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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類化字

鄭賢章王賽波*

《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 (以下簡稱《隨函錄} )一書為五代可洪撰寫，是一部

對佛典中出現的字進行形體辨析、讀音標示、意義闡釋的書，從性質上來說，與玄

應《一切經音義》、慧琳《一切經音義》一樣都屬於佛經音義額書。該書內容極其

豐富，於文字、音韻、訓詰、古籍整理都具有重要的價值。

《隨函錄》收有大量的類化字。對於類化字 ，學術界還沒有一個公認的定義 。

人們在書寫某字時，受到上下文用字、前後語境、自身形體構件或其他因素的心理

暗示，使得該字在形體上變得與相關用字部分一致，這就是文字學上所指的類化，

由此產生的字即額化字。類化字產生的原因不是漢字本身形體演變所致，而是受到

書寫者心理的影響。《隨函錄》收錄的是寫本漢文佛經中的俗字，類化現象十分普

遍，其研究價值很大。

《隨函錄》類化字的類型

〈隨函錄》類化字的表現形態豐富多樣 ，大致可以歸納為如下5種類型。

1 受上下文用字影響的類化字

文字在書寫時比較容易受上下文用字影響而類化。這類類化字主要是通過增加

構件、改換構件或者調整自身構件位置而產生的，在《隨函錄〉中最為普遍。

[輯]

「盾」類化作「楣」。

《隨函錄》卷24 {開元釋教錄》卷 7: r 矛頭，上目求反，下食尹反。」

(60/345a)1 

唐﹒智升撰《開元釋教鋒》卷7: r 傳錄但宣，所撰而自相矛盾，何也? J 

(T衍， p0550b)2 r 矛蕭」即「矛盾 J '其中「蕭」即「盾」字。

「盾」受上字「矛」的影響類化增「矛」旁而寫成了「蕭」。

* 湖南師範大學文學院外國語學院。

我們在這襄使用的是 {中華大藏經) 59 、 60卷所收 {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 ﹒(北京:中華書局 ， 1993 
年，第l版)。 “1" 前的數字為{中華大藏經〉 卷數， γ 後的數字表示頁碼. a 、 b 、 c表欄數，以下皆

悶，不再出注。

2 我們在這襄使用的是 {大正新修正藏)(前的卷) .新文豐公司影印。括符內的“T" 表示卷數， “p" 表

示頁碼. a 、 b 、 c表欄數，以下皆間，不再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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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

「封」類化作「樹」。

《隨函錄》卷20 {成實論》巷18: í 土樹，音封。 J (60/161c)姚秦﹒鳩摩羅什

譯〈成實論》卷 14: r 如有土封，夜則煙出，晝則火然，煙則是覺，火名為業。」

(T32 , p0352b) {隨函錄} í 土樹」即《成實論〉中的「土封 J .其中「樹」即

「封」字。

「封」是受上字「土」的影響類化增旁從「土」而寫成「崗」的 。

[貫]

「貫」類化作「璜 J 。

《隨函錄》卷21 {出曜經》卷2: r 理買，上於盈反，下音官. {經音義》作

櫻璜。 J (60/1 94a)姚秦﹒竺佛念譯〈出曜經》卷3: r 臣復問曰: W 香理貫珠，今

為所在? JJ 太子報曰: r 吾亦忘不復憶也。.!I J (T04 , p0625b) r 理貫」﹒《隨函

錄》引《經音義》作「櫻項 J .其中 rf賈」即「貫」字。「貫」蓋受下字(珠)或上

字(理)從「玉」的影響類化從玉而作「嘖」的。

[瞎]

「薩」類化作「瞎」。

《隨函錄》卷2 {小品般若經〉卷8: r 菩蓓，下音薩。 J (50/583c) 'j蓓」即

「薩」字之俗。「薩」是受了上字「菩」的影響類化改易構件而作「蓓」的。

[葦]

「葦」類化作「葦」

《隨函錄》卷 2 {大寶積經》卷 68: r 蘆葦，上郎胡皮，下搗鬼反。」

(59/598b) ，筆」即「葦 」 字之俗。「葦」是受了上字「蘆」的影響類化換旁從

「竹」而作「葦」的。

[挑]

