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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之!却"字解

黄人二!童!超

摘!要# 杜诗'羌村(#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之#却$字训诂&古注,今注各有解释% 然古注之中&似罕有正确之解者)
而今注的争讼&至于现在&业已超过六十年之久&可谓学界里#斗嘴公案$之一例% 后虽出现#综述$性质文章&将这些是
非曲直&加以归纳叙述&但于此诗#却$字音,义&仍不得正解% 尤其近几年关于杜诗注释的大型著作书籍&纷纷面世&看似
热闹盛大&然于#却!卻"$字之#音读$#训诂$&仍然没有任何研究上的突破% 本文尝试从闽南方言的角度出发&试图解
开这个学界争讼% #却$用其#又$#复$意&音读应类似#搁$&字形的正形要写成#卻$&#却$是俗体%
关键词# 杜诗)!'羌村三首()!复却)!却去)!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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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E言

杜诗名篇%多出唐肃宗至德二载)公元 b`b
年*至至德四载)公元 b`^ 年*间%诗人年纪为 a3
至 a_ 岁& 根据史书记载%至德二载五月%诗人自
长安流归凤翔%拜左拾遗%以疏救房琯触怒肃宗&
八月%墨敕放还鄜州%省视妻子(儿女& +羌村-三
首%即作于此时& 诗中#畏我复却去$一句的争
讼%为大家所熟知%于 #^ 世纪 3% 至 _% 年代最烈%
至今未有一个客观的定论& 本文无意挑起争论
史%只是想解决真切训诂& 萧涤非云.#如果通过
这一小问题的争论%使我们对诗人那种3细论文4
的精神有进一步的认识和发扬%那么对于我们学
习(研究和批判继承文学遗产%也将不是无意义
的&$)萧光乾整理 $$#*其说甚是%此篇论文撰写
目的即此& 除了印证历代对杜诗#无一字无来
历$的高度评价%并揭櫫#方言$的研究外%在解决
古汉语(古诗文的字词训诂上也具有一定启发性
意义&

一$ 诸家说法集评

前修之说%大体可分仇兆鳌(俞平伯(吴小如(
傅庚生等一系%以及金圣叹(张相(蒋礼鸿(萧涤非
等一系%其他人大抵在两边依违(调和& 兹分
述之&

前一系认为#畏我复却去$是娇儿或怕生(或
畏父亲之威严而退开%代表性观点如下.

#�王嗣奭)#`33!#3a_ 年*云.#娇儿却去%
正为少欢趣%不暇拊摩致之&$)王嗣奭 _a*

按%王嗣奭以#却$解#却$%等于没有训诂&
不过%可以推猜其意& 其以老杜归家%数日之后%
娇儿望之而畏%退却离开%因无欢趣之故%以老杜
无暇抚摸娇儿头足(表达关爱所致& 如此一来%
#却去$的主词是娇儿%不是老杜&

$�仇兆鳌)#3"_!#b#b 年*云.#急于回家%
而仍少欢趣者%一为父子久疏%一为生计艰难也&
不离膝%乍见而喜,复却去%久视而畏%此写幼子情
状最肖&$)仇兆鳌注 "^$*

按%仇氏于#复$字标音#扶又切$%但重要的
#却$字反而没有注明反切& 他的说法与王嗣奭
接近& 娇儿#不离膝$%突然见到战乱中许久未见
的父亲之故,#复却去$%久视父亲%见其威严%畏
怕而离开& #却去$的主词仍在娇儿&

"�吴小如于 #^3$ 年 # 月 $3 日+北京晚报-
发文+说杜诗#畏我复却去$-%云.

从全诗看!杜甫回了家!骨肉团聚!
本是高兴的事# 但由于诗人忧国伤时!
以,偷生为耻-!虽与妻儿朝夕相处!也
觉得,少欢趣-!因此总不免带有不悦的
神情# 孩子对父亲原很亲热!自然就慢
慢悄悄地退缩着躲开了# 而孩子的行动
翻转过来又增加了诗人,还家少欢趣-
的心情# )中华书局编辑出版 $a^+

后来%#^_$ 年 " 月%他重申己说%于+吴小如讲杜
诗-中云.

/羌村0第二首,娇儿不离膝!畏我
复却去-!其中,复却去-!一般都讲成娇
儿本围着我转!见我脸色不好!于是躲开
了# 正式提出疑问的是金圣叹!他认为
,畏我复却去-应该是孩子怕我再走#
萧涤非先生也认同!并以陈师道学习
/羌村0的几首古诗!作为证明# 陈诗确
有怕父亲再走之义# 我认为陈是学/羌
村0!但陈写诗的环境与杜甫不同!不能
以陈证杜# 萧先生说服不了别人!俞先
生%傅庚生先生%!我本人都认为是躲开

之义!&''(我认为,却-就是实词!退
却的意思# )吴小如 3b+

按%#畏我复却去$%宋人任渊作#畏我却复
去$%所以%不能说#复却$以#却复$解释%是谓
#改诗句$%或云#没有版本的依据$& #却$是实
词%但这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畏我复却去$句中%
#却$字可以是虚词& 而且%应该要以虚词来解&

a�谢思炜+杜甫集校注-云.#按%张九龄+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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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可汗书-.3其马今并勒令却去%至彼之日%以
理告示也&4/0013却去4%均应释为3退去43回
去4& /001当以仇说为是&$ )杜甫%+杜甫集校
注-第 # 册 $``*

