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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大字典(第二版)》疑难字考辨 

孟跃龙，李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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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黄 

shdn((广韵 》失冉切 ，上琰 书。姓。《广韵 

· 琰韵》：“置，蕃姓。亦作 贫”。《集韵 ·琰 

韵》：“黄，狄姓。”(3864B)② 

按：此字是“直”的异写，是少数民族复姓 乡姐 

(乡且)的合文。“乡姐”或作“乡且”，姐 、且古音相 

近。《广韵》《集韵》有“夤”无“直”。台湾《异体字字 

典》③虽已沟通 ，而未做详细说明。 

《汉书 ·冯奉世传》：“永光二年秋，陇西羌乡姐 

旁种反。”[1]{粥粕 ’颜师古注：“今西羌尚有此姓。”《后 

汉书 ·西羌传 》：“元帝 时，乡姐等七 种羌寇 陇 

西。~[2](P2877)《集韵 ·琰韵》：“乡，羌姓。汉有西羌乡 

姐。”《元和姓纂 ·卷七》：“直 ：乡，音陕；且，子且反。 

和二字为直，音陕。”[3](n ∞《通志 ·氏族略五》：“乡 

且氏，乡音陕，且音子且反。今合二字为直 ，音陕。 

唐上元中，有左金吾大将军关西节度使 直复，弟震 

贲。”[ ](P志 七五下 《字汇 ·乡部》：“直，音陕，国朝有 

登进士者，御笔改直为陕。”《正字通 ·乡部》：“直， 

音陕，姓也。明天顺中甲申进士直茂，湖广公安人。 

上不识其姓，问内阁李贤，对曰：‘直音同陕。’御笔 

改为陕。”[5] 。珊 ’《通雅 ·姓名》：“寅即直。汉有 

乡姐羌，见《冯奉世传》。后合乡姐为直，音陕。近 

时有登进士者，御笔改为直音陕云。今《字汇》作 

夤从贝，讹也。”据《通雅》和《字汇》或本“直”作 

“夤”。 

此字古字书已系联，而《汉语大字典》未采。《改 

并五音类 聚 四声 篇海 》(以下 简 称 《四声篇 海 》)： 

“夤、直：二，音闪，同。番姓。”《篇海类编》：“夤、 

直 ：二，音闪。蕃姓。”《精刻海若汤先生校订音释五 

侯鲭字海》(以下简称《五侯鲭字海》)：“直，音闪，番 

姓。夤，同上”。 

二、贫 

同“黄”。《广韵》：“贡 ，蕃姓。亦作贫” 

(3874B) 

按：此字亦同“直”，上“乡”讹为“外”。《佩躺 · 

卷中》：“贫贫：上皮巾翻，乏财。下失冉翻，蕃姓。” 

《五音集韵》：“j鸯【，蕃姓，俗直，亦作贫。” 

草书“分”、“外”与“乡”形体相似。《草字编 ·八 

部》“分”或作 -、丐’，《草字编 ·夕部》“外”或作 、、 

。 盖“直”手写体有从“ ”或“ ”者，刻本往往将 

草书楷化，故“直”字或作“贫”，或作“畲”、“贫”。 

《四声篇海 ·乡部》：“夤，失冉切。番姓。亦作贫。” 

《字汇补 ·目部》：“宙，失冉切，音陕，姓也，见郭忠 

恕《佩崩》。”上“分”为“乡”之讹，与“外”形近；下“目” 

为“且”之讹。据此可知，“乡”一讹为“分”，一讹为 

“外”，均由草书楷化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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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I鼍 

同“成”。十分之一。清 林则徐《黔省矿厂 

开采情形片》：“原产黑铅，旺 ，旺 分较高。”《川 

剧选 集 ·芙 奴 传 》：“你 我 二 八 贝呈分 账。” 

(3883A) 

按 ：此字是“程”的异构字。 

“程”原义为“一寸的十分之一”。《说文系传》： 

“程，程品也。十鬟为程，一程为分，十分为寸。从 

禾，呈声。”“一程为分”，《说文解字注》：“一俗本作 

十，误。大小徐旧本、《汉制考》、《小学绀珠》皆不误。 

百发为分，断无是理。”“程”引申为“十分之一”，《汉 

语方言大词典》：“九程九：<熟>十拿九稳。粤语。” 

