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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酉阳杂姐》中的五个俗字
`

勒
” 、 “

悖
' 、 “

青
' 、 “

蛙
” 、 “

义
” ,

《汉语大字典 》《中华字海 》均有收录
,

但存在处理未当的

问题
, “

鞠
, ' 、 “

悖
'

二字注音有误
`

青
”

字未标注音义
“

蛙
”

下失收读作
“

蜂
”

的用法
“

义
”

下失收读作
“

叉
”

的用法
。

【关键词 」酉阳杂姐 汉语大字典 中华字海 俗字 识读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 一 一

传世刻本中有很多俗字
,

由于刻写清晰
,

且有

诸多版本互证
,

一般比较容易识读
。

刻本俗字的这

一优势
,

不仅有助于文本 自身的解读
,

也可帮助疑

难俗字的识读
。

笔者最近在研究四部丛刊本 《酉阳

杂姐 》时 下文简称 《杂姐 》
,

未指明版本时
,

即指四

部丛刊本
,

即尝试利用其中的俗字
,

对 《汉语大字

典 》
、

《中华字海 》 下简称 《大字典 》《字海 》 这两部

当今中国收字最多的字书中所收录的五个俗字
,

进

行了重新解读和补充
。

勒
《大字典 》收有此字

,

读作蒲浩切
,

有三个义项
,

分别为
“

勒起
,

发硬
” 。

引隋巢元方 《诸病源候论
·

诸

注候 》
“

七 日之后
,

体肉变白驳
,

咽喉内吞如有物
,

两膝里勒时痛
。 ”

又
“

硬节
” ,

引隋巢元方 《诸病源候

论
·

四肢病诸候 》
“

此由肾经虚
,

风毒之气伤之
,

与

血气相击
,

故痛而结勒不散
。 ”

又
“

硬
” ,

引隋巢元方

《诸病源候论
·

石水候 》
“

肾主水
,

肾虚则水气妄行
,

不依经络
,

停聚结在脐间
,

小腹肿大勒如石
。 ”

《大字

典 》所依据的是 《字汇补
·

革部 》
“

勒
,

杨升奄以为匹

角
、

博教二切
。

俗云勒起
,

是其义也
。 ”

《字海 》亦读

作
“

报
” ,

并引 《诸病源候论
·

石水候 》的用例
。

这个字在 《杂姐 》中亦有一个用例
,

卷三 《贝编 》

第 条 条 目号采用中华书局方南生校点本
“

坚勒
,

炎 口夜干
。 ”

其 出处为 《正法念处经 》卷六
`

复有异处
,

名多苦恼
,

是合地狱第六别处
。

… …见

本男子
,

热炎头发
,

一切身体
,

皆悉热炎
。

其身坚

鞠
,

犹如金刚
。

… …彼地复有炎 口野干而瞰食之
。 '

两相比照
,

《杂姐 》中
`

勒
”

当即
“

柳
”

之讹俗
。

刻本
“

卯
”

常与
“

印
”

混而不别
,

如
“

迎
”

可作
“

迎
” ,

《杂姐 》

中即有多个用例
,

如
“

坚鞠
”
即

“

坚鞭
” 、 “

坚硬
” 。

唐慧琳 《一切经音

义 》卷六十八
“

坚鞭
,

额更反
,

字书
`

硬
,

牢也
' ,

《考

声 》
`

坚也
' ,

《文字典说 》
`

从革
,

更声
,

或作率
、

硬

也
。 ” ,

再看 《诸病源候论 》中的诸多
“

鞠
”

的用例
,

我们

发现均为硬义勒
,

再联系
“

勒
'

与
“

柳
”

形近
,

而且
“

勒
”

有用作
“

鞠
”

者
,

我们认为 《诸病源候论 》中的
“

勒
”

亦

为
“

硬
”

