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試釋“敦”之圓義

陳　瑶

　　“敦”字的本義爲擊打、撻伐，《字源》：“形旁攴爲手持械器治事、擊打狀，表示敦的

本義與擊打有關。” 〔１〕後來“敦”發展爲治理、督促、屯聚等多重義，但是人們往往忽略

“敦”表圓形之義這一重要義項，在具體文字釋讀與訓詁工作中，我們應該對此引起必

要的注意。

一、“敦”字表圓之義的系列案例

“敦”字有圓形之義，在先秦文獻中屢有所見，可以找到諸多例證。

《詩·豳風·東山》：“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其“敦”字，鄭《箋》：“專專如瓜之系綴

焉。”王先謙《集疏》：“言思我君子團團然如瓜之苦，塵久在衆薪之中。”鄭玄、王先謙均

把“有敦瓜苦”釋爲瓜在裂析的薪木中團團然纏繞的樣子。 〔２〕事實上，“有敦”一詞，

應爲“敦敦”叠用，作形容詞，指圓圓的樣子。 郭晉稀先生認爲：“《詩》中形容詞、副詞

以‘有’字作詞頭者，相當於該詞之重叠詞。 《豳風·東山》：‘有敦瓜苦’，《傳》：‘敦，猶

專專也。’‘專’即‘團’字，以‘敦’爲‘團團’，則不爲‘有’字作訓，是訓釋猶未諦也。 當

云：‘有敦’，‘敦敦’也；‘敦敦’即‘團團’也。 ‘有敦瓜苦’，即‘團團瓜苦’也。 才語無剩

義。” 〔３〕因此，“有敦瓜苦”，應該是指圓圓的瓜，直接摹擬其形狀，而不是費解成團團

纏繞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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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豳風·東山》：“敦彼獨宿，亦在車下。”鄭《箋》云：“敦敦然獨宿于車下，此誠有勞

苦之心。” 〔１〕鄭玄以“敦敦然”釋“敦”，以本字釋本字之法，違反以已知推求未知的訓

詁原則，因而不得其要領。 程俊英先生解釋道：“身體蜷縮成團貌。” 〔２〕程先生的説法

可取，意思是指士兵在征途中十分艱苦，夜宿車下，形容身體蜷縮成圓圓一團的樣子。

《大雅·行葦》：“敦彼行葦，牛羊勿踐踏。”關於“敦彼”，王先謙《集疏》曰：“馬瑞辰

云： 敦、團聲相近。 ‘敦彼’猶‘依彼’、‘鬱彼’之比，故《傳》以‘敦敦然’釋之。 敦敦，猶

團團也。” 〔３〕馬瑞辰解釋“敦彼”也即“敦敦”，意思是圓圓的，蘆葦屬叢生，其描寫叢聚

成一團團的蘆葦，形狀近於圓形，故從此義。

《大雅·行葦》：“敦弓既堅，四鍭既鈞”、“敦弓既句，既挾四鍭”。 王先謙《集疏》寫道：

“《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魯作‘雕弓既彀’者，孔《疏》： 《説文》：‘彀，張弓也。’

《二京賦》曰：‘雕弓既彀。’” 〔４〕前人多以“敦弓”爲雕繪的天子之弓。 漢人始爲其説。 在先

秦其他文獻裏找不到相類似的確切説法。 這裏的“敦”，疑爲圓形之義，未張之弓爲半圓，

張開之弓則爲全圓，即滿弓，魯詩以及治魯詩的張衡所言“既彀”，意即張弓，可見，“敦弓”指

圓形的弓，“敦弓既堅”意謂張開的滿弓近圓，十分結實而堅固，循名求實而名形相符。

綜上，同一首詩中《大雅·行葦》的“敦彼行葦”與“敦弓既堅”、“敦弓既句”，《豳

風·東山》的“有敦瓜苦”、“敦彼獨宿”均反復使用“敦”字，其字義應該一以貫之，均表

圓之義，而不是前後抵牾、迥然相異，如此才更加符合詩人保持一致的用語習慣。 據

此推測，《豳風·東山》與《大雅·行葦》同爲周族詩歌，“敦”有圓之義爲當時周人習用

的語義，因而在這兩首同樣出自周人之手的詩篇中，反復出現而加以使用。

敦有圓之義，亦可與器物、山丘的命名相印證。

敦是流行於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食器，也是一種盛黍稷的重要禮器。 器形近

圓，有平底敦、盞式敦和圓體敦等類型。 早期文獻予以記載，《禮記·明堂位》：“有虞

氏之兩敦。”《荀子·君道》：“斗斛敦槩者，所以爲嘖也。”梁啓雄先生寫道：“《儀禮》注：

‘廢敦、敦無足者，所以盛米。’是敦亦可代盛米之用。” 〔５〕

徐中舒先生的 《陳侯四器考釋》對所收録 “敦”器名稱由來解釋道：“敦有團意，

《詩·七月》：‘有敦瓜苦’，傳云：‘敦，猶專專也’，專團同，團團正是敦形。” 〔６〕此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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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過《詩·七月》應爲《詩·東山》之誤）。 郭沫若先生編撰《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

