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説文》未收小篆異體録補

魏　棟

　　趙平安先生在其專著《〈説文〉小篆研究》一書中專辟一節輯録了許多《説文》未收

的小篆異體，拓寬了《説文》研究的視野。 受趙老師在課堂上的引導與啓發，筆者曾撰

《〈説文〉未收小篆異體録補》作爲課程作業提交趙老師。 不久，又發現趙老師在《出土

文獻》第四輯發表《〈説文〉未收小篆異體》一文，今删去誤輯者及與趙文重複者，並加

以增補，略仿趙文體例，撰爲此文，希望對《説文》研究有所裨益。

《骨部》：“ ，總十二屬也。 从骨，豊聲。”就目前古文字資料看，“體”字最早出現

於戰國時代。 有三種異體，皆从豊得聲，但表意偏旁分别作骨、肉、身。 从骨者，即字

頭篆文，爲後世該字的正體。 从肉者，見於秦文字，作 （《睡甲》第５９頁），漢代作

（《馬王堆》第１７３頁），楷書仍然行用，作 。 从肉者應爲“體”字小篆的異體。

《肉部》：“ ，■也。 从肉，高聲。”此字所从之肉，形體較穩定，所从之高則有所變

化。 趙平安先生早已指出“高”字字頭篆文有異體，作 （嶧山碑）， 〔１〕甚是。 “膏”字

戰國陶文作 （《古陶字彙》第１５５頁），漢代作 （《馬王堆》第１６６頁），與字頭篆文並

行。 這種形體《説文》小篆失收。

《肉部》：“ ，厚也。 从肉，■聲。”對於从■得聲的字，■字或作 ，或作 。 〔２〕目

前出土古文字資料中，尚未見从 之腹。 秦簡作 （《睡甲》第６１頁），漢代常寫作

（《馬王堆》第１６６頁）、 （《漢印徵》卷４，第１３頁），顯然从 者，有别於字頭篆文，應

爲異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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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部》：“ ，脯也。 从肉，攸聲。”此字字頭篆文寫法戰國秦漢頗爲流行。 但此字

