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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常德沧山话中有不少见于古代文献而普通话不用或罕用的词语，这些词语在沧山话中属常用词。所选释的
５个词语，有的见于现代汉语其他方言，运用历时和共时比较的方法，展现这些词语在词义、用法或功能等方面的特点。
这类词语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值得系统整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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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位于湖南西北部，其方言属西南官话常澧片。沧山是常德市所属行政乡，位于常德市以南，离

市区约三十多公里，与湘语区的益阳桃江、安化仅一山之隔。沧山虽属官话区，但由于地处相对封闭的

山区环境，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这里与外界的交往不多，方言受普通话影响相对较少。本文选释数条
见于古代文献和其他方言而普通话罕用的沧山话常用词语，①这些词语在词义、用法或功能等方面与普

通话、其他方言都有很大差异，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重要数据，值得系统调查、整理。

?（躸）　形容动物（突然）奔跑或纵身腾跃，沧山话叫［ｔｓａｏ３４］。如：
（１）那条狗一～就过来，把我吓一跳。
（２）兀（这）条牯牛（公牛）一看到那条牯牛就～过去打架。
（３）那两个鸡公～起来勘架（相斗）。
（４）那两条牯牛在起～。

①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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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前师（１９６２－），男，湖南常德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古汉语词汇和古籍整理研究。
常德方言词汇内部有不少差异，本文仅以作者熟悉的沧山话词汇为考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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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１）（２）中的“～”表示突然奔跑；例（３）中的“～”表示纵身腾跃；例（４）中的“～”表示正在奔跑。
“～”一般指动物，不指人。古人“严人物之别”，表示人的奔跑、跳跃有走、趋、赴、超等词，自然亦有表示
动物相似行为的词语，沧山话中的“～”当属常用词，作谓语，不带宾语，可受状语修饰，往往和“一”、
“起”等词搭配使用，形容动作的迅猛、短暂。

《说文·走部》：“躸，动也。”段注：“扬雄《河东赋》曰：‘神腾鬼?。’师古子笑、才笑二反。按《说

文》有躸无?，《广雅·释室》：‘腾、?，奔也。’曹音子肖。今疑?恐误字，子肖恐误音耳。然《大人赋》

曰：‘腾而狂?。’师古音醮。《吴都赋》：‘狂?犷
%

。’李子召反。则古非无?字矣。”①元陶宗仪《说郛》

卷九十一：“鬼神乃作丑者鬼驰躸之状，士女宜富秀色肍
&

之态。”这些文献中的“?（躸）”或用于动物，或

用于鬼神，不用于人，沧山话“?（躸）”的用法与之相同，音［ｔｓａｏ３４］与子召、子笑、子妙诸反切音亦相近，
“～”的本字当即“?（躸）”。“?（躸）”在沧山话里保留着古代的词义特点和用法。

（文渊阁）《史记·司马相如传》：“蔑蒙踊跃腾而狂躸。”裴
'

《集解》引《汉书音义》曰：“躸，走。”司

马贞《索隐》引张揖云：“?，走貌。”（文渊阁）《汉书·扬雄传（上）》“神腾鬼躸”下师古注：“躸，走也。”

宋祁曰：“躸，一本作 。《萧该音义》曰：今《汉书》‘鬼躸’或作 字。韦昭慈昭反，云：‘躸，超也。’《字

林》音才召反。”从足、从走之字义相通，?（躸）、 同字异形。

“?”在其它方言中也有用例。《汉语方言大词典》：?：ｊｉàｏ，?＜动＞奔跑；追赶。吴语。江苏常
州［ｚｉ２４］监班细赤佬～到过头这帮小鬼奔到这儿奔到那儿地玩。闽语。广东潮阳［ｚｉｅｕ１１］、汕头［ｚｉａｕ１１］后
畔有人～尔后面有人在赶你。李新魁《潮汕方言考释》：“俗呼追赶为～。～，古义为跑。”［１］７４４０可见，在不
同方言中，“?”的读音、词义和用法都发生了变化，吴、闽语中，“?”可指人，除了“奔跑”，还引申出“追

