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斑堅悲》詞語選釋

胡貂文*

織接志》是南宋誰主通研撰的一部惑，搓手說集多書名最棋手﹒撥給現堅胃吾吾志之J

'收錄了傳聞的怪異之事。此替老§軟浩繁，其中許多故寧為後人接祟，對宋元話

本、戲曲以及後世小說影響極大。《聽聽志》成於洪邁一人之芋，這擊中口語處分較多，能

鵲槃舉研究的角度看，保存了大最有價值的語料，對於宋代乃至三組代漢語調彙的研究其

。本文選取其中在爭議或辭書注釋不當的詞語若干條，以補正以《漢語大詞

典》為代表的大理舊事書釋義之不見。本文課用中華書為1981年何主義點校本為底本，制句後

括SJ民內辦標的頁碼為中華書為1981年本質霉。

帖(桔牛)

?遙望一黨物馳草闊，中心組怖。漸近，蓋巨鹿，其大如帖牛，闊己棟然。 J (880主頁)

f鑫陽石頭鎮汪三，當以事牛為務， ~吾與其侶陳二者其本。魔咒元年十一月，買得水

，豪輯毅之多主導如當自煮興興肚臟，就門上撥出售，關掛聽蹄於房肉。Jf古千古(1546

關於「枯J 的釋義思酵番說法不一。一釋磊母牛。J1t說錯於〈三至黨﹒牛萬發: r站，蛇

。 J撞一禪釋為諸多大型耳其帶研鱷承。〈中華大字典》釋f特J :丹、拉牛，晃〈至第:> ; 

2 、俗摺牡牛之去勢者。 H摸輛大字典》釋「枯J : rl 、母牛; 2 、帶指閹割遍的合牛。 J

一種說法截然相反，諮海?特j拇位牛。《正字通﹒牛幫帶: r帖，俗呼牡牛日站。 j丁惟扮

縛，語證訪活于j據日:兩子，罐子也。去牛謂之古子。 J{辭帥、《漢語方言大辭典》

均持蛇說。《漢語大謂典》臭豆是較議中!奮地一蒹枚造商讀觀點，力間作出完整地解釋，

* 復旦大學中文系漢語言于文字學專業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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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詞典》對「枯」宇的解釋是:母牛 i 閹割過的公牛 i 泛指牛。此條下有三個例句:

l 、唐﹒陸龜蒙《祝牛官辭> : 1四特三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納此室處。」

2 、宋﹒范成大《冬日田園雜興.} : 1枯特無瘟憤見長，明年添種越城東。」

29 

3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獸一﹒牛.} : 1牛之牡者日枯日特，牠者日草，日特。」

