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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大字典》訂補八則＊

單周堯

提要 本文嘗試就《漢語大字典））對下列各字形義的説解進行改正和補充： （一）蚤，

（二）玉，（三）李，（四）暴，（五）折，（六）般，（七）祝，（八）翊。

關鍵詞 《漢語大字典））；文字學；甲骨文；訓詁

1941 年 4 月，王力先生在清華大學三十周年紀念演講會上講了一個題目，叫做｀｀理想

的字典'\了－先生的講稿，先發表於《國文月刊》第 33 期，後又刊載於《龍蟲並雕齋文

集》第一冊。在結語中，了－先生說，理想的字典，並非一個人所能辦到的，單說考證字

義的時代，非但是數十人、數百人的事，而且恐怕是數十年或數百年的事＼但是，不用等

數百年，在了－先生演講後的三十多年＿＿-1975 年，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提出編寫《漢語

大字典》＿一部以解釋漢字的形、音、義為主要任務的大型語文工具書，承擔編寫任務

的有三百多名學者，了－先生擔任《漢語大字典》的學術顧問。經過大約十年的艱苦奮鬥，

於 1984 年編成初稿，並於 1985 年開始分卷定稿，陸續出版。由於《漢語大字典》涉及的

內容極為廣泛，編纂的難度很大。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雖於 1975 年就開始組織編寫隊伍，

着手搜集資料和編寫的準備工作，但是，編寫初稿的工作從 1979 年才開始 2, 真正編寫與

定稿的時間相當倉促，錯漏難免，本文提出訂補八則，以燕石之瑜，補琬琰之瑕，相信了

－先生在天之靈，必定會感到欣慰。

一簽

《漢語大字典》｀｀蚤''下收載茫（乙 5858)、'（乙 3664) 等甲骨文和？（亞若匯）、，，
（盂鼎）等金文，其下云：

羅振玉《增訂殷虛書契考釋·中》： ｀｀卜辭諸若字象人舉手而踞足，乃象諾時巽順之狀。

古諾與若為一字，故若字訓為順，古金文若字與此略同。＂按： ｀｀轰＂為｀｀若''的初文，象

人席地而坐將髮理順形。金文或加｀｀口＂為｀｀若'\為｀｀諾''的本字。 3

案：《說文解字》卷 6 下僉部： ｀｀為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搏桑，壼木也。象形。……

h，籀文。 ',4 又卷 1 下丼部： ｀｀若，擇菜也。从丼右，右，手也。一曰：杜若，香丼。 ',5,｀若',
與｀｀紀義異，廬''不是｀｀若''的初文。至於甲骨文的钅（乙 5858)、？ （乙 3664) 等字，
除羅振玉 (1866-1940) 外，葉玉森 (?-1933)、白川靜 C 1910- ）也曾加以研究。葉

．本文曾於 2000 年 8 月在北京大學紀念王力先生誕生 10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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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森說： ｀｀象一人踞而理髮使順形''％白川靜則認為象女巫於神附身時之狀態 7。筆

者認為羅振玉、葉玉森、白川靜三人之說均有可商，經過分析後，筆者指出：

案此字於卜辭中有順意，殆即經籍中訓順之若字。又此字孳乳為諾，故羅氏謂

象諾時巽順之狀，惟何以甲骨中此字均呈披頭散髪形，實不可解；葉說頗能解釋此

字於卜辭訓順之理，惟此字是否象理髪使順，覯字形似尚難確說，且踞而理髮使順，

何以能孳乳為諾，亦不可解；白川靜謂女巫於神附身時，陷於迷亂之狀態，頭髮亂

如雲，兩手舉而跪坐，其說頗能解釋甲骨文之字形，然何以卜辭此字有順意，且又

孳乳為諾，豈女巫所傳達之神意皆順人意，且於人之請求，盡皆應諾之邪！竊疑此

字象俘虜散髪舉手之狀，故凡事巽順，無不應諾也。甲骨文有，（續 2. 16. 1) 字，
象人舉手踞足與？同，惟頭上有｀，與童、妾等字同，殆即郭沫若所謂｀｀古人於異
族之俘虜或同族中之有罪而不至於死者，每黥其額而奴使之''者也。乂甲骨文有f
（乙 3307) 字，象人散髮形，與嵒略同，其上有尸淨］持之，萘亦降服之意，與反字
作£ （甲 1020) 者意略同。又梏字音若，與虜，奴二字鐸魚對轉（若字日紐鐸部，
虜字來紐魚部，奴字泥紐魚部。日古歸泥，則若、奴二字古音尤近），與臧字鐸陽對

