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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準備從詞 匯、語法、語音三個 方面試 論 《醒 世姻縁傳》的語 言 。 限 于水甼和 篇幅 ， 毎個方

面只談
一

個 側面或幾個 點 ， 並 非做全面的論 述 。 具體來読 ， 談下面 四個 問題 ：

　　
一

、《醒世 姻縁傳》語 言研 究的意義

　　二、《醒世姻縁傳》里的這些詞 語是 山東 方言鳴 ？
一 考察董遒章 《元明清 白話著 作中 山東方

言例釋》收的五 十個詞 條

　　三 、 《醒世姻縁傳》語法方 面的幾個特點 ：

　　　　 
“
這f門

”
；

　　　　  語氣詞
“
哩

”
；

　　　　 
“

甚 麼是
”
句型 。

　　四、從書中的借字 看 《醒世姻 縁傳》 的方吾特點。

、《醒世 姻縁傳》語言研 究的意義

　　《醒世姻縁傳》是十七世紀 中國一位化名
‘
西 周生

”
的 山東籍作家撰寫 的 白話長篇小読。全書

一
百 回 ， 近 百 萬言 ， 詳 細描 寫了

一
個 寃寃相 報 、 兩 世姻縁 的故事 。 故事以 山東爲 主 要舞臺 ， 廣泛

反 映 了明 末 地方 城郷 的官場 生 活、肚 會人情和家庭矛盾，生 動刻 畫了當時 中下層肚 會的士 學農工

商及撥婦、娼妓 等各色 人物 形象 。有 人説，《醒世姻縁傳》是 中國
“
五名 内的

一
部大小説

”
，

“
而且

是一部最豐富又最詳細 的文 化史料。
”

作者 駕馭語 言的能力非常高超 ， 並有意識 地渣染地 方色彩 ，

“
從悍婦寫到懦夫 ， 從官府寫到胥吏， 從窯姐 寫到 塾老師 ， 從權閣寫到 青皮 ， 從善女 人寫到 妖姫 ，

不但神情語氣是 各合各的身扮 （忠實的寫生 ），他 有本領使我們 辨別得 出各人的脚歩與咳嗽，各 人

身上的氣味
”

（徐 志摩 ： 《〈醒世姻 縁傳 〉 序 》，黄蕭秋校 注 《醒 世姻縁傳 》附録 一
， 上海古籍 出版

瓧，1981年）。書中文 字、尤其是 人物 對話部分 多用方言 ， 保 存了當時當地大量的 口 語語匯、語法

格 式和 語音現 象 。 它上 承 《金瓶 梅》， 下啓 《紅 樓夢》，不愧爲研 究近世 漢語 的寶貴的語言材料。

　　研 究者
一

致認爲，該書 寫于 明末清初，但究竟 是明末還是清初，則 意見不 同。與此相 關聯 ，

作 者到底是誰，有各種 看法。書 中的語言究竟是 山東的鄂個地區 的方 言 ， 成 爲討 論的根據和 焦點。

＊ 中国語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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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閻 紅 生

　　1931年 12月 ， 胡逋撰 寫 了 洋洋三 萬言 的 《〈醒 世 姻縁傳〉 考證 》（見 《胡 遒 古典文 學研 究論

集》， 上 海古籍出版肚 ， 頁 988− 1049， 1988年），主張作者是寫 《聊 齋志 異》的蒲松齡 （蒲爲清初

山東滔博人）。他的研 究手法之
一

是 ，從 《醒》書和蒲松齡 的 白話著作 《聊 齋俚 曲》里 找 出了十 四

個共 同使用 的
“
特別的土 語

”

，作爲二 者 出 自同
一

作者之手的
“

文字學上的證 據
”
。然而其 中的

“
流

水
”

（＝ 立刻 、馬上）和
“

魔駝
”

（＝ 磨膾）早見于 元 曲或南方作家編纂 的 《三 言 》， 並非 山東滔 博特

別的土 語 。 胡適 本爲考證大家 ， 但 他 對 《醒 世姻縁傳》的考 證却 不鰺 嚴謹，因而幾十 年來 ， 對他

的
“
蒲松齢説

”
提 出質疑 的學者 很 多。

　　 1991年 中州 古籍 出版 瓧 出版 了張 清吉所著的 《醒 世 姻縁傳新考》。 這是 關于 《醒 》書的 第一部

專著。《新考》認 爲 《醒 》書作者乃明末清初 的山東諸城人 丁耀亢 。 張 清吉爲鄰近山東省東部的江

蘇邵縣 人，又曾三 赴 山東 實地 考察方 言，緝訪得
一

百
一

十幾個 諸城
“
土 白

”

。他 説 ：
“
山東土 白也

有複雜性，膠 東、滔博 、濟南、諸城 等地 的方 言土 語就有顯著的差別
”

，

“

打開《醒世 姻縁傳》，這

些衆 多的魯東 （諸城）土 白撲面 而來 ， 且充斥整 部小説
”

， 《醒 世 姻縁傳》的語言 ，

“

説到底 ， 實爲地

地 道 道 的魯東 （諸城 ）話 。 因此 説 ， 《醒世姻 縁傳 》
‘
的作者非 丁耀 亢莫屬 。

”

　　 1993年齊魯書肚出版 了徐復嶺著 的 《醒世姻縁傳作者和語言考論》。徐 係 山東荷澤人 ，

“
後來

又在 充 （充州 ）、曲 （曲阜）
一

帶學 習 、
工 作 、 生活 逹三 十 年之 久 ， 對魯南和魯西南話 比較熟 悉

”
。徐

書對張清吉的 《新考 》主張 爲地 地道 道 的諸城 土語 的一
百

一
十 幾個 詞 語進 行 了

一番細致 的分 析 ，

認 爲 其中有入 十
一

個
“
並 不爲諸城

一
地 所獨有，不能算 諸城

一
地 的土 音俚語 。

”

徐復嶺 男外
“
從書

中選 取最 土
’
、最能體現方 言特色的詞語

一
百入 十條

”
等進行 了 調査，其結論是，《醒》書 的基礎

方言是魯南話 ， 作者是 明 末清初的山東曲阜人 賈鳧西 。

　　闡釋 《醒世 姻縁傳》詞語最詳的，當推上海古籍 出版肚 1981年 出版 的 《醒》書中的黄 蕭秋的

注釋和 山東教 育出版肚 1985年 出版的董遒章著 的《元明 清 自話著作 中山東方言例 釋》。據説 ， 黄很

熟悉 魯東方言。他 的注釋 具有拓荒性 質，簒路 藍縷 ， 功不可沒 ， 但 疏漏錯誤也不少。《中國語文 》

1988年第 4期 刊登 的隋 文 昭 《〈醒 世 姻縁 傳〉 詞 語注釋商權》和 劉凱 鳴 《〈醒世 姻縁傳〉 詞 語注 釋

匡議》，多所指摘。上逋徐復嶺的 《考論》認爲 除了隋、劉二 文指出的之外，黄 注還有錯誤近五 十

處 。山東大學教 授袁世碩 （山東褒州 人）説 ， 徐
“
所掲 出的失誤、所做 的辨正 、絶大部分是正 確的。

這並 非是 原 注 釋 、點校者的學力不 足 ， 而是 由于對此 書的方言不甚 熟悉。
”
（見徐復嶺 ：《醒 世 姻縁

傳作者和 語言考 論 ・序》，前掲）

　　董遘章著的 《元 明 清 白話著作 中山東 方言例 釋》在上述幾部書 中影響 最大 。書中相當部分的

詞條 引 《醒世姻縁傳》的句子爲證。董是 山東壽光 人 ， 熟悉魯東方言 ； 徐復嶺 的 《考論》 對董書

也 多有批駁 。其 中不乏眞知灼見 ， 但 也有明顯站 不往脚 的地 方 。 如 《醒》書中有
“

我相那 人不是

個 良オ ， 挫 着個 捕 子 ， 兩個賊 眼 斬 （斬 ＝ 貶 ）呀斬 的
”

。 董 注
“
挫 着個擶 子

”

爲
“
矮 個 頭 ；短 身

子
”

，本 沒有錯誤， （只是這並 非 山東特有 的方 言土 語，北 京 人也有 這種 説法，這在後 文 還要提

到）， 徐書硬 説是
“
頂着 或託着一個把子 頭

”

之意 ， 殊難理 解 。

　　總之 ， 《醒 世姻縁 傳》的研 究者們 ， 相對來 説都比較 熟悉山東某
一地區的方言。然而 仁者見

仁、智者見智，這給我們
一

個 很突出的印象，就是要 詮釋 《醒》書中的難解詞 語，剣 斷其到底是

不是方言，如果是方言詞語的話，究竟屬于何地 的方 言，必須進行廣 泛的方言調査和愼密 的歴 史

文 獻査證 ； 也就是説要進 行横的比較 和縱 的考 察。絶不能僅僅因爲 山東某 地現在使用 這個詞 語 ，

就 輕易斷定這個 詞 語是該地 獨有的方言土 語 ， 並 進而 断定從三 百年前 《醒 世 姻 縁傳》成 書的時代

起，這個 詞語就
一

直是 山東某地 的土 白俚 語。至于望文生義 ， 僅憑個 人的語感 對難解詞語妄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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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論 《醒 世 姻 縁 傳》語 言 的幾 個 問 題 3

