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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隶万象名义》中字形说误的几种类型

商艳涛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

提要 《篆隶万象名义》中字形i化误之处甚多，由于问题复杂，对此类问题的研究还不

全面，在现有的研究中亦有疏失。本文将该书中字形ìft误情况作了全面整理，将其归纳为形
近而误、一字误分为二、二字误合为一、因偏旁脱落而误、因上下文而误等几种情况，并分

别作了说明。
关键词 《篆隶万象名义》、《玉篇》、说误宇

《篆隶万象名义)) (下简称《名义)) )是日本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汉字字书，该书在日本
仅有山城国高山寺所藏鸟羽永久二年(即公元 1114 年)之古抄本，周祖漠等前辈学者研究认

为， <<名义》系在顾野王《玉篇》基础之上编定而成， (<名义》虽是外域人所撰的汉语中古字
书，但由于顾野王原本《玉篇》的失传，此书是今天窥见顾书原貌的重要参考和依据。《名

义》注释文字保留了原本《玉篇》的基本面貌，其反切记录着南北朝时代的语音情况，在音
韵学上颇有意义。其义训远比传世之《玉篇)) (即《大广益会玉篇》下同)丰富，在训话学上

很有参考价值。近年来， <<名义》的重要价值越来越为学界所认识，也有很多相关研究成果
问世，但由于该书内容复杂，尚有很多问题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今传世之《名义》因系手写，书中字形ìtt误情况非常严重，宇头、反切用字、释义中均

有存在，而尤以释义中之说误为最甚，给人们使用该书带来了诸多不便，虽然刘尚慈先生<< <篆

隶万象名义)校字记》、吕浩先生(<<篆隶万象名义)研究)) (下简称《研究)) )对此类问题作
了较为全面的校勘，但仍然存在一些疏漏之处。今对书中出现的说误宇情况作一归斜，以期

能对此书能更好的加以利用，并望诸同好予以指正。

《名义》中的字形ìtt误情况大致可分为以下儿类:形近而误、一宇误分为二、二字误合
为一、因偏旁脱落而误、因上下文而误，其中以形近而致误的情况最为常见，释义中出现的
字形说误大部分属于此类。以下以释义用字为例分别加以说明。

一形近而误
1. <<言部)): "诛，致娱反，责也，罚也，杀也，计也，教也。" (P84 下左)(原书释义中

"某某也"之"也"字，除去直接用"也"字外，还常用"、"号表示，今为统-形式计，
一律国成为"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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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诛"未见有"计"义，"计"当是"讨"字之误。《残卷·言部)) ( <<残卷》指原本
《玉篇》残卷，下同) "诛"下引《说文》曰: "诛，讨也。" <<玉篇·言部)) "1:朱"亦云。又
《名义·言部)): ((讨，诛也。" <<墨子·非攻下)) "锻非所谓攻谓诛也"、《孟于·万章下)) "是
不待教而诛之者也"、《战国策·秦策一)) "诛周主之罪"均其证。

2. <<田部)): "嚣，彦陈反，思也，颜也，面也。" (P89 上右)
案: "思"、"颜"当为"恶"、"顽"之误。《残卷·四部)) "嚣"字释义引《苍顿篇)) "恶

也"、《字书)) "顽也"。"恶"字俗书作"惠"、"惠"，分别见于《宋元以来俗宇谱》、《玉篇)) , 

《残卷》释义中之"恶"字亦作"惠 "0 <<名义·心部)) "恶"字条中亦有或体作"惠"。 66 惠"、

"思"形近而致误， <<研究》疑"思"乃"愚"字之误，似未确。《名义》释义多承《残卷》
而来，今本《玉篇》经后人增补，故而《名义》多与之未合，"窟"训11 "愚"只见于今本《玉

篇》而未见于《残卷))，飞臣、"为"愚"之误字可疑。若作"恶"、"顽"看，正与《残卷》所
出现的义项顺序相合。释义中之"面"亦应当为"恶"之误省衍入。《名义》释义中亦有正
字、 i化字同时出现情况，如《示部)): "祥，似阳反，善也，象也，古也，告也，怪也。""祥"

