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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自古以來，古代先民便說「民以食為天」，從我們的祖輩掌握稻穀耕植技

術以來，造就了我們富庶的文明。由古至今東方民族通常皆以「米食」為主食，

包括小時候逢年過節，奶奶或媽媽都會製作特別的傳統米食，在現代忙碌的腳

步已是越來越少見。身為中文系學生，不只學習中國文學，傳承中華文化和精

神更是重要。所以，我們決定從自身生活經驗出發，結合對形、音、義成體系

分類的首部字書《說文解字》（以下簡稱說文，若為引用俱隨原文），藉由深

入了解《說文》中的「米」部字，明白這些字到底代表什麼食物，包含什麼意

義，演變到現在，是否還是代表以前的意思，還是隨著時代和文明的進步，早

就慢慢消失，或是被賦予新的定義。 

 

二、前人研究及研究現狀 

  對於《說文．米部》的研究就我們所見，僅有杜倩《析〈說文解字．米

部〉字中的飲食文化》（2012）1、李世持《〈說文．米部〉初探》（2013）2，

兩者主要著眼於分類米部字及闡述關聯的文化現象，前者大抵將米部歸屬三大

類，分別是米的基本種類、主食種類、米食與酒，再依三大類歸納小類，後者

則分成四大類，包括定義、結構組織或單位、品級分類、供用，在就代表性的

字（如：米、粲、 、粉）重點探討字義及背後的文化。若擴及至飲食詞、農

耕詞為主題，相關研究亦不甚豐厚，往往也只涉及部分米部字，立足《說文》

闡發飲食詞、飲食文化的研究有：肖文輝《〈說文解字〉飲食詞研究》

（2007）將米部字裡的 25 字劃分至糧食、成品食物、飲品三類，論文後兩節進

一步剖析飲食詞的命名義及同源研究、飲食詞的文化內涵，然而皆未談及米部

字3，還有高曉燕《由〈說文〉初探中國飲食文化》（2007）一文探討中國飲食

文化時，闡釋了梁、糗、糧、糒、糜、糂、䊤及新附字糉、粔的字義，並略述

其文化意涵。4在農耕詞研究這一方面，有王麗《〈說文解字〉農耕詞研究》，

惟文中提及的米部字僅米、粱、 、䊮、糧、糈而已，對這寥寥數字的處理也

止於與田、禾、米、艸等部的農耕詞統合歸類，全文主要側重於《說文》農業

相關詞彙部首之間意義與文化的橫向聯繫5，另外則有王鵬《〈說文解字〉農耕

詞匯研究》雖比前者多提及了糱、粺、粗、精、粹等字，可是同樣地該文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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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的依然是農耕詞的整合分類與彼此關係。6有鑒於對米部字整體研究難稱多

數及完備，因此本文嘗試探討《說文．米部》的字義，分析字義後利用成果，

進一步以詞義場歸納米部字，也藉此分析考察米部字之間的差異與歸部的合理

性。 

 

三、研究方法 

  我們先從《說文》裡找出米部字，共收錄 36 字及重文 7 字。在說查閱小學

堂和康熙字典、中華語文資料庫等字典、資料庫，找出米部字在《說文》的意

義，以及這些字在《詩經》、《爾雅》等古籍所出現的代表意義為何。最後使

用詞義場分析，將米部屬字從大範疇的米部義場進行歸類和統整，然後比較這

些字的異同，辨明它們同義、近義、反義及類義關係，看看米部屬字的古今義

是如何的傳承或變革並探討米食文化對我們中華文化的影響。 

 

貳、米部字義分析 

  《說文》米部字一共收錄了 36 字及重文 7 字。許慎於《說文·敘》闡明其

部首編排與部屬字歸納按照「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牽條屬，共理相貫。雜

而不越，據形系聯」，段玉裁注《說文》則謂「凡部之先後，以形之相近為次。

凡每部中字之先後，以義之相引為次」。綜二者之言意謂《說文》部首的編排、

歸納原則是依「據形系聯」將以同一部件構型的文字劃分為同一部首，字形近

似的部首在排列順序上也會接近，如米部字後為毇部字。對於部屬字的次序則

是以字義相關聯安排，是以本節根據《說文》及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釋義分

析米部字的字形、字義，也根據字義分析的結果考察許慎排序米部字。 

 

