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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通假字大字典•一部 一丁三上1

一部

[-]yi
1 .通“亦”，用以加重语气。按:清王引之《经传释 

词》卷三:“一,语助也。”又云:“一,犹甚也。”

《左传》照公二十年：“君一遇多矣，何信於谗!” 

《诗经•邺风•北门》:“政事一坤（俾）益我! ”《管子•霸 

形》:“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 ”《庄子•大宗师》:“固 

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晏子春秋•谏 

上》:“景公言'翟王子羡之驾，寡人甚说（悦）之‘，又言 

'寡人一乐之是欲。’ ”晋陆机《悲哉行》:“伤哉游客土， 

忧思一何深? ”按:《乐府诗集》“一”作“亦”。

2 .通“遗”。

明至觉道人四遡浪壬辑《三刻拍案惊奇》第二十 

回：“做我一念。”

[T]（ —）ding
1 .通“仃”。伶丁，即“伶仃”，孤独的样子。

汉至陵《赠苏武》诗:“远处天一隅，苦困独伶丁。” 

墮李蜜《陈情表》:“伶丁孤苦，至于成立。”

2 .通“叮”，叮咬。

《警世通言》卷四十:“在上的变成无数的黄蜂，扑 

头扑脑乱丁。孽龙招取党类，一涌而至。”《西游记》第 

八十二回：“行者一头撞破格子眼,飞在唐僧光头上丁 

着。”又:“还变做个苍蝇儿，丁在门楼上听之。”

3 .通“疔”，疔毒。

《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高梁之变，足生 

大丁。“（高梁，即“膏粱”。）张隐庵集注：“‘丁 '即 

‘疔'。”《物类相感志•身体》：“身上生肉丁，芝麻花 

擦之。”

4 .通“盯”。

《醒世姻缘传》第四十八回：“媳妇子又没丁着丫 

头吃鸡
5 .翥“钉”。按: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鼎部》: 

“丁,今俗以‘钉'为之，其质用金或竹若木。”按:“丁” 

本为“钉”的象形字。

《晋书•陶侃传》：”及擅遍伐蜀，又以世所贮竹头 

作丁装船。”按:《世说新语•政事》作“钉”。《晋书》为 

唐房玄龄等撰，在後;《世说新语》为南朝宋刘义庆所 

作，成书在前。宋葉適《送吕子阳》诗:“火把起夜色， 

丁鞋明齿痕。”元钮卿《度柳翠》第四折:“大众恐有 

不能了达，心生疑惑者，请垂下问，我与他拔丁，抽 

楔。”五扬挂《豫让吞炭》剧第二折:“斩砍了郭康眼内 

丁。”《西游记》第五十四回：“女怪钢叉丁对丁”。

[丁宁]ding ning
同“叮咛”。

《诗经•小雅•采薇》:“日归日归，岁亦莫止。“汉郑 

玄笺:“丁宁归期，定其心也。”《後汉书•郎颉传》:“唯 

陛下丁宁再三。”《後汉书》原文：“丁宁再三，留神 

于此。”

（-）dian
通“颠”。丁倒，即“颠倒”。“丁”“颠”双声通假。 

按:“丁”“颠”均为端母，但一在耕部，一在真部，通转 

叠韵，音近通假。

南朝宋刘义庆《读曲歌》之四八:“鹿转方相头，丁 

倒欺人目。”（《乐府诗集》卷四十六）漬艶《上举主笠 

帆先生书》：“五尺之童，未知丁倒，即有集，此诳科 

第耳。”

（三）dang
通“當”。按:“丁”“當”均为端母，然一在耕部,一 

在阳部，旁转叠韵，音近通假。

《後汉书•崔駆传》:“愍余生之不造兮，丁汉氏之 

中微。”唐李贤注:“丁，当也。“唐韩愈《赠张籍》诗:“相 

见不复函，零落甘所丁。”

（四）zheng
通“徵”，徵信;证明。按:丁，《广韵》中茎切，今音 

zhengo
宋罗泌《路史•循蜚记》:“予观於经而信二书之足 

丁也。”

[H]san
通“山”。三门，即“山门”，寺庙大门。

《罗李郎》四[胡十八]曲：“恰过了六市，来到三 

门。”《女尼姑》三正旦白：”行童,三门前看着,若有宾 

客至，着我知道。”

【上】（一）shdng
通“尚”。按: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上，高 

也……服（假）借为‘尚’”。

①表示劝勉、命令等语气；崇尚，尊崇，提倡； 

尊重。

《诗经•魏风•陟帖》：“上慎旃哉！犹来无止。”宋 

朱熹注:“上，犹尚也。”《周易•小过》:“已上也。”唐陆 

德明《经典释文》：“上，郑作尚。”《左传》僖公二十八 

年:“二月，郤穀卒，原轸将中军，胥臣佐下军，上德 

也。”又胆公二十六年：“寡人今而後闻此礼之上也。” 

又桓公八年：“季梁日：'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 

遇。'”《吕氏春秋》有《上衷》篇,陈査燃校释:“‘上'、 

‘尚’同。"又《尽数》:“今世上卜筮祷祠，故疾病愈来。” 

私體补正:“上，尚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上农 

除末，黔首是富。”又《平津侯主父传》：“上笃厚。”唐司 

马贞《索隐》：“上，犹尚也，贵也「《新唐书•杜中立 

传》:“民间修昏（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明选鑲 

母《野获编• 土人•金华二名土》：“赵常吉温之乐清人, 

喜谈兵事，上骑射,讲大器。”宋苏洵《心术》:“凡兵，上 

义，不义，虽利不动。”漬遵题向《仁学（上）》：“意欲诘 

诉,而终不敌忠孝之名，为名教所上。”周振甫注:“上， 

同‘尚‘，尊崇。”

②尚且。

《诗经•豳风•七月》:“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人 

执宫功。”清俞檄《群经平议•毛诗（二）》“'上'、'尚'古 

字通。'上人执宫功’，言野功既毕尚人而执宫中之事 

也。”《韩非子•喻老》:“夫诱道争远，非先则後也。而 

先後心在于臣，上何以调于马? ”梁启雄注：“上，读为 

,尚'汉贾谊《论积贮疏》:“安有为天下砧危者若是 

而上不惊者。”（陌，临近。）《敦煌变文集•韩擒虎话 

本》:“拟二人惣拜为将,殿前上自如此，领兵在外，必 

争人我。”

③犹，还，依然，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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