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鑫手鑑〉及其引用古文之研究

3番會規

〈龍矗手鑑〉是根據寫本文字編摹而成的字書，因此它所引用的古丈，和它根據寫

本這一事實有密切的關係。 →般字書所引用的古文，多半是根接〈說文解字〉所稱的古

文;而〈龍矗手鑑〉引用的古文，去口多來自唐五代以前的寫本。自敦煌文書發現了唐寓，

本古文尚書殘卷，隸古定的面目，纜得到了較明確的認識。{龍矗手鑑〉根據的是與敦

煌同類的寫本;它所引用的古文，也可能和寫本隸古定有關。因此，我們要研究〈龍鑫

手鑑〉所引用的古丈，首先要確定〈龍鑫手鑑〉是否根據寫本編累，而成的」部字書。

〈龍矗手鑑〉的編草草人是遼代僧人行均，書名原作〈龍鑫手鏡) ，宋時重刻避翼祖

嫌諱，始改鏡為鑑。此書前有遼聖宗統和十五年(宋太宗至道三年， J有兀九九七年) ?少

門智先序，約略提到行均的身世。序云: “有行均上人字廣擠，俗姓于氏，派演青齊，

雲飛燕哥，著於音韻，閑於字書，靚吞嚴之不精，寓金河而載梢，}L仰功績，五變炎

涼"。此書編製，和〈論文〉、 〈玉篇〉都不相同。部首簡化為二百四卡二部，最後」

部為雜部，收無法歸類的雜字。初傳到中國時，沈括〈夢溪筆談〉提到它，頗加稱讚。

但是此書到了清代，去H受到文字學家極深的鄙視，極低的評價。錢大昕〈龍鑫于鑑〉跋

云: “六書之學，莫善於〈說文) ，始一終玄之部，自〈字林〉、 〈玉篇) ，以至有〈類

篇) ，莫之改也。白沙門行:!tJ {龍矗于鑑〉出，以重、分部，依四聲為次，平聲九十七部，

上聲六u十部，去聲二十六部，入聲五十九部，始金終不，以雜部骰焉。每部又以四告吹

之，已十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其中文、 支不分，日、日莫辨，晶宮入於山部，關門入

於門部，糞主入於米部，瓢爬入於爪部。以几為部首，而讀武平反，以~為部首，而讀

徒侯反;以步為部首，而讀居渡反。繭，音商，而又昔都瀝皮，則混商於苗，攜音子泉

反，而又音戶圭反，則混嵩i於雋 0 多字則多辛複出，弓則弓雜兩收。霎歪甭露，本里俗之

妄談;局直主卡，悉魚家之訛字，而皆繁徵博引，汙我簡編，指事形聲之法，掃地盡

矣， "李慈銘越緝堂讀書記抨擊得更厲害，他說: “此書俗謬怪妄，不可究詰，全不知

形聲偏旁之誼，叉轉寫訛亂，徒淆，心目，轉滋俗惑，直是廢書，不可用也。其部居誤認

偏旁，不必論矣。且如旺有瓦部，而制翩翩等字皆入凡部，字俱從凡。現有瓜部，而

瓢瓢月1警觀爬等字皆入爪部，字俱從爪，此類蓋亦不勝究話。特以其為宋以前字書，墜丈

{失義或間有存者，披沙揀金，聊供采穫，故好古者亦頗蓄之，然、其誤人實不淺也"。時1

於清儒對〈龍鑫手鑑〉鄙棄，這部書一直不受人重視。近人羅振玉氏對此書雖稍有褒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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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它“多存六朝鄙男Ij字， {玉篇〉、 〈廣韻〉均所未收者甚夥，行均撰集成書，有功於

文字甚大"。但仍譏其“講誤多有，不勝捐摘，給流疏於考巖，不足深費"。他們都不

曾注意到行均這部字書的特熙，他們沒有發現行均是根據當時的寫本編成的字書，而他編

成的字書正是供給寫本讀者查考之用;以致千年來惜沒了編書者的用心。使得這部〈龍

矗于鑑〉遭受冷落，忽視了它的價值，未能發揮它應有的功能。

多年來，我閱讀敦煙卷子，發現寫本的文字，紊亂到了極熙，尤其是晚唐五代峙的

寫本，滿紙都是訛俗文字，但是訛俗的丈字，又自有它的條內和系統。如果不仔細觀察，

擅自主張，便會陷於錯誤之中而不自覺。例如精研甲骨鐘鼎石刻以及敦煌寫本的羅振玉

先生，他在〈龍矗手鑑跛〉中說:“考外生字從外生，巴斷其文，當是明字別體，此注音

外，疑未必然"0 <龍矗于鑑〉白的3外惜生字，也見於敦煌寫本，斯三.三八卷〈伍子胥變丈}:

“子胥有兩個外惜生踴

中村不折藏本: “知是外蝴男聖踴男

白的9俗寫。因與踴連丈，偏旁連顛或加生作惜，或加男作惘， {龍矗手鑑〉是據寫本編製，

音外是對的，羅氏巴斷去H錯了。所以閱讀敦煌寫本，最難克服的便是文字的障礙。據我

體年讀敦煙寫本的經驗，簡括說來，有字形無定、偏旁無定、繁簡無定等等的現象。敦

煌在 f兩俗寫，人入不分、雨兩不分，以及門門不分，瓜爪不分等等，這是字形無定的例

子;偏旁寫法，更加混亂，如 f 1 不分、 f 巾不分、木 J 不分等等，這是偏旁無定的例

子;佛作11.，寶作~、寵作寵、席作暉，這是繁簡無定的例子(詳見拙作敦煌巷子俗寫

文字與俗文學之研究，中央研究院漢學會議論文集)。這顯紊亂的寫本文字，現無字書

可查，又無版本可枝，像瓜字和爪字，雨字和兩字，寫法混淆不分，令我無限困惑。恰

好看到文字學家錢大昕諸人攻擊〈龍矗于鑑〉的缺男單，正和我看到敦煌寫本的情況如出

一轍，所以我忽然悟到行均是根據寫本來編幕〈龍矗于鑑〉這部字書的。他為了便利讀

寫本的人可以據形檢字，故爬瓢等字，旺收入瓜部，文收入爪部，使讀者立刻可從瓜部

或爪部中查獲。我統觀〈龍矗于鑑〉全書，列舉它根據寫本編摹成書的重要證擴如下:

(用)分別部居輿寫本實際情況相應

〈龍矗于鑑〉分別部居，受到錢、李諸家攻擊，所稱部居混淆，無一不是寫本的實

況。寫本文字混淆，所以〈龍矗于鑑〉分部也隨之混淆。如〈龍鑫手鑑} : 

叉，

衣部，佑，住云: “胡古反，福也"。

示部，帖，住云: “胡古皮，福也"。

案:此因寫本枯字或從衣作站，或從示作帖，故衣示二部均收。

方部，旅，注云: “俗，音呂，祭名也"。

衣部，祿，注云: “俗，音呂，祭名也"。

示部，帳，注去: “音呂，祭山川名也"。

案:此因寫本旅字或從方作旅，或從衣作薇，或從示作帳，故方、衣、示三部兼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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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

