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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史 书语料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面,从 理论上说,它 是辞书编纂的重要资料。在《汉语大词典》的编写

中,大 量使用《|日 唐书》中的用语作为始见例证或者是唯一例证,就 充分体现出史书语料的重要价值。《丨日唐书》中
还有不少词语,可 以用来替换辞书举例中时代偏晚的例证,可 以用来增补漏收的词条和义项,可 以为没有例证的词

语提供例证。深入研究史书语料,有 助于辞书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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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 ,史 书语料在辞书编写中是具有重

要价值的。辞书编纂属于训诂学的范畴 ,训 诂学是

传统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研究汉语的语言学 ,

特别是汉语的历史 ,语料的范围不能太狭窄 ,经 、史、

子、集 ,任何用汉字所记录下来的文献 ,都是汉语史

研究的对象。史书语料 ,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之一。任何一部史书,都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

全方位的记载和说明,从一定程度上说 ,一个时代的

史书,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化概论。史书所反映的社

会生活面是非常广泛的 ,它所包括的内容有天文、地

理、政治、经济、医药、卫生、农业、学术、宗教、阴阳占

卜等。因此 ,史书语料所反映出来的用语的覆盖面

是相当宽广的,其他的语料不能与之相比。从汉语

史的角度来看 ,加强史书语料的研究 ,是具有重要意

义的。它拓展了汉语史的研究领域 ,从 中获得了更

多的有价值的用语。从辞书收词的角度看 ,史 书语

料因其广泛的涵盖面 ,能 为辞书提供不少的词条。

因此 ,从理论上说 ,对史书语料进行研究 ,有 助于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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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收词范围的扩大 ,使辞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百科

全书。

史书既然是记录一个时代的历史 ,那 么它必然

会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语言的词汇是处在不断变

化之中的 ,一个时代必然会出现不少的新生事物 ,因

而也就会产生不少的相应的新兴词语。这些新兴词

语 ,对于辞书编者来说 ,会有意无意、自觉不 自觉地

把它们放人辞书。对这些新词进行整理归类 ,有助

于断代语言词典的编写。研究成果表明 ,各 个时代

的史书 ,都包含有各个时代的新兴词语。因此 ,《 丨日

唐书》中,也必然会有不少唐五代时期的新兴词语。

如 :“ 俸料
”(官员俸禄之外得到的钱物 ),“ 放朝

”

(群 臣在盛暑或者大雪的时候免去朝见天子 ),“ 告

身
”(授官的凭证 ),“ 勾当

”(处理、料理 ),“ 街鼓
”

(设置在京城的街道上的警夜鼓 ),“ 酒户
”(经 官方

许可的私营酒坊 ),“ 开元通宝
”(唐高宗武德四年所

造的钱币名称 ),“ 笼官
”(吐蕃官名 ),“ 料钱

”(官吏

俸禄之外另外再给的钱物 ),“ 输场
”(转运物资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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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手力
”(唐代的一种非正式俸禄的补贴 ),“ 天

可汗
”(唐代西北各族首领对唐太宗的称呼 ),“ 堂

帖
”(宰相签押下达的文书 ),“ 鱼袋

”(唐 代官吏佩

带的盛放鱼符的袋子)等 ,都 是唐代新兴的词语。

因此 ,史书语料中的用语 ,能够为辞书编纂提供一个

时代的新词 ,也有助于断代语言词典的编撰。江蓝

生、曹广顺二位先生所编的《唐五代语言词典》,其

中就用了不少的《丨日唐书》中的材料。

- 以史书语料作为辞书的始见例或者唯-例

在辞书编写的实践中,史书语料被广泛使用 ,体

现出了它的重要价值。当今评介一部书或者一篇文

章是否有价值的标准 ,看 的是它被引用或者转载的

情况怎么样。据此 ,我们认为 ,评价或者看待一部史

书在语言上是否有研究价值 ,也可以从它的用语是

否被广泛征引来考察。能够被辞书广泛征引的史书

语料 ,其价值是自不待言的。没有价值的史书语料 ,

肯定不会被大量使用。以史书语料作为辞书举例中

的始见例或者唯一例证 ,就体现出了史书用语在辞

书编写中的价值之一。

1.以史书用语作为辞书举例的始见例

权威的辞书 ,应 该从语源学的角度去考察。汉

语大型辞书的最终 目的,应 当是汉语语源学词典。

寻找一个词语或者义项的源头 ,并 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时代越往后 ,语料越丰富 ,寻找词语的源头就

越难。时代越早 ,语料较少 ,寻找词语的源头就相对

要容易一些。比如编写先秦两汉的断代词典 ,相 对

来说要容易一点 ,因 为这一时期的语料较少。如果

要编写唐五代语言词典 ,就 困难得多了,因 为这一时

期的语料相当丰富。要编写出真正的汉语语源学词

典 ,只有脚踏实地地从现在做起 ,在已有的大型辞书

的基础上 ,不断补充完善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最终

是会完成的。现有的不少辞书 ,在这方面都做了很

多有益的工作。因为辞书的编者们在编辞书时,都

在尽量用那些能够反映出某词某义的最早出现时代

的用例。辞书的举例是很困难的,所举的例证不是

随心所欲的,必须考虑例证是否能反映出这个词语

的出现时代。如果不考虑例证的时代性 ,那 么这样

编出的辞书是没有多少参考价值的。因此 ,在辞书

编写中,最困难的问题还是举例的问题。辞书质量

的高低 ,决定于举例的问题。凡是例证能够反映词

语或者意义的出现时代的辞书 ,质量就高 ,就很有参

考价值 ;反之 ,质量就不高 ;就没有多少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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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书的例证来源于各种语料 ,任何一种语料中的用

