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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わら｝ま一（童遊）1810
　　　　　　　　　あ
　　　　　　　　　　　　　　　　　　　　　あぢ（鶴）［名コ1806

あかがね（銅）［名］1852　　　　　　　　　　あつさゆみ（梓弓）［枕詞］（1888）

あかしのうら（明石の浦）［地名］1801　　　　あつむ（集む）［他・マ・下二］

あかす（明かす）［他・サ・四コ　　　　　　　　　ーめ困1650

　一す囲1897　　　　　　　　　　　　　あと（跡）［名］1752，1754，1756，1872，1873

あかっき（暁）［名］1864，1867　　　　　　　あな（穴）［名］1881

あき（秋）［名］1650，1729，1730，1732，1733，　　あなかま［感］1824

　　1736，1753，1801，1802　　　　　　　　　　あはれ［名］1723，1725，1726

あきしのやま（秋篠山）［地名］1804　　　　　あはれ［形動ナリ］

あく（明く）［自・カ・下二］　　　　　　　　　　一なり囲1740，1814，1816

　－〈る〔困1720　　　　　　　　　　　　　　－一なり圏1737

あく（開く）［他・カ・下二］　　　　　　　　　　一なる囲1731，1747，1874

　一け囲1735　　　　　　　　　　　　　　あはれ［感］1854

　一くる｛困1689，1805，1862　　　　　　　あはれあはれ［感］1842

あぐ（上ぐ）［他・ガ・下ニコ　　　　　　　　　あはれさ（哀され）［名コ1872

　　かさね一（重ね一）　　　　　　　　あはれみ（憐れみ）［名］1646，1653，1673，

　　　　一げ囲1847　　　　　　　　　　　　1863，1864

　　たたみ一（畳み一）　　　　　　　　あひ（藍）［名］1721

　　　　一げ圃1644　　　　　　　　　　あひそむ（逢ひ初む）［自・マ・下二］

あ二め（柏）［名］1809　　　　　　　　　　　　－一め囲1895

あさがすみ（朝霞）［名］1710　　　　　　　　あふ（逢ふ）［自・ハ・四コ

あさごほリ（朝氷）［名］1770　　　　　　　　一へ固1750

あさち（浅茅）［名］1754　　　　　　　　　あま（蟹）［名］1768

あさひ（朝日）［名］1667，1867　　　　　　　あまた（数多）［形動・ナリ］

あし（足）［名］1696　　　　　　　　　　　　一に囲1849

あし（悪し）［形・シク］　　　　　　　　　　あまのがは（天の川）［名］1672

　一しき｛困1839　　　　　　　　　　　　あまのはら（天の原）［名］1645

　　よし一（善悪）1880　　　　　　　　　あまリ（余り）〔接尾］1775

あしひきの［枕詞］1730，1759　　　　　　　　あみ（網）［名］1679，1806

あぜ（畦）［名］1832　　　　　　　　　　　あむ（浴む）［他・マ・上二］

あそび（遊）［名］　　　　　　　　　　　　　　一み圃1905

　　かくれ一（隠れ遊）1811　　　　　　　あめ（雨）［名］1688，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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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め（天）［名］1734，1901，1905　　　　　　いささめ［名］（魚の名「しろうお」の異名）

あやめ（菖蒲）［名］1716　　　　　　　　　　　　1819

あやめかぶリ（菖蒲被り）［名］1815　　　　　いさむ（諌む）［他・マ・下二］

あゆぐ（揺ぐ）［自・ガ・四］　　　　　　　　　　一め圃1893

　一ぐ1困1661　　　　　　　　　　　　　いしなご（石子）［名］1818

あらしほ（荒潮）［名］1905　　　　　　　　いそ（磯）［名］1882

あらはる（現る）［自・ラ・下二］　　　　　　　いた（板）［名］1794

　一るる囲1785　　　　　　　　　　　　いたし（甚し）［形・ク］

あらふ（洗ふ）［他・ハ・四］　　　　　　　　　　一き囲1815

　－一ふ圏1852　　　　　　　　　　　　　いち二（市児）［名］1898

　一ふ囲1803，1894　　　　　　　　　　いちじるし（著し）［形・ク］

あリ（有り）［自・ラ変］　　　　　　　　　　　一かり⑳1660

　一ら因1734，1823，1853，1868　　　　　　いつ（出づ）［自・タ・下二］

　一リ囲1653，1671，1720，1724，1758，　　　　’一で困1645，1686，1761，1864

　　1797，1813，1841，1880，1881　　　　　　　　　　　　　　　一で　圃　1678，1713

　一リ匿目1670　　　　　　　　　　　　　　　　　　一つる囲1685，1692

　一る｛困1665，1696，1784，1829，1858　　　　　一つれ日1730

　一れ囹1649，1651　　　　　　　　　　　　いとひ一（厭ひ出づ）

ありあけ（有明）［名］1660，1667　　　　　　　　　　一で囲｝1790

ありがたし（有難し）［形・ク］　　　　　　　　　　うかみ一（浮み出づ）

　一く囲1664，1793　　　　　　　　　　　　　　－一で圃1844

ある（或）［連体］1668　　　　　　　　　　　　　うち一（打出づ）

　　　　　　　　　　　　　　　　　　　　　　　　　一で圃1677
　　　　　　　　い　　　　　　　　　　　　　　　　　　　　　　　おひ一（生ひ出づ）

いか（如何）［形動・ナリ］　　　　　　　　　　　　　一で圃1683

　一に圃1659，1722，1734，1768，1841，　　　　　おもひ一一（思ひ出づ）

　　1859　　　　　　　　　　　　　　　　　　　　一で囲1753，1755，1810

いかだ（筏）［名］1681，1764，1869　　　　　　　こぎ一（漕ぎ出づ）

いかで（如何で）〔副］1781　　　　　　　　　　　　一で圃1698

いかばかリ〔副］1862，1874，1900　　　　　　いつち（何方）［代名］1777

いかリ（碇）［名］1680，＊1870　　　　　　　　いつれ（何れ）［代名］1765

いかリ（怒）［名］＊1870　　　　　　　　　　いとひいつ（厭い出づ）［他・ダ・下二］

いくさ（戦）［名］（1871）　　　　　　　　　　　一で圃1790

いけ（池）［名］1650，1682，1794，1820，1836，　いとふ（厭ふ）［他・ハ・四］

　　1857　　　　　　　　　　　　　　　　　　　　　　　　　　　　　　　　一へ　囹　1757

いけはぎ（生剥）［名］1904　　　　　　　　いにしへ（古）［名］1802

いさ［副］1772，1819　　　　　　　　　　　いのち（命）［名］1653，1711，1774

いさご（砂）［名］1813　　　　　　　　　　いは（岩）［名］1652，1659，1664，1760，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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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7　　　　　　　　　　　　　　　　　いろ（色）［名］1676，1706，1708，1721，1761，

t、はけなし（稚し）［形・ク］　　　　　　　　　　1766，1767，1787，1798

　－一かリ囲｝1817　　　　　　　　　　　　　いろくづ（鱗）［名］1679

　一き6困1646　　　　　　　　　　　　　　　　　　　　　　　　、
　　　　　　　　　　　　　　　　　　　　　　　　　　　　　　　フいはね（岩根）［名］1781，1823，1903，1906

いひひらく（言ひ開く）［他・カ・四］　　　　　う（得）［他・ア・下二］

　一か困1670　　　　　　　　　　え困1657
いふ（言ふ）［他・ハ・四］　　　　　　　　　　え圃1656，1730

　一は困1850　　　　　　　　　　　　　　　のり一（乗り得）

　一ひ圃1687，1722，1880　　　　　　　　　　　　一え困1657

いへつと（家苞）［名］1701　　　　　　　　　うかぶ（浮かぶ）［自・バ・四］

い1まリ（庵）［名］1733，1757　　　　　　　　　　一ぷ囹1655

いま（今）［名］1656，1825，1906　　　　　　　うかみいつ（浮み出づ）［自・ダ・下二］

いま（今）［副］1887　　　　　　　　　　　　　一で圃1844

い’まゆら［不明］1819（いまゆらも小網にか　　うかる（浮かる）［自・ラ・下二］

　　かれるいささめのいさ又しらず恋ざめの　　一一る圏1777

　　よや）　　　　　　　　　　　　　　　　　うきき（浮木）［名］1672，1743

いむ（忌む）［他・マ・四］　　　　　　　　　　うきくさ（浮草）［名］1707，1836

　一む｛困1722　　　　　　　　　　　　　　うきぐも（浮雲）［名］（1748）

いも（妹）［名］1726　　　　　　　　　　　うきめ（憂目）［名］1842

いりあひ（入相）［名］1816　　　　　　　　　うきよ（憂世）［名］1734

いリニかけ（妙粉かけ）［名］1809　　　　　　うぐひす（鶯）［名］1689，1721，1771

いりそむ（入り初む）［自・マ・下二］　　　　　うけがたし（浮け難し）〔形・ク］

　一め圃1685　　　　　　　　　　　　　　一き1困1844

いりならふ（入り慣らふ）［自・ハ・四］　　　　うし（憂し）［形・ク］

　一ひ⑳1830　　　　　　　　　　　　　　一し圏1841

いる（人る）［自・ラ・四］　　　　　　　　　　一き圏1853

　一ら困1695，1706　　　　　　　　　　　　　一力》ら囲1843

　一リ㊥1651，1790，1829，1830，1852，　　　うち（内）［名］1665，1671，1905

　　1870　　　　　　　　　　　　　　　　　うちいつ（打ち出づ）［自・ダ・下ご］

　一る圏1881　　　　　　　　　　　　　　一で囲11677

　　さし一（射入る）　　　　　　　　　　　うつ（打つ）［他・タ・四］

　　　　一る｛菌1802　　　　　　　　　　　　一つ⑥1814

　　つたひ一（伝ひ入る）　　　　　　　　　うつむ（埋む）［他・マ・四］

　　　　一り⑳1666　　　　　　　　　　　　一む〔困1766

　　わけ一（分け入る）　　　　　　　　　　一め圃1825

　　　　一り囲1660　　　　　　　　　うとし（疎し）［形・ク］

　　　　一一一れ　匠ヨ11754，1785　　　　　　　　　　　　　　　　　一く　圃　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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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き｛困1693　　　　　　　　　　　　　おい（老い）［名］1742

うなゐこ（稚子）［名］1808　　　　　　　　おいき（老木）［名］1708

うなゐわらは（稚童）［名］1815　　　　　　おうな（姫）［名］1898

うのはな（卯の花）［名］1713，1723，1724，　　おく（奥）［名］1647，1666，1706，1731，1763，

　　1831　　　　　　　　　　　　　　　　　　　　　　　　　　　　　　　　　　　1782，1829，1830

うばたまの（烏羽玉の）［枕詞］1718　　　　　おく（置く）［他・カ・四］

うばめ（乳母女）［名］1898　　　　　　　　　一き圃1843

うへ（上）［名］1654，1688，1794，1801，1880　　　一く囲1650

うま（馬）［名］1869　　　　　　　　　　　　おもひ一（思ひ置く）

　　ちまき一（椋馬）1815　　　　　　　　　　　　　一か困1757

うみ（海）［名］1870　　　　　　　　　　　　　一き囲11777

　　よごの一（余呉の海）1806　　　　　　　　たたみ7（畳み置く）

うめ（梅）［名］1692，1693，1766　　　　　　　　　　　一く圏1801

うめがさね（梅襲）［名］1767　　　　　　　　　つみ一（積み置く）

うら（浦）［名］1769　　　　　　　　　　　　　　　　一き画1743

　　あかしの一（明石の浦）1801　　　　　　　わかち一（分ち置く）

　　わかの一（和歌の浦）1746，（1747）　　　　　　　一き圃1873

　　をふの一（麻生の浦）1744　　　　　　　　をしみ一（惜しみ置く）

うらこし（心濃し）［形・ク］　　　　　　　　　　　　　一き圃1783

　－一き囲1895　　　　　　　　　　　おくる（遅る）［自・ラ・下二］

うらなみ（浦波）［名］1746，（1747）　　　　　　　一れ働1776，1872

うれし（嬉し）［形・シク］　　　　　　　　　おこナ（起す）［他・サ・四］

　一しから困1672　　　　　　　　　　　　せ一日1856

　一しかリ囲｜1647　　　　　　　　　　　おしで（押手）［名］1692

　一しかる囲1657　　　　　　　　　　　おしてるや（押照や）［枕詞］1669

　一しき囲1662　　　　　　　　　　　　おしへ（教へ）［名］1662

うれしさ（嬉しさ）［名コ1788，1863　　　　　おナ（押す）［他・サ・四］

うう（植う）［他・ワ・下二］　　　　　　　　　一し働1692

　一ゑ圃1831　　　　　　　　　　　　　　一ナ1困1839

　　　　　　　　　　　　　　　　　　　　　おそざくら（遅桜）［名］1649
　　　　　　　　え　　　　　　　　　　　　　　　　　　　　　おそし（遅し）［形・ク］

え（江）［名］　　　　　　　　　　　　　　　　一く1困1696

　　なには一（難波江）1803　　　　　　　おちく（落ち来）［自・力変］

えだ（枝）［名］1710，1715，1736，1745，1771，　　　一くる膣11818

　　1793，1798，1824，1845　　　　　　　　　おつ（落つ）［自・タ・上二］

　　　　　　　　　　　　　　　　　　　　　　一ち⑳1881
　　　　　　　　お　　　　　　　　　　　おと（音）［名］1803，1807，181ぴ1862

お（男）［名］1812　　　　　　　　　　　　　おどろく（驚く）［自・カ・四］



　一く　囲　1808　　　　　　　　　　　　　　　　　　　　　　　　　一リ　［更〕1879

おなじ（同じ）［形・シク］　　　　　　　　　　一る圏1786

　一じく　圃　1672　　　　　　　　　　　　　　　　　　　　　　　　　一れ　匠ヨ　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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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じ閤1685，1730，1855　　　　　　　　おもふ（思ふ）［他・ハ・四］

おのおの（各々）［副］1770　　　　　　　　　一は困1694，1711，1782，1858，1896

おひいつ（生ひ出づ）［自・ダ・下二］　　　　　　　　ひ圃1752，1774，1793

　一で囲1683　　　　　　　　　一ふ圃1858
おひたつ（生ひ立つ）［自・タ・四］　　　　　　　　ふ囲1688，1726，1727，174L　1743，

　一て日1813　　　　　　　　　　　　　　　1850，1872，1884

おほあみ（大網）［名］1669　　　　　　　　　　一へ日1709，1712，1835，1861

おほし（多し）［形・ク］　　　　　　　　　　　一へ囹1702

　－一く圃1881　　　　　　　　　　　　　　　もの一（物思ふ）

おぼつかなし（覚束なし）［形・ク］　　　　　　　　　　　ふ囲1727

　一き｛困1892　　　　　　　　　　　　おろか（愚か）〔形動・ナリ］

おほふ（弊ふ）［他・ハ・四］　　　　　　　　　　一なる囲1859

　－，ふ　眉∋　1784

　　　　　　　　　　　　　　　　　　　　　　　　　　　　　　か
おぼろのしみつ（朧の清水）［歌枕］1792

おぼゆ（覚ゆ）〔自・ヤ・下二］　　　　　　　　か（香）［名］1675，1692，1766，1797

　一え因1835　　　　　　　　　　　　　か［係助］1724，1734，1738，1752，1765，1796，

　一え圃1815，1854　　　　　　　　1809，1841，1860，1871

おもかげ（面影）［名］1756　　　　　　　　　　一は1724，1750，1862

おもし（重し）［形・ク］　　　　　　　　　　か［終助］1772

　一き歴11681，1847，1873　　　　　　　　　　　一は1789

おもて（面）［名］1898　　　　　　　　　　が［格助］1663，1668，1693，1726，1729，1741，

おもひ（思ひ）［名］1651，1653，1663，1673，　　　　1746，1759，1791，1797，1798，1799，1807，

　　1686，1725，1731，1791，1843，1851，1859，　　　　　　　　1808，1834，1835，1841，1854，1866，1878，

　　1876　　　　　　　　　　　　　　　　　　　　　　　　　　　　　　　　　　1880，1892，1894，1899

おもひいつ（思ひ出づ）［他・ダ・下二］　　　　が［終助］

　一で圃1753，1755，1810　　　　　　　　　　　　も一な1661，1692，1755，1863，1896

おもひいで（思ひ出）［名］1828　　　　　　　かがみ（鏡）［名］1658

おもひおく（思ひ置く）［他・カ・四］　　　　　かかリ（斯かり）［自・ラ変］

　一か困1757　　　　　　　　　　　　　　　　一る〔困1783，1786，184L1842

　一き圃1777　　　　　　　　　　　　　かかる（懸る）［自・ラ・四］

おもひかへす（思ひ返す）［他・サ・四］　　　　　一ら困1779，1806

　一さ困1684　　　　　　　　　　　　　　　　一リ囲1679，1744，1839

　一せ日1895　　　　　　　　　　　　　　一れ國1762，1819

おもひしる（思ひ知る）［他・ラ・四］　　　　　　わたり一（渡り懸る）

　一ら困1646，1695，1719，1863，1890　　　　　　　一れ日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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かき（垣）［名］1832　　　　　　　　　　　かし（姪）［名］

