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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吐 ”习 劝 容 川 公 《】王以朋画 。匡目 吧

,

望洲

《方言笺疏 》校勘评议

刘 川 民
浙江大学 西溪校区中文系

,

浙江 杭州

摘 要 本文从校勘方法
、

校勘 中存在的问题和对后世的启示等方面
,

对清钱绎
、

钱侗 方言笺疏 的校勘作了评

议
。

文章认为
,

在校勘方法中
,

钱氏依据字形
、

字音
、

文义
,

对汉扬雄 方言 的各种传本及后代研究 方言 的著作进行

了校理
。

钱氏在校理过程 中
,

指出了古注的一些特点和古人行文的一些体例
,

并阐释了一些古代文化词语
。

但钱氏的

校理有时主观武断
,

有时漏掉了前人的一些精彩之说
。

尽管如此
,

钱氏的工作对我们今天研究 方言 》及训话学均有一

定价值
。

【关键词 】钱绎 钱侗 方言笺疏 校勘方法 价值 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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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姚勿 丘流 】西 团
,

公戈 函 朋 哪画。 油 画。 仪妇
,

坏 山以司

面二。

目 二。 肠川 兀 及卿朋 面二 方 油 场 花

华 园 以 旋旧加旧 二 耐 叮 , 比能 试 袱 卿
,

印 曰 司恤 韧找卜

二 匆坷伙石 币。助 户翔 切州吧 咖 二 花 枯
,

、

袱硅 明 】 坛鱿口寸

喇二
即 巧。 七 夺 李 毛川 凡咭 少如”

枷 皿出以坛‘ 。刃 石二 司

清钱绎
、

钱侗著 方言笺疏 ’ 以下简称 笺疏 》
,

是注释汉扬雄《方言 的集大成著作
。

钱氏除

了对《方言 》之形
、

音
、

义进行了训释外
,

还对原本《方言 》及后代校注进行 了校理
, “

参众家本而详究

之
,

以折其衷
,

择善而从
” ,

为我们进一步研究 方言 》提供了方便
。

笺疏 中
,

有关校勘 内容者凡

条
。

其中校字形的 条
,

约占总数的 印 校字音的 条
,

约占总数的 校字义的 条
,

约占总数的 校脱文的 条
,

约占总数的 校衍文的 巧 条
,

约 占总数的 校倒文的

条
,

约占总数的 校体例的 条
,

约占总数的 校引文的 条
,

约占总数的
。

本文试

对其字形
、

字音
、

字义方面的校勘作一些论述
。

一
、

钱氏的校勘方法

一 据字形校

在钱氏所校的诸多内容中
,

以校字形之误为最多
。

其中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

〔收稿 日期 」卯 一 以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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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训话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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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楷书形近而致误者

汉字成千上万
,

有的字只比另一个字多一笔
、

少一笔
,

或偏旁位置不 同
,

容易混淆
。

因此
,

校理

字形之误便是研究 方言 者首先而且必须进行的工作
。

清代张之洞认为读书要得精校精注本
,

否

则会事倍功半
。

钱氏深得此中三昧
。

如

卷三 缪
、

橘
,

诈也
, · ·

⋯注 汝南人呼欺为谴 ⋯⋯音义 谴
,

诱回反
。

笺疏 音
“

诱回反
” , “

论
”

字
,

各本作
“

沌
” ,

形近沌
,

传写者遂误为
“

沌
”

页 巧 倒 行
。

按
“

屯
”

旁俗写作
“
七

” ,

又易讹变作
“

毛
” 。

由
“

毛
”

加以回改
,

则
“

诱
”

易误作
“

沌
” 。

卷五 认马聚
,

自关而西谓之掩囊 ⋯⋯

笺疏 认
,

旧本误作
“

饮
” 。

说文 》
“

莞
,

饮马器也
” 。

误正 同
。

又云 “

箫
,

饮牛筐也
。 ”

玉篇 》
“

莞
,

饲马器也
” 。

广韵
“

鲍
,

饲马笼也
。 ”

饥
,

古
“

饲
”

字
,

形近并误作
“

饮
” ,

今据以订正 页 顺

行
。

按 认同饲
。

《说文
·

食部 》
“

认
,

粮也
。

从人
、

食
。 ”

段玉裁注
“

或作饲
” 。

唐玄应《一切经音义 》

卷一四引《苍领训话 》曰
“

饥
,

以食与人 曰 认
。 ”

《玉篇
·

食部 》
“

饲
,

同饥
” 。 “

饮
”