釋 ， 或只 因大家公 認 《醒 》書是 山東 人所做、就把 自己解釋 不 了的詞 全部歸 入山東舊 時的特 存方

言 了事 ， 這種 不 負責任 的態度當然更是 不可 取的 。

　　與 《醒世姻縁傳》的研究有 關，當今語言學界 ， 還有
一

個 更加 引人注 目的課題 ： 中國文學史

上最 著名的 白話小 説之
一

《金瓶 梅》的作者究竟是誰 ， 小読 的基礎 方言到底是不是 山東話。不論

在 中國還 是在 日本漢學 界 ， 專家學者們都正 就這個 問題 展開激烈的爭論。因 《醒世姻縁傳》和 《金

瓶梅》同屬世 情小説，且 《醒 》書成書年代與 《金瓶梅 》相 比 ，至 多不過 晩 了百 年，所 以不少學

者採 取二 者對照 的研究方法，用 《醒世姻縁傳》的詞語來印證 《金瓶梅》的詞語。比如劉 鈞傑在

《中國語文 》 1986年第 3 期發表文 章、反 駁 張 惠英在 同雜誌 1985年第 4期 的文 章中認 爲 《金瓶 梅》

使用 的不是 山東 話的觀 點 時 ， 舉 了兩組例 子 ， 読
“
第二 組例 子 出于 《蒲松齡 集》和 《醒 世 姻縁

傳》。

一
般認 爲這 兩部書反 映 了十 七世 紀的 山東話，張文 析 爲不是 山東話的一部分 詞語，正 好 這兩

部書 里 也有。
”

由此可見，對 《醒世姻縁傳》中山東方 言詞 語的界定，不僅 關係到探討 《醒》書的

作者 和成書年代 ， 而且 關係到能否 對 《金瓶 梅》的研 究提供 可 靠的有力 的旁證 ， 所 以 必 須 愼 而又

愼。

二 、《醒世 姻 縁傳 》里 的這些 詞語是 山東方言 瑪 ？

　　　 考察董蓮 章 《元 明清 白話著作中山東方言例釋 》收的五 十個 詞條

　　前面講到 ， 董遒章 《元 明清 白話著作 中山東方言例釋 》一書影 響很大，然而該書選取詞條不

鮗嚴謹 。比如下 面 列舉的這 五 十個 詞 語 ， 雖 然 董書都 引 《醒世 姻縁 傳》的用例爲證 ， 但這 些詞 語

或者 又 見于元 曲 ， 或者 又見于老北 京話 ， 或者又 見于 南方作 家的文 學作 品 ， 所 以筆 者認 爲 ， 這 五

十個 詞語很可能不是 山東方 言土 語。

　　以 元 曲來 諡 ， 衆所 周知 ， 元 曲的誕 生與 繁榮是 以元 大都 、
皀卩今 天 的北京爲 中心 的。著名的元

曲作家如關漢卿、王實甫、馬致 遠、白樸等 ， 不是土 生 土長 的大都 人 ， 就是 長期在 大都進 行他們

藝術創作 活動。読元 曲的語言是今天 的北京話的
一

個源頭，這 恐怕不會有問題 。在 元 曲劇 作家 中

也有 山東人，但比例不大。現存于 《元 曲選》和 《元 曲選外編》 的元曲共
一

百 六 十二 種 ，其 中有

史可 考 、有籍可 査的 山東籍劇作家的作品只 有十六 種 。下 文 列舉 的元 曲 ， 並不 包括 這 些 山東籍劇

作家 的作 品 。 《醒世 姻縁傳》 時代 的山東話與 元 曲的語言有 無承 繼關係 ， 這
一

點大可懐疑 。

　　自元曲的語 言至 解放前的老北京話，其間經暦 了相當複雜 的發展過程 。 我們説 元大都 的語言

是今 天 的北京話的
一

個源 頭 ， 並不是 説 北京話沒有吸 收其他地 區的 方言。元 明 之交 ， 蒙古人 北退 ，

明政 府曾 多次施行大量移民 的政 策來 充實北京。但其 中以 山西 入、江 准人爲最 多。清朝建 立 ， 八

旗入 京，北京人 口 又 是
一

次大規模 的遷 移 。 所謂 老北京話，實際上 是 與 北京旗人的語 言分 不 開的 。

《紅樓夢》、《兄女英雄傳》等早期典 型的北 京話 的代表著作，無不 出于滿清旗人 的手筆 。 滿族起 自

東北 ， 入 關以前 巳經通用漢語。今 天 的北 京話和周 圍的河北方言相差很大 ， 但與東北話却相 當接

近 ， 這 絶非偶然 。如果 説 老北京話受安徽 方言 、 山西 方言 、 東北 方 言的影響 ， 可以理 解 ， 但 要 指

稱某些北 京土 語來 自三 百 年前的山 東方言 ， 那 必須 提 出可 靠的證 據 ， 否則難以 服 人 。

　　至 于 明清時期 出身南方的作家所 寫的文學作 品，如江 蘇蘇州人馮夢龍的《三 言》、浙 江湖州 人
　 　 　 　 　 　 　 　 　 　 　 　 　 　 　 　 　 　 　 　 　 　 　 　 　 　 　 　 　 　 　 　 　 　 　 　 　 　 　 　 　 　 t

凌濛初 的 仁 拍》、江 蘇淮安人 呉承恩 的 《西遊記》、安徽全椒 人 呉敬梓 的 《儒林外 史》、江蘇 江陰

人夏敬渠的 《野 叟曝言》、江蘇 武 進 人 李寶嘉 的 《官場現 形 記》等， 読 其帶有南方方言 色彩 ， 是 順

理 成 章的 ， 若説他們使用 了山東獨有的方 言詞 語 ， 當然也 必須提 出充足 的證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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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閻 紅生

　　董遒章在 《元 明清 白話著 作中 山東 方言例釋》的 《前言》中解釋 説 ：

“
儘 管這類 詞也 出現在別

省作者 的著作中， 但 是考慮到他們在 今 天依 然爲 山 東人 民廣泛地 應 用 着，而且 在 普通話 中又 沒 有 ；

同時還 出現 在 山東 人所 寫的作品 中和作者 雖然不是 山東 人却 寫了山東故事的作品 中， 基于這
一

點 ，

還是把 它們歸 入 山東方言詞 。

”
董的解釋 既不嚴密 ， 又 不科學。首先 ， 何謂 方言詞 語 ？乃 某一地區

獨 有、其他地 區皆無的詞語 是 也 （數地 皆有 ， 但 同名而義異的詞語也 有可能是方言詞語）。 某
一

詞

語
“

在今天 依 然爲 山東人 民廣泛地 應用 着
”

， 但是 又
“

出現在 別省作者 的著作 中
”

，若能證 明這 種

情況只是他省作者偶 然的借 用，那易當別論 若這
一

詞語在別的地區也被廣泛地應 用着，那怎麼

能説 它是 山東 方言詞昵 ？至于
“
作者 雖 然不是 山 東人却 寫了 山東故事

”
， 連這 樣的作品 的語言也都

算是 山東 方言 的話 ， 那 麼 《金瓶 梅》的故事舞臺是 山東 ， 其基礎 方言問題早就不必討論 了 。 再有 ，

幾百 年來 ， 方言的分布
一

定會發生 變化 ， 董書主要根據今天 的山東話來 進行 剣斷、決定 取捨，那

很難免失 誤。此外 ， 據 筆者 不完全 的統 計， 董書中還 有
一些以 《醒 世姻縁傳》的用 例爲證 的詞 條 ，

被 《現代 漢語詞典 》（以下簡稱 爲 《現漢》）收録 ， 而且並沒有標 出是方言 ， 可 見它們早 已屬于 普 逋

話 了。例如 ：

　　　　趁早 （兒）

　　　　大模 大樣

　　　　敦敦實實（《現 漢》爲
“
敦 實

”
）

　　　　 耳性

　　　　飯食

　　　　二 房

　　　　光棍 （《現 漢》爲
“
光棍 兒

”

）

　　　　換親

　　　　鷄 力古碌 （象聲詞 ， 《現漢》爲
“

磯里 ロ古噌
”
）

　　　　 夾襖

　　　　賤 骨頭

　　　　 落色

　　　　鋪襯

　　　　爽爽利利 （《現 漢》爲
“
爽利

”
）

　　　　 陽溝

　　　　雜種

等等 。 董 書説其所 收詞條都
“
不見于普逋話

”