语 ,如果能够被确定为是最早出现的,都是辞书举例

的重要选择对象。大型辞书里面的某一个词语或者

某一义项中的第一个例证 ,一般来说都是编者心目

中的始见例,读者在翻检辞书的时候 ,也把它们作为

最早例证来看待。具体到《汉语大词典》(以 下简称

《大词典》)和 《丨日唐书》的情况来看 ,《 大词典》有不

少词语或者词语中的某一义项,是 以《丨日唐书》中的

用语作为始见例证的,这就证明在辞书编写的实际

过程中,对于史书语料是给予了充分重视的。这些

词语又可以细分为两类 :一类是单义词。整个词语

的意义只有一种 ,其 中的始见例采用《丨日唐书》中的

用语。举例如下。

按鞫 :审 问。《大词典》以卷 102《 马怀素传》中

的用词作为始见例。按 :这个词在《丨日唐书》中共出

现了10次 。如卷 11《代宗纪》:“ 御史大夫崔涣为税

地青苗钱使 ,给百官俸钱不平 ,诏 尚书左丞蒋涣按

鞫 ,贬崔涣为道州刺史。
”
卷 186上 《来俊臣传》:“ 则

天于是于丽景门别置推事院,俊臣推勘必获,专令俊

臣等按鞫 ,亦号为新开门。
”

别次 :正 宅以外的住所。所引始见例为《虞世

南传》。按 :“ 别次
”
在《丨日唐书》中共出现了 3次。

如卷 m《李大亮传》:“ 太宗为举哀于别次,哭 之甚

恸 ,废朝三日。
”
卷 70《 王硅传》:“ 寻卒 ,年 六十九 ,

太宗素服举哀于别次,悼惜久之。
”

便换 :唐代的一种汇兑方式。在《丨日唐书》中共

出现了8次。如卷佣《食货志上》:“ 茶商等公私便

换见钱 ,并须禁断。
”“

盖缘比来不许商人便换 ,因 兹

家有滞藏 ,所 以物价转高 ,钱 多不出。
”“

臣等今商

量 ,伏请许令商人于三司任便换见钱 ,一切依旧禁

约。
”
如卷翎《食货志下》:“ 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

三司飞钱 ,谓 之便换。
”

脚钱 :运 费。《大词典》以卷 190《 齐擀传》为始

见例。按 :“ 脚钱
”
一词 ,在 《丨日唐书》中共出现了 7

次。如卷⒆《食货志下》:“ 近年已来 ,每 三年一度 ,

以百姓义仓糙米 ,远赴京纳 ,仍勒百姓私出脚钱。
”

卷 98《裴耀卿传》:“ 凡三年,运七百万石 ,省脚钱三

百万贯。
”

市牙 :以介绍买卖赚取佣金的人。《丨日唐书》中

5次出现。如卷匆《食货志下》:“ 市牙各给印纸,人

有买卖 ,随身署记 ,翌 日合算之。
”“

有自贸易不用市

牙者,验其私簿 ,无私簿者 ,投状自集。
”“

法既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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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市牙得专其柄,率多隐盗。
”

《大词典》中的单义词,以 《丨日唐书》中的用语作

为始见例的,还有很多。如 :“ 春选
”(春季举行的进

士考试 )、
“
担舆

”(即 肩舆 )、
“
眉毛

”(眼眶上边的

毛)、
“
冥婚

”(已死的男女结为婚姻)、
“
墨义

”(科举

考试中士子笔答经义 )、
“
叛换

”(背 叛作乱 )、
“
倾

附
”(投靠依附)、

“
算袋

”(官吏放笔砚的袋子)、
“
双

日
”(逢双的日子 )、

“
抬估

”(抬高估价)、
“
啸结

”(结

伙为盗)、
“
喧杂

”(喧 闹嘈杂 )、
“
细马

”(良 马)、
“
院

墙
”(围绕宅舍的墙)、

“
租船

”(运送租粮的船)、
“
作

闹
”(起哄闹事)、

“
资级

”(资格和等级)等。

另一类是多义词。在多义词的多个义项中,其

中的某一义项的始见例举的是《丨日唐书》中的用语。

举例如下。

接脚 :义项①选人冒死人之名应选。举例为卷

9z《 韦安石传》
“
附子陟

”
:“ 后为吏部侍郎,常病选人

冒名接脚 ,阙员既少,取士良难 ,正调者被挤 ,伪集者

冒进。
”
按 :“ 接脚

”
一词 ,《 丨日唐书》中仅此一见。

考辞 :义项①古代考核官吏政绩的评语。举例

为卷 16《穆宗纪》:“ 己亥 ,贬考功员外郎李渤为虔州

刺史,以 前书宰相考辞太过,宰 相杜元颖等奏贬

之。
”
按:该词《丨日唐书》中只出现了这一次。

霹雳手:义 项①断案的高手、快手,指裴琰之。

始见例为卷 100《 裴璀传》:“ 先是,州 中有积年旧案

数百道 ,崇义促琰之使断之。琰之命书吏数人,连纸

进笔,斯须剖断并毕 ,文翰俱美,且尽与夺之理。崇

义大惊,谢曰 :‘ 公何忍藏锋以成鄙夫之过r由 是大

知名,号为
‘
霹雳手

’
。
”
按 :这个词 ,《 丨日唐书》中只使

用了一次。

烧灯 :义 项②举行灯会。举例为卷 9《 玄宗纪

下》。按 :“ 烧灯
”
一词 ,《 丨日唐书》中共出现了2次。

除举例之外,还有-次见于卷 51《 中宗韦庶人传》:

“
四年正月望夜,帝与后微行市里,以观烧灯。

”

在多义词的某一义项的举例中,以 《丨日唐书》的

用语为始见例的还有不少。如 :“ 边幅
”(义项②织

物的幅面宽度)、
“
兜笼

”(义项①巴蜀妇人所用的兜

子)、
“
缗钱

”(义 项①用绳子穿连成串的钱 )、
“
木

鹅
”(义 项①攻城器具 )、

“
情款

”(义 项③真实情

况)、
“
罄竭

”(义项③尽心尽力 )、
“
切忌

”(义项①十

分忌恨)、
“
须索

”(义项①勒索、索取 )、
“
装船

”(义

项②把货物装人船舱 )、
“
质问

”(义 项②询问、责

问)、
“
昭雪

”(义项①洗清冤屈)等。

2.以 史书语料作为唯∵例证

辞书的例证应该多举一些 ,至少应该有两个以

上 ,大型辞书的举例更是如此。举一个例证即所谓

的唯一例 ,给人的感觉就是孤证。当然 ,某些词语在

一部书里只出现了 1次 ,把它作为辞书的举例 ,说明

编者在编辞书时 ,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但是 ,如果

放到整个的时代或者所有的语料里去考察 ,那 么这

种唯一性就值得深思。不过 ,在辞书编纂中,以史书

语料的唯一用例作为唯一例证 ,充分体现了史书的

价值和地位。《大词典》中,以 《1日 唐书》中的唯一用

语作为单义词的唯一例证或者多义词的某一义项的

唯一例证的情况 ,还是比较多见的。举例如下。

打夜狐 :深夜捕捉狐狸。举例为卷 17上 《敬宗

文宗纪》:“ 帝好深夜自捕狐狸 ,宫 中谓之打夜狐。
”

