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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選題缘由及其必要性 
《齊民要術》是著名的“北魏三書”之一（另兩書是楊衒之的《洛陽伽藍

記》和酈道元的《水經注》），約成書於公元530—540年。作者賈思勰，山東益

都（今山東壽光縣南）人，《齊民要術》中僅留有“後魏高陽太守賈思勰”幾字，

其事跡史書無載。《齊民要術》在中國農業和世界農業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

它又是那個時代北方語言的真實反映，尤其是它通俗易懂，口語性極強，是中古

漢語研究中不可忽視的珍貴文獻。王雲路指出：“漢魏六朝文獻不僅有‘一鱗半

爪’的口語成分，而且已經有‘口語充分占上風的文字出現’……賈思勰《齊民

要術》……這些都說明它與上古文言比起來發生了本質的變化，所以應當獨立出

來。”1汪維輝也指出：“像《齊民要術》這樣口語話程度很高的著作，雖然早

就有學者指出過它的語料價值，但迄今仍停留在一般引用的階段，專就此書語言

進行研究的成果很少。”2可見對《齊民要術》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還遠遠不夠。

筆者欲對《齊民要術》中存在的同義連文雙音節詞進行深入的探討。其實早在先

秦時期，詞語的雙音化就已經萌芽並在東漢開始加快步伐，方一新、程湘清對這

個時期的雙音詞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駱曉平經過統計指出；“在<論語>、<孟子>

等先秦典籍中，單、雙音節的比例約為3.7：1”，同時駱先生說：“到了漢魏六

朝時期，新生詞大多由雙音節組成，單音節詞則退居極為次要的地位。”3這一

論斷幾乎是學術界的普遍共識。筆者認為口語化也是造成雙音節詞大量產生的一

種重要途徑,而雙音節詞的主要構成結構如並列、主謂、述賓、述補、偏正等等，

它們的詞彙化主要來源於與之相應的並列、主謂、述賓、述補、偏正短語。句法

結構和跨層結構同樣會導致雙音節詞的詞彙化。本文專門討論並列結構中的同義

（包括近義）連文雙音詞，是有其價值和意義的。 

從偏正式和並列式複音詞的曆時消長看，筆者對中古時期這部口語性極強的

農學著作中的同義連文的雙音節詞進行研究很有必要。程湘清對代表東周中期語

言面貌的《論語》一書中出現的複合詞作了統計，其結果是偏正式複合詞占總詞

數的37.2%，並列式複音詞占總詞數的26.7%，偏正式複合詞的出現高於並列式複

合詞。然而，進入戰國時期以後，並列式複合詞的增長速度卻顯著加快了，在數

量上超過了偏正式複合詞。程湘清對《孟子》中複合詞的統計結果是：偏正式複

合詞占總詞數的30%，而並列式複合詞占總詞數的34.5%。這一趨勢繼續發展，漢

代以後並列式複合詞急增，其比例大大超過了偏正式複合詞。據黃建寧的統計，

《太平經》中的並列式複合詞是偏正式複合詞的兩倍多。程湘清對《世說新語》

中出現的複合詞的統計結果是：偏正式複合詞約占26.9%；並列式複合詞約占

43.6%。據魏達純的統計，《顏氏家訓》中並列式複合詞占複合詞總數的65.5%，

                                                
 
1王雲路：《詞彙訓詁論稿》，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16頁，原載《古漢語研究》，2002

年第4期。   
2汪維輝：《試論<齊民要術>的語料價值》，載《古漢語研究》，2004年第4期，第84頁。 
3駱曉平：《魏晉六朝漢語詞彙雙音化傾向三題》，見王雲路、方一新編：《中古漢語研究》，商務印書館，

2000年版，第52頁，原載《古漢語研究》，199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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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先秦時期增長了13.1%。可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並列式複合詞的比例已大