， 不符合事實 。 不過 ， 董書是第
一

部收集和詮釋 山東

方 言的詞 典，爲 山東方言研 究和近世語研究槇補 了
一

個空 白 ， 有些疏漏 在所難免。筆者並 不打

算在這 里 全面評價這部 詞典 ， 筆者 想強調的是 ： 第一
， 對如何 判斷一個 詞語是不是 方言詞語 ， 應

該有正 確 的認 識和 方法 ， 不能因爲 《醒 世 姻縁 傳》有濃 厚的方言 色彩 ， 就 不加分 析地 把 書中的難

解之 詞 、 土 話俗 語都輕易地 歸入 山東方言 ；第二 ， 對 《醒世姻 縁傳 》的 山東方言問題 ， 要有全面

的科學 的認 識 。 有 人読 ， 這部百萬字的 白話小説
“
是一部全用 山東話來寫就的

”
（汪乃 剛 ：《〈醒 世

姻縁傳〉 校讀後記》， 亞 東書局 ， 1932年）， 這 種 看法 ， 完全 站 不佳 脚 、

　　下 面 ， 考察董遒章 《元 明清 白話著作中山東方言例釋》收 入 的 《醒 世 姻縁 傳》的五 十個 詞 語 ：

［擺劃コ董注 ：

“
籌劃 ；安排 。例 ： 黒夜 可憑着イ尓擺劃 （《醒 》四五 回）

”

72

N 工工
一Eleotronlo 　Llbrary 　



Hokuriku University

NII-Electronic Library Service

Hokurlku 　Unlverslty

試論 《醒世姻縁傳》語言的幾個 問題 5

　　　元 曲 《西 廂記．四之
一

》；
“

憂愁 因 間隔 ， 相 思無擺劃
”

［牛星 兒］董注 ：
“
牛點 兒。例 ： 読起來，合老計的夢牛星兒不差 （《醒》九 回）

”

　　　元 曲 《鴛鴦被．二 》：

“
休在 我跟 前 ， 無那半 星 兒實話

”

［悖晦］董注 ：

“
胡塗 。 例 二 這不是悖 晦 P 祢見不動彈 ， 那 老 婆就知道 明水 有個 狄大 官人待嫖哩 ？

　　 　（《醒》 四〇回）
”

　　　元 曲 《合 同文字．四》1
“
他是個 老人 家， 多背悔 ， 大人須有オ智

”

　　　元 曲 《凍蘇秦．二 》：
“

俺 参娘他 須是個 老背悔
”

［不 中］董 注 ：
“
不行 ；不好。例 ： 内中還 有幾位 説出不 中賠 的話來（《醒 》三

一
回）

”

　　　元 曲 《還牢末．一》：

“
他 雖不 中 ， f尓也不是個善 的

”

［雌搭］ （雌答）董 注 ：

“
申斥 ；斥責 。 搭、答 ， 詞 尾 。 例 ： 狄大爺読 ：

‘

黒 了 ， f尓家去罷。珎當不 的

　　　人呀 ？
’
雌搭了

一
頓 （《醒》七 四回）

”

　　　金受 申 《北京話語匯》（修 訂本》：
“
眦碍 （Clde）：嚴加責備或批評。例如 ：イ尓這麼淘氣 ， 快 挨

　　　眦囀了 。

”

［差池 ］董注 ：
“

差錯 、 例 ： f尓要有些差池 ，我只好 胞到 胞到 イ尓頭 里 罷 了 （《醒 》二 回）
”

　　 　《官場 現形記．三 三 》：

“
設有 差池，這筆 款子誰來歸還 P

”

［抄手］董注 ：
“

袖手。例 ： 素姐兩手潼爛 ， 左 手祉不得繿繩 ， 右 手拿不得鞭 子 ， 抄了手 ， 就如騎

　　　木驢 的
一般 （《醒 》八 九 回）

”

　　　元 曲 《哭存孝 ．二 》
“
我 這里便施禮數罷卒 身，抄着手兒前進

”

（《戲 曲詞語匯釋》注
“
抄手

”

　　　爲
“
擺手、袖手

”
。）

［出尖］董注 ：
“

出頭 。例 ：這 是 兩個 出尖 的光棍 ， 其外也還 有幾個 膿 包 （《醒 》二 〇 回〉
”
《醒 世 恒

　　　言．
一

》
“
此 時李 婆 已死 ，官私做媒，又推張 婆出尖 了。 （《小説詞語匯釋》注

“
出尖

”

爲
“
出

　　 　頭
”
。）

［挫着個禰 （bazi）子 ］董注 ：

“
矮個頭 ； 短 身子 。例 ： 我相 那 人 不是個 良オ ， 挫着個捕 子 （《醒 》入 四

　　　回）
”

　　 　陳剛 《北京方言詞典 》：
“
cu6baz 挫肥 子 ： 〈諷〉 矮人。

”

［發落］董注 ：

“
述説別人 的短處。例 ： 素姐這高聲發落 ， 雖 是隔着一個院落 ， 狄老 婆子 句句 聽得

　　　甚 眞（《醒》五 二 回）
”

　　　《官場現 形記．五 》
“
藩臺正 想當着衆人，發 落他兄 弟兩 句，好光 光 自己的臉，

”

［富態］董注 ：

“
有 幅氣的樣 子 。 例 ： 沒 的是和尚 P 有這麼 白淨 ， 這麼 富態 P （《醒》入 回）

”

　　　金受 申 《北京話 語匯》 （修訂本》：

“
富態 ： 體胖 的婉辭 。 例如 ： f尓近來 身體 可 比以前 富態

　　　了 。 富 態
’
也 可以寫作富 胎

’
． 《紅樓夢》： 怪不得他們拿姐姐 比楊 妃 ， 原也富胎些 。

‘
態 、

‘
胎

’

　　 者B念 輕聲 。

”

［好生］董注 ：

“
很好地，好好 兄地。例 ： 卩自可好生過 日子 ， 祢也不是 我的漢 子 ， 祢就是 我的親 哥

　　　兒弟兄 ！（《醒 》七 四 回）
”

　　　元 曲 《單刀 會．四》
“
好生 的途 我到船上者，我和 f尓慢慢 的相 別。

”

　　　元 曲 《伊尹 耕華．
一

》
“
王留、件哥，好好 的抱到 家中，便 尋覓妨母 ， 好生將 養着 。

”

［合氣］董注 ：
“
斗氣 ， 傴 氣。例 ： 況且又 是休的弟婦 ， 不是別 人 ， f尓大他小 ， 千 萬不要合他 合氣 （《醒 》

　　　四 四 回）
”

　　　元 曲 《瀟 湘 雨 ．四》
“

怎麼我這 眼 連 跳又跳 的 ， 想 是 夫 人 又來合 氣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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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閻 紅生

［胡 姑姑 假姨姨］董注 ：
“

指 胡亂認 上 的親戚 。例 ： 唐氏 道 ：岶 兩個 合李成名 熄婦認 義姉妹了 。

’

小

　　 鴉兒阨 了
一

聲 ， 説 ：偏 ｛尓這些老 婆們，有這們些胡姑姑假姨 姨的 ！
’
（《醒》十九 回）

　　　元 曲 《貨郎旦 ．
一

》
“
都是些胡姑姑假姨姨 ， 廳 堂上坐。

”
（《戲 曲詞 語 匯釋 》注

“
胡姑姑假姨

　　 姨
”

爲
“
胡 亂認來 的親戚

”
。）

匚胡 鋪搭 ］董 注 ：
“

這 里 指胡言亂語 。 例 ： f尓是個 人 ？慣的個 漢子那嘴就 象扇車似的 ， 象汗鰲似的

　　 胡 鋪搭 。 （《醒》五 九 回）

　　　元 曲 《後庭花．三 》
“
我若 出公 門， 小 民把我胡撲搭。

”
（《戲 曲詞語 匯釋》注

“
胡撲搭

”
爲

“
胡

　 　 　言亂語
”
。）

［家長 里 短］董 注 ：
“

家 常 。 例 ： 到後面見 了参娘 ， 読 了些家常 里短 的話 。 （《醒》十五 回）。

　 　 《西遊記．七 五》
“
他再 問我家長里 短的事

”
。

［攪 裹］（澆裹 ）董注 ：

“
開支 ； 花 費。例 ： 叫我找入 十 兩 銀 子 ，

一
切 攪裹都使不儘 ， 還 有五 兩 銀 子

　　 分 哩 （《醒》六入 回）
”

　　 金受 申 《北 京話語匯》（修訂本）：
“
澆裹 （jiaogUO）二 辧

一
件事 的總費用 e 例如 ：

‘
辧這場晩

　 　 會，得 澆裹二 百塊錢 。
’
澆念 陽卒。裹不兄化。

”

［掲挑］董注 ：

“
掲 發別人 的短處 。 例 ： 寄姐 罵道 ：

』
沒志 氣的淫婦 浪聲 1 我是 f尓麼 1 叫人 這 麼掲 挑

　　 着罵 ， 還蜆 着 × 臉活啄 ！
’
（《醒》入 七 回）

”

。

　　 《西遊記．三 一》
“
救他 救兒唱 ， 不要只 管掲 挑他 了。

”
（《小説詞語 匯釋》注

“
掲挑

”
爲

“
掲

　　　人家的短處 ， 多方挑 剔 。

”
）

［何 石參kechen］董注 ：
“

寒 砺 1。例 ： 叫的好妹妹 ， 親 妹妹 ， 燕語鶯聲，聽 着也 甚嫌珂 確 。（《醒 》

　　　九五 回）
”