按%金圣叹以 #畏我复去$解释 #畏我复却
去$%是对的& 不过%这样的解释并没有专门讲
#却$的意思& #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意即
#骥子不离我的膝下%怕我又再 /次1 离去$&
#却$)或#卻$*与#复$同义%训#再%又也$& 是
以%#其马今并勒令却去$即 #其马今并勒令复
去$,谢思炜强调并解#却去$为#退去$ #回去$
#便去$%疑误& 其以仇说为是%但仇以#复却去$
解#复却去$%其真解到底为何'

日本吉川幸次郎+杜甫诗注-和下定雅弘(松
原朗编订的+杜甫全诗译注- )吉川幸次郎 "$$,
下定雅弘!松原朗编 `"#*说同于仇兆鳌%前文
论之甚详%便不再评论&

后一系认为#畏我复却去$是娇儿与父亲久
别重逢后依偎在怀%怕父亲再离他而去%代表性观
点如下&

#�金圣叹)#3%_!#33# 年*云.#乃今心短计
促%迫为偷生%窜身还乡%昔图总废%咄咄自诧%又
何惫欤' 娇儿心孔千灵%眼光百利%早见此归不是
本意%于是绕膝慰留%畏爷复去&$)金圣叹 ``b*

按%金圣叹以#畏爷复去$解#畏我复却去$%
虽然也没有解释#却$字%不过%其释#畏我复却
去$为#畏爷复去$%意#怕父亲再次离去$%是清
楚的&

$�萧涤非于 #^3# 年 #$ 月 $_ 日+人民日报-
发表文章%赞成金圣叹说法& 又在 #^3$ 年 3 月
+文史哲-第 " 期刊登一文%重申看法不变& #^_%
年%再发表文章于+中学语文教学-%重申前义不
改)萧光乾整理 $$#*& 按%他的前后文章主要观
点可以归纳为三点. )#* #复却$就是 #却复$&
)$*#却$是虚词& )"* #却$为#即$意& 我们认
为%)#*)$*之说是对的%)"*的说法是错的& 观点
详见萧涤非主编(张忠纲副主编 +杜甫全集校
注-%云.

却!犹即也# ,畏我复却去-!谓畏
我复似去年!再立即离家而去也# ,却-
,即-二字!唐人诗文中多通用# 杜诗
/苏大侍御涣0",余发喜却变#-谓喜即

变也# &''(亦有,看即-连文者!如李
贺/野歌0" ,条条看即烟蒙蒙#-或解
,却 - 为 ,回 - ,返 -! 则 于 义 为 赘#
&''(此二句向有异解# 其一!王嗣奭
曰",娇儿却去!正为少欢趣!不暇拊摩
致之#-&''(其二!金圣叹曰",娇儿心
孔千灵!眼光百利!早见此归不是本意!
于是绕膝慰留!畏爷复去#-徐增曰",娇
儿见父还家!却大欢喜!依依不暂离膝!
人家儿女无不尽然!何知其畏我复出门
去!此是以己之心!推娇儿腹中语# 虽
然!先生有官在身!奉诏以归!家中岂得
久住$ 娇儿知之!故一则以喜!一则以畏
也#-)/而庵说唐诗0卷一+吴见思曰"
,娇儿绕膝!以抛离之久!畏我复去耳#-
按" 以/北征0",问事竞挽须-诸句参
照!较之二说!当以后说为正# )^"3+

按%仔细一读%说法有抵牾之处& 首先%说
#却$犹#即$%疑误& 其引古注%区分为两种说法%
以仇+注-#复却去%久视而畏$为非,吴见思#畏我
复去耳$为是%加上前文肯定训#却$为#即$%是谓
两可%便互抵触& 最后%若肯定#畏我复去$的说
法%则#却$字究竟作何解释' 仍然含糊%没有解
释& 至于任渊引此句诗为#畏我却复去$%#复却$
作#却复$%以版本角度看%或许无关紧要,若以中
古汉语语法而论%则大有深意%且看下文分析&

"�姜可瑜云.

对于,却-的词义!我以为可从两方
面来进行考察# 一方面!由于,却-的虚
词意义是,还也%仍也%在也-!跟,复却
去-的,复-是同义词!因而可以把,复
却-看成是一个双音虚词或虚词复用#
&''(所以!,复却-连用!甚至,却复-
连用!都并不是不可理解的# 至于张相
把,畏我复却去-记为,畏我却复去-!他
可能有版本的根据!但这无关紧要!而重
要的是张相显然是把,却-与,复-当作
同义的,语辞-来理解的!而这种理解无
疑是正确的# )姜可瑜 `b+

按%姜氏此番议论%相当精辟%我们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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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要再补上方言上的语音(相关词例上的训诂
疏通即可& 不过%以上说法是其将#复却$提出来
讲的情况,文章尚且提到#却去$合在一起谈的状
况& 两说并存%确实也使人无所适从%难以判断此
中的是非曲直&

a�信应举云.

