，kua1，hua4，he1，he2 ,fu1 

[員]：yun2,yun4 

[邑]：e4 

第七篇 

[有]：you4 

[夕]：xi1 

[毌]：guan1 

[齊]：ji4,zi1,zhai1,ji1,ci2,ci1,jian3 

[片]：pan4

[耑]：chuan1 

[穴]：xue2,jue2，x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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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bai2 ,ba4  

第八篇 

[从]：從的本字。從另有讀音：cong1,chong1,zong1,zong3,zong4,song4 

[比]：pi3,bi4,pi2

[北]：bei3，bei4 

[重𡍺]：chong2,tong2 

[身]：juan1 

[衣]：yi4,yin1 

[毛]：mao4,mu2 

[方]：fang2,pang2,wang3,fang3 

[儿]：jie4 

[兂]：zen1，zan3，cuan2 

[先]：xian4,xian3 

[見]： xian4 

[覞]：chao4 

第九篇 

[頁𩑋]： xie2  

[首𩠐]：shou4 

[𥄉県]：jiao1 

[彡]：xian1,xian3 

[文]：wen4,min2 

[髟]：piao4,shan1 

[卯𠨍]： qing1 

[辟]：mi3，bo4, pi2, bin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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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pao2,fu2 

[茍]：ji4 

[嵬]：wei3 

[甶]：fu2 

[嵬]：wei3 

[厂]：yan2， 

[危]：wei1 

[長]：zhang3，zhang4 

[勿]：mo4 

[而]：neng2 

第十篇 

[能]：nai2

[炎]：yan4，tan2 

[黑𪐗]：hei 

[囪 囱 匆]：cong1 

[焱]：yan4，huo4，yi4，xi4，biao1 

[赤𤆍]：qi4 

[大]：tai4，tuo2，tuo4    

大徐本“他達切”—ta4.(但字典中未見) 

[夨] ce4，nie4 

[夭]：ao3，wo4，wai1    

[壹 𡕍 𡔹]：yin1 

[奢]：she2 

[亢]：ga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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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夰]：hao4 

[夫]：fu2 

[立]：wei4 

[思 恖 𢙦]：si4

[惢]： zui1 

第十一篇： 

[巜]：huan1 

[灥𤿁]：xun2,chuan1 

[谷𠔌]：yu4,lu4 

[雨]：yu4 

[燕]：yan1,yan3 

[龍]：long3,mang2 

[非]：fei3,fei4 

[卂]：xun4  

第十二篇： 

[不𠀚]：fou1,fu2,fu1   （注：fou3，古無此音） 

[鹵]：lu2 

[鹽]：yan4 

[耳]：reng2 

[女]：ru3,nv4 

[毋]：mou2,wu3 

[丿]：yi4 

[氏]：zhi1,jing1 

[氐]：zhi3,zhi1,di1,d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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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亅]：jue2 

[曲]：qu3 

[瓦]：wa4,wei3 

第十三篇： 

[糸]：si1 

[率]：shuai4,lei4,lv4,shua1,lue4 

[蟲]：zhong4,tong2 

[風]：feng4,feng3 

[它]：tuo2 

[龜]：jiu1,qiu1,jun1 

[黽𪓑]：meng3，meng2, mian3 

[卵]：kun1 

[土]：du4,du3,cha3,tu2 

[堇 𡏳 𡎸]：qin2,jin4 

[劦]：lie4 

第十四篇： 

[幵]：yan2,qian1

[勺]：zhuo2,di4 

[且]：ju1,cu2,qu4 

[斗]： zhu3 

[𨸏阜]：fu2 

[𨺅]：fu4 

[亞]：ya1,e4 

[九]：qiu2,ji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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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禸 𠫗 厹]：niu3 

[嘼]： chu4,xu4,chou4 

[己]：qi3 

[孨]：zhuan3,yan3 

[𠫓]：t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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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三
：
蜂
腰
繼
絕
傳
薪
火—

—

懷
念
我
的
恩
師 

林
景
伊
（
尹
）
先
生             

                                                        

劉
克
雄
教
授 

一
、
老
師
對
我
的
嚴
課 

      

甲
、
耳
提
面
命
二
、
三
事 

    

林
老
師
是
浙
江
瑞
安
人
，
是
黃
季
剛
（
侃
）
先
生
的
嫡
傳
弟
子
，
聲
韻
這
門
學
問
，
章
太
炎
、
黃
季
剛
、

林
景
伊
，
三
代
單
傳
。
一
九
三
五
年
，
季
剛
先
生
逝
世
，
隔
年
太
炎
先
生
也
過
世
了
，
絕
學
單
傳
細
如
蜂
腰
，

是
多
麼
脆
弱
易
斷
！
故
老
師
他
除
抗
戰
期
間
，
秉
其
師
承
，
太
炎
先
生
、
季
剛
先
生
的
革
命
愛
國
精
神
，
投
身

抗
戰
救
亡
之
外
，
（
詳
見
後
面
的
年
表
）
，
終
其
一
生
，
無
不
以
傳
承
發
揚
章
黃
學
術
，
致
力
教
育
事
業
，
而
鞠

