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白括小锐祠捂解释商榷

崔山佳

    曹小霎先生的 《中古近代漠捂藉法祠晕蒙稿》 （以下筒稽

《中古》）①一害中有六篇文章是古代白括小靓祠藉考释，其中不

乏真知灼晃，但也有携侗祠藉的解释，肇者有不同看法，现提出

来商榷如下 。

嗅

    曹小霎先生在 《＜型世言＞捂祠割纪 （一）》一文中锐 “嗅”

有 “勾引，引锈”的意思。（见 《中古》167真，原载 《古漠藉

研究》2000 年 1期）攀有如下 4例 ：

        (1 ）若见了他 ，一定要丢 了我，淫上 了他 ，倒把一佃精

    精壮壮的好徒弟典他 ，直不拾 了我的快活？如今只把来嗅追

    雨佃秃破，等他破费雨侗跟子。（第 4回）
        (2 ）那埽人上楼撼兄，道 ：“嗅死追燮子！" （第 6 回）

        (3 ）徐文道：“我须是佃主人家，我看追小和尚，伞竟

    有些欠老成，不若你去嗅他。”（第 35回）

        (4 ）彭氏道：“胡锐！只是追和尚假老膏，没庭入港，

    怎磨辫？”徐文想想道 ：“追和尚嗅不上 ，我想他在我 家已雨

    日。”（同上）

    《型世言》中遗有例子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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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富前殷道：“⋯⋯那一影真是侗素娥仙子。把我神

    魂都摒去了！老夏怎弄佃针较，得我到手，你便是佃活古钾

    衙。”夏李道：“追有何葬？你只日日去带丧，去嗅他便了！"

    （第 13 回）

        (6 ）徐文道：“困是不典他困，只嗅得他来稠你，便做
    他夙流罪遇 ，打上一顿要送 ，他脱得身好 了，遣敢要钱？哄

    得来大家好遇！" （第 35回）

    靓以上的例子中的 “嗅”是 “勾引，引锈”，所指的面太魔

了，用什磨束西去 “勾引，引锈”呢？因篇生活中 “锈惑”的束

西太多了，“金线”? “美女”? “房子”？遗是别的什磨？曹先生在

“打”修中靓 “打”有 “指以色相锈骗”的意思，曹先生又靓：
" ‘打和尚’即以女色勾 引、引锈 和尚，舆 ‘嗅 ’羲相去不遗 。”

（兑 《中古》第 164一165页）追就靓封了，“嗅”是 “用色相勾
引，引锈”的意思 。

    在明代白括小靓中，“嗅”的追幢用法是比较常显的，如：

        (7 ）况有了线佃钱，便有线佃不三不四，歪厮缠的相知

    来走勤，今日某巢窠裹到得佃新货，某巢案裹某人吹得好，

    唱得好，又要追檬皇将去，带视娼埽衬好。（《清夜撞》第六
    回）

        (8 ）花仙正走上楼，打默伏侍小姐去睡。媳得笛警，想

    道 ：“王公子 潭了！我趁小蛆 未曾上来，待我壮做 小姐 ，嗅

    他一皇，弄追害呆，看他怎檬疯颠。待我笑笑充着。”（《欺
    喜冤家》第六回）

        (9 ）追晚，花仙伏侍小姐在下逢吃晚饭，故不曾明窗嗅
    他 。 （同上 ）

        ( 10）袄见柏青一人坐着吹萧，花仙道：“闻追王公子年

    遇二十，尚典妻室。想因孤枕葬熬，前晚皇壤了他，故夜夜
    在此着魔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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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花仙到晚上楼，典小姐将自己嗅了柏青，亚宜春

