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文学家

潮州歌册俗字释例
汤伟河北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河北保定071000

摘 要：潮州歌册是以潮汕方音写威的，湖州歌的说唱底

本。因其皆为民问坊问刻本，所以俗字比比皆是．本文即从其

中选取三，试做考释，以求管窥湖州歌册俗字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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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歌册是潮州歌的说唱底本，由潮汕方音写成。潮州歌

册作为一种典型的民问坊间刻本，使用了大量俗字．因此，潮

州歌册对于明清刻本用字的研究也极有价值。本文从《稀见旧

本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二十九》[11之<白扇记全歌》中选

取三例略抒愚见，以期有助于明清刻本用字的整理。例句后标

出页码，除所释俗字外，例旬中其他字均改为现行规范字。

蔺

根据此字的用法，并参考字形，我们认为此字当为“兰(荫)”

字俗书。此字“从草，从门，从东”，《汉语大字典》和<中华

字海》均不载，是两书漏收的一个俗字．此字在《白扇记全歌》

中出现时均用作人名“玉前”，如：长女玉蔺已成亲3，回文再

唱王玉1祷8，玉蔺叫妹称贺喜g，玉蔺被挨跋在地9，莫唱玉蔺

起毒心9，玉蔺见夫假意啼lo，玉前假泪说情由10，玉蔺见说

心欢喜22，不斩玉茼誓不(休)29，长女玉茼已嫁出43，玉菌

蔗内看得真48，玉茼听见请上厅49，打得玉茼喊救声49，等。
此外，第九页还有一处异文，“玉”后之字从“束”不从“东”，

作“茼”。我们知道“柬”“东”为繁简体关系，因此“蔺”字

当为“蔺”简体，而“茼”又当为“髑”(参‘隶辨》)字简体，
“期”RP为“鼯”字俗体。汉代隶变之后，“柬”和“柬”相讹混，
从“柬”之字多变从“柬”，如“谏”作“暑隶”，“缘”作“糸蓑

”等(并参《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汉语大字典字形组，四川

辞书出版社1985版)．“蔺”字所从之“东”亦是通过“柬一柬一

东”的演变途径变来的。而且“玉兰(两)”作为一种名贵观赏

树木的名字，也常常被用为女性人名，引文中即此用法。

捅

歌册中第二页“待子扶揉母亲行”，三十七页“个个捕攘手

鲴缚”。六十三页“了头扶捅在二边”，同页下文“八人扶捅八

人扛”。其中，“捅”“捅”两字均未见字书载录，显为同字所变。

然《汉语大字典》收有“摔”字，日；“同‘插’．《字汇·手部》：

‘择’，俗插字。”那么，“揉”“捶”两字与“捧”字有何关系昵?

我们认为“揉“搀”两字即为“插”之俗字。“插”字俗书作“摔

”，而“揉”“捅”两字又为“挣”字之再变者。因为俗书竖笔

右旁有缀加一点的习惯【l】，所以“挥”形一变作“揉”形，俗

书右点、捺常常互变，“捕”形遂又再变作“搀”形。再揆之文意，

三十七页“个个捅操手绷缚”中“捅搡”为一词，但‘汉语大词典》

没有这一词条。然则我们可以推断由于俗书有手旁、木旁相讹

混的通例，词中“捺”字当为“标(榇)”字俗讹。“揉揉”即“插
标(檩)”。‘汉语大词典》“插标”条共有三个义项：1，竖立起

军旗。2，旧时子物品上或人身上插草以为出卖的标志。3。插

上标签．歌册中说：“且说大巡到法场，贼犯吊示摆刀枪，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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揉擦手细缚，魂魄先飞在阴乡。大巡吩咐杀手知，午时三刻落

刀抬⋯⋯”指明是在法场对犯人执行砍头之刑。古代要执行砍

头之刑的犯人，背项上要插一个标志牌，这就叫插标，“插”即“插

入”之义。吁《撩”之“揉”为“插”字无疑，然其他三例中“扶

揉⋯扶搀”之“揉⋯搀”若训为“插入”，则文意不安．实际上，“捅
”“捕”为“插”字无疑，但这里却是用为假借字，本字当为“搀”．

潮州方言中“插“搀”口语音极近，因而可以假借．“扶插”Bp“挟

搀”，也就是“搀扶”之义．将此义代入文中，则文意顺适。

，皿

歌册中这个与俗书“莒”[27字上部颇为类似的字，是“骨”
字之残吗7非也．歌册三十五页“为子不能尽孝道，有子犹如

无子儿。行亦想来坐亦思，想着父母心头茹。四窗遥想家中事，
暂把离情写恨书．”字又作“画”形，如“吩咐持笔伊画供，
若不供招再重刑。赵爷亦知命难活，持笔画招供实情．”根据
文意，并参考字形，我们认为此字就是“画”的俗字．那么“画”

的这种写法是如何变来的?这着实令人费解。然而，如果参考

“画’，字的各种异体写法，或许对我们理清这个问题有所启悟。“画

(壹)”字在明清刻本小说中，与上述形体相关的有勺【”“蠢帅I

两种写法．旱在唐代的敦煌写卷中“画(量)”就有了“耋”的
写法【41．而“鑫”则是草书楷化字。“童(画)”与“盎(尽)”

上部极为形近，比照“尽”字，“点”亦草书楷化为“蕊。”形。“置
”“鲞”两形下部相同，已经与“田”“画”两形很相似。因
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田”“画”是由“主”“a‘”进一步简
省而来。或作“画”，或作“田”，则不定于一．歌册中“田窗”
即“画窗”，《汉语大词典》不收，但收有“画船”一词，义为“装

饰华美的游船”，以此例之，“画窗”亦当释为“装饰精美的窗户”。

“、四’供”即“面供”，“画招”即“画招”，皆指“画押招供”．
以此代入文中，无不怡然理顺．

地方戏曲资料丰富，无疑是明清刻本图书中的一个极为重

要的方面。在俗字研究上，这些地方戏曲的文学底本与刻本小

说一样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应该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有人

将潮州歌册的刻版俗字与敦煌手写卷的俗字两相比较，说潮州

歌册俗字特点是“纯净性”[21．我们认为这种比较不伦不类，意

义不大。潮州歌册属地方戏曲文献，其俗字具有一定的地域性

特点，这应该没有什么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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