躬
盡
瘁
。 

 

（
圖
一
：
先
師
林
尹
教
授
出
自
瑞
安
學
術
世
家
，
是
黃
季
剛
先
生
的
嫡
傳
弟
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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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師
到
台
灣
後
，
教
授
於
各
大
學
間
，
不
辭
辛
勞
。
民
國
四
十
八
年
，
我
有
幸
忝
列
老
師
門
下
，
老
師
問

我
，
熟
讀
過
哪
些
書
？
我
如
實
回
答
：
（
１
）
背
誦
過
整
本
《
左
傳
》
；
（
２
）
《
史
記
》
所
有
的
本
紀
、
世
家
、

列
傳
；
（
３
）
《
四
書
》
；
（
４
）
《
老
子
》
；
（
５
）
四
百
篇
古
文
；
（
６
）
詩
詞
若
干
。
老
師
聽
後
說
：
「
《
莊
子
》
、

《
昭
明
文
選
》
也
應
熟
讀
，
《
資
治
通
鑒
》
也
不
可
不
讀
，
詩
文
要
勤
於
習
作
。
」
接
著
佈
置
作
業
：
用
紅
筆
圈

點
《
說
文
》，
第
一
遍
許
慎
說
解
與
段
注
一
起
點
；
第
二
、
三
、
四
，
只
圈
點
段
注
；
第
五
遍
，
許
慎
說
解
與
段

注
再
一
起
圈
點
，
要
細
心
作
筆
記
，
譬
如
許
慎
的
「
引
經
」、「
讀
若
」，
段
注
的
「
從
某
聲
皆
有
某
義
」
等
。《
說

文
》
之
外
，《
廣
韻
》
也
要
圈
點
，
系
聯
反
切
上
下
字
…
。
大
約
經
過
三
年
的
努
力
，
老
師
給
我
一
份
表
格
，
慎

重
的
說
：「
這
是
季
剛
先
生
傳
我
的
《
聲
經
韻
緯
表
》，
你
拿
回
去
，
仔
細
的
填
好
。」
我
恭
敬
仔
細
的
填
好
後
，

才
猛
然
明
白
，
古
本
韻
是
不
雜
有
變
聲
，
有
變
聲
，
那
就
是
今
變
韻
。
倘
若
不
先
做
《
廣
韻
》
反
切
上
下
字
的

系
聯
，
季
剛
先
生
的
這
份
表
格
是
填
不
上
去
的
。
這
正
是
老
師
說
的
「
口
耳
相
傳
」
吧
。 

有
一
次
，
老
師
命
我
作
《
先
秦
諸
子
引
詩
考
》
，
待
我
初
稿
完
成
，
呈
給
老
師
，
老
師
約
略
看
過
，
問
說
：

「《
莊
子
》
的
引
詩
呢
？
」
我
答
：「
我
對
照
過
，
好
像
沒
有
引
。」
老
師
略
帶
責
備
的
說
：「『
青
青
之
麥
，
生
於

陵
陂
。
生
不
佈
施
，
死
何
含
珠
為
』
怎
麼
沒
有
！」
我
慚
愧
不
已
，
回
來
後
把
《
莊
子
》
從
頭
細
細
對
照
，
整
本

《
莊
子
》，
只
在
《
外
物
篇
》
引
這
四
句
佚
詩
，
心
想
，
老
師
真
是
火
眼
金
睛
，
此
後
千
萬
不
可
再
粗
疏
了
！ 

後
來
老
師
命
作
《
廣
韻
韻
類
考
正
》，
費
時
近
一
年
，
做
完
呈
請
老
師
指
正
。
正
巧
碰
到
師
兄
陳
新
雄
，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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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到
了
老
師
的
家
，
也
把
他
的
博
士
論
文
《
古
音
學
發
微
》
呈
給
老
師
，
老
師
看
過
後
，
轉
頭
對
我
說
：「
新
雄

的
古
音
學
，
已
青
出
於
藍
了
。
」
老
師
當
時
說
話
的
神
情
，
充
滿
無
比
的
欣
慰
。
我
聽
過
有
人
說
：
「
你
有
了
成

就
，
能
不
嫉
妒
而
拍
手
稱
慶
的
，
除
你
的
父
母
外
，
只
有
你
的
老
師
了
。」
老
師
像
園
丁
，
他
耕
耘
，
當
然
喜
見

結
果
。 老

師
對
我
詩
文
習
作
的
面
命
，
使
我
最
為
愧
赧
。
燈
下
困
頓
，
每
呈
一
作
，
總
難
令
老
師
展
眉
。
及
至
多

年
後
，
呈
上
題
畫
的
小
詩
： 

「
南
華
誦
罷
夜
如
水
，
風
卷
星
河
下
碧
溪
。」 

「
山
空
澗
底
響
，
汲
水
獨
烹
茶
。
幽
鳥
自
來
往
，
空
庭
踏
落
花
。」 

    