未见有"告"义，此当是"吉"之误宇衍入所致。《名义)) "吉"、"告"常互说， <<示部)) "浩"

释义中之"吉"当作"告"、《言部)) "善"、《击部)) "嚣"释义中之"告"亦当为"吉"之误。
3. <<欠部)): "献，呼朝反，气高皇也。" (P89 下左)
案: <<残卷·欠部)): "献， <<说文)):‘嚣嚣，气出貌。'" <<广韵·沃韵》亦作"气出貌"。

《文选·班固(东部赋) )): "狱修贡兮川效珍，吐金景兮献浮云。"李善注: "<<说文》曰: '献，

气上出貌。， "盖"高"当为"出"字之误，因宇头"献"从高而误。"皇"字亦当为"貌"
之误，貌宇俗书作"白"， <<残卷》貌即作此，"皇"字即为"自"形近之误。《马部)) "耽，
所巾反，马众多皇也"之"皇"、《条部)) "坏，孚丘反，絮鲜色"之"色"亦均当作"自"。
张涌泉先生考证《汉语大字典队《中华字海》所收音皇之"程"当为"朝"字，"皇"字为

"克"宇俗体"自" ì{t变而来1 ，上举《名义》中"自"说作"皇"字例无疑为此说增添了
又一有力证据。

4. <<欠部)): "赞，公廉反，坚持意，口开也。"但90 上右)
案: <<残卷·欠部》 ι费"引《说文》曰: "坚持意，口闭也。" <<玉篇》同。赞字从缄，

段玉裁《说文》注谓"三缄其口之意"，其义与"闭"正合，"开(阔)"当作"闭(罔)"

5. <<止部)): "理，山立反，难也，若也，不清也。" (P102 下右)(原书"滑"字前脱"不"
字，今据《说文》等补)

案"若"当为"苦"字之误。《方言》卷十"怔呢，魁i[{f也"郭瑛注: "盟，犹苦者。"
《正宇通·止部)) "鲤"引《六书故)): "昧苦flll亦谓之理。" <<楚辞·大招)): "四酣并孰，不

flll啦只。"王逸日: "言乃鲤醇酒，四器俱熟，其昧甘美，饮之醺滑，入口稍释不苦盟，令人
不倡满也。" <<研究》以"若"为"羞"字之误，未当， <<名义·丑部》之"羞"字与"苦"
写法有明显差别，且书中"右"、"古"常有互说，如《示部)) "站"或体"佑"、 <UL部)) "亮"
释义中之"佑"均i化为"估"。

6. <<仁部)): "匾，力古反，感书器。" (P164 下左)

案: "感书器"于义难通，"感书(喜)"当为"盛香"之误。"匾"即"琶"字，又作"医"
《字汇补 .c部)) "匮，俗作音"， <<类编 .c部)) "匿，或作医 "0 <<玉篇 .c部)): "匮，盛香
器也。营，同 I土。"又《大部)): "宦，香营也 "0 <<广韵·盐韵)) "奋"字亦曰"盛香器也"

l 张涌泉《校勘在大型字典编墓中的作用例释))， <<中国文字学报》第一辑，商务印书馆， 2006 年 12 月，第

139-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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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本条之外， <<名义》中之"书(喜)"、"昼(童)"、"画(童)"、"尽(蛊)"常常出现相乱
的情况，如《门部)) "央"字条之"昼(童)"、《欠部)) "歇"与《水部)) "汽"条之"书(喜)"
均为"尽(蛊)"字之误， <<页部>> u赖"与《二多部>> "三多"、《文部>> ..麓"、《彭部>> ..囊"条之

"尽(蛊)气 <U多部)) "郎"条之"书(喜)"皆为"画(董)"字之误。此外，书中"大"与"火"、
"大"与"水"、"火"与"小"、"交"与"交"、"土"与"止"等常互有说误。部首、反切
用于中亦有说误，如部首中"贡，下结反"中，"贡"即为"页"字之误， ((页部)) "页，丁

结反"反切用于"丁"当系"下"之误。书中此类ì{t误颇多，例不备举。

二一字误分为二

1. ((示部)): "祀，徐理反，祭也，岁也，裸衣上文。批， f.卑利反。又裸大。" (Pl 下左)