かきながす（掻き流す）［他・サ・四］　　　　　　　くび一（首極）1861

　一す囲1792　　　　　　　　　　　　　　　て一（手姪）1861
かきね（垣根）［名117251831　　　　　　　カ》し［終助］1693・186α1868

かぎリ（限）［名］1701　　　　　　　　　　かしこし（賢し）［形・ク］

かぎる（限る）［他・ラ・四］　　　　　　　　　　一き囲1879

　一ら困1886　　　　　　　　　　　　　かしは（柏）［名］

　一れ闇1704　　　　　　　　　　　　　　こので一（児の手柏）1898

かく（懸く）［他’カ・下二］　　　　　　　　　かしら（頭）［名］1701，1708，1740

　一け圃1689　　　　　　　　　　　　　かず（数）［名］1834，1868

　一く1圏1773　　　　　　　　　　　　　かナみ（霞）［名］1697，1744，1773

かくる（隠る）［自・ラ・下ご］　　　　　　　　　　あさ一（朝霞）1710

　一れ困1766　　　　　　　　　　　　　かナむ、（霞む）［自・マ・四］

　一るる囲1724，（1748）　　　　　　　　　　一み囲1749

かくれあそび（隠れ遊び）［名］1811　　　　　一む困1694，1745

かげ（影）［名］1651，1667，1668，1732，1741，　　かぜ（風）［名］1645，1699，1703，1794，1797，

　　1749，1785，1801，1802，1834，1836，1871　　　　　　　　　1849

　　おも一（面影）1756　　　　　　　　　　　かみ一（神風）1901，1902

　　っき一（月影）1769，1784　　　　　　　　　こち一（東風）1692

　　み一（御影）1901，1903，1905　　　　　　　はる一（春風）1644

かげ（陰）［名］1715，1724，1838　　　　　　　　　まつ一（松風）1753

かけち（懸路）［名］1666　　　　　　　　　　　やま一（山風）1838

かこふ（囲ふ）［他・ハ・四］　　　　　　　　　かた（方）［名］1704，1769，1883

　一ふ囲1665，1725　　　　　　　　　　かたし（堅し）［形・ク］

かごめ（籠目）［名］1896　　　　　　　　　　　一き囲1674

かさなる（重なる）［自・ラ・四］　　　　　　　かたし（難し）［形・ク］

　一る1困（1747）　　　　　　　　　　　　　　　　　こえ一（越え難し）

　一れ　口　1728，1746　　　　　　　　　　　　　　　　　　　　　　　　　　　一力、り　圃　1782

かさぬ（重ぬ）［他・ナ・下二］　　　　　　　　　すて一（捨て難し）

　一ね圃1897　　　　　　　　　　　　　　　　一き囲1686
かさね（襲）［名］　　　　　　　　　　　　　　かたすみもと（片隅元）［名］1811

　　うめ一（梅襲）1767　　　　　　　　　かたぷく（傾く）［自・カ・四］

かさねあく’（重ね上ぐ）〔他・か下二］　　　　　一き⑳1741

　一げ⑳1847　　　　　　　　　　　　かたみ（形身）［名］1802，1846，1873

かさねもつ（重ね持つ）［他・タ・四］　　　　　かたらふ（語らふ）［自・ハ・四］

　一っ｛困1898　　　　　　　　　　　　　　一ひ圃1719

かざる（飾る）［他・ラ・四］　　　　　　　　　　一へ圃1725

　一る　雄目　1796　　　　　　　　　　　　　　　　　　　　　　　　　ヵ》っヵ》っ　［副］　1694，（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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かつら（桂）［名］1749　　　　　　　　　　　かはナ（交す）［他・サ・四］

かづらき（葛城）［地名］1719　　　　　　　　一し圃1793

かて（糧）［名］1822　　　　　　　　　　　　かはりゆく（変り行く）［自・カ・四］

かど（門）［名］1685　　　　　　　　　　　　　－〈圃1752

かな［終助］1647，1653，1669，1696，1710，　　　かはる（変る）［自・ラ・四］

　　1721，1730，1739，1743，1758，1770，1776，　　　　　　一リ　［更〕1750，1818，1866

　　1779，1787，1791，1795，1797，1798，1809，　　かはる（代はる）［自・ラ・四］

　　1810，1812，1814，1815，1820，1826，1839，　　　　　　一リ　囲　1711

　　1840，1845，1848，1855，1865，1870，1875，　　　一る｛困1865

　　1893，1895，1902，1903　　　　　　　　　　かはわた（川隈）［名］1770

がな［終助］→もがな　　　　　　　　　　　　かひ（狭）［名］＊1735

かなし（悲し）［形・シク］　　　　　　　　　かひ（貝）［名］＊1735

　一しかり囲1849　　　　　　　　　　　　さくら一（桜貝）1699

　一し圃1753，1861　　　　　　　　　　かひ（甲斐）［地名］1763

　一しけれ日1850　　　　　　　　　　　かひなし（甲斐なし）［形・ク］

かなしさ（悲しさ）［名コ1755，1846　　　　　　一く圃1655

かなしみ（悲しみ）［名］1854　　　　　　　かふ（代ふ）［他・…下二］

かなふ（叶ふ）［自・ハ・四］　　　　　　　　　　　むすび一（結び代ふ）

　一は困1680，1869　　　　　　　　　　　　　　　一へ圃1751

かなへ（鼎）［名］1857　　　　　　　　　　かふ（交ふ）［自・ハ・四］

かぬ（難ぬ）［接尾・下二型コ　　　　　　　　　　とび一（飛び交ふ）

　　しづめ一（沈め難ぬ）　　　　　　　　　　　　一ふ圃1835

　　　　一ね圃1870　　　　　　　　　　かへす（返す）［他・サ・四］

　　つつみ一（包み難ぬ）　　　　　　　　　・一さ困1895

　　　　一ぬ囲1791　　　　　　　　　　　おもひ一（思ひ返す）

　　まち一（待ち難ぬ）　　　　　　　　　　　　　一さ困1684

　　　　一ぬる〔困1697　　　　　　　　　　　　　一せ日1895

かねて（予て）［副］1644　　　　　　　　　かへる（帰）〔自・ラ・四］

かは（川）［名］　　　　　　　　　　　　　　　一リ囲1742，1779，1884

　　たに一（谷川）1800，1807　　　　　　　　　　る囲1666

　　はやせ一（早瀬川）1764　　　　　　　　一れ固1799

　　ふた一（二川）1765　　　　　　　　　　たち一（立ち帰る）

　　みつせ一（三瀬川）1875　　　　　　　　　　　一る［困1865

　　みもすそ一（御裳濯川）1900　　　　　かヘリゆく（帰り行く）［自・か四］

　　やま一（山川）1838　　　　　　　　　　一き囲1878

　　よしのの一（吉野の川）1780　　　　　かほ（顔）［名］

かは［係助］1724，1750，1862　　　　　　　　　　わがもの一（我が物顔）1799

かは［終助］1789，　　　　　　　　　　　　　かみ（神）［名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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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かづらきの一（葛城の神）1719　　　　　　　しか∈11783

　　やほあひの一（八百合の神）1905　　　きく（菊）〔名］＊1796

かみ（髪）［名］1708　　　　　　　　　　　　きく（聞く）［他・カ・四］

かみ（上）［名］1817　　　　　　　　　　　　　一か困1783，1825，1890

かみかぜ（神風）［名］1901，1902　’　　　　　　一き圃1664，1862

かむろぎのみや（神漏岐の宮）［名］1904　　　　一く圏1720，＊1796

かよふ（通ふ）［自‥・・四］　　　　　　　　　　一く1困1677，1705，1722，1786，1826，

　一へ日1706　　　　　　　　　　　　　　　1867，1892，1893

かゆ（変ゆ）［他・ヤ・下二］　　　　　　　　　　一け囹1737

　一え⑳1883　　　　　　　　　　　　　きこえ（聞え）［名］1840

からに［格助］1758　　　　　　　　　　　　　きこゆ（聞ゆ）［自・ヤ・下ニコ

からくに（唐国）［地名］1662　　　　　　　　一ゆ⑬1807

からころも（唐衣）［名］1897　　　　　　　きし（岸）［名］1803，1894

かリ（雁）［名］　　　　　　　　　　　　　　きそ（木曾）［地名］1666

　　よ一（夜雁）1884　　　　　　　　　　きそびと（木曾人＝木曾義仲）［名］1870

がリ（許）［名］1726　　　　　　　　　　きぬ（衣）［名］1767

かりそめ（仮初）［名］1757，1843　　　　　　きみ（君）［名］1687，1697，1702，1746，1763，

かる（優る）［自・ラ・下二］　　　　　　　　　　　1806，1860，（1877）

　一る⑬1891　　　　　　　　　　　　きる（切る）［他・ラ・四］

かる（枯る）［自・ラ・下二］　　　　　　　　　一る1菌1652，1824，1871

　一れ囲1805　　　　　　　　　　　　　　ふき一（吹き切る）

　一るる1困1750　　　　　　　　　　　　　　　　一り囲1849
かをる（薫る）［自・ラ・四］』　　　　　　　　きゆ（消ゆ）［自・ヤ・下二］

　一る〔困1644　　　　　　　　　　　　　　一え囲1889

　一れ凪1795
　　　　　　　　　　　　　　　　　　　　　　　　　　　　　　〈

　　　　　　　　　き
　　　　　　　　　　　　　　　　　　　　　く（苦）［名］1850，1854，1866，1867

き（木）［名］1776　　　　　　　　　　　　　く（来）［自・力変］

　　うき一（浮木）1672，1743　　　　　　　　　こ困1697，1738，1824，1897

　　おい一（老木）1708　　　　　　　　　　き圃1689，1696，1782，1835，1900

き［助動］　　　　　　　　　　　　　　　　　　　おち一（落ち来）

　せ困1655，1672，1680，1681，1788，1889　　　　　一くる｛困1818

　き圏1783　　　　　　　　　　　　　　　　こぎ一（漕ぎ来）

　し｛困1656，1660，1672，1678，1687，1713，　　　　　一こ困1827

　　1714，1743，1749，1751，1753，1774，1782，　　　　つかへ一（仕へ来）

　　1783，1790，1792，1793，1806，1809，1811，　　　　　　一き囲1900

　　1817，1832，1845，1854，1866，1872，1873，　　　　とめ一（尋め来）

　　1888　　　　　　　　　　　　　　　　　　　　　　　　一こ囹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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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にほひ一（匂ひ来）　　　　　　　　　〈れ（暮）［名ユ1743

　　　　一くる届1692　　　　　　　　　　くれなゐ（紅）［名］1761，1826

〈さ（草）［名］1757　　　　　　　　　　　　くろがね（鉄）［名］1846

　　うき一（浮草）1707，1836　　　　　　　くろかみやま（黒髪山）〔地名］1702

　　なつ一（夏草）1654　　　　　　　　　くろし（黒し）［形・ク］

　　なな　　（七草）1758　　　　　　　　　くわ（果）［名］1676

〈さば（草葉）［名］1661　　　　　　　　　　　一き囲1851

くさリ（鎖）［名］1861

くさる（鎖る）［他．ラ四］　　　　　　　け

　一る［困1770　　　　　　　　　　　　　　けしき（気色）［名］1739，1837

ぐす（具す）［他・サ変］　　　　　　　　　　けふ（今日）［名］1697，1786，1810

　一す圃1834　　　　　　　　　　　　　けぷリ（姻）［名］1710，（1748）

くだく（砕く）［他・カ・四］　　　　　　　　けむ［助動］

　一く1困1847　　　　　　　　　　　　　　　一む脇1712

くだけはつ（砕け果つ）［自・タ・下二］　　　　　一む囲1758，1762

　一て囲1853　　　　　　　　　　　　　　　一め固1662

くだす（下す）［他・サ・四］　　　　　　　　　けリ［助動］

　一す圏1828　　　　　　　　　　　　　　一リ囲1652，1654，1656，1667，1673，

〈びかし（首姪）［名］1861　　　　　　　　　　1674，1683，1684，1685，1688，1699，1702，

くひな（水鶏）［名］1893　　　　　　　　　　　　1703，1707，1715，1719，1720，1724，1729，

くむ（汲む）［他・マ・四］　　　　　　　　　　　　1739，1758，1760，1778，1780，1797，1804，

　一ま困1652　　　　　　　　　　　　　　　　　1816，1849，1854，1873，1876，1894，1904

　一む［困1715　　　　　　　　　　　　　　　　　る［困1647，1649，1651，1653，1664，

くも（雲）［名］1645，1694，1728，1778，1779，　　　1671，1708，1714，1731，1740，1741，1744，

　　1781，1784，1787，1885　　　　　　　　　　　　　　　　　　　　1750，1754，1775，1792，1814，1839，1841，

　　うき一（浮雲）1748　　　　　　　　　　　1870，（1877），1881

　　しら一（白雲）1698，1772，1828　　　　　れ圃1649，1671，1813，1866，1880

くものはやしのてら（雲の林の寺＝雲林院）
　　　　　　　　　　　　　　　　　　　　　　　　　　　　　　　こ
　　［寺名］1705

くもりわたる（曇り渡る）［自・ラ・四］　　　　こ（木）［名］1906

　一れiヨ1717　　　　　　　　　　　　　　　一かげ（木陰）1659

くもる（曇る）［自・ラ・四］　　　　　　　　　　一のもと（木の許）1700

　一ら困1903　　　　　　　　　　　　　　　こ（児）［名］＊1898

一
る圃1749　　　　　　　　　　　　　　　　いち一（市児）1898

くらぷやま（鞍馬山）［地名］1665　　　　　　　うなゐ一（稚子）1808

くる（暮る）［自・ラ・下二］　　　　　　　　　こえがたし（越え難し）［形・カリ］

　一れ　囲　1697，1700　　　　　　　　　　　　　　　　　　　　　　一力、リ　圃　1782

〈るしみ［名］1671，1851，1856，1865　　　　　こえゆく（越え行く）〔自・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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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ヵ》　∈玉ヨ　1878　　　　　　　　　　　　　　　　　　　　　　　　　　　　1734，1757，1776，1789，1790，1809，1820，

こかげ（木陰）［名］1659　　　　　　　　　　　1824，1826，1850，1854，1858，1880，1888，

こがる（焦がる）［自・ラ・下二］　　　　　　　　　1906

　一れ圃＊1762　　　　　　　　　　　　こと（殊）［形動・ナリ］

こぎいつ（漕ぎ出づ）［自・ダ・下二］　　　　　　一に圃1858

　一で囲1698　　　　　　　　　　　　　ことに（殊に）［副］1837

こぎく（漕ぎ来）［自・力変］　　　　　　　　ことのは（言の葉）［名］1687，1853

　一こ困1827　　　　　　　　　　　　　この［連語］1646，1674，1676，1711，1777

こぐ（漕ぐ）［他・ガ・四］　　　　　　　　　　このごろ（此頃）［名］1882

　一が困＊1762　　　　　　　　　　　　このでかしは（児の手柏）［名］＊1898

こけ（苔）［名］1652，1760　　　　　　　　　このみみる（好み見る）［他・マ・上一］

己こ（此所）［代名］1862　　　　　　　　　　　一み囲1845

ここち（心地）［名］1713，1735　　　　　　　このもと（木の許）［名］1700

ここのしな（九品）［名］1796　　　　　　　こひ（恋）［名］1759，1807，1895

こころ（心）［名］1656，1658，1661，1665，　　　こひざめ（恋醒）［名］1819

　　1668，1674，1675，1676，1677，1682，1683，　　こひし（恋し）［形・シク］

　　1684，1705，173L1744，1750，1752，1762，　　　一しき〔困1817

　　1773，1775，1777，1784，1787，1788，1797，　　　一しかる囲1756

　　1798，1817，1841，1852，1856，1858，1859，　　こほリ（氷）［名］1867，1871

　　1863，1871，1875，（1877），1887，1890，1900　　　　あさ一（朝氷）1770

こし（濃し）［形・ク］　　　　　　　　　　　こほる（凍る）［自・ラ・四］

　一き〔困1721，1766　　　　　　　　　　　　　－一る〔困1837

　　うら一（心濃し）　　　　　　　　　　こまか（細か）［形動・ナリ］

　　　　一き［困1895　　　　　　　　　　　一なる［困1838

こし（越）［地名］1884　　　　　　　　　　　こもる（籠る）［自・ラ・四］

こす（越す）［他・サ・四コ　　　　　　　　　　　ーる囲1725

　一コ1一　囲　1690　　　　　　　　　　　　　　　　　　　　　　　　　　一れ　匠ヨ11670

こずゑ（梢）［名］1644，1691，1696，1745，　　　こゆ（越ゆ）［他・ヤ・下二］

　　1798，1804，1885　　　　　　　　　　　　　　一ゆる1困1868

こそ［係助］1659，1662，1693，1695，1712，　　　　　こえがたし（越え難し）

　　1742，1754，1756，1779，1800，1813，1850，　　　　　　　　　　　　一力、り　匡亘｝1782

　　1852，1866，1880　　　　　　　　　　　　　　こえゆく（越え行く）

こぞ（去年）［名］1883　　　　　　　　　　　　　　一か困1878

こたふ（答ふ）［自・ハ・下二］　　　　　　　　　こよひ（今宵）［名］（1748）

一
へ困1737　　　　　　　　　　　　　こる（懲る）［自・ラ・上二］

　一へ圃1772　　　　　　　　　　　　　　一リ因1844

こちかぜ（東風）［名］1692　　　　　　　　これ（是）［代名］1705

こと（事）［名］1653，1656，1657，1669，1702，　　ころ（頃）［名］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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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一（此頃）1882　　　　　　　　　さくらがひ（桜貝）［名］1699

