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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类书词汇对«汉语大词典»的修订价值例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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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学院　 文学院ꎬ甘肃 张掖 ７３４０００

　 　 摘　 要:敦煌类书词汇对«汉语大词典»的修订价值主要体现为补充收词、补充释义、补充书证三个方面ꎮ
有的词在敦煌类书中意义明确ꎬ同时期的传世文献亦有用例ꎬ但«汉语大词典»没有收录ꎻ有的词«汉语大词

典»虽有收录ꎬ但义项的设立或表述不能涵盖该词在敦煌类书及传世文献中的相关用法ꎬ有进一步补充完善

的必要ꎻ还有个别词«汉语大词典»有收录ꎬ也有准确的释义ꎬ但所举书证较少或时代较敦煌类书迟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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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类书是优质的中古语料ꎬ具有较高的词

汇学价值ꎮ «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大词典»)
是我国目前广泛收录古今汉语字词ꎬ展现汉语词

汇史整体面貌的超大型历时性语文辞书ꎮ 但是ꎬ
敦煌类书写本中的一些词语或用法不见于«大词

典»ꎬ考证这些词语的意义及其在传世文献中的

使用情况ꎬ可为«大词典»的修订提供收词、释义、
书证等方面的参考ꎮ 兹试举数例以就教于方家ꎮ

　 　 一、补充收词

补充收词是指有的词语在敦煌类书中有使用

且意义明确ꎬ传世文献中也有用例ꎬ但«大词典»
没有收录①ꎮ 如:

(１)干秽

«烈(列)女传»曰:吕荣者ꎬ吴郡列

(烈)女也ꎮ 夫姓许名昇ꎬ为贼所害ꎮ 荣

贞固自守ꎬ黄巾贼陈宝欲干秽之ꎬ荣执节

不听ꎬ陈宝怒而煞荣ꎮ (Ｐ.３６３６«类书
坡阪»ꎬ见«法藏»２６ / １７７②)
此为 Ｐ.３６３６ 引«列女传» “吕荣”事的一部

分ꎬ其中的“干秽”一词ꎬ王三庆[１]２７５、陈光文[２]１０３

均录作“于秽”ꎬ王先生认为“于”是“污”字之误ꎮ
按:写本所记之事ꎬ«太平御览»卷五十三«地部一

八阪»引«列女后传» 有之ꎬ亦作“干秽”ꎬ曰:
“吕荣者ꎬ吴郡许昇之妻也ꎮ 昇为贼所害ꎬ荣贞固

自守ꎮ 黄巾贼陈宝欲干秽之ꎬ荣执节不听ꎬ宝遂杀

荣ꎮ” [３] ２５８“干秽”指冒犯、玷污ꎬ其他传世文献也

有用例ꎮ 如范泰«论沙门踞食表三首»之三:“伏
愿陛下录其一往之至ꎬ不以知拙为罪ꎬ复敦冒昧干

秽ꎬ窃恃古典不加刑之耳ꎮ” [４] １３７“冒昧干秽”是谦

辞ꎬ谓冒昧上表而玷污圣意ꎮ 郑麟趾«高丽史»卷
一二九«叛逆列传三崔忠献»:“今一二浮图山

人也既冒宠屡以事干秽圣德ꎬ而陛下敕内臣

勾当三宝ꎬ以谷取息于民ꎮ” [５] 以上用例说明“干
秽”一词词形固定ꎬ词义明确ꎬ历代乃至朝鲜均有

使用ꎮ «大词典»无“干秽”ꎬ当补ꎮ
(２)地马

九府、五铢ꎬ地马、天龙ꎬ启难开、解

严毅ꎬ非足而走、非翼而飞:已上并钱名ꎮ
(Ｐ.３８９０«类书»ꎬ见«法藏»２９ / ９８)
以上是四组称钱的对语ꎮ “地马、天龙”王三

庆校笺曰:“‘地马、天龙’未详ꎮ” [１]８５７按:“地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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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龙”指钱ꎬ传世文献习见ꎮ 如唐宋伯宜«对泉货

策»:“且铸金为贝ꎬ信有从来ꎬ汉改四铢ꎬ秦行半

两ꎮ 用舍更互ꎬ废轻就重之宜ꎻ损益不常ꎬ地马天

龙之异ꎮ” [６]９９３７唐李峤«钱»诗:“汉日五铢建ꎬ姬
年九府流ꎮ 天龙带泉宝ꎬ地马列金沟ꎮ” [７]７１１唐崔

致远«朱墉补讨击使»:“天龙地马ꎬ不藏私室之

中ꎻ尺籍五符ꎬ可列军门之下ꎮ” [８] “地马” “天龙”
何以作为“钱”的代称?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曰:“又造银锡为白金ꎮ 以为天用莫如龙ꎬ地用莫

如马ꎬ人用莫如龟ꎬ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ꎬ圆
之ꎬ其文龙ꎬ名曰‘白选’ꎬ直三千ꎻ二曰以重差小ꎬ
方之ꎬ其文马ꎬ直五百ꎻ三曰复小ꎬ撱之ꎬ其文龟ꎬ直
三百ꎮ” [９]１４２７ 故后世以 “天龙” “地马” 指称钱ꎮ
«大词典»无“地马”一词ꎬ当补ꎮ 又«大词典»有

