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説文》未收小篆異體再補

陳夢佳

　　趙平安先生在其《〈説文〉小篆研究》一書中，曾專辟一節向學界介紹了《説文》

未收的小篆異體， 〔１〕這一做法極大地拓寬了 《説文》研究者的視野。 此後，趙平

安先生和魏棟先生又相繼在 《出土文獻》上發表了 《〈説文〉未收小篆異體》 〔２〕和

《〈説文〉未收小篆異體録補》 〔３〕兩文，對相關材料做了進一步的補充。 今在此基

礎上，復輯得《説文》未收小篆異體三十七例，仍從趙文體例，草成此文，以就正於

方家。

卷　　一

《艸部》：“ ，艸榮而不實者。 一曰黄英。 从艸央聲。”此字所从之“央”，趙平安先

生已指出當有異體作 〔４〕。 漢印或作 （《漢印徵》卷１第１４頁），與説文小篆結構

相同，此外，秦簡又作 （《睡甲》第６頁），其所从的“央”與説文小篆不同，當爲篆文

“英”的異體。

《艸部》：“ ，艸皃。 从艸在聲。 濟北有茬平縣。”此字漢印作 （《漢印徵》卷１

第１５頁），其下部“在”字所从之“才”與金文 （《金文編》第４１１頁）相同，淵源有自，

當爲“茬”的一種異體。

·１８２·

〔１〕

〔２〕

〔３〕

〔４〕

趙平安 ： 《〈説文〉小篆研究》第６７—８８頁 ，廣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

趙平安 ： 《〈説文〉未收小篆異體》第３０４—３１０頁 ，載《出土文獻（第四輯）》，中西書局２０１３年 。

魏棟 ： 《〈説文〉未收小篆異體録補》第３０４—３１０頁 ，載《出土文獻（第六輯）》，中西書局２０１５年 。

趙平安： 《〈説文〉小篆研究》第８５—８６頁。



卷　　二

《口部》：“ ，善也。 从士口。”秦漢時期，“吉”的篆文寫法主要有兩類，一類作 （《秦

印》第２４頁）、 （《秦漢金文》第４０頁），與説文小篆相同。 此外，“吉”還寫作 （《秦

漢金文》第４０頁）、 （《秦印》第２４頁），下部所从的“口”中多一短横，這類寫法在春秋

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如 （《古璽》第２９頁）。 後一類寫法應是“吉”的異體。

