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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方言若干本字考源

林宝卿

摘 要 考证闺南方言本字牵涉到闺南方言的源流
,

k1J 南方言文 白语音层次 和

汉语语音演变等问题
。

考证 的 原则是
“

音准义合
” : “

音准
”
是指以 韵书或说文反 切折合

闲南读音
,

使之达到准确
, “

义合
”

是指有韵书
、

说文 的依据或古 籍的例证
。

关键词 闺南话 本字

本文考证闽南方言若干词语的本字可分为两类
:

一是与普通话某些义项相同
,

但保留普通

话 已不用的古汉语义项
,

二是普通话不用
,

而闽南方言仍在继续使用的古语词
。

一
、

与普通话某些义项相同
,

但保留普通话已不用的古汉语义项的字词

(一 )共
: 《广韵 》渠用切

。

中古通摄合 口三等去声用韵群母字
,

文读 k i月确
,

白读 k a
扩

。

1
.

作动词
,

带上宾语
,

表示作弄
、

欺负
:

汝姆通一 ②伊 h
3
m

6 t
`

a习
`
k a
扩i( 你别作弄他 )

、

我无一

伊
,

是伊代先一我 g u a 3
b o Z

k a 习
6 1

, 5 16 1’ t a i 6 s i习
’
k a 习

6 g u a (我没欺负他
,

是他先欺负我的 )
。

(( 史记
·

魏

其武安侯传 》 : “

武安 已罢朝
,

出止车门
,

召韩御史大夫载
,

怒曰
:

`

与长孺共一老秃翁
,

何为首 鼠

两端 ! ”
,
③

2
.

介词
,

犹
“

同
、

跟
、

对
”
(闽南有时读 k a

扩
,

有时丢失阳声韵尾后成阴声韵 k a 6
)

:

汝一伊去

一i
3
k a习

6 1,
k

`

15
( 你 同 他 去 )

、

伊 一 我 讲 i ` k a习
6 g u Q 3

k 。习
3

( 他 对 我 说 )
、

汝 一 伊 讲 多 谢

h
3

ka 价
`
k叨

3
ot

` s ia 6
(你跟他说谢谢 )

。

《搜神后记 》卷九
: “

后经 月余
,

主薄李音共斐侍蝉私通
。 ’ ,④

《世说新语
·

文学》 : “

服虔即知不能逾 己
,

稍共诸生叙其短长
。 ’ ,

⑤

3
.

作连词
,

表示并列
,

犹同
“

和
、

与
”
( 泉州地区有此用法 )

:

日时一螟时都会用 ilt iss k a
扩 b

丁
Z S i t 。 ` e ` i习

5
( 白天和晚上都可以 )

、

早一 晏拢 着去 t s a 3
k a习

5 。
石

5
1。习

3 t i 。 h
s@ k

·

礴 (早和迟都得去 )
。

《文心雕龙
·

丽辞 》 : “

丽句与深采并流
,

偶意共逸韵俱发
。 ’ ,

⑦李白《 自广平乘醉走马六十里至邯

郸 登城楼览古书怀 》 : “

诸 贤没此地
,

碑版有残铭
。

太古共今时
,

由来互 哀荣
。 ’ ,⑧ 王勃 《滕 王阁

序 》 : “

落霞与孤鹜齐飞
,

秋水共长天一色
。 ’ ,

⑨ 辛弃疾《鹤鸽天
·

黄沙道中即事 》词
: “

松共竹
,

翠

成堆
,

要擎残雪斗疏梅
。 ’ ,

L邓玉宾 《粉蝶儿 》套曲
: “

若是更损贤 良
,

欺忠孝
。

羊羹虽美
,

众 口难

调
,

只争个迟共早终须报
。 ’

心 《红楼梦 》第 26 回
: “

若共你多情小姐共鸳鸯
,

怎舍得 叫你叠被铺

床 ?
’ ,@
据于江先生《近代汉语

“

和
”

类虚词的历史考察 》的看法
, “

共
”