又引申为“一 分 (一 份)”，江 日升《台湾 海外 记 》： 

“(郑)芝龙将新旧船只分为三程。第一程芝虎、芝豹 

为先锋。”句中“程”亦应训为“一分”，《汉语大字典》 

“程”下设立义项“相当于‘路”’，有失允当。 

清人亦间有用“程”之本义者，《皇朝经世文编 · 

卷四十 ·户政十五 ·仓储下 ·仓谷平粜疏》：“视米 

之程分高下，每石定以一两二钱，或一两三钱；谷亦 

视其程分高下，每石定以六钱五分，或六钱。其各仓 

之谷，亦有在仓年久，及当日收仓之时程分即低者， 

再随宜酌定。”[6] 册．胁”这段话复见于《世宗宪皇帝 

朱批谕旨 ·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浙闽总督臣高其 

倬谨奏》[ ](史部 册 ，文意可与《黔省矿厂开采情 

形片》参照。 

此外，《汉语大字典》引文亦有可疑，今查《林则 

徐全集 ·黔省矿厂开采情形片》原文作：“黔产银从 

铅出，如威宁之柞子厂，原产黑铅，成分较高，向来每 

铅百斤 ，报煎纹银九 钱”[。]‘第4册 ∞”。因《林则 徐全 

集》是今人整理，印刷时使用简体，用字略失原貌。 

未知《汉语大字典》所引用版本，其误或为衍一“腥” 

字复又点断所致。 

“成”的本义为“就”(《说文解字》：“成 ，就也。”)， 

表示“十分之一”义是假借用法。“成”用作“十分之 

一 ”义的时间晚于“慝”字，最早用例见于清末小说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只得问被告怎样，被告 

加了个八成。官再问他，他道：‘就是加一成也好，我 

也领的；只是领了之后，怨不得我再上控’,,E92；P2o6)。 

四、胎 

同“聆”。《龙龛手鉴 ·贝部》：“胎 ，俗 ，胡 

南反 。《音义》作聆。”(3884A) 

按 ：此字是“晗”的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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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古逸丛书本《龙龛手鉴 ·目部 》；“晗，《江西 

经》音含、视二音，《香严》音呼含反。《新藏》作胎 ， 

《音义》作黔，音含。”“晗”又讹为“胎”。早稻田大学 

藏本《龙龛手鉴》：“晗，《江西经》音含、视二音，《香 

严》音呼含反。《新藏》作晗，音义作吟，音含”。 

又，《龙龛手鉴》各本所谓“含 、视二音”，是误将 

释义作为读音。《四声篇海 ·目部》：“晗，《江西随 

函》音含，视 也。《香严 》呼 含切 ，《新藏 》作胎 ，《音 

义》作胯。”《篇海类编 ·目部》：“晗，音含，视也。出 

《释典》。” 

郑贤章先生《(龙龛手镜>研究》根据玄应《一切 

经音义》卷一及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七两书的《大 

方等大集经》第二十二卷音义指出：“至胯，胡航反， 

经文作晗，非也。”Do2 。’认为“胎”、“晗”、“胎”皆是 

“胗”的俗写。然“胯(胎)”字不仅无“视”音，义亦与 

“视”无涉。《一切经音义》“胯”为“吟”之讹写，《汉 

语大字典》“贻”为“晗”之讹写，“吟 ‘晗”为异构字。 

《龙龛手鉴 ·贝部》“赠”字释文中的“黔”字，乐道斋 

本、早稻田大学藏本《龙龛手鉴 ·目部》均作“吟”， 

当以后两本为是。文渊阁四库本该字从目作“呤”， 

高丽本该字从 日作“吟”，续古逸丛书本《龙龛手鉴》 

该字从贝作“黔”，“目”旁、“日”旁、“贝”旁均为“目” 

之讹，而“令”旁则为“今”之讹。查《大方等大集经》 

原文无“胯 (胎 )”、“胎 ”、“晗”等字 ，但《大方等大集 

经》第二十二卷有“求舍摩他善入于定，亦能观察息 

之粗细，乃至观于内身”[11]一段话，则“晗”当是“观” 

的异文，《四声篇海》和《篇海类编》该字释义与《大方 

等大集经》文意相合，此外再无“至”后可解作“视”义 

之字 。 

“吟(晗)”训“视”虽不见于中土文献，但一定上 

有所承。清华简有“盒”字，义为“视”④。《广雅 ·释 

诂》：“喊，视也。”今声与咸声古音相通，“吟(晗)”字 

训“视”，当与“盒”、“喊”有关。 

五 、魅 

ai《广韵 》乌 懈切 ，去 卦影 。记 人；记 物。 

《广韵》：“_Il；￡，记人物 。”《集韵 ·卦韵 》：“具益，记物 

也 。”(3896B) 

