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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禪師範大學古籍研

「閱J 是漢語中的一個常用詣，王士元先生說: r競是個很有意，息的字，饗讀娃餾耳

朵的耳，本來是講用耳朵聽，怎黨變成用鼻子悶了?境可能接聯繫到人是如f耳聽議世界

的，如何了解環境的。 J I 本文擬就「閱J 的本義及其起義智變避媲略作揉裳。

一、有體 f簡j調羈的探討

一般轉為「聞J 峙本義是?聽見J ' (辭普車》、《辭海》、《現代摸諾鵲典〉、《中文大辭
典》、《漢語大字典》和《漢語大詞典》諦辭響亦無一例外皆釋其為「聽兇J 0 

考宋代替錢校訂的〈說文解字》載，許慎釋其為: í闕，知閱也。 J徐錯《說文繫傅》則

釋為: r間，知聲截。 J <:玉篇》、《一切經審義》、《居室韻》荐亨 1<:魏文解宇》亦皆時誰研

釋，故毆豆豆裁誼《說文解字》果換「無聲」的說法，朱數聲《說文禮部!定聾》也能「知聾j 之

說。 f知聲J 說權成為釋「閱J 本義為「聽見j 的故雄。

六十年代初， <:中間語文》特輯了一接文章揮討「詞J 的詞義。張永富先生《詢義演變

之飼》一文器為[聞J麓餾繭的本來意義是「聽到J或 f聽見卜到了現代議語囊， r閱J卻只

有[瞋J 的軍患，詞義從聽覺方面轉移對嗅覺}i葡裝了。張先生碧藍指出[聞J揖適備新意義

早在西漢已經產生，時不是日本學者太自辰一軒說的遺椅變化運生在六朝持代。殷孟倫

先生訂閱j 的轉用法時代還要早》一文進一步指出?聞j 的嗔覺義在戰餾時代已鑽出曉。爾

後，張永富先生在考察了數的語宵材料後，文撰《再說「聞j 的詞義問題》…文，聽海很難

斷定[聞j 的聽覺撓和嗅覺義究竟說先孰後，至三夕不能說後者是曉龍的艇義，巍出對?簡J

這一詞義現象的三種可能的解釋。第一， í鵲J 的意義最初黨忽聽覺鞘嗅覺購古暉，以後

才導舟於聽覺立于暉，持後又從聽覺轉到讀覺，中開盤聽了兩個不闊的精毀。第二多在近

代以前， r閣j 的聽覺租嗅覺之間的關保乃是一種共峙的交替宿非磨時的演變。第五，指

聽聾的?關J 鞘指嗅覺的?閱J來源不同。傅東華先生《瞬按 f閱J 的詞義〉一文認為「聞j 的

詞接這偶問題不僅僅是者關較一偶具體的詣的騎驢，醋且是有屬於漢語語據摯的根本主f

1 <漢語研究在海夕吟，北京語言學院1995年版131頁和《漢語語玄學發展的態史問巔H蘭州學予U> 1991年2期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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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指出「閱j 的詞義始終都兼位聽覺和瞋覺爾吉間要並沒有 I1反復的專用於聽覺j 和「再

