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暟囊暠字的音义关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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椲摘暋要椵暋文章结合各家韵书及暥经典释文暦棳梳理出暟囊暠字的音义发展源流棳认为暟囊暠字先后经历了词义

构词和变调构词两个阶段暎其中棳在普通话中读为阳平调椲旑斸∏棾椀椵的棳来自于上古平声暟奴当

切暠椈读为阴平调椲旑斸∏椀椀椵的则未见详细记载棳在很大程度上棳这是由方言的影响所致暎
椲关键词椵暋暟囊暠椈词义构词椈变调构词

椲中图分类号椵斎棻棾棻暋暋暋暋椲文献标志码椵斄暋暋暋暋

暋暋汉语的变调构词自上古便有棳过去常被称

作暟两声各义暠暟四声别义暠等暎以清代的顾炎武

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棳古文献中的变调构词

现象不是自然语言的体现棳而是经师人为之作暎
他认为棳暟先儒两声各义之说不尽然暠椈椲棻椵棿椂钱大

昕亦认为棳暟此类皆出于六朝经师强生分别棳不
合于古音暠暎椲棽椵这种观点影响较大棳直至现代仍

有学者认为棳音释材料中的暟破读暠暟读破暠是经

师人为之作暎但是棳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大量

的事实说明棳变调构词是汉语真实存在的暎
周祖谟棬棻椆椂椂棭曾记录了北京话里有棽椆 组

暟流行于人民口头而不见于旧书雅记暠的暟四声

别义暠新词暎椲棾椵棻棻棿唐作藩棬棽棸棸棻棭指出棳普通话里

有椆椆个字暟保留了本音和破读音两读暠暎椲棿椵棽棾椂万

献初棬棽棸棸棿棭总结各家所论后棳认为暟四声别义暠
是暟汉语中构词最多暍延续时间最长的能产性构

词法棳其余绪一直延展到现代汉语普通话及各

个方言暠暎椲椀椵棻棿孙玉文棬棽棸棸椂棭指出棳尽管受到结

构构词法的冲击棳音变构词法没有先秦能产棳但
是在汉语史上棳音变构词法并没有销声匿迹棳事
实上仍然产生了大量的滋生词暎椲椂椵棻以下选取

暟囊暠字作为个案展开研究棳辅助以陆德明暥经典

释文暦所辑录的相关异读材料棳并结合暥现代汉

语方言大词典暦所辑录的现代方言材料棳梳理出

暟囊暠字多音多义词之间的相互关系暎以此希冀

阅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文义棳以及为语文辞书

更好地处理多音多义字提供参考暎
一暍暟囊暠字在字书中的注解情况

关于暟囊暠字棳暥说文暦椇暟橐也暎从 省棳襄
省声暎奴当切暎暠椲椃椵棾椀椀暥玉篇暦椇暟囊棳奴朗切暎大

曰囊棳小曰橐暎暠椲椄椵棻棾棾暥广韵暦椇暟囊棳袋也暎暣说文暤
曰椇暜囊棳橐也暎暞又姓棳楚庄王子子囊之后以王父

字为氏暎暞奴当切暎暠椲椆椵椀棽暥集韵暦椇暟囊棳奴当切暎
暣说 文暤曰椇暜橐 也暎暞无 底 曰 橐暎亦 姓棳隶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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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暎暠椲棻棸椵椂椀