轉（臧字精紐陽部），與獲字則同屬鐸部（獲字匣紐鐸部）。臧獲者，被虜獲為奴隸

者之稱也。又若與臧同有善意，《爾雅·釋詁》曰： ｀｀……若......臧...…善也。＂于省

吾曰： ｀｀施威武以征服臣妾，自為得意之舉，故引伸有臧善之義。＂是則稽之字形，

覈之音韻，驗諸古籍，皆以?象俘虜散髪舉手之狀為勝。 8
筆者有關｀｀若＂字的研究，是 80 年代做的．其實，瑞典漢學家高本漢 (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1889-1978) 在 1940 年以字典形式寫成的｀｀Grammata Serica, 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漢文典一＿中日造字諧聲論》） ＼以及

於 1957 年在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第 29 期發表的'`Grammata

Serica Recensa"(《漢文典》［修訂本］），已提出與筆者相同的見解，彼此不謀而合．

《漢語大字典》所引述的羅振玉說，似不足據．

二玉

《漢語大字典》｀｀玉''下第 8 個義項說：

磨練；培養。《詩·大雅·民勞》： ｀＇王欲玉女（汝），是用大諫。 ',10

案：《大雅·民勞》是召穰公諫周厲王之詩 11 。`｀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是全詩的最末

兩句，《鄭箋》解釋說：

玉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 12

根據鄭玄，｀｀王欲玉女＂之｀｀玉'\是｀｀金玉''之｀｀玉'\不過，阮元 (1764-1849) 卻

有不同的意見。阮氏說：

許氏《說文》｀｀金玉''之｀｀玉''無一點，其加一點者解云： ｀｀朽王也，从王有點。讀若

｀畜牧＇之｀畜'。"是｀｀王＂與｀｀玉''音義迥別矣。《毛詩》｀｀玉＂字皆｀｀金王＂之｀｀王'\

惟《民勞篇》｀｀王欲玉女'\ `｀玉＂字專是加點之｀｀玉'\後人隸字混淆，始無別矣。《詩》

言｀｀玉女＂者，畜女也。畜女者，好女也。好女者，臣說君也。召稚公言：王乎！

我正惟欲好女畜女，不得不用大諫也。《孟子》曰： ｀｀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其詩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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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孟子》之｀｀畜君',，與《毛詩》召穩公之｀｀玉女＂

無異也。後人不知｀｀玉''為假借字，是以鄭《箋》誤解為｀｀金王＂之｀｀王＂矣。蓋

玉、畜、好、 7、九古音皆同部相假借。《淮南·說林篇》曰： ＂白璧有考。＂《氾論篇》

曰： ｀｀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考即朽，朽即玉，謂王之釁也。王有釁，即是有孔。

