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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人张 的笔记小说 《朝野佥载》，以当时人的身份记录了当时百姓生活的所见所闻，

口语性很强，成为研究唐代口语的珍贵语料而受到汉语史研究者重视。这里选取词目的依据是各家辞书

或专著未论及的词、词义或已论及但义项不全者；专著或辞书已收录但例证较晚或例证仅限韵文或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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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研究的是活的语言，即那些用当时百

姓口语写出的文章，或者保存了当时较多的口语

成分的材料，对我们今天了解当时语言面貌，以

及汉语词语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唐人张 的

《朝野佥载》，在这篇笔记小说中作者以当事人

的身份记录了唐人的生活实况，大多数笔记内容

为 作 者 闻 见 所 得 ， 反 映 社 生 活 的 面 是 较 为 广 阔

的。这些 “同时资料”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当时的

言语面貌。

口语词在语言研究中的地位自不待言，但对

口语词的界定却很困难。在本文中作者主要判断

标准是：一个词或一种用法如果是在唐代典籍中

出现的，则根据其出现语料的口语化程度而论，

出现在口语化程度较高的语料中就被视作口语词

或口语用法，反之则被视为书面语词或用法。如

果在口语化程度较高的和其前期文献中均出现则

视其语境而定，如对话、转述之类的较富口语性

场合者，视之为口语词；用于一般的叙述、议论

等口语色彩不是很突出的场合者，结合其语境、

说话者所处的地位和受教育程度等综合考虑，加

以判别!。在唐代笔记小说、变文、白话诗都是口

语化程度较高语料。现选择了 《朝野佥载》中的

部分语词予以考察。

何废

犹何妨，即不妨义。 《汉语大词典》及相关

工具书未收该词。

《朝野佥载》卷一： “御史张孝嵩捉高丽拷，

膝骨落地，两脚俱挛，抑遣代令史承伪。准法断死

讫，大理卿状上：故事，准 《名例律》，笃疾不合

加刑。孝嵩勃然作色曰： “脚挛何废造伪！”命两

人舁上市，斩之。” 《朝野佥载》卷六： “又一

选人引铨，安期看判曰： ‘弟书稍弱。’对曰：

‘昨坠马损足。’ ‘安期曰：损足何废好书？’为

读判曰： ‘向看弟判，非但伤足，兼似内损。’其

人惭而去。”

“何废”有何妨、不妨义，多表反问。 “何”

有不义， 《左传·昭公元年》： “卫齐子曰： ‘苟

或知之。虽有何害？’” 《汉书·五行志》 （中之

上）作 “虽忧不害”。杜甫 《去蜀》： “安危大臣

在，何必泪长流。” “何”一作 “不”。 《寄彭州

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 “故

人何寂寞，我今独凄凉。” “废”、 “妨”声母相

同。如 《广韵·废》 “方肺切，去废非。月部。”

“妨 ” 《广 韵 · 妨 》 ： “敷 方 切 ， 平 阳 敷 。 阳

部。”又 “废”、 “妨”义近。如 “废”有停止、

中止义。如 《广雅·释诂下》： “废，止也。”

《论语·雍也》： “力不足者，中道而废。” 《淮

南 子 · 原 道 》 ： “是 故 能 天 运 地 滞 ， 轮 转 而 无

废。”高诱注： “废，休也。” “妨”有阻碍、妨

碍义。如 《广韵·漾韵》： “妨，妨碍。” 《吕氏

春秋·季下纪》： “无发令而干时，以防神农之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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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 “妨”义近，声母同，可通假!。

故， “何废”同 “何妨”，有不妨义。

但使

如果，假使。 《汉语大词典》未收该词。

《朝野佥载》卷四： “则天笑曰： ‘但使卿

等 不 滥 ， 何 虑 天 下 人 语 ？ 不 须 与 罪 ， 即 宜 放

却。’”