老
師
才
莞
爾
的
說
：「
已
小
有
進
步
，
詩
不
容
易
啊
！」
袁
子
才
認
為
：「
詩
宗
『
性
靈
』，
非
關
學
問
。」
我

自
己
清
楚
，
朽
木
是
難
雕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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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
先
師
林
尹
先
生
維
護
中
國
文
字
與
中
國
文
化
，
不
遺
餘
力
，
每
課
諸
生
亦
常
以
發
揚
固
有
文
化
相
期
勉
。

先
生
以
我
國
優
美
文
化
，
藉
文
字
以
表
現
。
如
文
字
遭
破
壞
，
則
斷
絕
文
化
之
命
脈
。
） 

 

（
圖
：
師
兄
陳
新
雄
先
生
。
此
為
南
陽
聶
振
弢
教
授
編
輯
的
《
萬
里
飛
鴻
尺
素
書—

—

伯
元
先
生
最
後
的
通
信
》

封
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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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
浩
蕩
師
恩
，
難
以
為
報 

老
師
的
故
鄉
瑞
安
，
編
寫
縣
志
的
宋
維
遠
老
先
生
，
為
發
揚
老
師
的
學
術
，
電
話
中
勉
我
以
弘
揚
老
師
的

學
術
為
務
，
我
復
信
略
謂
： 

遠
公
閣
下
道
鑒
：
…
其
後
旅
食
巴
西
，
離
群
索
居
，
耄
年
蹉
跎
，
學
不
能
致
用
，
愧
對
師
恩
，
汗
顏
無
已
。 

今
有
孔
子
協
會
欲
創
國
學
院
於
北
京
，
先
成
立
國
學
師
資
培
訓
班
，
後
學
承
乏
，
主
講
國
學
，
冀
傳
薪
火

於
將
息
。
噫
，
國
學
之
承
傳
，
其
任
極
重
，
其
道
極
遠
，
後
學
冀
報  

師
恩
，
願
竭
駑
鈍
，
脂
我
車
，
策
我
驥
，

任
再
重
，
道
再
遠
，
不
敢
辭
也
。 

耑
肅
敬
候 

道
安 

                
              

後
學
劉
克
雄
頓
首
再
拜 

                
                

壬
辰
年
七
月
十
七
日  

隔
年
二
月
末
，
修
書 

淨
空
老
法
師
，
敬
陳
國
學
班
教
學
實
況
： 

淨
老
座
下
道
鑒
：
後
學
受
命
講
授
國
學
，
自
去
歲
十
月
開
學
，
至
今
年
元
月
廿
一
日
放
假
，
閱
三
月
餘
。
除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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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文
字
學
外
，
並
旁
及
儒
道
學
術
之
根
本
思
想
。
要
求
諸
生
背
誦
《
四
書
》
《
老
子
》
，
及
七
十
篇
古
文
。
並
命

諸
生
每
日
記
錄 

淨
老
講
經
之
重
點
，
作
成
筆
記
。
諸
生
向
學
奮
發
。
三
月
餘
來
，
喜
見
初
效
如
下
： 

其
一
：《
說
文
》
五
百
四
十
部
首
，
摩
寫
每
字
小
篆
、
甲
金
文
， 

將 

許
慎
說
解
、
段
玉
裁
注
，
詳
細
錄
成
筆
記
。
部
分
同
學
已
能
熟
記
； 

其
二
：《
論
語
》、《
老
子
》，
部
分
同
學
已
能
背
誦
； 

其
三
：
六
書
中
已
講
授
之
象
形
各
文
字
，
部
分
學
生
已
能
熟
記
。 

其
四
：《
說
文
》
及
段
注
，
已
部
分
圈
點
。  

以
上
為
本
學
期
成
效
之
大
略
。
至
於
《
孟
子
》、《
學
》、《
庸
》，
及
古
文
之
背
誦
，
與
六
書
未
竟
之
指
事
、

會
意
、
形
聲
、
轉
注
、
假
借
，
則
有
待
於
下
半
學
期
完
成
。 

日
月
如
流
，
時
光
拋
人
，
一
學
期
不
覺
匆
匆
已
過
，
可
喜
諸
生
劬
學
努
力
，
已
著
初
效
。
假
以
時
日
，
成

才
可
望
，
斯
可
慰
也
。
冀
望
半
年
之
後
，
諸
生
能
獨
立
治
學
，
漸
求
一
門
深
入
。
後
學
駑
鈍
，
當
竭
所
能
，
示

以
章
黃
之
實
學
，
盡
心
引
導
，
期
不
負 

淨
老
弘
揚
國
故
之
大
願
。
亦
冀
報 

先
師
訓
誨
深
恩
於
萬
一
。
肅
此
敬

陳
，
並
祈 

 
 
 
 

誨
正                    

 
 

後
學
劉
克
雄
敬
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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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
巳
二
月
廿
五
日 

 
同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
將
國
學
班
半
年
多
教
學
實
況
，
呈
報
凌
孜
會
長
： 

