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疊音詞「繩繩」音辨

桑宇紅*

緝毒﹒周南﹒蟲斯》有這樣一章「益斯羽，嘉嘉兮。宜而于諜，繩繩兮。 H詩﹒大雅﹒

抑》有「于舔繩繩，萬民靡不承。」這裡的「繩繩」應讀何音?總典釋文﹒毛詩音齡、《青年

集傳》及今詩經注本，如余冠英的《詩經禮》、程俊英的《詩經譯注)等均未給此宇注音，

〈現代漢語詞典〉未收此詞。《辭、勵和向熹《詩經詞典〉給「繩繩]的注音是的éngshéng 。但

是王力古漢語字典》總語大宇鵬總語大詞典》三家權威性工具書給「繩繩」的注音卻均為

mTnmTn 。詳見下:

《王力古漢語字典> (2000 版) 946 頁:

間] : 3.mTn集韻現盡切 3 上，準，明。真部。

E繩繩，] CD戒慎的樣于。〈管于﹒宙合) : ["故君于繩繩乎，慎其所先。 J (2)眾多的樣于。緝毒﹒

周南﹒蓋章斯) : ["蓋章斯羽，堯堯兮。宜而于孫，繩繩兮。」

《漢語大字典(縮印本)> (1993 版) 1441頁:

【個: (三)mTn <.集韻〉餌盡切，上準明。荐部。

E繩繩1 眾多，沒有邊際;連續不斷。《集韻﹒準音員!> : ["繩，繩繩，無涯際兒。一曰運動不絕

意。《詩﹒周南﹒益如: ["宜而于孫，繩繩兮。」朱熹注: ["繩繩，不絕貌。 H:文選﹒左思〈魏

都賦)> : ["殷殷寰內，繩繩八區。」張銳注: ["殷殷、繩繩，皆眾也。 J魯迅《華蓋集續編﹒無

花的薔薇之二> : ["~于舔繩繩』又何足喜呢? J 

《漢語大詞典》第九卷1032頁:

關:嘯，繩】 (-mTn) 。戒慎貌。《管于﹒宙的﹒「故君于繩繩乎慎其所先。 J尹知章注﹒

「繩繩，戒慎也 oH漢書﹒永樂志> : ["繩繩意變，備得其所」。顏師古注引臣璜曰: ["爾雅

曰: ~繩繩 3 戒也JJ 。北周庚信。前巳園丘盼之五: ["思虔素素，致敬繩繩J 。宋岳呵《程史

李敬于》﹒「敬于既歸，躬繃緩，其樂不改;治廟祖，截古今，葬制為道行，家來繩繩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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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j

@眾多貌，綿綿不絕貌。朱熹<集傳》﹒《詩﹒周南﹒益斯} : I宜而于碌，繩繩兮。 H繩繩，

不絕貌。 H老子} : I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J唐李~(大唐贈敏州刺史葉工神道碑} : 

「繩繩焉，熙熙焉，孔德之容，罔可測矣。 J

值待一提的是《中華大字典品的作法，它為「繩細注有兩音: {詩@中的「繩他《中華

大字典3注為神陵切，釋讀今音shéngshéng , 1 而在〈逝于》中的則音耳盡切，即 minmin 。

【繩】神陵切音乘蒸韻

.... (十六)繩繩。戒慎也。(詩蟲斯)宜爾于碌，繩繩兮。(又)不絕貌。見(詩益斯朱傳)。

(又)謹敬更正意也。(漢書禮樂志)繩繩意變。(又)眾多也。見(漢書禮樂志注引孟康。)

開] ~耳盡切音淑珍韻

繩繩。無涯際貌。(老子)繩繩不可名。(又)動行無窮極也。見(老子注。) (又)寬急也。見

(老子釋文。) (又)無窮不可序。見(老子釋文引顧注。)