的本义是
“

喝水
” 。

方言 此条是指给马喂食物的竹筐
,

而不是指给马饮水的工具
。

因此应当作
“饥

” ,

而不作
“

饮
” 。

卷六 阎苫
,

开也
。

东齐开户谓之阎苫
,

楚谓之阎
。

笺疏 苫
,

各本讹作
“

苫
” ,

宋本惟下
“

苫
”

字不误
,

今订正 页 顺 行
。

按 草头与竹头相近
,

易混
。

戴震误改
“

苫
”

为
“

苦
” ,

便是受形近的影响
。

钱氏采用王念孙之说
,

根据影宋抄本
、

皇甫本 广雅
、

众经音义 》引 字林 》
、

士丧礼 下篇
、

左传
、

说文
·

系部 等典籍订

正作
“

苫
” ,

甚确
。

在钱氏所校勘的字形之误中
,

这种因形体相近而致误的最多
,

有 余例
,

约占总数的
。

因古今用字不 同而致误者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字体
,

《方言 》在流传过程中常受此影响而发生文字上的混淆
。

如

卷二 冯
、

龄
、

苛
,

怒也
。

笺疏 龄
,

旧本误作
“

稣
” 。

按
“

介
”

隶变作
“

禾
” ,

遂误
“

龄
”

为
“

稣
”

矣
。

说文 》
“

阶
,

齿相切也
。 ”

玉篇
“
襟龄

,

切齿怒也
。 ”

广雅 作
“

颧
、

龄
,

怒也
” ,

今订正 页 顺 行
。

按 介
,

小篆作永
,

隶书作失
。

隶书形体易误成
“

禾
” ,

所以“

阶
”

字也容易误作
“

稣
” 。

因受俗字影响而致误者

俗字 是异体字的一种
,

是指
“

汉字史上各个时期与正字相对而言的而主要流行于

民间的通俗字体
”

’
。

方言 在流传过程中
,

常受后代俗字影响而改变文字的原貌
。

如

卷二 台
、

敌
,

匹也
。

注 匹
,

一作
“

正
” 。

笺疏 正文
“ 匹

” ,

旧本并作
“

延
” 。

按
“ 匹 ”

俗作
“

正
” ,

形与
“

延
”

相近
,

遂讹作
“

延
” 。

注 一作
“

正
” , “

正
” ,

旧本并作
“

连
” ,

形又与俗
“

匹
”

字相近
,

遂讹作连 页 倒 行
。

按 正 博 同匹
,

广韵
·

质韵 》
“ 匹

,

俗作正
” 。

正
,

小篆作 执 延
,

小篆作延 连
,

小篆作武①。

三

个字形体相近
,

容易相混
。

后人据误本改动而致误者

后人在校理
、

注释《方言 时
,

根据一些有误 的本子和其他典籍中所载《方言 的只言片语改动

方言 原貌
,

因未加仔细考察
,

导致错误
。

如

卷一 慎
、

济
、

婚
、

怒
、

湮
、

恒
,

优也 ⋯⋯自关而西秦晋之间或曰怒
。

笺疏 戴本 上
“

怒
”

字作
“

溺
” ,

今各本并作
“

怒
” 。

按 唐人注
,

所引凡与本书字异而声义并同

① 小篆字形参考 汉语大字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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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多改从本书
,

以便省览
。

观诸经正义中所引 释话 》
、

《释言 》文 自见
,

而《文选 》一书尤甚 。 戴氏不

察
,

辄据之以改
“

怒
”

为溺
,

非是 页 顺 行
。

按 戴震仅据《文选 便改
“

怒
”

为
“

溺
” ,

证据不足
。 “

溺
”

有忧伤义
,

而
“

怒
”

除了忧伤义

外
,

还有
“

优思
”

等意思
。

尔雅
·

释话下 》
“

怒
,

思也
” 。

说文
·

心部 》
“

怒
,

忧也
” 。

另外
, “

怒
”
还有

“

啼哭至极发不出声音
”

之义
。

《方言 》卷一
“

平原谓啼极无声谓之晓嗅
,

楚谓之嗽眺
,

齐宋之间谓之

暗
,

或谓之悠
” 。

周祖漠 方言校笺 云
“

尔雅 云
‘

怒
,

思也
’ ,

舍人注云
‘

志而不得之思也
’ 。

舍人

以志而不得释怒
,

正与《方言 同
,

不宜改怒为溺
” ①。

卷一 餐
、

作
,

食也 ⋯⋯凡陈楚之郊南楚之外
,

相渴而飨
。

笺疏 飨
,

旧本正文及注并作
“

飨
”

