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语史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涉及语音、词汇、

语法、修辞等各个方面，然就其研究对象而言，当是

研究汉语口语的发展历史，王力先生早已言及此，

他认为“文字是语言的代表，因此，古代一切用汉语

写下来的文字记载，对汉语史来说，都有作为资料

的价值。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接近口语的作

品”[1]23，汪维辉先生更是明确将汉语史研究的对象

分为两大类：1）比较贴近口语的；2）文白夹杂

的[2]158。这方面的语料多集中在语录、诗词曲、民间

歌谣、小说、变文等历代文献作品中，这些作品包含

了数量不等的口语词，对研究汉语口语的发展历史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就研究类别而言，目前，

戏曲语言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局面，其内部的

研究程度也颇为不一，语音、语法研究的偏多，而词

汇研究偏弱，现有的一些研究或者综合某一时期的

各种材料，如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王锳《诗词曲

语辞例释》等，或者就某一专题展开研究，如徐嘉瑞

《金元戏曲方言考》、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

等，而很少以某一文学作品为主来研究一代的语

言，这或许与其语言载体有一定关系，戏剧多属于

民间文学作品，其在刊刻流传过程中多有讹脱，正

如王国维所言“凡戏剧诸书，经后人写刊者，往往改

易体例，增损字句”[3]237，这样的情况对戏剧语言的研

究很不利，然即便如此，倘若要研究元代的语言，元

剧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其中，《元刊杂剧三十

种》更是研究元代语言极为重要的一种文献语料，

它是目前现存元代杂剧中最早的而且也是唯一的

元刻杂剧，虽然版本问题颇多，“此本虽出坊间，多

讹误之字，而元剧之真面目，独赖是以见，诚可谓惊

人秘笈也。”[3]237其价值可见一斑，但是据目前所及文

献来看，关于《元刊杂剧三十种》语言方面的研究多

是零散成篇的，近日读得许巧云博士所著《〈元刊杂

剧三十种〉词语研究》一书，这是目前唯一一部关于

《元刊杂剧三十种》词汇研究的专书。此书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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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古籍整理研究、文化研究等方面都具有重要

的学术价值。从语言研究的角度而言，举其要者，

愚以为有以下三点。

一、精选底本，详加校勘，以夯实可信的文本
为基础展开研究

目前，所能见到的《元刊杂剧三十种》最早的本

子是明朝李开先的旧藏本，此本被清朝黄丕烈题名

为《元刻古今杂剧》，1914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将其

覆刻，刊名为《覆元椠古今杂剧三十种》，1924年，中

国书店又将其石印为《元刻古今杂剧三十种》，值得

注意的是日本覆刻本和中国书店石印本都有一些

文字错误，两个本子均未加纠正，因此，1958年，《古

本戏曲丛刊》在影印该书时，修正了部分错误。《〈元

刊杂剧三十种〉词语研究》在详细梳理各版本发展

源流的基础上，以影印本《元刊杂剧三十种》（《古本

戏剧丛刊》第四集）为底本，并辅以日本覆刻本（中

国书店影印以及《续修四库全书》本）为参校本，除

此，还重点参考了三大校本：郑骞本（1962年郑骞在

台湾世界书局出版的《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徐

沁君本（1980年徐沁君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新校元

刊杂剧三十种》）、宁希元本（1988年宁希元在兰州

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并辅

以其他零散校本，如隋树森本（1959年隋树森在中

华书局出版的《元曲选外编》）、王学奇本（1988年王

学奇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关汉卿全集校

注》）、王季思本（1990年王季思在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的《全元戏曲》）等，作者在综合比对各版本后，

对《元刊杂剧三十种》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最终整理

出了一个较为可信的《元刊杂剧三十种》定本。作

者在校勘整理的过程中也写出了一些高质量的学

术论文，如《〈元刊杂剧三十种〉校勘释例三则》（《四

川大学学报》）、《〈元刊杂剧三十种〉及其校勘释例》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等，这为《〈元刊杂剧三十

种〉词语研究》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事汉

语史研究，尤其是专书文献语言研究，首先要保证

研究语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如果没有对研究对象

做一番详细地整理工作，就贸然根据错误的文本展

开研究，这是非常危险的。

今依作者的校勘成果择取几条以做分析，《遇

上皇》第二折：“丈人丈母狠心肠，司公做官胡突。”

