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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冕宁县衙档案俗语词考释五则
杨小平ꎬ陈虹燕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ꎬ四川 南充 ６３７００９)

摘　 要:清代冕宁县衙档案开始时间早ꎬ时间跨度大ꎬ始于康熙三十一年ꎬ止于宣统三年ꎬ对清代当地汉、藏、彝等民族生活情

况有清晰记载ꎬ其中俗语词颇多ꎬ未受到语言学界重视ꎮ 冕宁县衙档案中出现的“殴衿”“搕”“团正”“原报”“着落”等五个俗

语词意思费解ꎮ 根据语境ꎬ结合传世文献ꎬ“殴衿”是“撕烂衣服”义ꎮ “搕”是“狠夺”义ꎮ “团正”是“地方基层单位的头目”
义ꎮ “原报”是“向司法机关提出诉讼的一方”义ꎮ “着落”是“落实诉讼问题解决者”义ꎮ 考证清楚这些俗语词的含义ꎬ消除冕

宁档案阅读障碍ꎬ补充辞书未收词条或义项ꎮ
关键词:清代ꎻ冕宁档案ꎻ俗语词ꎻ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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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冕宁县衙档案»(以下简称«冕宁档案»)
现存于四川省冕宁县档案馆ꎬ共计 ４０６ 卷ꎬ３０ ５３０
件ꎮ 时间上起康熙三十一年(１６９２ 年)ꎬ下迄 １９５０
年ꎮ[１]«冕宁档案»可分为四大类ꎬ分别是官府对外

发布的信息、各级官员之间往来的文书、民刑案件

相关的卷宗材料、地方政务的册籍等ꎬ涉及冕宁县

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风俗、宗教等方面ꎬ
内容充实ꎮ 这些档案真实反映了清代当地汉、藏、
彝等民族人民的生活情景ꎬ属于珍贵的一手文献ꎬ
在语言学、文字学、文献学、档案学、历史学、管理

学、法学等学科领域的价值不言而喻ꎮ

所谓俗词语就是俗的语词ꎬ与雅的语词相对ꎬ
双音词居多ꎬ复合构词的比例较大ꎬ字面普通而义

别ꎮ «冕宁档案»中的俗语词常常任意借用同音字

或音近字ꎬ容易望文生义ꎻ或者十分生僻ꎬ意思费

解ꎻ或者看似平常ꎬ容易误解ꎮ 现在学界对«冕宁档

案»的研究着重于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方面ꎬ实际

上«冕宁档案»真实记录了清代冕宁县各族人民生

活的情形ꎬ其中俗语词颇多ꎬ语言学、文字学方面缺

乏足够重视ꎮ 清代冕宁县衙档案中出现的“殴衿”
“搕”“团正” “原报” “着落”等五个俗语词ꎬ意义模

糊ꎬ需要仔细钻研ꎬ消除阅读障碍ꎬ进一步补充辞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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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殴衿

(１)«移四川宁远府冕宁县正堂李 为文生陈志

文具报为窝凶殴礻今ꎬ受伤莫测案烦请收审严究事»:
“为移交请烦讯究事ꎮ 本年九月二十七日ꎬ据文生

陈志文来讯ꎬ具报为窝凶殴礻今ꎬ受伤莫测ꎮ” («清代

冕宁司法档案全编第 ３４ 卷»２３－２９１－４１ꎬ同治元

年九月二十九日)
(２)«移四川宁远府冕宁县正堂李 为文生陈志

文具报为窝凶殴礻今受伤莫测案烦请收审严究事»:
“扯落发辫一绺ꎬ撕褴衣服三件ꎬ身受重伤可质ꎬ似
此纵犯殴礻今猖獗刁顽ꎮ”(«清代冕宁司法档案全编
第 ３４ 卷»２３－２９１－４１ꎬ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九日)

按:“殴礻今”一词ꎬ«汉语大词典»未收录ꎮ “殴”
在«汉语大词典» 释义为“击打”ꎮ[２]９４９０ “礻今” 应为

“衿”ꎬ“衤”错写为了“礻”ꎬ两个形旁字形十分接

近ꎬ这两旁形近而误ꎬ是清代写本、敦煌写本中常见

的错误ꎮ “衿”ꎬ «辞源 (第三版)»: “«说文» 作

‘衤金’ꎮ 同‘襟’ꎮ”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衣部»:
“衤金ꎬ交衽也ꎮ 从衣ꎬ金声ꎮ «释器»曰:‘衣皆谓之

