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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前　 言

若以乾隆五十七年 (1792) 作爲段玉裁撰 《說文解字注》 的開端,
至嘉慶十二年 (1807) 完成第十五卷注, 段氏以十五年的時間和精力

完成 《說文注》 的創作①。 若據陳煥跋文, 以乾隆四十五年 (1780) 作

爲段氏作 《說文解字讀》 的開端, 則段氏用功於校注 《說文》 近三十

年, 真如陳煥所說: “海内延頸望書之成已三十年於兹矣。”② 著 《說文

注》 凝聚了段氏晚年的大半心血, 其畢生所學可謂都爲一處。
如段氏在十五卷下注中所云: “治 《說文》 而後 《爾雅》 及傳注

明, 《說文》 《爾雅》 及傳注明, 而後謂之通小學, 而後可通經之大

義。”③ 段氏 《說文注》 的要旨便是以 《說文》 爲樞軸貫通小學, 以小

學爲樞軸通經, 而通四部, 拾級而上。 《說文注》 並不止步於對 《說
文》 本身的攷校, 這是段氏 《說文注》 與其前作 《汲古閣說文訂》 的

重要差異。 段氏晚年對四部羣書的重要認識, 從一字一詞的攷釋、 校

勘, 到對羣書義例、 經學要旨的論斷都納於 《說文》 的框架之中, 形

成這樣一部體大思精的著作。
然而, 無論是礙於 《段注》 複雜的體例、 較長的篇幅, 還是由於

學術背景的客觀差異, 當代學人閱讀 《段注》 已非易事。 專書研究中,
由於 《段注》 並非對 ( 《說文》 外) 專書的注釋之作, 段氏對羣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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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此編年據陳鴻森 《段玉裁 〈說文注〉 成書的另一個側面: 段氏學術的光與影》, 《中國文

化》 2015 年第 41 期。
(清) 段玉裁: 《說文解字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第 2 版, 陳煥跋, 第

789 頁。
《說文解字注》, 第 78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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攷校成果較難被從事專書研究的學者系統性地認識和吸收, 而這部分内

容實則非常豐富且重要。

前人亦十分重視 《段注》 攷釋羣書的内容。 余行達先生 《說文段

注研究》 中有 “ 《說文段注》 校釋羣書索引” 一章, “冀爲撰著 《說文

段注後箋》 之助”①, 故而僅錄篆字, 不錄段氏攷校羣書的具體内容。

同時, 每部專書下仍以 《說文》 的順序排列篆字, 以供 《說文》 研究

檢索之便。 然欲知專書具體某一處段氏的意見, 則仍難知其在 《段注》

中的位置。

因此, 本書欲以專書各自框架纂集段氏在 《說文注》 中對四部羣

書攷校的内容。 工作程序是重新從 《說文注》 第一個篆字 “一” 開始,

及至十五卷下段氏對許沖上表所作之注, 逐字逐條尋找段氏對羣書的攷

校, 分爲橫縱兩個維度排列材料。 縱向的維度是將 《段注》 對羣書的

攷校置於羣書之下逐條排列。 橫向的維度是指專題研究。 本書在纂集的

每一條目之下以標籤的形式標明段氏所攷爲專書的哪一方面, 或校誤

字, 或辨音義, 或破假借, 或論經史……以期展現 《段注》 對四部羣

書研究的不同維度。

以此體例纂集 《段注》 的内容, 得專書一百有五部, 囊括四部要

籍②。 又得標籤二十有五, 涉及傳統學術體系中的音韻學、 訓詁學、 文字

學、 目錄學、 校勘學、 辨僞學、 經學、 史學八個大的方面 (另設 “其他”

一類)。 共得問題條目五千餘條。 應當說, 對於上古文獻中的重要問題,

段氏在 《說文注》 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了。 另外, 筆者在研究中撰寫的

十二篇相關札記亦附書末, 希望對 《段注》 研究略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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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余行達: 《說文段注研究》, 成都: 巴蜀書社, 1998 年, 第 125-127 頁。
本書與余行達先生 《索引》 的體例不同, 亦非引書攷, 主要以段氏論及的專書中的問題