大高於偏正式複合詞。4 

    當雙音節音布建立以後，為滿足韻律的要求，人們會自覺不自覺地把單音節

形式換成雙音節形式以達到某種辭氣順暢的效果。雙音並列形式由於可以不改變

原來單音節形式的語素義而成為一個音步，從而構成一個韻律詞，因而倍受語言

使用者的青睞。當人們有意識去創造雙音節形式時，並列式雙音詞的數量就大大

超過了偏正式雙音詞。可以這樣說，在魏晉六朝，並列式雙音節詞是詞語產生的

主要結構。並列式雙音節詞內部存在兩個構詞語素義同（義近）、相反、重疊等

形式，其中，義同（義近）處於較其他兩種形式更為能產的地位。筆者發現方一

新、王雲路之代表作《中古漢語語詞例釋》所收詞中有三分之二左右的詞其構成

方式是這種同義連文的並列式雙音節詞。王雲路《六朝詩歌語詞研究》釋詞部分

絕大部分也是同義連文的雙音節詞，可以毫不誇張的說，這種構詞方式不僅是六

朝詩歌語詞構詞的主要方式，也是中古漢語語詞的主要構詞方式。 
 

二、《要術》語詞研究概況  
筆者想以2004年作為一個分水嶺，探討前後《要術》研究的現狀。5 

對《齊民要術》語言方面的關注自古亦有，清人王念孫就在其代表作《廣

雅書證》中不止一次利用《要術》進行釋義，《廣雅•釋器》王念孫《疏證》釋
“鎢錥謂之銼”條：“《左傳•桓公六年》：“謂其不疾瘯蠡也，瘯蠡與族累同，
疾言之則為痤矣。《爾雅•釋木》：‘痤接慮李’郭注云：‘今之麥李’。《齊
民要術》引《廣異志》云：‘麥李細小’麥李細小故有接慮之名。”6；《廣雅•
釋器》王念孫《疏證》釋“枸簍、隆屈、 、篷、 籠、軬也”條：“《釋名》云：

‘軬，藩也。’藩，避雨水也。《說文》作‘轒’云：‘淮陽名車穹隆轒，《四

民月令》有上犢車篷軬法，見《齊民要術》。”7；《廣雅•釋器》王念孫《疏證》
釋“   、臉、縣、 也”條：“   故熱字也，夏竦《古文四聲韻》引古《孝經》

熟字如此，《齊民要術》引《食經》云：‘作縣熟法：豬肉十斤去皮切臠，蔥白

一升，生薑五合，橘皮二葉，秫三升，豉汁合調和蒸之。”8；《廣雅•釋器》王
念孫《疏證》釋“  、 、粿、 、糜、糏也”條：“《說文》：‘  ，肖麥屑之

覈也。《齊民要術》引《四民月令》云：‘夏至後糴    。’”9，從中不僅可

以看出《要術》在闡釋古義方面的價值，同時可以看出清人對中古漢語研究方面

也頗有發明之處。 

    汪維輝指出：“從語言學研究此書的論文僅見三篇，另有兩篇碩士論文分別

以此書的雙音詞和複音詞為研究對象（未刊）10，據筆者查檢2004年以前的有關

論文有：史光輝《從<齊民要術>看漢語大詞典編纂方面存在的問題》《<齊民要

術>偏正式複詞初探》《<齊民要術>複音詞研究》,闞緒良《<齊民要術>語詞劄記》，

段業輝《論<齊民要術>的助動詞“中”》,葛能全《<齊民要術>諺語、民謠、成

語、典故淺釋》，其他一些專著只是對《要術》部分詞語的闡釋，如方一新、王

                                                
4
董秀芳：《詞彙化：漢語雙音化的衍生和發展》，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108頁。 

5：註：以下《齊民要術》一律簡稱為《要術》。 
6［清］王念孫：《廣雅書證》，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20頁。 
7［清］王念孫：《廣雅書證》，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43頁。 
8［清］王念孫：《廣雅書證》，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45頁。 
9［清］王念孫：《廣雅書證》，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48頁。 
10汪維輝：《試論<齊民要術>的語料價值》，載《古漢語研究》，2004年第4期，第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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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路《中古漢語語詞例釋》《中古漢語讀本》；王雲路《六朝詩歌語詞研究》；

王雲路《中古漢語詞彙史》；江藍生《魏晉南北朝小說詞語匯釋》；蔡鏡浩《魏

晉南北朝詞語例釋》，當然對《要術》詞語研究較深的是汪維輝先生，他在其著

作《<齊民要術>詞彙語法研究》一書中專門布局了下編即《<齊民要術>新詞新義

詞典》，其他一些碩士論文很多是運用現代漢語中的語言學理論對《要術》進行

簡單的分類和羅列，所以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有待提高。 
 

三、主要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基於學者們對《要術》關注度的提高，但目前需要研究的方面還很多，對