按：“记人物”或“记物”之义费解，且未见用例。 

以同时或后世字书证之，“记”当为“托”字之讹。 

《汉语大字典》引用《广韵》不全，《广韵 ·卦韵》 

各本同作：“ ， 记人物。”高丽本《龙龛手镜》、《五 

音集韵》皆与《广韵》同。后世字书“记”或作“寄”。 

《四声篇海 ·贝部》：“ ，乌懈切。磁寄人物。”《五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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鲭字海 ·贝部》：“ ，音隘，寄人物也。”《谐声品字 

笺 》：“隘 ，以物寄人也 。”《康熙字典 》：“《广韵 》《集韵》 

并乌懈切 ，音隘。 寄人物也 。” 

“记”、“寄”中古读音不同，当非假借，因疑“记” 

为“托”之讹。赵岐《孟子章指》：“王政普大，教其常 

业。各养其老，使不馁之。二老闻之，归身 自记。众 

鸟不罗，翔凤来集。”山井鼎 、物观《七经孟子考 文补 

遗》：“‘自记 ’，足 利 本 作 ‘自托 ’，《疏 》作 ‘自 

己’。”[ ]‘经部 螂 。跎 《管子 ·国蓄》：“谓之托食 之 

君。”戴望注：“宋本‘托’作‘记’，误。”【1 zJ‘ 。̈‘寄”与 

“托”义同。涵芬楼影宋本《方 言 ·卷 二》：“湖、靓 、 

庇、寓、媵，寄也。⋯⋯凡寄为托、寄物为媵。”《扬雄 

方言校释汇证》：“ ：福山王氏天壤阁刊景宋本及诸 

明本作 ‘托’，清人校本俱作 ‘托 ’，本条下文亦作 

‘托’。”则《广韵》《集韵 》“记”字当为“托”之讹 。《说 

文解字 ·言部》：“托 ，寄也 。”又《̂ 部 》：“寄 ，托也。” 

因为“寄”、“托”同义，故《四声篇海》《五侯鲭字海》 

《康熙字典》用“寄”字。 

六、黄 

兽名 。《新唐书 ·西域传下 ·拂棘》：“有兽 

名赘，大如狗，犷恶而力。，，(39o4A) 

按：此字台湾《异体字字典》列为“寅”字异体，根 

据为《字汇补 ·酉集拾遗》：“赞，疑即蜜字。《管窥缉 

要 》拂 棘 国 有 兽 名 赞，大 如 狗，犷 恶 而 

力。”嘲 第船珊 。其说非是，“赞”字当为“赞”字 

之 讹 。 

此字上“宗”字为“虎”字之讹。《汉魏六朝碑刻 

异体字典》所收《北齐：口忝墓志》“虎”字写作韶 ，与 

“宗”字或体栾相近。此外，《新唐书》描述与《尔雅》 

“赞”字下郭璞注描述类似。《尔雅 ·释兽 》：“赞 ，有 

力。”郭璞注：“赞，出西海大秦国，有养者，似狗，多 

力 ，犷恶 。”方 以智《通雅 ·动物 ·兽 》：“黄犬即赞 ，又 

有狡犬，有鼢犬；异兽似犬者，生生、祸斗、两贵。《通 

典》：‘大秦国有簧，出西海，有养者，似狗。’智按：《尔 

雅》‘赞’注：西海大秦犬，有养者。则餐即赞之讹也。 

音铉。”据陈连庆先生《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史上的 

大秦与拂棘》_1 3l_一文的观点，虽然中国史书上一般 

称罗马为大秦 ，称拜 占庭为拂棘 ，但 中间有一段时间 

拂棘是罗马与拜 占庭的通称。按理，则同一域之内 

有两种动物用字相似且描述相近的可能性很低，故 

判断“赞”为“赞”之讹。 

七 、奥 

R∈ng《篇海类编 》如陵切 。又《字汇》皮意 

切。不知 。《字 汇 ·贝部 》：“奥，不 知 也 。” 

(3904A) 

按：此字是“颇”的异写，训释“不知”应是其假 

借义。 

《正字通 ·贝部》：“奥，履、奥二字之讹。旧注 

如陵切，音仍，不知也。又音备，义同。并非。”《康熙 

字典》：“按《集韵》罴从三大三目。或省作奚。奥，通 

作殒，遂讹罴为奥。《篇海》音义俱非。” 

此字《正字通》《康熙字典》虽已系联，然解释欠 

佳。“奥”训“不知也”，当是方言词借字，字或作 

“枇”。《方言 ·卷十》：“枇，不知也。”郭璞注：“今淮、 

楚间语，呼声如非也。”章太炎先生《新方言 ·释词》： 

“今人反遮人言若云不知者则呼 日枇，音如糟。” 