案:此条颇为混乱，"批， 1卑利反"当是"批"字条字头与反切误抄入"祀"字条中。
对于"裸衣上文"、 "又棵大" <(研究》亦未明其指。"裸衣"、"裸大"不辞，此处均当是
"祀"字或体"祺"之误分。宇头上列有"祀"、"祺"二篆文，书中"祺"篆文右部所从之
"开"位置明显偏下，极易为抄青误为二字，且与"大"、"衣"二字形体相近，故而出现"裸

衣"、"棵大"二体。"上文"、"又"均为书中用以指明或体的用语，书中或体有用"某上文"、
"又某"表示的，如《人部)): "f果，力果反，脱衣露袒也，又裸。" ((示部)): "祺，勤基反，
祥也，古也，禧上文。"均其例证。

2. ((示部)): "柴，仕佳反，祭天曰蔬示也。" (Pl 下右)
案: ((玉篇·示部)) "紫"引《说文》曰"烧柴焚燎以祭天神。亦作柴。"又引《尔雅》

曰: "祭天日孀柴。" "柴"字误分为"此后"，"此"又和上字"焚"误合为一字。

3. ((玉部)): "坷，枯何反，马吻心也，螺属也，白也。" (P6 上左)

案: "现心"当为"理(瑞)"字之误分， ((玉篇·玉部)): "坷，石次玉也。亦码脑洁白如
雪者。" "玛王画"又作"晦瞄"， 66有画"字俗或作"略、"， <<龙鑫手镜)) "惚"有'脂、例二音，音
'脂之"暗、"，即"确"字，故可知"现心"当作"王智"，即"墙"之俗书。

4. <<女部>>: "嫩，力但反，懈也，怠也，卧食也。" (P27 上左)

案: "卧食"为"黠"字之误分，五代徐锚《说文系传·食部>>: "嫩，谓不乐于食也，
今俗谓嫩为罄。"王药《说文句读·食部)>: "暑， <<玉篇)): '楚人谓小懒日罄。， ((女部>): '一

曰卧食。'乃一字误分为二。"
5. ((兮部)): "茬，越奇反，气也，萎了和日御。" (P87 下右)
案"萎了"当为"恙"字之误分，"了"当为"萃"下部"亏"之形变。《残卷·兮部》

"革"下引《楚辞)) "毒草和末阳"王逸注: "革和日御。" ((研究》以"了"为衍文，非是 0
6. ((死部)): "莞，呼也反，死也，亡也，诸侯死日莞也，多也，苔莞莞字。" (Pl13 下

右)
案: <<研究》未详"多也，苔"所f旨。"莞"本有众多义，见于《尔雅·释训》、《集韵·耕

韵))， "苔莞"二字当是"莞"之或体"莞"字之误分， <<玉篇·死部)): "莞......蕉，同上。"
此类被一分为二的文字均为上下结构，且多于行末转行时一字常误分为二，为手民不识

所致。除去以上所举之外，尚有《人部)) "儒"、"储"字条之"催问"、"催罔" (当作儒)、《食
部)) "键"、"棚"、"鲸"、"饵"、《支部)) "肆"、"娃"、《瓦部)) "阁"字条之"粥吊"、"粥高"
(当作曹)、《是部)) "j画"字条之"山列" (当作期)、《老部)) "毫"字条之"老毛" (当作章)、
《内部)) "窘"字条之"君羊" (当作墓)、《弓部)) "挥"子条之"喜一" (当作重)、《山部》

"崛"字条之"山魏" (当作巍)、《广部)) "应(度)"字条之"西之" (当作望，即重)、《虫部》
"血皇"字条之"冬虫虫" (当作盏)、"蛛"字条之"朱瞌" (当作锺)、《羽部)) "翩" 字条之"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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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当作囊)、《毛部)) "毡"字条之"白毛" (当作毫)均为一字误分为二。部首字及反切用
字中，如卷首部首用字"费，子各反"中"樊"字误分为二，下部所从之"米"与反切上字
"子"误合为一，"脯，徒昆反"中"脑"亦误分为二，而正文中以上二字均不误。

三二字误合为一

1.车部: u睛，力木反，三辅举查。" (P184 上中)( "举"原书误作"舆" ) 

