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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抽拨戏厘和“赌捐兴学”。
3.收取学费。当时的新式学堂有少数要学生“修金”缴交学费。例

如：嘉应务本中西学堂就在其办学章程全约第十一条中规定要“每生

修金二十元”[24]以作“聘师置器之用”。澄海士绅陈邦等筹办同仁学堂

时也作出“今暂定入小学一科者全年缴学费二十元，入蒙学科者全年

缴学费十元”[25]的收费规定。其实，收学费行为是国家允许的。清政府

在其颁布的学堂章程中，立有具体的条例：“蒙学堂征收来修之费，每

人每月不得过银元三角，其自立者不拘此例”[26]以及“寻常小学堂每月

每人不得过银钱三角，高等小学堂每月每人不得过银钱五角；其民立

者不拘此例”[26]等等规定。
4.鼓励社会各界捐款。首先是官员捐款。他们或关心家乡教育人

才，或要起表率作用，纷纷捐款以办学堂。有时还有强迫捐款的。如：

大埔县查县令“又缉捕经费局每年每人认缴学堂三百元”[27]。虽然这种

办法不可取，但是有时对于一毛不拔的富绅油吏，也可一使，正是“开

办学堂不能不用强迫之手段，而筹办学堂经费亦不能强迫之手段也”
[28]。其次为绅商捐款。绅商是捐款办学中的主要力量，宗族兴学也颇

多。如同文学堂总教习何君“议于各代祖尝内筹出当数百元设一崧社

蒙学书塾顷先由众中筹出百元在沪购各种蒙学书”[29]。潮阳族绅林邦

杰“为族中创办一蒙学堂教育族中子弟自捐银六百元以为倡拟聘中

教习”[30]。澄海冠山乡许老乡绅“以祖置书田五十二亩设为学堂常供”
[31]资助新学。还有捐股票、捐书助学的。如：前同文学堂教习温慕柳大

史募得李仪坡等茂才昭信股票共一千五百两，捐入岭东同文学堂以

助经费[32]。在东京留学的嘉应人士王君等“相与节学费购东书七十一

种捐入岭东同文学堂”[33]。
不仅如此，潮籍华侨遍布海外，当得知家乡创办新式学堂的消息

时，许多华人华侨纷纷解囊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

纵观 1901—1905 年潮汕新式学堂办学的发展历程，虽然遇到了

经费不足、师资缺乏、守旧势力的阻挠等一系列困难，但是无论如何，

在这一阶段其成绩还是有目共睹的。据统计，经过这一场从书院到学

堂的变革，本区仅仅是新式小学堂就有 75 所之多[34]262- 263。在这一场兴

学热潮中，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潮汕地区重新整合各种社会资源，

努力解决兴办学堂的各种困难，使得潮汕地区从旧式教育的书院逐

步向代表新式教育的学堂过渡，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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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砢碜”小考

□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李伟大

摘 要

关键词

东北方言中“砢碜”一词的来源不明。语料显示，“砢碜”是“可 + 碜”的词汇化，“碜”是“惨”的俗字，继承了“惨”的
“羞愧”义，后来又引申出“丑、难看”的意思。
砢碜 碜 惨 俗字 词义引申

东北方言中有“砢碜”一词，意思是“长相难看”、“丢人”、“使人

难堪”，这个词因赵本山小品《昨天今天明天》为全国人民所熟悉。
学者们谈到这个词时多是从释义、用法的角度进行论述[1][2]，没有

涉及这个词的来源。“砢碜”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元明时期。《汉语大

词典》[3]39 在解释这个词时，举了元杂剧中的两个语例，多为后来者

引用：

（1）见放一轴老君，挂下十王神幅。待诏他也世情，说着的便

决应。画的十分可碜，怎觑那般行径？我则见城狱里画何真，油镬

油铛，里头札定，偌多生灵，都是俺俗人，元来无一个和尚。（元佚

名《蓝采和》第 2 折）

（2）[正末云]将盏儿来!郭马儿，你吃了我吐的残茶，教你有子

嗣。[正末吐科][郭做意不吃科]……[正末又吐科，郭云]可碜杀我

也。（元马致远《岳阳楼》第 2 折）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两个例子中“可碜”都不是“砢碜”
的意思。（1）中，《汉语大词典》释“可碜”为“粗劣”，我们认为“磣”
应是“惧怕”之义，“可碜”即可怕也，意思是十殿阎君画像虽画得