花蜡 :彩饰蜡烛。唯一的举例为卷 17上《敬宗

文宗纪》:“ 其殿及亭子 ,所司毁拆 ,馀舍赐本军。应

行从处张陈 ,不得用花蜡结彩华饰。
”
按 :“ 花蜡

”
一

词 ,整个二十五史中,也仅此一次出现。

禁害 :陷 害刻毒 ,存 心害人。举例为卷 186下

《吉温传》:“ 谲诡能谄事人 ,游 于中贵门,爱若亲戚。

性禁害 ,果于推劾。
”

摄试 :非 正式任命的试用官员。举例为卷 11

《代宗纪》:“ 刺史、县令 自今后改转 ,刺史以三年为

限,县令四年为限。员外及摄试 ,不得厘务。
”

贴典 :典押。所举唯一例证为卷 15下《宪宗纪

下》:“ 应敕王公、公主、百官等应宅、碾桤、店铺、车

坊、园林等 ,一任贴典货卖 ,其所缘税役 ,便令府县收

管。
”

类似的词语 ,还 有 :“ 诋诘
”(指 责诘难 )、

“
地

癖
”(广置田产的癖好 )、

“
顿官

”(古代为安置冗员

而设置的没有实权的官位 )、
“
递驮

”(沿路供给马牛

等以驮运兵器什物 )、
“
烦察

”(苛察 )、
“
发敕

”(唐代

诏书发日敕之省 )、
“
诃排

”(厉声排喧 )、
“
鞠弭

”(尽

力平息祸乱 )、
“
课程

”(义 项②交纳赋税的期限 )、

“
迈捷

”(豪 放敏捷 )、
“
披退

”(披 靡退却 )、
“
排车

”

(古代的一种车 )、
“
沈缀

”(久 病不愈 )、
“
铜荡

”(唐

代的一种劣质钱币 )、
“
演诰

”(起草诏令 )等。

有些词语 ,在 《丨日唐书》中就已经多次使用了。

而《大词典》在举例时 ,仅 以其中的一例作为唯一例

证。这样的词语 ,在 《大词典》今后的修订中,应 该

多举一些例证 ,避免给人以孤证之嫌疑。举例如下。

比量 :义项②比照。引《杨牧传》为唯一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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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 比量
”
一词 ,在 《丨日唐书》中共出现了 4次。如

卷 15上 《宪宗纪上》:“ 比量天宝供税之户 ,则 四分

有一。
”
又 :“ 天下兵戎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 ,比

量天宝士马 ,则 三分加一 ,率以两户资一兵。
”
卷 ⒆

《食货志下》:“ 比量改法以前旧盐利 ,时 价四倍虚

估 ,即此钱为一千七百四十余万贯矣 ,请 付度支收

管。
”

覆理 :审理。引卷 163《 崔元略传》为唯一例证。

按 :此词《丨日唐书》共出现 3次。如卷 50《 刑法志》:

“
自今门下覆理 ,有 据法合死而情可宥者 ,宜录状

奏。
”
卷 155《 穆宁传》

“
附子赞

”
:“ 诏三司使覆理无

验 ,出 为郴州刺史。
”

勾剥 :搜刮。引卷 105《 宇文融传》为唯一例证。

按 :《 丨日唐书》中,“ 勾剥
”
一词 ,8次 出现。如卷 48

《食货志上》:“ 时又杨崇礼为太府卿 ,清严善勾剥 ,

分寸锱铢 ,躬亲不厌。
”
卷 105《 杨慎矜传》:“ 时太平

且反 ,御府财物山积 ,以 为经杨卿者无不精好 ,每 岁

勾剥省便出钱数百万贯。
”

输场 :唐代转运物质的货场。这个词在《丨日唐

书》中共出现了 3次 ,《 大词典》仅举其中的一例。

如卷 8《 玄宗纪上》:“ 八月 ,先是驾至东都 ,遣侍中裴

耀卿充江淮、河南转运使 ,河 口置输场。
”
又 :“ 壬寅 ,

于输场东置河阴县。
”
卷 狃《职官志三》:“ 凡天下赋

调 ,先于输场简其合尺度斤两者 ,卿及御史监阅,然

后纳于库藏。
”

其他如
“
胡帽

”(唐代妇女骑马外出时所著不障

面之帽)、
“
面论

”(当 面评论 )、
“
国信

”(义项④国家

间赠送的礼品)、
“
收榷

”(收归专卖 )、
“
堰埭

”(雍水

的土坡)等均属此类。

二 史书语料可以为现有辞书提供更早例证

辞书编纂中,最 困难的是寻找始见例。有的时

候 ,费 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出来的例证 ,结果却不是始

见例 ,这是非常失望的事。不过 ,这也是正常现象。

古人虽云 ,“ 读书未遍 ,不 得妄下雌黄
”
,但 这种说

法 ,只是针对典籍较少的情况说的。随着社会的发

展 ,各种典籍层出不穷 ,汗牛充栋 ,没有谁能够读完

所有的典籍后再从事研究。学术研究是稳扎稳打、

逐步完善的,后 人必定会在前人基础上继续前进。

辞书编写中,后 出转精是必然现象。一部公认的权

威辞书,没有几代人的持续不断的努力 ,没有几十次

甚至上百次的修订 ,是不可能具有绝对权威性的。

因此 ,⒛ 世纪编写的辞书,经过不断修订 ,到 了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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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甚 或到了” 世纪 ,质 量肯定会越来越高。就