⋯⋯戴本改作
“

餐
” ,

卢本从之 ⋯⋯ 集韵
、

类篇 以 “

飨
” 、

“

餐
”

为一字
,

非也
。

惟 尔雅 疏引此文作
“

飨
” ,

正与旧本合
,

不应改
“

飨
”

为
“

餐
” 。

今仍从 旧本 页

倒 行
。

按 钱氏认为
“

飨
” 、 “

餐
”

是两个含义有别的字
,

不 能混淆
。

戴
、

卢二 氏改
“

飨
”

作
“

餐
” ,

不确
。

“

飨
”

指晚餐
, “

餐
”

指定时熟食 〕。

卷二 够
,

盛也 ⋯⋯陈宋之间曰修
。

注 耀体
,

粗大貌
。

笺疏 注
“

修悴
” ,

戴本作
“

修脾
” ,

误 页 倒 行
。

按 修
,

广韵 加朝切
,

上古为来母宵部 悴
,

《集韵 郎刀 切
,

上古为来母宵部 脾
找的 ,

集韵 迷俘切
,

上古为明母侯部
。

集韵
·

交韵
“

健
,

盛大也
” 。

《玉篇
·

人部
“

体
,

大也
” 。

《字镜 》
“

修
”
注

“

盛也
。

修牢
,

粗大貌
”

牢即
“

体
”

之古字
。

而
“
脾

”

是背脊之义
,

玉篇
·

肉部
“

脾
,

脊脾
” 。

集韵
·

埃韵 》
“

脾
,

脊也
” 。

又
, “

修体
”

双声迭韵
,

郭氏每 以此类词语注 方言 》
,

亦可为钱说

之佐证
。

钱校与后来发现的宋李孟传刻本相合
。

卷四 扉
、

展
、

粗
,

履也 ⋯⋯西南梁益之间或谓之展
,

或谓之康
。

笺疏 屎
,

当作
“

康
” ,

涉下
“

屐
、

展
、

屏
”

而误从
“

尸
”

耳
。

玉篇 》
“

廉
、

扉
、

展
,

乎瓦切
” 。

《方言 旧

本并作
“
康

”
不误

,

卢氏不察
,

据误本 广雅 改
“

康
”

作
“

尿
” ,

非是
,

今订正 页 倒 行
。

按 康 。 ,

古代用青丝或麻制成的鞋
。

说文
·

系部 》
“

履也
。

一曰青丝头履也
。

读若降陌之

陌
,

从系户声
” 。 “

屎
”

叻 乃
“

康
”

的讹字
。

《中华字海
·

尸部 页
“

尿乃 康的讹字
。

字见 广

韵 》
。 ”

《广韵
·

马韵 》
“

屎
,

青丝履
。

又绳履
。 ”

周祖漠 方言校笺 云 “
原本 玉篇

·

系部 》字从户而不从
尸

,

音胡瓦反
,

引 方言 云
‘

履
,

西南梁益或谓之康
’ ,

足证卢氏之误
。 ”

二 据字音校

因后人改动古本反切而致误者

卷一 蝉
,

出也
。

音义 蝉
,

火金反
。

笺疏 蝉
,

音
“
火全反

” ,

各本并同
。

戴本
“

全
”

作
“

金
” ,

以
“

火金反
”

为
“

蝉
”

字之音
,

误 页 倒

行
。

按
“

蝉
”

有三音 广韵 市连切
、

集韵 田黎切
、

《洪武正韵 》上演切 恤
。

而
“

火金

反
”

与这些音均不相同
。 “

金
”

当是与
“

全
”

形近而误
。

卷二 抱
、

她
,

藕也 ⋯⋯宋颖之间或曰她
。

音义 她
,

孚万反
。

笺疏 卢氏据宋本
,

改正文
“

嫩
”

为
“

娩
”

⋯⋯转欲改《说文 》
、

《玉篇 》
“

芳万
”

之音为
“

芳遇
” ,

以就

广韵
,

尤为谬矣
。

今于正文
,

并从旧本 页 倒 行
。

按
“

嫩 ,’
,

《广韵 芳万切 是成双
、

成对之义
,

而
“

娩
”

是
“

兔子
”

念 负 和
“

急速
”

念 灿 的意

① 周祖漠 方言校笺
,

中华书局 年 月版
,

第 页
。

该书采用钱氏之说共三十余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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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

根据 方言 原文
,

作
“

嫩
”

是正确的
,

故当作芳万反
。

卷四 掩谓之懦
。

音义 掩
,

于剑反
。

笺疏 音
“

于剑反
” , “

于
”

