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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考源疏解八则

曾 良

摘 要 本 文对八条词语语源作 了考证或硫解
。 “

兰 家女
”
诸多旧解有误

, “
兰

家
”
义 指大户人家

,

富贵人家
。 “
翠峰如簇

”
之

“

簇
”
是屏障义

。 “

略迹原情
” , “

原情
”

应解

为推本情理
。 “

抚尘
”
的朋友之义源 自《汉书

·

王吉传 》之典故
。 “
膜拜

”
为梵汉结合词

,

“

膜
”

出 自梵语南无之音译语略
, “

膜拜
”
即口 称南无而 礼拜

。 “
下担

”

的
“

担
”

取义于 檐

子
, “
下 担

”
义相 当于

“
下轿

” 。

作者纠正《汉语大词 典 》的说法
,

指出
“
战越

”

之
“

越
”
不是

取义
“

埙越
”
义

,

而是
“

顽
”

的音借
。 “
不拣

”
明其本字

,

补充 了唐人用例
。

关键词 词语 语源

训话学一项重要的工作
,

就是探求词语的语源
。

我们阅读古书的过程中
,

有些词语虽能根

据上下文推断出它的语义
,

但如果不能溯其源流
,

往往会影响对词语的透彻理解
,

甚至造成一

些偏差
。

本文对辞书不载的一些词语语源以及旧说有误的八则词语作考证和疏解
。

兰家女

《孔雀东南飞 》 : “
媒人去数日

,

寻遣垂请还
:

说有兰家女
,

承籍有宦官
。

云有第五郎
,

娇逸未

有婚
。

遣丛为媒人
,

主簿通语言
。 ”
关于

“

兰家女
”
有不同的解释

:

一说
“

兰家女
”
犹言兰芝姑娘

; 一

说
“

兰家
”

犹某家
。

《列子
·

说符篇 》 : “

宋人有兰子者
,

以技干宋元
。

… … 又有兰子又能为燕戏者

为之
。 ”

张湛注
: “

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谓之兰
。 ”

“

兰家女
”

释为兰芝姑娘显然牵强
,

按照汉语习惯说法应该说
“

刘家女
” 。

朱东润先生认为
“

说有兰家女
”

以下五句是郡尽向刘家转述主簿对他说的太守的话
,

此说可取
。 “释

“

兰家
”
为某

家也有些难通
,

因太守知道是刘家之女
,

根本不必用
“

某家
”

称之
。

我认为
“

兰家
”
义指大户人家

,

富贵人家
,

这是一种赞誉的说法
。

《文选 》陆机 《君子有所思行 》 : “
邃宇列绮熄

,

兰室接罗幕
。 ”

李

善注
: “

卢家兰为室
,

桂为梁
。 ”
故

“

兰家
” 、 “

兰室
”

自然指富贵之家
,

犹如
“

膏粱子弟
”

指富贵子弟

一样
。

陆机 《拟青青陵上柏 》 : “

高门罗北闽
,

甲第椒与兰
。 ”

李善注
: “

椒兰
,

盖取其嘉名
,

且芬香

也
。 ’ ,②也只有高门才能有称为

“

兰家
” 、 “
兰室

”
的华丽住宅

。

太守要人去提亲
,

自然要提亲之 人

转述他对女家的称赞
,

称之为名门之家
。 “

承籍有宦官
” ,

这种拔高的赞美在古代习见
。

《列子 》中
, “

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谓之兰
” ,

也是对别人的一种尊称
。

就像古代不知对方姓名

可以用
“
王孙

”

称之
。

《史记
·

淮阴侯列传 》 : “
(漂 )母怒曰

: `

大丈夫不能自食
,

吾哀王孙而进食
,

岂望报乎 ! ” ,(( 索隐 》 : “

刘德曰
: `

秦末多失国
,

言王孙
、

公子
,

尊之也
。 ’

苏林亦同
。 ” “

兰子
”
是尊称

不知姓名的人为高门之子
。 “

不知生出者
”

