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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由印篆去探討篆書之隸變。首先由先秦古璽觀察大篆到小篆的統一。

其次再探討秦系印到漢篆的隸變。在先秦文字中共可分為五系分別為：齊系、燕

系、晉系、楚系、秦系。其中齊系、燕系、晉系、秦系繼承了大篆系統文字，楚

系文字則以簡帛書風格呈現。秦國也有簡帛文字，如：《青川木牘》、《雲夢睡虎

地秦簡》、《里耶秦簡》……。而這便可視為秦系文字隸變的開始。而後，秦統一

六國，頒布小篆以作為官方通行文字，民間則是延續著使用簡帛文字，稱為古隸。

由先秦的璽印可視為隸變的先趨。到了秦國一統，小篆雖為官方文字，但隸變之

已經成為一必然性的事實了。最後以漢篆比對《說文解字》中的小篆更可發現文

字的隸變。 

 

 

 

【關鍵詞】篆書、小篆、印篆、璽印、隸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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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文字的演變大約可分為篆、隸、草、行、楷五個階段。現今大家以楷書作為

主要的溝通文字，而與楷書相近的隸書、行書尚可看懂其文句，但識篆辨草就成

了一大難題。今日草書在日常生活中幾乎沒有使用的機會，篆書則在印章用字上

被延續下來。 

 

  篆書基本上還可細分成：大篆、小篆及摹印篆三大類。大篆廣義而言是與小

篆作一對比，凡小篆前的文字都被稱為大篆。小篆中則還細分為秦篆與漢篆，但

今日所指的小篆多是針對《說文解字》中所收錄的秦小篆而言。摹印篆或稱印篆，

即璽印上所使用的似篆似隸的篆字。 

 

  戰國在秦一統全國後，秦始皇頒布「車同軌、書同文」的法令，將各國不同

的大篆、簡帛文字全都改為官方文字──小篆，而民間文字則是使用較簡單的隸

書。 

 

  印篆顧名思義就是刻於璽印上的篆文。篆刻講求篆法、章法與刀法。但觀今

日電腦刻印以無刀法可言，而所套用的篆書字型，只是將筆劃拉長、結構改為上

密下疏的「楷書」。以「早、首、為、前、人、入、帆」七字為例，套用字形檔

後，如下表所示： 

  早  首  為  前  人  入  帆 

市售電腦篆書字型1  早 首 為 前 人 入 帆 
說文小篆2  早 首 為 前 人 入 颿 

                                                       
1 市售的篆書字型檔無論是華康、文鼎、金梅、超研澤……或多或少皆有錯字。本文以「華康新

篆體」為例。 
2 本文《說文》小篆以中央研究院所開發之漢字資料庫 2.64 版中提供的「北師大說文小篆」，其

正確度較高，凡本文之《說文》小篆皆以此為主，不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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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的電腦篆書中，有些字呈現出的形體不僅不符合篆書的篆法，更不符合文

字學的造字法則。而在小篆未定立的時候，篆書入印時就已經發生隸變，隸變主

因有二：一是文字學上的篆法的訛誤，或印文雜以大篆、隸書。二是為了方寸之

間的空間布白所產生的增筆、減筆、挪讓、九疊、共用等等技巧，這些則是屬於

印章美學上的章法。先秦古璽及秦漢印多為工匠所刻非一般文人印，尚未發展成

有系統的美學、章法概念，故本文不論。本文主要以文字學的角度去探討印篆對

於小篆之隸變。分為兩點論述。首先由先秦古璽觀察大篆到小篆的統一。其次再

探討秦系印到漢篆的隸變。 

 

貳、大篆到小篆的統一 

  大篆相傳為周宣王時太史籀所創的漢字，因為是太史籀所作，故稱之為「籀

文」。在《說文解字‧敘》中載：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異。3 

 

後來大篆廣義的成為小篆之前的文字，不只籀文，舉凡甲骨文、金文、古文、石

鼓文等等都被稱為大篆。 

 