赶”义，可带宾语，词义、用法等与沧山话都有很大的区别。同一语言成分在不同方言里发展不平衡的

特点由此可见一斑。

蟏　量谷物等不量平或未量满，沧山话叫［ｋ‘ａｎ５５］。如：
（１）一筒（升）～一点点儿。
（２）他量的时候总是～的。
（３）一升还～好多。

“蟏”用作形容词，作谓语，后接补语，说明“不满”的状况，如例（１）（３）；或者接“的”，表示判断，如
例（２）。谷物不量平或未量满，属常见之事，所以“蟏”为常用词。

《说文·欠部》：“蟏，食不满也。从欠，甚声，读若坎。”大徐苦感切。王筠《句读》：“《玉篇》‘习欠’下

云：‘习欠蟏，不满
(

。’”《原本玉篇残卷·欠部》：“蟏，口咸反，《淮南》：目视蟏如也。许叔重曰：蟏，不满

也。又曰：满如蟏。”②《广韵》上声四十八感：“蟏，苦感切，食未饱也。”值得注意的是，《说文》“蟏”训

“食不满”，如就人而言，是食未饱，就物而言，是器物未盛满，《淮南》许注训“不满”，似从器物角度着

眼。沧山话中的“蟏”指器物盛食不满，保存着“蟏”字古义。

“蟏”与“坎”、“?”等音义相近，都有“下凹、下陷、不满”等义。《说文·欠部》：“?，欲得也。”段

注：“《孟子》：‘附之以韩魏之家，如其自视?然，则过人远矣。’张镒曰：‘?音坎。内顾不足而有所欲

也。’玉裁按：孟子假?为坎，谓视盈若虚也。”《说文·土部》：“坎，陷也。”段注：“陷者，高下也，高下者，

高而入于下也，因谓阱谓坎。……《易》曰：‘坎，陷也。’”许书“读若坎”，亦说明蟏、坎音义相通。

《汉语方言大词典》“蟏”字条第３个义项：“＜形＞（吃得）少些。中原官话。山西西南部［ｔ‘ｉｎ］
吃得咱些小吃点。”第４个义项：“＜动＞节省钱。吴语。浙江象山。樊恭?《浙江象山方言考》：‘俗凡
省钱有呼苦感切音，有呼苦答切音，皆 ～字之引申义。’”［１］６４１３山西、浙江方言里的“蟏”含有“少”义，应
是“蟏”的引申义，义项分布与沧山话互补。

豶　普通话的吻、亲吻之义，沧山话叫［ｔ‘ｉｕ５５］。如：

７５１

①

②

段注“释室”当作“释宫”。王念孙：“?即躸之异文。”王念孙．广雅疏证［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１４．
今本《淮南子》未见“蟏”，《缪称训》：“禹无废功，无废财，自视犹觖如也。满如陷，实如虚，尽之者也。”注：“觖，不满也。陷，少

也。”与《玉篇》所引不同。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３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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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他们两个在～嘴。
（２）小华～了她一下。
（３）她在毛毛（婴儿）脸上～一下。

例（１）中的“～”表示接吻；例（２）中“～”可指接吻，也可泛指亲一下；例（３）中的“～”只表示用嘴
亲一下。“亲吻”是古今皆有的事，所以，“～”应为常用词。

《说文·口部》：“吻，口边也。从口，勿声。?，吻或从肉从昏。”按《释名·释形体》：“吻，免也。”王

先谦：“《文选·文赋注》引《苍颉篇》：‘吻，唇两边也。’”［２］６７慧苑《音义》卷第二十二《花严经音义》卷中

（Ｔ５４／０４４１ｂ）：“喉吻，吻，无粉反。《苍颉篇》：‘吻谓唇两头边也。’”①玄应《音义》卷第七十五《那先比
丘经》上卷（Ｔ５４／０７９８ｂ）“吻口”条：“文粉反，《文字典说》：口唇两边也。”希麟《续音义》卷第二《新花严
经》卷第十五（Ｔ５４／０９４３ａ）“唇吻”：“下无粉反，《切韵》云：口吻也。《三苍》云：唇之端也。”［３］《广韵》上
声十八吻：“吻，武粉切，口吻。”《汉语大词典》（３）“吻”字条第７个义项：“用嘴唇接触人或物以示亲
爱。”所举书证为叶圣陶、巴金、丁玲等人的作品。可见，“吻（?）”当动词“亲吻”讲是较晚的情况，现代

