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語文論析

16 

配、辨別、區劃一半或部分以及作量

詞。讀 fen6 時可解作職分、整體中的

一部。「份」字的衍生是因為「分」有

兩讀，而兩讀意義上有區別，所以在一

些讀 ftm6 的場合加上人旁，以別於讀

作 ftm1 的「分」

那麼「份」字是甚麼時候衍生出來

的呢?有人認為「份」字遠在先秦已經

出現。因為〈論語〉裹的「丈質彬彬」

有別本寫作「丈質份份」。但這個「份」

字只能算是「彬」字的借字，與現代常

用的「部份」的「份」字不只意義無闕，

而且應該讀作「彬 blm1 _j音。現代的

rf分」字大概相當晚出. 1915 年出版

的〈中華大字典〉有這樣的記載: r份，

丈質備也，彬古丈，見〈說丈〉。俗以

為分子之分，若干分作若干份。」正式

認可7 r份」字在解作「若干分」時可

以寫作「份」。後來的售訂本〈辭源〉、

〈辭海〉也指出在作「整體中的一部分」

時. r分_j r份」可通用。 1971 年出版

自勻〈新華字典〉值訂本上進一步規定「分」

字在作「屬於一定階級、階層、集團或

具有某種特徵的人」時. r分」、「份」

也可通用。

現在總結一下。「分」字有兩個讀

音，讀作品n1 時必讀寫作「分」。讀

作 ftm6 時可以寫作「分_j .而作下列

解時也可以寫作「份」

1.整體里的一部，如「部份」

2. 量詞，如「一份早餐」

3. 用在年、月、省等字之後，表示

劃分出來的部分，如「年份」

「月 f分」、「省f分」

因為身分誼的「分」不屬於上面三個義

項中的任何一項，所以只能寫作「分_j • 

不能寫作「份」

@ 副標題是「風雨如晦，鶴鳴不已是中國

知識分子的最大特色之一。稽之往吏，

他們是有潛力創造一個新時代的。」小

標題是「知識份子主導改變動向。」

@ 見〈香港時報) 1989 年 3 月 3 日。

@ 見〈香港時報) 1989 年 3 月 6 日。

「孝」、「考」不司相混

陳建樑

五、六月正當父親節、母親節之

際，街上商店貼出了招棟顧客的廣告，

會見有「父親節、表考心」這一句話，

其中「考」當為「孝」之誤，二字形體

雖然相似，但字義不同，倘若錯寫為

「衰考心_j .或會引來不吉利的誤解。

「孝」字在甲骨丈、金丈中曾用作

地名(如甲骨丈中之「孝首_j )。但一

般用作「孝道」、「孝順父母」的意叫思，

古代丈獻中對此義闡釋甚多。「孝」字

本義早快。學者多從人類學理論作推

測，如經學家周于同便有「生殖器官崇

拜」之說。不論其說確否. r考」字從

甲骨丈或從金丈觀之，字形皆有〈說丈

解字〉所謂「子承老也」之義。如甲骨

丈「考」作 .Õ. (前 2.2.6 )、金丈作

學( (酋鼎f) ，便有扶持老人之形
(說詳〈金丈詰林) )。因此「衰孝心」

便當有表「善父母」之心的意思(此揉

用〈大戴禮記〉之說法)。

至於「考」字的解釋. (中華大字

典〉中便列出了二十六條之多，若加上

引申之義，更不正此數。「考」字現代

多作查究、接貫之解，如說「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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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驗」、「考試」等，宋代便有一個

負責審查官員，以備錄用的部門一一考

課院。除以上各種解釋外. í考」還有

一個不大常見的用法，或可說是「考」

字較「原始」的含義，便是對已亮的父

親的稱謂。〈禮記﹒曲禮下) : í生日

父、日母、日妻;死日考、日批、日

贖。 J{尚書﹒舜典〉亦言 í帝乃姐落，

百姓攻曰:喪考舵。」再槍開其他有關丈

獻，父親在世，亦可稱為「考J 0 (爾

雅﹒釋親) : í父日考，母日舵。 J (蒼

頡篇> : í考舵延年。」但後世「考」

多作對亡父之稱，宋英宗即位，就酋有

「皇伯」、「皇考」稱呼之爭;至今人

墳前墓碑，亦有書「先考」之號，這個

情況跟「朕」、「二予一人」等本為自稱，

其後演變成皇帝專用之情況頗為相似。

據以上所說，如把「父親節，表孝

心」誤作「衰考心J '並把「考」字理

解成「亡父J '則父親節竟成了表達對

亡父心意的日子，其性質儼然同於清

明、重陽二節，豈不教人啼笑皆非?

「孝」、「考」二字古代音近義近

代說文解字) : í考、老也J '孝則

釋作「善事父母J ) ，古籍中二字或可

通用(于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卷二

釋「在宗載考」便說. í金文考、孝二

字通用， .......在猶于也。『在宗載考.JJ ' 

即載孝于宗，倒文以韻草。 J )讀音上

二字同屬古幽部，聲母皆為牙音，只有

聲調不同( í孝」為陰去聲， í考」為

陰上聲) ，二字雖不常混淆，但混淆時

會使人誤解，是以要加倍小心。

「考」字還可寫作「致」。據〈說

文) , í考」是老的意思， í致」則為

擊的意思，解釋不同，但二字皆以「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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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聲符，上古讀音當同，故〈周禮〉中

「考」字多寫作「致」。如果凡與「老」

無關之意義，次日查按、觀察之「考據」、

「考察」等詞之「考J '皆寫成「致」

而作「老」解時才寫作「考J '就可避

免和「孝」字相混，不會出現「衰考心」

的笑話吧!

「說話」

張雙慶

漢語的詞匯以單音節和雙音節佔絕

大多數。一般來說，古漢語以單音詞為

主，現代漢語則以雙音詞佔優。唐宋以

後，因為語音系統的簡化，同音字的大

量出現，為了區別同音字，於是出現了

詞匯雙音化的傾向。例如「意」、「益」

這兩個字古不同音，但當「益」字的入

聲讀法消失後，兩字都唸抖，那便容

易引起混亂。如果把它們分別構成「意

思」、「利益」這兩個雙音詞，那麼同

音詞的問題便可以解快了。因此某些詞

在古代可以單用，到了近代必續以雙音

詞的形式出現。例如「朋」、「友」在

古代可以各自單用，但現代漢語「朋友」

必績合在一起作為雙音詞使用。詞匯雙

音化的趨勢，各個方言區有程度上的不

同:北方話的音系簡單，雙音化的現象

比較普遍;東南一帶的方言因為保留古

音較多，音系複雜，雙音化的程度便較

輕。例如「衫」、「屋」、「易」、「知」

在粵方言中都可以單用，但在北方話中

分別要說成「衣服」、「屋子」、「容

易」、「知道」等。不過這種現象也有

例外，就是說個別的詞在粵方言是雙

音，現代漢語反而是單音。下面要討論

的「說話」這個詞，就是一個好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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