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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内容摘要

《类篇》是继《说文解字》、‘玉篇》之后的又一部重要字书，书中着力探讨

了字源、古音、古训，触明古今字形的演变，并把文字的异义和异读附于字义解一

释之后，收字规模宏大，文字现象复杂。

《类篇》在对异体字收录上，有着自己的标准和理解，充分体现了两宋时期

异体字整理的研究特色和水平。本文依据传统文字学广义异体字的定义，采取定

量分析，部分测查，全面分析方法，对《类篇》异体字进行了初步系统的研究。

全文由六部分组成：

绪论：简要叙述了《类篇》成书时代背景，收字特点，在文字学史上的重要

地位。

第一章：介绍了‘类篇》收字的基本情况，明确了其收录字数和收字原则，

和有关异体字的界定。

第二章：概括了《类篇》异体字的表现类型，根据文本储字情况。将其异体

字划分为正文和注释两个层次，归纳为三种表现形式：与本字并列者，释文中注

释者，归于别部者。并具体分析每一种表现形式的表现类型。

第三章：根据已划分的类型，对异体字的构形进行了分析，包括古文类字形

分析，或体字字形分析，俗体字形分析等，对每一种字形细化分类，阐明<类篇》

异体字构形的特点。

第四章：对《类篇》异体字的来源进行了初步探讨，将《类篇》同《说文解

字》、《汗简》，《大广益会玉篇》等字书对比，考其源流。《类篇》多数异体来源于

古代字书并对其进行了加工改造，而《集韵》是一个特殊来源。

第五章：《类篇》作为我国古代字书集大成者，在异体字整理归纳上表现出那

个时代鲜明的时代特征，既有优点，亦有缺点，此章初步表现了《类篇》文字学

的价值。

本文正文之后的附录部分附有“《类篇》俗字表”和。部分‘或体’异体字字

表”，以反映本文对‘类篇》异体字研究的收集与整理。

关键词：类篇异体字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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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ci Pian”is锄important calligraphy book which continues”Shuowen Jiezi一．"Yu

plan"．The book has discussed the character source，the ancient pronunciation，the

ancient precept，expounded the ancient and modern glyph evolution，and attaches writing

different righteousness and the variant pronunciation after the meaning explanation．It

receives the character broad in scale，and the writing phenomenon is complex．

”Lei Pian”has own standard and the understanding in includes to the variant form，

fully has manifested the research characteristic and the level which two Song time．This

article rests on the traditional philology generalized variant form the definition，

adopting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the part measures looks up and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method．The variant form has conducted the preliminary system research to

”Lei Pian”．

The full text is composed by six parts：

Introduction：Briefly narrated the circulation time background，the character

characteristic ofreceives and important status in philology history．

First chapter：Introduced”Lei Plan”the character the basic situation on receives，

clear about it on the number ofwords and to the character principle，with related variant

form limits．

Second chapter：Summarized”Lei Plan”the variant form performance type．

According to store of character situation the，it divides into two levels of the main text

and the annotation．The induction is three kind ofmanifestations：With original form ofa

character compound；elucidates texts the annotation；belong to anthor Character radical．

And analyzes each kind ofmanifestation specifically the performance type．

Third chapter：According to the types which already divides，it has canied on the

analysis to the variant form configuration，including
the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class glyph analysis，the variant form character glyph analysis and the popular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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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uthofized form of a Chinese character shape analysis and SO on．Classification each

kind of glyph classification，and expounds”Lei Pian”the variant form configuration

characteristic．

Fourth chapter：The variant form origin has carried on the preliminary discussion

to”Lei Pi卸"．Contrasting”Lei Pian“with”Shuowen Jiezi”．”Hart Jian”and”Da Guang

Yihui the Yu plan”and∞on．will test its Source．The most bodies originated in the

ancient times calligraphy book and have carried on the processing transformation to it，

and”Ji Yun”was a special origin．

Fifth chapter：”Lei Plan”as our country ancient times calligraphy book epitomizing，

displayed bright time characteristic in the variant form reorganization induction，had the

merits，and the shortcomings．This chapter has displayed”Lei Pian”initially the

philology value．

After main text appendix partially attaches”the unauthorized character table of。’

Lei Pian“”and”are partial’the variant form’the variant form character table”．which

reflects the variant form research collection and the reorganization．

Key word：Lei Pian variant form hu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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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类篇》由宋代王洙，胡宿，张次立、范镇等人奉敕相继编纂，最后由司马

光整理缮写上呈，书即题司马光撰。此节成于宋英宗平治二年(公元1066年】，

体例略依据《说文解字》o。全书十五篇，分部首列字，解释以音义为主，收字及

释义较前代字节为备，是我国古代继《说文》、《玉篇》之后的又一部重要字节。

纵观中国文字学史，《类篇》犹如珍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它联系古今，承前启后，

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料价值。司马温公在《类篇·序》中言道：

虽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无不各获其处也。多而至于失其处者，

非多罪也．无以待之，则十百而乱；有以待之，则千万若一．今夫字书于天下

可以为多矣，然而从其有声也，而待之以《集韵》，天下之字以声相从者无不

得也；从其有形也，而待之以《类篇》，天下之字以形相从者无不得也．

中国文字之本在形而用在音，形音既明，义于是得。古代善待之以音者，则

有《切韵》、《广韵》等，而以《集韵》集其大成；古之善待之以形者，莫若《说

文》、《玉篇》，而《类篇》又集其大成。从文字发展史看，文字历史既久，孳乳变
●

异既繁，形体各异，自仓颉以来整理多次，史籀整合大篆，李斯统一篆节，其后

便是许慎之《说文》，顾野王之‘玉篇》，以字形之书，收字之富，赵宋以前无以

逾于《类篇》。其书编纂从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一零三九年)至宋英宗治平三年

(公元一零六六年)，历时二十七年。《四库全书总目》日：“凡分部五百四十四，⋯⋯

凡文三万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两万一千八百四十六，仅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五字。”

规模宏大可见一斑。

在语言文字学史上，《类篇》的价值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历来研究者少，

除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外，学者们不予以重视也是重要一个原因。《类篇》作为

文字学史上一部重要字书，理应得到充分的应用。《类篇》中着力探讨了字源、古

①为矗便行文，下文中简称为‘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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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古训，阐明古今字形的演变，并把文字的异义和异读附于字义解释之后。这

些都补充了《说文》和《玉篇》之所无。汉字的本体是字形，‘类篇》又是一部以

收录字形为主的字书。探讨字形及其孳乳变异的关系是研究《类篇》的一个重要

内容。

5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I_●■■●●●■■●●■■■●__■●●■■■●_■●■_●■■■__■■■_■_■__■__■●●g日■■■●■●■■●■■■■■■●●■■■●●●■■■●一

第一章《类篇》收字情况概述

一、《类篇》收字数量及原则

《类篇》是继《玉篇》之后集大成的楷体字节，全节为雕版印刷而成：关于

《类篇》所收文字总数，《类篇·序》中言道：“凡十四篇，目录一篇，每篇分上

中下，总四十五卷，文三万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两万一千八百四十六。” 《四库

全书总目》日：“凡分部五百四十四，⋯⋯凡文三万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两万一

千八百四十六，仅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五字。”增订《辞海·语言文字分册》则云：

“分部五百四十四部，⋯⋯收字三万一千余，重文两万一千余。”又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4年6月影印宋钞本《类篇》，其《跋》云：“用《说文解字》例，其分部五

百四十三，编例有九，所收重文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五字⋯⋯”，目前一些文字iJ rI诂

书籍在介绍《类篇》时，一般依从《四库全书总目》。国《类篇．》所收三万一千三

百一十九字，继承了《说文》、《玉篇》等字典的编排方式，也是以部首来分类。

fⅡ是《类篇》在编排方法上有所创新，它首创以韵目为次来排列各部内之字的方

法，利于读者查检。《类篇》跟《玉篇》一样，以楷节为字头。《类篇》的释文不

像《说文》那样以六节来分析字形结构，而足以注音、释义为主要内容。这是为

了方便人们查找字音与字义，至于字形的构成，则不是一般人所需要的。《类篇》

的字头和释文均用楷书，每字之下先注明反切，再释义。释义多引前代字节、义

书的说解及古书之传注，所引书证和释义都较为简明扼要，多直释其义。若有重

音，则分别注音释义。若字形、字音、字义有不明之处·有司马光按语。有古文、

篆籀，或体、俗体等一并标出。这些庞杂的文字是按什么方式编排的?‘类篇·序》

有苏辙言该书归字之九条例：

凡《类篇》以《说文》为本，而例有九．一日掇榘异释而呐由异形，凡同

音而异形者，皆两见也。二日天一在年一在真，凡同意而异声考皆一见也．三

①陈建韧‘(类篇)的部首数和字数》一文中考察‘类篇'的部曹和‘说文'完全相同为540部，收字总数

包括蓖文为31319字。‘占议诰研究)198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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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Af【之在帅，令之在於，凡古意之不可知者，皆从其故也．四日雾古气类也而

今附雨，龄古口类也，而今附音，凡变古而有异意者，皆从今也．五日盎之在

口而燕之在林，凡变古而失其真者，皆从古也．六曰克之附天至之附人，凡字

之后出而无据者，皆不得特见也．七日王之为玉瓤之为朋，凡字之失故而遂然

者皆明其由也．八日邑之加虽白之加塌，凡Ⅸ集韵》之所遗者皆载于今书也．

九日移之附小聪之附最，凡字之无部分者皆以类相聚也．

这九条“凡例”的意思是：一、凡同音异义异形之字，皆分两见两处，即使

形体极相近，亦不得合并；二、凡同形同义而异声的字，皆将诸音诸义归于一字

之下；三、较古文字，于字形之所从，不可确之，故仍保留于本字之下而不归部；

四、本字与异体字之字义，自古至今，恒无相异，则不分，否则，皆依所从偏旁

归部；五、凡今字已变其原来形体，而失古人之造字初意，改易所从《说文》部

首偏旁，则形体归部仍从《说文》之旧；六、后出文字，而无根据，则附于本字

之下，而不特别独立；七、文字因传写讹变，于今已为世人所习用，但不依其俗

形归字，并于文字之注文中辩明；八、《集韵》所漏收之字，《类篇》亦增字归部；

九、字形之归部，无所依据，乃按照《说文》条例，据形系联。@

《类篇》的三万一千三百一十九字就是按照上述条例安排的，除少数出例的

个别以外，基本上能够按照这个标准去辑录文字。《类篇》在收字的类型方面，做

到了“古今兼顾，雅俗共赏”。它的字目，除统括《说文》以来字节中所有的字(包

括新附字)之外，还收录了不少的异体字、新字和冷僻字。由小篆到隶节和楷节，

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汉字经隶变和楷化之后，由于笔画化而使得大量的

异体字产生了．《类篇》非常注意整理和收录这些异体字。‘类篇》中所认定的异

体字包括隶定籀文古文、楷化隶书、通假字、古今字及楷书异体等，所以数量较

多。

①‘类篇研究'孔仲温台湾学生节局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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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异体字的定义

