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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嘴，來食"中的“權" * 

汪化云

對江財娃字院中文系

提賽 區蹺，來會"中的“唾"是中性的蛤予哎筒，投有“克札"或“特織"的色彰，

u侮辱性的攝舍"是“體束之食"在后世友展出來的意文。今証;桂、中庫、西南、主喂宮活

中和1普器中的存在送小吸河，可以証明這一息。

美擺闊峰、給予哎海、方吉i正提

付Lì己﹒梅弓下》中有這么一段文字: “弄大吭，對嚴戈j食于路，以待t義者誦會之。有

織者蒙袂輯廳，貿貿然來，默裁左奉食，右拭紋，曰: '哇，來食J 拐其目而視之曰: '予
啥不食噓:束之食，以至于斯也!'拭龍謝焉，與不食師死J 站就是成語“唾束之食"的出

娃。文中的常放所使用的“體"罷法是小吸呵，這一成人的…般都沒有昇試。但是，封“體"

所表示的意文的解縛，去p府采余說不一α 直到最近凡年，一些學求有物上迋刊出多篇文章吋
訟“藤"的意文以及相夫的觀句等伺題(參看張淑敏 2002)。培者不揣法陋， m將這小何題

淚立粗淺的看法。

一 “嘩"?童醫“先札/恃禍"的色影，是中性的強手眼搗
許多作者說J.J"體"是哎祠，持其色影意又有問科解棒，問特解釋都推以成立。

第一，試;句“嘩"有 6充扎"的色彰。 Wtl如孔穎迷封上述一段活的解釋z “織者餌堅守鼓

釀已，充敬己之心，于是友菇，本其自悶棍之曰:于啥不食嘩眾充社之食，以至于兌困病。"
孔氏以“矇己"句“敬己"相文、了，滑其食方({嗤宋充札之會"，可見其視“嘩" 'j;J "充札"
之表現。子長城敏(2002)則試方這小“哇"用于上滑下、尊文才卑的呼咦，有較慢的色影:在表
示錯予的樹使句中，這特色影更明益。

不可否訣，作為哎誨， 64蹉"的意文座城是自培墳、音高的不間而不闊的，如向現代汲

清中的眼向 H駒"才羊。但是，充攪在什么話境中，上古的“暖"…般都沒有五札或經慢、

不敬的色影。其常昆的意文部2

L 表招呼:公曰:“哇!我去，可奇先中;' ( (有﹒桑誓>> ) 
2. 表是答:舜曰:“喔，然!禹，汝if水土，雄是勉哉;' ( <史記‘五骨子本記) ) 
3. 表悲告:父曰:“哇!予乎什役，夙夜元已 J' ( (侍﹒魏成﹒砂 J4i 卜'1 1 者注:這小“哇"
有伶懦的意又)

.本文7<J教育部人文字士合科常規~J基金項目(11 YJA40084)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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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文墳、例子郵引自《汶塔大河典》。其中的耐嘩"都是屑于上蹲下、尊封卑的，去洽表

示招呼、度魯、思是悲傷，都沒有五扎的色彰。在《札記﹒撞弓下》中，織者拉姆就食，盟
黨是盟主l黯鼓投有“敢講用餐"的緣故一--搏玄蛤付L記》作控肘嘉定試為“蹺，來食"的呼

嘆“誰敢姆"。但是，沒有使用散詩并不等于充說，自方其活活可以是中姓插一一艷放左手

捧著食品，右手拿著飲料，喊tJL織的人采用餐， i主本身是一耕富有問情心的人進行為，主然
不可能是“充札"的J‘礎，來會"充其量是…科倒行企事式的中性吉i苦，本身并主鞋慢之

。至于"瞳束之會"在后世"多指侮辱性的攝舍" ( <<沒浩大海典)} )，是人引起;作那令“在
5龍"之士的是'tî);ttý出的貶文。 這令貶文甜若在整令成潛之上，并設有指派拾某令其体伯語素。

