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媳婦」考源

張民權

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

今語媳婦者，大致起稱於宋金之峙。考漢魏六朝乃至情唐子史百家，皆

「新婦J '今鄉音吾諸如蘇(吳方言驅)新聞粵客讀1ï言，凡莒稱于婦或某人妻子者皆為

「幸存婦J 1 。又媳婦本作「息婦卜《說文》、《廣鵲》、《集益最》、《禮部韻略〉及金人韓蘊昭

Oî膏藥撮》皆不載 r~意j 字，如「韓、j 字為後起槍字。

「新婦J 與「息婦j 之蹺，宋人即有辨。如玉帶距〈種史》、吳瞥《能改齋漫錄:> '龍之

〈昂氏春秋》和〈戰屬第〉即有?新婦J 一誨。 2 倍三三番均未能深垮。清朝費生著《義府:> ' 

又辦之，立全云: r漢以還 3 呼子婦謂新婦 o J 3 飽的未經考其據說。今績考如下。

先從古代女子贖嫁說起。

古者女子未據稱「女J 議稱「子J '婚緣莖夫家接則通稱為「婦J 0 此考之《詩》

分切可見。《關體》詩?窮窕觀女，君子好癌J ' (對有死黨〉詩: r有女樓春，古士誘

之卜《靜女》詩 f靜女其妹，俟我按城隅J '此皆未據之女子 e 繪色咒》詩?之于于歸，宜

其三軍家卜《燕燕》詩 f之子于歸多達送其野卜《東山》詩「之子于齡 3 蠱駁其馬J '凡此

「之子J 雖蟑騁{旦的在娘家。至於〈濟風﹒敵特》陳子轉1上，其的日配，陳子j文姜雖

1 I新婦J 一詞在東南沿海省區一雙方玄恆的使用，好參閱如下污言調查著作:

吳Jj盲:藥祥苓《蘇州方玄志〉的82-383 '江蘇教育出版社的艙。聞方言:周長機《廈門方言論典}P25 要

江蘇教育tI:l版社雪 1993.9 '為軍奇《海外l方言研究)P238 '縱橫出版社1996.12 '修訂本。客家方會:癡多是

珍、鄧業發《軍事家方官}P199 '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12 。輩輩方言:熊正輝《商品方至于為典.)P199 '江蘇教

育出版社1995.5 。李如龍、張雙慶主編《客諸方苦苦論直至報告}P342.慶門大學出版社， 1992.1等等 e 另外多

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方吉訶陸.) (第二版)烈的亦載有蘇州、溫州、商品、梅縣、廣州、陽江、廈門、

潮州‘稽州、蓋章廠等十處方言點(總婦j 宮稱「新綠J 0 筆者教學之餘，警告就此濟發過來自這些省隘的老

鯨和學生 3 所育管如此。

2 兒王海昆《譽史.) (上海香菇， 1990年， 1版) ，中譽， í新婦J條真25 :吳瞥《能改齋漫錄.) (上海古籍出版

杖， 1979年，新1版) ，卷玄， r息婦新綠j練，真 109-110 0

3 咒發生機、童安承者合按《字詰義府合按.) (中禁毒害綺麗在校本， 1984年， 1版) , r新婦j條，頁 17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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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於魯組合墊 f控以娘家稱之的為「子J 0 有時以「女子j 並稱， (~臨風﹒泉水) 1女子有“行，

