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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
“

数
+ 量 +

名
”

格式的来源》 引例献疑

张俊之

(西昌学院 中文系
,

四川 西昌 61 50 13)

【摘 要】 《汉语
“

数 + t + 名
”

格式的来源》 (载 《中国语文》 200 6 年第 5 期 ) 引 《论衡》 二

例 : 以
“

一对婴儿
”

之
“

对
”

为集体量词
,

以
“

两头蛇
”
之

“

头
”

为个体 t 词
。

其实
, “

对
”

当为
“

岁
”
之误 ; “

头
”

当为名词
,

义为
“

脑袋
” 。

【关键词】引例 ; 对 ; 头

`中圈分类号 ] H 14 l l文献标识码 ] A l文章编号 1 16 73 一 1553 ( 200 7 ) 02
一 。以巧 一 03

《中国语文》 200 6 年第 5 期载 (汉语
“

数 +

量 + 名
”

格式 的来源 》 一文 ( 以 下简称 《来

源》 )
,

拜读数过
,

受益匪浅
。

然觉其中的两处引

例稍稍欠妥
,

兹辨于后
,

就教于方家
。

一 关于
“

一对婴儿
”

《来源》 在
“ `

数 + 个体量词 + 名
’

格式的

来源和发展
”

一节里说
“

一些集体量词以及准量

词也可以进人
`

数词 + 单位词 + 名词
’

格式
” ,

其引例之一为
:

一对要儿
,

无推让之心
,

见食
,

号欲食之 ;

睹好
,

啼欲玩之
。

( 《论衡
·

本性篇》 )
“

一对
”

之意为
“

两个
” ,

两个
“

婴儿
”

之

间
“

无推让之心
”

当属常情
,

笔者因疑王充不当

作此语
,

故查之于 《诸子集成 》
、

《四部丛刊》

和 《四库全书》
,

其文均为
:

一岁鉴儿
,

无推让之心
: 见食

,

号欲食之 ;

睹好
,

啼欲玩之
。

究竟是
“

一对婴儿
”

还是
“

一岁婴儿
”
? 《来源》

下文还引 《论衡
·

本性篇》 中另一处
: “
一岁婴儿

,

无争夺之心
。

长大之后
,

或渐利色… …
” ,

此为王充

批判孟子性善说时
,

为追溯其
“

所缘
”

时引告子之

语
。

后文
“

一岁婴儿
,

无推让之心
:
见食

,

号欲食之 ;

睹好
,

啼欲玩之
。

长大之后
,

禁情割欲
,

勉励为善

矣
。 ”

又是批评荀子性恶说之
“

未为得实
”

时对上引

告子之语的推衍
。

两处皆先言
“

婴儿
” ,

后言
“

长大

之后
” ,

可见所说
“

婴儿
” ,

乃是强调其
“

幼小
”

(为

《本性篇》屡见之语 )
, “

婴儿
”

之前的定语只与其年

龄有关
,

而与是一个还是
“
一对

”

这种数量多少无

关
。

后世亦有用
“

一岁婴儿
”

者 (尚未见用
“

一对

婴儿
”

者 )
,

皆以其
“

幼小
”

为用
:

父之于子而 问何服属
,

一岁鉴儿而 问曾与不曹

入仕坐罪
,

岂不大可笑哉! ( 《容斋随笔》 卷十六
“

吏文可笑
”

条 )

尔时央掘魔罗即舍利剑
。

如一岁要儿捉火即放

振手啼泣
。

时央掘魔罗舍贯振手发声呼叫
。

亦复如

是
。

(那玻陀 罗译 《央掘魔罗经》 )

《来源》 所引
,

未知所本
,

此句或有异文
。

但

以文意观之
,

当为
“

一岁婴儿
” ,

以
“

一对婴儿
”

为集体量词进人
“

数词 + 单位词 + 名词
”

格式之例

证
,

尚须审慎
。

二 关于
“

两头蛇
”

同样是在 (来源》
“ `

数 + 个体量词 + 名
’

格

式的来源和发展
”

一节里
,

作者又说
: “

当两汉时

期个体量词作为一种语法范畴出现后
,

受
`

数词 +

单位词 + 名词
’

格式的类推
, `

数词 + 个体量词 +

名词
’

得以产生
” ,

其例证之一为
:

楚相孙叔毅为儿之时
,

见两头蛇
,

杀而埋之
,

归对其母泣
。

( 《论衡
·

福虚篇》 )

与之同列的有
:
一领甲

,

一枚印
,

四五千匹

收稿日期 : 2 00 6 一 12 一 18

作者简介 : 张俊之 ( 1% 9 一 )
,

男
,

讲师
,

文学硕士
,

主要从事汉语史和方言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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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的来源》 引例献疑