“但 使 ” 是 一 个 假 设 连 词 ， 有 如 果 、 假 设

义 ， 是 唐 代 常 用 词 。 如 《王 梵 志 诗 》 第 一 六 二

“立 身 行 孝 道 ” ： “但 使 长 无 过 ， 耶 娘 高 枕

眠 。 ” 《唐 五 代 语 言 词 典 》 第 八 十 四 页 收 了 该

词 ， 并 举 了 唐 诗 中 例 证 。 如 章 碣 《下 第 有 怀 》

诗： “但使他年遇公道，月伦常在桂珊珊。”王

昌龄 《出塞》诗：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

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

两例。

“但使”为同义复词。 “但”和 “使”都可

表假使义。 “但”，如 《墨子·号令》： “敌人

但至，千丈之城，必郭迎之，主人利。” 《资治

通鉴·后唐明宗天成四年》： “汝但妄奏事，会

当 斩 汝 ！ ” 《警 世 通 言 · 王 娇 鸾 百 年 长 恨 》 ：

“但出牌呼妾，妾便出来。” “使”，如 《国语

·吴语》： “使使者无知，则已矣；若其有知，

无何面目以见员也。” 《史记·陈丞相世家》：

“诚 臣 计 划 有 可 采 者 ， 愿 大 王 用 之 ； 使 无 可 用

者 ， 金 具 在 ， 请 封 输 官 ， 请 得 骸 骨 。 ” 唐 韩 愈

《送 水 陆 运 使 韩 侍 御 归 所 治 序 》 ： “使 尽 用 其

策，西北边故所没地，可指期而有也。”因而，

“但 使 ” 是 在 中 古 双 音 化 潮 流 中 新 产 生 的 口 语

词。

将为

以为，认为。 《汉语大词典》未收该词。

《朝野佥载》卷一： “开元五年，洪、潭二

州复有火灾，昼日人见火精赤炖，所诣即火起。

东 晋 时 ， 王 弘 为 吴 郡 太 守 ， 亦 有 此 灾 。 弘 挞 部

人，将为不慎。后坐厅事，见一物赤如信幡，飞

向人家舍上，俄而火起。方知变不复由人，遭 人

家遂免笞罚。 #卷五： “岭南风俗，家有人病，

先杀鸡鹅等以祀之，将为修福。若不差，即次杀

猪 狗 以 祈 之 。 不 差 ， 即 次 杀 太 牢 以 祷 之 。 更 不

差，即是命，不复更祈。死则打鼓鸣钟于堂，比

至葬讫。” “将为”有以为、认为义，从以上第

一 例 中 可 以 看 出 ， 前 面 有 “将 为 ” 后 面 有 “方

知 ” 与 之 呼 应 ， 相 比 而 义 显 。 此 词 在 唐 诗 中 常

见。如崔涂 《东晋》： “五陵豪侠笑为儒，将为

儒 生 只 读 书 。 看 取 不 成 投 笔 后 ， 谢 安 功 业 复 何

如。” 宋齐丘 《感怀诗二章》： “未到故乡时，

将为故乡好。及至亲得归，争如身不到。目前相

识无一人，出入空伤我怀抱。” 《唐五代语言词

典》第 !"$ 页收有该词，并列举聂夷中 《杂兴》

诗： “理身不知道，将为天地聋。” 《变文集》

卷一 《董永变文》： “将为当时总烧却，检寻却

得六十张。”

“将为”何为有以为，认为义？考“将为”是一个

偏义复词，其语义重点在语素 “为”上，而 “为”通

“谓”，“为”、“谓”在以为，认为义项上相通，先秦已

见，《墨子·公输》：“宋所为无雉兔狐狸者也。”孙诒

让闲诂：“为，《宋策》作‘谓’，字通。”如《谷梁传·宣

公二年》：天乎天乎！予无罪 “孰为盾而忍弑其君者

乎？”王引之 《经义述闻·春秋谷梁传》：“为，犹谓

也。”因而“将为”有以为，认为义。

便转

犹言解大便。 《汉语大词典》未收该词。

《朝野佥载》卷四： “唐左卫将军权龙襄性褊

急，常自矜能诗。通天年中，为沧州刺史，初到乃

为诗呈州官曰： ‘遥看沧州城，杨柳郁青青。中央

一 群 汉 ， 聚 坐 打 杯 觥 。 ’ 诸 公 谢 曰 ： ‘公 有 逸

才。’襄曰： ‘不敢，趁韵而已。’又 《秋日述

怀》曰： ‘檐前飞七百，雪白后园强。饱食房里

侧，家粪集野螂。’参军不晓，请释，襄曰： ‘鹞

子檐前飞，直七百文。洗衫挂后园，干白如雪。饱

食房中侧卧，家里便转，集得野泽蜣螂。’”

