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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周禮﹒考工記》看

《漢語大字典》和《漢語大詞典》的釋義

李亞明*

〈周禮﹒考工記> (以下簡稱《考工記> )是迄今所見中國最早的手工業技術文

獻。本文通過與該文獻比竅，發現《漢語大字典> 1和《漢語大詞典> 2相關詞語釋

義欠安和義項疏漏的問題，茲列如下:

一、釋義欠安

[境]

《漢語大字典> : QJ通“鏡" 。量名。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乾部》

“境，自借為鏡。" <周禮﹒考工記﹒冶氏> : “冶氏為殺矢，刃長寸，圍寸，鉅

十之，重三說。"鄭玄注引鄭眾云: “蹺，量名。"

《漢語大詞典》 “境 1" : @通“援" 0 <周禮﹒考工記﹒冶氏> : “冶氏為

殺矢，刃長寸，圍寸，挺十之，重三境。"按，戴震於“重三歸"補注云: “鏡、

鉛筆體易訛，說者合為一，恐未然也。援讀如丸，十一錄二十五分誅之十三。境其

假借字也。"見〈考工記圖》

亞明案， <漢語大詞典〉末釋義; <漢語大字典》釋義易歧解。賈公彥疏《考

工記》此經: “其既是稱兩之名，非劑量之號。"明“量名"之注易致重量與容量

之歧，故特申說。其重量有三種說法:鄭玄的六兩大半兩說、王肅的六兩說及許

慎的十一蛛二十五分誅之十三說。其義同銘。綜上，本義項釋義宜調整為: “通

‘鏡， 。量詞。古代重量單位。"

[但]

〈漢語大字典> : @宜。《周禮﹒考工記﹒冶氏> : “己帽則不入，己句則不

決。"鄭玄注: “己侶，謂胡徵宜而邪多也。" <大戴禮記﹒勸學> : “其流行情

下帽句，皆循其理。"清王聘珍解詰: “侶，直也。句，曲也。"

*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總編室。

(漢語大字典}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四川辭書出版社、湖北辭書出版社1993年第1版。

2 {漢語大詞典}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編黨處編賽，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年第1版。



3 日

《漢語大詞典> :~)微悔。〈禮記﹒樂記> : “但中

〈夷盤內志 E 碎、*指> : “臨床駭人，商絕大，潔白帽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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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詣。"宋洪灑

，賣去接疏《考工記》此經: “已緒，謂胡頓大舒。"聽話讓 (J建禮正

> : “此經說鞠器臨折孵勢，凡侈者臼館，數者日句，合校其角度之銳蝕，則
f農旬. (欒記}去 4個中矩，句中鉤，是也。" (324的波哥[程瑤自語: “但謂提

提於外縛，太向上啦。" (3246) “自一矩之折，而顯伸之出乎一短之外，名之思

稽。" (3507) <<大戴禮記到歡喜餐} “催句"泛指體曲的角度，故其擠不適於本義

環。綜上，本義噴釋義豆豆謂整為: “晦，彎曲;與 e直，相艷。特指冉升戀島，嘴

角大於直角 (900

) :與‘旬，相對。"

{旬 i

〈豆葉諾大字典> :曲，彎曲。{馬禮﹒考工記﹒臘人> : “句兵欲無彈。"﹒

{漢語大輯與} “句 1" :位體臨。〈問轍，考工記﹒冶氏} : ..戈還要工寸，

內稽之，胡立之，接四之。巴僑則不入，己句則不決。"鄭玄注: “戈，句兵愷...