《吅部》：“ ，大也。 从吅■，吅亦聲。 闕。”西周金文中，“單”有三種寫法，分别爲

、 、 （《金文編》第７８頁），其中第一類寫法爲原始字形，後兩類的區别在於羨符

位置的不同。 秦漢印文此字作 （《秦印》第２５頁）、 （《漢印徵》卷２第８頁），其結

構與《説文》字頭篆文相同，由西周金文中的第三類寫法演變而來。 此外，秦簡作

（《睡甲》第１６頁），這一類寫法至漢代尚存，如馬王堆帛書作 （《馬王堆》第５４頁），與

《説文》字頭篆文並行，爲“單”的異體，而《説文》失收。

卷　　三

《言部》：“ ，常也。 一曰知也。 从言戠聲。”漢印作 （《漢印徵》卷３，第４頁），

與《説文》字頭篆文的結構基本一致，此外，秦漢時期，“識”還寫作 （《睡甲》第３１

頁）、 （《秦印》第４３頁），這類寫法中的“戠”爲半包圍結構，與《説文》字頭小篆不同，

是“識”的異體。

《舁部》：“ ，起也。 从舁从同。 同力也。”此字漢元興元年洗作 （《秦漢金文》

第７８頁），與説文小篆結構相同。 此外，新郪兵符“興”作 （《戰文編》第１６７頁），秦簡

作 （《睡甲》第３９頁），漢印作 （《漢印徵》卷３第１３頁），其中的“同”从“凡”作，不

从“■”，是《説文》字頭篆文“同”的異體。 〔１〕 “興”的後一類寫法在秦漢時期實際行用

更爲廣泛，是當時的主流寫法，《説文》失收。

·２８２·

出土文獻（第七輯）

〔１〕趙平安先生已指出“同”的這類寫法，詳見赵平安： 《〈説文〉小篆研究》第７８頁。



《隶部》：“ ，附箸也。 从隶柰聲。 ■，篆文隸从古文之體。”《説文》字頭小篆與里

耶秦簡 （《秦簡牘》第８５頁）結構相同。 此外，高奴銅權作 （《秦漢金文》第８４

頁），秦簡作 （《睡甲》第４４頁），其所从之“隶”下部皆爲“米”形，當爲“隸”的異體。

此類寫法亦爲漢隸所承襲，如石門頌作 （《篆隸表》第２０２頁）。

《攴部》：“ ，平治高土，可以遠望也。 从攴尚聲。”陽朔四年鐘作 （《秦漢金

文》第８６頁），漢印作 （《漢印徵》卷３，第２１頁），和字頭篆文結構相同。 而秦印作

（《秦印》第６２頁），字从“殳”作，不从“攴”，是《説文》失收的一種異體。

《攴部》：“ ，改也。 从攴丙聲。”《説文》字頭篆文的結構與 （《秦印》第６２頁）、

（《戰文編》第１９８頁）相同，其字形是可靠的。 此外，睡虎地秦簡作 （《睡甲》第４７

頁）、秦漢印文分别作 （《秦印》第６２頁）、 （《漢印徵》卷３，第２１頁），表明秦漢時期，

“更”還有一種與字頭篆文並行的異體。

卷　　四

《目部》：“ ，目驚視也。 从目袁聲。 《詩》曰：‘獨行瞏瞏’。”《説文》小篆與 （《古

璽》第８１頁）及 （《漢印徵》卷４，第１頁）的寫法相同，所从之“目”横置。 此外，放馬

灘秦簡作 （《秦簡牘》第９９頁）、漢印或作 （《漢印徵》卷４，第１頁），其所从之“目”豎

置，應是“睘”的異體。

《目部》：“ ，目不明也。 从目未聲。”此字秦漢印文分别作 （《秦印》第６５頁）、

（《漢印徵》卷４，第２頁），其結構與字頭篆文一致。 又秦陶文或作 （《陶彙》第１４０

頁），秦印或作 （《秦印》第６５頁），“目”和“未”兩個構件位置互换。

《奞部》：“ ，手持隹失之也。 从又从奞。”睡虎地秦簡此字或作 （《睡甲》第５４

頁），與《説文》字頭小篆結構大致相同。 按西周金文中，“奪”作 （《金文編》第２５９頁）

之形，从雀从衣从又，後“衣”的上半部分與“小”黏連，訛變爲“亦”形，即説文小篆 之

所本。 秦簡“奪”又作 （《睡甲》第５４頁），及“奮”有作 （《戰文編》第２３５頁）之形，

其中“奞”下均保留“衣”的下半部分。 這類寫法包含了西周金文中的部分遺存，可謂

淵源有自，且在戰國秦漢時期尚實際行用，是“奪”的一種異體。

·３８２·

《説文》未收小篆異體再補



卷　　五

《青部》：“ ，東方色也。 木生火，从生丹。 丹青之信言象然。 凡青之屬皆从青。

■，古文青。”“青”在西周時期就有兩種寫法，分别作 （《金文編》第３４９頁）、 （《金

文編》第３４９頁），前者即爲《説文》字頭篆文所本。 秦印承襲了這兩路寫法，作 （《秦

印》第９１頁）和 （《秦印》第９１頁），後一種爲《説文》失收的異體。

《亼部》：“ ，市居曰舍。 从亼屮，象屋也。 口象築也。”西周金文中，“舍”或作

（《金文編》第３６４頁），或作 （《金文編》第３６４頁）。 後者爲《説文》字頭小篆所本，秦

印作 （《秦印》第９２頁），與此相同。 然而前一種寫法也延續了下來，春秋戰國時期

“舍”或作 （《古璽》第１１３頁），秦簡作 （《睡甲》第７７頁），秦印作 （《秦印》第９２

頁），表明 “舍”當有異體如此。 《説文》僅據前一類寫法立説，誤以爲 “舍”从 “亼”，

不確。

《畗部》：“ ，善也。 从畗省，亡聲。 ■，古文良。 ■，亦古文良。 ■，亦古文良。”

秦漢時期，“良”主要有兩類寫法，一類作 （《睡甲》第８０頁）、 （《漢印徵》卷５，第

１５頁）之形；另一類作 （《睡甲》第８０頁）、 （《漢印徵》卷５，第１５頁）之形。 前一

類寫法爲《説文》小篆所本，後一類寫法中，其上部所从爲 “口”形，是 “良”的篆文

異體。

卷　　六

《貝部》：“ ，以物相贅。 从貝从斦。 闕。”《説文》字頭小篆與漢印 （《漢印徵》卷

６，第１８頁）結構相同。 但這種寫法出現較晚，春秋戰國時期，“質”基本都寫作

（《戰文編》第４０７頁）、 （《戰文編》第４０７頁）；秦簡作 （《秦簡牘》第１８６頁）、

（《秦簡牘》第１８６頁），屬於同一路的寫法。 漢代金文沿襲了此類寫法，如内清鏡作

（《秦漢金文》第１５８頁），是篆文“質”的異體。

《貝部》：“ ，求也。 从貝朿聲。”此字西周金文作 （《金文編》第４３５頁），甲骨文

·４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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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甲文編》第２７９頁），與《説文》字頭篆文構形相同。 又東漢時期的校官碑“責”作