“天龙”ꎬ但“天龙”下无“钱”这一义项ꎬ亦当补ꎮ
上引 Ｐ.３８９０ 语句中的“启难开、解严毅ꎬ非足

而走、非翼而飞” 指钱ꎬ均本自鲁褒 «钱神论»ꎮ
«晋书»卷九十四«鲁褒传»:“无翼而飞ꎬ无足而

走ꎬ解严毅之颜ꎬ开难发之口ꎮ” [１０]２４３７“无翼而飞”
“无足而走”是就钱的流通功能而言的ꎻ敦煌类书

“启难开” “解严毅”即«钱神论» “开难发之口”
“解严毅之颜”ꎬ是就钱对人的心理影响而言的ꎬ
意思是钱能使难以开口的事易于言说ꎬ也能使表

情严肃的人笑容满面ꎮ
(３)十枝

言东方扶桑有十枝ꎬ日初出于此起ꎬ
故曰十影(枝)ꎬ日也ꎮ (Ｐ.３８９０«类书»ꎬ
见«法藏»２９ / ９８)
关于本条ꎬ王三庆校笺曰:“本卷‘十影’之

说ꎬ未详所出ꎬ俟考ꎮ” [１]８５６ 按:本条解释的是“十
枝”ꎬ但由于前文曾出现过“十影”ꎬ于是抄写者将

后一“十枝”误成了“十影”ꎮ 从“故曰十影(枝)ꎬ
日也”可见ꎬ唐人用“十枝”指代太阳ꎮ 屈原«离
骚»:“饮余马于咸池兮ꎬ总余辔乎扶桑ꎮ”洪兴祖

补注:“«山海经»云:‘黑齿之北曰汤谷ꎬ有扶木ꎬ
九日居下枝ꎬ一日居上枝ꎬ皆戴乌ꎮ’郭璞云:‘扶
木ꎬ扶桑也ꎮ 天有十日ꎬ迭出运照ꎮ’” [１１]２７明胡震

亨«唐音癸籖»卷十六«诂笺一»:“十枝:初唐人

咏日用‘十枝’字ꎬ谓扶桑九日居下枝ꎬ一日居上

枝也ꎮ 出«山海经»ꎮ” [１２]６２０«初学记»卷一«天部

上日»“诗”引董思恭«日诗»曰:“沧海十枝晖ꎬ
玄圃重轮庆ꎮ” [１３]８此诗中的“十枝”即太阳ꎬ董思

恭为初唐人ꎬ此正好可以证明胡震亨所谓“初唐

人咏日用‘十枝’字”ꎮ «大词典»无“十枝”一词ꎬ

可据敦煌类书及传世文献补收并设立“指代太

阳”这一义项ꎮ
(４)践长

罗袜践长ꎬ动高铭于崔子ꎮ 崔驷为

«冬至袜铭»ꎬ妇人以冬至日进履于舅姑ꎮ
践长ꎬ绞履之义ꎮ (Ｓ.５４５«失名类书十

一月十五后»ꎬ见«英藏»２ / ４６)
本条描写的是古代冬至时的节俗ꎬ写本上

“崔驷”至“绞履之义”为小字注ꎬ谓冬至这天妇人

要给公婆进献鞋袜ꎮ 此种节俗传世文献有之ꎮ 隋

杜台卿«玉烛宝典»卷十一«十一月仲冬第十一»:
“十一月建子ꎬ周之正月ꎬ律当黄钟ꎬ其管最长ꎬ为
万物之始ꎬ故至节有履长之贺ꎮ 崔骃«袜铭»
云:‘机衡建子ꎬ万物含滋ꎮ 黄钟育化ꎬ以养元

基ꎮ’”同卷又曰:“魏北京司徒崔浩 «女仪» 云:
‘近古妇人常以冬至日进履袜于舅姑ꎮ’今世不服

履ꎬ当进靴ꎬ靴亦履类ꎬ践长之义也ꎮ” [１４] 曹植«冬
至献袜颂表»:“伏见旧仪ꎬ国家冬至ꎬ献履贡袜ꎬ
所以迎福践长ꎮ” [１５]１５３ 宋李昭玘«回外邑宰冬»:
“吉履对时ꎬ宜有践长之庆ꎻ谦光相与ꎬ乃承流问

之勤ꎮ” [１６]３４５因冬至日影最长ꎬ故将冬至日进献履

袜以贺称作“履长”ꎬ谐福履绵长之义ꎮ 又因“履”
与“践”同义ꎬ故“履长”又曰“践长”ꎮ «大词典»
有“履长”一词ꎬ却无“践长”一词ꎬ当补ꎮ

(５)年灰

年灰已递ꎮ (Ｓ.５４５«失名类书十

二月初»①ꎬ«英藏»２ / ４６)
本条“年灰”指古人用来候气的葭灰ꎮ 古人将

葭灰置于十二律管中以占验节气的变化ꎬ至不同的

节气ꎬ相应律管中的灰会自动飞出ꎬ一年一循环ꎬ周
而复始ꎬ故有“年灰”之称ꎮ 写本“年灰已递”谓到

了十二月ꎬ一年中用来候气的葭灰将开始新的更迭

循环ꎮ 此种用法传世文献亦有之ꎮ 陈江总«释奠诗

应令八章»之七:“年灰迭起ꎬ星管环周ꎮ 春凋树

色ꎬ日藻川流ꎮ” [１７]２５７７唐李元操«和从叔禄愔元日早

朝»诗:“铜浑变秋节ꎬ玉律动年灰ꎮ” [７]１２３２唐苏颋

«人日兼立春小园宴»诗:“年灰律象动ꎬ阳气开迎

入ꎮ” [７]１００４０«大词典»无“年灰”一词ꎬ当补ꎮ
(６)昧进

昧进 之 耻 不 惭ꎬ 岂 不 丑 流 千 载ꎮ
(Ｐ.３７１５«类书»ꎬ见«法藏»２７ / ６３)
“昧”有贪冒义ꎬ故“昧进”同“冒进”ꎬ指才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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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而求仕进ꎮ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子产曰:
‘晋楚将平ꎬ诸侯将和ꎬ楚王是故昧于一来ꎮ’”杜预