从上述注书可获知几个信息椇
一是棳暥说文暦暥广韵暦及暥集韵暦所记载的都

是暟奴当切暠棳也即椇宕摄平声唐韵泥母字棳今读

阴平调椈而暥玉篇暦记载的则是暟奴朗切暠棳今读阳

平调暎
二是棳暥玉篇暦提到大的袋子为暟囊暠棳小的袋

子为暟橐暠椈暥广韵暦引暥说文暦指出棳暟囊暠就是

暟橐暠椈暥集韵暦释义椇暟橐暠是指没有底的袋子棳且
认为暟橐暠是隶变前的写法棳而暟囊暠是隶变后的

写法暎可见棳古人对名物的区别是相当精细的暎
再如棳暟箧暠也是如此暎大的叫箱棳小的叫箧暎譬

如棳暥旧暏唐庄宗神闵敬皇后刘氏暦卷四十九椇
暟庄宗好俳优棳宫中暇日棳自负蓍囊药箧棳令继岌

相随棳以后父刘叟以医卜为业也暎暠椲棻棻椵椂椃棿

那么棳各家注书是否正确呢椏 本文通过暥释
文暦的解释来作进一步的探究暎暟囊暠在暥释文暦
中一共出现了棻椂次棳其中注明暟乃朗反暠的有椄
次暎如椇

棬棻棭暟囊棳乃朗反暎小曰橐棳大曰囊暎暣说文暤
云椇暜无底曰囊棳有底曰橐暎暞暠棬椃棷棻棻棷椀棭暥毛诗正

义暏生民暦卷十七椇暟笃公刘棳匪居匪康暎乃埸乃

疆棳乃积乃仓暎乃裹餱粮棳于橐于 囊棳思辑用

光暎暠注椇暟乃积乃仓棳言民事时和棳国有积仓也暎
小曰橐棳大曰囊暎暛暛囊棳乃郎反棳暥说文暦云椇
暟无底曰囊棳有底曰橐暎暠椲棻棽椵棻棻椂棻

棬棽棭暟囊暠棳乃朗反暎暠棬棻椂棷椄棷棻椃棭暥春秋左传正

义暏僖公二十八年暦卷十六椇暟执卫侯棳归之于京

师棳寘诸深室暎甯子职纳橐饘焉暎暠注椇暟橐棳衣之

囊椈橐音讬暎囊棳乃郎反暎暠疏椇暟暥诗毛传暦曰椇暜小
曰橐棳大橐所以盛衣棳亦可以盛食暎暞暠椲棻棽椵棾椆椂椀

棬棾棭暟囊暠棳乃朗反暎暠棬棻椃棷棻棾棷椄棭暥春秋左氏音

义暏成公第十五年暦卷二十七椇暟楚将北师棳子囊

曰椇暟新与晋盟而背之棳无乃不可乎椏暠注椇暟子囊棳
庄王子公子贞暎囊棳乃郎反暎暠椲棻棽椵棿棻椀椀

棬棿棭暟囊棳乃朗反暎暠棬棻椃棷棻椆棷椆棭暥春秋左传正

义暏昭公二十一年暦卷五十椇暟楚囊瓦为令尹暎暠
注椇暟囊瓦棳子囊之孙子常也棳代阳匄暎囊棳乃郎

反暎暠椲棻棽椵棿椀椂椃

棬椀棭暟囊暠棳乃朗反暎暠棬棻椆棷棽棿棷棾棭暥春秋左传正

义暏昭公二十六年暦卷五十二椇暟子车曰椇暜众可

惧也棳而不可怒也暎暞子囊带从野洩棳叱之暎暠注椇
暟囊带棳齐大夫暎暠椲棻棽椵棿椀椄椆

在八次的注音中棳暟囊暠有两层含义棳一是指

器物棳具体来说又包括两小类椇栙无底之仓椈栚
盛衣服的大袋子棳同时也包括盛食物的器具椈二
是指人名棳具体来说包括了三个棳分别是椇子囊暍
囊瓦及囊带暎也即是说棳暟乃朗反暠棳指明暟囊暠是
平声泥母字棳作为名词使用暎

