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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娇儿恶卧踏里裂”新考

张子开

〔摘 要〕 本文追根溯源，在穷尽性搜罗原始文献的基础之上，对杜甫 《茅屋为

秋风所破歌》诗中“娇儿恶卧踏里裂”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解释，澄清了历来累积的一

些迷雾。
〔关键词〕 杜甫 恶卧 踏里裂 典故 成都方言

作者: 张子开，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暨文学院教授，610064。

一、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解读

视角

明陆时雍编 《古诗镜·唐诗镜》卷

二十四评 《茅屋为秋风所破叹》① 有云:

“此作与《柟树为风雨所拔叹》，最是老

杜一段习气。” “子美七言古诗，气大力

厚，故多局面可观。力厚澄之使清，气大

束之使峻，斯尽善矣。”②作为少陵的代表

作之一，此诗历来颇受关注，如宋祝穆编

类书《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居处部·
馆驿》卷六，宋扈仲荣等编 《成都文类》
卷七、宋真德秀编 《文章正宗》卷二十

四、《全唐诗》卷二百十九《杜甫》、《唐

宋诗醇》卷十一、《全唐诗录》卷二十七

等总集，并皆全文收录。历代文人也迭有

仿作或用作出典，如苏轼 ( 1037 ～ 1101)

《纸帐》诗: “乱纹龟殻细相连，惯卧青

绫恐未便。洁似僧中白毡布，暖于蛮帐紫

茸毡。锦衾速卷持还客，破屋那愁仰见

天。但 恐 娇 儿 还 恶 卧， 夜 深 踏 裂 不 成

眠。”③当然，也有视此作为老杜言行不切

实际 的 证 据 之 一。宋 刘 克 庄 ( 1187 ～
1269) 编《后村先生大全集》卷第一百

八十二，先录老杜 《柟 木 为 风 雨 所 拔》
《茅 屋 为 秋 风 所 破》二 首，复 评 价 曰:

“溪柟、屋茅为风所拔，不以草堂茅屋飘

飘④为忧，方有惜古木庇寒士之意，其迂

阔如此。”⑤

《茅屋为秋风所破叹》欲明义旨，历

来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一、视为实

录，即它表现的就是杜甫在成都所居茅屋

在秋天为大风所刮坏的情形。宋何溪汶

《竹庄诗话》卷十五: “一首见侧陋穷愁

极甚之态。《 溪诗话》云: ‘自经丧乱

少睡眠’至‘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伊

尹自任，一夫不获之辜也。”⑥ 乾 隆 御 定

《唐宋诗醇》卷十一: “极无聊事，以直

写见笔力。入后大波轩然而起，迭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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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如龙掉尾，非仅见此老胸怀，若无此

意，则诗亦可不作。” “朱鹤龄曰: 白乐

天云: ‘安得布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

城。’同此意。”⑦更多的则是以仿作或用

典来 表 达 自 己 的 理 解，如 前 举 苏 子 瞻

《纸帐》诗是也。
二、微言大义派，即借茅屋被风所破

而有所讽谕寄托。这又分三类: 首先，映

射杜 甫 自 己 的 人 生 经 历。南 宋 真 德 秀

( 1178 ～ 1235) 编《文章正宗》卷二十四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引前人注曰: “鹤

曰: 公在成都时，严武死，欲依英乂; 而

英乂骄纵不可托，故舍之而去。所以托言

茅屋为秋风所破，盖深有所感伤也。”⑧

其次，推己及人，借以显露个人理

想。《文章正宗》同处小注: “赵云: 此

五句，公 之 用 心，有 ‘一 夫 不 获 若 已，

推而纳诸沟中’。白乐天诗 ‘我愿布裘长

万丈，与君同盖洛阳城’，盖亦有志衣被

天下者。然近乎戏语，岂有万丈之裘乎?