《要術》的研究還處於初期，所以我們還需努力去挖掘這部富含口語成分和中古

句法、語法結構的寶藏。對於承上啟下的中古漢語，《要術》在其中無疑充當了

重要角色。本書主要解決以下一些問題：（1）搜尋出存在於《要術》中的同義

（近義）連文雙音節詞，通過對其進行詞性分類，證明同義連文雙音詞其產生的

途徑是多樣性和不均衡性的統一。（2）通過對這部分雙音詞進行史的分析，找

出他們的曆時發展線索，而這對整個詞彙系統構成的研究是不無裨益的。（3）

可以提前《漢語大詞典》的一部分詞語釋義書證，對詞語溯源，完善《大詞典》

的功能和對其作再次修訂提供一點小小的參考。（4）在汪維輝先生《<齊民要術

>新詞新義詞典》的基礎上再次挖掘出一部分新詞新義，力圖更加完整的反映《要

術》富含口語詞的特點，促進對中古漢語詞彙共時平面的研究。 

筆者認為對同義連文雙音節詞的研究離不開對詞語意義的考釋，考釋途徑

是多樣的，郭在貽指出：“詞語考釋一類的工作，必須具備四個程序，方能稱得

上高層次的研究。這四個程序是：求證、溯源、祛惑、通文。所謂求證，就是從

浩如煙海的文獻中尋求證據。有了確鑿而又充分的證據，詞義的考釋才能立於不

敗之地，沒有證據，或證據不足，單靠涵泳文意、玩味章法那一套文學賞析的功

夫，所得的結論往往不甚可靠。證據又有本證（或曰內證）、旁證（或曰外證）

之分，比如研究《世說新語》的詞彙，《世說新語》本身的材料便是本證，從另

外地方所得的材料便是旁證。所謂溯源，就是要從曆時語言學的角度，搞清楚某

一詞語的來龍去脈及其所以得義之由。（由於種種原因，不可能每個詞都做到這

一點。）所謂祛惑，就是要指出前賢時人（包括各種辭書）的某些繆解誤見，使

讀者恍然悟到過去所傳承下來的某一解釋原來是錯誤的。所謂通文，就是用你考

釋所得的結論，去暢通無阻地解釋其他一些作品中的同類詞語，做到如清儒王引

之所說的‘揆之本文而協，驗之他卷而通’。如果這四個程序（或曰標准）可以

成立，我們不妨用它來驗證語詞考釋一類的著作，看它在這四點上做得怎樣，做

得好的或比較好的，就應該承認它是具有高質量的著作。”11 

考釋詞語是我們研究漢語，讀懂古籍必須要做的事，但本文並非為了考證而

考證，張永言、汪維輝指出：“作為語言詞彙的核心的‘常語’，向來是訓詁學

者認為可以存而不論或者無煩研究的。然而，要探明詞彙發展的軌跡，特別是從

上古漢語到近代漢語詞彙的基本格局的過渡，即後者逐步形成的漸變過程，則常

用詞的衍變遞嬗更加值得我們下功夫進行探討。而這正是漢語史異於訓詁學之

處。因為不對常用詞作史的研究，就無從窺見一個時期的詞彙面貌，也就無以闡

                                                
11郭在貽：《讀江藍生<魏晉南北朝小說詞語匯釋>》，朱慶之編：《中古漢語研究》（二），商務印書館，

第334～335頁，原載《中國語文》，198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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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不同時期之間詞彙的發展變化，無以為詞彙史分期提供科學的依據。”12嚴學

