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說「歹j

f37J是近代漢語中新產生並沿舟至今的一偶口詩詞，李思純先生《說歹〉一文認為:

「漢語調不良為臨海?如海嗨，無所謂間，現代漢語中 9 謂器人為歹人?轉為歹

，善惡為好歹，已為智兒的成語，撞在南宋末期以前，是沒:存的。 J認為北宋時「還沒

有以歹來代替惡亮晶意義。 J 1 徐復先生〈歹字形聲義及其製作年ffl一文認為「歹字製

件之年代，至遲不出曹先 1260 年，學當在成吉思汗:~委主峙，此可斷育者也 o J" 艷堅

先生亦認為「妻子歹j肯定不會lli現於宋代。 3 然敦體文顱中 f歹j 已被用來表建「思弟、壞j

的意，息，如怒之母恩璽爐講經虫草: r釋迦尊，留教艙，看取經文須審的;若是的子五避37

人，這身萬計應難崑 o J蔣冀騁先生〈娃代漢語調彙研究》指出此文文末有天成二年1某某題

記，當是復唐明豆豆時所咎，但認為 fW歹』由於蒙古諦，此r37Jl字可漿。今考原卷，，ltt宇實

作『吱] ，應是『之』宇音誤。 f歹』字進入漢語，應是黨古入主中原以後的事情。 J4 蔣冀

騁先生認為此飼中的 f別是誤字，然而變文中尚有其他用倒，如練摩詰經講經玲: f凡

事皆故居士裁， {畏持實蓋意帶上徊。臨辭畫室內懿歸結會輯被增前時影倍。啼樹晚驚問路

哭，語蟹秋燕其添哀，分擦頃刻又惆悵多待禮牟尼對寶台。且希賠土好攝和空不得自循

擺病歹，驀被命終難脫兔，息然身教大賽釋。煎揚幸有麓金銳，熬藥宵見白玉錯。善惡

多般讀攝泊，莫交過遇見蹉跎 o J5 核考原卷，文中「歹j字字掰清顆不誤 p 可證敦煒變

文中確已出現伊j字。位英語大詞典》釋f歹j有 f不健康j義，引此例為罷。〈唐五代語首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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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征、張湧泉:(教:陸變文校fU草委在此文注: r縱，原錄誤作 f縱j ，茲主黨原是喜JEo 又?多j字際錄話是作

f歹J' 蔣樓鴻校作?多J '確;原卷本ftf$J乎?茲據i芷 o r多j為韻串串字。 r37J字宋元之交始兒應用。北

宋以前聞采筒t色。 J 命運會審為， 1997 年版，至í8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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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釋 f歹j 為「惡，壞j義 9 亦亨 i此餅為醬。蔣冀j騁先生好歹j昆於敦煌文獻R勝一文則認品