注:“昧ꎬ犹贪冒ꎮ” [１８]１９９２“昧进”“冒进”传世文献均

多见ꎮ 如晋庾亮«让中书监表»:“偷荣昧进ꎬ日尔

一日ꎮ” [１９]３６９释僧岩«再与刘刺史书»:“夫知人者

哲ꎬ自审者明ꎬ忘分昧进ꎬ良所未安ꎮ” [２０]２７９«陈书»
卷二十六«徐陵传»:“时有冒进求官ꎬ喧竞不已者ꎬ
陵乃为书宣示曰” [２１]３３２«旧唐书»卷九十八«卢
怀慎传»:“或有历时未改ꎬ便倾耳而听ꎬ企踵而望ꎬ
争求冒进ꎬ不顾廉耻ꎬ亦何暇为陛下宣风布化ꎬ救瘼

恤人哉!” [２２]３０６５ 写卷“昧进之耻不惭”与«卢怀慎

传»“争求冒进ꎬ不顾廉耻”同义ꎮ 今«大词典»有
“冒进”一词ꎬ而无“昧进”一词ꎬ当补ꎮ

(７)解申

主者以白安ꎬ安怪之ꎬ引就共谈论ꎬ
遂解申郡[事]ꎮ (Ｐ.５５４４«类书酷吏传»
“薛安”条ꎬ见«法藏»３４ / ２２４)
此为 Ｐ.５５４４“薛安”条中的一句ꎬ前文大意是

有人诬告太守成公浮贪赃受贿ꎬ上级派薛安来办

案ꎬ薛安的属下找到戴就并以酷刑相加逼其说出

成公浮受贿之事ꎬ戴就不屈ꎬ薛安对此很惊异ꎬ于
是招戴就“共谈论ꎬ遂解申郡[事]”ꎮ 此句今«后
汉书»卷八十一«独行列传戴就»作:“安深奇其

壮节ꎬ 即解械ꎬ 更与美谈ꎬ 表其言辞ꎬ 解释郡

事ꎮ” [２３]２６９１Ｐ. ５５４４ 用 “解申”ꎬ «后汉书» 用 “解

释”ꎬ可见“解申”指解释、申说ꎬ为同义复合结构ꎬ
“遂解申郡[事]”谓戴就向薛安解释申说太守成

公浮是否受贿之事ꎮ “解申”传世文献多作“申
解”ꎮ 如«朱子语类»卷五十一«孟子梁惠王下

为巨室章»:“后譬只是申解前譬ꎮ” [２４]１２２８

在唐五代文献中“解申 /申解”还有另一种用

法:发送ꎻ解送ꎮ «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考功

郎中»:“应简斋郎ꎬ准贡举例帖试ꎮ (太常解申礼

部勘责ꎬ十月内送考功ꎬ帖«论语»及一大经ꎬ及第

者ꎬ奏闻)” [２５]４６«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三
太常寺»:“更一番者ꎬ户部下蠲符ꎬ岁一申考诸署

所择者ꎬ太常以十月申解于礼部ꎬ如贡举法ꎬ帖
«论语»及一大经ꎮ” [２６]１２４２ «文献通考»卷二十九

«选举考二举士唐» “武宗会昌五年” «举格节

文»:“其诸支郡所送人数ꎬ请申观察使为解都送ꎬ
不得诸州各自申解ꎮ” [２７]２７６

表示解释申说义的“解申 /申解” 与表示发

送、解送义的“解申 /申解”虽书写形式相同但读

音不同ꎬ前者读“ ｊｉě”ꎬ后者读“ ｊｉè”ꎮ «大词典»收

有“申解”的上述两种用法ꎬ但无“解申”一词ꎬ建
议补收ꎬ或者在“申解”下注明“亦作‘解申’”ꎮ

　 　 二、补充释义

补充释义指某词在敦煌类书及传世文献中具

有某个义项ꎬ但«大词典»对该词的义项设立或义

项表述不能涵盖其在敦煌类书及传世文献中的用

法ꎬ需要补充义项或完善已有义项的表述ꎮ 如:
(１)唐公鼠

«梁州记»曰:聟乡山有仙人唐公房

祀(祠)ꎬ有碑一所ꎬ言庙北有大坑ꎬ碑文

载云:坑者ꎬ是公房举旧宅登仙去后ꎬ故

化为坑ꎮ 其山有易肠鼠ꎬ一月三吐易其

肠ꎬ束广微所谓 “唐公鼠”ꎮ ( Ｐ. ３６３６
«类书坑»ꎬ见«法藏»２６ / １７７)
“唐公鼠” «艺文类聚»作“唐鼠”ꎮ «艺文类

聚»卷 ９５«兽部下鼠»引«梁州记»曰:“聟水北聟

乡山ꎬ有仙人唐公房祠ꎬ有一碑ꎬ庙北有大坑ꎮ 碑

云:是其旧宅处ꎬ公房举宅登仙ꎬ故为坑焉ꎮ 山有易

肠鼠ꎬ一月 三 吐 易 其 肠ꎬ束 广 微 所 谓 唐 鼠 者

也ꎮ” [２８]１６５８－１６５９«大词典»“唐鼠”下解释说“传说中

的鼠名” [２９]４２０ꎬ唯一书证是«艺文类聚»引«梁州

记»ꎮ 按:查传世记载ꎬ凡与“唐鼠”有关者ꎬ皆本自

«梁州记»ꎬ且“唐鼠”亦作“唐公鼠”ꎮ 如清黄钺«今
体诗三十六首澄怀园直卢卧病口号»:“云路难

阶骨不仙ꎬ三生定有恶因缘ꎮ 如何竟作唐公鼠ꎬ涤
胃湔肠太可怜ꎮ” [３０] 关于“唐鼠”或“唐公鼠”的得

名理据ꎬ王念孙有考证ꎮ «广雅释兽»“ ”下
王念孙疏证:“«玉篇»: ꎬ布各切ꎻ ꎬ徒当切ꎮ
«广韵»: ꎬ鼠ꎬ一月三易肠ꎮ «艺文类聚»引«梁
州记»云ꎮ 案:此曲说也ꎮ 唐鼠自是山中