爲核心, 段氏論述專書某一問題涉及的其他諸書並不拆散至各書之下。 因此本書纂集得到的專書

數量比 《索引》 的專書數量要少, 但只要是 《段注》 攷校羣書的内容本書均收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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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書纂集段氏在 《說文注》 中對四部羣書的攷校, 分列於羣書

各自的框架下, 每條末括注其在 《段注》 中的位置 (從出篆字, 或各

部末文、 第十五卷大字)。 《段注》 有時僅是引羣書作爲書證, 並非對

羣書本身的攷校, 如此則不收在内。 段氏對 《說文》 本身的攷校亦不

在本書範圍之内。

2. 以四部經、 史、 子、 集的順序排列羣書, 各部各書順序基本依

照 《四庫全書總目》。 《四庫全書總目》 未編入者依時代順序列於每部

之末。 經部中, 段氏關於 《經典釋文》 《五經異義》 的討論絶大部分結

合具體經書, 故散列於羣經各條之中, 小部分討論專門針對 《釋文》

《異義》, 則列於 《釋文》 《異義》 之下。

3. 段氏對羣書之攷證, 以問題從出之字爲據, 依專書内部文句順

序排列。 涉及專書内部多處問題的, 置於該書之末, 冠以 “全書” (或

“全經” “全傳” ), 以 《段注》 篆序排列。 爲保證理解的連貫, 各專

書問題從出之各條目, 作字以段氏所引所論爲主, 同時參攷較爲常見常

用、 便於讀者查檢的今本作字。 段引與今本不同之實質性異文, 另出注

說明, 注中皆稱今本。 羣書所用今本所指具見本例言第 12 條羣書今本

目錄, 腳注中不一一注明。 今本不同之處爲今本所改, 或段氏所引有本

爲據、 可查明顯然者, 則不另出注。 《段注》 條目若爲對羣書的校勘,

則以所校今本作字作爲條目。

4. 對羣書中同一問題的討論或散見於數篆, 如此則列於同一條目

下, 以相互參照。 排列順序以 《段注》 篆序爲主。 個別情況下, 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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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展開的邏輯對順序略作調整。 當某條目下不同篆文所引羣書文字有

異時, 以合於今本者列爲條目。

5. 一篆之下, 段氏的攷校時而涉及羣書中的某一問題, 時而超過

一個問題。 超過一個問題的一般分別繫於問題從出之位置。 涉及一個問

題而涉及不同專書的一般置於段氏首引之書的框架下。 若非首引之書,

但爲整個問題展開最多, 最要緊的部分, 爲了避免喧賓奪主, 置於該書

之下。

6. 段氏攷校羣書, 有時不以某部書爲焦點, 而冠以 “古書” “古”

“諸書” “經典” “經傳” 等, 或羅列多部專書、 牽涉較廣, 不宜置於單

部書下。 這種情況另置 “羣書” 一類, 置於四部之末, 依 《段注》 篆

序排列。

7. 段氏對羣書的攷察, 有的緊密聯繫對 《說文》 本身的攷校, 脫

離 《說文》 的語境則不知段氏所云, 這種情況亦將段氏攷校 《說文》

的部分收入, 括注 《說文》 文本, 具體作字以 《段注》 爲準, 與今人

常用陳昌治一行一篆本不同者, 以腳注注明 (注中簡稱陳本), 以便讀

者參攷利用 (所引 《說文》 大字與 《段注》 小字不一定緊鄰)。 段氏校

改 《說文》, 有的校字貫穿全篇, 如改 “以” 爲 “ ”, 涉及多處。 爲

使注釋簡練, 這些涉及廣泛的改字列表如下, 正文不一一出注:

陳本 《說文》 及羣書 段注

以, 及從以之字 , 及從

窮 竆

明 朙

居 凥

丘

鼓

乘 乗 /椉

太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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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陳本 《說文》 及羣書 段注