  除了在龜甲、獸骨留下文字外，在璽印上所留下來的文字除了在中國藝術史、

書法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外，在文字學史上也是十分重要的歷史資料。在中國最

早出土的璽印是在殷商安陽三璽4，這三方璽印形式類似，皆為銅製、鼻鈕扁平、

印面呈方形、朱文，以具後世璽印之特徵。林文彥在其《印章藝術》一書中認為

                                                       
3 引自（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十五卷上，八。（台北：黎明出版社，

2006 年）頁 757。 
4 參考自陳星平：《中國文字與篆刻藝術》（台北：文津出版社，2005 年），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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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文多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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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293 

都市

《古璽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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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白文有

形朱文烙馬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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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在古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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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夢睡虎地

系的文字在

戰國文字

李斯、趙高

通行的文字

秦始皇帝

中車府令

或頗省改

雖制定了全

去其繁複的

方的使用文

訛誤、省變

                    
自（東漢）許

參考趙平安：

第二十期     

編》 金

古璽承襲周朝

地秦簡》再到

在漢字發展史

字通稱大篆，

、胡毋敬將

字。《說文解

帝初兼天下，

令趙高作《爰

改，所謂小篆

全國統一的小

的篆文，將其

文字為小篆，

變和一般的形

                    
許慎撰，（清

《隸變研究》

          

金《古璽彙編》

編號 5410

朝的篆文系

到《里耶秦簡

史上佔有至

樣貌多變，

將各國不同形

解字‧敘》曰

丞相李斯乃

爰歷篇》。大

篆也。9 

小篆，但因

其圓轉的筆畫

，而民間普遍

形變稱為「

        
）段玉裁注：

（保定：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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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

編

系統。另有秦

簡》……直至

至關重要的地

可於上文中

形體的文字

曰： 

乃奏同之，罷

大史令胡毋敬

其構形困難

畫改為方折

遍使用隸書

隸變」或

：《說文解字注

北大學出版社

           

《古璽彙編》

編號 5487 

秦國簡帛的

至漢隸，隸書

地位。 

中見。而小篆

字作整理簡化

罷其不與秦

敬作《博學篇

難、複雜，不

折加以省變

書。這種由篆

「變隸」。1

注》，十五卷上

，2008 年），

           

 

 從志

文字，從《

書的演進由

篆為秦始皇

化，並加以

秦文合者。斯

篇》。皆取《

不易學習，

，成為隸書

篆書便成的

0 

上，十。頁 7
頁 3。 

           

志《古璽彙編》

編號 4340 

《青川木牘

由此一脈貫通

皇統一六國後

以統一，做為

斯作《倉頡篇

《史籀》大篆

遂又命獄史

書。於是秦朝

的隸書過程的

758。 

     

》 

》到

通。

後，

為全

篇》。

篆，

史程

朝在

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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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隸變的影響 

  隸書大致上可分為：漢隸、漢隸前的古隸、及今隸（楷書）。而隸變正是指

從古隸到今隸的演變。「隸變」一詞最早出現在（唐）玄度的《九經字樣》11，

此書是一本字書，書中多次使用「隸變」一詞，來說明文字的前後演變差異。隸

書的演變由來據《史記‧正義‧論字例》中提到： 

 

程邈變篆為隸，楷則有常，後代作文，隨時改易。12 

 

而文字演變斷不可能由一人一時之工完成，故其說不可信。在趙平安的《隸變研

究》一書中將隸變分為四個階段：首先，隸變始於秦文字。其次，隸變始於戰國

中期。再次，隸變是小篆到隸書的演變。最後，隸變的下限在今隸。13這是較為

可信的論點。 

 

  今從出土的文物來看，史籍所記載的程邈變篆為隸的功勞，應當是在於整理、

規範民間流傳的隸書，並獲得秦始皇的認定而加以推廣。從《雲夢睡虎地秦簡》、

《里耶秦簡》等等眾多秦簡墨蹟中，見不到類似於嶧山、泰山、瑯琊臺等刻石那

樣的標準小篆。這就表示小篆在秦代只用於重要的場合、事件用來刻石昭告天下，

以彰顯國家莊嚴盛大的氣象。而實際日常生活廣泛應用的，應是出土的秦代簡帛、

古隸。 

 

  戰國中期時，秦國在商鞅進行變法後逐漸富強，漸漸向外擴展疆土。秦國將

佔領的地區實施秦國的制度、文化，並且強制性的使用秦文字，而從秦系的古璽

中便可見到最早古隸的影子，如下表所示： 

                                                       
11 引自趙平安：《隸變研究》，頁 1。 
12 引自（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台