叉，

叉，

月部，林，注云: “士莊反，林惕也"。

牛部，林，注云: “俗，士莊反，林關也"。

案:此因寫本偏旁 1 、牛不分，故林或寫作林。 目部牆、妝、槍、 1斤、 W\: 、眸諸

字偏旁也寫作牛，均兼收入牛部。

人部，傲，注云: “正，五到反。傲慢也，何也，蕩也，不敬也"。

1 部，傲，注云: “俗，在到皮，慢也，何也"。

案:此因寫本偏旁人、?不分，故傲也寫作傲。人部低、旭、優、俗諸字偏旁也寫

作1.故同時收入 f 部。

瓜部，瓢，注云: “正，昔胡，到暉，瓢也。又苦謹，瓜瓢也"。

爪部，妞，注云: “音胡，瓢顱，瓢也。文音謹，跑器也。文昔宮，爪胡也"。

案:此因寫本偏旁瓜、爪不分，故瓢也寫作組。瓜部瓢、輒、胡、劉、師、自瓜、

融、閥、脹等字的偏旁也寫作爪，故同時收入爪部。

這些偏旁混淆的現象，行均還」再說明，如示部部首示字注云: “此字與衣、示王部相

涉"，很清楚地說明寫本從衣、從示、從示三部之字往往不分。艾兀部部自注云“瓦忽

皮，高危兒，此部與甘心部相涉，'，故從尤之尪、雄等字，與從兀之凱、也等字同

列部中。叉車口卷」交部部首丈字注云: “字與支支部相濫" 0 ~部部首妥字注云: “說

丈云無熙。又此部與交之三部俗字相濫，故出之耳"。在四支部部首支宇注云:“此字

與安文三字相涉"。明言寫本從交、從文、從吏的字往往不分。文在二瓜部 Jlj 丹爪字注

云: “側絞反，指也。文古文示字。又爪部與瓜部相濫，瓜百古花反"。在一瓜邱吉1; 前

瓜字注云: “古花反。又瓜部與爪部相濫，爪音側絞反"。在內肉副部首肉宇注云:“或

俗作云亦通。隸書變體作月，故與月部相濫耳"。在二同 g-fj部首川宇注云: “此字與閻

部相濫，故從俗者也"。因此間昔li與閃部均收輯、罹、平、累 諸字。在二几 è}ri而:丹几

字注云: “肘履反，案屬也。文烏光反，曲服也。此字兩!是收之耳"因此几首1;收吧，

字，九部也收欠三字，均音烏光反。甚至有同古巴一字華出而實為不同的字，如:

雨部平哇，畫，注云: “正，所江反，兩兒也，今作騁，同也"。

雨部人哇，霆，注云: “正，胡郭反，覆章，大兩也"。

案:作大 r4i解的字當從而，作兩貌解的字當從兩。這是雨、兩二字都作1'14的明證。

由上學例證看來， (龍起手鑑〉分部收字顯然是根據寫本的實際情況來決定的。

(Z) (龍轟手鑑〉收錄寫本獨有的文字

寫本的文字，有許多不見於其他字書，而惟〈龍搓手鑑〉獨有，可證明其來源必是

寫本。如:在一生部有外生字，注云: “昔外"。這 A卅字，只見於敦煌寫本。文如〈變丈

集〉韓朋賦有捨字，各字書都沒有收錄。賦云: “末: r即遣人捨之，不見貞夫。唯得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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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一青一白。宋玉說之，青石蛤於道東，白石控於道西"。讀者不識踏字，故不明白

賦文的意義。但是〈龍晶手錫〉卷二手部去pJ&錄了1t企二字，注云: “三俗，其月反，

正作腔"。證以〈廣韻} ，掘字正作其月反，知即掘字。認得寫本 字，纜能了解賦

丈。又敦煌寫本有許多俗寫的合文，最令讀者困擾，如井、詩 三字，不見於任何字

書，但〈龍矗手鑑〉在三草部有:tt字，注云: “莫朗反，草木冬生不死也。文音菩薩

二字"。莫朗反是草莽字，音菩薩則是接寫本的文字。又有許字，注云: “音菩提二

字"，也是根據寫本文字而作的讀音。又〈龍矗手鑑〉人部有停字，注云: “此是九于

二字，經文云仇于陀也。在廣弘明集第七卷"。案:停當作件，右旁作季，故注云

“此是九于二字"。經文仇于陀，寫本仇于三字合書為吟， (龍鑫手鑑〉據寫本收吟

字，刻本訛誤作(孕。今驗〈廣弘明集〉在七: “革仇子陀者，魏郡人，齊武平中為儒林

學士"，正符合〈于鑑〉的話，可見行均所依據的即是〈廣弘明集〉的寫本。又〈于鑑〉

在一文部有婪字，注云: “誤，經昔義云: “熱變二字，在四誦經"。此謂整為熱

變二字合丈。文在一瓜部有私字，注云“作分布二字";卷二爪部有你字，注云:

“經音義作分布二字呼"。此謂部、私都是分布二字的合丈。凡此獨有的文字，既不

見於刻本及字書，當然是來自寫本。

(丙) {龍高手鑑〉罵罵本誤字作音

〈龍鑫手鑑〉收錄了很多寫本的誤字，這是很特殊的現象，如:在四木部:

菜，注云: “誤，昔浮，正作哩，免哥也"。

案:某乃寫本~之誤字。

惶，注云: “誤，經昔義作掘，渠物反，掘士也。在拔悲經"。

案:此拔悲經文寫本誤掘作挂。

文頁部:

傾，注云: “誤，音i頃，側也。在〈西域記〉第六卷"。

案:此 {j兩域記〉第六在寫本誤傾為傾。( (西域記〉第六在有“基雖傾陷"0 ) 

耳目，注云: “誤，新藏作，字義合作研賣，吾爾，孔于頭也"。

案:此蓋〈弘明集〉第一在仲尼反顧之顱，新藏寫本誤作血。

此類寫本誤字，行均並收入〈龍高手鑑〉中，因為寫本觀已通行，雖屬誤字，也應該收

鋒說明，以便讀者。

(T) {龍矗手鑑〉根攝俗寫字體歸部

〈龍矗手鑑〉收錄俗寫文字，即依照俗寫字的形體來歸部，如卷三犬部:

吏，注云:“呼貫反，丈彩明兒也"。

案: 1更為英之俗寫，與本從大，齒，入大部，此接寫本俗字收入犬部。( (說丈〉

十卡部)

叉車日在[7L]木部:

菜，注云: “誤，吾浮，正作票，免哥也"。

案:此71-::為寫本宋字之誤， {龍在于鑑〉即據讀寫歸入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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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禮、椒、柱、楞，本倦、被、拉、悔的俗寫. (龍鑫手鑑〉都收入木部，這些

都是行均根據寫本俗字誤字的字形來歸部的證明。

我們觀察前舉例證. (龍鑫手鑑〉是根據寫本文字編摹而成的這一事實，應該予以

承認。承認了這一事實，我們發現〈龍矗于鑑〉所引用的古文，顯然和傳統許慎說文釵

所稱的古文關係很疏遠，而與偽孔序所稱之隸古定古文很密切。考陸德明〈經典釋文〉

釵錄列舉重經的經名，只有尚書特別稱為古文尚書，因為它依據來作昔的便是六朝流傳

下來的隸古定本尚書。但是自從天寶三載詔衛包改為今丈，便喪失了六朝相傳的偽古文

的真面貌;自從宋開寶五年陳那刊定〈尚書釋丈) .又喪失了陸氏〈古文尚書音義〉的

真面貌。所幸敦煌石室流傳的寫本，尚保存了六朝相傳的〈古文尚書〉的真相，這些寫

本文字，都是行均用來編轟〈龍鑫手鑑〉的資料，因此我認為〈龍矗于鑑〉所引用的古

文，便是寫本中所稱的古文，現在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伯三三一五號寫本〈古文尚書釋

文〉殘卷，存堯典舜典二篇(堯典殘缺) .確是宋人未曾竄改的原本(抽稿敦煌唐寫

本尚書釋文殘卷跋曾有詳說，見民國三十年東北大學志林學報第一期)。現在用〈龍矗

于鑒〉引用的古文和〈古文尚書釋丈〉寫本列表作一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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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尚書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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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音

，
8
、
-圖
文古

一
宮
時
歲

上
一
音
-
1
日

文
下
文

古
春
古

三
輪
暐
吾

古文四字

古文音朝

三古文開字

古文

古文五字

古文今作從

古文海字

二古文終字

音祖

古文音封

古文音齊

古文音子

二古文其字

古文往字

7防車吾家二古文流字

古音羊今作揚

企

事

古文金字

古文罪字

重. 古文惠字

首當 古文今作繕

得 古文稜字

老 古文龍字

字II 生L 三古文音夜

(月部)

(山部)

(三部)

(部)

(耳部)

(目部)

(文部)

(雜部)

(文部)

(自部)

(爪部)

(山部)

(二部)

(子部)

(二部)

(千部)

(支部)

(水部)

(人部)

(自部)

(心部)

(首部)

(禾部)

(立部)

(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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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看來， {龍矗于鑑〉襲用〈古文尚書〉寫本的痕遠非常清楚。敦煌殘卷標明古文

的， {龍鑫于鑑〉固然、引作古文，即使未標明古文的，如三輪等字，也引作古文，這

類例子向多，在此表僅舉一{操作例。總之，因為寫本標明是〈古文尚書)，而〈龍高手鑑〉

根攘的是寫本，所以它引用的古文，無疑的是根接這一類寫本的古文。{論文〉里的古

文很少被〈龍晶手鑑〉引用，便是這個道理。

其次，唐代武周新字，董作賓氏曾撰〈唐武后改字考〉一文詳加考證。他引錄了

〈新唐書〉卷七十六後妃傳“載初中，作學 、而 、奎 、 θ 、國、 0 、魚、忌、
南、鼠、華、古十有三文，太后自名書"。又詳錄〈資治通鑑〉卷三O四、 〈通志〉

卷三十五、六書五、 〈續通志、〉在七十一后把傳、 〈宣和書譜〉卷一、 〈集韻〉諸書。

說明武后新字的字數，有十三字說( {新唐書〉、 〈續通志、〉、 〈資治通鑑) )，有十

四字說( {通鑑〉胡注) ，有十六字說( {通志〉、 〈集韻} )，有十九字說( {宣和

書譜) )。徵引資料頗多，但敦煌寫本中保存了更多的武后新字。現在初步統計， {龍

高于鑑〉收錄了照、天、地、日、月、星、國、人、臣、教、初、年、聖、證、授、正
等十六字。這十六字，與敦煌寫本的武周新字相頓，正因為〈龍矗手鑑〉的來源、便是寫

本。但〈龍矗手鑑〉徵引的武周新字，它都稱為古文。現在我列舉如後:

(一)照(喔)
事早毒害害 古文音照 ( {手鑑〉日部)

學豐害等 古文普照 ( 目音ß ) 

(二)天(而)

疏而三古文普天

(fl\ 古文音天河在同上

安古文音天

司R 古文天字

(三)地(晏)
星臺二古文音地

是曹室主 三古文苦地

鑫古文地字

(四)日( 6) ) 

@ 古文日字

(五)月(區)

區 古文月字

@ 古文昔月

進音月

(六)人(至)
亟古文人字

亟古文音人

一部)

一部)

雜部)

雜部)

山部)

土部)

土部)

雜部)

仁部)

雜部)

L部)

部
部
生
一



132 

(七)世(患)

i葫古交~~ ? 

忌.;' ~~~ 

(八)教(贏)

車凸交 ìí'- 較今作載

(九)初(會)

凰以.'ifJJ

蔭，1，- X: • \' fJ} 

留學J... :古交 ìí 初

J~ .\初

孟買 :ii 初

( I ﹒)作(華)

華古文作r:

笙古的字

(主)聖(曼)

望堂 :白又;if些

警哩哇曾積種 t~r變體 if聖
婪 lÎ 聖

( 主 ) 丘誰仔 ( 慧 ) 
塞 凸交幻川心i口凶i扒"

巷'警莘 :古文證d千宇tι : 

客 古丈幻r í~哦滋

~慧套套 間古悅r:也

(主)投(，j，i)

亂社攪亂說有益籠上以
精:Ji -_ ì~受奴F

(高) lE (台)
當古交: 11" 姜文"1'

'Tf. 叉俗 )j 久反

(主)是( ID ) 

f 古文"蛙告 1，，]上

全古文ht' j-: 

;!3 .0已

(主) H<I (團)

雜部)

心部)

雜部)

金部)

金部)

雜部)

雜部)

雜吾[1 ) 

雜部)

4、商店)

玉部)

主吾11 ) 

1 ~Jt ) 

金部)

金部)

1主部)

金邱)

禾部)

禾部)

雜品)

日部)

五、部)

雜部)

|昌盛囡囡囡丘俗 ( rJ 部)

中國語交研究/第 8 期

以 k所學卡/，于，和武間新字，幾乎全部符 IriJ 。只有囡字形體相|斗，但注明赴俗'y 1(Ii 

不是古矢。華 字與JJîx蒙丈相|斗，金字典品交會近，但與〈新的書〉所載作。小 1 ，，] , 

臣，ι作忌，但未注明是古丈;注明古交的去Il作佩。另令，君字作風，故未注明是古丈，宇



潘，[(規/(龍品手鑑〉及其引用古文之研究 133 

形也和董說作崗者不合。除此以外，其他書(照)、而(天)、安(地)、6) ( Fl ) 

區(月)、系(人)、風(載)、周(初)、李( fF )、望(聖)、舉(證)、飛
(控)、面( If一)等|﹒王字，幾;于和董考完全相 ['îJ 0 nf 見武盯頒行的丈字， (龍起于鑑〉

把它 fi 作古丈。原因是武后祈字，什起來很像隸古'Æ{尚書) -類的文字，所以〈龍，已

于鑑〉稱它為古丈。文因寫本丈字的宇形卿、定，因此〈龍在于鑑〉所收的武!古I 糾字，具

體非常的多。 計照字有九丈，天字有六丈，地字有/，丈( .y( ~交) ，月宇釘三丈，初，卡
布丘丈(月未注明古火;者王丈) ，年宇二支，聖宇二支( 73 未注明古丈者七丈) ，證宇

八矢，跤'f:七丈( yJ ~~注明古丈者二支) ，屋字三支(月末注明古丈吝 A 丈)， ú<t: --
丈(古丈 IF'f工作看，父作方久反的益)。近種叫象，我們 nf以從敦想寫本遺f{{ f來的武

)材料t下得到l證明。例如聖字，斯元二二亡在作蟹，斯八七在作孽;證字，斯丘二三在作慧、

fr鑿，斯二二七八在作羹，斯丘。 h在作攀;臣字，斯二二七八在作忌，斯丘二三在
作，至、作患;月字，斯二-仁作6)，斯氏三 _C:_'{f 作區、作准。編祟〈龍，fE 于鑑} (1') { i J:勻，
他所丑見的寫本， ~!J這比我們能 j守主IJ的寫本為多，因此〈也fE 于鑑〉所收錄的武情l 具體