之俗
。

这种看法有异文为证
,

《诸病源候总

论 》卷十 四
“

又云脉浮直者生
,

沈勒者死 软且呕
,

腹胀且泄
,

其脉弦
,

弦欲绝者死 软脱形发热
,

脉

小勒急者死 软且赢瘦
,

络脉勒大者死
。 ”

唐王蠢 《外

台秘要 》卷九引此文作
“

又云脉浮直者生
,

沈硬者

死
。

软且呕腹胀且泄
,

其脉弦
,

弦欲绝者死
。

软脱

形发热
,

脉小硬急者死
。

软且赢瘦
,

络脉大硬者

死
。 ”

《诸病源候总论 》卷二十一
“

肾主水
,

肾虚则水

气妄行
,

不依经络停结
,

聚在脐间
,

小腹肿大如石
。 ”

《外台秘要 》卷二十
“

肾主水
,

肾虐郎水气妄行
,

不

依经络停聚
,

结在脐间
,

少腹肿大鞭如石
。 ”

《诸病源

候总论 》卷八
“

其状腹满
,

微喘
,

大便勒
,

三四 日一

大便
。 ”

《外台秘要 》卷二
“

其状腹满
,

微喘
,

大便硬
,

三四 日一大便
。 ”

《诸病源候总论 》卷三十二
“

若按

之都牢者未有脓也
,

按之半勒半软者
,

有脓也
。 ”

明

汪机 《外科理例 》卷一
“

按之牢硬未有脓
,

按之半软

半硬
,

已有脓
。 ”

另外
,

从 《诸病源候论 》中的
“

勒
”

所构成的组合

亦可看出
`

勒
”

即
“

柳 硬
”

字
, “

勒
”

在 《诸病源候论 》
中的组 合有

“

鞠 强
” “

勒痛
” “

勒 结
” “

结勒
”

“

沈勒
” “

勒急
” “

牢鞠
”

等
,

这些组合在医籍中都有

相应的 由
“

硬
”

构成的组合
,

与
“

勒强
”

相应的
“

硬强
”

例如 宋陈师文 《太平惠 民和剂局方 》卷八
“

治颈项

凛痪及发腋下
,

初如梅子
,

肿结硬强
,

渐若连珠
,

不

消不溃
。 ”

与
“

勒痛
”

相应的
“

硬痛
”

例如 《外台秘要 》

卷七
“

又疗鼓胀气急冲心硬痛鳖 甲丸方
。

与
“

结
”

相应的
“

硬结
”

例如明万全 《万氏家传育婴 》卷
四

“

血虚大便多硬结
,

气热常为小便淋
。 ”

与
“

结聊
”

相应的
“

结硬
”

例如 《外台秘要 》卷三十七
“

又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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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结硬腹胀
,

大小便不利者
,

急服前胡大黄汤下之

法
,

在下卷小便淋法中
。 ”

其它组合对应用法见上文

所举例
。

“

彰畔作
“

勒
” ,

当为隋
、

唐
、

宋较为鲜见的用法 隋

代量虽多
,

但仅见于 《诸病源候论 》
,

至明清时代即

已不识
,

这从 《字汇补 》可 以看出
,

另外文献用例也

能看出这一点
,

如明朱楠 《普济方 》卷三百六十三
“

若寒气上冲则牢聊
,

头屡起肿硬乃劳
。 ”

这个用例

即出自《诸病源候论 》
,

而 《普济方 》在
“

聊
”

下注
“

音

卯
”

二字
。

而宋代刘防 《幼幼新书 》卷六亦引此例
,

“

聊
”

作
“

鞠
” ,

然而其下却注作
“

音昂
,

履头也
,

肿硬

如履头迭起
” 。

斗学

《大字典 》收有
“

悖
”

字
,

读作
,

释为母牛
,

并

引刘师培 《左盒外集
·

名物溯源续补 》
“

牛匕牛亦

焉悖牛
,

牛匕马亦名悖马
,

而扎泵名犯
,

巴
、

学亦一声

之转
。 ”

字海略同
。

据此
, “

悖
”

与
“

柠
”