案"查"当是"水具"二字之误合。《残卷·车部)) "睛"下引《苍顿篇》曰: "髓，三
辅举水具也。"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五亦号!此说。

2. ((车部)): "轰，呼萌反，群车声。" (P184 上左)

案:原书"群车"二字误合为一。《说文·车部)): "轰，群车声也。" <<文选颜延之(三
月三日曲水诗序))) "轰轰隐隐"李善注: "轰轰，群车声也。"

3. 水部"闹，古肝反，吴水也。" (P190 下左)
案:原书"吴"误合为一字。《说文·水部)): "y间，山夹水也。" ((诗·召南·采擎)): "于

以采繁，于涧之中。"毛传: "山夹水日涧。"可知"吴"当为"山夹"之误合。
4. <<山部)): "坷，间是反，喜也，通字。 "σ218 下右)
案: "喜"应作"山脊飞《残卷·山部)): "剔，韩婴说<<i寺》山到商者，即《尔雅》所

说山脊也。"
此外， ((见部)) "翻"字条之"委曲"、《子部)) "攒"字条之"拙，心"、《食部)) "饥"条之

"熟曰"、《云部)) "云"字条之"山) 11 "、《火部)) "灰"字条之"死火"、"燥"字条之"言火"、
《马部)) "驯"字条之"副马"、《牛部)) "牲"子条之"羊东"、"棚"子条之"臼一"、《东

部)) "貌"字条之"白泵"、《虫部)) "烟"字条之"曰大"、"萤"字条之"水虫"、《角部)) "蕾"

字条之"曲角"、《巾部)) "巾"字条之"佩巾"、《衣部)) "福"字条之"快衣"、《瓦部)) "辈"
字条之"修井"、《金部)) "铺"字条之"而大"原书均误合为一字。

四 因偏旁脱落而误
1. <<玉部)): "毁，古乐反，真玉也。" (P6 上左)
案: "毅"或作"丑"，双玉之谓也， ((玉篇·玉部》及《尔雅·释器)) "玉十谓之区"郭

瑛注、《左传·庄公十八年)) "皆赐玉五载"杜预注、《集韵·屋前》皆作此066真玉"难解，

《研究》亦未详其指，此处"真"当为"双(建)"字之误，"壁"上部脱落→"住气而又说

作"真"。
2. ((苟部)): "薯，徒苔反，各谤也，对谈也。" (P86 下左)
案: ((残卷·苟部)) "喜"引《方言》亦作"各i旁也"，并引郭瑛注"谤言嘈毫也"。"各

谤"难解， ((名义》、《残卷》俱误，"各"当为"咎"字之误。传世本《方言》卷十三"撮，
咎、谤也。"郭璜注"音沓"。周祖漠具《残卷》以为《方言》旧本"蘸"作"嘉"，甚是。
如此， ((名义)) "皇"之"各谤"当作"咎谤"0 ((研究》引"喜"条脱"各"字，引《残卷》
之《方言》语亦直接作"咎谤"，未确。

3. <<刀部)): "费，力咨反，利也，害也。" (P170 上右)
案: "利"、 "害"二字皆误， ((说文·刀部)): "费，剥也，割也。" ((玉篇·刀部)) : 

"费，剥也。"盖"剥"、"利"形近而误，"剖"刀旁脱落，又说作"蕾"。
4. (<韧部)): "契，公八反，到刮也，董卧也。" (P171 下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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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量卧"义与字头"契"义无涉，当为"重里"之误。《说文·韧部)): "契，董里

也。"徐锚系传: "画坚之物，难之意也。"桂穰义证"谓以坚划坚也。""童"字误为"童"，
"旦"字 F部之土旁脱落，义1ft作"卧"。

5. <<金部)): "钳，奇炎反，以铁有结束也，亚也。" (P173 下左)
案: "钳"未见有训11 "亚"者，"亚"当为"恶"字心旁脱落之误。《方言》卷十: "钳，

恶也。南楚凡人残骂谓之钳。" <<广雅·释ìt5二)) "钳，恶也 "0 ((萄子·解献)): "案强钳而利

口，厚颜而忍垢。"王念孙杂志: "强钳者，既强且恶也，非钳人口之谓。"