    告祈家主，着王七投死，置屁梅楼，陷王公子情由一锐。

      （同上）

        (12）那香姐做 出莴千情 悲，念三被他嗅得 意 乱魂迷，

    把他那半大脚充架上肩硕直耸。（同上，第八回）

        ( 13）小山走退厨援道 ：“嗅得他好磨？”二娘笑道 ：“你

    教我嗅他，自然用心的。”（同上，第九回）

        ( 14） 那埽人雏然是丈夫教嗅着他，膏膏的勤着真火了。

      （同上 ）

        ( 15）小山道：“我只因把你嗅他来的，他既来了，怎肯

    放你？" （同上）

        ( 16）二娘道 ：“我到有佃针策，瘾不瘾由你 ！原是你教

    嗅他来的，他自然想着天鹅肉吃。”（同上）

        (17） 追晚，王小山都家招钦，二娘方得二叔一合，道：

    “⋯⋯向日未合之待，原是他着我嗅你来的。”（同上）

        ( 18）我咦弗是在行人，套子了捉前埋怨，来裹嗅前：

    我咦弗是铃姚人算命了，捉佃葬经来裹骗人。（《朋卷一笑》

    卷二）

    “嗅”的 “用色相勾引，引锈”羲 ，追 同 “嗅”原羲是 “用

鼻子辨别氧味”有一定的阴保，因篇是 “氧味”，而且追裹的

“氧味”一般是指好简的氧味，而要引锈别人 ，一般也用 “色”,

也有用 “男色，，引锈 ，如例 （5) ，大多是用 “女色，，。

    “嗅”的 “用 色相勾 引，引锈”羲 ， 《漠捂 大祠典 》未 收

( “嗅”的羲项收二：①用鼻子辨别氧味；②比喻敏锐地感凳）,

吴士勋、王束明先生主编的 《宋元明清百部小靓捂祠大醉典》②、

高文逢先生主褊的 《近代漠藉祠典》③也都未收。

    静少峰先生主骗的 《近代漠捂祠典》④收了 “嗅”，注释是：

“引锈，勾引。”《明清吴藉祠典》⑤也收有 “嗅”，羲项有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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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 ＜勤＞引锈；哄骗。”同曹文一檬都是所指物件的簌圃大

了。

    我佣可 以用羲素分析雨者 的不 同：

        引诱：诱使人＋做壤事 （或上赏）

        嗅：用色＋诱使人＋做壤事 （或上赏）

    雨相比较，颖然翠是用 “引锈”解释，少了 “用色”追侗羲

素。静先生在祠典中攀了 《三刻拍案弩奇》第二十四回一侗例，

即例 （3 )，是孤例，罩是看追一句括，作 “引锈，勾引”解释也

是通的，但是看不出 “嗅”的真正意思，祗有多引一些括，多引

一些例子，浚知道追裹也是 “用色来引锈”。另外，静先生引的

《三刻拍案弩奇》第二十四回，其宵就是 《型世言》第三十五回。

    最近癸现徐之明先生在 《明清小锐俗藉醉雄考》⑥一文中，

也靓到 “嗅”有 “指男女之简勾引，锈躔”的意思。（第 89真）
可谓 “英雄”“所晃略同”。

    《漠捂方言大祠典》⑦收有 “嗅躁”一祠，似乎舆 “嗅”有一

默朋保：“公狗紧跟母狗，也用来比喻男的不正攫地追随埽女。”

不遇上面所用的 “嗅”的 “用色去引锈”主要是吴韶，而 “嗅

躁”一祠是赣藉 。

二 贴肉摁

    曹先生在 《＜型世言＞藉祠割韶 （二）)） 一文中有一涤藉祠是

“贴肉摁”，曹先生锐：“贴肉摁，指官具直接受贿。”（晃 《中古》

第 179 真 ，原载 《安徽教育祭院鬃报 》2001 年 1期）

    肇者以篇此释也不榷，是方向搞错了，刚好相反了，“贴肉

摁”是指 “别人”“向官具行贿”，而非 “官具直接受贿”。

    焉了锐明简题，我俩先看一些例子，如：

        (1 ）到第三阴，他竟贴肉摇，繇尊将来阁了，差人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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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催，只是不理。（《清夜撞》第三回）

        (2 ）有钱的可使钱，外逢央了一侗名色分上，裹逢或是

    害吏，或是门子，贴肉把置了明宫。（《型世言》第二回）

        (3 ）况且管津恃是侗好缺，典人争牵，官已贴肉把，逞
    要外逢封佃分上 ，遮饰耳 目。（同上，第七回）

        (4 ）公饰道 ：“我怎周支得？须 求孔方，如今若是 置上

    不茸下，做推官向贴肉把，少也得干金。⋯⋯若上和下做，

    上逢央了分上，下面也典洪三十六铸 了⋯⋯可也得千铃金 。”

