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說「毯」

徐時儀

上海師範大學

常用詞是詞彙系統中的核心部分，常用詞衍變遞檀的研究是一項十分繁重和難度很

大的工作，誠如張永盲和1五維輝先生《關於漢語調彙史研究的一點思考》一文所說「這項工

作也許需要幾代人的共同努力J 0 I I毯」宇《說文?未收，在現代漢語中是個常用詞 3 指

用來鋪蓋或張挂的禦寒或裝飾的織物。「毯」宇始見於何時? I毯」與「聶璧、話鹽、監艇、

艷艷、耗能、鞋里刮等詞語義上有甚麼關聯? I毯」與「毛布、毛席、毛梅、地衣、婉挺、

地梅、舞娃、毛錦」等詞又有甚麼關係?筆者不揣諷陋 3 謹就「毯」的最早使用年代以及與

「毯」有關的一些織物祠的詞義略作探討。

一、「毯」的最早使用年代

「毯」是中古漢語中才出現的後起字?指用來鋪蓋或張挂禦寒或裝飾的織物。黃金貴

先生《古代文化詞義集棚冉說「據今人賈應逸等所考， r創宇唐代始見;而『地毯』連

稱，要到元代。大抵合情。至今未見唐以前用『毯』字的材料。 J 2 {漢語大詞典》釋此詞

引首見書證為唐無名氏《補江總白猿傳Þ : I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

毯。 H辭齡和《漢語大字典》亦同。

實際上南北朝時「毯」字已出現。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縣阿斯塔那一號墓出土

文書中載有「得床十一劑，作絲二斤三兩半。閻兒前買毯賈(價) 0 J (18 頁)3據此墓同時

出土的隨葬衣物疏記載稱建初十四年八用二十九日，高昌郡高縣都鄉孝敬里民韓渠妻命

l 張永吉、汪維輝:繼t漢語詞彙史研究的一點思考)，載《中國語文》第 6期 (1995 年)。

2 賈應逸: t'Fli疆地毯史略> (北京:輕工業出版社， 1984 年) ;黃金貴:{古代文化詞義集類辨考}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 年)頁 644 。

3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一冊(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1 年) ，下文同，括號

內為頁碼。這些文書現藏於新疆博物館和吐魯番地區文物保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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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終，謹條隨身衣裳雜物。考建初是西涼李皓年號，然建初十三年二月李散己改元嘉

興，蓋其時高昌地區仍沿用建初年號，故有十四年，實為嘉興二年 (418 年)。此墓中尚

出土有罰毯文書云「罰毯貳拾貳張入官」。又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縣、哈拉和卓九六

號墓出土的伊烏等毯帳云「伊烏毯十張，伊受毯廿張，美兒母毯五J 0 (78 頁)這些文宇與

北諒真興六年 (424年)出受麥帳寫在同一紙面上。此墓中出土的殘片上尚寫有「有毯半張」

等。 (79 頁)此外，阿斯塔那二三三號墓出土的文書上亦載有「正月內被敕，催公乘艾棄

宜毯，到丈舍。艾即費毯六張，共來到南門前，見杜慶。艾共相即以毯與慶。J (208 頁) 4 

二、「毯」的詞義

「毯」是一種棉或毛織物。據《青海都蘭縣、諾木洪塔襄他襄哈遺址調查與試掘》一文報

道，毛織物作為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衣著原料早在原始社會已經出現。，1 {詩﹒國風﹒

七月》云: I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J鄭玄筆: I褐，毛布也。」褐，又寫作屁。考玄應《一

切經音主動〉卷一釋〈快成德陀羅尼值已〉第十一卷「毛世j 中「揖j 云: I布莽反。謂毛布也。《宇

林} : ~廚之方紋者日啦。』估量俗文} : ~織毛曰廟，邪交日臨。 j J (31 頁) 6 1959 年新疆

博物館考古隊在新疆民豐縣北的尼雅遺址發掘出土了許多漢晉時的絲、毛、麻織物，其

中就有藍色斜紋和黃色菱紋的啦。 7

細的毛織物通稱同眉心「廚」是繡的假借宇，又可省寫成「謂J 0 8 考{廣雅》卷八上《釋

器》云: I關毛宜昌毛館臨艷耗時說蹺，廚也。 H說文﹒系部} :嘯，西胡磊布也。 H爾

雅﹒釋吉'} : I釐?闊也。 J9 那胃ifm云: I舍人日特謂毛廚也。胡人續羊毛而作衣，然則

廚者織毛為之，若今之毛艷艇以衣馬之帶棋也。 Jto 聞是人工織成的毛織物，看上去與

動物的皮毛相似，故又稱為織皮。尼雅遺址出土有綠地人獸葡萄紋和藍地龜甲四瓣花紋

的聞。昌毛、屑、毯多為毛織物，但昌毛和廚一般指衣料，毯則指用來鋪蓋或張挂的禦寒成

裝飾的織物。區也以毛為原料，有時可泛指以動植物的毛絮為原料的織物。考《慧琳音

動卷二十六所錄《雲公音動〉釋〈伏般涅槃船第二十卷中「劫貝娑花」云: I花同柳絮，可

4 此文書的年代約為十六國時期。

5 <青海省都蘭縣、諾木洪塔里他襄哈遺址調查與試掘> '載《考古學報》第 1-2 期 (1963 年)

6 玄應: <一切經音義>，叢書集成本，括號內為頁碼。下同，簡稱《玄應音義》。

7 <新疆民豐縣、北大沙漠遺址墓葬區東漢夫妻合葬墓發掘報告> '載《文物》第 6 期 (1960 年) ; <新疆民豐大

沙漠中的古代遺址> '載《考古》第 3 期(1961 年)。

8 I閱」是一種細的魚網。《漢語大字典》第八冊所附《異體字表》以「廚」和「煽」為正字，以「獨」為「扇」的具體

字， I糾」又為「繡的異體字。

9 郝懿行《爾雅義疏》云: I耗者，義之訛文也。」

10 <十三經注疏> (北京 中華書局， 1980 年) ，頁 2582 下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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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綿。詢問梵僧，白藍是也。 J (1015 頁)從慧琳所載可知梵僧將劫貝娑花織成的綿也

