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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作代祠，指示上文出现遇的人或事物，多用於公文，

害面色彩明颖，带有文言性，一般不用於口捂。但是，舆多数害

面用祠都来自先秦文献不同，它业不是一侗古老的祠，所以没有
受到足够的注意 。封其出现的峙简及用法的演燮遇程 ，至今 尚姆

人追述。在顺治初期的稽案中①，我俩癸现了大量的 “鼓”作代

祠指人和虚所的用法。现分颊描述如下：

    1. “敲，，指人

    1. 1敲＋官辙身份名祠
        ( 1） 兹淮河兵情副使李政修覆勘得，胡愿科邳郡之流民

    也。（6/ 3266）②

        (2） 兹峨镬合同巡换江事等虚地方。（7/ 3487)

        ( 3） 兹 臣勘得攀田小 邑例典防兵，知繇白廷芳垂任七 月

    矣。（6/ 3130)

        (4） 兹督换按疑罪具奏。（6/ 3 130)

    (1）裹的 “敲，，相富於指示代祠 “追，，或 “那”，是他指；
而 （2 ) (3 ）裹的 “核”和名祠速用，是自指。在我佣看到的稽

案中，人物自指蔑乎没有用 “我”的 （出於橙茚，中团封建社含

在正式的交隙埸合忌锐 “你、我”，追一默静绷可参考吕叔湘

《近代漠藉指代祠）)) ，官具 自稽通常用 “臣或喊”，在第二次再 自

指峙 “敲 臣”或 “敲戳”，富然也可以不加 “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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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核＋行政楼媾名

        (5 ） 臣仍行兹道③阴提 强四蔡羽到朔面全道 。（2/ 793)

          (6）此 即兹道之其功也。（6/ 3352)

        (7 ）兹繇 赏夜叁更峙分 圃住笙店道人拣盛 宇明屋 。 （6/

      3352 )

    “繇、道”都是顺治初期的行政楼横，用行政楼耩或行政匾

域的名稗代稠追侗行政楼媾的畏官，是赏峙的晋惯，因此，“敲”

和追颊祠速用可以指赏地的行政畏官。（7） 裹的 “核蒜”是一梗

笙重借代，首先是用 “鼓蒜”代指蒜官，然後再代指由追侗蒜官

率领的差吏衙役，意思是指由敲蒜蒜官指挥率镇的官差。

    另外 ，上雨颊指稽人 的 “敲＋名”之後 ，都可 以再加上一侗

稽人名祠，礴成同位阴保，如：

        (8 ）兹山束巡换眼都御史合同熄防按三院提三事等因。

    ( 7/ 3441)

        (9 ）今攘兹繇申裤，兹知繇樊鸿遇朴拾贰月贰拾捌日将

    犯人钱耀钾赴小校专枭首。（7/ 3566)

    “敲山束巡撅，，就是 “张都御史”, “敲知蒜”就是 “樊鸿”。

    2. “敲”指虚所

    “核＋行政楼媾名”指行政楼横或行政 匾域 ，追幢用法裹的

“核，，都相富於指示代祠 “追，，或 “那”。如：

        (10）各繇回籍日久止遗强奇凤典潘高在兹繇媳客。（3 /

      1050 )

        ( 11） 李通判宋终军等官各回兹州赴分守道。（2/ 1792) -

    追侗组合可以作定藉，用在其他人物名祠前，表示追侗行政

翠位或楼媾下属的人物：

        ( 12）兹繇主簿王曰然又擒城殊瘾明越小老亚贼蹄宋氏

    三名口。（3/ 1089)

          ( 13）兹繇市民半 已入城。（1/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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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核＋本＋指人的名祠／行政楼横

    追幢用法裹的 “敲”可以指人也可以指虚所 。

        ( 14）兹本峨看得阅寇肆逆天 日属昏。（2 /901 )

        ( 15）兹本繇申请亚本府许同知带领规子典元年玖月拾

    贰日规至唐繇拿镬。（2/ 919)

        ( 16）橡此兹本繇知繇温榭光随约集 娜神士民螂保人等

    在补本繇。（7/ 3472)

    ( 14) ( 15）中 “本辙、本蒜，，是自稗，加上 “敲，，仍然是自

稗。（16）的 “本蒜”就是追侗蒜，“核”相赏於 “追”。追幢用

法裹的 “核”有强调的作用，但同特也造成捂羲上的重蝮，追幢

用法今天 已握消亡了。

    璁之，“核”作指示代祠不强调近指遗是速指，它主要用来

指敲括笙方都知道的人或虚所。顺治初期稽案文献中 “核＋行政

楼耩”追幢用法可以自指 （指行政楼横）也可以蟀指 （指人）。

业且 “核”作代祠主要用在五品或六品 （各极地方官具及地方行

政楼媾）的前面，中央的官戮前很少用。

    代祠 “敲”出现於明代，但用例不多，我佣利用软件封明代

小靓的 “三言”、“二拍”、《西进祀》、《水潇傅》造行榆索，找到

了十一侗 “核”作代祠的用法，其中十例指人，一例指虚所。明

代 “核”的用法有以下三幢。

    1. “敲，，指人

    1. 1核＋指人的名祠

        (17）晾安府大尹，典兹吏商量：“仁熄是侗烈性的好

    漠 ，直可惜下手忒狠 了，周旋他不得。”（《喻世明言》卷三

    十八 ）

    1. 2敲＋行政楼媾

        ( 18）兹繇祷神有瘾，具政足绿。（《拍案背奇》卷十四）

    明代 “鼓＋行政楼媾”追幢用法遗有 “核房’，④和 “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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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敲”指虚所。

        ( 19）其兹视道士另行 申敕 ，不提 。（《拍案瞥奇》卷十

      七 ）

    明代的 “鼓”煞渝是指人遗是指虚所，都相赏於 “追”。清

初稽案中，“敲”的用法大艘承灌了明代，但用例大量增加，也

现出了一些新用法，比如同位形式的出现、舆指示性的 “本”速

用，以及可以自指。

    在现代漠藉裹，主要保留了 “敲”在明代出现的各幢用法，

清初稽案中座生的新用法 （同位结耩、舆 “本”速用和自指）没

有保存下来。另一方面，在现代漠藉中，“敲”作他指的遭用簌

圃有所横大，指示的封象不再限於人和虚所，一般事物也有用
“敲”指示的，但它的捂用特默基本未燮。

〔注释〕

①材料出 自 《明清稽案》，张律仁主骗，夏潜 “中央研究院”屋史捂言

  研究所 1987。本害雁集了清顺治到嘉魔二年期简的宫廷擂案，其中

  保存了大量育绿性的韶料，有很高的研究值值 ，考虑到篇幅，本文

  取材限於 《明清棺案》中顺治元年至四年，即公元 1644至 1647年。
②凡是没有艺明出虚的一律指明清稽案，" /”前表册数，後表页礴。

③清代在省极投有主管惠喊的道，业在省舆州府之简投分守道，道投

  道具。

④房指衙阴中下属的官署及负壹追颊官署事格的佐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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