本作动词
,

从魏晋南北朝开

始先虚化成介词
,

然后虚化成连词
,

唐
、

宋
、

元三代继续使用
,

到明代才完全被
“

和
”

与
“

同
”

所取

代
。 L其实到《红楼梦 》时代

, “

共
”
还作连词使用

。

而闽南方言无论作动词或介词
、

连词
,

至今仍

在 口语中使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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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与
: 《广韵 》余 吕切

。

中古遇摄合 口三等上声语韵以母字
。

文读音
:

厦门话u 、

泉州话喊
漳州话 i

,

白读音
:

泉州话 t
`

扩
、

厦门
、

漳州读 h犷
。

语韵 白读
。 的例字还有如许 k

`

了
,

以母泉州白

读音 t
` ,

是早期读音的保留
,

这类字有
“

夷
”

读 t
`

a i , 、 “
腾

”

读 t’i n 6

~ 人 (女子许配人 )
。

端组演变到

以母经过漫长的过程
。

《广韵 》的反切异文也有读 t
、
t
`

和 h 的例子
:

诧
:

徒何切
,

又香支切
。

滩
:

他干切
,

又呼旱切
。

勘
:

徒含切
,

又许金切
。

蛹
:

杜奚切
,

又呼鸡切
。

在海 口方言里
,

也可以找到

闽南读 t
、

t
` ,

而海 口读
x
声母 的例字

,

如舵调弹罩亭庭沉塔汤糖啼退听停等
。

可见
“

与
”

泉州读

t
`

。 ` ,

厦
、

漳读 h扩 是声母弱化而成
@ 。 “

与
”
有下列义项

:

1
.

给与
:

我一伊一注钱做本 g u a 3
h 。

6
( t

`

。 `
) i

’ t s i t s t u s t、 丁
Z t s u e s

p u n 3
(我给 他一笔钱做本钱 )

。

《左传
·

嘻公二十三年 》 : “

重耳乞食龄野人
,

野人与之块
。 ’ ,⑥ 《韩诗外 传 》卷五

: “

孔子侍坐于季

孙
,

季孙之宰通 曰
:

`

君使人假马
,

其与之乎? ’

孔子曰
:

`

吾闻取于臣谓之取
,

不曰假
。 ’ ,L

2
.

交付
;
偿还

:

迹久手头较紧
,

欠汝的钱
,

无通一汝 t s ia h
’
k u 3 t s

·

i u 3 t
·

a u “
k

·

a h
7
k i n 3 ,

k
·

i a m
s
l i e

st 丁
2 ,

b。
2 t’ a
扩h 。 6

il( 最近手头较紧
,

欠你的钱
,

没办法还你 )
。

《史记
·

孟尝君列传 》 : “

岁余不入
,

贷钱者多不能与其息
,

客奉将不给
。 ”

司马贞索隐
: “

与
,

犹还也
。 ’ ,吵

3
.

使
,

让
:

姆通一伊了本 m
G t

`

a习
`
h 。

6 1’ h a u 3
p u n 3

(不要让他亏本 )
、

汝对 伊无礼数
,

一伊真否

势 l i
3 t u i s i’ b o Z

l e
3 s o s ,

h o 6 i` t s i n ’
p a i 3 s e s

( 你对 他不礼貌
,

使 他很不好 意思 )
。

《晏子春秋
·

问上十

九 》 : “

故忠臣也者
,

能纳善砖君
,

不能与君陷于难
。 ’ ,L 白居易 《会昌二年春题池西小楼 》 : “

虽贫

跟下无妨乐
,

纵病心中不与愁
。 ’ ,吵

4
.