异产ꎬ不以唐公房也ꎮ” [３１]３８７综上所述ꎬ“唐鼠”即

“ ”ꎬ后因附会于仙人唐公房ꎬ故称“唐鼠”ꎬ亦
称“唐公鼠”ꎮ «大词典»中“唐鼠ꎬ传说中的鼠名”
释义不够完备ꎬ可修订为“唐鼠ꎬ即 ꎬ亦名唐公

鼠ꎬ因附会唐公房登仙事ꎬ故名”ꎬ并据敦煌类书及

传世记载补充与“唐公鼠”相关的书证ꎮ
(２)十地

十地:地有十洲ꎬ 有阴数十ꎮ ( Ｐ.
３９５６＋Ｐ.２６７８«文场秀句天地第一»①ꎬ

９

敦煌类书词汇对«汉语大词典»的修订价值例析

①本件写本«法藏»定名为«籯金»ꎬ王三庆先生据其与日本
杏雨书屋«敦煌秘籍»第一册羽 ７２ｂ２ 写本之间的密切关系ꎬ重新
考订名称为«文场秀句»ꎮ 详参王三庆«‹文场秀句›之发现、整理
与研究»(见王三庆«敦煌吐鲁番文献与日本典藏»ꎬ新文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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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法藏»１７ / ２０６)
Ｐ.３９５６＋Ｐ.２６７８«文场秀句»是对语体类书ꎬ

与“十地”相对的是“九天”ꎬ它们分别是地和天的

代称ꎬ上引内容解释了 “十地” 指称地的缘由ꎮ
«大 词 典 » 中 “ 十 地 ” 只 有 一 个 义 项: “ 梵 语

ｄａｓａｂｈūｍｉ 意译ꎮ 或译为‘十住’ꎮ 佛家谓菩萨修

行所经历的十个境界ꎮ” [３２]１６２－１６３敦煌类书本条所

谓“十地”并非佛典用义ꎬ而是泛指大地ꎮ 此种用

法传世文献亦有之ꎬ如«管子宙合第十一» “天
不一时ꎬ地不一利”下房玄龄注:“五土十地ꎬ各有

其利ꎮ” [３３]２３４“五土十地”即泛指与“天”相对应的

“地”ꎮ 故“十地”既可指大地ꎬ亦指菩萨修行所经

历的十个境界ꎮ «大词典»中“十地”的释义中可

根据敦煌类书及«管子»房玄龄注补充一个义项

“泛指大地”ꎮ
(３)云衣

鹊影临河ꎬ见云衣之夜度(渡):织

女欲渡天河ꎬ藉鹊镇(填)河 ꎬ织女以云

为衣ꎬ谓七月七日也ꎮ (Ｐ.３９５６＋Ｐ.２６７８
«文场秀句秋第八»ꎬ见 «法藏» １７ /
２０７)
“云衣”本指云做的衣裳ꎬ亦可称“云裳”ꎬ这

里指代织女ꎮ 如«艺文类聚»卷四«岁时中七月

七日»引晋苏彦«七月七日咏织女诗»:“琼佩垂藻

蕤ꎬ雾裾结云裳ꎮ” [２８]７６唐杜审言«奉和七夕侍宴

两仪殿应制»诗:“一年衔别怨ꎬ七夕始言归ꎮ 敛

泪开星靥ꎬ微步动云衣ꎮ” [７]７３０因织女以云为衣ꎬ故
上引敦煌类书«文场秀句»以“云衣”借指织女ꎮ
“云衣”“云裳”还可引申指仙人的衣服ꎮ «大词

典»“云裳”的释义是“仙人的衣服ꎮ 仙人以云为

衣ꎬ故称” [３４]６５６ꎬ但«大词典»中“云衣”的释义有

待完善ꎮ
«大词典»“云衣”的第一个义项是:“指云气ꎮ

«楚辞刘向‹九叹远逝›»:‘游清灵之飒戾兮ꎬ
服云衣之披披ꎮ’王逸注:‘上游清冥清凉之处ꎬ被
服云气而通神明也ꎮ’唐何仲宣«七夕赋咏成篇»:
‘历历珠星疑拖佩ꎬ冉冉云衣似曳罗ꎮ’清厉鹗«一
半儿金华宝婺观»曲:‘云衣月面佩珊珊ꎬ夜驾

天风下古坛ꎮ’” [３４]６３８ «大词典»将“云衣”解释为

“云气”的依据是王逸注ꎬ但细究王逸注ꎬ发现其

中的“云气”并非指云气本身ꎮ 王逸注“被服云

气”的“被服”犹“披服”ꎬ意思是穿着ꎬ而能够与

“被服(穿着)”搭配的只能是衣裳ꎬ所以“被服云

气”意思是穿着云气做的衣裳ꎮ 细审«大词典»

“云衣”条下所征引何仲宣、厉鹗的文句ꎬ其中的

“云衣”也都指以云彩制成的衣裳ꎮ “冉冉云衣似

曳罗”描写的是七夕日织女出行时衣裾飘飘的样

子ꎻ“云衣月面佩珊珊”描写的是美丽的婺女出行

时衣裳飘动环佩叮当的样子ꎮ 因此ꎬ«大词典»中
“云衣”的释义当修正为:“同‘云裳’ꎬ用云彩制成

的衣裳ꎮ 仙人以云为衣ꎬ故称ꎮ”
(４)迴天

雪彩如花ꎬ冰光似镜ꎮ 寒虫响切ꎬ旅
雁声哀ꎮ 瑶宿迴天ꎬ璧月穷纪ꎮ (Ｐ.３９５６＋
Ｐ.２６７８«文场秀句冬第九»ꎬ见«法藏»
１７ / ２０７)
本条“瑶宿” “璧月”分别是对星星和月亮的