此词常见于医学典籍。如 《外台秘要方》卷

六： “又疗下焦虚寒损，或先见血后便转，此为近

血或利不利，伏龙肝汤方。” 《妇人大全良方》卷

八 “妇人痔瘘方论第十三”： “夫妇人痔瘘者，

皆由酒色气风食及劳伤经络其血渗而成之，亦有长

年久坐而成者，其痔有五种，肛边疮如乳出于外时

出脓血者，为牡痔也；肛边肿生疮而出血者，为牝

痔也；肛边生疮痒而复痛者，为脉痔也；肛边肿凡

五方核痛发寒热而出血者，为肠痔也；因便转而清

血随出者，为血痔也。治之各有方。 《云笈七签》

卷二十三 “道引按摩”： “平旦便转讫，以一长拄

杖 %腋垂左脚于床前，徐峻尽势掣左脚五七回，右

亦如之。”

“便转”何有解大便义。考 “便”有屎尿义，

睦
灬
艹

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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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文献中已见。如汉赵晔 《吴越春秋勾践入

臣外传》： “越王因拜， ‘请尝大王之嗖以决吉

凶’，即以手取其变与恶二尝之。”此义至今仍

存在，兹不烦举。我们推测 “便转”可能是一个

同义复词， “转”可能已有此义，只是在文献中

未保留下来，但在方言中有残留，如在今川北方

言中有 “转身”一词 （转为上声），如，我去转

身。 “转身”即普通话中的上厕所义，当然包括

解 大 小 便 。 另 一 种 可 能 是 ， “便 转 ” 一 词 中

“便”的此义感染了 “转”，从而，当便转一词

消失后， “转”的此义在方言中保留了下来。

在下

谦词。用于自称。

《朝野佥载》卷： “梁仁裕为骁卫将军，先

幸一婢，妻李氏甚妒而虐，缚婢击其脑。婢号呼

曰： ‘在下卑贱，势不自由。娘子锁项，苦毒何

堪！’”

“在下”是封建等级制度下产生的新词。起

初是一个方位短语， 《史记》卷二十五 （律书第

三）： “广莫风居北方。广莫者，言阳气在下，

阴莫阳广大也，故曰广莫。”后来词汇化为一个

词 指 称 在 下 位 的 人 ， 由 此 产 生 出 自 称 的 谦 词 。

《魏 书 》 卷 六 十 八 （列 传 五 十 六 ） ： “高 祖 见

表，顾谓王肃曰： ‘在下那得复有此才，而令朕

不知也？’” 又卷八十一 （列传外戚第七十一

上 ） ： “居 上 不 以 至 公 任 物 ， 在 下 徒 用 私 宠 要

荣；茧犊引大车，弱质任厚栋；所谓爱之所以害

之 矣 。 ” 《旧 唐 书 》 卷 七 十 一 （列 传 第 二 十

一）：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

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源不深而岂望流之远，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长？德

不厚而思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

明哲乎！”

《词 典 》 引 元 无 名 氏 《神 奴 儿 》 第 一 折 ：

“哥哥，休怪是在下不是了也。” 《警世通言·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那妇人问道： ‘不感动

问 官 人 高 姓 尊 讳 ？ ’ 许 宣 答 道 ： ‘在 下 姓 许 名

宣，排行第一。’”书证滞后。

爱

经常，老是。

《朝 野 佥 载 · 辑 补 》 ： “唐 张 狗 儿 亦 名 怀

庆，爱偷人文章，与冀州枣强尉。才士制述，多

翻用之。”