市現“時，未食"中的"體"表示鞋樓、不敬云云，安豚土是把成語“聽來之食"的聲体意

文在后iitrz:生的監又派給了先蔡的玟i司“禮"，其中不但存在整体勾部分的差昇，而且存在

F生財間先后的不悶，因而是不能成立的。

第立，試方“體"表示"特禍"。倒如知玄跨上茁一段話的解釋: '"峰，宋食'，監{呵呵

呼之，非敬醉o " ((汶浩大尚典》也1A~句“嘩眾之會"是“原指憫人仇哦，時其來會"J‘ f揖市

呼之" 1民乎是其表述的意文。但是，吸切“曜"表示“悲鶴"或叫令!肉"的意文，其后路港

的都是一小值得特柄的事裳，如倒 3 "疇!予予行役，夙夜去己弋以及《聽成﹒歸結》中

的其他九段。珀站里的i吾境是擁會者喊織者“來食"，站本身并本是一小令人特糊的事裳，

阻止埠1-"嘴"勻表示特懦的“驢"不悶。退一步說，如果辦教真的是用科嘿"表示特梅，

那么媲者也不至于生情而拉絡遊食，對般也設有企要“主人孺謝之"一一特棋有什么體?去1什

么要道歉?可見，足令"藤"不表示特憫。

如上所搓，在黯放“左率食右孰故"時人就食的話境中，“嘴"五立法是一令中性的揖凡，

表示給予且揖驅趕方控意，可以聽之為“給予技河"。在普通活攻海中，唯有指示股海“躇"

(陪鐘光 2005)勻之意文相近。但是，特黯殼的活翻譯成“賄，來吃吧"，似乎又搞

一使用"Ij;苦，'，是“表示注入、注意自己所指的事梅" ( <<汶禧太詞典)) )，懦勻兩手持物聳人
的意思不同。如果使用普通活中學舟的“錯"未玲埠，就比較點切了:“錯，未吃。"這令"論"

用于拿著京西給人的討11矣，有提醒滑方注意自己手上物件的意思，其色影是中性的。下面的
倒子可以証明述一去1

4. 不道，迫些收揖造是您奪去保存吧 ， h在前方- 0 給，清您收下!

5. 如果不知哪奈河有f哪小海失有貨， 'i是美主!搶，遠望面都是最新的祥品。

6. “遠是我給你帶來的魚心，給?我又況:“你的住在呀~)L.嗎?是遠房子里侵略?"

;不請看出，三令胡子中學用的“給"都具有指示哎誦“曙"的提醒讀能，又都具有表示“捨

予"的功均意叉，跟一般站向“翁"相比，里然多d>有去凡有些處化2 。 M嘴"是哎祠，出
現的持物勻人的i吾境，可以用“捨"游埠，晨3此可以說先是一小中性的自捨于哎餌"。述粹

的解釋正合乎文意:黨辛棄文設有使用種醉，缺乏文古人能尊重和体點，狂輯的織者竟得設有受對

!本文的普現禱用伊i均出自北京大學 CCLf吾料庫。方當局側的主要投音合作人為:重佑鼠、賀豆豆先(湖北盟

成)，主的蕾、玉字(甘肅竺乎~!)，尉迫治于一(湖北其說)，谷幌恆、發給銷、可謂面(青海路7')，主媛(險商府谷)，
廣告妻雄(筷西紋中)。

2 :ì主令“給"主;;j i換用表示給予的…般功尚“給"不筒，后者沒有如闊哎i這般的提醒玲方注意的意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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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人均可以引道，位工程滯提出要房子、汽牟、為歉，胡成百3 毫不說碌，給!