襟’ꎮ” [４]３９０“衿”从衣部ꎬ意思与衣服有关ꎬ并且“衿”
同“襟”ꎮ 在«汉语大词典»中“衿”有“古代衣服的

交领”“衣的前幅ꎬ衣襟”等六个义项[２]１２５６１ꎮ 这些义

项大都与衣服有关ꎮ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
“衿”有三个义项ꎬ一是同“襟”ꎻ二是同“紟”ꎻ三是

“古代读书人穿的衣服”ꎮ[５]６７７三个义项都与“衣服”
有关ꎮ 结合例(２)句子的含义ꎬ我们推断“殴衿”的
意思应是“撕烂衣服”ꎮ

“殴衿”一词在清代及以后文献中也多有用例ꎮ
(１)(清)王先谦«东华续录(咸丰朝)»:“汪曜

奎在孟县任内ꎬ讯无侵吞捐项ꎬ在祥符县亦无门丁

殴衿 情 事ꎬ 惟 借 捐 银 两ꎬ 不 催 令 各 捐 生 开 报

职名ꎮ” [６]

(２)(清)江标«江标日记上»:“又叠据武生王

廷选、廪生张子桢等以收书殴衿、典史擅责、该县滥

刑等情呈控到院ꎮ” [７]７６

(３)彭志才、李博«‹同治光绪修水县民事诉状

汇编›研究»:“同治十一年职员张贻□、监生张廷圭

诉张秉三、张秉春等怒攻钉恨、殴衿迁骗案(含诉状

１ 份、批条 １ 份)ꎮ” [８]

例(３)虽是现代人编的ꎬ材料仍然是清代的ꎬ也
能够反映“殴衿”一词在清代的使用情况ꎮ

二、搕

(１)«告陈志才等挟仇夺收厂费、军雷ꎬ串害其

子郑显贵事»:“民儿理阻ꎬ伊恃衿串兵张兆文等ꎬ将
民儿责打ꎬ搜身抢银搕钱后送ꎮ”(«清代冕宁司法档

案全编第 ３４ 卷»２４－３０２－２４ꎬ同治元年十一月初

三日)
(２)«诉郑显贵窝藏野夷反捏控其等串弊搕抢

事»:“殊郑显贵逞刁狡诈ꎬ贿串郑瀛周ꎬ捏以串弊搕

抢情词呈控在案ꎮ” («清代冕宁司法档案全编第

３４ 卷»２４－３０２－２２ꎬ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３)«为诉宋杨氏服毒自杀及其夫宋玉龙借尸

诬搕事»:“为轻生服毒藉尸诬搕事ꎮ 情:本年三月ꎬ
民背脚出外遗妻曹氏ꎬ同十二岁幼女润润在家ꎮ”
(«清代冕宁司法档案全编第 ３４ 卷»２６－３３０－９１ꎬ
光绪十年又五月初三日)

