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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筛酒
”

词义探源

张 相 平

“
筛酒

” 一词在近代汉语中习见的意义是
“ 斟酒 ” ,

如《醒世恒言 》第十卷 “ 刘公去暖一壶

热酒
,

切一盘牛肉
,

两碟小菜
,

两副杯著
,

做一盘

儿托过来摆在桌上
。

小厮捧过壶来
,

斟上一杯
,

双

手递与父亲
,

然后筛与自己
。 ” 《金瓶梅词话 》第

一回 “ 只见迎儿小女早暖了一注酒来
。

武松道
‘

不必嫂嫂费心
,

待武二 自斟
。 ’

妇人也掇一条凳

子
,

近火边坐了
。

桌上摆着杯盘
,

妇人弩盏酒
,

擎

在手里
,

看着武松
‘

叔叔满饮此怀
’

武松接过酒

去
,

一饮而尽
。

那妇人又筛一杯来
,

说道
‘

天气寒

冷
,

叔叔饮个成双的盏儿
。 ’

武松道
‘

嫂嫂 自饮
。 ’

接来又一饮而尽
。

武松却筛一杯酒
,

递与妇人
,

妇

人接过酒来
,

呷了
,

却弩注子再斟酒
,

放在武松面

前
。 ”

例句中
, “

筛
”

与“ 斟
”
成对文格局

, “
筛酒 ”

作为
“

斟酒
”
义尤为明朗

。

“
筛酒

”

何以有
“
斟酒 ”

义 它与
“ 取粗去

细
”

之工具 “
筛

” 以及上古表示 “ 滤酒 ”
的 “ 配 ”

一词有没有渊源关系 这个问题引发了 《何谓
“
筛酒

” 《咬文嚼字 》 年第 期
、

《“
筛

酒
”
就是斟酒 》《咬文嚼字 》 年第 期 两篇

文章之争
。

前者认为
“

筛酒既不是斟酒
,

也不是温

酒
,

而是一个筛滤的过程
” ,

并引《诗经 》“ 鲡酒

有衍
”
一语

,

认为
“

筛字古作酶 ” 。

后者以方言和

字书为证对此持相对意见
,

正如其标题所言
,

认

为
“
筛酒就是斟酒

,

不是滤酒 ” 。

并认为
“ ‘

筛酒
’

的
‘

筛
’

是假借字
” ,

与 “ 筛沙子 ”

的“
筛

”

毫不相

干
。

作者虽然认为
“

筛酒
”

的“ 筛
”
是假借字

,

但

并未指明其本字 我们认为要弄清楚这个问题
,

应以历史的观点探明 “
筛

” 、 “ 鲡
” 、 “

斟
”
的发展

源流关系
,

而不是臆断 “ 筛字古作酶 ” 或单凭现

代方言和字书妄下结论
。

“
筛

”
字

,

《说文 》未收
。 “

筛
”

字古作
“

糙
” 、

“

麓
” 。

《说文
·

竹部 》 “

麓
,

竹器也
。

可以取粗去

细
。

从竹丽声
。 ”

段玉裁注
“

俗云糙箩是也
。

《广

韵 》云
‘

麓
,

禄也
,

能使麓者上存
,

细者绿下
。 ’

麓
、

糙
,

古今字也
。

《汉
·

贾山传 》作
‘

筛
’ 。 ” “ 筛

”

字
,

目前始见文献即《汉书
。

贾山传 》“

筛土筑阿

房之宫
” 。 “

酮
” ,

《说文
·

酉部 》 “ 翻
,

下酒也
,

一

曰醇也
。

从酉丽声
。 ” 即滤酒

,

滤去酒糟
。

《诗经
。

伐木 》 “
伐木许许

,

鲡酒有英
。 ” 毛亨传

“ 以筐

曰鲡
。

以蔽曰渭
。

莫
,

美貌
。 ”

孔颖达疏曰 “
以筐

曰丽
,

以蔽曰渭者
,

筐
,

竹器也
。

蔽
,

草也
。

流酒者

或用筐
,

或用草
,

于今犹然
。

毛氏盖相传为说
,

因

鲡言渭
,

逆解下文
。

用草者
,

用茅也
。

传嘻四年《左

传 》曰
‘

尔贡苞茅不入
,

王祭不供
,

无以缩酒
。 ’

是也
。 ” 《后汉书

·

马援传 》 “
击牛酮酒

。 ”

李贤

注 “ 鲡
,

犹滤也
。 ”

关于 “ 一曰醇
” ,

段玉裁注曰
“
按醇盖误字

。

当作淳
。

水部曰
‘

淳者
,

绿也
。

绿

者
,

浚也
。

其义与下酒同耳
。

而分二者
,

言淳言禄
,

则不专谓酒也
。

”
,

通过段注及 “ 酮 ”
的形符为

“ 酉 ” ,

可 以看出当时表示
“
过滤

”

