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漢語大字典》闕義字考

姚永銘*

摘要: (漢語大字典》收漢字 57000多字，其中意義不詳的「闕義字 J 2000多字。這些

字的考釋直接關你到字典的整體水平。裁們以為，這些字的考釋，不外乎通過兩種辦

法:一是發現新材料，本文的前4二例，主要即是利用佛經音義的材料。二是使用新方

法。本文的後三例主妥利用「膏隨義轉j 的規律解決字義的考釋問題。

《漢語大字典》是「在現在辭書意識指導下編寫出來的一部新型字典，它在大型漢語

字書編寫史上開創了新篇章J ) 1 因此，它被譽為漢字寶庫 3 漢語辭書史上的豐碑。它

的最大特點是收字多。為了存古，它還收列了一部分闕義字 。 所謂闕義字，就是古代宇

書收列(或者古代文獻有使用)而意義不詳的字。這部分字數量可觀，有不少字已無從考

誼，祇能暫付闕如。但也有一部分字，祇要我們認真地下一番考辨的功夫，還是可以搞

清楚它們的形、音、義的。我們認為，現代編掌大型字書，要從總體上邁越前人，真正

體現「前修未密，後出轉精J )這些闕義字的考釋，應該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為

此，我們不揣淺陋 ，選釋部分闕義字，以供字書編賽者參考。不當之處， 尚析方家教

正。

例一鐵車xud改併四聲篇海﹒虫部》哥 I {搜真玉鏡) : í鐵車 ，胡決切。 J ({漢語大字

典》縮印本第 1211 頁) 2 

考《慧琳音義>卷48 í談話」條: í古文蚣鼠、譜 、 誠三形，同胡快反，合會善吉也 。」

據此) (漢語大宇典》注音所據之「胡決切J )實為「胡快切J ) í決」與「快」形近易訛。又

卷 15 í世話」條 「胡快反 .. .古文作品告 。 j 卷56 í調話J 條: í古文話吉、譜 、 1.fX，三形，

同胡快反，會善吉也。 j卷70 í俗話」條﹒「篇文作譜 ，古文作話吉、 講二形，同胡快反。」

據此，則「銀色j 為「話告」之訛字。「舌j 與「虫」形近易訛。這樣，我們根據《慧琳音義》的

材料 3 就可以給「蚣生」作如下的注音、釋義:

蚣生huàí話告 (話) J 的訛字。慧琳《一切經音義》卷48 : í話，古文鐵車 、 諧 、 1.fX，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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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黃孝德《從〈康熙字典〉到〈漢語大字典冷， <辭書研究) 1990年第5期。

2 以下僅標頁碼 ， 均指 《漢語大字典》縮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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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3 同胡快反 3 合會善吉也。」案﹒卷 15 、 56 、 70古文並作「話古」。

例二ì~#Dyãn {龍矗手鑒水部》﹒ íj1品 ，音延。 J {宇彙補-水部} í 51DoO )餘腎切，出

《篇韻} 0 J (第 725頁7

案;此字當音Xlan) 即「誕j 字。考《慧琳音義》卷49 í吐誕」條: í史搞大蒙作品?υ 。」

而「侃J 字同「偏 J 0 {慧琳音義》卷18 í恕陽j 條: í亦作帶 古文愈 、 察 、 凡 、 j毯 ，

並出衛宏《官書} 0 J 又卷42 í懲制條: í古文器 、 過二形，搞文作繕 ，今作恕。Jí過 」

同「過J )則「侃」、「偏」亦相同) {玉篇 - 人部} : í偏 J )同「侃J ; {切韻》殘葉四﹒

「偏 ，空旱反，又空旦皮。 J {筆注本切韻》一上聲旱韻: í侃 3 俗作偏 。 J {王仁昀刊謬補

缺切韻》一上聲旱韻: í俑 ，正作侃。 J (五短文字》卷中<<<.部 í1晨 ，相承作偏 ，訛 o J 

據此，則「液。」為「河j~u J 之異體，殆無異議。我們可以給 íj儡」作如下的注音、釋義

將υXlan同「侃(挺) J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49 : í誕 3 史檔大蒙作品?υ 。 J {王仁昀刊

