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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课题利用语义场理论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对斯瓦德什《百词表》中跟

“树木”有关的5个核心词(分别是“树tree 23位”、“种子seed 24位”、“叶

子leaf 25位”、“根root 26位”、“茎皮＆皮肤bark&skin 27&28位”)进行了

系统的研究。全课题由七章组成。第l章绪论，介绍了核心词的研究的意义、目前

国内外研究的状况、本谋题的创新点、本课题研究的材料和方法等。第2章到第5

章，通过利用汉藏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对“树、种子、叶子、根”四个核心词

的早期语音面貌和语源进行了探讨。具体说来，就是先建立语义场，再建词族，然

后再跟民族语文进行对比。在系联同族词时，在收集资料和整理阶段，采取不同的

研究方法：在收集资料时，采用“经之以义，纬之以声”，注重的是语义，辅之以

声；在整理时，则运用“经之以声，纬之以义”，即按照语音来分析、整理收集到

的材料a第6章与前四章不同，它通过利用语义场理论，采用数理统计和典型例句

相结合的方法，对“茎皮＆皮肤”的语义场及其在汉语史中的演变做了比较细致的

考察，对汉语的历时词汇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第7章为结束语，

对本课题进行总结。本课题的研究为汉藏比较语言学提供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材料，

对汉语词汇史、汉藏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也作了一定的探索。

关键词：核心词 词族 语义场 树 种子 叶子 根 茎皮&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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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es on kernel word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udes of Lcxical

History in Chinese and Sino-Tibetan Historical Languistics．This Paper researched On the

five kernel words assosiated Trees．The paper made up of seven chapters．The first chapter

was about The Introduction；The second tO fifths chapters were about The Research of

Tree(树)、Seed(种子)、Leaf(叶子)andRoot(根)inChinese，inthelight of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CS，We have concluded the early sound and

ctymou of this four kernel words；The six chapter was about The Bark&Skin(茎皮／皮肤)，

in the light of semantic field theory，we have obtained a full-scale impression about

“Bark&Skin’S semantic field'’in Chinese．The seventh chapter was The Conclusion．This

paper have provided some valuable materials for the Lexical History in Chinese and

Sino-Tibetan Historical Languistics，it also have done certain exploration in the research

approach．

Key words：Kernel Words Word Family Semantic Field Tree Seed

Leaf Root Bark＆S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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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本课题的研究意义

1绪论

1．1．1核心词的选定

汉语核心词。的研究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工作。也是迄今为止在汉语词汇学方

面作得最少的一个工作o。研究汉语核心词，对我们认清汉语的早期面貌和历史演

变是有积极意义的。

本课题所选的核心词，主要以斯瓦德什(W．Swadesh)的《百词表》为依据。

本课题的目的就是对斯瓦德什(M．Swadeshl《百词表》中跟树木有关的5个词进行全

面研究，它们分别是：“树tree”(23位)、“种子seed”(24位)、“叶子leaf”

(25位)、“根rOOt”(26位)、“皮(茎皮bark／皮肤skin)”(27、28位)。除

《百词表》外，还参考最近国内学者根据汉语以及汉藏语情况制订的核心词表@。

斯瓦德什(W．Swadesh)的《百词表》，是在他的《二百词表》的基础上编定的。

选词原则是“世界共同的，非文化方面的，容易辨认的广阔概念，在多数语言中有

一个单词可以对应的”基本词。《百词表》是施瓦德什、R．B，Less、J，H．Greenberg等

许多学者在分析欧溯、美洲、非洲和澳洲语言的基础上提出和完善的，有不符合汉

藏语系之处在所难免。所以，雅洪托夫(1964)剔除了《百词表》中的5个，即“我

们we(3位)、都all(9位)、茎皮bark(27位)、羽毛feather(36位)、躺lie(67位)”，

保留95个核心词(本课题的“bark茎皮”就在剔除之列，我们将它和“skin皮肤”

放在一起讨论)。虽然《百词表》有缺点，但它仍然是一个国际通行的、在绝大部

分的语言中具有普遍的适用性的词表。而且，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个词表比它更精炼，

普遍性更高。所以我们在做“核心词”研究时主要依据《百词表》。

o我们所说的。核心词”是指“基本词汇”中最棱心的那一部分词。每一个语言都应该包括这部分词。拔
心词有较好的稳定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词都有较为稳定的形式和较为准确、单一的含义。

o吕叔湘先生曾指出：“汉语史研究中最薄弱的部分应该说是语汇的研究．”(吕叔湘1961)又说：“汉语的
历史词汇学是比嫂薄弱的部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力量躁这硬工作够繁难程度很不相称。”(昌掇棍1982)

@主要是郏张尚芳1995年在讨论词征比较的时候，提出的(原始华浃语三百援心词(征求意见稿)》，其中
包括100个黯核心的词(本课题的核心词分别对应词表的4l位“树<柴>”。40、46、47位“果／呆，耔”．42位
“叶”，43位。根”，110位“皮’，其中“树”、“叶”、“皮1为最核心的词)：以及黄布凡1997年提出了藏缅
语300核心词词表，后增加到360个(一经按心词中有“榭，柴，术”和。水果'二级有“小米，稻”、三缓有。小
麦庸稞”、“豆廊豆”，这些词可阻对应于斯瓦德什(W．Swadesh)的‘百词表》中的“村”和“种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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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汉语核心词研究的意义

1．1．2．1汉语核心词研究对汉语词汇史的建设的意义

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是汉语史研究中的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它与有着二千多年传

统的训诂学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又有本质的区别。训诂的目的是为了“明古”。词

汇史的目的则是阐明一种语言词汇的发展历史及其演变规律，所以，在训诂学看来

没有研究意义的“核心词”，从词汇史的立场去看恰恰是极为重要的问题，要探明

词汇发展的轨迹，特别是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基本格局的变迁，核心词的衍变

递嬗非常值得我们下功夫进行探讨。因此，核心词的演变研究在目前阶段应该成为

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中心课题(张永言，汪维辉1995)。

1．1．2．2汉语核心词的研究对普通词汇学研究的意义

核心词是词汇系统的核心部分，出现频率高，使用范围广．不轻易发生变化。

正因为如此，一旦它发生变化，这对整个词汇系统而言就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深层

次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短时间内难以察觉，只能在较长的历时变化中加以研究。

如果我们对“核心词”的发展演交整理好了，对普通词汇学也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

1．I．2．3汉语核心词的研究对古籍整理特别是疑伪古籍的鉴别和断代以及辞书

编撰的意义

“核心词”经常出现在人们的口头和笔下，很难作伪，是从语言角度判定作品

时代的一个可靠根据(张永言1991)。因此，如果我们对“核心词”傲了深刻的研究，

对于考订、校勘古籍是大有帮助的。由于历来不重视核心词的演变研究，这些词的

演变历史至今说不清楚，这种局面给大型历史性语文辞书的编纂带来了困难。如果

我们对“核心词”做了深刻的研究，对修订大型词典也大有帮助。

1．1．2．4汉语核心词的研究对进行亲属语言比较的意义

核心词的研究对确定不同语言的发生学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对形

态缺乏的汉藏语系而言。研究表明，核心词的稳定性超过了语音和语法。如果能在

不同语言之间找至Ⅱ共同的核心词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语音对应规律，然后利用它

们的语音对应规律，构拟出早期的语言形式，那么他们之间的发生学关系也就不用

怀疑。目前学术界进行汉藏历史比较，提供了多方面的证据，有语言学方面的，也

有历史的(俞敏1980邢公畹1984)、考古与人类体质学的(邢公畹1996邓晓华

1993)，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但要想证明汉藏语系的发生学关系，语言学证据

应该是最主要的。当然，核心词的对比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还有很多理

论问题没有解决，比如同源词与借词的鉴别问题等，需要大家付出很大的努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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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的目的之一即是通过全面整理“树木类”核一ii,词在汉语中的情况，通过和相应

的民族语文作对比，为汉藏历史比较提供一些资料。

此外，核心词的研究还有助于汉语教学。这里不再详叙。

1．2本课题的研究状况

核心词的研究是一个新的课题，但这个新课题不是凭空产生的，前人为我们留

下了丰富的遗产。近几年来学术界不少专家学者也对课题本身做了一些深入的研

究。研究成果体现在两个方面：汉语词汇史的建设及汉藏历史比较语言学。

1．2．1核心词在汉语词汇史方面的研究概况

最早自觉、比较系统地研究常用词的论文当推王念孙的《释“大”》，在《释

“大”》中，王念孙首次将与“大”有关的词汇系联到了一起，运用音韵学的原理，

对它们进行整理分析。该文对后来的学者进行常用词的研究以很大的启示。

“词汇史”的明确提出可以从王力先生的《新训诂学》算起。后来，他又在《汉

语史稿》第四章“词汇的发展”中勾勒了了若干组常用词变迁更替的轮廓。可惜的是，

王力先生所倡导的“词汇史”的构想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响应，除了郑奠先生的《汉语

词汇史随笔》(1959 1960 1961)外，从事真正意义上的词汇史研究的人凤毛麟角。

九十年代以后，蒋绍愚、张永言等先生开始致力于常用词的研究。蒋绍愚曾设

想“可以根据一些常用词语的更替来考察词汇发展的阶段∞’。他还有专文《自居

易诗中与“口”有关的动词》(1993)，在该文中，蒋绍愚先生运用了判别新词和旧词

的两种基本方法——统计使用频率和考察词的组合关系，并利用这种方法指导自己

的学生做有关同义语义场断代演变的硕士论文，已经发表的有《从<史记>、<金瓶

梅>等看汉语‘‘观看”语义场的历史演变》(吕东兰1998)和《汉语“吃喝”语义场的历

史演变》(崔宰荣2002)。张永言先生也曾撰文《从词汇史看<列子>的撰写年代》

(1991>，试图通过考察个别词语的消长与更替来探讨作品语言的时代特征。1995

年，他又和他当时的博士生汪维辉一起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论文《关于汉语词

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竭力倡导大家重视常用词演变的研究，并且明确提出常用

词的研究应该放在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中心位置。

经过他们的提倡，常用词演变研究越来越吸引了专家学者的注意力，陆续不断

。1991年9月b日就‘从词汇史看<列子>的撰写时代》一文致张永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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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论文和专著出版，比较重要的有《东汉一隋唐常用词演变研究》(汪维辉2000)，

《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李宗江1999)等。汪维辉先生的专著主要考察常用词中

的实词，李宗江先生的著作，除了两篇谈“入一进”的历时替换外，其余主要是讨

论虚词。这两本专著都是常用词研究的重要成果。我在本课题中所作的“皮”对这

些专家的研究方法多有借鉴。

1．2．2核心词在汉藏历史比较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概况

做汉藏比较，最关键的是在核心词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因此，很多学者都在核

心诃的研究方面做了多方面的的探讨和研究。比较有名的有语义学比较法，这种方

法以邢公畹、周法高等先生为代表@；关系词比较的数理方法，以陈保亚先生的《语

言接触与语言联盟》(1996)和《汉台关系词的相对有阶分析》(1997)为代表：黄

树先先生近年来在核心词比较研究方面傲了大量的工作，他采用的方法是先建立语

义场，再建词族，然后比较。发表了一系列著作(黄树先1993、1994、1996、1998、

2000、2003)，为汉藏历史比较研究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我在本课题中做的“种

子”、“根”、“叶”、“树”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

1．2．3“树木类”核心词的研究概况

有关“树木类”核心词，历代的字典韵书做了很多虽然零星但是却很有价值的研

究。如《尔雅》的《释“木”》、《释“草”》(兼释了一些木本植物)二篇：《漉文》、

《释名》、《广雅》等关于“树木类”词汇的解释，都非常精到，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

材料。不过真正从语言学角度对“树木类”核心词进行研究的却很有限。从我所作

的这五个词来看，“种子”类的研究做得比较多，程瑶田先生的《九谷考》、杨树达先

生的“释稻”“释稷”(1983)、郭豫才的《释“贩”》(1936)、《说“豆”》(1937)、

丁惟汾先生的《释“黍稷”》(1934)、邢公畹先生的《诗经“木”字说》(1991)、

q目前语义学眈较法主要有三种做法．一种为“词族比较法”。以严学窘、董为光、曹广衢的‘汉语与恫台语

的亲缘关系》(1984年)和末盒兰的‘汉语和藏缅语住所词的同源关系》(1994)为代表；另一种就是邢公畹先

生的。同音异义词比较法4(邢先生自称“语义学比较法”)．主要观点见于《汉语遇蟹止效流五摄的一些宇在

倜台语里的对应’(1983)，‘汉台语比较研究中的j：苒{层对应，(1993)，‘什么是语义学比较法》(1996)，郑}匠尚

芳先生的。音义关联的平行词系比较法”(2004)与邢先生的有很多类似之处：第三种是周法高的“语义的历

史比较”法，见于‘上古汉语和汉藏语’(1972)。这些资料祁理点参考了尉迟先生的《汉藏历史比较语言学讲

义)。在此表示感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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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叠彬先生的《汉藏语和南岛语的“米”同源试证》(1991)、黄树先先生的《说

“稻”》(1994)、潘悟云先生的《对华澳语系假说的若干支持材料》(1995)先后

对一些“种子”做过一些精辟的论述。“树”也有一些。任学良就曾论及先秦的“树”

(1987)。汪维辉先生曾对“树／木”做过专门的论述，他从常用词词汇史的角度，

考察了“树／木”之间的交替。认为相当于英语tree的词，春秋以前的汉语中是一

个一“木”，战国以后则有两个——“树、木”。(汪维辉2000)。其它三个词
相对来说做得比较少。

1．2．4本课题的贡献

本课题选择了和“树木”有关系的5个核心词，对它们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

中，“树”、“种子”、“叶”、“根”所考察的是词族及它们与一些亲属语言的

对应关系。“皮”考察的是“皮”的语义场及其在整个汉语史中的演变。本课题的

研究为汉语词汇史、汉藏比较语言学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材料，也对核心词的研

究方法散了一定的探索。

1．3本课题的材料和研究方法

l-3．1核心谲的研究的材料疑其处理

本课题采用了两个方面的材料，一是汉语语料，包括古代的字典、词典、韵书

(如：《尔雅》、《方言》、《广雅》、《释名》、《说文》、《广韵》等)、《汉语大字典》、

《汉语大词典》和先秦一现代传世的和出土的文献@。二是民族语文的材料，本课

题采用的民族语文材料来源于《藏缅语语音和词汇》(《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

1991)，《缅汉词典》(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1990)，《偏台语族概论》(粱敏、

张钧如1996)，《苗瑶语古音构拟》(王辅世、毛宗武1995)等。

汉语语料的调查、收集、统计和分析采取电子文献和手工操作相结合来进行。

在统计同义语义场的不同词条时，必须使用手工操作，在考察它们的发展演变就可

固先秦一现代的文献鱼龙混杂．必须对它们加以煎别．公认的得到证明的伪作如《列子》、《古文尚书》二r五

篇、‘子华子》、‘关尹子'等不选．‘汉书·芑文志》键及的伪书也不选．其它古藉均可备‘古籍伪书考》以辨

真伪。出土文献、辑侠文献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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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分的利用电子文献了。。对民族语文的材料的处理，都是手工操作。

本谋题的汉语上古音采用郑张尚芳、潘悟云体系(郑张尚芳1983、1987；潘悟

云1992、1999)。

1．3．2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在本课题中，“种子”、“根”、“叶”、“树”采用的研究方法是黄树先先

生做核心词时采用的方法：先建立语义场，再建词族，然后比较。具体而言，在收

集资料时，“经之以义，纬之以声”，注重的是语义，辅之以声。这样可以把同～

个概念的字词收罗齐全。在整理时，则运用“经之以声，纬之以义”，即按照语音

来分析、整理我们收集到的材料。这样可以看出一组字词语音上的联系。然后再傲

亲属语言的比较。

在本课题中，“皮”的研究方法与其它四个核心词不～样。“皮”主要采甩语

义场的理论，对汉语中“皮”的语义场的演变进行研究。具体而言，在收集资料时，

“经之以义，纬之以声”，把同～个概念的字词收罗齐全。在整理材料时，利用语

义场的理论，对“皮”的语义场的层次进行细致的划分，再考察这些小语义场在汉

语史中的演变a考察演变时我们对文献采用统计数据和典型例句相结合的方法。

。近年来，典籍资料数字化方面的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很多重要的典籍都有了具备全文检索功能的电子文
本·如《四部丛刊》、‘四库全书)、‘大正磁，(台湾)以及我们同学正在傲的(说文》、‘尔雅，．‘广雅，、《释
名》、(方言'等·电子文本前使用．将极大的提高工作的准确性和效率．对没有电子文本但又很重要的语科，
还是手工操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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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语“树”的研究

“树”语言里最核心的词之一，在颠瓦德什的《百词表》中居23位，在都张

尚芳300词表中居4l位，且为100最核心的词之一，在黄布凡藏缅语300核心词

词表中为一级核心词：“树／柴／木”。汉语里的“树”有许多音义有关的字词，我们

可以据此来系联汉语“树”的词族。在系联同族诃时，在收集资料和整理阶段，我

们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在收集资料时，我们采用“经之以义，纬之以声”，注重

的是语义，辅之以声；在整理时，则运用“经之以声，纬之以义”，即按照语音来

分析、整理我们收集到的材料。本章即按照这样的思路来整理汉语有关“树”的词

族。本课题第3至6章的思路与本章同。

汪维辉先生曾对“树／木”做过专门的论述，他从常用词词汇史的角度，考察

了“树／木”之间的交替。认为相当于英语tree的词，春秋以前的汉语中是一个一

一“木”，战国以后则有两个一“树、木”。(汪维辉2000：83)
2．1 “薪”系列

本系列包括：薪+《q蒸+kj逝灌*kons镘·tshriqs装*dzo：3壤·美ns榛·tsr≮n

(1)薪·si日：《诗·周南·汉广》：“翘翘错薪，言刈其楚。”这里“薪”指木，和

下章表示草的“蒌”相对。故《正义》日：“薪，木称。”俞正燮《癸巳类稿》谓“薪”

字从草，是柴革也(《清经解续编》卷835)，未见其通。汉语中还有一个动词形式

“新”*s。。／rj：《说文》：“新，取术也。”王筠释例：“其训日取木，则新乃薪之古文。”