义词语
, “ 酮 ”

字专谓 “
滤酒 ” 。 “

麓
” 、 “ 骊 ”

声符相同
,

均为
“ 丽 ”

声
,

在
“
过滤

” 义上
,

一个表示工具
,

一个专

表滤酒动作
,

体现了古人对物象
、

动作明确分工

的认识
。

在语言的长期使用过程中
, “

筛 趁
” 、 “ 酮 ”

有着各自的演变轨道
。

“

筛 趁
” 由作为过滤的工具

,

逐渐引申出动

作义 “ 过滤
” 。

如《汉书
。

贾山传 》 “
筛土筑阿房

之宫
。 ” 《金匾要略

。

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 》
“ 上十二味

,

柞
,

粗筛
,

以韦囊盛之
,

取三指撮
,

井

花水三升
,

煮三沸
,

温服一升
。 ” 《伤寒论 》上编

“

大陷胸丸方
” “ 右四味

,

捣筛二味
,

内杏仁
、

芒

硝研如脂
,

和散
,

取如弹丸一枚
。 ” 《抱朴子

。

内

篇 》卷四 “
小丹法

,

丹一斤
,

捣筛
,

下淳苦酒三

升
,

漆二 升
,

凡三物合
,

令相得
,

微火上煎令可

年第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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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

。 ” 《齐民要术 》卷第四 “ 或磨或捣
,

下细绢

筛 粗者更磨捣
,

以细尽为限
。 ”

卷第八 “
作榆子

酱法 治榆子仁一升
,

捣末
,

筛之
。

清酒一升
,

酱五

升
,

合和
。

一月可食之
。 ”

此义项延续及近代汉语

直至现代汉语中
。

如《酉阳杂姐
。

续集卷六 寺塔

记下 》 “
常于奥室立禅

,

尝白魏云
‘

先天菩萨

见身此地
。 ’

遂筛灰于庭
,

一夕有巨迹数尺
,

轮理

成就
。 ” 《古尊宿语录 》卷四十六

“

举石霜在伪

山会下作米头
。

一 日筛米次
。

伪山云
‘

施主物不

要抛撒
。 ’

石霜云
‘

不抛撤
。 ’

伪山于地上拈得

一粒米云
‘

汝道不抛撤
。

者个是什么
’

石霜无

语
。 ” 《警世通言

·

第八卷崔待诏生死冤家 》 “
竹

引牵牛花满街
,

疏篱茅舍月光筛
。

琉璃盏内茅柴

酒
,

白玉盘中簇豆梅
。 ” 匕东园笔录三编

。

卷五

雷震卖豚人 》 “
妇置儿于雄室

,

复追之
。

小姑方

筛米
,

闻言未及投抱
,

儿爬至雄下
,

春如泥
。 ” 《儿

女英雄传 》第二回 “ 只是安太太那里经过这些

事情
,

只吓得他体似筛糠
,

泪流满面
。

⋯⋯”
可以

看出在汉语发展历史上
, “

筛
”

作为取粗去细的

动作义
“
过滤

” 是十分稳定的
,

而由于其
“

过滤
”

动作与
“
斟酒

”

动作相似
,

均有
“ 下

”

的动作
,

故

到元代
, “

筛
”
又引申为

“
斟酒 ”

义
。

《全元南戏
。

杀狗记 》“ 生
‘

生事之
,

死葬之
,

祭之 以礼浇奠

取
。 ’

净偷酒吃介
。

生
‘

兄弟
,

你方才筛的酒
,

怎

么不见了
’

丑
‘

想是孙阿伯吃了
。 ’

净
‘

待我

来斟酒
。 ’

生
‘

望你阴空相保庇
。 ’

丑偷酒吃介
。

生
‘

兄弟
,

你斟的酒
,

怎么又不见了
’

净
‘

想

是孙阿姆吃了
。

”
,

前说
“

筛
” ,

后说
“
斟

” ,

可知
“
筛 酒 ”

即 “ 斟 酒 ” 。

明清小说中
“
筛

”
作

“
斟

”

义用例更为繁移
。

除本文开篇所举之例外
,

又如

《水浒传 》第二十九回
“
仆人已 自安下肴撰

,

将

酒来筛
。

武松道
‘

不要小盏儿吃
,

大碗筛来
,

只

斟三碗
。 ’

仆人排下大碗
,

将酒便斟
。 ” 《二十年

目睹之怪现状 》第八十五回 “ 稚农起身
,

招呼到

当中一间去
,

亲自筛了一轮酒
,

定了坐
。

便叫醉公

代做主人
,

自己仍到房里歇息
。 ”