按:“搕”一词费解ꎮ «汉语大词典»收录两义ꎮ
第一义是“敲击”ꎻ第二义是“通‘磕’”ꎮ[２]８７７６ «近代

汉语词典»仅收录一词“搕脑”ꎬ义同“磕脑”ꎮ[９]１０９６

«辞源(第三版)»收录义项之一为“敲击”ꎮ[３]１７０８«现
代汉语词典(第 ７ 版)»收录义项之一为:“东西向别

的物体上碰栅着的东西掉下来ꎮ” [５]７３６以上辞书释义

无法解释上述“搕”的含义ꎮ
«字 汇  手 部 »: “ 搕ꎮ 打 也ꎬ 击 也ꎮ 又 取

也ꎮ” [１０]４１０ « 正 字 通  手 部 »: “ 搕ꎬ 击 也ꎮ 又 取

也ꎮ” [１１]８５８“搕”在«字汇»«正字通»中的释义都有击

打、夺取的意思ꎮ 小野达哉«‹巴县档案›读书会研

讨词汇集»:“搕:狠夺ꎮ 同 １４５２３‘把小的用元押在

焦恒泰栈内ꎬ搕去钱六千八百文ꎮ’” [１２]例(１)中“抢
银”与“搕钱”并举ꎬ都为动宾式结构词语ꎬ“银”与

“钱”为近义词ꎬ“抢”与“搕”意义相近ꎬ可见“搕钱”
义为“狠夺抢钱”ꎮ 例(２) “搕抢”同义连用ꎬ义为

“狠夺抢劫”ꎮ “搕”义为“抢夺” “狠夺”符合«冕宁

档案»用例的意思ꎮ «汉语大词典»«近代汉语词典»
«辞源(第三版)»等辞书可增补新义ꎮ

“搕”义为“抢夺”“狠夺”在清代及以后文献中

也多有用例ꎮ
(１)(清)文棨«(同治)直隶绵州志»:“罗邑地

当冲要ꎬ差务殷繁ꎬ旧设保正三百余人ꎬ追呼搕索ꎬ
民不堪命ꎮ” [１３]

(２)(清)潘文舫«新增刑案汇览»:“川督奏:松
番营游击杨世昌藉端搕索一奸ꎮ” [１４]

(３)柳琅声«(民国)重修南川县志»:“本地无

赖或竟以拉夫搕钱ꎮ” [１５]

同时ꎬ“搕”在«汉语大词典»中“通‘磕’”的义

项ꎬ在«冕宁档案»中也有用例ꎮ
(１)«禀王长贵被夷民将伊毙命案郑显贵借尸

摊瓜磕索贫民钱财事»:“具禀:清乡七甲落石沟团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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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李正有、花户喜寿陈以刚等为借尸磕索与民何干

事泣思伊乡之事何得滩泒借尸磕诈ꎬ贫民受

害ꎬ为此禀乞ꎮ” («清代冕宁司法档案全编第 ３４
卷»２３－２９１－２６ꎬ同治元年九月□日)

(２)«为莫彦超具报其女莫双凤被刘玉堂刻嫌

凶毙事»:“川省侥风ꎬ动辄藉死搕诈ꎬ不遂ꎬ捏伤呈控ꎬ
且又前往滋闹ꎬ种种不法ꎬ实堪痛恨ꎬ候验明ꎬ传唤

到案讯究ꎬ以示惩戒ꎮ”(«清代冕宁司法档案全编
第 ３４ 卷»２９－３６５－４８ꎬ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例(１)用“磕”ꎬ例(２)用“搕”ꎬ明显同义ꎮ
“磕诈”在«汉语大词典»中判断为方言词ꎬ义为

“敲诈”ꎮ[２]１０６８８ “搕诈”在«汉语大词典» 中也义为

“敲诈”ꎮ[２]８７７６两词同义ꎬ“磕诈”出现时间早于“搕
诈”ꎬ证明“搕”通“磕”ꎮ

“磕诈”一词ꎬ«汉语大词典»收录ꎬ例证只有现

代作家沙汀的作品«还乡记»ꎬ时间滞后ꎮ “磕诈”义
为“敲诈”在清代文献中多有用例ꎬ可据此提前例证

时间ꎮ
(１)(清)李楷«(康熙)陕西通志»:“如或借端

磕诈ꎬ乘机抄抢ꎬ则当执法痛惩ꎮ” [１６]

(２)(清)吴养原«吴文节公遗集»:“黔中抢劫

之风ꎬ固当急治ꎬ即磕诈之风ꎬ尤当急惩ꎮ” [１７]

(３)(清)但湘良«湖南苗防屯考补编»:“遵照

出示晓谕ꎬ并严禁苗官藉契磕诈ꎬ有犯必惩ꎬ以除

积弊ꎮ” [１８]

“搕诈”一词ꎬ«汉语大词典»收录ꎬ例证只有现

代作家张秀热的作品«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回忆»ꎮ
该作品写于 １９５９ 年 ３ 月 ２８ 日[１９]１４３ꎮ 作者“张秀