乃同义异词
。

《杂姐 》卷四 《境异 》第 条有一
“

柠
”

的用例
“

自谓上代有神
,

与柠牛交于此窟
。 ”

句中
“

柠
”

字
,

学津本作
“

悖
” ,

考虚到二者字形

相近
,

很 自然会让人产生二字为异体的想法
。

为此

我们特意考察了
“

悖
”

在文献中的用例
,

得出的结论

是它只是
“

柠
”

之俗讹
,

根据如下 一
、

考各代之字

书
,

均未收
“

悖
”

字
,

《集韵 》中出现两个
“

悖
” ,

却未收

此字
,

说明当是后代刻写时讹作或俗作
“

悖
” , “

悖
”

并非与
“

柠
”

毫不相干的另外一字
。

二
、

异文
。

文献

中
“

悖
”

用例虽多
,

但多有异文
,

上举 《杂姐 》用例
,

除

学津本作
“

悖
”

之外
,

其它各本均作
“

柠
” ,

包括学津

本刻写时所依据的底本津逮秘书本
,

很显然这个
“

悖
”

当为
“

柠
”

之误或俗
,

而非另外一字
。

同样的情

况非常多
,

如武英殿刻本 《魏书
·

蠕蠕传 》
“

悖 牛一

百头
。 ”

武英殿刻本 《北史
·

蠕蠕传 》载同一内容作
“

柠
” 。

四部丛刊景明钞本 《齐民要术 》卷六
“

陶朱

公 曰
`

子欲速富
,

当畜五悖
。 ” ,

四部丛刊景明翻宋

本 《孔丛子 》卷五当为其源
, “

悖
”

即作
“

柠
” 。

而且我

们利用中国基本古籍库检索了一下
,

同为这句话
,

作
“

悖
”

者 例
,

作
“

柠
”

者 例
,

两个字字形如此相

似
,

我们认为以
“

悖
”

为
“

柠
”

之俗讹解释比较合理
。

《三国志
·

魏书
·

常林传 》裴松之注引 《魏略 》
“

又其

始之官
,

乘薄肇车
,

黄柠牛
。 ”

我们检索中国基本古

籍库
,

后代引用此句者有 处作
“

悖
” 。

日本庆安二

年刻本唐释一行 《大毗庐遮那成佛经疏 》卷二十
“

谓报师恩
,

以物报偿
,

并悖牛及犊子施师
。 ”

《大正

藏 》记此内容
“

悖
”

作
“

柠
” 。

文献中但凡出现次数较

多的用例
,

基本都存在这样的异文
,

只能说二者为

异体方可合理解释
。

三
、

古学者的辨正
,

丽随元 《水

经注 》卷六
“

朱公告之曰 子欲速富
,

当畜五悖
。 ”

朱

谋悖注
“ `

悖
'

当作
`

柠
' ,

《齐民要术 》曰 五柠者
,

牛

马猪羊驴五畜之柠
,

畜柠则速富之术也
。

《字林 》云
`

柠
' ,

牛匕牛也
。 ”

《水经注集释订漏 》此句下
,

清沈炳

翼注
“ `

悖
'

当是
`

柠
' ,

《孔丛子 》
`

陈士义子欲速富
,

当畜五柠
' ,

《说苑 》
`

愚公畜柠牛生子而大卖之而买

驹
' ,

《史记
·

平准书 》
`

天下亭亭有畜柠马赢课息
' ,

《齐民要术 》
`

五柠者
,

牛马猪羊驴
' ,

俱作
`

柠
' ,

无作
`

悖
'

者
。 ”

而事实上
,

沈炳翼注所引之书
,

后代引用

者多有作
“

悖
”

者
。

之理滚

月

《大字典 》收此字
,

注为音义未详
,

并引辽王鼎

《法均大师遗行碑铭 》
“

上悦甚
,

因为师肆青
,

兼免

通负
,

仍锡震什
。 ”

《字海 》同
。

《杂姐 》中即有
“

青
'