宭指出：“詞彙的靜態描寫，有助於詞彙學的研究，而精通詞彙的曆史發展，有

利於詞彙現狀的深透理解。”13本書力圖找出這些同義連文詞語的曆時發展軌跡。

張永言、汪維輝指出：“那些不必解釋就能理解無誤的詞語，對訓詁學來說就沒

有多少研究價值。詞彙史則頗異其趣，它的目的是為了闡明某一種語言的詞彙的

發展曆史及其演變規律，而不是為了讀古書，盡管不排除客觀上會有這種功用。

所以從訓詁學看來沒有研究意義的詞彙現象，從詞彙史的立場去看恰恰是極為重

要的問題。”14 

    蔡鏡浩指出了魏晉南北朝語詞考釋方法論，我們以為這些方法又較郭在貽先

生更具體，而且許多學者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之：第一，比類歸納，這是考

釋語詞最常用的方法，也就是把同一類型的語言材料排比在一起，然後根據上下

文的語境，歸納出詞義來。第二，利用互文、對文，由於漢語的文獻材料中語句

的構成講究整齊與對稱，在韻文中更為突出，而在散文中也常常可以見到，所以

利用互文或對文來考釋詞義也是很重要的方法。但使用時必須謹慎。在對偶的文

句中處在同一位置的詞語不一定就完全同義、反義。15蔣宗許先生曾對徐仁甫《廣

釋詞》一書中不當地運用互文有所指正，如釋“‘誰家’猶‘何處’條”，可參

看。張永言先生也指出了異文運用同樣要慎重，他說：“利用異文來推求詞義則

特宜審慎，因為產生異文的原因很複雜，不一定可以用同義來解釋。”16筆者在

這方面也是小心使用之。第三，利用同義並列詞組與複合詞。（1）由同義並列

結構中的一個已知成分的意義推測另一個成分的未知意義。當然本文主要闡釋同

義連文雙音詞，也會結合這種結構推導出同義結構。（2）根據已知的單音詞，

考釋新的雙音詞。這裏當然是考釋新的同義連文結構雙音詞。第四，鉤沉舊注。

對魏晉南北朝詞語的考釋只零星散見於少數的著作中，如郝懿行有《晉宋書故》

《證俗文》，黃生的《義府》中有少數條目，劉淇的《助字辯略》有不少地方論

及魏晉的特殊虛詞。唐代的兩種《一切經音義》及《廣韻》有的解釋也往往與魏

晉的用法相合。當然還有先秦經書注釋都可以作為詞語考釋的參考。第五，方言

佐證。方言往往是語言的活的曆史化石，由於語言的地域發展的不平衡，某些詞

的古義在共同語中已經消失，在方言中卻往往可能保留至今，因而方言詞彙的研

究對考釋近代乃至古代詞義有很大的幫助。當然筆者主要還是以家鄉話四川方言

中的眉山話進行比證。第六，因聲求義。這是傳統訓詁學考釋詞義的重要方法，

在魏晉南北朝詞語的考釋中同樣適用，可以解決不少疑難問題。（1）說明通假。

（2）探求同源字。同源字往往語音相近，字義上亦常有聯系，故探求相關的同

源字，不僅可以考釋字義，而且還可知得義的根源。第七，尋繹詞義演變軌跡。

當然詞義演變的方式很多，如引申是詞義演變的主要途徑。其他途徑如雙音節詞

語的節略也會引起單音詞詞義的變化，有時經常所處的句法位置也會引起詞義的

演變。八、考察曆史文化背景。詞語的演變除上述語言的內部原因外，與社會的

                                                
12
張永言、汪維輝：《關於漢語詞彙史研究的一點思考》，王雲路、方一新編：《中古漢語研究》，商務

印書館，2000年版，第27頁，原載《中國語文》，1995年第6期。 
13張永言：《詞彙學簡論》，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2年版，引自“弁言”部分。 
14張永言、汪維輝：《關於漢語詞彙史研究的一點思考》，見王雲路、方一新編：《中古漢語研究》，商

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27頁～28頁。原載《中國語文》，1995年第6期。 
15蔡鏡浩：《〈魏晉南北朝詞語考釋方法論〉—〈魏晉南北朝詞語匯釋〉編撰瑣議》，見王雲路、方一新
編：《中古漢語研究》，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160頁，原載《辭書研究》，1989年第6期。 

16張永言：《訓詁學簡論》，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76～177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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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也有密切的關系，所以詞義的考釋往往離不開對特定的曆史文化背景的研究

