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涯

研究方言可以从语音、词汇和语法等语言诸要

素着眼。历来的研究者更重视对方音的研究，因为他

们从中可以追寻到语音发展演变的历程和规律，而

对方言词汇的研究其实多满足于记录而已。对方言

本字的考辨倒是很早就有学者下了功夫，但并不是

对方言词汇的研究。维柯曾经说过：“大部分词的野

蛮的和农村的根源，正和罗马城中圆形大理石庙宇

永久地体现了拉丁乌姆的野蛮人用树枝和泥土搭成

的窝棚一样，任何文明语言中的词都保留着原始人

林莽生活的痕迹。”（拉法格：《革命前后的法国语

言》，中译本第!页，商务印书馆，"#$%年版）本文作者

从中受到启发，试图从所熟悉的四川方言中挖掘出

来源较为古老的词语。限于篇幅，本文仅列几个形容

词，举其一隅而已。

褊窄、窄逼：褊窄，方音&’()*+" ,-./+0或&’()*+" ,-!/+0；
窄逼，方音&,-!/+ ’(/+0或&,-./+ ’(/+0。这两个词主要用

来指住房、巷道等不宽敞，非常拥挤，如“他家房子褊

窄”、“这个巷巷（音&1"#++0或&1"#!"20，即巷道）有点儿

窄逼”。

褊，《宋本广韵·猕韵》：“褊，方缅切”，《集韵》“毕

缅切”，与方音合。

《尔雅·释言》：“褊，急也。”《说文·心部》：“急，褊

也。”段注：“褊者，衣小也。故凡窄狭谓之褊。”《宋

本广韵·猕韵》：“褊，衣急。“可见“褊”的本义是指衣

服小。但是其“狭小”意的使用范围远不限于衣服，而

是相当宽泛：

可以指衣带：

（"）（叔孙穆子）召使者，裂裳帛而与之，曰：“带

其
·
褊矣。”（《左传·昭公元年》）。

也可以指心：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 。维是
·
褊心，

是以为刺。（《诗·魏风·葛屦》）

郑玄笺：“魏俗所以然者，是君心褊急，无德教使

之耳。”又如：

（/）王济遂骄父之
·
褊心，乖争子之明义，俊材虽

多，亦奚以为也。（《晋书·王济传》）

可以指抽象的事物：

（2）包众容易谓之裕，反裕为
·
褊。（《贾子·道术

篇》）

（+）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
·
褊迫无委蛇。（唐·韩

愈《石鼓歌》）

犹指地方狭小：

（3）齐国虽
·
褊小，吾何爱一牛？（《孟子·梁惠王

上》）

（$）夫滕，壤地
·
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

（《孟子·滕文公上》）

（%）以敝邑
·
褊小，不足以容从者。（《左传·昭公元

年》）

（#）面妆首饰杂啼痕，地
·
褊衣寒困石根。（唐·杜

甫《负薪行》）

（"4）
·
褊地难层土，因 遂削成。（唐·韦处厚《盛

山十二诗·琵琶台》）

上（3）（$）（%）例中的“褊”均与“小”连同使用，虽

然或表谦虚、或为实情、或是推托，皆指国家地方狭

小；第（#）、（"4）两例中的“褊”则与“地”连用，是指一

般的地方狭小。这种意义和用法与四川方言犹为相合。

四川方言形容词古语遗存举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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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广韵·陌韵》：“窄，侧伯切。”读音合。其义

为狭小，现代汉语普通话亦如此，也可以说古来如

此：

（!!）城大而地
·
窄者，必先攻其城。（《尉缭子·兵

教下》）

逼，《广韵·职韵》：“逼，彼侧切”，《集韵》、《古今

韵会》“笔力切”，读音合。亦有“狭窄”义：

（!"）孙休后，衣服之制，上长下短。又积领五六，

而裳居一二。盖上饶奢，下俭
·
逼；上有余，下不足之象

也。（晋·干宝《搜神记》卷六）

（!#）两崖石壁甚
·
逼，涧嵌其间甚深。（《徐霞客游

记·黔游日记一》）

从意义和结构上看，“褊窄”和“窄逼”都是同义

复合词。在四川方言中，“窄”可以单用，音义不变；

“逼”也可以单用，音为 $%&!’’(，义为“追（债等）得紧

迫”；而“褊”不单用。

罄尽：音$)"&*#"!+ )"&*"!+(。意指空、什么都没有、一

点东西都没剩下。如，“他把家里搞个罄尽”，意思是

家里的东西都被他耗费光了。此词带贬义。

罄，《广韵·径韵》：“罄，苦定切”，《集韵》、《古今

韵会》“诘定切”。读音合。《说文·缶部》：“罄，器中空

也。”器物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这是“罄”的本义：

（!）薸之
·
罄矣，维罍之耻。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

矣！（《诗·小雅·蓼莪》）

由“器中空”引申出“尽”义。《尔雅·释诂》：“罄，

尽也。”《说文》“罄”段注：“引申为凡尽之称。”此义

古代常用：

（"）天保定尔，俾尔戬偲。
·
罄无不宜，受天百禄。

（《诗·小雅·天保》）

毛传：“罄，尽也。”