马
,

千匹马
,

十两车等
。

下文又说
“

魏晋南北朝时期
,

个体量词用
`

数 + 量 + 名
’

格式明显增多
” ,

其例证之一

为
:

昔孙叔赦杀两 头蛇 以 为后人
,

古 之美谈
。

( 《世说新语
·

德行》 )

与之 同列的有
:
十石酒

,

数个刀 子
,

千车

菱
,

十口羊
,

百张纸
,

一根粗直好者
,

一只戟
,

七条衣
,

八万四千匹马等
。

毫无疑问
,

《来源》 认为引例中的
“

头
”

为

量词
, “

两
”

为孙叔敖所杀之蛇的数量
,

这种说

法有两点可疑
。

其一
,

据笔者查 考
,

文献中与
“

蛇
”

相配的量词是
“

条
”

而不是
“

头
” 。

其

二
,

古时林莽丛密
,

一次见两条蛇当不为奇
,

为

何孙叔敖
“

为后人
”

而杀之 ?

其实
, “

两头蛇
”

乃传说中蛇的一种
。

其名

多异
,

以
“

两头蛇
”

最常见
,

除上举 《论衡》 和

《世说新语》 之例外
,

它如
:

( 纪僧真 ) 遭母丧
,

开家得五 色两头 蛇
。

( 《南齐书
·

纪僧真传 》 )

韶州多两头蛇
,

为蚁封 以进水
。

蚁封者
,

蚁

子聚土 为台也
。

苍梧 亦 多两 头蛇
,

长不过一二

尺
。

或云
,

蛆洲所化
。

( 《太平广记》 卷四五六
“
两头蛇

”

条 )

( 咸 丰 ) 六 年五 月
,

那阳 县 两 头 蛇 见
。

( 《清史稿
·

灾异志一 》 )

因为
“

两头蛇
”

为不祥之物
, “

见两头蛇者

死
”

(孙叔敖对其母所说 )
。

所以后来喻指害人

的人
:

素姐在房骂道
: “

绒杜淡的变囚 ! 你挣人家

二两倒 包钱使罢 了
,

那用着你替人家管老婆 ! 他

不杀我
,

你替他杀了我罢 !
”

周相公道
: “

我就

杀你
,

除 了这世间 两头 蛇的 大害
,

也是 阴嘴…

( 《醒世姻缘传》 第九十七回 )
“

头
”

即
“

首
” ,

故
“

两头蛇
”

又名
“

二首

蛇
” :

君 子 为鹤
,

小人成沙
,

女丑倚枯
,

贰负抱

枉
,

寄居之虫
,

委甲步肉
,

二首之蛇
,

弦之为 弓

… … ( 《艳朴子 内篇》 卷八 )

至广州市
,

有人笼盛两头蛇
。

集人众中言
:

“
汝识 二首蛇乎 ?

”

( 《太平广记》 卷四五七
“

杜时
”

刹
或名曰 州率然

’ :

常山之蛇名率然
,

有两头
。

触其一头
,

头至 ;

触其中
,

则两头俱至
。

( 《博物志
·

异虫》 )

故善用兵者
,

誉如率然
,

— 率然者
,

常山之

蛇也— 击其首则尾至
,

击其尾则首至
,

击其中则

首尾俱至
。

( 《孙子兵法
·

九地》 )

或名 曰
“

弩弦蛇
” :

并封在巫咸东
,

其状如龙
,

前后皆有首
,

黑
。 ①

(《山海经
·

海外西经》 )

或名曰
“

积首蛇
” :

北方有比肩民焉
,

迭食而 迭望
。

中有积首蛇

焉
。 ② ( 《尔推

·

释地》 )
“

两头蛇
”

为蛇之一种
,

从古至今都甚为明

了
,

因孙叔敖杀蛇为
“

美谈
” ,

故后世多有引用
,

其理解皆不误
,

兹举二例
:

叔赦之母
,

深知天道
,

叔敖见蛇
,

两头咬首
,

杀 而埋之
,

泣 恐不及
,

母 曰 阴德
,

不死 必寿
。

( 《古列女传》 卷三
,

《四部丛刊》 本 )

昔日孙叔敖晓出
,

见两头蛇一条
,

横截其路
:

孙叔毅用砖打死而埋之
。

归家告其母 曰 : “
儿必死

矣 !
”

( 《喻世明言》 卷三四 )

此例很有说服力
,

因在
“

两头蛇
”

之后有真正

的数量短语
“

一条
” 。

那么
, “

两头蛇
”

究竟是什么样儿 ? 顾名思

义
,

其形为一蛇两头
,

或两头并列
,

或头在两端
,

古籍中亦有记载
:

(两头蛇 ) 大如指
,

一头无 目无 口
,

二 头俱能

行… … ( 《重修政和证类本苹》
“
两头蛇

”

条
,

《四部丛刊》 本 )

狄公 曰 : “

昔天宝四载
,

广府因海潮
,

漂一埃

蛤
,

死
,

刹其一爪
,

则得肉百二十斤
。

至广 州市
,

有人笼盛两头蛇
。

集人众 中言
: `

汝识二首蛇乎 ?