热”误ꎬ当作“张秀熟”ꎮ “热”“熟”形近而误ꎮ 例证

时间也滞后ꎮ “搕诈”义为“敲诈”在清代文献中多

有用例ꎬ除清代冕宁档案外ꎬ也见于清代方志ꎮ 辞

书似也可据此提前例证时间ꎮ (清)陈其宽«(光绪)
续修安岳县志»:“莅沾益日ꎬ有上控前任戚属搕诈ꎬ
批公审讯ꎮ” [２０]

民国时期也有用例ꎮ 任可澄«(民国)贵州通

志»:“监卞则亲身检查ꎬ差役无搕诈之弊ꎮ” [２１]

三、团正

(１)«诉为陶满大殴毙子命事»:“原诉:孀妇邓

陈氏ꎮ 被诉:殴毙子命陶满大ꎬ主谋串害陶秀春、陶
长长、贾三三ꎬ见死不救蒋春四、蒋得荣ꎮ 干证ꎮ 着

落:地保、团正、甲长ꎮ”(«清代冕宁司法档案全编
第 ３４ 卷»２５－３１５－不详ꎬ同治七年三月十五日)

(２)«恳为悯恤孤孀格外超陶满大事»:“原恳:
孀妇陶贾氏ꎮ 被恳:氏子陶万发ꎮ 干证ꎮ 着落:地

保、团正、甲长ꎮ” («冕宁档案» ２５－３１５－不详ꎬ同治

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按:“团正”一词ꎬ«汉语大词典»未收录ꎮ “团”

在«汉语大词典»中有 １７ 个义项ꎬ第 １４ 个义项为

“古代地方行政单位名” [２]４０６７ꎮ «近代汉语词典»中
有 ８ 个义项ꎬ第 ４ 个义项为 “古代地方基层单位

名” [９]２１７８ꎮ 结合清代«冕宁档案»ꎬ“团”义应是地方

基层单位名ꎮ “正”在«汉语大词典»中有 ５１ 个义

项ꎬ第 ３２ 个义项为“泛指官长” [２]６７５９ꎮ «辞源»中有

１９ 个义项ꎬ第 １１ 个义项为 “长官” [３]２２７０ꎮ 仅仅据

此ꎬ我们还是未知“团正”的含义ꎮ 我们发现«冕宁

档案»中有“团头”一词ꎬ在«冕宁档案»中出现的位

置与“团正”相似ꎮ
(１)«告为兄徐昌荣被周兴盛父子谋害毙命

事»:“原告:民徐昌隆ꎬ毙命民兄徐昌荣ꎻ被告:无故

谋命周兴盛ꎬ同子周先才ꎮ 着落:地保、团头ꎮ”(«清
代冕宁司法档案全编第 ３４ 卷»２５－３２１－１７ꎬ光绪

七年正月初二日)
(２)«为告邹大老满掯物不与并将予妻杨氏揪

扭重伤毙命事»:“原告:民宋玉龙ꎬ毙命宋杨氏ꎻ被
告:朋殴毙命邹大老满ꎬ同子邹福喜ꎮ 着落:地保、
团头ꎮ”(«清代冕宁司法档案全编第 ３４ 卷» ２６－
３３０－８２ꎬ光绪十年闰五月初一日)

«汉语大词典»«近代汉语词典»«辞源»都有收

录“团头”一词ꎬ«汉语大词典»义为“地方里正的头

目ꎮ 也泛指头领”ꎮ[２]４０７０ «近代汉语词典»义为“头
领ꎬ头目”ꎮ[９]２１８０ «辞源»义为“地保”ꎮ[３]７９８ 结合“团
头”的含义ꎬ“团正” 应是一个官职名ꎬ类似于“团

头”ꎬ义为“地方基层单位的头目”ꎮ 清代设团总若

干名ꎬ受知县的直接领导ꎬ执掌辖区治安和民团组

织、征集、训练及经费摊派、筹备、开支等ꎬ兼理民事

纠纷和调解等事宜ꎮ 每一团总下设团正若干名ꎬ由
团总向知县推荐委任ꎬ受团总直接领导ꎬ管百姓五

百户至千余户不等ꎬ任期不定ꎮ 每一团正下设保正

若干名ꎬ由团正向团总推荐委任ꎬ管百姓约一百户ꎬ
称百户长ꎮ

«冕宁档案»中除了用“团正” “团头”外ꎬ还常

用“团首”ꎮ
(１)«为恳免验已死吾子周六斤甘愿领尸事»:

“原恳:民周沛洪、周沛盛ꎻ被恳:施恩免验已死民子

周六斤ꎮ 干证ꎮ 着落:地保、团首、甲长ꎮ”(«清代冕

宁司法档案全编第 ３４ 卷»２７－３４５－５９ꎬ光绪四年

四月二十一日)
(２)«告李老二夫妇刻薄谋毙其侄女事»:“原

告:民陈文义、陈文友ꎬ毙命李陈氏ꎻ被告:刻嫌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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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二夫妇ꎮ 干证ꎮ 着落:地保、团首、甲长ꎮ”(«清
代冕宁司法档案全编第 ３４ 卷»２９－３６７－２０ꎬ光绪

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按:“团首”一词ꎬ«汉语大词典»也未收录ꎮ “团

首”在«冕宁档案»中出现的位置与“团正”相同ꎮ
“首”在«汉语大词典»中第 ２ 个义项为“君长ꎻ首
领” [２]１７４６７ꎮ “团首”意思应与“团正”一样ꎬ都为“地
方基层单位的头目”ꎮ

“团正”在清代及以后文献中也常用ꎮ
(１)(清)崇俊«(光绪)增修仁怀厅志»:“询知

三里保甲废弛ꎬ即札饬地方ꎬ约客保举公正绅粮充

当团正、团副ꎬ先行验看ꎬ始行札委ꎮ 又于团正中择

其尤者充当团总ꎬ以为统率ꎮ” [２２]

(２)范筑先«(民国)续修临沂县志»:“赵鸿勲ꎬ
北桥里村人ꎻ张克敏ꎬ三义口人ꎻ王荣吉ꎬ耿家墩人ꎻ
董秉文ꎬ陡沟保人ꎻ周丕盛ꎬ城子河人ꎻ庄元安ꎬ庄家

村人ꎻ张汝梅ꎬ层山人ꎮ 以上七名均民团团正ꎮ” [２３]

(３)刘荣昌«(民国)沾化县志»:“保卫团一处ꎬ
共团正二十五名ꎬ团佐三十名ꎬ团丁六百五十名ꎬ有
土枪一千三百七十六枝ꎬ快枪八十五枝ꎮ” [２４]

据此ꎬ«汉语大词典» «近代汉语词典» «现代汉

语词典(第七版)»等辞书可增补“团正”“团首”ꎮ

四、原报

(１)«移四川宁远府冕宁县正堂李 为文生陈志

文具报为窝凶殴衿受伤莫测案烦请收审严究事»:
“原报:陈志文ꎮ 被报:小和尚、马老三、郑显贵、陈
志龙ꎮ”(«清代冕宁司法档案全编第 ３４ 卷» ２３－
２９１－４１ꎬ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九日)

(２)«为禀明邓文富所报李家湾不知何时何人

将一无名男子砍伤身死事»:“原报:地保周沛广ꎬ团
首邓文富ꎮ 被报:黑夜砍毙无名凶犯ꎮ”(«清代冕宁

司法档案全编第 ３４ 卷»２９－３６７－２７ꎬ光绪二年四

月十四日)
(３)«呈开原报乔光明、被报毛老四、陈和尚、李

和尚等点名单»:“原报:乔光明ꎮ 被报:套请谋命毛

老四ꎬ支请李和尚ꎬ串害陈和尚ꎬ投知着落陈保长ꎮ”
(«清代冕宁司法档案全编第 ３４ 卷»２７－３３９－４５ꎬ
光绪八年四月十七日)