故《考工記》、《爾雅》皆以璧之孔為好。好即玉也。《呂覽·適成篇》： ｀｀民善之，則

畜也。＂注：＇｀畜，好也。＂《說苑》： ｀｀尹逸對成王曰： ｀民善之，則畜也。＇＂此｀｀畜',

字即｀｀玉女＂ ｀｀玉''字也。《說文》： ｀｀嬸，媚也。＂孟康注《漢書·張敞傳》云： ｀｀北方

人謂媚好為詡畜。＂＇｀畜''與｀｀嬸''通也。《禮記·祭統》云： ｀｀孝者，畜也。＂《釋名》

云： ｀｀孝，好也。愛好父母如所說好也。＂是愛於君親者皆可云畜也。畜即好也，好

即玉也。畜與旭同音。故《詩》｀｀驕人好好'\《爾雅》作｀｀旭旭'\郭璞讀｀｀旭旭',

為｀｀好好''。凡此，皆｀｀玉''字（加點之｀｀玉''字－－阮氏原注 13) 與｀｀畜'\ `｀好',

相通相同之證也。 14

在上引阮文中，｀｀金玉''之｀｀玉''多據小篆作＇｀王＂，象三玉之連；其作｀｀玉''者，

多為｀｀丕＂之或體。阮元認為，｀｀王欲玉女＂之｀｀玉'\實際上是《說文》｀｀從王有點'\

解為｀｀朽玉''之｀｀玉＂ （即｀｀王＂之或體）．｀｀金玉''之｀｀玉''原無點，隸變後始加點

以別於｀｀君王＂之｀｀王",,｀朽玉''之｀｀玉＂遂與｀｀金玉''之｀｀玉＂混淆而遭誤認誤解。

阮元認為｀｀王欲玉女＂之｀｀玉女'\當解為｀｀畜女'\ "好女'\即《孟子》之＇｀畜君'\

｀｀好君'\換句話說，｀｀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意思是：王啊！為了愛護您，因此只

好大力勸諫。阮元此說很有說服力，清代《詩經》學者如馬瑞辰 (1782-1853) 、陳

奐 (1786-1863)、王先謙 (1842-1917) 等皆從之。 15

劉玉國教授在香港大學撰寫的博士論文《（眾經室集）釋詞例釋》對這個問題有

詳細、深入的分析，可以參看。 16 《漢語大字典》把｀｀王欲玉女＂之｀｀玉''釋為｀｀磨

練、培養'\似不及阮說之可信。

三李

《漢語大字典》｀｀李''下第 3 個義項說：

通｀｀理＂。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木部》： ｀｀古李、理同音通用，故｀行李＇與

｀行理＇竝見，｀大李＇與｀大理＇不分。 ',17

案： ＂行李''一詞，見於《左傳·僖公三十年》： ｀｀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杜預

注： ｀｀行李，使人。 "18"行理''一詞，則見於《左傳·昭公十三年》： ｀｀行理之命，無

月不至。＇＇杜預注： ｀｀行理，使人通聘問者．＇， 19 又見於《國語·周語》： ｀｀敵國賓至，

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韋昭注： ＂行理，小行人也。 ',20 《左傳》僖公三十年《孔

疏》：《周語》： ＂行理以節逆之。＂賈逵云： ｀｀理，吏也，小行人也。＂孔晁注《國語》，

其本亦作李字，注云： ＂行李，行人之官也。＂然則兩字通用，本多作理，訓之為吏，

故為行人、使也。 21

以｀｀行李＂之｀｀李'\ `｀行理＂之＂理＂為｀｀吏''之假借，於義為順。｀｀李'\ `｀理＂、

`｀吏''古音皆來紐之部，故可通假。

因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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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大字典》｀｀暴''下收小篆為並云：

《說文》： ｀｀梟，晞也。从日，从出，从収，从米。囑，古文．。从日，廌聲。＂段玉

裁注： ｀｀日出而竦手舉米曬之，合四字會意。''`｀經典皆作暴。 ',22

其下載 pU 、 ba o 等音。 pU 音下云：

曬，曬乾。後作｀｀曝'\《廣韻·屋韻》： ｀｀暴，日乾也。＂又《號韻》： ｀｀暴，晞也。＂

《小爾雅·廣言》： ｀｀彙（暴），曬也。"

ba o 音下第 6 個義項云：

急驟；猛烈。《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 ｀｀故倒行暴施之。＂司馬貞索隱： ｀｀暴者，

卒也，急也。＂《水經注·江水》： ｀｀江水又東逕流頭灘，其水竝峻激奔暴，魚鼇所不能

游。＂宋蘇洵《諫論下》： ｀｀須臾顧見猛虎，暴然相逼，則怯者不待告。＂

第 7 個義項云：

急躁。如：暴跳如雷。《史記·佞幸列傳序》： ｀｀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司馬

貞索隱： ｀｀言暴猛伉直。＂唐皮日休《周昌相趙論》： ｀｀苟剛暴則勝柔，柔久則勝剛，

物之常理也。＂《封神演義》第三回： ｀｀吾因一時暴躁，題詩反商。＂

案： ｀｀急驟、猛烈'\以及｀｀急躁''的本篆當為量。《說文》： ｀l, 疾有所趣也。从
日出字升之''。 23 隸變後，．和畫都變作｀｀暴'\《漢語大字典》漏載矗篆，顯然是一種