的用例
,

续集卷六 《寺塔记

下 》
“

正念归依
,

案青如彗
。 ” “

青
” ,

四部丛刊本原作
“

青
” ,

津逮
、

四库本作
“

青
” ,

学津本作
“

青
” ,

很明显
“

青
”

乃
“

青
”

之误字
, “

青
”

乃
“

青
”

之俗
。

文献中从
“

月
”

从
“

目
”

之字常混用
,

以四部丛刊本 《杂姐 》为

例
,

其中即有多个混用例
, “

月
”

作
“

目
”

者如
“

腰
”

作
“

署
”

黄警
,

一名唐巳
,

人兑之不祥
,

俗

相傅食虎
。

卷十六 《魔勤植 》之一 《毛篇 》 修
“

脊
”

作
“

脊
”

腹建瞿水砖结脊下
,

先溜至詹
,

空

一足
,

敬身承其溜焉
。

卷九 《盗侠 》第 修
“

目
”

作
“

月
”

者如
“

帽
”

作
“

帽
”

擞 甲者百除人
,

橇仗百除人
,

剪睬

如衣带
,

白羽简焉稍
,

鬓鬓绛袍
,

巾钒五色
,

袍随鬓

色
。

卷一 《忠志 》 修
“

目毛
”

作
“

脱
”

昔有神巫 曰瑶脱
,

能符幼百鬼
,

擒

魅魅
,

以熬患木擎毅之
。

擅集卷十 《支植下 》 修
“

青
”

作为
“

青
”

之俗
,

其它文献亦有用例
,

狮谷

莲社刻本释慧琳 《一切经音义 》卷第十六 《无量清净

平等觉经 》上卷
“

青瘦
,

上生耿反
,

杜注 《左传 》云
`

青
,

灾也
。 '

贾速云
`

病也
。 '

《释名 》云
`

瘦青犹痔

瘦也
。 '

经文作省
,

借用
,

非本字也
。 ”

天一阁藏明嘉

靖刻本 《霸州志 》
“

八年夏
,

黑青见
,

月余乃息
。 ”

“

青
”

作
“

青
” ,

置于 《大字典 》所引例中亦相合
,

“

肆青
”

义指缓纵过失之人
,

文献常用
。

《春秋
·

庄公

二十二年 》
“

春王正月
,

肆大青
。 ”

杜预注
“

赦有罪

也
。 ”

《尚书
·

舜典 》
“

青灾肆赦
,

估终贼刑
。 ”

孔安国

传
“

青过灾害
,

肆缓贼杀也
。

过而有害
,

当缓赦之
,

估奸 自终
,

当刑杀之
。 ”

孔颖达疏
“

《春秋 》言肆青

者
,

皆谓缓纵过失之人
,

是肆焉缓也
,

青焉过也
。 ”

《后汉书
·

王符传 》
“

论者多 曰
`

久不赦则奸轨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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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吏不制
,

宜数肆青以解散之
。 '

此未昭政乱之本

源
,

不察祸福之所生也
。 ”

唐 白居易 《为宰相贺赦

表 》
“

肆青措刑
,

涤瑕荡秽
,

凡有圆首
,

纳于欢心
。 ”

宋苏辙 《明堂贺表 》
“

明堂礼毕大赦天下者
,

飨帝尊

亲
,

古今之大典 推恩肆青
,

天地之至仁
。 ”

《大字典 》

所引例显正合此义
。

蛙
《大字典 》收此字

,

有二音
,

一读作乌瓜切
,

即今

之青蛙之
“

蛙
”

一读作古月切
,

组合成
“

蝗蛙
”

一词
,

表子规鸟
。

《字海 》仅收表青蛙之音义
。

而 《杂姐 》卷

十一 《广知 》中的一个用例上举音义均不适合
“

蝮

与青蛙
,

她中最毒
,

蛇怒时毒在头尾
。 ”

句中
“

青蛙
”

为毒蛇
,

显然不是今之青蛙
,

方南

生校本据字形与文义
,

校改
“

蛙
”