和分析。 

以上各種方法，往往是把多種方法結合起來加以運用。盡可能展現給大家

《要術》同義連文雙音節詞的面貌。 

需要指出的的《要術》有一部分不是那個時代語言的反應，故做同義連文

雙音節詞時不考慮這部分文獻。其一是《要術》卷前《雜說》早就經學者證實非

當時文獻，同時需要指出的是《要術》征引文獻十分豐富，我們一般不把它看成

是賈氏時代的語料，但是如果涉及到相關語詞，可適當引之，以求溯源。 

王雲路指出：“漢魏六朝語言中‘同義連言’的現象更加明顯了，因為這一

時期漢語詞彙由單音節向複音節（尤其是雙音節）發展的趨勢更快，而同義複音

詞又是新詞產生的一個基本手段，所以在闡明詞義時必須遵循這一規律。”17 

筆者試圖找出這些同義連文雙音詞的曆史發展軌跡，當然有些在先秦就已經

產生，有些在後代逐漸消亡，有些發生了轉移，大部分雙音詞是在這個時期產生

的，所以許多詞語可以補充《漢語大詞典》的不足，可為這部分雙音詞的產生找

到較早出處，也為雙音詞的曆時研究提供參考。 

最後談一談漢語史分期的問題，最早對漢語史進行分期的學者是瑞典漢學

家高本漢，他認為《詩經》以前是太古漢語，《詩經》以後到東漢是上古漢語，

六朝至唐是中古漢語，宋代是近代漢語，元明是老官話。呂叔湘先生根據“文言”

和“白話”兩種書面語言，他在《近代漢語指代詞•序》中指出以晚唐五代為界，
把漢語的曆史分成古代漢語和近代漢語兩個階段。王力先生分漢語史為四期：公

元三世紀五胡亂華以前為上古期（三、四世紀為過渡階段），公元四世紀到十二

世紀（南宋前半）為中古期（十二、十三世紀為過渡階段），公元十三世紀到十

九世紀（鴉片戰爭）為近代期（自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為過渡階段），

二十世紀（五四運動以後）為現代期。向熹先生將漢語史分為四個時期：從公元

前18世紀到公元3世紀，即商、周、秦、漢時期為上古期；從公元4世紀到公元12

世紀左右，即六朝、唐、宋時期為中古期；從公元13世紀到公元20世紀初，即元

明清時期為近代期；從“五四運動”到現在為現代期。18方一新先生將漢語史分

為四期：先秦、秦漢為上古漢語，西漢是上古漢語向中古漢語演變的過渡階段；

東漢至隋為中古漢語，初唐、中唐為中古漢語向近代漢語演變的過渡階段；晚唐

五代至清初為近代漢語，清代中、晚期為近代漢語向現代漢語演變的過渡階段。
19筆者在寫作過程中將方一新先生的所謂過渡期分為不同的歸屬，東漢屬下即歸

入中古時期，初唐、中唐歸入中古漢語時期，清代中、晚期歸入近代漢語時期，

這樣也是為了敘述方便。 

 

 

 

 

 

 

                                                
17
王雲路：《六朝詩歌語言論稿》，1997年版，第287頁。 

18向熹：《簡明漢語史》，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40～43頁。 
19方一新：《中古近代漢語詞彙學》，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22～23頁。關於漢語史的分期國內學者

胡明揚、蔣紹愚、蔣冀騁，國外學者梅祖麟、孫朝奮都發表過自己的看法，本書僅舉有代表性的學者觀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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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同義連文雙音節名詞 

 
                             B 

 

斑駁： 

 

正月一日日出時，反斧斑駁椎之，名曰“嫁棘”（卷四“種棘”，第183頁） 
 

《玉篇·文部》：“辬，《說文》曰：‘駁文也。’亦作‘斑’。”《楚辭

•離騷》：“紛緫緫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洪興祖補注：“斑，駁文也。”
唐宋之問《晚泊湘江》：“唯餘望項淚，更染竹成斑。”清程夢星《贈唐君改堂》：

“春生秋扇隨新令，黴久朝衣檢舊斑。”可見“斑駁”乃同義連文。《漢語大詞

典》釋作“色彩錯雜貌”，《要術》中的“斑駁”為引申義，即“混雜，錯落，

分散”義，見王雲路、方一新釋“斑駁”條。20此義項《大詞典》失收，當補。 

 

本底： 

 

