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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陽長臺關踅墓竹簡原編號捌號簡文:“口人之器:一鈔露，幸綿之純。......

商承祥先生在〈信陽出士戰國竹簡摹本〉中將當釋為善。高明〈古文字類編〉從之，

並引〈集詢〉簣同筒，認為即〈說文〉所收之筒。按同墓竹簡君字屢見，均作單 (如

l. 111號簡)、忌 (如1. 1回號簡)。以意為從君，顯然有誤。
〈說文): “薯，樂石也。從石，純象縣處之形，生擊之也。......厚重，古文從歪。"

則厚之為古文石字，不言自明。叉， {說文﹒水部): “隙，履石渡水也。從水從朽。

詩曰:深則祿。漓，除或從厲。"按今本〈詩經﹒施有苦葉〉作“深則厲"。東周子仲

區(三代17 . 39 . 2 )“厲孟姬"之厲字作攏。字中之信，石也。從石從庄，正與

〈說文〉 “履石"之說合。{汗簡〉以房為輔之古文，云“見〈說文) "(按今本〈說
丈〉無聽字，璃當即隊或體j厲之誤) ，當有所本，非向壁虛造。叉，庶字本從封從火，

于省吾、陳世輝兩位先生合著〈釋庶〉一文(見〈考古) 1959年第10期) ，論之甚詳。

東周時，者「鍾庶字作麼，蔡侯鍾庶字作廈 (參見〈金文編) 9 . 15 泣東周文字

中廿每作甘，則待之作再，猶陌之作厝。因此，信陽竹簡所見第字之為從

竹從石，可以無疑。

〈說丈) : “席，籍也。禮，天子諸侯席有輔繡純飾。從巾庶省。陋，古文席從

1î省。"徐控以為“席以待賓客之禮，賓客非一人，故從庶。"純屬望文生義.牽強附

會。近時隨縣曾侯墓出土竹簡有詹字，從竹oF 顯係哼之省;@即因，象席

形，由毛公鼎粥字作仰而番生殷粥字作狗可證。故曾侯墓竹簡之詹字，僅較〈說

丈〉席之古文居多加一竹符。這即席，又反證〈說文〉“古文席從石省"之說確有

根據。而席字〈說文〉正畫畫作命者，上部之 l字，乃由東周時代作何形之而訛變而

成，與庶字同。而、席古自同在鐸部，且均為齒音字，席之從“，乃以而為佳符。骨、字

古的在魚部，與鐸部陰入對轉，亦以針為替符。許慎已不知庶宇古本從口，僅據 1會、

!實上部筆形相同而云席從“庶省"。實於命字不必言“從巾庶有"，逕謂“從巾{Î

哇"可也。酋1美墓竹簡另有晶盾字，從巾從6( 按，曾侯墓竹簡丈字巾作市，如常字作

誓，可為明證)， 1E小筆[韋字從巾所本。
. 據以上分析，任已知席字之以“為嘩符，艾知席之具體有作白宮者，則信陽竹簡之

簣，當是席字之另一種具體，其言“萃，綿(自)之純"，正與〈說丈〉謂席有“純

飾"合。原編號 219 號簡“兩右"連學，亦若即席字之有力佐證。推測席字作為形特字，

當先由席形之囡加注偉符“{Î" ，然因席為竹編，故可從竹;與巾同類，故叮從巾。

最後從巾從而的席字流行，而其他諸異體便被淘汰 [0

至於“鈔席"為何種席，仍存以待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