1. 米 

  《說文》：「粟實也。」按段注：「 部曰。粟、嘉穀實也。嘉穀者、禾

黍也。實當作人……如果實之有人也，果人之字古書皆作人。……至明刻乃盡

改爲仁。」7，粟實為粟仁。粟又是嘉穀實也，嘉穀則為「民食之大同」、「食

之所貴」的禾、黍。因此，粟於古代既為禾本科的禾、黍等作物的籽實及其之

總稱，又因在穀類中有「以粟爲主」的重要地位，所以米便能代稱禾、黍、稻、

稷、麥、苽的籽實，泛指穀類的籽實。若要將粟與米細分則有「粟舉連秠者言

之，米則秠中之人」的差異，《春秋說題辭》：「粟五變……三變而粲然謂之

粟，四變入臼米出甲……」亦以入臼舂搗與否，作為米與粟之別。 

  《說文》：「象禾實之形。」《說文》小篆作 ，「象禾黍之形」，意

謂象禾的籽實。段玉裁以為「禾實」當作「禾黍」，並「象二者之形」，「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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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者」是聚集的米粒，「十其閒者」則是使「四米之分」以便像米粒的形狀。

甲骨文作 ，斜直線一說為穗梗，一說為篩米器具。至戰國古文有作 、

、 者，將甲骨文米字中間的上、下兩點接近或相連，於是成了日後「米」

字裡的「十」字。另外此字也有用於形容成粒似米之物的釋義，《新唐書．卷

三十四．志二十四．五行一》：「縷金為花鳥，細如絲髮，大如黍米。」 8 

2. 粱 

  《說文》：「米名也。」按段注：「古訓詁多不言某名」，認為此處「米

名也」實為「禾米也」9，即粟米。粱之得名係為與粟、米作區別，「凡黍稷稻

之米無別名。禾之米則曰粱」。有作為精美食物之引申義，如《左傳．哀公十

三年》：「粱則無矣，麤則有之。」、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食以稻粱

為貴，故以粱表精。」、杜甫〈醉時歌〉：「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

足。」 

  《說文》：「从米，梁省聲。」說文小篆作 ，金文作 、 、

。 

3.   

  《說文》：「早取榖也。」早收、早熟的穀子。段注引鄭玄注《禮記·內則》

「孰穫曰稰，生穫曰穛」10，穛與 相通，又古時焦與爵同音，亦可作穱。按段

注因 還有「揫斂」之意，所以還有一義云「穀之小者」。《說文》：「从米，

焦聲。」《說文》小篆作 ，金文作 。 

 

4. 粲 

  《說文》：「稻重一䄷，爲粟二十斗，爲米十斗，曰毇」按段注此處說解

有脫漏，正確是「爲米九斗，曰毇」。意即一䄷稻加工後可得粟二十斗，依加

工程度不同，能得九斗的毇；八斗的糳；七斗的侍御，以及「六斗太半斗」且

「冣白」的精緻粲米11。因此也有將此字作為形容鮮明華美之樣的例子，《詩經．

唐風．葛生》：「角枕粲兮，錦衾爛兮。」、《文選．曹植．贈徐幹詩》：

「圓景光未滿，眾星粲以繁。」 12 之後再藉著此引申而出現指稱人笑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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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粲然。《說文》：「从米， 聲。」《說文》小篆作 ，睡虎地秦簡作

。 

 