梭的轉到嗅覺j 爾偶體段，權幫個意義都是其語蟬華是先天存在梅，背定 f張先生長文中提

出的三種可能的解釋。殷耳設備先生訂閱J 的調義間是島〉進一主任論述了「聞j 的聽覺義租嗔覺

義的鸚傢，指出 f向一個拘留含有甲乙兩個調義，不宮會是相近豆豆相連 E 不能認為其在一

開始說已鐘表現了繭鶴全然不一聾的襪念，不能說『聞i字在語吉一產生的最早階段

初)兼包聽覺和嶼覺義兩方醋。認為 f間』先是表聽覺多然後在運用過程中派是出『知

道3 、 F傳到1 、『聽到1導意義。至於轉用冊為聽覺義乎是較為接起的事了J 0 2 

張舜繳先生在《說文解字約注〉的按語中期矗注H聞j 的本接聽海內啦，指出: r間之

吉分也 3 調聲音氣泉之分楠，著接於人之耳鼻也。聲通於耳謂之蟬，臭觸於鼻站立謂之

間。替人所云假日入芝讀著之室，久耐不聞其香。空白人鮑彙之肆，久而不聞其臭j 0 擱鼻瞋

啦。今諾猶稱以鼻瞬物日聞矣。此提誤解，疑本作知t忌，大徐本街『聞i 字，小徐本衍

『瞥』字?皆非竄艾。認《擒》、《韻》及《發義》廣告 I '己作 f捕聾j ，則其增字舊矣。間

雖從主事 3 而其義實包聲、奧二者。聽擺設耳，處觸淤鼻 3 皆知鐘之事，故許幸會以組哥11

聞。 J 3 換成王先住訂閱j 的初義及其其嘗嘗用情〉一文摘出此說「不僅梅《課文》辦?閱』為

『知閱3 的真露，而且還以『知j為經，謊報了「聞j 的聽覺義和嗅覺義的關懷。古漢語中的

『閱』確實兼『粗聲、臭三者Jl '只不過是m於感知聲音的居多，用設感知氣祿的較少。

少是瑩的問題，不館問海量少而f攘攘甚至否定?問3 的表嗅覺義告古有之。 J4 然而，詞義

的演變發展攪捧一般是由具體對攝象 3 自個別到一艘，自賞義詞盧義， 1體j 的聽聽義和

瞋覺義可包括在 f問j 的表一般的籠統而喜的感知義下，作為個難!義而官員司更為具體，

[聞J 的 f知j 的感知義就比較抽象， ~共先生文中也提到古代文獻中有很多「鶴j 的具體用法

不能用玖刮來解釋，問孺 f知j 護本是「鵲J 的本義。

主力先生《古代漢語》注釋《韓非一予﹒豆豆蠹) : 1故令尹議而建好不上鵲j 時說: 1土

悶，向上報告使部君了解。間，使動用諾。 J5 蔣紹愚先生〈古漢語語睦綱要〉輪接詞義發

展的幾種jj式將認為 rr間j ，原磊?聽對j 藥，臨於常用提搜動(便......聽) ，識形成 F報

告』的意義。如 f錄死位問j ，等於說『昧亮以此藥告j ，特別主義《阻民春秋﹒察傳) : Ú有

聞而傳之者曰: r了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君。 j ú聞之1ft君』如果仍作使動

理解多解釋為?使之間於慧芳j ，那寢室這個「嚮』就只能解釋為 F被聽到Jl '整句話解釋君主?使

這件事教觀君聽對Jl '龍是頗為娃醋的 o ~聽之於君』的『簡3應當為 f報告J藥，整句等於

說 F告之於君j 0 J 6 蔣先生己看至ù了將「聞j 揖「報告J 義說成是便動頗為扭曲，那麼?問J

2 <:中關吉普文} 196。你第 1期、第5期; 1962年;第5期、第 10萬玲、第 11期。

3 <:說文鱗字約詮}，中州書鑫社，下機器發21至寶後。

4 草堂〈古漢語研究〉第叫輯雪中發害為1996年級持賞。

5 中毒草書為 1978年版380爽。

6 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是F版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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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報告j 義是育部「被聽到J 義引申來的呢?它和「鶴J 的「聽見j 義又是甚聽聽係呢?