觀以上三例， 1枯」字均無「母牛」義，倒全指公牛，而且絕對不是閹割的公牛。例3明

白無誤地指出「枯」是公牛。例11四特三枯」是說四頭母牛，三頭公牛， 1中一去乳J '則其

餘六頭當為尚在吃奶的小牛慎，公牛不可能被閹割。例2是說牛群越冬情沮良好，牛續長

得好，公牛母牛都沒有病症，其中「枯H特H噴」分別指公、母、憤牛。作者還希望牛群

「明年添種J ' 1枯」更不會被閹割。

諸辭書釋「枯」為「母牛」除了引用《玉篇》外，無具體例誼。而除《正字過〉、《本草綱

目》的記載之外，方吉中有大量「枯」為「公牛」的例子。在武漢方育中，母牛稱為沙牛;公

牛叫枯牛、水枯牛，即使剛出生的小牛慣也不例外。此外，據《漢語方吉大辭典》記載，

冀魯官話、江、准官話、西南官話、吳語、湘語、粵語、閩語中「帖」為公牛。「枯」字釋為

「公牛」無疑。其實，早有人發現「枯」字書面語與口語意義的差別。「母牛的專用字是

『枯.~ , {玉篇.} : r帖，此牛。』不過今天稱公牛為『枯牛~ ，這個『枯』恐怕是股上』的音變，

借用古『枯』字來寫的。 J 1 這種推測難以叫人信服。要弄清「枯」字釋義錯誤的根源，應

當從釋義的來源《玉篇》進行突破。

《原本玉篇殘卷》中不見「枯J '宋本《玉篇》釋「枯」為「耽牛」。宋本《玉篇》為楷書體，

從小蒙發展到楷書，經過隸變階展，文字字形變化比較大。「化」、「牡」二字在小豪襄區

別很明顯，但在楷書刻本襄發生混滑的情況較多。段玉裁《說文解字注H投」字條下注

云: 1夏羊牡日漿。此牡宇大小徐皆不誤。今刻大餘本誤忱。 j胡吉宣先生談到: 1忱牛

者，砌韻》阱，牡牛』是也。《說力云: r.夏羊牡日殼。』繃著砂作夏羊牠跤，誤也。此

牡二宇形近易亂也。本是投宇重文從古作站。枯與枯同稱。枯之吉跟大也。牡牛謂之枯。

牡羊謂之跤，牡家謂之破，牡鹿謂之霞，皆大像也。獸之牡者必大於忱。 J2 觀《夷堅戲

中兩例，均是強調牛大，亦映證了胡先生之說。「化」、「牡」二字形旁相同，聲旁匕、土

的小筆字形區別比較明顯，不易混淆。但經過隸變到楷書階毆，字形上發生了很大的變

化，在書寫過程中匕、土二字形式上非常接近。所以易出現錯誤。觀宋本《玉篇.} , 1化」

當為「牡J之誤， 1枯」的釋義應為「牡牛J '即公牛。

l 玉鳳陽:(古辭辨) (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6月)。

2 胡吉宣:(玉篇校釋> (上海:上海古繪出版社198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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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辭舊寄之議在提膏自照搬〈三在篇》要而沒有仔細考鷹其宇彤錯誤。時類似《漢語大詞

典》掉?結J釋為 f閹割堪的全牛」、「能指牛j更i是不注意考證、釋義時採取大雜繪態度的結

。相應的，對?枯牛心?帖子j的正確解釋是:合牛。

「撥剩J

「聽曰: r詢者某持有行法墨，術巳麓，而弟子從之擊者必‘欲觀試，乃買一生最 s 持

祭所事神。啟白米寬，魚撥輛警鐘鸝自以死。 ~J (833頁)

「舟過曹娥泣，漁史持住鯉，黨七八斤來響。賢以錢豆豆苔，起撥剩不止。士人愛莫艘

鮮，擺明白研膳短客。 J (1290真}

「嘗攜鮮食一輩繁多說讓穿破之。魚撥輯 (f刺」當作?刺J) 不缸，]]誤嚮擋，痛殊甚 2 停

刀少哲、 o J (289J頁)

「褲掙詩蹄步挖7](誼攜 3 魚撥車司 (r刺J 當作「制J) 去來如館。 J (泣的頁)

「車啦?顯J二字字第極品相斂，非常容房出現說寫、誤議。土文後繭的「撥束自j當為「撥

車IjJ之誤，前人已有校勘 o

f撥制」一詞，多第11為名詣。黎錯無先生釋為「狀觴勸她腫之聲，猶f記答』瓏.J 0 3 童男

版〈辭源:>釋為 7魚跳水聲J ;線的漢語言祺》的解釋是: r (審〉象聲繭，第容魚在7](襄跳躍
的聲音。」說後爾種說法 3 林時德先生聽出了異議。他指出魚在水外的鏡躍聾，也有用

「撥車司j來形容的，立堂舉出三備精關例體: (1) 花蕊夫人《當詞) : r兩人急捧合聲攘，撥刺

紅鱗躍未休。 J (2) 餘糞繡主人聽錄酒告知~ : r馨香乍揖春風章，接來做舊事夜雨津。 J (3) 

朱敦蟻。幸事近﹒漁父言辭: r餵鱗撥刺痛籃魚，取措價報敵。 J !ÍI覓得出錯論;顧豆豆《辭

勵和〈視代漢語詞典》均以為「撥東JJ指負在武裝跳躍的聲音，兩者說法不確; r撥斜J應該

解釋為「魚跳路聾J 0 4 鑫紹克先認為林賠態之說夫妻，國為「撥家訂本僅是象聾誨，還

是自動鶴，表示一種動作。他燒一步研究認為: r撥剩J有 f擺動尾巴j義，並舉出隅鶴新

的例禪: (1)自居易《泛太湖審事寄徵之} : r避旗自鷺翻翻白，驚鼓跳魚撥刺証。 J (2) 李

好古〈告庭生煮海} : r期見錦鱗魚活撥剩放心蹺，銀蹄聲亂爬按在岸上藏。 j直至文進…步指

出: r撥剃j 的 rr;擺動尾巴j一義元代饒有用樹，作為宋元斷代謂典應按J 0 5 

董館克器為本章時總所縷的例 (2) 欠妾， í接軒J應轟動詞。擎質上學樹 (2) 是很工整搗

3 費醫錦熙: <í扒拉J與「撥刺必要載〈漢語錄詞論文船(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11m 。