十分可怕，但不如城狱中所画真实。王贵元先生主编的《诗词曲小

说语辞大典》正释作“可怕”[4]147。文献中有“惨可可”一词，就是“可

怕”的意思，如元王晔《小令·双调·庆东原》：“惨可可说下神仙愿，

却原来都是谝。”或写作“碜可可”，《汉语大词典》“碜可可”条：“亦

作碜磕磕。凄惨可怕的样子。元王伯成《哨遍·项羽自刎》套曲：‘子

见红飘飘光的的绛缨先偏侧了金盔顶，碜可可湿浸浸鲜血早淋漓

了战袍领。’”[5]1110 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碜磕磕，形容凄惨

可怕的样子，现在北京话，还用‘碜’字形容可怕。或作碜可可、嘇
可可、参可可、惨可可，音近义并同。按，‘嘇’、‘参’音近；‘惨’、
‘碜’义通；磕磕，一作可可，语助词，无义。”[6]252 清代小说中“可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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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如可怕义者，亦可为参证。清佚名《善恶图全传》第 40 回：“那

兽吃饱归洞。众人找寻兵丁，正走之间，只见前面那些死尸实在可

惨，有的吃了半段，有的没有头的，有得身上咬了几个大洞。”清无

垢道人《八仙得道传》用例较多，如第 68 回：“武帝虽是英主，奈年

已老迈，平日又迷于酒色，精力不济。况以天子之尊，自来未上刑

场，不亲战阵，一旦见此可惨怕人之事，怎能支持得定，先已向后

仰倒。”（2）中“可碜杀我也”的结构可能有两种：“可碜”可能已经

成词，即是“砢碜”；但也可以看成“可 | 碜杀我也”，“可”读上声，

“碜”为“羞愧”之义，这种结构在元杂剧中常见，如元范康《竹叶

舟》第 1 折：“[送茶科，陈季卿云]我饭也不曾吃，被这个道者可缠

杀人也。”又元高文秀《双献功》第 1 折：“[正末云]还到这里怕做什

么？[宋江云]可打杀人也。”又元贾仲明《玉壶春》第 2 折：“好受用

也鸳枕牙床，风流尽绣褥罗衾，可喜杀翠屏锦帐。”在“可 X 杀…”
结构中，“可”又可作“可端的”，如关汉卿《裴度还带》第 2 折：“可

端的羡杀冯夷！”又作“可不”，如关汉卿《蝴蝶梦》第 1 折：“你兄弟

可不打杀他也。”又关汉卿《救风尘》第 2 折：“[带云]赵盼儿，[唱]你

做的个见死不救，可不羞杀这桃园中杀白马、宰乌牛。”“可碜杀我

也”可能与以上诸例结构相同。另外，“碜”在元代有单用的，也表

明例（2）中“可碜”可能是“可 + 碜”，如元刘庭信《越调·赛儿令·戒

嫖荡》曲：“掂折了玉簪，摔碎了瑶琴，若提着娶呵我到碜。一去无

音，哪里荒淫，抛闪我到如今。”又元无名氏《玩江亭》第 2 折：“虽

然不得神仙做，则我是躲奸避懒碜东西。”例（2）这种两可的情况

正提示了“砢碜”的成词过程。
至少在《金瓶梅》时代，“砢碜”已经成词，但用字并不固定，有

多种词面。或写作“砢碜”，如《金瓶梅词话》第 59 回：“如何天生恁

怪剌剌的儿，红赤赤，紫漒漒，好砢碜人子。”又写作“砢硶”，同上

第 17 回：“奴与他这般顽耍,可不砢硶杀奴罢了。”“硶”与“碜”同。
又作“砢磪”，同上第 32 回：“好□的刘九儿，把他当个孤老，什么

行货子，可不砢磪杀我罢了。”又写作“磕碜”，清嫏嬛山樵《补红楼

梦》第 17 回：“你瞧那些男人们赤身露体，血迹淋漓的，又害怕又

磕碜。咱们到西边女狱里看看去罢。”或作“呵嘇”，清李百川《绿野

仙踪》第 52 回：“金钟一见，笑的了不得，指着说道：‘好呵嘇行货

子，活活的怕杀人。’”或作“碜”，清秦子忱《续红楼梦》卷 2：“你们

快瞧来，前边来了一个女人，那个样儿好 碜怕人啊，好像鸳鸯姐

姐似的。”亦作“割碜”，《醒世姻缘传》第 84 回：“童奶奶说寄姐道：

‘俺小姑娘，你待怎么，只是要他？叫他说的割碜杀我了！’”郭维认

为上述不同写法所表示的是不同的词，“现当代以后，‘砢碜’基本

取代了其他同义词，固定地作为表示‘丑陋、羞辱’等意义的词语”
[1]。把同一词的不同词面看成同义词是错误的，是没有分清语言和

文字的关系，上述词面只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写法。
从以上词面来看，“砢碜”是个派生词，它的意义主要是由