聾父母兄弟J ' (鸝廟，載驅)1女子著壤，亦各有行J '詩中「女子j 皆謂許穆夫人，雖

旦出嫁，但追控告 e或較混一股女子欲婚也據那首之。 f有行j 指女子出嫁。鄭氏零藍《泉

水》詩寄: r~寺，道也。婦人有1起嫁之議，讓對親纜。 J 至於「子j 可否期為婚嫁之女，

樹料不是，難以考定。

婦三字軍〈說文) 1說女持帶描掃也J ' 1帝H毒操持家務之象鑽。〈衛風﹒氓〉詩「三產益

為婦 9 靡擎勞矣。 Jl吃苦詩中女子據典「氓H吉賽2年。鄭氏鐘云: 1有舅姑日婦。 J (合

羊傳﹒權公立十五年) : I其輯錯何 s 有姑之辭啦。 J {1E轉﹒囊合二年) : r婦養結者

宜。 J !tt皆就女子在三起草草職合而膏。《臨風﹒東ÙJ)三章: r鸝鴨子單，婦難于室。摺掃

?我缸聿竄。 j 此 f婦j 為妻子。至於《蝴凰﹒七月》一輩: ["向我婦子，髓誼商敵，

由曉慶至薯。 J 此 f婦子J 是「妻子與兒女J 之意。可見「婦j 與「女J 之鹿原!非常清覽。

女子婚後以「新婦j稱之，起研僅主新嫁而哀。人們呼之既久便約定俗成，隔成海

嬉復女子之連稿。但 f新姆j 一詞本兒於〈詩麓)<左轉》等上古文獻。可能與漢諮詢譯形

態發展有關，上古龍語以單音館調為主，後漸漸向雙音節調發展。戰國後， r新婦」一

詞閱蛤最生，最單兒於〈戰國黨》和《居民春秩) 0 !比錄《戰國策》之文如下:

衛人組新姆，掃一t車，問: 1駱馬，誰馬也? J 御曰: I惜之 o J 新婦諧樸曰: I揹

騁，無當殼。 H事至門，扶，教送母: 1擴瞥，將央火。」入室晃間多曰: 1徙之

攝下，妨往來者。 J 主人笑之。(老番五十二〈宋衛策盯著奇人組新婦j

此「新婦J含有新娶之婦之意。即我們梅吉 f新娘子J 0 (島民春秩》中「新婦j亦如此

意。 4

漢以後， 1新婦J一姆的內通已經轉化。它不僅主新嫁孺苔，更以某人之妻害之，

復潛漸成為播往年背女子的特定稱諦。故園稱、人稱、巴稱皆可。 灑藤富起《風俗過〉卷

九科主持﹒世間多有精鞠妖罷官舖) : 1乃亭商北八軍吳民新婦新亡。 J此為某人之耍。

又: I樓上新姆，主是虛ii!.龍! J 此又為婚後年青女子之過稱。于等著《古詩為焦仲卿妻千字》

「新婦j 之句:

專車謂新蟬，領咱不能諦。

薪婦謂府史:勿穫重錯話。

雞鳴外欲曙，薪婦起嚴妝。

去n與私姑另11 '誤落連珠子:新姆初來時，小姑，始扶錯。

4 <J各民春秋》卷十八《沒辭:> : í人有新取綠草i......籃子操黨火駕車臣，新婦曰: iI'美軍火大車在。』入於門， r育中

有斂焰，新婚曰: r察之，將傷人之足。 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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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吏馬在前，新線車在復。

新婦識馬聾，蹦麗相撞扭。

其且牛馬嘶會新婦入膏塵。

中國語文通訊

[新姆初來時空小姑蛤扶點J '為焦妻齣蘭z直接之宮。雨婦人在家人閱當稱 f穎

婦j者，則會有講意:新來不僅規矩，不屑劉處講多原諒。

f新婦J 作海一種特定稱謂，輿結構之以示畏重慶之專愛和親切。女口《後漢書-列女

傳﹒用郁妻縛>> : 

;母都用郁妻者......宇悶。少習儀器11 '闊於婦堪。孺郁驕涅輕釀，多行無禮。

部父磚牆時曰: r新婦覺者女，當以道崖夫。有容之不故，新婦雄也。 j 詞拜孺受

像。

又《發漢書-何進轉} : 

