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文學研究  第五十一期 

2021 年 2 月   頁 1～76 

臺 灣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系 

 

‧1‧ 

 

 

 

論《說文解字》與《康熙字典》 

部首變化及其原因 
──以米部字為例* 

林  宗  翰** 

提  要 

在中國古代字書編纂史上，《說文解字》為首部按照部首編排的字書，《康熙

字典》為集合歷代字書之大成者。由於文字因應時代和社會的需求，逐漸產生與

演變，導致字書相繼萌芽與發展，且編纂的體例、方法也逐漸系統與規範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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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變化與原因頗為值得探究。本文以此兩部字書的米部字為研究材料，整理

收字情況、字序排列、分類項目、部首歸類等變化，探索發展的軌跡，並參考其

他重要字書作為補充。 

關於兩部字書米部字的變化現象，歸納出四點：一、收字情況，《說文解字》

收錄 42 個字（含新附字 6 個）;《康熙字典》收錄 358 個字（含補遺 4 個、備考

34 個）。二、字序排列，《說文解字》是據義相近編排；《康熙字典》是按除去部

首外的筆畫數排列。三、分類項目，《說文解字》分為「據加工好壞的劃分」、「據

品質優劣的劃分」、「表示米的某種狀態」、「與米相關的食物」、「米的延伸運用」、

「與米相關的行為」等六大類；《康熙字典》承上述六類外，可再分出「穢物」、

「穀皮」、「角黍」、「甜品」、「其他」等十幾類。四、部首歸類，《康熙字典》所

載《說文解字》的字中，其部首字與從屬字的歸部有其差異。 

最後筆者據整理後的情況繪製成表格範例，探討其變化的經過與原因。 

關鍵詞：《說文解字》、《康熙字典》、米部、收字原則、部首歸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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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s and Causes of Radicals in 

Shuowen Jiezi and Kangxi Zidian:  

Taking the Radical “Rice” as an Example 

Lin Zong-han*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ompi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dictionaries, Shuowen 

Jiezi (Explaining Graphs and Analyzing Characters) is the first dictionary 

arranged according to radicals, and Kangxi Zidian (Kangxi Dictionary) is an 

integration and the pinnacle of ancient Chinese dictionaries in various dynasties. 

Because of the gradual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characters in response to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nd society, dictionaries have proliferated and developed 

successively, and the compiling styles and methods have gradually become 

systematic and standardized. The change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m are worth 

exploring. This paper takes the radical “rice” in these two dictionaries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and sorts out changes in character collection, character order 

arrangement, classification items, and radical classification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track. Also, supplementations are made by referring to other 

important dictionaries. 

                                                 
* M.A.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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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four points about the changes of the radical “rice” in the two 

dictionaries: 1. Character collection status: Shuowen Jiezi contains forty-two 

characters (including six newly added ones); Kangxi Zidian has 358 characters 

(including four supplemented characters and thirty-four for reference). 2. 

Character order arrangement: Shuowen Jiezi is arranged according to close 

meaning; Kangxi Zidian is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strokes apart 

from the radicals. 3. Classification items: Shuowen Jiezi divides characters with 

the radical “rice” into six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processing quality,” 

“according to product quality,” “indicating a certain state of rice,” “food related 

to rice,” “extended application of rice,” and “behaviors related to rice”. In 

addition to the six categories above, Kangxi Zidian adds a dozen more, such as 

“filth,” “grain husk,” “rice dumpling,” “dessert,” and “others”. 4. Classification 

of radicals: Among the characters in Shuowen Jiezi recorded in Kangxi Zidian,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radical classification between the radicals and the 

subordinate characters. 

By drawing an example tab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cess and reasons 

for changes of radicals from Shuowen Jiezi to Kangxi Zidian. 

Keywords: Shuowen Jiezi; Kangxi Zidian; the radical “rice”; character 

collection principles; consolidation of radicals 

Keywords: Shuowen Jiezi; Kangxi Zidian; radical “rice”; character collection 

principles; consolidation of radic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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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說文解字》與《康熙字典》 

部首變化及其原因 

──以米部字為例 

林 宗 翰 

一、前言 

飲食，是極為平常又重要的事，不僅是人類生存的首要物質基礎，也是社會

發展的前提。1 先哲有云：「民以食為天」，上至帝王公卿的大政方針、下至黎民

百姓的日常生活，可見食物對於民眾的重要，而在眾多的食物裡，米食又作為飲

食中最基本的主食之一。中國自古以來以農業為根本，像在世界其他地區一樣，

農業是中國文明起源的經濟基礎，約在舊石器和新石器交替間已有種植的出現，

如距今7000年前後的新石器時代有水稻生產遺址（河姆渡、草鞋山遺址）的發現

等，2 大約在夏商時期，先民們的經濟生活已從畜牧業進入到以作物栽培為主業

的時代，糧食開始成為人們飲食生活中的主食，另外，在開拓食料資源方面，園

藝業尤為突出，培植出無數優質的糧食，是小米、大米、大豆等農作物的故鄉，

                                                 
1 林乃燊：《中國古代飲食文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年），頁 2。 
2 劉莉、陳星燦：《中國考古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 年），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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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且隨著歷史的發展，不斷開拓食源和製造各領域食品。 

中國文字是記錄語言的符號，也是瞭解社會的重要依據。文字的產生是經

過長期的歷史演進，以及人們日常使用的書寫而創造出來的，更是人類進入文

明社會的指標之一，而整理文字的字書因應相繼萌芽、產生、發展與興盛，無一

不與各時期的社會背景有密切的相應關係，是歷代文字學研究成果的匯輯。因

此為漢語文字的構成原理與方式、古今之變遷及發展的規律提供了依據，也反

映古代社會的情況。4 

作為中國古代字書先河的《說文解字》以及成熟的《康熙字典》，兩部字書

中《說文解字》除了解釋漢字字形關係、分析漢字結構、歸納漢字構形系統的字

書，也是一部記載諸多先秦文化現象的漢字文化專書，5 《康熙字典》是集歷代

字書之大成，屬於收字較多的大型字書。以下可從收字情況及部首歸併兩點簡

單觀看兩部字書之特色，一、收字情況，就本文討論的米部為例，《說文解字》

收字 42 個，《玉篇》125 個，《字彙》203 個，《康熙字典》收字 358 個，在《康

熙字典》收入的字數超過以往的字書，且又分收入正文、補遺及備考，故面對龐

雜的漢字群體，至《康熙字典》體現了廣博全面又主次分明的原則。二、部首歸

併，部首作為漢字的分類始於《說文解字》，將漢字歸為 540 部，《玉篇》542 部，

至明代的梅膺祚《字彙》融合歷代字書對《說文解字》部首之省併增刪，改立為

214 部，清代《康熙字典》編纂，在部目上則完全沿用《字彙》的 214 部，而部

序稍異，其間則刪併了 326 部。6 故部首編纂的字書，淵源於《說文解字》540

部首，而《康熙字典》承之《字彙》214 部首，集合歷代字書之大成。從上述觀

                                                 
3 林乃燊：《中國古代飲食文化》，頁 8。 
4 張明華：《中國古代字典詞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年），頁 2。 
5 王寧等：《《說文解字》與中國古代文化》（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9。 
6 李淑萍：《《康熙字典》及其引用《說文》與歸部之探究》，上冊，收入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古典文獻研究輯刊》（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6 年），第 24 冊，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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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本文討論的米部不管從收字情況或是部首歸併觀看，其收字字數增加，且為

《說文解字》被保留至《康熙字典》的部首，因此，不管是史前時代的考古資料

或是歷史時代7 的文字記載，米食在每個族群文化的領域中皆有特徵和傳承性。 

當今學界研究米部者，多半從《說文解字》著手，例如有杜倩著〈析《說文

解字‧米部》字中的米食文化〉、8 李世特著〈《說文‧米部》初探〉、9 張宇辰

著〈論《說文‧米部》反映的古代米食文化〉等，10 但是從《康熙字典》著手及

針對從《說文解字》與《康熙字典》米部部首的變化及其原因探討的研究，則無

專篇論文提及。因此本文針對從《說文解字》被保留至《康熙字典》的米部字，

整理歸納其差異之處，梳理其中變化的現象，並分析造成變化的原因，望對米部

字的發展體系有更深入的了解。 

                                                 
7 見陳珮瑜：《臺灣大百科全書‧歷史文化》。網址：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

id=13297（檢索日期：2020.11.15）。「歷史時代」，這樣的詞彙和「史前時代」相對，

指的是人類開始「利用文字作記錄」，將所發生的事情記錄成文獻的時代。所謂的歷史，

指的是過去所有事件的總體，在沒有文字發明之前，人們也許無法記住過去發生的事

情，或者是利用口述的方法把過去發主的事一代傳一代地說給後代子孫聽。所謂的歷

史時代，可以說是人類發展的另一個新階段，人們利用文字把過去的事件、先人智慧

的結晶清楚地記錄下來，後代的人也可以透過閱讀了解過去的各種事物，並且在前人

打下的基礎上在各個方面有所進步與發展，因此人類在所謂的歷史時代，文明的發展

才可以達到高峰。 
8 杜倩：〈析《說文解字‧米部》字中的米食文化〉，《語文學刊》2012 年 03 期，頁 73-

74。 
9 李世特：〈《說文‧米部》初探〉，《現代交際》2013 年 05 期（總第 358 期），頁 33。 
10 張宇辰：〈論《說文‧米部》反映的古代米食文化〉，《長江叢刊》2018 年 12 期，頁

48-49。 

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13297
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13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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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說文解字》與《康熙字典》米部字的變化現象 

《說文解字》以小篆為主體，為中國字書的第一部著作。11 在《說文解字‧

後敘》裡說明本書結構與編排的原則，其言： 

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

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為耑。方以類聚，物以羣

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

畢終於亥，知化窮冥。12  

全書正文分爲十四篇，共五百四十個部首，每篇囊括若干部，收編字數有九千三

百五十三個，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個。關於每一個部首的收編原則按照相同偏

旁的字歸為一類，即「類」相同則相聚的原則進行，使事物按照群體分開，並將

其偏旁置於該部開頭作為部首，故九千三百五十三個篆文，按「凡某之屬皆从

某」的原則歸入相應的部首，如「米，粟實也。象禾實之形。凡米之屬皆从米。」

13 「艸，百芔也。从二屮。凡艸之屬皆从艸。」14 「牛，大牲也。牛，件也；

件，事理也。象角頭三、封㞑之形。凡牛之屬皆从牛。」15 而部首內的字序再

將相同或相似意義的緊鄰類聚於一處排列，16 同理者貫連一起，據義系聯，許

                                                 
11 劉葉秋：《中國字典史略》（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頁 16。 
12 漢‧許慎著，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縮本》（臺北：臺灣

商務印書館，1967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日本岩崎氏藏宋刊本），第 16 冊，卷 15

下，頁 133 下。 
13 同前註，卷 7 上，頁 61 下。 
14 同前註，卷 1 下，頁 7 下。 
15 同前註：《說文解字》，卷 2 上，頁 13 上。 

16 劉志軍：《《說文解字注》關於《說文》字敘和部敘的發明》（湖南：吉首大學漢語言

文字學碩士論文，2011 年），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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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按偏旁歸類的方法將字歸納為五百四十部首。至於五百四十部首間的排序則