?閱j 的本義不是 f聽見」也不是「知卜那麼又是華盛要呢?我們認為漢諧的詞是?琴音義的結

合體，探討「閱j 的本義以及語義演變發展撞得出「問j 的彤和音著芋，鱉緊扣住車和音來

攜示其詞義稍變鱷壇的原盟。

廣爾先生《古文字要堅導論rf編在論及文字的發展攝程時，指出甲骨文中的有些字「是

由整餾闊形分析成南半的卜並以「聞j 為例，譜、品嘗乃輯之本字。 7 輩作賓先生〈殷蟬譜》

下擺眷三連一步分析了申骨文中「聞j 的影體結蟬，參照甲骨←辭和古代文獻中?問j字的

具體用法，措出 rü聞J 原為報告賽事之著手字，從 ct 誼是為耳字 3 從疇為報告者雌而

以手揖口之獸，棍"象口中被?或脅之。掩口者，藉口濃噴出多侮樓尊畏，所以示骰

tÈ.J 0 r聞之義，一為閱知，--~聽筒。 此之議，殷代巴鼓用之。 H!陀字最初之意義，當

為奏報上『禮j 之『賄~ ，猶〈准攬子﹒主餾:>u而設情得上閣』之 f揖j 0 接受此報者盔、有所

間，故同時亦有『知2 撓。 J8 李團先生詮釋←辭中「聞j也分析了甲骨文中?開J 的影體結

構，指由「疇字全體象影。突出一耳，表聽聞;人員忌張口振臂學芋，表報告。 H智字的

本義黨為聞報。負責摺報之結構亦可稱閣。閱當為商代的政鴻章!度 7 方觀設此結構以溫

情報按殷商時吏。 J9 、裝先生C聽」的輯義及其具體用法》一文議題認為 f麓甲骨文的初文

來辛苦， ü聞』所表示的上壞和關知，是盟對面的。雖然有先建後知之分=但鐵乎是用時

的。隨著『間1 芽的藤用範闊擴大和語義的引申發展，不是面對面。的主攝和闊無甘正用

『聞~ 0 久而久之， ~聞j字又由此影成新的詞義特點。 F聞i在表示閱知時，研閱知的往往

不是眼前的事物。有的存在空爵距離J 0 淇先生己者對了?閱」所表示的土主黨和聞知有先

連後知之分，熱孺只是強調「醋對面J '餌，想視了 f鞠J在表本聞知縛，所揮揮的往往不是

眼前的事物。歷來商家有關「筒j 的調義路討也都忽略了?聽J 所懦知的桂往不是眼詣的事

物撞一點，福建正是探言H聞j 的本義位及詞義演變發展的關鍵所在。

二、「雷J表 f還J 、 f連J 的語輝義

?聞j 的本義與其宇形研體現的異體的造章相關。據現有文獻資料的記載， r閱J 宇本

是體會意宇實其形體在周單春敬的甲骨文和全文中較去尋擾賺多戰國前提耳、門聾的「時j

尚未出現。據我們對〈甲骨文攝》和《甲骨文續攝:> r聞j 宇下所故27個甲骨文「筒J 的爭形

分軒，其難章都強調了排除干擾，全神貫注媲聽而力鸝聽清慧的意思。如《甲脅文攝》研

收帶(丸，一)、習得一二八九)、智{京都自豆豆三)等，皆象人長路而振臂以予關耳靜

聽之于弦，又如~(前七﹒三一，象，人長龍孺振臂以手掩口傾耳靜聽之形，日旁邊

7 齊發言響社1981~222頁 c

8 見《殷星發譜》潑的刪24羹。

9 <Efl骨文還沒》雪上海古絡上台級社19在9年版7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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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點線概可看作口中發出的聲音，舉手掩口的動作即示意不要出聲。撞些字整個字謬

的遍意般皆為力圖克服聽不講楚的明黨聞電響聲釁耳驗聽，皆在表示聽清麓的意思。

賞者先生《雙劍殷槃騏校鑽籲》說?捕j 揖甲骨文形體 f本象人之詭堂，以手掩圈，傾耳

以聽好響，可以想見古人造字之妙。土總特著其耳，亦尤見之從褲盟，車之挺立笛，臭

之從自矣。 J 10 我們可以將其與「聽j 的甲骨文形體比較，喂(前六.五四‘六、前六.