謬補缺切韻》一旱韻 : í偏 ，正作侃。 J {龍寵手鑒 水部} : í月~D ) 音延。」案: í延」當

作「誕」 。

例三路毛則《龍寵手鑒毛部} : í耗 ，音拂。 J {字蒙補毛部} : í耗 ，非物切，音

拂。見《海篇} 0 J 3 (第838頁)

《漢語大字典》僅有注音，未釋義。考《慧琳音義》卷34 í好拂」條: í敷物反。拂，拭

也 3 除塵也。治去也。經文作路毛 、神二形。」又卷44 í金拂」條: í敷物皮。《廣雅》

拂，除也。謂除去塵土也。拂 3 拭也。經文從巾作哺 3 或作路毛 。」據此，則「井毛J 即

「拂」之異體，義為拂拭。另外) {龍寵手鑒》常以音注的方式指明正俗字關係，如《文

部} : í愛 3 音虔。 J {毛部} : í也 、 ~-L )音須。」均其例。更為直接的證據是佛經不

同版本的異文。《賢劫經》卷8 : í時為豪貴長者梵志作子，以真珠技飾妙好批及琦昇廟

貢上其佛。 J {大正新修大藏船第 1 4冊第6 1 頁校記: í妙好耗J )則本或作「妙好拂J )可

見「批」即「拂J 之俗宇。

例四。若qìng{龍矗手鑒 口部} : í口聲 ，口頂反。 J {字彙補 口部} : í嗯 ，義闕。 j

(第295頁)

考《釋琳音義》卷47 í誓就j 條: í上輕堤反。《蒼頡篇} :聲也。《說文》 警亦款也。

從吉殼聲。 殼音口莖反 論從口作口聲咳。 j 又卷59 í暫咳j 條云: í空頂反，下苦代反。

《通俗文》 干IJ喉日暫 律文作B聲 咳。』又卷80 í警款 J 條: í上輕鼎反) (下〕開愛

反 錄文從口作a聲咳 。」 據此) í噫J 即「警」之俗字。《龍寵手鑒吉部} : í警 3 口頂

3 編采 《字彙補H<海篇)J 當為 1<篇海)J 之誤， <績修四庫全書)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 ，卷

2322李登撰《重訂詳校篇海〉毛吉哲 明ι 、音拂 。 J (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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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警咳，通喉中氣也 。 H噫」、「暫」在《龍矗手鑒》中間音「口頂反J '可為佐誼。更為

直接的證據是佛經不同版本的異文 。《開元釋教錄》卷四有《佛。聲咳徹十方經} ，據《大正

新修大藏經》第55冊第5 1 5頁校記云: 1 D聲咳 J '宋本、元本作 「暫及J '明本作「暫款J ' 

則「。若 J 為「警]之俗字，殆無異議。

例五霎shd龍寵于鑒石部} : 1薯，俗。音廳。 J {宇彙補石都} : 1薯，音射。由

《篇韻} 0 J (第 1 022頁)

考《慧琳音義》卷 1 9 1廟香j 條: 1時夜反 。 郭注 《山海經》云 膺 3 香獸也，似磨而處

深山險徑中 ， 雄者口有牙，擠中有香 i 雌者無牙，亦無香 。經文作害 。 j 據此，則「書J

即「庸」之異體。由文字結構而盲， 1廟」字從鹿射聾， 1書」字從香石聲。射、石聲相近，

《集韻﹒昔韻》有「石、射」兩字，前者音「常祇切J '為禪母字，後者音「食亦切J ' 為船

母宇 。 據周祖誤先生的研究 3 床母三等(即船母)與禪母 3 在唐五代的北方語音中已趨向

於相同 。 1 這在 《慧琳音義》 中已有所反映 。 該書卷 1 81射中j 條: 1上蛇夜反，又音石 。」

又卷3 1 1射師J f~ : 1蛇夜反...又音石 。」 足證「射、石j 已同音 。 又 《龍寵手鑒》作「音

庸J '不作「音射J '實際上已在暗示「書J 即「屬j 。

例六包zi {龍矗于鑒﹒毛部} : 1音色 3 音咨。 J {字彙補-毛部} : 1說 3 宗知切 ，音咨 。

義闕。 J (第840頁)