疏忽。

五折

《漢語大字典》｀｀折＂下云：

《說文》： ｀｀折，斷也。从斤斷丹，譚長說。＄斤，籀文折，从舺在＾中，＾寒，故

折。所，篆文折，从手。 ',24

案：《漢語大字典》所引《說文》有誤。｀｀折，斷也。从斤斷丼''之｀｀折'\當作代

始怡然理順。乂｀｀斯，篆文折，从手''之｀｀斯＂，當作憬。

六般

《漢語大字典》｀｀毆''下云：同｀｀毆'\《說文·女部》： ｀＇及，相擊中也。 ',25
案：《說文解字》卷三下女部： ｀｀般，相擊中也，如車相擊，故从女从書。 "26

｀｀如車相擊'\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作｀｀如車相蕈'\並云：驁，車轄相撃也。

轄亦葦字，車軸崗鍵也。書，車軸崙也。女，可用擊之物，故從女；書，取意於車相

驁也。 27

《段注》乂曰：

《考工記》： ｀｀毆兵同強'\兼戈、戟、女言之； ｀｀和弓毆摩'\《注》： ｀｀毆、拂也＂，

手部曰： ｀｀拂、過擊也'\惟《記》文用此字本義。 28

俞樾 (1821-1906) 則以為《說文》所說者非｀｀般''之初義，俞氏《兒笞錄》曰：

《說文》艾部： ｀｀般，相擊中也，如車相擊，故从女从般。＂樾謂凡物能相擊者多

矣，何獨取譬於車而从害乎？許君所說，殆非本義也。今按：殷者，豎之古文也。車

部： ｀｀鑿，車轄相擊也。从車，从殷，般亦聲。＂般既从書，繫又从車，鍾複無理。蓋古

字止作殷，从女从書，書者，車軸崙也，故為車轄相擊。乂引申之則凡相擊者皆曰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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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擊字即从般也。引申義行而本義轉廢，於是又製从車之鑿，以為車轄相擊之字，孳