即不知出生谁家
,

不知门第高低
,

魏晋时期是很注重

门第高低的
,

干脆称
“
凡人物不知生出者

”

为
“
兰

” , “
兰子

”

即兰家之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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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峰如簇

王安石《桂枝香
·

金陵怀古 》 : “

千里澄江似练
,

翠峰如簇
。 ’

,’’ 簇
”

字至今解释纷纭
,

或释为箭

头
,

形容山的峭拔
;
或释为攒聚

;
或释为蚕簇等等

。

吴小如先生云
: “
又

`

翠峰如簇
’

之
`

簇
’ ,

亦多

误说
。

此
`

簇
’

与
`

练
’

为对文
,

必指实物无疑
。

或释为
`

聚
’ ,

则动词也
,

与上文不相对仗
,

其误 自

不待言
。

胡《选 》则以
`

箭链
’

字释之
,

亦未允洽
。 ’ ,

③吴先生认为
“

簇
” “
必指实物无疑

”

是值得重视

的
,

然释为
“

蚕簇
”
亦欠妥

。

我认为
“

簇
”

即簇子
,

不烦改字
,

义为屏障
,

这是唐宋间口语
。

齐己 《谢

兴公上人寄山水簇子 》诗
: “

半幅古潺颜
,

看来心意闲
。

何须寻鸟道
,

即此出人间
。

峨暮疑啼狄
,

松

深认掩关
。

知君远相惠
,

免我忆归山
。 ’ ,

④齐 己又有 《谢重缘旧 山水障子 》诗
,

可见
“

簇子
”

就是障

子
。

王安石词把千里澄江比作白练
,

把翠峰 比作屏障
, “

练
”
是名词

, “

簇
”

也是名词
,

而且语义非

常贴切
,

亦无改字之弊
。

把 山峰 比作屏障习见于它诗词
,

《文选 》谢灵运《晚出西射堂 》 : “
步出西

城门
,

遥望城西岑
。

连障叠喻鳄
,

青翠杳深沉
。 ”

宋范成大《念奴娇 》 : “

双峰叠障
,

过天风海雨
,

无

边空碧
。 ”
综上所说

,

则
“

簇
”

字理解 为屏障义最为妥贴
。

略迹原情
“

略迹原情
”

这一成语
,

《汉语成语词典 》释曰
: “

撇开表面的事实
,

从情理上加以原谅
。

鲁迅

《坟
·

我之节烈观 》 : `

万一幸而遇着宽厚的道德家
,

有时也可以略迹原情
,

许他一个烈字
。

”
,
⑤

“

原情
”
二字解释可商

。 “

原
”
虽有原谅的意思

,

但这里是推寻
、

推本之义
。 “
原情

”

即推本情

理
、

推寻情理
。

《北 史
·

长孙篙 》 : “
(长孙 )俭清正率下

,

兼怀仁恕
,

有窃盗者
,

原情得实
,

海而放

之
。 ” 《广弘明集 》卷十五梁高祖《出古育王塔 下佛舍利诏 》 : “

去岁矣稳
,

斗粟贵腾
,

民有困穷
,

遂

臻斯滥
,

原情察咎
,

或有可矜
。 ” “

原情察咎
”

即推寻情理而察看过错
。

《唐律疏议 》卷一
: “
旧律云

:

`

言理切害
’ ,

今改为
`

情理切害
’

者
,

盖欲原其本情
,

广恩慎罚故也
。 ’ ,

⑥又 《唐律疏议 》卷二
: “

注
:

议者
,

原情议罪
,

称定刑之律 而不正决之
。

《疏 》 :

议 曰
:

议者
,

原情议罪者
,

谓原其本情
,

议其犯

罪
。 ’ ,

⑦这里可以体察到
“

原情
”
的真实 含义

。

《三国志
·

魏志
·

高柔 》 : “

而臣窃闻 (公孙 )晃先数

自归
,

陈 (公孙 )渊祸萌
,

虽为凶族
,

原心可恕
。 ” 《三国志

·

魏志
·

邓艾 》 : “

虽违常科
,

有合古 义
,

原心定罪
,

本在可论
。 ” 《南齐书

·

武帝 》 : “

虽在宪宜惩
,

而原心可亮
。 ” “

原心
”

与
“
原情

”

的构词方

式是一样的
。

鲁迅先生深通古书
,

故他文 中的
“

略迹原情
”

的
“

原情
” ,

是直接上承古汉语的
。 “
原

情
”
释为

“

从情理上加以原谅
”
不可信从

。

抚尘

《敦煌愿文集
·

李十一父 》 : “
李公复有畴昔诸预斋人

,

郎官某乙 等
,

与李公早岁相知
,

抚 尘

交好
。 ’ ,⑧ “

抚尘
”

为朋友之义
,

黄 征先生 已举 多例释之
。 ⑨这里进一步溯其语源

。

《汉书
·

王吉

传 》 : “

吉与贡禹为友
,

世称
`

王阳在位
,

贡公弹冠
’ ,

言其取舍同也
。 ”
王吉

,

字子阳
。 “

弹冠
”

即拂去

帽子上的流尘
,

指准备出仕为官
。

道宣《广弘 明集 》卷三十陈朝张君祖《咏怀诗 》之二
: “

延柠时无

适
,

谁与拂流尘 ?
’ ,L “

抚尘
”
即拂去流尘

, “

抚
”

义同拂
。 “

谁与拂流尘
”
意谓 同谁是弹冠拂去流尘

的志趣相投的好朋友
。

此即承用《汉书
·

王吉传 》之典
。

王吉当官
,

贡禹与王吉交好
,

取舍相同
,

知王吉为官一定会荐己
,

于是贡禹整洁衣服
,

拂去帽上流尘
,

准备 出任官职
,

后世故用
“
抚尘

”
指

好朋友
。

祖鸿勋《与阳休之书》
: “
企庄生之逍遥

,

慕尚子之清旷
。

首戴萌蒲
,

身衣鳗 拨
,

出艺粱稻
,

归

奉慈亲
,

缓步当车
,

无事为贵
,

斯 已适矣
,

岂必抚尘哉 !
’ ,
L这一例

, “

抚尘
”

是指出任官场
。

虽然意

义有别
,

但通过此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

抚尘
”

的朋友义
,

是来自王吉与贡禹交好的典故
。

好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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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之后
,

必荐 己为官
,

故
“
抚尘

”

而准备出仕
,

于是
“

抚尘
”

又可指出任官场义
。

膜拜
“

膜拜
”

为跪在地上两手虔诚地行礼
,

其义众所周知
。

但其语源
,

各种辞书不见载录
。

僧 i右

《弘 明集 》卷十的卷末附音义
: “

膜拜
:

上莫胡反
,

胡人礼拜也
。 ’ ,

L “

胡人礼拜
”
四字

,

可知
“

膜拜
”

为外来词
。 “

膜拜
”

是音译意译结合词
, “

膜
”

为南膜的省称
,

今多写作
“
南无

” ,

即梵语 an m a s
的

音译
。 “

膜拜
”

言 口 称
“

南无
”
而礼拜

,

佛寺今犹语
“
南无阿弥陀佛

” 。

《穆天子传》卷二
: “

吾乃膜拜

而受
。 ”
郭璞注

: “

今之胡人礼佛
,

举手加头
,

称南漠拜者
,

即此类也
。

音模
。 ” L《弘明集 》卷四 《重

答颜永嘉 》 : “

慕夷眩妖
,

违通人之致
;
蹲膜揖让

,

终不并立
,

窃愿吾子舍兼而遵一也
。 ’

心
“

蹲膜
”

指蹲跪下 口称南膜而拜
,

这是
“

胡礼
” ;
而

“

揖让
”