考《慧琳音義》卷781佛頡」條 : 1紫斯反。《韻英》云.霞， 每也 。 或作罷 。《說文》作

頡 3 面毛也 。 如來口邊毛也 。 經作鈍 。」 又卷771佛頡j 條﹒「子雌反。《說文》云: 頭 ，口

上須也 。 從須此聲 。 今譜中從洛復毛 3 非也 。 本俗字從咨從毛作鈍，書人不會 ， 又改從

洛，偽中更偽 。」據此，則 「也」為「頭 J (或「監J) 之俗字 。「包J 字從毛咨聾 ，音咨，為有

六書理據之俗字。

例七臼fzuò {改併四聲篇海﹒臼部》 引 《搜真玉鏡} : 1昨音作 。 J {字彙補 臼部} : 

「蚱，見《篇韻} 0 J (第 1 267頁)

考《慧琳音義》卷73 1梓哉J 條: 1宇宜作前 3 二形同于各反。《說文} :橋一削春取九

升日 繁 。《三蒼》注云:繁，精米也 。 今江南亦謂呻米為繫 。 蠣音刺 。 論文作排 。 J {龍鑫

手鑒 米部} : 1拌 ， 或作 。 繫.....米精細也。」據此，則 「臼們為 「繫 (或作拌 ) J 之異體 3

義為精米 。「繫」宇從報莘省聲(據段玉裁注) , 1報J 字從臼米從笠，而「臼fJ 、「拌」 分別

以 「臼 j 、「米」 表義，並以 「乍j 表聲 ， 雖非正字 ， 而頗有六書理據 。

fVu;\j宿niìl {篇海類編﹒身體類皮部} : 1摘 ，女六切 。 J {字彙補皮部} : 1揣 2 女

六切，音，恆。義未詳。 J (第 11 52頁)

考《慧琳音義》卷58 1皺禍」 條: 1壯幼反，下女六反 。《通俗文》 縮小日來，物不伸

4 周袒護《唐五代的北方語音> ' <:語言文史論集》第2 1 7頁 ， 漸江古籍出版社 198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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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縮梢 。 律文作赫赫未見所出。 J 1禍卜《集韻﹒屋韻》作「 刷 ，云 「 描摘 3 不申 。 j

