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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中古汉语文献为语料
,

考释词语六条
:

【关扭词 】中古汉语 ; 词语 ; 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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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
、

隐义
、

征雇
、

劳
、

肠
、

楚对
。

对
“ 一

累
”

的构词法作了探讨
。

【文t 绷号 】100 1一544 2 (200 7冲2一加76刁 3

语言是渐变发展的
,

在中古汉语中
,

词汇有了一些发展变化
。

有不少词的义项未被大型辞

书收录
,

尚有许多词语值得考释
。

这里主要是对史书里的一些字词稍作考索
,

并尽 t 引征其它

相关材料为旁证
。

【勒 】 宋陆游《老学庵续笔记》
: “

海南循
、

崖诸郡出勒竹杖
,

大于涩竹
,

肤有芒
,

可以挫爪
。

东波云
‘

倦看涩
、

勒暗蛮村
’

者
,

是也
。 ”

《汉语大字典降此语例释
“

勒
”

为
“

竹名
” ,

义未尽惬
。 “

勒

竹
”

是一种带刺的竹
, “

勒
”

当释为刺
、

棘的意义
。

(艺文类聚》卷八十代 药香草部》上
“

蔷薇
”

条

引《本草经》日
: “

蔷薇一名牛棘
。 ”

又日 : “

一名牛勒
,

一名山枣
,

一名蔷赚
。” “

牛勒
”

又名
“

牛棘
” ,

可知
“

勒
” “

棘
”

同义
。

《艺文类聚》卷八十
~

碱药香草部》上
“

天门冬
”

条引《本草经 》曰
: “

天门冬

一名颠勒
,

味苦
,

杀三虫
。”

同条又引《抱朴子
.

内篇》日
: “

天门冬或名地门冬
,

或名颠棘
。” “

颇勒
”

或名
“

颠棘
” , “

勒
”

就是棘义
。

或写作
“

葬
” “

莱
” “

初
”

等
,

一声之转
。

《大正藏沸三册吴康僧会

俐 六度集经 》卷二《须达攀经 》
: “

寒暑过度
,

树木难依
,

羡菜砾石
,

非卿所堪
。” “

羡菜
”

是带刺

的植物
。

《英藏敦煌文献冷一册斯 107 《太上洞玄灵宝升玄内教经》
: “

死人地狱
,

烧铁洋铜
,

以灌 口中; 以铁角针
,

而作衣服
,

被其身体
,

考掠捶挞
,

昼夜不息
。” “

劫
”

字不见于字书
,

当是
“

勒
”

字而类化增旁
,

义为棘
、

刺
。 “

角
”

与
“

针
”

都是带刺的东西
,

同义复举
。

以铁针刺作衣服
,

言入地

狱后备受苦楚
。

【陈义 】古代称在书卷背面的注释为
“

隐义
’护。

《梁书
。

处士
。

何溉传》
: “

服注《百法论》
、

(十二门论》各一卷
,

注《周易》十卷
,

《毛诗总集》六卷
,

(毛诗隐义 》十卷
,

《礼记隐义》二十卷
,

《礼答问狂十五卷
。 ”

又 : “

以易》
,

又献礼记》
,

于卷背书之
,

谓为隐义
。 ”

古代的这种在书卷背

面作注释的方式
,

在教煌卷子中有保存
,

如斯 10 (毛诗郑笺》其卷背就是《毛诗郑笺音隐)
,

主

要标注 的慰诗经》的读音
,

这是非常珍贵的实物材料
。

《南齐书
。

虞玩之传》
: “

元嘉中
,

故光禄

大夫傅隆
,

年出七十
,

犹手 自书籍
,

躬加隐校
。 ”

这是讲傅隆校户口 黄籍的情况
,

疑
“

隐校
”

就是指

将校订有疑问的地方先在卷子背面往明
。

《颜氏家训
。

书证冲
“

案《说文 》云
: ‘

若
,

牛藻也
,

读若

威
。 ’

音隐
: 坞瑰反

。” “

音隐
”