“碜”承担的，“砢”只是个词缀，“砢碜”是“可 + 碜”受“可怜”、“可

恨”等词影响，在底层结构中发生了重新分析，从而词汇化的结

果。后“可”字又受“碜”字形影响，被同化为“砢”，音随字转，读成

了平声。因此考察“砢碜”词义的来源即是考察“碜”的来源。“碜”
的本义是“食物里夹杂着沙子”，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 48“碜毒”
条：“又作惨，同初锦反。又墋，恶也。《通俗文》：‘沙土入食中曰墋

也。’”《玉篇·石部》：“碜，食有砂。”“碜”的本义是食物中混有沙

子，缘何会有“羞愧”、“丑陋”之义呢？盖因“碜”是“惨”的俗字，唐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 42“惨心”条：“《说文》云：‘惨，毒也，从心参

声。’经作碜，俗字也。”又卷 57“惨毒”条：“经文作碜，亦通用也。”
用例如《大正藏》第 16 册姚秦鸠摩罗什译《灯指因缘经》卷 1：“忧

愁惨毒，嫌责罪负。”《大正藏》第 16 册梁曼陀罗仙共僧伽婆罗译

《大乘宝云经》卷 6：“第于碜毒者多修忍辱，于恶赖者多修慈心。”
可见，“惨”很早就可以写作“碜”。“惨”唐代已有“羞愧”义，《汉语

大字典》“惨”条：“惨，羞惭。唐李愿《观翟玉妓》：‘艳粉宜斜烛，羞

蛾惨向人。’白居易《裴常侍以〈题蔷薇架十八韵〉见示》：‘蕙惨倚

栏避，莲羞映浦藏。’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六：‘君瑞怀羞

惨，心只自思念：这些丑事，不道怎生遮掩？’”[7]2514 因为“惨”有“羞

愧”的意思，“碜”又是“惨”的俗字，所以“碜”也就有了“羞愧”的意

思，由“羞愧”、“难以见人”之义又引申出“丑”义，这是较自然的引

申过程，如“体面”为有面子、光彩之义，又引申用来形容人的长

相，长得漂亮为“体面”，如《老残游记》第 6 回：“王三见他长的体

面，不知怎么，胡二巴越的就把他弄上手了。”而没面子即为“不体

面”，又由“没面子”、“难以见人”引申为长相不好，如《续济公传》
178 回：“作为俺拗骨头样子生得不体面，狄小霞不合式，你们两个

姐也可以带了去应一应急，比那三更半夜活守寡总好得多呢！”
东北方言中又有“寒碜”一词，义与“砢碜”略同，但与“砢碜”

结构不同，“寒碜”是合成词，因“寒”而“碜”，因贫困、身份低微等

觉得不体面、羞愧为“寒碜”。这个词是受到“砢碜”的影响而产生

的，最初是个口语词，词面也不固定，或作“寒碜”，如清烟霞散人

《斩鬼传》第 2 回：“原来他还有两个结义兄弟，一个唤做扢渣鬼，

一个唤做寒碜鬼，自幼与他情投意合，声气相符。”或作“罕碜”，
《补红楼梦》第 19 回：“那下面的少年笑道：‘大爷说的倒好，就是

太罕碜了些儿，只怕他未必肯呢？’”或作“寒伧”，清叶德辉《书林

清话》卷 10：“微论知不足斋、振绮堂力能雇佣选纸者，不肯为之，

即寒畯如吴枚庵、张青芝，亦觉视此为寒伧之甚。反本复古，梦寐

思之。”因“亻”与“忄”多相通，后又写作“寒怆”，如何其芳《画梦

录·楼》：“那大概是个老头儿，怪寒怆的。”或作“寒尘”，《二十年目

睹之怪现状》第 83 回：“你就去办吧，一切都从丰点，不要叫人家

笑寒尘。要用钱，打发人到账房里去要。”又第 100 回：“那总办、提
调，都是一个人一辆马车；其余各委员，也有两个人一辆的，也有

三个人一辆的，最寒尘的是四个人一辆。”或作“寒蠢”，《老残游记

续集遗稿》第 3 回：“青云、紫云他们没有这些好装饰，多寒蠢，我

多威武。”同“砢碜”一样，“寒碜”后来又引申出“长相难看”义，

1931 年《建平县志》卷 4“方言”：“难看曰可嗔，亦曰顸村。”“可嗔”
即“砢碜”，“顸村”即“寒碜”。

综上，“砢碜”是“可 + 碜”词汇化的结果，“碜”来源于“惨”，最

初为“羞愧”义，后来由此引申出“丑陋”义，这在“寒碜”一词由“羞

愧”到“丑陋”义的引申过程中得到了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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