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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与甲骨文具有可比性的《说文》或体中，犬部分或体尤其是形罔这类，其构形鞍主其相应 

的 《 t》字头正篆更能瓦映汉字的原貌、演变流程，·更能准确的反映汉字的初文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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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重文一千 一百六十三字，据统计重文中或体占五百三十余字。《说文》 
或体来源有的可以溯源到秦篆，而秦篆是李斯对籀文的省改，籀文与甲骨文、金文⋯脉传承，只是字体 

形式颇有偏差。因此追溯 《说文》中这一部分或体的甲骨文的起源，可以看到它们初始形态，并且可以 

体察其前后的变化。“在进行形体比较的时候，无论是逆推，还是顺推，都离不开 《说文》提供的小篆及 
其更早的古代其他字形。”[1178本文以 《说文》或体与甲骨文形同、形近为标准，对或体与甲骨文 之形 

体进行了比较，尤其发现许书所释 “或省 之或体，其形体乃早见于甲骨文，此类或体之字头篆文或因 

后世常用而列为正篆。 

1 《说文》或体形同甲骨文 

《说文》或体构形与甲骨文相同的共计十二例，甲骨文中某字之部件组合方式，位置上下左右或存 

不同，仍视作同一字，故下文只取其中某一形体。以下按或体是象形字、会意字、形声字三类进行分析 

1．1象形字 

鲤翘《说文·金部》：“酒器也，从金，船象器形 婺，监或省金。”《说文》释作酒器也。王筠 《说文 

释例·卷六》：“其形似窍之下半，壶有盖有颈有腹，韭则无盖也。”甲骨文作尝，于省吾、李孝定、赵诚等 

先生考订其为 “签”，像古代有颈无盖又似豆、磨壶之类食器。《说文》或体篆文写成 “韭”，上部有所变 

异，但构形实则与甲骨文同。 

畴呷《说文·田部》：“耕治之田也，从田，象耕屈之形。罨，喘或省。”甲骨文作如，卜辞用作人名、 

地名或祭名，如：戊午⋯贞，来甲⋯ 乡⋯上甲坐⋯ (《合》1183)王筠 《说文释例·卷十一》：“霉下云 

或省，非也。当云古文，霹字象形，小篆加田以表之耳。”《说文》或体形同于甲骨文。 

1．2会意字 

渊ij={【《说文·水部》：“回水也，从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兜。}拧【，'渊或省水。”甲骨文作jl3，四 

围之中有水形，渊非象形，许说误也。 卜辞：⋯⋯ 卜⋯⋯崩子白⋯⋯ (《屯》2650)王筠 《说文释例·卷 

十一》：“当先出圃字⋯⋯次以 ，再次以渊⋯⋯J}}I犹近古也。”王氏认为由于书写便利之故，将憾横写作替， 

其说可从。《说文》或体 “ ”字中之构形乃 “il(’，之变形，与甲骨文之构形相合。又见金文作 (中山王 

铎鼎)。王孙钟之篇字，其下部作8；I，略同于篆之或体[21 引。后世文献也有用此之例，敦煌本尚书武成作 

困【3】9’。 

粲委《说文·箍部》：“群鸟在木上也，从锺，从木。jl!，粲或省。”甲骨文作繁，从鸟，从木，鸟息于 
树上，义同 《说文》，见 卜辞：贞⋯⋯梦集⋯⋯鸟⋯⋯ (《合》17455)甲骨文 “隹”“鸟”本一字，通作， 

王襄、孙海波等考订甲骨文此字形与 《说文》或体同，又见毛公鼎作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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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耷文取 《甲骨文合集》、《甲骨文编》及其他甲骨文汇编书籍所录之甲骨文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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憾儒《说文·窈部》：“众之同和也，从 ，从十。叶，或从口。”甲骨文作由，占，从口，从 I，“l” 

乃甲骨文 “十”，杨树达：“由⋯⋯释叶者是也⋯⋯协叶字同⋯⋯”【4Jj饶宗颐：“叶字作由，与 ‘叶王事’ 