（《篆隸表》第４２０頁），雖用隸意書寫，然而保留了小篆的整體字形，説明《説文》所

録字頭篆文盛行於西周至東漢時期，字形是真實可靠的。 除此之外，秦漢時期“責”還

有一種異體作 （《睡甲》第９７頁）、 （《馬王堆》第２６０頁）。

《貝部》：“ ，市也。 从网貝。 《孟子》曰：‘登壟斷而网市利。’”此字甲骨文有作

（《甲文編》第２８０頁）、西周金文有作 （《金文編》第４３６頁），《説文》所録小篆與此一

脉相承。 但從西周到漢代，“買”一直存在一種將上部所从“网”省寫的寫法，字作

（《金文編》第４３６頁）、 （《秦印》第１１８頁）、 （《睡甲》第９７頁）、 （《漢印徵》卷６第

１９頁），較《説文》字頭篆文來説，這一類寫法在秦漢時期更爲流行，是《説文》失收的

異體。

《邑部》：“ ，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 从邑者聲。 周禮： 距國五百里爲都。”“都”所

从的“邑”一直比較穩定，而此字所从的“者”在秦漢時期則主要有兩種寫法，一从白

作，一从曰作。 〔１〕前者如 （《秦印》第１１９頁）、 （《漢印徵》卷６，第２０頁），與《説

文》字頭篆文的結構相同。 後者如 （《睡甲》第９９頁）、 （《秦漢金文》第１６３頁）、

（《漢印徵》卷６，第２０頁），“都”的這類寫法在秦漢時期大量行用，是《説文》未收録

的異體。

《邑部》：“ ，右扶風鄠盩厔鄉。 从邑赤聲。”此字秦印作 （《秦印》第１１９頁），漢

印作 （《漢印徵》卷６，第２１頁），从邑赤聲，結構與《説文》字頭篆文相合。 此外，秦

印中尚有另一類寫法，作 （《秦印》第１２１頁）、 （《秦印》第１２１頁），不从“赤”而

从“亦”作。 《説文·攴部》曰：“ ，置也。 从攴赤聲。 ■，赦或从亦。”“郝”的情况與

“赦”類似，而《説文》失收。

卷　　七

《日部》：“ ，天清也。 从日安聲。”《説文》字頭篆文與漢印 （《漢印徵》卷７，第２

頁）的寫法相同。 除此之外，睡虎地秦簡此字作 （《睡甲》第１０３頁），漢印中亦有作

·５８２·

《説文》未收小篆異體再補

〔１〕趙平安： 《〈説文〉小篆研究》第７２頁。



（《漢印徵》卷７，第２頁）者，其中“晏”所从的“安”與《説文》小篆不同，在“女”旁多

一豎筆。 〔１〕這類寫法在秦漢時期行用很廣，是“晏”的異體。

《禾部》：“ ，續也。 百穀之緫名。 从禾■聲。”此字秦印或作 （《秦印》第１３４

頁），漢印作 （《漢印徵》卷７，第１０頁），與説文小篆結構相同。 此外，還有一種寫法

與此並行，字作 （《睡甲》第１１０頁）、 （《秦印》第１３４頁），省略了“■”中的短横，

應爲“穀”的篆文異體。

《禾部》：“ ，銓也。 从禾爯聲。 春分而禾生。 日夏至，晷景可度。 禾有秒，秋分

而秒定。 律數： 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 其以爲重： 十二粟爲一分，十二分爲一