字
,

旧讹作尖
,

今从宋本
,

与《玉篇 》正合 页 顺 行
。

按
“

掩
”
有二音 广韵 衣检切 如

、

于剑切 面
,

分别表示衣领
、

小儿涎衣等义
。

表示
“

小儿

涎衣
”
义时应念于剑切

。 “

尖剑反
”

与
“

掩
”

之音相距甚远
。

卷一二 妨
、

挺
,

慢也
。

音义 妨
,

居伪反
。

笺疏 音
“

居伪反
” ,

各本作
“

居为
” ,

今从宋本 页 倒 行
。

按
“

妨
”

有二音 广韵 居为反 酬
、

集韵 》居伪反
。

作水名
、

州名用时念居为反
,

表示
“

狡黯
”

义时念居伪反
。

旧本反切或注音即误者

卷五 瓮
,

婴也
。

音义 瓮
,

仕江反
。

笺疏 瓮
,

曹宪音
“

士江反
” 。

《玉篇 》
“

瓮
,

仕江切
,

瓷也
” 。

刑禺 尔雅 》疏 同
。

旧本作
“

昨江
” ,

误
。

今据以订正 页 倒 行
。

按 耸
,

广韵 》藏宗切
,

又士江反
。

没有
“

昨江切
”

一音
。

卷一 沸
、日丽

,

干物也
。

音义 沸
,

音费
。

笺疏 沸 ⋯ ⋯音费
,

旧本误作
“

俪
” ,

今据宋本订正 页 倒 行
。

按 沸
,

广韵 》芳未切 费
,

《广韵 》芳未切 俪
,

《广韵 所卖切
。 “

骊
”

音与
“

沸
”

音迥异
,

旧本当是

受到正文的影响而致误
。

卷一三 草
,

篇也
。

音义 草
,

必氏反
。

笺疏 音
“

必氏反
” ,

旧本误作
“

方氏反
” ,

今据宋本订正
,

与 玉篇 正合 页 顺 行
。

按 根据《广韵 和《集韵 》等韵书
, “

草
”

有五音 并洱切
、

必移切
、

边兮切
、

蒲叶切
、

蒲街切 画
。 “

草
”

作
“

笼篓之类竹器
”

讲时念并饵切
,

与必氏反同
。

没有念作
“

方氏反
”

的
。

卷一三 笼
,

南楚江污之间谓之答
,

或谓之妓
。

音义 妓
,

那墓反
。

笺疏 妓 ⋯⋯音
“

那墓反
” ,

旧作
“

都墓
” ,

误 页 以 倒 行
。

按 妓
,

广韵 分别记为乃都切
、

乃故切
、

女加切
,

与
“

那墓反
”

同
。

没有
“

都墓反
”

一音
。

涉正文或注文而误者

卷九 蹲谓之钎
。

注 或名为徽
。

音义 徽
,

音顿
。

笺疏 旧本
“

音顿
”

二字在注文
“

徽
”

字下
,

卢氏据 说文 》
“

锌
,

徒对切 傅
,

祖寸切
”

改为正文
“

傅
”

字之音
,

非是 页 倒 行
。

按 傲
,

《广韵 徒对切 顿
,

广韵 都困切 蹲
,

广韵 》祖闷切 集韵 》祖昆切
。 “

顿
”

与
“

墩
”

音更

相近
。

卷一 患者
,

子也
。

湘沉之会凡言是子者谓之患
,

若东齐言子矣
。

音义 惠
,

音某
,

声之转也
。

会
,

音桧
。

息
,

声如宰
。

笺疏 旧本注
“

声如宰
”

三字
,

在
“

若东齐言子矣
”

句下
,

卢氏移列
“

谓之息
”

下
,

云
“

子
”

音与
“

桌
”

相

近
,

故注又云
“

声之转也
”

页 顺 行
。

按 卢氏认为
“

患
”

才有
“

宰
”

音
,

故把
“

声如宰
”

移到了
“

谓之息
”
下

。

钱氏认为
,

这里的
“

子
”

实际

是
“

仔
” , “

仔
”

有二音 一是与
“

某
” 劝 相近

,

一是
“

声如宰
” 扭

。

今湖南
、

四川
、

广州
、

南昌等地方言

仍有此二音
。

三 据文义校

综合各种古籍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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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硕
、

沈
、

巨
、

灌
、

汗
、

敦
、

夏
、

于
,

大也 二 ,

⋯郴
,

齐语也
。

笺疏 郴与琳同
。

众经音义 卷一引《字书 》云
“

琳
,

或作
‘

琳 ”’ ,

今亦作
“

婪
”

同
,

力南反
。

即
“

沈
”