稱為白麓，且毯與聾都可用作坐耨或地毯等鋪墊物，往往同義建用，泛指毛制物品 3 但

二者性能與製作方法並不相同。據繕琳音器〉卷十四釋伏寶積齡第八十一卷中「聾耨J

引〈考聲〉云: í件毛為之日聾，以總彩衣之日耨也。 J (540 頁)毯是用動物的毛或植物的

纖維訪拈成錢，再以經緯編織而成。聾則是將動物的毛通過濕、熱、擠、壓等物加工製

成的無經無緯的塊片狀厚毛物，可用來作帳鐘。聾出現較早，毯出現比麗晚。一般而

吉，毯指厚實有毛，娥的毛製品時與聾相似，指細軟的棉或毛織品時與廚相似。

三、有關「毯」的外來詞

不同民接所用語吉不同，在用本民族語吉記載異族事物時常采用音譯的方法。漢語

中的外來調最初用音譯方法寫下來的記音字往往不一樣，後來又多改為半音半義兼表音

義的合壁字，或改為高譯。有關「毯」的毛織物是由西域傳入的，其譯音因西域各國的語

音不盡相同而用的漫字也不盡相同。

黃金貴先生說: í~盟的名稱雖然出現較握，但其物早已有之。」最早產自大秦(羅

馬) ，復傳入天竺(印度) ，漢代由西域傳入，寫作駐艷。 II 據香後漢動卷入十八個城傳》

載，天竺國「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驅車、諸香、石蜜、胡椒、薑、黑

鹽。」李賢注「晶簡J引《埠齡曰: í毛席也。」又引《釋名》曰: í施之承大床前小椅上，登

以上床也。 J (2922 頁) 12 又作「範艷J 0 \(世說新語﹒任渺: I王子做詣郡雍州。如'1'1在內，

見有誰麓，云: ~阿乞那得此物! ~J 

亦作觀攏。〈樂府詩集﹒相和歌辭十二﹒朧西行~ : r請客北堂上，坐客艷麗艦。」裴

松之注《三國志》卷三十〈纜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評引〈纜略》云: í大秦多金、銀......黃白

黑綠紫紅綠甜金黃鏢留黃十種觀艦、五色攝壁、五色九色首下驅賢、金縷錫、雜色綾、

金塗布、排持布、發陸布、排持渠布、火撓和等。 (861 頁)慧琳《一切經音齡卷八十一

釋〈喃海寄歸內法轉動第二卷中「駐紐」亦云: í上懼俱皮，下數謂反。《埠齡雲即驅車也。

《聲紛云: ~毛席也。~\(古今正宇》二字並從毛，塵、俞皆起也。 J (3189 頁) 13 I觀能」又

作「體帥， í驅車J又作兩種J 0 \(樂府詩集﹒雜典歌辭十七﹒樂府古辭~ : r體輸諸種五木

香，迷疊艾納及都梁。」

11 黃金貴《古代文化詞義集類辨考》一書已對「毯j及與「毯j相闋的詞語作有考述，本文就佛經音義中的有關

資料續作考補，黃先生已論及處則從略。

12 本文采用中華書局標點本，括號內為頁碼，下同。

13 慧琳:{一切經音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影印本《正績一切經音義}l '括號內為頁碼。下

同，簡稱借琳音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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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又寫作「突刮、「艦、「耗j 、「耗j 、「勵，能又寫作「配、陳卜「蛙j 、「難j 、同制、

「盟」。如:

張衡《四愁音帶: I美人贈我聾艷艷。」

《玄應音器〉卷二釋伏般涅槃經D第十一卷中「觀能」云: I本胡語也。織毛為布如麻，

以敷床禱，出劍賓國。經聲將〉云: r毛席也。』二宇並從毛，塵、俞皆聾也。或作難鈍。」

(2501 頁)

又卷十三釋伏寶積經》第三十七卷中「艷艦」云: I上音崖，下霜獨皮。《考動云:

f織毛為文彰。』本胡語也。此無正翻，俗日毛錦，即文廚也。居x皮。或作聽聽。 J (478 

頁)

又卷六十三釋《根本說一切有部附奈耶尼陀那攝船中「艷提」云: I上音衛，下數俱

皮。《集首II) 云: r毛買也。』出西或、士蕃諸胡國。一云有文毛布也。 J (2557 頁)

又卷五十九釋《四分律》第三十一卷中「耗能」云: I又作棍艷三形。《宇苑)作艷艷 3

同。強朱、雙朱皮。纜類云: r毛席也。』緝名》作喪(裘)搜 o 14 估量俗如: r:織毛耨日

媽祖。細者謂之廠監也。Jl J (2394 頁)

又卷六十六釋總異門足論》第人卷中「艷艦」云: I上具俱皮，下山於皮。正體字也。

編》文障體』非也。倚重動云: r艷籬，織毛為之，色雜文彩也。，H埠齡云: r艷鈕，雖

車也。』緝名》云: r毛相雜為之也。，H古今正字》云: r毛席也。』二字並從毛，塵、俞皆

聲。 J (2658 頁)

{太平禦覽〉卷七百零八《服用部門 I{通俗文》云: I織毛樽謂之觀蹺，聽聽細者謂之

籬盤。」

《格致鏡盾。-居處器物﹒聾毯〉引漢楊芋￡異物志》說: I大秦國野繭織成罷 ，以群

獸五色毛雜之，為鳥獸人物草木雲氣，千大萬怪，上有鸚鵡，遠望軒軒若飛，其文在白

黑綠紅鋒金鏢碧黃十種色。」

據鄭張尚芳先生擬音，鹿為 gio ，雖為 Jau ，艷為Jio 0 15 攏的聲旁俞在漢末為 λ0'