「唬」頹化作「挑」

《隨函錄》卷29 {廣弘明集》卷 17: r 號跳，上戶高皮，下徒刀反，正作眺

也。 J (60/569c) ，跳」即「姚」字之俗。「唬」受上字「號」的影響類化換旁從

「號」而寫成了「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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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

「豫」類化作「慷」 。

《隨函錄〉卷 6 <樂理瑤莊嚴經> : r 悅悔，餘庶反，樂也，正作豫。」

(59/762b)又《隨函錄》卷3 <阿差末經〉卷2: r 悅悔，餘慮反，安也，逸也，正作

豫、↑予二形也。 J (59/645a) <阿差末菩薩經》卷2: r 設禮拜者不用悅豫。 J (Tl 3, 

p0591b) 0 r 悅懷」即「悅豫 J '其中「惶」即「豫」字。「豫」受上字「悅」的影

響類化換旁從「↑」而寫成了「懷」。

[悶]

「呵」類化作「蚵」

〈隨函錄》卷5 <不退轉法輪經〉卷4: r 蚵貝，上口何皮。蚵'貝也，螺也，

並大海中小蟲名也，俗。 J (59 /7 30b) <不退轉法輪經〉卷4: r 其家大富，財寶無

量，金銀、琉璃、珊瑚、虎珀、車碟、馬腦、真珠、呵貝、奴牌、儘僕、象馬 、

車乘，有如是等一切財寶，置之於後 ， 遊行他方。 J (T09 , p0252c) <隨函錄> r蚵

貝」即「呵買 J '其中「蚵」即「呵」字。

「呵」字是受下字「貝」的影響，類化換旁從「員」而寫成了「蚵」

[橙]

「澄」類化作「橙」。

《隨函錄〉卷30 <廣弘明集》卷28: r 橙神，上直陵反，正作澄。[郭遂]音

登，非也。 j (60/589a)唐﹒道宣撰《廣弘明集》卷28: r 澄 l神靈緒慈蔭百園，凡

在舍生孰不蒙潤 。 J (T52 , p0322b) <隨函錄> r:憧神」即經文中的「澄神 J '其中

「橙」即「澄」字之俗。

在佛經中， r 澄」受下字「神」的影響類化換旁從「本」而寫成了「橙」 。

[鎳]

「線」類化作「鎳」。

《隨函錄》卷26 <大慈恩寺法師傅》卷7: r 絨線，上音針，下音線，慎。」

(60/436c)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7: r 又施法師納製娑一領，價直百金。

觀其作製，都不知絨線出入所從。 J (T呵， p0258c) <隨函錄> r 誠鎳」即經文中的

「鐵線」﹒其中「鎳」即「線」字。

「線」蓋受上字「鐵」的影響類化換旁從「金」而寫成了「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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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

「採」類化作「諒 」

《隨函錄》卷22 <釋迦譜》卷8: r 謀女，上倉在反。採女，同上. <切韻》

無此二鐘。 J (50/257b) <篇海} r 諒」音「呆 J .與《隨函錄} r 倉在皮」音問。

梁﹒僧祐《釋迦譜》 卷3: r 摩竭瓶沙澆頂大王者初登位，與諸採女入此園中，共

相娛樂。 J (T50 , p0063b) <隨函錄} r 謀女」即《釋迦譜》中的「採女 J .其中

「諒」即「採」字也。

「採」蓋是受了上字「諸」的影響類化改旁從「言」旁而寫成「諒」的。

[輯]

「輕」類化作「轄」。

《隨函錄》卷20 <舍利弗阿因此壘論〉卷 14: r 橫語，上戶盲皮，又戶孟皮。輯

語，上去盈皮，轄薄不重也，論釋文云何謂輕謗，若無實証他是名輕謗是也，正作

輕也 。 郭氏《經音》未詳也，誤。 J (60/171a)姚秦﹒曇摩耶舍共曇摩帽多等譯《舍

利弗阿昆曇論》卷 17: r 長語，橫語，輕謗，迫槽，欺善 。 J (T28 , p0646a) <隨函

錄 } r 轄語」即 《舍利弗阿昆曇論》中的「輕謗 J .其中「轄」即「輕」字之訛。

「輕」蓋是受上字「語」的影響額化換構件從「吾」而作「輯」的 。

[個]