（#）室如县
·
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左传·

僖公二十六年》）

陆德明《经典释文》：“罄，亦作磬，尽也。”

（+）臣岂不勉智
·
罄忠，末知所以报奉渊圣，输感

霄极。（梁·江淹《为萧拜太尉杨州牧表》）

（’）
·
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隋·祖君彦《为李密

檄洛州文》）

在四川方言中，“罄”不单用，而且“罄尽”也一般

用在带贬义的场合，表达说话人不满、失望等情绪。

“罄尽”亦是同义复合词。

官：音$,-.*’’(。四川俗语云：“官牛官马瘦，官堂

屋 鸡屎臭。”本义是几家人合伙喂养牛或马，由于

彼此不信任或相互依靠而牛马不肥壮；几家人共同

拥有和使用的堂屋（院子正中的、比其他屋子稍大的

房屋，死人下葬之前用来停放灵柩，后墙上一般有神

龛。初为一家所有，其后随着子孙分家立业，堂屋作

为一个家族的数家人的公共财产而存在），因为谁也

不愿管理、打扫而积满了鸡屎。此语比喻对共同拥有

的东西不珍惜或合伙做事都不尽力。我们从此谚可

以看出“官”保留在四川方言中的古义：几个人或几

家共同拥有的、合伙的、共用的。与“公共”的“公”义

近，“公”与“私”相对，而在四川方言中没有与“官”相

对的词。

官，《广韵·桓韵》：“官，古丸切。”与方音合。

一般认为“官”的本义是馆舍，又专指官署，由此

派生出官职、官吏、官府等义，再引申出“公”义：

（盖宽饶）又引《韩氏易传》言：“五帝
·
官天下，三

王家天下。家以传子，
·
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

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汉书·盖宽饶传》）

在四川方言中，用“官”表达“共有的”、“共用的”

这种意义时不单用，因此还有“打官”、“官住（音）”之

类的组合，其意义相同。此外，“官”的这一意义还保

留在一些名称中，如“官堰塘”。

觳觫：音$-#’ /-#’(，意为“可怕”、“使人恐惧”。如

果站在很高的地方往下看，或者见到某种形象可怕

的动物、经历使人恐惧的事情（比如看恐怖电影），这

时就用“好觳觫！”或“觳觫得不得了！”来表达自己

的感受。

觳，《广韵·屋韵》：“觳，胡谷切。”《唐韵》、《集

韵》、《古今韵会》、《洪武正韵》皆同。

觫，《集韵·屋韵》：“觫，苏谷切。”《洪武正韵》同。

《古今韵会》“觫，苏木切。”两字之音均与方音合。

觳觫，《康熙字典·角部》“觳”字条：“觳觫，惧

貌”；“觫”字条：“觳觫，惧死貌。”

（齐宣）王曰：‘舍之！吾不忍其
·
觳

·
觫，若无罪而就

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

羊易之！’$$不识有诸？”曰：“有之。”曰：“是心足

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

即不忍其
·
觳

·
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孟子·梁惠王上》）

赵歧注：“觳觫，牛当到死地处恐貌。”

“觳觫”一词的“惧貌”义后世似不常见，我们在

文献中也仅见此一例（虽有使用此词者，但意义不

同），可以推测它在古代就是一个使用范围不广的方

言词。同时，“觳觫”是一个叠韵联绵词，众多汉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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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书讲联绵词多不举此例，恐与此词不常见有关。但

是它在四川方言中却保存至今，确实难得。

枵：音!!"#$%%&，意为“虚”。可用于人，专指身体虚

弱，如“他得了一场大病，现在身体枵得很”；也可用

于物，指因质量不好或强度不够而不耐用，如“那个

架子有点枵，你不要去爬”、“这个锄把好枵哦，使一

下就要断”。

《广韵·宵韵》：“枵，许娇切”，《集韵》“虚娇切”，

《唐韵》、《古今韵会》同。与方音合。

《说文》：“枵，木根也⋯⋯春秋传曰‘岁在元枵’，

枵，虚也。”

（’）梓慎曰：“今兹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

于元
·
枵，以有时灾，阴不堪阳。蛇乘龙。龙，宋、郑之

星也，宋、郑必饥。元枵，虚中也。
·
枵，耗名也。土虚

而民耗，不饥何为？”（《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杜注：“元枵，即虚也。”上例中其实已经对“枵”

