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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研究　

关于“目”、“眼”、“眼睛”

相关问题的商榷①

尹戴忠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关于“眼”、“眼睛”表示眼睛义位的始见年代、“眼”与“目”不复区别始于何时、“眼”取代“目”始于何时，学

者们见仁见智，各自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眼”表示眼睛义位的始见年代应为战国时期，“眼睛”表示眼睛义位

首见于汉代，“眼”与“目”的分别不复存在的时间应当推迟至宋元以后，“眼”在口语中取代“目”应当始于隋唐。

关键词：“目”；“眼”；“眼睛”；始见年代

中图分类号：Ｈ１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１４）０２－０１１４－０５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ｍｕ”（目），
“ｙａｎ”（眼）ａｎｄ“ｙａｎｊｉｎｇ”（眼睛）

ＹＩＮＤａｉ－ｚｈ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４１１２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ｓｔｈａｔｗｈｅｎ“ｙａｎ”（眼）ａｎｄ“ｙａｎｊｉｎｇ”（眼睛）ｂｅｇａｎｔｏ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

ｅｙｅｓｓｅｍｅｍｅ，ｗｈｅｎ“ｙａｎ”（眼）ａｎｄ“ｍｕ”（目）ｈａｄｎｏ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ｗｈｅｎ“ｙａｎ”（眼）ｂｅ

ｇａｎｔｏ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ｕ”（目），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ａｖｅ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ｉｅｗ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ｓｕｇｇｅｓｔｓｔｈａｔ

“ｙａｎ”（眼）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ｔｏ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ｅｙｅｓｓｅｍｅｍ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Ｗａｒｒ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ｓＰｅｒｉｏｄ．“Ｙａｎｊｉｎｇ”

（眼睛）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ｅｙｅｓｓｅｍｅｍｅｗａｓｆｉｒｓｔｆｏｕｎｄｉｎｔｈｅ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ｙｅａｒｔｈａｔｂｅｇａｎｔｏｓｅｅｎｏ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ｍｅａｎ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ｙａｎ”（眼）ａｎｄ“ｍｕ”（目）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Ｙｕ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

“Ｙａｎ”（眼）ｒｅｐｌａｃｉｎｇ“ｍｕ”（目）ｉｎｏｒ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ｇｉ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ｕｉ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ｕ（目）”；“ｙａｎ（眼）”；“ｙａｎｊｉｎｇ（眼睛）”；ｔｈｅｙｅａｒｔｈａｔｂｅｇｉｎｓｔｏｓｅｅ

一　“眼”表眼睛义始于何时
“眼”字始见于战国文献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但是关于“眼”何时开始表示眼睛义位，

学者们见仁见智，先后有不同的学者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王力先生（１９８６）在《＜古代汉语字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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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认为：“大约到唐代以后，‘眼’才变为‘目’的同义词。”［１］对此，方一新先生（１９８７）专门撰文予以

辨正，并列举了汉魏六朝时期的１７条书证证明“眼”泛指眼睛，认为“‘眼’字在汉魏六朝文献中常作

‘目’讲，早具‘目’义。”［２］吴金华先生则主张“眼”取代“目”最迟在三国时期，李慧贤认为“眼”表眼睛

始见于《史记》［３］。张永言、汪维辉先生（１９９５）认为“‘眼’当‘目’讲在汉代以前就已经有了”［４］。

笔者比较赞同张永言、汪维辉两位先生的观点，即“眼”当“目”讲在汉代以前就已经有了。不过，

张、汪两位先生只是笼统地说“汉代以前”，并没有具体到什么时代，且只举了《吕氏春秋》中的一个文献

用例。笔者根据所统计的历代文献资料，发现“眼”具有“目”义的始见年代应当为战国，除了《吕氏春

秋》１例外，还见于《韩非子》《慎子》《素问》各１例。如：

（１）赵王游于圃中，左右以菟与虎而辍之，虎紋然环其眼
獉
。王曰：“可恶哉，虎目

獉
也！”（《韩

非子·外储说右下》）

王先慎注：“环转其眼以作怒也。”［５］３４１

译文：赵孝成到园林中去游玩，侍从拿一只兔子给老虎吃却又中止不给了，老虎恶狠狠地

圆瞪着它的眼睛。赵王说：“这老虎的眼睛真可怕啊！”［６］７７４

按：汪维辉先生认为此句中的“眼”是“眼球”的意思，但吴宝安却认为理解为“眼睛”更合适，因为

“《三国演义》里吕布就称张飞‘环眼贼’，‘环眼’就是大而圆的眼睛，老虎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当然是