是中国之礼拜
。

作者反对佛教
,

故说外来之礼与

中华之礼
“

终不并立
” 。

慧琳 《一切经音义 》卷 九五《弘明集 》音义
“
蹲膜

”

条
: “
上祖孙反

,

下茫蒲

反
。

《穆天子传 》云
: `

膜拜而受也
。 ’

郭璞云
: `

今之胡礼佛
,

举手加头
,

称南膜拜者
,

即此也
。 ’ 《说

文 》从肉莫声
。 , ,

L

“

南膜
”

敦煌卷子 中有写作
“

南漠
”
和

“

南谋
”

的
,

如斯二三五二《注记 》 : “

南漠薄伽勃底阿波

喇蜜哆
。 ’ ,

L斯二六八五《乾元寺启请文一本 》有
“

南谋薄伽勃底 阿波 蜜哆
”

之语吵
。

或写作
“

囊

牟
’

吻
,

均是译音
。

要之
, “

膜拜
”
是梵汉结合词

, “

膜
”

是南无的语略
, “

膜拜
”

即 口称南无而礼拜
。

下担
“
下担

”
一词

,

《辞源 》
、

《汉语大词典 》等均失收
,

蒋礼鸿师认为
“

下担
”

有
“

犹下车
,

官吏到任
”

之义
,

其说是
。

并举例说
: “
王安石 《送王介学士赴湖洲 》诗

: `

吴兴太守美如何?柳挥诗才未足多 !

遥想郡人迎下担
,

白苹洲上起沧波
。 ’

李壁注
: `

《寰宇志 》 :

建业有迎担湖
。

永嘉 中
,

帝迁 衣冠过

江
,

主客相迎湖侧
,

遂以迎担为名
。 ’ `

迎担
’

的
`

担
’ ,

当是指行李负担之物
。 `

迎担
’

本谓迎接行李

之类
, `

下担
’

则谓弛下行李负担
。

后缩小为官吏弛担
,

为到任之称
。 `

迎下担
’

即谓接官
。 ’

硒

案
:

蒋先生追溯
“

下担
”

的
“

担
”

的语源为来自
“
行李负担

” ,

似乎不确
。 “
担

”

繁体字作
“

瞻
” ,

因

“

少
” “
木

”

旁的字在古籍中常常互换
,

故 又往往写作
“

檐
” 。

《史记
·

虞卿列传 》 : “

虞卿者
,

游说之

士也
。

踢拜檐签说赵孝成王
。 ” 《集释 》曰 : “

登
,

长柄笠
。 ”

签似今之伞
,

又可作挑东西用
。 “

檐
”
当是

“

瞻
”

的形讹
。

《广弘明集》卷十三《十喻篇 》 : “

求仙道者
,

或负岌从师
,

担签远岳
。 ”
宋代黄儒《品茶

要录 》 : “

售者 已担签挚纂于其 门
。 ” 《文选 》魏武帝 《苦寒 行 》 : “

檐囊行取薪
,

斧冰持作靡
。 ”
李善

注
: “ 《庄子 》曰 :

檐囊而趋
。 ’

,cgl
“

檐
”
字的音义同

“

担
” 。 “

木
” “

少
”

旁不别
,

也习见于敦煌卷子
,

可知

这是中国古籍的普遍现象
。 “

下担
”

的
“

担
” ,

义为
“

檐子
” ,

肩舆之类
, “

檐
”

都滥切
。

《南齐书
·

顾

宪之 传》 : “
俗谚云

: `

会稽打鼓送恤
,

吴兴步檐令 史
’ 。

会稽旧称沃壤
,

今犹若此
; 吴兴本是瘩土

,

事在可 [知〕
。

” 新唐书
·

车服志》 : “

开成末
,

定制
:

宰相
、

三公
、

师保
、

尚书令
、

仆射
、

诸司长官及

致仕官
,

疾病许乘檐
,

如汉魏载舆
、

步舆之制
。 ”

