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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易筋经》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武术典籍。述古堂本《易筋经》是明清之际抄本，小楷抄就，字迹
俊逸工整，但用字多异体。整理述古堂本《易筋经》中的异体字，对其进行分类考辨，并进一步探讨其特点及成

因，有助于《易筋经》文本的释读，且对于考察汉字演变过程，探索汉字使用规律等也都有积极意义。

关　键　词：《易筋经》；异体字；同词同用；异词同用
中图分类号：Ｈ１２４．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６７０（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３０－０５

　　《易筋经》又称《少林拳术精义》，或名《伏气图
说》《易筋经义》，是我国古代专述导引和健身的典

籍。述古堂本《易筋经》为明清之际抄本，“该抄本

通篇小楷抄就，字迹俊逸娟秀，殆非俗流，但其书法

风格与遵王显然有别，当是述古堂蓄养的抄写者所

书”［１］。手抄本能更好体现当时人们汉字书写的

习惯和特点，异体字的使用也更突出。现有《易筋

经》研究成果多集中于版本、内容、注释及价值等

方面，未见有关异体字的研究。

一、《易筋经》异体字的判定和处理

什么是异体字，目前学界尚无统一的说法。李

运富认为异体字可归纳为“同词同用字”和“异词

同用字”两类，其中“同词同用字”又包括“同词异

形字”和“同词异构字”。“全部异体字的共同属性

是‘同用’和‘异形’”，“异体字从形成过程来看，

可以分为异构字和异写字两种”［２］。

按此标准，我们共整理出述古堂本《易筋经》

中１５６组异体字，这其中包含一部分俗字。关于
“俗字”，张涌泉指出：“所谓俗字，是区别于正字而

言的一种通俗字体。”［３］黄徵认为：“汉语俗字是汉

字史上各个时期流行于各个社会阶层的不规范的

异体字。”［４］《大辞海》解释为：“异体字的一种。亦

称‘俗体’。‘正体字’的对称。指流行于民间的形

体大多简化的汉字。”［５］因此，我们将这些俗字也

一并纳入讨论范围。在处理文字材料时，首先在记

词功能相同的基础上整理归纳同词同用字和异词

同用字。其次，在同词同用字中对同词异形字和同

词异构字进行区分，在异词同用字中对用法相同的

异体字、包含异体字和交叉异体字进行细致区分。

二、《易筋经》异体字的类别

述古堂本《易筋经》中异体字共有１５６组，其
中同词同用字１４３组，异词同用字１３组。分析同
词同用字时，我们以汉字的职能属性为前提，从构

形角度和书写角度进行分析；分析异词同用字时，

分为包含异体字、交叉异体字和用法完全相同的异

体字三类。

（一）同词同用字

１．同词异形字
同词异形字的异形主要是由写法不同而造成

的形体差异，未改变构字部件之间的组合意义和文

字的构形理据。笔画层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数量、

种类、位置、曲直等；构件层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数

量、位置和形态。这类异体字共１３８组，具体情况
见表１：

（１）笔画异写字
１）笔画种类不同
部分异写字在同一构件的同一位置上使用了

不同笔画，如横笔与捺笔混用、横笔与点笔混用、竖

笔与撇笔混用等。如：

—今，“ ”将“今”右下方的 “撇”写为

“点”，成为“今”的异写字，这是汉字隶变而产生的

差异。《隶变》中有此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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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述古堂本《易筋经》同词异形字统计表

异体字类别 数量

同

词

异

形

字

笔画

异写字

笔画种类不同 １

笔画数量不同 １７

笔画之间的交接、穿插、连断不同 １６

笔画的置向、位置不同 ３

合计 ３７

构件

异写字

构件形态发生改变 ９

构件发生混同 １７

由于笔画的交接、穿插、连断造成构件的粘合 ４

由于笔画的减省、变形、交接造成构件的变异 ５４

构件的位置和布局不同 ９

构件的笔画数量不同 ８

合计 １０１

合计 １３８

　　２）笔画数量不同
此类异写字中笔画的增减不造成该构件的变

异，也不妨碍人们辨识。如：

笔画减省： —块，“ ”减省了左边构件

“鬼”上方的“短撇”。《广韵》：“ ，土 ，苦对

切。”《宋元以来俗字谱》中说“《通俗小说》作

‘ ’”。

—流，“ ”减省了右上方的“点”。《宋元

以来俗字谱》：“‘流’，《领南逸事》作‘ ’。”以

“ ”为构件的字也有相同情况，有“疏”和“ ”。

笔画增加： —门，“ ”在左上角有两个点

画，而“门”只有一个点画。《宋元以来俗字谱》：

“《目连记》作‘ ’。”以“门”为部件的汉字有很

多，都是增加了“点”画。如“间”“ ”，“闻”

