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於俗語詞概念的幾點思考

牆峻峰*

釐i寄信語調概念的基本肉、涵 9 是我們進行緝語調研質的…餾華本任務。葫人在遠方

面已經作出了許多揮黨和劈力多但在認識 t尚有吾土歧、尚不完善。張賴先生在《詩認出語

調麓釋﹒殺一直》中說: í詩音是由話難者弓 1111約當屑、宋、金、元、胡鬧流行於詩詞曲之特

殊語辭書自單字以至短語，其性質泰半通俗，非難詰黨義研能敗，海非八家擬古文所智

兒也叫他認為這顯詣的性質是 f字甜苦三j盤問義梅j或[宇頭普通商義另缸，實際上他指稱的

就是俗詩詞。軒在賠先生在嗨11話學》一書中首先使用了 íf谷語調j這個概念，並且說:

襄所說的f告語調委包括方育詢和口頭語詞。」兩黨征先生在此基礎上， m提出了自己的定

義汗漢語錯話說是漢語調彙史上各個時期流衍於口語中的新產生的詞語和雖早有其詞便

意義已有變化的詞語。 j本文擬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 2 結合…些新材料和島己對於俗

語說性質的認識接一點看法。

一、俗語諧和倍語

俗語調和俗語是兩體不同的概念， t告語詞是伴隨著中古漢語與近代漢語研究的深入

而對廣泛存在于古代語言瑰寶中的那一顯具有強?我口語色路的調黨的特定稱謂，宮的含

義和指稱範觀還有持于進一步明醋。前f谷譯作為一f盟古己有之的概念或衛語問羊吉它自身

明確的含義，如:

(1) 氏人俗語曰: í l!r 不為河伯娶婷，水來漂淡，溺其人氏J妥。代史記﹒滑稽列傳到

(2) 故俗語曰: í盡地為獄，議不入;司的木為史，顯示對。 j此發淚史之鼠，悲痛之辭也。

侃起草書. l喜滋告于傳))

這裹的 íf:谷語j 是指民間流傳的說法 3 是句子孺不是誦。「俗語j與「俗語調j 的概;金也

有交叉 3 如:

* Í南京大學中文系博 1了生。



38 中國語;文通訊

(3) 今人血本錢以規利入，俗語謂之[放償J .又名 f益最先J 0 (洪進《容哥哥互尊t)卷至"r俗語放

直覺J 條)

(是) 蒜顯是俗同常語-:.!f. 0 ({顏氏家教i ﹒書設))

在這裹， f1谷諾j 與 ff告語詞j基本上是同一餌概念，但也並不完全相悶。 鎔語調當先

是詞 3 不是旬于，也不是短詣，立全且在陸實上它血是與倍譜、語譜、成語、熱諾完全不

闊的。恆i此，我們需要明確指出:俄語調這鋼鐵急並不是古書中「俗語Jif詩文Ji俗吉J ff谷

名J!信時Jr常語Jí恆吉Jr直語Hr有錯J r種言Jí鄉言J等概念的體輯起伸，龍是我們為著研

究的需要所使間的…餌具有特定含義的新概念，這個概念:與我們上面所列顛的種種說法

都有一些關係，{且俗語調概念的確切含義仍然需要我們睡著研究的深入而加以補充和完

俗語調與日語調、方吉訶

是否應該把方言詞和口語言母都割歸俗話詢呢?我們認為多建樣做不僅沒有忠、耍，陌

且容易混淆和模糊倍語詞這個概念的其實含義。 俗語語與日語詞、方吉調是有空著切聯擊

的，它們之間也有交叉。擺梅地說，俗話詢只留括日語調和!方首詞中很小的一部分。以

方吉詞為俱J : 