錯

法 灋

侯 矦

詞

韻 韵

　 　 條目中, 有時爲足文義, 括注筆者 “編按”; 段氏於注文中另有小

字夾注者, 括注 “段云”。
8. 《段注》 所用避諱字改回原字, 如 “ ” 改回 “玄”, 不一一

出注。
9. 每條前以標籤標明段氏攷校羣書要旨, 包括:
訓詁學:
【叚借】: 段氏對羣書具體文字叚借的指認。
【同源】: 對羣書具體文字所記錄的語詞同源關係的攷釋。
【聯綿】: 對羣書具體語詞聯綿詞性質之指認。
【句讀】: 對羣書具體文句句讀的看法。
【詁訓】: 涉及訓詁學而不屬於前四類的語詞詁訓及名物攷釋。
文字學:
【古今】: 對羣書具體文字涉及古今字内容的論述。
【正俗】: 對羣書具體文字指認俗字, 指明正字的論述。
【異體】: 對羣書具體文字異體關係的論述。
音韵學:
【音義】: 對羣書具體文字音義配合 (不包括假借) 的論述。
【注音】: 對羣書具體文字的單純注音。
【押韵】: 對羣書具體文句押韵情況的指認。
校勘學:
【校勘】: 對羣書具體文字的校勘成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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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文】: 對羣書具體文字異文情況的列舉。

【譌字】: 對羣書譌字現象、 譌字規律的總結。

目錄學:

【目錄】: 對目錄分目、 著錄的討論。

辨僞學:

【辨僞】: 對羣書的辨僞。

經學:

【經學】: 對羣書具體文字作字、 經說之同異的歸納及對經說、 經

學傳承關係的探討。 包括以許慎爲核心的經說探討。

史學:

【歷史】: 對羣書中涉及的史實的攷釋。

【地理】: 對羣書具體文句涉及的歷史地理問題的攷釋。

【避諱】: 對羣書具體内容避諱問題的論述。

其他:

【義例】: 對羣書義例的發明。

【源流】: 對文獻之閒因循關係、 文本之閒源流關係的攷釋。

【佚文】: 指出羣書佚文的内容。

【辨誤】: 辨明羣書及前人羣書研究中的錯誤 (與羣書具體文字的

校勘不同)。

【志疑】: 標明羣書中難以解決的疑難, 或雖有解決方案而尚不確

定、 亦屬疑詞者。

10. 本書纂集 《段注》 攷證羣書的内容以學者最爲常用的上海古

籍出版社影清經韵樓本 《說文解字注》 爲工作底本。 許惟賢教授在其

點校的 《說文解字注》 中, 對段氏引書做了大量核校工作, 於 《段注》

本身的標點、 校勘多所發明, 爲 《段注》 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礎, 該

點校本是本研究最重要的參攷文本。 本書引用該點校本校語簡稱 “許

校”。 邵永海教授對 《段注》 前十四卷做了電子化的工作; 陳嘉儀另對

《段注》 第十五卷精加核對, 二者均對本研究幫助很大。

11. 《說文》 及 《段注》 核心參攷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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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解字》, (東漢) 許慎撰, (北宋) 徐鉉校定, 影清陳昌治一

行一篆本, 北京: 中華書局, 1963 年。

《說文解字注》, (清) 段玉裁, 影清經韵樓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

版社, 1988 年, 第 2 版。

《說文解字注》, (清) 段玉裁撰, 許惟賢整理, 南京: 鳳凰出版

社, 2015 年, 第 2 版。

本書纂集 《說文》 及 《段注》 材料不一一出注。 引用許校校語於

腳注標引, 不一一注明出版信息。

12. 本書所據所稱羣書 “今本” 目錄:

經部:

十三經及其注、 疏、 釋文俱見 《十三經注疏》, (清) 阮元, 影清

嘉慶刊本, 北京: 中華書局, 2009 年。

《尚書大傳疏證》, (清) 皮錫瑞, 北京: 中華書局, 2015 年。

《大戴禮記解詁》, (清) 王聘珍, 北京: 中華書局, 1983 年。

《春秋繁露義證》, (清) 蘇興, 北京: 中華書局, 1992 年。

《五經異義疏證》, (清) 陳壽祺, 北京: 中華書局, 2014 年。

《鄭志》, (三國魏) 鄭小同, 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

單論 《釋文》 另參 《經典釋文》, (唐) 陸德明, 清抱經堂叢書本。

經部小學類:

《方言箋疏》, (清) 錢繹, 北京: 中華書局, 1991 年。

《釋名疏證補》, (清) 王先謙, 北京: 中華書局, 2008 年。

《廣雅疏證》, (清) 王念孫, 清嘉慶元年刻本。

《匡謬正俗》, (唐) 顏師古, 清同治小學彙函本。

《宋本玉篇》, (北宋) 陳彭年, 影清張氏澤存堂本, 北京: 中國書

店, 1983 年。

《五經文字》, (唐) 張參,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九經字樣》, (唐) 唐玄度,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佩觿》, (北宋) 郭忠恕, 清康熙刻本。

《類篇》 (北宋) 司馬光, 影姚刊三韵本, 北京: 中華書局, 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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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鑑》, (元) 孝文仲,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廣韻校本》, 周祖謨, 北京: 中華書局, 2004 年, 第 3 版。

《集韻》, (北宋) 丁度等, 影清錢曾述古堂影宋鈔本, 上海: 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古今韻會舉要》, (元) 熊忠,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轉注古音略》, (明) 楊慎,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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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易

乾

夕惕若厲

【經學】 【辨誤】 ( 《說文》: “ , 骨閒黃汁也。 从骨, 易聲。 讀若 《易》

曰: ‘夕惕若厲。’ ” ) “讀若” 二字小徐無, 非也。 《汗 》 《古文四聲

韵》 皆云: “ 出古 《周易》。” 正因 《說文》 奪 “讀若” 字, 遂徑作

“夕 ” 也。 “夕惕若厲” 又見 《夕部》 及他古籍。 《易》 惟費氏以古字

號古文 《易》。 鄭君傳費氏, 亦云: “惕, 懼也。” 且 《易》 “惕” 字屢

見, 倘古文皆作 “ ”, 諸家必有爲之說者, 而未見也。

( )

【詁訓】 【辨誤】 ( 《說文》: “ 《易》 曰: ‘夕惕若厲。’ ” ) 《乾》 九三

爻辭也。 “厲” 各本作 “夤”, 今正。 凡漢人引 《周易》 “夕愓若厲”

不暇枚舉, 許書 “ ” 字下亦作 “夕愓若厲”。 此引者, 說从夕之意

也。 “夕愓” 者, 火滅修容之謂。 凡許書, 引 《易》 “井者法也”, 說

“ ” 从井之意。 引 《易》 “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 說 “相” 从目、

木之意。 引 《易》 “先庚三日”, 說 “庸” 从庚之意。 引 《易》 “豐其

屋”, 說 “寷” 从宀、 豐之意。 引 《易》 “百榖艸木麗於地”, 說 “ ”

从艸、 麗之意。 引 《易》 “突如其來如”, “不孝子突出, 不容於内也”,

說 “ ” 从倒子之意。 皆偁 《周易》 以說字形之意。 學者不憭, 往往

誤會, 於是改 “厲” 爲 “夤”, 改 “突” 爲 “ ”, 而惠氏定宇作 《周

易述》, 竟作 “夕惕若夤, 厲无咎”, “ 如其來如” 矣。

(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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亢龍有悔

【叚借】 【經學】 ( 《說文》: “一曰 《易》: ‘忼龍有悔。’ ” ) 忼之本義

爲忼慨, 而 《周易·乾》 上九 “忼龍” 則叚 “忼” 爲 “亢”。 亢之引

申之義爲高, 《子夏傳》 曰: “亢, 極也。” 《廣雅》 曰: “亢, 高也。”

是今 《易》 作 “亢” 爲正字, 許所據孟氏 《易》 作 “忼”, 叚借字也。

凡許所引經說叚借, 如 “無有作 ” “堲讒說” “曰圛” 皆是。

(忼)

確乎其不可拔

【校勘】 【詁訓】 【正俗】 《易·文言》 曰: “確乎其不可拔, 潛龍也。” 虞

翻曰: “確, 剛皃也。” 鄭曰: “堅高之皃。” 按: 今 《易》 皆作 “確”。

攷 《釋文》 曰: “ 《說文》 云: ‘高至。’ ” 《 辭》: “夫乾, 確然示人易

矣。” 《釋文》 曰: “ 《說文》 云: ‘高至。’ ” 皆不言 《說文》 作 “隺”,

是則陸所據 《易》 二皆作 “隺”, 而今本俗誤也。 許意 “隺” 訓 “高

至”, “塙” 訓 “堅不可拔”。 《文言》 字作 “隺” 而義从 “塙”, 《 辭》

乃義如其字。 ……今俗字作確, 乃确字之變耳。

(塙)