汉语普通话“亲吻”义，古代汉语另有其词。

《说文·欠部》：“?，心有所恶若吐也。从欠，乌声。一曰?，口相就也。”②段注：“谓口与口相就

也。”《欠部》：“闔欠，?闔欠也。从欠，闔声。豶，俗闔欠，从口从就。”豶、闔欠异体，“豶”从口从就，表示“口与

口相就”，即亲吻。大徐才六切，与沧山话“豶”读［ｔ‘ｉｕ５５］音近。《原本玉篇残卷》：“?，屋徒反。……
《说文》又曰：二口相就也。今亦为呜字，在《口部》。”③据此，“?闔欠”又作“?豶”、“呜闔欠”或“呜豶”，彼

此为异形词。竺法护译《生经》卷第二《佛说舅甥经》（Ｔ０３／００７８ｃ）：“女即怀妊，十月生男，男大端正。
使乳母抱行，周遍国中。有人见与，有呜豶者，便缚送来。抱儿终日。无呜豶者。”［３］太田辰夫、江蓝生

《＜生经·舅甥经＞词语札记》“呜豶 呜”条据该语料指出：“‘呜豶’为同义复词，犹今语亲吻。《广韵》
入声屋韵：‘豶，呜豶，口相就也。’玄应《音义》‘呜豶’条引《声类》云：‘豶，亦呜也。’（大正藏５４．６７４ｃ）
此词后世文献中又作‘呜咂’、‘呜嘬’，如《董西厢》五折《洞仙歌》曲：‘拍惜了一顿，呜咂了多时。’又

《梁州三台》曲：‘恣恣地，觑了可喜冤家，忍不得恣情呜嘬。’‘呜’字单用，义与‘呜豶’同。”［４］８５从太田、

江先生的举证分析可知，表示亲吻义，除了?闔欠、?豶、呜闔欠、呜豶，金元时期还有呜咂、呜嘬。“呜”可单

用，但是，《说文》“?”单用训“心有所恶若吐”，“?闔欠”连用训“口相就”，用法不同，词义相差甚远。

“呜（?）”单用是文字、词义演变的结果，与许君时代“?”单用的情况已有很大变化，我们推测，“豶

（闔欠）”在古代也是可以单用的，如现代个别方言（沧山话）里的用法。

失译《杂譬喻经》卷下（Ｔ０４／０５０８ｃ）：“儿前母闻生子如是，偶往看见爱之，即抱鸣豶，开口求食。”［３］

这说明，“鸣豶”本来不一定是“口与口相就”，也可能是用口亲，也就是单方面的行为。闽语中，“豶”亦

单用，有“嚼；哺”（崇安话）和“恶心要吐”（１９２２年，《福建新通志》）两个义项。［１］７０６０用法和沧山话相同，
但词义有别。

棘　针、刺等锐物扎或刺，沧山话叫 ［ｔｉ５５］。如：
（１）这种树有刺，～人得很。
（２）我的脚被刺～哒一下。
（３）背上被虫咬哒一下，像针～得疼。
（４）滚子（轮胎）都（被）钉子～破（穿、坏）哒。

锐物刺物扎人是自古皆有的习见之事，所以，“～”当属常用词，其本字当作“棘”。
《方言》卷三：“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鲜之间谓之罳，或谓之壮，自关而东或谓之梗，或谓之刿，自关而

西谓之刺，江湘之间谓之棘。”华学诚《汇证》：“《尔雅·释草》：‘罳，刺。’郭璞《注》：‘草刺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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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所引佛经文献据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ＣＢＥＴＡ）《大正新大藏经》（２００７），“Ｔ”代表《大正新大藏经》，“／”前后数字分别
代表文献所在册数和页码，ａ、ｂ、ｃ分别代表上、中、下栏。

顾野王《原本玉篇残卷》第７１、２７３页“?”下引《说文》“又曰”作“二口相就也”。
“呜字”，罗本作“乌字”，此据“在《口部》”及黎本作“呜”，见《原本玉篇残卷》第７１、２７３页。