「思」類化作「惘」

〈隨函錄》卷 1 <大般若經》第十三帳: r ↑田惟，上息慈反，念也﹒正作思

也。 J (59/553a) r 惘」即「思」字之俗 。 「思」涉下字「惟」字類化，移動構件位

置由上下結構變成左右結構而作 r ，間」

「盾」類化作「瑪 J • r 貫」類化作「璜 J • r 封」類化作「崗 J .形體上

增加了偏旁. r 薩」類化作「蓓」﹒「眺」類化作「姚 J • r 豫」類化作「像 J • 

「呵」類化作「蚵 J • r 澄」類化作「橙 J • r 線」類化作「鎳 J • r 採」類化作

「諒 J ' r 輕」類化作「轄 J .形體上改易了構件. r 思」類化作「惘」﹒形體上

則移動了構件位置 。

在這類類化中，有些是符合造字理據的，如「呵」類化作「蚵」﹒「線」類化

作「鎳 J .有些則不符合理據的，如「輕」類化作「輯 J .構件「吾」在此既沒有

起到表音的作用，也沒有起到表義的作用，這完全是一種純粹形體上的不符合漢字

構造理據的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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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上下文語境影響的類化字

人們在書寫時，受文本語境的影響，有時候會通過改易某字的構件或為某字新

增構件來實現凸顯意義和適配語境。例如:

[辣]

「燥」類化作 「 臻」 。

《隨函錄》卷 19 < 阿昆達磨順正理論 〉 卷32: r 枯辣 ，蘇早皮 。 J (60/l 40c) 

唐﹒玄獎譯 《阿昆達磨順正理論》 卷32: r 一 ，彼時人身形枯燥，命終未久，白骨

便現。二，彼時人饑館所逼，頁頁集白骨，煎汁飲之 。 J (T妙， p0526b) r 枯辣」即

「枯燥 J '其中 「辣」即「燥」字。

從形體上看， r 燥」是受了「命終」、「白骨」等詞語構成的語境的影響換旁

從「歹」而作「辣」的 。「 歹」作偏旁常與死亡有關，如「殼」、「殭」等字就表

此類語義 。

[續]

「蹟」類化作「贖」。

《隨函錄 》 卷21 { 出曜經 》 卷4: r 頓贖 '音致 。 J (60/l 94c)姚秦﹒竺佛念譯

《 出曜經 》 卷6: r 時有一人乘車載寶，無價明月雜寶無數，車重頓蹟失 ，伴在後

進不見伴退 。 J (T04 , p0642a) r 頓贖」即「頓頓」﹒其中「贖」即「蹟」字 。「 頓

頓」的意義是「顛仆」、「行路顛皺」 。 從上面的例子來看. r 贖」蓋是受上文在

語義上與車有關的影響類化換旁從「車」而作「贖」的 。

[喜愛聽]

「雲愛護」類化作「體重建」 。

《 隨函錄 》 卷 21 < 撰集百緣經 》 卷3: r 髏麓，上音愛，下音代 ，正作設重重

也 。 J (60/l 91b)吳﹒支謙譯 《撰集百緣經》 卷3: r 佛以神力，令此香雲翠畫畫垂布

遍王舍城 。 J (T04 , p0215c) <隨函錄 > r 喜愛聽」即 《撰集百緣經》 的「雲愛護 J .其

中 「髏」 即 「證」 字. r 髏」 即 「畫畫」 字。

「 讀讀」在經文中是表香氣濃郁，受其影響. r 讀書畫」類化換旁從「香」而作

「設置建(龍)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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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語義常配字影響的類化字

某些字在表達某種語義時常會同另外一些字相關聯。如人們在說「外蜴」的時

候，常常會在心理想到「舅舅 J .如果在書寫時也得到這種心理暗示的話，就有可

能產生相關字在形體上的類化。例如:

[印下]