張讓于蟬，太話之妹也。讓向婦叩頭曰: r老臣得罪，當與新婦棋歸在門。

自在受恩累度，令當遠離宮躍。...... J 子掃盲於舞踴臂，入白太話。

上三倒去爹盟稱兒聽為「新婦J '即今鄉話講克總為「新婦j 之血來。

《爾雅﹒釋親) : r女子調兄之妻磊嫂，弟之妻為縛。 J 郭璞注曰: r鋪今喜新姆

是逛。 J 1蛇吉靜聽稱弟棄為「藉嬋j者。今南方諸省方言中，的有如此輯時，所揖

「弟斬婦J 者。郭璞為普入學其研育 rð樹今育新婦J '慧、見魏晉之時， r新婦j所稱

非常普腫。案之劉義靡〈世說新語) ，其所記魏晉人寄語中 f新婦j 一誨，有十處

之多。今故其意義各舉其…:

l.斬娘

魏武少時，當與袁紹好~游梭，觀人新擒，盟潛入主人盟中，夜叫呼云:

「有偷兒棋! J 背廳中人皆出觀，巍武乃入，搪刀積新婦?與紹選出。(卷六 (f霞

譎))

2.商稱妻子

王公辦嬰諸葛麗女。入室育語始交。主謂婦曰: r新婦神但卑下，殊不融合

棒。 j 婦日: r大丈夫不離信佛彥雲 9 孺令婦人 tt躍英碟。 J (眷五〈賢饗))

3婦人告轎

王夫人皂白血云: r新婦少道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拉克。 J 間流涕抱兒以

蹄。(眷二《文學))

4.婦人通稱並冠以娘家駐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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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許)允被紋，舉家號哭。院新歸自若，云: I勿簣，帶纜。 j 作東聽