其瓜本底，皆令土下四廂高，微雨時，得停水。（卷二“種瓜”，第111頁） 
 
《說文•木部》：“木下曰本。”《廣雅•釋木》：“本，榦也。”王念孫《疏

證》：“榦亦莖也。前《釋詁》云：‘莖、榦，也。’”“木下”和“莖”均為

底部。《說文•廣部》：“底，一曰下也。”《廣韻•薺韻》：“底，下也，止也。”
故“本底”乃同義連文。“本底”《大詞典》釋義為“根底；素質”，但《大詞

典》所引例子為《歧路燈》第九六回：“原來盛希僑是個本底不壞的人。少年公

子性兒……也就吃虧祖有後胎，缺少調教。畢竟性質亢爽，心無私曲。”而《要

術》中的意思更接近本義，且《大詞典》引例過晚，溯源不夠。 

 

C 

 

次第： 

 

（1）如是次第，經四小道，通一車道。（卷二“胡麻”，第111頁） 
（2）十五歲，上中央兩齒臼；十六歲，上中央四齒臼；若看上齒，依下齒次

第看。十七歲，上中央六齒臼。（卷六“養牛、馬、驢、騾”，第283頁） 
（3）如是次第布訖，下水缹之，肉作琥珀色乃止。（卷八“蒸缹法”，第479

頁） 
（4）次瓜，次瓠，次蔥白、鹽、豉、椒末，如是次第重布，向滿為限。（卷 

                                                
20
王雲路、方一新：《中古漢語語詞例釋》，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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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素食”，第529頁） 
（5）以黍一鬥，次第間水五升澆之。（卷七“笨麴並酒”，第395頁） 
 
《廣雅•釋詁三》：“第，次也。”《左傳•哀公十六年》：“楚國第，我死，

令尹司馬，非勝而誰？”杜預注：“第，用士之次第。”“次第”乃同義連文。

《呂氏春秋•原亂》：“亂必有第，大亂五，小亂三……”高誘注：“第，次也。”
《漢書•公孫弘傳》：“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
第一。”《宋書•夷蠻傳》：“十年，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
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穩，三達六通，為世間道，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

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如須彌山，村邑聚落，次第羅匝……”“次第”義

為“次序，順序”，《大詞典》首引《詩經•大雅•行葦》：“序寶以賢。”鄭玄
箋：“謂以射中多少為次第。”說明“次第”這個詞是中古時期才產生的。同時

這個詞後來一直沿用下來，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第二篇：“《詩》之次第，首

《國風》，次《雅》，次《頌》。”只是這個意義可以用來解釋第（1）例，而

後幾例似乎應該看作副詞，有“一一、按次序”之義，這個意義近代漢語中仍有

用例，如唐劉禹錫《堤上行》詩：“春堤繚繞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開。”又白

居易《花下對酒》詩：“梅櫻與桃杏，次第城上發。”《敦煌變文集》卷六《大

目乾冥間救母變文》：“汝欲得見阿娘者，心行平等，次第乞食，莫問貧富。”
21這個意義的“次第”並非只在唐代才出現，至遲北魏就已經產生了。筆者將“次

第”的名詞、副詞列在一起，為免於羅列繁瑣，讀者須辨之。副詞作為虛詞，大

部分是由實詞虛化而來，“次第”符合由名詞轉化為副詞的一般規律。另外“次

第”在中古時期還引申有“辦法、把握”義。22 

 

塵埃： 

 

 好醇煙，搗訖，以細絹篩——於堈內篩去草莽若細沙、塵埃。（卷九“筆墨”，
第555頁） 

 
《說文•土部》：“埃，塵也。”唐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十七引《通俗文》：

“灰塵曰埃，埃亦塵也。”《後漢書•鄭玄傳》：“自秦滅六經，聖文埃滅。”
李賢注：“埃，塵也。”《玉篇•土部》：“塵，塵埃。”《左傳•成公十六年》：
“甚囂，且塵上矣。”“塵埃”乃同義連文。“塵埃”即“飛揚的灰土”這個詞

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產生。《莊子•逍遙遊》：“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
相吹也。”唐代沿用，杜甫《兵車行》：“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鹹陽橋。”

現在仍然使用，四川籍作家阿來有部小說名為《塵埃落定》，是其證。 

 

塵土： 

 

以防青繩塵土之汙。（卷九“煮膠”，第552頁） 

                                                
21江藍生、曹廣順：《唐五代語言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頁。 
22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劄記·南齊書劄記》“有次第”條，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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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屬於土，故“塵土”屬於同義連文。“塵土”指“細小的灰塵。”《大