凌
孜
會
長
您
好
：
自
去
年
受
命
講
授
國
學
班
，
半
年
多
來
，
諸
生
向
學
努
力
，
初
見
成
效
如
下
： 

 
 

１
、《
說
文
》
五
百
四
十
部
首
：
要
求
諸
生
摹
寫
小
篆
，
甲
骨
文
，
金
文
。
抄
錄
許
慎
說
解
，
並
段
注
摘
錄
，

責
令
熟
讀
背
誦
。 

 
 

２
、
文
字
學
講
授
之
例
字
，
象
形
，
指
事
，
會
意
，
形
聲
。
命
諸
生
摹
寫
小
篆
，
甲
文
，
金
文
。
抄
錄
許

慎
說
解
及
段
注
。
並
要
求
熟
讀
。 

以
上
１
、
２
兩
項
，
部
分
同
學
已
如
期
完
成
。 

 
 

３
、
責
令
諸
生
用
紅
筆
圈
點
整
本
《
說
文
》
及
段
注
，
要
求
精
讀
。
雖
各
生
進
度
不
同
，
然
皆
認
真
努
力
，

正
進
行
中
。 

 
 

４
、
課
堂
上
除
講
授
文
字
學
及
相
關
聲
韻
、
訓
詁
之
外
，
亦
旁
及
群
經
、
諸
子
大
義
。
要
求
諸
生
能
融
會

貫
通
。 

 
 

５
、
責
令
諸
生
背
誦
《
四
書
》、《
老
子
》、
及
六
十
篇
古
文
。
諸
生
大
部
分
皆
已
完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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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
要
求
諸
生
每
日
聽 

淨
老
講
經
，
並
擇
要
作
成
筆
記
。 

歲
月
拋
人
，
時
光
如
流
。
開
學
以
來
，
不
覺
已
過
七
月
餘
，
可
喜
諸
生
劬
學
努
力
，
已
初
見
成
效
如
上
，

假
以
時
日
，
諸
生
能
具
獨
力
治
學
，
漸
求
一
門
深
入
，
斯
可
慰
也
。
每
念 

 

會
長
為
弘
揚
國
學
，
南
北
東
西
，

奔
馳
忘
我
，
無
任
感
佩
。
後
學
駑
下
，
願
追
驥
尾
。
戮
力
盡
心
。
期
不
負 

 

淨
老
及
會
長
弘
揚
國
故
之
大
願
。

亦
冀
報  

先
師
訓
誨
深
恩
於
萬
一
。
肅
此
敬
陳
，
並
祈 

 
 

誨
正                      

後
學
劉
克
雄  

敬
呈 

                          

癸
巳
盛
夏
五
月
十
二
日 

                          

賤
內
荷
如
順
此
問
安 

 

同
年
夏
末
，
國
學
師
資
班
課
程
結
束
，
我
移
居
鄉
野
，
專
心
編
寫
《
漢
字
入
門
》，
到
今
年
仲
夏
，
杜
門
二

年
多
，
只
望
能
為
後
生
指
出
學
習
漢
字
的
門
徑
，
也
是
望
報
師
恩
於
萬
一
。 

二
、
老
師
學
術
著
作
及
文
字
之
整
理 

   

甲
、
重
要
著
作
簡
介 

 
 

１
、
中
國
聲
韻
學
通
論 

據
錢
玄
同
先
生
序
說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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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
伊
天
資
淵
懿
，
善
讀
善
悟
，
既
受
師
說
，
復
能
潛
心
繹
理
，
心
得
甚
多
；
頃
在
北
平
講
述
聲
韻
，
篹

成
此
編
。
余
觀
其
書
，
於
聲
韻
之
名
稱
，
聲
韻
之
通
例
，
聲
韻
之
發
音
，
韻
書
之
起
源
，
守
溫
字
母
與
涅
槃
字

母
之
異
同
，
三
十
字
母
至
四
十
一
聲
紐
之
異
同
，
切
韻
殘
卷
與
廣
韻
之
異
同
，
廣
韻
之
四
聲
相
承
，
廣
韻
韻
類

之
分
析
，
廣
韻
陰
聲
入
聲
陽
聲
之
相
配
，
諸
家
韻
攝
之
異
同
，
反
切
之
上
下
用
字
諸
端
，
無
不
擇
精
語
詳
，
立

論
多
本
黃
君
。」 

顧
學
頡
序
： 

「
古
初
典
籍
之
校
讎
考
據
，
抽
絲
董
理
，
靡
不
以
文
字
音
韻
為
之
根
本
。
此
清
儒
所
以
有
讀
書
必
先
識
字

之
說
。
一
字
之
中
，
析
而
為
三
，
形
音
義
也
。
三
者
之
中
，
音
為
尤
要
，
據
音
以
求
，
形
義
可
得
而
尋
，
而
後

古
籍
之
訓
詁
曉
然
矣
。
吾
師
瑞
安
林
先
生
景
伊
，
親
炙
季
剛
先
生
左
右
，
凡
十
餘
載
，
最
能
得
其
心
傳
。
嘗
任