坤

【詁訓】 【辨誤】 《象傳》 曰: “地勢坤, 君子以厚德載物。” 《說卦傳》

曰: “坤, 順也。” 按: 伏羲取天地之德爲卦, 名曰乾、 坤。 …… ( 《說

文》: “土位在 也。” ) 《說卦傳》 曰: “坤也者, 地也。 萬物皆致養

焉, 故曰致役乎坤。” 坤正在申位, 自倉頡造字已然, 後儒乃臆造乾南

坤北爲伏羲先天之學, 《說卦傳》 所定之位爲文王後天之學。 甚矣人之

好怪也。 或問伏羲畫八卦, 即有乾、 坤、 震、 巽等名與不? 曰: 有之。

伏羲三奇謂之乾, 三耦謂之坤, 而未有乾字、 坤字。 傳至於倉頡, 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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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字。 坤、 泰山北斗, 特造之, 乾、 震、 坎、 離、 艮、 兌, 以音義

相同之字爲之。 故文字之始作也, 有義而後有音, 有音而後有形, 音必

先乎形。 名之曰乾、 坤者, 伏羲也。 字之者, 倉頡也。 畫卦者, 造字之

先聲也。 是以不得云☷即坤字。

(坤)

陰始凝也　 至堅冰也

【校勘】 【古今】 《易·象傳》 初六: “履霜, 陰始凝也。 馴致其道, 至

堅冰也。” 古本當作 “陰始冰也” “至堅仌也”。 《釋器》: “冰脂也。”

孫本 “冰” 作 “凝”。 按: 此可證 《詩》 “膚如凝脂” 本作 “冰脂”。

以 “冰” 代 “仌”, 乃別製 “凝” 字。 經典凡 “凝” 字皆 “ 冰” 之

變也。

(冰)

囊①

【叚借】 《廣雅·釋詁》 曰: “ , 塞也。” 《易·巛》 六二: “ 囊无

咎”, 即 字也。

( )

【叚借】 《易》 “ 囊”, 借爲 字也。

( )

龍戰於野

【詁訓】 十月於卦爲 《坤》, 微陽從地中起, 接盛陰, 即 “壬” 下所云

“陰極陽生”, 故 《易》 曰: “龍戰於野。” 戰者, 接也。

(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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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

磐桓

【異文】 【叚借】 《易·屯卦》 “磐桓”, “磐” 亦作盤, 亦作槃, 義當作

般。 桓義當作 。 般者, 辟也。 者, 回也。 馬融云: “槃桓, 旋也。”

是二字皆叚借也。 凡舟之旋曰般, 旌旗之指 曰旋, 車之運曰轉, 柄

曰斡, 皆其意也。

( )

屯如邅如

【校勘】 【聯綿】 趁 即 《屯》 六二 “屯如亶如”。 馬融云: “難行不進

之皃。” “亶” 俗本作 “邅”, 葉林宗抄宋版 《釋文》、 呂祖謙 《音訓》

皆作 “亶”。 《馬部》 作 “駗驙”。 駗驙, 馬載重難也, 皆雙聲曡韵。

( )

【校勘】 【異文】 ( 《說文》: “ 《易》 曰: ‘乘馬驙如。’ ” ) 《周易·屯》

六二: “屯如亶如, 乘馬班如。” “亶” 俗作 “邅”, 宋時 《經典釋文》

不誤。 許所據 《易》 葢上句作 “駗如驙如”, “乘馬” 二字當爲誤文。

(驙)

即鹿無虞

【叚借】 《詩·大雅·旱麓》 毛曰: “麓, 山足也。” 葢凡山足皆得偁麓

也。 亦假借作 “鹿”。 《易》: “即鹿無虞。” 虞翻曰: “山足稱鹿。 鹿,

林也。”

(麓)

泣血漣如

【異文】 【志疑】 【異體】 【校勘】 ( 《說文》: “ 《易》 曰: ‘泣涕

如。’ ” ) 《屯》 上六爻辭。 “泣涕”, 《易》 作 “泣血”。 《雨無正》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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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無聲曰泣血。” 《檀弓》 注曰: “泣無聲如血出。” 而九家虞翻注