秦簡作 （《睡甲》第６１頁），漢代作 （《馬王堆》第１６３頁），所从之攸中間豎畫斷開。

這種寫法與字頭篆文並行，此字是字頭篆文的異體。

《肉部》：“ ，雜肉也。 从肉，■聲。”此字初文作■，从林从攴會意，如商代甲骨文

作 （《甲文編》第１４４頁）。 西周金文此字分化： 一是所从之林訛爲 ，作 （《金

文編》第２８３頁），字頭篆文所从之■可遠溯至這種寫法；二是所从之林省作，增

“月”爲聲符，作 （《金文編》第２８３頁）。 秦漢時期从■月（肉）聲的寫法非常流行，秦

代作 （《睡甲》第６２頁），漢代作 、 （《馬王堆》第１６４頁），這種寫法的散字與字頭

篆文當是兩個系統，爲字頭篆文異體，《説文》未收。

《刀部》：“ ，彊斷也。 从刀，岡聲。 ，古文剛如此。”此字甲骨文从网、从刀，西

周至漢代在网下增加山旁。 其所从之网有繁簡兩種寫法，字頭篆文所从之网爲繁寫。

西周金文“剛”字作 ，所从网已爲簡寫。 睡虎地秦簡“剛”字作 （《睡甲》第６３頁），銀

雀山漢簡作 （《銀雀山》第１５３頁），所从网皆爲簡寫。 所以 “剛”字小篆應有這種

異體。

《刀部》：“ ，辠之小者。 从刀，从詈。 未以刀有所賊。 但持刀罵詈則應罰。”此字

字頭篆文的寫法可謂源遠流長。 但西周時已出現从簡寫之网者，作 （《金文編》第

２９０頁），秦文字亦如此，作 （《睡甲》第６４頁），漢代“罰”字亦有从簡寫之网者，作

（《銀雀山》第１５５頁）。 這種寫法淵源有自，並且漢代仍行用，當是字頭篆文的異體。

《刀部》：“ ，君殺大夫曰刺。 刺，直傷也。 从刀，从朿，朿亦聲。”刺字初文作朿，

甲骨文作 、 （《甲文編》第７４９頁）或 （《甲文編》第７６４頁），至戰國時分别演變爲

、 （《古文典》第７６７頁）和 （《古璽文編》第１７６頁）。 初文增加刀旁即變爲从刀、

从朿、朿亦聲的“刺”字。 字頭篆文顯然是由第三種寫法的朿字增加刀旁而來。 就目

前的出土文字資料看，从刀的“刺”已見於秦簡，作 （《睡甲》第６５頁）。 但所从之朿

已訛爲夾字，具體訛變過程爲： 朿第二種形體 的横畫自中間豎畫處斷裂，兩邊小豎

畫下部分别向左右傾斜，即形成兩個人形，從而使朿訛爲夾。 這種訛變的“刺”字在漢

代大行其道，如 （《馬王堆》第１７９頁）、 （《甲金篆》第２８０頁）等。 刺字小篆當有這

種寫法的異體。

《箕部》：“ ，簸也。 从竹；■，象形；下其丌也。 凡箕之屬皆从箕。 ，古文箕省。

，亦古文箕。 ，亦古文箕。 ，籀文箕。 ，籀文箕。”箕字初文爲“其”，箕爲“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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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義符後的分化字。 “其”的寫法商代已有作 （《甲文編》第２０５頁）者，後來這種字

形下部增飾一横畫和兩小横畫，演變爲字頭篆文所从之“其”。 “其”字至遲在戰國時

代出現了一種後世流傳甚廣的寫法，即 （青川木牘），上部似“甘”形，睡虎地秦簡有

作 （《睡甲》第６８頁）者，漢代則更加流行，如 （《銀雀山》第１６２頁）。 既从竹旁又

从這種寫法的其之“箕”字戰國時亦已出現，作 （《戰文編》第２９１頁），至漢代依然行

用，作 （《甲金篆》第２９４頁）。 因此，這種寫法的“箕”爲字頭篆文的異體。 另外，“箕”

字秦簡也作 （《睡甲》第６８頁），漢代依然行用，如 （《馬王堆》第１９０頁），應當也是

字頭篆文的異體。

《曰部》：“ ，詞也。 从口，乙聲。 亦象口气出也。 凡曰之屬皆从曰。”甲骨文作

或 （《甲文編》第２０８頁），前者在東周時期“口”上短横左端曲折上翹，爲字頭篆文所

本；後者“口”上短横向左右拉長，作 （《甲金篆》第３０１頁）形，與“甘”字古文字字形

混同。 秦漢時期這種寫法盛行，如 （里耶秦簡第八層１４０號簡）、 （《睡甲》第６９

頁）、 （《馬王堆》第１９３頁），這應是曰字的小篆異體。

《乃部》：“ ，驚聲也。 从乃省，西聲。 籀文■不省。 或曰■，往也。 讀若仍。 ，

古文■。”此字最早見於商代甲骨，西周時出現 （《金文編》第３１９頁），後這種字形分

化： 最上部變爲横豎筆畫，下部 逐漸變爲 或 ，這是字頭篆文的來源；上部演變

爲 ，再省簡爲 ，下部 則變爲 ，這種寫法秦漢時期常見，如秦簡作 （里耶秦簡

第八層１４０號簡）、 （《睡甲》第７０頁）、漢代作 （《甲金篆》第３０４頁），所以這種字

體當是字頭篆文的異體。

《可部》：“ ，異也。 一曰： 不耦。 从大，从可。”奇字上部所从之大字，有兩種流行

寫法： 作 ，或作 ，後者進一步訛變爲 ，甚至下部兩畫交叉作 （似“文”）。 从

的字頭篆文淵源有自；从 之奇戰國秦漢時期也很流行。 戰國時期作 （《戰文

編》第３０５頁），秦簡作 （《睡甲》第７０頁），漢簡作 （《銀雀山》第１７５頁），標準漢隸

作 （《甲金篆》第３０６頁）。 奇字小篆當有這種異體。

《月部》：“ ，會也。 从月，其聲。 ，古文期，从日、丌。”此字字頭篆文寫法春秋

至漢代多見。 但秦簡文字作 （《睡甲》第１０６頁），漢代依然使用，如 （《篆隸表》第

４６２頁），這種寫法的“期”應爲字頭篆文異體。

《井部》：“ ，八家一井，象構韓形。 ■之象也。 古者伯益初作井。 凡井之屬皆从

井。”井爲象形字，商代已出現，作 （《甲文編》第２３２頁），西周時出現在中間加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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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法，並爲小篆繼承。 但不加點的寫法先秦秦漢仍大量流行，如秦文字作 （《睡甲》