我们要研究《类篇》中的异体字，就需要给异体字下一个定义。一般情况我

们给异体字这样定义：异体字就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字符号记录同一个词的

一组字。我国字典编纂很早就注意到异体字的收录，异体字虽然是一个常用的术

语，但它是今天才出现的一种称谓，《类篇》时代尚无此说法，目前学术界对它的

理解也不尽相同。我们先看一些学者专家对此的珲解：

异体字是一个字的不同写法。两个或几个字形，必须音义完全相同，才能

算是一个字的异体．。

异体字就是许慎《说文解字》中的“重文”．凡是音义相同而写法不同的

字，都叫做异体字．。

异体字指汉字通常写法之外的一种写法，也称或体．这种字跟通常写法相

比较，或在形旁上有所不同，或在声旁上有所不同。。

异体字跟古今字最大的区别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字的意义完全相

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互相代替．。

异体字：音义同而笔画不同的字．即俗体，古体．或体，帖体之类．。

异体字就是彼此音义相同而外形不同的字．严格地说，只有用法完全相同

的字，也就是一字的异体，才能称为异体字．但是一般所说的异体字往往包含

只有部分用法相同的字．严格意义上的字可以称为狭义异体字，部分用法相同

的字可以称为部分异体字．二者合在一起就是广义的异体字．⋯⋯部分异体字

用法的同异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包舍式，也可以称为包孕式，

就是一个字的用法为另一个字所包含．另一类是非包含式，也可称交错式，就

是彼此既有共同的用法，又各有不同的用法．。

①‘语文长谈'B叔湘三联书店1980年版

②‘文字口ll诂论集’刘义辛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③‘中国大自科全辂·语青文字卷，周祖．虞中闷大百科仝书出版社1988年版
④‘古代汉语'壬力中华}5局1996年版

@‘辞海·语占文字分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

@‘文字学概要'袭锡圭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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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列举了一些专家学者对异体字的看法，不过从这些观点中可以看出，学

术界对异体字的界定是不统一的。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异体字的讨论取得了更为

深入的结果，不少人对异体字的概念提出了更为新鲜和科学的解释。对异体字的

定义采用“严式”解释，如，李国英将异体字定义为“在使用过程中功能没有分

化的为语言中的同一个词造的不同的文字形体以及由于书写变异造成的一个字的

不同形体”。这个概念同时满足了构形和功能两个方面条件。可以避免由于目前异

体字定义所带来的种种混淆。异体字的概念由汉字整理工作而生，又因汉字整理

工作的结果发生分歧。传统文字学上没有异体字的概念，有的是“或体”、“俗体”

之称，。异体”一词最早出自何处，目前尚无准确的材料可以说明。《汉书·艺文

志》：“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当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这里所说的“异

体”是指籀文与古文书体不同，是与字形有关的“异体”一词较早的出处。但是，

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异体字的“异体”还是有区别的。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清人

曾明确地使用“异体”一词来概括汉字异体字现象@

异体字概念是今人提出的，《类篇》时期没有这个概念，虽然今天对异体字定

义和<类篇》时代对异体字的理解在内涵和外延上有些差异，但是今人研究历史。

不妨以“异体字”来称之。因此我们仍然沿用对异体字的传统定义，即广义上的

异体字定义。《类篇》中存在大量的异体字，研究《类篇》中的文字就不能忽略了

这一问题。文字经过两汉、魏晋等时期的发展，到了唐宋，文字异体现象非常严

重，唐朝大量界定正俗字专书的出现清楚说明了这个问题。到了两宋，汉字异体

字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已经形成一定规模，于是在整理文字过程中，《集韵》、《类

篇》的编撰者有意识地对其进行了加工整理。

《类篇》编纂的基础是《集韵》。《集韵》是一部韵节，按韵排列，但是它广

收异体，罗列文字，又可以堪称是一部字数。《集韵》收录异体字没有什么标准，

收字原则是“务从该广”，只要有据，各种异体统统收入，一字多体是‘集韵》的

一大特点。异体字中有些是古老字体的保留，在文字学中也有一定的价值。《集韵》

共收录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个字，其中文字是按韵部排列的，与《说文》不相参

协，故分出一部分韵字另外编撰《类篇》。《类篇》和《集韵》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①‘异体字的定义与类型'‘异体字研究’张书岩商务印蚓喧2004年版

@<汉字异体字论'章琼‘异体字研究’张挎告向务印书馆2004年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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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韵》将异体并列与本字之下，而不于注文之中，异与旧有之韵书，其凡例文

日：“凡旧韵书有别体，悉入子注，使奇文异画。湮晦难寻，今先标本字，余皆并

出，启卷求义，灿然易晓。”《类篇》仿照《集韵》之例，将同部之异体，并列于

本字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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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类篇》异体宇的表现类型

一、本字与异体字关系

《类篇》是汉字异体字在楷节层面上较丰富而系统的材料。虽然这里面的异

体字是共时历时各类字体相互继承、变异的一个总汇，但它们均是楷书定形，字

形统一，而又排列有序，系统性较强。异体字的类型关系，即异体字与本字之间

韵关系．所谓本字就是瓦为异体字的一组字中列在第一个的那个字，《类篇》书中

用大黑体标出。

《类篇》列在第一个的多数是常见字，如：

天、灸、死，《说文》；颠也，至高无上，古作芡、先。

祺、裢、祈，《说文》：吉也，籀文从摹，古作祈。

虹、螈，《说文》：蝾妩，蛇瞀，以注明者，亦作螈。

溜、洞，《说文》：水受淮阳扶沟浪荡渠，东入淮，或省，亦姓。

葩、首，《说文》：花也，或省。

这些组字的第一个字都见于《说文》，它们在古代都属于常用字。用他们来统

帅同组的异体字无疑有利于检查。与它们有异体字关系的字列在后面，并且在注

文进行说明。

也有第一个字虽列于《说文》，但是它们不属于常用字范畴。如：

面、旁、页、两，《说文》；甬，溥也，从上阙方声。

鬟、葵，《说文》：鬟，草也，从IIl鬈声。

首字列出的是古文字形，不属于常用字范畴，异体字在古文字摹础上经过演变、

隶定而来，这种排列方式可以清晰辩明文字发展趋势。

有的字《说文》收录，但是《类篇》并没有将《说文》中字列为首字，而是选

取了一个比较常用的字形作为本字，如：

葱、曹，《说文》：莓，菜也，从III患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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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字《类篇》时代已经不常用，在收字的时候改为比较常用的“葱一字。

‘类篇》在对本字的收录上，依据《说文》者，有注明源于《说文》的，如

上所举例，言明《说文》如何。但是不少注文并没有指出源于《说文》，如：

珥、琛，伦迫切，玉器也，或作璨。
’

《说文》有。瑕”字，作“琨”。

《类篇》中本字来源于《说文》，tu是注文中没有言明《说文》作何的，这部

分字的收录，《类篇》直接参考了其姊妹篇《集韵》收字体例，并没有加以改动。

在《集韵》中，这些字是没有注明来自《说文》的，是由于这些字大徐本的音切

不在所举的那个小韵下面。所以《集韵》的编者没有在释义前面举出《说文》作

为_fs名，同样，《类篇》编者则直接引用了《集韵》。

首字不列《说文》，fH是它们还是属于常用字。如：

怕、懦、t巴，普驾切，惺，或从霸从巴。

钛、愫，他盏切，奢也，或作愫。

这些字《说文》中并没有收录，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新产生的字，《类篇》列

为本字的大多数是常用字，这些本字的确立摹本上是依照《集韵》的编排。故本

字之确立，《集韵》有决定性的影响。

《类篇》在收字的类型方面，做到了“古今兼顾，雅俗共赏。”它的字目，除

统括《说文》以来字书中所有的字(包括新附字)之外，还收列了大量的异体字。

由小篆到隶书和楷节，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隶变和楷化之后，大量新的

异体字产生了。

二、《类篇》收录异体字的两个层次三种类型

《类篇》文字所储存的的情况比较复杂，其文本内部有层次划分的问题。包

括了正文和注释两个层次。两个层次的结构似乎并不复杂，但是每个层次里都有

包含异体关系。《类篇》异体字情况，摹本上有三种情况：与本字并列者；释文中

注释者；归于别部者。下面具体分析：

l、与本字并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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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篇》将同部之异体并列于本字之下，并在注文中加以说释。在《类篇》

异体字的三种类型中，此类占有最大比例。如《类篇》“王”部，共收字367个，

其中有51组异体字，有一个异体的如。珏一珙”，。琨一锑”“琥一璨”，共“组：

两个异体的如“璜一琬瑰”、“瑰一瑕琐”，共6组；五个异体字的l组，如“珞一

蹁璇枉窨又犏”等。

《类篇》异体字每组多为两个，但也有三个及三个以上的，如“廿”部，“蔺

—苗蕾教”；“^”部，“宣一宜越窒”；四个异体的如，“火”部，“焚一燹炙燔

婧”；五个异体字的如。I[IIEi”部，“餐一尘丧跫墓枣”，六个字的异体很少，如“雨”

部，“露一街器露豳面雷雷雷”等等。这部分异体字在《类篇》中占有相当大的比

例。这些与本字并列的异体字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在《类篇》中通过注释里各

种术语来表达他们之问的关系。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

(1)、从文字的历史情况表示字的异体字关系的。具体表现为：

①表明异体字是古体。 ，

其中以表明本字与异体字为“古作某”的例了：最多，如：

神确稍，乘人切，《说文》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古作耐哺。

桃褶，他彪切，遥庙也，古作裎。

屋康，郎的切，《说文》过也，古作量。

随遭追，旬为切，《说文》从也，又国名，亦姓，古作遣追。
’

通遥迩，忍氏切，《说文》近也，古作遁。

征徭，渚盈切，正行也，古作徭。

以上举了一些。古作某”的例子。《类篇》中古文类的非常多，类似的表述还

有：“古文作某一、“古文某一，如：。一，古文作式”。王，古文作示一。百，古文

百一“吾，古文右”；同时，能表明文字发展演变过程的有，“古从某”、。古省”，

“古象形”、“古从某某”、。古文从某”、“古文省”、。古文从某省”，“古某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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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跋足亓古从足亓”“线，古从泉”“雌雌，古省”“鸿坞，古省”“舞，古从羽亡”

“兼，古从二兼”“成，古文从午”“阱，古文从水”“紫，古文从隋省”