第１８卷 徐前师：常德沧山话古语词选释

《楚辞·九章》曰：‘曾枝剡棘。圆果博兮。’王逸《注》：‘剡，利也。棘，橘枝，刺若棘也。’是棘为刺

也。”［５］２０２、２０４《方言》卷二：“私，策，小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郊梁益之间，凡物小者谓之私；……燕之

北鄙朝鲜洌水之间谓之策。”钱绎《笺疏》：“是‘策’之言?也。……是凡言‘?’者，皆锐小之义也。草

木初生而锐，其状如针，皆能刺人，即有小义。”《说文·?部》：“?，木芒也。……读若刺。”段注：“芒

者，草端也。引伸为凡鬔锐之称。……?，今字作刺。刺行而?废矣。”《说文·?部》：“棘，小枣丛生

者。”段注：“……棘庳于枣而?尤多。故从并?会意。”棘，大徐己力切，与沧山话音［ｔｉ５５］吻合。《诗·
魏风·园有桃》：“园有棘。”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方言》：‘凡草木刺人，江湘之间谓之棘。’盖古人

专以棘为枣，木赤心而外有刺，其刺人之草木为棘，又旁推后起之义也。”可见，表示“刺人之草木”和“草

木刺人”义的“棘”是个很古的词。

“草木刺人”之“棘”为动词，“刺人之草木”之“棘”为名词，古汉语中，名动兼类现象很普遍，如

“梳”、“锄”之类。但沧山话中，“草木刺人”（不限于草木）为“棘”，“刺人之草木”为“刺”，用法分工明

确。文献中往往“荆棘”连用或“棘刺”连用，《淮南子·修务训》：“跋涉山川，冒蒙荆棘。”西晋法立共法

炬译《大楼炭经》卷第二（Ｔ０１／０２８３ａ）：“无有棘刺，无有毒兽虫蚁。”［３］而文献中“棘”单用一般作名词，
《史记·匈奴列传》曰：“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裤皆裂敝。”《抱朴子·仙药卷》：“老公反成童子，

五年不阙，可役使鬼神，入火不烧，入水不濡，践棘而不伤肤。”

《汉语方言大词典》“棘”第二个义项：西南官话。云南昭通。姜亮夫《昭通方言疏证·释词》：“今

昭人谓草木刺伤曰～着。”［１］５９０２可见，“棘”之古义不限于“江湘之间”。普通话中，“棘”一般作复音词语
素，如“棘手”、“荆棘”等，沧山话、昭通方言中的“棘”保留着古方言的词义和用法。

下饭　在家里用酒食祭先人，沧山话叫“下饭”。清明、“七月半”或某个特殊日子，要纪念先人，
把特意做好的菜肴摆上桌，按照所祭先人的位数，分别酌上酒，摆上筷子，有时还点上灯，静候一会儿，以

示等候先人“饮”酒；把酒撤下，又按位数分别盛上饭，把筷子放在盛了饭的碗上，再静候一会儿，等先人

“吃”完后，撤下，下饭结束。如没有酒，就只用菜肴、饭等食物下饭。如：

（１）今朝晚上弄几个好菜，给爷爷、奶奶～。
（２）昨天是清明，你们～哒没有？

“下饭”过程还有一些有趣的细节或讲究。比如，酒和饭都不要盛满，只象征性地盛一点即可；先人

在“喝酒”、“吃饭”时，生人站在席旁，说“请某某保佑”之类的话；用于下饭的酒和饭，生人不宜直接端

起饮食，而要倒回去了重新斟上、盛上了才食用。据说，如果喝了下饭用的酒、吃了下饭用的饭，记性会

不好！大人往往会这样告戒小孩。

“下饭”是古语词，也是常用词。清人张慎仪，当代学者龙潜庵、顾之川、石汝杰、宫田一郎、周志峰、

纪国泰、汪维辉等先生都对“下饭”进行过讨论，汪先生的研究尤为深入，其《“下饭”古今谈》［６］２５７－２６２的

主要内容和观点有：（１）“下饭”最初是一个动宾词组，意为“把饭送下去”，所见早期用例在宋代（范公
翶《过庭录》）。（２）“下饭”引申为形容词，意为“能把饭送下去”，当名词用、意为“菜肴”的“下饭”见于
宋人张端义《贵耳集》、周密《武林旧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等文献，宋以后，如元杂剧、元明清诸代