北：藝文印書館，2005 年），頁 1367。 
13 參考趙平安：《隸變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6－10。 



書畫

 

駘

 

  

及公

大篆

明顯

上頭

15，

 

  

文皆

  

       
14 引
15 引
16 引

畫藝術學刊 第

駘《古璽彙編

編號 5535 

 

 

 

思言敬事 

首先從〈

公下的「ㄙ

篆、簡帛書

顯成為：

頭的「 」形

所以這裡已

其次〈公

皆大篆形，

再看〈思

                    
引自（清）顧

引自（清）顧

引自（清）顧

第二十期     

 
編》 

 

駘〉、〈公耳

」（ ）都作

書中即出現以

、 、

形並無以「

已經有隸變

公孫齮〉與〈

而隸書多從

思言敬事〉與

                    
藹吉：《隸辨

藹吉：《隸辨

藹吉：《隸辨

          

公耳異 

 

發弩 

耳異〉與〈

作成「△」

以下形體：

。14駘的「

△」、「○」

變的前兆。

〈 〉兩印

從大篆形「

與〈發弩〉

        
辨》（台北：世

辨》，頁 117。

辨》，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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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市

公孫齮〉三

、「○」或「

、 、

台」在先秦

或「□」形

的「奇」，一

」，作：

兩印，敬與

世界出版社，

 

           

公孫齮 

 

市《古璽彙編

編號 5708 

三印的印文

「□」形。公

、 、

秦多作： 、

形呈現，而到

一從「 」

、 、

與發字的「

1977 年），頁

           

 

編

 

》 祿

編

文來看，駘上

公作為以「

、 ……，

、 、 、 、

到了隸書才

形，一從

。16 

「攴」（ ）、

頁 9。 

           

《古璽彙編》

編號 5528 

 

《古璽彙編》

編號 5423 

上的「ㄙ」

「口」形呈現

到了隸書更

、 、 ……

才成為：

「 」形

、「殳」（ ）

     

 

 

 

 

（ ）

現在

更是

…，

、

，兩

）下



    

方的

，

隸變

 

  

帛書

《隸

18另

以上

為主

 

  

期間

嚴謹

 

  

印多

官職

 

 

除了

       
17 引
18 引
19 引
20 鈢
21 引

           

的「又（ ）

，隸書為：

變如上（

最後〈軍

書作為：

隸辨》中說

另「祿」旁之

、 、

上可知隸變

主的璽印中

在秦滅六

間曾多次東

謹，呈現一

秦始皇除

多做「鈢」

職稱之。據

秦制，天

了帝王璽、傳

                    
引自（清）顧

引自（清）顧

引自（清）顧

鈢或作鉨、鉩

引自（元）脫

          

）」皆省成隸

、

）。」17 

軍市〉與〈祿

、 、 ，下

：「《說文》

之「彔」在先

、 、

變後的文字呈

。 

六國後將各國

東巡，並於嶧

一種莊嚴肅穆

除了「書同文

20。秦始皇

據《宋史‧輿

天子有六璽

傳國璽較為

                    
藹吉：《隸辨

藹吉：《隸辨

藹吉：《隸辨

，皆為「璽」

脫撰：《宋史

          

隸書樣式。

。而《隸辨

祿〉兩印更

下從「 」不

作市。隸變

先秦篆文、簡

、 。《隸

呈現越來越

國不同的文

嶧山、泰山

穆、氣派宏

文、車同軌

皇明確規定

輿服志》中

，又有傳國

為講究外，其

        
辨》，頁 360、

辨》，頁 347、

辨》，頁 639。

」之異體字。

史》（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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弩字之「女

辨》中更是

更是直接與隸

不從「丨」

變作巿與 巿

簡帛書作為

隸辨》中說

越多種型態。

文字統一，推

、瑯琊臺等

宏偉的感覺

」外，也對

「璽」為帝

中載： 

國璽，歷代因

其他的印章

361、934。

886。 
 
 
鼎文書局，

           