第７４頁），並最終取代小篆寫法，這種字體爲《説文》未收的井字小篆異體。

《亼部》：“ ，合口也。 从亼，从口。”商代甲骨文作 （《甲文編》第２３８頁），字形

長期保持穩定。 不過，在秦文字中也常作 （《睡甲》第７７頁）、 （里耶秦簡第八層

１５３４號簡）、 （里耶秦簡第八層第２０７８號簡），下部口的寫法與小篆不同，這種字體

爲合字小篆異體。

《亼部》：“ ，合也。 从亼，从曾省。 曾，益也。 凡會之屬皆从會。 ，古文會如

此。”此字最早見於商代甲骨，西周會姒鬲作 ，春秋時此字中間部分演變成兩種形體：

和 。 後者爲小篆所本，漢代仍行用，但流行不廣。 前者在秦系文字中常見，如

（《睡甲》第７７頁）、 （里耶秦簡第八層第１２５２號簡），在漢代仍大量行用，如 （《馬

王堆》第２１０頁），這種字體當是會字的小篆異體。

《■部》：“ ，矢鋒也。 束之族族也。 从■，从矢。”秦文字作 （《睡甲》第１０５

頁）、 （里耶秦簡第八層１５５５號簡），漢代作 （《篆隸表》第４５７頁），右下部所从之

矢與小篆寫法不同，説明族字小篆有一種異體。

《宀部》：“ ，備也。 一曰： 厚也。 从宀，畐聲。”小篆的寫法見於秦漢文字，如睡虎

地秦簡作 （《睡甲》第１１５頁），漢隸作 （《隸辨》第６２３頁）。 而此字春秋晚期侯馬

盟書已出現，作 （《漢語字形表》第２８７頁），在秦系文字中常作 （《睡甲》第１１５

頁）、 （里耶秦簡第八層５６號簡），漢代仍然行用，如 （《馬王堆》第３０６頁），這種寫

法的富是富字的小篆異體。

《从部》：“ ，隨行也。 从辵、从，从亦聲。”此字商代已出現，初文作 （《甲金篆》

第５７０頁），因字義與行動有關，所以兩周時期常加意符“止”“彳”或“辵”，又以加“辵”

最爲常見。 泰山刻石作 （《篆隸表》第５８２頁），與字頭小篆屬於一類寫法。 侯馬盟

書作 （《漢語字形表》第３２５頁），秦文字作 （里耶秦簡第八層６９號簡），馬王堆帛

書作 （《篆隸表》第５８２頁），這屬於另一類寫法，這類寫法大量出現，爲從字的主流

寫法，《説文》小篆失收。

《尸部》：“ ，屏蔽也。 从尸，幷聲。”此字秦簡作 （《睡甲》第１３６頁），與小篆寫

法相類。 但秦簡也作 （《睡甲》第１３６頁），漢隸作 （《篆隸表》第６０９頁），説明屏字

小篆有這類形體。 秦詔版并字作 ，亦可爲證。

《甶部》：“ ，母猴屬，頭似鬼。 从甶，从禸。”此字春秋時已出現，作 （《金文編》第

６５４頁），字形比較穩定。 禺字小篆中間豎筆出頭，從古文字字形可以看出這種寫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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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另外，嵎字小篆作 ，所從禺豎筆亦出頭。 但是秦簡作 （《睡甲》第１４６頁），漢