《大词典》的情况来看 ,虽然在寻找始见例方面用力

尤多 ,超过了以前的所有词典 ,但是 ,囿 于时间、人

力、财力、科研条件等的限制 ,当 时所举的不少词语

的始见例的时代 ,随着时代的推移 ,研究的深人 ,都

还可以提前。要彻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不 是几十

年能够完成的,需要几代人有目的地辛勤耕耘 ,才有

可能解决好。在从事《I日 唐书》词汇研究的过程中 ,

我们发现 ,有不少的词语 ,在《丨日唐书》中就已经使

用了。对照《大词典》的相应词语的举例 ,发现《大

词典》的举例晚于唐五代时期。换言之 ,《 丨日唐书》

中有不少词语 ,可 以用来替换《大词典》中相应词语

的例证 ,以便提早这些词语的出现时代。这些词语 ,

从时代的角度来看 ,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 旧唐书》中已经出现而《大词典》的始见例

为宋代的词语

辞书中,以 某个时代的语料作为始见例的词语 ,

都可以把它处理为那个时代的词语。比如以宋代语

料作为始见例的词语 ,都可以看成是宋代的词语 ,这

是从语言的共时的角度来说的。如果从历时的角度

看 ,情况就比较复杂了。以某个时代的语料作为始

见例的词语 ,有可能是那个时代的新兴词语 ,也有可

能是那个时代还在使用的因袭前代而来的词语。辞

书编纂中的始见例 ,应 当是那个时代的新兴词语。

据此理论分析 ,《 大词典》中以宋代语料作为始见例

的词语 ,肯定有不少是宋代新兴的词语 ,但也有不少

是古已有之而宋代继续使用的。在没有发现更早的

例证之前 ,把它们视为宋代的共时状态的词语 ,也是

无可厚非的。但是 ,一旦找到了更早时代的用例 ,就

应该把它们的出现时代往前推。这样实事求是的研

究态度 ,有助于学术的发展。就《大词典》和《丨日唐

书》的情况来看 ,《 大词典》中有不少以宋代语料作

为始见例的词语 ,在《丨日唐书》中都能找到。也就是

说 ,这类词语的出现时代 ,至少在唐五代时期。举例

如下。

草场 :义项②积储草料的场所。始见例为孟元

老《东京梦华录 ·外诸司》。按 :这 种意义的
“
草

场
”

,《 丨日唐书》中出现了 3次。如卷 37《 五行志》:

“
十一年十二月 ,未 央宫及飞龙草场火 ,皆王承宗、

李师道谋挠用兵 ,阴 遣盗纵火也。
”
卷 128《 段秀实

传》:“ 今夜将焚草场 ,期 救火者同作乱。
”

彩棚 :用 彩纸彩绸等装饰的棚架。引例为《东



张能甫 从《丨日唐书》看史书语料在辞书编纂中的地位和价值

京梦华录 ·驾幸宝津楼宴殿》。按 :《 旧唐书》中,

“
彩棚

”
出现了 2次。卷 10《 肃宗纪》:“ 上乘马前

导,自 开元门至丹风门,旗帜烛天,彩棚夹道。
”
卷 19

上《懿宗纪》:“ 四月八日,佛骨至京,自 开元门达安

福门,彩棚夹道,念佛之音震地。
”

大约:义项②表示估计的数目不是十分精确。

引例为叶适《安集两淮申省状》。按 :“ 大约
”
一词 ,

《旧唐书》中5次出现。如卷 15上《宪宗纪上》:“ 又

国家旧章,依品制俸 ,官一品月俸三十千,其余职田

禄米,大约不过千石 ,自 一品以下,多少可知。
”
卷 33

《历志二》:“ 《己巳元历》法积数 ,大约如此。
”
卷 171

《李渤传》:“ 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

百余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
”

赴任 :上任,前往任职。举例为梅尧臣《送邵梦

得永康军判官》。按 :《 丨日唐书》中,“ 赴任
”
一词,共

出现 14次。如卷 15上《宪宗纪上》:“ 演赴任 ,惠琳

据城叛,诏 发河东、天德兵诛之。
”
卷 114《 周智光

传》:“ 乃听将一百人随身,便路赴任,其所部将士官

吏,-无所问。
”

科断:论处,判决。引例为周密的《齐东野语 ·

孝宗圣政》。按 :厂 科断
”
一词 ,《 丨日唐书》中4次 出

现。如卷 17上 《文宗纪上》:“ 今后犯者据灰计盐 ,

一如两池盐法条例科断。
”
卷 48《 食货志上》:“ 如有

违犯,同用铅锡恶钱例科断,其 旧钱并纳官。
”
卷 50

《刑法志》:“ 以事类相似者,比附科断。
”

水车 :义项②旧时灌溉器具。引例为陆游《人

蜀记》卷 1。 按 :《 丨日唐书》中,“ 水车
”
一词 3次 出

现。如卷 51《 文宗纪上》:“ 闰三月丙戌朔 ,内 出水车

样,令京兆府造水车,散 给缘郑白渠百姓 ,以 溉水

田。
”

添置 :添换 ,增设。引司马光《论两浙不宜添置

弓手状》。按 :“ 添置
”
在《丨日唐书》中4次出现。如

卷 18《 宣宗纪》:“ 准今月五日赦书节文 ,上都两街旧

留四寺外 ,更添置八所。两所依旧名兴唐寺、保寿

寺。
”
卷乃《礼仪志五》:“ 下以敬宗、文宗、武宗同为

一代,于太庙东间添置两室,定 为九代十一室之

制。
”

月料 :按 月供给官吏的物质。始见例为《续资

治通鉴 ·宋孝宗乾道五年》。按 :《 1日 唐书》中,“ 月

料
”2次出现。卷铝《职官志二》:“ 凡税天下户钱 ,

以充州县官月料 ,皆分公廨本钱之利。
”
卷 164《 王播

传》
“
附弟王起

”
:“ 以其家贫 ,特诏每月割仙韶院月

料钱三百千添给。
”

《大词典》中,属 于类似情况的单义词语 ,还有 :