ころも（衣）［名］1664，1791　　　　　　　　さざれみつ（細水）［名］1838

ころもがは（衣河）［地名］1894　　　　　　　さレいる（射入る）［自・ラ・四］

こゑ（声）［名］1689，1717，1721，1723，1808，　　一る囲1802

　　1816，1891　　　　　　　　　　　　　　さす（差す）［他・サ・四コ

　　　　　　　　　　　　　　　　　　　　　　　ーし圃＊1888
　　　　　　　　　さ
　　　　　　　　　　　　　　　　　　　　　　　一せ同1857

さ（然）［副］1756，1779，1813，（1877），1906　　さぞ［連語］1813

さ［接尾］　　　　　　　　　　　　　　　　さぞな（嚥な）［連語］（1877）

　［形容詞の語幹十さ］　　　　　　　　　　　さそふ（誘ふ）［他・ハ・四］

　　うれし一1788，1863　　　　　　　　　　　一ふ｛困1707

　　かなし一1755，1846　　　　　　　　　さだむ（定む）［自・マ・下二］

　　さやけ一1717　　　　　　　　　　　　　一む圃1704

　　はかな一1843　　　　　　　　　　　　さつき（五月）［名］1717

　　ほどな一1818　　　　　　　　　　　　さで（小網）［名］1819

　［形容動詞の語幹十さ］　　　　　　　　　　さて［副］1695，1709，1853

　　あはれ一1872　　　　　　　　　　　さて［感］1859

さかひ（境）［名］1790　　　　　　　　　　さと（里）［名］1715

さかリ（盛）［名］1649，1693，1694，1776，　　　　　やま一（山里）1714，1737，1805

　　1777，1891　　　　　　　　　　　　　　　　よしのの一（吉野の里）1773

　　はな一（花盛）1703，1827　　　　　　　　さとリ（悟）［名］1658，1659，1671，1674，

さかろ（逆櫨）［名コ1839　　　　　　　　　　　1675，1685，1785，1789，1790，1797，1856

さき（先）［名コ1700，1821　　　　　　　　　さとる（悟る）［自・ラ・四］

さきだつ（先立つ）［自・タ・四］　　　　　　　　一る⑬1684

　一た困1872　　　　　　　　　　　　　　一る囲1663

　一つ囲1776　　　　　　　　　　　　　　　さば［接続］1859

さきだつ（先立つ）［他・タ・下二］　　　　　　さはみつ（沢水）［名］1834

　一て圃1682　　　　　　　　　　　　さびし（寂し）［形・シク］

さく（咲く）［自・カ・四］　　　　　　　　　　　一し魑1769

　一か困1698，1709，1887　　　　　　　さへ［副助］1707，1897

　一き圃1683，1702，1708，1772　　　　　　さまざま（様々）［名］1666，1795

　一く1困1677，＊1696，1736，1742，1798，　　さみだる（五月雨る）［自・ラ・下二］

　　1892　　　　　　　　　　　　　　　　　　　　　　　　　　　　　　　　　　一れ　働　1832

　一け日1712　　　　　　　　　　　　　さみだれ（五月雨）［名］1716，1727，1728，

さくら（桜）［名］勺696，1703，1710，1745，1771　　　1833

　　おそ一（遅桜）1649　　　　　　　　　さむし（寒し）［形・ク］

　　やま一（山桜）1695，1701，1712，1777，　　一から困1837

　　　　1800，1822，1824　　　　　　　　　　さむ（覚む）［自・マ・下ニ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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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むる囲1671　　　　　　　　　　　　　しげる（茂る）［自・ラ・四］

さむ（冷む）［自・マ・下二］　　　　　　　　　　一る｛困1714，1738，1759

　一め困1857　　　　　　　　　　　　　　　一れ凪1739

さやけし（分明し）［形・ク］　　　　　　　　した（舌）［名］1850

　一き囲1668　　　　　　　　　　　　　した（下）［名］1760，1767，1903

さやけさ（分明さ）［名］1717　　　　　　　　しつむ（沈む）［自・マ・四］

さゆ（冴ゆ）［自・ヤ・下ごコ　　　　　　　　　　ーま困1681

　一え圃1837　　　　　　　　　　　　　　一む圃1844

さらで［連語］1647　　　　　　　　　　　　　一む1菌1764，1869，1875

さリ（然り）［自・ラ変］　　　　　　　　　　　一め凪1820

　一ら困1647　　　　　　　　　　　　しづめかぬ（沈め難ぬ）［自・ナ・下二］

　一オL　〔ヨ　1881　　　　　　　　　　　　　　　　　　　　　　　　　　一ね　働　＊1870

一
れ囹1906　　　　　　　　　　　　しづめかぬ（鎖め難ぬ）［自・ナ・下二］

　　さりとも1864　　　　　　　　　　　　一ね圃＊1870

　　されば1881　　　　　　　　　　　　　しつる（垂る）［自・ラ・四］

さりとも［接続コ1864　　　　　　　　　　　　一る1困1896

されば〔接続］1881　　　　　　　　　　　　しで（垂）［名］1902

さればよ［連語］1881　　　　　　　　　　　しでのたをさ（死出の田長）［名］1722

　　　　　　　　　　　　　　　　　　　　　しでのやま（死出の山）［名］1868，1870
　　　　　　　　　し　　　　　しでのやまがは（死出の山川）［名］1869

し［副助］1658，1680，1708　　　　　　　　　しでのやまち（死出の山路）［名］1878

じ［助動］　　　　　　　　　　　　　　　　　しでのやまぺ（死出の山辺）［名］1848

　じ囲1663，1709，1868，1886　　　　　　　　しの（篠）［名］1812

　じ囲1823，1850　　　　　　　　　　　　しののめ（東雲）［名］1720

しか（鹿）［名コ1737　　　　　　　　　　　　しのびね（忍び音）［名］1723

しがらみ（柵）［名］1832　　　　　　　　　　しのぶ（信夫）［地名］1782

しきしま（敷島）［地名］1825　　　　　　　　しのぶ（忍ぶ）［他・ハ・四］

しきたつ（敷き立つ）［他・タ・下二］　　　　　　一ぶ囲1724

　一て圃1903　　　　　　　　　　　　しのむら（篠叢）［名］1899

しきまく（敷き巻く）［他・カ・四］　　　　　　しば（柴）［名］1832

　一く1困1902　　　　　　　　　　　　　しば（芝）［名］

しきみつ（敷き満つ）［他・タ・下二］　　　　　　　ふし一（伏芝）1770

一
て圃1794　　　　　　　　　　　　　しばや（柴屋）［名］1665

しく（敷く）［他・カ・四］　　　　　　　　　　しほ（潮）［名］1839

一
く囲．1733，1773，1785　　　　　　　　しま（島）［名］

一
け同1836　　　　　　　　　　　　　　やそ一（八十島）1768

しげし（繁し）［形・ク］　　　　　　　　　　しみつ（清水）［名］

一
き1困1713　　　　　　　　　　　　　　　おぼろの一（朧の清水）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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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みゆく（凍み行く）［自・カ・四コ　　　　　　す（為）［他・サ変］

　一く囲＊1751　　　　　　　　　せ困1697，1701，1774，1803，1809，181L

しみゆく（染み行く）［自・カ・四］　　　　　　　　1821，1832

　一く｛困＊1751　　　　　　　　　　　し圃1713，1735，1809，1877，1904

しむ（染む）［自・マ・四］　　　　　　　　　　　ナ圏1734，1841

　一む圃1675　　　　　　　　　　　　　　　する［困1818

しめ（注連）［名］1689　　　　　　　　　　　　せよ囹1872

しも（霜）［名］1751，1897　　　　　　　　　ナ［助動］

しも［副助］1709，1748　　　　　　　　　　　せ困1850

しもと（答）［名コ1845　　　　　　　　　　　　せ圃1694，1740，1767，1887

しらかはのせき（白河の関）［地名］1782　　　する囲1853

しらくも（白雲）［名］1698，1772，1828　　　　ず［助動］　　　　　　　　　　　　　’

しらつゆ（白露）［名］1654，1796　　　　　　　ざら因1763，1864

しらなみ（白波）［名］1803，1839　　　　　　　ず困1670，1697，1761，1782

しらね（白嶺）［名］1763　　　　　　　　　　　ざリ圃1652，1654，1662，1783，1788

しらやま（白山）［地名］1785　　　　　　　　ず圃1661，1682，1816，1896

しらゆき（白雪）［名コ1766　　　　　　　　　ず咽1734，（1747），1789，1819，1825，1844，

しる（知る）［他・ラ・四］　　　　　　　　　　　1882

　一ら困1652，1670，1684，1742，1759，　　　　ざる［困1869，1889

　　1764＊1772，1819，1855，1876，1880，1891　　ぬ［困1644，1652，1653，1657，1665，1673，

　一リ　圃1666，1745，1830　　　　　　　　　　　　　1676，1680，1698，1700，1719，1723，1727，

　一る［困1656，1663，1762，1797　　　　　　　　　1736，1743，1759，1779，1800，1806」823，

　一一れ　囹　1749，1858　　　　　　　　　　　　　　　　　　　　　　　　1827，1832，1835，1838，1855，1857，1880，

　　おもひ一（思ひ知る）　　　　　　　　　　1882，1883，1889，1895，1897，1903

　　　　　　ら困1646，1695，1719，1863，1890　　ね回1738，1742，1836，1858

　　　　一り囲1879　　　　　　　　　　　　すがた（姿）［名］1796，1844

　　　　一る1困1786　　　　　　　　　　　すがる（縫る）［自・ラ・四］

　　　　一れ｛己1657　　　　　　　　　　　一る囲1654

しるし（標）［名］1804　　　　　　　　　　すぎ（杉）［名］1804，1904

しるぺ（導）［名］1647，1872　　　　　　　　すぐ（過ぐ）［自・ガ・上二］

しわざ（仕業）［名］1815　　　　　　　　　　　一ぎ囲1649，1653，1725

しをリ（枝折り）［名］1883　　　　　　　　　　一ぐる囲1818

しをる（萎る）［自・ラ・下二］　　　　　　　　す」さみ（遊）［名］1808

　一れ囲1688　　　　　　　　　　　　　　ナさむ（荒む）［自・マ・四］

　　　　　　　　　　　　　　　　　　　　　　　一み囲1866
　　　　　　　　　す
　　　　　　　　　　　　　　　　　　　　　　すずか（鈴鹿）［地名］1840

す（巣）［名］　　　　　　　　　　　　　　　すずし（涼し）［形・シクコ

　　ふる一（古巣）1721　　　　　　　　　　一しかる囲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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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しき1困1659，1836　　　　　　　　　　　　1767，1772，1774，1785，1786，1790，1792，

すナむ（進む）［自・マ・四］　　　　　　　　　　1813，1827，1830，1833，1834，1836，1853，

　一ま　困　1798　　　　　　　　　　　　　　　　　　　　　　　　　　　1856，1860，1862，1872，1876，（1877），1881，

ナずめゆみ（雀弓）［名］1812　　　　　　　　　　1885，1887，（1888），1890

ナその（裾野）［名コ1732　　　　　　　　　そこ（底）［名］1670，1681，1838，1866

すつ（捨つ）［他・タ・下二］　　　　　　　　　そで（袖）［名］1688，1724，1726，1751，1758，

　一て囲｜1686　　　　　　　　　　　　　　　　1761，1762，1791，1794，1795，1809，1897

すてがたし（捨て難し）［形くクコ　　　　　　　そなる（磯馴る）［自・ラ・下二］

　一き1困1686　　　　　　　　　　　　　　　　一才L圃1803

すむ（澄む）［自・マ・四］　　　　　　　　　　そふ（添ふ）［自・ハ・四］

　一ま　困　1673，1734，1836　　　　　　　　　　　　　　　　　－，き、　屡目　1834

　一み圃1658，1838　　　　　　　　　　そふ（添ふ）［他・ハ・下二］

　一む囲1668，1784　　　　　　　一へ圃1651，1756
　一め固1730　　　　　　　　　　　　　　をり一（折り添ふ）

すむ（住む）［自・マ・四］　　　　　　　　　　　　　　一へ圃1701

　一ま困1763　　　　　　　　　　　　そま（杣）［名］1674

　一む1困1773　　　　　　　　　　　　そまぎ（杣木）［名コ1848

すみなる（住み慣る）［自・ラ・下二］　　　　　そむ（染む）［他・マ・下二］

　一れ圃1792　　　　　　　　　　　　　　一め困1676
すゑ（末）［名］1648，1792，1807，1873　　　　　一むる〔困1787，1798

すゑのまつやま（末の松山）［歌枕］1690　　　そむ（初む）［自・マ・下二］

　　　　　　　　　　　　　　　　　　　　　　　あひ一（逢み初む）
　　　　　　　　　せ
　　　　　　　　　　　　　　　　　　　　　　　　　一め圃1895

せ（瀬）［名］1765，1875　　　　　　　　　　　　めぐみ一（萌み初む）

せき（関）［名］　　　　　　　　　　　　　　　　一む圏1771

　　しらかはの一（自河の関）1782　　　　そら（空）［名］1716，1717，1727，1728，1745，

せく（堰く）［他・カ・四］　　　　　　　　　　　（1748），1867，1885

　一か園1832
　　　　　　　　　　　　　　　　　　　　　　　　　　　　　　　た
　一き⑳1652
　一く函1792　　　　　　　　　　　　た（誰）［代名］1835

せリ（芹）［名］1758　　　　　　　　　　たえま（絶間）［名］1868

　　　　　　　　　　　　　　　　　　　　　たか（高）［形・語幹］1740
　　　　　　　　　そ
　　　　　　　　　　　　　　　　　　　　　たかしのやま（高師の山）［地名］1698

そ（其）［代名］1662，1687，1817　　　　　　　たかし（高し）［形・ク］

ぞ［係助］1646，1656，1657，1658，1659，1664，　　一く㊥1904

　　1677，1679，1681，1682，1686，1700，1708，　　　一き～困1840

　　1709，1714，1722，1723，173L　1735，1740，　　たかしる（高知る）［他・ラ・四］

　　1742，1744，（1747），1750，1757，1762，　　　　　　　　一リ　囲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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たかね（高嶺）［名］1779　　　　　　　　　　たちゐ（立居）［名］1661