河
北
、
金
陵
諸
大
學
音
韻
講
席
，
編
撰
講
義
，
以
為
講
授
之
資
；
凡
中
國
音
韻
學
之
名
稱
、
通
例
、
原
起
、
流

別
、
方
法
、
途
徑
，
以
及
近
人
重
要
學
說
，
罔
不
詳
盡
於
是
篇
中
。
既
能
用
語
音
學
之
理
，
破
虛
妄
之
說
，
而

又
不
侵
其
範
圍
，
且
為
便
初
學
，
僅
示
大
道
，
少
及
專
門
，
簡
明
扼
要
，
誠
音
韻
之
津
梁
，
初
學
之
鑰
鍵
也
。」 

２
、
文
字
學
概
說 

「
學
問
之
道
，
識
字
為
先
」，
本
書
是
老
師
講
授
文
字
學
的
講
稿
，
加
以
門
生
黃
慶
萱
聽
講
的
筆
記
整
理
而

成
：
書
中
內
容
共
分
為
：
第
一
緒
論
篇
、
第
二
六
書
篇
、
第
三
形
音
義
篇
三
大
篇
；
每
篇
之
下
又
分
若
干
章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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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
細
探
討
中
國
文
字
學
，
為
中
文
系
學
生
必
讀
之
經
典
。  

３
、
訓
詁
學
概
要 

訓
詁
學
為
文
獻
語
言
學
之
綜
合
學
科
，
結
合
文
字
學
，
聲
韻
學
、
校
勘
學
、
版
本
學
，
文
法
學
、
修
辭
學
，

為
探
究
古
代
語
言
、
從
事
治
學
、
研
究
古
今
典
籍
所
必
備
的
知
識
。
全
書
共
八
章
，
內
容
包
含
：
訓
詁
的
意
義
、

訓
詁
與
文
字
的
關
係
、
聲
韻
與
訓
詁
的
關
係
、
訓
詁
的
方
式
、
訓
詁
的
次
序
、
訓
詁
的
條
例
、
訓
詁
的
術
語
與

訓
詁
學
的
根
柢
書
籍
。 

    

４
、
中
國
學
術
思
想
大
綱 

老
師
在
民
國
四
十
一
年
為
內
政
部
作
專
題
演
講
而
寫
的
。
在
短
短
一
個
月
內
完
成
了
初
稿
，
全
憑
他
對
中

國
哲
學
及
思
想
淵
博
的
學
識
和
綜
合
的
洞
察
而
一
氣
呵
成
。
寫
完
之
後
，
再
花
四
個
多
月
的
工
夫
，
分
段
查
證

資
料
，
加
以
引
註
；
並
融
匯
各
家
學
說
，
詳
細
闡
明
各
段
及
註
文
的
精
義
。
這
種
方
式
「
以
六
經
作
我
註
腳
」。

所
以
老
師
的
每
一
句
話
，
都
有
來
歷
，
不
是
憑
空
杜
撰
的
。 

本
書
內
容
：
分
述
六
藝
、
先
秦
諸
子
、
漢
代
經
學
及
黃
老
術
、
魏
晉
南
北
朝
之
玄
學
、
隋
唐
佛
教
發
展
與

經
學
統
一
、
宋
元
明
理
學
、
清
代
之
徵
實
學
、
凡
為
七
編
。
立
論
不
鶩
新
奇
、
力
避
支
離
破
碎
之
說
，
求
立
其

大
者
。
以
極
流
暢
之
文
筆
，
作
有
條
理
之
敘
述
，
簡
明
扼
要
，
精
闢
無
比
，
使
數
千
年
學
術
思
想
變
遷
之
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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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乎
歷
世
學
術
之
內
容
，
一
攬
無
遺
。
凡
曾
閱
讀
本
書
者
皆
認
為
乃
不
朽
之
傑
作
。 

這
部
書
還
有
一
段
文
字
緣
。
民
國
四
十
三
年
，
浦
薛
鳳
教
授
主
持
政
大
政
研
所
，
他
和
老
師
素
不
相
識
，

偶
然
看
到
了
這
部
書
，
大
為
激
賞
，
便
親
臨
林
府
，
敦
聘
老
師
到
政
大
擔
任
中
國
政
治
思
想
史
，
當
時
傳
為
佳

話
。 

５
、
周
禮
今
注
今
譯 

據
老
師
書
後
的
後
記
說
： 

「
永
嘉
學
派
，
致
力
於
經
世
之
道
，
最
重
《
周
禮
》、《
尚
書
》、《
春
秋
》、《
周
易
》。
故
自
薛
季
宣
、
陳
傅

良
、
葉
適
之
後
，
以
禮
為
宗
，
以
恕
為
本
、
根
柢
六
經
、
折
衷
諸
子
、
數
百
年
來
、
代
有
傳
人
，
若
孫
希
旦
、

黃
體
芳
、
孫
詒
讓
、
陳
黻
宸
，
皆
其
尤
著
者
也
。
尹
幼
承
庭
訓
，
頗
識
途
徑
、
長
而
研
求
、
益
有
所
明
，
屢
欲