“奥”、“枇”音近 ，记 录的又是方言词 ，故可通用 ，字 

书“备”音非虚。《四声篇海 ·贝部》：“奥，音备，不 

知也。”《新校经史海篇直音》注文全同 册 。 

另，“仍”音疑为误收。《四声篇海 ·贝部》：“．) 

赡，力用切。贫也。奥，音备，不知也。”其中。是表 

示引自《川I篇》的符号。疑《篇海类编》《重刊详校篇 

海》误将“雕”反切“力用切”作为“奥”字读音，来母、 

目母相近，日母后鼻音韵合 口又无去声，故云“如陵 

切，音仍”。查《篇海类编》原文作：“奥，如陵切，音 

仍，不知也。旧本音备，注同。”《重刊详校篇海》、《字 

汇》注文全同，可知“仍”音是后人所增 。 

八、兢 

xi《集韵》乞逆切，入陌溪。铎部。[舰觑] 

惊惧的样子 。《集韵 ·陌韵 》：“觑 ，觑舰 ，惊惧 

貌。”《庄子 ·天地》：“蒋闾魑觑觑然惊曰：‘葱也 

茫若于夫子之所言矣。’’’陆德明释文：“觑觑 ，或 

云惊惧之貌。”成玄英疏 ：“觑觑 ，惊貌也。”⋯⋯ 

(3912B) 

按：此字当是“虢”的异写。 

此字《集韵》已列为“就”字重文，《集韵 ·麦韵》： 

“恕、虢、觑 ，惊惧谓之想，或作虢、觑”，《汉语大字典》 

未采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虢，绳虎也。从 

虎，京声。⋯⋯字亦误作觑。《庄子 ·天地》：‘觑觑 

然’释文：惊惧之 完。”其说有理。但“觑”何以从 

“见”，朱氏未予说明，今疑为“京”为“见”之讹。《郭 

店楚墓竹简 ·五行》25号简[】4_J(阳 ：“明明，智也。就 



虢，圣也。明明才上，璇虢才下。 ‘虢”字作赛，上从 

虐，下从“京”。《郭店楚墓竹简 ·缁衣》[̈](P 16号 
‘ ‘ 

简：“《寺》员：‘虢虢币尹。’’“‘虢”字作“第”。“第”字上 

从虎，下“京”省作“帝”，与“见(号)，，字形似。 
“舰”字所从之“见”也有可能为“索”字直接变 

来。《古文四声韵》“见”字作“遣”(《古老子》)，“见” 

字作“曼”(《汗简》)，与“京”字小篆“求”字形相近，容 

或致讹㈣ ‘卷七 ∞。 

九、凳 

《说文》：“览，注 目视也。从见，归声。”(一) 

kui((广韵》丘韦切 ，平溪微。微部。 目不转睛地 

看。《说文》：“笼，注 目视也。”系传 ：“然视 不移 

也。”段玉裁注：“专注之视 也。”(二)kui((广韵》 

渠追切，平脂群。淫视。《广韵 ·脂韵》：“觉，淫 

视。”(三)gui((集韵 ·至韵》基位切 ，去至见。视 

貌。《集韵 ·至韵》：“冕，视貌。”(3922A) 

按：此字前两个义项应予合并。《广韵》“淫”字 

当是“注”字之讹 。 

该字最早见于《说文 ·见部》：“览，注目视也。 

从见 ，归声 。”其后“注”或讹 为“淫 (潘)”字。《集韵》 

此字头凡六见，《集韵 ·脂韵》“馗”小韵：“觉，《说 

文》注目视也。”又“岿”小韵：“蹙，注目视。”《集韵 · 

微韵》：“霓，注 目视。”《集韵 ·旨韵》：“蹙，视完。” 

《集韵 ·至韵》：“魄、蹙，视完，或作赞。”《集韵 ·未 

韵》：“蹙，淫视。”潭州宋刻本《集韵 ·未韵》：“篼，潘 

视。”《五音集韵》或本讹“注”为“潘”，与潭州宋刻本 

《集韵》同。明万历己丑本《五音集韵 ·脂韵》：“甓， 

潘目视。”《五音集韵 ·微韵》：“霓，注视也。”东京大 

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 明成化庚寅本《重 刊改饼五音 

集韵 ·脂韵》：“览，潘目视。”《校订五音集韵 ·脂 

韵》：“冕，潘视。又丘韦切。”据此可知“淫”、“潘”均 

为“注”之讹 。“潘”又为“淫”之讹字。《汉语大字典 

· 水部》“潘”字下引《五经文字 ·水部》：“淫 ，久雨 日 

淫。作潘，讹。”另外，敦煌本《王仁晌刊谬补缺切韵 

· 至韵》：“觉，淫视。又渠追反。”原本《广韵 ·脂 

韵》：“蹙，潘视。又丘韦切。”亦应为讹误。 

“觉”字罕用，后世字 书不明其本意，因“淫 

(潘)”与“淫(嫱)”字形相近，且可通用，遂复以“娼”、 

“淫”字为训 。早稻田大学藏本《龙龛手鉴 ·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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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或作。蹴，正。渠追、居位二反。摇视鬼。”文渊 