“
庇赖

”
、
“
榜额

”
、
“
笔术

”
、
“
茶户

”
、
“
此辈

”
、
“
称

贺
”
、
“
迭互

”
、
“
官局

”
、
“
故意

”
、
“
行第

”
、
“
皇兄

”
、

“
均匀

”
、
“
救接

”
、
“
街市

`“
交中

”
、
“
今后

”
、
“
课

额
”
、
“
了毕

`“
路过

”
、
“
榷茶

”
、
“
欠折

”
、

“
切害

”
、

“
退还

”
、
“
替换

”
、
“
途程

”
、
“
写本

”
、
“
刑曹

”
、
“
摘

伏
”
、
“
遵守

”
、
“
斋料

”
等等。

多义词中的某一义项的举例,属 于类似情况者 ,

还有 :“ 必须
”(义 项②必定 )、

“
分辨

”(义 项①辨

另刂)、
“
符合

”(义项③相符)、
“
放散

”(义项④解散)、

“
烦扰

”(义项②干扰 )、
“
精确

”(义项②精密确切)、

“
校正

”(义项③校对)、
“
毛人

”(义项②全身有长毛

的人)、
“
秘密

”(义项①不为人所知的行为 )、
“
生

生
”(义项②世世代代 )、

“
私自

”(义项③擅自)、
“
团

结
”(义 项①聚集 )、

“
跳荡

”(义 项③指锐卒 )、
“
心

肝
”(义项①心和肝 )、

“
议状

”(义 项②向上呈送的

表示自己意见的文书)、
“
邮传

”(义项①驿馆 )、
“
贼

头
”(义项①贼人首领)、

“
准备

”(义项①预先安排 )

等等。

2.《 旧唐书》中已经出现而《大词典》的始见例

为金元时代的词语

有些词语或者意义 ,在唐五代时期的语料中已

经出现了,而《大词典》的始见例却为金元时期。这

样的词语 ,《 丨日唐书》中也有不少。举例如下。

飞表 :快速递送章表。引例为《秦并六国平话》

卷下。按 :《 丨日唐书》中已经使用
“
飞表

”
一词了,总

共出现了8次。如卷 4《 高宗纪上》:“ 十八年,太宗

将伐高丽,命太子留镇定州。及驾发有期 ,悲 啼累

日,因 请飞驿递表起居 ,并递敕垂报 ,并许之。飞表

奏事 ,自 此始也。
”
卷 83《 苏定芳传》:“ 须囚絷文度 ,

飞表奏之。
”
卷 “《刘仁轨传》:“ 然后分兵据险,开

张形势,飞表闻上 ,更请兵船。
”
卷 164《 王播传》

“
附

弟王起
”

:“ 卿国之耆老,宰相无内外 ,朕有阙政,飞

表以闻。
”
卷 166《 元稹传》:“ 既飞表闻奏 ,罚 式一月

俸 ,仍诏稹还京。
”

放免 :释放,赦免。引例为《宋史 ·太祖纪二》。

按 :“ 放免
”
一词 ,《 丨日唐书》中已经广泛使用了,总共

出现了 11次。如卷 7《 睿宗纪》:“ 景龙三年已前逋

悬并放免。
”
卷 9《 玄宗纪下》:“ 制天下系囚,死罪流

岭南,余并放免。
”
卷 18下《宣宗纪》:“ 官健有应田

户籍者,仰州县放免差役。
”
卷 154《 许孟容传》:“ 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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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冀陛下即日下令,全放免之。
”

影占:义项②冒认占有。所引始见例为《元典

章 ·户部 ·官田》。按 :这种意义的
“
影占

”
,《 丨日唐

书》中多见。如卷 18上 《武宗纪》:“ 其回纥及摩尼

寺应宅、钱物等,并委功德使与御史台及京兆府各差

官点检收抽,不 得容诸色人影占。
”
卷 18下 《宣宗

纪》:“ 京畿富户为诸军影占,苟免府县色役,或有追

诉 ,军府纷然。
”
卷 164《 杨于陵传》:“ 先是,禁军影

占编户,无以区别。
”

支付 :付给,多 指伏款,所举最早用例为《元典

章 ·户部一 ·告假事故俸例》。按 :“ 支付
”
一词 ,

《旧唐书》中已经 2次 出现了。如卷 13《 德宗纪

下》:“ 每节宰相及常参官共赐钱五百贯文⋯⋯客省

奏事共赐钱一百贯文 ,委度支每节前五日支付,永为

常式。
”

属于这类情形的词语或者义项,还有 :“ 采取
”

(义项②开采)、
“
黑晕

”
、
“
户帐

”
、∵户帖

”(义项①登

记人口或者田产的册子 )、
“
赏钱

”(义 项②赏赐的

钱)、
“
疑贰

”(义项③疑惑不定 )、
“
追收

”(义项②追

还收回)、
“
占留

”
等等。

3.《 旧唐书》中已经出现而《大词典》的始见例

为明清时代的词语

有些近代汉语语词 ,在唐五代时期就已经出现

了。可是 ,《 大词典》的相关词语的始见例却很晚 ,

为明代作品中的用语。举例如下。

罢职:解 除职务。引例为《明会典 ·律例 ·名

例》。按 :“ 罢职
”
一词 ,在 《丨日唐书》中就出现了 16

次。如卷 3《 太宗纪下》:“ 丁酉,司空、太子太傅、梁

国公房玄龄以母忧罢职。
”
卷 118《 元载传》:“ 李辅

国罢职,又加判天下元帅行军司马。
”

递降:依 次逐渐降低。引例为沈德符的《野获

编》。按 :在《丨日唐书》中,“ 递降
”3次出现。如卷 17

下《文宗纪下》:“ 天下死罪囚,除官典犯赃、故意杀

人外,并降从流,流 已下递降一等。
”
卷 翎《职官志

一》:“ 勋官预文武选者 ,上柱国正六品上叙 ,以下递

降一阶。
”

橄榄子:即 槟榔的别名。引例为李时珍的《本

草纲目·果三 ·槟郎》。按 :“ 橄榄子
”
一词 ,《 1日 唐

书》中2次出现。如卷 zO下《哀帝纪》:“ 福建每年

进橄榄子,比 因阉竖出自闽中,牵 于嗜好之间,遂成

贡奉之典⋯⋯今后只供进蜡面茶,其 进橄榄子宜

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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榷税 :征税。引例为张居正《赠水周汉浦榷竣

