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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方言词的历史来源*

吴吉煌
中山大学中文东

提要 从历时的角度看，方言词有不同的历史来源。本文借鉴李如龙先生的汉语方言词
汇历时分类法，对《方言)) <<说文》所揭两汉方言词的历史来源进行全面描写和分类讨论。
论文还结合两汉方言词的区域分布情况展现了不同地区方言词在历史来源上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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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词汇是语言中变化最快，受社会影响最大的要素系统。由于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

方言区词汇新陈代谢的速度和状况也有所差别。有些方言较多地保留了前代汉语的词汇要

素，有些方言则更多地使用具有地域特色和反映词汇发展趋势的新词语。不同方言还会在发
展过程中吸收和借用周边民族或方言的词汇要素。从历时的角度看，方言词的历史来源是不
同的。
扬雄《方言》作为中国"第一部比较方言词汇"1 ，重视语言发展时空纵横两个方面。

它以当时人民口中的活语言为研究对象，在横的方面，对不同方言及其与通语的关系进行沟
通，以通语释方言，反映语言发展的空间状况:在纵的方面，注意到古语词在汉代各方言中
的留存，以方言释古语，反映语言发展的历时状况。

《方言> 1.12 敦、丰、彪、奔、梅、般、暇、奕、戎、京、英、将'大也。凡物

之大貌曰丰。屁'深之大也。东齐海岱之间曰奔，或曰憔。宋鲁陈卫之间谓之珉，或曰

戎。秦晋之间凡物壮大谓之氓'或曰夏。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谓之堤'或谓之壮。燕之北

鄙、齐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将。皆古今语也。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而旧书

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释也。 2
《方言> 1.1 3 假、格、怀、摧、詹、庚、艘'至也。部唐冀究之间曰假，或曰倍。

齐楚之会郊或曰怀。摧、詹、庚'楚语也。艘'宋语也。皆古雅之别语也。今则或同。

'本文在笔者博士论文《两汉方言词研究》相关章节的基础上修改而成。论文的写作得到了业师李运富教

授的指导，并得到了华学诚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2008 年度后期资助重大项目"<<方言》与
两汉语言研究" (项目批准号 08JHQOOOl)的资助，谨致谢忱。
l 罗常培: <<方言校笼·序))， <<方言校笼))，北京z 中华书局 19归年版。
2 本文引用《方言》时以数字标明卷数及条目序号。如"1.28" 表示"卷 l 第 28 条"。每卷内的条目序号以
华学诚等《扬雄万言校释汇证)) (上册)所编列的序号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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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祖i莫认为"古今语" "古雅之别语" "都是古代不同的方言" 3 。华学诚认为"这是
从历史角度考察时，扬雄所指出的语言生灭之际的古语的残留，也就是所谓‘绝代语'。 "4
所谓"古语" "古雅之别语"，从时间上来看，是产生于《尔雅》编篡之前的相对于秦汉产生
的新词(包括通语词和方言词)而言的"古语";从空间上来看，这些"古语"是存用于汉代
不同方言区域的相对于汉代通语而言的"方言"。

李如龙指出: "在归纳方言词汇的特点时，人们首先注意到的往往是古词语的沿用、方

言的创新、外族语的借用，这都是方言词汇的源流差异。沿用不同年代的古汉语词汇或运用

不同的汉语语素和构词方式创新的方言词，都是同属汉语语源的流的差异:借用别族语言的
语素或构词方式构成的方言词，这是源的差异。川同样是古语词的沿用，"古词语有不同的
年代，沿用有不同的地域，这就造成了许多方言词汇差异。""方言的创新"包括"把旧有的
词用来表示相关的新义"和"利用共同语的语素和构词方式按不同的命名方法去构词"两种

情况。前者是词义的创新，后者则是词形的创新。外族语的借用又可区分为少数民族语词的
借用即"底层"现象和外来词的借用。此后，李如龙又对方言词汇的历时分类作了一些调整，
将原来"方言创新"中的词义创新和词形创新区分开，分别称之为"变异词"和"创新词"。
6 借鉴这一分类方法，下文以扬雄《方言》及许慎《说文解字》所揭方言词为对象，结合传
世文献考察它们的不同历史来源。

一最传词

"所谓承传词是从古代汉语直接承传下来的，其中又包含着自古代通语承传下来的和古
代方言承传F来的两种。" 7 由于缺少相关的文献记载，我们无法确定某个词语在先秦是否
为方言词。因此，对两汉方言词来说，区分古代通语承传词和古代1f吉承传词几乎是无法实
现的。不过，通过文献测查我们还是可以推断汉代的某些方言词可能是先秦时期某些地域方
言词的承传。

楚方言是汉代1f言中特色十分鲜明的一种。结合先秦楚地文献的测查，我们可以发现汉
代楚方言承传了许多早期楚语词。 8 例如:

{蜻} 9 

〈方言> 2.03 娃、娟、究、艳，美也。吴楚衡淮之间曰娃，南楚之外臼婿，宋卫

晋郑之间曰艳，陈楚周南之间臼宠。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美色或谓之好'或谓之毙。

《说文·女部> : "蜻'南楚之外谓好曰蜻 J'

3 饲祖漠: ((方言校笼·臼序))， <<方言校笼))，北京: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4 华学诚: ((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修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3 页。
5 李如龙d论汉语方言的词汇差异))， <<汉语方言论集))，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8-39
页。