‘环其眼’了”［７］。笔者认为此句上文用“眼”，下文用“目”，形成对文，再根据译文可知“眼”指“眼睛”

无疑。

（２）日月为天下眼目
獉獉

，人不知德；山川为天下衣食，人不能感。（《慎子·逸文》）

按：此句中“眼目”属同义连文，很显然，此例中的“眼”亦指“眼睛”无疑。

（３）陈有恶人焉，……垂眼
獉
临鼻，长肘而韡。（《吕氏春秋·孝行览》）

译文：陈国有个丑人，……眼下垂临近鼻子，手肘长而弯曲［８］４６２。

按：张永言、汪维辉先生（１９９５）根据张双棣等编的《吕氏春秋词典》认为此句中的“垂眼”就是指

“眼睛”［４］。

（４）风入系头，则为目
獉
风，眼
獉
寒。（《素问·风论》）

按：此句中“目”、“眼”形成对文，二者同义，因此，此例中的“眼”亦指“眼睛”无疑。

由以上４例可知，“眼”表示眼睛义位的始见年代应当为战国时期。也就是说，“眼”字始见于战国，

从它一诞生就既有“眼球”义，又有“眼睛”义。

二　“眼睛”表眼睛义始于何时
关于“眼睛”表示眼睛的义位始见于何时，学术界也是有争议的。汪维辉先生（２０００）曾认为“唐代

开始说‘眼睛’。”［９］李慧贤２００８年也认为在唐代“眼睛”凝固为词，泛指眼睛［３］。但她在２０１０年又修改

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到了宋代，‘眼睛’开始指称眼睛词汇场”［１０］。笔者曾认为“‘眼睛’一词始见于三

国·康僧会的《六度集经》。”［１１］但通过扩大资料搜索范围，发现此结论还须提前，“眼睛”表眼睛义首见

于早期医籍汉代张机的《伤寒论》，见例（５）。“眼睛”也可写作“眼精”，见例（１２）、（１３）。根据目前统

计资料，唐以前“眼睛”（包括“眼精”）出现频率较少，共１０例，其中４例表示眼睛义：

（５）颈背相引，臂则不仁，极寒反汗出，身冷若冰，眼睛
獉獉

不慧。（汉·张机《伤寒论·下

篇》）

（６）颈背相牵，臂则不仁，极寒反汗出，躯冷若冰，眼睛
獉獉

不慧。（晋·王叔和《脉经·病不可

不下证第六》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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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以上２例中“眼睛”均与表身体整个部位的词“颈”、“背”、“臂”、“身”、“躯”相对，因此“眼睛”

亦应泛指整个眼睛。

（７）吾之眼睛
獉獉

，耀射难当。（三国·康僧会《六度集经》卷第四）

按：此句的“眼睛”也应指整个眼睛，是指从整个眼睛里射出来的光线。

（８）女语三藏言：“我父今厚敬彼比丘，如爱眼睛
獉獉

，亦如明珠，云何卒当而致谤毁？”（北魏·

吉迦夜昙曜译《杂宝藏经》）

按：此例中“爱眼睛”也应指爱护整个眼睛，决非只爱护眼球之义。

６例表示眼球义：

（９）脱脉气，其眼睛
獉獉

青者，死。（晋·王叔和《脉经·扁鹊脉法第三》卷五）

按：此句中的“眼睛青”与阮籍能为青白眼相同，因此，此句中的“眼睛”指眼球。

（１０）又方治眼睛
獉獉

无故突一二寸者。（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卷六）

按：“眼睛无故突”指眼球无缘无故突出，能突出者只能是眼球，因此，此句中的“眼睛”亦指眼球。

（１１）其眼睛
獉獉

，治癫。其屎中骨灰，治火疮。（南朝梁·陶弘景《名医别录·中品卷第二》）

按：此例中的“其”指“虎”。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六食治》也记载虎眼睛可以治癫