　　わしの一（鷲の高嶺）1783　　　　　たつ（立つ）［自・タ・四］

たがふ（違ふ）［自・…下二］　　　　　　　　一つ届1700，1721，1894

　一へ困1662　　　　　　　　　　　　　　　おひ一（生ひ立つ）

たから（宝）［名］1687　　　　　　　　　　　　　　一て圓1813

たかをでら（高尾寺）［寺名］1814　　　　　　たっ（立つ）［他・タ・下二］

たき（滝）［名］1703，1828　　　　　　　　　一て困1723

たきぎ（薪）［名コ1860　　　　　　　　　　　　一て囲1689，1820

たきつく（焚付く）［他・カ・下二］　　　　　　　一っる囲1827，1845

　一け囲1710　　　　　　　　　　　　　　しき一（敷き立つ）

たぐひなし（類なし）［形・ク］　　　　　　　　　　　　　て圃1903

　一き囲1718　　　　　　　　　　　　たつぬ（尋ぬ）［他・ナ・下二］

たぐふ（比ふ）［他・ハ・下二］　　　　　　　　　一ね困1822，1883，1886，1889

　一へ圃1887　　　　　　　　　　　　　　一ね圃1672，1695，1738，五829

たけ（竹）［名］1805，1893　　　　　　　　　　　ぬる［困1705，1821

たけうま（竹馬）［名］1810　　　　　　　　　　一ぬれ同1772

たナき（棒）［名］　　　　　　　　　　　　たていし（立石）［名］1820

　　たま一（玉檸）1809　　　　　　　　　たていしざき（立石崎）［地名コ1839

ただ（唯）［副］1695，1757，1874　　　　　　　たとへ（讐へ）［名］1656

たたく（叩く）［他・カ・四］　　　　　　　　　たなびきわたる（棚引き渡る）［自・ラ・四］

　一く｛困1893　　　　　　　　　　　　　　　　一る膣］1787

たたふ（湛ふ）［他・ハ・四］　　　　　　　　　たに（谷）［名］1781，1823，1827

　一ふ圏1650’　　　　　　　　　　　　だに［副助］1659，1668，1755，1793

たたみ（畳）［名］1659　　　　　　　　　　たにがは（谷川）［名］1800，1807

たたみあぐ（畳み上ぐ）［他・ガ・下二］　　　　たね（種）［名］1683

　一げ囲1664　　　　　　　　　　　　　たのみ（頼み）［名］1720

たたみをく（畳み置く）［他・カ・四］　　　　　たのむ（頼む）［他・マ・四］

　一く歴｝1801　　　　　　　　　　　　　　　一む囲1810

たたむ（畳む）［他・マ・四］　　　　　　　　　たのむ（頼む）［他・マ・下二］

　一ま困1764　　　　　　　　　　　　　　　一め圃1700

　一み圃1703　　　　　　　　　　　　　たのもし（頼もし）［形・シクコ

　ーめ同1794　　　　　　　　　　　　　　一し圃1876

たち（立）［接尾］　　　　　　　　　　　　　　一しき囲1669

　　この一（木の立）1906　　　　　　　　たはぶる（戯る）［自・ラ・下ニコ

たちかへる（立ち帰る）［自・ラ・四］　　　　　　一れ困1817

　一る囲1865　　　　　　　　　　　　　　たび（旅）［名］1874

たちばな（橘）［名］1716，1831，1891，1892　　たぶさ（髪）［名］1656

　　やま一（山橘）1759　　　　　　　　　たへ（妙）［形動・ナリ］



192　第二篇　聞書集・聞書残集・西行和歌拾遺

　一なる｛困1796　　　　　　　　　　　　　ち’まきうま（綜馬）［名］1815

たま（玉）［名］1656，1729，1733，1736，1818　　ちリ（塵）［名］1792，1853

たましひ（魂）［名］1834，1835　　　　　　　ちります（散り増す）［自・サ・四］

たまだすき（玉檸）［名］1809　　　　　　　　　一さ困1704

たまる（溜る）［自・ラ・四］　　　　　　　　　ちらす（散らす）［他・サ・四］

　一ら困1654　　　　　　　　　　　　　　　　一さ困1661

たむ（携む）［他・マ・下二］　　　　　　　　　　一し圃1675

　一め圃1812　　　　　　　　　　　　　　一す［困1797

ため（為）［名］1824　　　　　　　　　　　ちる（散る）［自・ラ・四］

たもつ（保つ）［他・タ・四］　　　　　　　　　　一ら困1700，1736，1800

　一つ　歴］1687　　　　　　　　　　　　　　　　　　　　　　　　一リ　圃　1702，1754，1885，1886，1891

たもと（挟）［名］1754　　　　　　　　　　　　一る｛困1699，1707，1711，1712，1742，

たゆ（絶ゆ）［自・ヤ・下二］　　　　　　　　　　　1778，1795，1887

　一え困（1747）
　　　　　　　　　　　　　　　　　　　　　　　　　　　　　　つ
　一え働1753
　　　ゆ圏1746　　　　　　　　　　　　　つ（津）［名コ

たらちね（足乳根）［名］1786　　　　　　　　　なには一（難波津）1769

たらちを（足乳男）［名］1855　　　　　　　　つ［助動］

たリ［助動］　　　　　　　　　　　　　　　　　て困1646，1906

　一る1困1689，1820，1835　　　　　　　て圃1719，1904

たれ（誰）［代名］1738，1752，1799，1824，　　　　つる園1778，1887

　　1842，1844　　　　　　　　　　　　　　　　　　　　　　　　　　　　　つれ　Eヨ　1800

たをさ（田長）［名コ　　　　　　　　　　　　　つ［格助］1903

　　しでの一（死出の田長）1722　　　　　つか（塚）［名］1753

　　　　　　　　　　　　　　　　　　　　　つかへく（仕へ来）［自・力変］
　　　　　　　　　ち
　　　　　　　　　　　　　　　　　　　　　　一き圃1900

ち（乳）［名］1646　　　　　　　　　　　　　つき（月）［名］1645，1651，1655，1658，1660，

ぢ（路）［名］　　　　　　　　　　　　1667，1668，1728，1730，1731，1732，1733，

　　かけ一（懸道）1666　　　　　　　　　　　1734，1735，1741，（1748），1768，1783，

ちかひ（誓）［名］1669，1678　　　　　　　　　　1785，1801，1802，1803，1836，（1871），

ちぎ（千木）［名］1902，1904　　　　　　　　　　（1877），1884

ちぎリ（契）［名］1649，1793，1865，1866　　　つきかげ（月影）［名］1769，1784

ちぎる（契る）［他・ラ・四］　　　　　　　　　つきひ（月日）［名］1818

　一リ囲1872　　　　　　　　　　　　　つく（付く）［自・カ・四］

ちとせ（千年）［名］1746　　　　　　　　　　一か困1882

ちどリ（千鳥）［名］1769　　　　　　　　　つく（付く）［他・カ・下二］

ちひろ（千尋）［名］1847　　　　　　　　　　一け圃1786

ちぷさ（乳房）［名］1786，1854　　　　　　　　たき一（焚き付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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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け圃1710　　　　　　　　　　つぼむ（蕾む）［自・マ・四］

つく（尽く）［自・カ・上二］　　　　　　　　　　一む囲1644

　一き困1653　　　　　　　　　　　　　つま（妻）［名］1767

つく（漬◇［他・カ・下二］　　　　　　　　　つみ（罪）［名］1679，1681，1684，1841，＊1860

　一くる囲1770　　　　　　　　　　　つみ（積）［名］＊1860

つぐ（告ぐ）［他・ガ・下二］　　　　　　　　　つみおく（積み置く）［他・カ・四］

　－1ヂ困1771　　　　　　　　　　　　　　　　　　一き［圃1743

つぐ（継ぐ）［他・カ・四コ　　　　　　　　　　つみびと（罪人）［名］1848

　　まち一（待ち継ぐ）　　　　　　　　　　つむ（摘む）［他・マ・四］

　　　　一ぐ　匪〕1774　　　　　　　　　　　　　　　　　　　　　　　　ま　困　1758

つくづく（熟）［副］1727　　　　　　　　　　つめ（爪）［名コ1846

つくる（作る）［他・ラ・四］　　　　　　　　　つもリ（積）［名］1660

　一る因i684　　　　　　　　　　　　　　つもる（積る）［自・ラ・四］

つたのほそえ（蔦の細江）［歌枕］1833　　　　　一ら困1688，1740

つたひいる（伝ひ入る）［他・ラ・四］　　　　　　一る圏1805

　一リ圃1666　　　　　　　　　　　　　　　　一る1困1876

つたふ（伝ふ）［自・ハ・四］　　　　　　　　　　一れ圃1899

　一ふ1困1760　　　　　　　　　　　　　　つゆ（露）［名］1650，166L　1729，1736，1751，

つたふ（伝ふ）［他・ハ・下二］　　　　　　　　　　1754，＊1757

　一へ囲1873　　　　　　　　　　しら一（白露）1654，1796
　一へよ囹1726　　　　　　　　　　　　　　ゆふ一（夕露）1733

つちあそび（土遊び）［名］1813　　　　　　つゆ［副］＊1757，1903

っちはし（土橋）［名］1662　　　　　　　　つゆけし（露けし）［形・ク］

っっ［助］1666，1810，1811，1830，1848，1868，　　一き囲1781，1896

　　1884，1888，1901　　　　　　　　　　　　　つりぶね（釣舟）［名］1768

っづき（続）［名］1823　　　　　　　　　　　つるぎ（剣）［名］1845，1846，1848

っつく（続く）［自・ガ・四］　　　　　　　　　つるのはやし（鶴の林）［名］1749

　一き［圃1868　　　　　　　　　　　　　つれなし（情なし）［形・ク］

つづみ（鼓）［名］1814　　　　　　　　　　　一き［困1709

つつみかぬ（包み難ぬ）［他・ナ・下ニコ　　　　つゑ（杖）［名］1810

　一ね⑬1791
　　　　　　　　　　　　　　　　　　　　　　　　　　　　　　　て
つつむ（包む）［他・マ・四］

　一ま困1822　　　　　　　　　　　　　て（手）［名コ1871，＊1898

つとめ（勤）［名］1814　　　　　　　　　　　て［接助コ1646，1651，1652，1653，1655，1664，

つなく’（繋ぐ）［他・カ・四］　　　　　　　　　　　1666，1675，1677，1678，1679，1680，1682，

　一力：　困　1657，1861　　　　　　　　　　　　　　　　　　　　　　　1683，1684，1685，1686，1689，1690，1992，

っばさ（翼）［名］1793　　　　　　　　　　　　　1694，1696，1698，1699，1700，1701，1709，

っひ（終）［名］1843，1859　　　　　　　　　　　1710，1711，1713，1715，1722，1725，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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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8，1730，1732，1735，1738，1740，1742，　　　一なる〔困1829

　　1743，1745，1751，1752，1753，1755，1756，　　とく（解く）［自・カ・下二］

　　1761，1763，1764，1765，1767，1771，1772，　　　一け困1867

　　1775，1777，1786，1789，1790，1794，1798，　　とく（説く）［他・カ・四］

　　1799，1803，1805，1809，1812，1821，1829，　　　一き圃1671

　　1831，1832，1834，1838，1842，1844，1847，　　　　　　一く　咽　1677

　　1849，1852，1854，1858，1859，1861，1863，　　とこ（床）［名コ1897

　　1869，1870，1872，1878，1879，1883，1885，　　ところ（所）［名］1665

　　ユ887i　1893，1894，1895，1897，1900，1901，　　　　とり一（取り所）1840

　　1902，1903，1904，1905　　　　　　　　　ところどころ（所々）［名］1690

で［接助］1645，1648，1670，1688，1695，1697，　　とし（年）［名コ1740，1743，（1747），1775，

　　1709，1757，1789，1803，1833，1853　　　　　　　　　　　　　1824

　　さら一1647　　　　　　　　　　　　とし（疾し）［形・ク］

てかし（手姪）［名］1861　　　　　　　　　　　－〈働1901

ても［連語］1859　　　　　　　　　　　　　　一き1困1821

てら（寺）〔名］1705　　　　　　　　　　　とづ（閉づ）［他・ダ・上二］

　　くものはやしの一（雲の林の寺）1705　　一つる函1805

　　たかを一（高尾寺）1814　　　　　　　とて［助］1734，1845，1862，1889

　　やま一（山寺）1816　　　　　　　　　とどまる（留まる）［自・ラ・四］

てらナ（照らす）［他・サ・四］　　　　　　　　　一リ圃1678

　一し⑳1901　　　　　　　　　　　　　とどむ（留む）［他・マ・下二］

　一す囲（1871）　　　　　　　　　　　　　一め［圃1673

　　　　　　　　　　　　　　　　　　　　　　一めよ囹1802
　　　　　　　　　と　　　　　となふ（唱ふ）［他．ノ、．下ゴ

と（戸）［名］1689，1805，1893　　　　　　　　一へ圃1866

　　み一（御戸）1901　　　　　　　　　　とにかくに（左1こ右に）［副］1879

と［格助］1670，1671，1684，1687，1699，1700，　とびかふ（飛び交ふ）［自・ハ・四］

　　1709，1711，1720，1727，1737，1739，1744，　　　　　　一〆ふ　圏　1835

　　1749，1752，1758，1772，1774，1778，1809，　　とびら（扉）［名］1862

　　1814，1815，1821，1826，1829，1835，1842，　　とふ（問ふ）［他・ハ・四］

　　1857，1858，1860，1863，1865，1866，1872，　　　　一は困1737

　　1876，1881，1884　　　　　　　　　　　　　一ひ圃1906

と［接助］1763　　　　　　　　　　　　　　　一ふ圃1752，1860

ど［接助］1652，1783，1895　　　　　　　　　　　一ふ歴11755，1863

とき（時）［名］　　　　　　　　　　　　　　とほす（通す）〔他・サ・四］

　　ひと一（一時）1776　　　　　　　　　　一さ困1648

ときどき（時々）［副］1755　　　　　　　　とまリ（泊）［名］1882

ときは（常磐）［形動・ナリ］　　　　　　　　　とまる（留まる）［自・ラ・四］



聞書集歌語索引　195

　一る圏1765　　　　　　　　　　　　　　　一れ困1828

とむ（留む）［他・マ・下ご］　　　　　　　　　　一れ囲1765

　一め圃1714　　　　　　　　　　　　　ながれやる（流れ遣る）［自’ラ・四］

とめく（尋め来）〔他・力変］　　　　　　　　　　一ら困1833

　一こ囹1693　　　　　　　　　　　　　　なぎさ（汀）［名］＊1679

とめゆく（尋め行く）［他・カ・四］　　　　　　なく（鳴く）［自’カ・四］

　一け巳11731　　　　　　　　　　　　　　　－〈｛困1716，1718，1719，1727，1728，

とも（友）［名］1878　　　　　　　　　　　　　1732，1737，1769，1771

とも［接助］1736，（1747），1891　　　　　　　　一け囹1892

　　さり一1864　　　　　　　　　　　　なぐさむ（慰む）［他・マ・下二］

とも［連語］1720，1739　　　　　　　　　　　　一め⑳1775

ども〔助］1649，1686，1730，1836，1855，1857　　なくなる（無くなる）［自・ラ・四］

ともがな［連語］1863　　　　　　　　　　　　一る〔困1868

ともに（共に）［連語］1865　　　　　　　　　なげき（嘆き）〔名］1663，1764，1896

とやま（外山）［名］1713　　　　　　　　　なごり（名残）［名］1673，1700，1749，1873

とよあしはら（豊葦原）［名］1906　　　　　　なごろ（余波）［名］1680

とリ（鳥）［名］1688，1718　　　　　　　　　なさ（無さ）［名］

とりどころ（取り所）［名］1840　　　　　　　　ほど一（程無さ）1818

とりをさむ（取り取む）［他・マ・下ご］　　　　なし（無し・亡し）［形・ク］

　一む圃1902　　　　　　　　　　　　　　－一から菌1711

　　　　　　　　　　　　　　　　　　　　　　一く因1645
　　　　　　　　　な
　　　　　　　　　　　　　　　　　　　　　　一力》リ　圃　1655，1680，1681，1712

な（名）［名］1722，1730，1840　　　　　　－一く圃1646，1776，1829

な［終助・感動］1864，1876，（1877），1906　　　　一し圏1671，1720，1744，1825

な［終助・願望コ1736，　　　　　　　　　　　一かる囲1879

なか（中）［名］1856　　　　　　　　　　　　一き困1655，1678，1679，1712，1718，

　　よの一（世の中）1905　　　　　　　　　1735，1752，1756，1820，1856，1865，1873，

ながナ（流す）［他・サ・四］　　　　　　　　　　　1882

　一す囲1648　　　　　　　　　　　　　　　おぼつか一（覚束なし）

　一せ圃1800　　　　　　　　　　　　　　　　　一き［困1892

　　かき一（掻き流す）　　　　　　　　　　　たぐひ一（類なし）

　　　　一す1困1792　　　　　　　　　　　　　一き囲1718

なかそら（中空）［名］1874　　　　　　　　　　なぺて一（並ぺてなし）

なかなかに［副］1836　　　　　　　　　　　　　　　一き｛困1851

ながむ（眺む）［他・マ・下二］　　　　　　　　なす（為す）［他・サ・四］

　一む魍1702，1768　　　　　　　　　　　　一す〔困1849

ながら［助］1843，1880，1893　　　　　　　　　一せ圃1905

ながる（流る）［自・ラ・下二．］　　　　　　　　なっ（夏）［名］1808，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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なつくさ（夏草）［名］1654　　　　　　　　　一ぺ⑳1793