“新”字见于甲骨文。白保罗将汉语的“薪”和藏缅语“树木”进行对比；藏语

ciD，卡瑙里语口iD，马加里语ci日，瓦尤语siij，巴兴语s均i米里语6一Gi日，怒i鄯irj

thm，缅语sats，卢舍依语thin，米基尔语也eⅡ，并且将原始藏缅语构拟为：·s均(白

保罗1972#233)；Gong Hwang-cheng(1980#69)、H．Luce(1981)、Coblin(1986：162)

等先生都拿汉语的“薪“和缅文sa,s4比较。黄树先先生认为，早期缅语的元音，其

主要元音应该是i，韵尾收-k尾，和汉语韵尾一q交替。若认为，汉语“薪、蒸”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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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相同。(黄树先2003：137)

(2)蒸，kjt啕：《诗叫、雅·无羊》；“以薪以蒸。”郑玄笺：“粗日薪，细日蒸。”

字或作“燕”·kj咖：《逸周书·大聚》：“冬发薪熏。”这一条也能跟藏缅语相对应：

列普查语kur)“树”，酞u日“矮灌木”：克钦语ku_5“分枝：枝”，13ku日“肢。枝”：

缅语akhuirj“柄，枝”。还有独访D“大树枝，主技”(明显地是从ku『it3“弯曲地悬

挂着，向下弯曲”来的)：卢舍依语ku·D“植物，树，树干，植物茎”。白保罗把包

括缅文在内的原始藏缅语“树枝”构拟为*ku·日。(自保罗1972#359)黄树先先生

根据“薪”对应于藏缅i吾ff3*sirj，“蒸”对应于藏缅语的*ku-rj推断，汉语的“薪、蒸”

在早期的读音形式可能相同的。它们可以构成一个词族。汉语的心母字，早期的来

源不是单一的，潘悟云先生(1990)对中古擦音的上古曾有专门的讨论。(黄树先

2003：138)

与“薪”同族的词还有：

(3)灌*kons：《尔雅·释木》：“木族生为灌。”《广韵·换韵》：“灌，聚也。”《诗

·大雅·皇矣》：“修之平之，其灌其捌。”朱熹注：“灌，丛生者也。”字或作“横”7

*kons《玉篇·木部》：“横，木从生也。今作灌。”

(4)鼗*dzora：《说文》：“丛，聚也。” 《周礼·地官·大司徒》：“五日原

隰⋯⋯其植物宜丛物，”郑玄注： “丛物，萑苇之属。”宋范仲淹《清白堂记》：

“密蔓深丛，莽然就荒。”汉语的“丛”可能可以和倜台语的“树枝”+?don对得

上(粱敏张均如1996)。

(5)褫*tshrirjs：《尔雅·释木》：“谓檄，菜薪，采薪即薪。”郭璞注：“指解今樵

薪。”邢曷疏：“一名橇，一名菜薪，一名B口薪。”

(6)墙*z={ns：《玉篇·火部》：“熵，薪也。”《文选·张协<杂诗十首>之十》：“尺

燔重寻桂，红粒贵瑶琼。”

(7)榛*tsrin：《广雅·释木》：“木蘖生日榛。”《诗·曹风·鸬鸠》：“鹏鸠

在桑，其予在榛。”陆德明释文：“榛， 《字林》云：木丛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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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柴”系列

本系列包括：柴+d墨℃樵*dz蓟v熄+坛bw榇*few"甍nGj{iw

(8)柴Sdzre：《说文》：“柴，小木散柴。”《广韵·佳韵》：“柴，薪也。”《礼记·

月令》：“乃命四监，收秩薪柴，以供郊庙及百祀之薪燎。”郑玄注：“大者可析谓

之薪，小者合柬谓之柴。”

(9)樵*dz§w：《说文》：“樵，散也。”《广韵·宵韵》：“樵，柴也。”《左传·桓公

十二年》：“轻则寡谋，请无扦采樵者以诱之。”杜预注：“樵，薪也。”

(10)燎*乜fiw：用作引火的柴。《说文》：“熄，所以然持火也。”《礼记·少仪》：

“‘执烛抱煅。’凡执之日烛，未瑟日蠛，熄即烛也⋯⋯熄者，苣为之，l之用憔，

其一端也。”

(1l>榇·rew’：《管子·侈靡》：“雕卵然后沦之，雕榇然后爨之。”尹知章注：“檫，

薪也。”《晏子春秋·谏上》：“无积委之氓，与之榇薪，使足以毕霖雨。”

(12)菱*nGj§．w：《说文·草部》：“荛，薪也。”《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

法·十阵》：“薪荛气(即)积，营密未谨，如此者可火也。”《管子·轻重甲》：

“则是农夫得居装而卖其薪荛。”尹知章注： “大曰薪，小日荛。”

2．3 “木”系列

本系列包括：木+rook麓+b·rok朴(幞)+phrok

(t3)木*mok：《说文》：“木，冒也，冒地而生。东方之行。从中，下象其根。”

王筠释例：“木固全体像形字也。}象千，上扬者枝叶，下注者根株。只统言像形

可矣，分疏则缪。”《易·离》：“百谷草术艟乎土。”又泛指草木。清朱骏声《说文通

训定声‘需部》：“五行不言草，草亦木也。⋯木”似乎与侗台语的“树”能对比，

粱敏、张均如先生把侗台语的“树”构拟为：·m、v3i(粱敏、张均如1996)。

(14)麓+b·rok：《说文》：“林属于山为麓。”《风俗通·山泽》：“麓，林属于山者

也。”《周礼·地官·叙》：“林衡每大林麓。”郑玄注：“竹木生平地日林，山足日麓。”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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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朴+曲rok：《尔雅·释木》：“朴，袍者。”郭璞注：“朴属丛生者为袍。”《诗

·大雅·槭朴》：“芄艽械朴，薪之檩之。”毛传：“朴，袍木也。”朱熹注：“朴，丛生

也。言根枝迫迮相附著也。”字或作“模”：《玉篇·木部》：“楼，从也。”《方言》卷

三“南楚凡物尽生者日横生。”

2．4“林”系列

本系列包括：林·g．n／ma森*sqr-．由n．霖*sqrt血ns

(16)林+g．曲m：《说文》：“林，平土有从木日林。”段玉裁注：“《周礼·林衡》

注日：竹木生平地日林。”《诗·邶风·击鼓》：“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毛传：“山木

日林。⋯‘林”还有同源异形词“森”*sqrt缸：森*sqrt岫《说文》：“森，木多貌。”晋

左思《蜀都赋》：“晶鹈氓于萎草，弹言鸟于森木。”自保罗认为s-[91]jom／{；jom(A调)

“森”(《修订汉文典》#664)，是glj—am／ljarn(A调)“林”(《修订汉文典》#655)的

带前缀的同源异形词：参见加罗语一grim“加在有树意义的名词后边的后缀”，bol—grim

“树林”(bol“树”)<原始汉藏语+(s．)grim。(白保罗1970：470)黄树先先生拿这

组词和缅文对比：林+g．疵n对应于缅文的枷u访1矮树丛，灌木从；kSjurfi2灌木从
(词典350)：森*sqrtrh对应于缅文的tsurfil森林，树林(词典223)(黄树先2003：

182)

(17)霖*sqrffrns：《说文》：“霖，积柴水中以聚鱼也。”俞敏先生拿汉语的“霖”

和藏文的“柴、薪”比较：“藏文tshim(byed Gi五)柴、薪；古汉语字音：NSiam；上

古音stshrim。《淮南·说林》：‘霖者扣舟’。”

2．5 “本”系列

本系列包括：本*pmn"苯*pmn"

(18)本*pmn’：《广雅·释木》：“本，于也。”《国语·晋语》：“枝叶益长，本根

益茂。”汉语的“本”能与藏缅语的“树”相对应，白保罗也将汉语的“本”和藏

缅缅的“树”作对比：汉语pwan／puan“本”(根、树干)，藏缅语*bul-pul：克钦语

phun“树、灌木，草本植物的主茎，木”，莫尚语pu·I“树”(元音变长可能是后来

产生的)，加罗语bol“树”，卢舍依语bui“起因，开头，根、树桩或树的底部，拐

杖或杆等的尾部”，铁丁语bul“底部、基部，地基(但这个词根在阿那尔语和其它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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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基语中作复合词时意义是“树”)(白保罗1972注443)，并把原始汉藏语的“树”

构叛为*(s-)bql。(自保罗1972：442)

(19)苯pum"：《玉篇·草部》：“苯，苯尊，草丛生也。”俞敏先生拿这一条

跟藏文的“丛”对比：“藏文phon把，丛；古汉语词音：苯push：上古音·spon。

《晋书·卫瑾传》： ‘禾卉苯尊’。”

2．6 “梗”系列

本系列包括：裰·k啦、道*sklu

(20)梗·k．1fi。：《说文》：“樽，积火燎之。”《诗·大雅·械朴》：“艽艽械朴，薪

之檩之。”也作名词指木柴：《周谴·春官·宗伯》：“以寅柴祀日月星辰，以梗燎祀司

中、司命、飙师、雨师。”

(21)遒*sklu：《尔雅·释木》：“袍道木。”郭璞注：“谓树木丛生。”陆德明释文：

“遒，谓丛掼迫而生。”

2．7．“树”系列

本系列包括：树*dj6s椒*sko

(22)树*dj6s：《说文》：“榭，生植之总名。从木，封声。封，籀文。”《广韵·遇

韵》：“树，木总名也。”《礼记·祭义》：“树木以时伐焉。”

“树”也许和“穰”同族，他们同为侯部字。

(9-3)橄*sko：《说文》：“橄，木薪也。”《玉篇·木部》：“橄，柴也。”《广韵·侯

部》：“椒，薪另4名。”

2．8其它

汉语中有些词，与“树”有联系，但是音义关系差距较大。存疑备考。

(24)槽·dzu：《淮南子·汜论》：“槽茅无击，修戟无刺。”高诱注：“槽，柔木

矛也。”

(25)葱·g．1un：《集韵-魂韵》：“笔，木始生貌。”《法言·寡见》：“春木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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兮，援我手之鹑兮。”刘师培补释：“古笔字均作屯，屯者，象草木初生之形也，后

人加辨为苞。”

(26)矗·廿l讧k：《玉篇·L部》：“矗，草木盛也。”

(27)丰q·kn赫：《说文》：“利，高木也。”段玉裁注：“q者，相纠缭也。凡高

木下旬，垂枝必相纠绦。故日从木，q，q亦声。”

(28)棘·l江酞：《易·坎》：“保用徽墨，真于从棘。”孔颖达疏：“置于从棘，谓

囚执之处，以棘从而禁之也。”《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地葆》：“五草之胜：藩、

棘、椐、茅、莎。”

(29)梗*Era0：有刺的草木。《文选·张衡<西京赋>》：“梗林为之靡拉，朴从为

之摧残。”吕延济注：“木有触日梗。”

(30)檄*sok《说文》：“檄，朴檄，木。”《诗·召南·野有死盾》：“林有朴檄，

野有死鹿。”毛传：“朴檄，小木也。”

(31)捌协-砖ts：《诗·大雅·皇矣》：“修之平之，其灌其榜J。”王引之述闻：

“捌，读为烈。烈，枋也，斩而复生者也。”

下面几条引伸义表示“树木”： ．

(32)株·lct6：本指木根，泛指草木。《易林·观·哭》：“泽枯无鱼，山童无株。”

(33)毛*mow：《广雅·释草》：“毛，草也。”清徐灏《说文解字注笺·毛部》：

“毛，引申之，草木亦谓之毛。”《周礼·地官·载师》：“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郑

玄注引郑司农云：“宅不毛者，谓不树桑麻也。”

(34)鬟*p6t：《庄子·逍遥游》：“穷鬟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陆德明释文：

“李云：‘鬟，犹毛也。’司马云：‘北极之下无毛之地也。’寨：毛，草也。《地理

书》云：‘山以草木为鬟。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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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汉语“种子”的研究

“种子”在斯瓦德什的《百词表》中居24位，郑张尚芳300词表中第40、46、

47位“果／禾／耔”与“种子”有关，黄布凡藏缅语300核心词词表中一级核心词中

的“水果”，二级中的“小米，稻”、三级中的“小麦／青稞”、“豆／豌豆”与“种子”

有关。程瑶田先生的《九谷考》、杨树达先生的“释稻”“释稷”(1983)、郭豫才的

《释“蕊”》(1936)、《说“豆”》(1937)、丁惟汾先生的《释“黍稷”》(1934)、邢

公畹先生的《诗经“木”字说》(1991)、吴叠彬先生的《汉藏语和南岛语的“米”

同源试证》(1991)、黄树先先生的《说“稻”》(1994)、潘悟云先生的《对华澳语

系假说的若干支持材料》(1995)先后对一些“种子”做过一些精辟的论述。

本章的写作思路与“树”同。

3．1 。蜜”系列

本系列包括：柬+m·rtll辣+哪套*mrmk牟*mfi某+mo．木*mok米*mi’栖

+phrtn膜*mtu

(1)柬*rll·rlxi．*古文字象麦形，当为“妻”的初文。《说文》认为它从行来之

“来”引申而来：“来，周所受瑞麦来髀．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牵强殊甚。

实际的情况是倒过来的。但是，两个不同的词用同一个字形毕竟不方便，古人就在

“来”的下面加了一个表示行走义的形符，专用来表示行来之“来”。后来两个词

的字形用反了。《说文通训定声》说：“往来之正字是多，菽多之套正字是来，三代

以还，承用互易。”“多”+mmIlc与“来”声音虽相近，还是有差异，后来为什么会

互异字形?对此，黄树先先生有非常精彩的解释。他认为，“来”和“套”开始两

个词都有两个读音“*ril·111I和*l丑ru．tk”，到后来行来之“来”只剩下“·m·ruI”一种

读音，采用了字形“来”，“多”则留下“+m九IIk”一种读音，采用了字形“骞”。“套”

在缅文中有同源词：mjⅢj<mld“种子”(词典697)。该字见于《白狼歌》，用“沐”

来对译。“沐”在当时可能已经变成与中古读音muk很相近了。此词在浪速语中读

mjuk5’，与《白狼歌》所反映的语言比较接近。这正说明在彝缅语中这个词就有带

舌根韵尾与不带韵尾两种读音。汉缅语的这对同源词可以和南岛语进行比较：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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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1975：255)原始澳泰语：ma[yi】“来”。汉、缅语“来”<·m【]mI【II[脚。(黄树

先2003：44)“辣”·兀II是“来”的后起字，到它产生为止，“来”前面的次要音节

已经脱落了。《广雅·释草》：“大麦，辫也。小麦，辣也。”宋徐铉《进雪诗》：“润

逐辣辫铺绿野，暖随杯酒上朱颜。”另它还同“袜+m·rtli”：《集韵·哈韵》：“秫，《说

文》：‘齐谓麦日秣。’或作辣。”

(2)蜜*mrmk：《说文》：“套，芒谷。秋种厚疆，故谓之麦。”《诗·王风·丘中

有麻》：“丘中有套，彼留子国。”套字见于甲骨文。

(3)牟*mfi：《诗·周颂·思文》：“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毛传：“牟，麦。”后

作“肄”*mu：《说文》：“辫，来辫，麦也。萃，拜或从草。”《广雅·释草》：“大麦，

辫也。”《孟子·告子上》：“今夫辫麦，播种而稷之。”

下面几条可能也属于这个词族，它们意义相关，主要元音或者韵尾略有变化：

(4)某*mo‘：《说文》：“某，酸果也。”徐灏注笺：“‘某’即今酸果‘梅’字。

因假借为‘谁某’，而为借义所专，遂假‘梅’为之。”

(5)木*mok：“木”本指树木，但是《卫风·木瓜》：“木瓜”、“木桃”、“木李”

都解释不通。邢公畹先生(1991)认为，这里的“木”不表示树木而是果实，这是

上古汉语的残存。这里的“木”字可以和壮傣语支诸语言比较：ma：k 7。黄树先(1995b)

用汉语文献材料、民族语文材料对《诗经》“木桃”、“木李”进行了解释。并认为，

缅文也有类似的用法缅文：mak4nlall3李子mak4rowan2桃(词典676)。缅文的用

法跟侗台语几乎完全相同。粱敏、张均如先生(1996)将“果实”构拟为*mak。“李

子”*mor遁李子应该构拟为*man)。从这些材料看，缅文的Irlak4也许是来自汉语或

台语的借词。(黄树先2003：213)

(6)米*mi‘：《说文》：“米，粟实也。象禾实之形。”《周礼·地官·舍人》：“掌

米粟之出入，辨其物。”郑玄注：“九谷六米别为书。”贾公彦疏：“九谷之中，黍、

稷、稻、粱、苊、大豆六者皆有米，麻与小豆、小麦三者无米。”台湾的吴叠彬先

生曾撰专文讨论“米”(1991)。他将古汉语、古藏语、古汉藏语和古南岛语的“米”

分别构拟为：**mlad、”mras(**mraz)、++·m糟d、*b3md，然后根据古南岛语和古汉藏

语的语音上的联系，推出南岛语向古汉藏语借用了“米”。“米”和藏缅语也有关系：

普沃语和斯戈语me“煮的米；博多--N罗语*mey或*may“米，稻谷”；据此，白

保罗把“米”构拟为*may，并认为它有可能借自澳泰语(参见印尼语+imay“稻谷”)

(白保罗1972注408&P158)。邢公畹(1991)、黄树先(1994)等先生认为汉藏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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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南岛语之间是发生学的关系，因而“米”在不同语族间的语音上的联系不是借用

关系而是同源关系。

(7)桎*phrff_I：《说文》：“坯，一稃二米。”《诗·大雅·生民》：“诞降嘉种，

惟柜惟衽。”孔颖达琉：“柜，是黑黍之大名。ji丕，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别名之为

j{丕。”字或作“稻”：《集韵·旨韵》：“桎，黑黍也。《尔雅》：‘桎，一稃二米。’或从

否。”《正字通·禾部》：“稻，俗坯字。”

