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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通“按”，察看。 例：召有司案图。《廉颇蔺相如列传

》颁：通“斑”，黑白相间。例：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寡人之于国也》

倍：通“背”。 例 1：愿项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 《鸿门宴》

例 2：上恤孤而民不倍 《<大学>节选》

辩：①通“辨”，区别。例：此小大之辩也 《逍遥游》

②通“变”，变化。 例：而御六气之辩 《逍遥游》

采：通“彩”，彩色。 例：皆为龙虎，成五采《鸿门宴》

例：卒起不意，尽失其度 《荆轲刺秦王》

趣：通“促”，催促。例：复使一人趣之 《西门豹》

材：通“才”，才能 例：食之不能尽其材。 《马说》

裁：通"才" 仅，只。副词。例:城中兵不满千,户裁及万。

绌：通“黜”，罢黜例：屈平既绌。《屈原列传》

厝： 同"措"； 放置，动词。 例：一厝朔东，一厝雍南。《愚公移山》

错：通“措”，措施 例：偭规矩而改错。

椎：通“捶”，捶打 例：椎床便大怒。

沈： 同"沉"： 程度深，副词。 例：沈醉不知归路。

沈： 同"沉"; 形容暮霭的程度深。 例：“念去去千里烟波，暮沈沈楚天阔。"

道：通“导” 引导 例：来吾道夫先路也。

得： 通"德" 恩惠，名词动用 例：所识穷乏者得我钦? ；

丁宁：通“叮咛”。 例：府吏见丁宁 《孔雀东南飞》

而：通“尔”，你，你们。例：字而幼孩《种树郭橐驼传》

反：通 “返”。例：日影反照,室始洞然《项脊轩志》

伏：通“服”，心服。例：骑皆伏曰：“如大王言。”《项羽之死》

匪，通“非”，不是 例：匪来贸丝，来即我谋。

父：通“甫”。 例：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 《游褒禅山记》

不：通“否”。 例：可与不 《廉颇蔺相如列传》

共：通“供” 例：共其乏《烛之武退秦师》

何：通“呵” 例：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 《过秦论》

盖：通“盍”，何，怎样。例：技盖至此乎？《庖丁解牛》

衡： 通"横" 梗塞，指不顺。动词。例：困于心，衡于虑。 "

与纵相对 例：左手倚一衡木 。

与竖相对，地理上的东西为横 例：外连横而斗诸侯。"

驩：通“欢”。例：请毕今日之驩 《苏武传》

还：通“环”，绕。例：秦王还柱而走 《荆轲刺秦王》

惛：通“昏”。例：吾惛，不能进于是矣《齐桓晋文之事》惠，通“慧”，聪明。

例：甚矣，汝之不惠。

棘：通“急”，紧急。例：玁狁孔棘 《<诗经>两首》

简：同“拣”；挑选。动词例：“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

竟：通“境”，边境.例：亡不越竟《晋灵公不君》

距：通“拒”。 例：距关，毋内诸侯《鸿门宴》

倔：通“崛” 例：倔起阡陌之中《过秦论》

决：通“诀”，诀别。例：与武决去《苏武传》

抗： 通"亢"； 高。形容词。 例： "引商刻羽，抗坠疾徐，并称善也。"

扣：通“叩”，询问。例：扣其乡及姓字，皆不答《大铁椎传》

离：通“罹”，遭遇。例：“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原列传》

戮: 通"勠" 并力，尽力。动词。例： "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

陵，通“凌”，欺凌。例：而燕国见陵之耻除矣。

敛：通“殓”。 例：敛不凭其棺 《祭十二郎文》

缪：通“缭”。 例：山川相缪，郁乎苍苍 《赤壁赋》

列：通“裂”。 例：列缺霹雳 《梦游天姥吟留别》

闵：通“悯”。 例：夙遭闵凶 《陈情表》

冥：通“溟”。 例：北冥有鱼 《逍遥游》

摩：通“磨”。 例：古者富贵而名摩灭 《报任安书》

莫：通“暮”。 例 1：岁亦莫止 《<诗经>两首》

例 2：莫春者，春服既成 《侍坐》

常见通假字辑录（按拼音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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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通“穆”。 例 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 《廉蔺》