痫病：“虎头骨治风邪。虎眼睛主惊痫。”《备急千金要方卷六上七窍病上》还记载把熟羊眼睛晒干来治

病：“熟羊眼睛。暴乾。治下筛。傅目两角。”其中的“眼睛”当然指眼球。因此，例（１１）中的“眼睛”亦

当为眼球。

（１２）鬼有三被此祝者，眼精
獉獉

目烂，而身即死矣。（南朝梁·陶弘景《真诰·协昌期第二》）

按：此句中“眼精目烂”指眼球、眼睛均腐烂，因此，此句中的“眼精”亦指眼球。

（１３）挑取眼精
獉獉

，以蜜渍之，以为鬼目粽。（南朝梁·沈约《宋书·列传第二一》）

（１４）挑其眼睛
獉獉

，投之蜜中，谓之鬼目粽。（北齐·魏收《魏书·列传第八十五》）

按：例（１３）、（１４）中因“眼睛”（眼精）前的动词为“挑”，因此，此句中的“眼睛”亦指眼球。

唐宋元时期，“眼睛”的文献用例还不多，除了在禅宗语录《景德传灯录》和《五灯会元》两部口语化

程度较高的文献中“眼睛”的出现频率是两位数，其余文献中“眼睛”的出现频率一般是一位数。明清时

期，“眼睛”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眼睛”的出现频率一般是两位数。直至现当代，“眼睛”才完全取代了

“目”和“眼”而成为主导词［１１］。

三　“眼”与“目”不复区别始于何时
“眼”从产生时开始，既表“眼球”义，又表“眼睛”义。当它表“眼睛”义时，则“眼”与“目”同义；当

它表“眼球”义时，则“眼”与“目”有区别。那么，何时开始“眼”只表“眼睛”义而不再表“眼球”义，与

“目”不再有区别？

方一新先生（１９８７）认为到了唐代，“眼”和“目”是同义词了。［２］汪维辉先生（２０００）认为“东汉以后

这种区别不复存在。”［９］笔者根据统计资料发现这２种结论均过早，应当推迟至宋元以后，因为从东汉

至宋元我们发现“眼”还有指“眼球”例的，如：

（１５）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
獉
熏耳，饮?药，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汉书·外戚

传上》）

（１６）莽为人侈口蹶鍾，露眼
獉
赤精，大声而嘶。（《汉书·王莽传》）

（１７）吕后断戚夫人手，去其眼
獉
，置于厕中，以为人豕。（《论衡·雷虚篇》）

（１８）先断其舌，次斩手足，次凿其眼
獉
目，以镬煮之。（《后汉书·董卓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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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刘霸断其手足，斫眼
獉
溃腹，如韬之伤。（《魏书·列传第八十三》）

（２０）籍又能为青白眼
獉獉

，见礼俗之士，以白眼
獉獉

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
獉獉

，喜不怿而退。

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
獉獉

。（《晋书·列传第十九》）

（２１）眼
獉
多碧绿，异于诸国。（《大唐西域记·二十二国》）

（２２）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
獉
，?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日“人彘”。（《资治通鉴·

汉纪四》）

（２３）丹阳多宝寺，元嘉中，画佛堂作金刚，寺主奴婢恶戏，以刀刮其目眼
獉
。（《太平御览·

疾病部三》）

（２４）金人有就视者，犹咀血喷其面，至抉眼
獉
摘肝，骂不绝。（《宋史·列传第二百七》）

以上各例“眼”均指“眼球”，由上可见，从东汉至宋元，“眼”还有指“眼球”义的。直到明清，“眼”不

复指“眼球”，均指“眼睛”，已完全混同“目”，“眼”与“目”不再有区别。正因为“眼”已与“目”同义，所

以明清时期“眼”在眼睛词汇场占据主导地位，而“目”则逐渐退出眼睛词汇场［１２］。

四　“眼”取代“目”始于何时
张永言、汪维辉先生在《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下文简称《思考》）一文中举了“目”、