声之转也
。

广韵 》
“

酒巡币曰 琳
,

出酒律
。

亦作
‘

普 ”, 。

巡 币
,

犹言普遍
,

义亦相近也
。

卢氏

曰 “ ‘

陈郑之间曰敦
’

至末
,

当接前
‘

曰 巨 曰硕
’

之下为一条
, ‘

凡物盛多谓之寇
’

至
‘

弩犹怒也
’ ,

当提

出别为一条
,

旧本皆误
。 ”

页 顺 行

按 钱氏通过《众经音义 》所引 字书 》
、

广韵 》等证明
“

郴
”

与
“

琳
”

同义
,

并进一步论证卢说的失

当
。

卷三 珍
,

庚也
。

注 相了庚也
。

笺疏 注
“

相了决
”

者 ⋯⋯ 页 顺 行

按 钱氏在此引用了戴
、

卢二氏的观点
,

并对二者作了比较
。

由于卢氏有较充分的证据
,

钱氏认

为其说是正确的
。 “

了庚
” ,

是汉魏以来俗语
,

中土文献中常见
,

如 淮南子
·

原道 》
“

扶摇抄抱羊角而

上
”

汉高诱注
“

抱
,

了庚也
,

扶摇如羊角
,

转如曲萦行而上也
” 。

《说文
·

了部 》
“

了
,

尬 加 也
。 ”

段玉

裁注
“

凡物二股或一股结纠绘缚不直伸者
,

曰
‘

了决
’ 。 ” “

了决
”

又作
“

缭庆
” 。

佛经文献中亦常见
。

六度集经 卷一《布施度无极章 》
“

树神 以手搏其颊
,

身即缭决
,

面为反 向
,

手垂刀 陨
。 ”

后秦鸡摩

罗什译《禅秘要法经 卷上
“ ⋯⋯或见缭庚

,

或见腰折
” 。

元魏慧觉等译 贤愚经 卷六 月光王头施

品
“
即以手搏婆罗门耳

,

其项反向
,

手脚缭决
,

失刀在地
,

不能动摇
。 ” 〔

根据上下文校之

卷六 佚惕
,

缓也
。

笺疏 戴氏据《广雅
“

幼惕
,

娃也
”

之文
,

改
“

惕
”

作
“

踢
” 、 “

缓
”

作
“

理
” 。

卢本仍旧
,

云
“ ‘

佚惕
’

与
‘

佚荡
’ 、 ‘

佚惕
’ 、 ‘

幼姆
’ 、 ‘

跌岩
’

皆同
”
⋯ ⋯“

遥窕
”

训
“

淫
” , “

佚惕
”

亦训为
“

媲 同
‘

淫
’ ” ,

岂非重 出

乎 卢说是
,

戴说非也
。

今亦从旧本 页 倒 行
。

按 钱氏认为根据上下文
, “

佚惕
”

应该训为
“

舒缓貌
” ,

不 当训为
“

淫
” 。

如果训为
“

淫
” ,

便与
“

遥

窕
”
重复

。

卷九 钻谓之揣
。

笺疏 《玉篇 》
“

揣
,

钻也
” 。

次
“

镇
”

字之下
,

是亦以
“

钻
”

为小矛之异名
。

广雅 云
“

揣谓之钻
” 。

实本《方言 》而列于
“

镌
、

招〔错 〕
、

镊
,

锥也
”

之上
,

则误以为
“

钻
”

为锥凿之钻矣
。

戴氏不察
,

引 广雅 》

及 说文
“

钻
,

所以穿也
”

以证此文
,

则又沿稚让之误矣 页 顺 行
。

按 《方言 》中的
“

钻
”

与《玉篇 》中的
“

钻
”
一样应是指一种小矛 名词

,

而张揖与戴震却将之释为
“

锥凿
”

动词
,

未解上下文
。

四 据文例校

钱氏在校理字形
、

字音
、

字义的同时
,

还校理了其他方面的问题
,

如校脱文
、

校衍文
、

校倒文等
。

有时在同一条下
,

根据文例
,

既校字形
、

字音
、

字义
,

又校其他方面的问题
。

如

卷二 抱她
,

藕也 ⋯⋯音义 她
,

孚万反
。

一作娩
,

音赴
。

笺疏 卢氏据宋本
,

改正文
“

她
”

为
“

娩
”
⋯⋯因倒取下文

“

音赴
”

二字为音
,

又倒
“
一作她

”

三字于
“

孚万反
”

