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經文字 부수 분류의 표준과 소속자의 귀속 체례

- 余嘉錫의 五經文字 부수 평가에 대한 반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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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緖論

五經文字 干祿字書 唐代 字樣學 . 干祿字書

顔之推 

, 五經文字 字樣1) 

. 干祿字書 顔氏一家 時宜的

, 詩歌 四聲分類法

. 五經文字

. 五經

文字 說文 字林 玉篇

3,250 160 .

五經文字 160部 小篆 說文 540部

. 楷書 

. , 

 * 2012 (HY-2012-G).
 1) 字樣 楷書 . 字樣 ㆍ

.



‘據形繫聯’ 

. 五經文字 說文 ㆍ
. 

五經文字 ‘據形繫聯’

. , 

部件2) ‘以類相從’

. 

. 

. 

. 

, 五經文字

, 

.

. 余嘉錫 四庫提要辨證 卷二

經部二 五經文字 條3) 五經文字

.

五經文字

余嘉錫 五經文字

.

五經文字

五經文字 ? 160

, ? 五

經文字 分部 . 

 2) 部件 , 
. 

 3) 余嘉錫 四庫提要辨證 (pp,108-109),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1974年3月.



五經文字

五經文字

五經文字ㆍ序例

.

卒以所刊 書於屋壁.......然以經典之文六十餘萬旣字帶惑體 音非一

讀. 學者傳授 義有所存 離之若有失 合之則難並 至當之餘，但朱發

其傍而巳.....乃命孝廉生顏傳經, 收集疑文互體，受法師儒，以爲定例，凡一

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爲三卷(

( ) ....... 60

, 

, 

, . 

.......

孝廉 顔傳經

, 160

, 3,235 .)4)

劉禹錫 國學新修五經壁本記 張參 五經文字

.

初, 大曆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 始詳定五經, 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 辨

齊魯之音, 取其宜; 考古今之文. 取其正( , 大曆

, 

( ) 講學 明倫堂 東西廂(

) . 齊魯

, ).

五經文字 國子監 東西廂

60餘萬字 形音義 , 

 4) 張參 五經文字ㆍ序例 (pp,1148-1151), 鮑廷爵 後知不足齋叢書 初編第二函.



, 

. 3,2355) 160 3

. 

五經文字

. 

1 , 國子監 講學 明倫堂

12經 . 

, 壁經 . 

2 , 

, 

朱筆 . 

3 , , 

( )

. 

.   

4 , 朱筆 形音義 , 

160 五經文字

. 

五經文字 , 

. 

五經文字

五經文字 偏旁 部件 分部

. 五經文字ㆍ序例

 5) 五經文字ㆍ序例 :凡一百六十部, 三千二百三十五字, 分爲三卷.
3,235 , 現傳本 3,250
, 重文 2,976 (李景遠 張參

五經文字之硏究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硏究所碩士論文, 1990年2月). 



五經文字

.

近代字樣, 多依四聲, 傳寫之後, 偏旁漸失, 今則采 說文 ㆍ 字林 諸部, 

以類相從, 務於易了, 不必舊次. 自非經典文義之所在, 雖切於時, 略不集錄, 

以明爲經不爲字也. 其字非常體, 偏有所合者, 詳其證據, 各以朱字記之, 俾
夫觀省, 無至多惑( 字樣 四聲 (

) , . 

說文 字林 類別

, , 

說文 字林 . 文義

( ) 

. 

( )

.)

. 

, 說文 ㆍ 字林 .

, 說文 ‘據形繫聯’

,  五經文字 ‘以類相從’ . 類別

. ‘ 類別’

‘ 偏旁( 部件)’ . 