(8)臊*mill：《说文》：“妇胎孕臊兆也。”《广雅·释亲》：“臊，胎也。”王念孙

疏证：“滕之言媒也。”汉语同族词有“襟”*mill，《说文》：“襟，祭也。”《玉篇》：

“求子祭也。”“媒”·mⅡI，合二性之媒，在词义上也属于这个词族。“胎”*kh．1m也

是支部字。这个词能与缅文对比：mju3(植物繁衍的)种，包括种子、根茎、或插

条用的植物茎等；(动物的)胎，物种(词典697)；aImiu3亲属；宗族、种族(词

典¨31)。自保罗把包括缅文这两个形式在内的原始藏缅语的“种子、血统”构拟

为+mruw(白保罗1972#150)除了缅文外，还包括藏文的’bru“粮食、种子”，克

钦语my～gmy“种族、种类”。白保罗构拟的主要原因是u，根据汉、缅语的情况

来看．藏缅语的原始形式应该Ⅲ。(黄树先2003：158)

3．2 “果”系列

本系列包括：果*idol稞·grol‘蔬·rol‘橡*rill瓢glol’禾·gol裹*Idol‘

(10)果*klor：《说文》：“果，木实也。象果形在木之上。”《易·说卦》：“为果

菔。”陆德明释文：“马云：果，桃李之属；菔，瓜瓠之属。应劭云：木实日果，草

实日菔。⋯⋯张晏云：“有核日果，无核日商葭。”字或借“蘖*klor”为之：《广韵·果

韵》：“莫，同果”。《汉书·叔孙通传》：“古者有春尝菜。方今樱桃孰，可献。”俞敏

先生(1989：63)拿汉语的“果”跟藏文比较：“藏文mkhal肾脏肾形豆，古汉语

词音；果kua上古音kal。《易·说卦》：‘艮为果。～

(il)稞*oror：《说文》：“稞，谷之善者。”段玉裁注：“谓凡谷颗粒俱佳者。”

一日无皮谷。《说文》：“稞，无皮谷。”段玉裁注：“谓谷中有去稃者也。此义当读

如裸·k-roI～。“稞”还指青稞，读音为“*khlol”：《广韵·戈韵》：“稞，青州谓麦日稞。”

《正字通》：“稞，麦类有青稞、黄稞。”字或作“祸”：《集韵·戈韵》：“稞，青州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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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为稞。或作祸。”

(12)菔*rot"：《说文》；“菔，在本日果，在地日菔。”沈涛古本考：“《齐民要

术》引作‘在木日果，在草日谛葭’。‘御览》九百六十四《果部》同。是古本作‘草’，

不作‘地’。”《周礼·天官·甸师》：“其野果菔之属。”郑玄注：“菔，瓜瓞之属。”《汉

书·食货志》：“瓜瓠果蔬，殖于疆易。”颜师古注：“应劭日：‘木实日果，草实日菔。’

张晏日：‘有核日果，无核日菔。一字或借“隋”为之：《字汇补·阜部》：“隋，《易

·说卦》‘为果菔’，京房本作‘果堕’。⋯⋯隋即堕也。亦为菔之借字。”

(13)檫·吨l：《说文》：“榛，木实也。”徐锴系传：“橡，即果之一名也。”段

玉裁注：“索者，今之累积字，从索言其多也。”

(14)瓢·glol’：《篇海类编·花木类·瓜部》：“瓢，瓜也。”此字或为“果”

字的异体： 《正字通·瓜部》：“瓤与果同。”

(15)禾·gol：《说文》：“禾，嘉谷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时之中，故谓

之禾。”《书·微字之俞》：“唐叔锝禾。”孙星衍疏：“禾，即今之小米也。”也为粮食

作物的总称：《诗·豳风·七月》：“十月纳禾稼。”《仪礼·聘礼》：“门外米禾皆二十车，

薪刍倍禾。”清程瑶田《九谷考-粱》：“《聘礼》‘米禾皆兼黍稷稻粱言之，以他谷连

稿者，不别立名。”

(16)裹·klor：《文选·郭璞<江赋>》：“翘茎瀵藁，濯颖散裹。”李善注：“裹，

谓草实也。”

3．3 “蒙”系列

本系列包括：鬏(礅)*grek核·grulk药·p．1cwk瓞*brewk

(17)霰+grek：《说文》：“蔌，实也，考事而笮，邀遮其肄，得实日霰。”朱骏

声《说文通讯定声．，J、部》：“熏，凡物包聂其外，坚实其中日藏，故草木之果日霰。”

《周礼’地官·大司徒》：“其动物宜羽物，其植物宜鼹物。”郑玄注：“核物，李梅之

属。”孙诒让正义：“丁晏云：‘经文作囊，注作核。是果实之字当用蓑。郑君作核，

从今文假借字也。”《马王堆汉墓帛书·称》：“华之属，必有蔌，羲中必有意。”字或

作“礅*grek”；《集韵·麦韵》：“囊，《说文》：‘实也。’或从石。”

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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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核*grmk：《说文》：“核，蛮夷以木皮为箧，状如簌尊。”段玉裁注：“今

字果实中日核，本义废矣。”《诗·小雅·宾之初筵》：“笾豆有楚，觳核维旅。”郑玄

笺：“笾实有桃梅之属。”孔颖达疏：“笾实有桃梅之属，故称核也。”或指果实中心

坚硬并包含果仁的部分：《礼记·玉藻》：“食枣桃李，弗致于核。”孔颖达疏：“谓其

怀核不置于地也。”字或作“橱”*9rmk：《集韵》：“栅，果中实。或作核。”

声母k．与p一能交替，锡韵．ek与药韵．ewk也有联系：

(20)药‘P-[ewk：《玉篇·革部》：“药，药藏。”《尔雅·释草》：“荷，⋯⋯其中的”

唐陆德明释文：“药，今本作的。”汉王延寿《鲁灵光殿武》：“绿房紫药，窗咤垂珠。”

字或作“的”‘p．1ewk：《尔雅-释草》：“荷，其实莲，其根藕，其中的。”郭璞注：“的，

莲中子也。”《集韵·锡韵》：“药，芙羹中子。通作的。”

(21)瓞‘brewk：《说文》：“瓞，小瓜也。”段玉裁注：“谓有～种小瓜名瓞。”

胞*brewk：小瓜。《尔雅·释草》：“瓞胞，其绍瓞。”郭璞注：“俗呼胞瓜为瓞。”两词

音义皆同，当为一词。

3．4 “瓜”系列

本系列包括：瓜·k⋯ra瓠·rla黍·qhjr柜+gr稼·kms稻·s啦‘苴·sial

这一系列的词，声母均为牙喉音，主要韵母为．a：

(22)瓜·kwra：《说文》：“瓜，觚也。象形。”徐锴系传作“蔬”。日：“厶，

瓜实也，外蔓也。”段玉裁注：“菔，大徐作‘觚’，误。《草部》曰：‘在木日果，

在地日菔。’瓜者，艨生布于地者也。”《诗-豳风·七月》：“七月食瓜，八月断壶。”

“瓜”能与缅语sal kwhaa3“黄瓜”比较(黄树先2003：62)。邢公畹先生(1995b：

15)也拿汉语的“瓜”和缅文的t11a。khwa3‘‘黄瓜”、苗语腊乙坪kwa。<*qlwa‘一黄瓜，，

比较。俞敏先生将汉语的“瓜”和藏文的“(葫芦)瓜”比较：“藏文ka(葫芦)

瓜，古汉语词音：瓜koa；上古音kua。《诗·躲》：‘鼷糕瓜瓞。”

(23)瓠+g”la：《说文》：“瓠，匏也。”王筠句读：“今人以细长者为瓠，圆而

大者为壶卢t古无此别也。”《诗·小雅·南有嘉鱼》：“南有樱木，甘瓠累之。”毛传：

“累，蔓也。”或借“蠹”*Ga为之：《篇海类编·花木类·瓜部》：“壶，瓠也。”清朱

骏声通讯定声：“壶，假借为瓠。”《诗·豳风·七月》：“七月食瓜，八月断壶。”毛传：

“壶，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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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黍·qh芦： 《说文》：“黍，禾属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种，故谓之黍。”

黍见于甲骨文。也指黍类的子实：《论语·微子》：“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

(25)柜·g五．：《尔雅·释草》：“柜，黑黍。”陆德明释文：“柜，黑黍也。或云，

今蜀黍也，米白谷黑。”邢爵疏引李巡日：“黑黍，一名柜黍，柜即黑黍之大名也。”

《诗·大雅·生民》：“诞降嘉种，维柜维{{丕。”毛传：“柜，黑黍也。”也作“营”。《说

文·鬯部》：“管，黑黍也。一稃二米，以酿也。柜，管或从禾。”朱骏声通训定声：

“柜当为正篆，以为鬯酒，复制管字。”

(26)稼*kras：《说文》：“稼，禾之秀实为稼。”《诗·豳风·七月》：“九月筑场

圃，十月纳禾稼。”《吕氏春秋·审己》：“稼生于野而藏于仓。”

这一系列的字，前面或有前缀·s：

(27)糈+sqr： 《说文》：“糈，粮也。”段玉裁注：“凡粮皆日糈。”《史记·

货殖列传》：“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

(28)苴+ska：大麻的子实。《诗·豳风·七月》：“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

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毛传：“叔，拾也。苴，麻子。”俞敏先生将“苴”

和藏文的“麻”对比：“藏文ZWCI；古汉语词音：苴tsict；上古音dzwa。《诗·七月》：

‘九月叔苴。”’

3．5。租”系列

本系列包括：獯·蛐6q‘茚*916rj毂*kok苔·k·lop

(29)霍+蛐嘶：五谷之子。《书·吕刑》：“稷降播种，农殖嘉谷。”《诗·大雅·

生民》：“诞降嘉种，维柜维枉，维糜维芑。”又泛指植物的种子。《博物志》卷六：

“张骞使西域还，乃得胡桃种。”

“种子”这个词，在表示“后代”之类的意义上，也可以比较。缅文mju3有“(动

物的)胎，物种”义(词典697)，可以和汉语的“臊襟”比较：“臊”*mr2I，《说文》：

“妇胎孕臊兆也。”《说文》：“襟，祭也。”《玉篇》：“求子祭也。”从语义这个角度

来讲，汉缅语这个词的关系非常密切(黄树先2003：51)。

(30)筇*916t3：奠荚的种子。《玉篇·草部》：“筇，冀荚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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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尾．n和韵尾．k能够交替：

(31)毂*kok：《说文》：“毂，续也，百觳之总名。从禾，毂声。”《书·洪范》：

“百毅用成。”字或作“毅”：《集韵-屋韵》：“毂，《说文》：‘毂，百毂之总名。或

从米。”或借“谷”*kok为之：清朱骏声《说文通讯定声·需部》：“谷，假借为毂。”

“毂”能与缅语的k3k4“稻子”比较。Gong Hwang．thong(1980#103)、H．Iucc(1981)、

Coblin(1986：87)、邢公畹(1999b：30)等先生都拿汉语的“毂”和缅文的kok4比

较。白保罗也拿汉语的“毅”和缅文k3k4的比较(白保罗1972：175)(黄树先2003：

212)。

(32)苔·k．10p可能也属于这个词族，它们之间只是韵尾不同：《说文》：“苔，

小东也。”《广雅·释草》：“小豆，苔也。”《九章算术·粟米》：“菽、苔、麻、麦各四

十五。”

3．6 。稻”系列

本系列包括：卤·gdiw稻+g．1u。

(33)卤+9diw：《说文》：“卤，草木实垂卤卤然。象形。矗，籀文三卤为卤。”

徐灏笺：“卤者，草木实之通名，故栗粟皆从之。”

(34)稻·g．1u‘：《说文》：“稻，徐也。从禾，舀声”杨树达先生认为，“稻

之为言卤也。稻从舀声，舀为定母幽部字，与卤古音同。特粟之从卤取其义，稻之

从舀，假卤之音为音，而音以取其义。”关于“稻”的起源，争议颇多，大致可以

分为“外来派”和“固有派”。黄树先先生(1994)为“稻”专门撰文，证明汉语

“稻”是汉语的固有词，其原始形式是·m．bled。潘悟云先生(1995)对“稻”有很

精彩的论述，他认为“稻”在华澳地区有两类名称，一类以藏文fibras为代表，它

和茁瑶语的“稻米”*mblal同源：另一类就是汉语的“稻”·g．1u。，它和侗台语的*ghu?、

南亚语·g们有共同来源。潘先生还认为， “稻”这个名称是东夷集团带到汉语中来

的，藏缅语族的人后改食稻米，觉得不好吃，就将“稻”称为“粝fibras”。这样

一来，两类名称就有联系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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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寅”系列

本系列包括：寅·Glj伙瓞+gtlik东*qhljtfiwk薏*qff．Ⅱk豆·g·los

(35)寅·Gl『ik：果实：种子。《诗·周颂·载芟》：“播厥百谷，实函斯活。”郑玄

笺：“实，种子也。”又作动词：《论语·子罕》：“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

有矣夫!”

(36)瓞+g·lik．．《说文》：“瓞，瓞也。腱，瓞或从弗。”《诗·大雅·躲》：“躲躲

瓜瓞，民之初生。”郑玄笺：“瓜之本实，继先岁之瓜必小，状如胞，故谓之瓞。”

fL颖达疏：“瓜之族类本有二种，大者日瓜，小者日瓞。瓜蔓近本之瓜，必小于先

岁之大瓜，以其小如瓞，故谓之瓞。”

(37)东*qhljttn,vk：《说文》：“东，豆也。”段玉裁注：“东豆古今语，亦古今字。”

通作“菽+hnj血vk”：朱骏声说文通讯定声：“东，古谓之东，汉谓之豆，今字作菽。

菽者，众豆之总名。”《诗·豳风·七月》：“六月食郁及奠，七月事葵及菽。”专指大

豆：《广雅·释草》：“大豆，东也。”王念孙疏证：“东，本豆之大名也⋯⋯但小豆别

名为苔，而大豆仍名为菽，故菽之称专在大豆矣。”《左传·成公十八年》：“周子有

兄而无慧，不能辨菽麦。”杜预注：“菽，大豆也。”字或借“叔”为之：《字汇补·

又部》：“叔，豆也，与菽同。”汉语的“菽”*hnjtrawk司"和缅语的∞k4对比(Coblin

1986：39：黄树先2003：189)

(38)薏*qr．hk：指莲子心。《尔雅·释草》：“荷，芙蕖⋯⋯其实莲，其根藕，其

中的，的中薏。”邢爵疏引陆璇日：“的中有青为薏，味甚苦。”或假“意·qtaks”

为之：《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称》：“华之属，必有聂(核)，覆(核)中必有意。”

“豆”的语音跟“菽”差距较大，但是它们的意义却是惊人的一致。它们之间

是什么关系，备考：

(39)豆·g—los：《广雅·释草》：“大豆，东也：小豆，苔也。”《战国策·韩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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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

3．8 “稷”系列

本系列包括：稷·tsttak粟*s6k粢·西

(40)曼*tsttⅡk《说文》：“曼，治稼曼曼进也。《诗》日：‘显曼良耜。”“稷”,tstnk

《说文》：“稷，齑也。五谷之长。祝，古文稷省。”段玉裁注：“税(去禾)菱即古

文曼字”杨树达认为“砚(去禾)曼当为二字。稷则为矍的或字也。粳(去禾>字

+从田儿，美即稷为田正之本字也。后世通作“稷”，乃假借字也。其曼则为胬稷本

字，矍为稷之初文。”(杨树达1983：47)杨氏的观点很有道理，《书·君陈》：“黍

稷非霉，明德唯馨。”《诗·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茁。”字或作“獭”*tstrN

《集韵》：“稷，《说文》：‘齐(窝)也，五谷之长。’亦姓。或作御。”

(41)粟*s6k：古代泛指谷类。《说文》：“窠(粟)，嘉谷实也。孔子日：‘粟之

为言续也。’照。籀文奥。”《书。武成》：“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也专指粟谷

汉晁错《论贵粟疏》：“粟米布帛生于地。”

(42)粢*tsi：《尔雅·释草》：“粢，稷。”郭璞注：“今江东人呼粟为粢。”也为

谷类的总称：《左传·桓公二年》：“粢食不墼。”孔颖达疏：“粢，亦诸谷总名。”字

或作“壹*tstt”：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皿部》：“童，粢为古今字。”《周礼·春宫·

小宗伯》：“辨六童之名物与其用”汉郑玄注：“童，读为粢。六粢，谓六谷：黍、

稷、稻、粱、麦、苊。”字或作“齑*tsT[”：《说文》：“胬，程也，”《集韵·脂韵》；“杂，

或作粢。”这一个词疑能有藏缅语对应：缅语(a-)ts6，马鲁语orbit(<原始缅-倮

倮语·dia9：卢舍依语商：白保罗据此“种子”把原始藏缅语构拟为“·越39”(白保

罗1972 P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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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粮”系列

本系列包括：粮·g·r细粱·k·r五日辗·k·l的瓠·k·lag猿·k⋯raq‘檬*sclag。

(43)稂·g．喵D《说文》：“粮，谷也”桂馥义证：“粮乃行者之干食。”《书·费

誓》：“峙乃糗粮，无敢不逮。”也可指一般的谷物。《左传·哀公十三年》：“吴申叔

仪乞粮于公孙有山氏。”

<44)粱·k．晚B：《说文》：“粱，米名也，”朱骏声通讯定声：“按郎粟也。”《诗

．，J、雅·甫田》：“黍稷稻粱，农夫之庆。”

(45)稚·k惦q：《尔雅·释言》：“糇，粮也，”《说文新附·米部》：“糇，食米也。”

《诗·大雅·崧高》：“以峙其粮，式遄其行。”郑玄笺：“糇，粮。”

(46)瓠+k．1ag：《玉篇·瓜部》：“觎，瓠瓤，瓜中实。”

(47)穰+kwraq。：有芒的谷物，指稻麦。《说文》：“聩，芒粟也。”段玉裁注：

“《周礼·稻人》：‘泽草所生，种之芒种。’郑司农云：‘芒种，稻麦也。～《文选·潘

岳<马}开督傈>》：“荧禳火薰之。”李善注：“崔蹇《四人(民)月令》日：‘四月可

耀穰。’注日：‘大麦之无皮者日穰。”’

(48)檬·sGl可：《说文》：“样，栩实。”徐锴系传：“样，今俗书作橡。”朱骏

声通讯定声：“栩、柔、柞、栎，一木也。其实为样，亦谓之象斗，亦谓之椽。”

3．10 “饔”系列

本系列包括：嶷*tsu"早*tsu"