表明引用古节的“古节作某”，标明二者均为古文的有“古亦作某”、“并古文”。

如：“胤，古作钿，古亦作鹕”“弼，或从二面，余并古文”等。

②明确古文的具体类型。

‘类篇》中所指的古文不仅仅是限于《说文》所说古文，而是泛指为较古的

字体，包括小篆、籀文，隶节等等字体，这大概是因为后世通行隶楷已久，对于

篆书、籀文、隶书等字体，已经感觉到其时代远古，而拓宽古文字的界限，通称

为古文。《类篇》进行古文描写的时候，对于见于《说文》或前人的著作中的古文，

皆收录其中，且具体言明其为何种字体。这对于辩明字体源流，有重要意义。这

部分异体字有籀文、奇字、小篆、隶书四种。如；

仓，谷藏也，仓黄取而藏之故谓之仓，从食省口像仓形，凡仓之类皆从仓，奇字

作全。

留，即刀切，《说文》进也，日出万物进，9,El甄，易明出地上，奇字作瞽。

儿，仁人也，古文奇字也，象形，孔子日：在人下故诎屈。

涿，'rtS彻，《说文》流下滴也，上谷有涿躲，奇字从日乙，即作日乙。

祺，居之切，《说文》吉也，籀文从基，即作裎。

龠，庄皆切，‘说文》戒潆也，籀作照。

捆，息利切，《藐文》四崴牛日假也，籀从贰拭。

律，羊至切，《说文》习也，篆文作躲。

黥，郎计切，《说文》附着也，一日贱称，篆作辣。

毒，母罪切，《说文》草盛上出也，隶作毒。

支，雉雨切，《说文》十尺也．从又持十辕作丈。

(2)、没有明确共时历时关系，泛称为“或体”。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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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篇》中的“或体”，是一包含多种异体字形的总称，《类篇》的编撰者，

在整理字形的时候，凡是不将字形明确归入古文、籀文、小篆、隶书诸体下，而

其形体亦与本字有别，则均以“或体”泛而称之．同样，《类篇》或体字绝不包含

前面所提到的种种古文字体。《类篇》或体字非常多，其中“或作某”类为最多，

此类字几乎占到全部或体字一半以上。如：

躐，力涉切，践也，或作踌。

趑，千咨切；《说文》趑趄行不进，或作趣。

师，作苔切，啖也，或作嗵唼。

豁，申之切，《尔雅》牛日豁吐而噍也，或作啬司。

跞，张尼切，跆也，或作蹲。

踏，塍西切，《说文》登也，引《商害》予颞或作蹭。

与此同类表述有：亦作某。

疆，斡元切，《巍文》祚也，《雨雅》忘也，亦作趋。

谋，迷浮t,TJ，《说文》虑难日谋，亦作誓。

表明字形来源有：或从某、或省、或从某省、或不省、亦从某、亦省。

越，千咨切，《说文》仓促也，或从资越。

躇，德合切，跳也，跛也，或从答路。

_藉，慈良切，草名。《说文》蓄靡爨东也，或省蔷。

粥，符袁切，生也，或省皤。

咽啤，虚器切，．《靛文》柬夷胡息日咽，引《蓊》犬夷咽矣，亦从鼻。

她，隙知切，齿盍斤捐之融亦从它。 ．

王尊辟，笼力切，垂增地名，字本作棘，以其出美玉故从玉，或蠲玉日垂璜，亦省。
，_

一

嗡哧，’虚辫切，以El距人胡之嗡，亦省。

2、字头无列异体，通过注释文字来显示文字异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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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篇》表明异体字的方法绝大多数情况是在本字之下列出异体，然后在注释

中加以解释。但是也有很多异体字没有出现在字头位置，而是仅仅在释文中描述

其异体关系。这种类型有；

(1)所用术语较前者同。在注文中加以标注。

这类术语有“或从某”，“或作某”，“亦作某”等；如，

孜，迷浮切，北燕之外相勉谓之劬，亦作孜。

个，居贺切，竹枚也，筒或作个。

分，甫文切，别也，从刀以分别物也，又符分切，趟地名，又方同切，均也。

《春秋傅》抹患分炎，又符髑切，剧也，又皮苋切，瓣或作分。

懈，下贾切，獬豸献名，或作獬。

这类表述除了表达异体关系外，更多地表达了用字上的通假。比如上面提到的

筒与个、瓣与分等都是由于语音上相同或相近而瓦相借用的关系。

(2)采用“或书作”、“亦书作”等术语，在注文中加以标注。

琪，羊赭切，《巍文》瑶璁鲁之窝玉，或者作罂。

唇，之人切，麓也，或害作哌。 ．

旮，渠尤切，《藐文》高气也，晦淮有旮猫躲，一日三隅矛，或害作u九。

起，千木切，趣起局小完，又超玉切，趣超小步，或害作璧。

罐缶々，郎丁切，《说文》瓦器也，或从令，亦者作暮。

就跌，焦其切，《说文》未定也，或作跌，亦害作矣。

在释文中表述为“或节作某”的，和上述“或书类”表述稍有不同，但就是这

点细微的差别，表现出它们不同的异体关系。从上面我们列举的几个例子来看，《类

篇》注文中言明“或节作某”或。亦说书某”类，文字构形部件并没有发生改变t

改变的只是部件位置，或由左右结果变为上下结构，或由包围结构变为左右结构

等，反之亦然。

(3)所言俗体字 ．

<类篇》中所言俗体字，其数量不多，仅有52例。《类篇》的编纂者没有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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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字并列于本字之下，而是附注于释文之中，大概司马光等人并不认为俗字属于

异体字范围，而将它归纳为待归整之列。其表述方式有以下几种：

①泛言俗字者：俗作某非是，俗作某非、今俗作某非是、今俗别作某非是，

俗作某。这些表述旨在言其本字，并论其俗字是与非．如：

珍，知都切，《巍文》寅也，俗作琢，非是。

琅，廑富切，《锐文》琅开似珠者，一日琅邪郡，古作瑾，俗作琊，非是。

迪，胡隈切，帱也回，俗作翅，又胡封切，曲也。

裴，徂骢切，《税文》聚也，俗作蘩，非。

叩，麓哮也，从二口，凡叩之餍皆从叩，沉袁切，徐铉日：或通用蓬，今俗别

作喧，非是。

②辨其字形，就正体与俗体的差别而说明：俗从某非是、今俗从某、俗书从

某非是、俗从某。如：

睨，虚戈切，《税文》好祝也，一日鼠缠委曲也，俗从雨，非是。

髓，必针切，《蔽文》固用也，从丹才所以距门也，俗从下，非是。

繇，余招切，随徒也，从系备鹫，徐铉等日：今俗从番。

须，面毛也，从页从多，凡须之类皆从须，徐铉曰：此本须鬓之须，页首也，

乡毛铈也，借鹅所须之须，俗害从水，非是。

表述中称为。非”或“非是”者，乃特别表明此类为形讹之俗体。

(4)唐武后新字

所谓唐武后新字指的是武则天于载初十二年颁布新造的十八个字。武后所

造诸字，其为附会己意，不借违反文字演进的潮流，改变世人所习用的方折点

挑之文字，为随体诘屈之形体，完全摒弃了方便进步的形声字，而采用了繁琐

繁重，载负政治目的的会意字，破坏了假借的基本原则，而任意托借古文形体。

对于此类文字，《类篇》没有收录为正文，而只在释文中表明，在其序中凡例：

六曰冤之附天，至之附人，凡字之后出而无据者，皆不得特见也。---I马光等认

为唐武后新字完全出去主观臆造，放采取排斥态度。如：

天灸冤，他季切，‘税文》颠也，至高羝上，古作灸先，唐武后作页，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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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缴因切，文三重音一，臣光日：唐武后所撰字，别羝典掳，各附本文注下。

君酉"锚，拘云切，《蔽文》尊也，从尹骚虢故从口，一日荤也下之所埽

也，古作酉}{伺，唐武后作原。

圆璧，骨或切，《税文》邦也，古作璧，唐武后作园。

璺星窜，桑缝切，《说文》莴物之精上籀列星，从晶牛聱，一日象形从口，

古口役注中故舆日同，或省古作窀，唐武后作o。

(5)其它类

《类篇》除了上述在文中加以标注的异体字类型外，还经常用到“通作”

“本作”“扬雄作”等术语解释一些异体字现象。

裢，符容切，黄山神名，通作逢。

福{莴，力制切，鬼炎日福，《春秋傅》鬼有所筋乃不羯褫，或省通作盾。

蘸，余招切，草名，莼笔羊桃蘩似桃子，如小多，通作铫。

呵，虎何切，《博雅》呵呵哑哑笑也，一日氯出，又寒歌切，熬圊也，通

作何。

王棘王柬，笼力切，垂王棘地名字，本作棘，以其出美玉故从玉，或渭玉日垂王棘，

亦省。

《类篇》在注文中列举俗字、唐武后新字与或节三种字体，亦符合异体字音

义全同，而写法不同的基本条件。列举俗字的目的，乃为矫正世俗讹误形体，而

唐武后所造新字，涉有政治目的。《类篇》认为别无依据，不可遽信。以上两种，

《类篇》均严其泾渭，不视为一般异体字．至于或书一类，因为其形体结构与本

字仅在上下左右内外上的差异，以为亦将并列与本字之下，恐有繁复之嫌，故附

于注文中说明，既可避免繁复之弊，也可以留存诸形，以示于后人，可见实质上

《类篇》未认为“或书”类亦具备异体字的地位。

3，归于别部之异体

《类篇》归字原则之首例为：“搬榘异释而呐内异形，凡同音而异形者，皆两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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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也。”这样就将同音同义而在形体上分属他部的异体字打乱隔离，所以此类异

体字，其音义与本字相同，然因字形所从之偏旁与本字异，又须符合字书以字形
‘

归部之原则，不得并列于本字之下，丽是依形归部。这类异体字在行文上没有作

出指示，较为难确定。《类篇》是在《集韵》的基础上编纂而成，而‘集韵》是

按韵部排列，而且广收异体。对比‘集韵》和《类篇》可以得此类异体字，兹举

“示”部和“玉”部为例子，如：

《类篇》将本字“魑”归入“鬼”部：魑，休居切，耗鬼也。将异体字“褴”

归入“示一部；祖，休居切，耗鬼也。

将本字“魅一及其从鬼的异体字归入“鬼一部：彪魅爱录，明秘切，《说文》：

“老精物也，从鬼乡，乡，鬼毛。”或作魅，籀作妻，亦作录。

将异体字“袜”归入“示”部：袜，明秘切，老精物也。

将本字“磬一归入“石”部：磐，烟奚切，美石，黑色。

将异体字。璺”归入“玉”部：璧，烟奚切，美石，黑色。

将本字“里”归入“土一部：玺，想氏切，《说文》“王者印也，所以主土一。

将异体字“塑”归入。玉”部，塑，思此切，王者印也，籀文从玉。

从以上的例了可以看出，“艟”与“褴”音义全同，而《类篇》依形归部，分

别归入“鬼”部和“示”部；“袜”与“魅”音义全同，而《类盘》分别归入“示”