女」在先秦

是明確的指出

隸書形近。

，隸書為：

巿字相類，

為： 、 、

：「《說文》

。而這些形態

推行小篆作

等處命李斯刻

。 

對印章制度做

帝王專用，

因之。21 

章乃一般工匠

1980 年），頁

 試以「印篆

篆文、簡帛

出：「女，《

「市」字在

、 、

惟上從點，

，隸書則為

作祿。隸省

態也漸漸的

為官方文字

刻石以記功

做出修改，

臣子只能用

匠所製，篆

頁 3581。 

篆」看篆書的

帛書作： 、

《說文》作女

在先秦篆文

、 、

，差有別爾

為： 、

省做祿。」

的融入了以篆

字。秦始皇在

功頌德。故篆

春秋戰國時

用「印」，或

篆法漸漸受到

的隸變 

、 、

女。

、簡

。在

。」

、

19由

篆文

在位

篆法

時璽

或以

到民



書畫

間隸

 

 

從這

  

出受

書的

如上

 

  

篇旁

漸趨

       
22 引
23 引

畫藝術學刊 第

隸書的影響

代馬丞印 
《篆刻入門》

頁 18 

 

白水弋

《篆刻入

頁 19

這些印中更

首先，從

受隸書影響

的形式：

上（ ）。」

其次，〈左

旁，秦小篆

趨向往右下

                    
引自（清）顧

引自（清）顧

第二十期     

響。下圖以秦

 

》 

 
弋丞 
入門》 

9 

更可清楚看出

從〈代馬丞印

響深的是「馬

、 、

」22 

左中將馬〉

作「 」，將

下勾回，正是

                    
藹吉：《隸辨

藹吉：《隸辨

          

秦官印為例

左中將馬

《篆刻入門》

頁 18 

 

《

出明顯受到

印〉、〈左中

馬」一字，

、 、

與兩方〈左

將作「將」。

是受隸書影

        
辨》，頁 427、

辨》，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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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左

《

雝丞之印

《篆刻入門》

  頁 18 

到隸變的形成

中將馬〉與兩

秦小篆制定

。《隸辨》

左馬將廏〉

。在三方的

影響的變化

912。 
 

           

左馬將廏（1）

《篆刻入門》

頁 19 

 

 

 

成。 

兩方〈左馬

定為「馬」

中說：「《說

三方之「將

「將」字中

： 、

           

 
 左馬

《

南郡

《篆刻

  頁

馬將廏〉，從

，而印中馬

說文》作馬

將」正好作

中可發現，「

、 、

           

馬將廏（2） 
篆刻入門》 

頁 19 

 

 
郡侯印 
刻入門》 
頁 18 

從此四印中可

馬以漸漸走向

馬，象形。隸

作一對比，「

「爿」的豎劃

、 。23 

     

 

可看

向隸

隸變

「爿」

劃漸



    

 

  

「弋

 

  

注本

注本

很難

 

  

法則

文解

 

 

漢朝

盛起

笑話

 

  

人更

       
24 引
25 引
26 引

           

最後，從

弋」，兩印中

另外，在

本兩本《說

本作「 」從

難說是從口

到了漢朝

則嚴重破壞

解字‧敘》

諸生競逐

易！」乃

至以字斷

謬於《史

朝因今古文

起來。但當時

話。於是許

到了清朝

更加容易明

                    
引自（清）顧

引自（清）顧

引自（東漢）許

          

〈代馬丞印

中印文橫畫

〈左中將馬

說文解字注》

從囗（囗）

（口）隸變

朝時期隸書已

壞，於是作

曰： 

逐說字，解經

乃猥曰：「馬

斷法：「苛人受

史籀》。26 

文之爭，為解

時有許多人

許慎作《說文

朝大量金石碑

白小篆的構

                    
藹吉：《隸辨

藹吉：《隸辨

許慎撰，（清）

          

印〉、〈白水弋

畫已趨於平整

馬〉一印「中

》之差異。

從丨，兩人

變而來。 

已經相當成

《說文解字

經誼，稱秦

馬頭人為長

受錢，苛之

解古文經典

人直接以隸書

文解字》一

碑版出土，文

構形，特地

        
辨》，頁 752。

辨》，頁 551。

）段玉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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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丞〉二印中