5. 䊪 

  《說文》：「粟重一䄷，爲十六斗大半斗，舂為米一斛。」按段注粟是禾

黍實，此處作稻之「借辭」13，意即稻經舂搗後，可得十斗䊪米。《說文》：

「从米，萬聲。」《說文》小篆作 ，睡虎地秦簡作 。 

6. 精 

  《說文》：「擇也。」按段注「精，擇也」本寫作擇米，但未見於各本，

因此段玉裁將其補上。擇米即䆃擇之米，也就是段玉裁所引《莊子》謂「 筴

播精」，是一種將米置於有許多小孔的簸箕上，經由搖晃篩米，使碎米、稻殼

等雜物篩去的揀米方式，篩米過後得到的便是較完整的好米，因此精引申為

「較好」、「最好」之意，由此而生「精品」、「精兵」之詞。可追溯至戰國

古文 （郭.緇.39） （郭.老甲.34），偏旁「青」寫於米上。秦隸作

（睡.為 8），《說文》：「从米。靑聲。」《說文》小篆作 。 

 

7. 粺 

  《說文》：「毇也。」按段注一斛䊪，可舂為九斗粺，而以毇訓粺則因兩

者皆指同一加工程度，惟「粺謂禾黍米，毇謂稻米」14。《說文》：「从米，卑

聲。」《說文》小篆作 ，睡虎地秦簡作 。 

8. 粗 

  《說文》：「粗，疏也。」段注引《毛詩箋》「疏、麤也，謂糲米也」認

為與許慎相合，又云「疏者、通也，引伸之猶大也，故粗米曰疏。糲米與粺米

挍，則糲爲粗。稷與黍稻粱挍，則稷爲粗」15比較不精細的米即粗，之後便將此

義延伸至形容事物的粗糙不精緻，如《廣雅》：「粗，大也。凡不精者皆曰

粗。」、《禮記·樂記》：「其聲粗以厲」 、《荀子·正名》：「粗布之衣」。

最早見於篆文，《說文》：「从米，且聲。」小篆作 。 

9. 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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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文》：「惡米也」按段注「粟之不成者曰秕，米之惡者曰粊」16，壞米。 

  《說文》：「从米，北聲。」《說文》小篆作 。 

10. 糱 

  《說文》：「牙米也」按段注「牙同芽。芽米者、生芽之米也」又云「麥

豆亦得云米，本無穅，故能芽」17，包括麥豆在內，發芽的穀物都稱作糱。因為

有發芽的解釋而引申出釀成、造成之意，如《漢書．卷五四．李廣傳》：「今

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糱其短，誠可痛也！」18 

  《說文》：「从米，辥聲。」《說文》小篆作 。 

11. 粒 

  《說文》：「糂也。」按段注認為此處當作「米粒」。米粒是「常語」，

因而有淺人改以部分同義的糂釋義，然而《說文》糂解作「以米和羹也，一曰

粒也」，照此說法「則粒爲以米和羹矣」19。《禮記．王制》「北方約狄，衣羽

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此粒義：用米粒表性態。20 

  《說文》：「从米，立聲。」《說文》小篆作 ，《說文》古文作 。 

12.   

  《說文》：「 ，潰米也。」按段注此作「漬米」又引《毛傳》：「釋之

叜叜」、「釋、淅米也。叜叜、聲也。」，後解釋說「漬者初湛諸水。」21將米

浸水淘洗，《詩經．大雅》之所以作釋，係因 為釋的假借字。 

  《說文》：「从米， 聲。」《說文》小篆作  

13. 糂 

  《說文》：「以米和羹也。」加入米調製成羹，按段注「古之羹必和以

米。」，段注又云「一曰粒也。」22另一義指米粒。《禮記．內則》：「『和糝

不蓼』注：『或糝不蓼者，此等之羹，宜以五味調和米屑為糝，不須加蓼

也。』」此糝義：和米而成之羹曰糝。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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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文》：「从米，甚聲。」《說文》小篆作 ，《說文》古文是从米、h