聲母與梵文 5 的濁化音 z相近， 16 喻四的演變為 l一入一J '故籬又可寫作艷、攏。

四、「艷飪j 、「盟蛙j等詞的語源

I~起草」、「盟會毛」、「艷艷j是西域一帶人們對織花毛毯的音譯詞。勞費爾在《中國伊朗

編》一書中考述了波斯的紡織品，指出驅盤「代表一個譯音，相當於中古波斯語裹一個

14 線筆名》卷六綠草床1盼第十人 「裘浪，猶宴數。毛相離之盲也。 J成容鏡曰: I即歡聽之聲轉。 J <f筆名疏證

補þ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頁 289 。

15 本文有關語音的分析得到鄭張尚芳先生的指點，謹此致謝。

16 俞敏 〈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 '選自《俞敏語盲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9 年) ，頁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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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與字報疋aI)(訪續)在觀。 H漢語譯音所根據中占波斯字或許是 taptan 或 tapetan ' 

-añ 是複數的詞尾。 J 17 藤田豐八〈搧及蠶艷艷艷考〉一文說: r羈蓋章出於印度北部及蕙緝

以西諸國 p 何以大秦所憲者之學紋尤為鮮明。 j認為「點聲系波斯諦 tàkht-dàr 或其古彤

的音譯。 J lH劉正境先生等《漢語外來調詞典》釋此詞詞義為羊毛聾歹或一種產對波酷的

布料，輝、自中古波斯諾 tãptãn ， 的petãn 0 19 

考〈慧琳音義路八十九釋鍋(曾傳〉第二卷「傭鵬~J 云「下貪菩度。《埠蒼李云:聽說~p

毛席啦。《釋名》云:擺麓，施之大床篇小樹上所敷床者{曳。《考聲?云:雖盤，西域織毛

為文彩m 0 (古今正字》從毛罵聲，為音閉上。聲音蟹。 J (3的頁) (蠶琳者聯所引的《釋

名》與傳本緝名〉不對自悶，傳本主主 f登以上床也J '慧琳引為「所敷床者也j 。據王先請在

緝名兢證捕》云: r單說自今來作『攝登施大床之前小構之上多所以發床甘1 ~據《後漢書》

的j攻。《一切經音譯訟亨 i作『擺擺，施之大床前小桶上所以登上床者，因以名焉 o ~案:

雖章主亦《說文凋謝字。成蓉鏡日《掰費3七百八苦 i繡搶劫: r艷艷組者謂之轟艷。 j名聽

聽者，攝大床之前吐、攝之上所以望去而上床也。王敢原臼: r楊登之物，緣搧以登荷名故

20 0 ~ 1{說文)無單是誰字，然成臨之前已有作艷艷者，如成們 IH梅繡{告知是也。《東觀漢

章。 F景丹率眾至2農鬧，先武也城外。于馬學艷艷上，設潛禹。』班囡《與弟當H丹文難聽

大小相雜， f缸子品好間已。』皆在成闊諧。點麓以毛為之，古樹乎使毛t色。 j空!鸝洽茂先生

《佛教語義聞事鞍昔論及J.lt詞時指出民冊敷床者』多是;云陣以上床剖，則是叫中

國之吉，求外邦之義n ((智錐第》第 1461 頁)了。究為古本不讓 3 今本以推搏誰?選是〈譯

名》強說話據?今並錄之存參。 J 22 

考緝名疏證補》中舉制問I(一切鱷音勒出自《玄聽音齡 3 玄應在釋《大般揖槃如

第十一卷‘《觀佛三味控制路第七卷和個分律〉第三十七卷中「聽聽J…詞時皆引繹筆名》云:

17 勞費爾: (中國伊朗緝} , (北京:商務印書要錯， 1963 年) ，交 321 ' 
18 藤自覺八﹒〈織及樣發響起雙重考) ，還自《中隨南海古代交通蓋章考:> (北京 高務印寶寶嘗嘗的結年) ，真 516繩

520 0 張永三百《漢語外來識靠在談》一文說內繞經』顯然是個音譯詞。勞發實可以為當是源於中古波斯諾的

紛pt益。 9 假設僅是他的擬構學堂皇;，IF~主要存在的說 (actual word) 。藤的豐人撰〈織及縣驚喜雙雙主考〉緝 f駁說!

系波斯諾tàkht-dàr或其古形的音譯， {反對音不舍，似不可豆豆。晚近為端志認為 f量罷教ß當是波斯語t是bidan

(義為 woven) 的對贅，較為可倍。而我騷古人卻都以中國之畜，玄妙惜之義Jl '如《御質的!位通俗文法云

均每毛質生者，施大床之前，小悔之上多所以遼闊上床郎，以至漣字也總義俑改了，如夢tl熙總是5. 釋床f級

第十八》云: W桶里是，施之承大床前小線上，登以上床也。.lJ ((吉普哀教學與研究}1989 年第 2 期)

19 嘉軒j正考是 《漢語外來調詞典:> (上海:上海辭書寄出版社 1984年1 ' 真 335 ;葉i逢禮: {契丹鷗志》中有著小圈貢

進物件有「玉、珠、煒、乳替、濟主自﹒瑪織援、畫畫緩兵絡、斜合無皮、楊黑絲、們得絲、怕碧藍閥、稱妙、

褐車已緣，衣上管鋼牙三織成學以工丈為l1f oJ(上海:上海古籍出版本士， 1985 年) ，頁 205 ;質時費: <遼與

「大食J> 文指出〈契丹劉志》中的 rr可得絲j鞠了怕襄同j是伊朗諸多「現代波斯吉普中有 mandish ，義為她毯、

毯于多自于以與門得絲構成對吉普 o rj:l1i波斯語有 prngn (parnaganl '義為多包銷綴草草花布(包括手織物) , 

可能是'的裘祠的原詞。 J (主義北:(新史學》第 3 卷第 i 翔， 1992 年)。

20 餃，顏洽茂《佛教育吾義總釋》一會中屬下句(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 1997 年) ，豆豆 115 0

21 王先謙 1務名疏灣補)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影印本) ，真 289-290 。

22 顏洽茂: <佛教語義觀釋} (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 1997 年j' J!l: 1 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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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之大床的小桶上所以登上床J ' 2:1 可知睹為磨時所見導筆名〉的館、文多玄應以i昆主書(霾