なつやま（夏山）［名］1659　　　　　　　　　なリ（指定）［助動］

など（何）［副］1712，1879　　　　　　　　　　一ら困1655，1663，1680，1691，1705，

ななくさ（七草）［名］1758　　　　　　　　　　1738，1761，1799，1816

なに（何）［代名］1842，1847，1850　　　　　　　一リ囲1656，1667，1672，1683，1685，

なにはえ（難波江）［地名］1803　　　　　　　　1699，1729，1760，1778，1894

なにはつ（難波津）［地名］1769　　　　　　　　に圃1684，1690，1696，1745，1792，1813，

なにゆゑ（何故）［副］1860　　　　　　　　　　1880，1881

なは（縄）［名］1861　　　　　　　　　　　　　一リ魍1728，1732，1763，1814

なはしろみつ（苗代水）［名］1648　　　　　　　一る1困1686，1693，1734，（1748），1767，

なびく（廉く）［自・カ・四］　　　　　　　　　　　1776，1777，1847，1851，1871

　一く　雄目　1902　　　　　　　　　　　　　　　　　　　　　　　　　一れ　圃　1644，1663，1686，1778，1857，

なぺて［副］1644　　　　　　　　　　　　　　　1882

なべてなし（並べてなし）［形・ク］　　　　　　　一れ圃1674，1736，1807

　一き囲1851　　　　　　　　　　　　　なリ（伝聞推定）［助動コ

なほ（猶）［副］1673，1709，1720，1774，1788，　　　一リ歴11807

　　1791，1829，1852，1888　　　　　　　　　　　　一る1困1869

なみ（波）［名］1677，1680，1690，1699，1703，　なりはつ（成り果つ）〔自・タ・下ニコ

　　1735，1764，1780，1801，1827，1828，1838，　　　一て圃1708

　　1882，1894　　　　　　　　　　　　　なりゆく（成り行く）［自・カ・四］

　　うら一（浦波）1746，（1747）　　　　　　　一く囲1754

　　しら一（白波）1803，1839　　　　　　なる（成る）［自・ラ・四］

なみだ（涙）［名］1724，1760，1761，1762，　　　　一ら困1802，1878

　　1765，1896　　　　　　　　　　　　　　　　　　　

一
リ　1重〕1707，1715，1731，1739，1811，

なみゐる（並居る）［自・ラ・上一］　　　　　　　　1895

　一る1困1794　　　　　　　　　　　　　　　一る匿墨1857

なむ［終助］1878，1891　　　　　　　　　　　一る囲1790，1856，1885

なも（南無）［名］1866　　　　　　　　　　　　一れ日1690，1710，1789

ならく（奈落）［名］1866　　　　　　　　　　なる（馴る）［自・ラ・下二］

ならす（鳴らす）［他・サ・四］　　　　　　　　　一るる1困1840

　一す1困1808　　　　　　　　　　　　　　すみ一（住み馴る）

ならふ（習ふ）［自・ハ・四］　　　　　　　　　　　　　一れ圃1792

　　いり一（入り習ふ）　　　　　　　　　　　そ一（磯馴る）

　　　　一ひ園1830　　　　　　　　　　　　　　一れ圃1803
ならぷ（並ぶ）［自・バ・四］

　　　　　　　　　　　　　　　　　　　　　　　　　　　　　に
　一．♂く［困　1795

ならぷ（並ぶ）［他・バ・下二］　　　　　　　　に［助］1644，1650，1651，1652，1654，1658，

　一べ困1898　　　　　　　　　　　　　　　1660，1661，1664，1665，1666，1668，1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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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0，1671，1673，1675，1676，1677，1679，　　ぬ［助動］

　　　　1681，1682，1683，1688，1689，1690，1692，　　　　　　な　困　1697，1702，1779，1811，1853，1891

　　　　1693，1694，1695，1697，1699，1700，1701，　　　　　　‘ご　囲〕1649，1653，1702，1707，1708，1739，

　　　　1702，1703，1704，1706，1707，1708，1709，　　　　　　　1740，1741，1749，1775，1780，1804，1870，

　　　　1710，1711，1715，1716，1717，1720，1724，　　　　　　　1876，（1877）

　　　　1727，1728，1729，1731，1732，1733，1735，　　ぬ圏1745，1772，1830，1886

　　　　1739，1740，1741，1742，1743，1744，1746，　　　ぬる囲1700，1758，1876

　　　　（1747），1750，1751，1756，1758，1759，　　　　ぬれ日1658，1708，1885，1895

　　　　1761，1762，1764，1765，1767，1770，1771，　　ぬく（抜く）［他・カ・四］

　　　　1772，1773，1775，1776，1778，1779，1780，　　　　　　　　　く　困　1850

　　　　1784，1786，1788，1789，1790，1793，1794，　　ぬし（主）［名］1704

　　　　1795，1796，1797，1798，1799，1801，1802，　　ぬなは（専）［名］1820

　　　　1803，1804，1805，1806，1807，1808，1809，　　ぬふ（縫ふ）［他・ハ・四］

　　　　1810，1811，1818，1819，1820，1821，1822，　　　　　　　は因1767

　　　　1827，1828，1831，1832，1833，1834，1835，　　ぬまた（沼田）［名］1832

　　　　1839，1840，1842，1843，1844，1845，1846，　　ぬる（濡る）［自・ナ・下ニコ

　　　　1848，1849，1852，1853，1855，1856，1859，　　　れ囲1758

　　　　1861，1864，1865，1866，1867，1870，1873，
　　　　　　　　　　　　　　　　　　　　　　　　　　　　　　　　　　　　　　　　　　　　　　　　　　　　　　　　　　ね

　　　　1875，1876，（1877），1878，1882，1885，

　　　　1887，1888，（1888），1891，1892，1893，　　　ね（根）［名コ1657，1670，1731，1742，1779，

　　　　1894，1895，1896，1897，1898，1899，1901，　　　　　　　　1894

　　　　1902，1903，1904，1905　　　　　　　　　　　いは　　（岩根）1781，1823，1903，1906

に［接助］1719，1781，1826，1872，1892，1896　　　　ひとつ　　（一つ根）1683

にごる（濁る）［自・ラ・四］　　　　　　ね（音）［名］1688，1724，1727，1737，1771

　　　　　　る囲1673　　　　　　　　　　　　　　　しのび　　（忍び音）1723

にし（西）［名］1682　　　　　　　　　　　　ね（嶺）［名］

にて［格助］1653，1712　　　　　　　　　　　　しら　　（白嶺）1763

にて［連語］1684，，1690，1745　　　　　　　　ねざめ（寝覚）［名］1726

には（庭）［名］1733，1743，1750，1795，1813
　　　　　　　　　　　　　　　　　　　　　　　　　　　　　　　　　　　　　　　　　　　　　　　　　　　　　　　　　　の

にほひ（匂）［名コ1826，1884

にほひく（匂ひ来）［自・力変］　　　　　　　　の（野）［名］1650，1736

　　　　　　くる1困1692　　　　　　　　　　　　の［格助コ1645，1646，1647，1649，1650，1651，

に1まふ（匂ふ）［自・ハ・四］　　　　　　　　　　　1653，1654，1655，1656，1658，1659，1660，

　　　　　へ日1716　　　　　　　　　　　1661，1662，1664，1665，1666，1667，1668，

にる（似る）［自・ナ・上二］　　　　　　　　　　1669，1670，1671，1673，1674，1675，1676，

　　‘二　困　1644，1743　　　　　　　　　　　　　　　　　　　　　　　　　　　　1677，1678，1679，1681，1682，1683，1684，

　　　　　　　　　　　　　　　　　　　　　　　　　　　　　　　　　　　　　　　　　　　　　1686，1687，1688，1689，1690，1691，1694，

　　　　　　　　　　　　　　　　　ぬ

　　　　　　　　　　　　　　　　　　　　　　　　　　　　　　　　　　　　　　　　　　　　　1696，1698，1699，1700，1701，1703，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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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5，1706，1708，1710，1713，1715，1716，　み（御法）1783，1786

　　　1717，1719，1721，1722，1723，1724，1726，　　のりう（乗り得）［自・ア・下二］

　　　1727，1728，1729，1730，1731，1732，1733，　　　え困1657

　　　1734，1735，1736，1737，1739，1741，1743，　　のる（乗る）［自・ラ・四］

　　　1744，1745，1746，（1747），（1748），1749，　　　　　　　　　　　リ　［重｝1655，1681

　　　1750，1751，1752，1753，1755，1756，1757，　　　　る囲1675

　　　1758，1760，1761，1762，1763，1764，1765，
　　　　　　　　　　　　　　　　　　　　　　　　　　　　　　　　　　　　　　　　　　　　　　　　　　　　　　　　　　は

　　　1766，1767，1768，1769，1771，1773，1775，

　　　1776，1777，1779，1780，1781，1782，1783，　　は（葉）［名］1650，1729

　　　1784，1785，1786，1787，1788，1789，1790，　　　　くさ　　（草葉）1661

　　　1791，1794，1795，1796，1797，1798，1799，　　　　ことの　　（言の葉）1687，1853

　　　1800，1801，1802，1803，1804，1805，1806，　　　　ひと　　（一葉）1654

　　　1807，1808，1809，1812，1813，1815，1816，　　は（端）［名］1645

　　　1817，1818，1819，1820，1822，1823，1824，　　は［係助］1646，1647，1649，1652，1654，1656，

　　　1825，1826，1827，1828，1831，1832，1833，　　　　　　　　1660，1663，1664，1665，1667，1672，1674，

　　　1834，1835，1836，1837，’1838，1839，1841，　　　　　　　　1676，1684，1685，1687，1688，1690，1691，

　　　1843，1844，1845，1846，1847，1848，1849，　　　　　　　　1693，1696，1700，1703，1708，1712，1714，

　　　1850，1851，1852，1853，1854，1855，1856，　　　　　　　1718，1720，1722，1723，1724，1729，1731，

　　　1857，1859，1860，1861，1862，1863，1864，　　　　　　　　1735，1737，1742，1744，1750，1754，1756，

　　　1865，1866，1867，1868，1870，（1871），　　　　　　　　　　　1760，1761，1763，1764，1765，1766，1773，

　　　1871，1872，1873，1874，1876，（1877），　　　　　　　　　　1774，1778，1779，1782，1783，1784，1789，

　　　1878，1879，1880，1881，1882，1883，1884，　　　　　　　　1790，1792，1804，1807，1810，1815，1816，

　　　1885，1886，1887，（1888），1889，189L　　　　　　　　　　　1817，1818，1824，182ε，1832，1833，1836，

　　　1893，1894，1896，1897，1898，1899，1902，　　　　　　　　1837，1839，1840，1842，1848，1850，1851，

　　　1903，1904，1905，1906　　　　　　　　　　　　　　　　　　　　　1858，1859，1861，1862，1864，1867，1868，

のき（軒）［名］1716，1835，1892　　　　　　　　　1870，1875，1876，（1877），1881，1882，

のこる（残る）［自・ラ・四］　　　　　　　　　　　　1884，1885，1891，1892，1894，1900

　　　　　ら困1788　　　　　　　　　　　　か　 1724，1750，1789，1862

のち（後）［名］1891　　　　　　　　　　　　　　　や　　　1665，1763，1764，1774，1782，

のべ（野辺）［名］1751　　　　　　　　　　　　　　1818，1864

のぼる（上る）［自・ラ・四］　　　　　　　　　ぱ［接助］1644，1645，1650，1655，1657，1658，

　　　　　ら困1781　　　　　　　　　　　1663，1670，1671，1672，1673，1675，1680，

　　　　　れ　圃　1845　　　　　　　　　　　　　　　　　　　　　　　　　　　1681，1683，1684，1690，1697，1698，1699，

のみ［副助］1724，1738，1750，1756，1796，　　　　　1707，1708，1709，1711，1712，1725，1731，

　　　1816，1854，1871，1897　　　　　　　　　　　　　　　　　　　　　1734，1737，1738，1746，1750，1751，1754，

のリ（法）［名］1646，＊1655，＊1657，1664，　　　　　1761，1762，1763，1769，1772，1778，1782，

　　　1672，1674，1676，1677，1678，＊1681，1682，　　　　　　　1785，1788，1789，1802，1835，1853，1856，

　　　1791，1796　　　　　　　　　　　　　　　　　　　　　　　　　　　　　1857，1858，1861，1872，1880，1881，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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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1895，1899　　　　　　　　　　　　はふ（這ふ）［自・ハ・四］

はい（灰）［名］1853　　　　　　　　　　　　　一ふ園1803，1820

はかなさ（夢さ）［名］1843　　　　　　　　はまゆふ（浜木綿）［名］1746，（1747）

はかなし（夢し）［形・ク］　　　　　　　　　ばや［助］1706，1811，1828

　一き囲1879　　　　　　　　　　　　　はやし（林）［名］

ばかリ〔副助］1661，1687，1744　　　　　　　　　くもの一のてら（雲林寺）1705

　　いか一1862，1874，1900　　　　　　　　　つるの一（鶴の林）1749

はぎ（萩）［名］1729，1736　　　　　　　　　はやし（早し）［形・ク］

はこねやま（箱根山）［地名］1691　　　　　　一き姻1846

はナ（蓮）［名］1650　　　　　　　　　　　　はやせがは（早瀬川）［名］1764

はた（刑）［名］1850　　　　　　　　　　　　はら（原）［名］1732

はちナ（蓮）［名］1677，1794，1857，1887　　　はらふ（払ふ）［他・ハ・四］

はつ（果つ）［自・タ・下二］　　　　　　　　　　　ふき一一（吹き払ふ）

　　くだけ一（砕け果つ）　　　　　　　　　　　　　　ふ囲1645

　　　　一て働1853　　　　　　　　　　　はる（春）［名］1676，1689，1690，1696，1701，

　　なり一（成り果つ）　　　　　　　　　　　1745，1771，1775，1824，1826，1827，1886，

　　　　一て圃1708　　　　　　　　　　　　（1888），1889

はつね（初音）［名］1890　　　　　　　　　　はる（晴る）［自・ラ・下二］

はつはな（初花）［名］1799　　　　　　　　　一れ園1727

はつゆき（初雪）〔名］1804　　　　　　　　　　一れ囲1728，1885

はな（花）［名コ1644，1647，1649，1654，1667，　はる（張る）［他・ラ・四］

　　1670，1675，1676，1682，1683，1694，1695，　　　一る｛困1812

　　1696，1697，1699，1700，1701，1702，1704，　　はるか（遙か）［形動・ナリ］

　　1705，1706，1707，1708，1709，1710，1711，　　　　　　一1こ　⑳　1741

　　1712，1729，1742，1766，1772，1773，1774，　　はるかぜ（春風）［名］1644

　　1775，1776，1778，1779，1780，1788，1795，

　　　　　　　　　　　　　　　　　　　　　　　　　　　　　　　ひ
　　1797，1798，1821，1823，1825，1826，1828，

　　1829，1830，1831，1883，1884，1885，1886，　　ひ（火）［名］1710，1860

　　1887，（1888），1889　　　　　　　ひ（日）［名ユ1903

　　うの一（卯の花）1713，1723，1724，　　　　　あさ一（朝日）1667，1867

　　　　1831　　　　　　　　　　　　　　　ひかリ（光）［名］1732，1857

　　はつ一（初花）1799　　　　　　　　　ひきひき（引引）［形動・ナリ］

　　やすらひ一（安楽花）1814　　　　　　　一に働1648

はなざかリ（花盛）［名］1703，1827　　　　　ひく（引く）［他・カ・四コ

はなしね（花稲）［名］1822　　　　　　　　　一か困1669，1888

｛まなる（離る）［自・ラ・下二］　　　　　　　　　一き圃1792

　一れ因　1882　　　　　　　　　　　　　　　　　　　　　　　　　一く　圏　1806，1859

　一れ囲1657　　　　　　　　　　　　　ひさかたの［枕詞］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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ひし（菱＝兵器）［名］1845　　　　　　　　　一かリ㊥1714

