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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①逐一，一一。《楚元王传》：“若 

乃群臣，多此比类，难一二记J〔1931〕 ②少许，一 

部分。《楚元王传》：“窃推《春秋》灾异.以救今事一 

二。”〔1947〕

【一 口】 一人。《王莽传下》：“又一切调上 

公以下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率，皆， 

凡。〔4150〕

【一丿1|】 一条河。《沟渔志》：“独一川兼受

数河之任。”〔1687〕

【一井】 古代井田制度，方一里，九百亩为

一井。参见“井③”、“井田〔1139〕

【一元】 事物的开始。《董仲舒传》：“臣谨 

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 

辞之所谓大也。”〔2502〕

【一切】 犹暂时或权宜。《王莽传下》：“一 

切税天下吏民，營三十取一，縑帛皆输长安。”此“一 

切”，可视为权宜或暂时的等同语，指的是时间而不是 

数量。〔4155〕

【一半】 一片。《李陵传》：“令军士人持二 

升橋，一半冰。”颜师古注：“半读日判。判，大片也。” 

一作“一片冰”。〔2455〕

【一死】 士送死雉一种。《郊祀志》：“修五 

礼五乐，三帛二生一死为贽。”语本《尚书•舜典》，孔 

安国传：“土执雉。”〔1191〕

【一成】 古代称方十里之地为一成。《王莽

传》：“降杀以两，至于一成。”〔4128〕

【一同】 王莽托古改制，实行分封，分公、 

侯伯、子男，实际为三等，但《王莽传》称“爵从周 

氏有五”。而具体又合侯伯为一等，子男为一等。“诸 

公一同，有众万户，土方百里」即凡是封公，皆享受 

“一同”待遇。据《刑法志》载，古代之同，虽亦方百 

里，然而仅“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谓百乘之家”。 

显然有别。参见“同②”。〔4128〕

【一色】 单色，一种颜色。《梅福传》：“一

色成体谓之醇，白黑杂合谓之驳」〔2920〕

【一矣】 “一矣”，为“可见矣”之脱误。

《梅福传》：“廷尉必日：'非所宣言，大不敬。‘以此卜 

之，一矣」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十一》：“案 

'一矣，二字文不成义。'一矣‘本作'可见矣，，言以

画

此卜之，可见群臣之承顺上指也。'可见矣'三字与上 

文'何以明其然也'正相呼应。今作'一矣'者，脱 

去'见'字，又脱去'可'字下半耳。《汉纪•孝成 

纪》正作'以此卜之，可见矣'。”〔2922〕

【一金】 谓黄金一斤。秦以一镒（或作 

“溢”，二十两）为一金，汉以一斤（十六两）为一金。 

《东方朔传》：“故部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价）亩一 

金。”意谓那镐之间号称土地膏腴，其田价每亩黄金一 

斤，即万钱。〔2849〕

【一宗】 一姓，同宗。《吴王溪传》：“天下 

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史记》作“同宗”。 

〔1904〕 .

【一面】 一边。《贾谊传》：“又类辟，且病 

琲。夫辟者一面病，萍者一方痛。”〔2240〕

【一則】 王莽改制第三等级子男封土之名。 

莽托古改制，分公、侯伯、子男三等。《王莽传》称 

“爵从周氏有五”。凡是封子男者，皆享有“一则”待 

遇，“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4128〕

【一屋】 古代实行井田制，一夫受田百亩， 

三夫受田三百亩为屋。《周礼•地官•小司徒》“考夫 

屋”，郑玄注日：“夫三为屋。“贾公彦疏：“一井之内 

九夫，三夫为屋，是一^屋三夫。”〔1139〕

【一國】 王莽改制第二等级侯伯封土之名。 

莽托古改制，分公、侯伯、子男三等，《王莽传》称 

“爵从周氏有五”。凡是封侯伯者，皆享有“一国”之 

待遇，“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这与《刑法志》所 

讲之“国”有所不同，后者乃为行政区划。〔4128〕

【一經】 一种经书。《韦贤传》：“遗子黄金 

满笈，不如一经。”这里指教子读一经,:比遗留给儿子 

许多黄金还要好。〔3107〕

【一算】 西汉征收赋税的计量单位。算，计 

算。征收赋税需要计算，故汉代往往把征收赋税亦称 

之为“算”。如征收用车税称为“算招车",征收缗钱 

税称为“算缗钱”等，而税额单位亦因之以“算”为 

名。一算，犹今之所谓“一份”、“一个单位:一算多 

少钱，则因税收性质、税率大小、起征点高低而有不 

同。在通常情况下，其基数一算为钱一百二十文。 

〔2284〕

【一輩】 一批。《张骞传》：“使者相望于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