(2) 除希同道主義才自殺:“100 奮地，給!迂餐費1大婪 ， =1寄來可以凌晨 f



僅有尊重，于是拒絕進食。但掛款使用的是中性的給予吸筒，早寬設若直接對其充花，故犧

者也只能耐揭其自詞極之"前已。

然舟，這粹的解釋商輪著孤旺的尷雄:先棄文獄中，“嘩"表給予的用例仗此一令。 但

如果拍混于餌i正的數量，是沒有舟法甘始“暖"意文的。提武振玉(2009)鏡汁，在先寮 12

部特世文獄中， f宇先;一小祠的“蜂"凡 20 見。我們安現其中 8 倒可怯理解咒1功t誨，如《茍
子﹒成相)): "體設俏人，強不過時3l!iL世! "聽下的 12 樹吸詞“睦"分對表示吸息、呼告、

贊美、成替、悲館、持?梅等多特意文，因成“睛"的每小意文其用樹都不多，文龍以做到聶倒
十法立九至于居世文獻中勻給予相夫的話嘩"，一般是《社記》中舟倒的重麓，故龍文才解釋

送小“睦"的作用不大。國鈍，我們只能A其他捷徑考察其意文。

二 :文培1ï蜜的給予攻海“嘴"均上古的“瞳"吾先相問

考慮到岐iiiJ是口活中的現象，自此IlJ1;J.hA.口耳相桔的方宮中去尋琵其路譜。 u嘩"在現

代沒活方宮中使用較多，踩《札記﹒續弓一下》中“睡"意文、分布柏悶的至少有以下方言一

江推官i舌寅孝片。如湖北會閣成益方盲的給予哎調音蛤ia，琪，降楞，一敵i抑自f

31. ;全:強調童音則為土高抖。前者沒有阿青字，本文按后者氾作健。最可以出現在句中、
句首、句未作強立成分或激情旬，一般伴隨有錯予的功作，念強調童音或蓮問凡令 M疆"則

有不耐煩的色影(3 、 4):

1.述是 50 蛾艘，麓，拿倒著路上用。

2. 傲，把迫在長城把得姆媽把這在全幸這給媽媽。

3. 你是要衣裳吵?假!

4. 忌跌倒在后失聲，嫌人村人嫌，棍，傲，假，拿去吃!

這小“盤"也可以用普通活的“蜂"來封埠，很像是“蛤呀" [蛤Î:. .î在}的合音3 。不泣，如果

跟付U2J 中的“哇，宋會"戰系，我們投現述令“鎮"每古汲清的"禮"…2家相承。克漿，

其出現的措攪勻《社記﹒檀弓下》的“嘩"一祥，都是表示給予且提醒封方注意研予物品的

句子，因此“睦、醒"的意夫、功能皮按相同。三者的接音也是相庫的。“暖"在上古，有精

母歌部字，在中古克精母廓韶卉臼三等字(特鵲良 1986)。前中古精組假攝卉口三等乎在居

民方言中一般高母瑋終姐，鵲母均 ie:

5. 鈴Îe 她接獎者援，給hie 藉切且窈妾，♀Îe 邪謝躊誨泄2手些

但是，由民者提方宮中述美字錢存著少量的文自算樓(汪化云 2000)。其文龍句上述一般誤

會相同，其白臨的詩母同文i羹，鵲母均 iao 其中“科"字可以斐現方止.-予支拘成功i司(誼化云

2001). 亦有文自調控:

母 tçiε2 借*西 Wia' 老派鬼使用

笠 ~hie' 捕笠倒傾斜著峙，快扶正 對;;hia' 哥拉青青草倒綠色是看聽見，毒幸被

3 湖北閣成方富的“給勿在推尸普通活之前一直潰紙，安普通活影駒才放作Clæ 的。在其i寒窗替換的 1960

年代，學生中曾有肉小i鑫辛苦并用的現象，制如把“錯役，歹說成h 綜i， ct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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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2 ♀ie' 卸貨

斜.c;iε 斜坡

斜 c♀ie 斜退去了一，~， )L

♀ía' 歪品卸甲哀怨不整邊兒

cc;ia 斜白眼斜視眼

c♀ia 老派使用

“體押在困戶UJ活中不舟兩只;有i支持膏，華;擬議品話，老提i支c給鼠，正勻上j進我存的文台商

按分到相配。其中“禮"的老練瑋音勻麓的戶龍母相悶，持鳴不悶，為胡平泣。{自由民方
盲的祈使句向普現活…梓i家降塢，哎i持“嘩"的音高髓活境福交化，出現在表示翰予的新使