内：通“纳”，使进入 例 1：距关，毋内诸侯 《鸿门宴》

例 2：亡走赵，赵不内

而：通“能”，能力。 例：而征一国者 《逍遥游》

泮：通“畔”。 例：隰则有泮 《<诗经>两首》

畔：通“叛”，背叛。 例：畔主背亲《苏武传》

傍：通“旁”，旁边。 例：合葬华山傍 《孔雀东南飞》

罢： 通"疲"； 疲劳。形容词。

例 1：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

例 2：兵革不休,士民罢弊。

辟：通“僻”，行为不正.例：放辟邪侈《齐桓晋文之事》

冯：通“凭”。 例：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赤壁赋》

枪：通“抢”，撞、触。 例：见狱吏则头枪地《报任安书》

禽：通“擒”，逮捕。 例：一时收禽《张衡传》

诎：通“屈”。 例：其次诎体受辱 《报任安书》

阙，通“缺”，侵损，削减。 例：若不阙秦，将焉取《烛之武退秦师》

取：通“娶”。 例：终老不复取 《孔雀东南飞》

纫：通“韧”。 例：蒲苇纫如丝 《孔雀东南飞》

女：通“汝”。 例：诲女知之乎？ 《<论语>十则》

蓐：通“褥”。 例：常在床蓐《陈情表》

善：通“缮”，修治，擦拭。 例：善刀而藏之《庖丁解牛》

失：通“佚”，散失。 例：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报任安书》

世：通“逝”。 例：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 《祭十二郎文》

受：通“授”，传授。 例：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师说》

孰：通“熟”仔细。 例 1：明日，徐公来。孰视之《邹忌讽齐王纳谏》

例 2：唯大王与群臣孰计议之《廉颇蔺相如列传》

愬：通“诉”，控告。 例：皆欲赴愬于王《齐桓晋文之事》

帅，通“率”，率领。 例：将帅二三子夫妇以蕃。

当：同“倘”，假如。 例：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六国论》

党： 通"倘"； 倘若，偶然。副词。例："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

剔：通“剃”； 例：其次剔毛发《报任安书》

庭：通“廷”，朝廷。 例：拜送书于庭《廉颇蔺相如列传》

涂：通“途”，路途。 例：涂有饿莩而不知发 《寡人之于国也》

说：通“脱”。 例：犹可说也 《<诗经>两首》

罔：通“网”。 例：及罪至罔加 《报任安书》

悟：通“晤”，面对面 例：悟言一室之内。

无：通“毋”。 例 1：于嗟鸠兮，无食桑葚《〈诗经〉两首》

例 2：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齐桓晋文之事》

亡：同“无”。 例 1：空自苦亡人之地 《苏武传》

例 2：武父子亡功德《苏武传》

希：通“稀”。 例：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 《侍坐》

郤：通“隙”，嫌隙。 例：令将军与臣有郤 《鸿门宴》

见：通“现”。 例 1：图穷而匕首见 《荆轲刺秦王》

例 2：靡不毕见《屈原列传》

例 3：美恶必见 《求谏》

乡：通“向”。 例：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 《信陵君窃符救赵》

生：通“性”，本性。 例：君子生非异也 《劝学》

羞：通“馐”。 例：使建中远具时羞之奠 《祭十二郎文》

于：通“吁”。 例：于嗟鸠兮，无食桑椹 《<诗经>两首》

畜：通"蓄"； 积聚，储藏。例：故其畜积足恃。

解：通“懈”，松散 懈怠 例：胡虏益解

县：通“悬”，挂 例：宛王杀汉使者，头县北阙。

俨：同“严”，整齐的样子。 例：俨骖騑于上路 《滕王阁序》

厌：通“餍”，满足。 例：何厌之有？《烛之武退秦师》

炎： 通"焰； 火焰。 例：顷之，烟炎张天。

燕，通“宴” 饮宴、玩乐 例：契阔谈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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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 通"宴"； 安逸，安闲。 例：燕坐于华堂之上。

阳： 同"佯"； 假装，表面。 例：皆阳应曰：“诺。”

例：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阳狂垢污，不可得而见。

要：通“邀” 。 例：要项伯 《鸿门宴》

以：通“已”，动词，止。 例：无以，则王乎 《齐桓晋文之事》

以：通“已”，已经。 例 1：日以尽矣 《荆轲刺秦王

例 2：前以降及物故 《苏武传》

已，通“矣”，语气词，了。 例：今老矣，无能为也已。

翼： 通"翌"； 明(天)。 例：翼日进宰。

逸： 通"佚"； 散佚。 例：左忠毅公逸事。

益 同"溢"； 涨水。 例：澭水暴益。

郁邑，通“郁悒” 忧愁苦闷 例：忳郁邑余挓傺兮。

景：通“影”。 例：赢粮而景从 《过秦论》

与：通“欤”。 例：庶乎其传也与？ 《<日知录>三则》

豫： 通"预"； 预先，事先。 例：豫备走舸，系于船尾。

圜：通“圆”。 例 1：何方圜之能周兮 《离骚》

例 2：幽于圜墙之中 《报任安书》

说，通“悦”。 例 1：秦伯说 《烛之武退秦师》

例 2：秦王必说见臣《荆轲刺秦王》

有：通“又”。 例 1：臣密今年四十有四《陈情表》

例 2：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论语>十则》

由：通“犹”，像。 例：古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兰亭集序》

章：通“彰”。 例：芳菲菲其弥章 《离骚》

蚤：通“早”。 例：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 《鸿门宴》

例 2：夫人不能蚤自裁绳墨之外 《报任安书》

责：通“债”。 例：则仆偿前辱之责《报任安书》

振：通“震”。 例 1：燕王诚振怖大王之威《荆轲刺秦王》

例 2：秦舞阳色变振恐 《荆轲刺秦王》

例 3：未尝见天子，故振慑 《荆轲刺秦王》

直：通“只”，只是，不过 例：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直：通“值”值班（特指侍奉皇帝） 例：则值侍顿阙。

指：通“旨”。 例：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屈原列传》

知：通“智”。 例 1：失其所与，不知 《烛之武退秦师》

例 2：知效一官 《逍遥游》

例 3：小知不及大知 《逍遥游》

例 4：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劝学》

政，通“征”，征税。 例：三年释其政。

质，通“贽”。见面礼 例：厚币委质事楚。 (用厚礼和信物呈献给楚王)

属：通“嘱”。 例：举酒属客 《赤壁赋》

濯：通“浊”。 例：自疏濯淖污泥之中 《屈原列传》

从：通“纵”，合纵。 例：齐与楚从亲 《屈原列传》

尊：通“樽”。 例 1：一尊还酹江月 《念奴娇 赤壁怀古》

例 2：形似酒尊 《张衡传》

例 3：皆隐在尊中《张衡传》

坐：通“座”。 例：直上载公子上坐 《信陵君窃符救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