部和“鬼”部；“磬”与“璺”音义全同，而《类篇》将之归入“石一部和“玉一

部。

《类篇》所规定的异体字，是由形音义的关系决定的，倘若本字与异体字，

于音义上已全然相同，而异体字所从之部首，又与本字无别，则《类篇》将此异

体字与本字并列，然而‘类篇》规定的这个原则，也不是非常严格遵守，于本字

之下异体字之音义，也并未与本字完全相同，尤其重音愈多之字，此例外情况愈

是普遍。

以上是从文本体例上分析‘类篇》异体字之类型。若是深入到异体字构成之

条件，又可以发现，《类篇》所整理的异体字是广义性质的，既包括纯粹异体字，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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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含有包孕异体字，还涉及到交叉异体字。纯粹异体字是指音义完全相同，只是

书写形式不同的异体字。这种异体字是在形体演变和传写的过程中发牛讹变的结

果，其特点是不管有多少种写法，每个形体的记词功能都是相同的，狭义的异体

字就专门指这种异体字。包孕异体字是指一个字的音义完全为另一个字的音义所

包含的异体字。这种异体字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生借用或字音字义演变的结果，其

特点是被包孕字和包孕字的一项或几项记词功能相同，而包孕字还有其它的记词

功能。《类篇》对这种异体字的处理一般有明确的表述，指出包孕字具有而被包孕

字不具有的义项。交叉异体字是指部分音义相同、部分音义不同的异体字。这种

异体字的形成跟包孕异体字相同，其特点是瓦为异体的字有相同的记词功能，各

自又有不同的记词功能。以“示”字部和“于”部与本字并类的异体字为例。具

体看一下。

”示”部字和“于”部字与本字并列的异体字一共138组，其中全同异体字

有7l组。占总数的二分之一强。其余为部分异体字，包括交叉异体字和包孕异体

字类型。全部测查情况如下：

全同异体字：

示部22组，

辛不祗概桎祺椹祈俞裔镊神胂稽祧榷袄褛袂科福福

袖榴祀毒曩祖7Ic冥裱祖祖和褶祢杯袒祸辛尊社不土裢崇数槽相

榍稽禄联祝辊

手部31组，

手孚搞撒擢攉槌掉捐拽措抿摇攒攀扳接搴担粗搋

扭拒担抱挥擎摹揽捕搐擂掐捌捂挨提攫撼槭掣廊

攫黜撩拜酝援搀挹捐撂把檐警鞫箱撤赭捐提挞搪扼扼

撸于茶

全同异体字音义完全相同，只是形体不同，如上面的例了中：

福福，力制切，鬼灾褫， 《春秋传》：鬼有所归乃不为榍，或省，通作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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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撵，抽知切， 《说文》舒也。杨子云作撵，又并邻知切，张也， 《太玄》

幽撵万类。

社7lc±裢，常者切， <说文》地主也， 《春秋传》共工之子句龙为社神，一日

‘周礼》二十五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宣之木，古作耻裢。

鞫籀，居六切，《说文》撮也，或作筠。

重音类：柴褚枇祀褶桎楂擒杓孝蕾挥撺捐捷捕撞掏拘授搜铰

搜攫扰抗援攫探擐撵撼圭±撤揠扎

其中全同异体字中有些较为特殊者，《类篇》中每组异体字的读音不尽相同，

如：

枇牝，褙充切，《说文》以豚祠司命，引《汉律》祠枇司命，或省，枇又必

至切，又毗志切。文二重音二。

榆幸勺丰薷，弋灼切，《说文》夏祭也，或作杓稽，稽又弋笑切，文二重音一。

捡撒，子悉切，搪也，或作搬，捡又子列切，文二重音一。

‘类篇》中“重音”指的是一组字有几种读音，有几个读音就是重音几。但

是<类篇》中的重音是历史积沉的过程，将历代字书中的对该字的注音都罗列其

后，因此这部分异体字如果在共时层面上看是音义完全相同的。

交叉包孕类：裎被祈枝鬃裢枋褴礼札褚稿择掉捧掀揖摇摆插

擂捺撇揄撬批摊擞挽牵捧捆捏捍揎捋擐挑捐擎搞抄操携搁

搔搔招掏挖拖抽搐蚜搁抗拷掳掳侦拎捧撼承季擂抽捞投投

拴擒搽拎探挥掺{斌{忽摁掠擐擒捷擅捶抵批 翠零{|搴f扦掺撮

援掊j升示橙拯肇揽播揽招拂掼搏捕描搡椠捃擒播困

拇撒掼援授税 拔捆撰扑 握堂撒擦 括括攫拉拉撵拙搓

拓攮托招拍摘拆赫描擎撒手力芳拉撸搞搦擒接掇

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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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异体字为音义部分相同的异体字。他们的义项相瓦之间有交叉关系，如；

裎被，章移切， 《税文》安福也。亦作被。裎又常支切，引《易》裎既平，

又田黎切，雅福也，枝又古委切，祭山名，又居馅切，文二重音四。

祈7陵，渠希切，《税文》求福也，或作枝，祈又古委切，祭山名，文二重音

一●

拉撸掩，落合切，《筑文》摧也，或作抬掩，抬搦又迄菜切，招也，撸又虚欠

切，引徒也，文三重音二。

接槭，即涉切，《蔽文》交也，一日捷也，亦姓，或作撅，接又疾蘖切，膀也，

《易》蛊日三接，又测洽切，收也，又色甲切，娶或作接，又檄颊切，文二重音四。

此类异体字约占一半。义项、重音愈多之字，这种情况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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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类篇》异体字的结构类型

《类篇》中异体字的来源非常复杂，有时是不同时代为表达语言中的同一词

语而创制的不同形体的文字，有的是同一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为表达同一词语而创

造的形体不同的文字。因此，可以说，异体字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对

同一事物的不同的感受和认识，并将它们物化在文字符号之中。通过对异体字结

构形式的分析，有时候可以揭示其中所蕴涵的一些文化信息。

异体字是在某个历史时期音义相同而形体不同的字，也就是说，除了形体上

的不同，其在音义和用法等方面都是相同的，因此，形体不同是异体字最主要的

特点。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中的一个词用什么样的

文字符号来记录，有时候不是随意的，它会遵循一定的规则，受到一定的客观制

约。汉字是一种有理性的文字，形与音义的结合，往往要求符号具有某种理据。

因此，就异体字而言，其形体虽然不同，但是在表示相同的音义方面必然会体现

出某种联系。这种关系有时表现得密切，有时表现得疏远。

《类篇》由于自身编纂体例的不同而造成了其异体字自身的特点。《类篇》在

《集韵》的摹础上编纂而成，而一改其体例，依形归类，这就造成了其所收录的

异体字在构形上必然同部，隶属于一个偏旁。以《集韵》“宥韵”“职救切”“祝

“字条为例，“祝视咒觇训，职救切，诅也，古作祝，或从口从言，亦作捌”“屋

韵倡六切”“祝，国名，尔雅‘被至于祝栗”；“屋韵之六切”“祝祝，说文‘祭主

赞词者，从示从13，一日从兑省。’引《易》：‘兑为121为巫’或从食。”

《集韵》按韵排列，《类篇》依形归类。在《集韵》中同出的异体字“祝祝咒

祝洌”。在《类篇》中各依其偏旁，分别归入“示”部，“言一部和“gll：l一部。

《类篇》“祝”条下：。祝辊，职救切，诅也，古作辊，祝又之六切，《说文》：

‘祭丰赞词者’又昌六切，国名。”

从此例中可以看出‘类篇》收录异体字的特点。《类篇》中的古文、籀文、小

篆、隶节等反映了历时上的演变，而。或体”字在共时、历时上均有所反映。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___●l●__I________I-●l__●_-E目-_自______I_l__-I_-●_l_I●-I-●_-_lI_I●_●

一、古文类字形分析

这里所说的古文，不仅仅指《说文》中所言古文。泛指《类篇》中提到的古

文、奇字、籀文、小篆、隶书等早于‘类篇》时代的文字。<类篇》是继《玉篇》

之后又一部以楷书字形编纂的字节。书中古文，均如《玉篇》隶定形体，如果其

所收录古文原本已经隶定过了的，就照录其形；其它随体诘诎之形体，其形可以

可据其他文字隶定者。则隶定之，若难以隶定的形体，则犹保存其诘诎之体，因

此《类篇》古文类形体主要有以下几类：

(1)隶定为方折之形。

例如《}F简》中之开，种，珏，恿，毒譬，酲，黉。勰，缩，钮随体诂诎等

形体，《类篇》均隶定成为种，台，丽，违，匪，觉，解，徕，勰等

(2)方折诘{ilj合体者，

例如裙古作惦，飙古作帕，瑟古作懒，耳古作囤，回古作至，堇古作曹．

镇古作金^，彝古作澉等皆为一字形体，有的部分已隶定，有的部分犹存图画

篆文形体。

(3)犹存诘诎之形体者。

例如王古文_；壬i，君古作垮，共古作M，菊古作H，罢古作9，官古作皿，

do-di作宰．

这部分则为全部保持了诘诎篆体的特点。
’

二、或体字字形结构分析

或体异体字为《类篇》中数量相当大的一类。对其形体结构进行分析，可以

初步系统认识《类篇》异体字的构形结构。我们就以“或节类”异体字为例，来

分析其构形。这里所说的“或体”是指前面提到的与本字并列者的。或作某”、

“或从某”等类以及附于注文中的“或书作某”、“亦书作某”等类异体字。

汇集《类篇》此类异体字，分析构形，发现它们几乎均属于形声字，而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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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与本字在结构上表现出的差异，有以下几种类型。

本字为下形上声，或节异体字字为左形右声。例如：岔』盼帮巾莳熹嬉等；本字为

下形上声，或节异体字字为右形左声。例如：馥竟、甏瓶、帚种等；本字为上形

下卢，或节异体字字为左形右声。例如：崔雌、岌螈、岩lI|召；本字为右形左声，

或节异体字为下形上声，如，劭勇、出瓦宅、肋舅；本字为左形右声，或节异体字

为下形上声，如，捌答、蹴蹙，悖考，蟆蔷；本字为左形右声，或书异体字为上形

下卢，如，岭零、陵l【I麦、埃矣；本字为左形右声，或书异体字为右形左声，如，

龅鸽、舷崩、赠涨；本字为右形左声，或节异体字为左形右声，如，影缳，瞅娟、

匙睫。本字为上声下形，或节异体字为下形上声，如，擞密；本字为下形上声，

或节异体字为外形内声，如，靠警、箍鼻；本字为左形右声，或节异体字为外形

内声，如，搠褒、袍褒；本字为内形外卢，或节异体字为左形右声，如，齑耪，寄蚺；

本字裔外形内声，或书异体字为左形右声，如，袤讶等。本字与或书异体字声符

与形符的位置相对不变，只是改变声符或形符，如，越越超超越越超越

越超等。 ·
．

或书类异体字相对于本字构形的变化如何?我们选取<类篇》“是”部、。彳”

