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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書名及索書號 檢字 特色 主要附錄 

藤堂明保
とうどうあきほ

：《漢字
か ん じ

語源
ご げ ん

辞典
じ て ん

》 

PL1281 .T6 1965 

○序上古韻部 
○索漢字筆畫 

作者就漢字之上古音，嚴格地把發音相近之單音節詞並列，列音変
おんへん

及字形
じ け い

之演變，並從每詞

之基
き

本
ほん

義
ぎ

概括出意義相關之詞族組，再按詞族組中每字引申出來之詞語組成單語家族
せ ん ご か ぞ く

 

上
じょう

古
こ

～ 中
ちゅう

古
こ

の韻
いん

母
ぼ

対
たい

照
しょう

表
ひょう

 

〈序説
じょせつ

〉內之〈単語家族
た ん ご か ぞ く

の研 究
けんきゅう

〉 

鐘旭元、許偉建：《上古漢語詞典》 
PL1420 .C5234 1987 

○序康熙部首 
○索漢字筆畫 

收甲骨文、金文、漢前典籍文獻之上古漢語詞彙，引出土及存世文獻例證並附篇卷名稱 
補充其他漢語辭書中所忽畧之辭彙，並反映詞彙發展情況；整理甲金通假字；選收專有名詞

甲骨文、金文字形表 

甲骨文、《史記．殷本紀》商代世系對照表 

商務印書館編輯部：《辭源》 
PL1420 .C6 1979 
PG Office 藏有 

○序康熙部首 
○索漢語拼音 

四角號碼 

始於 1908 年，以舊有之字書、韻書、類書為基礎，以語辭為主，兼收百科，強調實用，目

的為解決閱讀古籍時關於語詞典故及有關古代文物典章制度之問題，收詞止於鴉片戰爭；含

今音、中古反切及音韻地位，釋義按本義、引申、通假為序，重考語源；書證出處亦詳篇卷

歷代建元表 

新舊字型對照表 

繁簡字對照表 

詞

源

辭

典 

王力：《同源字典》 
PL1303 .W36 1982 

○序上古韻部 
○索漢語拼音 
 康熙部首 

列同源詞及其上古擬音，結合語音孳乳、訓詁及書證舉同源之證。 
因源、流難以確斷，故祇提出同源之概念。 
詞族硏究另見：《漢字語源辞典》及張希峯：《漢語詞族叢考》、《續考》、《三考》等書。 

正文前有 

〈同源字論〉、〈漢語滋生詞的語法分析〉

及〈古音說畧〉 

丁聲樹：《古今字音對照手冊》 
PL1201 .T56 1958 

○序漢語拼音 收漢字之今音及《廣韻》系統中古音之音韻地位，收約六千字，缺擬音。 
古今字音對照查詢系統：http://www.jylinxi.cn/ 

 

唐作藩：《上古音手冊》 
PL1201 .T318 1982 

○序漢語拼音 
○索康熙部首 

從漢字今音查對其古音學家所定出之上古音的音韻地位：韻聲調，上古音指以《詩經》音為

代表的周秦兩漢時期之漢語語音系統。收約八千字，亦缺擬音。 
 

周法高主編：《漢字古今音彙》 
PL1209 .H36 1974 

○序康熙部首 
 

收集董同龢、高本漢氏、及周法高三家之上古及《切韻》擬音，並註國、粵音，收一萬二千

餘字。 
國語標音補遺、三家上古韻母擬音對照表 

國語羅馬字及威妥碼式羅馬字拼音對照表 

語

音

辭

典 

李珍華、周長楫撰：《漢字古今音表》 
PL1201 .L42 1993 

○序廣韻韻目 
○索康熙部首 

把漢語歷時跟共時之語音差異縱橫結合放在一起比較，收中古、上古、近代擬音及現代八方

言點之發音，收字約九千，包括《詩經》及《中原音韻》用字。 
漢語語音發展使說畧 

諸家上古音聲紐韻部比較表 

楊樹達：《詞詮》 
PL1420 .Y17 1978 

○序老國音 
○索康熙部首 
 漢語拼音 

取先秦兩漢古書中恆用之單音節虛詞，以淺白之文言解釋詞義，首別詞類，次說明其意義訓

釋，終引書證，出處詳篇卷，偶引他人之注釋；共收五百餘詞，然書證有百處之誤。 
跟以詞性論虛詞之《高等國文法》為姊妹篇。 

 

