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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不一致之部件(Handling of the inconsistent component) 

After verification by experts,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are some characters contain inconsistently 

designed glyphs in the original book; the finding was mainly based on the same component glyphs 

of the same version. Therefore, modification was processed to restore the original glyph according 

to the meaning of the character.  

 

經專家一一核對、比對相同部件的字形之後，認為有字形不一致的部件。此類小篆字形皆

依字理與系統一致性，恢復原形。 

 

Vol-No. 

卷次-序號 

Serial No. 
總序號 

(含新附字) 

Original 

Glyph  

原圖 

TTF Font 

字型 

Corresp  

Modern 

Char 今字 

SW 

Radical 

正篆部首 

SW 

Radical 

Number 

部首序號 

Type 

類型 

Note 

備註 

14-375 10788 

 砒 輀 車 498 
Zhengz

huan 

2021-6-8 

TCA & China 

Online Meeting 

1-624 00624 

 
偯 荋 艸 12 

Zhengz

huan 

2021-6-8 

TCA & China 

Online Meeting 

4-693 03086 

 娅 臡 肉 135 
Zhengz

huan 

2021-6-8 

TCA & China 

Online Meeting 

7-243 05021 

 憑 稬 禾 253 
Zhengz

huan 

2021-6-8 

TCA & China 

Online Meeting 

10-591 07547 

 歬 耎 亣 402 
Zhengz

huan 

2021-6-8 

TCA & China 

Online Meeting 

 

說明： 

         
 

「輀」《說文．車部》：「喪車也。从車，而聲。（如之切）」(卷 14 上，頁 8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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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計算機統一編碼之小篆字形測查〉1一文頁 97：「依照系統性而言，作為構件時的寫

法應與單獨成字時保持一致」。即建議「輀」字之「而」字篆形，應與「椥」相同，刪除中

間豎筆。 

 

 
 

與「輀」字情形相同者，另有「荋」、「腝」、「稬」、「耎」、「擩」等，共 5 字： 

 

「荋」《說文．艸部》：「艸多葉貌。从艸，而聲。沛城父有楊荋亭。（如之切）」(卷 1

下，頁 7 右) 

「腝」《說文．肉部》：「有骨醢也。从肉，耎聲。(人移切)」(卷 4 下，頁 5 左) 

「稬」《說文．禾部》：「沛國謂稻曰稬。从禾，耎聲。（奴亂切）」(卷 7 上，頁 7 左) 

「耎」《說文．大部》：「稍前大也。从大，而聲。讀若畏偄。（而沇切）」(卷 10 下，頁 4

右) 

 

許學仁老師： 

(輀、荋)篆形若不修正，「而」字篆形容易與「天」字篆形「七」混淆。 

 

王寧老師： 

“而”字小篆中間一豎不可穿到下面，改了為好，只要遇到，統一改過即可。 

 

 

 

 

 
1 周曉文、朱生玉、李國英〈計算機統一編碼之小篆字形測查〉《哈爾濱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Journal of Social 

Sciene of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2019 年 05 期，頁 93-98 



3 

 

其他相關字例： 

No. 
Vol-No. 

卷次-序號 

Serial No. 
總序號 

(含新附字) 

Original 

Glyph  

原圖 

TTF Font

字型 

Corresp  

Modern Char
今字 

SW 

Radical 

正篆部首 

SW Radical 

Number 

部首序號 

Type 

類型 

1 4-697 03090 

 
婓 胹 肉 135 Zhengzhuan 

2 6-240 04184 

 
庙 栭 木 206 Zhengzhuan 

3 9-448 06806 

 
棗 䎠 丸 355 Zhengzhuan 

4 9-527 06885 

 
椦 耐 而 361 Zhengzhuan 

5 9-528 06886 

 
椧 耐 而 361 Variant 

6 10-906 07862 

 
泷 恧 心 408 Zhengzhuan 

7 11-399 08284 

 
溞 洏 水 410 Zhengzhuan 

8 11-651 08536 

 
澚 鮞 魚 424 Zhengzhuan 

9 1-543 00543 

 倫 䓴 艸 12 Zhengzhuan 

10 8-177 05826 

 攃 偄 人 287 Zhengzhuan 

11 9-456 06814 

 
棟 礝 石 357 Zhengzhuan 

12 10-138 07094 

 
槷 𪊫 鹿 372 Zhengz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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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Vol-No. 

卷次-序號 

Serial No. 
總序號 

(含新附字) 

Original 

Glyph  

原圖 

TTF Font

字型 

Corresp  

Modern Char
今字 

SW 

Radical 

正篆部首 

SW Radical 

Number 

部首序號 

Type 

類型 

13 10-418 07374 

 
欏 暖 火 382 Zhengzhuan 

14 11-397 08282 

 
溜 渜 水 410 Zhengzhuan 

15 12-679 09343 

 
狁 軟 女 443 Zhengzhuan 

16 12-840 09504 

 
獢 㼲 瓦 462 Zhengzhuan 

17 13-183 09737 

 
瑋 緛 糸 467 Zhengzhuan 

18 13-409 09963 

 
甭 蝡 虫 471 Zhengzhuan 

19 13-761 10315 

 
皍 𤲬 田 484 Zhengzhuan 

20 14-474 10887 

 
磊 陾 𨸏 500 Zhengzhuan 

 

「荋」：不同版本比對/Compare with other "Shuowen" version 

藤本(THX) 

中國書店本 

藤本(THX) 

數字化說文解字 

Daxu Ben 

大徐本 
Xiaoxu Ben 

小徐本 

CCZ 

陳本 

     

Duan Zhu 

段注本 
桂馥 

《說文解字義證》 

王筠 

《說文句讀》 

朱駿聲 

《說文通訓定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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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輀」：不同版本比對/Compare with other "Shuowen" version 

藤本(THX) 

中國書店本 

藤本(THX) 

數字化說文解字 

Daxu Ben 

大徐本 
Xiaoxu Ben 

小徐本 

CCZ 

陳本 

 
  

 
 

Duan Zhu 

段注本 
桂馥 

《說文解字義證》 

王筠 

《說文句讀》 

朱駿聲 

《說文通訓定聲》 
 

 
  

 

 

 

「臡」：不同版本比對/Compare with other "Shuowen" version 

藤本(THX) 

中國書店本 

藤本(THX) 

數字化說文解字 

Daxu Ben 

大徐本 
Xiaoxu Ben 

小徐本 

CCZ 

陳本 

   
 

 

Duan Zhu 

段注本 
桂馥 

《說文解字義證》 

王筠 

《說文句讀》 

朱駿聲 

《說文通訓定聲》 
 

 
  

 

 

 

「稬」：不同版本比對/Compare with other "Shuowen" version 

藤本(THX) 

中國書店本 

藤本(THX) 

數字化說文解字 

Daxu Ben 

大徐本 
Xiaoxu Ben 

小徐本 

CCZ 

陳本 

  

 

  

Duan Zhu 

段注本 
桂馥 

《說文解字義證》 

王筠 

《說文句讀》 

朱駿聲 

《說文通訓定聲》 
 

 
  

 

 

 

 

 



6 

 

「耎」：不同版本比對/Compare with other "Shuowen" version 

藤本(THX) 

中國書店本 

藤本(THX) 

數字化說文解字 

Daxu Ben 

大徐本 
Xiaoxu Ben 

小徐本 

CCZ 

陳本 

   
  

Duan Zhu 

段注本 
桂馥 

《說文解字義證》 

王筠 

《說文句讀》 

朱駿聲 

《說文通訓定聲》 
 

    

 

 

卷九．而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