申
述
舊
聞
，
揚
我
先
德
，
終
以
事
冗
、
因
循
未
果
。
今
中
華
文
化
復
興
委
員
會
注
譯
古
籍
，
王
雲
五
先
生
以
《
周

禮
今
注
今
譯
》
見
屬
，
既
請
辭
而
未
許
，
亦
有
符
於
吾
願
，
因
口
述
其
義
，
令
長
子
耀
曾
筆
錄
之
。
昔 

 

先
仲

父
公
鐸
先
生
四
十
五
歲
生
日
，
尹
賦
詩
奉
祝
，
曾
有
『
禮
易
吾
家
承
祖
澤
，
文
章
太
學
振
門
庭
』
之
句
，
今
尹

重
繹
斯
篇
，
此
亦
吾
家
之
祖
澤
也
。」 

６
、
廣
韻
反
切
的
校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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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
新
校
正
切 

宋
本
廣
韻
》
老
師
序
文
說
： 

「
昔
陸
法
言
論
古
今
通
塞
、
南
北
是
非
、
撰
定
切
韻
，
唐
孫
愐
、
宋
陳
彭
年
等
承
其
條
例
而
成
唐
韻
廣
韻
。

今
切
韻
唐
韻
等
書
。
均
已
亡
佚
，
雖
陸
續
有
發
見
者
，
亦
斷
簡
殘
篇
，
不
能
覩
其
全
貌
。
惟
廣
韻
獨
存
，
故
研

究
中
國
韻
學
者
，
莫
不
以
廣
韻
為
宗
。
通
澈
廣
韻
、
上
可
以
究
古
音
，
知
文
字
訓
詁
之
用
；
下
可
以
審
方
言
，

辨
聲
韻
變
遷
之
跡
。
故
顧
炎
武
、
錢
大
昕
等
，
就
廣
韻
併
合
離
析
而
定
古
韻
與
古
聲
之
部
目
，
而
古
音
之
學
以

明
。
陳
澧
就
廣
韻
中
之
反
切
用
字
而
歸
納
之
，
成
『
聲
類
考
』
及
『
韻
類
考
』，
聲
韻
演
變
之
跡
，
遂
有
線
索
可

尋
。
以
至
於
黃
季
剛
先
生
『
古
本
聲
』『
古
本
韻
』
之
發
明
，
高
本
漢
中
國
音
韻
學
之
研
究
，
舉
皆
依
據
廣
韻
、

蓋
廣
韻
者
韻
書
之
正
宗
、
音
學
之
要
籍
也
。 

廣
韻
傳
寫
仿
刻
、
反
切
用
字
舛
訛
者
多
，
每
思
加
以
校
理
，
便
利
後
學
。
黎
明
文
化
事
業
公
司
以
重
印
廣

韻
相
商
、
並
乞
余
為
之
校
訂
、
適
符
余
平
素
之
願
，
雖
體
力
就
衰
，
而
舊
稿
尚
存
，
因
取
而
命
弟
子
林
炯
陽
、

林
慶
勳
一
一
寫
定
，
並
命
炯
陽
撰
成
『
切
韻
系
韻
書
反
切
異
文
表
』
以
資
參
證
。
至
於
檢
字
索
引
，
則
弟
子
李

殿
魁
督
導
許
生
學
仁
、
虞
生
蓮
系
所
編
纂
也
。」 

 

乙
、
文
字
之
整
理
： 

 

老
師
於
文
字
整
理
之
功
勞
。
今
就
《
中
文
大
辭
典
》、《
大
學
字
典
》、《
國
民
字
典
》
及
教
育
部
標
準
字
體

研
訂
四
項
分
述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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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中
文
大
辭
典
》
之
編
輯 

《
中
文
大
辭
典
》，
張
其
昀
先
生
監
修
，
景
伊
師
與
高
明
先
生
主
編
，
民
國
五
十
一
年
七
月
國
防
研
究
院
與

中
國
文
化
研
究
所
出
版
。
全
書
收
字
凡
四
萬
九
千
八
百
八
十
八
字
，
收
詞
三
十
七
萬
一
千
二
百
三
十
一
條
，
此

書
編
輯
內
容
力
求
博
大
，
論
其
體
制
規
模
，
堪
稱
為
近
幾
十
年
來
最
宏
構
者
。
事
實
上
，
若
從
辭
典
歷
史
來
看
，

傳
統
字
詞
書
，
也
無
出
其
右
者
。「
蒐
羅
宏
富
」
正
是
其
最
重
要
的
一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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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
先
師
林
尹
先
生
、
高
明
先
生
主
編
的
《
中
文
大
辭
典
》。
） 

２
《
大
學
字
典
》
之
編
輯 

《
大
學
字
典
》
全
一
冊
，
張
其
昀
先
生
監
修
，
景
伊
師
主
編
，
民
國
六
十
二
年
十
月
，
中
華
學
術
院
發
行
。

全
書
收
字
九
千
九
百
六
十
三
字
。
此
書
所
收
之
字
，
皆
經
過
科
學
方
法
分
析
調
查
，
索
引
使
用
參
見
部
首
觀
念
，

