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书总要
六书是古人解说汉字的结构和使用方法而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此《六书总要》为明

代吴元满编集。全书共五卷，分：数位、天文、地理、人伦、身体、饮食、衣服、宫

室、器用、鸟兽、虫鱼、草木十二部。前附六书总论、六书相生图等，后附正小篆之

讹。此本为明万历时期刊本。

六书说是最早的关于汉字构造的系统理。汉字的形体构造分为内部结构和外形结构两

部分。内部结构指汉字的构造方法，或称造字方法，传统叫做六书：象形、指事、会

意、谐省（形声）、转注、假借。其中象形、指事是“造字法”，会意、形声是“组

字法”，转注、假借是“用字法”。

六书总要自序（吴元满撰）、六书总论、六书相生图、字相生目录、凡例

卷一：数位第一

卷二：天文第二、地理第三、人伦第四

卷三：身体第五

卷四：饮食第六、衣服第七、宫室第八、器用第九

卷五：鸟兽第十、虫鱼十一、草木十二

附正小篆之讹

https://old.shuge.org/ebook/liu-shu-zong-yao/




吴元满，生卒年不详，字敬甫，明代歙县(今安徽省歙县)人，精于文字学。

四库提要：是书亦分数位、天文、地理、人伦、身体、饮食、衣服、宫室、器用、鸟

兽、虫鱼、草木十二部，盖承戴侗、杨桓之绪论，而变本加厉。所分部首，皆以象形

为主，谓之正生。而指事、会意以下，则有正生、变生、兼生之别。不取许慎《说

文》，概为谐声之说。其字皆以柳叶篆写之，谓其有鸟迹遗意，足排斥小篆方整妍媚

之态。然所谓古文，大抵出於杜撰，又往往自相矛盾。如於“三”字下注云：“俗作

叁弎。”是以说文之“弎”为俗字矣。於“一”字下云：“或加弋作弌。”又用《说

文》之说。岂三从弋则俗，一从弋则不俗乎？至所引经传诸文，率以意改。如“二”

字下引《诗》“衣服不二”、《论语》“不二过”、“采”字下引《左传》“不采菽

麦”之类，尤为疏舛矣。

注：此PDF文件包含分卷书签。框高 21.3 x 13.8厘米，十四行二十五字，四周单边，

白口单鱼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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