五居﹒七等)揖甲骨文影體從王軍從口，詞義發聾，主平表揖聾，只是表示口耳時聾的傳蘊 3

蔚「鴨j 的甲骨文?各種則衰起了聽的人注意力高度集中 2 力聞辦別清楚。這顯然間為「閱j

所聽對象往往不是眼前的事物，具有一定的欖樹性。

[鷺j 的道一特點起在其字形的演變中反映出來。如《說文》軒轅其古文字T器件釋，說

耳昏聲。[昏J亦當有所表窟，即表示新聽對象不是眼前事物的醋具有一定的模糊柱。

高自忠期先生《古講黨》五十五說: r古文從昏作騁。叢名字者是夕口，其澈擺莫不相

覓，故能口自名。聽字典名相蚣，昏寞不可辨程，鬧聲無之，放古文發耳昏會靂，昏

車之聲也。 Jll 又如《三體布經》載其宇形作盟章，能菜，從耳。泉，古辨字。與:算構成會黨

宇來表示「輔j 的 f以至本來分辦清楚j義。古人追字時總力輔{昔字形來體現輯在當時廣義的

觀議， r鶴J 串串腎文的「喝J轉為古文的「早春j 和《主體布經〉的「嘩J '建些「轉j 寧的形體

雖異，但避這學宇時去古未爐，勝追字的話是鑫當耳恭較為接妞，可體其相義皆有於昏冥模

糊中分辯清楚之議。

「閱J 的娃一特點在其字音上也有研反映。李寧東先生《金文站林讀護記:> : r金文閱

字多象人芳草著大 f耳i會主章，非影韓三字幸與~字著大『窮 i 以會『要i意者問;全文鏡報海

?昏!輯、 f婚講j] ，以其音設也，般是建有說文古文之瞥，轉為提王平、昏聽之芳草聲字，象

文又改為從王軍、門聲，其始非第韓寧也。 J 12 r醋 j 的上古音為胡母文韻， r昏j 的上古音

為輔母文罷，兩觀音近，故鑫文或骰為 f昏庸小「姆購J 0 由於爾福音逝，詞義社競賽相

近之處間都有昏英模轍義，閱時〈說文》所載古文釋是偶會意丟棄形聲牢。筆投黨文改為龍

主草、門聾後， r關J 與月，J 的上古音管為明母文饋， r闊j字雖然在形體結構上已由會意字

變為形聲字，但其音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語源義。

我們知道文字的產生曉投語言 s 連在先踐自盡藉語晉以違章，故漢語的調最輯是音與

義綜合的錢一體。文宇產生後，實與議結合的認才通過一定的書寫影式(澳寧)體現出

來。由於漢語是單音調(或單會誦素)的優勢的語霄，嘗一偶單會詞在文字上表現為形聲

宇時，形符義和聲符議合聽了適餾單發詞的本義，前作為合體寧的影聲掌聲符實際上也

10 <雙鐵般契﹒麟校續續:> '鑫北鐘聲文印書館195巷年版38頁 G

11 東京吉總第刊行會1925年影印本45J頁。

12 l是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2年12卷約 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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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韓纜單獨使用或倒在單獨使用的星星音詞。造嗤聲符往往本權採用其本義 3 問且更多

地操用其語輝、義，避而配合影特一定E構成這簡形聲字所要表示的諧的本義。黨文「嚮j 的

形體為提耳雪門聲，其中聲特阿巴的本義和諾輝、護自然也是構成「體j 的本義的一個不可

怨視的組成部分。考許慎〈說文解字》釋月，J 說: r時，陣也 o J 其揮用聲割的方法釋

rF剖，實際上還露宿其探求吉普諒韓的用心。殷玉裁控說: r聞者，講外可閱於!誨， I每苛

問於卦宜。 j此沒可謂一語中的，揭示了「門j表 f譚心 f建j 的話線藹，第三表明所撞撞的

嘴象往往不是親的直接可鐘聲擎的事騁。 æ此可推知，徐錢校本〈說文解字》所載: r悶，

知問啦。 J 其所謂 f知時J '亦即 f知門J 0 能吉普攤義來說， r閱j 與「門j棚遍，也有「過j 、

「建j 義。籬宗遠、王寧先生《說文解字與本字本義的探求〉一文指出: r糧草章指字的攏彤

主黨圈，實義則是由主主意中反映出的詞的實際本義。 J 13 綜觀「聞j 曲甲骨文至華文的造形

章麟，其遍意皆在反映彼此有一定距離的事物之閥的迪、撞，即彈力於模輸中分辨的

迪、壞。

漢語的詞義也其話會第式和書寫第式體現出來，府澳吉普語音形式和書寫形式(即鵲

督和吉達形)的不同特徵也決定了其表連詞義的不同特擻，其調軍往往形成謂的具體的顯

性語義 s 其詞音往往是覺現海詞的抽象的體性語義。漢語的形聲字是由形特和聲符樽成的

合體字，故其第特往往表示詣的本義的範闡 3 調聾符則是確定本義(fJ重要錄章。詞而，

f聞j 的具體的顱，性語義由其影特 f耳J 和聾符 rr'J組成的祠彤共間表示為「們中有耳J ' 
悔自門通達按耳，影成「聽見j義，商其攝象的髓，陸語義則由其聲特的語音表示海「通j 、