(49)紊*tsu。：《说文》：“枣，羊枣也。”朱骏声通讯定声：“《尔雅》枣有十一

名，羊枣其一也。”《诗·豳风·七月》：“八月剥枣，十月获稻。”

(50)草*dzu’：《说文》： “草，草斗，栎实也。”徐铉日： “今俗以此为草

木之草，别作卑字为黑色之阜。”字或借“早*tsu"”为之：清朱骏声通讯定声：“早，

假借为草。”《周礼·地官·大司徒》：“其植物宜早物。”郑玄注引郑司农云：“阜

物，柞栗之属，今世间谓柞实为阜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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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l “乾”系列

本系列包括：术·g．1诳虼·glIrt

(51)术·g．10t：《说文》：“秫，稷之黏者。或省禾。”“术”字见于甲骨文，象

形。后加禾旁为类符。指黏的谷子，

(52)艳+goat：泛指稻、麦等的籽粒。《农政全书·农器·圆谱三》：“⋯⋯凡揉打

麦禾等稼，穰乾相杂，亦须用此风扇。”

3．12 “子”系列

本系列包括：子·skl匠耔*skifff

本系列表示“种子”似乎比较晚起，不见于字典韵书，文献也都比较晚。

(53)子·skl面．：植物的果实或种子。《世说新语·雅量》：“讨在道边而多子。”

也指动物的卵。《礼记·内则》：“濡鱼，卵酱实寥”唐孔颖达疏：“卵谓鱼子。”

(54)耔*skl血：植物种子。《清史稿·刘于义传》：“请酌借耔稂农器。”与“籽

*sklud"”实同一词：《中国谚语资料·农谚》：“籽丢匀，步走缓，等距全苗能增产。”

3．13 “莲”系列

本系列包括：蓬’g·ten瓤*khrem‘瓣*brens

(55)蘧+g．ten：《说文》：“莲，芙蕖之实也。”徐灏注笺：“蓬之言连，其房

如蜂窠相连属也。因谓其实为莲实。省言之但曰莲。”《尔雅-释草》：“荷，芙蕖：⋯⋯

其实莲。”郭璞注：“莲，谓房也。”

(56)瓤*khrem。：《广雅·释草》：“水芝，瓜也，其予谓之瓤。”《玉篇·瓜部》：

“狈，瓜子。”字或作“赚”：《篇海类编·花木类·瓜部》：“赚， 同瓤。《本草纲目·

果部·甜瓜》：‘大日瓜，小日瓞。其子日赚，其肉日瓤。⋯

(57)瓣*brens： 《说文》：“瓣，瓜中实。”段玉裁注：“瓜中之实日瓣，实中

之可食者当日人，如桃杏之人。”《尔雅·释草》：“瓠，棱瓣。”郭璞注：“瓠中瓣也。”

《广韵·裥韵》：“瓣，瓜瓠瓣也。”晋傅玄《瓜赋》：“细肌密里，多瓤少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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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其它

汉语中还有不少词表示种子的意义，但声音却跟上面的词族有差距，存疑待考：

(58)茭*kep：《说文》：“荚，草实。”《广雅·释草》：“豆角谓之荚。”《吕氏春

秋·审时》：“得时之菽，长茎而短足，其荚二七以为族。”也指某些树木的翅果：

唐李商隐《和人题真娘墓》：“柳眉空吐效颦叶，榆荚还飞买笑钱。”

(59)葚·oljrzm’：《说文》：“葚，桑实也。” 《诗·卫风·氓》：“于嗟鸠兮，无食

桑葚。”陆德明释文：“葚，本又作椹，桑实也。”字或作“[桑甚]”：《集韵》：“葚，

《说文》：‘桑实也。’或从桑。”或借“黠*Gljtam“’为之：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

。临部》：“黠，假借为葚。”《诗·鲁颂·泮水》：“食我桑黠，怀我好音。”毛传：“糕，

桑实也。”陆德明释文：“：l甚，《说文》、《字林》皆作葚。”

(60)犀+sqlil：瓠中之子。《集韵·齐韵》：“犀，瓠中。”《字汇·牛部》：“犀，瓠

犀，瓠中之子。”《诗·卫风·硕人》：“齿如瓠犀，螓首蛾眉。”毛传：“瓠犀，瓠瓣。”

(6t)有，G“谢：《玉篇·有部》：“有，采也。”又佛家语。

(62)材+sgtrJ：《周礼·地官·委人》：“掌敛野之赋敛，薪刍，凡疏材术材，凡畜

聚之物。”郑玄注：“凡疏材，草木有实者也。”贾公彦疏：“疏是草之实，材是木之

实。故郑并言之。”

(63)棵*gfi：《说文》：“棣，栎实。”《尔雅·释木》：“栎，其实棣。”郝懿行义

疏：“栎实外有裹橐，形如猬毛，状如球子。”《诗·唐风·椒聊》“椒聊之实，蕃衍盈

升”汉郑玄笺：“椒之性芬香而少实，今一棣之实，蓄衍满升，非其常也。”孔颖

达疏：“掾，谓椒之房里裹实者也。”字或作“探"96”。

(64)腐吩咖：《尔雅·释草》：“鹰，桌实。”邢呙疏j“膝者，即麻子名也。”

字或作“黄％血”：《周礼·天官·笾人》：“朝事之笾，其实耀、黄。”郑玄注：“簧，

集实也a”《礼记·内则》：“菽、套、黄、稻、黍、粱。”陆德明释文：“簧，字又作

鹰。大麻子。”

(65)缇·g·le：莎草的耔实。《尔雅·释草》：“藕侯，莎，其实娌”清郝懿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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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缇、娓并声借字也⋯⋯今验莎有二种。一种细茎直上，一种粗而短，茎头复

出数茎，其叶俱如韭菜，而细茎有三棱，实在茎端，其色赤缇，故曰缇矣。”字或

作“蕴·g-ie”：《类篇·草部》：“蓰，草名。蒲侯，莎；其子蕴a”

(66)豌*qon：《玉篇·豆部》：“豌，豆名，夏收者。”《本草纲目·谷部·豌豆》：

“时珍日：胡豆；豌豆也。其茁柔弱宛宛，故得豌名。种出胡戎，嫩时青色，老则

斑麻。故有胡戎、青斑、麻累诸名。”

(67)桃·g·law《说文》：“桃，果也。”《诗·大雅-抑》：“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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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汉语“叶子”的研究

“蔡”在斯瓦德什的《百词表》中居25位，郑张尚芳300词表居42位，且

为最核心的100词之一。本章的写作恩路与3、4章同。

4．1 “藁”系列

本系列包括：某·k·I吾p世·qhljaps藁+k·l吾p牒+g·lep篥+k·I}p薯+kl§w概·n唧笛箨

‘khtlak藿·qh-ak乇‘brlak

(1)莱+kl吾p：后做“蕖”。五代徐锴《说文系传·木部》：“某，某之言蕖也。”

另指薄木片。《说文·木部》：“某，槁也。某，薄也。”段玉裁注：“凡木片之薄者谓

之某，故某、牒、鲽、集、傈等字，皆用以会意。”

潘悟云先生认为此字对应藏文的“gleb压扁，feb扁”。白土壮语“薄片”读作

lip7，又读kip7。还可比较越南语giep6扁，giep6lep5扁瘪，giep6dep6扇平。(潘悟云

2001)

(2)世*qhljaps：林义光《文源》：“当为藁之古文，象茎及羹之形。字亦作蘖。”

林的分析有道理。“藁”的最早文字形式当为“世”，后加形旁木，变为“某”，后

又加形旁“草”，这才是后来的“蘖”字。“某”字见于金文。吴大潋日：“巢即蘖，

《诗·长发》传云：‘藁，世也，陈硕父师谓蘩从巢，声巢，从世声，故蕖、世同训。”

高田忠周日：“析言木日某，草日藁。”(《金文诂林》)，

(3)藁·k·l印：《说文》：“藁，草木之蘖也。《诗·小雅·苕之华》：“其蕖青青。”

特指桑蘩。宋陆游《过野人家有感》：“隔篱犬吠窥入过，满箔蚕饥待蕖归。”自注：

“吴人直谓桑为蘖。”引申为象藁子样的东西。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凡物之薄者，

皆得以蘖名。”字或作“荛”：《吴越春秋·勾践归国》：“葛不连菱荛台台。我君心苦

命更之。”或讳为“菜”：《论语·述而》：“藁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清阮元校

勘记：“唐石经避太宗讳，‘菜’字变体作蓁。”

“菜子”的特征是扁平，故部分表示扁平的字词和“藁”有同一来源。

(4)牒+g-1ep：《说文》：“牒，札也”段玉裁注：“厚者为胺，薄者为牒。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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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棠也，藁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右师不敢对，受牒而退。”孔颖达疏：“宋

之所出人、粟之数，书之于牒。受牒而退，言服从也。”

(5)篥·k．1印：《说文·竹部》：“篥，箭也。”段玉裁注：“小儿所书写，每一苫

谓之一蕖，今书一纸谓之一页。或作蕖，其实当作此篥。”《广韵·蕖韵》：“篥，扁

薄书集。”《集韵·帖韵》：“集，书篇名。或从草。”

俞敏拿“篥”和藏文比较：“ldeb张(纸)；古汉语词音：集A'iap；上古音：Ideb。

《广雅·释器》：“繁、菔也。”

汉语的“藁”·k·l印(前面的次要音节后来脱落)和藏缅语的原始形式·lap“叶

子”相当：西部藏语lob．ma(参见藏语Io．ma)，卡瑙里语lab，塔克帕语blap，克

钦语lap“藁”，怒语白lap“包食物的藁子”(白保罗1972#321：注458：P436；

p475)此外还有独龙语蜘-I印“藁”，景颇语lap“藁”、偿语lap“蕖”(藏缅语语

音和词汇：224)。白保罗据此把蓁子的原始汉藏语构拟为·l鑫p(白保罗1972 p475)。

高本汉将“蕖”的上古／中古音构拟成*djap／jep“藁”，白保罗引用了他的观点，白

保罗认为汉藏语的·1．演变为其它的舌尖塞音(浊的或清的)，·1．>t／d，因此它们之间

·有严整的对应。(白保罗在另一处认为上古／中古汉语[1]japljep“叶”<原始汉藏语+i却

“蘩子”见白保罗1972 p475)。殊不知“以母(喻口)”上古就是·l(潘悟云1984)。

这组词或者韵尾稍有差异：

(6)蓥·k·l芒w：《玉篇·草部》：“蓥，蒲叶也。”或借“蓬+k·1}w”字为之：《集

韵·宵韵》：“蓬，草名，蒲叶也。或省。”

或者声母有差异：

(7)概*nt5p：《广韵·叶韵》：“橇，本小叶。”“藐*ntbp”与“概”音义相同，

当为一词：《广韵·藁韵》：“芄，《尔雅·释草》：‘芤，小叶。”’

(8)笛：《广韵·蕖韵》：“眚，竹叶。”《广韵》丑辄切。

这几个词有可能是次要音节脱离，流音塞化的结果。

汉语的“藁·k·I印”这组词大约和“箨*kh-lak”组词有关系：汉语“蕖”·k·l邑p，

对应缅文khjap4藁片(词典818)：汉语“莽*kh·lak”对应缅文“rwak4藁子，树藁”

(词典818)。汉缅语的前一对词，韵尾的舌位后移，收唇演变为收舌。潘悟云先生

(1995a)在比较原始华澳语系的一组表“扁平”义的词组时，就指出有些语言从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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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七尾。《缅甸馆译语·杂字》用“阿唰”来对译缅文的“藁”：aIrwak4植物的藁

子：藁片(如木片、竹片等)(词典1153)(黄树先2003：71)

(9)箨*kh·lak：《说文》：“蓐，草木凡皮藁落，眵地为荐。”《诗-郑风·箨兮》：

“箨兮箨兮，风其吹女。”毛传：“荐，槁也。”郑玄笺：“槁，谓木蕖也。木蘖槁，

待风乃落。”或借“潭·卿aI【”字为之：《管子·地员》：“芬然若泽若屯土。”郭沫若

集校：“沫若案：本篇于各种土壤均以实物状之，如‘若灰’、‘如米7、‘若糠’、‘如

粪’、‘如鼠肝’等，且均为常见之物，此亦宣然。故‘泽’当假为‘葬’。⋯荐”

和“落”可能来源相同：落·g·ral【：《说文》：“落，凡草日零，木日落。”《楚辞·离

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他们之间的声母清浊交替疑为名词和动

词的区别。“落”后来也指落藁。《史记·汲郑列传》：“至于说丞相弘，如发蒙振落

耳。”

下面的词也跟这个词族有关系：

(10)藿·qhWak：指豆藁。《广雅·释草》：“豆角谓之荚，其蘩谓之藿。”《诗．，J、

雅·白驹》：“皎皎白驹，食我场藿。”毛传：“藿犹苗也。”《楚辞·刘向<九叹·愍

命>》：“耘藜藿与蓑荷。”王逸注：“藿，豆藁也。”字或借“霍”+qhwak为之：《墨

子·备穴》：“卫穴二，盖陈露及艾。”孙诒让间诂引毕沅云：“邦君注《公食大夫礼》：

‘嚣，豆藁也。’《说文》：‘蘸，东之少也。’少言始生之菜。蓬，省文。”或借“霍”

*qhWak为之：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豫部》：“霍，假借为藿。”《汉书·鲍宣传》：

“浆酒霍肉。”颜师古注：“刘德日：‘视酒如浆，视肉如霍也。’霍，豆藁也，贫人

茹之也。”

(11)乇*brlak：《说文》：“乇，草叶也，从垂穗，上贯一，下又根，象形。”于

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甲骨文毫字所从之乇，与宅字从乇形同。”

这几个铎部的词能跟藏缅语比较：基兰提语*phak(瓦林语sun．phak兰比冲语

Nphak亚卡语sun-phak巴拉利语sirj-bak)“藁”，缅语phak“蕖”(作物品用)，可

能克钦语的pha“茶树”(缅语lak．ph舭l,；bhak“茶”)也属此类。(注77)这个词根
根据缅语的同源异形词phak-rwak(也读作phak．nvak)以及可能还有兰比冲语的

[5．phak(见注78)可构拟为*(r-)pak(白保罗1972#40)，根据潘悟云先生的观点，

有些语言从．P变为．k尾(潘悟云先生1995a)，白保罗为“叶”构拟的“*lap”和

“吖r-)pak”也可能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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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苻”系列

本系列包括：苻*Ix3等*bo。

(12)苻·b6：《尔雅·释草》：“善，接余；其蘖，苻。”郭璞注：“丛生水中。蘩

圆，在茎端，长短随水深浅，江东食之，亦呼之善。”邢爵疏：“善菜，～名接余，

其藁名苻。”

(13)菩岫o．：《说文》：“菩，竹箬也”本义为竹皮。也可以指竹藁。《集韵》：

“等，竹蕖也。”

4_3“荷”系列

本系列包括：荷*glal蘧*gra

(14)荷*glal：《说文》：“荷，芙蕖藁。”段玉裁注：“羞大蘖骇人，故谓之荷。”

唐李白《拟古十二首》之十一：“攀荷弄其珠，荡漾不成圆。”

(15)蘧*gra：《尔雅·释草》：“荷，芙藁：其茎茄，其藁蘧。”《玉篇·草部》：“蘧，

荷藁也。”或借“葭”*gin为之：《集韵·麻韵》：“蘧，《尔雅》：‘芙蕖，其藁蘧。’或

省。”这组词能与藏缅语对应：马加里语“树藁Ilia；克伦语*Ida“曩子”； 普沃

语和斯戈语la‘‘蕖子”：瓦尤语和切邦语lo<*la，基兰提语+la(库隆语la，罗东语la-bo，

兰比冲语的la-phak，林布语pella)，迪马尔语hla．ba，米基尔语10<*la(藏缅语+la)

还可参见缅语lak．phak—labhak“茶”以及可能还有兰比冲语的形式(白保罗1972#

486注n4注370)。自保罗把这个词构拟为·(s-)la。

4。4其它

还有些词的意义与“藁”关系密切，存疑备考：

(16)竭*mul：《集韵·灰韵》：“娓，豆萁下藁也。”

(17)衿*solffun：《玉篇·木部》：“柃，木藁也。”

(18)箬+nj酞：《说文》“箬，楚谓竹皮日箬。”也指箬竹的藁。唐柳宗元《柳

州峒氓》：“青箬里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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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芽·thj6n-：《尔雅·释木》：“槽，苦荼”晋郭璞注：“早采者为荼，晚取

者为茗，一日奔。”陆德明释文引张揖《杂字》云：“辩，茗之别名也。”《玉篇·草

部》：“藓，茶蕖老者。”

有些词表示“树藁”为它的引伸义：

(20)术*mok：本义指树，引申为树藁：《文选·左思<蜀都赋>》：“木落南翔，

冰泮北徂。”李善注引刘逵日：“木落者，藁落也。”

(21)缘岫．r6k：本指绿色，引申为绿藁。宋李清照《如梦令》：“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22)极：《说文》：“极，木薪也。”引申为树的小蓁。《龙龛手鉴·木部》：“橄，

木小蕖也。”

还有些词的特指义为“藁”：

(23)柘·kljaI【s 《说文》：“柘，桑也。”特指柘藁。宋赵以夫《二郎神》：“莫

愁柘老，蚕已三眠将醒。”

(24)桑*sarj：《说文》：“桑，蚕所食藁木。”又指桑菜。《诗经·卫风·氓》：“桑

之落矣，其黄而陨。” ’

(25)给*skh知：指茶藁的嫩芽。明郎瑛《七修类稿·辩证类·茶旗锫》：“《尘

史》谓，茶之始生而嫩者为一熊。”唐昌岩《大云寺茶诗》：“玉蕊一锫称绝品，僧

家造法极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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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汉语“根”的研究

“根”在斯瓦德什的《百词表》中居26位，郑张尚芳300词表居43位。本

章的写作思路与上面三章同。

5．1 “亥”系列

本系列包括：亥*gtu‘止*ktjtn"棋*kfla桠*krltu务+g·rtuk姬*kltn胎*Ida-ltu根*ktun

药+G1n‘茭*ga-ew’畛·k崎n本*ptnn‘堇·qrerl菊*ka楹·qun骨·kLIt魁*khlul猴"90藕

．i30"枢+khjo歇*khlj6k科*khol橛*96t源*rj96n

这个词族的词相当多，声母以牙喉音为主，间有唇音；韵母以I．U为主，或变

为u或0；有不少的词有舌尖韵尾，间有入声韵尾。

(1)、亥*fiat"：《说文·亥部》：“亥，菱也。”菱*kin：《说文》：“菱，草根也。”

