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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從錯誤的顯推照來。「慧、J 讀

WI?r~ (與〉音純粹是誤議，在乎也聽根據

自沒有。百的正若是唸轉去，那

W甘i峙，向「蔥、_) 0 幸前「馨、J 誤讓

Wtlí3 (畏〉音自言語只眼於「智

詞，但如果我們不加以警惕，不難想饒

有一天誤讀會蔓提到其能「憊J 字的

盤。

位 「的」字〈堅實韻〉考生朱、以屑、以沼三切

母是自儀器，按喻的古歸吏的說法，

居在J:二古鸝幽都需母，與這字是雙擊最

「託J與「托J

陳雄模

在「掛話J 、「番話」、「耗付」

f託轍j 等胸中， r託J 三字也有人寫作

「托_) 0 裴頭看來， r託」、「托j

報{U 乎無則，但是追灘糊怡，二竿的意

義曬竟是有真的。

先說「託」字。〈銳丈﹒言都〉

「記、寄也 o _) (說女﹒人幫〉另外i仗

了「鈍J 字，普譏鼓搗<D 0 (論語﹒泰

伯篇> : r可以託六尺之旗。_) (玉篇﹒

人都〉引〈吾爾語〉創作「可以倪六尺之

孤 o J 這是?話」、「缸」古商用之伊i

命。織人間或琳攘〈玉篇〉所引，認為〈論

語〉舊是「惦J 字，今從「言J '是通

偕字，並指部從「言J 的是「以雷諾寄

之J '從「人J 的是「以人能響之J@ 。

但是在漢以後的古籍中，不論是

託寄」還是「以人。老寄J '通寫作「言:泣，

如:

(1) (女選〉幟機〈丈賦) : r豆豆

託言扭捏韻，對窮跡孺孤

與 o J 

(法) (主主闊，哥拉﹒聲﹒先生傳) : r先

主病縛，統直於丟在相[謠萬]

。」

17U(1) r起當J '伊1](2) r託騏J '均寫作

「託J '不作 r1J恥。張於「託」訝11為

，所寄的也不限於「詰」和「人J ' 

也有「託事J 、 「言毛食J 、 「託寓J 等

用怯@。另外， r說J 字tÞ..有「依附」、

「以事干求J 、 f假偕J 等蟻，大概是

由「寄」接引申高來@。

「托」字，不見於〈說:文) , 

可能較「託」宇後出。〈三E篇﹒手榔〉

「托」為「擋J ' (集韻﹒鐸韻〉

一步訓Ir托J 為「手總物J '或作「拓j 、

「擇j 。此外， r托J t包有用手來物平主

義，如韓f屋〈至l.11樵人集﹒香龍集﹒諒

手〉持: rt長掌管逸事婆鱷轍，依稀會兒

托金車。 J r托J t投訴你家托物品的東

西，如茶托子器、花花兒等。「托」啦

有陪襯之義，如「棋盤托丹 J 即楚。不

過，串於「託J 、 f托」擒苦相同C訟，

故古書二三字間或拍攝，如:

(1) (三盤棋謹〉第v七十聞: r雖

然如此，朱可說大，可含在魏延

臨之。 J

(2) (一百二十甜的水滸〉第三三十

一回: r張驚又分付道: 8"工

哥於路上小心在慧，凡事不可

托大 o JJ 

f說大J 是因騙里設部疏忽、大麓的意螃、，

t位作「托大J 0 文如:

(1) {三觀志﹒吳﹒胸章發傳> : r[ 

曹]樣難託名獲捕，其實模賊

也。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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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一〈列

朝﹒武宗托名} : I武宗南征，

托名威武大將軍、太師鎮閻

公、後軍都督府。」

守毛名」是假託名義之意，也作「托

名」

從上文分析. I託」有「寄附」

「依賴」、「請求」等義，故「寄託」

可毛付」 、 「託賴」 、 「請託」等詞，

當作「託J .不作「托J 0 I托」有「向

上承托」、「托于」、「陪襯」等蠢，

故「兩手托著下巴」、「托盤」、「烘

托」等，當作「托J .不作「託」。現

在，國內出版的字典、詞典，不少把

「託」作為「托」的異體字@.統一寫

作「托J .而「託」、「托」便渾然不

分了。

@ 段玉裁於〈說文) ，託」字下注云:

「典人都能音義皆同。」按〈集韻﹒鐸部〉

「託」、「倪」並音「闊各切」。叉「佐」

字亦作 'f{;J 0 (廣雅﹒釋詰四) : '任、

依也。」

@ 王力〈同源字典〉以「託」、「促」聲

義相同，指出三字「實同一詞」

@ 參喊琳〈經義雜記〉卷六 'í店六尺之孤」

條。

@ ，託事」、「託食」、「託寓」等文例如:

(i) (三國志﹒吳﹒諸葛瑾傳) . ，徐

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

(ii) (韓非子﹒八說) : '人主不親觀聽，

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

(iii) (墨子﹒非儒下) : '周公旦非其

人也邪 P 何為亦舍家室而託寓也 ?J

(5) ，託」哥1\作「依附」、「以事干求」、「假

借」等義的文例如:

(i) (管子﹒水地) . ，唯知其託者，

中國語艾通訊 1989年11 月 第5期

能為之正。」尹知章注，託、依

也。」

(ii) (後漢書﹒陳蕃傳) ，大將軍梁

冀威震天下，時遺書詣蓄，有所講

託，不得通。」按，請託」即以

事請求之意。

(i ii) (後漢書﹒姜眩傳) : '眩託以它辭，

終不言盜。」按，託」有假借之意。

@ ，茶托于」之義，詳見李匡義〈資暇集〉

卷下「茶托于」條。

(J) (集韻﹒鐸韻) ，託」、「托」並音「閻

各切」

@ 1955年 12月，國內發佈〈第一批具體字

整理表) ，以「託」、「托」為異體字，

而把「託」字汰除。

從「青年」談到「年青」

朱國藩

「青年」一詞最早叫乎見於唐段成

式( 803? - 863 )的〈百陽雜坦﹒續集〉

卷三〈支諾學下〉

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岐潔

玉顏勝白雪，況乃青年對芳月。沈吟不

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

這個詞雖然在唐代已經出現，但當

時似乎不大習用，李白、杜甫、李商隱

的集于里就從未一見。一直到明清兩

代，這個詞才逐漸流行，例如〈封神榜〉

第二十回云:

孤身抱忠義，萬旦探親災。未入美

旦城，先登殷柯畫。撫琴除妖婦，頃刻

怒心推。可惜青年客，魂遊劫運灰!

又如〈鏡花緣〉第九十九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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