小说有不少用例。（３）据《齐民要术》有“下酒”、“过饭”推测，“下饭”连用可能早在宋以前，“下饭”又
作“嗄饭”，曾经是通行南北的“通语词”。（４）当“菜肴”讲的“下饭”一词，在１９世纪末还见于某些北方
话，到２０世纪，该词在这些地区最后消亡。（５）当名词讲的“下饭”今天通行地域主要是宁波市和舟山
市以及萧山、上虞、新昌等地，《浙江吴语分区》将“小菜”义的“下饭”作为吴语明州片的词汇特点之

一。［７］５５－５７①可以看出，汪先生全面考察了“下饭”的成词、词义、用法、历时演变和地域分布等问题。曾

述忠《明清小说疑难俗字考二则》说：“伯３０２５《大般涅盘经音义》：‘香饣弁：下饭。’……《原本玉篇残卷·
食部》：……《字书》：‘

)

也。’野王案：今并为饭字也。”［８］５７１这条材料支持汪先生关于“下饭”连用可能

早在宋以前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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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文主要内容已收入汪维辉．汉语词汇史新探［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这里对其内容的概括参考了汪先生的两种著
述。石汝杰、宫田一郎把“下饭（嗄饭）”看成吴语词，汪维辉先生认为“不妥”。见汪维辉．汉语词汇史新探［Ｍ］．５７，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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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山话里，“下饭”只表示用酒食祭先人。龙潜庵《宋元语言词典》“下饭”条：（一）以菜肴佐饭。

（二）佐饭的菜肴。［９］４９《现代汉语词典》：“下饭，（就着菜把主食吃下去。（适宜于和饭一起吃：这个菜下

酒不下饭。”《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１）有“下饭”、“下饭菜”等词条，扬州、苏州、上海、宁波，太原、绩
溪、武汉、徐州、黎川、贵阳、长沙等地都有“下饭”一词，表示“剌激食欲，容易使主食吃下去”和“就着菜

吃饭”。［１０］４２３张慎仪《蜀方言》：“以菜侑食曰下饭。”注云：“《过庭录》：王子野罗列珍品，谓水生曰：‘何

物可下饭乎？’生曰：‘唯饥可下饭耳。’”纪国泰《疏》曰：“……食欲增进，则‘饭’易‘下’其胃，故言‘下

饭’。……‘以菜侑食曰下饭’为通语，非蜀方言。”［１１］２３８①就目前所见文献和方言资料，只有沧山话中的

“下饭”表示“在家里用酒食祭先人”义。

与上文“适宜于和饭一起吃”等义相当的意思，沧山话叫做“搭饭”。如：

（３）这个菜不搭饭。
（４）今朝没得味口，炒两个搭饭的菜吧。

宋元以下文献中“下饭”的用例较多（如汪先生文章所举），这里举几个元代以后的用例：

《老乞大谚解》（上）：“你疾快做着五个人的饭着。你吃甚么饭。我五个人。打着三斤面的饼着。

我自买下饭去。你买下饭去时。”

高明《蔡伯喈琵琶记》第十九出：“你看他前日自吃饭时节，百般躲我，敢背地里自买些下饭受用

分晓。”

施惠《幽闺记》第二十二出《招商谐偶》：“（生）酒保，你家有甚么好酒？（丑）有好酒。（生）有甚么

好下饭？（丑）有好下饭。（生）只把好的拿来，吃了算帐。”

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一：“赛儿自来陪侍，董天然、王小玉两个来摆列果子下饭，一面烫酒

出来。”同卷：“我们且把厨里见成下饭，切些去吃酒罢。”

据语境，这些例句中的“下饭”主要表示“菜肴”，都指生人享用，与祭祀无涉，沧山话中的“下饭”与

此全然不同。

古语存于方言［１２］。类似上述所举的词语，沧山话中还有不少。这些保留着古代词义、用法或演变出新
义、新用法的方言词语，能够补充文本文献所不具备的信息和内容，通过历时和共时的比较考察，能够清晰地

展现出一系列词语的古今演变和空间分布情况，对汉语词汇史研究来说，我们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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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饭’易‘下’其胃”之说当否，存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