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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 重與享、肝、鋅 郭店簡《唐虞之道》
里 19： ”方才（在）下立（位），不目（以）匹

夫為望（輕），及开（其）又（有）天下也， 

不目（以）天下為重。”《成之聞之》io： “7T 

（其）鹿（存）也不羣（厚），开（其）重也 

弗多俟（矣）。"重，簡文又作“享”、“肝”、 

“鋅”，另見。

（度）。”迖，學者多據文義讀為“逐”。

輦與鍾上博藏五《鮑叔牙與隰朋之 

諫》3： “瞅纔編（短），田纔長，百糧（量） 

輦（鍾）。”箪，讀為“鍾”。

鼬 較與數、動 郭店簡《性自命出》10：
毁“凡皆（性），或較（動）之，或逆之，或

交之，或萬（勵）之，或岀之，或兼（養） 

之，或長之。凡數（動）皆（性）者，勿 

（物）也,”鼓，同“動”，簡文又作“敎”。

4^ 纔與緡、績包山簡101： “秀總。” 145： 
紬“東周之客總朝。” 159 ”翼繼（總）。”總， 

字从糸，从二東而有省減，其異文“總”則 

是將二東省減為二田，“總”之異構。

縛與申 郭店簡《緇衣》37： “裁（割） 

繼（紳）觀文王惠（德）。”裁總，今本作 

“周田”，鄭玄注：“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 

為’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 

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纓 

之讀“申”乃岐讀。

總與陳 上博藏四《曹沫之陳》21： “總 

（陳）攻（功）而亂（食）。”繼，簡文又作 

“編”，讀為“陳”。

幺田 緡與總、陳 上博藏四《曹沫之陳》36：
冬田“緡（陳）功圭（尚）取（賢）。能細（治） 

百人，叟（使）侵（長）百人；能絢（治） 

三軍，思（使）銜（帥）。”福，同“總”， 

參“總”。

；尹 迖與動 上博藏三《周易•困》43： “迖 
乂〉悔又（有）悔。”迖，字从是从犬，今本作

“動”。

迖與逐 上博藏五《競建内之》10： “询

（驅）迖（逐）畋綁，亡（無）羿（期）在

童與重 包山簡39： ”付舉之關（關） 

敢（圄）公周童（重）耳受呑（期）。”上 

博藏二《容成氏》21： “墨（禹）肤（然） 

句（後）倒（始）行百（以）會（儉）：衣 

不装（鲜）妝（美），飢（食）不童（重） 

味。”童，讀為“重”（平聲）。“童（重） 

耳”，人名，有如晉公子重耳。郭店簡《尊 

德義》39： “童（重）義葉（集）番（理）, 

言此章也。”童，讀為“重”（去聲）。

童與維、禮、幢 望山簡二6： “丹厚 

織之兩童（幢），黃女（編）組之實（滕） 

十又（有）八。”望山簡二12： “需（靈） 

光之童（幢），絕（纓）緩項。”包山簡276： 

“需（靈）光之童（幢）；需（靈）光結幀 

（項）。”包山竹牘1反上：“番芋之童。”童， 

讀為“幢”，參“縫”。天星觀簡：“一童 

（幢）軒。”幢軒，車名，參“福”。

童與東 上博藏二《子羔》3： “口之童 

土之莉（黎）民也。”童，讀為“東”。

童與僮、廬 望山簡二49： “九亡（盲） 

童，亓（其）四亡（盲）童皆饅（経）衣， 

亓（其）三亡（盲）童皆丹繊之衣，亓 

（其）二亡（盲）童皆紫衣。”童，信陽簡作 

“廣”，文獻又作“僮”。《吳越春秋•夫差内 

傳第五》：“梧桐心空，不為用器，但為盲 

僮，與死人具葬也。”參“廣”。

童與僮、憧 上博藏三《周易•大畜》 

22： "六四：僮（童）牛之樺（悟），元吉。” 

僮，帛本、今本作“童二釋文引《廣》、 

《蒼》作“情”。

童與欖 上博藏五《季康子間於孔子》 

5： “7T （其）曜（勸）而犯（強）之，則邦 

又（有）榦童（槿）。"童，讀為“樟”。

童與動 上博藏六《孔子見季桓子》15： 

“君子死（恆）目（以）衆福句（叩）拜四方之 

立（位）目（以）童（動）。”童，讀為“動”。

童與踵 上博藏六《平王問鄭壽》1： 

“猾（禍）敗因童（踵）於楚邦，懼累（鬼） 

神目（以）為芟（怒）。”童，讀為“踵”， 

繼也，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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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廣與童、僮信陽簡2-28： “八票 