6 李如龙: "从历时的角度看纷繁复杂的万言词汇，无非是承传词、变异词、创新词和借用i司四大类。"参
见《双语方言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4 页。
7 李如龙: ((汉语方言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9 页。
自用振鹤、游汝杰认为《诗经》时代的楚地"很可能有民族和语言的混合"。 66 屈原所作的《楚辞》所使用
的就很可能是当时当地混化了的语言。"参见周振鹊、游汝杰: <<方言与中国文化(第-版)))，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4 页。

9 为便于行文区别，本文在指称某词时，用"{ }"号标明。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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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和许慎均以{孀}为汉代南楚之外的方言词。在先秦文献中{孀}仅见于宋玉《神
女赋)): "婚被服，悦薄装。"李善注引《方言)): "婚，美也。" {孀}很可能在战国时期甚至
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是楚地方言词，汉代南楚之外仍然承用。

{襟(襟) } 
《方言} 4.01 禅衣'江淮南楚之间谓之襟，关之东西谓之禅衣。

《说文·衣部> : "襟'南楚谓禅衣曰襟 J'

扬雄和许慎均以{襟}为汉代南楚之间方言词。在先秦文献中{裸}仅见于《楚辞·九
歌·湘夫人)): "捐余抉兮江中，遗余裸兮灌浦。" {裸}很可能在战国时期甚至更早的时候就
己经是楚地方言词，汉代江淮南楚之间仍然承用。

{琢}
〈方言} 10.1 5 禄'拆也。楚以南谓之泳。

{谣}在先秦文献中仅见于《楚辞·离骚)): "众女嫉余之峨眉兮，摇琢谓余以善淫。"

王逸注: "谅，犹谓也。" {琢}很可能是战国时期甚至更早时候的楚方言词，汉代楚以南仍
然承用。

{若}

《方言} 10.22 囊'举也。楚谓之章。

{蠢}在先秦文献中仅见于《楚辞·远游)): "雌霓便娟以增挠兮，莺鸟轩幸而翔飞。"

洪兴祖补注: "<<方言)):章，举也。楚谓之辈。" {蠢}很可能是战国时期甚至更早时候的楚
方言词，汉代楚方言仍然承用。

{支}
《说文·忡部} : ..菱，支也。从忡凌声。楚谓之支'秦谓之草草 J'

{支}在先秦文献中仅见于《国语·楚语下)): "屈到嗜变，有疾，召其宗老而属之，曰:

‘祭我必以支。'" (韦昭注: "斐，菱也。" ) <<楚辞·离骚>>: "制变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
裳。" (王逸注: "雯，藤也。秦人曰薛窟。" )及《楚辞·招魂)): "芙蓉始发，杂吏荷些。"这

三处使用都是在楚地文献中。 10 可见， {吏}很可能是战国时期甚至更早时候的楚方言词，
汉代楚方言仍然承用。

{闺阁}

〈说文·门部> : "阁'天门也。从门昌声。楚人名门曰闺阁 J'

10 ((韩非子·难四)): "或曰:屈到嗜斐，文王嗜茵蒲道，非正味也，而二贤尚之，所味不必美c""屈到嗜雯"
当为转引， {吏}同样可以看作是当时的楚方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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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闺}在先秦文献中仅见于《楚辞·离骚)): "吾令帝阁开关兮，倚闺|词而望予。"王
逸注: "闺闺，天门也。" {闺阁}很可能是战国时期甚至更早时候的楚方言词，汉代楚方言
仍然承用。

可以肯定的是，以上所举只是汉代方言词中古方言承传词的极小部分。 II 以代各方言
区的词汇并不是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瞬间形成的，其中有许多词语在汉代之前就可能是不同
方言区使用的方言词。只是就现有的材料来看，想要逐一确定汉代方言词是否为古方言词是

相当困难的。
在承传词中，有些承传词的本义即为方言词义，有些则是以承传词的引申义为方言词义。

因此，又可以从词义承传的角度将其分为本义承传词和引义承传词。
(1) 本义承传词

{支}
〈方言) 3.1。在、艾'鸡头也。北燕谓之薇，青徐淮?四之间谓之芙'南楚江湘之

间谓之鸡头，或谓之雁头'或谓之乌头。

《说文·廿部>>: "荧，鸡头也。" ((周礼. ~军人)>: "加组之实，菱荧栗脯。"郑玄
注"荧，鸡头也。" (<吕氏春秋·恃君览>>: "夏日则食菱荧，冬日则食橡栗。" {荧}
之本义为"鸡头"，于先秦文献中既己见用。青徐淮洒之问方言词{芙}为本义承传词。

{妓} {妹}

《方言) 1.03 娥、孀'女子也。秦曰娥'末魏之间谓之孀，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

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姆，或谓之妓。赵魏燕代之间曰妹，或曰蚌。自关而西秦

晋之故都曰忏。好，其通语也。

《说文·女部>>: "妓，好也。" "妹，好也。" ((孟子·告子上>): "至于子都，天
下莫不知其妓也。不知于都之妓者，无目者也。"朱襄集注: "妓，好也。"。寺. ~阳风·静