“ 鲡
” 因 “ 滤酒

”
动作含有

“
分

” 的行为
,

故

到了汉代引申出 “ 分疏
” 之义

。

如《汉书
。

沟恤

志 》 “ 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
,

水湍悍
,

难以

行平地
,

数为败
,

乃鲡二渠以引其河
。 ” 颜师古

注 “ 孟康曰
‘

鲡
,

分也
。

分其流
,

泄其怒也
。 ’ ”

但中古时期
,

其主要义位依然是 “ 滤酒 ” 。

如《马

王堆汉墓帛书
·

养生方 》 “ 十一口孰 熟 矣
,

即

发
,

勿酮
,

稍口 口清汁尽
,

有 又 以口 口酒沃
,

如此

三而口 口
。

以铺食饮吝 杯
。 ” 《后汉书

·

马援

传 》 “
封援为新息侯

,

食 邑三千户
。

援乃击牛酮

酒
,

劳飨军士
。 ”

李贤注云 “ 鲡
,

犹滤也
。 ”

至近代

仍有此用法
,

如《景德传灯录 》卷十四 乡洞撩民

畏鬼神多淫祀
。

杀牛鲡酒习以为常
。

《大藏经

册 》 类同 “
筛

” , “ 骊 ” 又逐渐引申出 “
斟酒

”

义
。 “ 鲡 ”

字明显作为 “ 斟酒
”

义亦出现在元代
。

关汉卿 《望江亭中秋切绘 》第三折 “ 张千云
‘

李稍
,

抬果桌过来
。 ’ ”

李稍做抬果桌科
,

云
‘

果桌在此
。

我执壶
,

你递酒
。 ’

张千云 “

我儿
,

鲡

满着
。 ”

互做递酒科
,

云
‘

大人
,

满饮一杯
。

”
,

至

明清时期
, “

斟酒 ”
义 已经成为

“ 鲡 ”
的主要义

位
。

《西游记 》第三十四回
“ 那大圣 口里与八戒

说话
,

眼里却抹着那些妖怪
。

见他在里边吃酒
,

有

几个小妖拿盘拿盏
,

执壶鲡酒
,

不住的两头乱跑
,

关防的略松了些儿
。 ”

又《醒世恒言 》第二十九

卷
“
楠饮之

,

甘美异常 问道
‘

此酒出于何处
’

道人答道
‘

此酒乃贫道所 自造也
。

贫道结庵于庐

山五老峰下
,

居士若能同游
,

当态君斟鲡耳
’

卢

楠道
‘

既有美酝
,

何惮相从 ”
,

句中
“
斟

” 、

“ 鲡
”
同义连文

。

又《绣像金瓶梅词话 》第七十五

回
“ 玉臂在傍

,

请问
‘

爹
,

你吃酒放卓儿
,

鲡甚

么酒你吃
’

西门庆道
‘

有菜儿摆上来
,

有刚才

荆都监送来的那豆酒取来
,

打开我尝尝看好不好

吃
。 ’

只见来安儿来家回话
。

玉臂连忙便提酒来
,

打破泥头
,

倾在钟内
,

递与西门庆呷了一呷
。 ”

《聊斋志异 》卷二 “ 少间妇果至
,

置几上蟠鸡
、

咸

良肩各一
,

即抽刀子缕切为育
。

鲡酒调谑
,

欢洽异

常
。 ”

从众多用例的文本环境来看
, “ 鲡 ” 显是作

为 “ 斟 酒 ”
义在近代汉语 口语中被广泛应用

,

而

已非
“
滤酒 ”

义
。

另外
,

在汉语史上作为
“

斟酒 ”
义有一个十

分稳定的词语
,

那就是 “
斟

” 。 “ 斟
” ,

《说文 》
“
勺也

,

从斗甚声 ” 。

段玉裁注 曰 “
勺

,

《玉篇 》
、

《广韵 》作酌
。

按许以盛酒行筋为酌 ⋯⋯”
如《韩

非子
。

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 》 “ 一 曰
,

宋人有少

者亦欲效善
,

见长者饮无余
,

非斟酒饮也而欲尽

之
。 ” 《搜神记 》卷三 “ 颜依言而往

,

果见二人围

母琪字二‘叭 年第 期 。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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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当
、

肴酱俗语溯源

国 一 妹

一
、

穷得叮 杏响

俗语
“
穷得叮当响

” ,

流行面颇广
,

但是问其

来源
,

或者问其原因
,

为什么穷就能叮当作响
,

多

数人都茫然不知其究竟
。

俗语状富往往说
“
富得流油 ” ,

也说 ,’巴得流

油
” 。

汉语中的 “
富

”
和 ,’巴”

是相通的
,

但是在有

些场合
,

说
“
肥

”而不说
“

富
”