...巳句謂晶晶多位。 t.Á 1草人則創不決。"

“句"的“醋，彎晶"義. (辜人》儕證更為體切: “東人跑來，疵

畏尺有一寸，中宜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之尺有三寸。"凸現與“主"相對。〈治

民》鴨特指向內彎捕，夾角小於車角 (90 0
) ，興"館"相對。孫話讓〈周禮正

> : “刃大臣向下，由聽多蝕。.. (3247) “此經說制器曲折形勢，九侈者臼餌，

斂者臼句......" (3248)並哥!程瑤聞語; “句謂攘句於外縛，橫啄之雖可入，然太

向下，與胡相迢，是跌入間難決斷也。" (3246-3 百47) “串一矩之折，而複賠

乎一想之內，名之日句。" (3507) (匠人> : “欲為瓣，則句於笑Ë 0 n 孫話讓《間

體正義》引程瑤聞語: “惟准曲拒之正方而旬之，誠如備旬之欖形，段又旬之如錯

句之宜形，紹其來水之緩餘，與其地脈之所賞問權聽之，自能成真潮之深淵矣 J

(3500)綜上，本義項釋義宜調整為: “齒，彎晶;與﹒宜，相對。特指向內彎晶，

爽角小於直角 (90 0
) ;與‘悟，梧對。"

i 宣]

<<~藥諾大字典> : 1 

工記﹒室主人} : “車人之事，

入頭之長啦。.，

'古尺一尺三又三分之一寸。([需禪﹒考

。'鄭玄注: 鷗斗""瓶口亡了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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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大詞典 Þ : 17.長度單位。古代一尺三又三分之一寸，稱宣。《周禮﹒
考工記﹒車人 Þ : “半矩謂之宣。"鄭玄注: “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人頭之

長也。"

亞明案， <車人》原文為: “草人之事，半矩謂之宜，一宣有半謂之囑，一

囑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聲折。"孫諂讓〈周禮正義 Þ : “此矩即《輿人〉
‘方者中矩，之‘矩， 。鄭誤以此經為說長短之度，而一矩、半矩，度無明文，故

以意定之，謂取法人身長八尺，上下分之，有此三節，因以求其數也。......鄭所推

宣囑聲折尺度，皆以《車人〉 ‘為車柯三尺，之文，增減求之。不知此文自泛論侶

旬之形，而非計長短之度。一楊有半之倡旬，與三尺之長本不相謀也。" (3508) 

並引程瑤田語: “矩者，但旬之正方者也。......故車人之事為借句發凡起例，而

折直矩為正方之一矩，以為一切倍句之權衡，乃衰判一矩之角而二之，日半矩。"

(3507-3508)陳禮〈東塾讀書記﹒周禮 Þ : “一宣者四十五度角也。"綜上，本義
項釋義宜調整為: “量詞。古代角度單位，矩的二分之一夾角 (450

) 

[凍]

《漢語大字典 Þ :練絲，煮絲使成熟絲。《說文》水部: “澡，瀾也。"段

玉裁注: “1束之、暴之，而後絲吊之質精，而後染人可加染，濟之以去其瑕，如

潤米之去康槳，其用一也。故許以潤釋凍......瀾謂米，凍謂絲品也。" <玉篇﹒水

部 Þ : “澡，煮絲緝熟也。" <周禮﹒考工記﹒慌氏 Þ : “幌氏凍絲以說水。"

〈漢語大詞典 Þ : CD煮絲娟使之軟熟。

亞明案，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又引《周禮﹒染人》 “凡染，春暴練"及

其注“暴練，練其素而暴之" ，並云: “按，此‘練，當作‘澡， 。 ‘練其素， , 

素者，質也，即《慌氏》之‘i東絲， 、 ﹒、凍吊，也。已凍之吊日練。采部‘練，下

云: ‘凍繪也'是也。" <漢語大字典〉引《考工記》破句。〈幌氏》原文為:

幌氏揀絲，以j兌*~區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畫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

謂水凍。 1東吊，以欄為灰，握淳其吊，實諸澤器，淫之以置。清其灰而盡之，而揮

之，而決之，而盡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決而盡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

七日七夜，是謂水凍。"宋代王昭禹《周禮詳解 Þ : “治絲而熟之為凍，絲吊熟然
後可以設飾為用。"孫話讓〈周禮正義 Þ : “凡治絲治吊，通謂之澡。" (3317) 

科學史學者從古代精練的角度予以闡述: “這整個過程所述是利用了絲膠在鹼↑生溶

液中溶解度較大的特點，先在較濃的鹼性溶液(棟灰水)中使絲膠充分膨潤、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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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用較稀的驗性溶液(接灰水)把絲膠脫下 c ...... <考立:記》摺絲、 ff善之精總11:班開

來，這是卡分合理的，自絲未品要像鳥都樣，把絲膠蛻點得那樣乾淨密" 3聶將?來絲

網成品詞語及方式詞語繡係概括如表:

製f字符丟進 成品

上{宣言司 對象

絲
凍

• ~東絲吊方式不限於後來的煮這一種。聞此，

、曝曬、煮等2日工方式練絲為使軟熟。"

二、韓頃曬攏

{憲章}

〈漢語大字典) :古代車路底部四齒的纜木。.....