《尔雅·释草》：“萎，根也。”郭璞注：“俗呼韭根为菱。”《汉书·礼乐志》：“青阳

开动，根菱以遂。”颜师古注：“草根日菱。”字或作“垓*ktu”：《论衡-自然》：“霈

然而雨。物之茎叶根垓，莫不洽濡。”黄晖校释：“垓，元本作菱。”《说苑·建本》：

“树木浅，根垓不深，未必橛也。”亥、垓声母清浊交替。或假“核”*ktu为之：

《汉书·五行志》：“入地则孕毓根核。”颜注；“核亦萎字也。”清朱骏声《说文通

训定声·颐部》：“核，假借为菱。⋯亥”可以和藏缅语的“根”对应：藏语：skyi．ba

“草药，土豆”，基兰提语·k(w)i“土豆”，迪加罗语西“土豆”，怒语gi“土豆，根”，

缅语kyua“野土豆”。白保罗把原始藏缅语构拟为*kywiy(白保罗1972#238)。自保

罗构拟的原始藏缅语的i、a元音，通常和上古汉语的m元音对应。所以它们之间存

在比较整齐的对应关系。 ．

(2)止·岫fla"：“止”的本义是足，此字见于甲骨文。后作“趾”+JClifla'。引申为

山脚、墙脚、地基，写作“址”*kjfla"、耻*kjfla"”。“止、趾、址、趾”，实同一词。“止”

可以与原始藏缅语的“脚”对应：藏语khri。座位”，怒语}li，缅语khre“脚”(白

保罗1972#38)，白保罗在这里没有构拟原始形式。在后面的注解中，白保罗把原始

藏缅语的“脚”构拟为*kriy(注#134)、*kmy(注#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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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词和“亥”音义相关：

(3)棋·k血《集韵·之韵》：“棋，根柢也。”《类篇·本部》：“棋，木根也。⋯其”

与“基*kffa”谐声：《说文》：“基，墙始也。”《释名·释言语》：“基，据也：在下，

物所依据也。”《诗·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毛传：“基，本也。”

字或作“蹉”。

(4)榧*krltu：《广韵·皆韵》：“榧，枯木根。出《声类》。”唐贯休《秋怀赤松

道士》：“石罅青蛇湿，风棚白菌干。”

(5)艿·g．rtuk：《广韵·德韵》：“艿，竹根。”这个词有．k尾。为入声字。

(6)姬·l(Im：《广雅·释言》：“姬，基也。”《史记·三代世表》：“姬者，本也。”

《说文》：“黄帝居姬水以为姓。”

(7)胎*Ida．1tu：《尔雅·释诂上》：“胎，始也。”《文选·枚乘<上书谏吴王>》：“福

生有基，祸生有胎。”李善注引服虔日：“基、胎，皆始也。”

(6)、(7)与“亥”的意义稍远。

从音义上看，“萎”与“根*ktnn”、“药·G1n”有联系：《说文》：“根，木株也。”

汉语的“根”和侗台语的“榭蔸”可自}有联系。榭蔸：武鸣kon’布依：kwan’侗：

南：kwon’侗北：kan’[人么】佬：kwon5水语：k啪n5佯[人黄】：kun’锦语：kun’莫

语：kun’。药·G弋n‘：《说文》：“筠，茇也，茅根也。”段玉裁注：“药见《释草》。

药者，茇也；茇者，草根也，文相乘。⋯‘药·G1n”另指藕根，中古音为平声，应为

方言差异。《玉篇·草部》：“药+G""in，莪也，今江东人呼藕根为菝。”“蔽”+9raw：《玉

篇·草部》：“蔽，黄茅根，煎取汁治消渴也。”与“药”关系密切的还有“菱”*grew‘：

《尔雅·释革》：“药·G气n．，茭。”郝懿行义疏：“《广韵》十六轸药字下引《尔雅》

云：‘禁苇根可食者日茭’。是草根通名也。”字或作“蔽”：《广韵·巧韵》：“蔽，草

根。或作茭。”

“根”字与“畛”*kl乒n关系密切：畛*klpn：《太玄’测》：“初一，黄纯于潜，不

见其畛，藏郁于泉。”范望注；“畛，根也。郁，化也。此言十一月之时，阳气潜在

地下养物之根萎，在黄泉之下，不见其根鄂也。”

“根”字和“本”*ptttn‘字有联系，两字韵母相同，声母·k．与+p一交替。《说文》：

“本，木下日本。从木，一在其下。”徐锴系传：“一记其处也，与末同义，指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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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大雅·荡》：“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汉语的“本*pmn”可以和藏缅语相对

应：克钦语phun“攒、灌木，草本植物的主茎，木”，莫尚语pu·1“树”，加罗语bol

“树”，卢舍依语bul“起因，开头，根、树桩或树的底部，拐杖或杆的尾部”，铁

丁语bul“底部、基部，地基”，白保罗把它的原始藏缅语构拟成“根．bul～·pul”，

汉藏语的韵尾·l一般情况下变为．n。它们之间的对应很齐整(白保罗1972#443

#461)。“本”与表示竹根的“鞭”·p芒n又音义相通，不过“鞭”表示竹根文献较晚：

唐张姨《新竹》：“新鞭暗入庭，初长两三茎。”

“根”与“茎”*qreo。-]"能有联系：《说文》：“茎，枝柱也。”《广雅·释诂三》：“茎，

本也。”王念孙疏证：“茎、干，皆枝之本也。”俞敏(1989：53)拿汉语的茎跟藏

文比较：“rkan干，本： 古汉语词音：茎yeo； 上古音akEn； 《考工记·桃氏》：

“以其腊广为之茎围。”

这组词元音可能会变成U，这样的字在汉语中留下了不少。

(8)笥·n：《改并四声篇海·竹部》引《川I篇》：“菊，竹根。”音菊。

(9)楹*qun：《集韵·魂韵》：“楹，根也。”

(10)骨*kut：《管子·四时》：“风生木与骨。”郭沫若等集校：“《周礼·疡医》

郑注：‘木根立地中似骨。’故木与骨并举。⋯
(1 1)魁·ldalul：清王念孙《广雅疏证·释草》：“芋之大根名渠，又名魁也。”《汉

书’翟方进传附翟义》：“饭我豆食羹芋魁。”颜师吉注：“羹芋魁者，以芋根为羹也。”

这组词元音可能会变成0，这样的词汉语中也很多。

(12)猴+90：《说文》：“涨，羽本也。”段玉裁注：“谓入于皮肉者也。”《方言》

卷十三：“粮，本也。”郭璞注：“今以鸟羽本为浆。”

(13)藕·咿：《尔雅·释草》：“荷，芙蕖；⋯⋯其叶莲，其根藕。”《玉篇·草部》：

“藕，荷根。”此字与“董*gdorj”关系密切：《说文》：“董，鼎葺也。枉林日藕根。”

(14)枢-l幽jo：《广雅·释诂三》：“枢，本也。”《淮南子·原道》：“经营四隅，

还反予枢。”高诱注：“隅，犹方也：枢，本也。”

(15)歌·khlj6k：《左传·僖公三十年》：“冬，王使周公阅来聘，飨有昌歌。”

杜预注：“昌歌，菖蒲蕴。”孔颖达疏：“《周礼·醢人》‘朝事之豆，其实有昌本、麇

篱。’郑玄注：‘昌本，菖蒲根，切之四寸为菹。’彼昌本可以为殖，知此昌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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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菖蒲菹也。”

(t6)科*khol：《广雅·释诂三》：“科，本也。”《齐民要术·种葵》：“科虽不高，

菜实倍多。”

(17)橛*96t：《诗叫、雅·大田》：“大田多稼，既种既戒，既备乃事。”汉郑玄

笺：“至盂春，土长冒橛，陈根可拔而事之。”

(18)源·rjgSn：来源，根源。《苟子·富国》：“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

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

5．2 “氐”系列

本系列包括：氐+til椅*khels胝*khels商+k．iek株*kto隶+k删s镇*ktTn

(19)氐*til：《玉篇·氏部》：“氐，本电。”《诗．，J、雅·节南山》：“尹氏大师，维

周之氐。”毛传：“氐，本也。”后作“柢”+t¨《说文》：“柢，木根也。”徐锴系传：

“花叶之根日蒂，树之根日柢，音同也。”朱骏声通训定声：“蔓根为根，直根为柢。”

或借“抵”+til‘为之：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解部》：“抵，假借为柢。”《史记·

司马相如列传》：“牺双船共抵之兽，获周馀珍收龟于岐。?或借“邸”·til。为之：《尔

雅·释器》：“邸谓之柢。”郭璞注：“根柢，皆物之邸。邸即底，通语也。”郝懿行义

疏：“邸者，本为邸舍，经典借为根柢，故此释之也。”也作“祗”*til，表示植物的

根：《墨子·经上》：“儇祺祗。”谭戒甫《墨辩发微·上经校释》：“孙诒让云：‘当为

瑗俱柢，皆声之误。’按：孙说是，但三字皆假借字，非声之误。”这一系列的字对

应于南岛语的一个表示“足”的词：原始南岛语*til(白保罗1975：295—6)。它们的

词义有些差异。

(20)搪*khels：《集韵·霁韵》：“柢，根也。或作榛。”这个词当与“蒂*ktcts”

关系密切：《说文》：“蒂，瓜当也。”朱骏声通讯定声：“薷，《声类》：‘果鼻也。’《吴

都赋》：‘执自蒂。’刘注：‘花本也。’《老子》：‘深根固蒂。’俗字作“蒂*kcls”。

宋玉《高唐赋》：“绿叶紫裹，丹茎白蒂。”另外它还表示草木根。《集韵》：“蒂，草

木根也。”

(21)胝*khels：《集韵·霁韵》：“胝，牲体之本也。”

(22)商·k．1“： 《广韵·锡韵》：“商，本也。”《正宇通·口部》：“木根，果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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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蹄，皆日商。”

(23)株*kti5：《说文》：“株，木根也。”徐锴系传：“入土日根，在土上者日

株。”段玉裁注：“株，今俗语云桩。”《易·困》：“臀困于株木。～‘株”与“橡”*tol

关系密切：《广雅·释木》：“探，株也。”王念孙疏证：“《说文》云：‘株，木根也。’

是揉即株也。《尔雅》云：‘柢，本也。’柢、揉声之转耳。”《广韵·遇韵》：“橡，木

本也。”此字的早期读音保存在一些方言中，字作“蔸”‰．或作“兜”+to：黄侃

《蕲春语》：“今吾乡谓竹木根都皆日兜子。”也作“枕”：《正字通·木部》：“枕，木

根入土无枝桠者俗日槐。” “栈槐”在一些方言中表示老树根。

下面两个词跟这组词意义较远：

(25)隶咄．r／is：《广韵》：“隶，本也。”

(26)镇*ktIn：《国语·晋语五》：“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镇也。”《灵柩经·玉版》：

“且夫人者，天地之镇也。⋯镇”表示根本，是一种比喻用法。

5．3 “茇”系列

本系列包括：茇*pot桔*brog"足*ts6ks苞*pru

(27)茇*pot《说文》：“茇，草根也。春草根枯引之而发土为拨，故谓之茇。”

《方言》卷三：“萎，根也。东齐或日菱。”《淮南子·『隧／土]形》：“凡浮生不根茇者

生于萍藻。”或作“莅*b6t”：《集韵·末韵》：“茇，《说文》：‘草根叶。’春草根桔引

之而发土为拨，故谓之茇，或从伐。”或作“蓬”：《集韵·末韵》：“茇，草木根。或

从是。”

(28)梧*brot]’：《广雅·释草》：“桔，根也。”王念孙疏证：“梧，茇声之转。根

之名茇，又名樯：犹杖之名梭，又名梧也。”“葑”*p60与“桔”音义相通：《广韵·

用韵》：“葑，菰根也。今江东有葑田。”此字或作“澍”*p6ns：《篇海类篇·地理类·

水部》：“澍，本作葑。”“朴”*phrok与这一组词有关：《玉篇·木部》：“朴，本也。”

(29)足*ts6ks：《左传·成公十七年》：“鲍庄子之知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

杜预注：“葵倾叶向日，以蔽其根。”汉语塞擦音是后起的，“足”字可能是舌根塞

音，黄树先先生认为，汉语的“足”可能和“彀”+kok和“踞”*k6k有关：《玉篇》：

“彀，足跗也。”《集韵》：“彀，牲后足。”“厩”：《玉篇》：“厩，足也。”因此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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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足”也有可能和南岛语有关：白保罗(1975：297)原始南岛语“脚；腿”**[ko]koq：

”[qo]qoq。南岛语的小舌韵尾一q可以和上古汉语．k尾对应。(黄树先《说“足”》未

刊)

俞敏拿汉语的“足”和藏文比较：“藏文mdt'ug末尾、下头；古汉语词音：足

tslwfk：上古音rtsog。《易·剥》：“剥床以足。”这一条似乎跟“宗*tsu日”有联系：《广

雅·释诂三》：“宗，本也。”《国语·晋语四》：“礼宾矜穷，礼之宗也。”韦昭注：“宗，

本也。”“宗”可能与苗瑶语也有关系，王辅世将苗瑶语的“根”构拟为*ndzu：rj；两

者能对应。

(30)苞*pitt：可能也属于这个词族：《诗。商颂·长发》：“苞有三蘖。莫遂莫达。”

毛传：“苞，本。蘖，馀也。”朱熹注：“言一本生三蘖也。”苞和“不+p茁”同族，

“不”字见于甲骨文，象花萼之形，字或作“柑*p6”，《小雅·常棣》：“常棣之花，

鄂不鞯鞯。”郑玄注：“不，当作柑。榭，鄂足也。”《集韵·虞韵》：“柑，草木房为

树。一日花下萼。或作不。”字或作“跗+p6”，《管子·地员》：“黑实朱跗黄实。”

5．4 “杜”系列

本系列包括：杜*gda麓·g．ra

(31)杜·gda’：《方言》卷--：“萎、杜，根也。东齐日杜。”《广雅·释诂三》：

“杜，根也。”或借“土”为之：《集韵·姥韵》：“土，桑根也。《方言》：‘东齐谓根

日土’。通作杜。”按：今本《方言》卷三作“杜”。《诗·豳风·鸱鹗》：“彻彼桑土，

绸缪牖户。”毛传：“桑土，桑根也。”陆德明释文：“±，音杜。《韩诗》作杜，义

同。”

(32)蘑，g峨：《说文·草部》：“芦，荠根。”吴善述广义校订：“芦又训荠根，

故药之近根者日芦。”

5．5 。脚”系列

本系列包括：脚*kjtk宅*brlak 1刍*brak麓岫．rok蕾+mbrik祖+ska。础+s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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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脚*kiik：《说文》：“脚，胫也。”本义是脚胫，后可指墙脚、床脚：《南齐

书·五行志》：“巴州城西古楼脚柏柱数百年，忽生花。”

k．和b-能交替，这个词族可能还包括下面的词：

(34)宅*brlak：假借为“坼*khrlak”：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豫部》：“宅，假

借为坼。”《易·解》：“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詹陆德明释文：“坼，《说文》云：

裂也；《广雅》云：分也。马、陆本作宅，云：根也。”《文选·左思<蜀都赋>》：“百

果甲坼，异色同荣。”李善注：“皮日甲，根日宅。”

(35)白*brak：葱蒜的茎和根。《世说新语·俭啬》：“陶(侃)性俭吝，及食，

嗷薤，庾(亮)因留白。陶问用此何为，庾云：“故可种。’：

(36)麓．b．rok：《诗·大雅·旱麓》：“瞻彼早麓，榛桔济济。”毛传：“麓，山足

也。”邢公畹先生将“麓”广州lok8<luk<*luk和泰文的“树根”ra：k3<*dro作对比，

安庆方言称“山足”为“山脚”，也说作“山根”。(邢公畹1991a)

(37)蓉"mbr：fk： 《说文》：“营，芙蕖本。”《尔雅·释草》：“荷⋯⋯其本日蓉。”

郭璞注：“茎下白翦在泥中者。”字或作“密*mbfik”：《淮南子·说山》：“譬若树荷山

上”汉高诱注：“荷，其本日密。”这个词与缅语相对应。缅语：脚a54(植物的根)

(词典726)：根茎arnras4(词典1135)。(黄树先2003：133)

下面的材科有·s前缀：

(38)祖*ska"：《广雅·释诂三》：“祖，本也。”《管子·戒》：“孝弟者，仁之祖

也。”尹知章注：“仁从孝弟生，故为仁祖。”

俞敏先生(1989：62)拿汉语的“祖”和藏文比较：“rtsa根，主要；古汉语

词音：祖tsa，上古音tsa。《易·小过》：“过其祖”。《广雅·释诂》：“祖本也。”

(39)础*sidle"：表示事物的基底；根基。

5．6其它

下列词条都跟“根”有关系，但是声音有差距，存疑待考。

(40)柄·praos：《广韵·映韵》：“柄，本也。”《易·系辞下》：“谦，德之柄也。”《后

汉书‘苟悦传》：“赏罚，政之柄也。⋯‘柄”与“梗”·krar]+关系密切：《字汇·木部》：

“梗，枝梗。”《战国策·齐策三》：“有土偶人与桃梗相与语。”吴师道补注：“梗，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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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梗也，《赵策·苏秦说李兑》作‘土梗’、‘木梗’。谓木梗日：‘汝非木之根则木之

枝。’是枝、根皆可言梗。此谓刻桃木为人也。”

(41)“蓠·s删”：《玉篇·草部》：“苜，草根。”
下面的词条表示“根”的意义为它们的引伸义：

(42)钮*nff：《庄子·人间世》：“是万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纽也。”陆德明释

文：“简文云：‘纽，本也。”晋皇甫谧《三都赋序》：“昔之为文者，非苟尚辞而已，

将以纽之王教，本乎劝戒也。”