參聲寫作 ，《說文》籀文是从米、朁聲寫作 ，段玉裁認為是甚聲、參

聲及朁聲，同在七部所致。 

14. 糪 

  《說文》：「炊，米者謂之糪。」段注引李巡注《爾雅．釋器》：「米者

謂之糪。米者謂飯之米性未孰者也。」、「李巡云：飯米半腥半孰曰糪。」24，

半生半熟的飯。《齊民要術》：「作糱法：八月中，晉小麥日部之不惜上，澆

以水，一日一肚，芽生便止，即散收會乾。」此糱義：漬麥所生之芽曰糱。25 

  《說文》：「从米，辟聲。」《說文》小篆作 。 

15. 糜 

  《說文》：「糝也。」按段注此作「糝糜也」，下云 「以米和羹謂之糝，

專用米粒爲之謂之糝。糜亦謂之鬻，亦謂之饘。」，又引釋名：「糜，煑米使

糜爛」，糜即今天所說的粥26。《晉書．何充傳》：「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

數，糜費鉅億而不吝也。」此糜義：毀；毀傷也。27《說文》：「从米，麻聲。」

《說文》小篆作 。 

16. 䊤 

  《說文》：「糜和也。」按段注「凡羹以米和之曰糝糜，或以菜和之曰

䊤。」28加入米調製成的叫作糝糜，以菜調製成的羹叫作䊤。 

  《說文》：「从米， 聲。」甲骨文作 （乙 2593），《甲骨文字

典》謂象米在器中之形29，卜辭中可見 字，時以「受 年」一詞出現，早

先曾有釋酋與粟，兩說未臻完備，於是又有唐蘭釋䊤讀作稻和䆃；于省吾論其

字為豆與菽的初文等說，至今未有定論30。金文作 （集成 4317），《說

文》小篆作 。 

。 

17.   

                                                           
24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頁 335。 

25
高樹藩編：《正中形音義綜和大字典》，頁 1288。 

26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頁 335。 

27
高樹藩編：《正中形音義綜和大字典》，頁 2247。 

28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頁 335。 

29
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9 年 5 月），頁 793。 

30
 裘錫圭：〈甲骨文所見商代農業〉，《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一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2 年），頁 241。 



  《說文》：「潰米也。」按段注「潰、屚也。謂米之棄於地者也。禾部曰：

 、舂粟不潰也。不抛散謂之不潰。」31潰爛之米。 

  《說文》：「从米，尼聲。」《說文》小篆作 。 

18.   