‘ 偏旁 部

件 ’ . 五經文字 上卷

‘1木部’ㆍ‘2手部’ㆍ‘3才部’ㆍ‘4牛部’ㆍ‘5爿部’ㆍ‘6羊部’ㆍ‘7米部’ㆍ‘8釆
部’ . ‘木’ㆍ‘手’ㆍ‘才’ㆍ‘牛’ㆍ‘爿’ 

6) ‘扌’ . ‘爿’ㆍ‘羊’, ‘羊’

6) 北魏ㆍ元倪墓誌 寢 , 唐ㆍ馬君起墓誌 牲 , 唐ㆍ
盧子謩妻鄭氏墓誌 寐 . 龍龕手鑒 宀部 寤



ㆍ‘米’, ‘米’ㆍ‘釆’ 7) . 

, 

. 

五經文字 國子監 講論堂 東西廂 60

形音義 朱筆 附記 註釋 .  唐代

壁經 張參

. 

, 

.

五經文字

. 

. 五經文字

. 壁經

, 形體 音

韻 訓詁學 . 

五經文字 . 

.

五經文字

. 

. 

用字

. . 

. 爿 扌 牛 .
7) 五經文字 羊部 : “羝, 丁迷反. 詩又作 .” , 釆部 羳

. 釆 米 . 漢ㆍ
費鳳別碑 釋 𥼶 . 魏ㆍ比丘法僧造象 釋

. 羊ㆍ米ㆍ釆
.



五經文字

. 五經文字

. 

‘1木部’ㆍ‘2手部’ㆍ‘3才部’ㆍ‘4牛部’ㆍ‘5爿部’ 

‘扌’ ‘扌偏旁類’ 分部

. ‘’29肉部’ㆍ‘30月部’ㆍ ‘31舟部’ㆍ‘32丹部’ 

‘月’ ‘月偏旁類’, ‘37艹部’ㆍ‘38𦫳部’ㆍ ‘39丵部’ㆍ‘40廿部’

ㆍ‘41竹部’ㆍ‘42革部’ㆍ‘43鬲部’ 偏旁 部件 ‘艹’ㆍ
‘卝’ ‘艹偏旁類’, ‘108欠部’ㆍ‘109夊部’ㆍ‘110夂部’ㆍ‘111攵
部’ㆍ‘112殳部’ ‘113又部’ ‘攵’ ‘攵偏旁類

五經文字 分部 . 偏旁類

分部 排列

. 五經文字

.

形符 聲符 部件 

. 余嘉錫 五經文字

張參

. 

聲符 分部

五經文字 聲符

. 余嘉錫 . 余嘉錫 四庫提要辨證

ㆍ卷二ㆍ經部二ㆍ五經文字 條

. 

.



五經文字

五經文字 3,250 160部 . 

歸部( ) ? 

余嘉錫 . 文獻學 辨證 余嘉錫 四庫提

要辨證ㆍ卷二ㆍ經部二ㆍ五經文字 條 五經文字

.

參之爲是書, 意在辨識群經諸字之讀音, 及經典相承隷省隷變, 與說文字

體之異同, 旣病舊日字樣, 以四聲分字, 偏旁傳寫訛替之多, 乃依 說文 ㆍ
字林 , 分部以攝字, 其部目固與 說文 不盡相同, 以偏旁之分析, 多與六

書諧聲之旨不合, 誠可異也. 夫 說文 之分辨諧聲凡一部之字, 皆以部首爲

形, 而 五經文字 則不盡然, 蓋一部之字, 有以部首爲形者, 亦有以部首爲聲

者, 與木部手部, 皆以木手爲形矣, 以才部且部, 則皆以才且爲聲. 羊部羝羭
洋翔諸字同屬一部矣, 而羝羭以羊爲形, 洋翔則以羊爲聲, 是匪特與說文不

合, 抑且有乖分部之意, 幾令人無由索檢, 至其蹖駮尤甚者, 若廿部收菫歎

燕庶黃諸字, 十部之收博協肸率屯諸字, 割裂偏旁, 凌轢統緖, 則更不足爲

訓. 昔劉夢得爲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 嘗稱參爲明儒, 而其不講六書, 猶

且如是, 則有唐一代字學之荒疏, 亦可知矣.(張參 群經

隷書 隷變 

說文 . 