之上
,

如此颠倒改易
,

终属未安 页 倒 行
。

按 《方言 的排列次序一般是先列出各被释字
,

再列训释字
,

最后指 出各被释字的方言区划
。

郭注则是先释词义
,

再注字音
。

钱氏认为卢校不符合《方言 及郭注的体例
。

在这段里
,

钱氏既校倒

文
,

又校音读
,

还校了字形
。

卷一三 碱
,

循 比 也
。

注 脆脆
,

肥充也
。

音义 腑
,

音脉
,

亦突
。

笺疏
“

碱
,

脆
” ,

字疑误倒
,

自当以 “

碱
”

释
“

脆
” ,

广雅 》义本此
。

说文
“

腑
,

牛羊 曰 肥
,

泵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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腑
” 。

曲礼 曰 “

豚 曰脆肥
” ,

郑注云
“

脆
,

亦肥也
” 。

释文 云
“

嵋
,

徒忽切
,

本亦作
‘

豚 ”, 。 “

豚
” ,

即
“

朦
”

之讹
。 “

腺
”

与
“

脆
”

同 ⋯⋯音义当作
“

亦作膝
,

音突
” ,

今本疑误
,

惟各本并 同
,

今姑仍 旧 页

倒 行
。

按 在此段里
,

钱氏指出了
“

碱
,

脆也
”

当是
“

脆
,

城也
”

之倒
,

又指出了
“

腺
”

字讹作
“

豚
” ,

还指出了

原音义中的错误
。

五 据名物制度校

钱氏的校勘不仅仅停留在普通语词范围内
,

还涉及到文化语词的内容
。

卷四 檐榆
,

江淮南楚谓之撞榕
,

自关而西谓之檐榆
,

其短者谓之祖榆 ⋯⋯

笺疏
“

祖榆
” ,

短于檐榆
,

故以祖名
。

列子
·

力命 》篇
“

联衣则祖褐
” ,

释文 又引许慎 淮南子

注 》云
“

楚人谓袍曰祖
。 ”

荀子
·

大略 篇
“

衣则竖褐不完
” ,

杨惊注
“
竖褐

,

童竖之褐
,

亦短褐也
” 。

⋯ ⋯ 玉篇 》
“

祖
” ,

又作
“

铿
” 。

下云
“

蝮儒
,

江湘之间谓之铿
” 。 “

铿
” ,

与
“

祖
”

同 页 倒 行
。

按 钱氏据《玉篇 》
“

铿
,

同祖
” ,

认为
“

祖
”

与
“

铿
”

一样都有
“

短衣
、

短袄
”

的意思
。

又根据 列子 》
、

荀子 杨惊注
、

史记
·

秦始皇本纪 》集解引徐广语
、

韦昭注 王命论 等材料
,

证明传统训释 中认为
“

桓
”

只指
“

长糯
”

是不全面的
。

段玉裁在 说文
“

祖
”

字下说明
“

祖
”

有
“

长懦
”

一义后
,

只列举了 方

言 》之说
,

没有提供更多的例证图
。

王箔先怀疑
“
短

”

是
“

祖
”

的误字
,

后又云
“

然则祖本长孺
,

而亦有

短者
,

犹懦下云短衣
,

而此又云长儒也
”〔

。

根据现代学者考证
, “

祖
”

本指较长的粗布上衣
,

扩大可

指粗的短上衣
、

夹衣 〔”
。

钱氏之说为我们进一步考释古代童仆所穿衣服提供了一些证据
。

卷九 其三镰长尺六者谓之飞宝
。

笺疏
“

其三镰长尺六
” ,

旧本并同
。

李善 闲居赋注 》引《方言 》曰
“
凡箭三镰

,

谓之羊头
。

三镰

长六尺
,

谓之飞蛮
。

郭注曰
‘

此谓今之射箭也
。

镰
,

棱也
’ 。 ”

戴氏据之改
“
尺六

”

作
“

六尺
” 。

《考工记
·

矢人 》
“

参分其长而湖其一
” ,

注云
“

矢真长三尺
” 。

又
“
五分其长而羽其一

” ,

注云 “ 羽者六寸
”。

又
“

参分其羽 以设其刃 ” ,

注云
“
刃二寸

” 。

又
“

刃长寸
” ,

注云
“
刃长寸

,

脱二字
” 。

是矢之长总不过

三尺
。

周尺三尺
,

当今工部营造尺得一尺八寸
。

汉尺三尺
,

当今一尺九寸五分
。

若作
“六尺

” ,

则今

尺为三尺九寸
,

断乎无此长也
。

按 钱氏通过清尺与周尺
、

汉尺的对比
,

并引用 考工记
、

《墨子
·

备穴篇
、

魏志
·

抱娄传 》
、

《鲁

语 》等文献
,

与《方言 》正文
“

飞宝
”