4 絲路德: <辭典翻檢札記) , <:中國諸如第2期(1989年)。

5 董銘先:(5ê曲釋義六補五賞心，{古漢諾研究》第4期 (1997年)。直夏文發動有誤， r撥刺J均談寫成f撥事U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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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投旬， 與 f撞車~J 棺對， r撥刺」為名詞，指魚跳躍聾。林文三倒對新版《辭海品、

總投漢語毒草船的矯正當視為一輯進步。蹲著青黨組克所舉的兩例: 「驚鼓跳魚

接科紅j一旬， r接辦j禱充{彥鶴?每挽J '指蟲跳動之狀;想長生煮海》中 rt還撥料j對「商L爬

、沙J ' í撥料j也是第容兔兒活蹦護~E之貌。 ?撥事也不僅僅擔負擺動路怒也?撥車司」本

是讓擬魚跳瞬之聲，復由此引申出動詞義現，指負較差毒鸝恕的動態。 r撥草草j鼠的彙一殼

是看得見的，在水問攏動或離開水闡蹦跳水缸，動作的幅度較大型會發指聲響。

再觀前面所列總堅志》中的問例， r棚IJJ均為動祠，但釋為「擺動屌也顯然不獨貼

切。飼…擋括最蹺動; t時二士人累活總魚，新鮮的鯉魚跳動不止;例乏競報魚時的情

景，教魚持會議不權轟轟尾巴，還會主持命掙抗跳動;研四魚放入揖物中，緒漸加水，魚

兒闊論擺路接麓，發出較大能釁響。至最先擇社或跳動時，盎然也會有擺晃動作。但魚是

一種水生脊椎動物，它不同按哺乳鸝物那樣擺尾持身體其能部分不受影響。最尾擺動

時，全身都有反應;魚運動時，屌白也!1Z'然會擺動。董紹;克先生 f撥動崑巴j之說是客觀

存在的， 1扭轉義未免以偏概章，難以貼切地解釋「攝制J 0 

, r撥蜓」措魚的劇烈動態，挖一義現的產生時代境平於讓紹克所說的元代，

在唐詩中JLt類用法非常多。劉禹鑄《自持部大尹自河南寄示池北斬草率水齋即事招賓十四韻

兼命詞作〉云:噶草嚎堤撞，較壤之處載 G 建起驚撥劇，指鷺喜鵲攏。 J李商驛〈江東}:

「驚魚撥制燕鸝鸝會囑岳江東上懿艷 o J J龍之額I r:þ r讓車IJJ 是形容擺魚受鷺後鸝梨遊動之

貌。自肘易做魚):門廣籃寫端上，撥輛接尺餘 o J就是第容魚在端上聽躍之訣。

「撥刺」此用法相同的還有「撥刺J 0 藉﹒黨倫《書，構上大尹十咒主: r海鱗方草委輯，

黨暫掛緝。 j宋﹒邵博《聞見彼錄》十七司|宋仁宗詩: r魚躍紋彼時撥刺 2 鷺說深處久排

擒。 J此之餌中「潑輯」均與?韓翻j相對，駒，聽為動詞，指魚跳攤。「潑Jr撥J有共同的聾符

f發j 法讓聽.) : ~仁末勢，音bo刊發發j連三指魚躍聲。《詩經，衛風﹒騙人》有「施凰穢穢，鱷

賄發點，聽德萌發莖典釋支持i罵灘說:鳴著績，是發發熬。 H賦詩鱉抄，) : r發贅，魚

。 H發發H韓詩并傅月卅激動，但民春教〉寓言擎的 i軒潛艇。現﹒黨竑總

﹒古字有適用骰借用) : í總人.)W1體輯發髓，發續為語音，台攝字會文 o J紅發j得

聾的字「撥撥H鐵般J均指魚跳躍驟。「撥刺j和「潛刺」工祠服來均是類比聲音的詣語，接

1 申產生動起義頭。「撥刺H潑刺J二詞均有「形容魚劇烈揮動之狀j這一動詞義

。

搗哥事

「都關←者主揖，纜競掰一遲至當雙難書一住一社會 ，正撞車車授權中 o J (772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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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在口語中指難孵卵，這在漢代已有記載。《方吉》第八: í北燕朝鮮咧水之間謂難