。

　　 金受 申 《北京話 語匯》 （修 訂本）：

“
珂 鰺 （kechen）： 不體面。

”

　　　陳剛 《北京方言 詞典》：
“

kechen何 磅 ：   醜 ， 寒鰺 。

……”

［可可］董 注 ：
“

恰 恰 ， 恰巧 。 例 ： 走到
一

家 門首 ，

一
個 婦人拿 了

一
把鐵掀 ， 除了

一
泡孩子的屎 ，

　　 從門里 撩將 出來 ， 不 端不正
， 可可的撩在薛教授只鞋上。 （《醒》二 九 回）

”

　　　元 曲 《灰 闌記．
一

》
“
可可的我妹子正 在 門首 ， 待 我去想 見岶。

”

［剛］董 注 ：
“

同 噺 匚
’

， 用指 甲輕輕地 撓 ， 例 ； 陳公 這 内割 生兒，叫童妨妨拿着
一

片 有理 無情的話，

　　　副着他 的癢癢，就合 那猫 兒叫人萠1腔子的
一

般，呼盧呼盧的 自在，誇不盡童妨妨是個 好人。

　 　 　（《醒》 七一回）
”

　　 《西 遊記．六 六》
“

那 行者……抓 腸鯏腹翩 跟 斗
”

（《小説詞語匯釋 》注
‘
鯏

”
爲

“
掻

”
。 ）

　　　陳剛 《北京方言詞典 》 ：
“
k順蛾匚； 掻 。 異體字 ； 鯏 。

”

［流水］董 注 ：
“
立 刻 ；馬上。例 ： 只聽見郷約放個 屁 ， 他流水就説

‘
好香 ， 好香

’”
（《醒》三 四 回）

”

　　 《警世 通言，二 四》 ：

“
哄 得玉姐 回頭 ， 那忘 八把頭 口 打 了兩鞭 ， 順小 路流水 出城去 了

”

　　 《醒 世 恒言 ．二 七 》：
“

月英 到監 門 口 道 出姓名 ， 那禁子流水 開門，引見玉 英
”

。

［買告］董注 ：
“
買逋 。 例 ：

一
個女 人家有什麼膽氣 ， 小 的到他 門上 澎上幾句 閑話 ， 他怕族人知 道 ，

　　 他 自然給小 的百十兩銀子 ， 買告小的。 （《醒 》四 七回）
”

　　　元 曲 《後庭 花．二 》
“
若是 受了他買告 ， 哨當罪 。

”
（《戲 曲詞 語匯釋 》注

“

買告
“

爲
“
買囑 ，

　　　買逋。
”
1

［猛 割丁］ （猛 哥 丁）董注 ：
“
猛，猛 然。例 ： 計氏望 着那養 娘，稠稠 的 唾沫猛 割 丁向臉 上嗷 了

一

　 　 　ロ 。（《醒》 六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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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 《醒 世姻縁傳》語言的幾個 問題 7

　　　金受 申 《北京話語匯》 （修訂本）
“
猛 帖叮 （m6nggudingde ）： 忽然 而 來的 。

”

　　　陳剛 《北京方言詞典》 ：
“

megguding 猛 帖叮 （猛孤叮〉： 猛 然。
”

［魔 駝］董注 ；

“
磨膾 （時間）。例 ： f尓們休只管魔駝。 （《醒》十九 回）

”

　　　關漢卿 《大徳 歌》
“

想 人生能幾何 ， 十分淡薄隨縁 過 ， 得魔 駝 處且魔駝
”

（《全元散 曲》 168

　　　頁）

　　　張養浩 《梅花酒》
“
想人生能幾何，嘆 日月似 獵梭，得魔 駝處且魔 駝

”
（《全 元散 曲》442頁）

匚抂別］董注 ：

“
不順 從。例 ： 怺以 後順 頭順腦 的 ， 不要担別1 ｛尓凡事都順從 着 ， 別要違悖了他的

　　　意 旨 。 （《醒 》五 八 回）
”

　　　《紅楼 夢．八
一

》
“

個 人有個 人的脾氣 ， 新來乍到 ， 自然要有些担別的。
”

［婆娘 ］董注 ：

“
己婚 的婦 女。例 ： 沒要緊 ， 却領 了一夥 婆娘 ， 男女混雜 的，打什麼 圍 ？ （《醒》三

　　　回〉
”

　　　元 曲 《救風塵．三》
“
那 婆娘家

一
湧性

”
。 （《戲 曲詞語匯釋 》注 ：

“
稱 婦人爲

‘
婆娘 ， 帶些 輕賤

　　　白勺意 ，思。
”
）

　　　《拍案驚奇．十 六》
“

那 婆娘當時就裸起 雙袖
”

［期 程 ］董注 ：
“

時間 。 例 ： 這只 四五 日期程 了，等俺 燒香 回來 。 （《醒 》六 入 回）
”

　　　元曲 《東墻記．楔子》
“
行 了個 月期程，到 了松江府 了。

”

　　　元曲元刊 《遇上皇．二 》
“

不覺 的違 了牛 月期程 ， 眼見的無那 活的 人也。
”

［情］（靖 ， 摯）董注 ：
“

  繼承 。   坐 享 。 例 ： 我只在 f尓手里 情囮囹家事 ， 有人分 我
一

點 ， 只 創 尓

　　　算帳 。 （《醒》七六 回）
”

　　　陳剛 《北京方言詞 典》 ：

“
qing 購 （摯 ， 猜 ）：   白承 受。剔 人 動手 ， 他賭 現成兒。

’”

匚壤壤刮 刮］董 注 ：
“

眇眇壤壤 e 例 ： 打哩他嫌少 不肯去 ， 在外頭曠曝刮 刮 的 。 （《醒 》二 七 回 ）

　　　《古今小説．二 》
“

魯公子聽小 姐縊死，還 道是 作成 的圈套，撚他出門，兀 自在廳 中喫刮 。

”

　　　 （《小説詞語 匯釋》注
“

暖刮 （瘻嘆刮刮）
“
爲

」‘

眇鬧。
”
）

［搨 ］董 注 ：
“

打 （限于用 巴掌打 ）。例 ： 我爲什麼オ搨 了他兩 巴掌來 ？ （《醒》七八回 ）
”

　　　元 曲 《爭報愚．二 》
“
惱 了我 ， 搨f尓那弟子孩兄 。

”
（《戲 曲詞 語 匯釋》注

“
搨

”
爲

“

皀卩批 ， 亦

　　　皀卩世俗所謂 打耳光。
”
〉

匚日向午］董注 ：

“
中午。例 ： 晁大舎行 了七 百 多路 ， 到 了徳州 ， 天 色未及 日向午 ， 只 見從東北上油 油

　　　動發起雲來 ……（《醒 》八 回）
”

　　　元 曲 《生金閣．二 》
“
早辰間放 開倉庫，繭午里 綽掃 了花園，末傍晩 我又 索執 料厨房。

”

［韶刀］ （韶道）董注 ：

“
口勞叨。例 ： 寄姐喝道 ： 韶道呀 1人爲怺抱不 平，惹得 這麼等的，還有什麼

　　　喜處 ， 用 着這麼笑 1 （《醒 》九七 回）
”

　　　徐復嶺注
“

韶道
”

爲
“

胡 塗
”

。

　　　《儒 林外史．五 三 》
“
1尓看儂媽也韶刀 了，難 道四老爺家沒有好 的喫，定要到 國公府里 ，オ喫

　　　着好的 ？

　　　金受 申 《北 京話語 匯》（修訂本 ）：
“

勺 刀 （sh50dao ）： 説話着三不着兩 ， 不 應該 説笑話的場合

　　　而 説 笑話 的意思。如 ： 這 麼嚴 肅 的大會，他會
r
這麼勺勺刀刀 的 。

”

［伸 了腿 ］董注 ：
“
死 了 。 例 ： 弥看 多少人家名 門的大 族的娘子，漢 子方伸 了腿就 走作 了 。 （《醒 》

　　　四三 回）
”

　　　陳 剛 《北京方言詞典》 ：　
‘‘

伸腿 兒 ：
……

  〈謔 〉 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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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滲 滲］董 注 ：

“
很 疹 。 例 ： 我不知 怎麼 ， 只見 了他 ， 身上滲滲的 。 （《醒》四五 回）

”

　　　元 曲 《朱砂 擔．
一

》
“
覺

一
陣滲滲 的身上冷。

”

［實 落］董 注 ；

“
實在。例 ； 衆 人説 ：

‘

狄 賢弟 ， f尓倒把那痛哭的心腸似宗兄 一般 實落説了，解 了衆

　　　人的疑 心便 罷 ；
……’

（《醒 》四
一

回）
”

　　　《醒 世恒 言．二 二 》
“

這班 隨從 的人打扮 出路光景 ， 雖然懸弓佩劍 ， 實落是
一

個也動不得 手的 。

”