f建j 藉。

根據以上分析，我棋可臥龍「聞j這個詞在進宇時的顯性語義是 f聽見J '髒性語養員u

[爐j 、 f建j 瓏，因路兼有 f連心「知j 兩義。[過j 、「聽j 義實串著 f聞j 詞義的演變發

展，如 f聽見j 義是勢力聽清楚的「續j 、 f建J ' r奏報上建j 點是下情上燒的「遍j 、

[建J ) r如j 則不僅是感知聲音或氣味的 f通J 、「連J '晦且也是感知專輯之理的 f通j 、

「達j 。這些壞對「讓j 、 f建」的事物之問都是著一定距離的。

主、 f聞j 的聽覺義嗅覺義

洪先生H聞J 鷗初義及其具體用法》一文根據王古代文獻中「聞j表曉覺的用倒轉為;

7語音事實表明， w開』的表聽覺義和表嗅覺義是同時存在的。 j指 tfj : rr揖j 的研義兼上

、聞知兩義 o Jl聲音、氣味、名聲等由此建彼或『聲所歪，傳佛j導意義 3 是很土建引

伸出來的。感如聲音、氣昧、事理等意義，是能開知引捧出來的。知聲盔和知氣味是欖

的《鶴典和詞典編碧藍的學問> '上海辭發出版社1985年級1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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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關碟，不是縱向關傑。 j 然詣「閱J 的研義雖然兼有連、體知商議，且確實部拱先生

研論其上權和聞知 f幾乎聽同時的卜但畢竟是先達後知，上燼和關知之間最初毋庸置疑

擋的是聲音的通鐘，而且必績是努力克服被此與一定距離後的闊無。考《舉子》卷十《總》

: r攤旁耳之輯也。 J rtl毒所聞而轉其麓，心;三察也。 J 14 額然，讓種筒如首先應該是

具體的聽見，只有聽見以雄才會吝掛知，即由其體的聽兇封柚象的感知。燒一點能字?早

上也可看出來，無論是甲，詩文還是黨文， r閱j 的詞義都特]jl]~走出捕以耳朵宋強調。這與

f見J 將字形強調 f話 J 完全一樣。留詣，磕管知聲音和知氣味都是感知的下位概念，

是橫向觀餘，不是雄向鷗鏢，但 f聞j 的胡議當先主義上報著牽連，安全復是努力聽清楚，即聽

多其?Ã才是知，草草詣由具體的感知亨 i 申出抽象的感知，又出感知鑼引申認有有嗅覺

發鐘鐘韓先生提出 f極感J 的說法後， 15人們往往將 f胃J既表的鸝覺義和嗅覺義看作

是 f遍感生義J 0 銀先<:試論 f遲感覺義D16 一文轉為 rr聞j 的誨義除了可以能聽覺轉

移到嗅覺之卦，還可轉轉輯視覺。 J 指出在講語藥生前變的主式權徑中， r通感生義J 可

歸入驀紹態先<:古漢語詞麟綱要〉研舉詞義發展方式中的修辭影響造一類。問時特迪讀

充說明說: r r道感義』的連用職翱是很受限輯晶，它只能在表示心理感覺的幾餾語義
場中起作用。」實際上 f攝感生議J 即使在表示心理感覺能幾餾語義場中載本是究全可以