    （同上，第二十七回）

        (5 ）草雄信便将 千金 交典 ，恐他使 用。雨佃停 妥 了监

    中，自兄叔育，典他合同了斧口，斛冬草虚贴肉把。（《隋史
    遗文》第一一回）

    也有作 “著肉摁”的，如：

        (6 ）你晓得我们老斧，一味朦腿，又是不肯做清官的，

    再将百十银 子，托 一佃 心腹衙役 ，著 肉一把 ，强如去讨人

    情。（《鼓掌绝座》第三十二回）

    《明清吴藉祠典》“收贴肉士罗，: "＜勤＞指行贿打通阴茚。”又

改 “‘偷偷地行贿。”又收 “著肉筛”: " ＜勤）同 ‘著肉摁’。”如：

        (7 ）员外既要事完，何不央洗老钱？将些银子，叫做著

    肉筛。（《醋葫蔗》第九回）

    《明清吴捂祠典》也收 “著肉”，羲项有三，其三是：" ＜形＞

私下。参兑 ‘著肉摁’。”例子有：

        (8 ）针较倒好，只要寻著甚磨钱通，置曳送些银子以属
    了事。（《醋葫蓝》第九回）

    以上的例子都靓明是 “别人”“向官员行贿”。

    丁晓山先生在 《＜型世言＞祠藉割祀》⑧一文中锐：“贴肉摁，

富焉收送贿赂之意。”根檬上面的例子来看，榷育没有 “官具”

“收贿胳”的意思 ，因此 ，追侗注释也是值得商榷的。



                              古代白韶小貌祠藉解释商榷 ，241 .

    其育，董志翘先生在 《明代凝括本小锐 ＜型世言＞藉祠例

释》⑨一文中有 “贴肉摁”一祠，解释篇 “指直接给主官行贿”

的意思，舆肇者也是 “英雄”“所晃略同”。

    ,’I 占肉摁”一祠 ，《漠藉大祠典》、《宋元明清百部小靓藉祠大

醉典》、雨本 《近代漠藉祠典》、《明清吴藉祠典》都未收 。

三 回

    曹先生在 《明清白韶小靓祠藉割耙》一文中韶篇 “回”有追

檬的意思：指甲瘫有某物，乙想得到却又一峙瓣不到，於是用跷

到甲虚去精求甲育给他的一幢行篇，有 “蟀镶”之颊的意思。今

江淮方言中晋用。舆 “回”同羲的另一侗祠是 “镶”，如：“你叫

他回一套给我”，也可以靓成 “你叫他镶一套给我”。（晃 《中古》

第 187页，原刊 《滁州鬃院鬃银》2004年第 3期）

    文中攀了如下例子，如：

        (1 ）四佃人同出林子外来，约行了半里路，见一佃酒

    店，四人退那酒店裹坐了，酒保来闷道：“眼先生！打多少

    酒？’ ，先生道：“打四角酒来，有鹤回一复典我们吃。”酒保

    道 ：“村 裹速，没回虚 。”先生道 ：“又没甚磨菜蔬 ，如何 下

    得酒？” 酒保拿酒来，四佃人一家吃 了一碗 。（《三遂平妖傅》

    第八 回）

        (2 ）眼屠道：“我三佃裹城中人，迷路到此。一来明路，

    二来明获裹有饭食回些吃。”婆婆道：“我是村获人家，如何

    有饭食得青。若遇往客人到此，便吃一顿饭何妨。你们随我

    入来。”（同上，第十回）

        (3 ）狄希味道：“既是眼大哥有雨套，你叫他回一套给

    我，我多典他些银子。”（《醒世姻缘傅》第六十五回）

        (4 ）李旺道：“他属合他婆子合了氛，敬意寻了追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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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裳典他婆子赔橙的，只怕他不旦给你。你拿雨套译家的混