(43)母*mo。：表示“根本”应为比喻用法。《老子》第一章：“无名，天地之

始：有名，万物之母。”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6汉语“皮”的研究

“皮”居斯瓦德什《百词表》中的27位和28位(27位为“bark茎皮”，28

位为“skin皮”)，郑张尚芳的300词表中有“皮”(第1lO位)，且为最核心的100

词之一。在汉藏语系中，“bark茎皮”和“skin皮”同属于一个语义场，所以我们

放在一起考察。这一章的写作思路与前面四章不同，这一章的旨意就是整理“皮”

的语义场的整体情况以及它们在汉语史中的演变。具体做法分三步：首先，穷尽性

地收集跟“皮”有关的字词，共收集到相关的字词118个：其次，对这些词进行分

类，得到三个子语义场：跟人的皮肤有关系的词43个，跟动物有关的词37个，跟

植物有关的词38个，根据它们的意义(也参考它们的语音)对这些词再进行进一

步的整理，得到一些更小的子语义场，分组进行考察：最后，采用数理统计和典型

例句相结合的方法，考察这些词(不包括字典字，只包括常用的词41个)在不同

时期文献中的用法，整理出“皮”的语义场在汉语史中的演变。

本文所考察的文献，包括先秦的27种文献‘固； 《史记》(汉)、 《世说新语》

(南朝宋)：《全唐诗》、《全宋词》；《元刊杂剧三十种》、《金瓶梅》(明)、

《红楼梦》(清)；以及现当代的一些经典作品，本文的统计借助电子文献。

通过考察这些文献，我们可以得知，在41个常用的词中，先秦就已经产生的

就有29个，见表6—1：

表6一l先秦就产生的跟“皮”有关系的词

意义 词

跟皮肤有关的词 肤(胪)、肌、腠、敌、龟(皲)、鼾(鼓)、趼、茧、胝

跟动物皮有关的词 皮、革、辩(霉)、辂、韦、蜕(脱)、鳞、鞍、靳、卑比、犀

跟植物皮有关的词 糠(糠)、枉、稃，甲、箨(泽)，附、麻，筠，禚

。分别是经部《十三经》中的十二经(《孝经》除外)．集部的‘楚辞》，史部的《国语》、t战国策》、《汲冢周书》，
子部的‘老子》、‘公孙龙子》、‘墨子》、《萄子'、{庄子》，t韩非子》、《吕氏春秋》、《韩非子》、《孙子》、‘山海
经)、‘街子》。这些电子文本是师姐覃勤提供的，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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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以后产生的才12个，分别是：

表6．2先秦后产生的跟“皮”有关系的词

意义 词

跟皮肤有关的词 睑、疱、皴、皱、醚

跟动物皮有关的词 靼、壳

跟植物皮有关的词 麸、朴、缸、箨、穰

从这些词中我们可以看出，汉语跟“皮”有关的词汇在先秦就奠定了基本的格

局，新产生的词大部分是对原来就有的子语义场的补充，只产生为数不多的新的子

语义场。在后来的发展中，有词的产生，有词的灭亡，也有词的承继，但是这种演

变呈现的趋势是渐变。此外，我们还可以从这些常用词的演变中发现，上古的词汇

分工很细，分析性很强，越到后来综合性越强，尤其是“皮”字，它具有很强的组

合能力，具有很广的义域(可以兼指人的皮肤，动物皮、植物皮)，很多原来必须

用单独的词来表示的概念，后来都用“皮”的组合方式来表示了。由分析到综合，

这也是汉语词汇发展的一个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对这些词所进行的分类只能是相对的分类，有些词是横跨

几个子语义场的，如“皮”，“甲”、“壳”等。我们对这些词的处理方法是采用“互

见法”，将它们放在跟本义有关的子语义场中进行详细考察，在别的地方一笔带过。

如：“皮”的本义跟兽皮有关，我们将它放在动物皮详细考察，但是“皮”在先秦

还可以表示人的皮肤和植物皮，在这些地方带过就行了。下面我们对“皮”的语义

场及其在汉语史中的演变进行详细的描述。

6．1汉语“皮肤”的语义场研究

与人的皮肤有关系的词共整理出8组43个见表6-3。

其中常用的有14个(见表6—4)，其余大部分为没有书证的字典字。我们可以

从这8组43个词中看出跟皮肤有关系的语义场的一个整体的面貌，但是我们的考

察重点只能放在这14个常用的词上，因为字典字只出现在字典韵书之中，我们无

从考察它的演变，我们只能根据它在古代字词典中的音和义对它们进行大致的分

类。然而通过考察常用的词，我们就可以整理出汉语中跟人的“皮肤”有关系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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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场演变的情况。

表6-3与皮肤有关系的词

意义 词

皮肤： 肤(肘)和胪、皮2、肌、腑、[月章]、被：

蹰(皲、旃)和龟(龟裂之龟)、皴、敲、跛(臌)
皮肤皱裂：

皱、腠、跛、腋、嫠、财、铍、攫

老茧： [足开](趼、敲、)茧、腰、胝、端。

跟皮肤病有关： 鼾和敲、疱、墩、飙：

眼皮： 睑：

皮起： 继、膘(融、皱)、[月麇]、膘、贼：

皮肤的情貌： 耵、爱、敬(鼓)、藏：

皮肤宽： 赛、敢、酰：

在这14个常用的词中，先秦就已经出现的有“肤(胪)、肌、腠、驻、龟(皲)、

庚千(皱)、趼、茧、胝”9个：汉代以及汉代以后新产生的有“睑、疱、皴、皱、

艟”5个，这5个词，“皴、皱”二个与先秦的“散、龟(皲)”属于同一语义场；

表示眼皮的“睑”和表示皮肤病的“疱”均为汉代新产生且后来又比较常用的概念；

“雄”虽说只是一个僻字，但是表示“皮起”这一个概念的词不少，这些词又只有它

有书证，所以也将它列入表格中。此外，先秦表示兽皮的“皮”字在秦汉之际也进

入这个语义场，表示人的皮肤，我们暂称之为皮：。这些词在历代文献中出现的情

况详见表6—4@。

如表6-4所示，跟人有关的皮又分为好几个子语义场，这些子语义场有些只有

一个常用的词，如“腠、险、疱、肝(鼓)”等；有些则有好几个，如表示皮肤的

主要有“肤、皮z、肌”，表示皮皱的有“敬、皴、皲(龟)、皱”，表示老茧的有

“茧、趼、胝”。只有一个词的子语义场的演变通过上表以及一些文献的例证分析

就可以明了，如“睑”表示眼皮，是在汉代才产生的，产生之后沿用至今，但是自

从“皮”字可以表皮肤以来，“睑”后来也可以用一个双音节词“眼皮”来表示了，

最迟在清代，“眼皮”成为了口语中主要词汇，而“睑”则成为了书面词汇，如红

霉这个表格数据的取得主要考察了这样一些文献：先秦的27种文献．‘史记》(汉)、‘世说新语》(南弱宋)，

《全唐诗》、《全宋词》，《元刊杂剧三十种》、‘金瓶梅》(明)、‘红搂梦》(清)，以及现当代的一些经典作品(来

自北京大学中文系文献资丰；I里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也参考了《四部丛刊)的一些作品。下文表6．7、表

6．9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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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梦中有用“眼皮”的有4例，“睑”却一例都没有。子语义场有几个词的情况就

复杂得多，如“肌、肤、皮”三字它们在使用上有什么分2127它们是怎么发展演变

的?为什么会这样分工和发展?这些将在下文中阐述。

表6-4与皮肤有关的语义场的演变情况表

语义 词 先秦 汉魏六朝 唐宋 元明清 普通话

肤 + + + + +

皮肤 肌 + 上 + + +

皮2 + + + +

龟(皲) + + + +

皴 + + + +
度皱

数 + + 上 +

皱 + + + +

腠 + + 上 +

趼 + + 上 + 士
老蒴

茧 -L + + 十 +

皮于(敷) + + + +
皮病

疱 + + + +

眼皮 睑 + + + —L

皮起 缝 +

注：+：表示该语义场中有：一：表示该语义场中没有

下面我们将对跟人的皮肤有关系的8组43个词一一考察。

(1)表皮肤的词：肤·pa(肘+b6s)和胪+g矗、皮2*brftl、肌t¨l、腧、[月章]、被

肤和胪：《说文》：“胪，皮也。肤，籀文胪。”段玉裁注：“今字皮肤从籀文作

肤，肤行而胪废矣。”按《说文》的说法，肤胪原是一词，肤是胪的籀文。《说文》

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肤”和“胪”的主要元音相同，都是短元音a，声母也相通@，

当为一词。“胪”在先秦有3个例证，都不是表示皮肤。《玉篇·肉部》：“肤，皮也。”：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诗·卫风·硕人》)“肤”也指树皮：(蔡)伦乃造意，用

树肤、麻头及敞布、鱼网以为纸．(《后汉书·蔡伦传》)这个书证较晚，疑为引伸

义。

聪：“_|}付”与“肤”在表示“皮肤”这个义项上，意义完全相同，声音也相近

。汉语k．和p-系列读音有交替．如诗经“维以不永怀”。阜阳竹简本永作柄．此外，周及绦认为，这些没有谐声
关系的同耀诃是Kw-／K-和卜历时音变的结果。见《语言研究'2003年第三期p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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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韵母不同)。见例证：夫骥之齿至矣，服盐车而上太行，蹄中膝折，尾湛尉

溃．(《战国策·楚策四》)鲍彪注：“勇f|与肤同。”

肌：“肌”指肉，主要用于人。“肌”也有皮肤的义项。《玉篇·肉部》：“肌，

肌肤也。”在先秦，这个义项主要见于《庄子》。如：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

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庄子·至乐》)后代也沿用：态浓意

远淑且真，肫理细腻骨肉匀。(唐杜甫《丽人行》)这两个例子表示皮肤是毫无疑问

的。不过“肌肤”合在一起，也可以理解为肌肉和皮肤。因此，“肌”并不是表示

皮肤的主要词汇。

皮2表示人的皮肤详见下文“皮”条。

我们知道，战国之前，“皮”和“腐”二字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皮”主要用

于动物，“唐”表“皮”时则专用于人，在战国以前的文献中，几乎没有什么例外。

如《尚书》皮3例；《诗经》皮3例，庸3例。均体现了这种语义分工。春秋时代，

最晚在秦汉之际，原来表示兽皮的“皮”字也进入到这个语义场来表示人的皮肤(具

体的考证见下文“皮”条)。因此，在这之后，表示人的皮肤的词就不限于“唐”

了。现代汉语中则“皮肤”并举表示人的皮肤，也足见“皮”是用于人的重要词汇

了。既然那样，那么，在“皮”进入表示人的皮肤这个语义场之后，它们之间有什

么区别呢?莸们从二词在历代文献中的使用频率、使用场合、使用的感情色彩上对

它们加以考察。

首先我们来看“皮、唐”在历代文献中的频率表(例证均表示人的皮肤这个义

项)：

表6—5 “皮、肤”二字的使用频率对比

I 史记 世说新语 全唐诗 金瓶梅 红楼梦

l 皮 1 0 20 31 36

} 肤 3 2 159 7 5

王力先生举的“皮”字最早用于人的例子正是《史记》中的这一例，事实上，

“皮”在此之前就用于人了(见下文“皮”条)，只不过不是很常用，从上面的数

据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皮”用于人在唐代都远没有“肤”普遍，而明代以后，“皮”

用于人的使用频率就远远超过“肤”了。

从使用场合和使用的感情色彩来看，“皮”和“肤”也是有区别的，“皮”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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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当属于用于兽皮的引申，因此感情色彩以中性和贬义为主，这种情况先秦已经出

现，如“譬於禽酞，臣食其肉而寝魔其皮矣．”(((春秋左传一襄公二十一年》)，不

过这里还只是词的活用，“皮”没有成为一个表示人的皮肤的独立的义项，但是，

似乎这种活用也就奠定了后代“皮”用于人时的感情色彩，如《红楼梦》中的一些

例句“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你可仔细你的皮!”、以及后来产生的

～些习惯用法“脸皮厚、死皮赖脸、嬉皮笑脸”等，都含贬义。“肤”则一直专用

于人，一般用于比较正式的文体，如诗词等。当然，两个词是同义词，很多时候之

所以不同，只是因为作者的使用习惯不同，如：

他年鹤发鸡皮媪，今El玉颜花貌人。(吕岩((题广陵妓屏二首H)

虫臂鼠肝犹不怪，鸡肤鹤发复何伤。(白居易Ⅸ老病相仍以诗自解》)

两个例子均出自《全唐诗》，足见有时候两者是能通用的。

王力先生认为到了现代，在一般口语中，“皮”已经代替“唐”了(1980：488)。

代替并不见得，“唐”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只是“肤”已经变成了一个半自由的

语素了，一般只用于“皮肤“‘肌肤⋯‘肤色”等合成词中。而“皮”则具有很强的

组合能力。

除此之外，还有三个跟皮肤有关的字典字： ．

腧：《玉篇·肉部》：“腧，皮也。” 《集韵》龙春切。

[月章]：《玉篇·肉部》：．“[月辛]，皮也。” 《集韵》于贵切。

辙：《集韵·末韵》：“被，皮也。” 《集韵》莫葛切。

(2)表示皮肤皱裂的词：蹰(皲·k妇)和鼋*k“rda、皴*skhlBn、敲+skh狐、跛(藏

+skra)、皱+tsrfts、腠‘skhos、跛、戚、萤、财、皱、攫

这组词中，“龟、敲、腠”三字出现在先秦的文献中。“罡囝”为《说文》所收，

但只是一个字典字而已，此外，“皲”(“强”的异体)和“皴”见于《说文新附》，

“腠、皱、敲(跛)、肢”见于《玉篇》，“跛、凌、财、铍、矍”则只是字典字。

这组词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除了意义相同之外，语音也相近，所以我们放在一起

讨论。

蹈(皲·k_an、膊)和龟：《说文》：“蹰，瘃足也。”徐锴系传：“足遇寒裂日瘃”。

朱骏声通训定声：“蹰，字亦作皲。”《说文新附》：“皲，足坼也。”郑珍新附考：‘‘《众

经音义》引《通俗文》云：‘手足坼裂日皲’，当兼手足言之乃备。” “蹰”无书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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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皲”倒是一个常用的词，并产生了它的异体“辉”：《龙龛手鉴·皮部》：“脾，通：

皲，正。”表示手足皮肤受寒皱裂这个概念在先秦均用“龟”，《集韵·薄韵》：“龟，

手足坼也。”： 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庄子·逍遥游》)后来则一般用“皲”

了：将军士寒，手足皲瘃。(《汉书·赵克国传》)颜师古注引丈颖日：。皲，坼裂也；

瘃，寒创也。”它也指物体表面的皱纹：松竹之皲皴索箨兮，不若柑笋之可怜。(唐

刘禹锡《问大钧赋》)

皴：《说文新附》：“皴，皮细起也。”：夜煮细糠汤净洗面，拭干以药涂之；令

手软滑冬不皴。(《齐民要术-种红蓝花栀子》)引申为物体表面粗糙，有皱褶。《玉

篇·皮部》：“皴，敞也。”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二十引《埠苍》：“树皮甲错粗

厚，亦日皴敞。”其石皴栗，烂如赭霞。(晋程本《子华子·神气》)

散： 《玉篇·皮部》：“敲，木皮甲错也。”“敲”在先秦没有书证，只出现在

《尔雅·释木》中：槐，小叶曰梗；大而散，楸；小而敞，梗。(郭璞注：“散，老

乃皮粗皴者为楸，小而皮粗馘者为梗。)唐以后书证较多：皴数老松根，晃朗骊龙

窟。(唐李成用《览友生古风》)

敬还有一个义项为皮肤皴裂。《集韵·铎韵》：“彀，皲也。”清范寅《越谚》卷

中：“黻，凡指甲触起皮及各皮触起皆是。”

陂：《广韵·语韵》：“跛，皴跋，皮裂。”单用同义。《广雅·释言》：“皲，皱，

跛也。”王念孙疏证：“跛之言赢也。”《广韵》仓胡切。字或作“敲”：《集韵·姥韵》：

“鼓，《博雅》：‘皲鼓藏也。’或省。”

皱：《玉篇·皮部》：“皱，面皱也。”《广韵》侧救切。“皱”有另外一个读音：

《集韵》甾尤切。这个音的“皱”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同“羯”：《集韵·尤韵》：

“鞫，革文蹙也。或作皱。”还有一个意思指栗子的外壳。如：入村樵径引尝果粟

皱开(唐杜甫《野望因适常少仙》)皱的书证较晚，但是它自唐朝始就比较常用，

而且意义比较灵活。
‘

腠：《说文》没有收“腠”，《玉篇·肉部》：“腠，肤奏也。”《类篇·肉部》：“腠，

肤理也。”“腠”指皮肤上的纹理，也兼指皮肤。“腠”主要出现在医书中，《四部丛

刊》中共有“腠”246条，其中122条出自《素问》、《灵柩经》、《注解伤寒经》等

医著中。指皮肤上的纹理的例证有：肺皆离，皆右体进腠。(《仪礼·乡饮酒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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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注：“腠，理也。”指皮肤例子有：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问，扁鹊目：“君有疾

在腠理，不治将恐深．”(((韩非子·喻老》)“腠”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亡了。

殴：《玉篇·皮部》：“跛，皮理细跛跛。”《广韵》武尽切。

股：《玉篇·皮部》：“腋，教股也。”清范寅《越谚》卷中：“膜臌，严冬皮墒。”

《集韵》耻格切。

爱：《玉篇·皮部》：“萤，装皱，皮不伸。”单用义同。《集韵·宾韵》：“凌，

皮不展也。” 《广韵》争义切。

豺：《字汇补-皮部》：“肘，皮皴也。”《字汇补》七雀切。

啵：《集韵·谆韵》：“啵，足坼日破。”《集韵》须伦切。

壁：《字汇补·皮部》：“震，皮缩。”《字汇补》侧救切。

(3)表示老茧的词：[罡开](趼·rjgen、敲)茧*ken"、腥峨．16l、胝+m、赡

“[罡开](趼、敲)、茧、腥、胝、菇(格)”这几个词的主要义项都是表示

脚掌或手掌因摩擦而成的硬皮。它们跟皮肤这个意思有点距离，但是也不是没有关

系，顺便在这儿说一说。

[罡开](趼、敲、)：《龙龛手鉴·足部》：“趼，通；[足开]，正。”《广韵·铣韵》：

“皴，皮起。趼，同鼓。”因此，[罡开]、趼、黻实为～词。部是手足茧的意思。

茧：“茧”本义为蚕茧。它也“老茧”，在表示“老茧”这个意义上，“茧*ken"”