整。近於隸

中」字，是

中，大徐本

人之解釋都

成熟了。東漢

字》一書，利

秦之隸書為倉

，人持十為

之字止句也

，於是眾多

書，或以望

一書，以解文

文字考據學

在他所編纂

 
 

《說文解字注

           

中「代」、「弋

隸書字形：

是否隸變尚有

本作「中」

都有其道理

漢，許慎有感

利用小篆與

倉頡時書，

為斗，虫者

。」若此者甚

多學者開始投

望文生意的方

文字之本意

學遂又興起

纂的《說文大

注》，十五卷上

 試以「印篆

弋」字，秦小

24、 、

有爭議。對

，從口（口

理。觀此印文

感於隸變對

與古籀來解字

云：「父子

，屈中也。

甚眾，皆不

投入文字學

方法來解字

意。 

。文字學家

大字典》中

上，十九、二十

篆」看篆書的

小篆作「代

、 25。 

對比大徐本與

口）從丨；而

文從囗（囗

對於六書的造

字之本意。

子相傳，何得

」廷尉說律

不合孔氏古文

學，文字學便

字，造成許多

家沙青巖為了

中附錄了〈說

十。頁 762－7

的隸變 

代」、

與段

而段

囗），

造字

《說

得改

律，

文，

便興

多的

了使

說文

763。 



書畫

篆法

的小

個字

在對

示：

 

 

由上

為似

追溯

 

肆

  

       
27 引

春

畫藝術學刊 第

法皕韻歌訣

小篆正確寫

字的楷書字

對比《金石

： 

說

《金石

上述可知到

似於楷書形

溯，隸變的

、結語 

由先秦各

                    
引自（清）張謇

春，頁 282。秦

第二十期     

訣〉。其目的

寫法。如：「

字首都是從

大字典》後

 

說文小篆 

石大字典》

到了漢朝，除

形體。現今漢

的發生甚至早

各國不同的大

                    
謇等編：《金石

秦，頁 408。

          

的就是使人要

奉奏春秦泰

，而他們在

後，發現這五

奉

奉

27 

除了「奏」目

漢篆可以從

早在戰國中

大篆文字，到

        
石大字典》（台

泰，頁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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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認識楷書

泰，篆來首

在許慎《說文

五個字在漢

奏 

奉 奏

 

目前無隸變

從漢碑、漢印

中期的秦國就

到了秦統一

台北：宏業出

。 

           

書相近，小篆

首不侔」，「奉

文解字》中的

漢篆當中的隸

春 

春 

 

變後的漢印可

印、漢磚、封

就有跡可循

一六國頒布小

版社，1978 年

           

篆形體相異

奉、奏、春

的篆書字首

隸變更加明

秦 

秦 

 

可佐證外，

封泥或瓦當

循了。 

小篆作為官

年）。奉，頁 1

           

異，或一些特

春、秦、泰」

首形體皆殊異

明顯，如下表

泰 

泰 

 

 

其於皆隸變

當中見到。向

官方文字，而

148。奏，頁 1

     

特殊

」五

異。

表所

變改

向上

而秦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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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篆現今仍可見為秦始皇命李斯所書的《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瑯琊臺刻石》

等等。 

 

  西漢初期仍然沿用秦篆刻石的風格，形成了篆隸融合的漢篆。到新莽時期開

始產生重大的變化，產生了我們所認知的蠶頭燕尾、點畫波磔的寫法，到東漢時

期，隸書更加成熟，產生了眾多風格，並留下大量石刻。如：《張遷碑》、《乙瑛

碑》、《曹全碑》等等。 

 

  從大篆到小篆，再由小篆演化到成熟的漢隸，這可視為文字發展的一大進步。

古時候，璽印是用來代表一個人的身分，於日常生活使用平常，而今出土的文物

也相當的多。本文便以出土的璽印輔以當時使用的文字，是以印篆來看篆書的隸

變現象。 

 

  這與文字學、篆刻學及出土的資料有著重大的關係，本文雖有提及，但有些

本身即是龐大的主題，涵蓋複雜的背景，不是三言兩語可以道盡。例如：秦漢古

璽是否以有美學觀念用以增筆省筆、隸變後的文字是否為無規則的突變等等問題。

若從上述不同角度做更進一步的討論，則本文還有增刪修定的空間，這些都是日

後可再深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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