當j 制得名之的。接鵬!想筆名》時額然作有技動，他蔣緯名湖釋f發i丘上床社j改為「所

數床者也卜很不能是認為竇立照在解釋?罷懿j 一謂的很名原因持有穿鑿附會之處。考慧琳

出生主吾吾域蔬艷艷 3 保部韓偉詩卷五毛慧琳種詩輔f也 f內持密藏，外究儒流，印!3t聲明，支

部詰說，靡不賴和。聽齊之《一切盤音連聲)}拼搏其「尤精字學」。最審《…切絡會議齡序亦稱

其「內精密敦，入於總持之門;外究器吭，研乎文字之粹。印度聲明之齡 3 支部音韻之

精?既瓶受於先帥，亦泉瀉於後學J 。他不懂總聽梵、漢語言，種且熟悉一艘潛按語言。

他在解釋佛經詞語時往往辨明該詞是哪一種吉普育，知釋定大乘理趣六能離饗多黨發第一卷

中「蘇莫攝冒J 指出其是[器或扭語h 韓《惑起往至三天在空屬傳》中 f醫蔑j和 f萬辣都j則分崩

指出其是?昆會語j 幸III聲音吾J 024 由於慧琳精讀凳麓，皆以他往往能黨體字形東縛，意識

至5漢語中外來音譯詣的說義與其研用字形沒有必然的聯擊，而從語音方聞研究解釋詞

義。 2:; 我們曾對毛聽琳宵達每〉中巨哥哥 I{方吉卜〈說文》咯的引文與今傳本〈方首>> ' (說文》等，

作有對勘 3 發現慧琳所引與今傳本不相符合的部分有特也往往是其憑記憶即引。悶悶，

我們認為慧琳顯然意識到《釋名》的釋義有附會之擻，在全 i 纏名》釋「轟j持可能按龍的理

解作了改動。

據《廣韻>> '鍵的中古音為吐盡坊，童讀主義母入聲;盟海都藤切， 。磕

的中古音~吐敢明，敢讓接受母。提語音上分析，魏可以看作罷麗的合音形式。

語董t殼 f擊聲j掃盲， í裝運能j是一種較粗的毛議。朧的盤八《攝及最主監艷艷考》一文說，

聽聽、農i攏在 f波斯語中無相當之語，惟阿刺伯語中有 ghàshiyat ' gäshiya 每瓶。 H艷

艷、曉龍殆阿刺伯語之對齋，而構代之中國人，已知覺物?故此阿車也{告語委

業已傳入波斯及其他束力諸國矣。吾人苟不得其能諱，尚未敢當青吉也。 j 立在

1t~盧文書27 中 t拉攏到…種名叫 ko個va 的毛鐵瞥，亦寫作 koíava '意海聽毛議。泌

ko豆ava 學豆漿。鳥多義先生《銷蠶依盧文書中搗 j的豆xava 部 f聽聽j 考一一-兼論「東攪J古地

的 JM玄應音義》卷二、卷的和發十測，叢書集成本頁 86 、 197 和 6的。

的兒《慧琳吝掛卷四十一和發…誨，。

的參兒抽著毛毛主琳音義研究》第閥喜愛(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7 金字)。

26 鱗間鹽八: <楓及攏費生展速變þl會> '憑自《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H北京;要寄務印嘉德 1936 年) ，頁 5空(的言 1 ; 

: <新疆f去處文書中的 koSava 即 f廳里還J 考一諾言會「書長搜li雪地名〉一文指出 g草草hiya

要置在馬鞍上的墊子、Il.p i:þ毆古代所謂隙混。認為漢文的?歡聽j 不可能讓自衛拉伯語，而只口J能釋錢

的某種古代語言 s 這樣語言或許總印度語系 3 或許與印度語系有發生已姆的來源。載《中閱

(~t京:中蠻社會科學出版社多 198生

27 1.去處文字是古代印度重要要字弩之…要使用極燒包括我問新緩、印度北部、也喜事斯坦、阿富、汗、蘇聯一特

聲色綴也在于與王盟和善事義3三鱗戀fJ!:發現了大最使用一種印度約諮詢成的依獻殘卷。

2話饒2丟臉:{符號-初文與字母一一器裝字樹} (上海﹒上海書店tI:\版社 2000 年) ，頁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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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文指出「怯盧文 kosava 一謂當輝、島梵文 kosa 0 J r r艷雙重』古音當讀作 kü豆ou 或

kü旬u 0 就音讀言， ko轉為他是沒有問牆的:給va按梵語『特弱變化j 的音變揖則也可

能轉化為 sau '堅持以 k的ava 可以轉化為 kü臼u 間被譯ww艷蛙~ 0 J能宇的影體問苔， r艷

艷i等外來說已為第聲字，為確先生據此譯為 f艷艷J顯然是晚出的譯音字，其最韌的得名

與古西域名為單變或欒搜的部落或許有鸝聯， rq展可能最初問為這餾部落攪長織社展史卜

故也被稱為 f渠變』。後來為了將釋者加以區別多才。在毛織物的名稱上加以『毛!旁，成為

聽聽 c 既然這個名詞來自音譯，寫法也不固定，館臨產生了艷、籬之類的新字。授是多

這種毛織物的名稱與部落名稱的聽聽便被人們遺忘了。 2

床毯或衣鞠等羊毛織物在藏語中又可音譯為 f普羅」、[嚼嚕」、「種禮上「布縷j 、

「揖J ' 3盼這些詞是官藏語 phrug 的對音，意譯為毛席。 31 (正字禱)>卷十二云: r中天竺

有聽聽多今日磁盤?搗之邊臂之。 J

《龍文新陷》云:嘴，觀艇、雖聽皆麓獄之麗，丟棄方音也 o J (;蠶琳音齡卷十三釋

《大蠻橫§野黨三十七替中「聽說J一詞時曾指出其「本組語也。此無正觀。 J (478 頁)草委十

五釋說該經第一百二十卷中「黃毯J 云: r他感反。或作攏。〈考聲〉云: rr鐵5志為之 o JJ 出吐

蕃 o J (591 1室)卷六十四釋《四分律師j構體輯是搗廳》中卷 f觀點j一詞又云: í上具俱反，下

數魯智反。按期胡話也。 J (2589 頁)宋應星《天I闋物，梅麗》站立說: í其觀鏡、種主義等名

稱，皆華夷各方語研命。 J這些與「磁j有關的外來調再能源自印度 2 也再能聽息波斯，更

可能梅、自受印度或投斯等諸吉影響的當時西坡語吉普其中或據寫寄語，豆豆據龜茲語，抑

或據其他問域諾 3 此尚有待插著阻域語育研究梅進展前根據其與相關語言的對青再作進

一步的深入考證。

五、有關靜、及禪等的毛布織物

據有鸝文章誼所載 9 當時間域一樁己能利用草花蕊等值輯和動物毛祖織成布或毛議。

如饗蛤之注亡國在學香三十〈曬毒﹒烏丸鮮.東夷{著手訴苦 i 線路﹒西王是傳》云，大若是閩南

的為雍: (新發f玄虛文書聲中的 kosava 即 f艷整到考一一兼論f濃搜j古地名) ，戰《中圈民族古文字:研究H北京:

中獨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生年) ，真 51-54 。勞費爾:{中劉伊朗編》一番還探討了《元史》卷四十三。1懷帝本

章D六中所教波斯語言這 saqalät 、 saqall泌的音譯f撒哈斜J 一詞，指出其詞義可能是一個產黨工布的城名， r戒

指紅乎有錢以此紅布斜的衣。 J黃時變: <元代扎你別獻物考〉一文認為從勞重要獨引述的商方文獻者，似乎

[撒哈點是…積絲織品，但是從漢文文獻潰，它顯然是一體毛織物。如史大妨一統志》卷九十說，撒哈車i

f以毛織之，蒙主制自車里蟻，智紅綠二色。 J灣總:{械工台吾吾論》卷 F竟是，灑海刺 fæ商番，絨毛纖卷，閱三尺

詐，繁厚如罷。西餐亦多楚。 j 險誠等:{西域發區里志》中提到家家巨室有用撒哈科[遮護播發j的。 f從這些

材料可以獲知會撒哈刺直至…檬毛織物，質高價為，哥哥紅綠兩種顏色金TiJ均以製ft衣毛主，也可用以裝飾笈

鐘。 j載〈文史》第 35 輯(北京 中華審議為， 1992 年)。

30 倒在竣: (漢語外來調詞典盯上海:上海辦響也版社， 1984 年)、頁 282 。

31 藤的豐八: <織及凝登亮麗變室去學) ，望遠也《中揭南海古代交通護考) (北京:繭務印餐館， 1936 年) 'Ji 520 。



2003 年 9月第 67 期 37 

織成細布，吉用水羊轟，名日海西布。此國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獨用羊毛也，亦用木皮

或野繭絲作，織成觀艇、驅車、廚帳之屬皆好，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 J (861 頁)

上文《格致鏡輝、﹒居處器物﹒聾毯》引漢楊事總物志》也說到: I大秦國野繭織成艷毯 3 以

群獸五色毛雜之。」馬雍先生錯府疆怯盧文書中的 k。但va 即「廳里tJ 考 兼論「渠搜」古

地名》一文說，梵文 ko旬的意義為「繭」。梵文還有一個源自 k。但的詞，即 kau扭惘，漢

譯作「懦奢耶J '指印度的野蠶絲，引申又指對蠶絲織物。玄裝〈大唐西域記;)卷二述印度

服飾云: I其所服者，謂情奢耶衣及星星布等。懦奢耶者，野蠶絲也。」馬雍先生指出「這個

詞原指野蠶絲織物，後來因為傳到游牧地區，改用獸毛織毯，才轉而用以指毛，織物。」考

《玄應音動卷一釋伏方等大集主動第十二卷中「懦奢耶」云: I此譯云蟲衣，謂用野蠶絲綿

件衣也。應云俱舍，此云藏，謂蠶藏在繭中，此即野蠶也。 J (32 頁)32 ~慧琳音動卷二

十五轉錄雲公釋仁大般?里槃齡第一義中此詞云: I{五分律》云野蠶所作綿，拈織為衣。」

( 957 頁)又釋第四卷中此詞云: I~伍分得括: r絲，蠶所作。』謂家蠶野蠶並是也。 J (973 

頁)的

聲也指細毛布。《玉篇﹒毛剖玲: I艷，毛布也。」又作「桶布」、「白晝J 0 {史記﹒貨殖

傅H其申絮細布千鉤，文系千匹，桶布皮革千石J '裴睏集解弓 I <C漢書音齡曰: I樹布，

白晝也。 J (3275 頁) {南史》卷七十九〈咦陌》下云高昌國「草木，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

爐，名日白血子。國人取織以為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 J (1984 頁)唐劉言史《王中丞

宅夜觀舞胡騰) : I細觀胡衫雙袖小。 H玄應音毒品〉卷十九釋《佛本行蛤〉第三十九卷中「白

監」云: I古文攏，同。徒頓反，毛布也。 J (886頁)繕琳音蟄〉卷四釋伏般若波羅蜜多路〉

第三百九十八卷中「白監」亦云: I下徒頓皮，西國草名，其草花絮堪以為布。 J (163 頁)又

卷三十三釋《轉女身船中「抽轟劫監」云: I磊音椎商反。毒者，鳥獸細耳毛也。鄭注《禮

吉D 曰: r磊者，毛之細耨也。』孔注《尚書》曰: r栗磊細毛也。，H說如〉亦獸之細毛也。

『案:磊衣者，采鳥獸相栗五色毛紡鏡織成文尉，以為上服。轉輪聖王服禦衣也。紡音芳

岡反。杜注《左傳》曰: r紡緝為爐也。，H古今正宇》從奈，方聾也。下音蝶。觀者，西國

木綿草花，如柳絮。彼國土俗皆抽拈以紡成縷，織以為布，名之為艷。 J (1343 頁)勞費爾

在《中國伊朗編》一書中指出「艷j古時為世iep ， dziep , 34 diep, did，反切為「徒頓J ，即

thiap , Adiab, dhab，此是梵語 dvipa 的譯音。宋董衝(唐書釋音》卷二十三以「徒頰J '為

切，等於中古波斯語 dip 或 d旬，相當於新波斯語 dibã (絲錦) , dibãh (金娟) 'dibãdz 
(錦馬甲) 0 {漢動注云《外國傳》稟曾說到諸薄(爪哇)的婦女製造「疊j和「花布」。勞費爾

