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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著名詩人王士慎的筆記著作《古夫于亭雜錄} (中華書局， 1988 年 10 月版) ，內

有{rVLJ 讀音》一則云:

杜牧詩: r小溪光叭叭。」宋黃仁杰詩: rVl月不虛為朽月，今年賴得是豐年。」輯用

修云.叭，怕平聾，又丈加切。」按《正字通} : r普八切，攀入聲。」繡盼: r西極於Vl

國。」叭，西極水名，又水相激聲。韓愈詩: r撩江息澎叭。」與濟同。張衡《南都盼:

「流端技翰，盼扒輛車L 0 J 注: r音八 o J Vl有平、去、入三聲。

由上可以看出，王士慎認為「扒」有平、去、入三種讀音。檢《廣韻﹒真韻} : r叭，府

巾切。」繡韻} : r叭，普八切，水貌。」也同樣只有平、入二音。

從王士慎所舉的例于來看，杜牧詩《池州送孟遲先輩} : r好鳥響丁丁，小溪光叭

叭。」原注: r普八切J ({，攀川文如卷一) , r八」為點韻，應讀入聲。黃仁杰詩注為: r怕

平聲。 JI怕J ' {廣韻} : r普駕切J '屬濟母梅韻。平聲當為麻韻，應讀「阱。〈正字通H普

八切J '也為入聲。作為水名和國名的「叭， {，說如: r叭，西極之水也。從水八聲。繃

著盼曰: r西至叭國，謂四極。』府巾切。」屬「真」韻，平聲。《廣韻﹒真韻} : r叭，西方極

遠之國。府巾切。」。也黯韻} : r叭，西極水名，普八切。」分平聲和入聲。王士續認為韓

愈詩中的 rVLJ 讀與「濟」同， r濟」屬 F怪」韻，是去聾，但檢韓愈等《征蜀聯句} : r漢棧罷囂

聞，撩江息澎叭。」王伯大音釋: r上音澎 3 下普八切。揣聲。 J (筆者注:此句為孟郊作)

(侏文公校昌黎先生文第〉卷八)當也為入聲。張衡繡都盼〉李善注: r普八反。」也為入

聲。從以上分析來看，我們認為「扒」在中古應當只有兩種讀音:平聲和入聾，沒有去聲。

《漢語大字典﹒水部) rVLJ有三種讀音: (一) bin{廣韻〉←巾切。又普八切。有兩個義

項:(1)古水名。@同「卸(國) J 。古國名。故地在今俠西省彬縣。《說文﹒水部} : r叭，

繡如曰: r西至Vl國，謂四極。 jJ徐錯系傳: r今〈嘯聲砂作坤，注云:西方極遠之國。」

段玉裁注: r其偎借別為一義，其音亦可讀如銷。 J (二) pà~操韻》普八切。水披相擊聲。

(三)pã{字匯補》徬巴切。方盲。爛熟，疲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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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漢語大宇典》把 IYJLJ 的「水名」和「國名」義都注為平聲。但《廣韻》各本俱

作「府巾切J '不作「←巾切J '司漢語大宇典3誤注。〈廣韻》分為兩音， I國名」讀「府巾切」

(真韻) , I水名」讀「普八切J (點韻) ;傑吉野定為一音「叭，悲巾切J (真韻) ，但篇﹒水秒

「叭，彼銀切J '也是一音。從《說文〉和《爾勒看， IVl國」是從 IVl水」得名，當讀一音。

《說文~ IYJLJ 字段注: I許意西極叭國必以叭水得名。」因此《廣韻》分為兩音，是不合適

的，而纜吉野和《漢語大字典〉的做法是可取的。關於 IVl水J '菁、星衍紛ßfHj+1志》考之其

詳: IYJl水，按《爾和: r西至於姆國謂之四極j , {說文》作 rvu ，云﹒『西極之水也。從

水八聲。』三水分水喝即Vl水嶺，蓋聲之訛。分又為扮，{初學吉己》引《水豆豆注》曰: r.螂州

有扮水續j ，即此也。其嶺實于午山之別麓，然則今扒水即古西極之水無疑矣。 J ({靜、淵

如詩文集》第四卷)

另外《漢語大字典品在 IVLJ 的「古國名」義下引了民玉裁的一句話: I其假借則為一義?

其音亦可讀如彈。」認為「古國名」是 IYJLJ 的一個假借義。我們認為這是曲解了康玉裁的意

思。《說文~ IVLJ 字扭住; I{釋地〉曰; rr東至於大遠，西至於姆國，南至於濃鉛，北至於

祝栗，謂之間極。 H)釋文》曰: r分有本或作圈，{說對〉作扒，同。彼賞反。』案扒之作圈，

聲之誤也;作坤則更俗矣。而可證唐以前早有以那代國者。許意西極趴國必以Vl水得

名。育水必先叭，與且部吉地先部善，皆自西而束，如禹貢之先弱水、黑水也。許不以

溺水先於河者，水莫尊於河與江也。《南都悔。: r盼YJl輸車U ，李善; rVl音八。引《埠

倉~;叭，大聲也。』此假借別為一義，其音亦可讀如締。盼Vl疊韻也。」我們從中可以明

顯的看出段注的「此假借則為一義」拍的是 IVLJ 的「大聲也」之義，而不是「古國名」之義，

因此， {漢語大字典〉的引文是不適當的。

我們再看「汎」的今音，第一種意義的讀音是沒有問題了，不論是《廣韻》的「府巾

划，總韻〉的「悲心切」還是《玉帶的「彼銀划，今音都讀為 IbinJ 。第二種意義即「水波

相擊聲」的今音，是由中古的「普八切」演變而來，屬濟母點韻，入聾，今音讀為 IpàJ 。第

三種意義為方吉，{字匯補》作「榜巴切J '屬榜母麻韻，平聾，今音讀為「再J '為熟爛之

義，即為現在「扒雞」之「扒」的本字。因此， I扒」在今天有三個讀音，即 bin 、 pà 和阱。

IVLJ 的「水波相擊之聲」之義多用於詩文中，(漢語大字典》引用于張衡《南都盼和韓

愈等《征蜀聯句》中例子，但《征蜀聯句》引作; I撩江息澎叭，成寒絕朝乘。」這是不合適

的。因為「撩江息澎VLJ 是上聯的對旬，而「戌寒絕朝乘」是下聯的出句。原詩為﹒「漢棧罷

囂閣，撩江息澎叭。戌寒絕朝乘，刁暗歇宵譽。 J (~祿文公枝昌黎先生文如卷人)這是孟

郊的詩。《辭源~在引此例時正作「漢棧罷囂聞，撩江息澎叭。」除了王士模和《漢語大字

典》引的例句外，還有如陸龜蒙《奉酬襲美先輩吳中苦雨一百韻~ ; I或間秋藤椅，大半沈

澎叭。 J ({唐甫里先生文如卷一)朱疊尊《坐竹籬入九曲~ : I水光YJlVl聲滑?皆J 0 ({I曝書亭

如卷十八)(三潭果菇聯句~ ; I明湖一鏡平，際曉光叭叭。 J (同上卷二十)查慎行總王石

谷杏花春雨圖~ ; I溪光叭叭山濛濛，杏花十里五里，缸。 J (敬業堂詩集~)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