    线往家裹看去，女人知道甚磨雠 家顾家？你只锐是顾家，锥

    合你招封磨？" （同上）

    上面例子 中的前 雨例 “回”，都是 “置”的意思 ，业不是

“蟀镶”的意思。例 （1） 锐的是酒店，本身就是做置育的，不是

“蟀镶”。静少峰先生的 《近代漠捂祠典》中 “回”有 “搏镶。指

向人匀置束西”的意思，例子中也攀了例 （1)，也是不封的。例

(2 ）中 “婆婆”锐得很清楚， “我是村驻人家，如何有饭食得

育”，封 “婆婆，，来锐，是 “育，,，那磨封 “张屠”他俩来靓，就

是 “置，，了。例 （3）、例 （4）雨例中的 “回”榷育是 “蟀镶，,

羲 。

    《明清吴捂祠典 》收有 “回”，羲项有三 ，其一是 ：" ＜勤 ＞

置 ；壹。”（第 277 页）例子有 ：

        (5 ）吃得半闹，大叫道：“店主人！有点肉回些我们下
    酒。”（《二刻拍案耸奇》卷二十一）

        (6 ）到店中，身逢没了整渡，把金带解下回一脚羊肉煮

    吃。（《水游後傅》第二十回）

    例 （5）中的 “回，，是 “壹，，的意思，例 （6）中的 “回，，是

“置”的意思。《明清吴捂祠典》“回”的羲项二是：" ＜勤＞蟀壹，

蟀镶。”例子如：

        (7 ）除是搏登在夥伴 中，回他线百雨中囤货物 ，上去打

    的打换些土崖珍奇，带搏去有大利钱。（(（初刻拍案背奇》卷
      一 ）

        ( 8） 饭店裹回葱 ：回，置也。置葱宜朴市，今向饭店睛

    之，其惯必昂，盖饭店须得赢利也，喻人之明知曳衡也。

    （《清稗颇妙 · 殊州方言）))

    上面雨例，例 （7 ）不能用 “置”来解释，但用 “蟀壹，蟀

镶”也不封，因焉，追裹是 “蟀竟”，不是 “搏壹”，也就是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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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我，，向 “他，, “回”
,, “回”给 “我” 所以，榷

切地锐，

因篇一侗

鹰核是 “蟀竟”

而不是 “他

。例 （8) 中的 “回”也是 “蟀置”

“黄”的字己握清楚地锐明瞪简题。
也就是锐，崖生简

题 的原 因也是搞错了方向。

    追一默，朱本 《事波方言祠典》⑩就做得很好，“回”字修收

有雨侗羲项：O搏育。公蟀竟。（第 108页）“蟀育”的例子如：

        (9 ）主人家，你真侗没束西壹？你便自家吃的肉食，也

    回些典我吃了，一登逞你银子。（《水游全傅》第三十二回）

“搏竟”的例子如：
( 10）西尸息庚道 ：

了。”（《金瓶梅词钻 》

“也是舍规的一付板，李生回了他的来

  第六十四回）

《漠藉大祠典》“回”羲项十四是 ：
“交易 ，竟造 。⋯⋯亦指

搏壹。”解释篇
          ( 11 )

“交易。竟造。”的例子有：

雨人一同上酒楼来，味大郎便阴酒保，打了线角

酒，回了一腿羊肉

奇》卷八）
    ( 12） 赏下深、

又撒上些鹤 点肉菜之颇 。《初刻拍案 背

冲、厂越、霸四人在村酒店中坐下，唤酒
保箕五七斤 肉

第九回）

打雨角酒来吃 。回些面来打饼 。（《水讲傅》

( 13）因强盗都有洋格 ，螂下洋枪 没有 置虎 ，也不敢 置，

所以提他们打

解释篇 “搏壹

息免的回雨三枝土格 。（《老残进钇》第四回）

”羲的例子有 ：
    ( 14）好材克青典了鞋匠

中 《粉蝶克 · 牛诉冤》曲）

破 皮克回典田夫。（元 · 姚守

    如前所锐，

有收。

宣隙上遗有 “蟀置”的意思，《漠藉大祠典》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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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怕

    曹先生在 《＜踏春皇＞祠藉割祀》（晃 《中古》第 202真）,

原载 《安徽教育攀院鬃报》2003年第 4期）一文中韶焉，“怕”

在方言中有 “以篇、韶篇”之羲。文中攀了携侗例子，其中如：

          (1 ）有仁曰：“我不遇借此简进，以解愁明，你怕就锶

    真了。”依然如故。（利集 《笙冤毅）))
          (2 ）正逢管大典走来，喝曰：“你在做啥？怕莫王法了，

    快些回去 ！" （利集 《巧毅瘾）))