f寺，慎之允室。(卷五《簣接到

5.舅姑稱子婦

整五《繁接>> I李氏朋往外，不肯建充金山劉孝標注引〈晉諸公贊>> : I世祖

踐昨，尋在民赦議。...... (賀充)海李氏築宅罷不往來。克母柳民將亡 p 充問斬草文

盲者，擠日: Ú我教汝埋李新蟬尚不肯 s 安問他事! ~ J 
可見魏晉之時， I新婦J一調研負荷的調種意義日基本完成。

又考魏晉以後 3 精唐以前皆如此。欒劉令墉《祭夫替敬業文)> : r新婦譚聽少牢於徐

府君之竅。 J(魏番》春九十二《列女傳﹒魏搏瓷房氏傅>> : r俄荷搏卒，及大斂，房氏操

刀割左耳 p 技之棺中。......姑劉氏觀與前謂日: Ú穎婦何至於此!j]房對曰: Ú新婚少年

不幸早寡，實巨龍父母采蠶豆豆"簣，對L持此書蕾耳。』簡知者莫不感嘆聲。 j 靖儒費生《義府》考

曰: I涼張駿縛童謠云: Ú鶴輯錯竅，志新婦炊 o j]北齊持黨謠云: Ú寄奮與婦母，好春

耕婦子。』董必當時輯錯招來者為新婦，臂之既久，此稱道不復改耳。 J

明胡應麟《夕章也房筆叢》考曰: I今俗以新變男稱新郎，婦稱新蹄。又婦之事公姑

者倒呼新婦。按新婦之稱 p 蓋六代已然 p 而唐最為通行，見諸小說碑官家不可舉。然

自主翁姑言，非主新嫁t位。 J (卷二十四〈莊岳委挨上>>)胡氏之首是也。

筆者槍黨《全唐喜勢，所轎子婦或妻子者皆寫作 f新婦J '如元棋《有鳥十二章>> : I君

不兒階輯攤頭姥，購發變鸚囑新婚。 J (兒媳)至1建《田家留客>> : r建仟磕僕應苦飢 z 薪

婦廳中欽散熟。 J (妻子) <能刺詢>> : r百年不通踏君門，在家誰喚為新婦。 J (兒聽或妻

子)韓愈《誰氏子>> : r翠崩薪婦年二十多載提議家哭穿市。 J (妻子)白居易《輯綜戶曹審

問宮忘〉詩: r弟兄俱瞥筍，新婦儼衣巾。 J (妻子) (哭徒弟》詩: I嘍，心一關規格身，叔

母年高新婦貧。 j 等等，不勝枚舉。

唐代教蟬變文，口語世極強，最能反映當時的實際轎子穹 3 晴朗吉媳婦者皆為 f幸存

婦心今略舉數餅京之。如《破鏡變文>> : r父母嫌伊門卑，不令教作新諦。 J (P152) 5 

《漢將王陵變文>> : r新婦槍枝由茁 s 見其兵馬 o J (P216) <韓朋軾>> ; r朋有私番，來寄

新婦 o J (P317) 句誼興《搜神記，由昆侖>> : r還敢阿婆訝:軒婦身是天女刊 (P329) 又

〈悉建太子修護國鋒>> : (但取其新姆，便是伴戀之人。 J (P1l8) 

5 見周紹良主編《敦煌文學作品還)，中毒草草委為19針， 12 。括號中英碼為該書勞資碼，下筒。並參考黃征、張

源主義〈敦:態變文校注> '中華吾吾每月 199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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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唐人史傳筆記，康騏舖j接錄》接下〈張平弘建主張新嫌》條: r容新締分諱:新

籍不敢不承事阿家，直是大λ增嫌新婦。 j 趙臻《因搞錯》卷三 f蒞蜴廳f中元H康; r李使

婷轉譯曰: W新婦有哀迪之事，須面晃姑矢。 H靈許之。 J 文《太平廣記〉卷299引聽人筆

〈蟲閱蟻，韋安道) : r新婦女子，不敢獨諦，顯得與韋郎鬧去。 J眷303(戌幕閑接﹒

鄭仁錦} : r;墾顧覓一老姐繼露商來，訝: r楊薪姆纜行多我欲汝橫行。 ~J 張鷺〈輯野會

載》是金三: r提幸好婦姆今戲之。 J (薔膺書》巷的“列女傅，鄭義京妻盧良傳J : r其姑每已

嘆云:古人輯嚴寒然接知松柏之復調攏。誓令乃知盧新婦之心矣。」此又冠以娘家姓稱

之。

哥兒在唐代，無論是文人創作還是民間作品，在表聽見媳婦或藝于這一意義時，

使用姆都是 f新姆J 一誨。 6

又帶庸五代至宋幸在亦如攏。前聽社先聽《屁聲響傳) : r欲令新掃視講，兼議能容，

無前吾吾也J (薪五代史〉卷十七〈晉高祖皇話李氏傳) : r晉室5皇太昆對婦李氏叢吉:張彥

潭，傅住兒等萃，伏蒙皇帝阿尋暫時喜安撫者。 J ::f t束對持安會聽高議》亦記至于一代陷議采溫

: r時友生姆厝外聽聽，歸報友生云: W大家恩將傳盟軍與五輩有婦多我等受禍非晚

矣。~ J (別讓卷一《高地春游})

《薪五代史》雄為宋代歐路f學研摸，位五代十國的誠亡離歐陽棒、對努生活之詩代

並不是很意義(接替936-946 '歡聽穆1007-1072) 。攝宮之，在宋輯部言稱 f斬婦J 0 

「息婦J 一詢委5晃於宋人文集，但一般只表示[兒嬉婦j 。如張師正〈括異志〉卷凹《石

比鄧} : r李曰: W路更物，息擇生一女子。 JI J 0 又卷入《靜、韓株.} : r麗麗中，構內翰韓

若事封~掌上，見一老摳. . . . . ~逕入子會，詢問之，不應。慎之復出，語言之: W晨5君教竄

來，老息擇不敢自毒草。~ ..川.，乃召子婦詰之云:老鱷寄來日部蠢欲就怠婦蹲中宴歡。 J

此上文婦人感稱 f島、婦J '下文翁時子嬋為[息姆J 0 rj患婦Jf字(媳婦J '應當是後來的

事學但本書卷三〈播館中》靜寫作「嬉婦J '不知為餌，或傅全全之誤。原文目: r (母)既
聞語云..#...令我往生冀外l::f己門內街頭廳坊某人媳婦處為女，胃得來i兌付張氏為北宋