〈漢語大詞典) : CD車接橫木。一說，為車賠臨部田面的積木。〈周禮﹒ 〈考

〉序) : “車轄的尺。"鄭玄在: “幣，興後橫木 0" <周穗，考工記﹒輸

入) : “特之方也，以象地也。"貿公主實踐: “云‘夥之方值，以豪地也'者，據

輿方而言，不言輿雷戰者，事多是輿之本，故舉以當之。"

亞研案， <說文解字)車音ß : “轄，車接積木土色。"段玉裁注: “合輿下三誼

之材輿?是積木前正方，故謂之事2......渾言之，自聞自轄，析雪之，輯軾研討曰靶，

輯後日彰。"戴震《考工記觀> : “與下自臨材合而收輿謂之事章，亦謂之收，獨i且

為輿後橫者，美其傳也 c "孫諮讓《周禮正義》尋[徐黨原禱: “草書之本義，專搭車

?是積木，以其為興之本，當輿者多舉以言之，故輿床及兩旁連串之寧主矣。〈說文》

明i . 車軾前由。' 鄭在《輸入〉云: 雖軌謂興下之誼之材，輯式之所針。'

僻、財興之姆彈，或由乎前暉，通輯之職;或自乎後昂， i'重謂之輩雪，本無定名。?種語

訊設事雪，則不可路。.......記‘艙，凡五覓，其則有三: ‘六分其糞，以一為之輕

圈，輿後橫木也; ']日轄與體. '夥方，象輿咱也; ‘五分車套間，

屁戰' ，爾努也。" (3130)搜尋!鄭珍語: “事雪白是輿後橫木專名，執白

將導名。車主名可通於軌，親名不可通於幣。.......康成注‘瞥，凡三處:此去‘幸言，

與後橫木，者，著其主三名也。問醋高悶，當專攏，餘可見矣;下 1日夥與轍，

3 <中還表文明史> .但J~t教育出版社199是年級，第二卷書“先秦"第21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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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章，輿也'者，以經通言四面也; <<輿人》 ‘轄圍，云‘轄，輿後橫，者，以戰

車凡異圍，經所明是後橫者之度，其軌閻在《輿人> '故宜別之也。" (3130-3131) 

由上可見， “戰"有渾言和析言兩種意思。渾言指車廂底部四面的橫木。析

言則又有兩種意思，一種是特指車廂底部後面的橫木，與“軌"相對。例如〈輿

人> : “六分其廣，以一為之戰間。參分聆圍，去一以為式圍。"鄭玄《問禮

注> : “擊，輿後橫者也。"孫話讓〈周禮正義》引鄭珍語: “康成注‘加戰與

髏'云: ‘轄，輿也。'是非不以戰為四方庇輯、戰間為兩旁矣。而前注‘車轄四

尺， '去‘轄，輿後橫木， ，此又去然者，以此經轄圍獨為輿後橫木之數也。知獨

為輿後橫木之數者，以左右前三面材之圍在下《輛人〉也。四方皆轄，其圍宜同，

而後獨異者，以輿後止人所登下，非若三面范輿任正之外，又須於上置闌，故其圍

狹於三面也。四方周數雖異，同連輿底，自歸輿人為之。 (3197-3198)另一種

是特指車廂底部兩面的橫木。例如〈輪人> : “弓長六尺，謂之庇轍，五尺謂之庇

輪，四尺謂之庇酷。" <<輛人> : “五分其戰間，以其一為之軸圍。"賈公彥〈周

禮疏> : “上《輿人》云: ‘輪崇、車廣、衡長參如-J 則轄間即輿廣輿衡長，

俱六尺六寸。"孫話讓《周禮正義》引戴震語: “左右戰之間六尺六寸，軸之長出

載末，而以聆間為度者，主乎任輿之六尺六寸也。" (3217) 