,复-%,再-%,更-%,又-%,却-!都
是同义词!两个字结合在一起!成为同义
词的连用!连用的意思与单用一个字相
同# 故,不复再见-等于,不复见-或,不
再见-. ,勿复更来-等于 ,勿复来-或
,勿更来-.,又却如故-等于,又如故-
或,却如故-# 我们再把这些连用的虚
词与,复却-比较一下!以,又却-为例!
除了,又-与,复-在字面上不同以外!不
管在结合形式上或词义上!都是相同的!
所以,畏我复却去-就等于,畏我复去-
或,畏我却去-# 由于这些连用的虚词!
并未凝定为一个词!所以又可以互相颠
倒&''(,复却-!张相引作,却复-!张
或有所本!但,却复-连用的例子!古籍
中是有的# &''(由此可见!,复却-%
,却复-也是可以颠倒的# )信应举 3$+

按%说亦大致可从%但还需要从方言(词汇(虚
词等角度切入%深化研究&

`�郭在贻云.#3却4字既可训为3去4%则3畏
我复却去4中的3却去4便是同义复词%这句诗应
当读为3畏我!!!复!!!却去4%译成现代白话%
即是.3怕我!!!再!!!离开4&$)郭在贻 $^#*

按%翻成现代白话#怕我再离开$%相当正确&
不过%#离开$的人是老杜%而非娇儿%此说与王嗣
奭(仇兆鳌异%是正确的%即#我$指老杜& 又云.
#这个3却4字应训为3离4或3去4%3却去4跟3却
归43却回4 3却返4 3却退4一样%也是同义复词&
3却4字训3离4(训3去4%也是由3退却4这个本义
引申出来的&$)郭在贻 $^%*

又按%其实%将#却$训#离$ #去$%姜可瑜已
说& #却$有#离$ #去$的意思%没有问题& 不过%
杜诗此处#却$字训诂要不要采取#离$ #去$说
法%是可以商量讨论的& 我们不采取这样说法%其
说#畏我!!!复!!!却去$%我们改作#畏我!!!

复却!!!去$%因为%#却去$就是#返回$ #回去$
的意思%回去哪里呢' 杜甫才刚回家& 如果是
#复却$%只是#又$ #再$义%#复却去$就是#又离
去$%意思就对了& 这样%#畏我!!!复却 �去$可
以和#娇儿!!!不离!!!膝$之句式相对& 虽然
所对文字词性不同%但是以其非五言格律诗故%不
需要那么工整& 像老杜+春望- #国破―山河―
在$对#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对
#恨别―鸟惊―心$%于各方面%对得极匀整%盖以
其为五言律诗缘故)杜甫%+杜诗镜铨- #a`*& 况
且%#却$字读音要不要读如#雀$音' 也是有问
题的&

3�蒋绍愚认为%#却去$是#回去$之意& 唐
代语言%#却$字放在表示趋向或带趋向的动词前
面%通常是#回$的意思%而不作#即$或#离$义&
#畏$句的#却去$应是#回去$%即从鄜州回到凤
翔的朝廷去)蒋绍愚 #%#*&

按%说颇拘泥& 而且%暂且不论#却去$一词
解释得对或不对%释#去$为#前往$ )#即从鄜州
回到凤翔的朝廷去$*%实已错误& #却去$的
#却$%在#畏我复却去$中%不能解释为#回$&

b�胡小石云.#娇儿指骥子%杜所最爱&"
前年

陷贼时犹作+遣兴-诗以忆之& +北征-云3见耶
)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4%与此同意%皆写天真
小儿久别怕生之态&$)胡小石 #"$*

按%+羌村-写至德二载九月中%初抵家之情
景& 其时骥子久未见父亲%确实是有#久别怕生
之态$& 不过%战乱之故%少见父亲%久别重逢%畏
其再度离去%是以黏昵不离其膝& 九月末写+北
征-%经历大约一两周的相处%骥子熟悉父亲之
后%反倒恶卧踏被(叫怒索饭%非#久别怕生$%反
是#亲昵熟悉$%才有此态& 父亲亦觉对孩子亏
欠%虽孩子动作粗鄙%亦觉可喜& 这里没有解释
#却去$%不过%指出#娇儿$乃#骥子$%说法甚佳&
#骥子$乃#宗武$小名%王秉钧加以考证%一并可
参)王秉钧 ##^*&

_�郭在贻于后又云.

,却-字在六朝以至唐宋时期!是一
个涵义相当复杂的多义词!它的本义是
,退却-!)/广雅˙释言0",却!退也#-+
引申之而有回%返%还%复%再%后等等意
思!它还可以跟这些词素组成同义并列

"#__"



#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之#却$字解

复合词# &''(然则,畏我复却去-这
句诗的意思!照我们的看法!即是",畏
我***复***却去-# ,却去-是同义复
词!犹之乎唐宋诗文小说中经常出现的
,却返- ,却回- ,却归-一样!有人认为
这些,却-字是虚词!实误# ,畏-的主语
是,娇儿-!,却去-的主语是,我-!从语
法上说!这是一个兼语式# 全句的意思
是" 娇儿不离膝!怕我再离开# )郭在贻
_$+

按%#畏$的主语是#娇儿$%#却去$的主语是
#我$%这样说法%是不对的&

^�蒋礼鸿+怀任斋文集-之+杜诗释词-%有
#复却$一条%其云.#自来有二说聚讼& 一曰. 畏
之而又离膝而去,一曰. 畏己复去家也& 愚谓却
有复义%张相氏已有定说& 复却连文%即是共为复
义%非谓又退去也&$)蒋礼鸿 _b*

按%张相 #^`" 年出版+诗词曲语辞汇释-%列
举#却$的八种训诂%其六云.#却%犹还也%仍也&
/0013晚岁复偷生%还家少欢趣& 娇儿不离膝%
畏我复却去&4言娇儿防我之还家而仍复去家
也&$)张相 3_*以#仍$训#却$%其说甚是& 其
实%#仍$就是#又$#再$#重$之意&

二$ 此处用语+保留闽南方言之特性

大家知道%#礼失求诸野$%古书字词语汇有
时也是如此& 典雅的书面语必须由方言才可找到
证明其来历(演变的痕迹%此亦显例之一& 翻阅闽
南语相关的韵书(字书(辞书%我们发现闽南语有
#再$#又$#重$#还$ #仍$等相同或相类之意思%
发音为 # W+$$ )或者标记为 # W+*$*的用字%有
#复$#更$#佫$#各$#却)卻*$#搁$等几种写法&
以下结合唐代文献%再取敦煌变文%综合作一全面
说明.