若有 言 千 万 间 之 广 厦，则 其 言 信 而 有

征。”⑨失名编《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卷

十二，引《 溪诗话》云: “‘宁令吾庐

独破 受 冻 死 亦 足，而 志 在 大 庇 天 下 寒

士。’其仁心广大，异夫求穴之蝼蚁辈，

真得孟子之所存矣。东坡问: ‘老杜何

如?’人或言似司马迁，但能名其诗耳。
吾谓老杜似孟子，盖原其心也。《东坡志

林》: 仆尝问: ‘荔枝何所似?’或曰:

‘茘枝似龙眼。’坐客皆笑其陋，茘枝实

无所似也。仆云: ‘茘枝似江瑶柱。’应

者皆怃然，仆亦不辨。昨日见毕仲游，仆

问: ‘杜子美似何人’仲游曰: ‘似司马

迁。’仆喜而不答，盖与曩言会也。”⑩

其三，讥讽朝政。北宋吕大防 ( 1027
～ 1097) 《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六:

苏曰: 秋，义也。望天子以义理

天下。今也宦竖蔽其明，女谒侈其

心，漠漠而无所察治。向昏者，( 重)

［垂］ 老之晩年也。墨，不明也。明

皇晩年，髙力士导其欲，太真妃迷其

情，岂非向昏而黑也。布者，女工之

本，俭之 所 尚 也。衾 者，所 以 衣 被

也。以布为衾，盖以恭俭。而衣被天

下且 置 之 而 不 用，所 以 冷 而 似 铁。
铁，黑金也，而以斩杀为事，斩杀则

少恩。明皇末年，非惟不知崇俭以衣

被天下，又且少思以徇太真妃之欲

也。娇儿，太真妃也。卧，安寝也。
太真妃摇其安，谓尝以禄山为养子，

出入宫掖，不禁秽丑稔闻，而明皇不

悟。禄山出范阳，与真妃为内外援，

且令进奇禽异物以蛊帝心。宰相、太

子多言其反，太真妃力保之，故帝不

信。及渔阳难作，且约太真妃为之内

应，朝廷机谋，禄山靡所不知，岂非

踏里裂也。瑏瑡

我们认为，由杜氏诗作好实语而观，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很可能就是纯粹的

事实描述。至于其它，似乎言之凿凿，其

实皆属牵强附会、望文生义耳。
无论如何，上述诸种观点，都深刻地

影响到古今对诗中具体辞句的理解。以诗

中的关键语句 “娇儿恶卧踏里裂”而言，

内中就存在不少疑惑，不得不辨之。
二、何谓“踏里裂”?

前引苏子瞻 《纸帐》诗所吟，乃恐

“娇儿” “恶卧”而 “夜深踏裂” “不成

眠”瑏瑢。所谓“纸帐”，乃以藤皮茧纸缝制

的蚊帐。明高濂 ( 1573 ～ 1620) 《遵生八

笺》卷八: “用藤皮茧纸缠于木上，以索

缠紧，勒作皱纹，不用糊，以线折缝缝

之。顶 不 用 纸， 以 稀 布 为 顶， 取 其 透

气。”瑏瑣苏轼另有《自金山放船至焦山》诗

也提及纸帐: “自言久客忘乡井，只有弥

勒为同龛。困眠得就纸帐暖，饱食未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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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甘。”瑏瑤正因为纸帐四周为藤皮茧纸，故

而 东 坡 居 士 生 怕 被 娇 儿 “夜 深 踏

裂”———虽然这儿“踏裂”的不是被子，

而是帐子，但显然 “踏裂”就是杜诗的

“踏里裂”，也就是以脚踢或踹烂。
北宋诗僧释道潜 ( 1043 ～ 1106 ) 等

撰《参寥子诗集》卷二 《次韵黄子理宣

德田居四时》之四， “娇儿” “踏里裂”
的则是“布衾”了: “寒炉然豆萁，光焰

时起灭。布被拥娇儿，从渠踏里裂。老翁

寝不寐，展转念鹅鸭。”瑏瑥金李俊民 ( 1176
～ 1260) 《再和秦彦容韵》诗: “扊扅歌

后伏雌烹，箸犹未下愁覆羮。布衾多年踏

里裂，夜半寒窗洒风雪。待与重寻痛饮

师，东山杲杲日出迟。”瑏瑦“踏里裂” “布

衾”的乃为成人吧。明张浚 《送茅斋弟

同赋风雨连床》: “风雨蒲城县，连床两

弟兄。……夜长风雨何凄切，蕉叶梧枝响

欲折。百千里外忆乡园，三十年来话离

别。迎云楼中童丱时，重檐花落夜眠迟。
共被笑言踏里裂，起来展册 争 吾 伊。”瑏瑧

“吾伊”，或作 “伊吾”、 “咿唔”，读书

声也。宋黄庭坚 《考试局与孙元忠博士

竹间对窗戏作竹枝歌三章和之》: “南窗

读书声吾伊，北窗见月歌 《竹枝》。”瑏瑨明

李东阳《送陈翁归攸用前韵》: “风静渔

歌闻欸乃，夜凉书馆听吾伊。”瑏瑩张氏乃回

忆小时候与弟弟同床而蹬裂被子的趣事。
明陈献章 ( 1428 ～ 1500 ) 撰 《陈白

沙集》卷 八 《次 韵 吴 献 臣 明 府》之 二:

“千古圣贤孰与闲，颕阳刚好对商颜。看

来彭泽都无累，归去柴桑便不难。踏里娇

儿方偃蹇，登高羸马怯间闗。思君坐歇江

亭雨，何处苍烟鸟欲还。”瑐瑠 “偃蹇”，本

指高耸貌。《楚辞·离骚》: “望瑶台之偃

蹇兮，见有娀之佚女。”王逸注: “偃蹇，

高貌。”瑐瑡唐杨炯 《青苔赋》: “借如灵山

偃蹇，巨壁崔巍，画千峰而锦照，图万壑

而霞开。”在这里，当指安卧。北宋司马

光《辞知制诰第六状》: “岂偃蹇山林，

不求闻达之人邪!”瑐瑢 “踏里娇儿方偃蹇”
者，小儿蹬裂被子后，正在酣睡也。

或曰，有一种锦被名 “踏里彩”。明

谢肇淛 ( 1567 ～ 1624 ) 撰 《滇略》卷十

《杂略》载: 大理总管段功，以破红巾之

功，梁王以女阿结妻之。后为梁王左右所

谮而死。阿结亦愁愤而死，亡前有诗曰:

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

海。心悬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语今

三载。
欲随明月到苍山，悞我一生踏里

彩。锦被 名 也。吐 噜、吐 噜 段 阿 奴，

吐噜，可 惜 也。施 宗、施 秀 同 奴 歹。
歹，不好也。云片波潾不见人，押不

芦花颜色改。押不芦，北方起死回生之

草名。肉屏独坐细思量，肉屏，骆驼背

也。西山铁立霜潇洒。铁立，松林也。瑐瑣

清张英等编《渊鉴类函》瑐瑤卷二百三十

二《边塞部三·六诏三》，引 《増诗玉溪

编事》，亦曰“蹋里彩”乃“锦被名也”。
比 谢 氏 稍 早 的 田 汝 成 ( 1503—

1557 ) ， 所 撰 《炎 徼 纪 闻》卷 四 《云

南》瑐瑥，则更进一步称 “踏里彩”为 “胡

锦被名”———当然是来自于胡地了。
清归安吴景旭撰 《历代诗话》卷六

十八“踏里彩”条，则直接地称杜甫诗

中的“踏里裂”也是锦被之名:

《滇南志》载梁王郡主阿 诗

曰: “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

滇海。心悬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语今

三载。苹花历乱苍山秋，悞我一生踏

里彩。云片波璘不见人，押不芦花颜

色改。肉屏独坐细思量，西山铁立霜

潇洒。”
吴旦生曰: 至正间，明玉珍将红

巾三万攻云南。梁王字罗皆奔，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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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功进兵烧红巾，追至七星闗，胜

之。梁王深 嘉 段 功，以 郡 主 阿 妻

之，奏授云南平章。后为梁人所谮，

梁王密召阿 ，付以孔雀胆一具，命

毒殪之。澘然不受命，私语段功。不

听，明日邀功至通济桥，马逸，因格

杀之。阿 愁愤，作此诗。按，踏里

彩，锦被名也。杜子美诗: “布衾多

年冷如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当亦

指此。谢世修注以为娇儿踏破其里，

全不暖也，恐非。东坡 《纸帐》诗:

“但恐 娇 儿 还 恶 睡，夜 深 踏 里 不 成

眠。”洪 武 中 高 季 迪 《兜 罗 被 歌》
云: “今朝得此何奇绝，展覆不忧儿

踏裂。”亦皆承此讹耳。
押不芦，北方起死回生之草。肉

屏，骆驼背也。铁立，松林也。瑐瑦

其实，倒是谢世修注更为可信一些。
总之，我们认为，杜诗中的 “踏里

裂”，就是指睡觉时脚踢或蹬坏被子。
三、“恶卧”之义

1、《荀子》之“恶卧”
“恶卧”一辞，典出荀况 ( 约公元前

313 ～ 前 238) 《荀子》卷十五 《解蔽篇

第二十一》: “有子恶卧而焠掌，可谓能

自忍矣，未及好也。辟耳目之欲，可谓能

自强 矣， 未 及 思 也。”瑐瑧 有 子 ( 前 518
～ ?) ，春秋时期鲁国 ( 今山东肥城) 人。

孔子弟子中的 “七十二贤人”瑐瑨之一，主

张“礼之用，和为贵”等。名若，字子

有，故人尊称为有子。
有子焠掌，历来被作为励志的典范。

唐欧阳询撰 《艺文类聚》收此事于卷五

十五《杂文部一·读书》瑐瑩。《太平广记》
卷一百七十五 《幼敏》 “刘神童”条瑑瑠，

亦引郑谷诗集 “灯前犹恶卧，寱语诵书

声”语，借以说明刘神童之好学。
或谓表现了自忍精神。唐登仕郎守大

理评事杨瑑瑡倞注 《荀子》曰: “有子，盖

有若也。焠，灼也。恶其寝卧而焠其掌，

若刺股然也。 ‘未及好也’，当为 ‘未及

好思也’，误分在下，更作一句耳。有子

焠掌，可谓能自忍其身，则未及善瑑瑢好思

者也。若思道之至，则自无寝，焉用焠掌

乎。”瑑瑣 清 恵 栋 撰 《周 易 述》卷 二 十 二

《易微言上·微》瑑瑧谓， “未及好也”乃

“未及善射好思”之义。清吴江朱鹤龄撰

《愚庵 小 集》卷 九 《书 绅 堂 记》亦 曰:

“然则求诚之道若何? 曰: 古有恶败而出

妻，恶卧而焠掌，可谓能忍矣，未敦务

也。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求仁贤以

翼辅之，可谓敦务矣，未静修也。”瑑瑥

或称它体现的就是好学品质。北齐刘

昼撰《刘子》卷一 《崇学第五》: “有子

恶卧，自焠其掌。苏生患睡，亲锥其股。
以圣贤之性，犹好学无倦，矧庸人而可怠

哉?”注: “洛阳人读书欲睡，以锥刺其

股，流血至踝。”瑑瑦 宋潘自 牧 撰 《记 纂 渊

海》卷六十二引《刘子语》，归于 《问学

部·好学》。宋王应麟撰 《困学纪闻》卷

七“论语”条: “《荀子》云: ‘有子恶

卧而焠掌。’可以见其苦学。”瑑瑧明胡爌撰

《拾遗录》 《论语》，言辞同于 《困学纪

闻》。清应城程大中撰 《四书逸笺》卷一

《论语上》 “宰予昼寝章”条，更认为:

“《荀子》‘有子恶卧而焠掌’，与‘宰予

昼寝’可作一反对。同以圣人为师，其

勤惰相去如此。”瑑瑨

《荀子》 “恶卧”之义，宋李昉等编

《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 《人事部十一·
掌》有言:

孙卿《劝学》曰: “有子恶卧而

卒仓韦切。其掌，可谓能自忍矣。”桓

范《世要论》曰: 有君好卧而刺其掌。瑑瑩

“仓韦切”，即 “焠”字。注所引 《世要

论》，桓 范 认 为 有 子 非 焠 掌 而 是 刺 掌;

34



“恶卧”乃 “好 卧”。明 陈 耀 文 编 类 书

《天中记》卷二十二《手》: “焠掌。有子

恶卧而焠掌。《荀子》。有子刺掌修名立。
齐竟陵王《努力门颂》。有若好卧，则刺其

掌。桓范 《世要论》。”瑒瑠 是除曹魏桓范 ( ?