考釋》，收録齊侯敦等銅敦共４件，並在《周代金文圖録及釋文》中，定義“敦”器時寫

道：“器形如圓球，上下對分，各有環爲脚耳。” 〔１〕可見，在追溯敦器的名稱來源方面，

古今學人均注意到“敦”之表圓義，並言明器形與器名之間存在着緊密的聯繫。 如圖

１〔２〕、圖２〔３〕、圖３〔４〕所示：

圖１　平底敦春秋晚期圖

山東營南大店 Ｍ１：１５

圖２　盞式敦春秋中晚期圖

湖北當陽金家山 Ｍ２４７：２

圖３　圓體敦戰國早期圖

湖北襄陽蔡坡 Ｍ４：４

圓形的小丘名爲敦丘。 《爾雅·釋丘》記載：“如覆敦者，敦丘。”邢昺《疏》曰：“《孝

經緯》説敦與簠簋容受雖同，上下内外皆圓爲異。 郭氏言敦盂，舉其類而言之也。 丘

形如覆敦者，名敦丘也。” 〔５〕又《爾雅·釋丘》記載：“丘一成爲敦丘。”邢昺《疏》曰：“言

丘上更有一丘，相重累者名敦丘。 孫炎云：‘形如覆敦，敦器似盂，’今案，下文别云如

覆敦者敦丘，則此自是丘之一重者。” 〔６〕這裏郭璞、孫炎兩説不同，然而，敦丘無論爲

重叠之丘或一丘，丘之形狀近圓，均由敦之有圓義而得名。

二、與“敦”相關字

“敦”的讀音爲“都昆切”或“都回切”，有表圓形的義項，與“敦”形近或音近的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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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相關字，也有圓之義，例如“鐓”、“墩”、“暾”諸字。

鐓，篆文作“錞”。 鐓有兩種含義，一種表示古代軍中青銅樂器，與戰鼓配合使用。

《國語·吴語》記載：“王乃秉槍，親就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鈴嘩，

如以振旅，其聲動天地。” 〔１〕又《淮南子·兵略訓》有“兩軍相當，鼓錞相望” 〔２〕的記

載。 出土樂器鐓的具體器形，如圖４〔３〕所示：

圖４

Ａ型（無鈕）錞于（安徽宿縣出土）

Ｂ型（橋鈕）錞于（江西修水出土）

Ｃ型（虎鈕）錞于（貴州松桃出土）

　　　
圖５

西漢左爲鐵矛，右爲銅鐏

另一種是指兵器矛柄的平底銅套。 《説文·金部》：“矛戟柲下銅鐏也……《詩》曰：‘叴

矛沃錞’。”段玉裁注：“柲，欑也，欑，積竹杖也，矛戟之矝以積竹杖爲之，其首非銅裹而

固之恐易散，故有銅鐏，故字從金，《秦風》傳曰：‘錞，鐏也。’” 〔４〕又《説文·金部》：

“鐏，柲下銅也。”段玉裁注：“鋭底曰鐏，取其鐏地，平底曰鐓，取其鐓地。 按鐏地，可入

地，鐓地，著地而已。 知古鐓讀如敦。” 〔５〕鐓爲矛柄末端的平底銅套，其狀近圓。 中國

國家博物館所藏西漢銅鐓，如圖５所示。 〔６〕可見，鐓爲軍中樂器，或兵器矛柄的平底

銅套，均有圓形構件，從“敦”字表圓之義而來。

墩，指平地土堆，形狀近圓。 《爾雅·釋丘》：“丘一成爲敦丘。”郭璞注曰：“成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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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爲敦。” 〔１〕後世詩人李白《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墩》有“冶城訪