就是在卷子的背面与该字相应 的位置上注音
,

慧瑕 一切经音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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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七
“

定曲
”

条引《字林音隐》
: “

淦
,

一爪反
,

曲也
。 ”

盖
“

一爪反
”

注在卷背
。

【征雇 】《梁书
,

诸夷传》
: “

郁金独出肠宾国
,

华色正黄而细
,

与芙蓉华里被莲者相似
。

国人

先取以上佛寺
,

积日香搞
,

乃粪去之
,

贾人从寺中征雇
,

以转卖与佗国也
。 ” “

征雇
”

即求易
, “

雇
”

为买卖
、

酬付义
。

《大正藏膝三删六度集经冶以须达攀经》
: “

梵志曰
:
直银钱一千

,

特牛拧

牛各百头
。

惠尔者善
,

不者自已
。

王 日 :
诺

。

即雇如数
,

梵志退矣
。”

《六度集经冶武之裸国经 》
:

“

菩萨随之
,

国人欣叹
,

王爱民敬
,

宾俊相属
,

王悉取货
,

十倍雇之 ; 伯乘车人国
,

言以严法
,

辄违

民心
,

王忿 民慢
,

夺财抽捶
,

叔请乃释
。” “

雇
”

为酬付
、

交换义
。

前文云
“

昔者菩萨
,

伯叔二人
,

各

资国货
,

俱之裸乡
” ,

可知是去经商贸易
。 “

雇
”

不是雇佣义
。

或作
“

顾
” ,

《佛祖统纪》卷一
: “

替惠

请以五百银钱
,

顾五茎花
,

用以供佛
。 ” “

顾
”

即雇易
,

酬付
。

慧瑕一切经音义冷
“

雇钱
”

条
: “

书

皆作
‘

顾
’ ,

同
,

公护反
。

案
:
雇

,

犹顾阿答报之
,

雇
,

与也
。 ”

【劳 】
“

劳
”

有稀少义
,

《梁书
.

处士
.

何溉传》
: “

高祖霸府建
,

引撤为军谋祭酒
,

与书曰
:

‘

想恒清豫
,

纵情林壑
,

致足欢也
。

既内绝心战
,

外劳物役
,

以道养和
,

履候无爽
。 ”

这是何撤隐居

山林
,

高祖给他的问候语
, “

劳
”

显然不能理解为劳累
、

辛劳之类的意思
, “

劳
”

与
“

绝
”

对文
,

故

知为稀义
。

隐居 山林
,

内绝心战
,

外稀物役
,

语义畅通
。

敦煌卷子伯 35 02 张敖《新集诸家九族尊

卑书仪一卷》创与妻书》
: “

自从面别
,

已隔累旬
,

人信劳通
,

音书断绝
。 ” “

劳
”

为稀少
、

稀疏义
。

今天在江西赣南客家方言中犹称稀疏
、

稀少为
“

劳
” ,

与
“

密
”

义成反对 ; 如
“

梳齿劳
”

即梳齿很稀

疏
, “

禾漪得太过劳
”

谓禾苗漪种得太稀疏 了
。

今一些方言调查报告或写作
“

魏
” ,

根恻客技方

言调查报告》
,

广东梅县说
“

魏旷旷
”

口au sk. 啊、
‘

啊勺
,

翁源说
“

口魏
”

沙明、ou
s] 等

,

表示稀拉拉

的意思 ll]
。

说明
“

劳
”

这个 口语词在唐五代时的西北正使用着
,

南方方言一直保存到现在
。

张敖

是
“

河西节魔 (度)掌书记试太常寺协律郎
” ,

应该代表当时的口语
。 “

劳
”

也是个记音字
。

《集韵
.

豪韵 》
: “

缈
,

妙静
,

物未精
。”

《正字通
.

火部》
: “

缈
,

妙静
。

按
:
今俗呼物未精细日缈静

。 ” “

缈
”

与
“

劳
”

同源
,

粗疏与稀疏语义相关联
。 “

劳
”

字此义来源于
“

辽
” ,

《诗
,

小雅
.