～ 249) 之外，齐竟陵王萧子良 ( 460 ～
494) 亦持有子刺掌之说也。明陈禹谟编

类书 《骈志》卷五 《丙部上》 “有子焠

掌，孙敬悬头”条亦言: “《荀子》: ‘有

子恶卧而焠掌。’齐竟陵王颂云: ‘有子

刺掌行，修名立。’桓范 《世要论》云:

‘有子好卧，则刺其掌。’《汉书》: 孙敬，

字文宝。好学，晨夕不休。及至眠睡疲

寝，以 绳 系 头， 悬 屋 梁。后 为 当 世

大儒。”瑒瑡

综上所言，上举 《荀子》 《解蔽篇》
中之“恶”，指憎恨或讨厌; “焠”，即前

引杨倞注 “灼”之义。有子 “恶卧而焠

掌”者，谓有子憎恶自己耽于睡眠———
即桓范《世要论》所言“好卧”，而自烧

其掌以警醒也。
2、杜诗中之“恶卧”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之 “布衾多年

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清翰林院编

修仇兆鳌撰 《杜诗详注》卷十注 “恶”
字曰: “如字。蔡读乌卧切。”瑒瑢 “如字”，

一个字有两个或以上读音时，“如字”指

依本音读。 “恶”之 “如字”，即读 è;

“乌卧切”，读 wò。 “如字”读之 “恶”，

义为不佳、粗劣。杜甫 《峡中览物》诗:

“形胜有余风土恶，几时回首一 高 歌。”
李清照《忆秦娥》词: “断香残酒情怀

恶。”倘形容睡眠， “恶卧”当指睡觉的

身姿不正，或者睡觉时任意翻来覆去，即

睡姿不佳，也就是 《汉语大词典》所说

的“睡相不好”瑒瑣。
古人创作时用老杜此诗典故，亦多持

睡姿不佳之义。南宋杨时 《龟山集》卷

三十九 《诗二·七言古风·向和卿览余

诗见赠次韵奉酬》: “杜陵头白长昏昏。
海图旧绣冬不温。更遭恶卧布衾裂，尽室

受冻忧黎元。”瑒瑤南宋刘学箕撰 《方是闲居

士小稿》卷下 《贺新郎 ( 再韵赋雪 ) 》:

“我笑书生贫亦甚，诵布衾岁久寒如铁。
儿恶卧，踏里裂。”瑒瑥皆说因“恶卧”而至

“布衾” “裂”或 “踏里裂”也。南宋舒

岳祥撰《阆风集》卷一 《往时予有湖湘

之游同年黄东发提举以清江楮衾赠别藏之

四年矣山房夜寒覆之甚佳乱后不知东发避

地何处作此拟寄》诗: “香收禅榻云，光

映书斋月。政尔独眠佳，毋使恶卧裂。”瑒瑦

看来即便成人，也得提防 “恶卧”的后

果也。清陈维崧 《陈迦陵文集·湖海楼

诗集》卷三 《长安老屋行》: “七月八日

秋雨大，长安老屋同时破。北风飒飒晓更

号，铁骑雷硠满城过。街头老革妨熟睡，

屋里娇儿损恶卧。后土干泥无一寸，穷巷

瘦妻恰千个。”亦用杜诗典故。同书卷三

《赠侯叔岱》描写春天之无聊: “恶卧饱

飰闷欲死，老夫骑马恨不能，布袜相随踏

泥滓。”是又属老人 “恶卧”。同书同卷

《仲春 九 日，牧 仲 堂 中 大 合 乐，走 笔 作

歌，次昌黎赠崔立之评事韵》: “时余恶

卧类虫蛰，忍冻苦吟杂蝼蚓。君言何 子

且起，今者不乐古所哂。”瑒瑧虽亦是陈氏自

己“恶卧”，但“类虫蛰”却是指卧着一

动不动也。
3、佛典中之“恶卧具”
东汉安息国三藏安世高译 《一切流

摄守因经》: “何等为比丘流从避断? 是

闻比丘行者，所应从自守，避弊象，避弊

马，避弊牛，避弊狗，避弊虺……，避恶

处，避恶卧具所卧具。”瑒瑨可见，作为出家

人，应该远离 “恶卧具”。那么，什么是

“恶卧具”? 玄奘译 《阿毘达磨集异门足

论》卷七《四法品》曰: “应审思择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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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威仪，恶友、恶伴侣、恶行处、恶卧具

