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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字形近而讹对古汉语词汇的影晌

宋 子 然
(四 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成都 610068)

摘要 :古 汉语中形近而讹 、因讹成训的现象并不少见。这种现象不仅仅是文字校勘的问题 ,而 是影响到汉语词

义训释的方法与理论的问题 ,故 值得提 出来作进一步研究与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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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记录汉语 ,字 义与词义不相符者 ,往 往有

之。若音同音近者 ,可 曰通假 ,不 明通假 ,则 为望文

生训 ;若音不相涉者 ,可 曰讹字 ,不 正讹字 ,则 文不成

义。本文拟论者 ,非 关通假 ,不 涉校雠 ,乃 汉字讹误

中之一异类 ,即 因讹成训,或 正讹二义并存者。载籍

之中,例证多多 ,此 略举数例 ,以 引玉论。

欤——驶

二字同义 ,皆 有速疾义。《说文 ·马部》:“ 欤 ,

映堤 ,马父骒子也⊙从马 ,央声。△徐铉曰 :“ 今俗与

快同用⊙
”∶l1201《 心部》:“ 快 ,喜也。

”
段玉裁注 :“ 引申

之义为疾速 ,俗 字作欤。
”f21532可

见欤是快的俗体。

例如 :南 朝鲍照《瓜步山揭文》:“ 游精八表 ,欤 视四

遐。
”[31131晋

崔豹《古今注 ·杂注》:“ 曹真有映马 ,名

为惊帆 ,取其驰骤如烈风之帆举疾也。
”[4]26《

字汇 ·

马部》
“
驮

”
字下云 :“ 音快。《尸子》:‘ 黄河龙门欤

流如竹箭。
’”∶5]⒙89元

代元好问《乙酉六月十一 日

雨》:“ 今日复何 日,驶 雨东南来。
”
自注 :“ 欤雨与快

同音 ,见 《魏志》。
”[6]1° 0看

来
“
欤

”(快 )字 在魏晋时

代被大量使用。
[71田 7

“
驶

”
的本义是马行疾速 ,引 申为疾速。在魏晋

南北朝时代也是一个表
“
疾速

”
义的新词 ,而且用例

不少
::1293。

如《世说新语 ·尤悔》:“ 谢太傅于东船

。行⋯⋯曾送兄征西葬还 ,日 莫雨驶 ,小人皆醉 ,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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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
”[9)484雨

驶 ,即 雨疾c《 世说新语 ·汰侈》:

“(石 )崇 牛数十步后迅若飞禽,(王 )'}岂 牛绝走不能

及。⋯⋯(恺 )复 问驭人牛所以驶 ,驭 人云 :‘ 牛本不

迟 ,由 将 车人不及制之尔。急时听偏 辕 ,则 驶

矣。
¨ [9]470王

恺问驾车人石崇的牛疾速的原因 ,驾

车人说 ,牛行本不慢 ,是 驾车人方法不善造成的。当

牛急行时 ,听凭偏辕 ,就会快速了。又王维《贝曾从弟

司库员外》:“ 欲缓携手朝 ,流 年一何驶。Ⅱ
1° 163《

太平

御览》四十《慎子》云 :“ 河之下龙门,其 流驶如竹箭 ,

驷马追 ,弗 能及。
”∶n]” 1叉

如《乐府 ·欢闻变歌》∶
“
驶风何曜曜 ,帆 上牛渚矶cⅡ

1:]4° 7《
百喻经下 ·口诵

乘船法而不解用喻》:“ 未经几时,船 师遇疾 ,忽 然便

死。时长者子即便代处。至洄袱驶流之中,唱 言 :当

如是捉 ,如 是正。
”∶la18586《 北齐书 ·窦泰传》:“ 出庭

观之,见 电光夺 目,驶 雨沾洒,寝 而惊汗,遂 有

娠。
”[141193

以上欤 、驶二字 ,字 形极为相似 ,词 义、词性 (形

容词 )相 同 ,使 用的时代与环境也相同。如以上例

句中有欤雨、欤视、驮马、欤流 ,亦 有驶雨、驶流、雨

驶、流驮之说 ,难 免二字互用。则孰正孰讹 ,混而莫

察 ,此 非校者力所能及 ,而 训者又该当如何辨释 ?