翻
查
十
分
便
利
。 

    

３
、《
國
民
字
典
》
之
編
輯 

《
國
民
字
典
》，
袖
珍
版
，
全
一
冊
，
民
國
六
十
三
年
十
月
中
華
學
術
院
發
行
。
張
其
昀
先
生
監
修
，
景
伊

師
及
潘
重
規
先
生
主
編
，
此
書
收
字
五
千
六
百
四
十
二
字
，
是
繼
供
大
學
生
程
度
閱
覽
之
《
大
學
字
典
》
後
，

另
一
部
供
中
小
學
生
使
用
的
語
文
工
具
書
。 

４
、
教
育
部
標
準
字
體
之
研
訂 

老
師
除
了
字
書
之
編
輯
，
對
於
當
代
文
字
整
理
貢
獻
最
大
者
，
應
是
教
育
部
標
準
字
體
之
研
訂
。
此
套
字

體
第
一
階
段
由
民
國
六
十
二
年
開
始
，
至
民
國
七
十
一
年
正
式
公
佈
常
用
標
準
字
體
，
前
後
幾
經
十
年
，
所
有

參
與
者
，
每
週
開
會
，
從
未
間
斷
，
如
非
受
老
師
精
神
之
感
召
，
若
此
艱
難
之
事
，
很
難
畢
竟
其
功
。
這
套
字

體
自
研
訂
後
，
無
論
在
教
學
、
電
腦
運
用
、
漢
字
國
際
化
，
皆
具
深
遠
之
影
響
，
誠
可
謂
為
文
字
史
上
，
最
大

規
模
，
影
響
最
深
的
整
理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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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年
表     

    

二
〇
一
四
年
，
瑞
安
市
政
府
將
開
設
「
林
尹
先
生
文
物
陳
列
館
」
，
老
師
的
長
女
慰
曾
大
姐
及
三
公
子 

煥

曾
世
兄
，
囑
我
作
老
師
的
年
表
，
懸
掛
在
正
廳
，
讓
參
觀
者
對
老
師
有
清
楚
的
認
識
。
年
表
如
下
：  

當
代
儒
宗  

林
尹
先
生
年
表    

 

    

林
尹
，
字
景
伊
，
浙
江
瑞
安
人
，
生
於
一
九
０
九
年
己
酉
農
曆
十
一
月
五
日
。 

    

先
生
出
身
望
族
，
幼
承
家
學
，
祖
父
養
頤
公
，
清
光
緒
十
六
年
庚
寅
秀
才
，
父
辛
（
次
公
）
先
生
，
叔
父

損
（
公
鐸
）
先
生
，
民
國
初
年
，
皆
為
北
京
大
學
知
名
教
授
。 

    

一
九
二
五
年
，
年
十
六
，
就
讀
北
京
中
國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系
，
深
得
黃
侃
（
季
剛
）
先
生
器
重
，
並
召
至

家
中
嚴
加
督
導
。 

    

一
九
二
八
年
，
年
十
九
，
畢
業
於
北
京
大
學
，
繼
入
研
究
所
國
學
門
深
造
。
以
《
溫
州
方
言
》
論
文
，
獲

碩
士
學
位
。 

    

一
九
二
九
年
，
年
二
十
，
應
天
津
南
開
大
學
之
聘
講
授
國
文
。 

    

一
九
三
０
年
，
年
二
十
一
，
受
聘
河
北
大
學
，
講
授
「
老
莊
哲
學
」，「
中
國
聲
韻
學
」、「
漢
魏
六
朝
文
」。 

    

一
九
三
一
年
，
年
二
十
二
，
任
湖
北
省
立
高
級
中
學
文
科
主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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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三
三
年
，
年
二
十
四
，
任
南
京
金
陵
女
子
大
學
教
授
，
講
授
「
中
國
哲
學
史
」、「
中
國
文
字
學
」。 

    
一
九
三
五
年
，
年
二
十
六
，
受
聘
為
第
三
屆
高
等
考
試
襄
試
委
員
。
同
年
秋
任
北
平
師
範
大
學
教
授
，
講

授
「
清
代
學
術
思
想
」、「
中
國
聲
韻
學
」、「
經
學
歷
史
」。
兼
任
東
北
大
學
教
授
、
民
國
大
學
教
授
。
同
年
十
月

八
日
，
黃
季
剛
先
生
逝
世
，
景
伊
先
生
哀
痛
之
餘
，
自
誓
蜂
腰
繼
絕
學
，
傳
承
章
黃
學
術
。 

一
九
三
七
年
，
年
二
十
八
，
抗
戰
爆
發
，
先
生
投
身
民
族
救
亡
工
作
。 

    

一
九
四
一
年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
年
三
十
二
，
在
漢
口
市
被
敵
偽
所
捕
，
汪
精
衛
許
以
偽
教
育
部
長
，
欲
誘