焉
“

蜂
” 。

我们认

为
,

以
“

青蛙
”

为
“

青蜂
”

至确
,

但校改
“

蛙
”

为
“

蜂
”

则

不必
。 “

蛙
”

在文献中不仅可表青蛙之
“

蛙
” ,

同时亦

为
“

蜂
”

之早期写法
。

《说文
·

虫部 》
“

蚕
,

蚕也
,

从虫圭声
。 ”

《龟

部 》
“

霏
,

虾蓦也
,

从龟圭声
。 ” “

蜂
”

字 《说文 》未收
,

《广雅
·

释鱼 》
`

旭
,

蜂也
。 '

《玉篇
·

虫部 》
“

蜂
,

魄

也
。 ”

《广韵
·

齐韵 》
“

蜂
,

蛹也
。 ”

《集韵
·

齐韵 》
“

蜂
,

虫

名
,

蚕蛹也
。 ”

文献中
, “

蚕
”

字基本不用
, “

霏
”

用表虾蓦很常

见
,

而
“

蜂
”

在唐前文献中除见于 《广雅 》
、

《玉篇 》两

部字书外
,

未见其他用例
。

至于
“

蛙
”

字
,

除了用同
“

霏
”

表虾蓦外
,

还用于表毒蛇
,

如晋葛洪 《肘后备急

方 》卷七
“

治卒青蛙蝮旭众蛇所鳌方第五十六
”

下
“

葛氏竹中青蛙鳌人方 ② 雄黄
、

康香
、

干姜分等捣

筛
,

以康周和之
,

着小竹管带之
,

行急使用
,

傅疮兼

众蛇旭毒之神良
。 ”

隋巢元方 《诸病源候总论 》卷三

十六
“

恶蛇之类甚多
,

而毒有痉剧
,

时四月五月
,

中

青蛙
、

三角
、

苍旭
、

白颈
、

大蝎
,

六月七月中竹狩
、

艾

蝮
、

黑甲
、

赤 目
、

黄 口
、

反钩
、

白蛙
、

三角
,

此皆蛇毒之

猛者
,

中人不即治多死
。 ”

《诸病源候总论 》卷三十

六
“

青蛙蛇鳌侯 青蛙蛇者
,

正绿色
,

喜缘树及竹上

自挂
,

与竹树色一种
,

人看不觉
。 ”

唐王蠢 《外台秘

要 》始用
“

蜂
”

字
,

且均引用上举 《肘后备急方 》及 《诸

病源候总论 》中例
。

其他唐时文献未见
。

宋代
“

蜂
”

表毒蛇亦仅宋唐慎微 《证类本草 》卷二十二一例
,

同

样 出自上举葛洪 《肘后备急方 》例
。

而同在宋代
,

《太平圣惠方 》引 《肘后备急方 》
、

《诸病源候总论 》均

作
“

青蛙
” ,

故疑唐王蠢 《外台秘要 》中
“

蜂
”

为后人所

改
。

“

蛙
”

表
“

蜂
” ,

当是作为
“

蚕
”

之异体字
。

而
“

蚕
” 、 “

蜂
”

则音同义通
,

分别指有毒的蝎子与蜂

蛇
。

《广雅
·

释虫 》
“

杜伯
、

矗
、

型
、

纸
、

蚕
、

蚕
,

蝎也
。 ”

王念孙疏证
“

《说文 》
`

蚕
,

蚕也
' , `

纸
,

蚕也
。 ' `

蚕
'

亦毒鳌伤人之名
,

《史记
·

律书 》
`

北至于奎
,

奎者主

毒鳌杀万物也
。 '

徐广云
`

奎一作蚕
' ,

是其证
。

《释

鱼 》云
`

旭
,

蜂也
。 '

旭毒谓之蜂
,

犹蝎毒谓之蚕也
。

《孟子
·

公孙丑 》篇有
`

纸霏焉齐士师
' 。 `

纸霏
'