女>>: "静女其妹，候我于城隅。"毛传: "妹，美色也。" {妓}、{妹}本义均为"好(容貌美
丽)"，于先秦文献中既己见用。自关而东河济之间万言词{妓}及赵魏燕代之间方言词{妹}
为本义承传词。

{跻} { J~ } 
〈方言) 1.27 躁、部、政、倍、跻、蹭、登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回躁'东齐海

岱之间谓之跻'鲁卫曰鄙'梁益之间曰馅'或曰歧。

《说文·足部)>: "跻，登也。" <(易·震)): "跻于九陵。"孔颖达疏"跻，升也。" <<诗·幽
风·七月)): "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陆德明释文: "跻，升也。" <<说文·马部)) : 

"莺，牡马也。从马陪声。读若邹。""驾"从"防"得声，"到"与 "1步"音近通假。《说文·自

11 汉代王逸《楚辞章句》、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以及清代戴震的《屈原赋注》等注疏都注重对《楚辞》

中方吉词的抉发和注解。李翘的《屈宋方言考》更是集大成之作，所考释方言词共计 68 个(据黄建荣统计)，

由此亦可见汉代方言中的古代方言承传词应该为数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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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盼，登也。 11 ((书·舜典>>; "三载，汝防帝位。"孔传; íí 盼，升也。 11 (<诗·小雅·车辈>> ; 
"防彼高冈，析其样薪。"郑笼"防，壁也。>1 ((尔雅·释ÌJ!i下)): "驾、假、格、防、跻、登，
升也。" "登" " J尸义通。东齐海岱之间万言词{跻}及鲁卫方言词{到}均为本义承传词。
(2) 寻|义承传词

{京}

〈方言} 1.1 2 敦、车、屁、奔、梅、般、瑕、奕、戎、京、英、将'大也。凡物

之大貌日丰。施， 5，束之大也。东齐海岱之间曰养，或曰悔。宋鲁陈卫之间谓之瑕，或曰

戎。秦晋之间凡物壮大谓之氓，或曰夏。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谓之英'或谓之壮。燕之北

鄙、齐楚之郊或曰京'或曰斗夺。

《说文·京部)): "京，人所为绝高丘也。>1 <<诗·小雅·甫旧)): "曾孙之庚，如城如京。"

毛传: "京，高丘也。"引申有"高大"义。《左传 oa公二十二年)): "八世之后，真之与京。"
孔颖达疏: "莫之与京，谓无与之比大。"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方言词{京)为引义承传词。

{间}
《方言} 3.52 差、闽、知，念也。南楚疾愈者谓之差，或谓之间'或谓之知，知，

通语也。或谓之恙'或谓之僚'或谓之瘁'或谓之蝇'或谓之除。

《说文·门部)): "闲，陪量也。" <<庄子·养生主)): "彼节者有闲，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
者入有闲，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1 {问}本义为"间隙"，引申有"间隔" "间歇"

等义，病情缓和好转如事物之有间歇，故亦可称{间}c (<礼记·文王世子)): "旬有二月乃间。"
郑玄注"间，犹廖也。" <<论语·子罕)):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
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川'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 "少差曰间。"可

见，南楚方言词{间}为引义承传词。

二变异词

"所谓变异词是在传承前代语词之后意义或用法发生了较大的变异的方言词。" 12 即从
词形上看，是历史的承传，但在意义和用法上却又显示出其在某方言中使用时的特点。比较
典型的是某些传承自前代的词语在方言中有特殊的词义引申。

这种词义引申的变异词和上面所举的引义承传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的共同之处在
于，它们都是以引申义来充当方言词义:不同之处在于，引义承传词的词义引申发生在方言

承传之前，而变异词的词义引申则发生在方言承传之后。也就是说，引义承传词是某一词语

在未成为方言词时就己经发生词义引申，本义和引申义均为不同方言区的人们所熟悉和使

用;而变异词的词义引申是通语或其他方言中所未曾发生的。

要区分引义承传词和词义引申变易词需要考察某一词形的词义发展和使用情况，同时还

需要比较同一词形在通语和不同万言间的词义差异。对现代汉语方言词汇的研究来说，这种
l式分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而对汉代方言词研究来说，要区分二者就必然受限于传世文献材料

而变得更加困难。我们只能根据引申义在先秦两汉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来对二者加以区别。如

12 李如龙: ((汉语 }j言学))，北京z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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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引申义在先秦文献中既己见用，基本上可以判断这是引义承传词:如果寻|申义在汉代及汉
代以后的文献中才见用(甚至除了字书、韵书的收录之外未曾见用)，那么我们就将其看作是
引申变异词。例如:

(政}
〈方言> 1.27 躁、野、政、恪、跻、踹、登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曰躁'东齐海

岱之间谓之跻，鲁卫曰坪'粱益之间曰馅'或曰歧。

《说文·足部)): "摄，蹈也。"又"蹈，践也。" {摄}之本义为"踩踏、践踏 "0 ((战国

策·秦策四)): "魏桓子肘韩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跟其踵。"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引申而有"登"
义。司马相如《封禅文)): "然犹摄梁父，登泰山。" {摄}当是自关而西秦普之间的方言变异
词。