美称ꎬ“瑶宿迴天ꎬ璧月穷纪”谓日月星辰运行一

周天后将再次回到起点ꎬ言十二月终了、一年结

束ꎮ 正如«礼记月令» “季冬之月”所说:“日穷

于次ꎬ月穷于纪ꎬ星回于天ꎬ数将几终ꎬ岁且更

始ꎮ”郑玄注:“言日月星辰运行于此月ꎬ皆周匝于

故处也ꎮ 次ꎬ舍也ꎮ 纪ꎬ会也ꎮ” [１８]１３８４ 据此ꎬ “迴

天 /回天”指星宿绕天一周ꎮ 此一用法在传世文

献中亦不乏其例ꎮ 如«南齐书»卷十一«乐志»载
谢庄«歌黑帝»:“白日短ꎬ玄夜深ꎮ 招摇转ꎬ移太

阴ꎮ 霜钟鸣ꎬ冥陵起ꎮ 星回天ꎬ月穷纪ꎮ” [３５]１７７ 唐

王勃«冬日羁游汾阴送韦少府入洛序»:“于时冰

霜裂地ꎬ星象迴天ꎮ” [６]１８５０ «大词典»中的“回天”
有三个义项(权大势重ꎻ改变皇帝的意志ꎻ扭转局

势) [２９]６８３－６８４ꎬ“迴天”有两个义项(扭转乾坤ꎻ改变

皇帝的意志) [３６]７７０ꎬ两者均无“绕天一周”义项ꎬ
当补ꎮ

(５)有截

有截、无垠:并言远境ꎮ
淳风敷于有截ꎬ既驾险而来珍ꎻ至化

布于无垠ꎬ亦梯山而入贡ꎮ ( Ｐ. ３９５６ ＋
Ｐ.２６７８«文场秀句帝德第十»ꎬ见«法

藏»１７ / ２０７、２０８)
上揭两句中的“有截”均指远方、边远之境ꎬ此种

用法传世文献亦有之ꎮ 如«北齐书文苑传樊

逊»:“后服之徒ꎬ既承风而慕化ꎻ有截之内ꎬ皆蹈

德而咏仁ꎮ” [３７]６１３«周书齐炀王宪传»:“德义振

于无垠ꎬ威风被于有截ꎮ” [３８]１９４“有截”一词最早见

于«诗经»ꎮ «商颂长发»:“相土烈烈ꎬ海外有

截ꎮ”郑玄笺:“截ꎬ整齐也ꎮ”孔颖达正义:“截者ꎬ
斩断之义ꎬ故为齐也ꎮ 截然整齐ꎬ谓守其所

职ꎬ不敢内侵外畔也ꎮ” [１８]６２６ 故 «大词典» 释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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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为“齐一貌ꎻ整齐貌” [３９]２０３ꎮ 不过到了中古时

期ꎬ“有截”的词义发生了变化ꎬ«大词典»云“后人

割取«诗»句‘有截’二字代称九州、天下”ꎬ所引第

一条书证即«北齐书文苑传樊逊» [３９]２０３ꎬ显然

编者看到了“有截”一词古今词义的变化ꎮ 不过仔

细推敲«文场秀句»以及«北齐书»«周书»等文献中

“有截”之用例ꎬ其义似不是“代称九州、天下”ꎬ而
是指“远境、远方”ꎮ «文场秀句»“淳风”句谓帝王

的德化遍布远方ꎬ以致这些地方的人都不怕山险路

远而来入贡ꎮ «北齐书文苑传樊逊»中“有截”
与“后服”对文同义ꎬ“后服”指后归服ꎬ距离近者先

归服ꎬ距离远者后归服ꎬ故“后服” “有截”均指远

境ꎮ «周书齐炀王宪传»“有截”与“无垠”对文ꎬ
也都含有远境义ꎮ 因此ꎬ«大词典»中“后人割取

«诗»句‘有截’二字代称九州、天下”中的“九州、天
下”可以修订为“远方、远境”ꎮ

(６)流水

言七香者ꎬ车名也ꎮ 流水ꎬ亦车名ꎮ
故曰 香 车 杂 流 水 之 声ꎮ ( Ｐ. ３８９０ « 类

书»ꎬ见«法藏»２９ / ９８)
此句“流水”两见ꎬ均指车ꎮ 第一处“流水”

Ｐ.３８９０明确说“亦车名”ꎮ 第二处“香车杂流水之

声”的“流水”ꎬ很容易被误解成流动的水ꎬ只有参

照第一处的解释才会明白其意思是“七香车的声

音与流水车的声音交织在一起”ꎮ “流水”指车

名ꎬ其他敦煌类书及传世文献都有用例ꎮ 如

Ｓ.５６０４«籯金诸(储)君篇»叙文:“七彩飞蓬之

毂ꎬ响膺洊雷ꎻ四望流水之车ꎬ波惊少海ꎮ” («英
藏»８ / １３６)南朝梁王筠«春游诗»:“欲以千金笑ꎬ
回君流水车ꎮ” [１７]２０１８南朝梁吴均«征客诗»:“玉樽

浮云盖ꎬ朱轮流水车ꎮ” [１７]１７５１ «文选刘孝标‹广
绝交论›»:“鸡人始唱ꎬ鹤盖成阴ꎮ 高门旦开ꎬ流
水接轸ꎮ”吕向注:“流水ꎬ车也ꎮ” [４０]１０１４«大词典»
无“流水车”ꎬ“流水”一词下亦无此义项ꎬ当补ꎮ