部，。夏-一部、“延”部、“行”部，。齿”部、“牙”部、。足”部七个部的

字，分析其变化特点。

l、根据篆体隶定的不同：

本字和异体字本为一个字，由于对于古文字的隶定方式不同，形成了不同的

字体来记录同一个字，这种异体字是古文字向今文字发展过程的必然产物。有：

得得，篆文作裙，或隶作得。番裔，篆文作聋，或隶作盏。踌跨，篆文作靖，或

隶作踺。踌跨，篆文作睁，或隶作跨。趣赴，篆文氽作jI『，或隶作尔。适遁，篆

文作莓，或隶作适。遥遥，篆文作蘸，或隶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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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换声符：
‘

本字与异体字在构形理据上并没有发生变化，都是声符与形符的组合，异体

字相对与本字来说。形符没变，只是替换了声符。

越越超超趑超越怂超越趟超遮迤超趣趣越超趣趣趣

遥迕迨逮远递 铣彳辛逭逼迹遁适裔馘躔蹑 经儡衙衙 鹾驻

抬誊可 龊鲰 盍斤龈豁。断姥静龋敲盍囊捌翟韶舴跞踬踞躇 趵

蹋 跗趺跖踬蹄 踊蹯 蹁蹭蹬蹭路躇跳蹭跤蹁跎跑踢蹬

跬蹰蹰躜霆躜蹲躜殄跌躔蹄踌踞踺践蹬蹶踊跟跋跪足录蹴

蹙躅蹯踢趴踉蹿踱踺蹀赜跻蹋蹋躐蹲楚蹈

3、增加部件：

或书异体字相对于本字，在构形上繁复，多出了某些部件。或节异体字所从

声符多是从本字所用声符得声。

嘉嵛迢迢越越越．趣犀遇彳筝徒遭逼後衙龌龌盏尊黼蹊躐跹践

踊蹲躅蹋蹁踊蹲酱S5 ，

4、改换意符：。

同改换声符一样，本字与异体字在构形理据上并没有发牛．变化，都是声符与

形符的组合，异体字相对与本字来说，声符没变，只是替换了形符。

慰彭踌峙路止着j取趣超跪徂迢rrfr蛉伶踵徨做彳睑髻佛微衡

趑踬起距超蹋胼趼骀蹭翼蹊蹊侯很遐

改换部件：

汉字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由于部件枯联，讹变等等因素，异体字和本字相比改换

了一些部件，这些部件多数是没有理据可言。

逐递所蹄趣趣暹逗逦迩锃钠 企佥蹿蹩躇路

①与‘说文'中的龈为问形字。说文。躲，留也，从坑笆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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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略部件：

异体字相对于本字来说，构形上省略部分构件，形体变得简洁。

狸足迎迦逆迂趣趣道遁蹄埽德德您绽衙行 龊誓躞踺踞趸

躔躇蹒蹋 跟蹼踺蹿踌躅踉踌

5、声符意符都改变者：

声符、意符都改变，采用新的构形理据完成对汉字的构形。

陟值尤彳占胫蹬游逝追耀

6、通假现象：

‘类篇》中用“或书作”等术语表达的字际关系。许多情况是用来表明通假

字的，两个字在字形上没有关系，只是读音相同或相近。如：

馈或作解；鬃或作徒；架或作衙；鬃或作趼；弱或作跨；竣或作跋；耀或作足巴；。

这部分或体字我们不做构形分析。 ．

汉字经过甲骨文、金文，发展到小篆，形声字成为汉字发展的主流，其产生

是社会发展、语言和文字等因素相瓦作用的必然结果。

三、俗体字形分析

‘类篇》中注明俗字的有五十二处，所谓俗字就是相对与正字而言，流行于

民间的跟当时字书正体字写法不合的字，是相对于正体字而言的一种非正式字体．

俗字属于异体字的一部分，异体字包含俗字。对于俗字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

识，所谓“正”“俗”的称呼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时有一时的正字，一时有一

时的俗字，正、俗字之间是可以转化的．但是古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不论哪

一个朝代，他们维持的正字都是该时代流行、占统治地位的字形。特别是宋元以

来，正字趋于保守，统治阶级采用的都是尊重传统的原则，虽然在维护文字贯通

上和抑制文字的无效分化上也有贡献，但是在促进文字的发展与进步上，它是落

后的，这一点在《类篇》里表现得很突出。既然俗字是流行于民间的字体，人民

大众在创造文字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多是本着方便，快捷、

省事的原则。因此俗字和正字相比，在构形上会表现出很多的不同。据于此，我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们对《类篇》中的这五十二个俗字加以构形上的分析。

一、因为部件相近而错讹。

在印刷节术没有发明以前，古代节籍的传播都是在书写的摹础上抄写流传的，

形近或者较为复杂的的部件很容易写错。印刷术发明以后，流传的方式改变，这

种因为书写造成的异写大大减少了，但是由于在印刷之前的雕刻过程却仍然是在

木版上先用毛笔书写。因此仍然不能避免书写因素，相反，由于印刷流传的便捷，

如果有的字错讹，很可能导致这种错讹快速、大范围的传播。书写因素对异体字

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笔画和结构两个方面。

瓦，俗作艽，非是。其下部“【【l一和。儿一形近易混，又常写作。q一。

岁角，俗作麴，非是。正字所从偏旁。岁一与。多一之草体“；一相近，“绚一

混写成“麴一。

刀，俗作刁，非是．“刀”和。刁”形体相近。但是俗体。刁”表达“刀”意，

没有通行。

珍，俗作王6：，非是。“参一部和。尔一部，常常混淆。

刺，俗作刘，非是。“瘁”与“灾”形近而讹。

粤，俗作粤，非是。。粤一上部“由一和“中一只有一笔之差。

亢，俗作闪，非是。不明正字笔画，书写时错讹。

嗣，俗作明，非。“嗣”上之形“门”同“门”混淆。“懿斤”同“豆寸’或因为

形讹而改写。

廒，俗作鹰，非是．部件构形相似且音近。

腾，俗作骚，非是。“腾”所从偏旁。月”，形与“马”的草写“§”接近，错

讹。

怪，俗作{在，非是。“圣”与“在”草书易混，故错讹。

葫，俗作重，非是。“网”与“雨一结构相似，区别度小，混讹，同时增加。虫”

以增强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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轸，俗作祢，非是。“参一与“尔一形体多混淆，前己提到。

壹，俗作盍，非。下部部件粘连，字形模糊。

魏，俗从雨，非是。“爵一与“雨一亦多混淆。

阴，俗从下，非是。“下”与。才”形近易讹。

须，俗书从水非是。。；”与。水”之古体形近易讹。

珍，俗作弥非是。“参一与“尔一形体多混淆。同上。

居，俗居从足。居上所从“尸”部同“足”形近易讹。

二、省略形体。

汉字总的演变途径是简化，便于书写和记忆。俗字流行于民间，更尤其注重

以简单为本，较之本字省略情况更为常见。这里所说的省略，包括在原字基础上

减少笔画和部件。

薹，俗作零，非是。“l一字本来上部是由两个正反的“或一构成，于书写上

非常不方便，于是省略了倒转的“或”。

霞，俗作霍，非是。在原来字形上省略了“1191”，字形变得简捷。

属，俗作属，非是。“届”字书写繁复，为减少笔画，下部改为“禹”，以求

便利。

髭，今俗作颏，非是。俗字省略了“昙”，同时增加了部件“页”，。页”是。首”

的变形，从“页”之字多同头脸有关。减省了形体，增强了理据的概括性。

肩。俗从户作“肩”。俗体省略了本字一笔。

三、改变卢符意符。

文字经过长时间的演变发展，原来的形旁卢符，与文字意义表达上已经不显

明确，根据意义改变其本来形符，或者根据当时的读音更换原字卢符，形成新的

俗体。

郯，今俗作膝，非。期为膝的本字。与身体有关的偏旁多作“月(肉)”，于

是改“『丁”为。月”，置于字形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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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一II_■■__●■■●■■_■_-强，俗作鐾，非是。《说文》：“摄，夜成守鼓也，从壹蚤声。一强，又作饕。

《礼》日：“昏鼓四通为大鼓，夜半三通为戒晨，旦五通为发明。”造字之初，本

来意义是以鼓守夜戒备，至后不独用鼓，亦多用铜锣之类，乃为金属质地，于是

改从蚤为金旁。唐兰《中国文字学》“古形符后多用作卢符”。

昭，俗作鲔，非是。馆，《说文》：。客舍也。”本意是供给客人吃饭的地方，后

来词义扩大，多指居住意义。于是改“食”旁为“舍”旁。

檀，俗作隘，非是。当时的人们对于“楹”的读音。xi”，已经不能从字形上

直观的看出来了，改换较为明了的卢符“兮”来示音．

秭，俗作柿，非是。《广韵》：“拂，柿树果实也。”“拂”所从声符，已经不能

很好的表音。于是改用较好表音的“市”。

稻，俗作秤，非是。“稻”，《说文》：“铨也，从禾再卢。”段注：“铨者，衡也。一

“稻”的本义是权衡称重，改再为平，体现构意，同时在字音上也是相近。 ．

襄，俗作靳，非是。声符“匾”改易为“丘”。

燥，俗作烩，非是。声符。荣一改为“参一。

鞠，俗作圉，非是。“嗣”中的部件繁复而且不能体现字音，改为“关”形体

简化且表音明确。

搦，俗作拖，非是。字形稍为复杂，改部件为“刍一。

醯，俗作醢，非是。类型同“楹，俗作醢，tF-是"。

主，今俗作炷，非。“主”的本义是烛台，隶变之后，理据消失，变为记号字，

人们在原字基础上增加意符“火”来表示此义项。今多作“烛”。

皴，俗作敛。同“搦，俗作拍，非是一类型。

基，俗作蕾。襄的上部讹成类似“其一的形体。

界，俗作昊。根据原来字形隶变为。天一。形体相近。

四、增加偏旁。

文字的发展演变基本上是以为简化为主，但同时也伴随着繁化现象。二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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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进行的。增加偏旁多是为了区别意义，正所谓分化字者。所谓分化字，是指

本来承担着某个义项，后来本字不再承担此义项，为此新造出来一个字来承担，

这就是分化字。

雾，俗作曝，非是。。摹一，《说文》：“皋，唏也，从日从舯米”。 “暴”字经

过隶变之后，字形讹作“暴”，而“暴”字，后人多以为暴虐强横意义，而本意“日

出晒米”、。晾晒”的意义无载体，因而在“暴”字上增加一“日”的形旁，作“曝”。

琅，俗作琊非是。琅，《说文》：“琅开，似珠者。”“E”为“邑”之变形，在“琅”