虛

詞

辭

典 

何樂士等：《古代漢語虛詞通釋》

PL1237 .G83 1985 
○序漢語拼音 
○索四角號碼 
 部首 

收詞按前人及當代之同類著作，從中比較，斟酌取捨；亦另調查古籍，藉分析原始資料概括

出各虛詞之特點；亦收作狀語或介繫語之詞，共 549 個。就每義項釋義舉例，書證出處詳篇

卷，文句含白話翻譯，亦提供對譯成白話之意見；另又簡述其實詞義。 

本書例句引用古籍書目 

〈前言〉另附詞類簡介 

馬天祥、蕭嘉祉 
《古漢語常用通假字字典》 
PL1281 .M327 1989 

○序漢語拼音 
○索漢字筆畫 

為《古漢語通假字字典》之畧本，祇列通假字之本義、常用義及通假義，缺前人成說，並附

書證，詳出處篇卷，書證之其他通假字附註。收材自先秦至近代，共一千餘字。 

 通

假

辭

典 朱起鳳：《辭通》 
PL1420 .C523 1993 

○序平水韻目 
○索四角號碼 
 漢字筆畫 

逆引排序之雙音節語典，列異形同義詞，重因聲求義，詳引唐以前書證及其出處之篇章，並

以文言畧述假借、通假、形誤、別體等之來龍去脈。對沿訛以久之詞詳細考訂校正；對解釋

含湖之詞以類比辨析明其義；收詞四萬餘條。惟未細究古音，但云“一聲之轉＂了事。 

辭通附錄（收形同但音義相異之詞條） 

辭通補遺（更正錯誤） 

（首施兩端──首鼠/首施/首尾） 

張玉書修纂、王雲五編索 
《（索引本）佩文韻府》 
AE4 .P4 1994 

○序平水韻目 
○索四角號碼 
 漢字筆畫 

逆引排序的詩詞歌賦詞藻典故詞典之彙輯，“佩文”為康熙書齋名，《正篇》《拾遺》各 106 卷，

下至明代著作，唐宋佔優；每字列反切、說文、韻書義；然資料多輾轉鈔襲，故訛誤不少

韻藻列詞條及其出處，未詳篇卷且缺注釋 對語舉對偶例 摘句摘詩詞佳句 

韻府拾遺 出

處

詞

典 張廷玉等篇：《駢字類編》 
AE4 .P5 1984 

○序漢字字義 
○索另書刊行 

漢語雙音節(駢字)詞林，為《佩文韻府》之姊妹篇，列詞彙典故出處，詳篇卷，收 1604 字。

“除虛字不采外，將天地時令山水居處珍寶數目方隅采色器物草木鳥獸蟲魚分為一十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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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推薦有關之網絡資源： 

字典網：http://zhongwen.com/zi.htm 
提供不同網上字詞典之連結，如： 

《國語辭典》：http://140.111.34.46/dict/ 

《漢字字典》：http://chineselanguage.org/dictionaries/ccdict/ 
 提供諸方言之發音及英語解釋 

《漢籍電子文獻》：http://www.sinica.edu.tw/ftms-bin/ftmsw3 

Unihan Database: http://www.unicode.org/charts/unihan.html 

Etymological Database: http://starling.rinet.ru/cgi-bin/main.cgi 

敎育部四部電子辭典：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MANDR/EDU6300001/fourdict.htm 

《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國語小字典》、《異體字字典》、《成語典》 

人文電算硏究中心：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ocal.html 
粵語審音配詞字庫、林語堂當代漢英詞典、現代漢語常用字頻度統計…… 

中古反切音韻地位及各家擬音：http://www.eastling.org/tdfweb/midage.aspx 
《中国語方言字音データベース》：http://homepage2.nifty.com/Gat_Tin/fangyin.htm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Common Chinese Characters（查中古擬音及日音）: 
 http://www-personal.umich.edu/~wbaxter/etymdict.html 
古今音檢索系統（音韻地位及國臺客語音）：http://w3.cyu.edu.tw/luo4/ 

查小篆字型：http://www.chinese99.com/xiaozhuan/ 

《康熙字典》網上版：http://www.kangxizidian.com/index2.php 
 部首及打字檢索，提供原圖掃描 

《說文解字注》：http://www.gg-art.com/imgbook/index.php?bookid=53 

《中國大百科全書智慧藏》：http://203.72.198.245/web/Default.htm 
由臺灣購入之《中國大百科全書》之電子版 

《漢達文庫》：http://www.chant.org/ 
出土文獻：甲骨文、金文、竹簡帛書 
傳世文獻：先秦兩漢、魏晉南北朝 

On-line Citation Guide: http://www.bedfordstmartins.com/online/ 

海峯 Unicode 5.2 字型下載：http://www.hytung.com.tw/zh-cn/Download.aspx 

Unihan Database： 
○索部首筆畫、意義、中日韓越粵音或中古擬音 
○用提供不同字詞典之索引、部首筆畫、中日韓越粵音、中古擬音、倉頡碼、異

體、四角號碼、字頻、中日配詞，並提供圖像代替普通字庫所缺之字。 
 
              Unicode 編碼 
    字形資料     

 
  
        圖！！ 

     語音資料      閣下電腦某字型之字體 

 廣州音 

 

      漢語拼音 中古擬音 音読み  訓読み 高麗音 

 
 
   異體           倉頡碼 

    
 