{旋}
《方言} 6.46 抠输'旋也。秦晋凡作物树艺早成熟谓之旋，燕齐之间谓之抠输。

《说文. 11人部)): "旋，周旋，班旗之指磨也。" {旋}之本义为"旋转、转动" ((苟
子·天论)}: "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弓|中有"回转，回归"义，又有"不久，随即"义。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苗川王病……病旋已。"秦晋方言因谓"作物树艺早成熟"曰
{旋} 13 , {旋}在表达该意义时当为方言变异词。

(廓}
《方言} 9.07 剑削'自河而北蔬赵之闽谓之室。自关而东或谓之廓'或谓之削。

自关而西谓之辑。

{廓}本义为"宽大"0 ((诗·大雅·皇矣)): "上帝曹之，憎其式廓。"毛传: "廓，大也。"

《广雅·释器)): "郭，剑削也。"王念孙疏证: "郭与廓同。《释名》云:‘弩牙外曰郭，为牙
之规郭也。'义亦与剑郭同。" {郭}之本义为"外城"，"外城"处于内城之外，较内城更为
开阔，因之引申而指事物的外框。{廓}与{郭}音近义通。内城之外国可称{郭}，剑之外
喃亦可称{廓L {廓}自关而东方言中引申而有"剑黯"义，是方言变异词。

三创新词

"所谓创新词是各方言区在自己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根据交际的需要新创造的方言词。这
类词在以往的语言或文献中很难找到用例。" 14 创新词是方言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能
反映方言词汇特色的部分。这种创新既包括为某一概念意义创制的与通语或其他方言不同的
词形，同时也包括为某些方言区人民所熟悉、所必须，而在通语或其他方言中没有的概念意

义创制词形。

对于这些各方言区新创造的方言词，我们也只能依据文献使用情况的测查来判定。依照
李如龙的界定，在汉代以前的文献中未见用的方言词，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万言创新词。不过，

13 华学诚《扬雄方言校释汇证}>: "作物树艺早熟正涵快疾义，故称 4旋'。"
14 李如龙: ((汉语1i言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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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情况要更为复杂，未见用于汉以前文献的方言词是否就是方言创新词，还需要根据具
体情况区别看待。

书面文献是对不同历史时期口语的文字记录，但这种记录不可能反映口语的方方面面。

在语音方面，构意汉字无法反映不同历史时期汉语口语语音的发展变化:在词汇方面，数量
可观的文献材料也无法表现不同历史时期汉语口语词汇的全部。有些词语所表达的概念意义

和记录的事物对象没有进入书面语记录的范围，因而也就无从在传世的文献中寻找到它们的
用例。加上汉以前文献散供比较严重，许多词语的用例更是无从查寻。有些汉代方言词承传
自汉以前的汉语方言，这些历史悠久的方言词可能因为不是当时的通语而未见用于书面文

献。正如布龙菲尔德所说: "文献记载只给我们提供了说过的话语的极微小的一部分，而这
微小部分所包括的几乎总是很讲究的雅语，避免了带有新奇成分的说法。" 15 

对于两汉方言创新词的判定，我们可以借助其他方面的考察来尽量提高判断的可靠性。

通过整理，我们得到了表达同一意义的方言词对，在寻找文献用例时，不仅关注单独的某一
个方言词是否见用于先秦两汉的文献，而且关注与之相对应的其他方言词包括通语词在文献

中的使用情况。如果方言词对中的方言词和与之相应的通语词在汉以前的文献中均未见用，

那么很可能是这些词语所表达的概念意义和记录的事物对象不是古人书面语文献记录的重
点。我们很难确定这些未见用的方言词是否为方言创新词。例如:

《方言> 4.35 复稽，江注目之间谓之裙，或谓之篱撤。

江淮之间方言词{攫}、{筒融}及通语词{复精}均未见用于汉以前文献。可能是这种

"絮有絮绵的短袄"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很常见，这些不同的名称也在日常口语中为人们所习
用，只是这种衣服并没有成为文献记载的内容:或者是已有的文献记载已经快失。我们很难

判断江淮之间的方言词{禧}、{笛融}到底是方言承传词还是1i言创新词。

《方言> 13.159 萎、勤、默、匙、辉、馨、碟，曲也。自关而西秦曲之间曰墓。

晋之旧都曰射。齐右河济曰款，或曰链。北羔曰牌。曲，其通语也。

《说文·麦部)): "霸，酒母也。" "辅" <<方言》作"曲 "0 {曲}为通语词，汉代方言或

称{妻才} {数} {弊} {辉}等。诸词均未见用于汉以前文献。酒母为酿酒所用之发酵物，中

国的酿酒历史悠久，不可能到汉代才使用，因此这些指称酒母的词语可能在先秦就已经产生，

只是没有被书面语所记录。

相反地，如果通过测查发现同一方言词对中有些方言词或与之相应的通语词较为频繁地

见用于秦汉文献，而另外一些方言词却从未见用，那么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些方言词所表
达的概念意义和记录的事物对象是古人书面语文献记录的重点，那些未曾见用的方言词是方

言创新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例如:

〈方言> 1.31 钊、薄'勉也。秦晋曰钊'或曰薄。故其鄙语曰薄努'犹勉努也。

南楚之外曰薄努。自关而东周郑之间曰耐牵1J '齐鲁曰勘兹。

15 布龙菲尔德: ((语言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5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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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劝勉、勉励"义，通语用{勉}，常见用于汉以前艾献。《礼记·月令)): "周天下，
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 ((左传·宣公十二年)): "王巡三军，捐而勉之。"诸方言词中，