按：元刊本、郑本、徐本同，孤本、宁本、《全元散曲》

本将其改为“糊涂”。作者认为此处不必校改，这是

正确的。其实“胡突”是一个联绵词，众所周知，联

绵词以音表义，其字形特点是字无定形，“糊涂”是

其众多字形中的一个常用字形，孤本、宁本、《全元

散曲》本便以此为根据加以校改，但不能忽略的是

“胡突”在元曲中亦习见，元无名氏《冤家债主》第三

折：“阎神也有向顺，土地也不胡突。”元睢景臣《哨

遍·高祖还乡》套曲：“有甚胡突处？明标着册历，见

放着文书。”又可作“糊突”，本折：“饮酒如李太白，

糊突如包待制。”元王实甫《西厢记》第三本第一折：

“一个价愁糊突了胸中锦绣，一个价泪揾湿了脸上

胭脂。”元关汉卿《窦娥冤》第三折：“天地也，只合把

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糊涂”亦有

用例，元乔吉《扬州梦》第四折：“因此上落魄江湖载

酒行，糊涂了黄粱梦境。”金元好问《送高信卿》：“万

事糊涂酒一壶，别时聊为鼓咙胡。”其实，“糊涂”在

元以前已有用例，《宋史·吕端传》：“太宗欲相端，或

曰：‘端为人糊涂。’太宗曰：‘ 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

涂。’决意相之。”如前所述，正因其使用时间较早，

孤本、宁本、《全元散曲》本才将“胡突”改为了“糊

涂”，但由以上用例来看，“糊涂”“胡突”“糊突”在当

时均可通用。作者正是在细研各种版本的基础上

才有此种精准的校勘。

二、抉发新义，新见迭出，以“方”证“古”追溯
词语的源流

抉发词语新义是汉语史研究中一项至关重要

的内容。何为新义？“新”就新在某种语义在之前的

时代从未出现过。新义的形式又可分为新词新义

和旧词新义，众所周知，汉语文献浩如烟海，我们不

可能穷尽考查所有文献中每个词语的语义情况，正

因如此，我们在抉发新义时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新义”的判定标准。作者亦考虑到了以上种种问

题，在综合考量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判定标准：

以学术界权威辞书《汉语大词典》所收的义项为衡

量标准，这种选择是非常精到的。众所周知，《汉语

大词典》是一部“大型的、历史性的汉语语文辞典”，

它以“古今兼收，源流并重”为编辑方针 ，着重全面

阐述汉语语词的历史演变过程，“所收条目力求义

项完整，释义确切，层次清楚”，《汉语大词典》所收

的词条是目前最为完整的，这也是作者以此作为判

定标准的依据。除此，以《汉语大词典》为标准，又

可增补其所漏收的义项。试以“关亲”一条为例说

明，《范张鸡黍》第一折：“我怕不待趁天风飞出山阳

郡，想兄弟情分，最关亲。我大来升堂重拜母，尊酒

细论文。当初不因鸡黍约，今朝谁识志诚人。”《汉

语大词典》收录了“关亲”一词，并收录了两个义项：

1.亲属。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八：“告吾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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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太守端的是何人，与自家是旧友关亲？”2.有亲属

关系。元高文秀《襄阳会》第二折：“刘备是无罪之

人，又和俺主公关亲，我因此上放了他去也。”这两

个义项与上举例句中的“关亲”均不合。从句法关

系分析，“最”为副词，“关亲”当为动词或形容词，又

从语境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出“关亲”当释为“亲近，

顾爱”义，作者所释语义正与此相合。

除此之外，因元剧通行于北方区域，故其用语

具有一定的方言地域特色，剧本中多采用一些方言

词，这些方言词至今仍存留在一定的区域中。作者

凭借自己的方言优势（山西方言），在著作中采用以

“方”证“古”的研究方法追溯汉语方言词语的源

流。作者还专设一节“《元刊杂剧三十种》晋语寿阳

方言词研究”，以晋语并州片寿阳话作为研究对象，

并且“辨析元曲与寿阳话之间的异同。”[4]49如“担仗”

一词，今山西东南部称扁担为“担仗”，山西文水称

扁担和整个担子为“担仗儿”，其实，这个词在《元刊

杂剧三十种》中早已使用，如《西蜀梦》第二折：“英

雄归九泉壤！则落的河边堤土坡上钉下个井桩，坐

着条担仗，则落的村酒渔樵话儿讲。”元宫天挺《七

里滩》第一折：“蓦岭登岗，拽着个钝木斧系着条麄

麻绳携着条旧担杖。”又如“间别”一词在山西寿阳

话中为“离别”之义：“不要看是亲亲的娘母们，一间

别也就不亲哩。”“咱们多少年没啦见面哩，间别得

都认不得哩。”[4]53“间别”在《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已

有用例，《薛仁贵》第三折：“我恰骂了你几句权休

罪，须是咱间别了多年不认得。”《疏者下船》：“自间

别伯夷叔齐，殃及泪眼愁眉。”以“方言词”证“古语

词”体现了词汇的传承性。以“方”证“古”是一种行

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三、视野开阔，结构合理，从义类角度揭示近
代汉语词汇面貌