ひたひゑぼし（額烏帽子）［名］1812　　　　　　一く圃1754，1830

ひと（人）［名コ1652，1675，1678，1693，1711，　　一き〔困1658，1669，1670，1681，1706，

　　1737，1750，1752，1755，1756，1759，1764，　　　　　　　　1723，1760，1761，1827，1864

　　1773，1821，1822，1827，1844，1868，1875，　　　一けれ圓1652

　　1879，1880，1881，1889，1893　　　　　　　ふかみどリ（深緑）［名］1759

　　つみ一（罪人）1848　　　　　　　　　ふききる（吹き切る）［他・ラ’四］

ひとすぢ（一筋）［形動・ナリ］　　　　　　　　一リ囲1849

　　一に囲1787　　　　　　　　　　　　　ふきはらふ（吹き払ふ）［他・ハ・四］

ひとつ（一）［名］1668，1770　　　　　　　　一ふ1困1645

ひとつね（一根）［名］1683　　　　　　　　ふく（更く）［自・カ・下二］

ひとつみ（一身）［名］1849　　　　　　　　　一け圃1732，1741

ひととき（一・時）［名］1776　　　　　　　　　ふく（葺く）［他・カ・四コ

ひとは（一葉）［名］1654　　　　　　　一き囲1904

ひとむらC一叢）［名］1698　　　　　　　　　－〈｛困1716

ひとめ（一目）〔名］1679　　　　　　　　　　ふけひ（吹飯）［地名］1769

ひとよ（一夜）［名］1651，1899　　　　　　　ふし（節）［名］1674

ひとリ（一人）［名］1874　　　　　　　　　ふししば（伏芝）［名］1770

ひとりね（独寝）［名］1897　　　　　　　　ふす（伏す）［自・サ・四］

ひま（隙）［名］1856　　　　　　　　一し囲1893
ひむろのやま（氷室の山）［地名コ1837　　　　ふた（蓋）［名］＊1735

ひらく（開く）［自・カ・下二］　　　　　　　　ふたかみやま（二上山）［名］1784

　一け困1788　　　　　　　　　　　　　ふたがは（二川）［地名］1765

　一くる1困1685　　　　　　　　　　　　ふたみ（二見）［地名］1691，1735

　　いひ一（言ひ開く）　　　　　　　　　　ふね（舟）［名］1657，1678，1762，1833，1882

　　　　一力、　困　1670　　　　　　　　　　　　　　　　　　　　　　　み一　（御舟）　1655

ひらく（開く）［他・カ・四コ　　　　　　　　　ふねとも（舟櫨）［名］1692

　　　け囹1901　　　　　　　　　　　　　ふみ（文）［名］1816

ひらのやま（比良の山）［地名］1889　　　　　ふみわく（踏み分く）［他・カ・下二］

ひるぶし（昼臥）［名］1808　　　　　　　　　一け囲1763

ひろ（尋）［名］　　　　　　　　　　　　　　ふむ（踏む）〔他・マ・四］

　　ち一（千尋）1847　　　　　　　　　　　一ま困1823

　　もも一（百尋）1847　　　　　　　　　　　一む1困1781

　　　　　　　　　　　　　　　　　　　　　ふもと（麓）［名］1703，1800
　　　　　　　　ふ　　　　　　　　　　　　　　　　　　　　　ふゆ（冬）［名］1691，1722，1804，1837

ふ（経）［自・ハ・下二］　　　　　　　　　　　　ふゆがれ（冬枯）［名］1751

　へ圃1775　　　　　　　　　　　　　　　ふる（降る）［自・四・ラ］

ふかし（深し）［形・ク］　　　　　　　　　　　　一リ囲＊1740，1780，1804，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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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ゆる囲1739　　　　　　　　　　　　ほそみち（細道）［名］1713

みよしののやま（み吉野の山）［地名］1694，　ほたる（螢）［名］1834，1835

　　1886　　　　　　　　　　　　　　　　ほど（程）［名］1861，1899

みる（見る）［他・マ∫上一］　　　　　　　　ほととぎす（時鳥）［名］1716，1717，1719，

　み困1647，1829，1883　　　　　　　　1720，1721，1722，1726，1727，1878，1886，

ふる（旧る）［自・ラ・上二］　　　　　　　　　　　1890，189U892

　－一リ圃1740　　　　　　　　　　　　　　　やま一（山時鳥）1718，1723，1725，

ふりず（「旧りす」の託か）［不明］1840（ふ　　　　　　1728，1831

　　リず名を鈴鹿になるる山賊は聞えたかき　　ほどなし（程なし）［形・ク］

　　もとりどころかな）　　　　　　　　　　　　　一く囲1788

ふりほす（振り乾す）［他・サ・四］　　　　　　ほどなさ（程なさ）［名］1818

　一し囲｝1761　　　　　　　　　　　　　　ほのほ（炎）［名］1855，1863，1865

ふるかはかみ［不明コ1715（里にくむふるか　　ほふる（屠る）［他・ラ・四］

　　はかみのかげになりて柳のえだも水むす　　　　　る囲1846

　　びけり）　　　　　　　　　　　　　　　　ほむら（焔）［名］1849，1851，1856，1860

ふるさと（古里）［名］1738
　　　　　　　　　　　　　　　　　　　　　　　　　　　　　　　ま
ふるす（古巣）［名］1721

　　　　　　　　　　　　　　　　　　　　　　ま（間）［名］1741，＊1806，1823

　　　　　　　　　へまうけ（設）［名］1729，1852
へ［格助］1679，1706，1782，1800，1878　　　　まうで（詣）［名］

ぺし［助動］　　　　　　　　　　　　　　　　　よしの一（吉野詣）1822

　一かリ圃1649　　　　　　　　　　　　まかす（任す）［他・サ・下二］

　一し圃1650，1684，1752，1774，1851，　　　　せ圃1859

　　1902　　　　　　　　　　　　　　　　　まがふ（紛ふ）［自‥・・四］

　一き1困1657，1676，1679，1686，1704，　　　　一ふ1困1694，1703，1778

　　1734，1765，1774，1791，1830，1841，1843，　　まぎる（紛る）［自・ラ・下二］

　　1858　　　　　　　　　　　　　　　　　　　　一る圏1842

　　　　　　　　　　　　　　　　　　　　　　まく（巻く）［他・カ・四］
　　　　　　　　　ほ
　　　　　　　　　　　　　　　　　　　　　　　一一く［困1833

ほか（外）［名］1661，1663，1789　　　　　　　　しき一（敷き巻く）

ほしげ（欲しげ）［形動・ナリ］　　　　　　　　　　　　一く囲1902

　一なる園1812　　　　　　　　　　　　まくら（枕）［名］1760

ほす（乾す）［他・サ・四］　　　　　　　　　　まこと（真）［名］1676，1686

　　ふり一（振り乾す）　　　　　　　　　まさる（増る）［自・ラ・四］

　　一し囲1761　　　　　　　　一れβ1780
1まそ（細）［「細し」形・クの語幹］1807　　　　まし［助動］

ほそえ（細江）［名］　　　　　　　　　　　　　一し圃1647，1655，1670，1672，1680，

　　つたの一（蔦の細江）1833　　　　　　　　1697，1736，1761，1782，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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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し囲1681，1711，1788，1890　　　　み［接尾］

まじ［助動］　　　　　　　　　　　　　　　　　たか一1740

　一じき⑥1746　　　　　　　　　　　　みカ1く（磨く）［他・カ・四］

ましてまして［副］1663　　　　　　　　　　　一く届1656，1667，（1877）

ましひと（益人）［名］1734　　　　　　　　みかげ（御影）［名］1901，1903，1905

ます（増す）［自・サ・四］　　　　　　　　　みかみがたけ（三上が嶽）［地名］1899

　　ちり一（散り増す）　　　　　　　　　みぎは（汀）［名］1677，1820，1894

　　　　一さ困1704　　　　　　　　みしま（三島）［地名］＊1806

また（又）［副］1685，1692，1718，1742，1777，　みち（道）［名］1686，1714，1739，1753，1805，

　　1795，1805，1819，1824，1844，1873，1875　　　　　　　　　1883

まだ（未）［副］1691，1698，1883　　　　　　　　ほそ…一（細道）1713

まちかぬ（待ち難ぬ）［他・ナ・下二］　　　　　みちびく（導く）［他・カ・四］

　一ぬる｛困1697　　　　　　　　　　　　　一か困1679

まちつぐ（待ち継ぐ）［他・ガ・四コ　　　　　　みつ（満つ）［自・タ・上二］

　一ぐ圏1774　　　　　　　　　　　　　　一つる届1826
まつ（松）［名］1689，1691，1803，1894　　　　みつ（永）［名］1652，1673，1715，1765，1800，

まつ（待つ）［他・タ・四］　　　　　　　　　　　　1807，1832，1833

　一た困1695　　　　　　　　　　　　　　さざれ一（細水）1838

　一つ｛困1682，1696，1709，1720，1729，　　　　　なはしろ一（苗代水）1648

　　1831，1890　　　　　　　　　　　　　　　　やま一（山水）1707，1760

まつ（先）［副］1754，1890　　　　　　　　みつせがは（三瀬川）［名］1875

まつかぜ（松風）［名］1753　　　　　　　　みつなし（才なし）［形・ク］

まつら（松浦）［地名］1762　　　　　　　　　一き囲1875

まつリ（祭）［名］　　　　　　　　　　　　　みと（御戸）［名］1901

　　やま一（山祭）1821　　　　　　　　みどリ（緑）［名］1690，1885

まで［副助］1665，1749，1798，1800　　　　　　　ふか一一（深緑）1759

まどふ（惑ふ）［自・ハ・四］　　　　　　　　　みなかみ（水上）［名］1780

　一ふ〔困1843　　　　　　　　　　　　みなぎる（瀕る）［自・ラ・四］

まどゐ（円居）［名］（1888）　　　　　　　　　一り圃1869

まへ（前）［名］1797　　　　　　　　　　　みね（峯）［名］1667，1703，1704，1773，1781，

まま（儘）［名］1662，1865　　　　　　　　　　　1823，1828

　　　　　　　　　　　　　　　　　　　　　みのリ（御法）［名］1783，1786
　　　　　　　　　み
　　　　　　　　　　　　　　　　　　　　　みふね（御舟）［名］1655

み（実）［名］1676，1683　　　　　　　　みもナそがは（御裳濯河）［地名］1900

み（身）［名］1646，1655，1708，1711，1723，　　みや（宮）［名］

　　1740，1741，175611789，1813，1845，1846，　　　　かむろぎの一（神漏岐の宮）1904

　　1848，1852　　　　　　　　　　　　　　みやこ（都）［名］1739，1884

　　ひとつ一（一身）1849　　　　　　　　みやばしら（宮柱）［名］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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みやま（御山）［名］1660，1706　　　　　　　むせぷ（咽ぶ）［自・パ・四］

　　わしの一（鷲の御山）1651　　　　　　一ぶ圃1855

みやまおろし（御山颪）［名］1755　　　　　　むそぢ（六十路）［名］1775

みゆ（見ゆ）［自・マ・下二］　　　　　　　　　むつのわ（六っの輪）［名］1867

　一え⑳1699，1751，1778　　　　　　　　むま（馬）→うま

　み圃1646，1700，1743，1783，＊1806，1854　　むめ（梅）→うめ

　みる圏1649　　　　　　　　　　　　　むやふ（績ふ）［他・…四コ

　みる〔困1658，1668，1735，1744，1758，1767，　　一一ふ囲1833

　　1784，1790，1796，1841，1876，1887，（1888）　　むら（叢）［名］

みるみる（見る見る）［連語］　　　　　　　　　　しの一（篠叢）1889

　一る〔困1842　　　　　　　　　　　　　ひと一（一叢）1698

みるみる（見る見る）［副］1881　　　　　　むらぎえ（斑消え）［名］1691

みわたす（見渡す）［他・サ・四］　　　　　　　むらさき（紫）［名］1787

　一せ日1698，1769，1899　　　　　　　　むらだち（叢立）［名］1704

　　　　　　　　　　　　　　　　　　　　　　むらまけ（群族か）［不明］1806（余吾の海
　　　　　　　　　む
　　　　　　　　　　　　　　　　　　　　　　　　の君をみしまにひく網のめにもかからぬ

む［助動］　　　　　　　　　　　　　　　　　　あちのむらまけ）

　む圃1648，1686，1695，1701，1705，1737，　　むろ（無漏）［名］1678，1790

　　1781，1799，1821，1822，1829，1837，1883，

　　　　　　　　　　　　　　　　　　　　　　　　　　　　　　　め
　　1898

　む1困1645」657，1669，1678，169L1702，　　め（目）［名］1744，1806

　　1704，1705，1738，1766，1822，1824，1867，　　　　　うき一（憂目）1842

　　1878，1886，1891　　　　　　　　　　　　ひと一（一目）1679

　め圃1695，1763，1764，1779，1864　　　　　めぐみそむ（萌み初む）［自・マ・四］

むかし（昔）［名］1743，（1748），1809，1811，　　　一む歴｝1771

　　1825，1826，1906　　　　　　　　　　　めぐむ（恵む）［他・マ・四］

むかふ（向ふ）［自・ハ・四］　　　　　　　　　　一む⑭1901

　一ふ1困1692　　　　　　　　　　　　　　めぐる（廻る）［自・ラ・四］

むぎぷゑ（麦笛）［名］1808　　　　　　　　　一る囲1768

むくい（報）［名］1841，1847，1851　　　　　　めづらし（珍らし）［形・シク］

むぐら（葎）［名］1714，1733，1738，1739，　　　一しく圃1795

　　1750，1805　　　　　　　　　　　　　　　めリ［助動］

むすびかふ（結び代ふ）［他・ハ・下二］　　　　　一リ圏1805，1828

　一へ⑳1751　　　　　　　　　　　　　　一る1菌1857
むナぶ（結ふ）［他・バ・四］

　　　　　　　　　　　　　　　　　　　　　　　　　　　　　　　も
　一び圃1715
　一ぷ圏1676　　　　　　　　　　　　　も［係助］1644，1646，1654，1655，1661，1662．

　一，6く囲1683，1867　　　　　　　　　　　　　　　　　　　　　　1665，1679，1687，1691，1693，1697，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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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702，1715，1720，1721；1724，1727，1734，　　　　しば一（柴屋）1665

　　1738，1739，1742，1743，1745，1749，1750，　　や［係助］1645，1647，1649，1662，1665，1675，

　　1755，1757，1763，1764，1766，1767，1774，　　　　　　　　1676，1678，1691，1696，1704，1705，1711，

　　1776，1778，1779，1782，1786，1789，1791，　　　　　　　1727，1737，（1748），1761，1763，1764，

　　1797，1798，1806，1810，1813，1816，1818，　　　　　　　1771，1772，1773，1774，1782，1784，1788，

　　1819，1820，1823，1824，1825，1827，1828，　　　　　　　　1818，1821，1829，1834，1841，1844，1847，

　　1829，1830，1832，1837，1839，1840，1841，　　　　　　　　1864，1867，1869，1889，

　　1842，1844，1846，1849，1850，1853，1854，　　や［間助］1651，1669，1674，1807，1819，1825，

　　1855，1856，1859，1864，1869，1870，1879，　　　　　　　1882，1899

　　1882，1889，1890，1903，1906　　　　　　　　やがて［副］1667，1785，1886，1887

もがな［終助］1661，1692，1755，1863，1896　　やさし（優し）［形・シク］

もち（望）［名］1651　　　　　　　　　　　　　一し圏＊1888

もつ（持つ）［他・タ・四］　　　　　　　　　　やすむ（休む）［他・マ・下二］

　　かさね一（重ね持つ）　　　　　　　　　一め困1705．

　　　一っ囲1898　　　　　　　　　　やナらひはな（安楽花）［名］1814

もて［連語］1846　　　　　　　　　　　　やそしま（八十島）［名］1768

もてなす（持成す）［他・サ・四］　　　　　　　やど（宿）［名］1689，1693，1767，1802

　一ナ囲1733　　　　　　　　　　　　　やどる（宿る）［自・ラ・四］

もと（許・元）［名］　　　　　　　　　　　　　一る1困1735

　　かたすみ一（片隈元）1811　　　　　　やなぎ（柳）［名］1715

　　この一（木の許）1700　　　　　　　　やは［係助］1665，1763，1764，1774，1782，

もとき（本木）［名］1904　　　　　　　　　　　1818，1864

もの（物）［名］1712，1727，1799，1896　　　　やへ（八重）［名］1738

ものがたリ（物語）［名］1697　　　　　　　やほあひのかみ（八百合の神）［名］1905

ものを［接助］1718，1766　　　　　　　　　　やま（山）［名］1645，1658，1730，1744，1781，

ものを［終助］1668，1671，1793，1831，1857，　　　　1884

　　1858　　　　　　　　　　　　　　　　　　　あきしの一（秋篠山）1804

ももひろ（百尋）［名］1847　　　　　　　　　　くらぶ一（鞍馬山）1665

もゆ（燃ゆ）［自・ヤ・下二］　　　　　　　　　　　くろかみ一（黒髪山）1702

　一ゆる｛困1860　　　　　　　　　　　　　　しでの一（死出の山）1868，1870

もる（漏る）［自・ラ・四］　　　　　　　　　　　　　しら一（白山）1785

　一る囲1729　　　　　　　　　　　　　　　たかしの一（高石の山）1698

もる（守る）［他・ラ・四］　　　　　　　　　　　なつ一（夏山）1659

　一る囲1898　　　　　　　　　　　　　　ひむろの一（氷室の山）1837

　　　　　　　　　　　　　　　　　　　　　　ひらの一（比良の山）1889
　　　　　　　　や　　　　　ふたかみ＿（二上山）1784

や（箭）［名］＊1888　　　　　　　　　　　　　み一（御山）1660，1706

や（屋）［名］　　　　　　　　　　　　　　　　　みよしのの一（み吉野の山）1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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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6　　　　　　　　　　　　　　　　　　　　　　　　　　　　　　1713，1714，1740，1763，1767，1778，1785，