　 　　金受 申 《北京話語匯》 （修訂本）：

“
實落 （shiluo ）： 實在的意思。例 如 ： 這小 夥子是個實落

　　　人。又 如 ； 這個 巣子做得 可 眞實落。
”

［熟化］（熟滑）董 注 ：
“

  熟識 。 例 ： 妨妨長 ， 妨妨短，倒象是 整 日守着的也沒有這 樣熟滑 。 （《醒 》

　　　四五 回〉
”

　　　元曲 《漢宮秋．一》
“
恰 オ家輦路 兒熟滑 ， 怎下 的眞個長 門再不踏。

”
（《戲 曲詞語 匯釋》注

“

熟

　　　滑
”

爲
“
熟習 、慣常。

”
）

　　　《警世 逋言，三 十》
“
無移時 ， 酒到痛飮，那女兄所事 熟滑 。

”

（《小 説詞語 匯釋 》注
“
熟滑

”

　 　　爲
‘
熟 習

”
。）

匚死 氣 白頼］ （死 乞 白頼 ）董注 ：

“
糾纏不休 。 例 ： 這 可虧 了他三 個 死 乞 白頼 的拉 住 我 ， 不 叫我打他。

　　　（《醒 》三二 回）
”

　　　金受 申 《北 京話語 匯》 （修訂本）：
“
死乞 白頼 （slqibailie）： 意思是

一
定要 這麼做。例如 1 不

　 　　譲他 去，他 死乞 白頼的要去 。
”

［榻］董注 ；

“
同

‘

溺 。汗水把衣 服 、 被褥浸濕 。 例 ： 穿着汗 榻透 的衫 褌 。 （《醒 》九二 回）
”

　　　陳剛 《北 京方 言詞典》：
“
ta 湖 ： （衣服）濕透 貼在 （身上）。

‘
汗衫 湯的身上 了

’ ‘
蛸在 濕地 方

　 　　兒，不 嫌湯得慌 ？
t

異體字 ； 場
’

等。
”

［嗔 還］董注 ：

“……
  給予。例 ： 把那 數十年積攅的東西 差不 多都 嗔還 了他。 （《醒 》二 七回）

”

　　　陳剛 《北京方言詞 典》 ：
“

tianhuan 填還 ：
……  貝占補。　

c

有倆 錢兒都嗔還他兒子了 。

t　“7

［歪愁］董注 ；
“
不講道理 。例 ：他 尋人寫文 書去，不知什麼爛舌根 的説 哨家里 怎麼歪悠，怎麼利

　　　害， Y頭買到家里 ， 沒等長 大就 要收用 ，
　 Y頭 不依 ， 老婆漢子 齊打 ， 緊緊兒就使縄 子勒殺 ，

　　　勒得 牛 死 不活的 ， 釘在 材里就埋 。 （《醒 》八 四 回）
”

　　　《野叟曝 言．六 九》
“
有這焦家的爛蹄子，偏願我早死，專和我檸着。我知他歪撒性兒．

”
（《小

　　　読詞 語匯釋》注 ；

“‘
歪撤

’
亦作

‘
歪瞥

’
， 倔強 。

”
）

［枉 口 拔舌］董 注 ：
“

罵人造謠生事。例 ： 好 禹大哥 ， 我沒 的因小女沒 了 ， 就枉 口 拔舌的纂他 ！（《醒 》

　　　九 回）
”

　　　金受 申《北京話語 匯》（修 訂本）：
“
妄 口 巴舌 （wangk6ub 訌sh6 ）： 4 白造謠 ，汚 蔑旁人。例 如 ：

　　　f尓諡話不要這麼妄 口 巴舌的。《紅樓夢》： 必定還 要妄 口 巴舌血 淋淋 的起這樣惡 誓麼 P
”

［喜 洽］董注 ：

“
和顏悗色 。 例 ： 好個 活 動的女 人 ， 見了 人 又喜洽 ， 又 謙和 ， 可是

一
位好善的女 人 。

　　　（《醒 》六 四 回）
”

　　　元 曲 《紅梨花．
一

》
“
秀オ毎 從來 我羨他 ， 提起來偏喜洽

”
。

［仰 不踏］ （仰 百叉 ， 仰 拍叉 ）董注 ：
“

仰 面跌倒 。例 ； 寄姐不曾提防 ， 被素姐照 着胸 前一頭拾來 ，

　　　彭了個 仰拍叉 。 （《醒 》九五 回）
”

　　　《儒 林 外史．四
一

》
“
兩個差 人……被他

一
個 四門斗 里，打了

一
個仰入 叉。

”

　　　（《小 読詞語匯釋》 注
“
仰八叉

”
爲

“
仰 面跌倒

”
）

［夜來］董注 ：
“

昨天 。 例 ： 夜來北極 廟上 那個 穿茄 花色的婆娘 ， 情管也 是個 會管教 漢子的魔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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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 》四
一

回）
”

　　　元 曲 《度柳翠．二 》
“
夜來八 月十五 日，1尓不 出來，今 日 八 月十 六 日 ， f尓可 出來 P

”

　　　元曲 《對玉梳．一》
“
此 間有個 歌者顧玉香，我有心與他 做件，夜來見 了那媽 媽，今 日使 着

　　 個梅 香來請 ， 事必 諧矣 。

”

［意意似 似］（疑疑 思思）董注 ：
“
獪 獪豫豫 。 例 ； 濃袋道 ：

‘
好姑娘呀 ！……周相公 再三 的勸着 姑

　　　夫，不肯做 呈子，姑夫也疑 疑思 思的，只是 那書辧催 的緊，姑娘，弥還不快着算 計哩 f （《醒 》

　　　九入 回）
”

　　 《紅 樓夢．六 五 》
“

我曾 回過 大哥的 ，

……正 經揀個 人聘了 Pt巴 他只 意 意思思 的 ， 就 芸 開手

　　　了。1尓叫我有何法 ？
”

［扎無］董注 ：
“

  指頭或髷須 ， 頭發等伸 開 ， 張開。……例 ： 素姐 扎熟兩只爛手，撓着個 筺大 的

　　 頭 ，騎着左鄰 陳實的門大罵。 （《醒 》入 九 回）
”

　　 《紅樓夢 ．六 二》
“
寳玉不知有何話説，扎熬着兩只泥手，笑喀嗜的轉來 間作 什麼 ？

”

　　 金受 申 《北京話語匯》 （修訂本）；
“
扎熟 （zhasha ）； 張着兩手沒地方放 。例如 ： 扎熟兩只 手

　　 幹什麼 昵 ？還 不過來 鸞幇忙 。

”

［窄 鰲鰲］董注 ：
“

很狹窄。含有貶義。例 ： 衙 門窄 鰲鰲的，屁股也吊不轉的，厨 屎 溺 尿的去 處也沒

　　 有 。（《醒》六 回）
”

　　 《儒林外 史．六 》
“

弥難道不知 道家里房 子窄 鰲鰲的 ， 統共只得這一間上房。
”

［着 zhao ］董注 ：
“

放 ： 擱 。 例 ： 那 咎我又 年小 ， 又 不大十分 醜 那 里 着不的我 ？（《醒 》七 四 回）
”

　　　陳剛 《北京方言詞典 》：

“
zhao 着 ：

……
  安放，放置。

’
這 麼 多人，

一
屋着不下 。

’
／ 就

　　 着這 兒咀。
’ ”

［樋 撓］董注 ；
“

這 里 指打架 。 例 ： 晁思オ就樋撓，晁無宴就招架。 （《醒 》二 二 回）
”

　　　元 曲 《金鳳 釵．二 》
“ 一

壁廂寃家祉着，
一

壁廂 惡婦樋撓。 （《戲 曲詞語 匯釋》注
“

樋撓
”

爲

　　 　
“
毆打

”
。）

　　 金受 申 《北京話語匯》（修訂 本）：

“
抓撓 （zhuanao ）： 隨意拿東 西 、打架 、着落、手的亂動等

　　 意思 。

……又如 ： 説着説着他 們倆 人又抓撓起 來了 。

”

〈參考文 獻〉

  《元 明 清 白話著 作中山東方言例釋》董遒章著，山 東教育出版瓧。 1985年 。 該書序言稱 ， 此書

　　是
“

以 山東人治本省方言
”

。

  《元 曲選》，臧晉叔編，中華書局 。1958年 。元曲是 以元代大都 （今北京）爲 中心 廣泛流行 的北

　　 曲。

  　《元 曲選 外編》， 隋樹 森 編 ， 中華書局 。 1959年 。

  　《北京話語匯》，金受 申編，商務 印書館， 1965年、 （老舍在該書序文 中説 ：
“

受 申同志是個 博

　　 聞廣見的北京人。他熟知北京的掌故，
’

三 教九 流
’

