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侮j 宇歸部辯正 i

楊建忠

、高江財經是學院中文系

丹紅，朱駿聲歸重要部(那之部)。其{融學者如段玉裁、軍力、郭錫鞋、何九盈大

多歸入侯部 3 授、三五還在侯部專門設立「侮J 瞥， li.À ~IJ於之部。周袒護的看法 (19841

2001) 則先後不一:先歸使部，復器為 rr侮H是?每i 瞥，當屬之警告亭。 J2 李新魁(1 99生/

199í : 19) 認為「梅」本當屬之諦，但在《詩》韻持代i也掌大概已建之部轉入了1美音fl 多當以歸

f長青~ffiS宣誓而有的方吉中可白色仍存。之音ß '故《豆豆法》有 f母H語作「侮」的朋瓣。那麼， r侮J

乎到底該入蟬一部?

在《詩經》中阻汶入韻雙均葉裝部，

( 1 )“、雅﹒正另》斗古學:口口會侮

(2) <大雅﹒綠〉九章: 1特后奏侮

(3 ) (大雅﹒;最長》八章:附侮

(是) (大雅﹒行音[)三章:句銀樹侮

《左傳昭合七年〉亦有 if每 J 葉技實在例: r棲極幫走侮口 J 0 

過(陸字q:r亦有 f侮J 與投資~過骰的例子， (詩﹒小穿在﹒常慷) : r見撥開於牆，并聽其

務。此傳> : r務， t每也。只左縛﹒禱告三十的年〉作「外禪其每J Q {毛詩吾吾} : r務，

讓奮。 H請主動中的 f韓詩j產生設聞j簿， (左傳》昭公七年當為公元前535年多颺春秋晚

期。即在西周至1春秋晚期，侮j 當歸{笑郁。

我軒在醫抄寫於秦漢時期代表楚方育的罵王漢堆摸摸兩三書中的通1~字進行整理時，

發現三故海與母的磁盤多頭具般潛意義:

l 本文據金發表?等博士論文的一節修改前戚，是滋江省教苦苦麟資助項目的成果之一(項路線號:

20051585) 。

2 鼠害中的過假字與古音員台灣訂) ，載f語言文史檢集> '杭州:斯江古籍出版社 g

1988你。又見!之姆總讓吉普吉學論文集〉第126頁，北京:海務印書館，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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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ζ經法﹒稱>> :行母(侮)的索殺，語言弗得餒。

(6) (老子﹒進經》字本大上下如害之，其次競譽之，其次畏之，接下母(侮)

之。

(7) (老子﹒進經〉乙本大上下知者[之卜其[次]親譽之，其次畏之，其下母

(侮)之 c

今本《老于﹒權經>>[其:下侮之 J '寫書《老子》甲、乙本均作「其下母之。 J(老

于清前古快餐繩:) : Iq于母而眾蟻。 J 1母j借作 If每J Q 馬三在吊書中母、海平扶植假『

《說文>> 1古文提母j 一載。《中出 1三鼎>> 1侮H宇 11點，與《說文》古文舍。串審 I LlJ)11 四

晦j 之「晦J 作「宮會 J 步提母從日。李嘉瘖《老子》、包山楚筒「海j 作「體 J '研以我們認

秦漢時期的楚方宮中「侮j 當歸之郁。

《說文》說「母」聲之字共有「母每莓拇垮誨散靜腦梅聽聽梅悔海姆略轉J18芋，其中在

信寄經》中能接頭韻倒的有 f母誨敏梅晦{每悔海略鐘JIO宇?共入韻48訣，除 lí如聞改入

鵲是故葉侯部外，其它均毒草之部。《純文:>> :梅，傷也，從人怨聲。古文從母。依《青年》

, 1侮J當歸{支部:依《說文H每聲j及?古之從母卜 f侮j當歸之部。緝究箱兒文》中的上

述18個字， I誰?母j外，可告為研類:一類許嗔認為從「母H擊，有 f每莓拇蹲J ;一類許慎

認為使「每」聲 2 有 I~每犧辭梅梅略轉侮梅海姆晦錯J 0 如下表:

母 聲

文﹒ L卡普p) ) 
每 聲

音ß) ) 

H每

揖 i 從手母體((說文﹒于部)) I 海

t母|能主母聲( (<說文﹒土部)) I 敏 i 提支每聲( (說文﹒支部>> ) 

辭!從令每聲( (說文﹒令部>> ) 

臨|從肉等聲( <<說文﹒!有部>> ) 

霉!說網持學畢川說文﹒網部>> ) 

錯|從金每聲( (說文.全器>> ) 

誰心每聲( (說文，心部) ) 

轉 I t是由每擊，或提問十久( (說文﹒的部>> ) 