    上面的 “怕”遗是解释篇 “鞋道”好，“你怕就忽真了”就
是 “你鞋道就韶真了？”的意思 ，“怕莫王法了”就是 “鞋道没有

王法了？”的意思，颖然比解释篇 “韶篇”好。

    曹文把 “你怕就韶真了”解释焉 “你以篇我就忽真了”，追

句括中到底是 “我韶真了”遗是 “你韶真了”？檬上下文来看，

鹰敲是 “你韶真了”魄是，因焉看到 “我”追些天的行篇，“你”

在前面有追檬的括：“高秀常常勘道：‘表兄呀⋯⋯倘若犯了邪

淫，一壤品行，二荒轨巢，三费银线，四惹恶疾。心思一邪二＿越

迷越深，徒此好人速避，歹人相逢，不惟银跷富如草籽，而且生
意亦置之度外，斯不至惹褐招灾，亡身筅命而不已也！表兄呀，
舆其追悔於後 日，不若镬戒於赏初。”是在表弟靓 了追番 韶後 ，

有仁浚靓了上面的韶，所以，很清楚是 “表弟”忽真了。“怕莫

王法了”，曹先生释篇 “以篇没有王法了”，肇者以篇遗是解释

焉 “鞋道没有王法了”篇好。

    朱本 《事波方言祠典》收 “怕”: " ＜副）鞋道。”（第 227页）

如 《西厢祀褚宫稠》卷四： “自心思忖，怕咱做夫妻後不好？

⋯⋯怕你不媳明？怕你不稔色？怕你没才调？”张相 《持祠曲藉

祠晕释》：“怕，用篇反韶之爵，猫云戴道也：：壹也。”《漠藉大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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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也收 呀白”的 “表示反韶。猫鞋道，壹”羲项，例子除 《西

厢耙褚宫稠》卷四外 ，尚有 ：

        (3 ）你道他现贫舅合受贫窍苦，他有文章伯没有文章

    福。（元 · 典名氏 《率案香眉》第一折）

    静少峰先生的 《近代漠捂祠典》也收有 “怕”的 “敷道，壹

能”羲 ，例子有 ：

        (4 ）你若有十分的至诚心，我伯没有九搏丹相送？

    （元 · 吴昌龄 《眼天师》第一折）

        (5 ）你 那瞒心昧 己的匀赏，怕我不知 ！你 又估 了他 家

    私 ，谋 了他老婆。（《水游全傅》第六十二 回）

    肇者也癸现一些例子，如：

        (6 ) ［小浮」待我拗他一把，打他一下，抱住他规线佃

    嘴，咬他线口，叫线斧规肉俊心肝活育夜明珠，怕他不硬将

    起来？（《西楼钇 》第十六出）

        (7 ）仁生」我眉毛底下，嵌著笙冈雷一般的慧眼，怕不

    知道。（《翠娜笋》第一出）

        (8） 臭岛窕 ，家 中怕 典人吃 死饭 ，又收 一侗教 化子 凑

    陈。（《具锐反唐全傅》第四十七回）

        (9 ）商尚害一登老呆了，充子一佃簇簇新的少年翰林，

    怕没有大官家漂致小姐 属规？（《人 中宣 · 寒微骨）))

        (10）小刁兄事不楷，蹄来纳简。呆呆的想道：“我欲叫

    破，大家没了，欲不叫破，那女子千推篱拒，追事怎了？’’

    又想道：“有了，他典老张少不得走撒来做一瑰，做些工夫

    著，终 日去 强，强得他们做恁 的，便去 一把 捉住 ，撮 佃硕

    克，怕他们不肯。”（《别有香》第十五回）

        ( 11）追檬一侗 出色的女 子，到殊州去遇著侗心 爱的大

    老官，怕不青他千雨银子！（《雪月梅》第七回）

    因焉 “怕”表示反简 ，所 以，“怕”字句後面的镖默磨敲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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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携是。

    富然，“怕”榷宵有表示 “以篇，韶篇”的，如曹文章攀的

“利集”（《南山井》）、“真集”（《容禾苗》）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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