仁裝嘉祐年開人。縛便在南宋時也有寫作「怠姆J 者，組黨紹毒草《問朝兒聽錄》乙集

甫真人) : í控為陸下尋得個好譯息諦。 j

6 <:太平演記》卷122<揀義吾吾〉僚，引自唐過庭筠《乾旗子> '其中「新婦j與「息婦J I寫詩並稱學其文曰: í (郭
民)良久斂姑曰: W新婦七八年過清晨餒，今終關夫之宮，速進左右，不勝誼醫戀。然手俗成此衫子，上有

剪刀誤傷血痕，不能講學去。大家兒之，即不忘息締j其結亦獎。 1 郭氏自稱「新婦J '又以始了玄之為「怠

姆j 。但唐詩鮮畜 f念婦J 者，疑為宋人衫、誤。筆者存疑符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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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j 著手之義7 ，故人轎子婦為「息婦卜文字顯ft作用，息婦為女性，教加女旁作

f媳婦J 0 宋孟元老《東京華繁華韓》卷五〈娶姆} : r凡發媳婦，先起草帖子，獨家允許，

然接起細貼子。」又 f或相媳婦，與不賴。若棺嬉姆。I'1P男家親人或婆往女家，看中即

以釵子插芳草中。 J 孺 f新婦j在該文中只作為 f嶄娘j 義搜用， r薪插下車子，有陰陽人孰

F剖， r撞堂膜拜，謂之輯婦拜堂J 0 

推想息婦一詞，在家代某些盤域非常說行，否則，主得距《禮堂:)，美轉《能改賽攪

錯》事是不會有 f新婦j 輿 f息婦j 之辨。三E氏為花宋神宗詩人，吳氏為南宋高宗紹興年閑

人。儘管如此，但 f新婦J 1n廣法使用。王氏《曆史》卷二《辨誤〉間: r按，今之毒草者斥

卑者之嫌自新婦，卑對毒草稱其妻及婦人自鶴者亦然。然貝司1ft人語豈是無措故!那不學者

輒房之思息婦8 ，又臼奎婦，不知何tB ? J 王氏所云「今之尊者斥卑者之婦日新語j 者，

朱熹《嗨階集》叮蠶豆卷八十一〈跋諸文革合家聽》引文曰: r薪婦孩兒各安好，十叔磨

下如何?弟兄擺擻鐵好惡否? J 朱熹曰: r在蒞文革公與其兒子之書也。 J!比 f新婦H毒

范仲淹兒子之3蟹。又卷九十工《夫人許民鑫竭銘} : r又生一男，自石，才立蹺，而夫人

颺疾，白皮直不起?指以屬其姑曰: r新婦即矩，應以是兒Z寄托。Jl J 1昆主毒婦人告稱。宋

f臭名《鬼叢》聲四〈獎生} : r鬼乃入其家，即子舍，涂抹由拜舅姑，上讀命物，真若新

糟。」又宋陳鵲《瞥舊續簡》是在三: r恭合弟嫌，王藥公孫女，鑽出也。歲且，拜恭袋，

恭合過調: r六新姆，曾主之險從官 3 喜君子? J 1兌恭公i品排行稱弟婦為 f薪婦J 0 

患上競輯料有1無多在宋代 f新婦j與 f息(當齡婦j 向轉使用。 f新婦j 仍表示漢鏡以來

所具有的鵲鹿意義，問其中于婦之義且由「息(~息)捧J 承擔。在表示妻子之義或婦人會

輯時，都用「新婦j為多。可兇「總掃j 一詞在宋代只是傭纏蹺，性的詞語。寵考之金代無

名民〈劉知連諦宮謂:> '則有表示妻子之載的「總婦j 多但閑時又舟「新婦j 。如:

(1)幫個媳婦剛進蹺，轍聽見掩泉援。({意盟主吾兒子母夫婦醫囑第十二三》曲

{續播兒] ) 

(2) 傳語九j'H鶴安攤，交親自來敢想締。(附上訣，曲[賀新郎] ) 

(3) 夜深不敢依門戶，跳過矯來見新諦。({知擺棋三三娘太單授專第二》曲[錦

纏磁])9

例(1)主義指李淇義、李洪信的妻子，爾 (2) 是指觀知遠的妻子。餅的)是數知撞來看妻

子李三娘。可兇造育穹{盟詞在當時故此?員長的情說。

? 如《戰醫策﹒趙策:> : I是豆豆賤息舒發激少不筒。 j 嘗嘗植《對立于為公融數量置》‘「詔書對巨惡與莒為高揚鄉

合，志為穆鄉合。 J 真?息J 管子之裳。又《戶手:> : I棄黎老之夜，賜給，息之緣J '其中了息J 亦為子之義，

清鄭珍《親燭記》認為是媳婦之竅，不妥(見卷下《子婦亦訟，Iil.>條)。

8 一本作「總婦J '吳曾《能改齋漢章是內!此文作「息婦J 0 

9 分別藍立善意《劉均速諸寓總校校》頁2是9 、 149 ‘倍。(巴彎彎社19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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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直到元代， r姆婦J 一詞才完全代替了「新婦J 的說義職能，已經由俗謂語:輯漸成為

通用詞語，商「新婦j 一吉普皮布成為古語鵲租1f苔誦。隨手翻檢現入黨晉叔所編《元樹

選} ，在表述妻子和子婦(公婆研輯)意義時 9 所用皆為「揖婦J 。如(括號內數字為中華

毒品1989年蠶韓本之時數和頁碼) : 

的張聽黨《合汗寄至》第一訢:聽婦兒李玉嫂。(1.1 18)

(2) 棄簡夫《東堂老》攬子:媳婦琵進姓亭，是李節使的女孩兒。( 1.206) 

(3) 岳伯)Ij <:議拐李〉第三訢:這鵲是媳婦見=造個是器、子。 (2.503)

(4) 王君實《秋胡戲妻〉第四折:婦、轉兒，禱:認了秋胡，提也不尋亮了。

(2.556) 

(5) 無名民《換花女〉第四折:今早是姆姆兒賽事，待老夫贊嘆幾句。

(3.1039) 

(6) 關漢姆《竇韓冤》攬子: {'豈有一女兒......我有心看上他，與我家做個媳

婦。 (4.1575)

以上是袋裝輯于婦為「立學婦J 0 下聞倒句中「媳婦J 表妻子之義。

(7) 楊顯之《講期兩》第二折:我如今憤穎休了那媳婦安和小姐囊做夫妻也。

(1.261 ) 

(8) 無名氏〈朱矽擔) :我令自鐵也有了，聽婦也有了。( 1.397) 

(9) 武漢臣《老生兒》攬子;有兄弟媳婦兒寧氏，是蔡州人的( 1.365) 

( 10) 無名民《神奴兒》第一折:我那兄弟揖婦兒，有些乖膜。 (2.557)

付 1) 關漢鄉《魯齋郎》弟三軒由【小李良悶:鍵是你舊媳婦，薔丈夫，依著喜歡

孽。 (2.的 1)

( 12) 楊顧之《寶島寒亭》第二書í'[費額郎]鷗:小媳婦近日成親會大揮家新來亡

堪。 (3.1009)