等，当远避之。恶卧具者，谓若受用如是

卧具，为诸有智同梵行者，不应分别处而

生分别，不应测量处而生测量，不应猜疑

处而生猜疑。如是卧具，我说为恶。汝等

苾刍，应当远避。”瑒瑩也就是说，凡是不符

合佛法、破坏和合僧的寝卧用具，皆为

“恶卧具”。
佛教要求僧侣远离一切 “恶卧具”。

唐义净译 《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卷

一《不净行学处第一之一》: “梵行难立，

静处难居，独一难住，难居林野受恶卧

具。”瑓瑠同书卷二《不净行学处之余》亦有

同样言辞瑓瑡。
然而，在特殊情况下，为了弘扬佛

法，有时还是不得不忍受 “恶卧具”。唐

天竺三藏波罗颇蜜多罗译 《宝星陀罗尼

经》卷六 《陀罗尼品》: “我为慈愍此等

众生故，发大悲力、大精进力，于彼寒热

疲劳诸苦我忍受之，山谷林薮、空舍冢

间，依此止住，乃至受草舍那麁麻树叶、
涩臭恶触诸恶卧具，以巧方便，我着大悲

精进之铠，为诸众生说示种种。”瑓瑢

姚秦罽宾三藏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

《四分律》卷三 《十三僧残法之二》，讲

述了因“恶卧具”而导致僧团不和谐的

一个例子:

时世尊赞言: “我弟子中，分僧

卧具者沓婆摩罗子最为第一。”时有

慈地比丘来至罗阅城中。时沓婆摩罗

子为客比丘分卧具，随上座次第，随

应得处与。时彼慈地比丘众中下座，

得恶房恶卧具，便生 恚，言: “沓

婆摩罗子有爱，随所憙者与好房好卧

具，不爱者与恶房恶卧具。不爱我等

故，与 我 恶 房 恶 卧 具。”众 僧 云:

“何乃 差 如 此 有 爱 者 分 僧 卧 具 耶?”
时尊者沓婆摩罗子夜过已，明日差僧

受请饭食。时罗阅城中有檀越，常为

僧一年，再作肥美饭食。时慈地比丘

被差次至其家。彼檀越闻慈地比丘次

来受食，便于门外敷弊坐具，施设恶

食。时慈 地 比 丘 得 此 恶 食，倍 复

恚，言: “沓婆摩罗子有爱，随所憙

者与好房好卧具，所不憙者与恶房恶

卧具。不爱我等故，与恶房恶卧具。
今日以不爱我等故，复差与恶食。云

何众僧乃差如是有爱比丘，为僧分卧

具，差次受请也?”瑓瑣

世尊后查明真相，便集众责备慈地比丘:

“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诸比丘，以无数

方便呵责慈地比丘: ‘汝所为非，非威

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

应为。云何以无根非梵行，谤清净梵行人

耶?’世尊告诸比丘: ‘有二种人一向入

地狱。何谓二? 若非梵行，自称梵行; 若

真梵行，以无根非梵行谤之。是谓二一向

入地狱。’”瑓瑤事又见 《杂阿含经》卷三十

八第一○七五经，不过 “沓 婆 摩 罗 子”
译为“陀骠摩罗子”瑓瑥， 《四分律》卷三

十七《安居揵度》载，佛陀尚制定了分

配卧具等的细则瑓瑦。
总之，佛教文献中的 “恶卧具”，乃

指有舛佛教根本原则的寝卧条件，与杜甫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之 “娇儿恶卧踏里

裂”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最后尚有一疑惑，指睡姿的 “恶卧”

一辞首见于杜诗，后则仅作为典故，并无

其它原始性语言用例。《茅屋为秋风所破

歌》中的“恶卧”，是否就是当时成都地

区的方言?

( 本文为 2012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中国西南佛

教文献研究” 《批准号: 12JJD750022》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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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按，此诗今一般题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11 册，第 545 页

下栏。

③《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十三，《四部丛刊

初编》集部。

④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后村诗话》 ( 第

1481 册，第 407 页下栏。) 卷十 作 “飘 飖”，

义优。

⑤《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⑥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81 册，第 721 页

上栏。

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48 册，第 257 页

上、下栏。

⑧⑨真德秀编《文章正宗》卷二十四，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第 1355 册，第 762 页上栏。

⑩《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卷二十二，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第 1069 册，第 879 页下栏。

瑏瑡《四部丛刊初编》集部。南宋黄希原本、其

子黄鹤补注《补注杜诗》 ( 文渊阁《四库全

书》本) 卷十，全袭吕氏之集注。

瑏瑢《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十三，《四部丛刊

初编》集部。

瑏瑣 ( 明) 高濂著，王大淳、李继明等整理: 《遵

生八笺》，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瑏瑤《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二十三，