的基础上增加“B”部，用以表示地域概念。琊琊山，郄琊郡等，但后人表示此意

时多省略为“琅”。

回，俗作迪。回，‘说文》：“转也，从口中象回转之形。”回转引中行进方向

的回旋。人们依据引申义，在“回”的基础上加上“走”的部件。改会意字为形

声字。

铜，今俗作掬，非。铜，《说文》：“在手日訇。”段注，“持握也，俗作掬”，

本字隶变之后不能体现构意，在原字基础上增加形符“手”，突显理据。

躲，今俗加心别作惑。《说文》：“繇，系也。”，本义是悬挂，后来多假借为行

政区域名。人们变在原则字形上加上一个“心”旁，用来承担“悬挂”的义项，

是典型的分化字。

五、采用新的构形意图创造新字。

创造新字，就是完全抛弃了正字的形体结构和构形意图，采用新的构形部件

和理据来组合新字，这种情况有个只是保留了原字的某一部件，有的是用全新的

部件来创造新字。构造的新字构形理据会发生变化。有的是改形声字为会意字，

有的改会意字为形声字等。如果新造的文字在形体构意上方便直观，则会被社会

所接受。

稣，俗作廷，非是。“酥”，《说文》：。杷取禾若也。”后来引申出苏醒，复苏，

死而复生义等，原有形体本是同音假借字，已经不能很好的反映其所承担的意义，

后人为之新造会意字。廷”。

叩，今俗别作喧非是。“叩”，‘说文》：“惊呼也，从-'ll凡叩之属皆从叩。”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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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此意者，后人别造形声之“喧”，改会意字为形声字，结构上虽更繁复，但更能

体现构意，同时符合形声字占丰流的发展趋势。

曩，俗蒙作，非。蕞，《说文》：“聚也，从擎取卢。”意为争木聚集生长，后

人根据字形不能窥其构形理据，别造新的形卢字“蘩”。

晕，俗作尘，非是。牵，《说文》：“鹿行扬土也，从矗土。一本义为鹿跑的时

候扬起的尘土，为会意字，但形体颇为繁复，人们另造会意字“尘”代替“夸”，

简化了形体。

髓，俗作身奉。原字形体复杂，弹据湮没。于是采用新的构件，创造新的会意

字“舛”，在此摹础上又出现“体”。

耀，俗作案，非是。买入米相对于买米人来说就是卖出米，省略声符，增加

部件，完全采用会意构形。

从其上分析可以看出，《类篇》对于俗字基本上是加以排斥的，这种观点不符

合文字发展的趋势。文字本来就是人们大众创造，并运用于人民大众。上面提到

的五十二字，其中如刀刁、郭膝、秭柿、皋曝、稻秤、叩喧、铜掬、皲敛、肩肩、

界昊、躲戆等，俗体字已经上升到正字的地位。原来的正字多被弃置不用。可见，

正俗的观念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俗体字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不可一

意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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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类篇》异体宇来源初探

汉字自产生到现在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是到底有多少汉字，目前也没

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从历代字书收字数量看，这个数字增长是快速的。我们第一

部字典<说文解字》收字9353个，《声类》收字l 1520个，<字林》收字12824个；

‘玉篇》收字16917个；‘切韵》收字12518个；《集韵》53525个；《类篇》31319

个．历代字书收字量基本上是飞速增长的。<集韵》收字是《说文解字》的五倍，

<类篇》为其三倍之多。但是自古至今，常用字也不过几千字，那么字书中收录

的如此之多的字来源于何处?这些字我们已经不在使用，而且大量文字是没有文

献用例的，称之为“死字”。像《类篇》这样大型字书以收字多为其显著特征，‘类

篇》所收文字，有些字除了辞书记录外，还有文献用例；但是大多数字没有交代

任何出处，也很难找到文献用例。造成如此庞大规模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因为

《类篇》广收异体字的结果，而这些异体字又是历史沉积的结果，来源非常广泛。

对其追根溯源，难度可想而知。针对上几节提出的《类篇》异体字的几种基本类

型，初步分析其来源。

一、《类篇》中所言古文来源

《类篇》中用古文(古作某、古文作某、古从某等)表达字际关系的内容应

该分为两个部分，一为大字正文中引‘说文》古文锄，如：

示，天垂象见凶吉所以示人也，从上三垂E1月星也，现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

事也，凡示之类皆从示古文作不．

‘类篇》正文大字部分全引《说文》，并无大变。二为注释文字中对正文用字

关系的一种注释。如：

天多毛筅他年切，《说文》颠也，至高无上，古作廷宪．

正文大字列出几个异体，在注释文字中加以说明。‘类篇》对‘说文》。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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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加以改造，运用。古作某、古文作某、古从某、古书作某、古从某、古ff弓作

某、古省、、古文某、古象形、古从某某、古文从某、古文省，古从某省、古文从

某省、古某不省、古从某从某、古亦作某、并古文”等术语，表明异体字之间属

于此类关系。这些或泛称古文者，亦有表明所从部首，说明文字发展趋势者，我

们都称之为“古文”类。对于《类篇》所收“古文”类异体字情况。我们查录了

《类篇》卷--N卷四一部、j一部、三部、示部、王部、玉部、珏部，气部、士部、

I部、I}I部、!IIll部、蓐部、#部，小部、八部、采部、半部、牛部、薄部、告部、

口部、U部，口口部、哭部等二十五个部首字表明古文类的字，共有五十四组。

一天 灸冕 萄 赢裔 帝 话

祗 砥桎 祺 祈 神 耐嘟

紫 辛肴 诬 楗 袂 群

祖 相 橙 礼】liL 德 杩

祸 丰尊 社 树耧 槽 租

裸 稞 祝 概 皇 皇

开 壬旱 珞 墒 琅 殖

童 瑶 由 节阜 葱 菌

瞢 蒈 蔷 芰 蕾 菀

兹 蘸 驻 jl直 蕾 客

荆 药 嗒 蘸芩 益 爸

若 蠹艘 葬 麓 公 台

番 蕾E鬟 ， 悉 息 密 舆

吾 眷 君 酉¨饲 唐 赐觞

周 削 嘻 睡 台 睿

吝 着畎 ＆ 盟 饕 咎罂鬈枣

逵 琏 琳 玲 壹生 箅口口

嗣 △ 桃 槿 祀 穰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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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类篇》中这些异体字的来源，我们先将其与‘说文》对比一下①，如下表：

今字 天 旁 帝 祗 祺 神 柴 植

类篇 灸死 瓦两 莆 祗桎 祈 耐哟 精 礼礼

说文 甬 瑷 莳 积
颜

今字 棰 祧 袂 祀 祖 禧 祸 社

类篇 袒 褶 科。 穰 租 杩 辛曹 私裢

说文 庶 ＼ ＼ 鼹 祸 稚

今字 丰廑 裸 祝 开 皇 堵 琅 膏

类篇 不直 稞 矾 珲 皇 确 埴 瑶

说文 捍 璃 瑾

今字 由 葱 蓍 菩 营 繇 茌 蓍

类篇 审阜 菌 苗 苴 麓 兹 ．；I直 誊

说文 专龟 罐 ；l{{

今字 荆 盖 若 葬 公 番 悉

类篇 药 藤芩 釜 豢艘 麓 台 崔踅 息

说文 耋骞 ＼ 霸 窜

①说文一栏空白格为有奉字无异体，斜线格为无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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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字 牢 藉 五 君 唐 周 嘻 吝日

类篇 舆 彝 各 酉¨矧 喝觞 周 睡 若瞄

说文 索 同 哮 稗

今字 ＆ 殿 卺 台 连 琳 嗣

类篇 最 艘 客罂鬈枣 睿 琏 黔 台

说文 墨 镛

从以上这个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二十五个部首的本字下所列的“古文”

异体《类篇》有而《说文》没有的字有：“天，地、祗、祺，神、祖、祸、‘植、裸、

祝、黄、寅、蓍、菖、营、繇，着、噶、若、葬，公、嚣、吾、周、嚼、饕(-IE)、

台”．

《说文》有‘类篇》中没列的部分的是：“礼、社、番、君，唐，吝”。

《类篇》有而今本‘说文》未载的文字有：。祧、秧，莶”。

‘类篇》古文取于‘说文》。并非仅限于《说文》古文的范围，常常对应<说

文》中的篆文，籀文、小篆等．‘类篇》其源于‘说文》古文之情形，只不过‘类

篇》中的古文字字形，多取隶定，以方正之形体，易‘说文》随体诘诎之形体，

其他或以字形不易隶定，或者是说恐怕隶定而失其本形，因此仍然保存了‘说文》

诘诎之体貌。

‘说文》虽说是《类篇》古文形体主要来源，但是仍然有不少字形从‘说文》

中寻觅不到踪迹，‘类篇》中古文字字数，约为‘说文》古文的两倍。如此数量之

多的古文。《类篇》序言全书“以‘说文》为本”，知有半数来自‘说文》以外·

其余古文究竟来源于何处?书中各字下，从未言明其所出，其母本‘集韵》亦未

详言，仅是在书序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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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所撰集，务从该广，经史子集及小学书，更相参定⋯⋯凡古文见经史诸

书，可辨识者，取之，不然则否．

然语意含混不清，不能明确知所由，并且《类篇》以前的古文字字书，多亡

俟，今天我们再探究其来源就非常困难。

参考《类篇》之前各类字书及前人研究《类篇》字形的成果，《类篇》中古文

字体另外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汗简》。《汗简》一书，为周宋初间郭忠恕所撰。《汗

简》其书汇集古文字，有古文尚书、石经、许慎说文及后人辑录的古文，凡七十

一家。该书是集宋以前古文字之大成，《类篇》的古文，其源于《汗简》所引录之

古文字甚多。

如以上所举例子，其中源于《汗简》者有：

开(尚书)需(尚书)确砷(尚书)∞(石经) 恿(尚书)i}(林罕集

字)砬(尚书)础(石经)_||}(王存)(切韵)恿(王存)(切韵)t誊(王存)(切韵)誊

(卫宏字说)
‘

前面已经提到《类篇》取字“凡古文见经史诸书，可辨识者，取之。不然则

否。”《类篇》继之，《类篇》古文源于《汗简》乃为其部分，并不是像《说文》一

样，凡是节中所言古文皆收录。恐有所取有所不取自有原则。

源于其他字书者： ·

‘类篇》为宋以前字节集大成者，不能不对前代字节有所借鉴，除了上面我

们提到的《说文》和《汗简》以外，<类篇》收字时借鉴的字节有《玉篇》，因‘玉

篇》仅剩残卷，唐人孙强增字为《大广益会玉篇》，其中收录不少古文，《类篇》

之古文部分出自其处。如上面提出天古作。灸死”“祧”古作“裎”“社”古作

“裢”等源于其中。

此外还有部分古文，无法找其来源，或是因为其所本之书多V／t逸。除了个

别特别异状之形外，分析其构形多是在其所本之字的基础上增删改易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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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或体字来源