是按照漢代陰陽五行家「萬物生一，畢終於亥」的哲學思想安排，「一」部首列

在開頭、「亥」部首列在結尾，其間的前後次序，據形系聯而成。17 此外，《說

文解字》也標舉六書理論，析形解義，說明文字的本義、古籀與篆文之源流和演

變、集通人古哲解說文字等，18 使秦以來通行的小篆條理、規範化。 

《康熙字典》是中國第一部明確以「字典」命名的字書，也是現存第一部集

歷代字書之大成的古代官修字典，19 書前的十八條〈凡例〉，說明本書體例與編

排的原則。全書收編字數四萬七千零三十五個，屬於收字較多的大型字書，20 收

字以楷書為主體，〈凡例〉之一云：「六書之學，自篆籀、八分以來，變為楷法，

各體雜出，今古代異。今一以《說文》為主，參以《正韻》，不悖古法，亦復便

於楷書。」21 以「不悖古法，亦復便於楷書」為原則。而部首共二百一十四個，

自《說文解字》刊行以來，後世較著的字典，如晉朝呂忱（生卒年不詳）的《字

林》，北魏江式（？-523）的《古今文字》，蕭梁顧野王（519-581）的《玉篇》，

宋朝司馬光（1019-1086）的《類篇》，無不遵其例編次，直到明朝的梅膺祚（生

卒年不詳）作《字彙》，把《說文解字》的五百四十個部首省併為二百一十四個，

以及部首間的據形系聯改為依筆畫數的多寡為序，22 故歸部列字之法承自明朝

《字彙》所立的二百一十四個部首，《康熙字典‧凡例》之五云：「《說文》、《玉

篇》分部最為精密，《字彙》、《正字通》悉从今體，改併成書，總在便於檢閱。」

                                                 
17 鄧文彬：《中國古代語言學史》（成都：巴蜀書社，2002 年），頁 43。 
18 林尹：《文字學概說》（新北：正中書局，2007 年），頁 36。 
19 鄧文彬：《中國古代語言學史》，頁 289。 
20 同前註，頁 290。 
21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撰：〈凡例〉，《康熙字典》（上海：同文書局石印，1887 年），

頁 1 上。本文引文的標點均來自漢語大詞典編纂處：《康熙字典標點整理本》（上海：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2 年），不另加註。 
22 蔡信發：《辭典部首淺說》（臺北：漢光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85 年），頁 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3%A8%E9%A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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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因此《康熙字典》部首的排序及部首內的字序按筆畫數多寡排列，部首之排

序起於一畫，終於十七畫，24 而部首之部目次第仍是依據《正字通》的次第分

部，〈凡例〉之五云：「今仍依《正字通》次第分部」，25 雖然部首的觀念承自於

《字彙》、《正字通》，不過仍然有調整字的分部與歸併，〈凡例〉之五云：「如焸

字向收日部，今載火部，霴字向收隶部，今載雨部」，26 使原屬某部首的字調入

更為適宜之部首等。除了上述外，《康熙字典》也確立音韻的體系、新增字與罕

用字的處理、設置按語，且析釋形構以《說文解字》為主，因編纂原則的確立，

使之條理分明，為清代以來字書編纂的典範。 

由上文得知，兩部字書在收字方面，《說文解字》是以小篆為主，《康熙字

典》以楷書為主，且數量有顯著的差距。在部首間及部首內之排序方面，《說文

解字》據形體相似及意義相近編排，《康熙字典》皆按筆畫數多寡為序排列，並

調整字的分部與歸併。下文將依照兩部字書米部的收字情況、字序排列、分類項

目及部首歸類，試圖梳理其變化的現象。 

（一）收字情況 

《說文解字‧米部》收字共 42 個，分別為正文 36 個，新附字 6 個。《康熙

字典‧米部》收字共 358 個，分別為正文 320 個，補遺 4 個，備考 34 個。「補

遺」是收錄有音有義而冷僻未通用之字；「備考」則是收有音無義或音義全無之

字，〈凡例〉之四云：「音韻諸書，俱用翻切，人各異見，未可强同。……其或此

數書中所無，……又或韻書所無，……類多臆見，另列備考中，不入正集。」27 

                                                 
23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撰：〈凡例〉，《康熙字典》，頁 1 上。 
24 李淑萍：《《康熙字典》及其引用《說文》與歸部之探究》，上冊，頁 14。 
25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撰：〈凡例〉，《康熙字典》，頁 1 上。 
26 同前註，頁 1 下。 
27 同前註，頁 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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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補《字彙》、《正字通》之未備。28 凡在正文中找不到的冷僻字，不妨試查「補

遺」和「備考」，故補遺與備考兩部分於本文中暫不列入討論。 

以下按除去部首以外的筆畫數排列，並從筆畫數多寡依序將《說文解字》與

《康熙字典》相同的收字並列參照，以及將所收的字依序羅列出來： 

表一：《說文解字》與《康熙字典》米部收字表29 

筆畫數 《說文解字》 
《康熙字典》 

正文30 正文 補遺與備考 

0 米 米 𥸥  

2   𥸧、𥸨、籴、籵 𥸪、籶 

3 䉺、籹（新附字） 䉺、籹 
籷、籸、籺、𥸫、

𥸬、类、籼、𥸭 
𥸲、籽、籾 

4 粈、氣＊、粉 
粈、粉、氣＊（气

部） 

粃、䉻、𥸳、𥸴、

粄、粅、粆、粇、

𥸵、𥸶、粊、𥸷、

粋、𥸸 

䉼、𥸾 

5 

粗、䉾、粒、𥹆、

粕（新附字）、粔

（新附字） 

粒、粔、䉾、粕、

𥹆、粗 

䉽、粓、𥹁、𥹂、

𥹃、𥹄、𥹅、𥹇、

粖、𥹈、𥹉、粘、

𥹊、䉿、𥹋、粙、

𥹖、𥹔、𥹱、

𥹓 

                                                 
28 李淑萍：《《康熙字典》及其引用《說文》與歸部之探究》，上冊，頁 13-14。 
29 《說文解字》與《康熙字典》欄中的＊表示為部首歸部產生變化之字。《說文解字》

中的「氣」、「𥼓」、「𥶶」、「竊」至《康熙字典》沒有被歸入米部，而是歸入其他部首。 
30 為《康熙字典》正文的內容，但欲與《說文解字》的收字參照，故另立此一大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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䊀、𥹌、粚、𥹍、

𥹎、粛、粜、𥹏 

6 䊆 䊆 

粞、粟、䊁、粠、

䊂、𥹚、䊃、粡、

𥹛、䊄、䊅、粢、

𥹜、𥹝、粣、粤、

𥹞、粥、粦、𥹟、

𥹠、𥹡、𥹢、𥹣、

粧 

𥹫、𥹩 

7 粱、粲 粱、粲 

𥹲、𥹳、粮、䊇、

𥹴、粯、䊈、𥹵、

𥹶、䊉、粰、𥹷、

𥹸、䊊、粳、𥹹、

𥹺、𥹻、𥹼、𥹽、

𥹾、𥹿 

𥺊、𥺉、𥺈 

8 
精、粺、粹、䊎、

粻（新附字） 

粹、粺、粻、䊎、

精 

粶、粷、𥺘、䊍、

粸、𥺙、𥺚、𥺛、

粼、粽、䊏、𥺜、

𥺝、粿、䊐、𥺞、

𥺟、𥺠、𥺡、䊑、

𥺢、𥺣、𥺤 

䊒、𥺵、𥺶、

𥺷 

9 
糂、糈、糉（新附

字） 
糂、糈、糉 

䊓、糃、糄、䊔、

䊕、𥻁、𥻂、䊖、

糅、䊗、𥻃、𥻄、

𥻝、𥺳、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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糆、𥻅、𥻆、𥻇、

䊘、𥻈、𥻉、糇、

糊、𥻊、𥻋、𥻌、

𥻍、糋、𥻎、𥻏、

𥻐、𥻑、䊙、𥻒、

𥻓、𥻔、𥻕、𥻖 

10 
糗、𥻦 、糖（新附

字） 
𥻦 、糖、糗 

𥻤、𥻥、䊚、糏、

糐、糑、𥻧、糒、

𥻨、糓、糔、糕、

𥻩、𥻪、䨀、𥻫、

𥻬、𥻭、𥻮、𥻯、

䊛、𥻰 

𢐫、𥻾、𥻴 

11 
糜、糟、𥼓＊31 、

䊝 

䊝、糜、糟、 

𥼓＊（無收入） 

糙、糚、𥻿、𥼀、

䊩、䊜、䊞、𥼁、

糛、𥼂、䊟、𥼃、

糝、糞、䊠、糠、

𥼄、䊡、𥼅、𥼆、

𥼇、𥼈、糡、𥼉 

 

12 𥼚、䊤、糧 𥼚、䊤、糧 

𥼗、糣、糤、𥼘、

𥼙、䊣、䊥、𥼛、

糥、䊦、𥼜、糦、

𥼴（補遺）、𥼫、

𥼪、𥼩、 

𥼮、𥼬、𥼭 

                                                 
31 依據《說文解字注》隸書變體的字來看，洪葉文化事業公司印行的版本為「糒」，鳳

凰出版社、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印行的版本為「𥼓」，本文參照鳳凰出版社、高雄復

文圖書出版社印行的版本及從小篆字形分析觀看，其字為「𥼓」，故以此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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䊧、糨、𥼝、𥼞、

𥼟、䊨、𥼠 

13 䊪、𥼶、糪 𥼶、糪、䊪 

𥼷、糩、䊫、糫、

𥼸、𥼹、𥼺、𥼻、

𥼼、𥼽、𥼾、𥼿、

𥽀、𥽁、𥽂、𥽃、

䊬 

（補遺）、  

14 䊮 䊮 
䊭、𥽏、糮、糯、

𥽐、糰、𥽑、𥽒 
 

15 糱、𥽘 糱、𥽘 
𥽗、䊯、糲、𥽙、

𥽚、𥽛 
𥽣（補遺）、𥽟 

16 𥶶＊ 𥶶＊（竹部） 

𥽥、𥽦、糴、䊰、

𥽧（按即𥶶字之

譌） 

 

17   
𥽬、𥽭、䊱、䊲、

糵、𥽮 
𥽰（補遺） 

18   𥽱、𥽲、𥽳、𥽴  

19 䊳 䊳 
𥽶、糶、𥽷、𥽸、

䊴、𥽹 
 

20 竊＊ 竊＊（穴部） 𥽻、𥽼、𥽽  

21   糷、𥽿、𥾀  

24   𥾂  

27   𥾄  

總計 42 38 282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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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表格整理的收字現象，在數量上，其中《說文解字》與《康熙字典》米

部收字相同的有「米」、「䉺」、「籹」、「粈」、「粉」、「粒」、「粔」、「䉾」、「粕」、

「𥹆」、「粗」、「䊆」、「粱」、「粲」、「粹」、「粺」、「粻」、「䊎」、「精」、「糂」、「糈」、

「糉」、「𥻦」、「糖」、「糗」、「䊝」、「糜」、「糟」、「𥼚」、「䊤」、「糧」、「𥼶」、「糪」、

「䊪」、「䊮」、「糱」、「𥽘」、「䊳」38 個字。在《說文解字》中的「氣」、「𥼓」、

「𥶶」、「竊」4 字至《康熙字典》分別被歸入於其他部首裡，由於此 4 字在《康

熙字典》被歸入其他的部首，不列入米部裡計算，故米部的收字數量在兩部字書

裡對照，《康熙字典》又比《說文解字》新增收的字數量有 282 個字（僅就正文

部分的字進行統計）。 

另外《康熙字典》的收字與《說文解字》對照，有以下幾點的特點。第一、

收字範圍更加廣泛，既有與《說文解字》共同收入的字外，又有新增收的字及一

般字書所忽略的較冷僻範圍的字，如補遺的「𥼴」、「 」、「𥽣」、「𥽰」4 個字與

備考的「𥸪」、「𥸲」、「䉼」、「𥹖」等 34 個字，可見收字範圍增廣。第二、《康熙

字典》正文中所新增之字，在字頭前標以「增」，極易查尋，如筆畫數 2 畫的「籴」、

筆畫數 3 畫的「𥸫」、筆畫數 4 畫的「𥸶」。第三、有的新增之字，《康熙字典》

在釋文以後設置按語以指出該字之辨訛訂誤、補充說明等等，如： 

𥹢：《集韻》：聞，古作𥹢。註詳耳部八畫。○按《正字通》作䎹，互詳耳

部七畫註。32 

𥽁：《字彙補》相叫切。音笑。飮酒盡也。○按即𣤹字之譌。33 

𥽧：《字彙補》丘六切。音曲。酒母也。○按即𥶶字之譌。34  

有助於讀者對該字的形體、來歷有一確切的把握。 

                                                 
32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撰：《康熙字典》，未集上，米部，頁 19 上。 
33 同前註，頁 21 下。 
3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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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序排列 