字樣書 四聲 偏旁

說文 ㆍ 字林

. ( ) 說文

. 

. 說文

, 五經文字

. 

, . 木部 手部 木 手

形符 , 才部 且部 才 且 聲符 . 羊部 羝羭洋翔

, 羝羭 羊 , 

洋翔 羊 , 說文



五經文字

, 分部

. 廿部 菫歎燕庶

黃, 十部 博協肸率屯

. 劉夢得( 劉禹錫) 國學新修五經璧記 張參

名儒 , 六書 唐

)8).

余嘉錫 五經文字

. 

, 五經文字 說文 ㆍ 字林

.

, 五經文字 分部 說文 . 

說文 形符 五經文字 形符

, 聲符 , 

. 

說文 張參 五經文字 分部

. 

, , 

. 部件

.   

, 劉禹錫 國學新修五經璧記 張

參 名儒 , 名儒 張參

唐代 

.

五經文字 分部

. 五經文字 3,250 160

?  五經文字

形符 , 聲符

 8) 余嘉錫 四庫提要辨證 (pp,108-109),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1974年3月.



, 形符 聲符 , 部

件 . 

形符

五經文字 說文 形符 . 

形符 歸部 . 

1木ㆍ2手ㆍ4牛ㆍ9人ㆍ10彳ㆍ11辶ㆍ12廴ㆍ13走ㆍ14止9)ㆍ16癶
ㆍ17宀ㆍ18穴ㆍㆍ20勹10)ㆍ21𠔼ㆍ22冃ㆍ23目ㆍ24鼎11)ㆍ25鼻12)ㆍ26

罒ㆍ28貝ㆍ29肉 . 

形符

. 說文 .

聲符

余嘉錫 四庫提要辨證ㆍ卷二ㆍ經部二ㆍ五經文字 條 五經文

 9) 五經文字 止部 歷ㆍ歸ㆍ歰ㆍ此ㆍ步ㆍ歲ㆍ正ㆍ定ㆍ乏ㆍ䟫 
. 歷ㆍ歸ㆍ歰ㆍ此ㆍ步ㆍ歲ㆍ正ㆍ乏ㆍ䟫 說文

玉篇 止ㆍ正ㆍ此ㆍ之ㆍ步部 . 止
. 定 宀 , 大徐本 說文 宀部 : 

“定, 安也. 从宀从正” . 段注本 說文 宀部 : “定, 安也. 从宀正聲”
.  大徐本 正 止

歸部 , 段注本 正 歸部
. 大徐本 五經文字 止部

.
10) 五經文字 勹部 冢匈匍匐包𠣞 . 冢匈匍匐

說文 勹部 , 包 包 , 𠣞 車 . 說文 𠣞部 : “𠣞, 
圜圍也. 四千人爲軍, 从車, 从包省. 𠣞, 兵車也.” . 𠣞 勹
形符 .

11) 五經文字 冖部 : “幂,, 莫益反. 與鼏同, 官名, 見 周禮 .” , 
鼎部 : “鼏, 模狄反. 與幂同.” , 

.
12) 五經文字 鼻部 劓鼽齅嗅 . 嗅 齅 隷變 . 

劓 說文 刀部 : “㓷, 刑鼻也. 從刀臬聲. 劓, 臬或從鼻.” . 
劓 鼻 形符 .



五經文字

字 說文 才部 且部 聲符

. 五經文字 聲符

. 五經文字 且部13) 

俎 , 

余嘉錫 .

余嘉錫 才部 冓部

.

才 𢦏 部

五經文字 才部 , 才部

𢦏部 14) . 才 𢦏

. 余嘉錫 才部 聲符 . 