此倒中「追{國宇緝不是『歹j宇 2 商應是『多』字。從理校的角度來說，主這一說是詩歌，詩歌

是要押韻的，若做『歹~ ，其自先押韻之官 p 此詩較畏，中間幾改換韻，或八句一換，或阻

句一換，此詩的全部音員蟬字是: r裁、個、梅、哀、台(換韻卜和、多、羅、輯、路(換

韻卜課、林、金、心、侵{換韻) ，情、生、頓、明、衍(換韻) ，纜、岐、差(換韻) , 

朦、空、中(換器) ，喧、夫、編(換韻) ，建、叢、融、風、中(換韻) ，哉、台、閥、

禮、束。』若是『歹j字， r歹i為上聾，則上不能與I哀、台』韻，下不能與f釋、鱗』語?也

破壞了此時八旬換韻和四旬換器的錯餅。從意義而育， w耀病多』就是使病多，投義無

礙，無煩{故I總病歹J 0 J6 實跨上主存在上世紀八十年初雪龍時先生日指出從昨韻來辛苦，

「歹J有可能是「多J宇 s 形近而說，否如說不能與「和」、 f盤j 、「鍋J 、「跎j相時，但是「不

得回循縱病多J不好講，原意是希望維摩屐士好好觀和贊不要害國循，使病惡化， r多J宇釋

為「惡{划，是難按說到報據的，指 r37J 宇釋海「惡J是提鐘海畏的。由此也有這樣一模可

能，這爾特 f且希居士好調幸日，不得自循縱蜻歹j與前面的八旬合成一個吐、跤，復六旬合

成-{窩小段，如果這樣分， r!JJ 宇入了聲攝聞與f裁J 、「徊J 、「催j 、「衷心 f白j相肘，

正與〈中原雄奇〉白色「多乃切J相合。變文的肘音有時是睡不講究的雪因此有可能竟然平、

上也可相肘。指出「不管與前八旬付多讀 rcii菩乃鵲~ ，或者與後六色〕合成八七}讀『多J也好 3

反正『歹』的聲母是端母，不是接母?權是徹頭徹尾與傳鏡韻睿決製了的，且與今音比較

一致，因此對這段文字的解釋是 2 它應該是『歹』宰的音攘，也許民問正提?五萬防』分化

出來?讀音尚不能完全一致 3 配合上F哥哥 i 的怒之母恩重組講經給與總摩詰經講接力，

可見唐fU37~字已從輝來[li葛切 s 殘骨龍J]，而轉到 f多乃﹒切』多或擴如?三剔，耳其館有

f恩{泊的意義。 J7 鄭張為芳先生也認為 í37J宇唐五代即有，原屬歌韻多音如 f多J 0 (玉

篇》有一歌都字「巔，鸝貌卜丁可切，論古音正是悶，好鸝也那好!J ' r歹J 的字形也似

「多J的別體「典音鑽空大概即是比字來白雪。 8

南宋時，問宇互瀉千字嗽，彭大雅和篠罐車哥擴繡鰱哥華撞在〉云融入清及饑寒艱苦哥哥

謂之餌J 0 原注云: r鰻者，不好之謂 o J 又云: í兇其鞠貝司欲多謂之撒花，予之則日據報

圈，鰱語好也;不予員8日皆為，鰱諾不好也 o J 皆為， zli'f半部通、部兀等，是愛語 ma學1

的音譯 2 意f，;H壤 3 不好的J ' 9 漢語辭書多釋作「歹J '如〈華夷譯語﹒適用門》歹作 f邱

j蚣，(蠹龍審略鴻十九緝部﹒譯上﹒通用時亦云 f歹日卵勵。《元朝都郎中.!1p溫、卵

6 哥尊重聲騁<1歹J 見淤敦煌文獻嗎)，(，古漢語研究) 2003 年第 4翔。

7 音麗梅《為五代筒北 ÎJ音與教陸文獻研究}，{西南師範學院學報:> 1983 年第 3 期。

8 鄭張!海芳《漢吾吾方言異常青議的分!普及滯古層次分析)，緒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雪恥， 2002 年。

9 見內蒙古大啟蒙古語文研究室娣《發漢辭典}，內蒙古人提出飯杖， 1976 年版，真 8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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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等也都作歹。漠括中的歹字用來釋蒙語中表示「壞、不好J義的gp溫、部兀、鹿為響?