　　よしのの一（吉野の山）1799　　　　　　　1805，1825，1826，1876，1889，1899

　　よしの一（吉野山）1647，1745，1778，　　　　しら一（白雪）1776

　　　　1779，1823，1829，1830，1883，1885　　　　　はつ一（初雪）1804

やまかぜ（山風）［名］1827　　　　　　　　　ゆく（行く）［自・カ・四］

やまがは（山川）［名］1838　　　　　　　　　　一か困1763，1789

　　しでの一（死出の山川）1869　　　　　　一き働1726，1789，1821，1834，（1877），

やまざくら（山桜）［名］1695，1701，1712，　　　　1884，1901

　　1777，1800，1822，1824　　　　　　　　　　　　　　　　　　　－〈　歴｝1760，1772，1861，1874

やまざと（山里）［名］1714，1737，1805　　　　　一け日1789

やまだち（山賊）［名］1840　　　　　　　　　　かはり一（変り行く）

やまたちばな（山橘）［名］1759　　　　　　　　　　一く囲1752

やまち（山路）［名］　　　　　　　　　　　　　　　かへり一（帰り行く）

　　しでの一（死出の山路）1878　　　　　　　　　一き圃1878

やまでら（山寺）［名］1816　　　　　　　　　　　こえ一（越え行く）

やまびと（山人）［名］1666，1772　　　　　　　　　　一か困1878

やまべ（山辺）［名］　　　　　　　　　　　　　　　とめ一一（尋め行く）

　　しでの一（死出の山辺）1848　　　　　　　　　一け圏1731

やまほととぎナ（山時鳥）［名］1718，1723，　　　　なり一（成り行く）

　　1725，1728，1831　　　　　　　　　　　　　　　　　　　　　　　　　　　　　一く　囲　1754

やままつリ（山祭）［名］1821　　　　　　　　ゆくへ（行方）［名］1742，1855

やまみつ（山水）［名］1707，1760　　　　　　ゆたか（豊か）［形動・ナリ］

やみ（闇）［名］1864　　　　　　　　　　　　一に圃1648，1768

　　ゆふ一一（夕闇）1753　　　　　　　　　　一なる囲1791

やむ（止む）［自・マ・四］　　　　　　　　　　ゆふだち（夕立）［名］1729，1780

　－’ま困1645，1670，1709　　　　　　　　　ゆふつゆ（夕露）［名］1733

やる（遣る）［他・ラ・四］　　　　　　　　　　ゆふまぐれ（夕間暮）［名］1874

　一る1困1744　　　　　　　　　　　　　　ゆふやみ（夕闇）［名］1753

　　ながれ一（流れ遣る）　　　　　　　　ゆみはリ（弓張）［名］（1871）

　　　　一ら困1833　　　　　　　　　　　ゆめ（夢）［名］1671

　　わけ一（分け遣る）　　　　　　　　　　ゆゑ（故）［名］1823，1830

　　　　一ら困1648
　　わたり一（渡り遣る）　　　　　　　　よ
　　　　一ら困1838　　　　　　　　　　よ（世）［名］1655，1673，1707，1711，1712，

　　　　　　　　　　　　　　　　　　　　　　　　1743，1746，（1747），1757，1793，1842，
　　　　　　　　　ゆ
　　　　　　　　　　　　　　　　　　　　　　　　1843，1879，1880，1881，1882，1901

ゆ（湯）［名］1852，1857　　　　　　　　　　　　うき一（憂世）1734

ゆき（雪）［名］1660，1688，1690，1691，1706，　　　ようつ一（万世）1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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よ（夜）［名］1668，1732，1733，1801，1819．　　よろつよ（万世）［名］1664

　　1893，1897
　　　　　　　　　　　　　　　　　　　　　　　　　　　　　ら
よ［助］1809，1858，1881

よかリ（夜雁）［名］1884　　　　　　　　　らむ

よごのうみ（余吾の湖）［地名］1806　　　　　　一む圃1745，1768，1777，1835，1842，

よしあし（善悪）［名］1880　　　　　　　　　　　1879，1900

よしなし（由なし）［形・ク］　　　　　　　　　一む届1675，1677，1696，（1748），91752，

　一き1困1687　　　　　　　　　　　　　　　　　　1771，1773，1784，1834，1844，1847，1862，

よしの（吉野）［地名］1706，1821，1825　　　　　　1869，1874，1889

よしののかは（吉野の川）［地名］1780　　　　　一め匠D1756，1852，1855

よしののさと（吉野の里）［地名］1773　　　　らる［助動コ

よしののやま（吉野の山）［地名］1799　　　　　一れ圃1771，1817

　　み一（み吉野の山）　1694，1886

よしのやま（吉野山）［地名］1647，1745，

　　1778，1779，1823，1829，1830，1883，1885　　　リ［助動］

よしのまうて（吉野詣）［名］1822　　　　　　り圃1811

り

よす（寄す）［他・サ・下二］　　　　　　　　　　る囲1670，1704，1710，1716，1717，1728，

　一する｛困1680，1699　　　　　　　　　　　　1730，1739，1762，1780，1789，1794，1795，

よそ（余所）［名］1653　　　　　　　　　　　　　1799，1813，1819，1820，1825，1836，1875，

よそ（余所）［形動・ナリ］　　　　　　　　　　　1899

　－「こ　囲〕1892

よそふ（比ふ）［他．ハ．下二］　　　　　　る

　一へ圃1709　　　　　　　　　　　　　る［助動］

よのなか（世の中）［名］1905　　　　　　　　れ困1652，1669，1695，1719，1742，1759，

よみがへる（甦へる）［自・ラ・四］　　　　　　　　1832，1838，1858，1890，1895

　一ら　困　1853　　　　　　　　　　　　　　　　　　　　　　　　　　れ　圃　1674，1684，1699，1758，1762，1764，

よむ（読む）［他・マ・四コ　　　　　　　　　　　　1798，1848，1861，1876，1888

　一む｛困1816　　　　　　　　　　　　　　　る歴11679，1862

よも（四方）［名］1658，1675，（1877）　　　　　　るる⑥1646，1706，1863

よもすがら（終夜）［副］1688，1801
　　　　　　　　　　　　　　　　　　　　　　　　　　　　　わ
よリ［助］1644，1685，1714，1721，1730，1766，

　　1774，1790，1821，1850，1896　　　　　　　　お（輪）［名］

よりふす（寄り臥す）［自・サ・四］　　　　　　　　むつの一（六つの輪）1867

　一せ固1811　　　　　　　　　　　　　わ（吾）［代名］1663，1668，1693，1726，1741

よる（夜）［名］1718，1719，1735，1851　　　　　　1759，1791，1797，1798，1799，1807，1834，

よる（寄る）［自・ラ・四］　　　　　　　　　　　　1841，1854，1878，1880，1892

　一リ圃1894　　　　　　　　　　　　わか（和歌）［名］＊1746，（＊1747）

　一れ口1693　　　　　　　　　　　　わかちおく（分ち置く）［他・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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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き囲1873　　　　　　　　　　　　　　　　　うなる一（稚童）1815

わかのうらなみ（和歌の浦波）［地名］1746，　わらはあそび（童遊）［名］1810

　　（1747）　　　　　　　　　　　　　　　　わる（割る）［他・ラ・四］

わきて（別きて）［剛1852　　　　　　　　　一ら困1674，1848

わく（分く）［他・カ・下二］　　　　　　　　　　一る囲1807

　一け圃1680，1713，1738，1863　　　　　　われ（吾）［代名］1663，1781，1813，1830，

　一く　圃　1736　　　　　　　　　　　　　　　　　　　　　　　　　　　1855，1890

　一くる〔困1667，1765
　　　　　　　　　　　　　　　　　　　　　　　　　　　　　　ゐ
　　ふみ一（踏み分く）

　　　　一け圃1763　　　　　　　　　　ゐる（居る）［自・ワ・上一］

わけいる（分げ入る）［自・ラ・四］　　　　　　　　なみ一（並み居る）

　一リ　囲1660　　　　　　　　　　　　　　　　　　　　　一る眉ヨ1794

　一れ　匠ヨ　1754，1785

わけやる（分噸る）［他ラ．四］　　　　　　ゑ

　一ら困1648　　　　　　　　　　　　ゑぼし（■帽子）［名］

わしのみやま（鷲の御山＝霊鷲山）［地名］　　　　ひたひ一一（額■帽子）1812

　　1651
机のたかね（鷲の高嶺。霊鷲山）［地名］　　　　を

　　1783　　　　　　　　　　　　　　　　　　を［格助］1647，1648，1650，1651，1653，1656，

わする（忘る）［他・ラ・下ご］　　　　　　　　　　1657，1658，1661，1662，1663，1664，1666，

　一れ　困　1682　　　　　　　　　　　　　　　　　　　　　　　　　　　1667，1668，1671，1672，1673，1675，1676，

　一れ囲1854　　　　　　　　　　　　　　　1677，1678，1682，1683，1684，1693，1694，

わた（曲）［名］　　　　　　　　　　　　　　　　1698，1699，1700，1702，1704，1705，1707，

　　カ、｝ま一　（刀1曲）　1770　　　　　　　　　　　　　　　　　　　　　1710，1713，1723，1724，1725，1727，1730，

わたす（渡す）［他・サ・四］　　　　　　　　　　　1731，1733，1735，1736，1737，1738，1740，

　一さ　困　1678　　　　　　　　　　　　　　　　　　　　　　　　　　　1741，1743，1751，1752，1754，1755，1756，

　一つ一　｛困　1681　　　　　　　　　　　　　　　　　　　　　　　　　　1757，1760，1762，1764，1765，1767，1768，

わたりかかる（渡り懸る）［自・ラ・四］　　　　　　1769，1770，1771，1774，1775，1786，1787，

　一一れ　日　1875　　　　　　　　　　　　　　　　　　　　　　　　　　　1792，1794，1796，1797，1799，1802，1803，

わたりやる（渡り遣る）［自・ラ・四］　　　　　　1806，1810，1817，1822，1825，1827，1830，

　一ら困1838　　　　　　　　　　　　　　　　　1831，1833，1840，1842，1843，1845，1846，

わたる（渡る）［自・ラ・四］　　　　　　　　　　　1847，1848，1849，1850，互852．1855，1860，

　　　る｛困1900　　　　　　　　　　　1863，1864，1867，1870，（1871），1873，

　　くもり一（曇り渡る）　　　　　　　　　　1876，（1877），1879，1880，1883，1886，

　　　　一れ匠iヨ　1717　　　　　　　　　　　　　　　　　　　　　1887，1889，1890，1893，1896，1899，1900，

　　たなびき一（棚引き渡る）　　　　　　　　1901，1904，1906

　　　　一ふ囲1787　　　　　　　　　　　を［接助］1659，1687，1709，1718，1835

わらは（童）［名］1812　　　　　　　　　　　を［間助］1695，1749，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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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ものを

をさむ（収む）［他・マ・下二］

　　とり一（取り収む）

　　　　一む⑬1902
をさむ（修む）［他・マ・下二］

　一め困1665
をじか（牡鹿）［名］1732

をしへ（教へ）［名］1682

をしみおく（惜しみ置く）［他・か四］

　一一き囲1783

をしむ（惜しむ）［他・マ・四］

　一み囲1800

　一む圃1774

　一む函1711

　一め日1707
をの（小野）［地名］1713

をの（斧）［名］1674，1848

をのへ（尾上）［地名コ1753

をののく（戦く）［自・カ・四］

　一ヵ》　困　1862

をぷね（小舟）［名］1680

をふのうら（麻生の浦）［地名コ1744

をリ（折）［名］1678，1685，1687，1693，1714，

　　1722，1750，1817

をりそふ（折り添ふ）［他・ハ・下二］

　一へ圃1701
をる（折る）［他・ラ・四］

　一ら　困　1699，1736

　一リ囲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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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つる1困1934
　　　　　　　　　あ
　　　　　　　　　　　　　　　　　　　　　　　　こぎ一一（漕ぎ出　）

あき（秋）［名］1933，1934　　　　　　　　　　　　　一で圃1918

あく（明く）［自・か下二］　　　　　　　　　いふ（言ふ）［自・ハ・四］

　－1ナ　囲　1919　　　　　　　　　　　　　　　　　　　　　　　　　－1ま　困　1921

あしのや（芦の屋）［名］1917　　　　　　　　　一ひ囲1925

あと（跡）［名］1926　　　　　　　　　　いま（今）［名］1925

あはれ［形動・ナリ］　　　　　　　　　　　　いる（入る）［自・ラ・四］

　一なる届（1922）　　　　　　　　　　　　　一ら困1919

あふ（逢ふ）［自・ハ・四］　　　　　　　　　　　　一一る1困1934

　－，占、　囲　1923　　　　　　　　　　　　　　　　　　　　　　　　　　　　　　　　　　　　　　　　　、

　　　　　　　　　　　　　　　　　　　　　　　　　　　　　　　フ　　めぐり一（廻り逢ふ）

　　　　一ふ⑬1931　　　　　　　　　　う（得）［他・ア・下二］

あま（奮）［名］1918　　　　　　　　　　　　　　のり一（乗り得）

あめ（雨）［名コ1914　　　　　　　　　　　　　　　一え囲1929

　　はるさめ（春雨）1908　　　　　　　　　　うきくさ（浮草）［名］1937

あめしつく（雨雫）［名］1922　　　　　　　うきよ（憂世）［名］1933

あやなし（文無し）［形・ク］　　　　　　　　　うぐひすのたき（鶯の滝）［地名］1907

　一く圃1917　　　　　　　　　　　　　うしろあはせ（後合せ）［名］（1920）

あやめ（菖蒲）［名］1915　　　　　　　　　うたがふ（疑ふ）［他・ハ・四］

あらしのやま（嵐の山）［地名］1931　　　　　一へ固1920

ありさま（有様）［名］（1922）　　　　　　　　うつつ（現）［名］1909

あリ（有り）［自・ラ変］　　　　　　　　　　うのはな（卯の花）［名］1911

　　　ら困1925　　　　　　　　　　　　　　うれ（末）［名］1910

　　　　　　　　　　　　　　　　　　　　　　うれし（嬉し）［形・シク］
　　　　　　　　　い
　　　　　　　　　　　　　　　　　　　　　　　一しく囲1934

いか（如何）［形動・ナリ］　　　　　　　　　うゑめ（植女）［名］1916

　一なれ圃1935
　　　　　　　　　　　　　　　　　　　　　　　　　　　　　　お
いかだ（筏）［名］（1928）

いけ（池）［名］1937　　　　　　　　　　　　おき（沖）［名］1918

いつか（何時か）［副］1931　　　　　　　　　おくる（送る）［他・ラ・四］

いつ（出づ）［自、・ダ・下二］　　　　　　　　　一る届（1924）

　一で圃1931　　　　　　　　　　　　　おつ（落っ）［自・タ・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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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ち　圃　1926　　　　　　　　　　　　　　　　　　　　　　　　　　一く　｛薩弓　1923