    其簡化字    其正體字  同或近義字 
 

配詞 
 
 
     四角號碼 
     高本漢《新編中國文法》 
    《辭海》香港中華 1983    頁碼．第幾條 
    《康熙字典》中華 1989 第七版   頁碼．第十九個字 
 

漢語拼音（詞頻） 
   

           越南漢字音 

 
    《大漢和辞典》 
    韓國之《大辭苑》 

           以訓民正音表示之高麗音 

           《宋本廣韻》：頁碼．第幾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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諸辭書比較 
書 中 50006 秋 29980 賞 90806 月 77220 

語

源

第 185 頁：No. 35 由．抽．首．朝．融．中 
タイプ ｛TOK TOG TONG｝ 

基本義：抜
ぬ

き出
だ

す、抜
ぬ

け通
とお

る 

第 206 頁：No. 42 秋焦酒就秀瘦宿肅戚 

タイプ ｛TSOG TSOK｝ 

基本義：搾
しぼ

る、縮
ちぢ

む、細
ほそ

い 

第 351 頁：No. 89 當．賞．償 
タイプ ｛TANG｝ 

基本義：開
ひら

いた面
めん

を押
お

し当
あ

てる 

第 638 頁：No. 168 缺抉刮越厥月外捐 
タイプ ｛KUAT｝ 

基本義：カギ型
かた

に抉
えぐ

り取
と

る 

上

古

漢

語

第四頁，開首引古文用字法 
一、 中間、正中（引《左傳》及《禮記》等） 
二、 讀為“仲＂（引銘文及《說文解字》等） 
並附三複詞：【中庭】、【中史】、【中翰  】

［按：中  昜、中   ］ 

從缺 從缺 

第 72 頁，引甲骨文用字，銘文及尚書等例證 
“計時單位。從甲骨文的記載來看，商代的人

們已經把一年分為十二個月，月有大……閏月

稱為｀十三月。＇《甲》2122：｀癸巳卜；旬

亡（無）□上［按： ］（咎）？十三月。＇……＂

辭 第 83 頁，含 233 複詞條 第 2298 頁，含 51 複詞條 第 2967 頁，含 20 複詞條 第 1472 頁，含 107 複詞條 

同

源

第 608 頁 
tiuəm 中：tuk 督裻𧛔（𧞶）（侵覺旁對轉）

［引《荀子》、《說文》、《莊子》等］ 
從缺 從缺 從缺 

詞

詮

第 208 頁，首列老國音。 
㈠形容詞 合也。有用在名詞上者…… 

 （引《荀子》、《漢書》及《史記》） 

㈡外動詞 傷也。（引《漢書》、《後漢書》等）

㈢方所介詞 讀平聲。(引《墨子》《孟子》等)

從缺 從缺 從缺 

古

代

漢

語

虛

詞

通

釋

第 821 頁，首列詞性。 

副詞 

常用於動詞前。 

㈠ 表示動作的方法是對半或居中等量分開

的。對譯時可隨文義恰當譯出。 

（引《莊子》及《三國志》等） 

…… 

介詞 

“中＂常和它的賓語一起，用在動詞之前，表

示動作的方位。可譯為“在……中＂等。（引《論

語》及《國語》等） 

［附］ 

㈠ 作形容詞，有“中等的”、“一半”…… 

從缺 從缺 從缺 

通

假

第 408 頁 
中 zhōng 中間，當中。 
 忠 zhōng 忠誠。（引《孝經》及《荀子》）

 仲 zhòng 位次在中。如仲春，仲夏。 
 （引《周禮》、《春秋繁露》及《漢書》等） 

從缺 

第 245 頁 
賞 shǎng  對有功者賜與財物、官爵等。

償 cháng  報答，酬報。（引《韓非子》）

尚 shàng  崇尚。（引《管子》及《荀子》）

從缺 

辭

通
含 60 條以“中＂為首之詞條 含十一條以“秋＂為首之詞條 含三條以“賞＂為首之詞條 含八條以“月＂為首之詞條 

佩 含約千餘以“中＂為首之詞條 含千餘以“秋＂為首之詞條 含約二百條以“賞＂為首之詞條 含約八百條以“月＂為首之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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駢

字

卷第一百二十四．方隅門十二 
今本第七冊 

卷第二十五．時令門四 
今本首冊 從缺 卷第七．天地門七 

今本首冊 
古

今

字

音   
上

古

音 

 
  

音

彙

編號 漢字 董頁 中古調類 董上古音  高索  上古擬音/中古擬音/現代國音 高韻 （周韻） 周法高上/中古擬音(廣韻韻目) 朱駿聲索  國羅  國音 廣州音 沈頁 反切 

 

 

音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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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書剪影 

 

 

 

《漢字語源辞典》 《上古漢語詞典》 《辭源》 《同源字典》 

 
《詞詮》 《古代漢語虛詞通釋》 

   
《辭通》第 2127 頁 《古漢語常用通假字字典》 《駢字類篇》 《佩文韻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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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