追尋事實頗值得注意，故芳齡囊先生〈悅明戲曲中的蒙古龍發認為「倘都到是蒙古語，那還要

元明字會(但括(元朝輯、克對中何以用黨諾 (r歹jj) 翻蒙諾(例兀』及其它類如寫法) ，殊不

可解。 JIO

搶萎亮夫先生《昭i矗立于古疏證﹒釋諦﹒釋詰三》釋 f殆、歹、辯H無云: r科專竿見《玉

篇-角聲勢，音多改切歸無義，(切韻》以來亦不收1It字?然音與歹舟，故宋以後人乃以為

5;字多實形義雨無所知。《玉篇〉多樣魏晉以來錯字，創辦或當在競著以來字書之中型 f會

無由審知矣。然此必俗字多故不見於先還吾爾鑽入書中。 3至於歹宇雖已多見於元以來小說

之中，民俗流傳 7 至今不飽，黨以漢字結構規律繩之，期一無可挽手…無是處，頗似西

夏鷗審議蒙古宇......蜻為魏晉以來給字，歹海南宋以後倍鵲芋，然兩字之音皆以表『多

或i一音，悶不得謂歹字芳草音皆出自蒙古或間度明矣。Jr考多改切之音?在《明報》系統之

哈海詣，組讀此諸韻收字多聽聽不好之義多如僑 3 會也，鞍 3 輪不平t色，旗，得i:ß，

f台，癡也﹒. . . . ~前無影之人謂之莓，行為抒懷謂之懷，皆在此膏，東j數:之不能終其物，則

以歹音表詐巧作好之人事，正向族語之有內在冉一規律者盔，則i陀吉之本主毒漢語辨真，

應無可疑。 J 11 敬，煌變文中的講經文是唐代寺院和民閥混行掰一種錯講的底本，保存了

大量當時當雄的口語發料。現存講短文一類的文離大都是寫本，年代的自由世紀末至十

世紀末，有的卷末署有年號，多數著五代的年號，亦有少數審站宋初年的年號。據《犧藏

敦，蟑文獻}<Þ032B 敦d煜王曹某與濟北君拉夫人泛氏捐總聽龍載有「雄大宋成平五年3::-賞歲

七月十五日記J '又φ032C 敦煌至會宗吾慧與擠在君拉夫人沒氏捐蘊題記載有「維大宋成平

五年主實歲五月十五岳言目。此二題記所載戚平五年(1∞2) 是目前所知藏經辦出土文書中

最晚的年號，此前的紀年在教鐘寫本中大體上持續不斷，此後有年代的寫本期迄今尚未

發現， 12 故報攘藏經繭的封閉年代和稿中所報寫本眷末的最晚能年，大雖可以認為龍

些講經文是晚唐五代的作品。因此我們可以說f歹j字連在宋成平五年 (1002年)以前已出

現在當時台今日語中。

「歹j字雖然在唐宋五代的文獻典籍中用來表示「惡劣、不好j的意思，然間這偶調在

宋代的權很j>使用，以至直到來未使用連個青這時尚需注明其義。如丈夫祥《指南韓》春三

《上証黨〉詩序: r至七襄江亨怨、有逃者，喝云是何船，哨答以?可餓船， i還者大呼云歹

船。 j丈夫祥特為昆明云: r歹船者，站以是老反側奸編之稱。 j故請人讀書費位置俗攝》發十

10 方發守黨《元明戲曲中的蒙古諸)，漢請大詞典出版本士， 1991 年紋， ~24舟 。

竹簽亮夫《鬧過方言l琉喜愛》會上海古籍也飯粒 '1988 年絞。

12 {;俄藏教:總文蜘第 1 縛，上海古籍也綴役， 1992 年紋，真 321-3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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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自》稱「此字宋以前未見用構，權《元典章〉有『管眨聾作，或好竄到及『送訥鷹鶴如