古迹，猶有謝安墩”之句。 可知，敦可作墩字的借字，因敦有圓之義而字義相通。

楚辭《九歌·東君》“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暾，有的學者解釋爲：“王逸

注：‘謂日始出東方，其容暾暾而盛大也。’朱熹《集注》：‘暾，温和而明盛也。’是諸家皆

以暾爲形容詞，實則此作名詞用，指初出之日，或楚地方言如此。” 〔２〕又朱季海先生在

《楚辭解故》中寫道：

季海按：將出之日，杲杲未光（見《遠游》），而形容盛大，故王注云耳。

暾，讀與焞同，《説文·火部》：“焞，明也”，言“日耀旭曙，旦欲明也”（用《遠

游》王《注》）。注云：“盛”者，《詩·采芑》傳：“焞焞，盛也”。……暾、焞、敦，

其聲同耳。敦爲大者，蓋借爲■，《説文·大部》“■，大也。从大，屯聲。讀

若鶉”是也。暾以一言而該衆義者，狀物之詞，名實相生，委曲可通，故多

端也。〔３〕

以上諸位先生的解釋皆有一定道理，然而此處難以圓通，需要進一步辨析。 “暾”又見

於劉向《九嘆·遠游》“日暾暾其西舍兮，陽焱焱而復顧”。 暾暾，王逸注：“言日暾暾西

下，將舍入太陰之中，其餘陽氣，猶尚炎炎，而顧欲還也。 以言己年亦老暮，亦思返還

故鄉也。” 〔４〕這裏描繪的是日暮時分的景象。 可見，“暾”若爲形容詞借爲名詞，並不

專指湯先生等學者所言“初出之日”，而亦言薄近西山之日，其共同特點是形狀爲圓。

暾亦從“敦”而有圓之義。

因此，“敦”字表圓之義，从“敦”得聲則有兵器銅柄套形圓曰錞（鐓），土堆之近圓

曰墩，日之狀圓曰暾。 據右文説的理論，以上諸字不僅讀音相近，而且義項上亦存在

關聯，皆有圓形之義，亦可作“敦”有圓之義的旁證。

三、“敦”表圓之義的同源詞

“敦”表圓形之義，在其使用過程中，産生了大量同源詞。 在古音中，同屬舌音的

文、元二部，文元通轉，又文部與微部，陰陽對轉。 由此，“敦”字的同源詞，主要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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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元、微三部，均有圓之義。 根據《古韻通曉》，其同源詞的讀音（《古韻通曉》若無此