另《人部)) "伯"、《目部)) "晚"、《虫部)) "蛐"、"腰"字条之"白" (俱当作克)、《口部》
"眺"字条之"鸟" (当作鸣)、《目部)) "睽"字条之"示" (当作乖)、 <<ñ部)) "方"字条之

"寺" (当作等)、《刀部)) "刮"、"朝气《毅部)) "爽"、《全部)) "杀"、《左部)) "差"字条之

"咸" (俱当作减)、《刀部)) "辨"字条之"且" (当作具)、《歹部)) "确"字条之"歹" (当作
死)、《升部)) "戒"字条之"忠" (当作患)、《州部)) "萃"字条之"美" (当作羹)、《水部>> "沽"
字条之"皮" (当作波)、《黑部)) "黯"字条之"黑" (当作墨)、《鱼部)) "脏" 字条之"贝"
(当作臭)、《贝部)) "鼠"字条之"黑" (当作黠)、《东部)) "钳"字条之"白" (当作吊)、"绥"
字条之"女" (当作安)、均为偏旁脱落而致误。此类情况亦出现了字头中，如《西部)) "醋"

或体"蕾"当从国作。

结外，尚有部分用宇因误增笔画而致误，如《土部)) "基"字条之"兵" (当作丘)、《人
部)) "倭"字条之"典" (当作曲)、"傻"、"偷"字条之"且" (当作具)、《目部)) "映"字条
之"见" (二~作日)均属此类。

五因上下文而误

1. <<土部)): "唱，胡犬反，安牢也，女徒所居也。" (P9 下中)

案: "安牢"难解，当为"女牢"之误，"牢"即牢之或体，见《玉篇·穴部)) 0 <<说文·士

部)): "唱，徒隶所居也。一曰女牢。" <<玉篇》引此同。又《广韵》、《集韵》均释作"女年"。

从后文"女徒所居也"看，前亦应作女牢。女当是涉下文"牢"而误作"安"。

2. <<田部)): "耐，居筝反，耕字。瞅，力救反，耕字。" (P11 上左)(原书"瞅，力救反，

耕芋"寄于"阱，居筝反，耕字"条中)

案: <<玉篇·田部)): "瞅，古文境。" <<集韵·有韵)): "境，或作瞅。"可知"瞅"条中之
"耕"当作境，"耕"当涉上文"耕字"而误。《研究》以为"瞅"有耕义，似非。

3. 黄部: "斟，他口反，黄色。散，蛙字也。" (Pll 下右)
案:依全书体例言之，或体于正体之后单出字头，用"某字"形式出现。"黠"于"斟"

后出现，当为"黄↓"之或体，故后一"缸"字应为"赞t"，因涉字头"散"而误， <<玉篇·黄
部)): "期，他口切，黄色。黄主，同上。" <<集韵·有韵)): "胜，黄色。通作黄斗。"是为证。

4. 水部: "潭，且遂反，下涅。涅，如结反，黑土在水中也，化也。" (P190 上中)(原书
释义中脱"士"字，今据《说文》补)

案. "下涅"不辞， 66涅"当为"湿 "0 <<玉篇·水部)): "潭， r湿也。" <<广韵·至韵》、
《集韵·至韵》同。《说文·水部)) "潭，小温也"。"浑"本无"温"义， <(名义)) "温"字盖

因涉下字"涅"而误。
又《女部)): "奸，公安古颜二反，乱也，私也，妃摇也。" (P28 下左) "妃"当为"犯"

字之误，因其宇头及下宇均从女而致误。另上举《田部)) "罩，彦陈反，思也，颜也，面也"

条中，"颜"字为"顽"字之误，因上文反切上字"彦"而致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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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Types ofWrong Characters Found in the 
Zhuan li wanxiang mingyi 

SHANGYANTAO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wrong characters in the Zhuan li wanxiang mingyi. The problem 
is so complicated that researches in this field are tentative and are not without questions. In this 
paper,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is made. Wrong characters are categorized into several 
types: eηor due to similarity in forms, one character split into two, two characters combined into 
one, radicals dropped. In this paper explanations are given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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