詞典》首引晉張華《博物志》卷六：“徐州人謂塵土為蓬塊，吳人謂跋跌。”今

補充與其時代較近的《要術》一例，“塵土”是中古時期產生的新詞。近代漢語

時期沿用，《紅樓夢》第十七回：“池邊兩行垂柳，雜以桃杏遮天，無一些塵土。”

當代人也愛使用這個詞，只是書面色彩較重一些，吳運鐸《把一切獻給黨 我們

的平射炮》：“疾風暴雨般的炮彈從四面鑽進了碉堡，塵土迷漫半天，眼看那高

大的碉堡坍塌了。” 

 

F 

 

縫隙： 

 
 淨掃東向開戶屋，布麴餅於地，閉塞窗戶，密泥縫隙，勿令通風。（卷七

“造神麴並酒”，第361頁） 
 

《說文•  部》：“隙，壁際孔也。”《周禮•秋官赤犮氏》：“凡隙屋，除
其狸蟲。”賈公彥疏：“隙謂孔穴也。”《墨子•兼愛下》：“人生生乎地上之
無幾何也，譬之由駟馳而過隙。”《商君書•修權》：“諺曰：‘蠹眾而木折，
隙大而牆壞。”南朝江淹《雜詩•郭璞》：“朱霞入窻牗，曜靈照空隙。”而“縫”
有“空隙”的意義。唐鄭巢《題室》：“桂蔭生野菌，石縫結寒澌。”宋秦觀《秋

夜病起懷端叔》：“月色清無縫。”故 “縫隙”乃同義連文。“縫隙”義為“裂

開的狹長的空處”，《大詞典》首引唐元稹《蜘蛛》詩之一：“縫隙容長踦，虛

空織橫羅。”例證過晚。又“縫隙”在現代語言中也常說，巴金《電》一：“門

開了，露了一個縫隙。”是為證。 

 

                           J 

 

饑餓： 

 

餘初謂家自不宜，又疑歲道疫病，乃饑餓所致，故他故也。（卷六“養羊”，
第314頁） 
 
《說文•食部》：“饑，餓也。”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九引《倉頡

篇》曰：“饑，餒也，腹中空也。”《書•舜典》：“黎民阻饑，汝後稷，播時
百榖。”《史記•吳王濞列傳》：“吳大敗，士卒多饑死。”《說文•食部》：“餓，
饑也。”《廣韻•箇韻》：“餓，不飽也。”《正字通•食部》：“餓，饑甚。”
析言之“餓”比“饑”程度深，統言之“饑”亦“餓”。故“饑餓”乃同義連文。

“饑餓”在《要術》中義為“肚子很空，想吃東西。”當然這個詞早在先秦時期

就已經產生。《管子•重令》：“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中
古沿用，《要術》是一例。今再舉一例，《漢書•高帝紀》：“民以饑餓自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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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者，皆免為庶人。”現當代文學作品中也不乏用例，秦牧《長河浪花集•中國
紅場的旗幟》：“年年鬧荒，逃荒的農民像一支饑餓洪流似的，時常穿州過省地

跑動著。” 

 

饑饉： 

 

（1）按芋可以救饑饉，度凶年。（卷二“種瓜”，第122頁） 
（2）然此可以度凶年，救饑饉。（卷三“蔓菁”，第133頁） 
（3）且風、蟲、水、旱，饑饉薦臻，十年之內，儉居四五，安可不預備凶

災也？（卷三“雜說”，第168頁） 
（4）按杏一種，尚可賑貧窮，救饑饉，而況五果、蓏、菜之饒，豈直助糧

而已矣？（卷四“種梅杏”，第201頁） 
（5）故杜葛亂後，饑饉薦臻，唯仰以全驅命，數州之內，民死而生者，乾

椹之力也。（卷五“種桑、柘”，第231頁） 
 

《爾雅•釋天》：“榖不熟為饑，蔬不熟為饉。“邢昺疏引李巡曰：‘可食
之菜皆不熟為饉。’”饑饉連文不別，泛指災荒，一般和凶年聯系在一起。早在

先秦時期這個詞語就出現了。《詩•小雅•雨無正》：“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嚴粲《詩輯》：“乃降喪亂饑饉，以斬伐天下也。”《魏書•崔浩傳》：“昔遭
喪亂，饑饉仍臻，饘蔬糊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近代漢語中