五經文字 上卷才部 豺ㆍ閉ㆍ𠳆哉ㆍ栽ㆍ胾ㆍ酨ㆍ載ㆍ戴ㆍ裁ㆍ
在ㆍ存15) 11 . 豺ㆍ閉ㆍ在ㆍ存 

4 才聲 , 𠳆哉ㆍ栽ㆍ胾ㆍ酨ㆍ載ㆍ戴ㆍ裁 7

𢦏聲 . 𠳆哉 : “𠳆哉, 上 說文 ; 下

13) 五經文字 且部 徂沮俎鉏詛助雎 . 俎 且
, 且 形符 . 說文 且部 : “俎, 禮俎也. 從半肉在且

上.” . 仌 且 . 余嘉錫 五經文字 且部 
聲符 , 且部 聲符

. 楷書 字形
. 且 . 徂 說文 辵

部 : “䢐, 往也. 從辵且聲. 䢐, 齊語. 徂, 䢐或從彳. 𨖆, 籒文從虘”
, 且 . 

14) 五經文字 上卷 才部 ‘又作𢦏’ . 
才部 𢦏部 才部 . 

15) 玉篇 168才部 才 . 玉篇 141門部 : “閉, 
必計切, 闔門也, 塞也. 閇, 同上, 俗” . 玉篇 56口部 : “哉, 祖才切. 

語助. 說文 从𢦏.” , 說文 口部 : “ 哉,, 語之閒也. 从口𢦒

聲” . 說文 戈部 : “ (𢦒/𢦒), 傷也. 從戈才聲” . 

玉篇 451異部 : “戴, 多代切. 奉也. 在首也. 事也. 𢨇,籒文.” , 
𢦏 戈 .



玉篇 五經文字 字彙

部首 收錄字 部首 收錄字 部首 收錄字  

豸 豺

才𢦏
豺閉𠳆哉栽胾酨載

戴裁在存

豸 豺
玉篇
字彙門 閉 門 閉

口 哉 口 哉

木 栽 木 栽

肉 胾 肉 胾

經典相承隷省. 凡從哉者放此. 𢦏音才.” . 才部 聲符

分部 , 才部 𢦏

. 才部 𢦏部

. 才部 𢦏部 才部

? 五經文字 上卷才部 “𠳆哉, 上 說文 ; 

下經典相承隷省. 凡從哉者放此. 𢦏音才.” . 

‘𢦏音才’ , ‘𢦏16)’ ‘才’ ‘戈’ ‘才’ 得聲字

同音 . 才部 𢦏部

.

才部 聲符 . 

五經文字 楷書 字形 正訛 判別

. 木ㆍ手(扌)牛ㆍ爿 才

. 才

才部 . 才 , 

. 才

𢦏 玉篇 ㆍ 五經文字 ㆍ 字彙

.

16) 說文 戈部 :𢦒, 傷也. 從戈才聲.” . 𢦒 才 得聲字
.



五經文字

酉 酨 酉 酨
,  

五經文字

. 

車 載 車 載
異 戴 戈 戴
衣 裁 衣 裁
土 在 土 在

子 存 子 存
牛 牢 牛 牢 牛 牢

五經文字 玉篇 ㆍ 字彙 ‘依形分部’ ‘依聲

分部’ . 

冓部

五經文字 冓部 構溝遘媾講覯 , 說文

木ㆍ水ㆍ辵ㆍ女ㆍ言ㆍ見部 , 冓
. 說文 ㆍ 玉篇 冓部 冓ㆍ爯ㆍ再 3 . 

五經文字 冓 構溝遘媾講覯 冓部

? 五經文字 字樣著

作 . 構 ㆍ ㆍ ㆍ  

, 冓 . 五經文字

. 言 冓 講

. 講 ㆍ ㆍ ㆍ
ㆍ ㆍ ㆍ ㆍ ㆍ ㆍ ㆍ ㆍ ㆍ ㆍ  

. 冓部

冓 .

形符 聲符

3.1 ‘形符 ’ ‘3.2 聲符

’ 五經文字

形符 聲符 . 

. 形符



, 聲符 . 5爿 6羊 7米

8釆 15缶 19冖 27且17) . 

爿部 .