句中，是完全可能受培謂的影B向法作降調 31 或 54 晶。可見，本人音文兩小方面來者，島內方

育的捨予哎詞“f盟"，其本宇三污豈是"睡

其二，主喂官話的主辦方宮。張敬敬(2002)試方， 6嘩"在《尸鵲》舟子那切，折合海

去外!方吉三百i案“知"。龍主外i方言的成詞句口"加ia31 ]出現在表示給予的折使句中，表示呼
喚，以引起討方財所予物品的失控，位直是較其捕。 i本科用法倡“台盟"多含有較鹽、不散的感

情色影，如果i支持完足加重或重疊使用，這特色影就走進友敢站，于不敬之中又增添了不甜頭

的潛在'\.(8、的。如:

6. 加，飯吃來!嘿，來吃緩!

7. 送小華全拿上了穿去，加。 這耳主教拿去穿吧，俗 e

8. 加，述一毛錢拿土了起 f走!嗨!拿上i皂角敘快為并!
9. 加加妒，今立一 τ 去 1

i主↑哎祠…般只用于上滑下、專封卑，接熟的問華伺租用，但不i鑫童音不進舟。因此，弦淑

敏汰海三三扑i方宮的“力口"說:是古汲清 H搓"的沿用。“沿用"的看法是滑的，但其封“如"

色影意文的解釋逆需要斟酌。揖我們喝壺， ì衷方言的可口"在董濤和連用肘碗豆裝有不纜、不

離額的色影，但那是強鵲童音和反寞的手段帶來的意文。")Ju"本身只有“呼喚、給予"的

意文，是中性的發予哎竭，設有尊散但世主沒有智慢的色藉。只是在需要嚨敬的場舍不用于下

河上兩己，一股場合中父母子女肉是可臥互相龍舟的。

其立，其他方吉。西南官活武汶方宮中，表示給予的既再三位冶i磊、 <tio，勻相錯的聞風方

言的援助能、載文相時，兩令滾音方自由交体。中原宮培育海西?方言的的予哎i是每ia31 、
限商設中方言的錯予吸何時ia31，其音文、功能生子主手N方富的句口"完全相同。相館的普培
陳吾吾府谷方宮中，老派用的031 f芋蛤予哎詢:法令 ti031 Ji員主外!方富的" )JU "音lli:文悶，草委系
武訊方言眾看，可能是每ia泣的青受影式。其新漲船用“槍"替換了 titi ，三且是受普通話影
背自由現的現囂。 i本既說明前谷方言岔子映河 ti031 勻普通活起翁"功能、意文相近，也反映
出 tid 在i衷方言中可能金海步淘汰。
可見，閣成、主劑、武灰、西寸、汶中、府谷等地方言，中表示的捨予攻海都是中性能，

都可以氾作“體

三錯~

~每古沒湛的“嗤"勻今中、西部官活和普梧的"援、加、 ti031 " 之美誰?于比較，不蘿友
現其共同品:都是表示“錯予"的吸祠，功能相同， 1素音基本封峰。最餘，上述各方言的錯

予吸持“假、加、 ti031 " 之吏，是狀音文餌l'方面纜承了《午札L氾.權弓下》中的“嗤
寮 6訶4磋"在上古出現的i培吾境，委書考現代汶活方古的“壁、加、 tia31 "之槳，我們完全可以氓，
耐蹺，聚會"中的科嗤"是中姓自守錯予哎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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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jie 矇 in the Expression 勻缸， laishi 素食"

WangHuayun 

Abstract The word jie 嗜 in "j紹， Iaishi 未會" is a neutral exclamation without the 
implication of "disrespect" or "sympathy." The derogatory meaning of jie in 體來之食(food
handed out in contempt) is later developed. Tbis can be supported by the use of the word in 
Jianghu紋， Zhong知紹， Southwestern, Lanyin, and Jin mandarin. 

Keywords jie, giving inteIjection, dialectal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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