之 ‘叶’形同。”[51701 b辞：甲戌 b，王余令角妇叶朕事 (《合》5495)，此 “叶”义同 《说文》。甲骨文 

部件组合方式与 《说文》或体稍有差异，但二者构形是相合的。 

栽蒸《说文·火部》：“天火日栽，从火， 声。肉，或从^火。”甲骨文作 ， ，从^，从火，会意 

火起室中。 卜辞：⋯⋯ 以众灾⋯⋯ (《屯》806)其形与 《说文》或体合。 

1．3形声字 

逛缸《说文·走部》：“正行也，从是，正声。秕 逛或从彳。”甲骨文作i ，从彳、从正，行也。b辞：⋯⋯ 

弱使⋯⋯哉征⋯⋯ (《合》31791)，古彳、定相通，其形体与 《说文》或体同，金文作证 (利簋)把 (曾 

伯簋)。 

逵薛《说文·走部》：“行不相遇也，从是，牵声 《诗》日：挑兮达兮。歆，逵或从大。或日迭。”甲 

骨文作椁，铺， 从走或从彳，甲骨文走、彳、止皆与行走相关，义相通，又从大作声，到达也，卜辞：达 

往于⋯⋯ (《合》27745)，其形与 《说文》或体合。 

役{鼍《说文·彳部》：“却也，一日行迟也，从彳、从日、从叟。神，稷或从内。”甲骨文作 ，从内， 

从止，退也， b辞有：贞，王其逐兕，堡，弗 兕，复豕二 (《合》190正)。《说文》或体从内，从彳， 

古止、彳相通互作，或体与甲骨文形同。 

雎隼《说文·隹部》：“鸟肥大雎堆也，从隹，工声。礤，难或从岛。”甲骨文作强，从工，从鸟， b辞 

借用作地名：乙卵，王 b在I岛，贞，今日往于彻无灾 (《合》36567)。古隹、鸟通作。故或体与之形合。 

剁私《说文·刀部》：“裂也，从刀从录。录，刻割也，录亦声。 ，剥或从 b。”甲骨文作 ，从刀， 

b声，刻裂也。 b辞义待考：⋯⋯ 1⋯⋯七月⋯⋯ (《甲》3153)甲骨文正反书写无别，}，与、1同，、{棋 形 

与 《说文》或体同，又见 《玉篇》作 。 

剿1iIi《说文·刀部》：“刑鼻也，从刀，臬声。《易》日：天且剿。靳，臬或从鼻。”甲骨文作 j，从刀，从 

自，自乃鼻之初文，甲骨文象割鼻之形。罗振玉：“《说文解字 剁，刑鼻也。从刀，臬声。或从鼻作劓。此 

作削，与 《说文》或体合。”[5]677 b辞：丁巳b，亘贞，劓牛爵 (《合》6226)。其形合于或体。 

2 《说文》或体形近甲骨文 

以下 《说文》或体在形体上与甲骨文比较，其构形稍有差异，但整体上讲与甲骨文相近，共计七例。 

2．1象形字 

秫翮《说文·禾部》：“稷之黏者，从禾：术，象形。 ，秫或省禾。”甲骨文作蕾，义待考， b辞：丙 

戌 卜，争贞，父乙术多子 (《合》2940)。唐兰：“术字本作扎 从又，又者手形，其本义未详，然要非秫 

之省也。”[6143唐说是也，考甲骨 b辞，有术字而尚未见秫字，秫疑为后起字，甲骨文术字与或体形近。 

糠鞴《说文·禾部》：“谷皮也，从禾，从米，庚声。蒂，稼或省。”甲骨文作蒂 (《前》1．1o．1)，金文 

作jII(毛公鼎)，象可摇之乐器，其下之点表示发声振动而非 “米”，李孝定：“郭氏举金文庚字为证，谓 

康之本义当为和乐，其说碥不可易。乐器多中空，故引申得有空虚之义，其音又与古语谷皮之糠相同， 

古或有段康为糠者矣，至谷皮之字仍当以稼为本字，康为借字。”[7]2363卜辞中唯见康字，如：⋯亥 b， 

贞，王宾康祖丁祭亡尤 (《前》1．24．1)。《说文》或体形与甲骨文近，但其下部讹作 “米”。 

2．2会意字 

党赣《说文·完部》：“冕也，周日党，殷日吁，夏日收。从完，象形。 ，或党字。”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兑部》：“(冉)^象上覆之形。”甲骨文作 (《续》5．53)，从口、从二手，象两手持弁之形，其形与或体近。 

育市《说文·去部》：“养子使作善也，从云，肉声。《虞书》日：教育子。赫，育或从每。”甲骨文作 ％， 

象产子之形，从人、女或母，义通互作，又从倒子形，王国维谓：“倒子形即《说文》之充字⋯⋯ ．-⋯ -．·者， 

则象产子时之有水液也。”“以字形言，此字即 《说文》育字之或体毓字” ，王说甚确。或体从每，“每” 