「外」類化作 r S9~J • r 螃」類化作叫起」。

《隨函錄》卷 14 <佛本行集經》卷54: r S9H哇，外生二音 J (591l 087a)隔﹒闇

那幅多譯《佛本行集經》卷54: r 此之童兒，是汝夕陽踴，今將相付，汝等必須教此

章見 。 J (T03 , p0904c) <隨函錄} r S9~E芷」即《佛本行集經〉中的 r ，楞楞 J .其

中「掛 J ~p r 冊。~) J 字，而「佳」即「螃」字。「外(冊) J 何以會寫作「酬 J • 

「踴」何以會寫作「由'. J 呢?我們以為「夕陽(外) J 、「踴(生) J 是受了與之語義相

關的「舅 」 的影響類化從「臼」而分別作「師~ J 、「己主」的。

4 受自身構件影響的類化字

人們在書寫時，有時候會受字內部的某個構件的影響﹒將另外的一個構件也寫

成了相同的樣式 。 例如:

[頗]

「願」類化作「頁頁」

〈隨函錄 》 卷3 <大方廣佛花嚴經》 卷20: r 悲巔，魚、勸皮，欲也，每也，念

也，思也，誤。 J (59/655a)根據《隨函錄 } • r 顛」音「魚勸反 J 意義為「欲

也，每也， 念也，思也 J .我們認為「贖」即「願」字之誤。「顛」與「願」音義

皆同 。 「願」是構件「原」受自身構件「頁」的影響，類化改易為「頁」而作「贖

」的 。

[羿]

「浮」類化作「羿」 。

《隨函綠 》 卷8 <五千五百佛名經〉 卷4: r 乎乎多，上音浮 。 J (59/841c) r 羿 J

音「浮 J .即「浮」字。 《五千五百佛名神咒除障滅罪經》卷4對應之處作「浮多

鳩盤茶幹闡婆泥呵噓 J (T14 , p0337c) 0 r 羿多」即「浮多」﹒其中「羿」即「浮」

字。「羿」字產生的原因是內部額化 。受 「浮」內部構件「芋」的影響，書寫者將

構件 r '1 J 也寫作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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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

「 碧」類化作「窘 J 0 <隨函錄》 卷28 <辯正論 》 卷7: r窘潤，上很力反 。 」

(60/512a)唐﹒法琳摟 《辯正論 》 卷7: r 地居形勝，山號膏映，門枕危峰，詹臨碧

潤 。 J (T52 , p0545b) r 窘潤」即經文中的「碧潤 J '其中「碧」即「碧」字之訛 。

「碧」字產生的原因是內部類化 。 「碧」字構件「白」受自身構件「王」的影響，

類化改易為 「 王 」 而作「窘」。

[費]

「簣」類化作「贊」

《隨函錄》 卷24 < 開皇三實錄 > ( <歷代三寶紀 > )卷3: í 帝贅，持倫反，正作

賽。 J (60/324c) < 歷代三寶紀》 卷3: r (戊戌)宣帝實(武帝子，稱宣政元) 0 J r 帝

贊」即「帝實 J '其中「費」即「贅」字 。 「賢」字產生的原因也是內部類化 。 受

「賈」構件「武 」 的影響，書寫者將構件「文」亦寫作了「武」 。

[韓]

「韓」類化作 「 韓」 。

《 隨函錄 》 卷28 < 弘明集 》 卷3: r 弊韓﹒上自此祭反，下音寒，正作韓，人姓

也，本國名，後因國為氏 。 J (60 /525c)梁﹒釋僧佑撰 《弘明集》 卷3: r 晉惠棄

禮，故有弊韓之困 。 J (T52 , p0016c) r 弊韓」即經文中的「弊韓 J '其中「韓」即

「韓」字之俗 。 「韓 」 俗作「韓 J '是一個字形體內部額化的結果 。 受「韓」構件

「 韋 」 的影響，書寫者將構件「車」亦寫作了「韋」 。

[輔]

「 輔」類化作「騙」 。

《 隨函錄 》 卷6 < 諸法勇王經 > : r 梵輔，音父 ， 正作輔 。 J (59 /762b)根據

〈隨函錄 > ' r 輔」為「輔 」 字之訛。「輔」字產生的原因是內部類化，受「輔」

構件「甫」的影響，書寫者將構件「車」亦寫作了「甫」 。

二類化字的研究價值

類化字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價值，對疑難俗字考釋、古籍整理 、 同形字的辨析

都有重要作用 。 幾年來，隨著漢語俗字研究的深入 ，越來越多的存於大型字典中的

疑難俗字被識別 。 考釋疑難俗字不僅要把正體辨別出來﹒而且要盡可能地弄清楚這

種由正到俗的形體上的變化以及這種變化的原由 。 俗字產生的途徑有很多，類化是

其中很重要的一條 。 通過對 《隨函錄》 類化字的研究，我們識別了不少疑難俗字，

並得以瞭解它們產生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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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鐸]