/M 廣。”廣，讀為“童”，馬王堆三號漢墓木 

牘：“右方男子明童，凡六百七十六人。”參 

“童”。

縫與童、華、幢包山簡272： “需 

（靈）光結幀（項）；姓（青）絵（錦）之 

縫（幢）。” 277： “二姓（青）續（絹）之緯 

（幢）；需（靈）光之結頓（項）。”縫，簡文 

又作“童”、“簧”，讀為“幢”。《方言》卷 

二：“詡、幢，翳也。楚曰詡，關東關西皆 

曰幢。”《廣雅•釋器》•： “幢謂之翻。” “翻” 

本古代舞者持以翳首的束羽之類，又作為 

車衡、馬首之飾物。《漢書•高帝紀》“紀 

信乃乘三車，黃屋左露”，師古注：“李斐 

日：天子車以黃縉為蓋裏。毒，毛羽幢也， 

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犖牛 

尾為之，如斗，或在腓頭，或在衡。應劭 

日：雉尾為之，在左駿，當鑛上。師古 

曰：蠢音毒，又徒到反。應說非也。”按 

蔡邕、應劭之說是也。該墓岀土有一子母 

口漆奩，席之中部有一周漆畫，漆畫上的 

服車之馬項下皆束有綠色的纓狀物，其頭 

部偏後處亦有一束綠色的纓狀物。簡文所 

記“需光結項”應指馬項下之纓，“青錦 

之幢”應指馬頭上之束錦。“青錦”即綠 

色錦。

維與重 上博藏六《用曰》2： “再（稱） 

秉緯（重）惠（德）。”緯，讀為“重”。

筆與幢 望山簡二13： “一秦高（縞） 

之中干，亓（其）簟（幢），丹秋（綴）之口, 

秦高（縞）之需（靈）鲁（旌）口。”簧，讀 

為“幢”，參“緯”。

僮與童 包山簡3： “所幼未墮（徵） 

1里 剣之玉贋（府）之典，钊戲之少僮鹽族都一
夫、痍（瘠）一夫，尻（處）於郢造（路） 

區漁（源）邑，凡君子二夫，鞍（自）是， 

亓（其）箸（書）之。”僮，未冠也，典籍 

或以“童”為之。《易・蒙》：“匪我求童 

蒙。”上博藏三《周易•大畜》22： “六四： 

僮（童）牛之楼（悟），元吉。”《周易•旅》 

53： ”得僮（童）傳（僕）之貞。”僮，帛 

本、今本作“童”。

僮與種、婭、童包山簡217： “舉 

（舉）禱楚先老僮、祝轉（融）、端（鬻）醤 

（熊）各一群。” 237： “器（舉）禱楚先老僮、 

祝轉（融）、姆（鬻）畲（熊）各兩群。” 

僮,簡文又作“神”、“婕”，典籍作“童”， 

字或訛作“章”。老僮，楚之先祖。《山海 

經•大荒西經》：“有権山，其上有人，號曰 

太子長琴。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 

生太子長琴，是處榴山，始作樂風。”《史 

記•楚世家》：“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高 

陽者，皇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 

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集解》："徐廣曰： 

《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樵周曰：老 

童即卷章。”

僮與童、憧 上博藏三《周易•咸》 

26： ”九四：貞吉，亡（无）总（悔），僮 

（憧）〔僮（憧）往來〕囚。”僮僮，帛本作 

“童童”，今本作“憧憧”。

僮與動、勤 郭店簡《老子》甲37： 

“返也者，道〔之〕僮（動）也。”僮，帛書 

《老子》甲12： “道之勤也。”乙本同，王本 

作“動”。帛書《老子》甲25： ”而民生生， 

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勤，乙本作“僮”。 

《經法•度》37上：“勤（動）靜參於天地。” 

勤同“動”。

僮與韓 曾侯乙簡75： “黃豐駿（馭） 

王僮車：刑（荊）轎之輪，革郭，革肇 

（艱）。” 120： “一王僮車。” 177： “正之駅 

為左駿，少帀（師）之較為左騎（服），司 

馬之饑（驪）為右驕（服），少帀（師）之 

駢為右駿。石切人馴馬。王僮車。”僮，讀 

為“瞳”，字或作“衝”，《詩•大雅•皇矣》 

“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毛傳：“臨，臨車 

也。衝,衝車也J參“禮”。

a
 種與舂 上博藏二《容成氏》21 ： “種 

（舂）不裡（毀）米，發（宰）不折骨。” 

種,讀為“舂”。

嫌 糧與種 上博藏六《用曰》8： “非稷之 
槿 糧（種），而可飲（飲）飮（食）。”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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