两次注明暟奴朗反暠暎如椇
棬棻棭暟囊棳奴朗反暎棬棽棻棷棾棻棷棻棾棭暥春秋公羊

传暏哀公暦卷二十七椇暟请以示焉暎诸大夫皆曰椇
暜诺暎暞于是使力士举巨囊而至于中霤暎暠注椇暟巨
囊棳大 囊暎中 央 曰 中 霤暎 囊棳乃 郎 反棳又 音

讬暎暠椲棻棽椵椀椂棸棽

棬棽棭暟囊棳奴朗反棳又作暜橐暞暎徐音讬暎暠棬棻棽棷
棻棿棷椃棭暥礼记正义暏内则第十二暦卷二十七椇暟佩
纷帨暍刀砺暍小觿暍金燧棳右佩箴暍管暍线暍纩暍施縏

袠棳大觿暍木燧暠棳注椇暟縏棳小囊也暎暛暛囊棳奴郎

反棳又作橐棳徐音讬暎暠椲棻棽椵椀椃棻棿

这说明注明暟奴朗反暠时棳读音与暟乃朗反暠
是一样的棳也都作为名词使用暎但意思有细微

差别棳前者仅说明是暟大囊暠或是暟小囊暠棳而没有

具体指明所属类别或是它的使用功能椈后者则

椆棻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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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类别与功用都说明清楚了暎另外棳由于暟囊暠
可通暟橐暠棳所以陆氏注明了暟徐音讬暠暎当然棳这
一说法并不常见棳所以陆氏仅标注在其后暎从

这些注解我们反观上述注书棳它们的记载与暥释
文暦并不相吻合暎暥说文暦暥广韵暦及暥集韵暦注明

的是暟奴当切暠棳而暥玉篇暦记载的是暟奴朗切暠暎
究其原因棳主要是暟囊暠有两读棳一为暟乃朗反暠或
暟奴朗反暠椈一为暟奴当切暠或暟乃刚反暠棳各家注书

都只注明了一读的情况暎接下来棳再看暥释文暦
中三次注明暟乃刚反暠的具体情况暎如椇

棬棻棭暟囊棳乃刚反暎暠棬棽棷棽棷棻椃棭暥周易正义暏上

经乾传第一暦椇暟六四椇括囊棳无咎地誉暎暠疏椇暟暜六
四暞至暜无誉暞暎正义曰椇括棳结也暎囊所以贮物棳
以譬 心 藏 知 也暎闭 其 知 而 不 用棳故 曰 暜括

囊暞暠暎椲棻棽椵棾棽

棬棽棭暟囊暠棳乃刚反暎徐音讬暎暠棬棻棾棷棻椀棷棻椄棭
暥礼记正义暏丧大记第二十二暦椇暟君暍大夫鬊爪

实于绿中棳士埋之暎暠注椇暟绿当为角棳声之误也暎
角中棳谓棺内四隅也暎鬊棳乱发也暎将实爪暍发
棺中棳必为小囊盛之棳此绿或为篓暎囊棳乃刚反棳
徐音托暎暠椲棻棽椵棾棿棾棿

棬棾棭暟囊棳乃刚反暎暠棬棽椃棷椀棷椄棭暥庄子集释暏胠

箧第十暦椇暟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棳则
必摄缄滕固鐍棳此世俗之所谓知也暎然而巨盗