敦煌卷子斯三七二八《柴场司 》 : “

十八 日迎甘州

使付设司怪刺叁束
; 下担

,

付设司柴两束
;
就蜂

,

柴两束
。 ’

心这里
“

下担
”
是指甘州使者走下檐子

为他接风
,

付给设司的柴两束是设宴制作菜肴时所烧的柴火
。

《辞源 ))( 修订本 )释
“

檐子
”

云
: “
古

代出行乘车马
,

后又有舆
,

汉魏时三公及致仕官或年老有病得乘舆
。

舆有屏障
。

唐初
,

盛行檐子
,

无屏障
。

以用竹竿由人肩抬
,

故称檐子
。

显庆二年曾有诏禁止
,

但依然流行
。

至宋代南渡
,

皇帝

舆驾
,

有龙檐子
。 ” “

檐子
”

之檐
,

语源实来 自
“

担
” 。

上文
“

迎担湖
”

的命名
,

指迎接皇帝檐子于湖

侧
。

顺便指出
,

唐代檐子也并非都无帷幕屏障
,

王说 《唐语林 》卷一《德行 》 : “

晨怒曰
: `

我不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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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女
。

大奇事 ! 汝为人妇
,

岂有阿家病
,

不检校汤药
,

而与父作生 日?
’

遵遣走檐子归
,

身亦续至

崔氏家问疾
,

且拜请教训子不至
。 ”

妇女坐檐子
,

按情理肯定有帷幕屏障
。

《唐语林 》卷一《政事

上 》 : “

开成中
,

李石作相兼度支
。

一 日早朝中箭
,

遂出镇江陵
。

自此诏宰相坐檐子
,

出入令金吾

以三千人宿直
。 ”
以前乘马早朝

,

很显眼 ; 坐檐子则有屏障遮挡
,

不 易遭人暗算
。

《唐语林 》卷一

《政事上 》载李卫公断众僧冤告前知主事僧隐没金的案子
, “
乃立召兜子数乘

,

命关连僧入对事
。

咸遣坐檐子
,

下廉
,

指挥 门下
,

不令相对
。

命取黄泥
,

各令模交付下次金样
,

以凭证据
。

僧既不知

形状
,

竟模不成
,

数辈等皆伏罪
。 ”

这里有
“
下廉

”
二字

,

可见有廉幕
。

由上可知
, “

下担
”
义相当于

“

下轿
” ,

即走下檐子
, “

担
”
不是

“

行李负担
”
之义

。

战越

敦煌卷子斯四二七五《愿文 》 : “

某乙才当朽木
,

器类斗臂
,

诚无一览之聪
,

诅有三各之学
。

叨

承指命
,

谬使当仁
,

进退之 间
,

弥增战越
。 ’ ,

@ “

战越
”
一词

,

新近 出版的《汉语大词典 》释为
: “

因惶

恐而战粟
。

越
,

陨越
,

惶恐
。

多用于章表或上书
。 ” 《汉语大词典 》的释 义是对的

,

但它很显然把
“

越
”

字理解为
“
陨越

”
义

,

这种理解是错误的
。 “

越
”

是个音借字
,

其本字当作
“

须
” 。

斯三五三八

《佛经音义 》云
: “

战顶
:

字体作颤
,

又作战
,

同之见反
。

下又作疾
,

同有富反
。

《说文 》 : `

顽
,

谓掉动

不定也
。 ’

经文作猜
,

音于轨反
,

疮也
,

猜 非今用
。 ’ ,

⑨今本《说文 》作
“

颓
” ,

《说文 》云
: “

顺
,

颤也
,

从

页尤声
。 ”

段玉载注
: “

按玄应书两引《说文 》皆作项
,

是其字从页
、

又声
,

今本 《说文 》作颁
,

尤声
,

非古也
。

《篇 》
、

《韵 》皆沿俗本之误耳
。

玄应引《说文 》云
: `

谓掉动不定也
。 ’

盖演《说文 》语
,

《通俗

文 》曰 : `

四支寒 动谓之颤顶
。 ’