还朝序》。按 :“ 榷税
”
一词 ,在 《丨日唐书》中 6次 出

现。如卷 14《顺宗纪》:“ 诸道除正敕率税外 ,诸色榷

税并宜禁断。
”
卷 17下《文宗纪下》:“ 王涯献榷茶之

利 ,乃 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榷税 ,自 涯始也。
”
卷

48《 食货志上》:“ 伏以榷税茶盐 ,本资财赋 ,赡济军

镇 ,盖是从权。
”
卷 187下 《庾敬休传》:“ 剑南西川、

山南西道每年税茶及除陌钱 ,旧例委度支巡院勾当

榷税 ,当 司于上都召商人便换。
”

类似的词语或者义项 ,还有
“
病狂

”(义项②发

狂)、
“
此等

”
、
“
茶树

”
、
“
句股

”(义项③数学名词)、

“
柑橘

”
、
“
款状

”
、
“
木笏

”
、
“
弃官

”
、
“
轻易

”(义项③

轻率)、
“
死囚

”
、
“
牙笏

”
、
“
押送

”
等。

《旧唐书》已见而《大词典》的始见例为清代的

词语也有。举例如下。

草料 :义项①牲口的饲料 ,干草。引例为文康的

《儿女英雄传》。按 :“ 草料
”
一词 ,《 丨日唐书》中 3次

出现。卷 12《德宗纪上》:“ 郭子仪可加号尚父,守太

尉,余官如故。加实封通前二千户 ,月 给一千五百人

粮、马二百匹草料。
”
卷 18上《武宗纪》:“ 时有纤人

告中尉仇世良,言宰相作赦书,欲减削禁军衣粮、马

草料。
”
卷 120《 郭子仪传》:“ 进位太尉、中书令,增

实封通计二千户,给 一千五百人粮 ,二百匹马草料 ,

所领诸使副元帅并罢。
”

翻案 :义项①推翻已定的成案。引例为孔尚任

的《桃花扇 ·草檄》。按 :该词在《丨日唐书》中出现了

1次。卷 18上《武宗纪》:“ 其两京天下州府见系囚 ,

已结正及两度翻案伏款者 ,并令先事结断讫申。
”

逐月 :每一个月 ,一月一月。引例为黄六鸿《福

惠全书 ·钱谷 ·立比簿》∶按 :《 丨日唐书》中,“ 逐月
”

一词 5次出现。如卷 18《 武宗纪》:“ 开成中加开府

仪同三司、检校吏部尚书,依百官例 ,逐月给俸料。
”

卷 zO下《哀帝纪》:“ 文武百官 ,自 一品以下 ,逐月所

给料钱 ,并须均匀。
”
卷 175《 安王溶传》:“ 开成初 ,

敕安王、颍王并以百官例,逐月给料钱。
”

此外 ,像
“
典钟

”
、
“
典充

”
、
“
佛堂

”
、
“
舅母

”
、
“
开

采
”
、
“
确执

”
、
“
启攒

”
、
“
业户

”
、
“
依样

”
、
“
罪款

”
等词

语的举例 ,均属此类情况。

4.《 旧唐书》中已经出现而《大词典》的始见例

为近现代的词语

有些词语,在唐五代的典籍中已有用例,而《大

词典》的始见例,却 为近现代语料中的用语。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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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值得引起注意和重视。如 :

街树 :种 在街道两旁的树。引例为叶石涛的

《狱中记》。按 :“ 街树
”
一词 ,《 丨日唐书》中已经出现

了 1次。卷 19下《僖宗纪》:“ 四月甲申朔,大雨雹 ,

大风拔两京街树十二三,东都长夏门内古槐十拔七

八,宫殿鸱尾皆落。
”

臀杖 :用荆条等击打人的臀部的一种刑法。引

例为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编第一章第四节。按 :

《旧唐书》中,“ 臀杖
”
已有使用 ,出 现了 1次。卷 18

下《宣宗纪》:“ 刘群据其状 ,合议痛刑 ,曾 效职官,不

欲决脊,决臀杖五十,配流岳州。
”

效用 :义项②功效,作用。引例为郭沫若《反正

前后 ·发端》。按:这种意义的
“
效用

”
,《 丨日唐书》中

已有用例。如卷 15下 《宪宗纪下》:“ 若金丹已成 ,

且令方士自服一年,观其效用 ,则进御可也。
”

下层 :义项①建筑物的下面一层。引例为《花

月痕》第六回。按:这种意义的
“
下层

”
,《 丨日唐书》中

2次出现。卷 9《 玄宗纪下》:“ 冬十月,毁东都明堂

之上层,改拆下层为乾元殿。
”
卷 ”《礼仪志二》:

“
四年正月五日,明 堂成。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

南北各三百尺。有三层 :下层象四时,各随方色。
”

三 史书语料可以为现有辞书提供更多的词目

权威的辞书应该大。所谓
“
大

”
,指 收词要多。

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减少读者的阅读之苦。不

懂的词,只要一翻辞书,其意义和出现时代,一 目了

然。要达到这一目标 ,不是一两代人所能完成的。

《大词典》虽然是目前汉语收词最多的辞书,但是也

仅仅才收三十七万多个词语。汉语的词汇绝对不止

这些,即使在现有《大词典》的基础上,再扩大一倍

的收词量,也不能把汉语的词语包罗殆尽。因此 ,认

真研读一本专书,都能为现有的辞书增添不少的词

条。《丨日唐书》中有不少的词语 ,《 汉语大词典》就没

有收录。举例如下。

按摩师:古代的一种职官。《丨日唐书》中3次 出

现。卷狃《职官志三》:“ 按摩师四人 ,咒禁师四人 ,

合口脂匠四人,掌 固四人。
”“

其属有四:曰 医师、针

师、按摩师、禁咒师。
”“

按摩师四人 ,按摩工二十六

人,按摩生十五人。
”