爿部

五經文字 爿部 : “爿部, 音牆. 凡拾貳字, 貳字重文. 牀壯, 從爿從

士. 凡裝莊之類皆從壯. 作壮者訛. 臧, 作者 訛. 牆 , 上說文; 下石經. 戕, 

在羊反. 將 , 上說文; 下經典相承隷省. 藏, 在郞反, 才浪反. 狀, 作状訛. 

牂, 音臧, 羊也. 見爾雅. 斨, 七羊反.” , 牀壯臧牆戕將藏狀牂斨 
1 10 , 12 . 五經文字 爿部 10

, 牀 玉篇 474牀部 , 玉

篇 157木部 : “牀, 仕良切, 說文曰安身之坐者. 床, 同上, 俗.” 牀

. 字彙 90爿部 : “爿, 說文 無爿字......牀, 臥榻

也......六書正訛: 俗作床非” 牀 . 玉篇 木部

五經文字 字彙 爿部 .

爿部 說文 玉篇 , 五經文字

, 龍龕手鑑 平3 字彙 . 五

經文字 爿部 , 

.

五經文字 爿部 壯 : “壯, 從爿從士, 凡裝莊之類皆從爿, 作

壮者訛.” . 壯 玉篇 22士部 . 臧 玉

篇 26臣部 . 牆 玉篇 206嗇部 . 戕
玉篇 262戈部 . 將 玉篇 510寸部

17) 五經文字 且部 徂沮俎鉏詛助雎 . 余嘉錫 五經文字 且部 
聲符 , 且部 聲符
. 俎 說文 且部 : “俎, 禮俎也. 從半肉在

且上.” . 俎 且 , 且 形符 . 
余嘉錫 . 
徂 說文 辵部 : “䢐, 往也. 從辵且聲. 䢐, 齊語. 徂, 䢐或從彳. 𨖆, 籒文從
虘.” , 且 .



五經文字

玉篇 五經文字 字彙

牀 牀

爿 牀壯臧牆戕將藏狀牂斨
字彙 牀牂

牆 五經文字
爿部

.

爿 爿 牀牂牆
士 壯 士 壯
臣 臧 臣 臧

嗇 牆

戈 戕
寸 將 寸 將

艸 藏 艸 藏

犬 狀 犬 狀
羊 牂
斤 斨 斤 斨

. 藏 玉篇 162艸部 . 狀 玉篇 364犬部

. 牂 玉篇 360羊部 “牂, 羝羊也” , 字

彙 爿部 “牂, 母羊也” . 羊 字

彙 爿部 . 五經文字

. 斨 玉篇 260斤部 . 

爿部 五經文字 , 

玉篇 . 

字彙 牂 牀 爿部 . 五經

文字 , 五經文字 ‘依聲分部’

. 爿
玉篇 ㆍ 五經文字 ㆍ 字彙 .

, 

. 爿部 說文 玉篇 五經文字 , 字

彙 牀牂牆 五經文字 爿部 .

五經文字 : “牀壯, 從爿從士. 凡裝莊之類皆從壯. 作壮者

訛.” 裝莊 壯

. 壯 壯 壮



. 爿
, 爿 , 

. 

. 

部件

廿 .  五經

文字 中卷廿部 :廿, 音疾. 古疾字. . 說文 段注

本 : “ , 盜自中出曰 . 从穴米, 禼 廿皆聲也. 廿, 古文疾. 禼, 古

文偰” . 段注 ‘廿, 古文疾’ : “廿, 古文以爲疾. 云二爲則本

訓二十幷, 古文假借以爲疾字也. 𤕫部疾下列古文, 仍與小篆不別, 蓋轉寫之

誤.” . 說文 段注本𤕫(疒)部 : “ (疾), 病也。從𤕫矢聲. 