(７)承明

承明ꎬ天子门也ꎮ (Ｐ.３８９０«类书»ꎬ
见«法藏»２９ / ９８)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十二月ꎬ初

营洛阳宫ꎬ戊午ꎬ幸洛阳ꎮ”裴松之注:“诸书记是

时帝居北宫ꎬ以建始殿朝群臣ꎬ门曰承明ꎮ” [４１]７６

«文选应璩‹百一诗一首›»:“问我何功德ꎬ三入

承明卢ꎮ”李善注引陆机«洛阳记»曰:“吾常怪‘谒
帝承明卢’ꎬ问张公ꎬ张公云:‘魏明帝在建始殿朝

会ꎬ皆由承明门ꎬ然直卢在承明门侧ꎮ’” [４０]３９９可见

作为“门”的“承明”最初指魏明帝建始殿的门ꎮ
南朝宋时洛阳城的城门有曰“承明”者ꎮ «宋书»
卷五«文帝纪»:“(二十五年)夏四月乙巳ꎬ新作阊

阖、广莫二门ꎬ改先广莫门曰承明ꎬ开阳曰津

阳ꎮ” [４２]９６北魏时“承明门”为洛阳西面四门之一ꎮ
«洛阳伽蓝记序»:“西面有四门:次北曰承

明门ꎮ 承明者ꎬ高祖所立ꎬ当金墉城前东西大

道ꎮ” [４３]１２无论建始殿还是洛阳城ꎬ都是天子居处

之地ꎬ故 Ｐ.３８９０ 将“承明”解释为“天子门也”ꎮ
«大词典» “承明”有二义ꎬ一是古代天子左右路

寝ꎬ二 是 承 明 庐ꎻ « 大 词 典 » 还 收 有 “ 承 明

卢” [４４]１６２－１６３ꎬ但无“承明门”或“承明”作为“门”
的义项ꎮ 建议参照“承明卢”的收词释义方式补

充“承明门”这一义项ꎮ
(８)圭门

某乙凿井浮生ꎬ圭门贱品ꎮ (Ｐ.３８９０
«类书»ꎬ见«法藏»２９ / ９９)
此句用以描写出身寒微ꎬ“凿井”乃“凿井而

饮”之省略ꎬ“圭门”本指形似圭的小门ꎬ引申指微

贱之家ꎮ 唐韦庄«和友人»:“圭门同隐士ꎬ不出动

经时ꎮ” [４５] 此“圭门” 即小门ꎮ 传世文献中还有

“闺门”“闺窦”ꎬ都可指寒微小户之家ꎮ «左传
襄公十年»:“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ꎮ 王叔

之宰与伯舆之大夫瑕禽坐狱于王庭ꎬ士匄听之ꎮ
王叔之宰曰:‘筚门闺窦之人而皆陵其上ꎬ其难为

上矣!’”杜预注:“筚门ꎬ柴门ꎮ 闺窦ꎬ小户ꎬ穿壁

为户ꎬ 上 锐 下 方ꎬ 状 如 圭 也ꎮ 言 伯 舆 微 贱 之

家ꎮ” [１８]１９４９宋吕陶«圣人制富贵论»:“自天下国家

之大ꎬ至于闾巷闺门之微ꎬ持而守之ꎬ履而用之ꎬ晏
然日以大治ꎬ 而不知所以然者ꎬ 皆圣人之功

也ꎮ” [４６]此二例中的“闺窦”“闺门”皆与敦煌类书

写本“圭门”同义ꎬ指微贱之家ꎬ从杜预注可见ꎬ
“闺窦” “闺门”均得义于门形“上锐下方ꎬ状如

圭”ꎮ «大词典» “闺窦”一词有一个义项:“穿墙

小门ꎮ 上圆下方ꎬ似圭ꎮ” [４７]１０３ 指明了本义ꎬ但没

有指出其引申义“微贱之家”ꎮ «大词典» “闺门”
一词有“宫苑、内室的门”等 ６ 个义项ꎬ其中义项

❹为“城上小门” [４７]１０１ꎬ无“微贱之家”义ꎮ «大词

典»“圭门”一词有“圆拱门”一个义项ꎬ所引书证

为明清时期的用例[４８]１００７ꎬ无“小门”及“微贱之

家”义ꎮ 敦煌类书及韦庄«和友人»中的“圭门”用
法不但时代较早ꎬ且具有揭示“闺门”“闺窦”词义

来源的作用ꎬ故建议«大词典»根据上引诸例将

“圭门”的释义修订为两个义项:其一ꎬ本指形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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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的小门ꎬ引申指微贱之家ꎬ亦作“闺门”ꎻ其二ꎬ
指圆拱门ꎮ

(９)泛
金飚晓泛ꎬ猎残蕙以飞清ꎻ玉露宵

凝ꎬ缀疏筠而写径ꎮ (Ｓ.５４５«失名类书
九月初»ꎬ见«英藏»２ / ４６)
“金飚晓泛”谓早晨秋风吹起ꎬ其中的“泛”ꎬ

传世文献亦作“氾” “汎”ꎬ指风吹状ꎮ «释名释

天»:“风ꎬ兖豫司冀横口合唇言之ꎮ 风ꎬ氾也ꎬ其
气博氾而动物也ꎮ” [４９]５ «楚辞招魂»:“光风转

蕙ꎬ氾崇兰些ꎮ”王逸注:“光风ꎬ谓雨已日出而风ꎬ
草木有光也ꎮ 转ꎬ摇也ꎮ 氾犹汎ꎮ 汎ꎬ摇动貌

也ꎮ” [１１]２０３江淹«当春四韵同□左丞»诗:“雷萌山

中草ꎬ 云 煦 江 上 花ꎮ 流 烟 漾 璇 景ꎬ 轻 风 泛 凌

霞ꎮ” [１７]１５６７上揭诸例中的“泛 /氾 /汎”均表风吹物

动之状ꎮ «大词典» “汎”字下曰亦作“氾” “泛”ꎬ
共解释了 ２０ 个义项ꎬ但没有“风吹物动”或“摇
动”义[５０]９２ꎮ 同时ꎬ«大词典» “汎”字下第二个义