#�复& 谢秀岚+汇集雅俗通十五音-(杜嘉
德(巴克礼+厦英大辞典-(甘为霖+厦门音新字
典-(沈富进+汇音宝鉴-(王壬辰+台语字汇-等对
于闽南语发音标为#W+$$ )#W+*$*者%皆有#复$
字)刘建仁*& 我们认为%这样标记恐怕不太可
信& 以王壬辰拟#复$音#W+*$为例%拟#4*'(* W+*
I('$的音%记录为#则复来$%意思是#请再来$ )王

壬辰编 $#^*& 按%疑说有误& 以声音而论%#则
复$二字无法以#4*'(* W+*$的音来表示%应该正
写为#再却$& 但是%常见俗写的却是#再搁$&

#复$有#再$#又$的意思在古书里面比比皆
是& 如+史记"项羽本纪-.#壮士%能复饮乎'$
)司马迁 #a_*诗歌之中%如+木兰诗-.#唧唧复唧
唧%木兰当户织&$ #复$都是#再$ #又$ #重$的
意思&

#复$有 #再$ #又$ #重$的意义%和闽南语
#W+$$)#W+*$*的词义相同%主要还是要看#复$
字在闽南语中有没有#W+$$ )#W+*$*的音& 我们
认为没有& #复$%+广韵-有#扶富切$ #房六切$
二音)陈彭年等重修 a"3(a`"*%前者闽南语读作
#*'E$%后者读作#*+W$& 因此%#复$只是闽南语
#W+$$)#W+*$*的同义字%不是#W+$$ )#W+*$*的
本字&

$�更(■& 对于闽南语有#再$ #又$ #重$义
而发#W+$$ )# W+*$*的音%小川尚义+台日大辞
典-(吴守礼+综合闽南台湾语基本字典初编-(陈
修+台湾话大词典-(张清波+台语正字-等采取使
用的字是#更$)刘建仁*&

#更$%+广韵-有#古衡切$ #古孟切$二音&
)陈彭年等重修 a$^(#_a*前者可拟音为#W9,-$%
后者为#W�,-$& 另外%#三更半夜$的#更$%有人
读为破音的#W9($$%类似#茎$的音&

#更$)#W9,-$*的本义是#改变$& +说文-.
#更%改也&$)许慎 #$a*后来引申有#更替$意义%
+史记"孝武本纪-云.#天子从封禅还%坐明堂%
群臣更上寿&$)司马迁 $$%*因#更替$有接续进
行意思%故虚化之而有#再$#又$ #重$意义%便读
为#W�,-$& 杜甫诗中例子颇多%举+新安吏- #借
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即知)杜甫%+杜诗镜铨-
$%a*&

吴守礼认为闽南语 #再$ #又$ #重$ 义的
#W+$$ )# W+*$*%可能是 #更$ 的音转 )吴守礼
3#`*%并认为俗用#各$字都说得通& 但因#各$字
的本义为 #异$%是以新造 #■$字作为闽南语
#再$#又$#重$义(而音发为#W+$$)#W+*$*的字&
其云.

从,更-的 ,梗-字有 ,枝茎-的意
思!菜茎台语叫,菜 W+�)稿+- )作者按"
原文作%&ˋ!当是台南音!为比较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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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见!引用时改作 W+�!下同#+因推从
,更-的字!有转,W+-的可能性# 但俗用
,各样 W+$ �'E�'-的 ,各-!作 ,各再
W+$i8D('- )更复也+解!也讲得通# 因
,各-字本义表,异-辞!造,■-字#-)吴
守礼 3#`+

按%以闽南语论%比方#更加$的#更$%不会发
#W+$$)#W+*$*的音& 因此不必另造新字#■$&

"�各& 吴守礼说#各$字有#异$义%王禹偁
+酬种放征君-. #男儿既束发%出处岐 )歧*路
各&$)王禹偁 #%_3*知#各$有#异$义%可证& 但
这是一个相当罕见的例子% #异$与 #再$ #又$
#重$义还是有别的& 也就是说%根据古代汉语或
现代汉语%#各$字并没有#再$#又$#重$的意思&
因此%#W+$$ )#W+*$*应该是无法标记#各$字音
读的&

#各$%训 #异也$%王壬辰拟音为 # W+*$,有
#各自$义%则拟为#W+W$)王壬辰编 _"*&

按%#各$字疑无#再$#又$#重$义%是以不考
虑此字&

a�佫( ■& 闽南语 #再$ #又$ #重$ 义的
#W+$$%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汉语方言
研究室+普通话闽南语词典-(周长楫+厦门方言
词典-及+闽南方言大词典-使用#佫$字书写%吴
守礼+综合闽南台湾语基本字典初编-及杨矗青
+国台双语辞典-%亦皆沿用)刘建仁*&

+广韵- #佫$为 #下各切$ )陈彭年等重修
`%b*%+集韵-认为#佫$是#■$)卷十(入声下(陌
韵第二十*的或体%音为 #各頟切$%可标音为
#W'9W$& 由此可见%采用#佫$字作为闽南语#再$
#又$#重$意义的#W+$$ )#W+*$*字%只是借用音
而已)刘建仁*&