互嚼的。如表聽覺的「閱」可表續錯，但表噢?覺的 f棋j 則不可表聽到?形成這種語言琨摯

的根本路留在齡「聞J 內含勢力問題攏的潔縷縷性語義。 f體j 的努力繼攏義是形成「過感

三主義J 的內悶，詣，公理感覺上的特攝則是外國，即這種 f迫感生義j 是建立在「聞j 本身;有

舍的深層露姓語讀上的。路需聽於「聞j 的聽覺義和瞋覺義究竟孰先孰後比較合乎情理的

推護自應該是先從 f閱j 齡 f上報發達j 藥產生出「聽見j 義重再由「聽見j 義等l$tlH聞知j

議，又由 f體知J 矗哥 l 申出 f曉華fjJ 義，從而形成了 f掏知J 輪下知聲音和知氣味接構體並列

的下說概念。

豆豆於現代漢語裳， r間j 只有 f縷j 闊無「曉華幻的意思，權典詩義系統的古今演變有

關。調靈系繞中…個誦的認義發生了變化要就有可能影響對另一拉祠或一大群繭的詞義

的發展變化，從海讓整了詞義和謂義之闊的關標。 EÌI於 f閱J 的本藥單表聽的結果，

感知的動誨，與表辦好1]的動調 f聽j有嚴格的監巔，因此「閱j 最都用於嶼覺tB表結果。古

代的曉覺系統中「瞋j是表辦別的動詣， r鶴」是感知動諦。隨著漢語調龍也躍會詞向權合

語發展，表聽覺的感知動調自「聽見、聽到j替代 Jr閱J ;袁說聾的感知動蹄由「辛苦見、

i尋覓〈之十二于:>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256J穹下捕。

15 參琵《遍感) ，載《文學評論) 1962年第1期。

16 <諱言教學與研究)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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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封J替代了 f兒J ;裝嗔覺的感如動輯也由 f聽見、關對j發代 rr聞J 0 17 r開 J 在現代漢

譜中表「聞封J 的主義館詞中詞義縮小了，只表 f噗J '與「噢j 所裘的論義相縛，阻隔主要攝取

代了「曉卜由古代漢語中表聽聾的詢問最懿轉變~表表嗅覺的諦。據殷孟績先生C閱J

的詞義時題}稱: r可以說在宋代末期，才一般賠?閱』代替了『以鼻就臭』終 f臭j 的使用，

於是成為琨代漢語擔一詞義的來源。 J1S 實際上唐代記出現了建攤轉變現象，如杜甫《秩

行宮張鑒費使東渚起賴肉畢清晨連女奴間稽聾子阿投往開》詩: ，東渚聽命足，佇間較積

香。 J 19 例中的 f揖JRpr唾J 義。

閥、 f聞j 的詞聲音11釋

追溯一懿詞的來龍去脈，這是漢語調腫研究和錯文辭書編馨的一幫蠶聾，報裝部分。

幫折一幅誨的來源、最早會全本義 i品及後來自台發腿，建將有融投讀者系兢地理解埠個詣的

各個義頂，對護者掌擺譜吉詞匯有很大的幫助。娃年來棺續出版的《漢語文字典》有《漢

語大揖典》是以聲史主義為編寫跟別的大型辭書，爾部辭書對「聞J詞義的語i釋大致翱!司。

《漢語大字典> r閱J 的釋義為 (1) 藝兒。 (2) 知攏。 (3) 無識;見驚。 (4) 接受。 (5)

聽到的事情;消息。 (6) 簿蟬;傳鑽。 (7) 聞名著稱。 (8) 奏，使芳芳主知道。(引起;乘。

( 10) 糢;嗔銷。(例略)

