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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 《西游记》 中的
“

柱科
,

罗晓燕

(四川师范大学 基础部
,

四川 成都 6 10 1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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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载文认为 《西游记》 中的
“
柱料

”

当为
“

柱科
” ,

本文认为原文不误
。

柱料 ; 柱科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6 7 3 一 1 5 5 3 (2 00 6 ) 0 1 一 0 0 2 7 一 0 2

《中国语文》 2 0 05 年第 6 期载周志锋 《 <西

游记 >
“

柱料
”

当为
“

柱科
”

》 一文
,

认为人民

文学出版社 19 80 年版 ((西游记》 第三十四回
“

老

魔一见
,

认得是行者
,

满面欢喜道
: `

是他 ! 是

他 ! 把他 长 长 的绳儿拴在柱 科上 耍子
”

中的
“ `

柱料
’

当为
`

柱科 ”
, 、 “ `

料
’

与
`

科
’

形近致误
” 。

并且说
: “

其实
,

《西游记》 原文

有误
,

四川文艺版
、

《明清小说辞典》
、

《西游

记辞典 》 据误字为训
,

误上 加误 ; 《汉语大词

典 》
、

《汉语大字典 》 以误字 为证
,

义例相

左
。 ”

看来问题是 比较严重的
。

从校勘学上看
,

作者使用 了三种方法来支持上述观点
。

一是对

校
: 上海古籍

、

中华书局和世德堂本等版本中均

作
“

柱科
” ; 二是本校

: 《西游记》 第二十三 回

有
“

柱科
” ; 三是他校

: 《隋史遗文 》 和现代江

苏方言有
“

柱科 (或柱棵
、

柱案 )
” 。

言之凿

凿
,

似不由人不信
。

但是我们认为未必如此
,

主

要有两个方面 的理 由
:
一 是现代汉语方言中有

“

柱料
”

的说法 ; 二是
“

柱料
”

有其成词 的理

据
。

据笔者调 查
,

在四川部分地区
,

主要是巴

中
、

南江
、

广元等川北地 区广泛使用 这样的俗

语
:

( l) 提起柱料让嗓墩 (比喻作出最大的让

步 )
。

( 2) (你说 的对 ? ) 柱料对嗓磁 (利用
“

对
”

的一词多义委婉批评别人的错误 )
。

上 两例中都是
“

柱科
”

和
“

碟磁
”

成对 出

现
。 “

碟磁
”

是柱下石墩
,

从川北民房的结构来

看
,

与
“

嗓磁
”

相
“

对
”

的是房柱
,

所以这两句

俗语中的
“

柱料
”

无疑指柱子
。

俗语不是一朝一夕

形成的
,

川北方言中现存的
“

柱料
”

的说法应该也

不是在 《西游记》 之后才产生的
。

除俗语外
,

日常

生活 中
,

下面这样的说法是经常可以听到的
:

( 3) 他修的房子是长三间二头转的
,

总共有

六根柱

( 4 ) 你再不听话
,

老子把你绑在柱料上打
。

从上两例 中
“

柱料
”

与量 词
“

根
”

和 动词
“

绑
”

(而不是
“

吊
”

) 所发生的语义联系来看
,

“

柱料
”

也指
“

柱子
” 。

从这些实际的用例可以看

出
, “

柱料
”

现在依然是川北方言中活生生 的词

语
。

由此可见
,

方言中的确有把
“

柱子
”

说成
“

柱

料
”

的
。

除川北外
,

四川不少地方把
“

柱子
”

说成
“

柱头
” ,

这个
“

头
”

可能是词尾
,

跟
“

石头
”

中

的
“

头
”

一样
。

结合川北的读音来看
,

还有一种可

能
,

那就是
“

头
”

是
“

料
”

的音转
,

因为两个字在

发音上只是送气与不送气的区别
,

事实上现在普通

话中的不送音
,

在四川部分地区读成送气音 (而不

是相反 )
。

从另一方面来说
, “

头
”

与
“

科
”

的读

音相去甚远
。

原文仅以江苏方言中有
“

柱科
”

的说

法
,

就认为
“

柱料
”

为
“

柱科
”

之误
,

而忽视了方

言的复杂性
,

这正应了学界的古训
“

说有易
,

说无

难
” 。

原文举四川文艺出版社 19 87 年版 ((西游记》

注
: “

柱 料 ( d加 斗 )