{钊}、{薄}见用于汉以前文献。《尔雅·释沾上)): "钊、酌，勉也。" ((管于·轻重戊)): "父
老归而治生，丁壮者归而薄业。" {薄努}、{酌钊}、{勘兹}等均未见用，我们大概可以判断
其为方言创新词。

〈方言> 1 1.1 6 琶寇'矗莹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谓之靠莹。自关而东赵魏之郊谓

之奄奄，或谓之嚼喻。嘱输者， 1:未儒语之转也。北燕朝鲜剖水之间谓之Jf飞蜡。

指称"蜘蛛"的诸方言词中， {理噩}、{疆萤}见用于汉以前文献。《尔雅·释虫)): "蜘

蛛，蛛萤。"又: "次囊，蜘蛛。""土蜘蛛，草蜘蛛。" <<吕氏春秋·孟冬纪)): "昔蛛萤作网霄，
今之人学好。"可见{蜘蛛}、{锺萤}应该是战国时期已经使用的称呼。其他方言词{蠕揄}、
{蜡蛤}均未见用于汉以前典籍，大概可以判断其为方言创新词。

由此可见，仅仅依靠是否见用于汉代以前的文献来判断其是否为创新词，可能会与语言
的客观事实有出入。但我们暂时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和更多的材料来解释这些方言词的历史来
源。因此，本文主要还是依据是否见用于汉以前文献来判定1f言创新词。

四借用词
承传词是对古以语词汇的继承，变异词是以古汉语词汇为基础进行的词义和用法变异，

创新词是不同1f言区有特色的汉语词的创造。从源头上讲，它们都是来自历史汉语的词汇成

分或者是利用汉语构词要素进行的词语创造。除此之外，汉语方言还会在汉民族与其他民族
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借用其他民族的词语。这就是方言中的借用词。 16
赵元任在《语言问题》中指出早期的"方言"作为一个广义概念，"也当根本不同的语

言讲 "0 (<方言)) <(说文》所记录的方言材料中，应该也包含了当时中国境内的一部分少数民

族语词。关于《方言)) <<说文》中记录的来自少数民族语言的"借用词"，学者们通过与现代

少数民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张永言在《语源札记)) (<语源探索兰例)) 17 中结合前人论述，梳理了与藏缅语印合的古

楚i吾词。包括:

貌/在 【狸， {方言》卷八】

毅 【乳， <左传·宣公四年> : "楚人谓乳‘载， 0 ">
于芫/幌 【虎， {左传·宣公四年} : "楚人...谓虎‘于荒， 0 " {方言} 8.01 >
李义/李耳【{方言> 8.01 >

李敬忠从《方言》所记录的"楚"方言词中，找到了)些和今天壮伺语、土家语的音和
义仍然基本保持一致的语词。 18 包括:

16 李如龙指出方言借用词可分为"底层现象"和"外来词"两种类型。所谓"底层"是指语言中保留着的

原住民语言的词语，所谓"外来词"是指语言中向其他民族或国家语言借用的词语。(参见李如龙《汉语方
言学))，北京g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4 贞。)我们将雨汉方言词中可能具有其他民族语言来源的

词语绞称为"借用词"。赵振锋、张永言等在研究中也将汉代方言中的这些"借用词"称为"外来词"
1η7 张永言: <<语文学论集(增补本)))，北京:语文出版社 1999 年版。

18 李敬忠<<<方言〉中的少数民族语词试析))， (<民族语文)) 198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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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取， 1.29】;摸【张小使大， 1.24】;滕(幡)【看， 2.05】;蔑(蔑)【小， 2.08>;
杜【根， 3.19】;掩、圣【同， 3.22】;知【愈， 3.52】;轨(祖)19 【汗， 4.03】;霹【存
慧. 5.32】;赵【床杠 .5 .3 3 】;台【失， 6.26】;吕【长. 6.39】;啃【高. 6.56】;煎【干'

7.29】;燥【火. 10.06】;塞20 、轧【吃. 10.27】;革【老· 10.39】;藉【视， 10.44]; 

僚【轻. 10.47] ;拌【弃. 10.14】;贴【杜狗. 1 1.03 】;眼(月良)【明· 12.59】;充【养'

13.72] ;献【诈. 3.23 】 ;2l 滇(乡的捷22 【去弊， 3 .48】;李耳、李父【虎， 8.01 】;腑【舟'
9.29] 23 \ 

赵振锋、黄峰在《扬雄〈方言〉里面的外来词)) 24 中肯定了扬雄《方言》中存在"绝域
重译之语"即"外来词"。同时也就探求古方言中的外来词的科学方法提出了兰点意见:首
先，"要读懂《方言》这部书提供的材料的含义"，把属文的意思理解清楚:第二，要考虑到
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语音形式的比较要考虑两汉方言词与现代少数民族语词的历史层次是
否对应;第三，不能仅仅依靠语音形式的对比，要"注意使用语言人民的历史"，"尽可能多
的吸收旁证材料"。曾经考证的汉代方言借用词可参见王彩琴《扬雄〈方言〉用字研究》附录
王"((方言》译音字表"。