“眼”演变的例子，从使用范围和构词能力两方面得出结论：从汉末起“在当时的实际口语中，‘眼’应该

已经战胜‘目’并逐步取而代之。”［４］

笔者认为《思考》一文仅从使用范围和构词能力两方面得出的结论欠妥，因为：１）“目”的使用范围

也广（见下文分析），在口语色彩较强的小说、翻译佛典等文体和史书等高文典册中都大量出现；２）“目”

的构词能力也强，如“反目”、“耳目”、“面目”、“目听”、“游目”、“明目”、“美目”、“蜂目”、“目力”、“鱼

目”、“目疴”、“目前”、“目下”、“目今”、“目成”、“目光”、“目色”、“目见”、“目即”、“目注”、“目指”、

“目逃”、“目送”、“目迷”、“目耕”、“目眩”、“目笑”、“目疾”、“目眦”、“目眼”、“目睛”、“目睫”、“目

论”、“目击”、“目摄”、“目验”、“目为”、“目禁”、“目睹”、“目裂”、“目意”、“目语”、“条目”、“节目”、

“纲目”、“篇目”、“总目”等。怎么能说“眼”战胜了“目”并取而代之了呢？

除《世说新语》外，《思考》一文未见出现频率，亦未列考察文献，因此仅凭使用范围和构词能力不能

必然得出如上结论。那么，怎样才能说明“眼”已经战胜“目”并逐步取而代之呢？笔者认为只有通过比

较二者的出现频率才能作出结论。因此，拙文拟通过二者在汉末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出现频率，用具体

数字来说明二者的历时演变情况。经过考察魏晋南北朝至元明清口语色彩较强的小说、笔记、佛经、禅

宗语录等代表文献，发现“目”、“眼”的历时演变情况并不尽如《思考》所描绘的那样。

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者选取《六度集经》、《搜神记》、《洛阳伽蓝记》、《世说新语》、《殷芸小说》为考

察范围。除了在《六度集经》中“眼”的出现频率略高于“目”，其它四部典籍中“目”的出现频率仍高于

“眼”。可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不能得出如《思考》一文的结论。

魏晋南北朝“目”、“眼”出现频率见表１。
表１　魏晋南北“目”、“眼”出现频率表

词项
文献

六度集经 搜神记 洛阳伽蓝记 世说新语 殷芸小说

目 ２０ ３０ １５ １７ ７

眼 ２２ １０ ２ １５ １

隋唐宋时期，笔者选取《大唐西域记》、《敦煌变文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祖堂集》、《李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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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灯会元》、《景德传灯录》为考察范围。在《李娃传》中未见“眼”，这可能与作者个人的用词习惯有

关。除此之外，此阶段其它六部典籍中“眼”的出现频率均高于“目”。可见，在隋唐宋时期的口语中

“眼”基本战胜了“目”。

隋唐宋“目”、“眼”出现频率见表２。
表２　隋唐宋“目”、“眼”出现频率表

词 项

文献

大唐西

域记

敦煌变

文集

入唐求法

巡礼行记
祖堂集 李娃传 五灯会元

景德传

灯录

目 １１ ７５ ３ ６９ ３ ２２８ １４６

眼 １６ １４１ ７ １０７ ０ ５８０ ２５８

元明清时期，我们选取《西厢记》、《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儒林

外史》为考察范围。除了在《三国演义》中“目”的出现频率高于“眼”外，其它六部典籍中“眼”的出现频

率均高于“目”。可见，元明清时期“目”、“眼”的演变情况正如《思考》所说。

元明清“目”、“眼”出现频率见表３。
表３　元明清“目”、“眼”出现频率表

词 项
文献

西厢记 西游记 水浒传 三国演义 金瓶梅 红楼梦 儒林外史

目 ２ ７１ ７９ １０５ ６４ ８３ １８

眼 ２５ ３０７ ２７８ ６３ ３００ ３５３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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