至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棳唯恐缄滕固鐍之不固

也暎暠椲棻棾椵棾棿棽

这说明棳标注暟乃刚反暠时棳不仅可指盛物的

器具棳而且也有了抽象的用法暎譬如棳暟括囊暠棳
喻缄口不言椈暟探囊暠棳指偷窃棳剽窃暎也即是说棳
暟囊暠在这里属词义构词暎

另注明暟如字暠的为一次暎如棳暟囊棳如字棳崔
云戕囊犹抢攘暎暠棬棽椃棷椄棷椆棭暥庄子集释暏在宥第

十一暦卷椇暟天下将不安其性命之情棳之八者棳乃
始脔卷獊囊而乱天下也暎暠疏椇暟脔卷棳不舒放之

容也暎獊囊棳悤遽之貌也暎暠椲棻棾椵棾椂椂棴棾椂椃这又说明棳
暟囊暠按照阳平调的本音读时棳又可以表示纷乱

貌棳作形容词用暎各家韵书也未收录进去暎
此外棳还有两次陆德明是作为通暟曩暠而解

释的棳各家韵书均失收该义项暎如椇
棬棻棭暟曩棳乃朗反暎暠棬棽椆棷椄棷棻椀棭暥尔雅暏释诂

下暦卷二椇暟徂暍在棳存也暎暠注椇暟以徂为存棳犹以乱

为治棳以曩为曏棳以故为今暎此皆诂训义有反覆

旁通棳美恶不嫌同名暎暠椲棻棽椵椀椀椄椃

棬棽棭暟曩棳乃党反暎暠棬棽椆棷椃棷椆棭暥尔雅暏释诂

下暦卷二椇暟曩暍尘暍伫暍淹暍留棳久也暎暠注椇暟尘垢暍
伫企暍淹滞皆稽久暎暠椲棻棽椵椀椀椄椄

二暍暟囊暠字的词义构词

首先棳暟囊暠棳表示袋子义时读椲旑斸∏棾椀椵棳原始

词棳从上古到近代时期用例比较多暎暥易暏坤暦椇
暟六四棳括囊棳无咎无誉暎暠孔颖达疏椇暟囊棳所以贮

物暎暠唐韩愈暥送文畅师北游暦诗椇暟出其囊中文棳
满听实清越暎暠暥醒世恒言暏陆五汉硬留合色

鞋暦椇暟棬书僮清琴棭右手拿着一张弦子棳一管紫

箫棳都是蜀锦制成囊儿盛裹暎暠
由于暟囊暠可指袋子之义棳故而又有暟皮囊暠

的说法暎如棳栙皮制的袋暎暥晋书暏刘聪载记暦椇
暟约归棳置皮囊于机上棳俄而苏暎暠暥南史暏侯景暦
卷八十椇暟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马鞍棳与其仪同田

迁暍范希荣等百余骑东奔暎暠椲棻棿椵棽棽棻栚借喻人畜的

躯体暎元无名氏暥蓝采和暦第二折椇暟你敢化些淡

虀汤棳且把你那皮囊撑暎暠暥红楼梦暦第五六回椇
暟空有皮囊棳真性不知往那里去了暎暠清蒲松龄

暥聊斋志异暏董生暦椇暟君如不忘夙好棳勿坏我皮

囊也暎暠在认知语言学视野下棳隐喻是从一个认

棸棽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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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域到另一个认知域的映射棳在这一认知过程