《易》 乃云: “血流出目。” 未知孰是。 “ 如”, 《易》 作 “漣如”。 漣

者, “瀾” 之或字。 葢許所據爲長。

( )

蒙

再三瀆

【異文】 【叚借】 ( 《說文》: “ 《易》 曰: ‘再三黷。’ ” ) 古字多叚借通

用, 許所據 《易》 作 “黷”, 今 《易》 作 “瀆”。 崔憬曰: “瀆, 古黷字

也。” 玉裁按: 鄭注云: “瀆, 褻也。” 瀆褻, 許 《女部》 作 “嬻媟”, 若

依鄭義則 “黷” 爲叚借字, “嬻” 爲正字也。

(黷)

以往吝

【志疑】 ( 《說文》: “ 《易》 曰: ‘ 往吝。’ ” ) 《蒙》 初六爻辭。 按:

《辵部》 引 “以往遴”。 不同者, 許 《易》 偁孟氏, 或兼偁他家。 或孟

《易》 有或本, 皆未可知也。

(吝)

需

需須也

【叚借】 《易·彖傳》 曰: “需, 須也。” 須即 之叚借也。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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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上于天需

【詁訓】 ( 《說文》: “ 《易》 曰: ‘雲上于天, 需。’ ” ① ) “雲上于天”

者, 雨之兆也。 宋衷曰: “雲上于天, 需時而降雨。”

(需)

訟

終朝三褫之

【叚借】 《周易·訟》 上九: “或錫之鞶帶, 終朝三褫之。” 侯果曰:

“褫, 解也。” 鄭玄、 荀爽、 翟元皆作 “三拕之”。 荀、 翟訓 “拕” 爲

“奪”。 《淮南書》 曰: “秦牛缺遇盜, 拕其衣。” 高注: “拕, 奪也。”

“拕” 者, “褫” 之假借字。 十七、 十六二部音冣近也。

(褫)

【叚借】 《易》: “終朝三褫之”, 鄭本作 “拕”, 叚拕爲裭也。

(拕)

師

毒天下

【詁訓】 【異文】 ( 《說文》: “毒, 厚也。” ) 毒兼善惡之辭, 猶祥兼吉

凶、 臭兼香臭也。 《易》 曰: “聖人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 《列子書》

曰: “亭之毒之”, 皆謂厚民也。 毒與竺、 篤同音通用。 《微子篇》: “天

毒降災”, 《史記》 作 “天篤”。

(毒)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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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畜

輿說輻

【叚借】 【校勘】 ( 《說文》: “ , 車軸縛也…… 《易》 曰: ‘輿說

。’ ” ① ) 《周易·小畜》 九三、 《大畜》 九二文也。 馬云: “車下縛

也”, 與許合。 其非轐明矣。 或作腹者, 叚借字; 或作輻者, 譌字。

( )

②

虎尾愬愬

【異文】 【經學】 【詁訓】 ( 《說文》: “ , 《易》: ‘ 虎 。’ ”③ )

今 《易》 “ ” 作 “愬愬”。 《釋文》 曰: “愬愬, 《子夏傳》 云: 恐懼

貌。 馬本作 , 云: 恐懼也。 《說文》 同。” 按: 《震》 卦辭: “震來

。” 馬云: “恐懼貌。” 鄭同馬。 鄭用費 《易》, 許用孟 《易》, 而字同

義同也…… (編按: ) 古音在五部, 故 《易》 一作 “愬” 也④。

( )

泰

拔茅茹以其

【異體】 【叚借】 《周易》: “拔茅茹以其 , 征吉。” 《釋文》 云: “ 古

文作 。” 按: 即 字之異者, 則假借字也。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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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叚借】 《周易》: “拔茅茹以其 。” 鄭云: “勤也”, 以爲 “謂” 之叚

借也。 王弼云: “類也”, 以爲 “會” 之叚借也。

( )

包荒用馮河

【異文】 ( 《說文》: “ 《易》 曰: ‘包巟用馮河。’ ” ) 今 《易》 作

“荒”, 陸云: “本亦作巟。”

(巟)

否

儉德辟難

【叚借】 古假險爲儉, 《易》: “儉德辟難”, 或作險。

(儉)