梅 i 能木每學章，或從某( (說文﹒木部>> ) 

海 i 從女每聾，讓若母( (說文，女部>> ) 

(每 l 能入靜聲 3 古文能母( (說文 .Affp) ) 

上表 1 ì盤字中戶拇j師職音ß '有 15個字均歸之諦，只有門和字諸家或歸之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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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侯郁。我們認為這不是偶然的，因為這18個字中只有門組許慎往出「古文龍母J ' 

除 f母」外的其他比爾字均未能古文如何。《說文) : r蟬，從女每盤，讀者母。 J 各

均歸之部，因「梅 j 從「每j 聲與 f讓若母j 在歸部上是一致的多 J梅 J 又未作韻

撞車，沒有《詩〉議的矛盾 2 故沒有蓋住歸部的分歧。

《楚辭》中能「母 J 得警車而用作韻腳字的有 r'梅」、 7海 J 一

(8 ) (離騷) :甚悔

(9 ) (離騷) :悔圖章

(1 的《大招) :海壞性海士

它們都葉之部。我們認為， r五懿無整整j 的許叔童不會無緣無故釋 rl'每j 為「能每聲J

後又寫出 f古文說母心想是否11:七字本有 i 母」聲一讀，故以「古文提母J記之。王力先我1937

年在(J二古龍母系統研究》一文中說「譜暫時代直至少比〈詩如時代更早數首年jρ 部)黨在

早於借齡之時， r侮j歸之部。在《詩路與〈左轉〉中[侮j賄受苦ß字押韻，說明在錦主動

與《左傳》時期即商用到務教現期內每J字轉入校郁。位在戰厲及秦漢時期的慧芳詩中付手頭j

但為之部字，即在〈禁辭》及秦議時期的楚ñ 言中「侮j俯在之部。《集籲﹒曠鵲) : ri每，

文件故{母悔 2 或作梅務。 J 三篇) r 侮Jft: I 悶」。可見主在不同時代、不同地

域， r梅j 的歸部是不同的。令人立論研據不同， r侮J 白宮輯部即本舟，令人立論研據不

多 f悔j 字的歸當lH~P不間，如果我們綜合考慮時代及地域自豪，並里骰說《詩粉、主左

傳》代表::it芳方言的話(諧體字的方育問題現遠無從考證)則可歸納如…iζ表:

方富麗 詩代 譚摟 歸吾吾

諧聲時使 〈說文〉諧聲字 之部

北方方言
西馬 《詩經手 使部

春社 《在傳》 使部

j輯方楚方吉
戰關 《楚辭》從去學讀腳宇 之都

秦漢 馮玉堆鼎書通報宇 之部

從上表的可辛苦晶， r侮j 竿的上古歸部至少有觀{關系列:在措聲時代及富部的楚方言中

3 主力《上古書藝母系統研究> ' 

務印餐館2000 0

12發3期考 1937年;又見《主力語豆玄學論文集》策的頁 y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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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部文獻與方古呼1 。 4 屆比看來， I侮J 3 李新魁先生以

聽史音變與方音差異解釋 f梅J 之輯部 2 方法上更為可取。但李先生並末將歷史音變與

的原烏貫敵對是空只是據G軒韻仍將 f梅j歸入{安部空追只說明了 f每J 的

?李先生雖然也注意錯了 I~卸的方音書{EI.閱本才棋不是殺未堅持。

我們認為，言論單字的歸前，是上古音研空走向深入的一鵲表現，也是一餌突破點。

攝攝對「侮」宇歸部的探討，我們嚷ý可以得到這樣的敢示今即我們在討論某宇的歸部

峙，因方育不一，不宜龍統說帥麼郎，甚至執此非彼。那樣是視古澳語為統一的共同

，這在現代不可能，在古代更不可能。應綜合考慮其時、很兩1i闊的接變情形。《說

文}!比顯甚多多如泉把它們繞說加以收集整理，結合出土古文字資料，進行也較研究，

某些歸譯右分設的字將會容更為合理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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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屬專著類1

資料考訂幾個上古音問題~ (載《語言研究的務質與創新… 撥祝胡明揚教授八十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4年)認為:(老子H其次f每之J 的「侮在為主堆吊書《老子〉

「母血令說明至遲西漢時有勢11至于中 [i字j 字己纜車專入候部。波認為《說文紅梅j字古文從「母J

f母j 字轉入侯奇事後也潑的。 !!P r ~華 j 幸!lI侮J 在各{懂詩織都不丟在同一一頸部，結論是刊每j

楚， r每j 字從 i 是發 j 警車的寫法應該是lÍl從 f母j 的寫法演變來的。我們認為) r說文J

的歸警告應當有兩個系列穹趙先您的結論正好說研二者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