按%#佫$ #■$主要有#至$ #到$的意思& 其
本字其实是#徦$字& +说文-.#徦%至也&$ )许慎
bb*也是所有+诗- +书- #有格$ #格于$等诸多
#格$字的本字& 因此#佫$ #■$二字%疑无#又$
#再$#重$义& 若有%也只是声音上的通假而已&
王壬辰所拟的#佫$音有#W+*$%例句是#有食佫有
掠$)王壬辰编 $#*%此句意思是#有吃又有拿$%
常用在被招待请客吃饭的场合%表示除了大吃一
顿之外%尚且打包了食物回去& 当然%闽南语#有
食佫有掠$句%有人可能会拟写作#有吃可有拏$%

#拏$即#拿$ #可$代替读为# W+*$(意思为#又$
#再$#重$义的那个字%我们认为%#可$字并无
#又$的意思%而且其可能的几种读音为 # W*�$
#W*�($#8*�$)王壬辰编 _#*%并无#W+*$&

`�却)卻*& +世说新语"规箴-云.#王夷甫
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3钱4字& 妇
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 夷甫晨起%见钱
阂行%呼婢曰. 3举却阿堵物&4$ )刘义庆编撰
``b*按%王衍不喜欢说到#钱$这个字%他老婆想
改变他%叫奴婢把铜钱围绕着床%放满放好%使人
无法在床的四周行动& 王衍起床%看到#钱$碍着
行走%说.#拿走这玩意2$他就是不说#钱$这个字
眼& #阿堵$是#这个$的意思%#举却$是#拿走
开$的意思& 就东西而言%#却$是#移开$,以人而
论%#却$是#退却$&

王壬辰+台语字汇-认为闽南语#再$ #又$义
的#W+$$ )#W+*$*%是#却)卻*$这个字& 白居易
+有感-.#绝弦与断丝%犹有却续时&$ )白居易
$_^*#却续$%即#再续$& 当然%主要是#却$字有
没有#W+$$)#W+*$*的音&

#却)卻*$%+广韵-#居勺切$#去约切$二音%
)陈彭年等重修 `%#*其实%至少有三音.#却)卻*
是$的#却)卻*$拟为#W*'+*$%#退却)卻*$的#却
)卻*$拟为# W*'+W$%有#又$ #再$ #重$义的#却
)卻*$拟为# W+*$ )王壬辰编 b`*& 也就是说%
+广韵-缺载的就是#W+$$ )#W+*$*一音%这也是
这个音较为人所不知的原因& 闽南语#做错却
)卻*敢讲$%即#做错事又敢讲$#做错事还敢讲$
#做错事仍敢讲$的意思&

#却)卻*$字既有#再$ #又$ #重$义%又有
#W+$$)#W+*$*的音%那么%闽南语有#再$ #又$
#重$义(发 # W+$$ )# W+*$*音的本字%就是 #却
)卻*$无疑了& 但是%#却)卻*$字在现代汉语
里%已经没有#再$#又$#重$义%而主要是#后退$
#推辞$义&

下文说明与#却)卻*$字组合的词/比方#某
却)卻*$#却)卻*某$等1%#却$字的意义会有哪
些变化%其训诂又各自为何%借此探知 #复却
)卻*$的#却)卻*$要如何解释较好&

)#* 却& +太平广记-卷 a%"+珊瑚-.#海中
珊瑚%生于水底& /001久而不采%却蠹烂糜
朽&$)李昉等编 "$ab*按%#却$%#即也$&

+水浒传-第 ## 回.#一行人马都打扮好了%

"#^%"



#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之#却$字解

却把林冲杂在里面&$ )施耐庵 ##"*按%#却$%疑
有#又$或#却是$的意思& 敦煌变文+大目乾连冥
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狱主闻语%却入狱
中高楼之上&$ )王重民 b"$* #却$有#又$ #复$
之意&

+西游记-第 a^ 回.#妖邪道.3/001战未三
合%我却败回来也&4$ )吴承恩 a^a*按%#却$%疑
有#退却$之意& 敦煌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
文并图一卷并序-.#惟愿狱主放却娘%我身替娘
长受苦&$)王重民 b"`*#却$亦#退$意&

)$* 却归& 敦煌变文+叶净能诗-.#朕今忍
寒不得%愿且却归%若更须臾%须恐将不可&$ )黄
征!张涌泉 ""^* +太平广记-卷九六#回向寺狂
僧$条.#今限已满%即却归矣&$)李昉等编 3"^*

按%前文提到%萧涤非认为#复却去$的主语
是杜甫%不是娇儿,#却$作#即$讲%也就是#就$
的意思& 则+太平广记- #即却归$者%乃为 #即
归$之意%可谓不通(不词之甚2 这里的#却归$%
大部分都是#返归$的意思& 也就是说%把#却归$
讲成#退归$的意思勉强可通%但不如解释为#又$
#复$&

)"* 却还& 刘长卿+送张栩扶侍之睦州-.
#遥忆新安旧%扁舟复却还&$/清圣祖)康熙*御定
"b`1按%#却$%疑与 #还$同义而平列% #却$即
#返$义%或者%即是#又$#复$之意&

)a* 还却归(归却还& 敦煌变文 +降魔变
文-.#适看布金事已了%是以如今还却归&$)黄征
!张涌泉 ``^* +云谣集杂曲子-有+破阵子-词.
#春去春来庭树老%早晚王师归却还&$)陈人之!
颜廷亮 b*按%这里是将#还$ #却$ #归$三字%视
作同义%然后平列%成为一词& 是故%字的位置可
以互相调换%既云#还却归$%又可说成#归却还$&

)`* 却回& 敦煌变文+难陀出家缘起-.#有
事咨闻)问*娘子%请筹暂起却回&$ )黄征!张涌
泉 `^%*杜甫+舍弟观归蓝田迎新妇送示-二首.
#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却回&$ +喜达行在所-三首
之一.#西忆岐阳信%无人遂却回&$ )杜甫%+杜诗
镜铨- `b$(#`#*

按%前文论及郭在贻认为#却去$的#却$训
#回$之意%则#却回$即为#回回$,又认为%也可
以将#却$训为#去$%则杜诗的#却去$成了#去
去$之意%同样是既不通(亦不词& 因此%他有一
个结论.#3畏我复却去4%也应该读作3畏我!!!