(5) 1令人方言曰:益敗者，乃微暖也。唐玉建《當官司訂新時萃色緩混蠟J .又為樂夭詩 u池水暖

這般卜男11* 已然矣。(約百艾儀 (I令村教耕錄〉券入)

fì益轍j但可寫作、溫吞，是吳方育，琨在仍然保存在吳人口語中 3 並立意義上有了新

的發展和引申，如:

(6) 即使還寫，也許不過是溢敬之談，為可之論。(魯迅《學益集﹒立豈非閑話(三)計

Jl:七句中， f溫轍j 一詞也原來的「聽暖j之意引申為「育辭的不爽利封建可以引申為性情

上的懦弱無時tl) ，是 17.鼠轍j這個方言詞在民間運用中漢生的新義，由此書它是一備耕諦。

這偶新詞我們可以稱為俗語詞， I 而原來的 f溫轍HWi微暖J 之義一詞卻聽著作純粹的方

臼詞。

也有一些源於方育的倍語繭，其意義從字面上看去與它真實的含義相差很連，如齊

方言「兄弟J一詞 3 就可作「館為婚姻」解。

(7) 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 何休注: r采魯之間，名結婚媽為兄弟。 J ({春秋公羊縛﹒倦

公二十五年})

(話) 三日聯兄弟。鄭玄注: r兄弟，真昏獨嫁娶也。 J ((為稜﹒地官﹒大哥從))

! 按命般的看法，俗話詞是一種歷史謂‘ {ê.筆書認為時街是相對的概念， r攏嗽j 一詞撞在屬現代漢語的範

關哩但其符合筆者對俗諮詢的定義宣故仍可視為俗語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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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管「兄弟J一諧的連個含義今天已經器設無聞，但是我們仍然應該視之為借諧調，

造不僅自為它進入了事宙語 3 宿且問為它在原來的宇宙意義上康生了新義。

在口語調與俗語謂的臨分上要更困難…些，因此，在掌握豐富的語言材料的基礎上

確立幾練聽當的標準是忠、要的。比如，唐代主梵志詩中常用 f士饅頭J來代千卸車辜，鐘

頭j是不錯位諾福?不是。閥混 f土饅頭j 只是…{國à=J比喻用法師形成的惜代詢雪握不具備

俗語詞是某一時期在民問流行的新生詞語的接待。

{谷語言可作為民問產生的新生訶諾具有非常濃郁的口語色霧和非常貼切生動的具體會

義 9 如[交關心

(紛 紛4年利麥，薄會主色吾吾寶貴交闕，鑫知去處。({處山速公話})

(10) 太子喝喝)必寬庚，林木繁瀾。平地與布黃金，樹枚銀錢進竭。假使頃(領)是?主持痺，

必無有星星之期 Q 交踢不合﹒本書島還在。({絡處變文))

(11) 矩間進人發胡悉曰: I夭子大*珍物，今在為色，欲共事宇內多作交關。是去前來者，你得

好物。 J (<ili書﹒農矩傳})

f交關J競是交易的意恕 9 和質質是同義諦。

「交鞠j一識無疑是起自民間的，由於它的過侖，由於它進入了毒面諸多我們可以

稱之為借語詞。在這簡意義上，俗語說是和毒面諾(文吉)相對待的…個概念，沒有醬醋

語作為「正J ， m雖說不上俗語詞的「俗j 了。如了觀議h 它本身有「葬送、毀滅J等意義，

但這偶詞在民間運用中卻產生了 f發葬治喪j這個新義雪如:

(12) 要什誰是最亭台鳥，斷送出台m荒ff ? ((竇主義冤》第三折}

(13) 找女兒子巳在床上，怎地斷送? (<.水滸傳》第二一切}

又如「振諾馴t扣J ' f持作?宇: r振f作宇j 講也是荒唐暑宋以來在口諾摹聽上產?生生的

(14尋彷)況尋承丸』慶隻耳符守'期以振剝。(劉禹錫〈上拉勾綻放主)

(15) 周世宗當夭下四分五裂之餘，一念品參斜，猶能轉弱為強。((宋史﹒馬天草葉傅})

