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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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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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3 01346 

 
匾 逴 辵 33 Zhengzhuan 

See 

WG2# 

N5089  

8-290 05939 

 
整 卓 匕 289 Zhengzhuan 

See 

WG2# 

N5089 

 

說明： 

「逴」《說文．辵部》: 「遠也。从辵，卓聲。一曰蹇也。讀若棹苕之棹。臣鉉等

案：「棹苕，今無此語，未詳。（敕角切）」 

「卓」《說文．匕部》：「高也。早、匕為㔬。」 

「早」《說文．日部》：「晨也，从日在甲上。」 

甲字篆形為「 」，上方有一短豎筆。 

 

「卓」字部件相關字形有 13 字，僅「卓」、「逴」兩字篆形有缺筆，故依字理與系統一

致性恢復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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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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1 01144 

 
劐 趠 走 26 Zhengzhuan 

2 2-736 01519 

 
叫 踔 足 40 Zhengzhuan 

3 7-725 05503 

 
揀 罩 网 279 Zhengzhuan 

4 8-72 05721 

 
撚 倬 人 287 Zhengzhuan 

5 10-396 07352 

 
櫹 焯 火 382 Zhengzhuan 

6 10-885 07841 

 
波 悼 心 408 Zhengzhuan 

7 11-254 08139 

 
渍 淖 水 410 Zhengzhuan 

8 11-751 08636 

 
濾 𩷹 魚 424 Zhengzhuan 

9 12-277 08941 

 
焯 掉 手 441 Zhengzhuan 

10 12-688 09352 

 
狊 婥 女 443 Zhengzhuan 

11 13-293 09847 

 
瑦 綽 素 468 Zhengz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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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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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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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