廣爲接觸。這就是他 對北京的語 言也 多知

　　多憧 ， 能夥找出來龍去脈的原 因 。

”
）

  　《北京方言詞典》，陳剛編，商務 印書館， 1985年。

  　《小読詞語 匯釋》，陸澹安 編著，上海 古籍 出版肚，1979年。

  　《戲 曲詞 語 匯釋》， 陸澹安編著 ， 上海 古籍 出版 瓧 ， 1981年。

  　《醒 世 恒言 》、《警世 逋 言 》、《古 今小 説》 （又 稱 《喩世 明 言 》）， 馮夢龍 （明末 江 蘇 蘇州 人 ）編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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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有呉語色彩。

  《拍案驚奇》， 凌濛初 （明 末浙江 湖州 人）編著。

  　《西遊 記》， 呉承恩 （明 中葉江 蘇淮安 人）著 ， 以江 准方言爲 基礎 。

  《官場 現形記》， 李寳嘉 （清末江蘇武進人）著 。

  　《儒林 外 史》， 呉敬梓 （1701〜1754
， 安徽 全椒 人 ）著 ，

用 下江 官話寫成。

  《野叟曝 言》， 夏敬渠 （1705〜1787， 江蘇 人）著。

  　《紅樓夢》，

一
般認 爲 前八 十 回代表 十八 世 紀 中葉的北京話 ， 後四 十 回代表 十八世 紀末葉的北

　 　 京話 。

三
、 《醒世 姻縁傳》語法方面的幾個 特點 ：

1　．　
“
這イ尸コ

tt

　　參考文 獻 ：

  張相 《詩詞 曲語辭匯釋》，中華書局，1955 。

　　
“
門 ， 估 量之辭 。 皀卩這麼 。 那 麼之麼，與般字 同義 。 陳允卒 《南歌子》詞 ； 牛鈎新 月浸牙床 ，

　　猶記東滑 年少 那 門相。
”

  江 藍 生 《説
“

麼
”

與
‘‘
們

”
同源》， 《中國語文》1995年第 3期 。

　　引 《清罕 山堂 話本》中的 《李 翠蓮》：
“

這 們女婿要如何 ， 愁得苦水 滴滴地 。

”

　　《老 乞大 諺解》 ：
“
這們便我迎火 件去。

”

  呂叔 湘 《近代漢語指代詞 》， 學林 出版肚 ， 1985。

　　
“

在 恁 （麼 、 地 、 般）的時代 ， 我們不看見這 麼、那麼 、 雖然這般 、 那 般 、 這 等都常看見 ， 尤其

　　是這般 。 （例 略）

　　這麼和那 麼的 出現 是 後期的事 ， 最 早在元 曲選 的賓 白里 見到 ， 但例 子 很少 。（例 略）元 明 時期

　　較常見的是這們和 那們。例如 ：

　　　　
‘
イ尓那 腮頬 上甚麼瘡 ？

’ ‘
不知 甚麼 瘡……癢的當不得 。

’ ‘
這 們時不礙事 ， 容易醫他 。 着唾

　　 　　沫 白日黒 夜不住的擦，那們時便消 了。（朴逋事 諺解 ）

　　　　棋童道 ： 我 那 們読 ， 他 強着奪去 了。
’

（金瓶梅 ）

　　在 《紅樓夢》以後 的小説里 有時也還 出現 ：

　　　　我有顯 大工 夫和他走 ！（紅樓 夢程 乙 本 ；程 甲本作聽 ）

　　　　f尓們要這 們閙起來 ， 那可 就是 作踐 我 了。（兒女英雄傳）

　　　　別管 ， 大爺是 這 們個 脾氣 兒。 （三侠五 義）

這 麼、那麼 的大量 出現是從 《紅 樓夢》時代起 。 它和 這 等、這様、這 般等有
一

個 不同之 點 ； 不能

加 的 。

”

《醒 世 姻縁傳》的用 例 ：

（1）就合小 的這們東 西
一

般 見識 ？（七 〇回 1003頁。爲便于査檢，例句標 出上海古籍出版肚 1981

　 年版 頁數。下 同 ）

（2）叫我室 等了 這們
一

日 （三 七 回5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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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象我這們個 漢 子 ， 也辱 沒不 了 f尓什麼 。 （四三 回 633頁 ）

〔4）怪道要這f門些銀 子 ！（十九 回277頁）

（5）怎麼這們撒野 ！
……f尓原來這 們放肆 ！（七 六 回 1080頁）

（6）誰管f尓做甚麼 ？イ尓就這們等 ！（七九 回1126頁）

（7）f尓家有這 們幾個 混 脹 獅 猫合這 f門會説話的鸚 哥 ？（六 回 88頁）

（8）要是這們，哨也就有些不是 。 （三 〇回449頁）

（9）這們的錢不使幾個 ， 只 是喝風 了 （三 四 回 506頁）

（10）哨過 着這 們 的 日子 ， 死 了去 有甚麼 臉兒見祖宗 ？（二 二 回320頁）

（11）哨家這們的木頭，我還 買不起哩 。 （三 〇 回448頁）

（12）那里還有 這樣賺錢 的生 意 ？ 有那樣好的，過五六 日七入 日 自巳還遞到 （三 五 回513頁）

（13）f尓卒 日那 等老成 （三 五 回 518頁 ）

（14）一個姐 姐 叫人打得恁樣 的 （六 〇 回863頁）

（15）f尓看這兩個私檗 子麼 ！在家里 就象巡欄一般 ， 巡的恁謹。 （十 九 回278頁）

  唐氏 道 ；
“

情管 f尓那 輩子 就是 這 們個 老婆 ！
”
小 鴉兒道 ：

“

那 麼 ， 我要做個 老婆， 替那 漢子 桴

　 的志 門
一

坐
一

坐 的 。

”

（十九 回276頁）

　　《醒》中有大 量的
“

這們
”

， 不勝枚舉。看參考文獻 中的説 明和用例 可知，
“

這們
”
、

“
那們

”
在

元 明 清時代常見 ， 不足爲奇 （作爲例證 的 《清 平 山堂 話本》、《老乞 大諺解》和 《朴通事諺解》都是

很典 型 的反 映元 明 時代漢語特 點的語 言材料）、 《醒》書的特別之處 在于 ， 雖有大量的
“

這 們
”

， 却

沒有與之 對立的
“
那 們

”
。書 中該 用

“
那 麼

”
的很 多地方 ， 都用

“
這們

”
代 替 了，也 就是 説，遠

指 、 近 指分 得不清 楚 。 書中有
“

這 樣
”

、

“

那樣
”
的用例 （見例   ）， 也有

“
那 等

”
（例   ））、

“
恁樣

”

（例 （14））、
“

恁
”

（例 （15｝）的用 例 ， 但 是 都很 少 。我在 《醒 》書中沒有發現
“

這 麼
”

， 只 找到一個
“

那

麼
”

，却不是指代詞，而是 連詞 （例 （16））。也許我 的檢索有疏忽，但無論如何，
“

這 們
”

在 《醒 》書

中很 多 ， 而
“

這贋
”
、

“

那 麼
”
、

“

那 們
”
極 少 ， 是 可以肯定 的。

　　《醒 》書中
“

這 們
”
的用 法極爲發逵 ， 可直接修飾名詞 （見例 Q）  ）， 也可 與名詞 之 間加

“
個

”

（見例 （3）〉，加
“
些

”

（見例 （4）），加數量詞 （見例 （7））。

“
這們

”
也 可修飾動詞 （見例 （5）（7）〉； 逶 可以

做單獨作謂語 （見例 （8＞），或以
“
這們 等

”
的形式 作謂 語 （見例 く6））。《醒》書的

“
這們

”
，似乎 與今

天 的
“

這 麼
”

的用 法差不 多， 不過據 呂叔 湘先生 的觀 察 ，

“
這 麼

”
後不 能加

“
的

”

， 可是在 《醒 》

書中却有
一些

“

這 們＋ 的 ＋ 名詞
”

的用例 （見例 （9）（10）（11））。

2　 語氣詞
“

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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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

”
與今天 的

“
昵

”
有密切 的關係。今天 的

“
昵

”
的用 法可分 爲兩 大類 ：

一
類是 表示疑 問語

氣 的 ；
一類 是 不 表示 疑問 語 氣 的 。 前 者如

“

寳姐 姐 在 家 里 作 什 麼 昵 P
”

（《紅 樓夢》第七 回）的
“
昵

”
， 後者 如

“
哨們還 有許 多事 兒没作 昵 。

”

（《紅樓 夢》第十
一

回）的
“
昵

”
。 査

“
昵

”

的語 史可以

知道 （見劉堅、江藍生等 ： 《近代 漢語虚詞研 究》， 前掲 ）， 在很長一段 時間 内， 具體 説來是從元 曲

開始、到 《紅 樓夢》之 前 ， 各種 白話著作 中 ， 大體上
“

昵
”

、

“

哩
’
並 存 ， 且 有

一
種 傾 向 ，

皀卩
“

昵
”

多用 于 疑問句，

“

哩
”

多用于 非疑問句 。 如 元 曲是大體分 用 ，時有交叉 ；元 明 時代供朝鮮人學漢語

用 的會話書 《朴逋事》、《老 乞大》基本上分用，不相混淆。《金瓶梅》只有
“
哩

”