即
`

纸蚕
' ,

犹春秋时郑大夫名公孙蚕也
, `

霏
'

与
`

蚕
'

同

声假借耳
。 ”

从文字发展来看
, “

蜂
”

或许是由
“

蚕
”

分化而来

的区别字
,

而
“

蛙
”

则作为
“

蚕
”

的异体字应用于早期

文献
,

当
“

蜂
”

产生并推广开来之后
, “

蛙
”

则专用于

指
“

霏
”

并最终取而代之
。

《大字典 》
、

《字海 》
“

蛙
”

字下
,

当添加读作
“

蜂
”

的音义
。

义

《大字典 》
、

《字海 》均收有
“

义
”

字
,

将其处理为
“

羲
”

的简化字
。

其实
,

这个字在古文献中即很常

用
,

但与
“

羲
”

无关
,

它实为
“

叉
”

之俗
,

《杂姐 》中的众

多用例鲜明的揭示了这个字的音与义

是其物返
,

觉曰
“

尔固窥我
,

我实野义
,

与尔有

绿
,

终不害汝
。 ”

卷十四 《诺阜记上 》 条

此树梵名有二 一 曰肩拨梨婆力义
,

二曰 阿湿

易啦婆力义
。

卷十八 《广动植 》之三 《木篇 》 条

门内之西
,

火目药义及北方天王甚奇猛
。

续集

卷六 《寺塔记下 》 条

各句中
“

义
”

字
,

显当为
“

叉
” ,

方南生校本即直

接校改为
“

叉
”

字
。

其他文献亦有极多用例
,

如 四

部丛刊景明翻宋书棚本刘熙 《释名 》卷三
“

植
,

义

也
,

五指俱性也
。 ”

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刘珍 《东

观汉记 》卷十七
“

武骑虎责恐惊马
,

引弓射之
,

不去

旎头
,

以戟义政
,

伤胸前
。

政涕泣求哀
。 ”

四部丛刊

三编景明如隐堂本杨街之 《洛阳伽蓝记 》卷五
“

隔

山岭有婆奸寺
,

夜义所造
,

僧徒八十人
,

云罗汉夜义

常来供养
。 ”

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宋李防 《太平御

览 》卷七百三十五
“

牛头复以铁义义着熬边
。 ”

明天

启四年刻本明冯梦龙 《警世通言 》卷四十
“

身穿着

重重铁甲
,

手提着利利钢义
,

头戴着金盔闪闪
。 ”

“

义
”

作为
“

叉
”

之俗体
,

在元李文仲 《字鉴 》卷二

平声下 已有载录
“

叉
,

初牙切
,

《说文 》手指相错也
,

从又象 之形
,

俗作义
。 ”

另外
“

义
”

还具有构字能力
,

如
“

钗
”

可作
“

敛
” ,

《杂姐 》卷十一 《广知 》第 条
“

金曾经在丘壕及

焉敛
、

搜器
,

陶隐居谓之辱金
,

不可合辣
。 ”

“

汉
”

可作
“

汉
” ,

《杂姐 》卷十 四 《诺阜记上 》

条
“

烦验马一渴海龙王
,

但言东海第三汉第七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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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国有难求救
。 ”

当前的俗文字研究
,

特别重视敦煌文献
、

历朝碑

刻等抄本
、

石刻材料
,

这些材料包含众多俗字
,

而且

很多都是未经后人校改的原始材料
,

因而比较可靠
,

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
。

相对来说
,

一些常见典籍的

传世刻本则很少有人关注
,

一般读者很少直接阅读

这些刻本
,

而校点者在整理古籍时又常将俗体字改

焉通用字
,

因而刻本中的诸多俗字被湮没
。

通过对

传世刻本的俗字研究
,

我们认为这些材料亦有其独

特价值
,

学界在重视抄本
、

石刻材料的同时
,

也应当

加强对传世刻本的俗字研究
,

这首先要求古籍整理

者应当通过某种方式将刻本中的俗字保留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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