“ ”，“闾”“ ”，“闭”“ ”，“闸”“ ”，“润”

“ ”。

３）笔画之间交接、穿插、连断不同

—兼，“兼”的小篆字形为“ ”，像手持二

禾形。《说文· 部》：“兼，并也。从又持纘。兼

持二禾，秉持一禾。”字体楷化后，禾苗根部的部分

写作“ ”，后又因书法影响，异化成“灬”，《汇音

宝鉴》收录有此字形。以“兼”为构件的字也有同

样变化，如“歉”“ ”。

—插，“ ”右边部件中间的“竖”向下延

长，贯穿了“臼”最下面一“横”。《类篇》收录有此

字形。

４）笔画的置向、位置不同
这类情况指笔画发生易位，但只有稍许移动，

没有造成构字理据丢失。如：

—鮎—皋，“皋”中部的构件“大”两边变为

“点”，形成“鮎”，“鮎”的点画在中部，而“ ”的

点画在“自”的两边。“鮎”是“皋”字形演变过程

中出现的一个变体，后在现代汉字整理时作为异体

字被淘汰。《正字通》收录有“鮎”。

!

—凡，“
!

”将“凡”中部的“点”移到了“几”

的上方，写成短撇。《字汇·几部》：“凡，俗作
!

。”

《宋元以来俗字谱》：“《取经诗话》《太平乐府》《烈

女传》等作‘
!

’。”

（２）构件异写字
构件异写字多是在笔画异写字基础上产生，但

也有部分因构件的置向和位置不同造成。造成构

件异写的主要原因还是笔画，因笔画的交接、穿插、

变形而引起部件的形变。

１）构件形态发生改变
构件形态发生改变主要指因笔画的形态发生

改变导致构件形态发生变化，但并未变成另一新构

件，这主要是汉字隶变或隶书楷化时产生的笔画形

态的变化。如：

车—车：“ ”和“ ”，“车”是“车”的简化写

法，“渐”是“渐”的简化字。“渐”未见于明清字

书，原文为“须有力者 加 ，乃是合宜”。

“ ”“ ”二字形并用。这样的例子在明清武术

古籍中常见，如“拿”，《正字通·手部》讲“俗?

字”。《字汇·手部》讲“?，持也”。明《耕余剩

技》原文为“?”，清抄本《少林拳棒枪刀谱》“?”

“拿”并用。《老残游记》《红楼梦》等清代小说中

多作“拿”。这类现象或可反映明清时期用字习惯

及汉字发展、简化的规律。

惫—惫：“ ”和“惫”，“惫”是“惫”的简写字

形，文中使用了简化字的“惫”，但仍保留了繁体字

“惫”上边的部件“亻”。《龙龛手鉴》里“ ”通“惫”。

２）构件发生混同
这类情况多因两个构件形态相似而造成，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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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后的形体并未破坏原字形的构字理据，所以属于

异写字。如：

支—攵：“ ”和“敢”。二字右边构件分别为

“攵”“支”，构件发生混同。古籍中，“攵”“支”

“攴”常出现混用的情况。”“攴”“支”形似，“攴”上

一短横在书写随意或潦草时易写为“支”。“攴”

“攵”初文相同，甲骨文像手持击打之物形，本义为

击打。《字源》：“楷书作攴或攵，攴是隶定体，攵是

隶变体……但在用作偏旁时，攴与攵皆有使用。”

这三个构件形体相近，容易发生混用。“凡从‘攵’

之字，皆有潜在的从‘殳、支’的变体，如‘敦’‘致’

的变体也可资见证。”［６］

页—攵：“ ”和“嫩”。“嫩”右边为“攵”，

“ ”右边为“页”，“攵”与“页”通常都作为部件

置于文字右侧，所以发生了混用。字书中未见

收录。

３）由于笔画的交接、穿插、连断造成构件的
粘合

—督。“督”上部为“叔”，“ ”上部构件

发生粘合，或是受草书和行书书写的影响。《宋元

以来俗字谱》载“《目连记》作‘ ’”。

"

—联。“联”右下方的构件为“?”，而“
"

”

右下方的构件为“大”，“?”的两边粘合变形为

“大”。《宋元以来俗字谱》：“《通俗小说》作

‘
"

’。”