春暴 :古代的一种酒名。《丨日唐书》中出现了 1

次。卷狃《职官志三》:“ 若应进者,则供春暴、秋清
⋯⋯桑落等酒。

”

舂牍 :乐器名,即顿相。《丨日唐书》中3次出现。

卷”《音乐志二》:“ 舂牍 ,虚 中如筲 ,无底 ,举 以顿地

如舂杵 ,亦谓之顿相。
”“

《睢阳操》用舂牍 ,后 世因

之。
”“

罅于、铙、铎、抚拍、舂牍 ,列于舞人间。
”

茶园:种茶的地方。《丨日唐书》中2次出现。卷

13《 德宗纪下》:“ 寿州茶园,辄纵凌夺。
”
卷 169《 郑

注传》:“ 其法,欲 以江湖百姓茶园,官 自造作 ,量给

直分,命使者主之。
”

车坊 :停车的地方。《丨日唐书》中4次出现。如

卷 15《 宪宗纪上》:“ 至德中有吐蕃囚自金吾仗亡命 ,

因敕晚开门,宰相待漏于太仆寺车坊。
”
卷 184《 鱼朝

恩传》:“ 章敬太后忌日,百僚于兴唐寺行香 ,朝恩置

斋馔于寺外之车坊,延宰臣百僚就食。
”

符宝郎:职官名 ,周代称为典瑞 ,秦代称为符玺

令 ,汉代称为符玺郎,唐代叫符宝郎。《丨日唐书》中4

次出现。如卷 8《 玄宗纪上》:“ 己巳,传 国八玺依旧

改称宝,符 玺郎为符宝郎。
”
卷们《职官志二》:“ 符

宝郎掌天子八宝及国之符节 ,辨其所用。
”

情愿 :宁 愿,甘愿。《丨日唐书》中 8次出现。如

卷 16《 穆宗纪》:“ 当道见管军士三万三千五百人,从

去年正月以后 ,情愿居农者放 ,逃亡者不逋。
”
卷舛

《礼仪志四》:“ 其今秋举人中有情愿旧业举试者,亦

听。
”
卷 164《 李绛传》:“ 朕缘丹王以下四人 ,院 中都

无侍者,朕令于乐工中及闾里有情愿者 ,厚其钱帛,

只取四人 ,四 王各与一人。
”

头匹:量词连用 ,牛称头,马称匹,马牛合称的单

位词为
“
头匹

”
。《旧唐书》中4次 出现。卷 13《 德

宗纪下》:“ 辛卯,福建观察使柳冕奏置万安监牧于

泉州界,置群牧五,悉索部内马牛羊近万头匹,监吏

主之。
”
卷 196下《吐蕃传下》:“ 生擒笼官四十五人 ,

收获器械一万余事 ,马 牛羊一万余头匹。
”“

收获马

畜五百余头匹,器 械二千余事。
”
卷 198《 天竺传》:

“
虏男女万二干人 ,牛马三万余头匹。

”

此外 ,还有
“
厨料

”(指生活费用 ,出 现了 5次 );
“
孔目官

”(掌 管文书的官吏,出 现了 12次 );“ 排

斗
”(钱币名称,出 现了2次 );“ 堂弟

”(同祖的非嫡

亲的弟弟 ,出 现了7次 );“ 屋利设
”(少 数民族外来

语的职官名 ,出 现了 1次 );“ 执刀
”(官名,出 现了 6

次)等。

四 史书语料可以为辞书增添义项

大型辞书还应该做到全。所谓
“
全

”
,指 的是义

项要完备。权威的辞书应当全面地反映出各个词语

的各种意义和用法 ,这一工作的好坏 ,取决于已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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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由于汉语史研究中的很多语料都缺乏穷

尽性的研究 ,因 此,要在短期内把每一个词语的各种

意义都反映在辞书里面,是不现实的,只 能逐步完

善。《丨日唐书》中有不少的词语的意义,对照《大词

典》的相应词语的义项是讲不通的,这就说明《大词

典》中的词语 ,有 的义项并没有收罗齐全。这样的

意义有必要补充进《大词典》,以便为相应的词语增

添新的义项。举例如下。

大女 :年龄很大的妇女,即 长寿星。如卷 4《 高

宗纪上》:“ 九月甲辰,以 河南大女张年百三岁,亲幸

其第。
”

段匹:量词连用,布称段 ,帛 称匹,合称为段匹。

《旧唐书》中3次出现。卷 13《 德宗纪下》:“ 礼毕还

宫,御丹凤楼宣赦 ,见禁囚徒减罪一等,立 仗将士及

诸军兵,赐 十八万段匹。
”
卷 15《 宪宗纪下》:“ 二月

壬申,出 内库绢布六十九万段匹、银五千两,付度支

供军。
”“

丙寅,以 钱重货轻,出 库钱五十万贯,令两

常平仓收市布帛,每段匹于旧估加十之一。
”

儿家:婚姻关系中的男方。如卷 187下 《崔无

波传》:“ 无波婚至忠女,后为女家,中 宗为儿家,供

拟甚厚,时人为之语曰:皇后嫁女,天子娶妇。
”

反语 :反过来说。如卷 5《 高宗纪下》:“ 十二月 ,

诏停明年
‘
通乾

’
之号,以 反语不善故也。

”

即日:当今,现在。如卷 3《 太宗纪下》:“ 公等朕

之故人,实以告朕 ,即 日政教,于百姓何如?”
“
皆奏 ,

即日四海太平 ,百姓欢乐,陛下力也。
”
卷⒋《地理志

四》:“ 其林邑,即 日南郡之象林县。
”

料:鸟 名,类 似稀徭鸟。如卷 z9《 音乐志二》:

“
今案岭南有鸟,似稀鹆而稍大,乍视之,不相分辨 ,

笼养之,则 能言,无不通。南人谓之吉了,亦云料。
”

下笔成章 :科举考试中的一个科目。如卷 %
《姚崇传》:“ 元崇孝敬挽郎,应下笔成章举 ,授濮州

司仓,五迁夏官郎中。
”
卷 149《 张荐传》:“ 又应下笔

成章及才高位下、词标文苑等科。
”
卷 190中 《阎朝

隐传》
“
附王无竟

”
:“ 无竟有文学,初应下笔成章举

及第,解褐授赵州栾城县尉。
”