之义相比较
,

证明汉代之箭杆不会有六尺长
,

最后得出结论 应作
“ 尺六

”

而不是
“

六尺
” 。

这里的校勘已经超出了语音
、

文字
、

词义等纯语言学的范畴
,

而涉及到了古

代礼仪制度
、

典章制度
、

名物制度等文化史的领域
。

二
、

钱氏校勘中存在的问题

限于各种条件
,

钱氏的校勘也有一些不足
。

如不辨前人之误
,

有的地方
,

前人说错了
,

钱氏未加

校理
,

照录而证明其说
,

致使错上加错
。

如

卷九 舟
,

自关而西谓之船
。

笺疏 《说文 》
“

舟
,

船也
。 ”

古人名
“

舟
” ,

汉人名
“

船
” 。

释名 》
“

舟
,

言周流也
。 ”

易
·

系辞 云
“

剖木为舟
。 ”

考工记 》
“

作舟以行水
” ,

郑注
“

故书
‘

舟
’

作
‘

周
’ 。

郑众云
‘

周
’

当为
‘

舟
’ 。 ”

舟
、

周
,

古

通字 页 抖 顺 行
。

按
“

古人名舟
,

汉人名船
” ,

这是暗袭段玉裁之说〔‘
,

此说有误 ‘ 〕
。

扬雄在此条中云
, “

舟
,

自

关而西谓之船
” ,

既然
“

自关而西
”已谓之船了

,

这种说法不该是西汉才产出的吧 事实上
,

先秦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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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许多含
“

船
”

的句子
。

如 庄子
·

渔父
“

有渔父者
,

下船而来
” 。

《商君书
·

弱 民
“

背法而治
,

此任重道远而无牛马
,

济大川而无船揖也
。 ”

韩非子
·

功名 》
“

若水之流
,

若船之浮
,

守 自然之道
,

行

无穷之令
,

故日朋主
。 ”

钱氏有时主观武断
、

随意改字
。

如卷二 东齐之间智谓之倩
。

笺疏 智
,

旧本皆讹作
“

聋
” ,

注及下并同
,

不成字 ⋯⋯ 方言 》原本
“

婿
”

皆用俗婿字
,

戴本改作
“

婿
” ,

不知子云于 方言 》多俗字
,

于 太玄 》多奇字
,

各从所宜
,

具有意惜
。

校书辄为改易
,

殊失本真
,

今定作
“

智
” ,

于义为安 页 顺 行
。

按 钱氏在批评戴氏
“

辄为改易
”

的同时
,

自己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

将旧本的
“

聋
”

改为
“

聋
” 。

由

于钱 氏没有搞清楚
“

婿
”

字字形在历史演变过程 中出现的俗体字情况
,

故导致此误
。

“

婿
”

古亦作
“

婿
” 。

《说文
·

士部 》
“

婿
,

夫也
。

从士
,

青声
。

诗 曰
‘

女也不爽
,

士贰其行
’ 。

士

者
,

夫也
。

读与细 同
,

婿
,

婿或从女
” 。

段玉裁注
“

夫者
,

丈夫也
。

《尔雅
·

释亲 》曰
‘

女子子之夫为

婿
’ 。 ”“

婿
”

在汉代只是
“

婿
”

的或体字
。

与此同时
,

先后 出现了谓
、

缉
、

聋
、

聋
、

耸
、

聋
、

聋
、

聋等俗体字
。

青
,

三体石经 》
、

居延汉简 》
、

礼器碑 》俱作
“

异
” ,

而
“

异
”

又讹为
“

肾
” 。

因此
, “

谓
”

乃
“

婿
”

之隶

变
。

而
“

谓
”

又讹作
“

缉
” 。

集韵
·

雾韵 》
“

婿
,

亦作缉
。 ”

《睡虎地秦墓竹简
·

为吏之道 》
“

赘缉后父
,

勿

令为户
,

勿鼠 予 田宇
。 ”

“

缉
”

又讹作
“

聋
” ,

又讹作
“

聋
” 。

手写体中
, “ 口 ”

常写作
“ 门 ” ,

而
“ 门 ”

易讹作
“

几
” , “

几
”

又易讹作
“

凡
, , 。

如
“

恐
”

的俗体作
“

忍
” , “

寻
”

的俗体作
“

寻
”

等
。

因此
, “

聋
”

又常讹作
“

聋
” ,

而
“

聋
”