— 我国传统木结构建筑中

的一种支承构件
,

处于柱顶
、

额仿和屋顶之间
。 ”

这样注释
“

柱料
”

确有问题
,

因为原文是老魔要把

孙悟空
“

拴在柱料上耍子
” ,

且下文有
:

行者仍站在跟前
,

要偷他宝贝
,

真个甚有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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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
走上厅

,

对那怪扯个腿子道
: “

大王
,

你看那

孙行者拴在柱上
,

左右爬磋
,

磨坏那根金绳
,

得一

根粗壮些的绳子换将下来才好
。 ”

可见
“

柱料
”

就是
“

柱
”

的意思 (如果不是
“

拴
”

而是
“

吊
” ,

又当别论 )
,

但恐不是
“

据误

字为训
” 。

《汉语大词典》
“

料
” : “

屋柱上的方

形木块
。

斗料的部件
。 ” “

料拱
” : “

斗料
。

我国

传统木结构建筑中的一种支承构件
,

主要由斗形木

块和弓形肘木纵横交错层叠构成
” 。

可见 四川文艺

出版社 1 9 8 7 年版 《西游记》 的注者错把
“

料拱
”

当成
“

柱料
”

了
。

这个误注就更使上文作者坚信
“

柱料
”

当为
“

柱科
” 。

俗话说
“

舵不离秤
,

秤不离陀
” , “

柱
”

和
“

料
”

的关系犹如
“

秤
”

与
“

花
” 。 “

柱
”

是
“

柱

子
”

的意思
, “

料
”

是
“

屋柱上的方形木块
” ,

由

于作为客观事物它们密不可分
,

所 以在语言中
“

柱
”

和
“

料
”

连缀成词是很自然的事情
。

为什么
“

柱料
”

只有
“

柱
”

的意思了呢 ? 很显然
,

这是语

义重心倾斜的结果
,

与
“

国家
” 、 “

动静
”

等一样

成了偏义复词
。

这一点在川北方言中的读音上反映

出来—
“

柱料
”

的
“

料
”

读作轻声
,

整个词读作

i t 尽u , , ’ t o u `

l
。

不仅是四川方言如此
。

笔者有一

位朋友是湖南永兴人
,

他的家乡话把柱子说成

{切214 t们
,

我想也应该记作
“

柱料
” ,

只不过

比川北方言中的
“

料
”

读音更加弱化了而已
。

即使

不是
“

柱料
” ,

也绝不可能是
“

柱科
” ,

这至少可

以说明
:
与

“

柱子
”

对应的方言词并非只有
“

柱

科
” 。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
:
为什么同一版本的 《西游

记》 二十三 回作
“

柱科
” ,

而三十 四 回作
“

柱

料
” 。

按照一般的情况来推断
,

其中必有一处是错

误的
,

更何况
“

料
”

和
“

科
”

形近
。

所以有
“

形近

致误
”

之嫌
。

但是
, “

料
”

与
“

科
”

形近未必不是

一种巧合
,

即是说
, “

柱料
”

与
“

柱科
”

完全可以

在汉语 (包括各方言 ) 中共时存在的
。

我们从积极

的角度来看
,

这正反映了作者接触社会的广泛和语

言词汇的丰富
。

就以
“

柱子
”

为例
,

作者除用
“

柱

料
” 、 “

柱科
”

而外
,

常用
“

柱
”

和
“

柱子
” ,

又

根据柱子的位置和功能不同
,

有
“

敞厅柱
” 、 “

檐

柱
”

(其中又分
“

前檐柱
”

和
“

后檐柱
”

) 等 ; 现

代汉语方言对柱子的称法也不一而足
,

比如东北和

河北昌黎等地称
“

柱脚
” 。

由此可见
, “

柱科
”

和
“

柱科
”

在一部著作中同现是完全可能的
。

据此
,

笔者认为
, “

柱料
”

一词客观存在
,

《西游记》 原文不误 ; 《明清小说辞典》
、

《西游

记辞典》 并非据误字为训 ; 《汉语大词典》 和 《汉

语大字典》
“

料
”

字条举
“

把他长长的绳儿拴在柱

料上耍子
”

例更非
“

以误字为证
,

义例相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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