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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中有一個表示「懈怠」義的字，其形體演變序列可以歸納

為繁簡兩系。古文字學界對該字的隸定曾經有「 」、「彖」、「 」

等三種不同的意見。由於上古漢語中表示「懈怠」義的字多在支錫

部，如解（懈）、虒、易、弛（施）、伿、 、倪等，因此作者認為

金文中這個表示「懈怠」義的字應該隸定為「 」，其讀音應在支錫

部，與前舉表示「懈怠」義的幾個字所記錄的為同一個詞或同源詞。

上古後期支部字往往讀入歌部，所以表示「懈怠」義的歌部常用詞

「惰（隋）」實際上也是「解（懈）」的同源詞。在上古後期，部分

鐸部字與錫部字合流，故傳世文獻中表示「懈怠」義的「 」字實際

上也是「解（懈）」等字的同源詞。

關鍵詞：	古文字 上古音 音韻學 同源字 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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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 20 年前曾有〈釋「 」〉一文，1 把金文中被一些學者隸定

為「 」的字隸定為「 」（支部），讀為「弛（伿）」（支部）。後

來陳劍先生發表〈金文「彖」字考釋〉，2 基本肯定了我對該字所表詞

義的理解，但他認為該字應當隸定為「彖」（元部），讀為「惰」（歌

部）。陳先生的研究無疑深化了我們對該字的形音義的整體認識，

標誌著該字讀「 （隊墜）」時代的基本終結，但關於該字的形體和

讀音仍有探討的餘地。近年新出古文字資料使得我們對該字的形體

和讀音有了進一步的了解，現在把我們的一些最新思考寫在下面，

希望能有助於問題的最終解決。

一、「 」字的構形

「 」字在金文中的寫法有繁簡兩系。3 繁系是在「豕」形的頸部加

「糸」或「 」（象繩索或繩套），表示繫束，其後或變為「 」、「 」， 

後又變為「口」，往往加於「豕」形的腹部。其字形演變序列如下（圖

1– 圖 8）。 

簡系則在「豕」形的基礎上加一斜筆，或施於腹部，或施於頸

部。《說文》小篆由簡系發展而來（圖 9– 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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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引述別人觀點外，本文把金文中表示「懈弛」、「懈怠」義的字隸定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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