项曰:“指气体、烟雾飘浮弥漫ꎮ” [５０]９２所引第一条

书证即上揭«楚辞招魂»之例ꎮ 然细审文意ꎬ
“光风转蕙ꎬ氾崇兰些”谓雨后吹来的风摇动着蕙

草和丛生的兰草ꎬ对其中的 “氾”ꎬ王逸注为与

“转”同义ꎬ均表示“摇动”ꎬ并非“气体、烟雾漂浮

弥漫”ꎮ 总而言之ꎬ这些用例都说明“泛 /氾 /汎”
字有风吹物动或摇动之义ꎬ«大词典»无此义项ꎬ
当补ꎮ

(１０)秦桥

牛星犯上ꎬ影入秦桥ꎮ 牵牛ꎬ星也ꎮ
秦桥ꎬ谓横桥ꎮ 横桥以象牵牛ꎬ故云

“影入秦桥”ꎮ (Ｓ.５４５«失名类书八月
初»①ꎬ见«英藏»２ / ４１)
写本本条“牛星犯上ꎬ影入秦桥”大字书写ꎬ

后面的注释小字书写ꎮ “秦桥”写本解释为“横
桥”ꎮ 查传世文献ꎬ发现写本所记与«三辅黄图»
关系密切ꎮ «三辅黄图»卷一«咸阳故城»:“始皇

穷极奢侈ꎬ筑咸阳宫ꎬ因北陵营殿ꎬ端门四达ꎬ以制

紫宫ꎬ象帝居ꎮ 引渭水灌都ꎬ以象天汉ꎻ横桥南渡ꎬ
以法牵牛ꎮ 桥广六丈ꎬ南北二百八十步ꎬ六十八

间ꎬ八百五十柱ꎬ二百一十二梁ꎮ” [５１]４“横桥”指秦

始皇营建咸阳宫时横跨在渭水上的大桥ꎬ由于秦

始皇将渭水比作天汉ꎬ将此桥比作牵牛与织女相

会的桥ꎬ故曰“横桥南渡ꎬ以法牵牛”ꎮ 写本之横

桥说正源于此ꎮ 因为此桥与牵牛织女的传说相

关ꎬ故写本曰:“牛星犯上ꎬ影入秦桥ꎮ”此外ꎬ秦始

皇东游时也曾在海上造桥以求仙ꎮ «初学记地

部中海第二» “秦桥汉柱”下引«三齐记»曰:
“青城山ꎬ秦始皇登此山ꎬ筑城造石桥ꎬ入海三十

里ꎮ” [１３]１１７因此“秦桥”又指秦始皇东游时造于东

海上的石桥ꎮ 如唐李贺«古悠悠行»诗:“海沙变

成石ꎬ鱼沫吹秦桥ꎮ” [７]４４１６ 唐顾况 «送从兄使新

罗»:“蟾蜍同汉月ꎬ螮蝀异秦桥ꎮ 水豹横吹浪ꎬ花
鹰迥拂霄ꎮ” [７]２９５０由于秦始皇造于东海的石桥和

造于渭水上象征牛郎织女相会的横桥都与神仙有

关ꎬ所以在有的用例中ꎬ“秦桥”兼具这两种用法ꎮ
如宋梅尧臣«王平甫惠画水卧屏»:“夜灯照河汉ꎬ
如有织女招ꎮ 朝日下天窗ꎬ东海无秦桥ꎮ 秦桥不

可度ꎬ织女不可邀ꎮ” [５２]４０３此诗“秦桥”两见ꎬ既与

“东海”关联ꎬ又与“织女”关联ꎮ
综上所述ꎬ古籍中“秦桥”一词至少包含两个

义项:一指秦始皇建在渭水上象征牛郎织女相会

的横桥ꎬ一指秦始皇东游时造于东海上的石桥ꎮ
目前«大词典»中有“秦桥”一词ꎬ但只有后一义

项[４４]６４ꎬ当补充前一义项ꎮ
(１１)矜

游鱼从印ꎬ泝玄濑以務(矜)鳞ꎮ 印

鱼ꎬ鱼名ꎮ 務(矜)ꎬ寒貌ꎮ (Ｓ.５４５«失名

类书十月初»ꎬ见«英藏»２ / ４４)
写本“印鱼ꎬ鱼名ꎮ 務(矜)ꎬ寒貌”为小字注ꎻ

对比相关传世文献可知ꎬ本条两处“務”均为“矜”
字之误ꎮ “矜”此处指因寒冷而竦起ꎮ «文选张

衡‹思玄赋›»:“鱼矜鳞而并凌兮ꎬ鸟登木而失

条ꎮ”李善注:“矜ꎬ寒貌ꎮ”吕延济注:“矜ꎬ竦其鳞

也ꎮ” [４０]２８２«后汉书张衡传»引«思玄赋»ꎬ李贤

注:“矜ꎬ竦也ꎮ” [２３]１９２９ 明卓明卿«卓氏藻林鱼

类»“矜鳞”:“即矜竦也ꎬ鱼冷ꎬ故竦其鳞也ꎮ” «大
词典»中“矜”字下有 １２ 个义项ꎬ其中第 １０ 个义

项是“挥动ꎻ奋起ꎻ奋张”ꎬ书证除张衡«思玄赋»李
贤注外ꎬ还有«战国策燕策一»“矜戟砥剑ꎬ登丘

东向而叹”ꎻ«吕氏春秋重言» “艴然充盈ꎬ手足

矜者ꎬ兵革之色也”ꎻ«淮南子说林训» “吕望使

老者奋ꎬ项托使婴儿矜”ꎮ[４４]５８０仔细推敲词义的细

微差别ꎬ发现«思玄赋» “矜鳞”之“矜”与«战国

策燕策一»«吕氏春秋重言»«淮南子说林

训»三条书证中表“奋起”义的“矜”并不完全相

同ꎮ “矜鳞”之“矜”强调的是因寒冷而竦立ꎬ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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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消极被动的ꎻ“奋起”义的“矜”则是积极振奋