复!!!却去4%而不能读作 3畏我!!!复却!!!
去4&$又按%其实%读为#畏我复却去$或#畏我―
复却去$#畏我!!!复却!!!去$%都还可以%就是
不能读为 #畏我!!!复!!!却去$%因为% #复$
#却$二字训诂与词性的意思接近%而#却$ #去$
在这个词例里面并不接近& 这些#却回$%疑训
#复回$#又回$%#返回$的意思&

)3* 却返& 敦煌变文+目连缘起-.#不经旬
日之间%罗卜经营却返%欲见慈母%先遣使报来&$
)王重民 b%#*按%此处#却$有#复$之意%#却返$
即#复返$&

)b* 却来& +太平广记-卷三三三#武德县田
叟$.#叟男曰.3父往女家%计今适到%而所乘驴乃
却来%何谓也)耶*'4$)李昉等编 $3a3*敦煌变文
+目连缘起-.#目连见母作狗%自知救济无方%火
急却来白仏)佛*&$ )王重民 b#%*按%#却来$疑
#复来$义%#乃却来$即#竟复来$%#却来$即#复
来$%无不文从字顺&

)_* 却到& 敦煌变文+叶净能诗-.#净能再
问)闻*帝说%不觉哂然& 便乃作法%须臾却到长
安&$)黄征!张涌泉 ""^*唐人小说+霍小玉传-.
#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当却到华州%寻使奉迎%
相见非远&$ )王梦欧 #^3*按%#却到$疑#复到$
义%类似今人所说#又到$&

)^* 却至& +酉阳杂俎"玉格- #裴沆$条.
#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可能却)卻*至洛中干葫芦
生乎'$)段成式 $"*按%#却至$疑是#又至$的
意思&

)#%* 却看&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
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 )杜甫%+杜诗镜铨- "a"*按%
#却$有#又$义%或引申为#回头$的意思&

)##* 却据& +世说新语"汰侈-.#/王君夫1
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破的%却)卻*据胡床%叱左
右.3速探牛心来&4须臾%炙至%一脔便去&$)刘义
庆编撰 __#*按%#却)卻*$疑是#又$义&

3�搁& 闽南语 #再$ #又$ #重$义的 # W+$$
)#W+*$*%董忠司+台湾闽南语辞典-采用#搁$
字%报刊(商店(餐馆(闽南语歌曲歌词也大都使用
#搁$字)刘建仁*& 依据曹先擢(苏培成+汉字形
义分析字典-认为#搁$字是近代才产生的字%有
#放$#搁置$ #停顿$义%#搁$是#阁$的分化字%
)曹先擢(苏培成 #3"* #搁$没有#再$ #又$ #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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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但#搁$#阁$音近& 所以%闽南语词义为#再$
#又$#重$等近义副词%可能用#阁$)#W+*$*字记
录)只取音*%而最常见的借音字用#搁$字&

#搁$是俗写%与#又$结合成词%可以说成#又
搁$%闽南语歌曲的歌词中%屡见#又搁想起你$
)意#又再想起你$*(#又搁是黯淡的月$ )意#又
是没有月光的夜$*的说法&

台湾商店(餐馆%则常见以#3搁再4来$取名&
如#搁再来包子$ #搁再莱)来*车轮饼$ #搁再来
海鲜快炒店$#搁再来餐厅$%#

都有#再度光临$
意思& 此乃#搁再$%#却复$为其对比& 亦可倒言
#3再搁4来$%如请他人明日再来光临%会云#明天
再搁来$,亦有商店名为#炸)再*搁来咸酥鸡$
#再搁来炸蚵爹$者& 即此 #再搁$%相当于 #复
却$& 还可以聚#又$ #搁$ #再$三字以连言%#你
3又搁再4来$即#你又再来$义&

b�革& 王力+同源字典-以#改$#更$#革$三
个字是同源& #改$和#更$是上古音#之部$和
#阳部$的#旁对转$%#改$和#革$是上古音#之
部$和#职部$的#对转$)王力 _#*&

刘建仁认为%#革$既然和#更$同源%古义相
同%#革$也可能引申为#再$ #又$的意义%只是文
献上没有留下痕迹%但可能留存于方言& 其云.
#3革4和3更4同源%3更4虚化为3再4 3又4的意
义%3革4也有可能虚化而有3再4 3又4的意义,而
#革$字的音可以音变为3W+$4%3革4很可能是台
语3再43又4义3W+$4的本字&$)刘建仁*

按%#革$有#改$ #更$的意思%古书(古注常
见%便不引出%但并没有#再$#又$的意思& 说#只
是文献上没有留下痕迹%但可能留存于方言$%仅
是一种想当然耳的推测%并无证据& 况且%#革$
的拟音为#W9W$ )#改革$*(#W�W$ )#病革$* )王
壬辰编 _`b*%与#W+$$)W+**的音%相差太远&

三$ !却(卻)"字的训诂意项

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一书%归纳出八条%
他已经说得很好%简略说之如下%然后将#畏我复
却去$的#却$字%做个定位%再提出我们的评论.