兩部字書在部首內之字序排列上，《說文解字》部首內各字的排序，是據意

義相近的方式將字排列在一起，並編排順序。《康熙字典》部首內各字的排序，

是按除去部首外的筆畫數排列，依其筆畫數多寡排列而成。以下將兩部字書米

部首內之字序排列狀況列表如下： 

表二：米部字序表35 

《說文解字》 筆畫數 《康熙字典》 

米、粱、𥼚、粲、䊪、精、粺、粗、䉾、

糱、粒、𥼶、糂、糪、糜、䊤、𥹆、𥶶、

糟、𥼓、糗、䊆、糈、糧、粈、䊮、𥽘、

粹、氣、䉺、粉、䊎、䊝、𥻦、䊳、竊、

粻、粕、粔、籹、糉、糖 

0 米、𥸥 

2 𥸧、𥸨、籴、籵 

3 
籷、籸、䉺、籹、籺、𥸫、𥸬、

类、籼、𥸭 

4 

粃、䉻、𥸳、𥸴、粄、粅、粆、

粇、粈、𥸵、粉、𥸶、粊、𥸷、

粋、𥸸 

5 

粒、䉽、粓、𥹁、𥹂、粔、䉾、

粕、𥹃、𥹄、𥹅、𥹆、𥹇、粖、

粗、𥹈、𥹉、粘、𥹊、䉿、𥹋、

粙、䊀、𥹌、粚、𥹍、𥹎、粛、

粜、𥹏 

6 
粞、粟、䊁、粠、䊂、𥹚、䊃、

粡、𥹛、䊄、䊅、粢、𥹜、𥹝、

                                                 
35 表格中《康熙字典》所列出的字僅只正文部分的 320 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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粣、粤、䊆、𥹞、粥、粦、𥹟、

𥹠、𥹡、𥹢、𥹣、粧 

7 

𥹲、𥹳、粮、䊇、𥹴、粯、䊈、

𥹵、𥹶、䊉、粰、𥹷、粱、𥹸、

䊊、粲、粳、𥹹、𥹺、𥹻、𥹼、

𥹽、𥹾、𥹿 

8 

粶、粷、𥺘、䊍、粸、𥺙、𥺚、

粹、粺、𥺛、粻、粼、䊎、粽、

䊏、𥺜、𥺝、精、粿、䊐、𥺞、

𥺟、𥺠、𥺡、䊑、𥺢、𥺣、𥺤 

9 

糂、䊓、糃、糄、䊔、䊕、𥻁、

𥻂、䊖、糅、䊗、𥻃、𥻄、糆、

𥻅、𥻆、𥻇、䊘、𥻈、𥻉、糇、

糈、糉、糊、𥻊、𥻋、𥻌、𥻍、

糋、𥻎、𥻏、𥻐、𥻑、䊙、𥻒、

𥻓、𥻔、𥻕、𥻖 

10 

𥻤、𥻥、䊚、糏、糐、𥻦 、

糑、𥻧、糒、𥻨、糓、糔、糕、

糖、糗、𥻩、𥻪、䨀、𥻫、𥻬、

𥻭、𥻮、𥻯、䊛、𥻰 

11 

糙、糚、𥻿、𥼀、䊩、䊜、䊝、

䊞、𥼁、糛、糜、𥼂、䊟、𥼃、

糝、糞、䊠、糟、糠、𥼄、䊡、

𥼅、𥼆、𥼇、𥼈、糡、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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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𥼗、糣、糤、𥼘、𥼙、䊣、𥼚、

䊤、䊥、𥼛、糥、䊦、𥼜、糦、

糧、䊧、糨、𥼝、𥼞、𥼟、䊨、

𥼠 

13 

𥼶、𥼷、糩、糪、䊪、䊫、糫、

𥼸、𥼹、𥼺、𥼻、𥼼、𥼽、𥼾、

𥼿、𥽀、𥽁、𥽂、𥽃、䊬 

14 
䊭、𥽏、糮、䊮、糯、𥽐、糰、

𥽑、𥽒 

15 
𥽗、糱、䊯、糲、𥽘、𥽙、𥽚、

𥽛 

16 𥽥、𥽦、糴、䊰、𥽧 

17 𥽬、𥽭、䊱、䊲、糵、𥽮 

18 𥽱、𥽲、𥽳、𥽴 

19 𥽶、䊳、糶、𥽷、𥽸、䊴、𥽹 

20 𥽻、𥽼、𥽽 

21 糷、𥽿、𥾀 

24 𥾂 

27 𥾄 

通過表格整理的現象觀看，《康熙字典》部首內各字的排序，是按除去部首

外的筆畫數，例如筆畫數 3 畫的「籷」、「籸」、「䉺」、「籹」、「籺」是指將部首米

字除去後剩下 3 畫的「乇」、「卂」、「工」、「女」、「乞」，並依照筆畫數的多寡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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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格中所羅列的 320 個字皆按除去每一字部首外的筆畫數，分別從 0 畫至

27 畫依序類推排列而成。  

《說文解字》部首內各字的排序，在編排上是將具有相同或相似意義的字

類聚排列。如表格中所羅列的 42 個字大致能類聚成「米的品類」，如米、粱、

𥼚、粲、䊪、精、粺、粗、𥼶、𥹆、粹、䉺、糈、氣、䉾、糱、粒、糧、𥽘、䊎、

𥻦、䊝、䊳、粻；「米的相關食物」，如糂、糪、糜、䊤、𥼓、糗、䊆、粈、䊮、

粔、籹、糉；「米的延伸利用」，如𥶶、糟、粕、糖；「與米有關的行為」，如粉、

竊等，基本上按照字義的類別編排而成，不是雜亂無章的。且此排序上仍可以看

出米對於人在不同層面上的重要性，從人們對於米質量好壞的認識，能區分同

種質量中的細微差別以及不同的用途，進而到勞動人民以米為主要食材，創造

出各種與米有關的食物、食品，不僅如此，其形成的文化精髓也深刻影響到人的

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生產活動。 

（三）分類項目 

中國文字作為形、音、義結合的符號系統，其使用的廣泛性延續至今，沒有

隨著歷史的發展而消亡。中國古代字書的編纂，歷經《說文解字》、《玉篇》、《字

彙》的持續發展，至《康熙字典》已正式進入成熟階段。《康熙字典》承襲了《說

文解字》至《字彙》的編纂傳統，博採眾長，另闢新徑，使字書收字的數量日趨

增多等。36 由於《康熙字典》的收字日趨增多，如前述所論及《康熙字典》比

《說文解字》新增收的字數量達 200 多個字，若將《康熙字典》依照《說文解

字》對於部首內之字據相同或相似意義的字類聚編排，見其分類的話，其分類項

目勢必如同收字數量日趨增多。以下將兩部字書裡米部的收字，據義分類列表

                                                 
36 李東賓：《《康熙字典》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

2006 年），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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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表三：米部字義分類表37 

《說文解字》 《康熙字典》 

根據加工後好壞劃分的種類 

（精米、糙米） 

根據加工後好壞劃分的種類 

（精米、糙米） 

根據品質優劣劃分的種類 

（質優、質劣） 

根據品質優劣劃分的種類 

（質優、質劣） 

表示米的某種狀態 

（惡米、芽米、米末、粉貌、食米、碎米） 

表示米的某種狀態 

（惡米、芽米、米末、粉貌、食米、碎

米、黏稠＊、渣滓＊） 

與米有關的食物的字 

（飯、粥） 

與米有關的食物的字 

（飯、粥、羹＊） 

米的延伸運用 

（酒、糖） 

米的延伸運用 

（酒、糖） 

與米有關的行為 

（審美心理、竊盜） 

與米有關的行為 

（審美心理、竊盜、買賣＊、淘汰＊） 

無 

穢物＊ 

穀皮＊ 

角黍＊ 

甜品＊ 

其他＊ 

                                                 
37 表格中《康熙字典》所列出的分類項目僅據正文部分的 320 個字，＊表示增加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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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表格的整理，米部字所蘊涵的文化極其豐富，《說文解字》的分類承如

前述字序部分探討，42 個字大致能類聚成表示加工好壞、表示品質優劣、表示

米的某種狀態、與米有關的食物、米的延伸運用、與米有關的行為等六大項目。

《康熙字典》的分類，320 個字大致能類聚成表示加工好壞、表示品質優劣、米

的某種狀態、與米有關的食物、米的延伸運用、與米有關的行為、穢物、甜品、

角黍、穀皮及其他項目。 

《康熙字典》的分類項目基本上承襲了《說文解字》的，除了承襲外，《康

熙字典》亦有縱向與橫向層面上的增加，在縱向的層面上，是分類項目的增加，

如「穢物」、「穀皮」、「角黍」、「甜品」、「其他」等類，而橫向的層面上，則是每

一分類項目裡的增加，如米的某種狀態，此一項目裡又增加了「黏稠」、「渣滓」

的狀態，或是與米有關的行為，此項目裡又增加了「買賣」、「淘汰」的行為等，

隨著時間的發展，人們對米的各層面有了更深入的發展，即對米有更加細緻的

認識。 

（四）部首歸類 

《說文解字》始創部首，將 9353 個小篆字體根據「建類一首」、「據形系聯」

的原則歸為 540 部。 

《康熙字典》收列的都是楷書字頭，而《說文解字》創立的 540 部造字法

部首，相對於《康熙字典》的檢索是不完全適用的，且部首系統如〈凡例〉之五

云：「《說文》、《玉篇》分部最為精密，《字彙》、《正字通》悉从今體，改併成書，

總在便於檢閱。」38 根據前代字書的基礎上，因便於檢閱的原則，又將歸為利

於漢字檢索的 214 部檢字法部首。王力說：「有兩種不同性質的部首，一種是文

字學原則的部首，另一種是檢字法原則的部首。前者嚴格地依照六書的體系（只

                                                 
38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撰：〈凡例〉，《康熙字典》，頁 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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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一意符的字可以隸屬於同一部首），如《說文解字》；後者在一定程度上破壞

了六書的體系，如清代的《康熙字典》。」39 茲將《說文解字》與《康熙字典》

米部中歸部不同的字，以表列形式展現如下，冀收開卷瞭然之況，進而分析於

後。 

表四：《說文解字》與《康熙字典》歸部不同之字一覽表 40 

《說文解字》 字頭 《康熙字典》 

未收，本作「秕」，禾部 粃 米部 

未收，本作「黏」，黍部 粘 米部 

未收，本作「泔」，水部 粓 米部 

未收，本作「𥻆」，𠧪部 粟 米部 

未收，本作「鬻」，䰜部 粥 米部 

未收，本作「餈」，食部 粢 米部 

未收，本作「粵」，亏部 粤 米部 

炎部 粦 米部 

未收，本作「𪏻」，黍部 糊 米部 

未收，本作「穀」，禾部 糓 米部 

未收，本作「饎」，食部 糦 米部 

未收，本作「𥢶」，禾部 糩 米部 

未收，本作「稬」，禾部 糯 米部 

                                                 
39 王力：《中國語言學史》（新北：谷風出版社，1987 年），頁 35。 
40 字頭「粃」～「𥽿」列出之字是以《康熙字典‧米部》所收之字為準，並與《說文解

字‧米部》對照。字頭「氣」～「竊」列出之字是以《說文解字‧米部》所收之字為

準，並與《康熙字典‧米部》對照。逐一觀其《說文解字》與《康熙字典》米部從屬

字的歸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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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部 糴 米部 