作了解释，就是“虚耗”的意思，《说文》释“枵”为“虚”

亦是据此。段注：“左氏云‘虚中’，犹言虚之区域耳。”

还说：“木大则多空穴。”可见“枵”的本义应该是指木

中空虚，例如：

（(）干霄之 ，以障风露；
·
枵中之木，以当 庐。

（明·袁宏道《答徐见可太府》）

《正字通》：“凡物饥耗曰枵，人饥曰枵腹。”可见

“枵”在本义的基础上，不仅词义范围扩大了，而且产

生了新的引申义。比如可以指词章内容空洞无物，

如：

（)）意主于谄，辞主于夸，虎头鼠尾，外肥中
·
枵，

此词科之习气也。（宋·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三）

可以指人身体虚弱，如：

（*）贼方炽，邀速战利。公等勿与争，粮尽众
·
枵，

乃可图。（《新唐书·殷开山传》）可以指某种东西质量

差，不耐用，如：

（%）又有蕉纱，乃闽中取芭蕉皮析缉为之，轻细

之甚，值贱而质
·
枵，不可为衣也。（明·宋应星《天工开

物·乃服·夏服》）

四川方言中的“枵”，其义与上例（*）、（%）中无

别。

拘礼：音〔+!,%% -"%’〕，意为拘泥于礼节、客气。四

川方言中，“拘礼”一词只用于主人对客人讲，在两种

情况下最常用：一是客人来的时候送钱或送物，主人

说“何必这么拘礼嘛”，这一般是客套话；二是客人显

得不随便、客气，比如不吃饭就回去、在饭桌上不主

动吃菜、对主人用瓜子糖果之类的招待表示推辞的

时候，主人说“不要拘礼”。细细推敲起来，这两种情

况中“拘礼”的“礼”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前者当

指礼节、礼数；后者当指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等级制

度、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等，正如“进退有度，尊卑有

分”（《汉书·公孙弘传》）。

《广韵·虞韵》：“拘，举朱切。”《广韵·荠韵》：“礼，

卢启切。”与方音合。

中国自称“礼义之邦”，“礼”渗透在生活中的各

个方面，指导人们的思想、行为，对维系整个社会发

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如果过分地注重“礼”而不知变

通，人们就会被捆住手脚，古代文献中“礼”与“拘”常

有联系（见后文的例子），反映了几千年来人们对这

种现象的认识和批评。

“拘礼”在四川方言中是一个词，但在古代，“拘”

和“礼”是两个词，所以其间常夹有其他成分。比如：

（’）重耳至秦，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

妻与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其国且伐，况其

故妻乎！且受以结秦亲而求入，子乃
·
拘

·
小

·
礼，忘大丑

乎！”遂受。（《史记·晋世家》）

（(）谈笑不
·
拘

·
先

·
后

·
礼，岁寒仍契子孙情。（唐·郑

谷《寄职方李员外》）

（)）他此时是不做官的人了，自己以为可以脱略

形骸，不必再
·
拘

·
官

·
礼，见面之后，满嘴“愚兄老弟”，人

家听了甚是亲热，岂知制台心上大不为然。（《官场现

形记》第三十七回）还有“礼数”、“礼法”与“拘”组成

动宾短语的，如：

（*）官属不令
·
拘

·
礼

·
数，时时缓步一相寻。（唐·张

谓《西亭子言怀》）

（%）天子见其应对不穷，圣心大悦，即日拜为翰

林学士。遂设宴于金銮殿，宫商迭奏，琴瑟喧阗，嫔妃

进酒，彩女传杯。御音传示：“李卿，可开怀畅饮，休
·
拘

·
礼

·
法。”李白尽量而饮。（《警世通言·李谪仙醉草吓

蛮书》）

这几个例子中的“拘”和“礼”没有直接形成短

语，但对我们理解四川方言中的“拘礼”很有帮助。下

面两例中的“拘礼”无疑是短语了：

（.）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

者拘焉。
·
拘

·
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

变。君无疑矣。（《商君书·更法》）

（/）四时八节还
·
拘

·
礼，女拜弟妻男拜弟。（唐·杜

甫《狂歌行·赠四兄》

象许多双音节词一样，“拘礼”正是由最初的两

个单音节词临时组成的短语逐渐凝固而成的。在四

艹
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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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方言中，“拘”是很少与其他词组合成词的，即是

说，它的组合能力很弱，这正说明了“拘礼”一词真可

谓“其来尚矣”。

上面所举形容词并不一定是在整个四川方言区

都通行的，比如“觳觫”在川北地区常能听到，但在川

东则不然；有的又不仅在四川方言中通行，在其他方

言中也有，比如“拘礼”也保留在湘方言中；有的年纪

大的人说，而在年轻人口中则很难听到了，这是推广

普通话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令人欣慰之余，不免

稍感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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