#�却%语助词%用于动词之后)张相 3a*& 杜
甫+一百五日夜对月-.#斫却)卻*月中桂%清光应
更多&$)杜甫%+杜诗镜铨- #a3*按%#斫却$即
#斫去$ #斫掉$ #斫除$& #却$%其实就是口语

#去$#掉$#除$的意思&
$�却%犹于也& )张相 3`*杜荀鹤+长安春

感-.#此时晴景愁于雨%是处莺声苦却)卻*蝉&$
/清圣祖)康熙*御定 #^^"1以#于$对#却$%则
#却$亦#于$义&

"�却%犹正也%于语气加紧时用之 )张相
3`*& 杜甫+水宿遣兴奉呈群公-.#归路非关北%
行舟却)卻*向西&$)杜甫%+杜诗镜铨- 33`*#行
舟却)卻*向西$%即#行舟正向西$&

a�却%犹倒也,反也& 此为由正字义加强其
语气者%于语气转折时用之& )张相 33*杜甫+丹
青引赠曹将军霸-.#玉花却)卻*在御榻上%榻上
庭前屹相向&$)杜甫%+杜诗镜铨- a%3*画中的玉
花骢%是假马,以画中逼真%仿佛是庭前之真马%
#却$有#倒$#反$义&

`�却%犹返也,回也& 此由退却之本义%引申
而来)张相 3b*& 李商隐+夜雨寄北-.#何当共剪
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李商隐 `%*言若聚
首时%当回溯今夜巴山夜雨时的相思之情& #却$
有#返$#回$义&

3�却%犹还也,仍也 )张相 3_*& 杜甫 +羌
村-.#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杜甫%+杜诗镜
铨- #3a*张相云.#言娇儿防我之还家而仍复去
家也&$)张相 3^*按%事实上%张相是把#复却$的
#却$解释为#还$#仍$%前引蒋礼鸿的说法%他认
为张相把 #畏我复却去$的 #却$%解释为 #再$
#又$%两者之间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蒋礼鸿估计
是记忆有些微误& 不过%#畏我复还去$ #畏我复
仍去$%较之#畏我复再去$#畏我复又去$%于语气
上更为加重%有#害怕我再一次3竟然4又离去$的
意思& 其实%并不需要#加重语气$%因为杜甫还
没有离去%离去只是假设(猜想%还没有成为事实&

b�却%犹再也%意思有时与作还字解者略近
)张相 b%*& 杜甫+高都护骢马行-.#青丝络头为
君老%何由却)卻*出横门道&$ )杜甫%+杜诗镜
铨- b^*按%#畏我复却去$的 #却$%就是 #再$
#又$的意思&

_�却%犹岂也)张相 b$*& 李商隐+富平少
侯-.#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李商
隐 $""*按%#却惜$就是#岂惜$%或可进一步引申
为#不惜$%描述主人翁豪奢&

按%张相说法%基本把#却$在古诗词的意思
揭櫫无遗& 关于#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训诂

"#^$"



#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之#却$字解

公案的讨论%所以治丝愈棼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把
早于他们的张氏看法加以考虑之缘故& 因此本文
简略和出%目的在此& 他于#畏我复却去$的#却$
字训诂与相关训诂%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地步了%
所缺少的%应该就是方言(语音方面的讨论和考虑
而已&

余E论

+台湾话的语源与整理. 搁) W+$*―再(又-
一文曾得到以下初步结论.

#�#却)卻*$字有#再$ #又$的意义%在台语
又可读 # W+$$% #却 )卻*$是台语 #再$ #又$义
#W+$$的本字& 但是#却)卻*$在台语的一般读音
是# W 3'(W$m# W 3'(W$m# W 3'+$$%如果使用 #却
)卻*$字书写#W+$$%容易混淆&

$�从汉语的阴阳对转来看.
)#* 台语#再$ #又$义的#W+$$可以用#更$

字书写%把#更$读做# W+$$%# W+$$是#更$的训
读音&

)$* 台语#再$ #又$义# W+$$的本字可能是
#革$字)刘建仁*&

按%前文曾加按语说明过%将有 #再$ #又$
#重$义(音为 # W+$$ )# W+*$*的字%排除掉 #却
)卻*$字%而认为是#更$或#革$字%是不妥当的&
刘建仁又说与# W+$$ ) W+**音相关的尚有#固$
#可$#阁$#故$等诸字%$

但是这些字不是语音上

相差悬远%便是在训诂上的意思差别较大%是以我
们都不采取%不再赘述&

至于#复却$可以倒言为#却复$一事%+杜阳
杂编-云.#上令宫人侍茶汤& 有笑集貌古布素
者%而缜发绛唇%年才二八%须臾忽变成老妪%鸡皮
鲐背%发鬓皤然& 宫人悲骇%于上前流涕不已& 上
知宫人之过%促令谢告先生%而容质却复如故&$
)丁如明!李宗为!李学颖等点校 #"^"*即作
#却复$& 按%#容质却复如故$%是说#容质恢复得
和以前一样$%#却$#复$都有#又$ #再$ #重$义&
而#复却$可以作#却复$%张相已说& 况且%杜诗
有一版本%#复却$正作#却复$& 当然%有学者不
承认(不相信这样说法%+杜阳杂编-此例%当可释
疑%#复却$确实可以倒置为#却复$&