中棳源域中的某些容易引起人注意的性质暍特
征暍属性会映射到目标域上棳从而使施喻者更为

直观暍具体的完成对目标域的重新认识棳它的主

要功能是通过源域棬已有概念棭完成对目标域

棬新概念棭的描述暎无论是作为皮制的袋棳抑或

是喻指人畜的躯体棳都是隐喻使然暎
其次棳暟囊暠字还可作为动词使用棳主要见于

如下义项椇
栙入囊椈以囊盛物暎暥韩非子暏外储说右

下暦椇暟善张网者引其网暛暛引其网而鱼已囊

矣暎暠暥新唐书暏食货志三暦椇暟晏命囊米而载以

舟棳减钱十五暎暠沈钧儒暥暣申屠氏暤序言暦椇暟因囊

六一头驰祭昌葬所暎暠
栚敛藏暎暥管子暏任法暦椇暟世无请谒任举之

人暛暛皆囊于法以事其主暎暠尹知章注椇暟囊者所

以敛藏也暎谓人皆敛藏过行棳以顺于法棳上事其

主暎暠暥逸周书暏武称暦椇暟赦其众棳遂其咎棳抚其

口棳助其囊棳武之间也暎暠朱右曾校释椇暟囊者棳所
以收敛者也暎暠

栛覆盖椈蒙住暎暥后汉书暏党锢传暏范滂暦椇
暟滂等皆三木暍囊头棳暴于阶下暎暠李贤注椇暟三木棳
项及手足皆有械棳更以物蒙覆其头也暎暠唐柳宗

元暥童区寄传暦椇暟二豪贼劫持反接棳布囊其口暎暠
清陈康祺暥郎潜纪闻暦卷二椇暟五刑备其体棳三木

囊其头棳刀斧分其尸暎暠
暟囊暠字的义位组合情况主要见于如下两种

情况椇
栙暟囊土暠棳指以袋盛土棳动词棳主要充当句

子的谓语暎暥大金国志暦卷六椇暟拥兵骤至棳舆柴

囊土棳藉淖平行棳进薄其营暎暠椲棻椀椵棾棾椃暥宋史暏吴玠

传暦椇暟已而敌骤至棳舆柴囊土棳藉淖平行棳进薄玠

营暎暠清魏源暥圣武记暦卷二椇暟城坏于炮棳囊土补

之暎暠
栚暟囊米暠棳不仅可以指口袋盛装的米棳如

暥宋书暏沈攸之传暦椇暟攸之疑其有异棳遣人取船

及流查棳大得囊米暠棳亦可指以袋装米棳动词棳主
要充当句子的谓语棳如暥新唐书暏食货志三暦卷
五十三椇暟晏命囊米而载以舟棳减钱十五暎暠暥睽车

志暦卷 三椇暟至 谓 囊 米 旦 旦 常 盈棳则 颇 近 迂

诞暎暠椲棻椂椵棾棾棸

第三棳暟囊暠字作为量词使用暎暥隋书暏礼仪

志四暦椇暟文武羣官朝服棳上礼酒十二钟棳米十二

囊棳牛十二头暎暠明朝郎瑛暥七修类稿暏国事八暏
散粥施药暦椇暟朝廷每岁一月棳日散粥米二百石棳
丸药六千囊暎暠郭沫若暥归去来暏在轰炸中来

去暦椇暟一口皮箱棳一囊被卷棳被赵处长命人搬进

了首都饭店暎暠由于暟囊暠的本义是袋子棳因此进

一步引申为量词棳这是它长期作为器具使用的

缘故暎很明显棳这属转喻机制暎而转喻棬斖斿灢
旚旓旑旟旐旟棭是指棳当甲事物同乙事物不相类似棳但
有密切关系时棳可以利用这种关系棳以乙事物的

名称来取代甲事物暎
三暍暟囊暠字的变调构词

暟囊暠字 除 了 可 读 作 椲旑斸∏棾椀椵外棳还 可 读

椲旑斸∏椀椀椵棳表示猪胸腹部的肥而松的肉棳是滋生

词暎这由本义表示盛物的器具引申而来暎本文

认为棳暟囊暠字的两读是用以区别词义暍构造新词

的暎但查阅诸多的历史文献后棳并没有发现

暟囊暠字有记作暟椲旑斸∏椀椀椵暠的情况棳极有可能这一

读音是受到方言的影响所致暎以下棳列举部分

方言作进一步的阐释暎椲棻椃椵椂棾棿椃棴椂棾棿椄

棻棶哈尔滨暟囊暠椇椲旑斸∏棿棿椵棳栙身体虚弱无力椇
他身子骨儿也太暙了棳三天两头闹毛病暎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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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过软椈质量差椈不结实椇这皮子太暙暎人穷货

暙暎栛能力差椈无能椈窝囊椇他是个好人棳就是暙
了点儿暎

暟囊暠字组词的主要有棳暟囊劲儿暠椇微弱的力

气暎就你那点儿暙棳根本就不是我的个儿暎暟囊
哧暠椇栙因鼻子不透气而发出的带有浓重鼻音的

声音棳如椇他暙暙的棳八成是感冒了暎栚说话暍做
事吃力的样子椇他暙暙的棳连话都说不清楚暎
暟囊货暠椇栙质量差的货物暎栚指无能的人暎暟囊
种暠椇无能的人暎暟囊囊膪暠椇栙暟囊膪暠棳指猪胸腹