汝见二首蛇
,

则其首并出
,

吾今异于是
,

首蛇 (疑

为
“

尾
”

— 笔者 ) 各一头
,

欲见之乎?
’

市人请

见之
,

乃 出其蛇
。

蛇长二尺
,

头在首尾
。

( 《太平

广记》 卷四五七
“

杜昨
”

条 )

关于一蛇多头的记载
,

可以追溯到 《山海经》

(上已有引例 )
、

《楚辞》 等
,

且有一蛇多至九头

者
:

共工之 臣名 曰相拜
,

九首蛇身
,

自环
,

食于九

土
。

( 《山海经
·

大荒北经》 )

相柳者
,

九首人面
,

蛇身而青
。

( 《山海经
·

海外北经》 )

竣蛇幕幕
,

封孤千里些
。

雄后九首
,

往来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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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人以益其心些
。 ③ ( 《楚辞

·

招魂》 )

所以
“

两头蛇
”

的
“

头
”

当为名词
,

为
“

首
” 、 “

脑

袋
”

之意
。 “

两头蛇
”

初为带描写性质的短语
,

后固化为专有名词
。

上古汉语以数词直接修饰名

词 (而不用量词 ) 为常
,

数名短语作另一名词的

修饰成分
、

从而组成新词也符合汉语的构词法
,

相同结构的名词还有
“

三脚猫
”

(多喻指技艺不

精之人
,

四川北部方言喻指行踪不定之人 )
、 “

四

眼狗
”

(骂人之语
,

指戴眼镜的人 )
、 “

五角星
” 、 “

九尾

狐
” 、 “

千手观音
”

等
。

这是
“

数 + 名
: + 名

: ”

的构词方

式
,

并且其中的
“

名
, ”

往往是
“

名
: ”

的组成部分
,

二者

有从属关系
。

正是因为这种构词方式与
“

数 + 量 +

名
”

短语在语法分布上的相似
,

加之
“

头
”

确能作为某

些动物名称的量词 (脚
、

眼
、

角等就不能 )
,

故有前述

弓!例的失当
。

最后要说明的是
,

尽管笔者认为 《来源》 引例

有不当之处
,

但并不影响文中关于
“

汉语
`

数 + 量

+ 名
’

格式的来源
”

的相关结论
。

致谢
:

本文得到张富革刹教授指导
,

特致谢
。

注释 :

①郭攻注 : “

今努弦蛇 亦此类也
。 ”

都姑行云
: “

努弦蛇即两头蛇也
” 。

②郭琪注 : “

峡头蛇也
。

或曰今江东呼两头蛇为越王约发
,

亦名努弦
。 ”

③王 逸章句 : “

首
,

头也
。

五臣云
:

尬
,

亦蛇 名
。

忽
,

疾急貌也
。

言复有雄尬
,

一身九 头
,

往来奄忽
,

常喜吞人魂

魄
,

以 益其心
,

绒害之甚也
。 ”

弓I用书目
:

《诸子集成》
,

上海书店 198 6 年影印本
。

《四部丛刊》
,

上海书店影印本
。

《太平广记 )
,

中华书局 19 61 年版
。

《十三经注疏》
,

中华书局 198 0 年影印本
。

衷坷 《山海经校注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 0 年版
。

《大正街修大藏经 》
,

台

湾佛陀教育基金会印
,

1990
。

赵尔奚 《清史稿》
,

中华书局 197 6 年标
.

点本
。

《南齐书》
,

中华书局点校本
。

明
·

冯梦龙

(喻世明言》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 8 年版
。

范宁 《博物志校注》
,

中华书局 198 0年版
。

王明 (艳朴子内篇校释》 (增订

本 )
,

中华书局 198 5 年版
。

宋
·

洪兴祖 《楚辞补注 》
,

中华书局 198 3 年版
。
西周生 《班世姻缘传》

,

中州古接出版社

198 2 年版
。

《孙子兵法》
,

甘甫文化出版社 199 5 年版
。

宋
·

洪迈 《容斋随笔》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 %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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