銖。 故諸程品皆从禾。”此字秦印作 （《秦印》第１３４頁），秦詔版作 （《秦漢金文》

第１８６頁），與《説文》小篆的結構相同。 而秦漢時期“稱”的主流寫法爲 （《睡甲》第

１１０頁）、 （《秦漢金文》第１８６頁）、 （《漢印徵》卷７第１１頁）。 按 “稱”所从之

“爯”，甲骨文作 （《甲文編》第１９１頁）、 （《甲文編》第１９１頁）諸形，象以手抓物，其

中部爲“ ”或“仌”，這和“稱”的後一類的寫法是一致的，説明 的這類寫法較字頭

篆文出現更早，《説文》失收。

《■部》：“ ，病也。 从疒矢聲。 ■，古文疾。 ■，籀文疾。”《説文》字頭篆文與漢

印 （《漢印徵》卷７第１９頁）結構相同，趙平安先生已指出，“疾”當有小篆異體作

。 〔２〕除此之外，秦漢時期，“疾”還存在另一路的寫法，字作 （《秦印》第１４７

頁）、 （《秦漢金文》第２０５頁）、 （《陶彙》第３２４頁）之形。 按“矢”在西周金文中主

要有四種寫法： （《金文編》第３７０頁）、 （《金文編》第３７０頁）、 （《金文編》第３７１頁）

和 （《金文編》第３７１頁），“疾”的篆文異體所从的“矢”與上述第三類寫法相同。

卷　　九

《山部》：“ ，山小而高。 从山今聲。”漢代的印文和金文分别作 （《漢印徵》卷

９，第７頁）、 （《秦漢金文》第２３８頁），其字形結構與《説文》字頭篆文大致相同。 此

·６８２·

出土文獻（第七輯）

〔１〕

〔２〕

趙平安： 《〈説文〉小篆研究》第６８頁。

趙平安： 《〈説文〉小篆研究》第８７頁。



外，秦簡作 （《睡甲》第１４６頁），“山”和“今”的位置互换，是“岑”的異體。

《而部》：“ ，頰毛也。 象毛之形。 《周禮》曰：‘作其鱗之而。’凡而之屬皆从而。”

此字秦大騩權作 （《秦漢金文》第２４５頁），與《説文》小篆結構相同。 此外，秦簡作

（《睡甲》第１４９頁），漢代金文作 （《秦漢金文》，第２４５頁）；又漢印“耐”作

（《漢印徵》卷９，第１３頁），其所从的“而”也屬於這一類的寫法。 知“而”應由篆文異體

作 。

卷　　十

《思部》：“ ，容也。 从心囟聲。 凡思之屬皆从思。”此字《繹山碑》作 （《篆隸表》

第７３９頁），秦印或作 （《秦印》第２０７頁），漢印作 （《漢印徵》卷１０，第１５頁），馬王

堆帛書或作 （《馬王堆》第４２１頁），這一路寫法與《説文》字頭篆文結構相同。 此外，

在戰國秦漢時期，“思”還有一種與之並行的寫法，作 （《古璽》第２５９頁）、 （《秦印》

第２０７頁）、 （《馬王堆》第４２１頁），此類寫法爲後來的隸楷系統所繼承，是《説文》失

收的異體。

《心部》：“ ，過也。 从心亞聲。”字頭篆文與 （《睡甲》第１６６頁） （《漢印徵》卷

１０，第１８頁）結構相同，同時，“惡”還有一種在“亞”中間添加羨符的寫法，如秦簡作

（《睡甲》第１６６頁）或 （《睡甲》第１６６頁），漢印作 （《漢印徵》卷１０，第１８頁），馬王

堆帛書或作 （《馬王堆》第４２８頁）。 其中的羨符或爲“： ”或爲“一”或爲“十”，尤以作

“一”的最爲普遍，這種寫法在西周金文中就已出現，如南宫乎鐘“亞”作 （《金文編》

第９４７頁）。

卷　十　一

《水部》：“ 水。 出犍爲涪，南入黔水。 从水■聲。”《説文》字頭篆文與漢印

（《漢印徵》卷１１第２頁）及熹平石經 （《篆隸表》第７７５頁）結構相同。 除此之外，

秦漢時期“温”還有兩種不同的寫法。 一種作 （《秦漢金文》第２６９頁）、 （《馬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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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第４４９頁）、 （《篆隸表》第７７５頁）之形；另一種作 （《馬王堆》第４４９頁）、