４）由于笔画的减省、变形、交接造成构件的
变异

—鼎。“ ”将“鼎”底部两边比较复杂的

结构简化。《字汇补·目部》：“ ，汉碑鼎字。”《隶

释·三公山碑》：“陈其 俎。”洪适注：“ 即

鼎字。”

—擅。“擅”右上方为“ ”，而“ ”的右

上方为“面”。是构件“ ”减省了上方一点，并且

中间笔画延长而写成“面”。《宋元以来俗字谱》

载：“《烈女传》作‘ ’。”

５）构件的位置和布局不同

—壁。“壁”与“ ”构件相同，前者为上

下结构，后者为左右结构。《中华字海》：“同‘壁’。

见《敦煌俗字谱》。”类似的还有“节”和“ ”，

“岸”和“ ”。

—瞕。“瞕”与“ ”都是由“重”“力”“

灬”三部件组成，但前者为左右结构，后者为上下

结构。与之相同的还有“默”和“ ”。

６）构件的笔画数量不同

—悉。“ ”省去了“悉”上方的“撇”画。

《正字通·心部》：“ ，同悉。”悉，本义为详尽。

《说文·采部》：“悉，详尽也。从心，从采。”采，辨

也，引申有尽、皆、全、熟悉等义。以“采”为构件的

异体字可类推，如“番”“ ”，“审”“ ”。

—恐。“恐”右上方为“凡”，“ ”右上方

为“几”，减省了一“点”。《汉隶字源》中有收录。

２．同词异构字

同词异构字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结构属性，是指

音义相同的情况下，在构件、构件数量、构建功能等

方面存在差异的一组字。为如实反映原文中异体

字情况，下文所引原文采用繁体。这类字仅有 ５

组，其中造字方法不同的 ２组，构件产生替换的

３组：

（１）造字方法不同

瞸—岳

乃怀经远访，遍历川瞸。（述古堂本《易筋

经》，第３页①）

《说文·山部》：“瞸，东岱，南髉，西华，北恒，

中泰室。王者之所以巡狩所至。从山，狱声。岳，

古文象高形。”段玉裁注：“今字作岳，古文之变。”

“瞸”为形声字，“岳”为会意字。《第一批异体字整

理表》以“岳”为正体字，“瞸”被作为异体淘汰。

聎—野

聎蒺藜，炒去刺。（第２５页）

“野”是形声字，从田，从土，予声。甲骨文字

形为“ ”，会意字，从林，从土，即“聎”字。

《说文·田部》：“野，郊外也…… ，古文野，从里

省，从林。”段玉裁注：亦作聎。“聎”后增“予”声，

另外又衍化出从田，从土，予声的结构，发展成为

“野”。因此“野”和“聎”为异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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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构件替换
１）形声字替换表义构件

#

—遍

第其经字，皆天竺文，少林诸僧不
"

译。（第

３页）
《说文·彳部》：“

#

，鰂也。从彳，扁声。”朱骏

声《说文通训定声》：“
#

，字亦作遍。”《字源》：“从

彳，扁声，或从
$

。彳、
$

为义近形符，古文字中常

通。
#

、遍二字文献中皆有使用，为异体字，现在通

作‘遍’。”“遍”的形符为“
$

”，后来简化为“辶”，

与形符“彳”意义相近，发生了替换。文中“
#

”为

全面，全部的意思。

２）形声字替换标音构件

%

—瞕—勋

乃仅借六花小技，以
#

伐终，中怀?歉也。

（第４页）

《说文·力部》：“瞕，能成王功也。从力，熏

声。勋，古文瞕，从员。”段玉裁注：“员，声也。《周

礼》故书‘瞕’作‘勋’。”《字源》：“此字分两条线发

展：一条线从力，员声，发展成为现代规范字；另一

条线从力，熏声。‘熏’、‘员’古音相通，因此瞕、勋

为声符不同的异体字。”而“
%

”同“瞕”，是“瞕”的

异写字。

（二）《易筋经》异词同用字分析

异词同用字指的是用法相同但形体不同的一

组字。根据两字用法的异同，可以将异词同用字分

为用法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异体字、一字用法包含另

一字用法的异体字和用法交叉异体字。述古堂本

《易筋经》中，异词同用字的数量不多，共１３组，用
法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异体字 １组，包含异体字 ４
组，交叉异体字８组，具体如下：
１．用法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异体字

办—
&

—辨

不先办此，进道无基。（第１７页）
《说文·力部》：“办，致力也。从力，

'

声。”钮

树玉新附考：“办即
&

之俗体。”《字汇》：“从力与从

刀者不同，刀取判别之义。……力取致力之义。”