乳疫多，非古字矣。 29

馬敘倫 (1884-1970) 則以為俞說未安，謂｀｀般''乃从女書聲，其本義仍當訓｀｀擊'\

馬氏《說文解字六書疏證》曰：

倫按：說解非許文，从女上有故字可證。《廣韻》： ｀｀毆，攻也。＂書音于濊切，在

喻三，或體作轉，彗聲，彗音邪紐，邪及喻三同為摩擦次濁音，故書或从彗得聲。古

讀喻三歸匣，殷音見紐，同為舌根音，是殷从書得聲，為攻之轉注字。若以从書得義，

如必俞先生說為車轄相擊之初文，然豈因車轄相擊而後有攻擊之事，必不然矣。況

車轄相擊乃偶然之事乎！然則因車轄相擊而增車為~以為專字則可；謂般為~之

初文，倫竊以為未安。說解當云： ｀｀擊也。从女，書聲。＂撃為獸之後起字。 30

堯案： ｀｀書''字《大徐本》｀｀于濊切'\《小徐本》＂于歲切'\上古竝匣紐月部；《廣

韻》二音，一音＇｀于歲切'\與小徐同，一音｀｀祥歲切'\上古邪紐月部。｀＇般''字《大

徐本》｀｀古歷切'\《小徐本》｀｀堅歷切'\上古竝見紐錫部；《廣韻》｀｀苦擊切'\上古溪

紐錫部。月、錫二部韻尾不同，先秦合韻甚少，似僅見於《詩·大雅·韓奕》二章

以襪（月部）韻厄（錫部）而已。至於聲紐方面，邪紐為舌尖前濁擦音，見紐為舌

面後不送氣清塞音，溪為舌面後送氣清塞音，邪與見、溪相去固甚遠叭匣紐雖為

舌面後濁擦音，惟匣紐三等（書之聲母所屬）與見紐及溪紐之一二四等（殷之聲母所

屬）甚少諧聲巴｀｀般''與｀｀書''聲韻相去竝遠，馬氏謂｀｀般''从害聲，說頗可疑。至

於說｀｀般''為｀＇撃''之初字，似亦未必勝於俞樾《兒笞錄》之說。馬氏所以難俞氏者，

最有力之一句，為｀｀豈因車轄相擊而後有攻擊之事＂，惟《說文》訓｀｀擊踝''之珮33 、

訓｀｀擊''之｀｀剜 ',34, 竝見於甲骨文及金文蜊訓｀｀從上擊下＂之｀｀殷',36、訓｀｀繇擊',

之設37 、訓｀｀小擊''之支38, 見於甲骨文叭訓｀｀擊''之｀｀肇 ',40 及＇｀攻 ',41, 見於金

文也而｀｀般''與｀｀擊''竝不見於甲骨文及金文，可能是後起字。俞氏謂｀｀凡物能相

撃者多矣，何獨取譬於車而从害乎？ ＂其說於理為長。

七祝

《漢語大字典》第 8 個義項說：

斷；斷絕。《廣雅·釋詁一》： ｀｀祝，斷也。＂《正字通·示部》： ｀｀祝，斷絕。＂《公

羊傳．哀公十四年》： ｀｀子路死，子曰：｀嚷，天祝予！＇＂何休注： ｀｀祝，斷也。＂《列子．湯

問》：＂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張湛注引孔安國《尚書》傳云： ｀｀祝者，斷截其髮也。＂

,' 

｀｀祝''的本義是｀｀祭主贊詞者 "44，何以會有斷義？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認

為本字是＂屬',45。案：《說文》無｀｀屬''字，《正字通》： ＂屬，同斷'\《說文》： ｀｀斷，

斫也 ',46。`｀斷''字從斤，斤斧之屬，所以斷物，故有斷義。｀｀斷''與｀＇祝＂皆端紐屋

部，自可通假。《漢語大字典》似可補充說明｀｀祝＂何以有斷義。

八翊

《漢語大字典》收載用（前 5.4. 7) 、 ft （甲 1942)、婦（京津 4582) 、 i` （小盂
鼎）等古文字字形，其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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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 ｀｀翊，飛兒。从羽，立聲。＂按：甲文有僅作羽形者，因｀｀羽''亦可表示

飛；金文从羽，昱聲。翊之本音同昱，常借作昱用． 47

乂於｀｀翊''下第 2 個義項說：

通｀｀昱 (yu) ＂。明，明日。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羽部》： ｀｀翊，經史多假借

為昱字，以同立聲也。＂《漢書·王莽傳上》： ｀｀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越若翊

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眾並集。＂顏師古注： ｀｀翊，明也。辛丑者，庚子之
明日也。 ',48

｀｀翊''下第 3 個義項則云：

通｀｀翼'\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臨部》： ｀｀翊，扆借為翼，＂ l．翅。《太玄·堅》：

｀｀蠡焚其翊，所憑喪也。＂《華嚴經·入法界品之十六》： ｀｀前後圍遶，而為翊從。＂唐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三： ｀｀翊，又作翼。翼與翊義古別今通。 "2 輔佐；輔助．

《玉篇·羽部》： ｀｀翊，亦輔翊。＂《漢書·百官公卿表上》： ｀｀左內史更名左馮翊。＇＇顏

師古注引張晏曰： ＂翊，佐也。 ',49

案：甲骨文中術字屢見，作？ （佚 270 ）、固（佚 199 ）、行 Q （佚 266 ）、憎丐） （佚
226 背）、恩（佚 519)、廢（佚 542)、＇廑（佚 428) 、 g （佚 875)、伊（福 20)、£ （鐵
3. 2) 、臣（鐵 73. 3) 、芍（鐵 98.3) 、 g （鐵 100.2 ）、冏（鐵 114. 3) 、圈（鐵 115. 1 ）、勺
（鐵 129.4) 、 ey (鐵 162. 1 ）、~(拾 3.4) 、 f （拾 8. 14 ）、蜴（前 1. 3. 7) 、 5 （前 1. 11. 7) 、
月（前 1. 15. 4 ）、嶠（前 1. 37. 4 ）、閌（前 4.3.2)、兔（前 4.6.5）、俞（前 5.4.4)、舟爵
（前 5 . 4. 7 ）、罪（前 5. 29. 1) 、§ （前 6.8. 7)、《（前 6. 13. 3) 、, (前 7. 31. 1) 団范
（前 7.44. 1 ）、~ (前 8. 12.6) 、~ (後 1. 1. 7)、'（後 1. 2. 10 ）、島島（後 1. 4. 10) 、