出部 糶  米部 

未收，本作「饘」，食部 䊕 米部 

未收，本作「番」，釆部 𥸨 米部 

未收，本作「𩱷」，䰜部 𥹅 米部 

未收，本作「飴」，食部 𥹋 米部 

未收，本作「淅」，水部 𥺚 米部 

未收，本作「餈」，食部 𥻓 米部 

未收，本作「稴」，禾部 𥻧 米部 

未收，本作「饘」，食部 𥼷 米部 

毇部 𥽿 米部 

米部 氣 气部 

米部 𥶶 竹部 

米部 竊 穴部 

三、《說文解字》與《康熙字典》米部字的變化與原因 

由於中國古代字書的編纂史是不斷摸索、積累、發展、完善、成熟的歷史過

程，故編輯的體例勢必也循序漸進的發展。據前文對於米部字在《說文解字》與

《康熙字典》的梳理，可以觀其兩部字書的四種轉變現象，一、收字情況，《康

熙字典》較《說文解字》有明顯的增加，二、字序排列，《說文解字》據義系聯

排列字序，《康熙字典》據筆畫數的多寡遞增排字，三、分類項目，《康熙字典》

較《說文解字》的分類有縱向、橫向層面上的新增，四、部首歸類，兩部字書米

部的從屬字歸類不同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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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的目的，即針對前一節所敘述的四種現象，試著整理出其中的原因，主

要的原因有三大點，一、收字的原則，隨者中國文字不斷地變易與孳乳，進而有

了俗字、通假字、異體字、訛字、冷僻字等字形，故歷來字書的收字上也隨之增

長。二、部首的歸類，米部是兩部字書中皆存在的部首，不過部首內從屬字的歸

併有其變化，其因有《說文解字‧米部》未收錄，《康熙字典‧米部》有收錄；

《說文解字》原屬某部，《康熙字典‧米部》有收錄，以及《說文解字‧米部》

有收錄，《康熙字典‧米部》未收錄。三、意義的新增，由於收字原則、部首歸

類及新增收的字之情況，《康熙字典‧米部》比《說文解字‧米部》新增了黏稠、

渣滓、羹、買賣、穢物、甜品、角黍、穀皮及其他等類。接著就此三大點主要的

原因及細項分別討論。 

（一）收字的原則 

由於《康熙字典》的收字原則，大量收錄了俗字、通假字、異體字、訛字、

冷僻字等，41 而在《康熙字典‧米部》中收錄的有俗字 20 個、通假字 42 個、

異體字 151 個、訛字 4 個、增字 21 個、冷僻字 38 個等，故相對《說文解字‧

米部》的收字數量是新增許多，以下分別加以說明。 

1.俗字 

俗字是漢字學史上由來已久的一種文字現象。由於俗字的不斷產生，是推

動漢字向前發展的動因之一。至遲至漢代，人們對文字的認識已經有正俗之分。

42《辭海》：「俗字」：除開正字，一般世俗通用的字，43《辭彙》：「俗字」：通俗

                                                 
41 李東賓：《《康熙字典》研究》，頁 3。 
42 白俊騫：《《康熙字典》古文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博士論文，2012

年），頁 87。 
43 趙錫如：《辭海》（新北：六統貿易有限公司，1987 年），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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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的字，對正字而說，44 是一種具有相對性、民間性、淺近性、時代性的通

行字體。而在《康熙字典》中米部之俗字，如：「粛」、「𥹏」、「𥺛」、「糓」。 

表五45 

正字  俗字  說明  

肅  粛  《字彙補》：俗肅字。 46 

粲  𥹏  《篇海》：俗粲字。 47 

粺  𥺛  俗粺字。 48 

穀  糓  《廣韻》：俗穀字 49 

由表五所見，俗字隨著時代的變遷，來自不同歷史時期的字、韻書上出現，

而《康熙字典》在收錄俗字方面是兼取之前的各種著作，因此俗字來源廣泛。 

2.通假字 

〈凡例〉之九云：「集內有或作某、書作某者，有與某字通、與某字同者，

或通或同，各有分辨。或作者顯屬二字，偶爾假借也。」50 其中「或作某」、「與

某字通」為通假字之說明。由於社會不斷地變遷，往往在文字上有其變化的反

映，又因為文字本身有它自身發展的內部規律，因而更增加了文字變化的複雜

性，其中最使人感到困惑的是古書中的通假字，51 有時本來已有的字，在記錄

                                                 
44 陸師成：《辭彙》（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79 年），頁 75。 
45 表五至表八（除了表七）中的字例，礙於文章篇幅與字例數量眾多，無法逐一舉例說

明，故僅列舉幾個字為例。 
46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撰：《康熙字典》，未集上，米部，頁 18 上。 
47 同前註，頁 18 下。 
48 同前註，頁 19 下。 
49 同前註，頁 20 上。 
50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撰：〈凡例〉，《康熙字典》，頁 1 下。 
51 劉又辛：《通假概說》（成都：巴蜀書社，1988 年），頁 2。 

https://ctext.org/guangyun/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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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時，因為倉卒間想不起本字，於是就借用另一個同音的字來代替等，52 故

在古書中常有通假字。《康熙字典》米部中之通假字，如：「糅」、「粈」以及「𥽛」、

「𥼸」。 

表六 

本字  通假字  說明  

糅  粈  《博雅》：猱，雜也。或作粈。 53 

𥽛  𥼸  《集韻》郞丁切。音零。米餌。或作𥼸。 54 

由「糅」、「𥽛」兩組字觀看，兩組字的通假字「粈」；「𥼸」與本字的「糅」；

「𥽛」。形體上通假字與本字雖然相異，不過據《博雅》對於「糅」的解釋，說

明或作為「粈」；《集韻》對於「𥽛」的解釋，說明或作為「𥽛」。 

3.異體字 

〈凡例〉之九云：「集內有或作某、書作某者，有與某字通、與某字同者，

或通或同，各有分辨。……書作者，形體雖異，本屬一字也。」55 其中「書作

某」、「與某字同」為異體字之說明，凡字之形體，與本字音義相同而筆畫迥異者

皆屬之，指與正字音義相同但形體不同之字形。56 《康熙字典》米部中之異體

字，如：「粜」、「𥽀」、「䊮」以及「籴」、「䨀」。 

表七 

正字  異體字  說明  

                                                 
52 林尹：《文字學概說》，頁 189-190。 
53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撰：《康熙字典》，未集上，米部，頁 20 上。 
54 同前註，頁 21 下。 
55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撰：〈凡例〉，《康熙字典》，頁 1 下。 
56 見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網址：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vari

ants/rbt/page_content2.do?pageId=2981890（檢索日期：2020.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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糶  粜  《廣韻》：與糶同。 57 

𥽀  《字彙補》：同糶。 58 

糴  籴  《集韻》：糴字省文。 59 

䨀  《字彙補》：同糴。 60 

由「糶」與「糴」兩組字觀看，兩組的異體字「粜」、「𥽀」；「籴」、「䨀」。

字形形體上雖然迥異，「粜」、「𥽀」，前者於《廣韻》說與糶同，後者於《字彙補》

同糶；「籴」、「䨀」，前者《集韻》說糶之省文，後者《字彙補》說同糶，雖各字

筆畫迥異，實為本屬一字也。 

4.訛字 

在漢字裡有些字是屬於訛字，是指本無其字，因訛成字的現象。而訛字的出

現在前代的典籍中，有的還被歷代的字書收入。61 在《康熙字典》米部首內訛

字之收入，如：「𥹻」、「𥻥」、「𥽁」、「𥽧」。 

表八 

正字  訛字  說明  

𢍨  𥹻  《海篇》：音分。掃棄之也。○按糞或作𢍨，

當卽𢍨字之譌。 62 

 𥻥  《正字通》：譌字。 63 

                                                 
57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撰：《康熙字典》，未集上，米部，頁 18 上。 
58 同前註，頁 21 下。 
59 同前註，頁 17 下。 
60 同前註，頁 20 下。 
61 趙振鋒：〈字典論稿‧說訛字〉，《辭書研究》1990 年 02 期，頁 56。 
62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撰：《康熙字典》，未集上，米部，頁 19 上。 
63 同前註，頁 20 上。 

https://ctext.org/guangyun/zh
https://ctext.org/guangyun/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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𣤹  𥽁  《字彙補》相叫切。音笑。飮酒盡也。  

○按卽𣤹字之譌。 64 

𥶶  𥽧  《字彙補》丘六切。音曲。酒母也。  

○按即𥶶字之譌。 65 

從表八觀看，廾部的𢍨、欠部的𣤹、竹部的𥶶，其中的「去」、「焦」、「勹」

部件與訛字的𥹻、𥽁、𥽧中的「ㄊ」、「飠」、「入」部件，本應分別為不同的字形，

不過因形體的相近，使「去」、「焦」、「勹」寫成了「ㄊ」、「飠」、「入」，文字部

件中的形體由於相近之緣故而錯寫成了另一個字形，且錯寫成的訛字在《康熙

字典》中仍收入米部。 

5.冷僻字 

《康熙字典》另附有〈補遺〉與〈備考〉。〈補遺〉與〈備考〉為補《字彙》、

《正字通》之未備，故收錄些有音有義而冷僻未通用之字及收有音無義或音義

全無之字。因此米部首內相關冷僻字之收入，如：補遺的「𥼴」、「𥽰」與備考

的「𥸲」、「𥹫」。 

表九 

 冷僻字  說明  

補遺  𥼴  《字彙補》：音未詳。人名。《韓非子》：龐

𥼴氏之子不孝。 66 

𥽰  《字彙補》忙皮切。音糜。碎也。 67 

                                                 
64 同前註，頁 21 下。 
65 同前註，頁 21 下。 
66 同前註，補遺，未集補遺，頁 11 下。 
6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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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考  𥸲  《五音篇海》：音弓。 68 

𥹫  《五音篇海》：音米。 69 

經上述的收字原則，可見「六書之學，自篆籀、八分以來，變為楷法，各體

雜出，今古代異。」70 秦漢以後，中國文字的形體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又因

社會的發展，交際的需要，俗字、通假字、異體字、訛字、冷僻字等不斷的孳乳

與變易，由象形至表意，由具體至抽象，由線條而符號化，此些變化，使其構形

理據也隨之變化，或隱或顯，或保留或失落。71 另外，鄭樵《通志‧六書略》

說：「合體為字。」72 有了合體造字的方式，字的數目自然就日漸增多，故《說

文解字》至《康熙字典》因多方面的因素，在收字的字數上漸而增加。 

（二）部首的歸類 

《說文解字》的米部首雖保留至《康熙字典》的部首中，不過在前一節的表

四、《說文解字》與《康熙字典》歸部不同之字一覽表，可見米部首內仍有些許

從屬字在《說文解字》與《康熙字典》歸部上實有差異。 

從表四所整理的 27 個字觀看，差異的現象可歸納成三種，一、《說文解字‧

米部》未收錄，《康熙字典‧米部》有收錄，共 20 個字；二、《說文解字》原屬

某部的字，《康熙字典‧米部》有收錄，共 4 個字；三、《說文解字‧米部》有收

錄，《康熙字典‧米部》未收錄，共 3 個字。由於第二、三種現象為兩部字書中

                                                 
68 同前註，備考，未集備考，頁 15 下。 
69 同前註。 
70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撰：〈凡例〉，《康熙字典》，頁 1 上。 
71 丁秀菊：〈論漢字的構形理據及其演變〉，《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

03 期，頁 57。 
72 宋‧鄭樵：《通志二十略》（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頁 253。 