32 玄應釋《地持論》第五卷中此詞云: I亦云俱舍，訛也。此譯以內藏，舊譯云蟲，謂蠶在繭中。此即野蠶

也，用野蠶絲綿作衣者?僑奢耶衣是也。 J (467 頁)兩例中一云應云俱舍，一云訛也。考其卷十七釋《俱

舍論》第一卷中「俱舍」云: I此譯云藏，則庫藏之總名也，而體是蠶繭飛藉以喻之也。 J (792 頁)又卷二十

四釋〈阿因此達磨俱舍論》第一卷中「俱舍J 亦云: I此翻云藏 3 則倉庫繭輔之j總名也，舍藏義一切以名焉。」

(1 087 頁)其意都在於指出「僑奢耶J 的「俱舍」義是比喻義。

33 有關蠶絲的情況，季羨林: (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一文已論及，此不贅。

34 I艷」音 diep，擬作准lep 和 dziep 是把舌音擬為齒音，在音理上似欠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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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意為從《喝史》卷七十九和《梁書》卷五十聞所描寫的耀祖物看來，可以假定「島疊J…詞是

後來轉用在鵑花上的。 35

據文獻記載，備有棋花布、菩布、都布、越譜、古民、古鼠、屈輯、黨輯、錯波

菁、磁波雄等與?數j類似的指織物的繭，亦皆以木棉樹的綿或類似木棉褲j的綿及野黨絲

織處。如總唐書﹒南蠻西南蠻靜靜載婆利 f有古具車，緝其花以作布，粗者名古貝，細者

名自艷。 J(玄應奇事發卷十四釋《四分律》第二卷中兩遞鱷葫良辰，龍民 f成吉錯，接育，

或育劫被婆?正，喜迦披鑼多此譯云樹花名也，可以為布。高品各艷，數是衣名。鸝賽以

南大者成樹，以此形小，狀如土賽，有麓，剖以血花如輛擊，可館以為布 9 揮之為衣

也。 J (6位頁)又卷一釋伏芳等大集經學卷十五中 f葫被育j 云: r謊言鵲貝者，訛也 c 芷

苦海披諱。商品名顱，可以為布。廟賓以南大者成瘤，以成形小，狀如土贅，有殼，剖

以出在如榔黨，可韌以為布逛。 J (32 頁)36 玉琴是一字奇特佛頂船上卷有「艷縷j一詞，.(慧

琳音齡卷三十五釋的是云: r上音嘿，西醫幕花草啦。如此聞聽花絮然為縷作布，從毛

蠱聾，或能余作諜。本無此字多譯錯者權輔之，故無定體。 J (l的0 頁)據《直言五代史〉卷

一百三十八。令國財縛〉第二載，周t設宗縛， jJ:\j科體練使元恭所貢波斯錦、安西白且是等，

f皆因其來者以名兒J 0 (1841 頁)此件，磕磕亦稱為點多考《正宇攏 e 毛喜帶云; í磁盤，回

香絨毛鐵者。士番貢雷聲多郎今虹種種。 J

毛織物還可稱纜。《後漢書》草委八十六〈頭甫夷傅﹒哀牢〉說哀牢人f知其主茉文錯，獨懿

車聲、蘭幹組布，犧成文章如接錦。有梧桐木華 3 續以為布，轎康玉尺多黨(潔)白不受

垢污 o J李賢注引《巖志》曰: r標棋有白者，聽國有樹木，其華有自盞，取其鑫淹攪，緝

鐵以為布也。 J (詣的頁)饒眾頤先生《搗布與 cinapaHaJ一文說， kautilya 的〈國事論》中

f言及脂那的物靂，有線及織皮三種J '指出「研謂搗布乃是極廣泛的名鵑J '四川的民鸝

亦是聽布的一攘，扭地的f陳布、黨布、~人之鈍，蜀緝布之聲，都是漢代四川的出蔥。 37

35 勞襲警可﹒《中國伊朗煽> (北京:高務印書館， 2的1 年) ，真 318 。蘇繼廢注注大淵《島爽志時 w 三產主H地

產黨臘、木稀、花布j "Þ r木絡j一紹說: r織布、 3菩布、都布始檢講織布，里宮發布是也，而其名之~~我

國教籍又較E裝著惡之臼畫是為主事多變。故領布、答布、都布均可視為梵語 pata 之t聲音。Jf~至於洛弗爾所選

涼之 pambak-dip ，毅仁和世波斯語中~無比字， ildip 義為鋪，與錦布無關 s 鴿，台伊爾吉普作 de悶，不

作 dipt色， J制自務和已為指出矣。{白發和云義?事言學《根本說一切有音但她那耳紗，舉絲、單單語、主i"J:縣、

紡織的種紛發 p 蒸發字原名堂f1.在梵誇 apati Q 此梵語會義頹廢，論綿布綴，又講他積布條。案梵誇 pa!i查，

羲淨G若干字虫草‘議?言總諾維輯、法草言繡言筆名義斃。卷七，皆作主事咚，或重于其主絲路?軍史言于其為司總數，

雄所緒不一，然白費與其諸主主諱，當為 pata 之對膏，謂線布什載《島爽志略校釋) (北京:中要容審扇，

1981 年卜寰的。

36 蘇織廠詮注大淵《踐爽i忽略H木總J…詞說， r巴利諾劫波婆應作劫波娑，汪古指梵錯，室里波羅應作迦波

緣。法雲翻譯吉思義船卷一七青島波贅，詮作益堅波羅，員IJfi以治玄戀情發驗之誤認議。權玄機語絲粉臼星星役，

卻波賤、單單波藍藍、劫波薩皆為焚語 karpasa 之對音 o j 載鳴爽志靜各校學矜(北京句中發言鋒為， 1981 年) , 

寅初。勞費需《中閱伊朗勵和游由導人結代讓人關於梅花棉布之知識診對此考證主吾吾羊，限於第蝠，此:f:

贅述。

37 饒宗頭: <蓋若干吾與 cïnapaUa--論早期中、印、緬之交通h 載《朦史話畜研究所榮和1])第四五本第四分

倫 (197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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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毯」的異體字

也慧琳音華語〉卷六十四釋〈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中卷「觀鈍J 引《博牙住》云: 1艷蹺，西正是

廚姓也。 J (2589 頁)慧琳所引《博動中「鈍J ep 1毯J 0 <博雅》為陪曹憲因魏初張揖所作《廣

雅》而附的音解， 38 檢今傳本《博雅》中雖無慧琳所引之文， 39 但亦可證其時「毯(鈍) J 宇

已出現。考續琳音動〉卷八十→釋〈哺海寄歸內法傳第二卷中「鈍席」云: 1上貪覽皮。《考

聾〉云: ~.鈍，織毛為之。出吐蕃中。《宇動亦從自作麟，或從牟作棚，音義同。 J (3189 

頁)例中「融」、「捌」亦為「毯」的俗字。位莫語大字典》未將「融」列為「毯」的異體字，考繕琳

音義》卷二十四釋《方廣大莊嚴密〉第七卷中「鈍眉毛」云: 1上貪敢反。《吉盼曰: ~轟衣如倒

也。~<考聲〉云: r鈍，織毛為之也。』亦作轍，又作棚。下寒葛反。《廣雅》云: r眉毛謂頭

也。 H古今正宇》並從毛，炎、昌聲。刻音居利反。《說文) : r項調西胡羞布也。~ J (944 

頁)又卷六十六釋總異門足聯第八卷中間燭」云: 1上貪敢反。《論》文作結非也。倚重較

云: ~色青白之間也。』在此義也。韓詩云: r磊衣如臨也。』宇又作鈍。 40 <考聾〉云:

『鈍，織毛為之。』出吐蕃中也。《古今正宇》從吊，炎聲。字或作側，又作英也。其從毛

作鈍字，流俗行稍久，故兩釋而存之。下凡(几)例反。字書正行扇， <論》文作尉，略

也。《考動云: r尉，西國磊布也。』繡牙齡云: r聾，廚也。~<古今正宇》云: r西正是毛錦

也。』從奈，廚聲。廚音同上也，磊音吹抽反。釐音離也。 J (2659 頁)鈍，慧琳所引《古

今正耕作闕，(考聾作「鈍」或「姐，又有寫作降到」或「英J '還可寫作「絞」。繹琳音動

卷六十釋《根本說一切有部回lt奈耶掉。第七卷中「毛絞」云: 1貪敢反。《考動云: r紋，織

毛為之。』出西茂。或五色暈花，或云毛蜀，亦日毛梅席等，今古之正形也。 J (2427 頁)

總語大宇如第八冊所附《異體宇吾吾〉以「毯」和「捌」為正宇，以「知為「毯」的異體宇， 1I勵

和「絞」為「捌」的異體宇。據慧琳所注反切，鈍為貪覽反，融和級為貪敢反，鈍和麟、級、

蝴音同義異，但皆指織物，有時混用，正如慧琳所指出「流俗行稍久 3 故兩釋而存之」。

英則是荻類植物，與捌同源。 41

「毯」和「廚」在表毛織物義上亦有相通之處。如《漢書﹒東方朔傳》云: 1木士衣綺誘，

狗馬被績廚。」顏師古注: 1廟，織毛也，即觀能之屬。 J (2859 頁) <舊唐書﹒南蠻西南蠻

悔載d騁國， 1其堂宇皆錯以金銀，塗以丹彩，地以紫礦，覆以錦扇。」繹琳音動〉卷七十

九釋《經律異相〉第三十七卷中「觀能」亦云: 1上具俱反，下數俱反。《考動: r觀籬，織

毛為布文彩。』亦名蜀，為出罰賓國毛布也。 J (3111 頁H毯」自南北朝問世後，經歷了與

「鈍」並存及與「串釗、同胡」等1昆用的演變，逐漸取而代之，沿用至今。

38 謝屆全昆:(小學考〉卷五(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1997 年) ，頁 74 。

"見《博雅》卷八《釋器}，漢魏叢書本頁 2 後。

40 (字彙補﹒毛部.} : I棍，與純同。 H康熙字典﹒毛部;} : I此字當從炎，改從激無義。當即紅字訛文。」

41 王力 《同源字典>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7 年) ，頁 62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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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二、鐘興地毯、鹽醬

f聽j可稱為「毛布j 、「毛!當J '又稱為(毛摔打錯琳音齡卷五十九釋《四分律》第三三

十一一卷中「聽他引《通{告知云: í織毛禪臼輯髓。細蔚為之蝶盤啦。 J (239生頁)鱷倫均

衡說「毛轉j亦指「體J 0 宋人俞瑣《席上腐草蛤〉卷上當解釋說: í磕之間各日毛禱。」

地聽用於鋪塾，麗和毯都可以用件地麓，唐代亦稱為「地衣Jo 白居揖《紅緝毯)!詩

:她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仆地衣刺瞞自豆、聽說之類。德琳會暴發卷三

十七釋《陀鐸尼集》第三卷中 f躍互配云: í梵語也。毛聽地在之類也。亦無正字也。 J (1476 

頁)又卷六十一釋《正在第尼律手第十二毛主中「艷籬j 云: í華人語也。郎今之毛布有文為地衣

。 J (2475 頁)又春六十釋《根本說一切有部蠍奈耶律》第二十六卷中 f草草籬j 云: r間或扭

詣。待動云:陳毛為文影五色，或作為歡人物 3 即毛布攏。』鱷顯>> :同席租 ù ~出

西歲，字無定體。或作聽艷，或名蟲懿 2 卸地衣、舞鐘之類，影聲字也。 J (2444 頁)