，沒有
“
昵

”

，只

是
“
哩

”
仍絶大 多數用 于非疑 問句。《儒林外 史》

“

哩
”

多
“

昵
”

少 ，

“

哩
”

多用 于非疑問句 ， 少數

用 于疑 問句 。 到 了 《紅樓夢》， 實現了
」‘
昵

”
的
一

統天 下 ， 沒有疑 問 、 非疑問的區別 ， 幾乎全 部用

“
昵
”

。 以後 的北京話小 説 《兒女英雄傳》及現代漢語都繼承 了 《紅樓 夢》的用法 。 拿 《儒林 外史》

和 《紅 樓 夢》相 比
， 成 書年代很 接 近 ，

“
哩

”
、

“
昵

”
的用 法却 如 此 不同 ， 顯 然是語 言 的地 域性 問

題 ， 也就是 北京話和下 江 官話的區別所 致。

　　《醒 世 姻縁傅》是怎樣
一

個情況昵 P 簡單來読，
“
昵

”

很少 ，
“
哩

”

觸 目皆是 。 請看例 句 ；

［哩 ］

　 （1）我初 到府里 ， 我還要 上北極廟和岳廟 哩 ．　 （四〇回585頁）

　 （2）這位 小相 公前世 的母 親尚在 ， 正享幅哩。　 （四〇回587頁）

　 （3）又 是甚麼算命的星士 哩
、 道士 哩 哄 我。 　 （三 回 42頁 ）

　 （4）f尓一個低 錢沒有濟助 的 ，

・一 ・
責備 出的殯不整 齊哩 ， 又 是 不念經 哩 ， 撒騒 放屁 的不羞 麼 ？

　　　（五 三 回772頁）

　 （5）狄希 陳又 問 ：

“
莞州府姐 兄哩 ？

”
　 （三 入 回 566頁）

　 （6）童妨妨道 ；
“

那兩 個 比這 個 哩 ？
”
　 （五 五 回798頁）

　 （7）他 聽見イ尓這話 ， 他往 後還肯開交哩 P　 （四〇 回588頁）

　 （8＞休和狄爺這們説罷 了 ， f尓這話和我説哩 ？　（五 五 回 800頁）

　 （9＞怎麼姐姐這們病 着 ， 他連守也不守 ， 竟往 別處 去頑 ， 這還有人 氣哩 ？　 （六 三 回905頁）

　 （10＞這們娘母 子 也生 的 出好 東西來哩 ！ （五 二 回755頁）

　 （11M尓來 聽読書哩 ？ 這書読 的好，　 f尓來這里 坐 着。　 （六 七 回 964頁）

　 （12）那 前年 ， 到 了蒋皇親家 ， 就是看見了俺 那個 白獅猫 砲 了來 ， 映着 日頭 ， 就 是血 點般紅 ， 希

　　　詫 的極 了 ！蒋 太太笑道 ：
“

珎希詫 這 紅猫 哩 ？
”
　 （七 回93頁）

　   計老叔 ， 少會 ！ 來看晁大叔哩 ？　 （八 回121頁）

［麼］

　 （14）大官人這 等頂撞 晁妨妨 ， 晁爺就 不嗔麼 ？　（二 回 19頁 ）

　   有 了 ！有 了 ！ 這不是他 麼 ？　 （二 九 回432頁）

［哩 麼 ］

　 （16）f尓看不見我這 囓着哩 麼 ？　 （四
一

回598頁 ）

　   張瑞鳳又 問珍哥 ：
“
他兩個幹事，弥在那里來 ？

”
珍哥説 ：

“
我可得 了這室出來 吊兵 哩麼 P　 （四

　　　三 回 6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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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匐怎麼 ？來 起 集哩 tw　？起這 們五 更 ！ （四五 回656頁 ）

（19M尓看 ！ 誰不遅 着他 口q老娘合 妨妨，只 我明哩麼 ！ （八 六 回 1223頁）

  我們爺 要不 是眉來眼去 ， 興 的那 心不 好 ， 我也捨不得 賣他。好不替 手塾脚 的個 Y頭哩 麼 ！

　 （五五 回793頁）

  哨都散了 ， 不清 這 里 管他 ， 我待不見老婆有本事哩 麼 ？　 （五 三 回 773頁 ）

  哨待不往縣里 去 哩 麼 ？　 （五 三 回776頁）

  f尓姑夫留f尓， 往下罷 ， イ尓参待 不來 哩 Pt　？　 （五入 回 832頁）

（24）大姶子 1尓要 ， 可儘着拿了去 ！俺待稀罕 哩 tw　？　 （六 〇 回859頁）

  我還待 叫他活哩 麼 P ……我只 自家一頓打殺他 ！ （六 〇 回861頁）

  P自老公家稀罕這個哩 ，過過 眼，Z 在一邊去了，還待 出世 哩 麼 ？　（七 〇回 1006頁）

（27）只 説俺府里 的 人 ， 誰待査考點 名哩 麼 ？　 （七 八 回 1111頁 ）

  馬嫂兒道 ：
“

狄爺還 沒去 哩麼 ？ …… ”

　 （五 五 回794頁）

［可 哩 ］

　   只 怕個人有個 人的本事 ，那本 事有 不同可哩 。　 （四五 回662頁）

　   我這們説 ， 妨妨打我可哩 。　 （五 二 回 753頁）

　   打仔 （＝ 如果）イ尓熄婦 叫f尓養 活他 可哩 ， f尓沒 的 （＝ 難道）也不聽 ？

　 働 f尓打他怎麼 ？只 怕他眞個 是 害那 里疼 可 哩 。　 （三 三 回 489頁 ）

〈注〉 可，語氣詞。用例 ：

（五 七 回 828頁）

　　　　　　　　
“
鳳冠霞岐，通袖袍帶，祢還沒試試哩 。怺別要也倒 穿了可 。

”
（《醒》八

三 回 1186頁 ）／
“
我給樊 子正 做 女婿 ， 或者他也肯可。

”
（《禳 炉咒》六回，《蒲松齡 集》1165頁）

　　在 《醒》書中，
“

哩
”

既可 用 于非疑 問句（如例 （1）（2））， 又 可 用 于列擧 （如例 （3）（4））， 也 可用 于 疑

問句 （如例 （5）（6））。無論疑 問不 疑問，用例都是很 多的。據劉鈞傑 調査，蒲松 齡的 《聊 齋俚 曲》

里
， 特指 問句 的語氣詞 以

“

昵
”

爲 主 ， 與 《醒 》書 多用
“

哩
”

頗 爲不 同 （見參考 文獻所 注劉 鈞傑

文 ）。這種 語 言現 象在 我們判断 《醒 》書的著者 究竟是不是 蒲松齡 時很値得考慮 。

　　例 （7）〜（10）是 反 問 句，（11）一　（13）是 是 非 疑 問 句，如 果 要 改 寫成 現代 漢 語 的 話，例 （7）
〜（13）的

“
哩

”
都 以改成

“
鳴

”
爲好。也就是説 ， 《醒 》書的

“
哩

”
不僅可相當于今 天 的

“
昵

”
， 而

且 似 乎可 相 當于今 天 的
“

鳴
”

。 《醒 》書中有不少 語氣詞
“

麼
”
（例 （14）（15））。

“

哩
”
、

“

麼
”

、

“

馮
”

的關

係問 題 有必要作進
一

歩的分 析探討 。

　　與
“
哩

”

相 關，《醒 》書 中還有
“
哩 麼

”
、
“
可哩

”

這樣兩個 語氣詞連用的現象。太 田辰夫先 生

曾指 出 ， 兩個 語氣詞蓮用時，前面一個一定表示敍述事 實 ； 後面一個 一定表示疑問 （見參考 文獻所

注 太 田辰夫 著作）。 具 體 到
“
哩 麼

”
、

“

可 哩
”

， 尚有待 于今 後 的研 究 。

3 ．
“
甚麼是

”

句型。例 ：

（1）叫 着他 ， 甚麼是肯起來 ？推 心忙 ， 椎頭 暈　 （三八 回564頁 ）

（2）狄希陳站 在 門邊，甚麼 是肯動。　 （四 〇 回590頁）

（3）禁子聽説，オ 胞了來説他，他甚麼是怕 ？　 （四三 回633頁）

（4）我這f門外頭 站着 川他 ， 里頭 甚麼是 理 。　 （四五 回 655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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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就如 生根 的
一

般 ， 甚 麼是肯下來　 （四五 回659頁）

  薛教授蓮 聲喝住，素姐甚麼是依 ？　 （四 八 回700頁 ）

（7）他只伸着個頭，甚麼是答應。　 （五二 回 751頁）

（8）狄 希陳站 着 ， 甚 麼是敢動　 （五 二 回 755頁 ）

〔9）扎挿 着去 取鞭 子，那 兩只 賂臂甚麼是抬得起來，只得 發恨了
一

造 罷了　 （六 〇回 864頁）

（10）看着 孩子受罪的一般 ， 甚麼是 喫得下的　 （七九回 1128頁）

　　類似 的例 子還 很 多。 顯 然，
“
甚麼是

”