的ꎬ«大词典»不应将张衡«思玄赋»李贤注这一条

书证与«战国策燕策一»等三条书证共同列在

“矜”字义项“挥动ꎻ奋起ꎻ奋张”之下ꎬ当另设一个

义项:“因寒冷而竦立”ꎮ

　 　 三、补充书证

补充书证指出现在敦煌类书中的某个词及其

义项ꎬ现有语文辞书有收录和解释ꎬ但提供的书证

仅有一条或时代较晚ꎬ不能准确揭示该词语产生

流行的时代ꎬ需要根据敦煌类书及传世文献中的

用例再做补充ꎮ 我们在研读敦煌类书时发现的此

类现象较少ꎬ兹举一例ꎮ
迥汉

金乌旦上ꎬ散朱景于遥空ꎻ玉兔霄

临ꎬ腾素花于迥汉ꎮ (Ｐ.３９５６＋Ｐ.２６７８«文

场秀句天地第一»ꎬ«法藏»１７ / ２０６)
此句中的“迥汉”与“遥空”对文同义ꎬ均指高

远的天空ꎮ “迥汉”«大词典»有之ꎬ释义为“高远

的天空”ꎬ但所引书证仅有一条ꎬ即宋赵彦卫«云
麓漫钞»卷八:“侍郎颉颃重霄ꎬ腾凌迥汉ꎬ刻名仙

馆ꎬ绝迹人寰ꎮ” [３６]７５６－７５７这不但有孤例之嫌ꎬ而且

书证时代略显迟晚ꎮ “迥汉”一词唐代文献早已

有之ꎬ除上揭敦煌类书的例证外ꎬ传世典籍亦有用

例ꎬ只不过词作“逈汉”ꎮ 如唐释慧立译«大唐大

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八:“器宇凝邃ꎬ若清风之

肃长松ꎻ缛思繁蔚ꎬ如绮霞之辉逈汉ꎮ” ( Ｔ５０ꎬ
ｐ２６７ａ)①出自宋人文献的亦不止«云麓漫钞»ꎬ还
有如宋郭祥正«山中乐»:“重檐却在逈汉上ꎬ倚栏

俯视白日低ꎮ 虚庭自作萧籁响ꎬ屋角更无飞鸟

飞ꎮ” [５３]陈造«淮海楼赋»:“陵逈汉而搴飞云兮ꎬ
骞鹏举之垂天ꎮ” [５４] 以上有关“迥汉 /逈汉”的用

例ꎬ可丰富«大词典»中“迥汉”一词之书证ꎮ
我们在敦煌类书中发现的可以补充«大词

典»书证的例子很少ꎮ 这与«大词典»尽量避免单

例孤证的编纂要求有关ꎬ也与敦煌类书的取材来

源有关ꎮ 敦煌类书中的大部分材料来自唐以前的

既有文献ꎬ很多词的用法在唐以前的文献中就已

经出现了ꎬ因此敦煌类书词汇在提前书证或补充

书证方面的作用并不突出ꎮ

以上我们从补充收词、补充释义、补充书证三

个方面举例阐述了敦煌类书词汇对«大词典»修

订所具有的参考价值ꎮ 与«大词典»几十万条的

收词量相比ꎬ本文所讨论的这十几条微乎其微ꎬ有
的词条义项或仍存在考证不够充分之嫌ꎬ加之

«大词典»的编纂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ꎬ字词之

间的关联千头万绪ꎬ故本文所谓的“补”也不一定

符合«大词典»“订严补慎”的修订原则ꎬ但细致考

证这些词的用法ꎬ对于校勘类书写本、理解古籍词

义仍具有一定的意义ꎬ故不避浅陋以陈之ꎮ
致谢:本文对«汉语大词典»第 ２ 版(征求意

见本)的检索和利用得到了河西学院何茂活教授

的热心帮助ꎬ特此致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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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杨衒之.洛阳伽蓝记[Ｍ] .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２.
[４４]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第 ２ 版):

第 ２ 册[Ｍ]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ꎬ２０１９.
[４５]徐倬.全唐诗录[Ｍ] .清康熙四十五年武英殿

刻本.
[４６]吕陶.浄德集[Ｍ] .清武英殿聚珍丛书本.
[４７]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十三卷

本):第 １２ 卷[Ｍ]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ꎬ１９９３.
[４８]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第 ２ 版):

第 ５ 册[Ｍ]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ꎬ２０２０.
[４９] 毕 沅ꎬ 等. 释 名 疏 证 补 [Ｍ] . 北 京: 中 华 书

局ꎬ２００８.
[５０]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第 ２ 版):

第 １１ 册[Ｍ]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ꎬ２０２２.
[５１]佚名.三辅黄图[Ｍ]∥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４６８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８６.
[５２]梅尧臣.宛陵先生集[Ｍ]∥景印文渊阁四库全

书:第 １０９９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８６.
[５３]郭祥正.青山集[Ｍ] .清嘉庆八年宋钺刻本.
[５４]陈造.江湖长翁集[Ｍ] .明万历四十六年仁和李

之藻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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