通览《〈元刊杂剧三十种〉词语研究》一书，不难

发现，作者从义类的角度对《元刊杂剧三十种》中的

词语做了分类处理，将属于同一个语义类别的词归

入一个词语集合中，形成不同的语义概念场。

杂剧属于戏曲的一种，所以作者首先分析了

《元刊杂剧三十种》中的戏曲用词，又将其分为“角

色词”和“表演提示语”。戏曲跟文化的关系密不可

分，因此《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包含了大量的文化词

汇，当然，作者并不是将其杂乱无章的归拢到一起，

而是按照行业类别做了分项处理，如“宗教词汇”

“爱情婚姻词汇”“服饰词汇”“刑狱词汇”“金融词

汇”“器具词汇”等，其中一级分类下面又细化出二

级分类，如“宗教词汇”分为“道教词汇”（如阳寿、三

魂、气魄、护身符、邪祟、麻线道、发课等）和“佛教词

汇”（如悲田院、醍醐灌顶、轮回、打尘劳、钵盂等）。

元杂剧虽然使用大量的方言俗语词，但是其语言风

格却又不同于一般的说唱文学作品，它呈现出一种

“文而不文，俗而不俗，雅俗共赏”的语言风格，正如

许金榜所言：“唐宋以前，我国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

用文言写成的。到唐宋时期，由于城市和商业的发

展，市民阶层开始兴起。随着他们力量的壮大，就

必然要求适应他们欣赏习惯的文艺形式。于是运

用口语创作的多种形式的说唱文学（如唐变文、宋

话本等）便应运而生。社会的需要和这些作品的创

作成就不能不给予文人文学以巨大的影响。因此

在宋词中已有口语的运用，但为数不多。到了元

代，由于元杂剧的主要观众是市民，因而不用口语

便不能为他们所理解；同时，由于蒙古统治者不懂

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他们也提倡白话，甚至连

诏敕公文也用俗文；再加上蒙古统治者喜欢繁音促

节的胡乐，而文言不能自然和谐地配合这种乐曲。

于是元杂剧的语言与过去的文学语言相比便产生

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元杂剧的语言风格并不能

简单地运用口语和方言俗语来概括。它既不同于

文言作品的文言，也不同于宋话本的白话，它文而

不文，俗而不俗，雅俗共赏，智愚皆宜，具有独特的

语言风格。”[5]《元刊杂剧三十种》的语言风格便是如

此，基于此，作者又进一步考察了《元刊杂剧三十

种》中的俗谚语、成语、典故语等。并分析了一些词

语的词形变化，如《遇上皇》第一折：“天有昼夜阴

晴，人有旦夕祸福！人生死子在一时半晌。”其中

“天有昼夜阴晴，人有旦夕祸福”一语，据作者考查，

又可作“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或作“天有

不测风云，人有暂时祸福”，或作“人有旦夕之灾，马

有转缰之病”。除此之外，作者还考证了一些语词

的最早形式，如《单刀会》第三折：“你道先下手强，

后下手殃。”据作者考察，“先下手强”的最早形式是

“先下手”，《北史·元胄传》：“兵马悉他家物，一先下

手，大事便去矣。”，后来才变作现今常用的“先下手

为强”，《西游记》第八十一回：“不趁此时下手他，还

到几时，正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元刊杂剧三十种〉词汇研究》无论在内容还

是形式上，都体现出了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是就研

究的深度而言，个别方面还需要加强，如考索《元刊

杂剧三十种》中方俗词的语源，《元刊杂剧三十种》

收录了大量的方言俗语词，但是很多词的构词理据

却不甚明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词语语义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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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序列的梳理。正如蒋绍愚先生所言“考释近代

汉语的口语词，如果是为了阅读或编纂词典，那么

弄清某词语是什么意思就可以，但是，如果要对这

个词语了解得深一些，就还需要推求语源。推求

语源包括两个方面：（a）弄清某个词语的历史来

源；（b）弄清某个词语的‘得名之由’（或者叫‘内部

形式’）”[6]294。当然，这里所说的推求语源指的是

第二种，即阐释词语的构词理据。方俗词的考源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是一项长期的工程，不可能

一蹴而就。

注释：

① 引自《汉语大词典》前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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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有利于中国乡村治理的理性化进程。

总而言之，由于贫困户的认定标准会随着时代

变迁、经济发展而具有变动性，现行标准下通过外

部支援和资本链接虽然能够短时间内改变贫困户

的生活境遇，但根本落脚点却在于使其具有进一步

自我发展、自我赠权的意识和能力。因而构建贫困

户“助人自助”的培力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一价

值判断应当作为未来系列政策出台的基本依据和

首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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