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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天丕吏

一部

—yi 影纽、质部；影纽、质韵、於悉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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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文编》1页。2《金文编》1页。3、4《类 

编》1页。5、7《说文》7页。6《郭店》1页。8, 

9、10《篆隶表》1页。

指事字。古文字一至四横划表示数字一至四，是原 

始记数符号。“一”字本义是表示最小的正整数。《玉 

篇•一部》：“一，王弼曰：一者，数之始也。”又表示序数， 

指第一。《书•洪范》：“五行:一日水，二曰火,三曰木，四 

日金,五曰土。“春秋战国以后，“一”字又可写作“弍”或 

“或”,累增“弋”或“戈”旁，就如同“二”字又可写作“弍”或 

“或”和“三”字又可写作“弍”或“或”一样，是一种繁化写 

法。后世这种繁化写法均被废弃。（白于蓝）

兀yudn疑纽、元部；疑纽、元韵、愚袁切。

1二3二7二彳二［丄年匚笈二方二元
商商商西周春秋战国《说文》小篆汉楷书

1、4《金文编》1页。2、5《类编》1页。3

《甲文编》1页。6《战文编》1页。7《说文》7

页。8《篆隶表》1页。

指事字。与兀为一字。本义是人头。《尔雅・释诂下》： 

“元，首也。”《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狄人归其元，面 

如生。”《孟子・滕文公下》：“勇士不忘丧其元。“元皆训 

“首”。“元”字在商代已行用，始作才,突出人头,正体现 

元字之本义。上面的一横划是由象征人头的圆点演 

化而来。又作上面的一短横是装饰性笔画，起初并 

没实在意义，后世却因短横之有无而分化为元、兀二字。 

（白于蓝）

夂『天二天」火匚不匚夾厶天丄天
商、西周 西周 春秋 战国《说文》小篆汉 楷书

科委于亦
商 西周 春秋战国

1、2、4、5《金文编》3页。3《甲文编》2

页。6、7《类编》28页。8、9《战文编》2页。10

《说文》7页。11《篆隶表》2页。

象形字。本像人形，突出头部，以示人之顶颠。《说 

文》：“天，颠也。”即其本义。古代有天刑，为凿顶之刑。 

《易•睽》：“其人天且剿。”陆德明释文:“天，刺也。马融 

曰：’刺凿其额曰天。’”《集韵・先韵》：“天，刑名。剌凿 

其额曰天。“天字上部象征人头部分的圆点，后来变成 

一横画，又有在其上部再加一短横者,乃装饰性繁化符 

号，无实在意义。（白于蓝）

丕PT 滂纽、之部；滂纽、之韵、敷悲切。

班一不一『「小一苒一不匚不 
商 西周 春秋、战国《说文》小篆 汉 楷书 

,不二耳二窓二丕 

战国《说文》小篆汉 楷书

1、3《类编》3页。2《金文编》5页。4、5

《古文典》116页。6《说文》246页。7《说文》1

页。8《篆隶表》837页。9《篆隶表》3页。

指事字。丕、不原为一字，后分化。甲骨文“不”字 

作“『，像草木之根部，为“就之初文。《诗•小雅•常 

棣》：“鄂不薜神。”郑玄笺：“不，当作棚。”《广雅・释 

言》：“椭，柢也。”《说文》：“柢，木根也。”甲骨文 

之“犷字，在上面的一横表示地面，下部之“犷表示 

譬。金文作“祢”，后代文字承袭之。或加赘笔作“不”、 

“不”，后者分化为“丕”字。丕字在早期典籍和金文中的 

字义是大。《说文》：“丕，大也「《书•大禹谟》：“嘉乃丕 

绩。”孔传:“丕,大也。”墙盘铭文:“对扬天子不（丕）显休 

令。” “丕显”就是“大显”，意为大明。（白于蓝）

吏^ Il来纽、之部；来纽、志韵、力置切。

tian透纽、真部；透纽、先韵、他前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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