おと（音）［名］1907　　　　　　　　　　　かへる（帰る）［自・ラ・四］

　　　　　　　ノ
おひめ（負ひ目）［名］1936　　　　　　　　　一る1困1924

おほはら（大原）［地名］1925　　　　　　　　かみ（上）［名］1928

おほゐがは（大井川）［地名］（1928），（1929），　かをる（薫る）［自・ラ・四］

　　1930　　　　　　　　　　　　　　　　　　　　一る1困1913

おもひ（思）［名］（1924）

　　　　　　　　　　　　　　　　　　　　　　　　　　　　　　　き
おもふ（思ふ）［他・ハ・四］

　一は困1909　　　　　　　　　　　　　き［助動］

　一ふ圏1923　　　　　　　　　　　し〔困1926
　一ふ囲（1920）　　　　　　　　　　　　きく（聞く）［他・カ・四］

　　もの（物思ふ）　　　　　　　　　　　　　一か困1912，1932

　　　　一ひ⑳1936　　　　　　　　　　　－一く囲1909

　　　　　　　　　　　　　　　　　　　　　　　＿1ナ　匠ヨ　1937
　　　　　　　　　か
　　　　　　　　　　　　　　　　　　　　　　きみ（君）［名］1930，193L1936

か［係助］　　　　　　　　　　　　　　　　　　きゆ（消ゆ）［自・ヤ・下二］

　　いつ一1931　　　　　　　　　　　　　　一え困1908

が［格助］1910，1918，（1921），1930　　　　　　きらふ（嫌ふ）［他・ハ・四］

かかる（懸る）［自・ラ・四］　　　　　　　　　　　一は困1911

　一れ日1930，1938　　　　　　　　　　　きる（着る）［他・カ・上一］

かきね（垣根）［名］1911　　　　　　　　　　一る届1922

かげ（影）［名］1917，1935
　　　　　　　　　　　　　　　　　　　　　　　　　　　　　　　く
かぜ（風）［名］1926

かた（方）［名］1910　　　　　　　　　　　　　く（来）［自・力変］

かたらふ（語らふ）［自・ハ・四］　　　　　　　　　き圃1911，1915，1928

　一へ囹1911　　　　　　　　　　　　　〈き（噛）［名］1914

かたる（語る）［他・ラ・四］　　　　　　　　　　くさ（草）［名］

　　　る1困1926　　　　　　　　　　　　　　　うき　　（浮草）1937

かづらきのやま（葛裁の山）［地名］1938　　　ぐす（具す）［他・サ変］

かな［終助］（1921），1924，（1929）　　　　　　　一せよ囹1915

かなし（悲し）［形・シク］　　　　　　　　　　くま（隈）［名］1919

　一しき囲1933　　　　　　　　　　　　くまのまうで（熊野詣）〔名］（1921）

かはつ（蛙）［名］1937

かはる（変る）［自．ラ．四コ　　　　　　　け

　一ら困1927　　　　　　　　　　　　　けむ［助動］

かふ（変ふ）［他・ハ・下二］　　　　　　　　　　一む囲1925，1927

　一ふる囲（1924）　　　　　　　　　　　けリ［助動］

かヘリゆく（帰り行く）［自・カ・四］　　　　　一リ圏1907，1917，（1920），（1928），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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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る1困1908　　　　　　　　　　　　　さらに（更に）［副］1938

　　　　　　　　　　　　　　　　　　　　　　さを（樟）［名］（1929）

　　　　　　　　　こ

　　　　　　　　　　　　　　　　　　　　　　　　　　　　　　し
こ（此）［代名］1927

こぎいつ（漕ぎ出づ）［自・ダ・下二］　　　　　し［副助］1931

　一で圃1918　　　　　　　　　　　　　　じ［助動］

ここ（此所）［代名］1912，（1928）　　　　　　　　じ圃1932

ここち（心地）［名］（1929），1938　　　　　　しぐれ（時雨）［名］1917

こころ（心）［名］1919，（1920），（1924），1934　　したふ（慕ふ）［他・ハ・四］

こころざす（志す）［自・サ・四］　　　　　　　　　　は困1930

　一す圃1910　　　　　　　　　　　　　　　しつく（雫）［名コ

こずゑ（梢）［名］1913　　　　　　　　　　　　あめ一（雨雫）1922

こそ［係助］1919，（1932）　　　　　　　　　　しる（知る）［他・ラ・四］

こと（事）［名］1923，1927　　　　　　　　　　一ら困1907，1919

ことば（言葉）［名］1932
　　　　　　　　　　　　　　　　　　　　　　　　　　　　　　す
ごひ（恋）［名］1918

こぼリ（氷）［名］1907　　　　　　　　　　　す（為）［他・サ変］

こむ（込む）［他・マ・下二］　　　　　　　　　　せ困1912

　　むすび一（結び込む）　　　　　　　　　し囲1921，（1929），1938

　　　　－・一め圃1932　　　　　　　　　　す［助動］

こよひ（今宵）［名］1919　　　　　　　せ困1925
こゑ（声）［名］1913，1915，1916，1937　　　　　せ圃1907

　　　　　　　　　　　　　　　　　　　　　　ず［助動］
　　　　　　　　　さ
　　　　　　　　　　　　　　　　　　　　　　　ざリ囲1927

さかひ（境）［名］1910　　　　　　　　ず圏1912，1925

さナ（差す）［他・サ・四］　　　　　　　　　　　ぬ囲1909

　一す｛困（1929）　　　　　　　　　　　　すぎ（杉）［名］1912，1914

さだめな（「定めなし」の語幹）1923　　　　　すずし（涼し）［形・シク］

さつき（五月）［名］1914　　　　　　　　　　　一し、⑬1937

さと（里）　［名］1927　　　　　　　　　　　すだく（集く）［自・カ・四］

さとし（聡し）［形・ク］　　　　　　　　　　　一き圃1927

　一く圃1932　　　　　　　　　　　　　すみがま（炭竈）［名］1925

さなへ（早苗）［名］1916

さぷ（荒ぶ）［自．．・．上二］　　　　　　　せ

　一び圃1927　　　　　　　　　　　　　　せ（瀬）［名］1912

さみだる（五月雨る）［自・ラ・下二］

　　　　　　　　　　　　　　　　　　　　　　　　　　　　　　そ

一
れ圃1913

さよ（小夜）［名］1937　　　　　　　　　　ぞ［係助］1916，（1922），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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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で（袖）［名］1917，1930

　　　　　　　　　　　　　　　　　　　　　　　　　　　　　　てそふ（添ふ）［自・ハ・四コ

　　　は因1924　　　　　　　　　　　　　て〔接助］1913，1914，1915，1916，1918，1919，

そら（空）［名］1935　　　　　　　　　　　　　（1921），1926，1929，（1929），1930，1935，

そリ（剃り）［名］（1921）　　　　　　　　　　　1936，1937，1938

そりばし（反り橋）［名］1938　　　　　　　で［接助］1908，1911，1916，1919，（1924）

た　　　　　　　　　　　　　　　　　　　　と

た（誰）［名］1910　　　　　　　　　　　　　と［格助］1908，1909，1921，1922，1925，1932，

たき（滝）［名］1926　　　　　　　　　　　　（1932）

　　うぐひすの一一（鶯の滝）1907　　　　　とどまる（留まる）［自・ラ・四］

たすき（檸）［名］1936　　　　　　　　　　　　　　　る1困1923

たたく（叩く）［他・カ・四］　　　　　　　　　とまる（留る）［自・ラ・四］

　一く　囲1907　　　　　　　　　　　　　　　　一る〔困1924

たちばな（橘）［名］1913，工915　　　　　　　とも［接助］1912，

たゆ（絶ゆ）［自・ヤ・下二］　　　　　　　　　　とも［連語］1922

　　　え圃1926　　　　　　　　　　　　　とる（取る）［他・ラ・四］

たゆむ（弛む）［他・マ・四］　　　　　　　　　　一る⑥1916

　　　ま園1916
たリ［助動］　　　　　　　　　　　　　　　　　　　　な

　　　るi困1927，1932　　　　　　　　　　　な（名）［名コ1921

　　　れ日1908　　　　　　　　　　　　　ながむ（眺む）［他・マ・下二］

　　　　　　　　　　　　　　　　　　　　　　一め働1919
　　　　　　　　　ち
　　　　　　　　　　　　　　　　　　　　　　一むる［困1933

ちる（散る）［自・ラ・四］　　　　　　　　　　　ながれ（流）［名］1926，（1929）

　一リ囲1908　　　　　　　　　　　　　なく（泣く）［自・カ・四］

　　　　　　　　　　　　　　　　　　　　　　一き圃1922
　　　　　　　　　つ
　　　　　　　　　　　　　　　　　　　　　なく（鳴く）［自・カ・四］

つ［助動］　　　　　　　　　　　　　　　　　一く圏1910，1914

　一る因（1920），（1928）　　　　　　　　　なくに［連語］1936

つき（月）［名コ1917，1919，1933，1934，1935，　　なごリ（名残）［名］1930

　　1937　　　　　　　　　　　　　　　　　なごろ（余波）［名］1918

つつ［助］1911　　　　　　　　　　　　　　なし（無し）［形・ク］

つもる（積る）［自・ラ・四］　　　　　　　　　　一かリ囲1928，1933

　一れ　匠≡D　1908　　　　　　　　　　　　　　　　　　　　　　　　　　　一く　［墨｝1936

つらし（辛し）［形・ク］　　　　　　　　　　なみ（波）［名］1930

　一き囲1934　　　　　　　　　　　　　ならふ（習ふ）［自・ハ・四］

っりぷね（釣舟）［名］1918　　　　　　　　　一は困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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なリ（指定）［助動］　　　　　　　　　　　　のりのわ（法の輪＝法輪寺）［寺名］1931

　一ら困1909，1936

1．肥935　　　　　　　　　は
　一リ　圏1910，1913，1914　　　　　　　　　　　　は（端）　［名］1934

　一る園（1924），1935，1936　　　　　　　は［係助］1918，1919，1920，1921，1926，1927，

なる（成る）［自・ラ・四］　　　　　　　　　　　　（1928），1933，1934，1935

　一リ囲（1920）　　　　　　　　　　　　ば［接助］1908，1909，1917，1931，1935，1937

　　　　　　　　　　　　　　　　　　　　　　ばかリ［副助］1921，1922
　　　　　　　　　に
　　　　　　　　　　　　　　　　　　　　　　はし（橋）［名］

に［格助コ1908，1909，1910，1911，1912，1913，　　　そり一（反り橋）1938

　　1914，1915，1916，1917，1918，（1920），　　　はな（花）［名］1908

　　1922，1924，（1924），1928，（1928），1929，　　　　　うの一（卯の花）1911

　　（1929），1930，1932，1933，1934，1935，1937　　ぱや［助］1925

に［接助］（1920），1936　　　　　　　　　　　はやし（早し）［形・ク］

にて［格助］1907　　　　　　　　　　　　　　一く圃（1928）

にて〔連語］1935　　　　　　　　　　　　　はやナ（難す）［他・サ・四］

にほふ（匂ふ）［自・ハ・四］　　　　　　　　　　一さ困1916

　一ふ囲1913　　　　　　　　　　　　　　はら（原）［名］1912

　一へ圃1915　　　　　　　　　　　　　　はる（春）［名〕1907

　　　　　　　　　　　　　　　　　　　　　　はるさめ（春雨）［名］1908
　　　　　　　　　ぬ

　　　　　　　　　　　　　　　　　　　　　　　　　　　　　　　ひ
ぬ［助動］

　な困1909，1931　　　　　　　　　　　　ひがさ（檜笠）［名］（1922）

　に圃（1920），（1928）　　　　　　　　　　　ひと（人）［名］1920，1923，1925，1927，1932，

　ぬ圏1922　　　　　　　　　　　1934
　ぬる1困1919　　　　　　　　　　　　ひとかた（一方）［名］1909

　ぬれ日1919　　　　　　　　　　　　　ひとつ（一つ）［名］1935

　　　　　　　　　　　　　　　　　　　　　　ひとまね（人真似）［名］（1921）
　　　　　　　　　の
　　　　　　　　　　　　　　　　　　　　　　ひま（隙）［名］1917

の［格助］1907，1908，1910，191L1912，1913，
　　　　　　　　　　　　　　　　　　　　　　　　　　　　　　　ふ
　　1914，1916，1917，1918，1919，1920，

　　（1921），（1922），1923，1924，1926，1927，　　ふく（葺く）［他・カ・四コ

　　1930，1931，1933，1934，1935，1936，1937，　　　　　　一く　囮ヨ　1915

　　1938　　　　　　　　　　　　　　　　　ふく（更く）［自・カ・下二］

のき（軒）［名］1915　　　　　　　　　　　　　一け囲1937

のみ［副助］1926　　　　　　　　　　　　　ふね（舟）［名］1929

のりう（乗り得）［自・ア・下二］　　　　　　　ふみ（文）［名］（1932）

　一え囲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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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みる（見る）［他・マ’上一］

　　　　　　　　　へ　　　　　　　　　　　　　　　　　　　　　　み囲1908

べし［助動］　　　　　　　　　　　　　　　　みれ匠ヨ（1932）

一
し　匿ヨ　（五924）

一
き囲1931

　　　　　　　　　　　　　む［助動］

ほ　　　　　む⑬1912

む

ぼか（外）［名］1933　　　　　　　　　　　　むかし（昔）［名］1926．1927

ほどけやナ（「解け易し」の語幹）1936　　　　むすびこむ（結び込む）［他・マ・下二］

ほととぎす（時鳥）［名］1910，1911，1912，　　　　一め圃1932

　　1914，1916　　　　　　　　　　　　　　むすぶ（結ぶ）［他・バ・四］

　　やま一（山時鳥）1913，1915　　　　　　　一ぷ囲1936

　　　　　　　　　　　　　　　　　　　　　むらだち（叢立）［名］1912
　　　　　　　　　ま

　　　　　　　　　　　　　　　　　　　　　　　　　　　　　　め
まうで（詣）［名］

　　くまの一（熊野詣）（1921）　　　　　　めぐりあふ（廻り逢ふ）［自・ハ・四］

まし［助動コ　　　　　　　　　　　　　　　　ーふ⑬1931

　まし圃1909
　　　　　　　　　　　　　　　　　　　　　　　　　　　　　　も
また（又）［副］1909，1923，1931，1938

まだ（末）［副］1925　　　　　　　　　　　　も［係助］1909，（1920）．1922，1923，1925

まつ（松）〔名］1910，1926　　　　　　　　　　　1926，1927，1934，1937

まつ（待つ）［他・タ・四］　　　　　　　　　　　もの（物）［名］1933

　一つ1困1911　　　　　　　　　　　　　　ものおもふ（物思ふ）［自・ハ・四］

　一て圖1917　　　　　　　　　　　　　　一ひ圃1936
まどろむ（微睡む）［自・マ・四］　　　　　　　もる（漏る）［自・ラ・四］

　一み［圃1909　　　　　　　　　　　　　　一リ⑳1917

まね（真似）［名］　　　　　　　　　　　　　　一る因1917

　　ひと一（人真似）1921
　　　　　　　　　　　　　　　　　　　　　　　　　　　　　　や
まま（儘）［名］1933

　　　　　　　　　　　　　　　　　　　　　　や（屋）［名］
　　　　　　　　　み
　　　　　　　　　　　　　　　　　　　　　　　　あしの一（芦の屋）1917

み（身）［名］1911，（1921），（1922），1924　　　や［係助］1909，1927，1928

みかさや「ま（三笠山）［地名］1907　　　　　　や〔間助］1923，1925，

みぎは（汀）［名］1937　　　　　　　　　　やど（宿）［名］1911

みしま（三島）［地名］1918　　　　　　　　やどる（宿る）［自・ラ・四］

みぞれ（藁）［名］1908　　　　　　　　　　　一る圏1935

みつ（水）［名］1926，1935　　　　　　　　　やま（山）〔名］1934

みの（衰）〔名］（＊1922）　　　　　　　　　　　あらしの一一（嵐の山）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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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かづらきの～（葛城の山）1938　　　　　　のりの一一（法の輪＝法輪寺）1931

　　みかさ一（三笠山）1907　　　　　　　わ（吾）［代名］1918，（1921）

やまだ（山田）〔地名］1912　　　　　　　　　わたナ（渡す）［他・サ・四］

やまだ（山田）［名］1916　　　　　　　　　　　一す囲1938

やまほととぎす（山時烏）［名］1913，1915　　わたる（渡る）［自・ラ・四］

　　　　　　　　　　　　　　　　　　　　　　　一る囲1929
　　　　　　　　　ゆ
　　　　　　　　　　　　　　　　　　　　　　わづらふ（煩ふ）［他・ハ・四コ

ゆき（雪）［名］1908　　　　　　　　　　　　　一ひ囲1914

ゆく（行く）［自・カ・四］　　　　　　　　　　　　一ふ囲1918

　　かへり一（帰り行く）　　　　　　　わらは（童）［名］

　　　　一一く1困1923　　　　　　　　　　　　うなゐ　　（稚童）1815

ゆめ（夢）［名］1909

　　　　　　　　　　　　　　　　　　　　　　　　　　　　　　　ゐ

　　　　　　　　　よ
　　　　　　　　　　　　　　　　　　　　　　ゐせき（井堰）［名］1928，1930

よ（世）［名］1923
　　　　　　　　　　　　　　　　　　　　　　　　　　　　　　　を
　　うき一（i憂世）1933

よむ（読む）〔他・マ・四］　　　　　　　　　　を〔格助］1907，1908，1911，1912，1914，1919，

　一む［困1932　　　　　　　　　　　　　　　1925，（1929），1931，1932

よリ［助］1936　　　　　　　　　　　　　　をのへ（尾の上）［地名］1914

ようつ（万）［名］1935　　　　　　　　　　をふさ（緒総）［名］1938

ら

らむ［助動］

　一む1圏1910，1923，1935

リ

り［助動］

　リ囲1920

　る［困1908，1915，1930，1938

る

る［受・助動コ

れ困1932
　れ⑳1916，1919，1930

　るる囲1921

わ

わ（輪）［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