(9) (10) 二飼稱弟婦為 f媳婦心 (11) (12) 二倒是由中使用「媳婦J ' Ië亨見無

論是唱曲選是念自都是用「總婦J 0 作為婦女過稱及婦人自稱的[媳婦J it!.詩常出

現。如元末高明《琵琵記》第六出〈盡指數女) : r老蟬婦特來與張尚書的會人作

嫌， J 此 f是媳婦j 是 f老女人j 之意。又十一出《蔡母嘩兒) [前腔1 曲: r教旁人罷

姆婦每有甚差池，致使企事事門起。 J

在先前中， r~息婦J 一詞在會寫上做乎不用 f息婦」。王實甫〈西廂記》第四折[攪攀

琶]指: r小生若求了媳婦，只自下便身施。 j 最方諸生本《醋醋記》作「媳婦J '玉的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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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曰: r息姆，吉本作斬婦，然北人總錯?額呼要為息蹄子。 J lO大概當時抄本書寫未

定，或fF r新婦卜或作「息婦J '後人按輯繫鐘時，龍文字類化作用出發，概伴同息

婦J 0 

然繭，正如王羈瘤研說，當稱鐘婦者只是 rJ七人鄉語J '問「南人J的言稱新婦 0 元

明之時新江寧波有追名日 f憲rr婦湖J ' {:永樂大典》卷2270 r湖」字讀載日: r (:閻明志) : 

新婦擻，在寧波府舉化束五里，本1'1'1放生之所。 JPJ見[媳婦J一詞在南方入言語使用土

的廣設性。不過 f媳婦j 在元時已展為適諧調，時「新婦」則捧為古語福利方吉洞。明義;

宋攤研f會《元史) ，的賠 f新婦J 一詞，或是存古。《到女轉﹒楊氏傅) : r輿曰: r簫姆生存

少，終忠、他爐，有1令吾子鯨處地下耶 ?~J 又〈王氏轉) : r服闊，與姑謂之曰:苦于已

嫂，新掃描年少，賞自圈將身針，母徒、淹吾家也 o J 其後， í新姆J 一詞只存於在樹方1J

盲俗語中?如清初費生〈義府) : r吾鄉標語，至今尚購新姆，反存古意。 j 毛奇齡《韓

語會肇雄) : r俗呼幸有婦為揮家 o J 顧爽武〈先雄主碩入行狀) : r奈何以吾兒累新婦 o J 

叢生為安融數縣人，毛奇齡為漸江蕭ilJ人，顱炎武為江蘇龍山人。至今蘇漸院輩輩聞專

等地講然。 11

五

下醋，我們對「新婦J 一詞雄史演變的原園，略加討論。

每個詞語都有它自己的舉史，劉太多數詞語都有告己濟變的規律。 f新婦j 一詞也

是造棟。為主主麗在宋代以前，表示兒媳和妻于之義時，使用的都聽 f新婦j 一誨，兩宋

以後則為仁息(立即婦J ?海華麗在東海數會麗的方宮中使用的也都是 f新婦j 一認?其中

的原因並不難解答 2 語音漢變是其中鞏賽的內部原髓。根摟本歸魯國堯先生對東代譯

音史的研究，在家代，語音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那就是入聲韻中、 -t 、 -k尾的混向