古汉语;厅言对周边少数民族语言词汇的借用，在汉民族"华夏语"形成的过程中就已经
存在。有些词语(如{于莞}等)至迟在春秋战国时就已经借入。方言中这些借词的存在，再
一次证明汉语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与周边民族语言有过交流和融合，同时也为中国古代民族犬

系的探索提供了语言方面的证据。

对于这些"借用词"能否看作是汉语词汇的组成要素，学者们观点不一。李敬忠认为:

"不管怎样，即使只有一个民族保留说法，也就足以证明这个语词是少数民族语言而不是汉

语方言。尽管有些少数民族词的语音外壳(用汉字记录象是汉语的书面语)用汉语很相似，但
在意义上是各不相干的。我们决不能因此就认为它们不是少数民族语言。" 25 张永言则主张
对借用的词语区别看待。他认为: "有的外来成分己经进入汉语词汇并不同程度地稳固下来，

应当算作汉语词汇里的外来词，而有的则只是在特定场合的临时借用，未必能算作汉语词汇

里的外来词。"他同时指出: "古代中国是一个多种民族杂居共处的国家，在远古和上古时期，

民族、文化、语言交流融合的情况错综复杂。以华夏语为核心而逐步形成的‘汉语'实际上

19 赵振锋、黄峰案: "<<方言》第四这段话的原文是: '汗槽，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槽，自夫而西或谓之抵树。'
作者竟抄漏了 4楠，自关而西或谓之'这些字。结果关西话成了江淮南楚话。材料靠不住，结论也就谈不

上正确性。而 'ff楠'、‘被橱'都是复音词，把它们拆开来讲，‘汗'等于‘抵，也未必妥当。‘抵橱'的
7匠'从‘卒'不从'::f "它和 6袱'不是一个字， 7氏'没有 4 民'音不能够互相代替。"

20 <<方言》此条"赛"之"吃"义，乃指"口吃飞李敬忠将其拿来与壮伺语族中表示"就食"义的"吃"
相比较，意义仁的对应很难讲得通。赵振锋、黄峰提出置疑。
21 李敬忠认为以上诸词来源于壮恫语族。

22 赵振锋、黄峰: "<<方言》第三的原文是 6须捷'，字作‘须'。‘须'字是《说文》的一个部首，从乡，从
页，是一个常用字。而 4演'从水，从页。根据《说文·水部))，它是"沫"的占文，徐钱音‘荒内切，

与须的读音迥然不同。这个字比较生僻，常用字表里面没有它。排字师傅遇到这种字会非常注意，因为没
有字钉子，一般会请编者把字写大些，写清楚些，以便刻字。这类字倒反而不容易出错。要把这类错字归
结为‘手民之误'是说不过去的。"

23 李敬忠认为"泪(须)捷" "李耳" "李父" "脚"为土家语。
24 赵振锋、黄峰: <<扬雄(方言)里面的外来i司))， <<中华文化论坛)) 1998 年第 2 期。
25 李敬忠: (( <方言〉中的少数民族语iiiJ试析))， ((民族语文)) 198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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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混合体，其中容纳了不同民族语言的成分。在先秦时代的 6上古汉语'里就可以考察
出来从邻近语言吸收的外来词汇成分。" 26 

我们倾向于将《方言》、《说文》中记录的这些可能来自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成分看作是

汉语词汇里的借用词。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词汇的借用是任何-种语言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发生的现象。两汉方言词中确实存

在部分来源于其他民族语言的词语。不过，汉语方言在借入这些词语之后又对其进行了语源

的重新分析和理据的重构。例如:

《方言> 8.01 虎'陈魏末楚之间或谓之李义。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 (虎食物值

耳目p止'以触其讳故。)或谓之于艘。自关东西或谓之伯都。(俗曰伯都事神虎说。)

在现代语言学视野下，学者们对方言词"李父" "李耳"的来源有较为一致的意见。张

永言: "清严如熠《茵防备览>) (1820 年序)卷九 6风俗考下'记湖南永保‘土人'方语: ‘虎

曰力，父曰阿把，母曰阿捏。'今土家i吾称虎为 li 即‘力'，公虎为 li pa 即 4力把'，母

虎为 li ni 即‘力捏， ; li pa/li ni 正与 6李父， ，李耳 P 古读相当。，李父'和 6李耳'的

区别在于所指公母不同而不是通行地域之异。……土家语属于藏缅语族。土家语的 li，与彝

语支中彝语的 la/lo、纳西语的 la、缅语文中阿昌语的l;)，乃至与藏语康方言的(w;))li(虎)，
当同出一源。可见所谓楚语或甫楚语的 6李父， ，李耳'乃是属于藏缅语族的某种古代语言
里的词。" 27 

利用语言间的语音对比来探索语言间词语的借用，进而科学地揭示名源，这对于古代学

者来说是无法做到的。不过他们也不曾放弃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木乎御览》卷八百九十一"兽部二·虎丰"引应召力《风俗通} : "呼虎为李耳。俗
说，虎本南郡中庐李氏公所化为'呼‘李耳'因喜 J'

〈方言〉郭旗注"虎食物值耳即止'以触其讳故 J'

《本草纲目》卷五十一上"兽之二·虎" "‘李耳'当为‘狸JL' ，盖方言‘狸'为

芋'、‘儿'为‘耳'也 rl' 28 

这些名源解析在后人看来近乎臆测，失之穿凿， 29 但却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汉
民族对这些借入的少数民族语词的认识。{李父} {李耳}最初是以音译的形式借入的，伴随