部的肥而松的肉暎栚喻指怯弱无能的人暎
棽棶乌鲁木齐暟囊暠椇椲旑斸∏棿棿椵棳栙泥泞椇村子上

又莫铺柏油路棳就是土路棳一下雨就暙底走不成

咧暎栚窝囊椈怯懦椈无能椇你这个人也太暙咧棳别
人都打到门上来咧棳你也不吭气暎暟囊暠字组词

的主要有暟囊包暠棳等同于窝囊废暎
棾棶徐州暟囊气暠椇椲旑斸∏椀椀旚∞旇旈椵棳指志气椇你也

得有点儿暙棳好好干棳别让人笑话暎
棿棶丹阳暟囊婆暠椇椲旑斸∏棻棻旔〖棽棿椵棳指无能的女

子暎暟囊屣暠椲旑斸∏棻棻旙】∏棻棻椵棳即无能的人暎
椀棶金华暟囊头暠椇椲旑斸∏棾棾旚旈旛棾棻棾椵椲旚椉斾椵棳物体

上望外凸起的部分棳如身体上的某些关节棳树上

的分杈处椇脚暙椈踝子骨暎
椂棶梅县暟囊蚁儿暠椇椲旑斸∏棻棻旑旈棿棿旈斿椵棳一种益

虫棳学名叫暟蜻蜓暠暎
椃棶黔中汉语方言暟瘦壳囊精暠椇椲旙〖旛棾椀旊旇旓棽棻

旑斸∏椀椀旚∞旈旑椀椀椵棳形容形体消瘦棳状态不佳暎
此外棳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椇暟囊暠读阳平

调时棳还可指瓤暎果实皮与子之间的肉或瓣儿暎
暟瓤暠在暥释文暦中也有记载棳如暟瓤棳女良反暎暣三
仓暤云椇暜瓜中子也暎暞暠棬棾棸棷棿棷棻椆棭见暥尔雅音义暏
释草第十三暦卷八椇暟离南棳活莌暎注椇草生江南棳

高丈许棳大叶棳茎中有瓤棳正白棳零陵人祖日贯之

为树暎暠疏椇暥山海经暦又名冠脱暎生江南棳高丈

许棳大 叶 似 荷 叶 而 肥棳茎 中 有 瓤棳正 白 者 是

也暎暠椲棻棽椵椀椃棻棿 暥广 韵 暦椇暟瓤棳瓜 实 也暎 又 女 良

切暎暠椲椆椵棿椆即是说棳在表示暟瓜果皮与子之间的肉

或瓣儿时暠棳暟囊暠与暟瓤暠同音同义暎见暥西游记暦
第一回椇暟火荔枝棳核小囊红暎暠今在西南官话中棳
还常有暟丝瓜瓤暠暟南瓜瓤暠等说法暎由于二者音

同义同棳在有些方言中暟瓤暠实际上是被暟囊暠的
读音取代暎读椲旑斸∏棾椀椵时棳在河南方言中表示好

之义棳如饭做暟囊暠一点暎这由类同关系引申而

来棳言外之意是说把饭做软一点暎而在吴方言

中棳它用作量词棳如吃了两囊橘子椈把西瓜切成

一囊一囊暎这里的暟囊暠相当于瓣暎椲棻椄椵棿棸椀

暥现代汉语词典暦收录了暟囊暠的阴平调读

法暎如棳暟囊揣暠棳形容词棳表示虚弱椈懦弱棬多见

于早期白话棭暎在现代西南官话中也有类似说

法暎如棳黔中汉语方言老派常说椇椲旡斸∏棽棻椵囊得

很棳实际上本字应是暟瓤暠棳常指人身体虚弱的状

态暎显然棳这都是暟囊暠与暟瓤暠混读的真实反映暎
暥现代汉语词典暦还记载了词条暟囊膪暠棳指猪胸

腹部的肥而松的肉暎椲棻椆椵椆棾棿

四暍结语

综上所述棳暟囊暠字的两读正是音变构词的

反映棳其中棳读作椲旑斸∏棾椀椵的均见各家韵书椈而读

作椲旑斸∏椀椀椵的并没有在古籍文献中见到记载暎
但在考察诸多方言后棳本文认为棳该读音是受到

方言的影响所致暎暥汉语大词典暦仅记录了暟囊
膪暠词条棳暥汉语大字典暦记录了暟囊胆暠词条棳释
义为暟猪狗腹部的肥而松的肉暎暠显然棳二者释义

都较为简略棳未指出其读音的来源暎
此外棳方言中的变调构词亦是相当多暎如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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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荣城奶椲旑斸旈棽棻棿椵棬上声棭棳奶奶孩子椲旑斸旈棿棿椵
棬去声棭椈粉椲旀〖旑棽棻棿椵棬上声棭棳粉粉饲料椲旀〖旑棾椀椵棬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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