《祖唐集》卷一九 “相严和尚”： “云： ‘有

什摩佛法因缘？’对云： ‘佛法因缘即多，只是爱

说三等照。’” 《王梵志诗》"三八 “家中渐渐

贫”： “家中渐渐贫，良由慵懒妇。长头爱床坐，

饱吃没娑肚。” 《汉语大词典》举现代例子，偏

晚。

抠

挠，抓。

《朝野佥载》卷五： “隋文皇帝时，大宛国献

千里马，鬃曳地，号曰 ‘师子骢’。上置之马群，

陆梁人莫能制。上令并群驱来，谓左右曰： ‘谁能

驭之？’郎将裴仁基曰： ‘臣能制之。’遂攘袂向

前，去十余步，踊身腾上，一手撮耳，一手抠目，

马站不敢动，乃鞴乘之。朝发西京，暮至东洛”。

《唐五代语言词典》释为 “挖”似不确。

“抠”释为 “挖”，语义和情理上不合。这里是说

郎将裴仁基驯服烈马一事，从裴仁基所采取的动作

来看， “撮耳”、 “抠目”然后，马就站着备乘，

体现出他在驯马方面的经验和技巧。如果是 “挖

目”马受惊吓会停下来等人乘？郎将裴仁基是采取

了与马交流的特殊方式从而驯服了马。

另外，方言里有 “抠痒”，这个 “抠”就是

“挠”或 “抓”之义。我们认为， “抠目”是此

意。

相当

相同。此义项 《汉语大词典》未收。

《朝野佥载》卷四： “周天官选人沈子荣诵判

二百道，试日不下笔。人问之，荣曰： ‘无非命

也。今日诵判，无一相当。有一道颇同，人名又

别’。至来年选，判水 石岂，又不下笔。人问之，

曰： ‘我诵水石岂，乃是蓝田，今问富平，如何下

笔。’闻者莫不抚掌焉。”

此句中前有 “无一相当”，后有 “有一道颇

同，人名又别”，可见， “相当”乃相同义极明

了。

“相当”有相同义在其它口语性语料中也常

见。如： 《王梵志诗》 “身如圈里羊”： “身如圈

里羊，命报恰相当。羊即披毛走，人着好衣裳。脱

衣赤体立，形段不如羊。 《敦煌变文·燕子赋》：

“一种居天地，受果不相当。迈熟我先食，禾熟在

前尝。” 《太平广记》卷一四七 “张嘉贞” （出定

名录）： “老人乃黏纸两卷，具录官禄，从始至

末，仍封令勿开。每官满即开看之，果皆相当。”

张春华： 《朝野佥载》口语词杂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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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丢掉，失去。

《朝 野 佥 载 》 卷 六 ： “娄 师 德 为 扬 州 江 都

尉，冯元常亦为尉，共见张 藏。藏曰： ‘二君

俱贵，冯位不如娄。冯唯取钱多，即官益进；娄

若取一钱，官即落。’”

贵，冯位不如娄。冯唯取钱多，即官益进；

娄若取一钱，官即落。’

” “落”有 “失去”义，法制文书中有相关例

证， 《唐律疏议·厩库》： “失者，又加二等。

以其系饲不合失落，故加二等。” “失落”义为

“丢失”。其次，四川多数方言中言 “失去”或

“丢失”义时，仍言 “落”。!

郎君

奴仆对主人的称谓。

《朝野佥载》卷三： “隋开皇中，京兆韦衮

有奴曰桃符，每征讨将行，有胆力。衮至左卫中

郎 ， 以 桃 符 久 从 驱 使 ， 乃 放 从 良 。 桃 符 家 有 黄

，宰而献之，因问 乞姓。 曰： ‘止从我姓

为韦氏。’符叩头曰： ‘不敢与郎同姓。’”

此 义 在 中 古 应 用 甚 广 。 如 《广 异 记 · 韦 有

柔》： “建安县令韦有柔家奴执辔，年二十余，

病死。”有柔门客善持咒者，忽梦其奴云： “我不

幸而死，尚欠郎君四十五千，地下所由令更作畜生

以偿债。”又 《广异记·姚甲》： “家奴附子及子

小奴，悉皆勇壮，谋害其主，然后举家北归。姚所

居偏僻，邻里不接，附子忽谓主云： ‘郎君家本北

人，今窜南荒，流离万里，忽有不详奴当扶持丧失

北归。顷者以来，已觉衰惫，恐溘然之后，其余小

弱，则郎君骸骨不归故乡伏愿图之。’”

此义项 《唐五代语言词典》有释。释为：指主

人。仅举 《王梵志诗》"" 九首： “妻是他人妻，

儿被后翁使，奴事新郎君，婢逐后娘子。”

娘子

奴仆称女主人。

《朝野佥载》卷二：“梁仁裕为骁卫将军，先幸一

婢，妻李氏甚妒而虐，缚婢击其脑。婢号呼曰：‘在下

卑贱，势不自由。娘子锁项，苦毒何堪！’”

此义在唐代口语中常用。敦煌变文中例证较

多 ， 如 荣 新 江 录 #$%%! 《肃 州 防 苏 戍 都 状 》 ：

“郎君二人及娘子、家累、军将、常住等廿人，

输略等亲自见面。”王启涛师 《敦煌法制文书语

言研究》中已发现此义项及其在使用上出现的多

种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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