句是反 問句，
“
甚麼是

”

相當于
“
鄲里

”
。 因爲 《醒》書

中有這樣 的句型而 不見 有人 指出 ， 所 以在這里 介紹一
下 ， 無須 多加 説明。

四、從 《醒世 姻縁 傳》中的借字看 《醒 》書的方昔特點

　　《醒世姻 縁傳》凡例雲，本書
“
造 句渉慳 ， 用宇 多鄙 ， 惟用 東方土 音從事

”
，因爲漢字不是排音

文 字， 所 以 要考 慮帶有方言色彩的 白話作品所反 映 的語音係統 ， 往往要通過 諧 普字、通假字來分

析和推断 。 我這 里所説的借字指兩種 隋況 ：
一

種 是逋假字、借字相當于本字而 言 ；
一

種 無所謂本

字，也就是 記録 方音土 語，有音無字，借字表音。如果表示 同
一

個 音，用 了好幾個 不 同的字，這

些 字也互 算借字 ， 不言而喩 ， 兩種借字 ， 都以 同音爲首要條 件。

（
一

）　 書中借字在 中古晋里 也基本同音 的詞語擧例

　 1 ．聲韻 調完全相 同的 ：

　　  表示 處處、到處的
“

搖 地 里
”
（三 四 回）和

“

遙 地 里
”
（三 八 回）。 搖 、 遙 二 字在 中古吾 里 里都

　　　　是 餘昭 切 ， 以母 宵韻平 聲 。

　　  　表示軟弱無力的
“
秧秧 蹌蹌

”

（五 三 回）和
“
央央蹌蹌

”

（五 七 回）。秧、央二 字在 中古音里 都

　　 　　是 于良切，影 母陽韻 ZF 　Pt。

　　  表示 氣息的
“
悠氣

”
（九 回）和

“

油 氣
”
（九五 回）。 悠 、 油在 中古音 里都是 以周切 ， 以 母 尤韻

　　 　　4 聲 。

　　  表示話 多的
“

槨槨
”

（六 回）和
“
邦邦

”

（十 回）。榔、邦二 字在中古晋里 都是博江切 ， N 母江

　　 　　韻平聲。

　　  表示 發愁的
“

坎 上愁 帽
”

（九
一

回）和
“

欣上愁 帽
”

（九七 回 ）．坎 、欣二 字在 中古 音里 都是苦

　　　　感切，溪母感韻上 聲。

　　  表示猛喫的
“
攘穎

”
（一九 回）和

“
攘 噪

”
（七 入 回）。穎、噪二 字在 中古9 里 都是蘇朗切，心

　　　　母 蕩韻上聲。

　　  表示斥責的
“

雌 答
”

（四四回）和
“
雌搭

”
（七 四 回）。 答 搭二 字在 中古音都是都合切 ， 端母

　　 　　合 韻入 聲。

2 ．字普非常接近 的 ：

  表示披頭散發 的
“
揉 （nfio ）着頭

”
（
一

四 回）和
“
撓 着頭

”

（四五 回）。 在 中古昔里 ， 揉 （奴刀

　　 切），泥母豪韻卒 聲 ， 撓 （泥交切 ）， 泥母肴韻卒 聲。

  形 容悪 狠狠 地進行某種 動作 ， 第三 回用
“
拔的

”
， 第四 四 回用

“
跋 的

”
．在 中古 音 里

， 拔 （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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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切〉，並母 黠韻 入 聲 ；跋 （蒲撥切）， 並母末韻入 聲。

  表示修飾 打扮 的
“

扎括
”
（一二 回）和

“

扎刮
”
（四 四 回〉。在 中古音 里 ， 括 （古活切 ）， 見母 末

　　韻入 聲 ；刮 （古 顛切 ）， 見母鎔韻 入聲 。

（二 ） 在 《醒》中同吾假借 ， 但在 中古音里並不 同音的詞語擧例

　 1 ，清濁不分 ：

　　  同是表示 不 曉得，三 四 回用
“

知不到
”

，四五 回用
“
知 不 道

”
。 道 是本字 。 到是 借字 。 在 中

　　　　古音里，到 （都導切），清吾端母 ； 道 （徒 皓切），濁吾定母。

　　  同是表示 時問短 暫 ， 三 〇回用
“

造子
”

， 四〇 回用
“

邁 子
”
。兩字都是借字表昔 ， 無所謂本

　　　　字 。 在 中古音里 ，造 （昨早切 ），濁 音從母 ；遭 （作曹切 ），清音精母 。

　　  同是表示 融洽 ， 四〇回用
“
熟滑

”

，四五 回用
“
熟化

”

。 在 中古音 里 滑 （戸 八切）， 濁音 匣

　　　　母 ；化 （呼霸 切 ）， 清音曉母 。

2 、疑、微兩母和影母合流 ：

  同是 表示 呻吟 ， 九〇回用
“
喚呼

’
  九五 回用

“
捶呼   在 中古晋 里，埃 （烏開切）， 影 母 ；

　　 涯（五 佳切 ）， 疑母 。

  同是 表示 家産 ， 三 二 回用
“
屋se1

−
、 三 六 回用 物 業   在 中古音 里 ， 屋 （烏谷切）， 影 母 ；

　　 物 （文 弗切），微母。

  同是 表示 要弄、舞弄 ，
三 三 回 用

“
舞旋

”
， 九五 回用

“
伍 旋

”
。在 中古音里

， 舞 （文 甫切 〉，

　　 微母 ；伍 （疑古切 ）， 疑母 。

3 ．收 一
en 的韻母 與收 一

eng 的韻母 混淆 ：

  　同是表示 索性、幹脆 ， 十九 回 用
“
投性

”
， 五 八 回用

“
u 信

”
。 在 中古音里 ， 性 （息正 切 ），

　　 勁韻 ， 收
一

ng 尾 。 信 （息晉切）， 震韻 ， 收一 n 尾 。

  　同是表示冷 眼旁觀，五三 回用
“
冷 眼溜氷

”
，六〇 回用

“
冷 眼溜 寶

”
。在 中古昔里，氷 （筆

　　 陵切 ）， 蒸韻 ， 收 一
ng 尾 ；賓 （必鄰切 ）， 眞韻 ， 收 一

n 尾。

4　 入 聲字和其他 聲類的字混淆 ；

A ．卒入混淆

  　同是形容凍得受不了 的樣子 ， 七 九回用
“
赤赤哈哈

”
， 九 〇 回 用

“
嗤嗤哈哈

”
。在 中古音

　　 里 ， 嗤 （赤之切）， 4 聲之韻 ；赤 （昌石切 ）， 入 聲昔韻 。

  同是表示 徘徊不前，四五 回里 既有
“
都都磨磨

”

， 又有
“
都都摸摸

”

．在 中古吾里 ，磨 （莫

　　 婆切），卒聲 戈韻 ；摸 （慕各切）， 入聲鐸韻。

  同是 表 示 猛 然、突然 ， 六 回用
“

猛 割丁
”

， 九 四 回用
“

猛 哥丁
”
。 在 中古 音 里 ， 割 （古 答

　　 切 ），入 聲曷韻 ；哥 （古俄切），平 聲歌韻。

B ．去入 混淆

  　同是表示 各・式各樣 ， 三 回用
“
千勢百樣

”
， 十三 回用

“
千式百 樣

”
。在 中古音里 ， 勢 （舒制

　　 切 ）， 去 聲祭韻 ；式 （賞職切）， 入 聲職 韻 。

  同是表 示 糾纏不休，三 二 回用
“
死 乞 白頼

”

，七 四 回用
“
死 氣白頼

”

，在 中古音里 ，乞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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訖切），入聲迄韻 ； 氣 （去 銑切 ）， 去 聲未韻。

　　《醒 》書 中借字極 多 ， 這里 只擧 了
一

些較典 型的例 子 。 用中古音的反切來核對 ， 可看到有些借

字本來 聲、韻、調完全 相 同 ， 早 已就 是同音 字， 至西 周生寫 《醒 》書時也沒有變化 ， 這不 必多説

（見（
一
）1．）。 屶外擧的三 組 字音 非常接近 的例 子 ， 其聲母 同 ， 聲調同 ， 韻母的韻尾 也 同 ， 而 且 圭要 元

音都是 a ， 只 是 有前 a 後 a 的區別 （見 ←12，）。

　　 男
一

方 面，《醒》 書中也有
一

些 借字，用中古音 的反切來 對照，發現借字 與本 字原來並 不 同

音，而且由相異到相 同 ， 可能隱含着重大的語音 變化 ， 如清濁不分 ， 疑母 與微母 、影母合 流 ， 收

一
n 與 收

一
ng 的韻部混 淆 ， 人 聲字與 其他 聲類 的字混 淆等 （見（O）。 因發現例證 太少 ， 只能説存在

這些現 象 ， 要掲示 《醒》書的語吾係統，作 出明確 的判斷，還必須進行 深入的調査 ，尋找大 量的

例 證 ， 這也是我今後的課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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