按:“原报”一词ꎬ«汉语大词典»未收录ꎮ “报”
在«汉语大词典»中第 １ 个义项是“根据犯罪者罪行

的轻重大小ꎬ依法判处相应的刑罚”ꎮ 第 １０ 个义项

是“泛称报告ꎻ告知”ꎮ[２]２８９８ «红楼梦»第九十二回:
“如今坊里知道了ꎬ要报官ꎮ 他急了ꎬ央我来求奶奶

说个人情ꎬ他再过来给奶奶磕头ꎮ” [２５]７０１«红楼梦»中

“报官”即“(某人将某事)告发官府”ꎬ据此我们认

为“原报”中的“报”也是此义ꎬ即“告发”ꎮ «冕宁档

案»第 ３４ 卷为刑事编ꎬ其中多为卷宗材料ꎬ“原报”
出现的位置与“原告”相同ꎬ“原报”与“原告”意思

相近ꎬ义为“向司法机关提出诉讼的一方”ꎮ
(１)«告陈志才等挟仇夺收厂费、军雷ꎬ串害其

子郑显贵事»:“原告:民郑家顺ꎮ 抱告:郑云周ꎮ 被

告:挟仇夺收恃衿串害劣生陈志才、伊叔陈德玙ꎮ”
(«清代冕宁司法档案全编第 ３４ 卷»２４－３０２－２４ꎬ
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三日)

(２)«为武生陈志才具控郑显贵逞凶刁凶害一

案将票内有名人证逐一唤齐依限随票赴县事»:“计
唤被告:逞刁凶害团头郑显贵ꎬ伊子郑喜喜串弊纵

害陈志隆ꎮ 词外:小和尚ꎮ 着落:魏保长ꎮ 原告:陈
志才ꎮ”(«清代冕宁司法档案全编第 ３４ 卷» ２３－
２９２－５２ꎬ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二日)

(３)«刑房呈开原告邓文彪、被告陶满大、陶穆

氏等点名单»:“原告:邓文彪ꎮ 被告:拦路课命陶满

大ꎮ”(«清代冕宁司法档案全编第 ３４ 卷»７－８５－
２ꎬ同治七年三月十五日)

«冕宁档案»中不仅用“原报”表示“原告”ꎬ类
似之处的还有“原诉”“原禀”ꎬ受诉讼文种的影响而

采用不同的表达ꎮ 诉状称“原诉”ꎬ禀文称“原禀”ꎮ
(１)«诉郑显贵窝藏野夷反捏控其等串弊搕抢

事»:“原诉:讯兵张兆文、张大荣、王占魁等ꎮ 被诉:
捏词诬控郑显贵ꎮ” («清代冕宁司法档案全编第

３４ 卷»２４－３０２－２２ꎬ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２)«诉为陶满大殴毙子命事»:“原诉:孀妇邓

陈氏ꎮ 被诉:殴毙子命陶满大ꎬ主谋串害陶秀春、陶
长长、贾三三ꎮ” («清代冕宁司法档案全编第 ３４
卷»２５－３１５－不详ꎬ同治七年三月十五日)

(３)«为禀明无名男子被砍身死事»:“原禀:地
保周沛广ꎬ团首邓文福ꎮ 被禀:无名凶犯ꎮ” («清代

冕宁司法档案全编第 ３４ 卷»２９－３６５－５０ꎬ光绪二

年四月十九日)
(４)«禀为刘选请报称其弟刘选义被张铁匠即

张崇禄持矛戳伤吾等前往果见刘选义受伤次日伤

重身死事»:“原禀:团首李光荣ꎮ 被禀:持刀行凶张

铁匠ꎬ招主邹得超ꎮ”(«清代冕宁司法档案全编第

３４ 卷»２８－３５０－７ꎬ光绪四年正月初六日)
“原报”除在«冕宁档案»中多用ꎬ在清代其他档

案文献中也多有用例:
(１)«乾隆三十六年仁里七甲白天奇具禀三妹

身死不明案»:“原报:白天奇ꎮ 干证:刘泽成、余赞

宸ꎮ 照出:白汉章、杨氏ꎮ 被禀:余广学、余如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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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县档案ꎬ乾隆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２６]３５

(２)«大理民间契约文书辑录»:“原报:李四ꎮ
被报:吴玉金、吴顺林、吴阿春、吴阿贵、吴阿跃ꎮ”
(辛酉年六月二十九日) [２７]２９３

五、着落

(１)«告陈志才等挟仇夺收厂费、军需ꎬ串害其

子郑显贵事»:“干证:串弊搕抢兵丁张兆文、张大

荣、王占魁ꎮ 词外、照出过付散团:李正有ꎮ 照出话

证过付原差:陈云ꎮ 着落:首人等ꎮ”(«冕宁档案»２４
－３０２－２４ꎬ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三日)