歹，徒教耗費支農j等詣。 f歹j字在漢語中的使用與當時我輯用北方漢展與蒙、離等少數

民主長的交往群處有關。漢代與西域交往頻繁，一蜂窩蛻辭彙進入了漢語辭彙。南拉朝時

期，經過五胡十六國的戰亂，中國的主要部分一度處在北方少數民族的統治下?篇學地

方的口語把漢語與~t方夕數民族語交融在一起，第成了一種當時在各民族問用來交際的

「漢兒寄語J 0 13 據〈鑽氏家單11 .音辭簫〉云: r易敢問與之說，南方士庶數盲ïlJ辨;轎捏

聞聽其諦，北方朝野終日難分。 j 由此可誰如在花方，作為統治者的北:佇民接使用的是當

地的「謹究古語J '因lf;仁士大夫也與平民百姓一樣說話用「漢先富語J '不似南方士l!t之閱

有文白之分。唐代與吐蕃、問舵等交往頗多多語音?上也互有影響。宋代是與蔥、金、元

並峙的時代，漢語受到外來民族語富的影響當然更為聽著。陽著蒙古族的入主中原) ~t 

芳各民族鏡論者文化既低，又無文宇，在戰政方摺確實感到許多困難，於是他們不能不

製作他們本族的文字。據《元史﹒釋老傳》載: r世祖中鏡元年多命聽薪宇僅千餘習其母凡

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觀之法，其以工合互合間合爾成字者，則有韻輯

之法，荷大要以諧聲為宗。!宇威，頒行天下，又於9'H蟬各設蒙古字學教授以教臂之，故

當時頗有知其義者。 j雄、金、元這三倍北立于民族統治掌握了中國的政權，她們的語音。不

免會在漢語中留下痕峙，歹字的影音義的形成興建些北三方民族語富有著密切的鸝聯。槍

復己指出[歹字影出於藏文 9 聞語根由於蒙古J ' 14 葦「歹J字擺出於北方少數民族語 s

最初是作為廣東五代的「漢兒吉吉普j悶在北古漢語口語中使用的。

唐代寺院和民闊流行的俗講以說唱的形式向聽單講鴨佛鑼故事、認聞傳說或歷史故

事，擺用聽單易懂的口詣，作為倍講}藍本的變文則記錯了這些口語) r歹j字在當詩攝僅

是一f間用來表示陳先、不知義的記音符號，據《字如云:哼，多故切，好之反也。 j

《宇學訂ä>> 云: r歹，俗誤作歹。 2頁，牙葛切，殘脅啦?與歹不同。 此銷書正誤》云:伊

音遍， ~音韻。 J又「歹?朵海切，戴上釋，聽韻。 H余復巴考JÈ:9字形體出於藏文第三組第

一字歹，音如聽矮切，指出時體作歹者，又筆勢之變也 o J據繳煌實驗研錄斯 4571 號

巷子總摩詰經講鎧虫草，歹己寫作歹。三等《說如云: r少多對脅之殘也。」是鉅宋巨龍語學云:

「凡從11者今亦37 0 J 又云: r惡，不著也。 j輩夕在來代已作歹，歹亦興歹字形相近，問

惡與歹義同 3 都害「惡劣，不好j義。 15 (廣輯》惡品為各切，入聾，鐸韻;少海五割切實

13 參見太白辰夫《漢語史過考> ' ]設慶出版社， 1991 年綴， J{ 201 0 

14 發復《歹字在亨、tI:l藏文說)，載《徐復吾吾育文字學叢織)，江蘇古籍出版本土， 1990年綴， J{ 12 '章是亮王先《睹過

1J ff疏直覺。釋詢 a 釋音吉三》指出稱為魏會以來f谷字多歹為南宋以後俗俄字 s 然衛士字之發言皆以表「多改j 一

膏，恆不得謂7jí字形發皆出自蒙古或商吏。

的北宋時支書里受撰待轉給二十卷，個右文說，其指出「楚J有 f/J叫義時也就到 f歹而小者的殘J 0 兒沈括帶溪

當主義給卷十悶，上海出版公司， 195昌年版，資 4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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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聾，峰高員。器、少需字音近 2 故歹借歹的爭形來表違與步同裔的 f惡j 的「惡劣、不好j

議，歹的字寄到未變，因此 ，?Jf字在宋代己一字兼步、歹鳳兩個繭，字形雖向前音義有別。

宋代講說歷史故事的事華人很亦使用「歹j龍餾誨，今尚存的《景宋殘本五代史評言靜中

有用街，如:

黃巢聽得恁地說，不覺淚眼汪汪攬: r故叔好交您知，咱也是曹外i人民，只因赴選畏

女，流落外壤，問今盤鐘瞬乏 3 無問得回鄉故，撞著朱家三個弟弟，通小人今夜做些歹

生活。的普盛莊歇ìÅ少時多求些飯吃，待晚便去。 J ({鷺史平譯詩)

(張歸娘)聽謝黃巢道; r妾丈夫朱三，是大齊皇辛苦的弟弟，大齊皇帝便是妾的怕的。

皇帝新得天下，未有{本兵之擻，堂堂行這無權歹的勾當刊(崗上)

石部若有歹心，盔、結勢丹為接。({唐史話))

朝建料有歹意，磨主臼夕以為憂。(肉上)

請(至1青)請其~曰: r上將握兵三是觀咱每勝敗。咱悶，息已蓓，更無一人數援?想有歹

心。咱每但當以究報攝耳。 J (<{晉史平話))

考C夢欒錯〉卷二十《小說講緝的云: r講史害者，謂議說總艷，漠、巨著歷代書9:文

傅 3 與廢事戰之事多有藏書生、周進士、張小娘子、路機山、槍實教;又有主六大夫，

元系掛葫供話，為善事士講給講，讀史使適，於1或淳年間多敷演《搜華篇》及中輿名將傅，

聽者紛紛，麓講得字真不俗，記間辦源甚廣耳。 J 16 現存的〈五代史平言辭殘本是當時講

觀摩史故事的藝人留下的底本，雖然這個題本很可能已經過元人的增益穆訂，然前按照

常理，日語中一個繭的出現封進入醬醋諾大多要經喝一段較長的時悶，聞此，我們豆豆夕

可以認、為早在元代以前， r歹j驢鵲詞已在漢語口語中使用。告PI漢兒古語J 中表示「惡5丹、

不好J義的 f歹J謗、出主台北方少數民族語，聽末五代時在站立了漢語日報中使用，宋代轉入南

芳，播出口語進入醫聞語，至2元代即被普遍使用，成為漢語中借用至今的常用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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