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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f些j字的形音問題

羅忱烈

先泰兩澳古書攘的本字(正字) ，很多已被南北朝以來接行的俗字所瑕代，間而在

字形和字背上產裝不少問題。〈要辭﹒招魂〉旬東聲調f些」芋，便是一盤突出的顯例。

吉無f些J芋， (招魂〉的作者鹿原或宋去當然本懂得這樣寫，就是編注〈聽辭黨勾〉

的東漢人王j盒，悲愴也不像今本這樣寫的。「學j竿何詩出現，不屬確知。在現存的古

代字替中，最先見於欒籲野主〈三五篇﹒此音)} : 

差，息、計切。 位也，辭也。又恩嘗弱。

發世字瞥，如唐釋玄皇黨〈一切經管護黨〉、東徐室主〈說女解竿﹒蒙哥時〉、陳彭年等〈童在宋廣

韻〉、 γ度等〈集韻}、可馬先等{類篇} ，以至明清三字典，都有這餾芋，作為正竿看

待。

接〈爾雅，釋詰} : 1茲、斯、咨、倍、日，批也 o JJ裝警郭噗注: 1告、已皆方俗

。 j唐初時館、明〈經典釋文﹒爾雅音義〉云:

告，子爾反，或子移反;那〔璞〕督些。接〈廣雅} : 1糕，辭啦。 J聽話晨，文息

賀反。謂諾餘聲也。

郭璞及〈學實難〉撰入北魏張揖鄭先於〈玉篇) ，再屬爾在暫時期，可晃f控j字是這時期才

胎魂的。

但這個f控j字是怎樣來的?請1-\;1:J前考據之學不發達，大家都不知其所以然。到

了乾、嘉澳學興盛的時{侯，讓大昕〈潛研堂文黨〉者十一「問答人j樣說:

問: (說文〉哥111錯j為巔，未審其義。

日: <釋詰〉的與茲、斯、路、日，並哥"為鈍，皆語繩之諦。{要辭﹒招魂〉些

字，那佔二三典文。許君tJ佔為的背字，品癌站組字，而1:J最為建控字。大徐不

知控即搶走俗，問別補峙字，誰也。

議氏以f控j為「有tj的俗字、「倍j之典文。所謂典文，主會盟、也指俗字。{設[柴j與f些J竿

形嘉興很大，不易錯寫 o í位j與f些」則牢形招缸，容易筆誤。與其說是「協j的佫體，

毋寧說是「的j的俗亭。劉樹玉〈說文新蹄考}至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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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黨) : í峰，想、計切。此瓏，辭也。艾息髓坊。 J(集韻〉去聲三至十八f些皆打

: í昭菌切。昆〈建辭}。或從諒。 j按〈釋站} : í豆豆、黨芳、站、己， 1屁也。 J

注: í告、巳皆方俗真諦。J(釋艾〉云: í苗，郭普些。 J 學 I(釁雖}í瑩，辭

也J 0 息，計皮，又蘇黨反。講話餘聲色。蟬此，則些乃站立俗鶴。

王玉樹〈說文拈字卜聽據〈爾雅〉郭注及〈釋文} ，肯定f控」荒「告J的搭字，其說與組樹

玉詞。

至於為革麼提f甘j字弄成「些j竿，鄭學〈說文新附考}說:

〈槃韻〉盤、位同于目， : í兒〈鷺辭〉。或從口。 J禽識古字，祇依俗以些露正

艾爾。室主由隸變，省口作二三;或由草響，口 i胡平。據間正寫成漿。

無論自抉聽聽或單擂，基本上都是錯誤的，故畫畫大昭〈說文新稽新附考證}說: í些，

當用告，傅寫藹為二 o J 
{說文﹒日部} : í站，苛啦。在全日，此擊。 J讀將此切，諧此聲。最先紙有一音，

「些j後才有調脅。〈釋文〉是f息計反，文怠黨反J ; (三位篇〉至是「息封切，艾麗笛
切J ;源出〈切韻〉的〈廣韻〉是f墊，楚語辭。蘇錯切，又督抽J 0 可知構在朝時學者雖