(２)«告郑显贵等逞刁凶害其事»:“干证:词外

小和尚ꎮ 着落魏保长ꎮ” («冕宁档案» ２４－３０２－２５ꎬ
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三日)

(３)«诉郑显贵窝藏野夷反捏控其等串弊搕抢

事»:“干证:着落地保、头人等ꎮ” («冕宁档案» ２４－
３０２－２２ꎬ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４)«为报明其父曾开明被无名匪人凶毙人尸两

无事»:“被报:无名匪人等ꎮ 着落:姜千户耆宿等ꎮ”
(«冕宁档案»２４－３０１－３０ꎬ同治二年四月初二日)

(５)«告姚永聚威逼致其孙服毒毙命事»:“被
告:诈害威逼姚永聚ꎬ串弊汪与顺ꎮ 着落:西冕地保

首人等ꎮ 干证:词外拖救胡长生ꎮ”(«冕宁档案»２４－
３０１－６８ꎬ同治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６)«诉为陶满大殴毙子命事»:“原诉:孀妇邓陈

氏ꎮ 被诉:殴毙子命陶满大ꎬ主谋串害:陶秀春、陶长

长、贾三三ꎮ 见死不救:蒋春四、蒋得荣ꎮ 干证ꎮ 着

落:地保、团正、甲长ꎮ”(«清代冕宁司法档案全编
第 ３４ 卷»２５－３１５－不详ꎬ同治七年三月十五日)

(７)«恳为悯恤孤孀格外超释陶满大事»:“原
恳:孀妇陶贾氏ꎮ 被恳:氏子陶万发ꎮ 干证ꎮ 着落:
地保、团正、甲长ꎮ” («冕宁档案» ２５－３１５－不详ꎬ同

治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８)«为姜文富具禀游勇戳伤无名过客身死一

案差役严缉无名游勇务获随票赴县以凭讯究事»:
“着落:客保、团首、耆宿ꎮ” («冕宁档案» ２４－３０８－
１５ꎬ同治八年五月初一日)

(９)«为禀明邓文富所报李家湾不知何时何人

将一无名男子砍伤身死事»:“原报:地保周沛广ꎬ团首

邓文富ꎮ 被报:黑夜砍毙无名凶犯ꎬ着落:首人等ꎮ”
(«冕宁档案»２９－３６７－２７ꎬ光绪二年四月十四日)

按:“着落” 一词费解ꎮ «汉语大词典» 中 “着

落”有“下落”“安排ꎻ安置”“归宿”“确实的根据ꎻ可
靠的来源”“责成ꎻ归属ꎮ 指定某人或某机构负责办

好某件事”等五个义项[２]１２６８８ꎮ «辞源»只有一个义

项为“下落ꎬ归宿” [３]３５１７ꎮ 这些义项都不能合理解释

«冕宁档案»中“着落”的意义ꎮ 在«冕宁档案»中ꎬ
“着落”与“原报”“被报”“干证”等诉状中的称呼名

并排ꎮ 张晓蓓«清代冕宁诉状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的纠纷解决机制»中提到“状式之下有:原告、被告、
干证、着落(地保、团正、百户)” [２８]ꎮ 可见“着落”在
«冕宁档案»中类似于称呼名ꎮ “地保”在«汉语大词

典»释义为“清代及民国初年地方上替官府办差的

人ꎮ 大约相当于秦、汉时的亭长ꎬ隋、唐的里正ꎬ宋
的保正” [２]２７７０ꎮ “团正”与“地保” “百户”等官名并

列ꎬ义为“地方基层单位的头目”ꎮ “百户”ꎬ«汉语大

词典»释义为“官名” [２]１１３７９ꎮ “着落”一词后的“首
人”ꎬ«汉语大词典»释义为“出首告发的人” [２]１１３７９ꎬ
“耆宿”ꎬ «汉语大词典» 释义为 “年高有德者之

称” [２]１１７９７ꎮ «冕宁档案»中“着落”下的名称ꎬ大多是

官职名或德高望重者ꎮ “着落”应是“落实诉讼问题

解决者”ꎬ让诉讼问题的解决有着落ꎮ
由此ꎬ«汉语大词典» «近代汉语词典» «辞源

(第三版)»等辞书可增补“着落”新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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