作介词被 ( i阅南话用
“

与人
” h o 6

l a习
、 t

`

。 ` l a 习
,

合音 h o 6
l

a
习一 h明

6 、
t

`

。 `
I a习~ t

`

。习`
,

表示被动

句
,

相当于普通话
“

被人家
” 。

闽南话
“

人家
”

读成 aI 月
,

读轻声
,

常虚指或虚化无所指 )
:

物件一人

偷滞去 b Th
s
k i 石

6 h明
6 t

`
a u ` t

`

e h s
k

`

i ( 东西被 \j 家偷了 )
、

伊一 人招 i ’ h明
“ t s i o `

(他被人家招赘 )
。

《战

国策
·

西周策 》 : “

秦与天下俱罢
,

则会不横行龄周矣
。 ”
王引之 《经传释词 》卷一

: “

言秦为天下所

疲也
。 ’ ,L又 《战国策

·

秦策五 》 : “

夫差无礼龄宋
,

遂与勾践所 禽也
。 ”
王念孙《读书杂记

·

战 国策

一 :))
“

言为勾践所禽也
。 ’ ,

⑧

(三 )张
: 《广韵 》陆良切

。

中古宕摄开 口三等平声阳韵知母字
,

文读 t i月
’

白读 it 石
’ t扩

,

同韵

白读 习的字如长
、

肠 t i明
Z t o Z 、

丈 t i叨
“ t i 石

6 t习6 、

两 11明
3
1习

6 、

向 h i 。习5习5 。

闽南方言和古义一样
:

.1 设网或其他器具以捕取鸟兽
:

一爪 t圳st i a u 3
(爪

:

鸟 )
。

《后汉书
·

王乔传》 : “

辄有双亮从

东南飞来
,

龄是候尧至
,

举 罗张之
。 ’ , @ 李 白《秋浦歌十七首 》其 十七

: “

妻子张 白鹏
,

结置 映深

竹
。 ’ ,

⑧ 《资治通鉴
·

汉 明帝 永平七年 》 : “

劳勤张捕
,

非忧恤之本也
。 ”
胡三 省注

: “

张
,

设也
,

设为

机 穷
,

以伺鸟兽曰张
。 ’ , @

.2 捕捉鸟兽的工具
:

爪仔一 st i a u 3 a 3 t
圳 (爪仔

:

鸟儿 )
。

《周礼
·

秋官
·

冥 氏 》 : “

冥 氏掌设弧

张
,

为阱镬以攻猛兽
。 ’ , ,
郑玄注

: “

弧张
,

置 军之属
,

所以肩绢禽兽
。 ”

(四 )相
: 《广韵 》息 良切

。

中古宕摄开 口三等平声阳韵心母字
,

文读
5 1明

’ ,

白读
5 1石

’ 、 s ,。 ’ ,

同

韵的字
“

长
”

文读
t i明

2 ,

白读也读为
t io Z ,

漳州
、

厦门邻近的县
“

长泰
”

读 为
t i o Z t

`

、 I Q S 。

人们也许感

到奇怪
, “

相
”

是阳声韵 的字
,

怎么变成阴声韵了 它的变化过程是
5 1。习’ ,

丢 鼻韵尾 一 月
,

即
5 1。习~

5 1 5
`

一
5 1。 ’ , “ 5 1。 ” ,

义为
“

相互
’ , 。

《汉语大词典 》 “

相
’ ,

字头下出现的词条
,

好多和 闽南话相同
。

如
:

叶目坐」
5 10 ’ t 、 e G

连坐 (罪 )
:

{因老爸犯罪
,

伊也一 罪 in ’
l
a 、 , 6

p e ` 11 、卫a n G t 、 u e 6 , , ’ , a ` 5 1。 ’ t 、 。 G t s u e G 。

曾巩 《申明保角巡警盗贼札子 》 : “

若为设禁防
,

使不告官者因书发露
,

则有相坐之刑
。 ’

琢

[相趁」
5 10 ` r

`

a : , 5

跟随
:

一样
、 1 0 ’ r

`

:川 兄 1

石
`弓
(跟着样子做 )

、

鸭仔 一
a ll 了: , 3 5 10 ’ t

`
a n s

(鸭子互相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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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

白居易《劝酒 》诗
:“

白兔赤乌相趁走
,

身后堆金拄北斗
。 ’ ,⑧
前蜀毛文锡《醉花间 》词

: “

春水

满塘生
,

鸿鹏还相趁
。 ’ ,留

仁相争 ] 5 10 ` t s r `

彼此争夺
;
争斗

: 口母通共伊一m
6 t

`

a习
`
k a习

6 1` 5 10 ` t s T
`
(不要和他争斗 )