着语言的发展，人们对这些借诵的来源己经逐渐模糊，于是开始用汉语事物命名的一般思维
来为这些词语重新创造理据。这一方面说明人们己经淡忘了这些借词的异语来源，另一方面

也恰恰说明了方言区人民将其作为本民族词汇成分来理解和使用的事实。

26 张永言: <<汉语外来词杂谈))， <<语文学论集(增补本)))，北京:语文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90-291 页。
27 张永言《语源探索三例))， <<语文学论集(增补本)))，北京z 语文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73-274 页。
28 张永言~ "虎并非狸，上古‘儿P 无此用法，李说纯属臆测JF 参见张永言: <<语源探索三例))， ((语文学论
集(增补本)))，北京 2 语文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73 页。

29 <<广雅·释兽)): "于勉、李耳，虎也。"王念孙疏证: "‘李耳'、‘李父'语之变转，而《御览》号 I <<风俗
通义》云: '{:谷说虎本南郡中庐李氏公所化为，呼李耳因喜，呼班便怒。， (<方言》注又云:‘虎食物值耳即

止，以触其讳故。'皆失之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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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其他民族语言词语的借用，主要是采用音译的形式，也有个别词语的借入是采用
意译的形式。这也说明汉语方言对其他民族词语的借用是以本民族的语言要素为基础的，是
将这些词汇要素作为本民族语言词汇的组成要素来看待的。例如:

《说文·手部}:"挂'引也。从手空声。《诗〉曰:‘拄于大邦 J 匈奴名引号拄弦 ci'

秦汉之前称"拉弓"为{引弓}， ((战国策·楚策四)): "臣为君引弓，虚发而下鸟。"匈
奴名"拉弓"曰{控3幻，始见于《史记)) (凡 8 见)。池昌海认为: "估计该词是战国后期随
着汉人与匈奴族的频繁接触而引入并常用的， ((说文》中也收入并指出其来源，但是其引入
方式是音译还是意译，迄今尚无史料可证。" 30 

按: <<诗·郑风·大叔于田)): "抑磐控忌，抑纵送忌。"毛传: "骋马曰薯，止马曰控。"
《诗·捕风·载驰)): "我行其野，亢亢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毛传: u控，引也。" 31 

可见"控"在先秦文献中既有"拉扯、牵制"义，与
索，可指代"弓"飞。因此，匈奴名{引弓}日{控弦}，应该不是音义，所用语素均为先秦汉
语固有32 ，很可能是意译。 33

我们认为，前人对《右'言》、《说文》中存在少数民族语词的揭示和探索是符合《方言》、
《说文》材料事实和语言发展规律的。不同民族语言由于社会政治的统一和经济文化交流的

加强，相互间会发生渗透甚至是融合。汉语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也会不断吸收少数民族
语言中的要素，来丰富自身系统、满足语言表达的需要。这些来自少数民族语言的要素，在

被吸收进入汉语后成为汉语语言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汉语语言系统中发挥表情达意的
语言功能。我们在承认它们是少数民族语词来源的同时，也不能否认它们作为汉民族语言要

素的地位。从共时的角度来看，这些少数民族语词分布在汉语不同的方言地域中，是汉语右
言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小结
根据以上有关来源分类的讨论，我们结合传世文献对《方言》及《说文》所揭 1228 个

两汉方言词的历虫来源进行了全面考察。下表是各来源类型方言词的数量及其所占的比重:

472 93 633 

借用词34

25 

2.04% 

另
一
元
疑
7
3
-
w

存
一

ι

问
旦
拉
一
崎

承传词 变异词 创新词

38.44% 7.57% 5 1.55% 

30 池吕海: (( (史记)同义词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6 页。
31 马瑞辰通释: "((传)) <<笼》训11控为引，未免迂曲。《一切经音义》卷九号 1 ((韩诗》曰‘控，赴也'，是也。
赴、协古jJli用。《说文》有 4赴'无 1卡<<既夕》注:‘赴，走告也。'控于大邦，即谓走告于大邦耳。"
32 班固《面都赋)): "弦不再控，矢不单杀。J，"，可见"控"可指
33 f冯马蒸"‘控'义为‘号 l' ，似乎很早就进入汉语古文献，此词(指 4控弦， )到底是不是匈奴语还有待进→
步深考，可能是义译词，不一定是借词。"参见冯蒸<<(说文)同义词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7 页。
34 参考前人研究，此处统计的 25 个借用词j包括: {穆} 1.20; {蔑} 2.08; {知} 3.52; {吕} 6.39; {照锻}
7.29; {台} 6.26; {杜} 7.02; {掩} 3.22; {丑} 3.22; {于兢} 8.01; {憬} 10.47; {控强}手·控; {革} 10.39; 
{摸} 1.24; {捍} 1.29; {睛} 2.05; {蘑} 5.32; {赵} 5.33; {李父} 8.01; {李耳} 8.01; {秸} 8.02; {盹)