于救切
,

古音在一部
。 ’ ,

⑧今本 《说文 》“顺
”
字紧排的下一字就是

“

颤
”

字
,

按照 《说文 》的体例
,

同义词往往排列在一起
,

故知
“
战越

”

为同义并列复词
, “
越

”

并非源

于
“

损越
”
义

,

而是
“

顽
”

的音借
。

不拣

日本学者香坂顺一 《白话语汇研 究 》中讨论了
“

不拣
”
一语

,

即用否定词加上有关涉意 义的

动词
,

这种短语被连词化
。

他举了《水浒传 》
、

《元典章 》
、

《金瓶梅词话 》
、

《老乞大谚解 》中十几条

例子
,

如《水浒 传 》第八回
: “
不拣怎的

,

与他结果了罢
。 ”

指 出
: “

从这些例子来看很清楚
,

与其说
`

不拣
’

是连词
,

还不如看作
`

不 + 动词
’

的短语合适些
。 ”
他在附记中补充了一个例子

: “

或公私

或营讨
,

不拣高低皆扰扰
。

((( 敦煌 曲校录
·

普劝四众依教修行 )))
’ ,
⑧

唐代此类例子还可以进一步补充
。

《敦煌歌辞总编 》第O 八七四首
: “
空里唤向百街头

,

恶业

牵将不拣足
。 ”

或作
“

不谏
” “
不简

” 。

敦煌写卷斯五二七 《显德六年正 月三 日女人社再立条件 》 :

“

其主人看待
,

不谏厚薄轻重
,

亦无罚责
。 ”
又同前

: “
二乃以父母作福

,

或有社内不谏大小
,

无格

在 席上脸拳
,

不听工 人言教者
,

便 仰众社就 门
,

罚酸酸一筵众社破 用
。 ” “
不谏

”

即不分别
。 “

谏
”

“

拣
”
的本字应该是

“

柬
” ,

斯三八八 《正名要录 》 : “

柬
:

分别
,

音 简
。 ”
又常用

“

简
”

字同音替代
,

《正

名要录 》 : “

简
:

碟也
。

多以此 为分别字
。

” 说文 》 : “

柬
,

分别简之也
。 ”

段注
: “ 《释话 》曰 : `

流
、

差
、

柬
,

择也
。 ’ 《韵会 》无

`

简
’

字为长
。

凡言简练
、

简择
、

简少者
,

皆借简为柬也
。

柬训分别
,

故其字从

八
。

斯二九四五 《般舟赞 》 : “

不简贫穷将富贵
,

不简口口与高才
,

不简无非净业土
,

不简外道阐提

人
,

不简长时修苦行
,

不简今 日始生心
,

不简多闻持净戒
,

不简破戒罪根深
,

但使回心多念佛
,

能

令瓦砾变成金
。 ”
又同卷《净土乐赞 》 : “

不间众生皆度脱
,

称名即得罪消除
。 ”

从此可看出
“
不谏

”

由
“

不 + 动词
”
到 《水浒传 》

、

《金瓶梅 》的语义逐渐虚化 (即连词化 ) 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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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接 第 95 页 )所得税占联邦收入的比重才有所下降
,

但仍不低
,

如 1 9 81 年到 1 9 8 4 年分别为

5 .6 5%
、

54
·

2%
、

49
·

9%和 49
·

4%
。 侣、

8 。 年代的税制改革
,

由于片面强调减税以 促进经济增长
,

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
,

也导致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和社会分配矛盾的激化
,

于是 90 年代美

国开始了以优化税制理论为依据的税制改革
。

1 9 9 6 年 美国国会提 出以某种消费税取代现行公

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议案
,

出现了流转税向所得税融合的发展趋势
。

而在资本和商品的国

际流动 日益频繁的今夭
,

国际市场的形成 日益加快
,

这必然带来税收国际 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

因此
,

西方税制模式的演变趋势也启示了我国未来税制 改革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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