来钱的差事说
“
肥

差 ” ,

不云 “
富

” ,

而 “
富

”
义 自显

。

过去官员候补
,

让人眼红的差缺叫 “
肥缺

” ,

就是空缺的阔差事
,

尚未有主儿的
“

肥差 ” 。 “
肥差 ” 、 “

肥缺
”
都是来

钱的阔差事
。

肥与富既然同义相通
,

所以“
富得流

油
”
也就是 翎巴得流油

” ,

而且从
“

流油
”

看
, “

富

得流油 ”应当是从 ,’巴得流油 ” 引申而来的
。

俗语状富的
“
流油

”
和状穷的 “ 叮当响

”
相

对
,

而 “
富得流油

”

源于 “
肥得流油 ” ,

那么
,

状穷

的
“ 叮当响

”

就有可能源于状瘦
。

俗语中还真有

用 “ 叮当
”

状瘦的
,

不过不说
“
瘦得叮当响

” ,

而

说
“
瘦得像个叮当

” , “ 叮当
”
成名词了

。

作为名

词的
“ 叮当

”
用 以比方瘦

,

它就应当是某种动物

的名称 动物才说肥瘦
,

而且这种动物应当是瘦

小的典型
。

缘此就可以落实
“ 叮当

”

的身份了
“ 叮当

”

声转为
“
颠当

” ,

而
“

颠当
” 正是一种动

物
,

而且是瘦小的动物
。

唐朝段成式《酉阳杂姐
。

虫篇 》有关于 “
颠

当
”

的描写
“ 成式书斋前

,

每雨后多颠当
。

案深

如酬穴
,

网丝其中
,

土盖与地平
,

大如榆英
。

常仰

捍其盖
,

伺蝇嫂过
,

辄翻盖捕之
,

才入复闭
,

与地

一色
,

并无丝隙可寻也
。

其形似蜘蛛
,

如屋角乱躺

中者
。

《尔雅 》谓之王蛛蝎
,

《鬼谷子 》谓之蛛母
。

秦中儿童戏曰
‘

颠当颠当牢守门
,

姗蜡寇汝无处

奔
。

”
,

按《尔雅
。

释虫 》有
“ 王蝎

” ,

郭璞注 “ 即

蝗蟠
,

似蜘蛛
,

在穴中
,

有盖
。

今河北人呼蛛蝎
。 ”

蛛蝎
、

蝗嫦同音
,

而与
“

颠当
”
一声之转

,

今通作
“
蝗嫦

” ,

蛛形纲
,

蝗蜡科
,

长约

厘米
,

身体瘦小
,

俗语状瘦的
“ 叮当

”

就是它了
,

应该是 “
瘦得像个蝗蝮

” 。

蝗蟠不但瘦
,

而且 “ 穷
” ,

观其
“
案深如卿穴

,

网丝其中
” ,

蓬门草户
、

家徒四壁的样子
,

穷和瘦

是很容易产生的拟人联想
。

但是俗语以蝗端明喻

瘦
,

却不用它明喻穷
,

只说
“
瘦得像个蝗蝮

” ,

不

说
“
穷得像个蝗嫦

” ,

其中原委还需进一步推究
。

棋
,

频置脯
,

斟酒于前
。

其人贪澎
,

但饮酒食脯
。 ”

《世说新语
。

容止第十四 》 “
诸阮皆能饮酒

,

仲容

至宗人闲共集
,

不复用常杯斟酌
,

以大瓮盛酒
,

围

坐
,

相向大酌
。

时有群猪来饮
,

直接去上
,

便共饮

之
。 ” 《李娃传 》 “ 生遂惊起

,

莫敢仰视
。

与之拜

毕
,

叙寒焕
,

触类妍媚
,

目所未睹
。

复坐
,

烹茶斟

酒
,

器用甚洁
。 ” 《初刻拍案惊奇 》卷七 “ 小道士

遵师言
,

鞠躬旁站
。

玄宗愈看愈喜
,

便叫斟酒赐

他
,

杯杯满
,

盏盏干
,

饮勾一斗
,

弟子并不推辞
。 ”

直到现代汉语里
, “

斟
”

作为 “
斟酒 ”

义仍在书面

语中存在
。

综上所述
, “ 鲡 ” 、 “

麓 筛
”

在上古由于人们

对事物
、

行为具体分工的认识
,

二者各司其职
,

但

由于彼此之间在词义上又有相关性
,

故在语言的

长期使用中
,

二者按照各 自的轨道发展演变
,

直

至近代在表达
“

斟酒 ”

义上交会
,

与 “ 斟
”

构成一

组同义词
。

之后汉语在发展进程中
,

由于语言经

济性原则的作用
, “ 酶

” 、 “
筛

”

作为 “
斟酒

”

义在

汉语共同语中被逐渐淡化而仅在某些方言中运

用
,

而 “
斟

”

在现代汉语共同语中仍保持稳定地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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