瑏瑥《四部丛刊三编》集部。另见明释正勉、释

性氵通同辑《古今禅藻集》卷八，清康熙命张

豫章等编纂《宋金元明四朝诗·宋诗》卷二

十四、清张玉书等奉康熙敕编 《佩文斋咏物

诗选》卷二百二十五等。

瑏瑦《庄靖集》卷一，文渊阁 《四库全书》，第

1190 册，第 537 页上栏。又见康熙年间郭元

釪编《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卷四十五，文渊

阁《四库全书》，第 1445 册，第 592 页下栏

至第 593 页上栏。

瑏瑧明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卷四百四十二

《明诗次集七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92 册，第 839 页上栏。
瑏瑨《豫章先生文集》卷五， 《四部丛刊初编》

集部。
瑏瑩 ( 明) 李东阳: 《怀麓堂集》卷十四，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第 1250 册，第 146 页上栏。
瑐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46 册，第 281 页

下栏至第 282 页上栏。
瑐瑡《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瑐瑢《温国文公司马公文集》卷二十二，《四部丛

刊初编》集部。
瑐瑣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94 册，第 242 页上

栏至第 243 页上栏。亦见于清刑部侍郎冯苏撰

《滇考》卷下 (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64
册，第 74 页上栏至第 75 页上栏) ，另参清监

察御史姚之骃撰《元明事类钞》卷十三《人

伦门一·忠臣》 “吐噜吐噜”条 ( 文渊阁

《四库全书》，第 884 册，第 211 页上栏) 。
瑐瑤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988 册，第 51 页下

栏至第 52 页上栏。
瑐瑥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52 册，第 654 页

下栏。
瑐瑦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83 册，第 700 页

下栏至第 701 页上栏。
瑐瑧( 清) 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新编诸

子集成”本，1988 年 9 月版，第 403 页。
瑐瑨《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 “孔子以诗、

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

七十有 二 人。如 颜 浊 邹 之 徒，颇 受 业 者 甚

众。”中华书局，1982 年 11 月第 2 版，第 6
册，第 1938 页。

瑐瑩 ( 唐)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 《艺文类聚》，

中华书局 1965 年 11 月第 1 版，上海古籍出版

社 1982 年 1 月新 1 版，上册，第 990 页。
瑑瑠 ( 北宋) 李昉等编: 《太平广记》，中华书局，

1961 年 9 月新 1 版，2008 年 3 月北京第 9 次

印刷，第 4 册，第 1304 － 1305 页。
瑑瑡底本作“扬”。
瑑瑢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善”之下尚有

“射”字 ( 第 695 册，第 253 页下栏) 。
瑑瑣《四部丛刊初编》子部。
瑑瑤 文渊 阁 《四 库 全 书》，第 52 册，第 260 页

下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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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瑥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19 册，第 114 页

下栏至第 115 页上栏。
瑑瑦 ( 北齐) 刘昼著，杨明照校注、陈应鸾增订:

《增订刘子校注》，巴蜀书社，2008 年 9 月第

一版，第 134 － 136 页。
瑑瑧《四部丛刊三编》子部。
瑑瑨文渊 阁 《四 库 全 书》，第 210 册，第 673 页

上栏。
瑑瑩《四部丛刊三编》子部。
瑒瑠 文渊 阁 《四 库 全 书》，第 966 册，第 42 页

上栏。
瑒瑡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973 册，第 119 页下

栏至第 120 页上栏。
瑒瑢仇兆鳌: 《杜诗详注》卷十，中华书局，1979

年，第 832 页。
瑒瑣利瓦伊嘉主编《杜甫蜀中诗选》称，“恶卧”

乃“睡不好” ( 成都: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

社，二○一二年八月第一版，扬州文津阁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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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瑤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25 册，第 467 页

下栏。杨时此诗，亦见于宋陈思编、元陈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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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瑥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76 册，第 6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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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87 册，第 340 页

上、下栏。
瑒瑧《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瑒瑨〔日〕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小野玄妙等

编: 《大正新脩大藏经》，东京: 大正一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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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 版，第 1 册，第 813 页 c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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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瑠《大 正 新 脩 大 藏 经》，第 23 册，第 630 页

b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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