綜上，本義項釋義宜調整為: “古代車廂底部四面的橫木。有時特指車廂底部

後面或兩面的橫木。"

[軌]

《漢語大字典> :車前掩輿之板。〈說文﹒車部> : “軌，車軾前也。"段

玉裁注: “戴先生云: ‘車旁日輯，式前日軌，皆撐輿版也。軌以掉式前，故漢

人亦呼日掉軌， <<詩〉謂之陰。， " <<周禮﹒考工記﹒輯人> : “軌前十尺而策

半之。"鄭玄注: “書或作靶。玄謂軌是。軌，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輯式之所

封，持車正也。"清真.~珍(輪輿私筆〉二: “車箱三面之下即戰之左右前三方也。

'一說在輿之前戰下正中。清阮元(考工記車制圖解﹒輿解第三> : “當式下

圍輛者曰軌。軌之為物，蓋在輿之前戰下正中，略如伏兔，為半規形，以圍輛身與

輿之力"清焦循《雕諒集﹒釋軌> : “輛宜與髏平，而礙於前後戰之飛出，則

必於飛出礙輔之處，刻為方缺，以限輛，所謂軌者，蓋即此。"

《漢語大詞典> :軾前掩輿之板。《周禮﹒考工記﹒輯人> : “軌前十尺而策

半之。"鄭玄注: “鄭司農云: ‘輒謂式前也。'玄謂軌是。軌，法也，謂輿下三

面之材，輯式之所封，持車正也。"一說，為圍輔之木。形如半規，位於輿之前戰



42 中圓語艾滋訊

下正中。清旺冗〈考工記毒草制圖書率﹒輿解> : “當式下鹽耕者自軌。親之為物，

在興之前夥下正中，略妞使兔，主各半規靜，以齒輪身。輪與與之力，在?愛輕則有任

正以持之，在前特則有親以銜之，故左右轉既不致敗折。"清焦倍〈釋執) : “輯

宜興艘平，罰礙於前後車主之飛出，則必幸者飛出聽輔之處，知為主缺，以限麟，斯謂

眠者，葦即段。"

亞研案，戴露說見《考工記圈) 0 孫語言賽 (0需體正義》蔬《輸入〉此釋:

..但軌之:本麓，旦旦白連戰興高1及左右三酋材。《大行人〉之‘車車只. • {說文》車

部引作‘鵲軌， 。有揖軌，現有左右靚矣，故?是鄭又增成其義世。.. (3210) 

?是鄭話可丸，為‘輿下三臨材' ，先聽話‘靶，為‘式前，義雖小異，意賽相

成。.. (3212) “與 F三誼材持東正者縛在名軌。" (3212)並引徐議原語: “東JíL前

者，稱軌之前告。" (3211) 

綜上﹒本義項釋義{似宜調整為: “車前掩興之破，與可毒，相對。一說軾下半

規形闢輯部件，與事任正，相對。一說革時路部前面及在右觀詣的積木，與‘轄，

相對"

{水}

《與人) : “立替中縣，衡者中水。" <說文解字》水部: “水，唯也。"

“水"搞“水平廳.. " <漢語大字典》義項@“用水湖平"

“水平笛" 0 <漢語大字典〉和{漢語大詞典》均未敢錯本義項。宜桶。

{九和 1

〈弓人) : “材羹，工巧，為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髓，謂之參

均。最其力有三(參)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蟬，筋三棒，膠二

紹，絲三郎，漆三堅持。"孫話讓{閣總正義)) : “參持者凡丘，把乘站丸，是謂九

幸自由。和均議悶。" (3558) “九和"指“弓的魚、幹、韌三者力度均勻荷協調，並

分別達到材料完美、製作精巧而鐘縛的三個要求 ö" <漢語大詞典》 “九租"未收

據本義項. 1位主捕。

{聲折}

{漢語大詞典) :泛指人身、物體或自然形態曲折如馨。〈

輯人) : “為學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街旬，聲折。"鄭玄法: “轉折，中晶

，不參正愷。"