9.29; {拌} 10.14; {黯} 10.44; {岭姑} 1 1.01 。

35 {赖}{僻}( ((方言)) 2.33 子、赖， t谁也。南楚之外曰赖，秦晋曰筒。) {斟} {协} {汁} ( ((方言)) 3.07 
斟、协，计也。北燕朝鲜测水之间曰甚斗，自关而东曰协，关商曰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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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的统计数据来看，两双方言词中创新词的数量最多，占到总数的 5L55%ð ((方
言》、《说文》所揭的两汉方言词有一半以上可能是两汉时期不同方吉区创造并使用的。当
然，这些创新词也可能只是没有出现在书面文献中的方言口语词。承传i司的数量仅次于创新
词，占总数的 38.44%。在 472 个承传词中，见用于战国以前文献的有 177 个，由此可见两

汉方言词悠久的历史。

下表是对各区域方言词历史来源情况的数据统计36 : 

序号37 方言
承传词 创新词 变异词 借用词

存
小计

区域 疑

代 8 50.00% 8 50.00% 16 

2 E瓦 4 50.00% 4 50.00% 8 

3 鲁 53 49.07% 44 40.74% 8 7.41% 2 1.85% l 108 

4 卫 51 48.11% 41 38.68% 11 10.38% 2 1.89% 106 

5 晋 126 47 .37% 113 42 .48% 24 9.02% 0.38% 2 266 
6 齐 77 46.95% 67 40.85% 19 11.59% 164 
7 秦 135 46.55% 126 43 .45% 27 9.31% 2 290 
8 海岱 29 45 .3 1 % 29 45.31% 5 7.81% 1. 560，也 64 
9 北楚 130 45 .1 4% 131 45 .49% 20 6.94% 6 2.08% 288 
10 i工淮 122 44.53% 121 44.16% 19 6.93% 11 4.01% 274 

11 郑 48 42 .48% 52 46.02% 12 10.62% 113 
12 楚那 113 42.01% 128 47.58% 20 7.43% 7 2.60% 269 
13 韩 42 41.58% 46 45.54% 12 11.88% 101 

14 东齐 41 41.00% 48 48.00% 9 9.00% 2 2.00% 100 
15 周 50 40.65% 60 48.78% 11 8.94% 0.81% 123 
16 宋 67 39.88% 86 51.19% 12 7.14% 2 1.19% 168 
17 吴 27 35.53% 43 56.58% 4 5.26% 2 2.63% 76 I 

18 燕 11 35 .48% 16 51.61% 3 9.68% 3.23% 31 
19 越 19 33.93% 33 58.93% 2 3.57% 2 3.57% 56 I 

20 赵 38 32.76% 63 54.31% 14 12.07% 1 116 
21 江湖 57 31.84% 105 58.66% 7 3.91% 10 5.59% 179 
22 梁益 14 31.82% 26 59.09% 3 6.82% 2.27% 44 
23 i无道 49 31.61% 90 58.06% 7 4.52% 9 5.81% 155 
24 魏 46 29.68% 95 61.29% 11 7.10% 2 1.29% 155 

…--'--

36 收集出《方言))<<说文》所揭两汉方言词后，我们根据两书的说解，参照李恕蒙在《扬雄〈方言〉与方言地
理学研究)) (成都:巴蜀书社 2003 年版)中把两汉方言划分为 12 大区 28 次方言区的意见(参见该书第 38 页)，
确定两汉方言词的所属的方言区及次方言区。

37 本表以各方言区承传词所占比重的大小为序依次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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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九段

38 29.23% 79 60.77% 5 3.85% 8 6.15% l30 
湘潭

26 北燕 18 27.27% 36 54.55% 10 15.15% 1.52% 66 
27 南越 7 19.44% 26 72.22% 2 5.56% 36 

28 
朝鲜

7 17.50% 26 65.00% 5 12.50% 2.50% 40 
ì7~ 7]<. 

L全立一← 1427 40.29% 1742 49.18% 280 7.91% 74 2.09% 19 3542 

从表中的数据来看，鲁、卫、晋、齐、秦等地区方言词中承传词所占的比重较大:南越、

朝鲜冽水、魏、九展湘潭、梁益、越、江湘、沉漫、吴、北燕、赵、燕、宋等地区方言词中
创新词所占的比重较大。 38 当前研究大概确定的两汉方言借用词主要分布在九疑湘潭、玩
潭、江湘、南越、江淮、越等地区。卫、鲁、齐、晋、秦等地区方言词中承传词的比重大于

创新词:南越、朝鲜冽水、魏、九展湘潭、梁益、北燕、江湘、沉、擅、越、赵、吴、燕等地

区方言词中创新词的比重大于承传词。

从方言词历史来源的类型构成情况来看，两汉秦晋齐鲁地区的}j言与文献记录的上古汉
语关系比较密切:相比之下南方及其他边疆地区，如南越、吴越、北燕、梁益等地区的方言
与文献记载的上古汉语关系较为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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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我们所能收集到的两汉代、阻地区的方言词数量极少，两地承传词占各自方言词总数的 50%，但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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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Dialectal Words of the 
Two Han Dynasties 

矶吨J Jihuang 

Abstract From the diachronic point of view, dialect words have different historical origin. 
This paper makes use of the method about the historical taxonomy of Chinese dialectal words put 
forward by Li Rulong to describe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dialectal words on the base of the 
documents handed down to us, and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dialectal words of the two 
Han dynasties. It also compares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dialectal words from different localities. 

Keywords two Han dynasties, dialectal words, historical origin, inherited words, variant 
words, innovative words, loan words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