字，則另據唐作藩先生《古音手册》、許慎《説文解字》），列舉如下：

同屬微部的有： （１） 錞，徒對切，讀音爲犱狌ì，微部定紐；（２） ■，都回切，讀音爲

犱狌ī，微部透紐；（３） 堆，都回切，讀音爲犱狌ī，微部透紐。

同屬文部的有： （１） 惇，都昆切，讀音爲犱ū狀，文部端紐；（２） 弴，都昆切，讀音爲

犱ū狀，文部端紐；（３） 稕，■聲，之閏切（《説文解字》）；（４） 埻，■聲，之允切（《説文解

字》）；讀音爲狕犺ǔ狀，文部章紐（唐作藩《古音手册》）；（５） 臀（■），徒渾切，讀音爲狋ú狀，

文部定紐；（６） 輪，力迍切，讀音爲犾ú狀，文部定紐。

同屬元部的有： （１） 團，度官切，讀音爲狋狌á狀，元部定紐；（２） 轉，陟兗切，讀音爲

狕犺狌ǎ狀或知戀切，讀音爲狕犺狌à狀，同屬元部透紐；（３） 彈，徒案切，讀音爲犱à狀，元部定

紐；（４） 卵，盧管切，讀音爲犾狌ǎ狀，元部來紐。

“敦”字同源詞的相關釋義，均有圓之義，列舉如下：

鐓，或作錞，錞字右部从享，無論是表示軍中所用樂器、兵器柄的平底金屬套，還

是表示祭器，皆具有圓形的構件，有圓之義。

惇，“惇”屬《説文·心部》，段玉裁注：“凡惇厚字當作此。 今多作敦厚。 假借。 非

本字。” 〔１〕又“敦”屬《説文·攴部》，段玉裁注：“然則凡云敦厚者，皆假敦爲惇。” 〔２〕

揚雄《方言》：“惇，信也。”華學誠先生寫道：“《廣雅》王念孫《疏證》： 《大戴禮記·王言

篇》云：‘士信民敦’，‘敦’與‘惇’通。” 〔３〕可知，敦即惇的假借字，敦厚即惇厚，意思是

性格圓滑無棱角，引申有圓形之義。

■，《説文·立部》：“磊■，重聚也，从立，■聲。”桂馥《義證》：“《廣韻》：‘■，木

實垂貌。’或借敦字。 《詩·行葦》：‘敦彼行葦’，《傳》云：‘敦，聚貌。’” 〔４〕“敦彼行

葦”之“敦”字，表示叢聚成團的樣子，有圓之義，可知，“■”可與“敦”相通，亦從圓形

之義。

弴，《大雅·行葦》“敦弓既堅”、“敦弓既句”，王先謙《集疏》寫道三家詩今文或作

“弴弓”。 實則“弴弓”借用爲“敦弓”，表示張開之弓的形狀近圓。

稕，徐鉉《説文新附》：“稕，束稈也。” 〔５〕《集韻·稕部》“稕”下：“束稈也。” 〔６〕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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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清］ 段玉裁： 《説文解字注》第５０３頁。
［清］ 段玉裁： 《説文解字注》第１２５頁。

華學誠： 《揚雄方言校釋匯證》第５０８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６年。
［清］ 桂馥： 《説文解字義證》第８９２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
［東漢］ 許慎撰、徐鉉校定： 《説文解字》第１４６頁，中華書局１９６３年。
［宋］ 丁度： 《集韻》，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説文·禾部》：“禾莖也。 稈或从干。”王筠《釋例》：“稈是今之稈草，乃穀之稭也，説解

謂之禾莖，概呼爲禾。” 〔１〕可見，稕即束禾，秸秆是圓形管狀，束成捆亦爲圓形束狀，皆

有圓形之義。

埻，《説文·土部》：“埻，射臬也。 从土，■聲，讀若准。”段玉裁《注》：“《木部》臬下

曰：‘射埻，的也。’” 〔２〕桂馥《義證》：“讀若准者，《廣韻》：‘埻，射的。’《周禮》或作‘准’。

本書‘臬射，准的也。’” 〔３〕埻指射箭靶子的中心，以圓形標示，埻字亦從靶子的圓心，

取其圓形之義。

臀，《字源》：“甲骨文之臀字作‘ ’，爲指事字，指示人臀部所在。” 〔４〕人的臀部形

狀是圓的，亦取其圓形之義。

輪，《玉篇》：“車輪也。” 〔５〕《廣雅·釋器》：“輇，輪也。”王念孫《疏證》：“輪之言員

也、運也。”車輪的形狀從圓，亦有圓形之義。

堆，《玉篇》：“聚土也。” 〔６〕聚土成堆，有圓形之義。

團，《玉篇》：“圓也。” 〔７〕《説文》：“圜也。”均明言有圓形之義。

轉，《説文》：“還也。”段玉裁注：“還者，復也。 復者，往來也。 ……‘還’即今之

‘環’字。” 〔８〕《廣雅·釋訓》：“混混沌沌，轉也。”王念孫《疏證》：“混混或作渾渾。 《孫

子·兵勢篇》：‘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魏武帝注云：‘車騎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

齊整也。’《吕氏春秋·大樂篇》云：‘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而復

合，合而復離，是謂天常。 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是渾渾沌沌爲

轉貌也。 凡言水之轉亦曰渾渾沌沌。” 〔９〕可見，以“還（環）”訓“轉”，以“轉”訓“渾渾沌

沌”，均寓含圓形之義。

彈，《説文》：“行丸也。”丸爲圓形之物，因而從圓形之義。

卵，《玉篇》：“凡物無乳者卵生。” 〔１０〕《史記·龜策傳》：“梁卵焍黄。”司馬貞 《索

·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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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清］ 王筠： 《説文釋例》第３５８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
［清］ 段玉裁： 《説文解字注》第６８８頁。
［清］ 桂馥： 《説文解字義證》第１２０６頁。

李學勤主編： 《字源》第７４６頁。
［梁］ 顧野王： 《大廣益會玉篇》第８６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
［梁］ 顧野王： 《大廣益會玉篇》第７頁。
［梁］ 顧野王： 《大廣益會玉篇》第１３１頁。
［清］ 段玉裁： 《説文解字注》第７２７頁。
［清］ 王念孫： 《廣雅疏證》第１８８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
［梁］ 顧野王： 《大廣益會玉篇》第１２０頁。



隱》：“鶏子也。” 〔１〕卵其形如鶏子者，從其圓形之義。

本文爲北京市重大社科基金項目“宋前出土文獻及佚文獻文學綜合研究”

（１５ＺＤＡ１３）、中國博士後基金項目“楚文化視域中的先秦諸子研究”（２０１４Ｍ５６０９９８）

的階段性成果。

（陳瑶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出土

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博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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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西漢］ 司馬遷： 《史記》第３２３９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