  《說文》：「酒母也。」按段玉裁注酴字「此酴亦訓酒母，則今之酵

也。」，釀酒的酵母。「作麴或以米、或以麥，故其字或从米、或从麥。」32米

跟麥都可以製成酒母，因此亦有作从麥的寫法。 

  《說文》：「从米， 省聲。」《說文》小篆作 ，《說文》或體作

。 

19. 糟 

  《說文》：「酒滓也。」按段注引鄭玄注《周禮·酒正》：「共后之致飮於

賓客之禮，醫酏糟。注云：『糟、醫酏不泲者，泲曰淸，不泲曰糟 。』」又

說「按今之酒但用泲者，直謂已漉之粕爲糟，古則未泲帶滓之酒謂之糟。」33古

時候將未過濾帶有酒滓的酒稱作糟，段玉裁之時將從酒過濾出的渣滓稱作糟。

《晉書．孔瓊傳》：「公不見肉糟醃，更甚久耶?」此糟義：漬；以酒糟漬之。
34 

  《說文》：「从米， 聲。」《說文》小篆作 ，《說文》籀文作

。 

20. 糒 

  《說文》：「乾也」按段注此作「乾飯」，又引釋名：「乾飯，飯而暴乾

之也。」經曝曬所製的米飯。 

  《說文》：「从米， 聲。」《說文》小篆作 。 

21. 糗 

  《說文》：「敖米麥也。」按段注粉別引鄭眾與鄭玄注《周禮》：「羞籩

之實。糗餌粉餈。」鄭眾注解稱「糗、 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鄭玄

則注說「糗者、擣粉 大豆爲餌餈之黏著以坋之耳。」，兩者差異在鄭玄只提

                                                           
31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頁 335。 

32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頁 335。 

33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頁 335。 

34
高樹藩編：《正中形音義綜和大字典》，頁 1286。 



及「大豆」，然而鄭玄注《禮記．內則》則說糗是「擣熬穀。」，所以鄭玄的

說解是或用大豆包括穀米，以及或用穀米涵蓋大豆，許慎只說敖米麥也是如此。

而鄭玄還注糗「擣粉」是對「糗餌粉餈」作出了全局的解釋，糗在舂搗為粉末

後「可以施諸餌餈」35，許慎於此則只對糗單字釋義乾煎熟的米麥。《國語．吳》

「『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韋注：『糗，寒粥也』」此

糗義：熟粒、熟粉曰糗；熬米麥至熟略搗之而成者；和之以水即成粥。36 

《公羊．昭廿五年》：「『敢至糗于從者；』何云：『糗，糒也。』」此糗義：

乾飯曰糗；通「糒」。 37《說文》：「从米，臭聲。」楚文字作 （包

2.256），《說文》小篆作 。 

22. 䊆 

  《說文》：「舂糗也。」按段注：「米麥已熬。乃舂之而簁之成勃。」將

熬過的米麥舂搗後，再篩簸出粉末，又言「鄭所謂擣粉也，而後可以施諸餌

餈。」38利用糗搗出的粉末，可與餌餈相配。 

  《說文》：「从米臼。」《說文》小篆作 。 

23. 糈 

《說文》：「糧也。」按段注引王逸注《楚辭》：「精米，所以享神」39用以祭

祀天地的精米。《山海經．南山經》：「凡鶴山之首，糈用米稌。」此糈義：

經米曰糈；用以享神者。40 

  《說文》：「从米，胥聲。」《說文》小篆作 。 

24. 糧 

  《說文》：「穀也。」段注引鄭玄注《周禮．廩人》：「凡邦有會同師役

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鄭云：行道曰糧。」41，行道、遠行途中所吃的

乾飯。段玉裁認為許慎在此以穀釋糧，是將鄭玄所說「行道曰糧，謂糒也。止

居曰食，謂米也。」合併起來看，將糧當作食物的總稱。 

  《說文》：「从米，量聲。」金文作 （集成 10320），楚文字作

（郭.成.13），《說文》小篆作 。 

                                                           
35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頁 335。 

36
高樹藩編：《正中形音義綜和大字典》，頁 1285。 

37
高樹藩編：《正中形音義綜和大字典》，頁 1285。 

38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頁 336。 

39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頁 336。 

40
高樹藩編：《正中形音義綜和大字典》，頁 1284。 

41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頁 336。 



25. 粈 

  《說文》：「雜飯也。」 

  《說文》：「从米，丑聲。」《說文》小篆作 。 

26. 䊮 

  《說文》：「穀也。」《段注》亦言「䊮者穀也。」42䊮與穀可互稱。《國

語．魯》：「君蓋以名器請糴於齊？」此糴為䊮異體字，義為：買股入己之釋

曰糴。43 

  《說文》：「从米，翟聲。」楚文字作 （包 2.103），《說文》小篆作

。 

27.   