對於「繩他的讀音各家意見如此不同，原因何在?正確的讀音應是甚麼?下面我們

從詩歌押韻、文獻導文資料以及韻書的記載等幾個方面對此問題進行考辨。

《詩﹒周南﹒益斯》和緝毒﹒大雅﹒抑》作韻腳的「繩J字，分別與「堯J 和「承」押韻，上

古同屬蒸部，王力先生在《詩經韻讀》中給「繩J 字的擬音為 CdjiangJ '對應今音當是

sh已ng; 如音 min' 上古就屬真部，真部與蒸部字在上古是很少通押的。高本漠的《漢

文典》給「繩J 字的擬音與王脅先生基本一致d.1:)l)/d~'i:)l)/shéng 0 2 

緝毒﹒抑H于孫繩繩J在《韓詩外傳〉作「于舔承承J 0 ["繩J 與「承J在詩經時代岡音。周

祖讀先生對此做過考證: ["考床禪不分，實為古音。詩抑『于菁、繩繩』韓詩外傳作『于聶承

承J] ，繩床母，承禪母也。詩下武『繩其祖武J]，!{後漢書﹒祭祖志》劉昭注引謝承書東平王

蒼上吉作『慎其祖武J] ，繩床母，慎禪母也。 J 1 (老于﹒道燈H繩繩兮不可名卜吊書《老

于》甲本作「尋尋呵不可名也J ' ["繩J 為蒸部字， ["尋J 為侵部字， 3 上古蒸郁、侵部韻母

讀音比較接近， 4 同時從聲母角度考慮，繩為船母，尋為邪母，在諧聾系統中，船母

與邪母也比較接近。 5 所以只有「繩J音晶的g 才和「尋J存在語音上的通借關係。在今

天廣西客話地區「繩J 仍讀Ç;cun 0 6 

通過以上考諱，我們認為娟的中的「繩勵應該讀shéngshéng 0 為何三家權威性工

按 繩、乘中古音韻地位相同，均為船母蒸韻字，反切為神陵切。

《漢文典(修訂本吟，上海辭書出版社， 1997 0 

〈漢代竹書和吊書中的通假字與古音的考訂) , (周祖誤語吉文史諭集> '斯江古籍出版社， 1988 。

〈漢字上古音東冬分部的問題) , <周祖讓語言學論文集卜 144頁。

《漢藏語同源、調研究(一吟，丁邦新、孫宏闕，廣西民族出版社， 2000 年 9 月第 l 版， 119 頁。

《漢語方言及方言調查} ，詹伯慧，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l 月第 2 版， 9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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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書會給「繩繩J注音為 m'ínm'ín 嗎?

此音。很可能灘血《集音盼。《廣韻》中 f繩j 字只有食竣切的h如g)一讀曹可是《英韻}不

但平聲十六蒸杏 f串串段切j…譚，龍挂上整十六單擺手H繩:萬謹切。繩繩〉無涯際貌;一

日擺動不緝意。 J各級農可能因為對i比墳材料的認識不悶，注音才出現分歧。總聯在攝

鑫過程中，兼收並蓄了其前文獻中大最音義材軒，其中包括總典釋如中大葷的導讀材

料，造餌繡韻》中沒有的背書出現在線齡中租車拉不奇怪了。如果想澄清十贅，殼的頁

值觀總齡磕饒材料的來攏。

〈中華大字船的注釋給我們以敢發，其下「纜繩j有兩音雪在繽紛中音「和實在《老

子釋:的中青í7民J 0 (老子﹒支援館是略有道樣一句「其上不蝕，其下不睞，繩繩不可名 9 復

歸於無物。 H懿典釋文﹒道經音義〉的注解為「繩，食陵皮又反忍皮。樂于普云無涯際之

貌。顧云無窮不可序，或云寬怠。河上本作繩。 J7 此處繩下注有兩音:一是食陸反(釋

讀令音為甜的g);另一則為民忍、反(釋讀今青海 m'ín} ，是作為又音出現的。〈集鵲》在上

聲十六準所收 r~配字的誼錄音連聲材料很可能出自此。根據《經典轉去萃的蜂樹:

文字至于制，今古不縛。前儒作資多不依注，注者自議，亦未穿鞋遇。今之所攘，徵加斟酌但

若典籍常用，會主堅合縛， fl安部獲承，標之於一賞。其眷戀互舟，義有了並行，或字有多菌，眾

家好IJ議會苟有所敗，據不讓學番。

大致可以這樣推斷:{::老子釋給中「繩繩j有兩音:食陵反 (shéng)為 f典籍當局，會

環合時j的正音多或者說是當持標準的喜慶書音;民忍民 (mTnl 卻是「支吾家品讀J ' t拉就是不
標準、非主流的讀膏，諸如方膏、 f在讀，盤有可能是一種誤讀。正是自為《集韻》在編

饗攝程中，收錯了《經典釋文》大葷的導讀材料，這儕〈廣輯》中沒有的者多卻在《集鎮〉

中出現。

我們有必要繼續考察此處「繩j字又裔的性質。

〈爾和「兢競、繩繩，戒也，皆戒棋也。 H紐典釋文﹒爾雅音齡: r繩繩，本或作

髓，悶。食蒸反。 J黃梅《經典釋文體校) : r繩繩，本或作蟬，悶。 o石經作蠅 9 那、

單、蜀、吳、麗、陸、鄭諸本並悶。〈主義韻){類篇〉所引亦悶。宋本體誤作趣。 j都懿行

《爾雅義蔬盯繩者，釋文云本或作髓。宋本正作髓，無蠅乃或體字，當依經典作繩。《詩

﹒益顯》傅，繩蠅，樹馳。〈下如傅，繩，戒啦。《漢書﹒禮樂砂乏主『繩繩意勵。〈推

}有﹒，繆稱〉篇云 f末世繩繩子，權思失仁義i與本欄事卦。據上可知， r繩繩J或作「餾慨，

還或作 i1聽聽J 0 r體J 與「繩j同膏，它們在《廣告辭平聲十六蒸部為同一小韻; r體j條船

繃翰的注釋均是「神蹺切，繃著野體蠅，戒也。 J但 f鶴j 字總喜齡在上聲十六弊「誠鵡

7 1達姆總典釋文匯粉「繩，漢白寬是在 ö tiíJ上主持繩。。宋本8f下云。盧云 ， i可_t本作繩雪爾是作繩線，少

一繩字。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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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J小韻。在總韻》繃帶〉中注釋為「耳盡切，勉也。」據《經典釋文﹒爾雅音動; I繩繩，

本或作個」。但它明確指出這裡它與「繩」同，且音亦為「食蒸反」。如果這裡依照「偶」宇本

身的音義讀解，是不正確的，關於這一點黃悼先生已有斷語。既然《老于H繩繩兮不可

名」曾經誤作「個個兮不可名 J '那人們「示傳聞見卜讀成 mlnmln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後代文獻也為我們提供了「繩繩」應讀其本音的證據。《漢語疊音詞典們 中有如下

釋例:

【繼繼承承】 jìjìshéngshéng 謂前後相承，延續不斷。唐韓愈《昌黎集﹒平推西碑) : 1聖子神

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警戒不怠。」清譚關同《仁學》十六: 1則 1313 生者，實日日死也。

天日生生 7 性日存存，繼繼承承，運以不停。」亦做 1I繼繼繩繩」、「繼繼存存」。明宋草鞋《吳

公墓喝銘》﹒「自時厥後?繼繼繩繩，予知未有丈也。」梁敢超《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總

論H而我中華者，蛇然獨立，繼j繼繩繩，增長光大 3 以迄今日。 J .. 

綜上所述， mln 音只不過是作為一條又音材料出現在《老于釋文》中， {王力古漢語

字典M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由於未對話音材料的原始來源進行分析考證，單純根

據收音蕪雜的{集韻》定音，值得商榷。

8 ~漢語疊音詞典}，房瑞榮，濟南出版社， 1997 年 7 月第 l 版， 202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