中  國  文  學  研  究    第 五 十 一 期 
 

‧30‧ 

30 

皆有，提出重點討論，將此 7 個字相互對照，根據其歸入部首的實際情形，進

一步地探討，試作如下分析。 

1.《說文解字‧米部》未收錄，《康熙字典‧米部》有收錄 

「粃」、「粘」、「粓」、「粟」、「粥」、「粢」、「粤」、「糊」、「糓」、「糦」、「糩」、

「糯」、「䊕」、「𥸨」、「𥹅」、「𥹋」、「𥺚」、「𥻓」、「𥻧」、「𥼷」20 個字是《說文

解字》米部首內沒有收錄的字，不過因第一類所談及的收字原則等緣故，字數不

斷增加，以至於有了此些字，而《康熙字典‧米部》便有收錄。 

2.《說文解字》原屬某部的字，《康熙字典‧米部》有收錄 

（1）「糴」 

《說文解字》：「市穀也。从入从䊮。」73 其字為从入从䊮之構形，入者，

內也；74 䊮者，穀也；75 穀者，百穀之總名，76 所以自外而內的穀即市穀，且

穀是百穀，不過未實指米，因此相較之下，較強調自外而內之意。《康熙字典》

引：「《廣韻》：『入米也。』」、「《左傳‧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疏：

『買穀曰糴。』」77 故《說文解字》中歸入入部，而《康熙字典》則歸入米部。 

（2）「糶」 

《說文解字》：「出穀也。从出，从䊮，䊮亦聲。」78 其字為从出，从䊮之構

                                                 
73 漢‧許慎著，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卷 5 下，頁 45 上。 
74 同前註，頁 45 上。 
75 同前註，卷 7 上，頁 62 上 
76 同前註，頁 61 上。 
77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撰：《康熙字典》，未集上，米部，頁 21 下。 
78 漢‧許慎著，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卷 6 下，頁 5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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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段玉裁注：「出穀之字从出䊮，市穀之字从入䊮。」79 所以出䊮即出穀也，

且穀是百穀，不過未實指米，因此相較之下，較強調出穀之意。《康熙字典》引：

「《史記‧貨殖傳》：『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註：『索隱曰：言米賤則農人

病也。』」80 故《說文解字》中歸入出部，而《康熙字典》則歸入米部。不管是

「糴」或「糶」，雖在《說文解字》裡沒有實指說是米，而是較重於穀類的買賣

行為，但《康熙字典》裡都直接解釋成米，可見穀的常用義項之一是指糧食的

米，與其中穀字的具體含義有所關聯，便截取此字中的米部件進而歸部。 

（3）「𥽿」 

《說文解字》：「䊪米一斛春（舂）爲九斗曰糳。从毇丵聲。」81 段玉裁注：

「糲米一斛舂爲八斗也。」82 其字為从毇丵聲之構形，毇者，米一斛春（舂）

爲八斗也，83 較強調單位之意。《說文解字》毇部首內只有「毇」、「𥽿」2 個字，

《玉篇》此 2 個字也同在毇部，不過《康熙字典》中「毇」歸入殳部，「𥽿」則

歸入米部，其引：「《增韻》：『精細米』」、「屈原《離騷》：『𥽿申椒以爲糧。』註：

『𥽿，精細米。』」84 且《康熙字典》的分部仍沿用至今。故《說文解字》中歸

入毇部，《康熙字典》歸入米部，其所引的書證裡解釋成米，可見𥽿的義項之一

指糧食的米，便截取了此字中的米部件進而歸部。 

                                                 
79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年，經韵樓初刻本），上冊，第 6 篇下，頁 482 下。 
80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撰：《康熙字典》，未集上，米部，頁 21 下。 
81 漢‧許慎著，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卷 7 上，頁 62 上。引文中的「春」在大

徐本的《說文解字》及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有其參差，大徐本的《說文》是寫成

「春」，段玉裁的《說文注》是寫成「舂」，就段玉裁的《說文注》看來，「舂」比「春」

較為合理，故引文中便把「舂」以括號的方式附上。 
82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上冊，第 7 篇上，頁 583

上。 
83 漢‧許慎著，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卷 7 上，頁 62 上。 
84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撰：《康熙字典》，未集上，米部，頁 22 上。 

http://www.shuowen.org/view/4497?bushou=%E6%AF%87
http://www.shuowen.org/view/4497?bushou=%E6%AF%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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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粦」 

《說文解字》：「兵死及牛馬之血爲粦。粦，鬼火也。从炎舛。」85 段玉裁

注：「《博物志》：『戰鬥死亡之處，有人馬血，積年化爲粦。粦著地入草木，皆如

霜露不可見。有觸者，著人體，便有光，拂拭便散無數。』」、「《詩‧東山》：『熠

燿宵行。』傳曰：『熠燿，燐也。燐，熒火也。』熒火謂其火熒熒閃晹，猶言鬼

火也。」86 粦的小篆字為 87 ，其字為从炎舛之構形，透過字的構形可得其上

半部是炎的小篆字 88 ，炎者，火光上也，89 與粦之鬼火之意相似，故《說文

解字》中歸入「炎」部。《康熙字典》對於「粦」字所引書證大致與《說文解字》

相同，不過卻將此字歸入米部，由於「粦」的上半部在《康熙字典》中為楷書的

「米」，相對在《說文解字》中為小篆的「炎」，字形有其出入，方可從「炎」字

形隸變觀之，火字隸書變體為土（黑）、小（尉、票）、米（磷、鱗）、灬（然、

烈）等，均與火字之義不太相關，可見因隸變為的「米」，相當一部分已經找不

到火的影子。90 在《康熙字典》中便截取了此字中隸變為「米」的部件進而歸

部。 

3.《說文解字‧米部》有收錄，《康熙字典‧米部》未收錄 

（1）「氣」 

                                                 
85 漢‧許慎著，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卷 10 上，頁 88 上。 
86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上冊，第 10 篇上，頁 851

下。 
87 見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網址：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yanbian?kaiOrder=45147

（檢索日期：2020.6.10）。 
88 見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網址：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yanbian?kaiOrder=1007

（檢索日期：2020.6.10）。 
89 漢‧許慎著，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卷 10 上，頁 88 上。 
90 丁秀菊：〈論漢字的構形理據及其演變〉，頁 59。 

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yanbian?kaiOrder=45147
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yanbian?kaiOrder=45147
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yanbian?kaiOrder=1007
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yanbian?kaiOrder=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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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解字》：「饋客芻米也。从米气聲。」91 其字為从米气聲之構形，米

者，粟實也。象禾實之形。段玉裁注：「《聘禮》：『殺曰饔，生曰餼。』餼有牛、

羊、豕、黍、粱、稻、稷、禾、薪、芻等，不言牛、羊、豕者，以其字从米也。」

92 即招待客人用的芻米。《康熙字典》引：「《文子‧守弱篇》：『形者，生之舍也。

氣者，生之元也。』」、「《易‧乾卦》：『同氣相求。』」、「《繫辭》：『精氣爲物。』」

93 所引書證較偏向气得聲偏旁之義，气者，雲气也。段玉裁注：「气、氣古今字。

自以氣爲雲气字，乃又作餼爲廩氣字矣。气本雲气，引伸爲凡气之偁。」94 故

《說文解字》中較強調招待客人用的米之意，歸入米部，《康熙字典》則據其《說

文解字》構形中的聲符來歸部，歸入气部。 

（2）「𥶶」 

《說文解字》：「酒母也。从米，𥷚省聲。」95 其字為从米，𥷚省聲之構形，

段玉裁注：「作麴或以米，或以麥，故其字或从米，或从麥。」96 即釀酒的發酵

劑或酶製劑，從段玉裁的說解中，作為釀製酒的酒母原料，有米或麥的區別。由

於古人釀製的酒多為黃酒，釀製時需要一種用大麥、大米等糧食製成的含有大

量酵母和微生物的澱粉塊狀物原料「麯」，使澱粉的糖化與酒化同時進行，變為

酒的催化劑。《康熙字典》引：「《玉篇》：『古文麴字。』」97 麴字也是酒母，表

                                                 
91 漢‧許慎著，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卷 7 上，頁 62 上。 
92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上冊，第 7 篇上，頁 581

下。 
93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撰：《康熙字典》，辰集下，气部，頁 20 上。 
94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上冊，第 1 篇上，頁 32

上。 
95 漢‧許慎著，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卷 7 上，頁 62 上。 
96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上冊，第 7 篇上，頁 580

上。 
97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撰：《康熙字典》，未集上，竹部，頁 1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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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此字主要為釀酒的發酵劑。故《說文解字》中較強調釀酒中作為發酵劑的糧食

原物料，歸入米部，不過此字从米，𥷚省聲上觀看與《康熙字典》所引之書證，

與竹無關，可見便截取了此字中的竹部件進而歸部。 

（3）「竊」 

《說文解字》：「盗（盜）自中出曰竊。从穴从米。」98 段玉裁注：「米自穴

出，此盜自中出之象也。」99 其字為从穴从米之構形，从米，以米為穴，意為

蟲在穴中偷米吃，本義為偷。《康熙字典》引：「《集韻》：『盜自中出曰竊。』」100 

故《說文解字》中較強調米自穴出，歸入米部，《康熙字典》則歸入「穴」部，

沒有運用此字形結構中的从米，而採其它形符來歸部。 

 

經上述兩部字書米部中歸部不同的 7 個字來看，其原因的形成可能有四點，

一、《康熙字典》在歸部上有截取文字部件來歸部之情況，如「糴」、「糶」、「𥽿」、

「𥶶」，101 從《說文解字》之字義與所從字形的構形來看，難以看出與米部直接

的關聯性，不過《康熙字典》中卻截取了此三個文字中的米部件來進行歸部。

二、《康熙字典》採用《說文解字》字形結構中的聲符來歸部，如「氣」102 ，《說

文解字》說其構形為从米气聲，《康熙字典》則截取文字構形中的气聲符歸入气

                                                 
98 漢‧許慎著，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卷 7 上，頁 62 上。引文中的「盗」在大徐

本的《說文解字》及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有其參差，大徐本的《說文》是寫成「盗」，

段玉裁的《說文注》是寫成「盜」，故引文中便把「盜」以括號的方式附上。 
99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上冊，第 7 篇上，頁 582

下。 
100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撰：《康熙字典》，午集下，穴部，頁 25 上。 
101 以上「糴」、「糶」、「𥽿」、「𥶶」可再依《說文解字》部首的保留與否，析為兩類，

「糴」、「𥶶」為《說文解字》的部首仍被保留者；「糶」、「𥽿」為《說文解字》的部

首已被歸併，不復存在者。 
102 「氣」為《說文解字》的部首仍被保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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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三、《康熙字典》採用《說文解字》字形結構中其他形符歸部，如「竊」103 ，