（《秦漢金文》第２６９頁）之形。 這兩類寫法應當都是“温”的篆文異體。

《泉部》：“ ，水原也。 象水流出成川形。 凡泉之屬皆从泉。”《説文》小篆與甲骨

文 （《甲文編》第４５０頁）一脉相承，字形可靠。 戰國秦漢時期，這類字形也一直行用，

如古陶文作 （《陶彙》第４５８頁），漢金文作 （《秦漢金文》第２７５頁），其結構皆與

《説文》字頭篆文一致。 此外，睡虎地秦簡作 （《睡甲》第１７４頁），馬王堆帛書作

（《馬王堆》第４６１頁），陽泉熏爐作 （《秦漢金文》第２７５頁），説明與此同時，“泉”還

有一種異體，這種寫法爲後來的隸楷系統所吸收。

《永部》：“ ，長也。 象水巠理之長。 《詩》曰：‘江之永矣。’凡永之屬皆从永。”《説

文》小篆與漢印 （《漢印徵》卷１１，第１５頁）、新嘉量 （《秦漢金文》第２７６頁）結構

相同，保留了甲骨文和早期金文的構形特徵。 此外，杜陵東園壺作 （《秦漢金文》第

２７５頁），永元二年洗作 （《秦漢金文》第２７５頁），漢印或作 （《漢印徵》卷１１，第１５

頁），字勢結構發生了改變，爲後世楷體系統所吸收，是“永”的篆文異體。

卷　十　二

《女部》：“ ，頸飾也。 从女賏。 賏，其連也。”《説文》字頭篆文是秦漢時期的主流

寫法，如秦簡作 （《睡甲》第１８６頁）、漢印作 （《漢印徵》卷１２，第１４頁），均从女从

賏，與《説文》小篆結構相同。 此外，秦印或作 （《秦印》第２４０頁），中間多出了“ ”形

的筆畫。 這一筆畫最早可能來源於“賏”下部筆畫的省變，如 （《秦印》第２４０頁）、

（《秦印》第２４０頁），後逐漸與“賏”分離。 “嬰”應有篆文異體作 。

卷　十　三

《糸部》：“ ，抽絲也。 从糸睪聲。”《説文》“繹”的字頭篆文和秦印 （《秦印》第

２５１頁）、漢印 （《漢印徵》卷１３，第１頁）結構相同，“睪”上部的“罒”横置。 睡虎地秦

簡作 （《睡甲》第１９３頁），秦漢印又或作 （《秦印》第２５１頁）、 （《漢印徵》卷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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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頁），“罒”豎置，是“繹”的篆文異體。

《土部》：“ ，書墨也。 从土从黑，黑亦聲。”此字在秦漢印文中有作 （《秦印》第

２５９頁）、 （《漢印徵》卷１３，第１１頁）之形，與《説文》字頭篆文結構相同。 而秦簡作

（《睡甲》第２０２頁），漢印或作 （《漢印徵》卷１３，第１１頁），其所从的“黑”與《説文》

所録篆文不同，上部作“田”形， 〔１〕應是“墨”的篆文異體。

卷　十　四

《■部》：“ ，大■也。 从■夌聲。”《説文》字頭篆文與 （《睡甲》第２１２頁）、

（《秦漢金文》第３３３頁）、 （《漢印徵》卷１４，第８頁）的結構大致相同，右部爲“夌”。

此外，漢印作 （《漢印徵》卷１４，第８頁），漢金文作 （《秦漢金文》第３３３頁）；漢印

又或作 （《漢印徵》卷１４，第８頁），漢簡作 （《篆隸表》第１０３１頁）。 表明“陵”所

从的“夌”當有不同的寫法，或加兩點於中部，或加兩點於右側。 實際上，這種與《説

文》字頭篆文相異的字形是當時的主流寫法，《説文》失收。

《九部》：“ ，陽之變也。 象其屈曲究盡之形。 凡九之屬皆从九。”《説文》字頭篆文

的字形與秦簡 （《秦簡牘》第４０８頁）類似。 而漢金文多作 （《秦漢金文》第３４８

頁），漢印作 （《漢印徵》卷１４，第１１頁），此類寫法中，“九”的上部明顯向左曲折，上

承西周金文 （《金文編》第９４９頁）而來，是“九”的篆文異體。

《酉部》：“ ，就也。 八月黍成，可爲酎酒。 象古文酉之形。 凡酉之屬皆从酉。 丣，

古文酉。 从卯，卯爲春門，萬物已出。 酉爲秋門，萬物已入。 一，閉門象也。”此字新莽

時期的二斤權作 （《秦漢金文》第３６１頁），熹平年間的《韩仁銘》作 （《篆隸表》第

１０６７頁），其結構與《説文》字頭篆文大致相同。 然而這是一種比較晚起的寫法，秦漢

時期，“酉”的常見寫法主要有兩種，一種作 （《睡甲》第２２２頁）、 （《漢印徵》卷１４，

第１９頁）；一種作 （《睡甲》第２２２頁）、 （《漢印徵》卷１４第１９頁）。 考西周金文

中，“酉”有作 （《金文編》第１０００頁）、 （《金文編》第１００１頁）之形，可知上述“酉”

的兩類寫法皆有所本，是“酉”的篆文異體。

·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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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魏棟先生已指出“黑”的這類異體，詳見魏棟： 《〈説文〉未收小篆異體録補》第３０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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