《玉篇﹒月部》作「目制，云 「縮駒，不寬伸之見。 J {說文} : 1駒，朔而月見東方謂之舖

腕。」段注本改為「縮1肉」 。 上亨 1 1禍 」、「摘」、「鵬」字均有「女六切」之音，但字皆從肉得

聾，而 I l宿」字從皮宿聾，似不得音女六切 。《廣韻》 中從宿得聲之字凡七 3 均為入聲屋韻

字，與鼻音無涉。考《摩訶僧祇律》卷第四詩云: 1豎耳獻給面，曜陳怖童于 。 坐自生罪

累，不久失利養。 J 5 我們以為， 1獻艙內n壁畫縮J 0 1獻」從皮叔聲，叔聲、戚聲可通

(叔、戚均從赤得聲) ， 如 「椒」通「楚J ' 1轍口」、 「撤眉」 即 「楚口 」、「塵眉 J ' 其中的

「椒j 、 「盛」 均為皺縮義 。 Il宿j 從皮宿聲，當與縮音義同。宋范成大《除夜感懷》詩: 1壁

縮高顧頰 3 肅騷短聶霞 。」 其中的「盛縮」與 「獻將」義同，兩者均為皺縮義。又據{大正新

修大藏經》本校記: 1自1揣J '則本或作「盛皺J ' 又作「皺朋J 0 1盛皺J 與 「塵縮J 同義 3

「皺朋」 當作「皺垃卜「朋」 乃 「且J 字之形近而誤(為體字，猶「阻j 宇或作「蚵 J 0 {慧琳音

義》卷64 1標以」 條: 1女救皮 。 鄭注 《儀禮} : r蝶 ， 雜也 。，H古今正宇》從刃作劫 。」 亦為

佐證) 0 l ill 與「吶」同音相通，徐擷《說文解字注動〉云 : 1憫之吉縮也。 」 然則「皺ru 亦

皺縮義 。至於 Il宿J 字從皮不從奈，大概是受了「自划字的影響 ，漢語書面語中此類偏旁類

化現象十分普遍 1日 《敦煌變文集-醜女緣起》有 「歸路J '韓愈《再與那州柳中丞書》有

城臨J ' 已在賣資治通鑒﹒宋真宗天信元年》有1直臨J '吳偉業{鹿樵紀聞》卷上有「胸 屜 ，

「廂」、「臨」皆與「縮」音義同。綜此，我們認為， Il~ J 字不當音凹凸 3 當音suò '義與 「縮」

同 。至於{篇海類編》 、 《字彙補》音「女六切J '蓋為俗讀。漢字在演變過程中，宇音常會

受字義的影響而改變 ， 6 如「掠」字本音亮，有強取義，與 「略」同義 3 俗遂讀「掠J 1略」。

此處 Il宿」本音，楠，有皺縮義， 1胸」亦有皺縮義。俗遂讀「赫J 為 In肉j 。

例九地(一)抖《龍寵手鑒 口部} : 1地 2 也、 陣 、誕三音 。 J (第246頁)

案:此處編者僅提供「三音 J '沒有任何釋義 。我們以為 ， 1咄J 即「祂」宇， 從口從

吉 3 例得相通。「祂」字正體作「詮J ' {說文} : 1詮， 完州謂相欺日誼 。 從吉它聲 。 J {集

韻﹒戈韻} : 1誼 3 欺也。或從也。 J 音「唐何切J '與《龍鑫于鑒》之「陷」音合。「咆j 音

「也卜當是俗讀，此宇從口也聾 ， 俗讀 「望形生音J '遂有「也J 音 。這就是所謂的 「音隨

形變J 0 7 

地、站、詮三字從也聲(或從它聾，也、它古同字) ，均為陰聲韻字，不當讀陽聲

韻 。 那麼， 1地」 字何以會有「誕」音呢 2

考 《原本玉篇殘卷﹒ 吉部》 云: 1誕，達坦反 。《尚書} : r乃逸，乃詹 ， 既誕 。』孔安

5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2冊第258頁，臺灣新文豐公司影印本 。

6 筆者撰有《論「音隨義轉肢，專門探討字音受字義影響而改變的問題， <古漢語研究》待刊 。

7 張滴泉《論「音隨形變瓜， <漢語俗字研究》第368-377頁 ，岳麓害社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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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曰: ~誕，欺也 。 J J {列子﹒黃帝} : 1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 。 j 張湛注: 1誕，欺

也 。 J {史記 ﹒龜策列傳} : 1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護 。」裴翱集解引徐廣: 1誕， 一作站 。」

誕、謹、祂三字並為欺詐義({漢語大字典》釋「抽」為「放縱J '欠妥)。據此，則「誕」、

「祂」 均有欺義，俗讀「祂」遂為「誕J 音， 而 「地」為 「祂J 之俗體，遂亦音為「誕」。這就是

「咱」音「誕」之由來。

綜此， 1咆J 為「吉它J 之俗體， 正音tu已 3 義為欺詐， 1也」音、 「誕」音均為俗誼 。

例十信'guò {改併四聲篇海 ﹒人部》引《搜真玉鏡) : 1信，古盼切;又音信字 。 J {字

彙補 人部》﹒「信，古盼切，音過，義未詳。又心晉切，音信。見《金主恥。 J (第80頁)

案 此即 IJ.15; J 字。「?立」字蝠文作「告 J ' {三體石經 ﹒無逸》作 11告 J ' {古文四聲音員》

作「擔J ， 8 與「信' J 形至近 。《說文} : 1恕， 過也 。 J {爾雅-釋吉} : 1誓，過也 。」據此 3

則「信 J 宇義為過，音為ql訕。因有過義，俗讀遂變為過音。(至於「信」音 3 當指「信:J 亦

為「信」之俗體。「信」字《玉篇》亦作 I~划，易其部位則為「苦卜而「信j 從人旁，復加人

旁作「信'J 。以上僅為推測，惜無材料加以證賞。)

8 李圍《異體字字典》第537頁=學林出版社 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