《說文解字》說其構形為从穴从米，並以米形符歸入米部，《康熙字典》則用構

形中的另一個穴形符歸入穴部。四、字形的隸變，如「粦」104 ，《康熙字典》「粦」

字所引書證既然與《說文解字》相同，可見字義的變化不大，由於火字經隸書變

體為米，文字形體的分化，使得偏旁部首的表意功能弱化，甚至喪失，就由直接

表意變為間接表意，《說文解字》从炎形歸部，《康熙字典》則用隸變後的米形歸

部。 

透過觀察米部中歸部差異的成因後，可歸納出《說文解字》與《康熙字典》

幾個歸部之原則，一、原部首已被歸併，而取構形中其他已成設為部首之部件來

歸部，如《說文解字》出部的「糶」、毇部的「𥽿」、炎部的「粦」，其出部、毇

部、炎部於《康熙字典》皆已被歸併於凵部、殳部、火部，遂改取構形中另一已

設為部首的米部件來歸部。二、原部首未被歸併，而取構形中其他已成設為部首

之部件來歸部，如《說文解字》入部的「糴」、米部的「氣」、米部的「𥶶」、米

部的「竊」，其入部、米部於《康熙字典》皆未被歸併，遂改取構形中另一已設

為部首的米部、气部、竹部、穴部來歸部。三、以筆順起筆的偏旁或部件作為部

首來歸部，如《說文解字》炎部的「粦」、米部的「氣」、米部的「𥶶」、米部的

「竊」，於《康熙字典》改入米部、气部、竹部、穴部，是取各字居上之偏旁作

為部首，由於我國文字的書寫慣例是由上而下、由左而右、由外而內，故檢字之

部首取筆順起筆的偏旁，以增進檢字取部時的便捷易學。105 以上幾種原則，可

見《說文解字》的歸部是依據字形之意符分部，側重依據六書的體系；《康熙字

典》的歸部是站在工具書便捷檢索的使用，如截取構形中其他已成設為部首之

                                                 
103 「竊」為《說文解字》的部首仍被保留者。 

104 「粦」為《說文解字》的部首已被歸併，不復存在者。 
105 李淑萍：《《康熙字典》及其引用《說文》與歸部之探究》，上冊，頁 183。 

https://www.zdic.net/zd/kx/?zm=%E5%AD%90%E9%9B%86%E4%B8%8B&bs=%E5%87%B5
https://www.zdic.net/zd/kx/?zm=%E8%BE%B0%E9%9B%86%E4%B8%8B&bs=%E6%AE%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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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或是以筆順起筆的偏旁或部件作為部首來歸部等，不特別考量文字之學

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捨學理而就實用。 

（三）意義的新增 

從前一節表三、米部字義分類表所整理的意義分類觀看，《康熙字典‧米部》

比《說文解字‧米部》新增了黏稠、渣滓、羹、買賣、穢物、甜品、角黍、穀皮

及其他等項目，通過對米部字的分類，試著探討其意義新增之因，如下分析。 

1.《說文解字‧米部》字義的分類 

將《說文解字‧米部》42 字進行分類，其具體分類如下。 

表十 

分類項目 《說文解字‧米部》 

根據加工後好壞的劃分 
精米：米、粱、𥼚、粲、粺 

糙米：䊪、粗 

根據品質優劣的劃分 
質優：粹、糈、氣 

質劣：𥼶、𥹆、䉺 

表示米的某種狀態 

惡米：䉾 

芽米：糱 

米粒：粒 

散米：𥻦、䊝 

粉貌：𥽘、䊎 

食米：糧、粻 

碎米：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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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米有關的食物的字 糂、糪、糜、䊤、𥼓、糗、䊆、粈、䊮、粔、籹、糉 

米的延伸運用 
酒：𥶶、糟、粕 

糖：糖 

與米有關的行為 
審美心理：粉 

竊盜：竊 

2.《康熙字典‧米部》字義的分類 

將《康熙字典‧米部》320 字進行分類，其分類如下。 

表十一106 

分類項目 《康熙字典‧米部》 

根據加工後好壞的劃分 精米：米、粱 糙米：䊪、粗 

根據品質優劣的劃分 質優：粹、糈 質劣：𥼶、𥹆、䉺 

表示米的某種狀態 

惡米： 

䉾 

芽米：

糱 

米粒：

粒 

散米：

𥻦、䊝 

粉貌：

𥽘、䊎 

食米：

糧、粻 

碎米：

䊳 

黏稠：籷、䊓 

渣滓：𥸬、籸 

與米有關的食物的字 
糂、糪、糜、䊤 

羹：䊃、粣、糣 

米的延伸運用 酒：糟、粕 糖：糖、粆 

與米有關的行為 
審美心理：粉、粧 

買：糴、籴、䨀 賣：糶、粜、𥽀 淘汰：𥹆、𥼶 

                                                 
106 灰底部分為新增加分類項目，相關《康熙字典》米部字分類請詳參附表：《康熙字典》

米部字義分類及歷代字書收錄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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穢物 𥻐 

穀皮 𥹃、糩 

角黍 粽、䊦 

甜品、糕餅 䊉、𥻈、糫 

其他 䉼、𥸾 

通過對《說文解字‧米部》與《康熙字典‧米部》分類的分析，可見造成

《康熙字典‧米部》意義新增之原因的產生可能有三點。 

一、與收字情況有關，如「穀皮」項目，其《康熙字典‧米部》中「糩」字

雖然於《說文解字》並無被收入，不過卻與禾部的「𥢶」同，由於隨著社會的發

展，文字的形體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進而有了「糩」字，並且被《康熙字典‧

米部》收入，故收字的情況造成《康熙字典》意義新增的其中之因素。 

二、與部首歸類有關，如「與米有關的行為」項目，其中買賣行為的「糶」、

「糴」在《說文解字》分別是歸入出部、入部，《康熙字典》則調入米部，因而

在《康熙字典‧米部》的分類中則新增了買賣行為之項目，間接影響意義的分

類。 

三、新增收的字，飲食既然是人類生存的首要基礎，也是社會發展的前提，

上至帝王公卿的大政方針、下至黎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皆能所見，而米食為人的

主食之一，自然隨著飲食文化的發展，不斷地開拓食源和製造各領域製品，如

「穢物」、「角黍」、「穀皮」等項目，其項目裡「𥻐」、「粽」、「䊦」、「𥹃」等字在

《說文解字》中未收錄，隨著歷史的發展，可分別入續從不同時期的字書見其收

錄，像是「𥻐」可從《字彙補》中見及，「粽」、「䊦」、「𥹃」皆可從《廣韻》中

見及，進而至《康熙字典‧米部》則有收錄。而筆者針對《康熙字典‧米部》收

錄之字，據其每字所引之證將其字義及收入字書之時代逐一繪製成表，從中也

可發現米部的字於《廣韻》中大量出現，相較於《廣韻》前的《釋名》、《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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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字書較少有收錄，而自《廣韻》後的《集韻》、《類篇》、《古今韻會舉要》等字

書則大量有米部字的收錄。 

四、結語 

經過本文的討論，可以知道米部於《說文解字》與《康熙字典》的內容變化，

不管是收字字數、字序排列、分類項目、部首歸類及其變化的原因，是多面性且

錯綜複雜。 

從現象中觀之，米部於《說文解字》與《康熙字典》的變化，分別有四大點，

一、收字情況，《說文解字》以小篆為主；《康熙字典》以楷書為主，字數數量由

《說文解字》的42個字發展至《康熙字典》的358個字。二、字序排列，《說文解

字》是據形體相似編排部首的排序及據意義相近編排部首內從屬字的次序，如

部首內的42個字，據意義編排能類聚成「米的品類」、「米的相關食物」、「米的延

伸利用」、「與米有關的行為」等，其部首是以義系聯，根據義類作為排列依據；

《康熙字典》的字序排列皆是按除去部首外的筆畫數多寡，從筆畫數0畫依序排

列至27畫，如筆畫數0畫的「米」；2畫的「𥸧」、「𥸨」、「籴」；3畫的「籷」、「籸」、

「䉺」、「籹」、「籺」；4畫的「粃」、「䉻」、「𥸳」、「𥸴」、「粄」等依序排列至27畫，

其字序是從筆畫、筆序的關係作為排列的依據。三、分類項目，《說文解字》的

字意分類能分成表示加工好壞、表示品質優劣、表示米的某種狀態、與米有關的

食物、米的延伸運用、與米有關的行為等六大項目；《康熙字典》繼《說文解字》

的六大項目外，其分類項目仍有增加，如「穢物」、「甜品」、「角黍」、「穀皮」、

「其他」，以及每一分類項目裡的增加，如「黏稠」、「渣滓」、「羹」、「買賣」。四、

部首歸類上，《說文解字‧米部》未收錄，《康熙字典‧米部》有收錄，共20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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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解字》原屬某部的字，《康熙字典‧米部》有收錄，共4個字；《說文解字‧

米部》有收錄，《康熙字典‧米部》未收錄，共3個字。 

探明變化的現象後，再論其原因，分別有三大點，一、收字的原則，隨者中

國文字不斷地發展，進而有了俗字、通假字、異體字、訛字、冷僻字等，故歷來

字書的收字也隨之增長。二、部首的歸類，兩部字書歸部所測重的點不同，《說

文解字》以義系聯，根據字形的形符作為歸部的依據，屬文字學理的角度；《康

熙字典》則以截取文字部件、採用《說文解字》字形結構中的聲符、採用《說文

解字》字形結構中其他形符、以筆順起筆的偏旁或部件作為部首，以及字形的隸

變等為歸部的依據，屬字典編輯實用狀況的角度，其歸部以實用性勝於學理性，

在一定的程度上破壞了《說文解字》的六書系統，故兩部字書的部首歸類不盡相

同。三、意義的新增，因收字原則、部首歸類及新增收字，《康熙字典‧米部》

比《說文解字‧米部》的字義分類有所新增。另外，與米字相關的文化發展，礙

於文章篇幅及森羅萬象之因，本文只略微提及，日後再針對此部分做進一步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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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康熙字典》米部字義分類及歷代字書收錄一覽表 

凡例 

一、本表格以《康熙字典．米部》正文收錄的 320 個字為材料所繪製的。表中

米部字義分類是據正文每字所釋字義逐一分類，並將其字羅列於每一分類

項目裡；歷代字書是據正文每字解釋中所引證到的字書而統計，並按歷史

朝代編排。 

二、符號說明：由於《說文解字》與《康熙字典》的收字情況與部首歸併有所

變化，故以符號呈現米部字於兩部字書不同的現象以及歷代字書收錄的情

況，符號說明請參閱下表。 

符號 說明 

● 收錄的標記。 

▲ 《說文解字》中未收錄，本作某字，某部。 

■ 《說文解字》中有收錄，屬於某部的字。 

◆ 《說文解字》中未收錄，本作米部的某字。 

三、歷代字書書目簡稱說明，為了減省表格的空間，歷代字書以簡稱代替一般

常用書名，書名簡稱請參閱下表。 

書籍全名 簡稱 

《說文解字》 《說文》 

《龍龕手境》 《龍龕》 

《五音篇海》 《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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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五音集韻》 《五集》 

《古今韻會舉要》 《古今》 

《洪武正韻》 《洪武》 

《韻會小補》 《韻補》 

《正字通》 《正字》 

《字彙補》 《字補》 

《康熙字典》 《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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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部字 

義分類 

 

歷代 

字書 

分類項目 粟食107 

米 粙 䊘 粒

108 

𥹌 粟 𥸫

109 

𥹟

110 

𥻆

111 

𥾄

112 

𥹚 

《說文》 ●   ●  ▲      

《釋名》            
《玉篇》          ●  

《唐韻》            
《廣韻》 ●   ●  ●   ●   

《集韻》 ● ● ● ● ● ●   ●  ● 
《類篇》  ●          

《龍龕》            
《五篇》  ●           

《五集》            
《古今》 ●     ●      

《洪武》 ●   ●  ●      

《韻補》      ●      

《海篇》            
《字彙》            
《正字》            
《字補》       ●     

《康熙》 ● ● ● ● ● ● ● ● ● ● ● 

  

                                                 
107 包含種子、穀實。 
108 古文「𩚷」字。 
109 古文「粟」字。 
110 古文「粟」字。 
111 並「粟」本字。 
112 古文「粟」字。 

javascript:void(0);


論《說文解字》與《康熙字典》部首變化及其原因──以米部字為例 
 

‧47‧ 

47 

 

米部字 

義分類 

 

歷代 

字書 

粟食 

粢 𥸷

113 

粮

114 
糧 粻 糄 𥼃 𥻉 糇 𥻯 糯 

《說文》 ▲   ● ●
115 

 
   