謙

【異文】 【叚借】 【校勘】 (編按: 嗛) 假借爲謙字, 如 《子夏周易》

《漢·藝文志》 謙卦作 “嗛” 是也。 《志》 云: “合於 《易》 之嗛嗛,

一嗛而四益。” 轉寫下句从言, 遂滋異說。

(嗛)

撝謙

【詁訓】 【叚借】 《易》: “撝謙”, 馬曰: “撝猶離也。” 按: “撝謙”

者, 溥散其謙, 無所往而不用謙, 裂義之引申也。 《曲禮》: “爲國君削

瓜者華之”, 注曰: “華, 中裂之也。” 華音如花, 撝古音如呵, 故知

“華” 即 “撝” 之叚借也。 …… 《敘》 曰: “比類合誼, 以見指撝。”

《易》 “撝謙” 注曰: “指撝皆謙。” 凡 “指撝” 當作此字。

(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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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

介于石

【異文】 【詁訓】 《易》: “介于石”, 馬本作 “扴”, 云: “觸小石聲。”

按: “扴于石”, 謂摩 于石也。

(扴)

朋盍簪

【詁訓】 《豫》 九四: “朋盍簪”, 子夏 《傳》 云: “簪, 疾也。” 鄭云:

“速也。” 晁說之云: “陰弘道按: 張揖 《古今字詁》 作撍。 《埤倉》

云: ‘撍, 疾也。’ 說之案: 撍、 簪同一字。 王原叔謂即 《詩》 不寁字,

祖感反。” 玉裁按: 《釋詁》: “寁, 速也。” 本或作疌。

(疌)

【古今】 《周易》: “朋盍簪。” 晁氏說之曰: “簪, 京本、 蜀才本作

‘撍’。 陰弘道案: 張揖 《古今字詁》 作撍。 《埤蒼》 云: ‘撍, 疾

也。’ 撍與簪同。 王元叔謂即 《詩》 不寁字, 祖感反。” 玉裁按: 即

寁, 古宀广通用。 葢 《古今字詁》 今字作 , 古字作撍也。

(寁)

【叚借】 古經無簪字, 惟 《易·豫》 九四: “朋盇簪。” 鄭云: “速也。”

實 “寁” 之假借字。 張揖 《古今字詁》 作撍。 《埤蒼》 云: “撍, 疾

也。” 寁、 、 撍同字。 京作撍。 經文之簪, 古無釋爲笄者。 又 《士喪

禮》: “復者一人, 以爵弁服簪衣于裳。” 注云: “簪, 連也。” 然則此實

“鐕” 之假借字。 《金部》 曰: “鐕, 可以衣箸物者。” 凡經典此二簪字

外, 無言簪者。

(兂)

【異文】 【音義】 攷 《周易》 “朋盍簪”, 虞翻本簪作 “戠”, 云: “戠,

聚會也。 舊讀作撍, 作宗。” 《釋文》 云: “荀作撍, 京作宗。” 陰弘道

云: “張揖 《字詁》 、 撍同字。” 按: 此戠當以音爲聲, 故與朁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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疌聲爲伍。 然 《尚書》 “厥土赤埴”, 古文作 “赤戠”, 是戠固在古音弟

一部也。 一部内 “意” 亦从音, 音未必非聲, 葢七部與一部合韵之理。

(編按: 戠) 之弋切, 一部。

(戠)

噬嗑

屨校滅趾

【詁訓】 《易》 曰: “屨校滅趾。” “何校滅耳。” 屨校, 若今軍流犯人新

到箸木鞾; 何校, 若今犯人帶枷也。

(校)

噬乾胏

【經學】 馬融、 陸績皆曰: “肉有骨謂之胏。” 《說文》 《字林》 作 “ ”,

訓爲 “食所遺”, 葢孟本孟說與?

( )

【叚借】 【異文】 《周易》: “噬乾胏。” 鄭曰: “胏, 簀也。” 此言假 “胏”

爲 “笫” 也。 《士喪禮》① 古文 “笫” 爲 “茨”。

(笫)

賁

束帛戔戔

【詁訓】 殘與 通, 故 《周禮注》 曰: “雖其潘灡戔餘, 不可褻也。”

《周易》: “束帛戔戔”, 《子夏傳》 作 “殘殘”, 皆 餘之意也。

(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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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許校云: “此 《士喪禮》 指 《既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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