化，{:廣韻》總設欄質構迄物梅職陷麥昔錯數額合立全為體質都多與陰釁鶴的鸝樣t主閱始

密切，在宋詞中多跨入合韻能現象很多 3 北旁的作家詩人用韻尤其是這樣。這 f表明宋

章時代Jt方詣的入聲處在削弱泊變的過程，入聲韻尾比較歡喝尸。語音的變化引起詞

i軍內部的變化。息， {:廣韻》輯部坊雪心母職罷，本主毒品罵人聲字，唐時讀訟法。在宋金

時期 3 主要元音為插針Pi幸自e (或;} )的-k尾入聲字與叭聲字相霞，flpj息J IÍl si;}k>sit 0 

斬， (:廣韻》息轉切，讀Slll 。可見 f新j 與「息J 雙聾，且主要元音胡同(或相近) ，又t和

n皆青音。存在看諧音上的音轉瞬餘，詞而?新婦j轉為 7息婦J 0 有一個棍子做乎很能說

10 轉引自葉立黎《數知建諸密幫幫校注》第165J{ r總l婦j 注。

II r輩革J 說J 主要是江蘇翁南部吳方言摳，安徽省南部與蘇漸章寶玉爾鄰攘的地方。

12 魯爾樂史宋詞陰入過份現象考察> ' (著手韻學研究〉第二賴第 146斑。以上內容並免發劉發〈論宋詞寶貴及其

與金元海寶貴的比較) 0 (<:魯闡發自選集J' 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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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問題，清多是閑書《宣語補正> r媳婦j據云: r俗宇也。偶見宋拓本東坡帖作揖婦多寰宇

番不載此字?不卸何本刊蘇東坡將「息婦J寫作「媳婦j 且這有可能是據「息J 與「悉j 語

音相閱(或相近)孺記鏈的。《廣續> r悉j 字息七切，心母質韻， -t尾。遠做乎可以說明

f新婦J 當初音轉為「息婦j 峙，在士大夫和一般東促中只有語音形式，但在文字書寫上

並沒有確定下來，直到有人寫作(息婦J 詩才被普遍接受。自為「息j有子之義，稱于婦

為「息婦J '做乎是情理中尋事情(f窒婦j 之所以不能為人們所接受的原間，聽怕也在

此)。所以， r息婦j 在當初使用時，體表示子婦之義。由於漢字的類化作用， r息j 加

女旁成 f媳u 0 

由此可見， r息(姆)婦j 一詞備出現，主要是宋金時期北方地區入聲韻處1ft衰變過

程中，自「新婦j 音轉前產生的一餾新詞語。而東南括海數會方宮監:吳、閩、粵、

客、輸方，古人聲韻卻處於相對韓定狀態多變化不大。如客家話、粵語、聞語至今還保

留善人聲韻且有?、 4 、 -k尾。考察民接續提史事是知績。境營地藍的居民，其先民大多

數是自腎永鑫南麓復至唐宋以前，籠中原地區不斷禮移過來的。這些先民南讓後，或

滯留或賣雙徒，龍江蘇(江南)、辦江推入江西中部辦報紅布上進入福建、廣東。魯齒堯

先生連過漢語語音史、民族還移史和現代漢語:甘苦的，綜合研究，提出了一體著名的論

斷:客、韓、擺著幸方菁、韓於南朝通話13 。棋據魯盟黨先生研提供的語吉特料，我們可以

進一步推論:閥、專立于古亦據齡南朝過藉。鐘就是璋墊媲挺至今擺保留「新婦j 造一古

語祠的鞏要原因。問楚地區的語音存古姓又使造一古語言道強化下來，成為很有特色的

一但方首詞。

可見考察「新婦J一祠的歷史演變，餘了其詢盤史本身的研究意義外，雪對於過路

民接撞移史的是盛事考察漢語語音的歷史演變以及現代漢語方言的形成和發展也都有

若離為重要的意義。孺本文寫作目的亦在此。

俞攤云: r古人稱子為息，息婦者，于婦也，按理可摳，作揖婦則誤矣。 J 14 然孺

語宮發聽穹的定位成，無所謂「誤j 與「不誤J 0 俞氏之苦過矣。

13 見草書續發《客、礦、過書長方玄草草草奇南朝過語說:> ' (魯劉凳自選集》收栽i比文。

14 見俞繼G在香室叢鈔〉卷六「總J條‘將13 。中華書每周標點本會 1995.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