亞研案， “轉折"之名，接寶琮謂 135。 '聞 151
0

52'30秤，



2008年6月第83-84期(合刊) 43 

戴吾三謂合今 148 0

。孫言台讓《周禮正義》疏〈輯人 ~ : “此經言‘碧折，者，

文凡四見，而度則有三(分別約一百三十五度、一百五十一度八分度之一、

一百六十五度一一亞明案) ，不足異也。" (3511)另三見為: <匠人~ : “凡行

莫水，曹折以參伍。" <車人~ : “車人之事，半短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囑，一

囑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碧折。" “借句曹折，謂之中地。"孫話讓〈周禮正

義~ : “〈車人》碧折，本為一柯有半，與《碧氏〉文異( <曹氏〉文指: “碧氏

為薯，倍句一短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搗三。"一一亞明案)。依鄭此注，其

侶雖視一柯有半尚贏十餘度，然亦不害其同為碧折。《車人〉侶句四形，祇就靠侈

弧度約略區別之，不必豪秒密合也。" (3303) “......而為〈輯人》辜鼓之可居句

碧折， ，則約百六十五度也。" (3日 1) 並引程瑤田語: “依其說圖之，過乎《曹

氏》碧折約三十度。" (3303)孫諂讓〈周禮正義》又去: “碧折者，如碧之倡句

也。但《曹氏〉云‘借句一短有半， 。二者不同者，此經所說宣、囑、柯、聲折四

倡句之形，各以益半遞增成度，與〈碧氏》 ‘一矩有半，專明為碧之度異。然‘一

柯有半，之‘碧折' ，與‘一短有半，之‘碧折，數異，而名不害其同也。...

‘一柯有半'之‘碧折， ，則百五十一度八分度之一也。......是故此職之‘碧折，

則百五十一度八分度之一， <曹氏》之‘倡句，則百三十五度，二形差十六度八分

度之一，而皆可以‘臀折，名之。蓋此經四者益半遞增之度，本非求合於碧折，特

以兩度所差不多，遂自‘碧折，以為名。" (3日1)是即:

90 0 

<碧折< 180。

綜上，本義項釋義似宜調整為: “泛指人身、物體或自然形態曲折如聲，即形

成大於直角( 90 0 
)而小於平角 (180

0

)的鈍角。

[柯]

〈漢語大字典~ : @尺度。長三尺之稱。清王筠〈說文句讀~ : “《考工記〉

可司長三尺， '故又日‘一囑有半謂之柯' '是因以為尺度之名也。" <周禮﹒考

工記﹒車人> : “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囑，一囑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

碧折。"鄭玄注: “伐木之柯'柄長三尺。"

〈漢語大詞典》設“古為長三尺之稱"義項。

亞明案，王筠〈說文句讀〉混〈車人》 “柯長三尺"與“一囑有半謂之柯"

二例為一義。《漢語大字典〉所引《車人〉 “一囑有半謂之柯"例證與所附義項不

適。孫話讓《周禮正義〉疏〈車人》駁鄭注: “去‘柄長三尺，者，亦誤以柯站長

短之度也。......‘一囑有半，之可可' ，則一百一度四分度之一也; ‘一柯有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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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釋?斤， ，則 ÉÎ五十一度八分歧之…也。" (3510~3511 

樓高傲鳴，益主拉蟬，則楣於炬，而為…姐又八分誼之…矣，

那:

中國語文通訊

i程瑤宙語: “又由

。" (3510 

開且囑+ 1 欄目 67.5。“← 33.75。叫 10 1.25。

綜1:' “鴨"誰補義項: 。古代角度攤位，轉 (67.5
0

) 與樓的二分之一

夾角 (33.75
0

)之和(1 0 1.250

) ö" 4 

4 ì支少華{從〈這乎忘記〉看〈漢語大字典〉的義瓊織機H毒農 1996年第2期)灣指出《漢語

大字典〉漏列本錢頃，而未提出街股綾數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