, 籀文疾. 廿, 古文.” , ‘ , 籀文疾’ 段注 : “从廿者, 

古文疾也.” , ‘廿, 古文’ 段注 : “各本篆體作 . 是仍與小

篆無二. 今正. 攷竊篆下曰: 廿, 古文疾. 童篆下曰: 廿, 古文以爲疾. 此廿爲

古文疾之明證. 而集韻類篇皆曰: 廿, 古文疾. , 籒文疾. 此丁度所見不誤

之明證也. 其曰籒文作 , 又作 者, 乃當其時已有誤本同今本, 而因倂入

之, 又譌古爲籒也.” . 增廣字學擧隅 : “ , 古疾字. 急也, 

病也. 與廿異” .

說文 段注本 䇂部 : “ (童). 男有辠曰奴 奴曰童 女曰妾. 从
䇂 重省聲 𥫍 籒文童 中與𥩓中同 从廿. 廿 以爲古文疾字. ”

. ‘廿 以爲古文疾字.’ 段注 : “當作古文以爲疾字. 廿本二十

幷也. 古文假爲疾字. 此亦不同音之假借也. 𥩓字下曰: 廿, 古文疾, 則不言

以爲. 童從疾字, 亦取有辠之意.” . 隸辨 入聲 屑韻 : 

“竊 孔彪碑 斯多草竊. 按 說文 作 碑省廿 經典相承用之



五經文字

今俗作 非. 字原 誤書作 .” . 五經文

字 中卷廿部 古文 疾 . 

, { } 廿( )

, 廿部 廿
. 廿部 菫歎燕庶度席黃

. 菫 玉篇 11菫部 , 庶度席 玉篇 347广部

, 歎 玉篇 111欠部 , 燕 玉篇 389燕部 . 

五經文字 聲符 形符 部件

, 

, 

.

結論 

五經文字 A

B . 辨似體系

. 

, 五經文字 楷書 

字樣書 , 

. .

五經文字 17宀部 :宂穴, 上人勇反, 從人宂食者, 見 周

禮 ; 下戶決反, 從宀從八. .  宂穴

. 穴 18 穴部 . 

辨似 17 宀部 . 

五經文字 , 

. 



穴 宀 宀部 . 

宀部

. 

. 張參

. 

張參 國子監 國子 司業 , 

, . 國子監 書學

說文 ㆍ 字林 說文

字林 . 

. 五經文字 ‘

’ㆍ‘ 依

聲部首 ’ㆍ‘ ’ 張參

楷書 .

余嘉錫 四庫提要辨證ㆍ卷二ㆍ經部二ㆍ五經文字 條 五經文

字 形符 , 聲符 , 說

文 分部 形符 . 羊部 

羝羭 羊 形符 , 洋翔 羊 聲符 分部

. 廿部 菫歎燕庶黃 

部件

. 五經文字

, 

朱記

. 分部

. 

, 

混用 誤用 

字樣學 . 余嘉錫



五經文字

, 五經文字 聲符 部件 

楷書 規範化

. 五經文字

唐代 字樣學 , ‘依聲分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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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Radical-rule and Arrangement System of Characters of Wu 
Jing Wen Zi: a Rebuttal of Yu Jiaxi’s View 

Lee, Kyeongwon 

Compiled in 776 by Zhang Shen, Wu Jing Wen Zi was regarded as the epitome 

of model book for standardized regular script in Tang Dynasty.  Following early 

works like Shuo Wen Jie Zi, Zhang Shen adopted radical-rule for the compilation 

of this work. 3,250 character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Five Classics and 160 radicals 

were established. Yu Jiaxi (1884-1955) harshly criticized the radical system of 

Wu Jing Wen Zi for being inconsistant and confusing. With careful review and 

analysis of examples from Wu Jing Wen Zi,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upose of 

the compilation of this work, its unique radical-rule system, principles of arrangement 

of characters with the same or similar radicals,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variant 

characters.  It further discusses the value of Wu Jing Wen Zi  by its innovative 

radical-rule and effective differentiation of variant characters. It concludes with 

a rebuttal of Yu Jiaxi’s argument and restate the necessity of reevaluation of 

this work even to this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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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02 15

: 2015 03 10

: 2015 03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