之
以
利
，
先
生
痛
斥
「
漢
賊
」，
又
押
赴
刑
場
，
槍
斃
旁
邊
兩
人
，
作
為
要
挾
，
如
是
三
次
，
終
不
屈
，
作
絕
命

詩
，
以
死
明
志
，
詩
曰
： 

  

「
此
心
同
日
月
，
此
志
擬
冰
雪
，
日
月
長
光
輝
，
冰
雪
終
皎
潔
，
昔
思
李
郭
功
，
今
灑
文
山
血
，
忠
義
分
所

安
，
慷
慨
成
壯
烈
，
翹
首
望
天
衢 

，
悠
悠
恨
無
極
，
家
國
遭
蹇
屯
，
中
原
遍
荊
棘
，
生
死
寧
足
論
，
憂
時
心
惻
惻
，

但
惟
後
死
者
，
毋
忘
滅
虜
賊
。
」
後
幸
得
脫
，
轉
赴
重
慶
。 

    

一
九
四
五
年
，
年
三
十
六
，
抗
戰
勝
利
後
，
當
選
第
一
屆
國
大
代
表
。 

    

一
九
四
九
年
，
年
四
十
，
先
生
重
返
杏
壇
，
致
力
教
育
，
弘
揚
國
學
，
餘
暇
則
寄
情
詩
酒
。
于
右
任
先
生

題
贈
「
蟠
胸
萬
卷
，
在
手
一
杯
」。  

    

一
九
五
六
年
，
年
四
十
七
，
出
任
臺
灣
省
立
師
範
學
院
國
文
研
究
所
教
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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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六
０
年
，
年
五
十
一
，
任
國
文
研
究
所
所
長
，
前
後
十
三
年
，
培
育
碩
士
逾
四
百
名
、
博
士
百
名
，

絕
大
部
分
皆
任
教
各
大
學
。 

    

一
九
六
二
年
，
年
五
十
三
，
受
臺
灣
教
育
部
委
託
，
與
高
明
（
仲
華
）
先
生
，
主
持
修
纂
《
中
文
大
辭
典
》
，

歷
時
八
年
，
完
成
四
萬
九
千
八
百
八
十
八
字
，
全
四
十
冊
巨
著
，
爾
後
，
陸
續
整
理
出
版
《
大
學
字
典
》
、
《
國

文
字
典
》
等
。 

    

一
九
六
三
年
，
年
五
十
四
，
先
生
任
中
國
文
化
學
院
文
學
系
主
任
及
中
文
研
究
所
博
士
班
主
任
，
並
兼
東

吳
、
輔
仁
、
淡
江
等
大
學
教
授
，
致
力
教
育
，
不
遺
餘
力
，
桃
李
遍
天
下
。
獲
韓
國
建
國
大
學
特
贈
名
譽
文
學

博
士
學
位
，
漢
城
市
長
頒
予
「
榮
譽
市
民
」。 

    

歷
任
「
孔
孟
學
會
」
常
務
理
事
，
「
中
國
文
字
學
會
」
理
事
長
，
「
中
華
文
學
協
會
」
會
長
，
為
弘
揚
中
華

傳
統
文
化
，
傾
其
全
力
。
一
生
著
述
宏
富
，
計
有
：《
中
國
聲
韻
學
通
論
》、《
群
經
略
說
》、《
清
代
學
術
思
想
概

論
》、《
中
國
古
音
學
》、《
莊
子
通
釋
》、《
中
國
學
術
思
想
大
綱
》、《
中
國
文
字
論
集
》、《
中
國
文
字
的
功
用
》、

《
中
國
文
字
與
中
國
文
字
學
》、《
中
國
文
字
的
條
例
及
其
特
性
》、《
孔
孟
學
說
與
中
國
文
化
》、《
文
字
學
概
說
》、

《
訓
詁
學
概
要
》、《
兩
漢
三
國
文
匯
》、《
景
伊
詩
抄
》
及
論
文
百
餘
篇
。 

    

一
九
七
八
年
，
先
生
七
十
誕
辰
，
原
臺
灣
教
育
部
長
張
其
昀
以
先
生
道
德
學
問
，
世
無
有
能
比
者
，
特
題

贈
：「
當
代
儒
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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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八
三
年
六
月
八
日
，
一
代
宗
師
隕
逝
，
享
年
七
十
有
四
。 

本
年
表
恭
制
既
畢
，
置
筆
默
坐
，
但
覺
先
師
昔
日
誨
訓
諄
諄
，
聲
縈
耳
際
，
於
是
，
起
而
歎
曰
： 

噫
，
先
生
志
節
，
光
同
日
月
，
胸
蟠
萬
卷
，
學
比
泰
嶽
，
傳
章
黃
之
絕
學
，
流
布
萬
古
，
滔
滔
滾
滾
，
等
江

河
之
永
長
。 

         
 
 
 
 
 
 
 
 
 
 
 

 

二
０
一
四
年
九
月
吉
日   

 
 
 
 
 
 
 
 
 
 
 
 
 
 

    

受
業  

劉
克
雄 

謹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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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
恩
師
林
尹
先
生
手
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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