+法苑珠林-卷 b.#未及至而府君遣安居还%
云.3若可还去%善成胜业%可寿九十三& 努力勉

之%勿复更来也&4$ )释道世 #^`"*按%此以#复$
#更$连言%#复更$相当于#复却$%但不表示#更$
即是#却$%这是不同的两个字&

+太平广记-卷 ^" +宣律师-.#弟子化为老
人%指■方便%须臾至周%灭法暂隐& 到隋重兴%更
复出之&$)李昉等编 3#3*按%#更复$%正#复更$
之倒言%诚如#复却$可以说为#却复$& 可见%这
些同性质(同意思字词%可以以此原理%组合为二
字或三字连言(倒言的&

单#却$字言%+玄怪录- #柳归顺$条.#后却
至此%泊舟寻访%不复再见也&$)牛僧孺编!李复
言编 "a*按%#后却至此$即#后又至此$%#却$有
#再$#又$#重$义& 而后文云#复再$%#复$#再$
也连言& 两个同义字组合成的词%除了#复却$%
尚有#又却$一词%+玄怪录- #杜子春$条.#/子
春1钱既入手%心又翻然%纵适之情%又却如故&$
)牛僧孺编!李复言编 $*按%同样地%#又$ #却$
连言%#又却$相当于#复却$%相当明白&

总之%发#W+$$)#W+*$*音(意思为#再$#又$
#重$的字%有#搁$ #佫$ #却)卻*$诸字& 不过%
#搁$ )有人俗写作 #阁$*( #佫$ )有人俗写作
#■$*只是借音%仅是俗写%#却)卻*$是本字&
是以知%杜诗#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的#却$
字%其音为#W+$$)#W+*$*(有#再$ #又$ #重$义%
保留在方言的闽南语中& 是以知%闽南语又称为
#河洛话$%乃语言化石%诚不欺耶2

#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意即#骥子宗武
须臾不离开我的膝盖%怕我又再次离去$%朗诵的
节奏应为 #娇儿!!!不离!!!膝% 畏我!!!复
却!!!去$& #复却$%相当于现在操闽南语之人
所说的#又搁$#再搁$%#搁$字可再俗写为#佫$
字& 然后%#复却$可以倒读为#却复$%#又搁$也
可以再加#再$字云为#又搁再$%组成词的每个字
意思%不管是两个字%或是三个字%都是#又$#再$
#重$#复$#还$#仍$等义&

其实%#膝$字应该正写为#厀$%才有#膝盖$
的意思%+说文-.#厀%胫头卪也&$ )许慎 a"#*
#复$字应该正写为#■$%才有#再$#又$的意思%
+说文-.#■%重也&$ )许慎 a""*是以知%#娇儿
不离膝%畏我复却)卻*去$%要正写为#娇儿不离
厀%畏我■却)卻*去$%而#不$ #我$ #却)卻*$等
字%还是找不到本字的通假字& 古汉语(古汉字之
难解有若此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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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却$字& 使用#又$ #复$意思时%
音读读为类似#搁$的音%则文字字形书写为#卻$
更好%#卻$ #却$是正(俗关系& 因为#谷$声比
#去$声更贴近此字音读%如果是#退去$的意思%
则写成#却$%但是%杜诗此处不会是#退却$的意
思%否则如何#不离膝$呢'

总之%#复却$就是闽南语发的#又搁$的对
音%意思是#又再$%则#畏我复却去$就是#害怕我
又再离去$的意思& 否则%小孩要因为久不见父
亲而害怕倒退%又要不离膝%就矛盾了&%

注释%>0#%)&

! #俞$指#俞平伯$& 傅庚生有+杜诗析疑-)西安. 陕西
人民出版社%#^b^ 年 a 月第 # 版*(+杜诗散绎-)西安. 陕
西人民出版社%#^b^ 年 a 月第 # 版*两专著%讨论杜诗&
更早有+探杜诗之琛宝%旷百世而知音- )载+光明日报-
#^3$ 年 a 月 #` 日,又+文学遗产-总第 a#% 期*%看法与吴
小如类似&
" 按%杜甫有六子%三男三女& 长子宗文%小名熊儿& 次
子宗武%小名骥子%+北征-云.#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
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与+羌村-同称#娇儿$%可见
其最为老杜宠爱& 幼子早卒%战乱饿死& 有#两小女$%亦
见+北征-%晚年似又得一女%见+入衡州-%有#乳女$云
云%则盖三女之中%最年幼者&
# 以上店名%皆笔者生活中搜集的材料&
$ 只有#阁$字的语音%可以说得通& 但是%语义没有
#再$#又$#重$的意思&
% 本文往返修订过程比较繁复%迟仁清同学帮忙删订补
正%做了工作%谢谢他的帮忙&

引用作品%80*9):"#%1&

白居易. +白居易集-第 # 册%顾学颉校点& 北京. 中华书
局%#^b^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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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先擢 苏培成. +汉字形义分析字典-& 北京. 北京大学
出版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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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6$)*%'#'0/("8$#'# (")-)52#-'2 S9'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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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彭年等重修. +校正宋本广韵)附索引*-& 台北. 艺文
印书馆%#^^#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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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9 L%$)'2%<O'8* 7,>9&@2G('19'AZ99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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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人之 颜廷亮. +云谣集研究汇录-& 上海. 上海古籍出

版社%#^^_ 年&
e?*9,Qd9,)*'Q(,> Z(, G',-I'(,-2(0**#52#4 ='')%'0$

=+,-D+;?I+E>D2=*(,-*('A=*(,-*('?*',9D9?I(DD'4D
JERI'D*',-U+ED9Q#^^_2f

丁如明 李宗为 李学颖等点校.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下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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