訓字也應該比1比們能丑到的異體字得多。根接眼前呈現的事實，我們品為〈龍在于鑑〉

引用的i上i 部分古文應該是武間草呀?了。

還有， lýdt朝俗書歸作，所以寫本的俗字也特別多，日式f九三〈顏氏家訓﹒雜藝篇) : 

“大 IpJ 之末，訛替Wi'I'. ， 蕭 f主，改易于:體，邵陸 L頗行(為字，朝野翁然，以為惜式。北

朝且已亂之餘，書籍鄙陋，加以專輒;在字、偎拙甚於j上 1 Ý1 0 J';以百念為憂， 百反為臂，小

用為罷，迫來為帥，位l'_ 'L為蘇，先人為主，如此.，W 卒，偏 j搞經傳"。文〈魏書﹒江式傳〉

之三個: “皇魏y長百 1: 之季，如!L)'~之緒， llt 易風移， 矢'f:改變， 主主形謬錯，掃體失間，俗

學屆1) 習，復加!拉巧。......乃日迫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輩兒， '1'同i蟲為蠶， Ú~l斯 ft 眾，

皆不 {ì .f L氏占書，史描 j、萃， ci午上毛品矢， 而經之， f= 也"。文韋述〈集賢注~E:)款開 j已|一

九年集賢院 ~qJ，v 書中古代主云: “再問紙ffk 舟、劣，必用俊魏H、于芋， 自反為歸，交 f一為學，

欠直加熱，峰、三反VLI "。 χ 〈蘇氏演義} L云: “只 úrllf:l夫氏為農， ~-f念仿憂， !,l'_ '!:.n 
蘇，兩些同雙， r[ill'蟲為蠶，明 u九哇!'小見 1:S覓， 美色為豔，口 L為!呦， 女:f-同學，如

此之字，皆俊魏流俗所撰，學各之所小用"。以上講家所提到的北朝俗，j-=，敦何寫本 rt 1 

常常 IU 此， 也多半 nf從〈行tlSil f.鑑〉中 -tx :r1j, ÚIl : 

虛幸 士或作 if歸 (來部)

體 泊二蘇 (~郎)

摹 古丈今作憂 ( ，心品)

曾出舊過蠶 11 (虫防1; ) 

i k. ì \0歸(自，fl; ) 

著古交峙， j-= 

為 、 ι :Lc
t1f1 

( 2~- im )案: .r))當作巧，刻本本之展。

( "1、而)案:非、龍在 l'îJ 0 

重 11 :兩只今作些( 1小j d{; )案: ['Í :j 、兩俗寫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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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聖
國

-
Z
H作

文
正
古
俗

哩
囡

(玉部)案:日月，玉缸，俗寫不分。

(口部)

這些俗字收錄在〈龍在于鑑〉裹，有的也稱為古文。其他俗字如你(古文，今作溺字。

見人部) ，恥(古交音學﹒見乙部)、:ti. (古文米字﹒見小部)等，也都稱為古文。總

體看來， {龍鑫手鑑〉中的古文，除部分是傳統相傳的所謂〈說丈〉古裝福丈外，其他

多數是隸古定古文、武周新字，以及流行的俗字。和傳統相傳的古文，可以說是同名而

異實。所以我們徵用于IJ {龍矗手鑑〉中的古文，是應該分別處理，不可一概而論的。

附記:

自來研究武后新字者，吾國董彥堂先生， 日本常盤大定教授({武后新宇仿一研究))

皆著有專丈。以及其他涉及此一問題的論述，似罕引證〈龍鑫手鑑〉為論者。其實編暴

〈龍矗于鑑〉的人，採錄寫本的武周新字，他附加的說明，確是研究武周新字有價值的

資料。例如〈宜和書譜〉有-武間屋字，並且說是生字;諸家都認為它是錯誤，去IJ說不

出錯誤的原因。現在看到〈龍鑫手鑑〉有直字，注明是古文月字;又有ï.i.字，注明吾月。

纜知道〈宜和書譜〉的臣，即是〈龍矗于鑑〉的逞，敦煌寫本區作i且，匠作逗，此例不

勝枚舉。臣、之都是區的異體，都是月字。{宣和書譜〉只是錯認月的異體巨字作

生字罷了。

癸玄立秋月，潘吊:規記於筆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