g （後 1. 8. 8) 、启惹（後 1.17.1 ）、乹（後 1. 20. 13) 、'(後 1. 24. 3 ）、, (後 1. 32. 1) 、
崗（後 2.2.8)、$ （後 2. 2. 10) 、廢（後 2.23.5)、鹵（後 2. 33. 1) 、｛ （後 2.39. 17) 、 6
（菁 10.2 ）、仔（林 1. 2. 4) 、 g （林 1. 2. 12)、§ （林 1. 11. 15) 、鹵（林 1. 13. 5)、面（林

2. 25. 11) 、¢ （林 2. 27. 2. ）、 p (戩 5.5)、令（戩 26.3 ）、'(戩 47.5)、肉（燕 194) 、
＂鈺（燕 20 ）、吼（燕 635) 、《（燕 22)、灶（燕 211)、" （燕 230)、" （燕 231) 、
g （甲 60) 、§ （甲 82 ）、釒（甲 101) 、凡（甲 1236)、'（甲 2371) 、 g （甲 2416) 、(
（甲 2502)、柯（甲 2765 ）、杆（甲 2799) 、 5 （甲 2831 ）、息（甲 3271)、注（乙 163) 、

匯（乙 778)、'(乙 1152)、'（乙 1908) 、？ （乙 1952 ）、風（乙 7577)、'（乙 7766) 、
.J' （乙 8638 ）、冏（京津 4850)、柯潯 84）、翥（粹 108)、裴（粹 181)、用（粹 190) 、
釒（粹 402)、§（河 125) 、｛ （珠 61)、釒（珠 244)、'（安 3.22) 、｛ （京都 3115)
諸形包變狀至夥，孫詒讓釋鼠51, 王國維認為像毛髮鼠鼠之形 52。其實，胃殊不像毛

髮町亂之形。唐蘭《殷契卜辭考釋》說：鼠字上半與子字之古文《召伯最》作漿、《宗周鐘》

作序者正同，象人首之有毛髮，則僙甩二字不當相混也。 53
王襄《古文流變臆說》云：

殷契昱之初文作gt,~者形，凡百數十名，繁簡任意，無一同者。蓋製字之始，取象于

蟬翼，因摹寫匪易，故無定形，疑為翼之本字，借為翌日字。天寶時，衛包盡改《尚書》

之翌為翼，或見古文固如此歟． 54

葉玉森《說契》亦認為象蟲翼，上有網膜，當即古象形翼字 55; 其後葉氏著《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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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書契前編集釋》，則謂其字多肖蟲翼或鳥翼形，其作，者尤肖矯翼形。 56
唐蘭則改釋為羽字，並云：

葉玉森謂象蟲翼，上有網膜，當即古象形翼字，（《說契》）雖較釋鼠為勝，亦未

確。蓋蟲翼之象，本無佐證，且何以不象鳥翼乎？按字形， 卜辭之鍚，即後世之翊，

則其所從之L，即應是羽字，本瞰然無可疑，然昔人卒未悟此。故知文字之學，不自

分析偏旁入手，終是歧路也。

羽字所象，則鳥羽之形也。作呈作围，猶可見其男鬃。余嚮者謬謂羽象羽翼之
形，乃翼之本字，（《殷梨卜辭釋文》二葉）今乃悟其非是。蓋毛羽皮革，咸共日用，

而其形可象，故原始文字已可有之。若翼字則用既不繁，形復難象，古初殆借異字

以為之，蓋異象人舉兩手，有類夫翼也。形聲字興，乃製責翼兩字。則翼不當有象

形字也。 57

唐氏認為翼字用既不繁，形復難象，當為原始文字所無。不過，納西象形文字

翼作4會~er--i者形 58, 可見唐氏的說法不一定正確。

唐氏釋屈為羽，孫海波《甲骨文編》從之 59,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更以為其

說不可易，並云：

皂正象鳥羽之形，它體雖詭變無常，皆書者徒逞姿媚，不以肖物為工，然于羽形
猶能得其髡鬃也。 60

不過，學者中仍有以釒為翼者，其中以康殷之說最詳。康氏謂《父己尊》之V',
像烏之雙翼覆抱一子之形，與下列古籍，可互為印證叭

（一）《詩·大雅·生民》： ＂厥初生民，時維姜姬...…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