〈漢語大詞典》為: (1)聽晃。亦誰聽說，難道。 (2) 知識;見聞;諧，皂。 (3) 接受。

(針轉怖;傳錯;傳告。 (5) 指使君主聽兇，謂向君主報告。車沒指i趕上級或官蔚報告。

(6) 有名;著稱。 (7) 嘍。 (8) 楚。表示及時。 (9) 用同 f摸J 0 (1) 妓法;學習。 (2) 模

樣，形紋。

主是們認磊兩部舊事鑫所釋:醫J 的議些詞義事吾與其哥哥含勢力商攝達自§深層膳牲吾吾義有

罷，扣往其所會努j]而過達的深層語義來加以詩11釋，就可攜示出其新含各幫意義之間的

鶴標。接接歷史主義的攝寫原粥) (漢語大洞典〉的修訂本或新攜大理漢語詞典很可釋

「間j 的胡義為奏報上達多如《韓非子﹒玉盤) : r故令尹誅掰楚奸本上悶。 j 曲「奏報上建j

17 總子紛紛主義日出現 f看見j …誨，朝鮮出飯的《沒解吾吾錄j總質性: 1辛辛晃 d乎有，心惚，見也，總然看過。 j

「看見j 幸111見J 意義相同，太臼辰認為盤「必定要被含有高度的口謗，性的文獻中才能出現J 0 白:看見J類

漿，產生了:聽見j 。如:(後處在》第叫:折白: 1不中，王虜，你可不聽咒。 j又類推讓生了「悶兒卜如毛紅

機夢》第十九的: 1只間見一般幽香，卻是從黛玉織中發出。 J 日本學著手太間派一〈近代漢吉普 f無心j 的勸說

的形成過程…一漢諸多苦苦鄧化的一個例吉野{室中國諸如 1953年第10期)認為清J和明J 結合起草 f看見j是

漢吉普由學會街向獲音節發展的一個有緣殊的例子， 1對這種研究所含有的意義 3 冉來一般沒街注意到。 J

、聽見‘悶兒龍之三領 f熱心j 動詞都帶上?兒J字，發現了直在音詞向雙會認發賤的趨勢。

18 <:中關語文) 1962等第11期。

19 <:教唐詩) ，中考察書局 1979年版7需221卷的純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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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聽聽義進而產生「聽見j 義，如《禮記﹒大學} : r聽謂不間扒出「聽見j 的通建義引$

而有 f如道j和 f接受j藹，如《論語﹒是仁} : r朝聞擻，夕死可矣。 j 和{史龍﹒蜂饒周鶴

世家} : í叢中閣將軍令，不鷗夫子之詣。 J 由?知權j 的撞撞義封申血?嗅掰j 和 f知議;

見聞;消息j義，如《韓鼻子，十過:> : í入其艘中，聽酒奧荷嘩。 j 和《論語﹒爭民) : r友

多詢 o J 悶持自「賽報上建j 的通建義又可蘿生「傳攝;傳鑽;轉告J義，指使君主聽晃，

或向君主報告，勇三眨搗向上級或會府報告。自「奏報上建」的續建義還可產生?有名;

稱J 和?最j 等義。

考慧琳《一切經發動〉釋《四分律》第四十六巷中 f曼今」一鵲注: í高昌幫閑為蠱，此

應是也，律手言所悶，甜零皮。戶朱麗之《鵲典與中在澳語調臨研究》一舊書說: r所謂 f高

揖謂間為壘』是否正好說明把 5關』遺個音識作?蠱H是高品的方膏。聯聽到 F聞j 有 F韓』

義，我們大體可眼相信不論是作『聽j義還是作 f麓j羈的 F曼』都是方言詞。可以賄帶一攏

的是 f麓』義的『閱』只是唐代以後才見設中土文朧 3 是否根本就來自高品方宮，也可考

慮。 j到我們認為「聞j 的「控j 義赤與其所含努力而過憊的探增懼，控器義有醋'lÈ努力過

建甜表示及時議。如 ﹒孝縣帝紀〉建輿四年: r令欲聞城末路為主主死之事，庶令黎

元兔唐:輯之苦。 J 22 側中「聞J會力曬趕在城陷揭出降觀略高建華u解救苔姓之義。又如《搜

持記} : r比東夢思，定知不話，問我精好之時，汝等部報內外諸觀事在近者喚敗，將與

分別。 j例中「閱J赤含力觀趕在身體精好之時連到訣別陸的。「閱j 的?妓言表;舉曾J 義也

與其所會努力而聽達的深層語義客觀。由「聞j表?感知j 的通建羈引申可有 7棋替j養費如

〈無常經講盤文} : r或鑑營多或工巧，簡樣尖新車妙好。 j又引申有學習籬，如《地獄變

文) : í恨汝生態智多不曾關好人。 j紛問此，我們叮以說， r閱J 研會努力時通達的深層

險性語義將「聞j 的各儡諂義舊是聯在一起，在是「聞;所含勢力孺禮聾的探聽語義著手，不謹

可以看出「聞j各餾詞義之間的聯繫?間至1可以揭示?問H牙表聽覺義和嗅覺義之闊的鞠

髒。

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的發18頁。

21 文捧出版社1992年級120頁。

泊中發言書為1974年按3卷130頁。

23 {:教縷樂文集}8卷、 5卷、 6卷書人民文學出綴社1957年版866頁、在571蓮、?甜苦頁。參見蔣禮鴻先生《教煌

變文字議通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