实则母字，卜辞以之借称先王：其告在毓祖丁，王受祜 (《甲》722)。或体形近于甲骨文。 

徘 《说文·水部》：“履石渡水也，从水，从石。《诗》日：深则石水。糯，徘或从属。”甲骨文作jicf 

(《前》5．31．5)，从水，从蓠，罗振玉释为浅水。 “履石渡水”之 ‘袜’可作 “石桥”讲【哪! 。甲 

骨文用作地名。《说文》或体从水从属，其形与甲骨文近。 

2．3形声字 

孺稿《说文‘牙部》：“齿蠹也，从牙，禹声。龋，孺或从齿。”甲骨文作 ，从齿从它。它 《说文·它 

部》：“虫也。”古人以齿内之蠹虫所致疾为齿疾，甲骨文之形如齿内有蠹虫。b辞用作齿疾或表灾祸不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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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勿于甲御妇嘉龋(《合》13663正甲)。《说文》或体从齿从禹，禹《说文·内部》：“虫也。”金文作,t-(禹 

鼎)岛 (秦公簋)，象虫之有首尾形。《说文》或体与甲骨文形近。 

鬻}翎《说文·弼部》：“鼎实，惟苇及蒲，陈留谓髓为鬻。从弼，速声。黼，鬻或从食，束謦。”甲骨文 

作肆，强，从食，从束，从双手供奉鼎食以飨食。卜辞：丁酉卜，争贞，来丁来醵 (觫)王 (《后下》22．13)。 

卜辞中 “酥、觫”同字通用。王国维考订甲骨文此字即 《说文》鬻之或体，疑许书鬻字乃后起字，其说 

可从。甲骨文形体与或体近。 

《说文》或体中广泛存在的一种现象是，或体的某些部件与甲骨文、金文相同，实则是在甲金文的构字 

基础上再增加部件或者更换部件，多构成形声字。这部分甲金文的数量相比前两种情况更多，譬如，甲骨文 

(《前》1．44．7)一或体 、甲骨文f(《戬》2．10)金文啻 (沈子簋)一或体 、．甲骨文 (《摭续》)一或体 

枣》、甲骨文 (《后上》16．2)一或体霪，等等。通过或体的构成部件也可以侧面看到汉字的演变。 

从上面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甲骨文的形体结构尚未定型化，其文字的具象性很强。 

而或体作为小篆笔画匀称、结构比较固定，其文字的具象性有所减弱，但它较之后来的隶书、楷书却更 

加接近甲骨文、金文，在古文字的考释、识读上面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正如胡朴安先生所言：“盖小篆 

虽已经过整理之工作而齐一，尚未至如隶变之大改其形。每一文字，必有～文字之例，可以假此例上溯 

古文字之形”[9142；(2)从甲骨文Nd,篆时代，形声字不断增加，从 《说文》或体的分析也可以看到这一 

趋势：(3)上述两类中，大部分 《说文》或体的产生明显早于其相应的 《说文》字头正篆，尤以第一类 

为重，因此我们不能以许书先字头后重文的排列顺序来一概而论字头正篆的产生先于其或体。事实上， 

往往有些或体的构形更能准确地体现汉字的原貌及演变进程，更能准确地解释其初文之意义。许慎书中 

每以“或省”标示的或体，其实早见于甲骨文，如此标示之故在于他所处的时代没有见到甲骨文。姚孝 

遂先生曾指出：“作为 ‘或体’的 ‘罨’实际上比作为 ‘正字’的 ‘畴’更符合于原始形态。甲骨文即做 

， 从田作q肯定是后起字。”【l ol 因此，通过甲骨文甚至金文并辅之以 《说文》或体，可以更为客观地 

准确地窥探汉字的原貌、演变以及讹误，这对古文字研究是有益无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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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Huoti(或体)in Shuowen ％l僦 文解字) 
in the Perspective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ZHENG Chun-lar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The majority of the Huoti(或体)that are comparable with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especially 

those in the category of form uniformity,reflect more exactly the origin，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the 

primal meanings of characters when compared with the Zitou zhengzhuan(字头正篆)in Shuowen 

文解字)． 
Key words：oracle bone ms ptions；Huoti(或体)in “Dwg”u厂fgzl(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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