印作 （《漢印徵》卷９，第６頁），豎筆不出頭，説明禺字小篆有異體；另外，多個从禺之

字的小篆寫法也能給予説明，如喁作 ，遇作 ，愚作 ，寓作 。

《彑部》：“ ，豕也。 後蹏發謂之彘。 从彑，矢聲；从二匕，彘足與鹿足同。”此字商

代甲骨文已見，作 （《甲文編》第３９２頁），爲箭矢穿豕狀。 後來豕形被割裂，頭部上

移，足與身體分離。 侯馬盟書作 （《漢語字形表》第３７３頁），秦簡作 （里耶秦簡第

八層第４６１號簡），漢印作 （《漢印徵》卷９，第１４頁），其中矢字寫法與彘字所从矢的

小篆寫法不同。 這類寫法的彘可作爲彘的小篆異體。

《馬部》：“ ，擾也。 一曰： 摩馬。 从馬，蚤聲。”此字秦簡作 （里耶秦簡第八層

第８９４號簡）、 （《睡甲》第１５４頁），漢隸作 （《隸辨》第２０６頁），偏旁蚤皆从又，

不从爪的異體■，説明騷的小篆有一種異體。

《黑部》：“ ，火所熏之色也。 从炎，上出■。 ■，古窻字。 凡黑之屬皆从黑。”此

字商代作 （《甲金篆》第７０３頁），爲黑字小篆所本，睡虎地秦簡亦有此寫法，作 （《睡

甲》第１６０頁）。 但上部的■在兩周秦漢時期大都作“田”形，如春秋末侯馬盟書作

（《漢語字形表》第３９５頁），秦簡作 （里耶秦簡第八層第６２４號簡）、 （《睡甲》第１６０

頁），漢印作 （《篆隸表》第７１８頁）、武威漢簡作 （《篆隸表》第７１８頁），黑字小篆應

有這種異體。

《黑部》：“ ，黑木也。 从黑，多聲。 丹陽有黟縣。”此字戰國時作 （《甲金篆》第

７０５頁），漢印作 （《漢語字形表》第３９５頁），其中偏旁黑所从的■作“田”形，這種字

體爲黟字小篆的異體。

《亣部》：“ ，大腹也。 从亣，■省聲。 ■，籀文系字。”此字所从亣爲大字古文，大

字小篆作 。 奚字西周作 （《甲金篆》第７２０頁），漢印作 （《篆隸表》第７３６頁），漢

代張遷碑作 ，下部从大而非亣，且這種字形常見，説明奚字小篆有這種異體。

《水部》：“ ，水。 出隴西首陽渭首亭南谷，東入河。 从水，胃聲。 杜林説。 《夏

書》以爲出鳥鼠山。 雝州浸也。”此字漢印作 （《篆隸表》第７７７頁），與小篆是一路寫

法。 秦簡作 （里耶秦簡第八層１６３２號簡）、 （《睡甲》第１６９頁），漢簡作 （《篆隸

表》第７７７頁），偏旁胃的上部無點飾，這種字體爲渭字小篆異體。

《水部》：“ ，澆也。 从水，告聲。 《虞書》曰：‘洪水浩浩。’”漢印作 （《篆隸表》第

７９１頁），與字頭小篆屬於一路寫法。 另外，包山楚簡作 ，漢印 （《篆隸表》第７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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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偏旁告的豎筆未穿透中間的横畫。 這種寫法的告，趙平安先生已指出它爲《説

文》告字小篆的異體。 〔１〕浩字小篆當有這種異體。

《水部》：“ ，水渡也。 从水，■聲。 ，古文■，从舟，从淮。”睡虎地秦簡作

（《睡甲》第１７１頁），與小篆寫法一脉相承。 但秦簡亦有不从彡者，如 （里耶秦簡第

八層第６５１號簡），漢代仍行用，如居延漢簡作 （《篆隸表》第８０１頁），漢印作

（《篆隸表》第８０１頁），可看作津字小篆的異體。

《糸部》：“ ，緩也。 一曰： 舍也。 从糸，從聲。”秦簡作 （里耶秦簡第八層７０號

簡）、 （《睡甲》第１９３頁），漢代作 （《篆隸表》第９２４頁），偏旁從構件的空間結構

與字頭小篆不同。 縱字當有這種小篆異體。

《■部》：“ ，齧人跳蟲。 从■，■聲。 ■，古爪字。 ，■或从虫。”此字戰國時作

（《甲金篆》第９３０頁），秦簡作 （《睡甲》第１９８頁），漢代作 （《馬王堆》第５４０

頁），這些蚤字皆从又，不从爪的異體■，且只从一個虫。 蚤字小篆當有這種異體。

《二部》：“ ，敏疾也。 从人，从口，从又，从二。 二，天地也。”此字从又旁，但目前

先秦秦漢出土文字資料幾乎皆作攴，如西周作 （《金文編》第８８０頁），秦簡作 （里

耶秦簡第八層１５２３號簡反）、 （《睡甲》第２００頁），漢代作 （《馬王堆》第５４４頁）。

故亟的小篆應有一種从攴的異體。

《土部》：“ ，益也。 从土，曾聲。”秦簡作 （里耶秦簡第八層１５８３號簡）、 （《睡

甲》第２０２頁），漢代作 （《馬王堆》第５５０頁），偏旁曾从 不从 ，與字頭小篆不

同，當爲其異體。

《斤部》：“ ，截也。 从斤，从■。 ■，古文絶。 ，古文斷从■。 ■，古文叀字。

《周書》曰：‘■■猗無他技。’ ，亦古文。”目前此字主要見於秦漢出土文字材料，在秦

簡中作 （里耶秦簡第八層第１０５４號簡）、 （《睡甲》第２０９頁），漢代作 （《篆隸

表》第１０１８頁），左邊的偏旁與小篆■方向相反，這種書寫爲後世楷書所繼承，成爲斷

的主流寫法。 《説文》斷字應有這種小篆異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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