伏日抱。 H通俗文) : í抱，難伏卵。」章炳麟《新方吉﹒釋動物> : í今准南謂難孵卵日

『抱Jl 0 J 此外，由「抱」組成的詞語指孵卵的較多見。如: í抱舵、「抱卵」、「抱蛋」指孵卵

的用法在唐宋時期已經廣泛使用。五代﹒伊用昌《湖南闖齋吟》詩中有「難能抱卵心常聽，

蟬到成形殼自分。」宋﹒黃修偵〈哼亭客話> : í蛇與孔雀偶，有得其卵者，使難抱孵，即

成。」養蠶人將蠶種放在懷襄用人的體溫孵化之法，稱為「抱產j 。正在孵小難的母雞稱為

「抱難婆j 。在今天的武漢方吉中，孵小難的母雞叫「抱難婆J '孵小雞稱為「抱難見」、「抱

兒」現代化的孵難溫室稱為「抱房j 。漢語中還有「時啄」一詞，是指小難要出殼時，小難以

嘴晚蛋殼為時，母雞欲使小難出而啄殼為啄;後以「時啄同時」形容機雄相投或兩相吻

合。~夷堅志》中有: í宿業因緣人不知，如今時啄與同時。 J (1414頁)

母雞孵小難時，以翅膀溫暖難蛋和剛出殼的小難，在小雞即將出殼時要用嘴啄蛋

殼，故稱「抱啄j 。

都

「忽有紫金人，騎從甚都，呼之于明人中，遞下馬曰: W國鎮，久別安樂? .1 J (1 頁)

「淳熙十四年十一月 3 夢有客來訪，車騎甚都，通為城隍神王。 J (1230頁)

形容盛大、有氣派，義同「盛J 0 <說文) : í有先君之舊宗廟日都。 j 毆注載: í {J司

禮-載師也〉引司馬法曰: W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

百里為都。Jl J則「都」是面積最大的王國。故由此引申出「大」義， <嘖雅﹒釋詰> : í都，大

也。Jí大」有盛、擎的內涵，所以「都」字含有「盛、思」之義。《小爾雅﹒廣吉~ : í都，盛

也。 H詩經﹒鄭風﹒有女同車》中有「掏美且都」旬， í都」吉其美盛。「都」同「盛」義在續

堅志》中較為多見， í都Jí盛」多出現在相同的語境中，如: í如是者終日，試往就視，則

人物長不滿尺，騎從甚盛，如世之方伯威儀，馳走不絕。 J (285頁)í既有間 3 夢仙官乘羽

蓋車冉冉從空下，儀從甚盛(葉本作『輒]) ，升堂坐，取前五六鬼捶撲於廷，如鞠問狀。」

(107頁)此句不間版本分別作「都」、「盛J '當是二字字義相通的典型例誼。

步

篇中有云: í先生有田四十萬步，有牛誠四十蹄，耕夫百餘指，而田污下，暑雨一晝

夜，一與江通色，無別己回他回也。先生由是苦饑困，倉無斗升畜積。 J (629頁)

「夢坡公告之曰: W雪堂基址比吾頃年差一百二十步，小橋細柳皆非元所，故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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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o ~J (690頁)

「圳在以上兩側中為商績單位。《說玲: I步，行也J 0 I步J 的本義制于走，復以

「步j弟來做最度單位，一舉足為時，雙起各走一步為主告，繩子﹒勸學》有云: I故不積蹺

步掌無以豆豆千里。 j歷代用「步j作長度單位棟誰不一，周{-\:;以八尺為一步，棄代以六尺為

一步。〈史記﹒秦始皇特ð: I與六尺，六尺磊步。 J 領擊jI訟中的「步j是當縛在晃地通

舟的一種面積躍位。在樹-r步j下有注: I吳田…敵，二莒五十步。 j按照當時的敵說，

二百五十步Z這一敵，昕以倒二 f一百二十步j大的為主拉敵。

本

f池四面有聽梅數十本，遺撓走卒，也失騎在 o J (110頁)

「建問晃杜鵑花一本，甚高，花正闕，幾數千朵，色如譯丹，映人面皆韻。 J (1 046頁)

rE牙居關中梅一本，結實皆雙，譯為嘉祥。 J (1 747頁)

「顧大蛤樹一本，枝葉散空，上有鶴巢，蘊高纜耳聽轍 d!P主要縷冊上，庫里按巢中。」

(1537黨)