渐渐之石 》
: “

山川

悠远
,

维其劳矣
。 ”

郑笺
: “

山川者
,

荆舒之国所处也
。

其道里长远
,

邦域又劳劳广阔
,

言不可卒

服
。 ”

孔疏
: “

广阔辽辽之字
,

当从辽远之辽
,

而作
‘

劳
’

字者
,

以古之字少
,

多相假借
,

诗又口 之咏

歌
,

不专以竹帛相授
,

音既相近
,

故遂用之
。

此字义自得通
,

故不言
‘

当作辽
’

也
。 ”

则
“

辽
” “

劳
”

为

同源字
,

一声之转
,

《集韵
.

萧韵》
: “

辽
,

《说文 )
:
远也

。

或作劳
。 ”

隔得辽远
,

自然是稀疏
,

故由

辽远义引申为稀疏
、

稀少义
。 “

疏
”

与
“

远
”

语义相关联
,

故可复合成词
“

疏远
” ,

可为参证
。

t
- . ] 佛

、

道有消极厌世的思想
,

以有身及妻儿家属
、

财产为拖累
,

故派生 出一系列与
“

累
”

结合的词
。

《宋书
,

索虏》
: “

永初三年十月
,

用自率众至方城
,

遣郑兵将军扬州刺史山阳公

达奚斤
、

吴兵将军广州刺史苍梧公公孙表
、

尚书滑稽
,

领步骑二万余人
,

于滑台西南东燕县界

石济南渡
,

轴重弱累自随
。 ” “

弱累
”

即妻子家属
。 “

弱
”

指女弱
。

《宋书
.

索虏》
: “

虏悦勃大肥率

三千余骑
,

破高平郡所统高平
、

方与
、

任城
、

金乡
、

亢父等五县
,

杀略二千余家
,

杀其男子
,

驱虏

女弱
。 ” “

女弱
”

即妇女
。

又有称
“

徐累
”

的
,

《宋书
.

二 凶》
: “

助欲杀其三镇 士庶家 口
,

江夏王义

恭
、

何尚之 日 : ‘

凡举大事者
,

不顾家 口
。

且 多是驱通
,

今忽诛其徐累
,

正足坚彼意耳
。
”

, “

徐累
”

就是家 口义
。

或又作
“ 口 累

”

的
,

《宋书
.

毛修之传》
: “

谁纵由此送修之父
、

伯及 中表丧
,

口 累并

得俱还
。 ”

《梁书
,

王僧辨传》
: “

所期质 累
,

便望来彼
。 ” “

质累
”

指质子
,

据传记载王僧辩送自己

的第七子为质
,

故称
“

质 累
” 。

另外
,

家属称
“

家累
” ,

身体称
“

形 累
” ,

尘世为
“

尘累
” ,

《大正藏沸
五十册道创续高僧传》卷二十以 释玄琉传》

: “

法师早祛尘累
,

游神物表
。 ”

又卷二 十以释惫

满传》
: “

游讲四方
,

不拘世累
。” “

世 累
”

指名利
。

《南齐书
.

张融》
: “

实以家贫累积
,

孤寡伤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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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娃俱孤
,

二弟颇弱
,

抚之而感
,

古人以悲
。

岂能山海陋禄
,

申融情累
。 ” “

情累
”

相当于情怀
、

情

意
。

《南齐书
,

顾宪之》
: “

或征货贸粒
,

还拯亲累
。 ” “

亲累
”

指亲人
。

【l 】《梁书
.

王僧辩传》
: “

是日
,

贼复攻巴陵
,

水步十处
,

鸣鼓吹唇
,

肉薄研上
。 ” “

唇
”

字当

是
“

唇
”

的意思
,

指盆
, “

吹唇
”

为吹海螺之类 o’ “

唇
”

字并不是误字
,

核《四库全书》本也作此写
,

当是
“

肠
”

的俗字
。

《广韵
,

珍韵》
: “

振
,

祭徐肉
。

《说文》云
: ‘

社肉盛之以厦
,

故谓之振
,

天子所

以亲遗同姓
。 ’

服
,

上 同
。 ”

祭祀用唇盛肉故作
“

振
” 、 “

服
” ,

可见与
“

厦
”

同源
。 “

服
”

字位移为上下

结构
,

便成
“

唇
”

字
。

《南齐书
.