  《說文》：「麩也。」按段注此作「末也」，段注又說「凡䊳而粉之曰

末。」、「麥部曰。麪、麥末也是也。麪專謂麥末。 則統謂凡米之末。」麪

專指麥的粉末， 則泛稱穀物的粉末。 

  《說文》：「从米，蔑聲。」《說文》小篆作 。 

28. 粹 

  《說文》：「不雜也。」，段注：「劉逵引班固云：『不變曰醇。不襍曰

粹。』按粹本是精米之偁。引伸爲凡純美之偁。」44粹即精米，延伸作純美之義。

《楊炯．王子安集序》：「因人以通其粹。」此粹義：人物釋禮之精華曰粹。45

《後漢書．張衡傳》：「『朋精粹而為徒；』注：『精粹，美也』」此粹義：

智純至美曰粹。46 

  《說文》：「从米，卒聲。」《說文》小篆作 。 

29. 氣 

  《說文》：「饋客芻米也。」贈予客人的糧食，按段注氣源自「聘禮殺曰

饔，生曰餼。餼有牛羊豕黍粱稻稷禾薪芻等。」古代君臣禮節活動的產物。

「不言牛羊豕者、以其字从米也。言芻米不言禾者、舉芻米可以該禾也。」47許

慎的說解之所以不提及牛、羊，因為氣是米部從屬字，不提禾黍等，因以芻米

概括互相贈受的糧食，另外段注還謂餼是氣假借為雲氣後的後起字。《禮．月

令》：「孟春之月，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氣為名詞，物體三態之一，非

                                                           
42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頁 336。 

43
高樹藩編：《正中形音義綜和大字典》，頁 1288。 

44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頁 336。 

45
高樹藩編：《正中形音義綜和大字典》，頁 1283。 

46
高樹藩編：《正中形音義綜和大字典》，頁 1283。 

47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頁 336。 



固體、液體而能自然散佈者曰氣體，略稱氣。48《孫．軍》：「故三軍可奪氣，

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

歸」。此氣為人之精神發揚於外者位之氣。 

  《說文》：「从米，气聲。」《說文》小篆作 ，《說文》或體作

、 ，秦隸作 （睡.效 29）。 

30. 䉺 

  《說文》：「陳臭米也。」段注引顏師古注《漢書．賈捐之傳》：「太倉

之粟，紅腐而不可食。」、「粟久腐壞。則色紅赤也。」，段注又云「按紅卽

䉺之叚借字」，即䉺是指紅腐敗壞的米。 

  《說文》：「从米，工聲。」《說文》小篆作 。 

31. 粉 

  《說文》：「傅面者也。」段玉裁認為此作「所以傅面者也。」又引《小

徐本》「古傅面亦用米粉。」並根據《齊民要術》「粉英僅堪妝摩身體耳。傅

人面者固胡粉也。」，綜二者言，段玉裁認為「許所云傅面者、凡外曰面。」

即用以妝扮的米粉。 

  《說文》：「从米，分聲。」楚文字作 （包 2.259），《說文》小篆

作 。 

32. 䊎 

  《說文》：「粉也。」許慎、段玉裁皆以粉釋䊎，粉的意思則是妝容的米

粉。 

  《說文》：「从米，卷聲。」《說文》小篆作 。 

33. 䊝 

  《說文》：「 也。」與 互訓， 段注釋為「散米」49。 

  《說文》：「从米，悉聲。」《說文》小篆作 。 

34.   

  《說文》：「䊝 ， 之也。」按段注「是 本謂散米。引伸之凡放散皆

曰 」50，原指撒米，後引申為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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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樹藩編：《正中形音義綜和大字典》，頁 804、805。 

49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頁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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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頁 336。 



  《說文》：「从米，殺聲。」《說文》小篆作 。 

35. 䊳 

  《說文》：「碎也。」按段注䊳與石部的碎互訓，又引王逸注楚辭「精瓊

爢以為粻。」、「爢，屑也。」，段玉裁又說「爢卽䊳字」，並根據《廣雅》

分別釋糜「饘也」及「糏也」51，因而認為䊳是指粉碎之義。 

 