 
▲ 

《釋名》            

《玉篇》            
《唐韻》            
《廣韻》 ●  ● ● ●    ●   
《集韻》 ●  ● ● ● ● ● ● ●  ● 
《類篇》 ●           

《龍龕》            
《五篇》  ●          

《五集》            
《古今》 ●   ● ●      ● 
《洪武》 ●  ● ●        

《韻補》            
《海篇》          ●  

《字彙》            
《正字》            
《字補》            
《康熙》 ● ● ● ● ● ● ● ● ● ● ● 

 

  

                                                 
113 與「粢」同。 
114 與「糧」同。 
115 見於《說文新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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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部字 

義分類 

 

歷代 

字書 

粟食 加工(脫穀)後好壞 

糥

116 

糦

117 

䊰 
粗 粲 

𥹏

118 
䊄 𥹼 糈 粺 

𥺛

119 

《說文》  ▲  ● ●    ● ●  
《釋名》            
《玉篇》    ●        
《唐韻》            
《廣韻》  ●  ● ●     ●  
《集韻》  ●  ● ●  ●  ● ●  
《類篇》   ●         
《龍龕》            
《五篇》     ● ●      
《五集》            
《古今》    ● ●    ● ●  
《洪武》  ●  ● ●    ● ●  
《韻補》  ●          
《海篇》     ●       
《字彙》 ●           
《正字》            
《字補》        ●    
《康熙》 ● ● ● ● ● ● ● ● ● ● ● 

 

 

  

                                                 
116 俗「糯」字。 
117 古代大祭時所供黍稷稻粱之屬。 
118 俗「粲」字。 
119 俗「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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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部字 

義分類 

 

歷代 

字書 

加工(脫穀)後好壞 

𥽚

120 

精 糃 
䊔 䊗 𥻭 𥼂 𥽿 䊂 粡 糲 

《說文》  ●      ■    
《釋名》            

《玉篇》            

《唐韻》            
《廣韻》  ●         ● 
《集韻》 ● ● ● ● ●   ● ● ● ● 
《類篇》     ● ● ● ● ●   

《龍龕》            
《五篇》         ● ●  

《五集》            
《古今》  ●         ● 
《洪武》  ●      ●   ● 
《韻補》        ●    

《海篇》        ●    

《字彙》            
《正字》            
《字補》 ●           

《康熙》 ● ● ● ● ● ● ● ● ● ● ● 

 

  

                                                 
120 與「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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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部字 

義分類 

 

歷代 

字書 

加工(脫穀)後好壞 品質優劣 

䊪

121 

𥻃

122 

糙 
𥼁 𥼗 𥹵 䉺 

粠

123 
粹 

粋

124 
䉻 

《說文》 ●    ◆  ●  ●   

《釋名》            

《玉篇》            

《唐韻》            
《廣韻》   ●  ● ● ●  ●  ● 
《集韻》 ●  ● ●  ● ● ● ●  ● 
《類篇》 ● ●          

《龍龕》            
《五篇》      ●    ●  

《五集》            
《古今》         ●   

《洪武》  ● ●         

《韻補》            
《海篇》            
《字彙》            
《正字》            
《字補》            
《康熙》 ● ● ● ● ● ● ● ● ● ● ● 

 

  

                                                 
121 與「糲」同。 
122 與「糲」同。 
123 與「䉺」同。 
124 與「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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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部字 

義分類 

 

歷代 

字書 

品質優劣 惡米 碎米 

𥸳

125 

䊫 𥼺

126 
粊 

粃

127 

䉾

128 

𥺘

129 

𥺟

130 

𥽑

131 

𥼠

132 
𥸥 

《說文》     ▲ ●    ◆  
《釋名》            
《玉篇》     ●   ●    
《唐韻》            
《廣韻》  ●  ●  ●      
《集韻》 ● ● ●  ● ● ●     
《類篇》            
《龍龕》            
《五篇》     ●      ● 
《五集》            
《古今》            
《洪武》     ●       

《韻補》            
《海篇》          ●  

《字彙》            
《正字》            
《字補》    ●     ●   

《康熙》 ● ● ● ● ● ● ● ● ● ● ● 

 

  

                                                 
125 與「䉻」同。 
126 與「䊫」同。 
127 「秕」的異體字。 
128 或作「粊」。 
129 與「䉾」同。 
130 與「䉾」同。 
131 同「𥺟」。 
132 與「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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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部字 

義分類 

 

歷代 

字書 

碎米 

籺 𥸴 粞 
𥻏

133 
𥹲 粯 𥹸 糆 𥻋 𥻍 䊙 

《說文》            

《釋名》            
《玉篇》           ● 
《唐韻》            
《廣韻》 ● ● ●   ●      
《集韻》 ● ● ● ●   ●     
《類篇》 ●  ●   ●      

《龍龕》            
《五篇》            
《五集》     ●       

《古今》            
《洪武》            
《韻補》            
《海篇》        ●    

《字彙》            
《正字》        ●    

《字補》         ● ●  

《康熙》 ● ● ● ● ● ● ● ● ● ● ● 

 

  

                                                 
133 與「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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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部字 

義分類 

 

歷代 

字書 

碎米 黏稠134
 

𥻌 
糏 𥻨 𥻩 𥽙 䊳 籷 

粘

135 
𥹽 粚 𥼝 

《說文》        ▲    
《釋名》            

《玉篇》            

《唐韻》            
《廣韻》  ● ●   ●  ●    
《集韻》 ● ● ● ● ● ● ● ●  ●  
《類篇》   ●         

《龍龕》            
《五篇》           ● 
《五集》            
《古今》            
《洪武》            
《韻補》            
《海篇》    ●     ●   

《字彙》            
《正字》            
《字補》            
《康熙》 ● ● ● ● ● ● ● ● ● ● ● 

 

  

                                                 
134 煮粥米為膠，糟濃者。 
135 與「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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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部字 

義分類 

 

歷代 

字書 

黏稠 

𥺡 
䉿 

䊀

136 
糊 𥹉 𥹠 𥺜 䊓 𥻂 糷 

𥽼

137 

《說文》    ▲        

《釋名》            

《玉篇》            

《唐韻》            
《廣韻》            
《集韻》  ● ● ● ●  ● ● ● ●  
《類篇》  ●  ●    ● ● ● ● 
《龍龕》            
《五篇》    ●        

《五集》     ●       

《古今》    ●      ●  

《洪武》    ●      ●  

《韻補》            
《海篇》 ●     ●      

《字彙》            
《正字》            
《字補》      ●      

《康熙》 ● ● ● ● ● ● ● ● ● ● ● 

 

  

                                                 
136 與「䉿」同。 
137 與「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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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部字 

義分類 

 

歷代 

字書 

黏稠 渣滓 

𥽭

138 
䊞 𥼟 糡 

糨

139 
䊭 𥽸 𥸬 籸 

䊁

140 
粕 

《說文》   
    

 

   
●
141 

《釋名》           ● 
《玉篇》         ●   

《唐韻》         ●   

《廣韻》      ●     ● 
《集韻》  ●    ● ●  ● ● ● 
《類篇》 ● ●        ●  

《龍龕》            
《五篇》     ●       

《五集》            
《古今》         ●  ● 
《洪武》           ● 
《韻補》            
《海篇》            
《字彙》            
《正字》            
《字補》   ●     ●    

《康熙》 ● ● ● ● ● ● ● ● ● ● ● 

 

  

                                                 
138 與「糷」同。 
139 與「糡」同。 
140 同「籸」。 
141 見於《說文新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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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部字 

義分類 

 

歷代 

字書 

渣滓 粉貌 

糟 𥹁 粅 𥹇 𥹳 䊎 𥻖 𥹶 䊟 𥻮 𥽘 

《說文》 ●     ● ◆    ● 
《釋名》            
《玉篇》            
《唐韻》            
《廣韻》 ●   ●  ●   ●  ● 
《集韻》 ● ● ● ● ● ●  ● ●  ● 
《類篇》            
《龍龕》            
《五篇》 ● ●          

《五集》            
《古今》 ●          ● 
《洪武》 ●          ● 
《韻補》 ●           

《海篇》            
《字彙》 ●           

《正字》            
《字補》       ●   ●  

《康熙》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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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部字 

義分類 

 

歷代 

字書 

粉貌 芽米 米粒 炒熟米麥 種

類 

飯 

𥻤 粷 糱 粒 䊆 糗 
𥽃

142 
𥽥 

类

143 
粈 糅 

《說文》   ● ● ● ●   ▲ ●  
《釋名》      ●      

《玉篇》  ●    ●      

《唐韻》            
《廣韻》 ●  ● ● ● ●    ● ● 
《集韻》 ●   ● ● ●  ●  ● ● 
《類篇》            
《龍龕》            
《五篇》     ●    ●   

《五集》            
《古今》     ● ●     ● 
《洪武》    ●  ●     ● 
《韻補》            
《海篇》            
《字彙》            
《正字》            
《字補》       ●     

《康熙》 ● ● ● ● ● ● ● ● ● ● ● 

 

  

                                                 
142 同「糗」。 
143 與「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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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部字 

義分類 

 

歷代 

字書 

飯 粥144
 

糪 
𥽷

145 
糒 

𥼉

146 
粖 

粰

147 
𥹅 粥 䊊 

𥹹

148 
䊕 

《說文》 ●      ▲ ▲   ▲ 
《釋名》        ●    

《玉篇》         ●   

《唐韻》            
《廣韻》 ●  ●  ● ●  ● ●   

《集韻》 ● ● ●  ● ● ● ● ● ● ● 

《類篇》       ●     

《龍龕》            
《五篇》    ●  ●      

《五集》            
《古今》 ●  ●    ● ●    

《洪武》   ●     ●    

《韻補》            
《海篇》            
《字彙》            
《正字》            
《字補》            
《康熙》 ● ● ● ● ● ● ● ● ● ● ● 

 

  

                                                 
144 米煮的半流質食品。 
145 與「糪」同。 
146 與「糒」同。 
147 與「粘」同。 
148 與「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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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部字 

義分類 

 

歷代 

字書 

粥 羹 

糜 
䊥 

𥼿

149 
𥽏 

糮

150 
𥼷 䊃 粣 𥹣 𥹾 䊏 

《說文》 ●     ▲      

《釋名》 ●           

《玉篇》            

《唐韻》            
《廣韻》 ●   ●        
《集韻》 ● ●  ● ● ● ● ● ●   
《類篇》            
《龍龕》            
《五篇》            
《五集》            
《古今》 ●           

《洪武》 ●           

《韻補》            
《海篇》           ● 
《字彙》            
《正字》            
《字補》   ●       ●  

《康熙》 ● ● ● ● ● ● ● ● ● ● ● 

 

  

                                                 
149 同「𥽏」。 
150 「𥽏」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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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部字 

義分類 

 

歷代 

字書 

羹 酒 糖 

糝 糂 䊖 𥻕 
糣

151 

𥼾

152 
䊤 

𥽧

153 
䊈 粆 糖 

《說文》 

 
● 

 
◆ 

◆ 
 

●   
 ●

154 
《釋名》 ●           
《玉篇》            
《唐韻》            
《廣韻》 ● ●     ●  ●  ● 
《集韻》 ● ● ●    ●  ● ● ● 
《類篇》 ●           

《龍龕》            
《五篇》 ● ●       ●  ● 
《五集》            
《古今》 ●           
《洪武》 ●           
《韻補》            
《海篇》            
《字彙》          ●  

《正字》            
《字補》    ●  ●  ●    

《康熙》 ● ● ● ● ● ● ● ● ● ● ● 

 

  

                                                 
151 與「糂」同。 
152 同「糝」。 
153 按即「𥶶」字之譌。 
154 見於《說文新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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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部字 

義分類 

 