帝武敏歆……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居然生子。誕宜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誕宜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二）《楚辭·天問》： ｀｀稷惟九子，帝何竺之？投之于冰上，烏何煥之？ " 

（三）《史記·周本紀》： ＂有邰氏女曰姜原...…出野，見巨人跡……踐之而身動

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棄渠中冰上，

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因名曰棄……。"

康氏謂《父己尊》之＇，即甲文之尼紅吲吲爵令＇，為＇『＇等鳥翼形之文字
化。了卽則象鳥翼翻折之狀。 62
近年出版之甲骨文辭典，有認為t象羽形，如徐中舒主編之《甲骨文字典》巴

方述鑫等編之《甲骨金文字典》叭也有認為t象翼形，如崔恒昇編著之《簡明甲骨
文詞典》庄劉興隆著之《新編甲骨文字典》巴筆者認為：

（－）甲骨文諸用字詭變劇繁，綜而觀之，多肖翼形，而不肖羽形。
（二）納西象形文字翼作4历色諸形，與甲骨文諸＇字近似。
（三）《漢語大字典》第 2 個義項說｀｀翊''通＇｀昱'\若用本為｀｀翼''字，假借為

同屬餘紐職部之是字，固無問題；若钅本為｀＇羽''字，｀｀羽''字古音匣紐魚部，則與
餘紐職部之｀｀昱''字，韻部遠隔，聲亦不近，如何可以假借為｀｀昱''?

（四）《漢語大字典》第 3 個義項說｀｀翊＂通＇｀翼'\若，本為｀｀羽''字，｀｀羽''`｀翼',
聲韻遠隔，很難解釋為甚麼可以通假；若用本為｀｀翼''字，｀｀翊''用作｀｀翼''便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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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明白。

（五）甲骨文t字有異體作鑄者，王國維叭王襄 68、魏建功 69、李孝定 70 皆以立
為聲符，唐蘭則以為从立羽聲，如此字從羽得聲，音當與＇｀羽''相近，｀｀羽'\ `｀是',

韻部遠隔，聲亦不近，此字如何可以能假借為＇｀昱＂ ？因此，當以｀｀立＂為聲符。＇，立',

古音來紐緝部，｀｀昱'\ `｀立''分隸餘來二紐，可能是上古 dl一複聲母之遺庄職、緝

則有旁轉關係 72, 故t當本為＇｀翼''字，借為翌日字，後加立為聲符。
綜合以上五點，可見t像翼形，實勝於《漢語大字典》｀｀作羽形''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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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見康殷《古文字發微》頁 31 、 32 、 34 、 58,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0 年。

62 同上，頁 34 、 53 、 54 。

63 見《甲骨文字典》頁 386,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 1988 年。

64 見《甲骨金文字典》頁 287, 成都：巴蜀書社 1993 年。

65 見《簡明甲骨文字典》頁 372,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2 年。

66 見《新編甲骨文字典》頁 214, 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93 年。

68 見《古文流變臆說》，參注 54 。

69 魏氏之說，見《卜釋》，原書未見，《甲骨文字集釋》頁 1229-1230 及《甲骨文字詁林》頁 1863 均有引

錄。

70 見《甲骨文字集釋》頁 1241 。

71 魏建功已有此說，見《卜釋》，參注 69 。

72 《詩·小雅·六月》-=章以飭服熾國（職）韻急（緝），《大雅．思齊》四章以式（職）韻入（緝）。《易．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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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以食惻福（職）韻汲（緝），《大戴禮·五帝德篇》以急（緝）韻服（職），《虞戴德篇》以集（緝）

韻福服德（職），《爾雅·釋訓》以極德直力服息德忒食則愿職（職）韻急（緝），皆職緝旁轉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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