搏——搏

此二字 音、义迥 别,而 字形 相 似,极 易互 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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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 ·逍遥游》说大鹏
“
撙挟摇而上者 九万

里
”[15〕 4,《

二十二子》同
[16]13。 “

扶摇
”
即

“
飙风

”
,

“
撙

”
有圊聚义 ,故 注家皆以

“
环绕

”
、
“
盘旋

”
释此

“
搏

”
字 ,谓 :“ 鹏鸟如旋风圜飞而上 ,后 因称鸟乘风

捷上曰撙风。
”(见 《辞源》

“
搏

”
条 )[17]Ⅱ

。4大
鹏随风

盘旋而上 ,说 也通。张默生《庄子新释》:“ 撙当作
‘
博

’
,拍 也。作

‘
搏

’
者形近而误。

”[1:)71宋
按

“
搏

”
、

“
搏

”
二字本音义皆异 ,《 说文 ·手部》:“ 搏 ,以 手圜

之也 ,从 手荨声。
”
段注云 :“ 俗字作圊。

”
圜、圊即

“
园

”
的意思。如今以手搓汤元就是

“
搏

”
的动作。

又《说文 ·手部》:“ 搏 ,索持也 ,从手荨声。
”
段注云 :

“
《释文》云 :搏音博 ,旧 音付。古捕盗字作搏c搏击

与索取无二义。
”
是

“
搏

”
字有

“
击

”
义。《逍遥游》中

之
“
搏

”
字似应作

“
搏

”
字。鹏翅搏击长风 ,方 能高至

九万里。《释文》云 :“ 搏 ,徒 端反。司马云 :搏 飞而

上也。一音博。崔云 :拊 击徘徊而上岜
”
。按由崔

撰之言
“
拊击

”
,可 证字当作

“
搏

”(搏 、拊同音 )。 成

玄英疏云 :“ 击 ,打 也。搏 ,斗 也。
”∶1515宋

按以
“
斗

”

释
“
搏

”
,可证

“
搏

”
字本当作

“
搏

”
G《 艺文类聚》二

七南朝梁简文帝《阻归赋》称大鸟随风而上曰
“
搏

风
”
,去 :“ 瘵九枝而耀景 ,总 六翮而搏风。

”∶191495说
明

简文帝所读《庄子》本作
“
搏风

”
。唐代将屋檐喻称

为
“
搏风

”
,即古代的

“
荣

”
、
“
屋荣

”(见《仪礼 ·士冠

礼》贾公彦疏 )i2。
194:,李

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

同
[21118。

但贾疏之
“
搏风

”
一本作

“
搏风

”
。是撙、搏

二字互混例。又《素问 ·玉机真藏论篇》描述冬脉

的形象 ,云 :“ 冬脉如营 ,何 如而营?歧伯曰
‘
冬脉者

肾也 ,北 方水也 ,万 物之所以合藏也 ,故 其气来沉以

搏 ,故 曰营。
’”[22]143歧

伯指出冬脉的脉象是
“
沉以

搏 ,故 曰营。
”
搏字—作

“
撙

”
,如 《黄帝内经太素》仁

和寺珍藏本即作
“
搏

”
。历代医家各依一字 ,各 持一

说 ,纷讼不息。似此类形体讹误 ,可 以说是因讹成

训 ,其训亦通 ,这应该说是汉字形体讹误 ,对 汉语词

汇以及词义构成的一种影响。

图——徙

《庄子 ·逍遥游》:“ 而后乃今将图南。
”∶阝17《 二

十二子》同
[16Ⅱ 。刘师培《庄子斟补》说 :“ 上文两言

徙南冥,此蒙彼言,‘ 图
’
疑

‘
徙

’
讹。《古文尚书》图

作囡,或 省作表,与
‘
徙

’
形近。

”[23]257按
《逍遥游》:

“
海运将徙于南冥

”[16〕 B,《
文选 ·谢灵运 ·游赤石

进帆海诗》:“ 溟涨无端倪,虚 舟有超越。
”
李善注引

《逍遥游》
“
徙

”
字正作

“
图
”
,可 补刘说之证:24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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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徙二字形近而讹 ,“ 图南

`“
徒南

”
却两说并存 :

另按 ,“ 图
”
、
“
徒

”
二字也有混用致误的情况 ,不知道

二者之混是否有
“
徙

”
字混搅其间。

“
图

”
、
“
徒

”
二

字混误的例子 ,如 :项楚《敦煌文学丛考》引《维摩诘

经讲经》(斯三八七二)云 :“ 只徒来问疾 ,意 要话其

因。
”
项楚《补校》说 :“ 徒字为图字音讹。

”[25]308叉
引

《王梵志诗》
“
吾富有钱时

”
云 :“ 从财不顾人 ,且 看来

时道。
”
引张锡厚校记云 :“ 从 ,原 文作徒 ,据 大正藏

本改。
”
项楚说 :“ 原文

‘
徒

’
应作

‘
图

’
,音 同而讹 ,敦

煌卷子习见。
”[25]463又

引
“
夫妻拟百年

”
云 :“ 人户图

衣食 ,不 肯知家事。
”
引张锡厚云 :“ 图 ,原作徒 ,据 文

义改。
”
项楚说 :“ 原文徒不误。既云

‘
不肯知家事 ∷

则是白吃饭 ,故 云
‘
徒衣食

’
也。

Ⅱ25]6。 9以
上三例皆是

“
图

”
、
“
徒

”
互混的例子。

几几——九九

《素问 ·刺腰痛论》:“ 腰痛侠脊而痛至头几几

然。
”[22]27?清

代名医张志聪注云 :“ 几几 ,短 羽之鸟 ,

背强欲舒之象。
”[26]№ 3南

京中医学院医经教研组编

的《黄帝内经素问译释》云 :“ 几音殊。几几然 ,是形

容项背牵强不舒之象。
Ⅱ221277其

他医经如《伤寒论》、

《金匮要略》等皆谈到项背
“
强几几

”
的病状 ,历代医

家所释都读如 sha。 如《伤寒论 ·辨太阳病脉证并

治上》:“ 太阳病 ,项 背强几几G” 成无已注 :“ 几几者 ,

伸颈之貌。动则伸颈 ,摇 身而行c项背强者 ,则 动如

之。
”[27]24《

金匮要略 ·湿病脉证》:“ 太阳病、其证

备 ,身 体强几几然 c”
∶2:14看

来医经上将这种项背强

直不舒的病状描述为
“
强几几

”
,字 形作

“
几

”
,音 读

为殊 (shⅡ )c按
“
几

”
字无 sha音 。查《说文 ·九部》

云 :“ 九 ,鸟 之短羽飞九九也。象形。凡九之属皆从

九 ,读若殊。
Ⅱl166原

来几、九二字形相近 ,读 如殊音

字形为九 ,字形作几者 ,岂 能亦读殊?是医家所见字

形为九 ,故依《说文》渎为殊 ,抑 或是字形本作几 ,医

字误据《说文》而读作殊?皆 未可知。太阳病 ,项 背

强几几 ,显 然指身体背部强直不能自由弯曲转动之

状 ,而 医家却取《说文》的
“
飞九九

”
的字音 ,而 字义

又不能与病状相贴合 ,故难免说解牵强 ,谓
“
短羽之

鸟 ,背 强欲舒之象
”
云云。不知项背强直之几状与

鸟飞之貌有何联系。近代医界亦有持
“
强几几

”
读

如几案之几音者。则
“
几几

”
又为何义 ,又 当加以考

释。按
“
几几

”一词用例不多 ,在 《豳风 ·狼跋》中有
“
赤舄几几

”
的话 ,毛 传云 :“ 赤舄 ,人 君之屦也。几

几 ,约 貌。
”̄20J40O传

、笺皆未注明
“
几几

”
一词的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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