。

(( 二刻

拍案惊奇 》卷十九
: “

万家两个大儿子只好眼睁睁看他使势行凶
,

不敢相争
。 ’ ,

L

仁相谑 〕
5 1。 ` 9 1。 h

s

互开玩笑或戏谑
:

{因两个定定咧一 i n ’
l习

6 e Z t i 百
` t i 石

6
l e h

’ 5 10 ’ g i o h
s
(他们俩常

常相互戏谑
,

嘲讽 )
。

《诗
·

郑风
·

傣消 》 : “

维士与女
,

伊其相谑
,

赠之以勺药
。 ’ ,

L李白《陌上桑 》 :

“
不知谁家子

,

调笑来相谑
。 ’

观

二
、

普通话不用
,

而闽南方言仍在继续使用的古语词

(一 )蟾
: 《广韵 》作曹切

。

中古效摄开 口 一等平声豪韵精母字
,

文读 t so
’

百读 t s
au

` ,

同韵读

a u 的字
,

如糟 t s a u ’ 、

操 t s
`

a u ’ 、

草 t s
`

a t , 3

等
。

l阂南
“

蟾
”

指 尚未烧透的木头
。

如柴一 t s
`

a Z t s a u ` 《广

韵 》 : “

槽
,

火余木也
。 ”

(二 )箭
: 《集韵 》古樟切

。

中古咸摄开 口 一等上声感韵见母字
,

读为 ka m
3 ,

同韵读为
a m 的

字
,

如贪 t
`
a
m

` 、

南 l a m
Z 、

堪 k
`

a nr ’

等
。

l阅南和古义指盖
:

一望 k a m
3 t

`

。 2
(盖土 )

。

(( 集韵 》 : “

霸
,

盖

也
。 ”

(三 )箱 (也可写为箱 )
: 《集韵 》乌侯切

。

中古流摄开 口一等侯韵影母字
,

读 夕
,

同韵文读音为
。 的

,

如头 t
丫

、

楼 l 。
2 、

侯 h 了等
。

《集韵 》 : “

箱
,

竹器
,

吴人以息小儿
。

今俗云榷篮
。

” 篇海类篇
·

花木类
·

竹部 》 : “

箱
,

乌侯切
,

竹器
,

以息小儿
。 ”

闽南为双音词
,

也指竹做的摇篮
:

婴仔伫一篮胭

舀
` a 3 it 6

夕1石
Z
k

`

u n s
(婴儿在摇篮里睡 )

。

此词为古吴语留在 闽南话的痕迹
。

(四 )搜
: 《广韵 》所鸿切

。

中古流摄开 口三等平声尤韵生母字
,

文读为
s
夕

、

白读 t s

了
,

同韵的

字
,

读
。 的

,

如邹 t s 。 ’ 、

搜
S
夕

、

谋 b了 等
。

《广韵 》 : “

搜
,

小便
。 ”

闽南话由小便义引申为粪便
。

如一

桶 t 、
`

。 ` t
`
a
D

3
(装粪便的桶 )

、

沃一
a
k

7 t s
`

。 ’
(浇粪肥 )

。

(( 后汉书
·

张湛传 》 : “

遗失搜便
。 ” L

(五 )摘
: 《广韵 》郎古切

。

中古遇摄 合 口一等姥韵来母字
,

文读 1扩
,

白读 l扩
,

同韵的字读
。

的
,

如古 k了
、

补 p扩
、

祖 t s
了 等

。

《广韵 》 : “

抽
,

摇动
。

” 集韵 》 : “

描
,

一曰动摇
。 ”

闽南话指摇晃
、

摇

动
,

也常叠用
:
一与伊醒 l 。

Gh 。 ` i ` r 、
`

丁
3 ( 与伊

:

使他 )
、

咏齿摇一 t s
`

u i s
k

`

13 10 2
1。

`
(牙齿摇动 )