  《說文》：「从米，靡聲。」《說文》小篆作 。 

36. 竊 

  《說文》：「盜自中出曰竊。」按段注「米自穴出」52的意象即形成盜賊偷

竊的情狀，米可視作盜賊所竊之財物。《大戴禮．曾子立事》：「無義而厚其

祿竊也」。此竊為非分之事。53《爾雅．釋草》：「『蘮蒘竊丹』注：『似芹，

實如麥，兩兩相合，有毛著人衣』」。此竊為著，附著。54《禮．禮運》：

「『顧正不正、則君位危；危則大臣倍小臣竊；』著：『倍，背叛也；竊，循

私也。』」此竊義為私，循私也。
55
 

《說文》：「从穴米，禼廿皆聲也。」楚文字作 （包 2.121），《說文》小

篆作 ，與今日楷書竊相較，廿聲已被省略，米字上亦多了一撇，與釆字類

似。 

 

參、米部字詞義場 

  說文米部共 36 字，根據《段注》及上一節字義分析的結果，我們將米部字

劃分為穀名、形態、品質、加工和其他。 

 

 

 

 

 

穀名 粱、䊮 

形態 穀物  、 、粒 

米 糱、 、䊝、  

 

 

品質 

 

成品糧製作 

上等 粲、精 

中等 粺 

下等 䊪、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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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頁 336。 

52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頁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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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樹藩編，《正中形音義綜和大字典》，頁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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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樹藩編，《正中形音義綜和大字典》，頁 1220。 

55
高樹藩編，《正中形音義綜和大字典》，頁 1220。 



 

米部分類 

 非成品糧製作 上等 粹 

下等 䉾、䉺、  

 

加工 

乾糧 糒、糗、䊆、糈、糧、粈 

粥類 糂、糪、糜、䊤 

酒類  、糟 

 

其他 

文化 氣 

裝飾 䊎、粉 

動作 䊳、  

  

其中品質又可分為成品糧和非成品糧的品質，加工又可分為糧食、粥類和酒類。

穀名一類是由無特別說明狀態、品質的穀類組成，包含梁、䊮；形態一類是根

據穀和米在一定條件下表現的不同形式所分，例如 為早熟的穀物、 為粉末

狀的穀、粒為脫殼後的穀、糱為發芽的米等；品質一類分成成品糧與非成品糧

的製作，根據其品質優劣可分為上、中、下等；加工一類包含將米做進一步利

用的字，其加工含烹煮成粥、發酵製酒、曝曬成糧等；其他一類為較難以歸入

上述類別的米部字，例如「氣」，雖為糧食，但其說明側重為贈予客人或君臣

禮節活動的產物，故分為其他。 

 

一、表穀名的分類義場 

穀名 

米 粱 䊮 

 

包括米在內，與粱、䊮同樣都是指穀名，今日對米大多的印象會是白米或白米

飯，然而古代受限於碾米技術影響，完整去除穀殼的米並不多見，由《段注》

釋毇引《毛詩鄭箋》：「米之率。糲十、粺九、糳八、侍御七」可一窺端倪，

以及釋米開頭已言「粟實……實當作仁」，卻在之後強調「粟舉連秠者言之，

米則秠中之人」，大抵係因對古人而言帶有穀殼及完整去殼都可稱作米。由此

觀之，梁也不該只限於「禾米」，䊮《說文》與《段注》皆解作「穀也」，因

此將三者歸納為穀名的分類義場。 

 

二、表米形態的分類義場 

 

此一分類是米或穀被施以某一動作後的形態，譬如糱是牙米，即發芽的米， 

形態 

穀物 米 

 、 、粒 糱、 、䊝、        



是漬米，即淘洗米，䊝、 都是散米，即被拋灑的米， 是早熟的穀子，粒是

除殼後的穀子， 是舂搗後穀物的粉末。 

 