魏虏 )
: “

其诸王军朱色鼓
,

公侯绿色鼓
,

伯子男黑色鼓
,

并有攀角
,

吹唇沸地
。 ” “

唇
”

字
,

四库全书本同
,

肯定是
“

屋
”

的意思
,

指海螺之类
。

北宋陈肠《乐书
.

胡部 )
:

“

唐正元中⋯⋯骤国王子献乐器
,

躬总乐工
,

凡呀十二曲
,

皆演释 氏经
,

吹公击鼓
,

式歌且舞
。 ”

《梁书
.

诸夷传》
: “

出则乘象
,

吹螺击鼓
,

罩吉贝伞
,

以吉贝为播旗
。 ”

同前
: “

王出
,

以象驾舆
,

舆

以杂香为之
,

上施羽盖珠旅
,

其导从吹螺击鼓
。 ”

在出土的五代前蜀王建棺座的石刻乐妓中
,

其

中就有吹贝的
。

《资治通鉴冷一百六十四《梁纪二十
.

太宗简文皇帝下》
: “

己丑
,

豫章王栋禅

位于景
,

景即皇帝位于南郊
,

还登太极殿
,

其党数万
,

皆吹唇呼操而上
,

大赦
,

改元太始
。”

这个
“

唇
”

也是唇义
, “

吹唇
”

即吹雄
。

也有唇写作
“

服
”

的
,

(英藏敦煌文献嫌五册斯 如8 1 (授三饭

八戒仪轨》
: “

若生人中
,

得二种报
: 一者

,

所生国土
,

饮食艰难 ; 二者
,

服齿疏缺
。 ” “

服
”

是嘴唇

的
“

唇
” 。

【楚对 】 《宋书
,

谢庄传》
: “

顷年军旅余弊
,

劫掠犹繁
,

监司讨获
,

多非其实
,

或规免身咎
,

不虑国患
,

楚对之下
,

鲜不诬滥
。” “

楚对
”

为拷打义
, “

对
”

取刺义
,
12蒯胡

“

楚
”

与
“

对
”

同义连文
。

敦煌卷子伯 2仪阵《老子化胡经玄歌第十》之(太上老君哀歌七首》
: “

朝与杖一百
,

暮与鞭一千
,

不堪考对苦
,

卖罪与生人
。 ”

(第一册 )
“

考对
”

即拷刺
、

拷打
。

斯 55 99 《亡娘子文》
: “

针头逞巧
,

绣龙凤 以潜撅 机上逞功
,

对鸳鸯而织出
。 ”

(第八册 )
“

对
”

即刺
、

绣义
,

与
“

绣
”

字相对文
。

南朝

宋刘敬叔《异苑》卷二
: “

西域苟夷国
,

山上有石骆驼
,

腹下 出水
,

以金铁及手承取
,

即便对过
。

唯

抓芦盛之者
,

则得饮之
,

令人身体香净而升仙
。 ” “

对过
”

就是指从金铁和手中穿透而过
,

此与刺

绣的
“

对
”

语义相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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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
.

英藏教煌文献【MI
.

四川成都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19例〕
.

[ 5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
.

法藏教煌西域文献[M]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9 5.

[ 6 ] 姚思廉
.

梁书[M ]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7 3
.

【7 ] 策子显
.

南齐书IM]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 72
.

[ s ] 沈约
.

宋书[M]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 7 4
.

[ 9 ] 欧阳询
.

艺文类聚[M ]
.

艺文类策【M]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 82
.

[l 0] 大正藏IM ]
.

佛陀教育墓金会印
.

【作者简介】曾述忠
.

男
,

江西按县人
,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

主要从事汉语史
、

敦煌学研究
。

杨继光
,

男
,

江西新渔人
,

厦门大学中文系汉语文字学博士生
。

[ 资任校对
:

舟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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