歷代 

字書 

糖 審美意識 買米 賣米 

糛

155 

𥼽

156 
𥹋 

𥽻

157 
粉 粧 糚 糴 

籴

158 

䨀

159 
糶 

《說文》   ▲  ●   ■   ■ 
《釋名》     ●       

《玉篇》            

《唐韻》            
《廣韻》     ●  ● ●   ● 
《集韻》 ●  ●  ●  ● ● ●  ● 
《類篇》            
《龍龕》            
《五篇》   ●  ●  ●     

《五集》        ●    

《古今》     ●   ●   ● 
《洪武》     ●   ●   ● 
《韻補》            
《海篇》            
《字彙》     ●       

《正字》     ●       

《字補》  ●  ● ● ●  ●  ●  

《康熙》 ● ● ● ● ● ● ● ● ● ● ● 

 

  

                                                 
155 與「糖」同。 
156 與「糖」同。 
157 同糖。 
158 「糴」字省文。 
159 與「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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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部字 

義分類 

 

歷代 

字書 

賣米 盛米 潰米160 穢物 

粜

161 

𥽀

162 
䊮 𥹍 𥹆 䊅 𥼶 

𥺚

163 
𥹻 

𥻪

164 

𥽒

165 

《說文》   ●  ●  ● ▲    
《釋名》            

《玉篇》            

《唐韻》            
《廣韻》 ●  ●  ●  ●     
《集韻》   ●  ● ● ● ●   ● 
《類篇》            
《龍龕》            
《五篇》    ●        

《五集》            
《古今》     ●  ●     

《洪武》       ●     

《韻補》            
《海篇》         ●   

《字彙》            
《正字》            
《字補》  ●        ●  

《康熙》 ● ● ● ● ● ● ● ● ● ● ● 

 

  

                                                 
160 丟棄、淘汰之米。 
161 與「糶」同。 
162 與「糶」同。 
163 與「淅」同。 
164 與「𥹻」同。 
165 與「𥹻」同。 



論《說文解字》與《康熙字典》部首變化及其原因──以米部字為例 
 

‧63‧ 

63 

 

米部字 

義分類 

 

歷代 

字書 

穢物 榖皮 

糞 𥻔

166 

𥻎

167 

𥼇

168 

𥼈

169 
𥻐 𥹃 糠 

粇

170 

𥹺

171 

糩

172 

《說文》           ▲ 
《釋名》            
《玉篇》 ● ●      ●    

《唐韻》            
《廣韻》 ●      ● ●    
《集韻》 ●  ● ●    ● ● ● ● 
《類篇》       ●     

《龍龕》            
《五篇》            
《五集》            
《古今》 ●       ●    

《洪武》 ●       ●    

《韻補》        ●    

《海篇》 ●           

《字彙》            
《正字》            
《字補》 ●    ● ●      

《康熙》 ● ● ● ● ● ● ● ● ● ● ● 

 

  

                                                 
166 與「糞」同。 
167 與「糞」同。 
168 古文「糞」字。 
169 古文「糞」字。 
170 與「糠」同。 
171 古「穅」字。 
172 與「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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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部字 

義分類 

 

歷代 

字書 

角黍 甜品、糕餅 

粽 糉 䊦 粄 籹 
𥹡

173 
𥸵 粔 

䉽

174 
𥹎 𥹈 

《說文》 

 
●
175 

  
●
176 

 
 

●
177 

 
 

 

《釋名》            
《玉篇》            
《唐韻》            
《廣韻》 ● ● ● ● ●   ● ●   
《集韻》 ● ● ● ● ● ● ● ● ●  ● 
《類篇》           ● 
《龍龕》            
《五篇》     ●       

《五集》            
《古今》  ●   ●       
《洪武》 ● ●   ●       
《韻補》            
《海篇》          ●  

《字彙》            
《正字》            
《字補》            
《康熙》 ● ● ● ● ● ● ● ● ● ● ● 

 

  

                                                 
173 與「籹」同。 
174 與「粄」同。 
175 見於《說文新附考》。 
176 見於《說文新附考》。 
177 見於《說文新附考》。 



論《說文解字》與《康熙字典》部首變化及其原因──以米部字為例 
 

‧65‧ 

65 

 

米部字 

義分類 

 

歷代 

字書 

甜品、糕餅 

𥹜 𥺝 䊇 𥹴178 䊉 𥹷 𥼄 粸 䊐 粿 

《說文》           
《釋名》           

《玉篇》           

《唐韻》           
《廣韻》 ● ●   ● ●    ● 
《集韻》 ● ● ● ● ● ●  ● ● ● 
《類篇》           
《龍龕》           
《五篇》           
《五集》           
《古今》           
《洪武》   ●        

《韻補》           
《海篇》           
《字彙》           
《正字》           
《字補》       ●    

《康熙》 ● ● ● ● ● ● ● ● ● ● 

 

  

                                                 
178 與「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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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部字 

義分類 

 

歷代 

字書 

甜品、糕餅 

𥻁 䊜 糰 𥻈 糋 𥻓 䊚 糐 糑 糕 𥼀 

《說文》      ▲      
《釋名》            

《玉篇》            

《唐韻》            
《廣韻》            
《集韻》 ● ● ● ● ● ● ● ● ● ●  
《類篇》           ● 
《龍龕》            
《五篇》      ●      

《五集》            
《古今》            
《洪武》            
《韻補》            
《海篇》            
《字彙》            
《正字》            
《字補》            
《康熙》 ● ● ● ● ● ● ● ● ● ● ● 

 

  



論《說文解字》與《康熙字典》部首變化及其原因──以米部字為例 
 

‧67‧ 

67 

 

米部字 

義分類 

 

歷代 

字書 

甜品、糕餅 

䊡 
糤 糫 𥼸 

𥾂

179 

𥽮

180 

𥽛

181 
𥼻 䊱 𥽴 𥼼 

《說文》            
《釋名》            
《玉篇》            

《唐韻》            
《廣韻》  ● ●         
《集韻》 ● ● ● ● ●  ●  ●   
《類篇》 ●          ● 
《龍龕》            
《五篇》            
《五集》            
《古今》            
《洪武》            
《韻補》            
《海篇》 ●           

《字彙》            
《正字》            
《字補》      ●  ●  ●  

《康熙》 ● ● ● ● ● ● ● ● ● ● ● 

 

  

                                                 
179 與「𥼸」同。 
180 與「𥼸」同。 
181 或作「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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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部字 

義分類 

 

歷代 

字書 

洗米

水 

其他 

粓 籵 𥸨 𥻫 𥸧 籼 𥸭182 𥸶 𥸸 粛183 

《說文》 ▲  ▲        
《釋名》           

《玉篇》           

《唐韻》           
《廣韻》         ●  
《集韻》 ●  ● ● ● ●   ●  
《類篇》           
《龍龕》           
《五篇》        ●   

《五集》           
《古今》           
《洪武》           
《韻補》  ●         

《海篇》       ●    

《字彙》           
《正字》           
《字補》          ● 
《康熙》 ● ● ● ● ● ● ● ● ● ● 

 

  

                                                 
182 與「掬」同。 
183 俗「肅」字。 



論《說文解字》與《康熙字典》部首變化及其原因──以米部字為例 
 

‧69‧ 

69 

 

米部字 

義分類 

 

歷代 

字書 

其他 

𥹄 𥹂 𥹊 𥹛 𥹝 粤 𥹞 粦 𥹢 粱 粳 

《說文》      ▲  ■  ●  
《釋名》            

《玉篇》 ●          ● 
《唐韻》            
《廣韻》 ●     ●  ●  ●  
《集韻》 ● ● ●  ● ● ● ● ● ● ● 
《類篇》            
《龍龕》            
《五篇》          ●  

《五集》            
《古今》      ●  ●  ●  

《洪武》          ●  

《韻補》        ●  ● ● 
《海篇》       ●     

《字彙》    ●        

《正字》         ●   

《字補》            
《康熙》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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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部字 

義分類 

 

歷代 

字書 

其他 

𥹿 粶 
𥼙

184 
䊍 𥺙 粼 𥺞 

𥺠

185 
䊑 𥺢 𥺣 

《說文》            
《釋名》            

《玉篇》          ●  

《唐韻》            

《廣韻》            
《集韻》  ● ● ● ●    ●   
《類篇》  ●          

《龍龕》            

《五篇》      ●      

《五集》            

《古今》            

《洪武》            
《韻補》      ●      

《海篇》      ●      

《字彙》            

《正字》            

《字補》 ●      ● ●   ● 
《康熙》 ● ● ● ● ● ● ● ● ● ● ● 

 

  

                                                 
184 與「粶」同。 
185 古文「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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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部字 

義分類 

 

歷代 

字書 

其他 

𥺤 
𥻄 𥻅 𥻇 𥻊 𥻑 𥻒 𥻥 𥻦 

䊛

186 
䊝 

《說文》         ●   
《釋名》            
《玉篇》            

《唐韻》            

《廣韻》  ● ● ●     ●  ● 
《集韻》  ● ● ●     ●  ● 
《類篇》            

《龍龕》            

《五篇》      ●      

《五集》            

《古今》   ●         

《洪武》            
《韻補》            
《海篇》 ●    ●     ●  

《字彙》            
《正字》        ●    

《字補》      ● ●     

《康熙》 ● ● ● ● ● ● ● ● ● ● ● 

 

  

                                                 
186 與「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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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部字 

義分類 

 

歷代 

字書 

其他 

𥼆

187 
𥻧 糓 糔 䊩 𥻬 𥻰 𥻿 䊠 𥼅 𥼘 

《說文》  ▲ ▲      ◆   
《釋名》            
《玉篇》      ●      
《唐韻》   ●         
《廣韻》  ● ● ●     ●   
《集韻》  ● ● ●    ● ●  ● 
《類篇》            
《龍龕》            
《五篇》            
《五集》            
《古今》   ● ●        
《洪武》    ●        
《韻補》            
《海篇》 ●    ●       

《字彙》            
《正字》            
《字補》       ●   ●  

《康熙》 ● ● ● ● ● ● ● ● ● ● ● 

 

  

                                                 
187 與「𥻦」同。 



論《說文解字》與《康熙字典》部首變化及其原因──以米部字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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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米部字 

義分類 

 

歷代 

字書 

其他 

䊣 𥼚 𥼛 𥼜 䊧 𥼞 䊨 𥽁 䊬 𥽐 𥽗 

《說文》  ●          
《釋名》            

《玉篇》            

《唐韻》            

《廣韻》  ●   ●      ● 
《集韻》 ● ● ●  ●      ● 
《類篇》     ●       

《龍龕》            

《五篇》    ●        

《五集》            

《古今》            

《洪武》            
《韻補》            
《海篇》       ●     

《字彙》            
《正字》            
《字補》      ●  ● ● ●  

《康熙》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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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部字 

義分類 

 

歷代 

字書 

其他 

䊯 𥽬 䊲 𥽱 𥽲 𥽳 𥽶 䊴 𥽹 𥾀 𥽽 

《說文》            
《釋名》            

《玉篇》            

《唐韻》            

《廣韻》  ●          
《集韻》   ● ● ●      ● 
《類篇》      ●      

《龍龕》            

《五篇》 ●      ●     

《五集》   ●         

《古今》            
《洪武》            
《韻補》            
《海篇》            
《字彙》            
《正字》            
《字補》        ● ●   

《康熙》 ● ● ● ● ● ● ● ● ● ● ● 

 

  



論《說文解字》與《康熙字典》部首變化及其原因──以米部字為例 
 

‧75‧ 

75 

 

米部字 

義分類 

 

歷代 

字書 

其他 

𥼹 𥽂 𥽦         

《說文》 ●           
《釋名》            

《玉篇》            

《唐韻》            

《廣韻》            
《集韻》 ● ●          
《類篇》            

《龍龕》            

《五篇》            

《五集》            
《古今》            
《洪武》            
《韻補》            
《海篇》            
《字彙》   ●         

《正字》            
《字補》            
《康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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