(16) 長子之紋，越lf.坑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今餘燼，比誰采紋，吾吾抗泰兵，採剃潑淨，

不會屁股。(據轍。七狄論})

「振揮自j 又可寫作「整身虹、「提故J '是闖一餾詞的不同變體:

(17) 仆以中材為晨.!Í:-J嶼，將欲刻苦而自振拔。({曾蘭是每宣告集﹒家嘗一﹒致j革弟說，弟})

(18) 弟年紀較紋，精力略勝於我，此際正3支援建亞全力'-f夜整刻。({書?種豆豆審查t~藍﹒家嘗一﹒

致況弟})

由上可見，在漢語調彙史上，信語詞是與書商諾(文盲)輯對待的…個觀念，它只有

與書宙語(文盲)在向一.'jL觀上使用時才其害其意義多而且語調和方言搞一般不會與喜萬

諾(文盲)在同一郎平面上使用?並且口語詞和方首詞聽大部合只停留於口頭而不會進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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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言誼是俗語言這與日語詞、芳吉謂不向自甘地方。

此外，日語中和方育中的華本詞彙也不能稱為臨語調 9 倍語言還是在日語、方言華礎

上新憲生的性蠶通俗的認彙，它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被運用到一番宙中去，並成為新鮮的調

三、文古變義詞是俗話繭的→個特殊額別

研謂文盲變義論是指，在某一時期，某些文首詞譜曲於表達新事物、新概念:等的需

，其意義發生了顯著變化或者意義變得與思揖完全不相關。這些新調嶄義長期在民餌

流行，並且在書唱中得到運用手可以看作是借語繭的…餌特殊類刑。如 f努力J '其本來

意義是「盡力、磁力卜但在漢魏六朝之際 3 它卻成了一幅具有慰魁意義的適用詣，作(保

重J ' r 自愛J 講習這是一備很典單的格語詞。

又如 f消息J 0 r消息J先有(指長」蠢，後有「音信j義。在東漢至三晴的中古漢語中，它

卻發展成一個複雜的詞義系繞?有 f斟酹心「調養心「小心j 、 f休息j 、「養護J 、 f聞控J

等諸多義項。我們可以看看它的「餌候J 一義:

(19) 善知識亦有四章.....二忿不典人帶計梭，三者白毛主消息之... ... (1主法護譯《大六向拜

經})

(20) 若有明者時三球名，得見諸佛如江河沙， ;在2 能恭敬消息，承事發為反吏，成神無車長。

(1主法獲海〈寶總經})

在這兩倍倒于中， í消息J均作「問候j講。可以說，站個意義與f消息、j的本義毫無關

僚，是比較典型的文吉變義詞。文盲變義詞是在與民間的接觸中其意義才發生變化的，

不過它在作為與文盲揖相對待的概念:這一點上卻與來源於口語、方苦的的語詞沒有什塵

區別。

閥、一動結請

俗語調研究是先有實踐，復有理論，張相先生的概念:範鸝太過寬泛了一些，不應把

短語ß插在內 3 造就有和 f借語j混為…誤的危險 i 站都在旦台先生又沒有很好地將借語調

和日吉普詢、方言詞組以區劑，陌;是用一個概;怠替換了另…個概念，也不可取;黃桂先生

的定義雖確定了俗語詣的詞彙性質和口語，性質， {些表達上仍不夠明晰。

能以上我們對漢語偕諧調概悉的努力澄清來看，我們認為多在漢語調彙發展的各餌

時期都存在俗語言述。 f告語詞是指某一時期混行於民間並且進入毒面運用的新產生的調

，或者原來的書面諾(文首)在同民間接觸時其意義產生了顯著變化或者變得與取義完

全不相闋的詞語 3 前一類我們一般叫做俗語謂，後一顧我們可以稱為文吉變義諦，我們

所說的俗話詢大致麓但括這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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