舞鐘才詩歌舞時錯在站上的席子或地毯。〈說文章: í搓，竹席埠。 J誰是貼地臨鑰較為

寬大的畫藝席。很]體﹒春宮，序有') : í可幾盤。 J鄭玄注: í第亦席也。鋪瞬臼態?藉之臼

席。J.提公彥疏: r設席之法，先訊者，皆曰鐘，復加者為席。 J諱言台講正義: í史進吾吾席

鐘，鐘輔隊按下，席在上，為人fjJf~些藉。 j古人席媲蹈學，學於席上，席下又有貼地之席

稱為「建J 0 ~崇毛慧琳音暴發卷十一釋伏實讀船第九卷「縮誕j 云:快速反雪下以聽反。報

{昔字也。若取字義即乘經意。案:擁蜓，地轉也，即舞鐘也。格時為地衣、毛錦是也。 J

(435 頁)又卷十五伏寶積語學第一百卡A眷「繡誕j 亦云: í上音宛，下音廷。也字車》云:錦

蜓者，花草E錦耨舞鐘之類。 J (585 頁)攝艇、主車轉‘舞鐘RP端衣，又稱毛鏡，部地寵，亦

可為主任墊或床墊。如《中本起給: r王問憂陀:插子在宮，萬撐鑼蜓，錦緝緝拿文。今所

學具，皆有何等? ~J又囉藏齡: r坐以實床實數以鏡頭正如縛。只伏縷炭齡是岳之: í大

三E1i台闢浮利天下峙，天下富樂，熾盛安聽多五穀髏熟，人民請更多，地{幸好，水亦饒多。

譬如蘇爾抽逸地步不起擴蟬，生育草單多，周恆正圈。其色譬如孔雀尾，其香如香:草

也。菜:當如擒屜，足蹈上陷入地四寸，是聽起即邊接如故。 J棚中影容車站柔軟富有3單位?

猶如錦蜓。鏡誕、毛錦等皆為西域胡t物品的意譯詞。 C蠶琳音齡眷七十問釋({I曾如草御自

集》下卷中 f報建j 云: í上於攝反，下以勝寂。儷{音字也。若取宇鐘，即乘懿意。案:蔬

踅多地轉也。即舞建也。信呼Z奇地衣、毛錦是也。經作鱗鱗，字體文義俱籬，今不能。

復搏寫者宜從草之啦。 J (29哇6 頁)又毛主二十七轉鋒諱定窺革釋如J法蓮花懿﹒會喻晶》中

「婉蜓j一詞案云: r~舊書擁蜓，能冠啦。蜓，荒草上覆也。《玉篇:H冠前後詞:垂者~ ，不可車

上重敷荒草纜。今理應作婉美之婉，席薄之護?文專華麗之類綺麗席也。 J (1 066 頁)慧琳

認為婉誕為研域奇主制物品的意譯詞，若取字義 3 即乖經意 p 可譯為從車之先楚，亦可取

其f文轉華麗之類，椅麗席j 之意，意譯為「婉鏟J 0 其香四卡在釋《擾婆塞淨行法門嘉軒下卷

中 f艷艇j 云: í上具俱皮。下數俱反。《聲齡云: ~觀籬，毛錦tl!. oH康和 :r文窮tJ2 0 ~ 

《考聲》云: í(博種} : ~觀點，商玉立蜻蜓也 o ~即是毛錦有文影如五~花鈍也。 J (2589 頁)

指出毛錦即有文薄的五色花盛。

古代歌舞宴飲通常在鐘席上進行。如甫朝朦餘陵《走筆戲書應令>> : í舞席教來卷，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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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無數塵。」唐王勃《九成宮頌P : I風閏夕賞，攜少女於歌踅;月幌宵朧，下姐娥於舞
席。」今舞臺上多用地毯鋪墊，故「觀能」一詞又可惜喻為舞臺。

據〈當唐書﹒西或傳﹒波斯國》載，波斯國於天寶「九年四月，獻火毛繞舞鐘、長毛緝

舞娃、無孔真珠。」波斯所獻舞鐘即歌舞時用於鋪地的地毯。例中說到的火毛緝舞建是一

種稀罕的毛織品，類似於伏寶積在野第一百零九卷中說到的一種「火洗刷，據《玄應音

義》卷五載: I {周齡西域獻火泣布，污則燒之則潔。 J 42 已慧琳音義)卷十五釋此詞云:

「謹案《山海齡、啪地志》、《十洲蹈、《神異齡、《博物乏誠、他樸于》等皆說南方劍'11

有火林山，生不燼之木。其山晝夜大火常然?猛風不盛，暴雨不滅，其木皮花皆堪為

布，而皮布粗，花布細。又有火洗獸 3 其形似鼠 3 可重百斤，毛長三四寸，色白細如

絲，常居火中，炯赤如火，時時出外，夷人以水逐而夜之，得水即死，取其毛，績以為

布，彼夷人皆衣其衣。經有垢汗，若以灰，水洗終日，仍舊不能淨。若置於火中燒之，

與火同赤，經二食，須出而振之，塵去而潔白如新，因名火謊。 J (566 頁)火洗布即石棉

布，以石棉纖維筋鐵而成，具有不燃的特點。的

毯亦可挂於壁上，唐時也有稱其為「壁衣」的。如本參《玉門關蓋將軍戰~ : I暖屋觴簾

紅地爐，織成壁衣花體艦。 H玄應音器〉卷三釋《明度無極弄墨》第四卷中「廳壁J 云: r他蓋

44 反。毛席也。施之以壁，因以名焉。 J (155 頁)

毯用來鋪在地上似與我國古代西北少數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有關，其時人們逐水草

射攔，以帳建為居室，毯可鋪可蓋，攜帶方便，遂成為日常生活中用來鋪蓋或張挂的禦

寒或裝飾物品。

【本文屬專著類】

42 此為玄應釋陪間那l蝠多譯《移識主動上卷之文，見於高麗藏和趙城金藏本，叢書集成本脫玄應所釋此經及

另二十部經的釋文。

43 參張永吉〈從詞彙史看列子的撰寫年代〉一文中有關火流布的論述，載《季羨林教授人十華誕紀念論文集》

(上)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44 蓋，(慧琳音動卷十轉錄時改為「菩J 0 (373 頁)據《廣船，菩為都合切，合韻入聲;蓋有他蓋切 3 去聲

泰韻和胡獵、古畫三切，益韻入聲。畫、合音近，同為成攝，蓋可能是「宣J字之誤。慧琳似認為改為

「菩J更明確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