三、表米品質的分類義場 

 品質 

 非成品糧製作 成品糧製作 

上等 下等 上等 中等 下等 

粹  䉾 䉺   粲 精 粺 䊪 粗 

  《說文．米部》代表米品質的義場有粲、䊪、精、粺、粗、粺、䉺、 ，

共 8 字。這一義場還可以劃分出表成品糧製作的分類義場，所謂的成品糧是指

帶有殼皮的原糧，進行舂搗、簸篩在內的工序，表成品糧製作的分類義場裡有

粲、䊪、精、粺、粗。其中粲、䊪、粺根據段玉裁引《九章算術》的粟米率，

都是舂搗後定量，以表示成品糧的製作程度。如今天的糙米、胚芽米及白米，

存在是否完整去除糠層及胚的差異，或又如現代米業者提供了將米的糠層輾去

三分、五分、七分的選擇，因而粲、䊪、粺與稻、粟形成舂搗後石、斗的換算

關係，也就是秦漢時不同作物間、原糧間及原糧和成品糧之間的換算體系56，同

時這也構成了一順序義場，結合《段注》釋䊪「粟十六斗大半斗爲米十斗」及

釋粲「米一斛舂爲九斗曰毇是也，毇卽粺……八斗而舂爲六斗大半斗則曰

粲……」可看出由穀實舂搗後層層遞進的品質排列順序是十斗的䊪、九斗的粺

及六斗大半斗的粲。粗雖然也指舂搗後較不經細的米，但不是定量，且可以是

指比較之下較不精細的米。至於精除了不限定定量，也不主要指舂搗這一工序，

而是指經簸篩挑選的米。 

三、表米加工的分類義場 

加工 

乾糧 粥 酒 

糒、糗、䊆、糈、

糧、粈 

糂、糪、糜、䊤  、糟 

   

表米加工的義場中可分成乾糧、粥及酒，三者各有 6 字、4 字及 2 字，其中指

乾糧一類的米加工佔較多數，箇中原因可能是舊時儲藏、產能能力有限，所以

米飯製作成乾糧才能延長保存期限，同時也表米加工成酒的義場中的 、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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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107 年 3 月 



分別是酒母和酒滓，指的是加工的原料與過程，並非如乾糧及粥二類是加工的

成品，用以酒加工成品的字，如：醠，濁酒、醲，厚酒、䤊，重釀酒，皆从酉

而歸酉部。 

 

肆、結語 

  本文針對米部字進行了字義分析及詞義場歸類，從收錄的 36 字及重文 7 字

中，我們歸納出幾個結論。首先，在字義分析的過程發現了許慎《說文》釋䊮

及糧都以「穀也」作說明，表示了兩者的類屬，可字義上仍不夠明晰，不足以

判別兩者之異同，所幸段玉裁注「糧」為其增益了「行道曰糧」，才能夠清楚

糧的詞義內涵與兩字的差別。第二，從米部編排觀之，米部字所收錄的數量在

《說文》中並不算多，我們知道《說文》部首的編排、歸納原則是依「據形系

聯」將以同一部件構型的文字劃分為同一部首，然而在字義分析的過程中，依

舊發現了有一些與米部字緊密關聯的字並未歸入米部，如：許慎釋米為「粟實

也」且段玉裁亦引部的粟做說解。又如粺，許慎將之與毇互訓，可是卻另立毇

部，而毇部只收二字， 部也僅有三字，卻使毇、粟別立他部，不將這些相關

字分入米部是否合宜及其理由都值得再深入思考。若以分類查閱方便為由我們

認為是該列入米部的，這是我們認為許慎有所不足之處。第三，由義場分類視

之，米類品質義場中包含了成品糧的字有限定量且程度增加的順序義場，米加

工義場中由於是調理方式的不同分類，因此綜觀米部字不大見得到同義及反義

關係。最後，正如前述有些與米部高度相關的字沒有歸為米部字，像 部的

粟、毇部的毇及糳，這一點亦是本文的不足之處，本文只談論了《說文．米

部》36 字，可是與米部關聯字或是新附字皆未有處理，如何在《說文》及字書

中尋得米部的核心字彙，並加以深入鑽研，是我們可以改進的方向。 

 

  總的來說，這次研究使我們更了解《說文》的分類和編排，對於和米相關

之字也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我們該做的就是去分析了解前人所造好的基石，

補充其所缺失，並設法將之用現代人更易理解的方法來闡述，使人們能更輕易

得取得先賢的智慧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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