应时:当 即,立刻。如卷 8《 玄宗纪上》:“ 以关中

旱,遣使祈雨于骊山,应时澍雨。
”
卷”《礼仪志三》:

“
玄宗因不食 ,次前露立 ,至夜半 ,仰 天称/某身有

过,请即降罚。若万人无福 ,亦请某为当罪。兵马辛

苦,乞停风寒。
’
应时风止 ,山气温暖。

”

另外 ,《 丨日唐书》中的
“
穿穴

”
具有

“
钱币

”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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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顿时

”
具有

“
几乎、差不多

”
义 ,“ 轻健

”
具有

“
舒服、

舒畅
”
义 ,“ 严整

”
具有

“
责各

”
义。这些词的这些意

义 ,《 大词典》都没有收录 ,当据此增补。

五 史书语料可以为辞书提供例证

词语的准确意义 ,都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确

定下来的。有的词语虽然有几十个意义 ,但是 ,一旦

到了具体的语境中,它 用的是哪一个意义是很明确

的。因此 ,辞书编写中的例证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可

有可无的。例证可以为我们提供词语的出现语境 ,

让我们通过它来把握它的准确含义。没有例证的词

语 ,如 同行尸走肉,让人不得要领 ,弄不清楚这个词

语的大致出现时代。《大词典》中也有不少的词语

或者义项 ,缺 少例证。《丨日唐书》中就有不少的词

语 ,可 以用来弥补《大词典》无例证的不足。举例如

下。

苗子 :义项②植物的幼苗 ,无举例。《1日 唐书》

中有用例 ,如卷 11《 代宗纪》:“ 其诸州府县官,及折

充府官职田,据苗子多少 ,三分取一 ,随处粜货 ,市轻

货以送上都 ,纳青苗钱库 ,以 助均给百官。
”

明堂 :义项②人身上的一个针灸穴位 ,无例证。

《旧唐书》中多见。如卷 3《 太宗纪下》:“ 戊寅,制决

罪人不得鞭背 ,以 明堂孔穴针灸之所。
”
卷叼《经籍

志下》:“ 右明堂经脉二十六家 ,凡一百七十三卷。
”

药膳 :配有中药做的菜肴或者食品,没 有例证。
“
药膳

”
一词 ,《 丨日唐书》中多次使用。如卷 11《 代宗

纪》:“ 上元末年,两宫不豫 ,太子往来视疾 ,躬尝药

膳 ,衣不解带者久之。
”
卷 “《徐王元礼传》:“ 茂乃

屏斥元礼侍卫 ,断其药膳 ,仍云/既得五十年为王 ,

更何烦服药。
’”

折纳 :唐代实行两税法 ,按钱折价纳粟帛,没有

例证。按 :这是唐代的新兴词语 ,《 丨日唐书》中 8次

出现。如卷 12《 德宗纪上》:“ 冬十月壬午 ,奏关内、

河中、河南等道秋、夏两税、青苗等钱,悉 折纳粟

麦。
”
卷 15《 宪宗纪上》:“ 于百姓有粟情愿折纳者 ,

时估外特加优饶。
”

《大词典》中无例证的词语或者义项还有很多 ,

如
“
北门学士

”
、
“
富吴体

”
、
“
控鹤

”(义 项②唐代的

一种宿卫近侍之官)、
“
明算

”
、
“
娘子军

”(义项①唐

高祖之女平阳公主所组织的军队)、
“
天文生

”(义项

①古代观测天象,推测时日的官吏 )、
“
行冶

”(义项

①台省在外者 )、
“
翼善冠

”
、
“
指南车

”
等,在 《丨日唐

书》中,都可以为它们找到相应的例证去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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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史书语料的深人研究 ,有助于辞书质量的

提高。辞书编纂中的主要问题 ,有收词、举例、释义 ,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的完善 ,要依赖于对汉语语料的

研究状况。语料研究得越深人 ,越透彻 ,所出的新成

果就越多 ,就越有助于辞书质量的提高。我们现在

所缺乏的不是一般性的辞书 ,而是高水平的具有绝

对权威的大型辞书。《大词典》如果经过几十次的

修订和完善 ,是完全能够担当此重任的。

辞书修订需要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在汉语史的

研究中,对史书语料的重视是不够的。以前对史书

的研究 ,大多着重于历史文化 ,从语言中的词汇、训

诂角度研究的较少。已有的史书语料的研究成果

(如周一良先生、方一新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书词

语的研究考释 ,吴 金华先生对《三国志》词语的校

释 ,管锡华先生对《史记》中的新兴单音词的研究 ,

等等)表明,史书语料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值得花大

力气、下苦功夫进行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

长仅正史而言 ,从《史记》到《清史稿》,煌煌几千万

字的巨大语料库 ,用 词特色明显 ,从语言的角度对它

们进行全方位的专题研究 ,是大有可为的 ,是一个有

价值的研究方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若是完成了

这一课题的研究 ,其研究成果必定会为汉语词汇史

的研究、断代词典的编写、提高大型辞书的权威性等

方面 ,做 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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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on and Value of Language MateriaI From EⅡstoricaI1Records

in】Dictionary CompⅡaJon in View ofj″ “ rc四gs尼刃

zHANG Nengˉfu

(Chinese Institute,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sichuan610068, China)

Abstract:Language material in historical records, widely renecting social life, is imponant rnaterial

for dictionary comp⒒ au。 n。  Its impo⒒ ant value is embodied in the compnati。 n 。f HG九 yIJ Dc/ Cj jDjc乃
,

where a large amount of language【 uaterial froⅡl JjIJ ΓoDg s九 BJ is used as the original or the only example。

In Jj△  Γo″叼)刂gr sjl1EJ there are a lot of Ⅱnaterial, which can be used to replace later examples in dictionaries,

to augment rnissing entries, and to supply examples to the entries and de丘 nitions without examples。  It is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dictionary compilation to study language materia1in historical records。

Key words:Jj△ r。Ⅱg s`讠 zJ; Ⅱon yEJ iDc,cj Dj‘乙乃; ent=γ ; example; dennit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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