、

椅仔一

一 显 i 3 a 3 l o 6 l o Gh ia n 3

(倚子摇晃 )
。

(六 )啡
: 《集韵 》济佩切

。

中古蟹摄合 口 一等去声队韵谤母字
,

读为 p ,u 15 ,

同韵的字读 iu 的
,

如对 t u i , 、

队 t u i`
、

碎 t s
`
u i s 。

《广韵 》《集韵 》 : “

啡
,

唾声
。 ”

l阅南话指唾
、

吐
:

一
,

臭人 p
`

u i s ,

t s
`

a u s
l a习

2

(呸
,

坏蛋 )
、

一痰 p
`

u i s t
`
a
nr

Z
(吐痰 )

、

一血 p
`

u i s
h u i h 7

( 吐血 )
。

(七 )层
: 《广韵 》口答切

。

中古咸摄开 口一等入声合韵溪母字
,

文读 k’ a p
, 、

白读 k’ a h 7 ,

同韵

的字文读
a p

、

白读
a h 的

,

如沓 t
`
a p s t

`

a h s 、

合 h a p s h a h s 、

盒
a
p

s a }
、 8

等
。

ilffJ 南和古义皆指关闭
:

门一

起来 b了k
`
a
p

7
k

`

ial i( 门关起来 )
、

门一咧 b习
Z
k

`

a h 7 e
h (门关着 )

。

《广韵 》 : “

房
,

闭也
。 ”

汤显祖《紫箫

记
·

话别 》 : “

门儿启着暗咨暖
,

烛心点着生疼热
。 ” 尽

( 八 )酷
: 《集韵 》龄禁切

。

中古深摄开 口三等去声沁韵影母字
,

同韵读 im 的字
,

如禁 ik m
s 、

浸 st im
, 、

窖im
s

等
,

《正字通
·

酉部 》 : “

醋和酸音别义通
。

凡物渍藏不泄气者谓之醋
。 ”

闽南指用

密闭发酵的方法腌制食品
:

一豉 in
飞5 、 i` (用坛子密封腌制的豆酱 )

、

一咸菜 im
s
ik a m

Z
st

`

a i s
(用坛

子 密封腌制咸菜 )
。

吕颐浩 《新酒金桔寄李德升 》诗
: “

稻醋初熟鹅 儿色
,

金桔方包弹子新
。

寄与 乡

·

9 7
.



朋供一醉
,

捧筋应笑独醒人
。 ’ ,

@

(九 )害
: 《广韵 》转禁切

。

中古深摄开 口三等去声沁韵影母字
,

读音同
“
醋” m

s 。

闽南和古义

指封闭
:
一炭 im

s t
`

u 三
5
(炭火放在坛子里封闭使熄灭 )

、

一熄 im
s s it

7
(封闭使火熄灭 )

。

李诫《营造

法式
·

烧变次序 》 : “
凡烧变傅瓦等之制

,

素白窑
,

前一日装窑
,

次 日下火烧变
,

又次 日土水害
,

更

三 日开
,

候冷通及七 日出窑
。 ’ ,

L
。

( 十 )签
: 《集韵 》是为切

。

中古止摄合 口 三等支韵禅母字
,

文读 t s’ iu
2 ,

白读
:

厦门
、

漳州读

t s
`

e , ,

泉州读 t s
`

。 2 ,

同韵的字 白读
e 和 。 的

,

还有垂 (用于额垂
a m

6 s e Z ,

即涎布 )
,

厦
、

漳读 冬e Z 、

泉

读
S
扩

。

《集韵 》 : “

签
,

竹也
。 ”
闽南话指竹条

,

引申为小棍子
:

一仔 st 官
a 3

(小棍子
、

小竹条 )J 火一

h e 3 t s
·

e Z
(拨火棍 )

、

也着糜
,

也着笙 i a 6 t i o h
s
b e Z ,

i a 6 t i o h
s t s

`

e Z
(糜

:

粥
。

笙
:

小棍子
。

着
:

得
、

必须
。

指

教育孩子既要让他吃饱
,

也要把 他教育好 )
。

《管子
·

形势解 》 : “

弱子下瓦
,

慈母操笙
。 ”

气列子
·

杨朱 》 : “

百羊而群
,

使五尺童子
,

荷笙而随之
,

欲东而东
,

欲西而西
。 ’ ,

@ 洪迈《夷坚志
·

三补
·

临川偶女 》 : “

因其抗对加笙挞
,

偶火著在侧
,

取而杖其背
,

误中要害致然
。 ’ ,L

(十一 )缪
: 《集韵 》力交切

。

中古效摄开 口二等平声肴韵来母字
,

文读 l a u Z 、

白读 l iau
Z ,

同韵

白读为 i a u
的

,

如巧 k
`

i a u 3 、

抄 t s
`

i a u ’

等
。

《集韵 》 : “

缪
,

走也
。 ”
闽南指迅速或偷偷地跑开

;

客一

l a 习
s
l i a u Z

(偷空溜走 )
、

看着姆是空
,

紧一 k
`

u 百
s t i o h

s

二
` s i 6

k
`

a习
’ ,

k in 3
l ia u Z

( 姆是空
:

不对劲儿
。

看来

形势不妙
,

快跑 )
。

注
:

①本文用国际音标注音
。

音标右 上角数字代表调类
,

调值以厦 门话为代表
:

1
.

阴平
:

44
。

2
.

阳平
:

24
。

3
.

阴上
:
5 3

。

4
.

阳
_

h
:
2 2( 泉州音 )

。

5
.

阴去
:

21
。

6
.

阳去
:

22
。

.7

入
:
4

。

没标调的音节读轻声
。

文读音即读书音
,

白读音即说话音
。

②
“
一

” ,

此符号在例 子里使用
,

替代本条目
,

此处
“
一

”

代替
“

共
” ,

下同
。

③ 让全司 马迁
:

《史记 》
,

岳麓书社 1 9 8 8 年版
,

第 7 74
、

5 74 页
。

①陶潜撰
、

汪绍楹校注
:

《搜神后记 》卷九
,

中华书局 1 9 81 年版
,

第 64 页
。

③徐震愕
:

《世说新语校笺 》
,

中华书 局 1 9 8 4 年版
,

第 105 页
。

⑥
“ tl o h

” ,

音节韵尾
“
一 h

”

代表喉塞音 ?
。

下同
。

⑦刘腮著
,

周振甫注
:

《文 心雕龙注释 》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 81 年版
,

第 3 8 4 页
。

⑧《全唐诗 》
,

中华书局 1 9 6 。 年版
,

第 1 8 9 1 页
。

⑨《古文鉴赏辞典 》
,

江苏
_

文艺出版社 1 9 8 7 年版
,

第 603 页
。

L《稼轩长短句 》
,

上海人 民出版社 1 9 7 7 年版
,

第 1 14 页
。

@ 贺新辉主编
:

《元 曲鉴赏辞典 》
,

中国妇女出版社 1 9 8 8 年版
,

第 270 页
。

L曹雪芹
、

高鹦
:

《红楼梦 》岳麓书社 1 9 8 7 年版
,

第 1 92 页
。

L参看于江
:

《近代汉语
“

和
”

类虚 词的历 史考察 》
,

《中国语文 》 19 9 6 年第 6 期
。

⑧参看拙文
:

《闽南方言声母白读音语音层次初探 》
,

《古汉 语研究 》1 9 9 8 年第 l 期
。

L《左 传
·

禧公二 十三年 》
,

岳麓书社 1 9 8 8 年版
,

第 72 页
。

LL影印李诫奉救撰
:

《文渊阁四库全书
·

经部八 汽
·

韩诗外传卷五 》
、

《史部 四三 一
·

政书类

湾商务印书馆 一9 5 5 年版
,

第 8 9一 5 2 0
、

6 7 3一 5 2 2 页
。

L都政 民注释
:

《晏子春秋选注 》
,

陕西人 民出版社 1 9 8 6 年版
,

第 85 页
。

L朱金城笺校
:

《白居易集笺校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 8 8 年出版
,

第 2 5 21 页
。

。

9 8
.