「本J 為麓誨，海花木的計數單位，相當於琳J 0 (夷路立給中華H廟處有杉一樣J (2 

頁)。織女主: r本 p 木下8本，佳木，一在其下。 j徐錯曰: I一記其處t說，本未朱皆阿

義。 j對於「末H朱j 鶴立文萃的解釋分辨是: I朱，赤'L'-* '松柏屬，一在其中J ; r末多木
日末，從木，一在其上。 H本Jr來J I朱j正字都是由木和一橫組成的指事字，一樣指示

具體的器設。「本J本義是樹程。

[朱」是「株j 鵑本字。《靚女法: r蹺，木根也 o J能讓球J宇的字彭來贅，象在輯幹上

翻一橫傲標記;{說文系磚寄: r入土問棍，但土上者日棒。 J Jtlj I蜍j字的本義黨指土上的

樹幹吾吾好。

「本H株j本來都是指樹的具體部分，後來擺著詞義的發艇既諸報圈擴大，指望要鱷攝

木。何由各搗發鹿成量詞是漢語史發廳攝程中的普攝現象。主力先生曾聽說輯: r一般說

來拿單能調是由著連名摺演變師成的，並它們的語法意義就是由它割的本來意義計鼎

的。 J6 r本H馳的調演欒幸言表示樹木單位的數壘詞是很自然蝕。在棋盤訟中鬧個

撞誦麓Jìj，接來隨著f據j乎還漸取代f本J ' I本J表示輯木單位的用站台逐字輯:興亡。現代豆葉

語~r本J 的造一義填完全消失， I據J字依然廣泛使攏。

6 玉力: (漢書警史積:> ' (北京:t:þ華書為， 1980年6月，黨寄:版) , J{2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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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完

東坡總子崩離使英丹〉末句云: r嚴于著問君家世 g 葉盤中朝第一人。 J瘖層學棋聯

也。紹興中，曹鸝功額便會廟，好事者戲作小梅望其後闕曰: r單子若問君家控，觀與教

知，便是紅衛粗雇兒。 j請功顯之父元寵，蕾以此曲著名匙。後大噹張去海之予安世 ì l.;.Å

閥門宣贊為幫棍，或改其語臼: r說與教知，種是中朝一漢兒。 j叢京師人講p;jf寄養子不

攬著?謂「撥兒」啦。 (840頁)

《漢語大詞典H捷克j輾義環之三釋為議子不闊的內{靶，引清代總頓三餐﹒里長于問家

世詞) ，全文興起筒，可知《農藥雪給中此文引車續堅秒。能《漢語大詞典》轉義呆著手，

嘴兒j叡手指內侍(即當官)。個觀橫豎砂原文書安世說閥門宜贊搞嗨，人們改詩笑

他「中朝一漢兒J 0 安世為張去為之子，而張表為是大噹(即當官)。顯然，安堂是當官的

養子，但自身未被鵝戳，文中所麗的「內侍養子本聽者J '即內恃養子之不閹者。《讓語大

詞典》釋義「餐子不闊的內持J '錯將定器、主語巔倒。

從文字角度來者，與 r~黨j 譜密的宇有 f嘆H續J 0 (說文:> : í壤，乾親，從:k~黨當

聲。 J <tí誰知: r嗔 2 鞋也。」像館禱: r當從漢省 3 乃得聾，呼肝切。Jí嘆J r填J均典和

同義，員ur讓j輿 f較J (復簡化為 f干J) 在語音典語義上有關聯，主要是吉普聲。 r漢兒j實為

f干兒J 的諧音詢。 f千兒J 叫法能較筒，用「漢兒J貼是為了脫俗。 r漢先j是諧音造詣的結

果。建議用法有其地城娃，文中講「黨京歸入謂內侍養乎不詢者調『萬兒缸，立豈非全嘲適

用。

學〉

《說虫草:嚕，木棟東也J ; r標，木樁凍1ËJ 0 緬恰如:囑鋒日把þ 0 Jr.靜、湖本義

是樹梢。現代大躍工具議書都繼承這一說法，如《琨代漢語調典》、《漢語大詞典》等均釋

「抄」為樹稽。但在現代漢語芳宮中，很多東西的末端均可弟?較J '如武漢方宮中有:雖

靜、子、筷靜、子(袋子來端卜鞭抄手(棋苗來端) ，轉女子長變未端去尋「頭纜車l、子J ;慧琳《一

切經音議﹒觀儕三三珠海酪中有「雙秒J~靡，捕頭變疇。據此: r秒用權舟按樹木，當夜

指來梢。績單志》中亦布巷、j與不開鵲搭配的情謊。

f忽膀上樹秒，複躍下，入木棍穴中。 J (49票)