‘类篇》以《说文》为本，其中异体字，本字或见于《说文》，或见于他节，

我们还是以前面提到的测查范围分析，与本字并列的异体字见于《说文》者，有：

越，仓卒夜，从走弗卢，读若资。超，走意。从走。困声。越，急走也，从走弦

声。趋，穷也，从走，匍声速，及也，大徐本：。或作迨。一道，遭，或不省。

。

耀，追，或从藿，从兆。遥，疾也，从走昏声。迹，步处也。从走，亦声，或从足、

责。籀文迹从庳。趣，行难也，从走，斤卢。埽，鲔籀文省。逞，籀文逗，从犀。

逐，从是从豚，豚或作迭。道，遁，或从酋。迩，古文通。彳内，後或从内。卷，

缺齿也，从齿妥卢。龈，翟也，从齿巨卢。{；乍，龉或从乍。黼，智也，从齿成卢。

躅，番，或从足，从烦。躜，跆也。从足质声。蹄，跳也。从足，弗声。蹬，述

也。从足世声。阢，明，或从兀蹿，说文作“踅”从足，衔声。

跋，蹊跋也。从足，发声。

在另造新字的时候，根据《说文》读若，用作卢符。

断，从从所声，读若楚。

捌，齿分骨声。从齿刿声，读若刺

《说文》中没有，面《新附》中有。

踞，蹒踞，旋行。从足，罨卢。蹭，蹭蹬，失道也。从足，曾声。

‘玉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楷书系统的字节，唐人孙强在此基础上增字为

《大广益会玉篇》，收字规模在未有《类篇》之前收字最多。编纂系统和时代上都

与《类篇》相近。‘类篇》中部分异体字来源于其中。

直接源于‘玉篇》者：

鲐，丑之式之二切，‘尔雅》El：牛曰豁，食已久复出嚼之。嗣，同上

粹，午忿切，无齿貌。龋，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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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初举切，齿伤醋也．新，同上又音所。。

’敲，五狡切，智骨声。龌，五狡切。敬舀也。。

蜡，仕革切，说文云韶也。盍乍，同上．

趣，居越切，跳起也。趣，同上．

趣，渠俱切，走顾貌。趣，同上又丘甫切，使也，治也，近也，健也。

赶，方孟切，走也。趣，同上。

趁(趁)，除珍切，躁也，履也，又丑刃切。憨，俗N I--．。

逦，而纸切，近也，移也。迩，同上。

迸，余周切，邀游也，与游同。逐，古文。

逭，徒何切，逶迤。迤，同上俗。

适，吾故切，干遥也。迕，吴故切，遇也。@

逮，徒载切，及也，又徒计切。迨，徒改切，及也。o

遁，徒礼切，远也，又徒戾切。递，同上。

逦，苏故切，行也．逆流而上也，与诉同。

追，胡馆切，逃也，迭也，易也。转也，步也，行也。逗，古文。

衙。齿龙切，交道也，向也，突也，动也。街，同上．

蹑，徒奚切，‘说文》云足也。蹄，同上。

蹯，辅袁切，熊掌也，‘左氏春秋》日：宰夫腼熊掌不熟。躐，同上。

跗，方俱切，《仪礼》日：綦结于跗，跗足上也。趺，同上．

跪跽，--N力谷切，又力玉切，行貌。

躅，驰绿切，足踊躅也。躅，同上．
。

①‘毛篇'硅为本字

②‘崔篇'没有明确指ill--者为异体，但从二者释义等可以看出二者异体关系

@‘类篇'超为奉字

④‘卡篇'没有明确指出二者为异体，但从二者释义等可以看出二者异体关系．

@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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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五刮五厥二切，司寇掌明罪五百，明断足也，亦作刖．阢，同上。

跬，羌棰切，举一足。踬，同上。

踊，俞冢切，跳也。《左氏传》云曲踊三百。蹋，与恐切，跳跃也。

蹄，他各切，蹄驰亦作跞。(类篇跞为本字)

瞧，乃殄切，蹀迹也。跨，乃殄切，蹈也。

《类篇》或书异体字多见于‘玉篇》，但在‘玉篇》中多为本字。

缸，五街切，齿不正。龌，同上。

捌之异体翟，玉篇作智龋。

誊，渠圆切，‘说文》云缺齿也，一日曲齿。

越，胡千切，急走也。

超。丘念切，走意。

趁，古蓝牛锦二切。

超，孚句切，到也。

循，竹志切，施也。

镳，糜彼切，德德犹迟迟也，今作靡。

躏，口交切，胫也。

《类篇》中互为异体字的两个或几个字，在‘玉篇》中均存在，但是二者并

不是异体字关系：

鲰，侧游切，鳅龋也，齿众貌也；龊，‘玉篇》作趱，叉渥切，齿相近声。瞰与龊

不是异体字。

瞽，胡夹切，裔齿日曲齿，亦作敝；馘，口洽切，智也。蓄黼不是异体关系．

迦。古暇切，迦牙令不得进也；迦，古牙居伽二切，释伽如来。

趣。居越切，跳起也；趣，丘谨切，行谨貌。

蹴，七六子六二切，蹴蹋也。蹙，子陆切，《诗》日政事愈蹙，蹙促也。

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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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稿艾切，步行獭跋也。跋，步末切，跋蹄行貌。

他们是不同的字，音义不相同，也就是说不是为同一个词而造的字。

《类篇》在收录异体字时所参稽的字书，具体为哪些已不可而知了。但是根

据今天现存的字书，可知部分异体字源于《说文》、‘大广益会玉篇》。除此之外，

《类篇》之前其他字书也多有收录。

‘集韵》是《类篇》异体字收录的主要依据。《类篇》是在《集韵》的基础上

编纂而成的。今人时称“姊妹篇”．《集韵》成书于北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

九月，丁度等人撰写，<集韵》以韵排列，《类篇》以形系联，《集韵》以音通贯全

文。《集韵》按照音切的不同，分别归入不同的韵部。《集韵》五“支韵”，。章移

切”下“裎娓被，安福也。或从女，亦作被。一“居伪切”下“枝，祭山名，通作度廒。”

“常支切”下，“裎媲，《说文》安福也，引《易》裎既平，或从女，通作提。一“天

黎切”下。裎，《博雅》福也。”又，“章移切”下“祗蔽，遁也，或从禾。一“常支

切”下“祗，病也，一日安也。”；“翘移切”下“祗示，‘说文》地祗。提出万物

者也，古作示。”

《类篇》“示”部，“裎被，章移切。遍也，又常支切，病也。一日安也。又

翘夷切，《说文》地袱提出万物者也，文一，重音二。”

一音一形通贯全文，各得其便，《类篇》补《集韵》不另注之弊。关于《集韵》

和《类篇》，校勘者的认识尤为深刻，方成琏。《类篇》与《集韵》如一炉之冶，

不得《类篇》以《集韵》，犹中夜有求于罔室而舍烛也。”可见二者关系之密切。

《四库全书》云：。至谓兼载他切，徒酿细文，因并删其字下之互洼，则音义

俱别与义同音异之字难以遽明，殊为省所不当省。”据此，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类

篇》编纂的缘由。宝元二年，《集韵》告竣，紧接着‘类篇》马上编纂，就是为了

解决检索《集韵》字音的问题。可以说‘类篇》就是《集韵》的改编。虽然在改

编过程中，有着不同的标准，‘集韵》字下罗列异体，一般以音义为标准，凡音义

完全相同，无论形体差异之大小，都处理为异体字．‘集韵》的异体字十分复杂。

从形、音、义的结合关系看，既有音、义可以完全替换的完全异体字，又有音、

4l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义可以部分替换的部分异体字．而《类篇》的标准较严格，要求异体字与正字音

义相同，并且形体上属于同一部首；部首不同的异体，各入所属部首，不与正字

并列。但是，《类篇》中异体字丰要来源于《集韵》，部分地反映了《集韵》的异

体字(部首相同部分)系统。《类篇》中几乎所有异体字都可以见之于《集韵》。

这是《类篇》异体字的一个特殊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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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类篇》收录异体字得失

隶、楷阶段的文字，我们叫做今文字，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大体分为两个大的

方面，一个是古文字学，研究小篆及以前的古文字：二是近代文字学，研究隶书

以下的近代文字。老一辈文字学家非常重视近代文字的研究。唐兰先生曾经指出：

。近代文字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隶书、草书、楷书都有人做过搜集的工作。

楷书的问题最多。别字问题，唐人所厘定的字样，唐以后的简体字，刻板流行以

后的印刷体，都属于近代文字学范畴。”回．异体字是体现汉字形体演变的“化石”。

从古之今，历代字书对于异体字的整理收录一直在进行，但是由于时代学术水平

的限制，古人对于异体字的概念可谓是懵懵懂懂，似是而非。今天人们对异体字

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对其研究的水平还有待提高，

今日，《汉语大字典》是目前收录汉字数量最多的权威字书之一，其第八卷专门辑

录并初步整理了该字典正文及补遗所录的所有异体字，编有‘异体字表》，共收录

异体字约l1900组，这应该是汉字异体字最丰富而系统的材料。虽然这里面的异

体字是共时历时各类字体的相互继承、变异的一个总汇，但是他们均以楷节定型，

字形统一，而又排列有序，系统性较强。这是它的成功之处，但是其缺点亦是不

少，比如归类标准不统一，不规范等等。即使是今天人们研究异体也有不近如人

意的地方，处于较早时代的《类篇》在处理异体字上必然有成就亦有失败。‘类篇》

中的这些材料不仅说明当时的确有这些字，只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如文字规范，

科举考试讲求正字等，使得一些异体字逐渐失去了它们的地位，最终消失掉了。<类

篇》编者所看到的典籍有些今天不一定能够看见，它收录的许多字只有在它的姊

妹篇《集韵》里面才可以看到，这是非常宝贵的材料，不能够因为他们没有文献

材料作为依据就轻易把他们作为“死字”而不去研究。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学术发展在不同历史时代有不同的水平。就‘类

篇》所收异体字而言，体现了那个时代对异体字的理解和运用。对异体字的研究

发展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具有深刻研究意义的课题。在分析了以上‘类篇》异体字

①‘中国文字学，唐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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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之后，我们对《类篇》所收异体字进行一个全面的总结。异体字是近代文

字研究提出的术语，在对异体字研究尚未完全展开的两宋时代，《类篇》对异体字

的理解有得亦有失，首先看一下《类篇》异体字的优点。

一，《类篇》广收录异体是其特色。

《类篇》是在‘集韵》的摹础上编写的。但又较之标准更为严格。‘集韵》汇

集众多分歧形体，在异体字的处理方式上，只要是在同一个音切下，义同形异者

均加以罗列，稍显杂烩。《类篇》则依形分部，音义相同。而部首不同，则分别归

入各部，收录异体字的范围更为严格。《类篇》广收异体，因此节中对于各种字体

的记录保留无疑是一笔非常丰富的遗产，部分字虽然乖僻，罕见，在运用上来说，

不太实用，这也是‘类篇》不能够流行的原因之一吧。tu是这些字对于汉字历史

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在古文字收录方面，其来自《说文》者很多，同时汇集魏

石经等，其所收古文字体，与近世所发现的甲骨文、钩鼎文、简帛文等都多有契

合之处。虽然《类篇》对于古文字多取隶定之形，破坏了文字理据，tu作为古文

字的另外一种表现形态，渊源有自的隶定古文研究，仍具有承前房后的价值，随

着古文字学研究的进展，人们开始认识到隶定古文的重要学术价值，今年来已经

有不少论著对传抄古文加以利用和研究。比如，徐在国‘隶定“古文”疏证》同

时书中保留大量或体，俗体及其唐武后新字等，都极具史料价值，今天我们在研

究近代文字过程中，会发现许多文字的演化过于突兀。由时代较早的形体过渡的

时代较近的形体中间缺乏过渡形体，这种情况部分字体可以在《类篇》中找到答

案。 ．

二、异体编排体例上独具特色。

‘类篇》继承了‘说文》部首检字的传统，依形归类，同时其部内皆以韵目

编排，一改以字典各部中所列单字漫无秩序的状态。无疑是一大创新。对异体字

的安排上将异体字与本字并类，字际关系一目了然。‘类篇》是我国第一部将异体

字并列与本字之下的字节。而诸如<说文》、‘玉篇》等多是将异体字列于本字字

条之后．虽无不当，但远不如‘类篇》来的明了。

三，较为进步的异体字观念．

汉字的形音义，往往随着时空的变换而变化，就异体字而言，一字为一字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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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在另一时一地则又为另一字异体。是故异体字之处理，确实不易，而且时