仍然使用，蘇軾《送孫勉》詩：“是時累饑饉，嘗苦盜賊變。”這個詞語現在很

少說，是一個文言詞語。 

 

疆界： 

 

主人某甲，謹以七月上辰，造作麥麴數千百餅，阡陌縱橫，以辨疆界，須
建立五王，各布封境。（卷七“造神麴並酒”，第359頁） 

 

《說文•田部》：“畺，界也……疆，畺或從彊、土。”《爾雅•釋詁下》：
“疆，垂也。”郝懿行義疏：“疆者，《說文》作畺，或作疆，云‘界’也。”

《左傳•桓公十七年》：“夏，及齊師戰於奚，疆事也。”《禮記•曲禮下》：“大
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孔穎達疏；“疆，界也。”故“疆界”乃同義

連文。“疆界”可以理解為“國界，地界”，與後面的“封境”相對。“疆界”

這個詞是中古產生的雙音詞。今再舉一例，《詩•大雅•江漢》：“徹我疆土。”
鄭玄箋：“治我疆界於天下。”後代不乏用例，蘇軾《申三省起請開太湖六條狀》：

“湖上種菱人戶，自來臠割葑地，如田塍狀，以為疆界。”“疆界”現在還有另

外一個意義即“界限”，顯然是引申義，柯靈《香雪海•真實•想象和虛構》：“為
了表達人民的願望，藝術家有時可能跳出現實的疆界，超脫自然的規律。”當然

這個意義宋代就有用例了，陸遊《雨中登安福寺塔》詩：“平生喜登高，醉眼無

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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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力能： 

 

 服牛乘馬，量其力能；寒溫飲飼，適其天性：如不肥充繁息者，未之有也。
（卷六“養牛、馬、驢、騾”，第277頁） 

 

   《玉篇•能部》：“能，多技藝也。”《廣韻•代韻》：“能，技也。”《論
語•泰伯》：“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呂氏春秋•長見》：“君知我而
使我畢能西河可以王。”高誘注：“能，力也。盡力為之，可以致君於也。”可

見“力能”乃同義連文。“力能”即“能力”。《後漢書•班超傳論》：“時政
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土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體於夷狄以

要功名，多矣。”其實它有另外一種語序，《呂氏春秋•適威》：“民進則欲其
實，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史記•李斯列傳》：“上幸盡其能力，
乃得至今。”中古時期這兩種語序並存。後來“能力”戰勝了“力能”，現在我

們只說“能力”，當然什麼時候“力能”退出了曆史舞臺，有待深一步地研究。 

 

                            M 

 

名目： 

 
（1）此等名目，皆是葉生形容之所象似，以此時栽種者，葉皆即生。（卷四

“栽樹”，第180頁） 
（2）中國所生，不過淡苦二種；其名目奇異者，列之於後條也。（卷五“種

竹”，第259頁） 
（3）聊以存其名目，記其怪異耳。（卷十“五榖、果蓏、菜茹非中國物產者”，

第563頁） 
 

《銀雀山漢墓竹簡•孫臏兵法•五名五恭》：“兵有五名：一曰威強，二曰軒
驕，三曰剛至，四曰助忌，五曰重柔。”南朝江淹《別賦》：“是以前方不定，

別理千名。”《新唐書•楊炎傳》：“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
舊仍積，不知甚涯。”康有為《大同書》：“苛稅濫征，詭名百出。”“名”即

“種類”義。《篇海類編•身體類•目部》：“目，名號也，名目也。”《後漢書
•酷吏列傳•王吉》：“凡殺人皆磔屍車上，隨其罪名，宣示屬縣。”李賢注：“目，
罪名也。”宋曹勳《北狩見聞錄》：“死生一切唯命，不必以此為目也。”“名

目”在表示種類方面乃是同義連文。“名目”即“名稱；名義”。《大詞典》首

引晉葛洪《抱樸子•吳失》：“不知五經之名目，而享儒官之祿。”說明中古時
期這個詞語應用較普遍，近代漢語中不乏用例，明王九思《端正好•春遊》套曲：
“做一個賞春名目，更有那幾般兒品饌非俗。”《劉知遠諸宮調》十二（仙呂調

•繡帶兒）：“他又不通個名目，把小李村圍住。”又《澠池會》三（塞鴻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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