当为趼*ogen的借字，因为两字读音非常接近，意义又相同。

睡：《说文·肉部》：“雁，瘢胝也。”朱骏声通训定声：“腥，俗语之老茧。”

胝：《说文》“胝，腥也。”《集韵·脂韵》：“胝，茧也。”

路：《篇海内编·身体类-皮部》：“嫱，手足生皮坚也。”《广韵》侧持切。

(4)跟皮肤病有关的词：庄于*kan。和鼓·k，Ian、疱*phrus、鼓、就

这组词中“庚千、鼓”两字声母相同，韵母也相同，意义又相近，当为一词。

好*kan"：《说文》：“莳，面黑气也。”《广雅·释诂一》：“J奸，病也。”皮肤黧黑

枯槁的意思：焦然肌色鼾黪，昏然五情爽感。(《列子·黄帝》)

鼓·k·liin：《集韵·缓韵》：“鲮，面肤病也。”

疱+phrus：《说文》：“疱，面生气也。”徐锴系传：“面疮也。”：溃小疱而发痤

瘩。(Ⅸ淮南予’说林》)高诱注：“疱，面气也；痤瘩，痈也。⋯疱”也指皮肤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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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象水泡的小疙瘩：王闻心惧，举身生疤，肌肤攫裂，居未久之，便丧没矣。(唐

玄奘《大唐西域记·摩揭陀国上》)

皴：《玉篇·皮部》：“墩，粟体也。”《集韵·纸韵》：“皴，肤如粟。”《广韵》

楚愧切。

娥：《广韵·桓韵》：“觑，皮病。”《广韵》胡官切。

(5)表示眼皮：睑·kr6m-

《说文新附》：“睑，目上下睑也。”《玉篇-目部》：“睑，眼睑也。”：帝亲戎东

讨，至河阴遇疾，口不能言；睑垂覆目，不得视。(《北史·姚僧垣传》)

(6)表示皮起：鹾、膘(默、皱)、[月蕉】、膘、蛙

这一组词都是表示“皮起”的意思。除了“魅”有书证之外，其余的都只见于

字典韵书。

艟：《集韵》他达切。《集韵·曷韵》：“鼹，皮起。”：若被人勒死抛掉火内，头

发焦黄，头面浑身烧得焦黑，皮内搐皱，并无喑(去口加手)浆艇皮去处，项下必

有被勒著处痕迹。”(宋宋慈氍洗冤集录》卷四)

膘(默、皱)：这三个字可能实为一词：

膝：《广韵·觉韵》：“膘，皮破。” 《广韵》北角切。字或作“皲”：《玉篇·皮

部L-“皲，亦作滕，皮腆起也。”《类编》弼角切。字或作“铍”：《集韵·觉韵》：“臊，

皮肤起。一说皮破。或作皱。”《集韵》弼角切。

[月崖]：《玉篇·肉部》：“[月麈]，皮起也。”《广韵》初限切。

膘：《集韵·旨韵》：“膘，皮起也。”《集韵》鲁水切。

，啵：《改并四声篇海·皮部》引《俗字背篇》：“贼，皮起也。”多殄切。

(7)表示皮肤宽：盒、鼓、敲

食：《玉篇·皮部》：“食，皮宽也。”《集韵·合韵》：“食，皮纵。”清范寅《越

谚》卷下：“宽盒食。”《广韵》都合切。

皱：《玉篇·皮部》：“鼓，宽皮完。”《广韵》都楹切。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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暇：《玉篇·皮部》：“暇，敝鼓，皮瘦宽完。”《广韵》卢盍切。

(8)表示皮肤的情貌：盯、爱、酸、薮

盯：《集韵·梗韵》：“盯．皮肤急貌。”《集韵》张梗切。

漫：《广韵·准韵》：“爱，皮厚完。”

酸：《广韵·洽韵》：“敲，皱蔽，老人皮肤完。”《广韵》测洽切，

皲：被瘢，也作皲痴。《集韵·屋韵》：“皲，皲瘊，皮肉瘦恶也。”《集韵》卢

谷切。

小结：与人的皮肤有关的词共整理出8组43个，其中表示皮肤的6个，表示

皮肤皱裂的13个，表示老茧的5个，表示皮肤病的5个，表示眼皮的词1个，表

示皮起的词5个，表示皮肤的情貌的词4个，表示皮肤宽的词3个。在这43个词

中，常用的只有14个，分别是先秦就出现的“肤(胪)、肌、腠、敲、龟(皲)、

鼾(鼓)、趼、茧，胝”9个以及先秦后新产生的有“睑、疤、皴、皱、魅一5个。

这些常用的词申，“腠、数、龟(皲)、鼾(鼓)、建”在现在汉语中已经不再使

用，成为历史词。这些常用词中，最常用的是“肤、皮”二字，“肤”一直专用于

人，自秦汉之际，“皮”进入刭这个语义场后，它的使用范围逐步缩小。另外，表

示“皮皱”和“老茧”的两组词也表现出了自己的特色。我们可以看出，跟“皮肤”

有关的词在先秦就奠定了基本的格局，很多一直沿用至今，尽管它们也在不断演变，

但是作为核心词，其稳定性还是显而易见的。

6．2汉语“动物皮”的语义场研究

跟动物的皮有关的词有儿组37个(见表6—6)；

其中常用的13个(见表6-7)，其余均为字典字。这13个常用词中，先秦就

已经产生的有11个，分别是：皮、革、辑(鞲)辂、韦、蜕、鳞、鞍、靳、犀、

皇比：先秦之后产生的仅2个，这两个词“靼”属于“熟皮”这个子语义场，“壳”

则是一个新产生的概念。我们的写作思路跟上面一样，主要对常用的词作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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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字典字只进行简单的归类。

袁6-6跟动物的皮有关的词

意义 词

兽皮 皮、鞍、熬、觑、轱、犊、颚、剿、群

去毛的皮 革、粹(鞯)(郭)和辂、轩、鞲、孰、鞲、想、想

熟皮、柔皮 韦、鞣、靼、晨和甓、帔、鞍、鞍

犀牛皮 犀

虎皮 皂比

蛇蝉等脱的皮 蜕(脱)、蝮蜻

鱼鳞 鳞、壁

有文采的皮革 鞍

服马当胸的皮革 靳、鞠

坚硬的外皮 般(般、觳)

优质的皮革 鞘、腰

从表6．7中我们可以看出，“皮”、“蜕”、“鳞”三个词产生很早，承继到今。这

三个词，“蜕、鳞”的意义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先秦的时候指“所蜕之皮”和“鳞

片”，现在也一样。“皮”的义域却不断扩大，秦汉之际，“皮”不仅可以指兽皮、

树皮、还可以指人的皮肤了。还有，先秦的“皮、革、韦”是有严格的区分的，后

来，“皮”也可以指“去毛之皮”和“熟皮”了。“革”和“韦”渐渐的便不再是口

语中常用的和“兽皮”有关的词了。“革”在《金瓶梅》中出现了6次，在《红楼

梦》中出现了22次，没有一例是表示“皮革”的，到了近现代，“革”基本上都是

指“革命”之“革”。虽说如此，它在现代汉语中还是有遗留，如我们说的“人造

革”等。“韦”的情况跟“革”差不多，我们今天仍在用的成语“韦编三绝”也是

古代词汇的遗留。 ．

在这些词中，跟“动物皮”关系稍远的是“壳”，“壳”是一个产生于汉代的谲

汇，表示“坚硬的外皮”，既可以指动物，也可以指植物。从它们的语音形式看，

我们怀疑“觳*khrok”跟“蒋(韩)·kh”al(”有关系，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这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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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7与动物皮有关的语义场的演变情况表

语义 词 先秦 汉魏 唐宋 元明清 普通话

兽 皮 皮 —L + ·L + +

茧 + + +

去毛的兽皮 稃(韩) 上 上 上 +

辂 +

韦 上 一_ +
熟 皮

靼 +

蛇蝉所解皮 蜕 + + + + +

鱼 鳞 鳞 + + + + +

犀牛皮 犀 + + + +

老虎皮 皇比 +

有文采的皮革 鞲 上 +

服马用的皮革 靳 + +

坚硬的外皮 R + + + —卜

注：+：表不该语义场中有：一：表不该语义场中没有：÷：表示只作为语素使用或只存在

于固定词组中。

下面我们对和“动物皮”有关的词有l l组词一一加以讨论。

(1)表示兽皮：皮*brfil、鞍·bffds、蝮、轱、菝、赣、煞、剩和躲、群

“皮”与“鞍”音近义通，为同族词。其它的均为字典字。

皮*br／tl：《说文》：“皮，剥取兽革者谓之皮。”在先秦，“皮”就既可以做动词，

也可以做名词。按《说文》， “皮”做动词是它的本义，如：因自皮面挟眼。(《战

国策‘韩策二》)鲍彪注：“去面之皮。”引申为所剥取之皮，如：岛夷皮服．(《书

经·禹贡》)先秦之后，“皮”作动词少见。“皮”还可以指树皮：矢以柘若棘，毋

去其皮。(《礼记-投壶》)汉语没有专门表示“树皮”的核心词的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树皮的意思“皮”也可以兼指。因此，汉语的“皮”的义域比西方语言中的“皮”

要宽得多。

鞍*brOils：《玉篇》：“鞍，皮也。”凡草木根鞍伤，则枝叶必偏枯。(《大

戴礼记·少间》)“鞍”与“皮”音近义通，为同族词。

除了这两个有书证的词外，还有6个字典字，分列如下：

艘：《广雅·释诘三》：“竣，离也。”也可做名词。《类篇·皮部》：“腹，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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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玉篇·革部》：“轱，皮也。”《玉篇》音诘。

穰：《集韵·铎韵》：“鞍，轱鞍，皮也。”《集韵》末各切。

鞍：《玉篇·革部》：“赣，生皮也。”《玉篇》古孔切。

赣：《改并四声篇海·韦部》引《川篇》：“熟，皮也。”音亦。

下面两条为动词：

副和躲：二字音义完全相同，为一词。《集韵》士列切。《集韵·薛韵》：“剩，

治皮也。”觫：《类篇》士列切。《类篇·角部》：“藤，治皮。”

群：《玉篇·革部》：“鞯，治皮。”《玉篇》音养。

(2)表示去毛的皮：革·l(兀IIl(、蒋(辫)*kh”ak(郭·k”ak)和辂+q．rak、轩*khan、

鞴、孰、鞯、想、愚

“蒋(韩)”的意义跟“革”相同，语音也很接近。此外，“郭”应为“蒋(韩)”

的借字，“转(轿)*kh”ak”和辂*g．rak音义相同，当为同族词，其余三个仅为字典

字。

革+knnk： 《说文》：“革，兽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古文革之形。～‘革”表

示加工去毛的兽皮的例子很多：羔羊之革，紊丝五绒。 (《诗经-召南》)毛传：

“革犹皮也。“‘革”也可以指表示人的皮肤：《正字通·革部》：“革，人与兽皆日革。”

在先秦就有用例：四体既正，肤革充盈。(《礼记-礼运》)

韩(轿)·kh”ak和辂·g．rak：《说文》：“尊，去毛皮也。”王筠句读：“《颜渊篇》

文，今作辑者，以豪代靶，变毫为享也。”所以，韩和辖实为一词：虎豹之蒋，犹

犬羊之瞽。((论语·颜渊》刘宝楠正义：“然辑为革，凡去毛不去毛，皆得称之，不

必专主去毛一训。”字或作“辖”：牛之一身，无废物也，肉可脯，皮可辖。(明马

中锡《中山狼传》或借“郭”·kWak为之：津波充郭。(《素问·汤液醪体论》)王冰

注：“郭，皮也。”

貉：“鞍·kh⋯ak”与辂·g．ralc声母相近，韵母相同，为同族词。《说文》：“辖，生

革可以为缕束也。”：令陶者为罂，客四十斗以上，因顺之以薄辂革．(《墨子·备穴》)

孙诒让闻诂：“顺当作暝．⋯⋯固螟之以薄辂革，谓以革坚覆罂口也。”

跟“革”有关的其它词主要是一些字典字，现在分列如下：

轩*khan：《说文·革部》：“轩，干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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藕：《篇海内篇·乌兽类·革部》：“辅，干革。”《广韵》蜀庸切。

孰：《改并四声篇海·革部》引《龙龛手矮》：“鞔，革也。”：女缘丑陋世间希，

浑身一似黑孰皮。(Ⅸ敦煌掇琐·丑女缘起》)居伪切。

鞲：《玉篇·革部》：“靼，革也。”《广韵》而容切。

忽：《改并四声篇海·心部》引《川篇》：“想，生革也。”苏故切。

想：《字汇补·心部》：“想，《金镜》：‘毛革’也。”《字汇补》音沂。

(3)表示熟皮、柔皮：韦·Gdl、鞣·m啪、靼+k．1at、反和瓷、帔、鞍、鞍

这一组词都是表示熟皮或者柔皮，有时候也可以做动词，表示揉制皮革。

韦：《说文》：“韦，相背也。从舛，口声。兽皮之韦可以束，枉戾相韦背，故
借以为皮韦。”如：君使卿韦弁。”(《仪礼·聘礼》)贾公彦疏：“有毛则日皮，去毛

熟制则曰韦。”

关于皮、肤、革、韦四字，历代学者都曾经多次做过辨义工作，王筠句读：“人

日胪，兽日皮。”，又“熟日韦，生日革。”这种观点为王力等学者继承。王力曾说：

“‘皮’字在先秦却是专指兽皮的。兽的皮叫做‘皮’，人的皮叫做‘肤’，分别得

很清楚。”(《汉语史稿》1980)此外，《王力古汉语字典》、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

(1—4册)中又多次对这几个词进行辨析，认为“肤”指人的皮肤，“皮”是有毛

的兽皮，“革”指去毛的兽皮，(但“革”也可以指皮。所以段玉裁说“皮、革”两

个字“对文则分别”，“散文则通用”)。“韦”则指的是熟的皮。

“韦、革”二词历来无异义，争议比较大的是“皮、肤”，王力先生认为，“皮”

用于入是汉代以后的事情，举出的最早的书证见于《史记》：乃割皮解肌，诀脉结

筋。(《史记·扁鹋仓公列传》)任学良在《<古代汉语·常用词>订正》中认为在先秦

时候皮也可以用于人，并举出了好几个例证，其中有说服力的例子为：人皮应天，

人肉应地。(《素问·针解》)和去寒就温，无泄皮肤。(《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其实

《素问》中的“皮”用于入的例子远不止这些，“皮肤”并举用于人的例子都有30

例，此外，《灵柩经》中“皮肤”并举的例子也有60例(数据来自《四部丛刊》)。

除了医书之外，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个例子：人能正静，皮肤裕宽，耳目聪明，筋信

而骨强，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管子·内业》)

跟一些经典文献比起来，医书也许更加接近口语。另外，《管子》中的文献也

是很早的，因此，“皮”用于人的时代比王力先生所说的汉代要早得多。虽说如此，

“皮”在早期主要用于兽这个结论还是靠得住的。首先，在上古汉语中，指入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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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指动物的词基本上都是分开的，如“雌雄”指动物，“男女”指人；“毛”指其它

毛和动物的毛。“发”指入的头发；“肌”指人身上的肉，“肉”指动物的肉(不分

身上的和吃的)等，词汇是有系统的，他们不太可能将人皮和兽皮混在一起。再者，

文献也证明了这一点。《素问》以前的文献中不见“皮”用于人的用例，即使在《素

问》之后，书证都是很少的。如本章第一部份所述，“皮”用于人在汉代的例子都

不多。所以我们认为，“皮”在早期主要是用于兽的，大概在春秋时期，最晚在秦

汉之际，“皮”进入表示人的皮肤的语义场。

表示熟皮(软皮)的词除“韦”之外，还有很多：

鞣·m啦：《说文》：“鞣，荚也。”桂馥义疏：“《集韵》：‘《说文》：鞣，冥也，谓

柔革。’也可作动词。清钱坫《说文解字斟诠》：“鞣，今人治皮，俗犹日鞣。”还可

以表示干革。《玉篇·革部》：“鞣，干革也。”

靼·k．1at：《说文》：“靼，柔革也。靼，古文靼从直声。”段玉裁注：“此云柔革，

谓革之柔软者也。”： 乃为靼踽而超千里，肩负儋之勤也(《淮南子·汜论》)清王念

孙杂志：“靼皆当为靼，字从旦，不从且。”“靼”还有“治皮使柔”意思：《玉篇·

革部》：“靼，甓也。”清王筠《说文句读》：“《玉篇》兼有‘赞也。’一义。则柔革

承上鞣字言之，柔其革也。”

反和甏：“反和鼗”《广韵》都是而兖切。这两个词音义皆同。当为一词。

鼗：《说文。甏部》：“甏，柔辛也。”邵瑛群经正字：“今经典作茺。《考T记·总

且》郑司农注：‘《苍颉篇》有匏茺。’《鲍人》职司农注同。《释文》：‘茺，柔革工。’

盖俗传写之伪，正字当作甓。”清翟灏《通俗篇·杂字》：“今谓治皮曰黉，读如蔗。”

屋：《说文‘尸部》：“反，柔皮也。“段玉裁注：“《周礼》所谓攻皮也。函人职

日：革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则廷。《广雅》日：晨，弱也，是与更音义同。”字或作“蠕”：

《集韵·獾韵》：“反，《说文》：‘柔皮也。’或作蠕。”《集韵》忍善切。或作“敲”：

《篇海内编·身体类·皮部》：“霰，柔皮也。”《篇海内编》人善切。

j帔：《集韵·勘韵》：“fj友，柔革。”《集韵》奴绀切。字或作“舳”：《字汇补·皮

部》：“舳，义同帔。”

鞍：《玉篇·革部》：“鞍，软皮也。”《广韵》速侯切。

鞍：《集韵·脂韵》：“鞍，韦也。”《集韵》延知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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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犀*sqlil：指犀牛皮：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鞍甲一戟．(《国语‘

齐语》)韦昭注： “犀，犀皮，可用为甲也．”

(5)皇*ku比*bTk

指虎皮：(公子偃)自雩门窃出，蒙阜比而先犯之。(《左传·蒋公十年》)杜预

注：“卑比，虎皮。”陆德明释支：“皋比，音毗。注同。”