《正字通·辛部》：“
&

，同辨。《说文》‘
&

，判也’。

与办分为二，又分
&

、辩为二。按辩马办与办别，办

&

通。”“办”与“辨”虽音义不同，但古代经典中通

用，且“办”为“
&

”的俗体，“辨”是“
&

”隶变后的

字形，所以“办”与“辨”为异体字。文中“办”为辨

别之意。

２．包含异体字
包含异体字就是指一字的音义被包含在另一

字中。如：

瘛—

试观筋弛则
$

，筋挛则瘛。（第１５页）
《说文·疒部》：“瘛，小儿瘛?病也。从疒，恝

声。”段玉裁注：“今小儿惊病也。瘛之言掣也，?

之言纵也。《艺文志》有‘瘛?方’。”，念作“ｃｈì”
时，同“瘛”，表示痫病，惊风，手足痉挛。?也作

“瘛?”。《集韵·霁韵》：“，?，痫疾。”又

“瘛，《博雅》：‘瘛?，病也。’或作。”“”念作

“ｚｈì”时表示狂，犬发狂。
３．交叉异体字
交叉异体字即音义有同有异，如下：

傍—旁

竟趋傍径，落于技艺。（第３页）

《说文·上部》“旁，溥也。从二，阙，方声。”

《说文·人部》：“傍，近也。从人，旁声。”“傍”的

本义是靠近。文中“傍”为其他、另外之意，这是

“旁”的引申义。当“旁”读“ｂàｎｇ”时，通“傍”，表
示凭借、依附、依照等义。当“傍”念作“ｐáｎｇ”时，
同“旁”，《广韵·唐韵》：“傍，亦作旁。”“旁”“傍”

二字读音与外形均相似，古籍中常存在混用的

情况。

三、《易筋经》异体字的特点及成因

（一）《易筋经》异体字特点

述古堂本《易筋经》中异体字主要具有如下

特征：

１．同词同用字数量大于异词同用字。１５６组
异体字中，同词同用字１４３组，占总数的９１．６７％，
异词同用字仅１３组，占总数的８．３３％。异词同用
字仅有三种区别，而同词同用字又可分为“同词异

形字”和“同词异构字”，且仍可进一步细分。

２．同词异形字多，同词异构字少。同词异形字

１３８组，占总数的８８．４６％；同词异构字５组，占总
数的３．２１％。同词异形字数量远远多于同词异构
字，且同词异形字变化情况复杂，小类较多。

３．构件异写字多，笔画异写字少。笔画异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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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组，占总数的２３．７２％。构件异写字１０１组，占
总数的６４．７４％，接近于笔画异写字的两倍，且变
形情况复杂，但构件异写字中多数字是因笔画变异

造成。

４．俗字数量较多。全书共４０组俗字，约占全
部异体字组的 ２５．６４％，集中存在于构件异写字
中。笔画异写字中有３组俗字，同词异构字中有２
组俗字，其余３５组俗字全部属于构件异写字范畴。
５．字体变化的方式具有多样性。述古堂本

《易筋经》异体字有十几种不同的变化情况，类型

较为丰富。首先可分为同词同用字和异词同用字，

其次同词同用字又可分为同词异形字和同词异构

字，两者又包含许多小类。

６．明清时期汉字形态趋于稳定。１５６组异体
字中异词同用字仅１３组，且在同词同用字中，同词
异构字仅５组，其余均为异形字。因此，这些异体
字绝大多数只是在形态上发生了变化，构形理据并

未改变，即一个字的基本写法已趋于稳定，这在一

定程度上说明明清时期汉字基本形态趋于稳定。

（二）《易筋经》异体字成因

首先，在汉字字体的发展演变中，每个阶段都

会出现新的字形，新字形的出现并不代表旧字形完

全消失，常常是新旧字形共存共用，或者一些字仍

保留部分旧字形的形态，因而产生较多的异体字。

其次，汉字具有表意性，造字理据的不同促成异体

字的产生。最后，述古堂本《易筋经》为明清之际

的手抄本，是述古堂蓄养的抄写者所书。这些抄写

者虽有一定的文化功底，但受环境因素及受教育水

平限制，大多水平不高，其用字习惯和书写态度均

会造成书中异体字较多。

整理和分析述古堂本《易筋经》中的异体字，

有助于了解明清时期异体字在武术典籍中的使用

情况和特点，对于武术文献的释读和整理具有重要

意义，对于研究汉字的发展演变和汉字的字际关系

亦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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