代愈后，汉字形音义的关系越是复杂，判断异体关系，愈是圃难。《集韵》一书，

大量汇集各种分歧之形音义，不免遭后人予滥杂之批评，《类篇》则承揽《集韵》

众多分歧之形音义，于异体之处理，以音义相同为判定标准，同时兼顾依形分部

之原则，此种以音义全同为主要判断标准的方式，已具有今人处理异体的观念，

在那个时代，在异体字上能有这样的观念实为不易。

《类篇》在异体字的处理上有着令人肯定的成绩，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

其书在文字处理方式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具体表现为：

一、异体字归类过于教条。

局限于据形分部的原则，《类篇》的异体字，有的因为部首与本字相同而并列

与本字之下，有的因为部首与本字相异而依形归入别部。与本字并列者，异体关

系非常明显，但是归入别部者，却不是那么容易辨剐了．‘类篇》限于他所创造的

条例而违反了汉字发展规律，破坏本字与异体字的关系，其注文中亦没有能够注

明本末，造成这部异体字晦湮。

二，处理过程中有疏漏

分别归入别部的异体字，不得并列于本字之下，此实为遵守其据形系联，依

形归部之原则，但是却偶尔出现入．

玉部：“曼，思此切，王者印也，籀文从玉”

鸟部：“鹏，丁聊切，《说文》‘墩也’。籀文从岛” ”

网部“彝，古胃切，《博雅》：‘局方目也’，或作拜。一

这部分字，从行文上看，则明知其必为某字之异体字，然于注文中却无法确知其

所属之本字，此盖其疏忽，

三，所收字形混杂，文字形体不统一。

《类篇》是一部分楷节系统的字书。必然要对书中出现的各种非楷节字形加

以改造，特别是古文字的隶定，对这些来源非常复杂的隶定古文，‘类篇》是兼收

并蓄，“使人不能别择去使”，常常让后人无法适从。如，。卑毒”，《类篇》云；。母

罪切，说文挚盛上出也，隶作毒。”即《说文》之丧(每)字，古文字中。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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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作“-I-一，可见毒毒均为。丧一的隶定字；又如“辨卉一，‘类篇》：“辨，诩鬼

切，9_II之总称名，隶作卉。”《说文》作“带”。从上例，iI}、卉均是冉字的隶定字。

同时，对于引用前代字节不加考证，沿袭错讹。如，“黛熏一，《类篇》云：

“许云切，说文火烟上出也，从III从黑，III黑嵌象也，隶作熏。一《说文》小篆作粪，

日火烟上出也，从lII从黑。中黑，黛象。段玉材注：“此恐学者不达会意，故发明

之日IIl，而继之以黑。以烟上出，而烟所到之处或黑色之象也，合二体为会意⋯⋯”

“熏“字本为囊之隶定字，与。黑”无关．《说文》本讹之，《类篇》更不加考证，

根据《说文》此义，复将“粪一作照，并作为“熏一之本字，列于字酋，更讹之

矣。

<类篇》虽然是楷书系统的字_|弓，但是在书中各种字体均能见到。既有平正

方折形体，又有随体诘诎形体，字形杂乱。如，“菅茏”，《类篇》：“居颜切，《说

文》茅也，古作茏，亦姓，文二。”

以上分析了<类篇》在异体字收录上的特色，优缺点。对《类篇》收录异体

字有了初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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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类篇》俗字表：

瓦 俗作苑，非是 馆 俗作舶，非是 回 俗作迥

曩 俗作臀，非是 植 俗作隘，非是 蕞 俗作筹，非

髑 俗作锸，非是 秭 俗作柿，非是 嗣 俗作髑，非

刀 俗作刁，非是 耀 俗作集，非是 属 俗作属，非是

珍 俗作琢，非是 暴 俗作曝，非是 虚 俗作废，非是

郭 今俗作膝，非 稣 俗作筵，非是 鹱 俗作驻，菲是

刺 俗作刘，非是 稻 俗作秤，非是 膳 俗作脂，非是

囊 俗作盈，非是 亢 俗作内，非是 晕 俗作尘，非是

粤 俗作粤，非是 琅 俗作邱，非是 燥 俗作：路，非是

摄 俗作鐾，非是 叩 今俗别作喧，非是 憩 俗作菌，非是

怪 俗作佐，非是 网 俗作阴，非是 搠 俗作拉，非是

葫 俗作萤，非是 轸 俗作祢，非是 醯 俗作醯，非是

壹 俗作蛊，非 醌 俗从磁，非是 朗 俗从下，非是

匍 今俗作掬，非 主 今俗作炷，非 髭 今俗作顽，非是

颓 今俗作髯，非是 须 俗书从水非是 皴 俗作敛

髓 俗作身奉 肩 俗从户，作肩 量 俗作蕾

畀 界俗作吴 珍 俗作弥非是 居 俗居从足

躲 今俗加心别作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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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部分“或体”异体字表

太 异体字 字际表述 本 异体字 字际表述 本 异体字 字际表述
字 字 字

越 越 或从资 趣 超 菇 射
或从圉 或作嵛

迢 道 或从苕 越 越 趣 赴 或从今
或作越

踌 踌或作峙 遥 遥 超 越 或从夷
或作遥

趟 超 蟮 违 迤 或作迤
或作超 踌躇或

作躇

超 趣 或从句 趣 越 或从氽 理 罡
或作足

趔 迦 或从加 超 越 或省 越 趣 或从屏 。

酱 告告 邂 迂迸 或从子从 趋 趣 或作超
或作告告

旃

超 趣 或省 匙 勘 或作移 道 遒或作遁

趣 掀或作趣 趣 逝或作 邂 避 或作避，犀

趣 或作邂

通 迩 或作 趋 跪或从走 鼹 埽 鲼或作蹄

遽 豚或作 遥 迕 或作迕 迨 逮 或作逮

迭
律 德 或从逢 德 {麻 运 递 或从弟

或作缔

徂 遇或从 後 彳内 或从内 遇 滹洄或通
彳

铣 律 遣 返 或小省 很 遐或从j
或作律

逭 耀追 或作 彳r 跨盯猖 适 追
或从昏

行或从

彳

伶 蛉漏行完 迹 遁违 或 作 祜 尤尢行完

或从{ 这边
完或作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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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鬃或作镒 谴 踺踵或从 经
保骸 证

绻恿或作 彳

键 或{踅f

铝 裔 酸 或从成 躔 蹑 或从展
髯若似

也或从}

蹲 得 得 或作得 陟 德
腓 赐 或作循

或作蹲

徭 彳鬲 行 衙 街 或徒重
或作彳鬲 衙或作

行

衡 微或作 衙 祭或作衙 衙
後或从行

衔

鹾 缸 或从宜 抬 齿司 番 啬 或省
或作桐

鲰 缒龊也 新
龈黠 或从艮从

断 姥 或从楚

龊或从鲰

龋 龋 或作龋 敞 蜿 或从竟 短 娃 或从窀

捌 蝥
或作翟

龋 龋 或从簿 酢 醋或从乍

龌 髻 或省 蹄 掌或作 跋 踺 或省

罡矛

跞 躐 或作躐 弱或作踌 足次 越趄越或

跨 从足

躜 踞 趄或作距 踞 趸 居或作踞
踊踵躜 趸

或作躐

躇 峙踞踞 蹈
跑或作

跗
趺趼 或作趺趼

或作躇

蹋

蹋 趣或从足 跬 蹴 或从徒 踺 踺 或作踺

躐 蹄 或从帝 蹊 侯或作蹊 跋 竣或作躞

躅 蹯 或作蹯 蹁 蹭 或从逞 蹒 胼胝 或

作踌

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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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 或省办 躇 躇 或从瞿 跳 躔 或从绦
踺踏

作蹭

跤 蹒 踏 稽谧或 跎 跑
或作踌 或作跑

作蹄

跑 耀或作肥 蹩 管 声 蹬 踢或从堂

蹩踅或

作将

距 塍或作 蹭 骀或从足 踌 躅
或从写

躔
踊 蹰 或从勇 金 企或作 跬

鼬蹰 或作跋孵
仓

J躐 霆
或作踅

蹲 躜或作蹲 蹴 跨 或作跨

跌 蹭 或从直 蹊 玷fJ 踌
或作蹄翼或从

足

跪 踞或作 跣 足I|} 或作跗 蹶 踊 或从衔

躞
跟 跋 或作跋 蹁 蹒 或省 足；孥

跨或作蹿

踱 蹼 或省 躔 跟 躐 蹙 或作蹙
或作蹂

趿 踮 或省 躏 蹈躅或 躅 踞 或从逐

从屠

朗 趴 或从兀 踉 蹿 擗 筵 或作篷
或从聿

踺 蹿 或省 躔 踊蹄 或从蒲从 踱 腚
或从雇

衡

所 踮 趺 跋跻 或作踊踌 躇 路 或从答
或作蹄

路 蹋 或作蹦 躐 踌 蹙 蹈
或作蹈或作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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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论文在选题和写作过程中，得到导师徐超先生的精心指导。尤其是在论文

最后的修改过程中，导师虽身体不适，但仍然仔细审阅我的论文，及时指正，给

予启迪和教诲。学问上严厉苛刻、生活中平易洒脱的徐超老师不仅教给了我知识，

更是教给了我做人、做事的道理。学生愚钝，有负师恩，但老师谆谆教诲此生不

敢忘却，在此对三年来辛勤培养和指导我的徐超老师表示忠心的感谢，希望老师

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同时我还要感谢师兄张崇礼帮助我修改论文，祝他学业有成。在学习期间还

得到很多同学的关心和帮助，在此对他们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感谢百忙之中参加我论文评阅、评议和答辩的各位老师和专家，谢谢!

李海涛

2006年4月于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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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汉字构形理据的历史演变》，《山东省农业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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