《龍龜手鏡﹒金部~ : í 餌，丁兮皮 。 J 3 (中華字海﹒金部~ : í 蟬，義未

詳。」 4

按: í 嬋 J '可見於《隨函錄~ 0 <隨函錄〉卷23 <諸經要集》卷6: í 耳金

蟬，上人志反，下T兮皮，染繪黑石也，正作禪。 J (60/298a) < 隨函錄> í 彈」音

í T兮反 J • < 龍矗手鏡 ~ í 嬋」的注音與之相同。據〈隨函錄~ ，可洪把「蟬」

當作了「硨」字。這種說法對不對呢?

唐﹒釋道世《諸經要集》卷6: í 伸珠層於丹蟬，現金蟬於青鎖。」宋、元、

宮本(法苑珠林〉卷55作「王耳金蟬於青鎖 J (T53 , p0709c) 0 <隨函錄》、《諸經要

集> í 王耳金鐸」即宋、元、宮本《法苑珠林〉中的「現金蟬 J '其中「鐸」對應的

是「蟬」字。

根據經文，我們認為「鐸」作「硨」可能有誤. í 蟬」當為「蟬」字 。如果把

「蟬」當作「硨」的話 r 金硨」一詞於文意不暢。再者 . r 金蟬」與「珠履」對

文， í 厲」指鞋子，是一種真體物品， í 蟬」也當如此，看成「蟬」字正合文意。

「金蟬」在這襄指金蟬圖形的飾物。

從形體上看， í 蟬」是受上字「金」的影響，類化換從「金」 旁而作「蟬」

的。

同形字的產生有許多原因，如字形的演變、簡化、訛變與字元的更換等 。 字的

類化也有可能產生同形字。研究類化字，將有助於同形字的辨析。

[載﹒綽]

「綽 J .見於 《隨函錄~ ，可為「載 J 字之俗。《隨函錄》卷20 <韓婆沙

論〉卷4: í 錚掉，居逆反，正作戰也，又他吊反，非用也。 J (60 1l 73b)符秦﹒

僧伽跋澄譯《輯婆沙論〉巷4: í 於是魔波旬及十八億魔作醜陋面牙齒，恐怖聲極

惡音聲，執持種種韓戰，滿三十六由延往詣道樹所。 J (T詞， p0446b) <隨函錄》

「綽綽」即《韓婆沙論》中的「韓戰 J '其中「綽」即「戰」字。「載」蓋受上字

「錚」的影響類化換旁從「金」而作「掉」的。 〈玉篇﹒金部 > : í 掉，徒吊切，

燒器也。 J r 綽」在字書中本音「徒吊切」意義為「燒器 J '而在《隨函錄》中乃

「載」字之俗，兩者惜巧同形。「掉」一體實際上代表了兩個不同的字。

3 行均 <龍番區手鏡} • (北京:中華書局. 1985年影印) .頁 12 。

4 冷玉龍(主編): {中華字海> • (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1994年，第1版) .頁 15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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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謬司謬]

「謬 J 見於 《隨函錄 》 ﹒可為「謬」字之俗。 《隨函錄 》 卷20 < 成實論 》

卷 1: r 錯謬，美幼反，誤也，詐也，差也，欺也，正作謬也，又音聊，慎。」

(60/l 58a) r 謬」蓋是受上字「錯」的影響類化換旁從「金」而作「繆」的。

類化字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眾多原因中，書寫者的主觀因素尤為突出 。

大部分類化字的產生，是書寫者人為因素所致，有的是自覺的，有的則是無意的 。

漢字是一種表意文字，書寫者有時健就會受到這種暗示，人為地替所書寫的字增加

一個義符以彰顯意義。額化字是漢字在書寫過程形成的一種特殊形體，研究它具有

多方面的價值，應引起人們的重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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