然愛在字音上f裝滋兮別J '導致後世一個字觀主體讀脅的惜現非常普誦，但還個〈驚

辭)í些j字的安裝可以讀「息針切J '不是非f豪華當切j不可。

委委[些j半只讀蘇篩姆，見唐六臣〈文選}住(組卒菁、在無此膏，當出五監控)。宋代

初年善生懿牽語整理〈說文〉時，在írltJ都接附加了「些j芋，住說:

些，語辭也，昆〈題辭}ob人此、以立。其聲未諱。蘇笛切。

這個新聞字被接大昕指為阿拉在J(見上文) ，是另一回事，但祇鐘f蘇笛切j一定由來已

久，幸言鎧才在三字書畫題進樣注音。聖於蔑甚體要進樣議， l)J此聲j或「之聲J都不對，不

會於六覆蓋的原則，無可解釋，故去f其聽未詳J 0 熱浦卻有人為之強解，宋說括〈夢溪

筆談〉說:

〈聽辭﹒招魂〉旬尾皆曰「控J '蘇簡反。今變、 1峽、讀書、湖及南北IT療人，九禁

現勾聽皆稱f些J ·乃斃人聲俗，那梵諾「種帶訶J位。隨音桑葛皮· Jl轉無可夜，

詞龍去聲。三三牢合宮之，即「些j字位。(卷三〈辯護一))

還個解釋很不科學:今天的撩人如此，是亨、可以證明是千年以上島f聽人幫俗J? 當年的

聲語和梵語又有甚聽聽係?如果此說鐘書實，葬禮〈要堅辭﹒大招〉旬尾皆由「只J ·難道也

讓[蔥簡反j嗎?沈括所去，其實是不通之論。總之，在本明f些j竿的東龍去聽之前，

眾口一辭讀「蘇輯切J好了，連勝代古音專家陳游的{脂宋吉普義}混不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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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郝懿行〈爾雅義疏〉說:

告者， {說文〉云: I苛也。 J......又通作「些J ' {一切經音義〉三及六並云: I皆

古文些做二形。 J{釋文} : I告，郭音些。」亨!{廣雅〉云: I些，辭也。」是郭以

些為告，蓋本〈楚辭〉。或讀些為蘇筒切，非矣!

又清人徐顯〈說文解字注簧〉說:

〈廣雅} : I些，詞也。」曹憲音先計反。〈楚辭﹒招魂〉用此字，與〈詩》之斯字同

義。〈爾雅} : I斯、侶，此也。」叉〈釋丈〉云: I告，郭音些。......息計反，又

息賀反。謂語餘聲也。」是甘字兼有些音。〈集韻〉云: I些，或作甘。」些即告

之誦也。告字以此為聾，則當以息計切為正音，息、笛為變音矣。

郝氏以「些」讀「蘇笛切」為非是，徐氏以讀「息計切」為正音，理由很簡單，因為「甘」、

「些」是同一個字，分別只在於正俗而已，讀音並無不同。正字「甘」既讀息計切，俗字

「些」也當讀如此。

〈詩〉的聲詞「兮」字用得最多， {楚辭〉亦然，他如「之」、「也J (古音余爾切卜

「矣」、「吐」、「而」、「只」、「思」等，都是讀音相近的。〈踅辭〉聲詞源出於〈詩) ，用

「兮」、「之」、「只」、「些J 0 I些」與「甘」同，讀息計切則彼此音近，若讀蘇筒切就相差

太遠了。再說， {大招〉是模的〈招魂〉白雪，思想內容和結構佈局相似，所用聲詞不可能

相差太遠。〈大招〉用「只J ' {招魂〉的「些_J讀息計切是合理的。清毛際盛〈說文新附通

義〉說: I{爾雅音義} : r告，郭昔些。』或云些與只同。」審如是，則〈招魂〉和〈大招〉

的旬尾聲詞更契合了。

總括來說， (建辭﹒招魂〉旬尾聲詞，從學術立場看本來是「甘J '讀息計切(今昔

將此切) ;從通俗立場看，其字作「些J '讀蘇筒切，已經牢不可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