(6)表示蛇蝉等脱的皮：蜕*Ida·lots(脱·kh．10t)、蝮*phdk蜻·tO．k

蜕*kh．10ts： 《说文》：“蜕，蛇蝉所解皮也。”也指蛇蝉等动物脱皮：济江海兮

蝉蜕，绝北梁兮永辞．(K诗经·陶壅》)，字或作“脱”：蝴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

灶下，其状若脱。(《庄子-至乐》)

蝮蜻：也作“後蜻”、“後育”。《广雅·释虫》：“蝮蜻，蜕也。”王念孙疏证：“蜕

之言脱也。《说文》：‘蜕，蛇蝉所解皮也。’《众经音义》卷十三引《字林》云：‘蝮

蜻，蝉皮也。⋯

17)鳞·dn．和匿

《说文》：“鳞，鱼甲也。”：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阕兮朱宫，(《楚辞·九歌·河伯》)

腰：《越谚》音靥。清范寅《越谚》卷中：“淋腰，越呼鳞日腰。此谓鱼就烹削

鳞也。”方言。鱼鳞。

(8)表示有文采的皮革：赣*kM：《说文》：“辕，韦绣也。”指有文采的皮

革：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赣甲一戟，小罪谪以金分，宥闲罪。(《国语

·齐语》)

(9)表示服马当胸的皮革：靳·k【洫s、鞠

靳*kffms：《说文》：“靳，当膺也。”，指服马当胸的皮革：夫子三侵鲁而绰三纵，

是鼓鞭于马靳也。(《墨子·鲁问》)

朝：《集韵·蒸韵》：“翱，车靳。”《集韵》悲陵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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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表示坚硬的外皮：敲(般*khrok、毅)：《玉篇·殳部》：“觳，物皮空。”

《广韵·觉韵》：“敲，皮甲。”朱碡假借义证：“觳，俗作觳，以为卵觳，字或

作觳。”：独怜盘内秋脐实，不比溪边夏般空．(宋贾收《和沈军与送蟹》)这个

词俗体“觳”最常用，而且书证也最早：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

有皮壳于外．(《论衡·超奇》)“觳”则多指卵壳：《集韵·觉韵》：“毅，物

之孚甲。”：雉咿喔，雏出毅，毛斑斑，嘴啄啄．(唐王建《雉将雏》)

(11)表示优质的皮革：鞘、腊：

辎：《篇海类篇·鸟兽类·革部》：“鞭，优皮也。” 《玉篇》奴到切。

胳：《广韵·号韵》：“腊，优皮也。” 《广韵》那到切。

这二字音义完全相同，为一词。

小结：跟动物的皮有关的词有11组37个，其中常用的1 3个，先秦就已经产

生的有11个，分别是：皮、革、辑(韩)辂、韦、犀、皋比、蜕、鳞、鞍，靳；

先秦之后产生的仅2个，分别是靼、壳。先秦的兽皮主要用“皮”表示，生皮叫

“革”，熟皮叫“韦”，“韩(鞯)”与“革”音义相近，只是没那么常用。 。郭”

表示皮只出现在《素问》一书中，与“轿(荇)”的声音完全相同，当为“鞯(辑)”

的借字。 “辂”是一个跟“韩(辑)”关系密切的词，意思为生革缕带， 因指生

革。秦汉之后，“皮”的义域扩大，成为这组词中的代表词，“革”、“韦”、“韩

(蒋)”则渐渐的退出历史舞台，成为不能单独成词的语素或者历史词．另外，。靳”

指服马当胸的皮革，“赣”的意思是有文采的皮革，二词在唐宋以后就不太常用。“犀、

卑比、鳞、蜕(脱)”专指某一类动物的皮：“犀”指犀牛皮，。卑比”指老虎皮。

两词现在已经不再使用．“鳞、”指鱼鳞，“蜕(脱P指蛇蝉所解皮，一直沿用至

今。

6．3汉语“植物皮”的语义场研究

汉语中跟植物的皮有关的词共有5组38个，见表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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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8跟植物的皮有关的词

意义 词

糠(糠)、褐：枉、稽、稃(桴)、孚、莩、苻
谷皮及种子的外皮

麸(籽)簇、壹t(穰)：匏

甲、挥(泽)、箨、附、朴、横、楣、栀、赴、截、
草木之皮(包括树皮)

茺、朱、麻

竹皮和笋壳 筠、西、箨、苒、篇；篡、箬、等

汞皮 糕、若、穰、话

表皮脱落 皴

其中常用的有14个(见表6-9)，在这些词中，先秦就已经产生的有9个，分

别是表示谷皮的“糠(猿)、桎、稃”，表示草木皮的“甲、莽(泽)、附、麻”，

表示竹皮的“筠”，表示禾皮的“禚”。先秦之后新出现的词有5个，分别是表示

谷皮的“麸”(与稃是同族词)，表示树皮的“朴”、表示桑皮的“赶”、表示竹

皮的“箨”、表示禾皮的“穰”。此外，“皮”从先秦一直到现在，都可表示“树

皮”。常用的14个词在汉语史中的演变情况见表6—9：

表6-9与植物皮有关的语义场的演变情况表

意义 词 先秦 汉魏 唐宋 元明清 普通话

糠 _一 _一 + ·L +

枉 +
谷皮

稃 -卜 + + j一 +

麸 —L + + +

田 ■· + + +

箨 + + + ·L

草木皮 皮 + + 上 + +

(包括 附 + + +

树皮) 朴 + +

靛 +

麻 + + + + +

筠 + 上 + +
竹皮

箨 + —一 +

禚 上 上

禾皮
穰 上

注：+：表示该语义场中有：一：表示该语义场中没有：÷：表示只作为语素使用或只存

在于固定词组中。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从先秦沿用至今的词仅有“檬(糠)、稃和麻”，再加上

汉代产生的“麸”，才四个。它们分别表示谷皮和麻片，意义没什么变化。其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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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大部分在普通话中消失了。这是因为，表示植物的皮大部分都用“皮”来表示了。

下面我们对跟植物的皮有关系的词分组论叙。
．，

(I)表示谷皮及种子的外皮：禄(糠)*khlarj、褐；桎*phr凼、稽、和稃+曲6

(稃吒d)孚·pho莩*br6w"苻-腑、麸·pha(籽)赣、戴(戳)；匏

这一组词的联系是很明显的，意义相近，除了“糠(糠)”之外，声音也相通，

其中，“{|丕、稽、稃(稃)孚、莩、苻、麸(辫)、薅、裁(穰)”表示的还是同一

个概念，它们之中，“孚、莩、苻”为“稃”的借字：“匏”为黍豉皮，意义跟这

组词有关系，也放到一起。

糠(糠)*khlarj：《说文》：“穰，谷皮也”。”说文没有收“糠”，《玉篇·米部》：

“糠，俗稼字。”文献多用“糠”。

桎+ph衄：本义为嘉谷，也有谷皮的意思：灰、康、枇、j|丕，马矢，皆谨收藏

之。(《墨子·备城门》)

稽：《说文》：“稽，糠也。”

稃+ph6(稃·M)：《说文》：“稃，稽也。卡付，稃或从米，付声。”徐锴系传：“稃，

即米壳也。草木华房为树，麦之皮为麸，音义皆同也。”，这里说稃、柑、麸均为同

族词。

“稃”还泛指草本植物子实外面包着的硬壳。《玉篇》：“稃，甲也。”：九月中

子熟，刈之．候登燥载聚，打取子．(《齐民要术·种紫草》)石声汉释：“壁，果实

外面的包被。”

稃．bd：同“稃”。《集韵·虞韵》：“稃，《说文》：‘稽也。’一日程，一稃二米。

或作稃。”

“稃”这个表示植物子实外面的硬壳的义项还有借字“孚”、“莩”“苻”等。

孚印墒：不稂不莠(《诗叫、雅·大田》)郑玄笺：“谓兰甲始生而来合时也。”孔

颖达疏：“主者，米外之粟皮．”

葶*br6w"：今群臣非有葭至之亲，鸿毛之重。(《汉书·中山靖王胜传》)颜师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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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引晋灼日：“莩，葭里之白皮也，皆取喻于轻薄也．”

苻·瞄：芦查之厚。(((淮南子’假真》)高诱注：4苻，芦之中白．⋯⋯苻读鹑秤

之群也．”杨树达证闻：。《汉书-中山靖王胜传》云：‘非有葭莩之亲。’注云：‘莩，

葭里之白皮也。’此文芦苻即彼丈之葭莩，故两注义同。高读苻为磐，舞与苻同从

孚声也。”

“苻”还通作“孚”《集韵·虞韵》：“苻，草之莩甲。通作孚。”草的莩甲，即

植物种子的外皮。

麸·pha：《说文》：“麸，小麦屑皮也。从麦，夫声。鞴，麸或从甫。”小麦磨成

面筛过后剩下的麦皮和碎屑。

“麸”还有一个俗字“籽”，《玉篇》：“掰，俗麸字。”

我们把四个跟谷皮有关系的词在历代文献中出现的情况统计出一个表格，发现

这四个词中，最常用的是糠，其它的都不是很常用。这一组词中，糠的语音跟别的

词都有出入，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表6-10跟谷皮有关的词在历代文献中的频率统计表

先秦 史记 世说新语 全唐诗 三十种 红楼梦

糠 25 11 O 23 3 1

枉 3 0 0 O O 0

稃 2 0 O 0 O O

麸 0 0 0 4 O O

除了上文所说的外，还有几个词表示谷皮：

臻：《广韵》古猛切。《正字通·麦部》：“簇，麦麸谓之薅。”

致：《广韵》与职切。《玉篇·麦部》：“戴，麦戮。”《类篇》：“裁，麦鞘。”又

指稻谷壳：用稻谷戴水浸令熟，和泥涂墙。(Ⅸ百喻经·见他人涂舍喻》)

“穰”为“数”的一个异体形式：凡人家秋收治田后，场上所有穰、谷毯等，

并须收贮一处。(《齐民要术·杂说》)

孢：《改并四声篇海》引《奚韵》北教切。《改并四声篇海·黍部》引《奚韵》：

“孢，黍豉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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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表示草木之皮的词(包括树皮)：甲+krap：荐·kh’lak(泽·孕-lak)儿和箨·l(h。lak；

卡|'*phrok、附’b6s、辚*fin'、楣+日ot、械；赴、被、茺：朱、麻*mml

这一组词，前面三个表示草木皮，其中，箨(泽)和箨音义相同，只是文字义

符不同，所指稍有不同，“箨”表示草木皮，“箨”表示竹子皮，见“竹皮”条：“甲”

的本义为草木皮，语音跟“箨”也有联系，只是韵尾不同。后面十个词，前五个表

示“树皮”，中间三个表示“桑皮”，后两个表示麻片。下面一一说明：

甲*krap：《说文》：“甲，东方之孟，阳气萌动。从木戴孚甲之象。”甲表示草木

之皮：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里坼。(((易·解》)孔颖达疏：“雷雨既作，百果草木皆

孚甲开坼，莫不解散也．”

甲也可以表示某些动物护身的的硬壳，再引申为盔甲的甲：楚人鲛革犀兕以为

甲，始如金石：宛巨铁钝，惨如鎏虿，轻利傈速，卒如飘风；然而兵殆于垂沙，唐

蔑死。(《荀子·议兵》)

箨*kh’lak(泽·9rlak)：《说文》：“荐，草木凡皮叶落，陟地为薅。”葬指的就是

草木脱落的皮或叶：葬兮莽兮，风其吹女。(《诗·郑风·箨兮》)毛传：“荐，槁也。”

郑玄笺：“槁，谓木叶也．未叶槁，待风乃落。”j

“泽”字放在“葬”的后面，因为它是“箨”的借字，上面注释2已经说明。

卡f'*phrok：《说文》：“木皮也。”：亭柰厚盐。(Ⅸ汉书·司马相如列传》)颜师古注：

“张揖日：‘厚朴，药名。’朴，木皮也。此药以皮为用，而皮厚，故呼‘厚朴’云。”

附+b6s：“附”本义为小土山，也指树木外表的粗皮，这样的例证在《诗经》

中就有：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诗·小雅·角弓》)郑玄笺：“附，木桴也。”孔

颖迭疏：“桴谓木表之粗皮也。”

筻：《玉篇》陟利切。《字汇·竹部》：“茛，朴也。”

横·r=in’：《广韵》良刃切。又良忍切。《集韵·准韵》：“横，木皮日辚。”

据*Dot：《广韵》五活切。《广韵·末韵》：“楣，去树皮。”它还有树皮的意思：《类

篇·木部》：“楣，木阴榜日相。”木阴辚即树皮。 ．

板：《集韵·卦韵》：“板，藤属。一日木皮，蜀入以织布。”匹卦切。

赴：桑皮：(安金藏)引佩刀自【事4】腹中．，肠出被地，眩而仆。(武)后闻

大惊，舆致禁中，命高医内肠，褫桑盘铁之，闻夕而苏。(《新唐书·忠义传上·安金

“在‘管子r地员)：“芬然若泽若屯土．。中，“泽”假为“荐”．但是倪这一个例证，“泽”的意义与。箨”没
有关系．这里也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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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董冲释音：“赴，桑皮．”徒古切。

被：《广韵》徒古切。又当古切。《玉篇·皮部》：“鼓，桑白皮也。今作杜。”

“赴、被”音义皆同，当为一词。

菀：《康熙字典》引《篇海》汝朱切。《康熙字典》：“茺，《篇海》：‘桑皮。一

束：《说文·朱部》：“来，分臬茎皮也。从中，八象集之皮茎也。读若髌。”《广

韵》匹刃切。又匹卦切。

麻*mini：《说文》：“麻，与林同。人所治，在屋下。”段玉裁注：“麻，未治谓

之臬，治之谓之麻。”意思为麻的茎皮纤维。

“bark树皮”在《百词表》中是一个单独的核心词，在西方的许多语言中，一

直沿用至今。汉语的上古时期，表示“草木之皮”的词主要是“捧”和“甲”，“箨”

已经成为了历史词，“甲”也不再具有“草木之皮”义项。因此汉语中没有与斯瓦

德什(M．Swadesh)《百词表》中的“bark茎皮”地位相当的词。这其中的主要原

因，应是“皮”在上古也可以指树皮的原故，“皮”可以表示树皮的例子书证很早，

且一直沿用至今。

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Ⅸ礼记·投壶》)

先秦之后．“朴”有了树皮义项，但是也不常用。其它的表示树皮的词大部分

是字典字。

(3)表竹皮和笋壳的词：筠*G”111、西、箨*khlak、簿、篇：慧、箬+Ⅱj酞、箸*blo：

前面5个表示竹皮，后面三个表示笋皮，其中，“箨”跟“箨”所指稍有不同，

详见上文，“箬”跟下文表示禾皮的“若”是同族词。“箬”为楚地地方言词汇。

筠·G1n：指的是竹子外面的青皮：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

心也。《礼记·礼器》孔颖达疏：“筠是竹外青皮．”

西：《广韵》他念切。又他绀切。谈部。《说文·谷部》：“西，一日竹上皮。”段

玉裁注：“此别一义。竹上青皮，《顾命》、《礼器》、《聘义》皆谓之笋。”

箨*kh．1ak：《玉篇》：“箨，竹箨。”：初篁苞绿叠，新蒲舍紫茸。(《文选·谢灵运

<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李善注引服虔日：“篁，从竹也。箨，竹皮也．”

簿：《集韵·虞韵》：“簿，竹青皮。”芳无切。《仪礼·既夕礼》：“燕器：杖、

笠、娶”汉郑玄注：“笠，竹簿羞也。”贾公彦疏：“簿羞也者，篙，竹青之皮，以

青竹皮为之。”

篇：《集韵》羽委切。《玉篇》：“篇，笋皮。”～说竹皮。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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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说文》：“慧，竹萌也。” 《玉篇》：“慧，笋皮也。”

箬·ni吾k：《说文》“箬，楚谓竹皮日箬。”

箐*blo《说文》：“等，竹箬也。”

(4)表示禾皮的词：禚、若*njitk、穰匐细、稻

表示禾皮的词都是一些不太常用的词。

糕：《说文》：“禚，禾皮也。”：得时之麦⋯⋯薄盛而赤色。(《吕氏春秋》>

若+ni酞：《说文》：“稣，杷取禾若也。”朱骏声通训定声：“秆皮散乱，杷而梳

取之。⋯若”在这里为禾秆皮的意思。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秧”字注“凡

可去之皮曰若。”

“若”和表示竹皮的“箬*niCk”是同族词，“箬”详见上文。

穰*nj5n3：禾类的皮壳碎屑。《集韵·清韵》：“穰，蹂禾黍之余。”

“若、穰”两个词只有韵尾不同，当为同族词。

稻*got：禾皮。《集韵·末韵》：“稻，禾皮日秸。”

(5)表示表皮脱落的词：皴

《广韵》丑悦切。《玉篇》：“被，皮剥也。”

小结：跟植物的皮有关系的词共有5组38个，其中常用的14个，在这些词中，

先秦就已经产生的有9个，分另4是表示谷皮的“糠(糠)、桎、稃”，表示草木皮

(包括树皮)的“甲、莽(泽)、附、麻”，表示竹皮的“筠”，表示禾皮的“禚”。

先秦之后产生的有5个，分剐为表示谷皮的“麸”；表示树皮的“朴”；表示桑皮

的“缸”；表示禾皮的“穰”；有表示竹皮的“箨”。这些词中，表示谷皮的词中，

“糠”最常用。表示树皮的词用得最多还是“皮”，其它的都不常用。这些词到了

现在，只有糠、稃、和麻仍在使用，其它的都用别的表述方式替代了。

6．4结语

在本章中，我们对核心词“皮”(包括“树皮”和“皮”)做了一个全面的考

察，通过这些细致的考察，我们对汉语史中“皮”的整体面貌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这些工作对汉语史研究。对汉藏比较语言学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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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本课题对斯瓦德什《百词表》中跟“树木”有关的5个核心词进行了系统的研

究。在研究方法上，试求用多种视角来研究。通过利用汉藏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

对“树、种子、叶子、根”四个核心词的早期语音面貌和语源进行了探讨。通过利

用语义场理论，对“皮”的语义场及其在汉语史中的演变进行了研究。这些工作对

汉语词汇史研究，对汉藏比较语言学，对普通词汇学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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