阴入
:

32
。

8
.

阳

·

营造法式 》
,

台



L @刘向集录
:

《战国策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 8 5 年第 2 版
,

第 68
、

26 6 页
。

LL范哗撰
、

李贤等注
: 《后汉书 》

,

中华书局 1 9 6 5 年版
,

卷 82 上
、

卷 27
。

LL@ ((全唐诗 》
,

中华书局 1 9 6 0 年版
,

第 1 7 2 4
、
4 9 7 9

、
1 7 0 6 页

。

@ 司马光编著
、

胡三省音注
:

《资治通鉴 》
,

中华书局 1 9 5 6 年版
,

第 1 4 4 5 页
。

L林尹注释
:

《周礼今注今译 》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 9 8 2 年版
,

第 39 5 页
。

L《四部丛刊集部
·

元丰类真卷之十二 》
,

又称《元丰类其五十卷》
。

L赵崇柞编
,

沈祥源
、

傅生文注
:

《花间集新注 》
,

江西人 民出版社 1 9 8 7 年出版
,

第 30 9 页
。

L凌朦初
:

《 古本小说集成
·

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九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 8 3 年版
,

第 3 页
。

印黄典诚
:

《诗经通译新途 》
,

华东师大出版社 1 9 9 2 年版
,

第 1 11 页
。

L钱南扬校点
:

《汤显祖戏曲集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 7 8 年版
,

第 96 3 页
。

@ 吕颐浩
:

《钦定四库全书珍本集部四
·

忠穆集七 》
,

第 14 页
。

L颜昌峡
:

《管子校释 》
,

岳麓书社 1 9 9 6 年版
,

第 17 页
。

L国学整理社
:

《诸子集成》 (三 ) 卷七
,

L海书店影 印 1 9 8 7 年版
,

第 84 页
。

L洪迈撰
、

何卓点校
:

《夷坚志 》
,

中华书局 1 9 81 年版
,

第 1 81 5 页
。

作者 厦门大 学中文 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贺 秀明

) 口

欢沙
之

沙
之 伙 夕 少之 竺咬 ) 二 夕之沙

二

欢一一一
, 吧

劝
吧

劝
仁

力
吧一 , 之

心
吧

刁
吧

刁
之

刁
交

刁
之

.

沙
二

一一刁
泛

欢欢一一刁
心

刀
之

芯
( 一 二拭乞

芯
咬洲 、 ) 乙荟咬

J
之~ 夕之芯

( J

(上接第 4 6 页 )

② 又称
“

财产分害」
” ,

指因法 定原因
,

为保护 自己利益
,

请求将遗产从继承 人手中分割出来
,

使继承人和被继 承

人的财产保持独 立
。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卷
,

人民出版社 1 9 7 2 年版
,

第 82 页
。

①参 见《继承法 》第 3 3 条
、

34 条
,

《意 见 》第 46 条
、
6 1 条

、

62 条
。

③积极财产部分的规 定也有不足之 处
,

如具体财产用罗列类型界定既增加立法成本且无法适应现实的发展
;

将债权限定在履行标的物为财物的
,

范围过窄
;
另外

,

物权
、

形成权
、

起诉权等权利也应列入遗产范围内
。

⑥史尚宽
:

《继承法论 》
,

台湾荣泰印书馆 1 9 7 6 年版
,

第 1 40 ~ 1 44 页
。

⑦⑧L刘春茂主编
: 《中国民法学

·

财产继承 》
,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 9 9。 年版
,

第 80
、
6 6

、

6 5 页
。

⑨杨森
、

江得水
、

郭 阳主编
:

《 实用继承法学大全 》
,

中国妇女出版社 1 9 9 1 年版
,

第 80 页
。

@ 郭明瑞
、

房绍坤
:

《继 承法 》
,

法律出版社 1 9 9 6 年版
,

第 20 6 页
。

作者 厦门大 学法律 系教授 法律系研究生 责任编辑 冈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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