仁緣木求魚世即釋，誰如木性、有至最槳，事流攝坎累λ事。 J (295真}

「走輯其父，持說竿輯之，其深更竿靜，不能轍。 J (指1頁)

「紹熙辛亥之冬，久悶雪。 jj賽多張出1美彈，晃議鐘，蹄取銬主義餘，得一魚，串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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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將還。 J (961 頁)

以上「樹抄H木抄H竿抄H竹抄J ' I抄」均指其末梢。「抄J從木少聾，少、小二字在

甲骨文襄是同一個字，用幾點表示徽小、不多之義。到春秋時代，銅器銘文中兩字開始

出現分化:如金文中「小J作，丸， I少」作，恥。由於小、少同源，從少得聾的「抄J字與「小」

亦為同源字，在字義上有相通之處。仿吉. => : I秒，小也，樹細枝謂之秒。 H廣雅﹒
釋詰二:> : I秒，小也。 H抄J的同義詞有與其互訓的「標J '此外還有「梢J '亦作「稍J 心韻

會) : I梢，木枝末。」

「抄J本義為「樹梢J '後引申指末梢，但在現代漢語方吉中應用範圍較窄，一般限於

樹木、花草、頭鬢等事物。

軒智(喧筒)

「半夜後，聞堂上軒智有聾，畫燈前導，一神據案坐，吏押老人至。 J (1390頁)

「郡人鄭元禮，以三十千古平生，內一年者云: r忽見池塘春草青，不軒蔔處也軒

罰。一重喜了一重喜，此際功名定有成。 jJ (1 485頁)

「韓于師彥古鎮平江，夜間聞鼓笛喧筍，問其故。 J (1 685頁)

是晚門外金鼓喧筍，挂旗煥赫，繡衫花帽者(明鈔本作「凡J) 百餘輩，呵導繼來。

(1692頁)

「軒智J I喧蔔J意義相同。《玉篇) : I喧，大語也。 H說文> : I筍，駭吉聾J ;殷注:

引申為智智大聲。則「喧蔔J本義指大聲講話，引申為喧鬧、熱鬧。還寫作「喧哄J 。如

元﹒李好古〈仔長生煮海》第一折: I碧悠悠，那愁他浴堯飛雁事喧洪。 J ~j(滸傳〉第66回:

「眼見得元宵之夜，必然喧哄。」此二例「喧哄J俱言其喧囂熱鬧之狀。

膨毛

總語大詞典》釋「膨毛」為: I指動物的體毛。」引清﹒趙翼明推論: I不知馬里躲蟲，何

以支冬尋。得非少遮護，便長膨毛新。 H漢語大詞典》的釋義來解釋趙詩不誤，但不能貼

切地解釋《夷堅志》中的用法。

「政和初，成都有錯工，出行塵間，妻獨居。一監書道人來，求摘膨毛，先與錢二

百......先剃其左，狀及右，既畢，回面，則左方毛已茁然，又去之，右旁複爾，如是至

再三。日過午，妻不勝倦厭，還其錢，罷禮之。 J (287頁)

下文寫到老婦的丈夫回來，聽說發生的事情後，認為監醫道人是漢鍾離，責備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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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泛使議今日3証明日為捕攤，亦仰所樺! J顯然，嘴j即?都毛J 0 磁力中f釁j和噱J

互訪11 0 緝名﹒釋首飾ì) ; r麗多被也。變少新路被助其妻也。 H麓H嘉措餵斃。練禮﹒

少牢蠶食播: I主婦被餾j鄭三支注: r被錯讀為震顫，吉者或耕農者刑者之壁，以被婦人

之，請為餘，回名聲囊憊。 j 由此可如 f變釁j擋骰蜓，材輯是畏罪!者接下聽人剩下的贖鬢 o

f捕黨j謂讀除頭贅，顯然道人所剩餘的「膨毛J與讀變有醋。

此外《說妨對喻的釋義是: r掙不至斃也。從而從多，或提寸，踏法度字被寸。奴

代呀。 H酪J宇提寸郎 f恥，是一種用罰，殷己在議《說文解字說:.>1離岸線下控話: r樹之

罪輕於勢。凳者艷變也。不重祺斃，謹去須鬢 s 是自醋。 H膨j字為剩鬚鬢之舟多 f膨毛j

當指鬍鬢，即鬍鬚和鬢罷。《漢語大詞典》研釋「捕動物的體毛j當是由此引申研束。

{本文鸝專著類。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