阁四库本《龙龛手镜 ·见部》：“豌，或作。甓，正。渠 

追、居位、居退三反。淫视貌。二。”《广雅疏证 ·释 

诂 》：“摇、窕者 ，《方言 》：‘遥 、窕 ，淫也 ；九 疑荆郊之 

鄙 ，谓淫日遥，沅湘之 闲，谓之窕。’郭璞注云 ：‘遥 ，言 

心摇荡也。’遥与嫱通 。《方言》又云：‘江、沅之闲，谓 

戏日孀。’戏与淫，亦同义。孀，各本讹作淫，今订 

正 ”。 

“注”、“淫”又或因形近讹为“经”字。《集韵 ·未 

韵》：“蹙，淫视。”明正德乙亥本《五音集韵 ·未韵》： 

“觉，经(缝)视。”文渊阁四库本《五音集韵 ·未韵》： 

“龋蹙 ，经(缌 )视。”《重刊详校篇海 ·见部》与《篇海 

类编 ·见部》同作：“蹴凳，二，群浊渠追切，音葵。淫 

视。又丘韦切 ，音窥。视也 。又云丘畏切 ，音喟。经 

视。”汉代有西河郡属县“徒泾”(《后汉书 ·西羌传》： 

“秦伐义渠，取徒泾二十五城 2J 卵 ’)，《张家山汉 

墓竹简 ·二年律令 ·秩律》452号简中写作“徒 

淫”Ⅲ1。]( ，可相参证。《郭店楚墓竹简 ·唐虞之道》 

12号简：“咎(皋)采(陶)内用五型(刑)，出弋(式)兵 

革，阜(罪)泾(淫)橐(皋)口口口。”[1 ]( ”《郭店楚墓 

竹简 ·缁衣》6号简 ：“懂 (谨 )亚 (恶)目(以)滦 (御) 

民泾(淫)，则民不贼(惑)。”[】 j(n ̈‘泾”字上博简《缁 

衣》、今本《缁衣》俱作“淫”。 

“注”字亦或讹为“驻”字 ，进而讹为“驰”字 。早 

稻田大学藏和刻本《大广益会玉篇 ·见部》：“霓，丘 

韦、渠 追二切。 目驻视 也。”四部丛 刊本《玉篇 ·见 

部》：“霓，丘韦、渠追二切。驻视。”《草字编 ·马部》 

引《字汇》“驻”写作“ii”，“马”旁形似“ ”。又《四 

声篇海 ·见部》：“览，丘韦、渠追二切，目驰视也。” 

《五侯鲭字海 ·见部》：“鼠，音逵，人之淫视也。”复有 

“蹙，亏、逵二音，目驰视也。蹴，音逵，义同上。” 

“凳”字亦写作“觏”。“觏”与“矍”字关系张涌 

泉先生《汉语俗字丛考》已系联，而《汉语大字典》未 

采用。《四声篇海 ·见部》引《龙龛手鉴》：“觏 ，渠追、 

居位二切 ，人之淫视也。”《五侯鲭字海 ·见部 》：“觏 ， 

音逵 ，人之淫视也。”《篇海类编 ·见部》：“觏 ，群浊渠 

追切 ，音逵 ，人淫视 。”“淫”或本作“娼”。《新校经史 

海篇直音 ·见部》：“觏，音逵，人之娼视也。”《重刊详 

校篇海 ·见部》：“飘，荤浊渠追切，音逵，人娼(担) 

视。”“淫”、“摇”等字亦是“注”字讹误。 

作者参加了“中华字库”工程第 11包“版刻楷体字书文字整理”(项目批号：0610—1041BJNF2328／11)项 

1／I，文章部分内容参考了该项I／1的内部数据，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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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 

① 《汉语大字典》编纂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第二版)》．成都：四川 

辞书出版社 ；武汉 ：崇文书局 ，2010。 

② 括号内数字表示《汉语大字典》页码，A表示字头位置在该页左 

栏，B表示字头位置在该页右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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