又讹作
“

耸
, , 。

字汇
·

耳部 》
“

聋
,

与婿同
。 ” ①

唐颜元孙《干禄字书
·

去声 》
“

聋聋婿
,

上俗中通下正
。 ”

辽释行均 龙完手镜 卷二
“

耳部
” “

聋

智 二
,

今音细
,

女夫也
,

与婿同
。 ”

礼记
·

昏义
“

婿执雁人
” ,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 》
“

婿
,

字又作智
,

女之夫也
。

俗字从士从骨
,

俗从知下作耳
。 ”

汉仙人唐公房碑 两见
“

耸
” ,

宋洪适 隶释 卷三谓即
“

婿
”
字

,

清顾蔼吉 隶辨 卷六进而谓其左

上的
“

大
”

由
“

士
”

讹变而来
。

如果洪
、

顾之说可信
,

则汉代 已见
“

葺
”

字 智
”

即
“

耸
”

的楷体字
。

顾炎

武 金石文字记 卷二 唐孔子庙堂碑 跋云
“

婿字一传为谓
,

再传为缉
,

三传为聋
,

四传为葺
,

皆胃之

变也
。 , ,

方言 》宋本及明刻本字皆作
“

聋
” ,

戴氏
、

钱氏谓
“

聋
”
为误字

,

分别改作
“

婿
” 、“

聋
” ,

而卢氏未从
,

云
“

聋
,

说文 》作婿
,

此正字也
。

然汉晋 以来即有用聋
、

葺
、

聋
、

耸
、

耸等俗字者
。

此
‘

聋
’

字 旧本相

沿
,

不便邃易
。 ”〔

丁介民云
“

盖雄书多存有古文奇字
,

且《方言 中字
,

非尽形义相关
,

亦有标声之义
,

此类非仅无

干正俗
,

且正宜据以考见方言古字
。 ”〔’ 〕因此

,

我们认为钱氏改 方言 》原本的俗字
“

聋
”

为
“

聋
” ,

是错

误的
。

卷一 命
、

摆
,

短也 ⋯⋯音注 言摆难也 ⋯⋯音义 摆
,

蒲楷反
。

笺疏 注
“

言摆难也
” ,

旧本涉音内
“

蒲楷
”

字误
“

堆
”

为
“

偕
” ,

戴
、

卢两家据《广韵 》
“

摆揩
,

短也
”

之

文改为
“

增
”

⋯⋯ 页 顺 行
。

按 广韵
·

蟹韵 》
“

摆
,

摆揩
,

短也
” 。

摆 比
,

广韵 》薄蟹切
,

上古为并母歌部 揩 瓦
,

广韵 》

苦骇切
,

上古为溪母脂部
。

歌脂均为阴声韵
,

旁转
。

二字为迭韵字
,

都有短的意思
。

而
“

雄
”

的

本义是
“

野鸡
” ,

其义与
“

短
”

相距甚远
。

① 此由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张涌泉教授见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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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 由于不考察 方言 及郭注的体例而致误
。

如

卷一二 激
、

佳
,

明也
。

音义 激
,

音皎
。

笺疏 各本误作效
,

今从宋本 页 倒 行
。

按 在此条下
,

戴震改
“

激
”

作
“

效
” ,

卢文绍仍作
“

激
” 。

刘台拱认为 宋本非
,

各本是
。

集韵 引

《方言 》作效
。 ”

明朱谋玮《骄雅
·

释话上 云
“

效
、

娃
,

明也
。 ”

当亦本于《方言 》
。

玄应《一切经音义 》卷

四云
“

激
,

今作皎
,

同
。 ”

《诗
·

陈风
·

月出 》
“

月出皎兮
。 ”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 》云
“

本又作激
。 ”

《文选
·

月赋 》注引作
“

激
” ,

又 王风
·

大车 》
“

有如激 日
” ,

《经典释文 云
“

激
,

本又作皎
” ,

《文选
·

寡妇赋 李

善注引 韩诗 作
“
有 如 皎 日

” ,

可证
“

激
” 、 “

皎
”

乃 异体字
。

既然如此
, “

则注 又何必再言音
‘

皎
’

呢
” ‘ 原文作

“

效
” ,

注音
“

皎
” ,

就有 了音义兼明的作用 了
。

钱 氏不谙郭注音义相 互发 明的体

例〔‘”〕,

而用卢 氏之说
,

未采戴氏和刘 氏的确校〔‘ 〕
。

另外
,

效
、

皎古音相近
。

效
,

《广韵 》胡教切
,

上古

为匣母宵部 皎
,

《广韵 》古了切
,

上古为见母宵部
。

见匣母同为喉音
,

只是清浊有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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