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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杷推”一词的连用始见于唐诗，作为元代 “熟语”多用于元曲中，存在误字及混用，其词应释

为：泪水之多。“摇桩”见于明清叙事文学中，“摇桩厮挺”一词连用则多见于元曲中，应释为：前后来

回往返晃动，不断加深顶撞或反抗。两则俗语意义的演进，反映出元曲通俗直白的曲辞艺术特点。对传

世杂剧中的俗语进行全面考证与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元杂剧的曲辞与艺术特点，对于元代文学与

文化的整体认知，亦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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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人臧懋循编纂的 《元曲选》是研究元杂剧

的基本文献。今人王学奇先生及其团队经过十多年

的努力，完成 《元曲选校注》，是迄今最权威的

《元曲选》全注本，为学界所推崇。然而此皇皇巨

著难免挂一漏万，对部分语词未加以注释或语焉不

详。本文对该著中未能注出的二则语词加以考释补

注，以就正于方家。

一

《元曲选校注》第三册上卷 《江州司马青衫

泪》第三折：

［鸳鸯煞］若不是浮梁茶客十分醉，怎奈

何江州司马千行泪？早则你低首无言，仰面悲

啼。畅道情血痕多，青衫湿。不因这一曲琵琶

成佳配，泪似杷推，
!

添满浔阳半江水。［１］２２９１

王注 “杷推”谓：“不详，待考。”

按：“杷”字，《说文·木部》：“收麦器，从

木巴声，蒲巴切。”［２］徐锴 《说文系传》：“杷者所

以聚也。”［３］扬雄 《方言》卷五： “杷，宋魏之间

谓之渠?，或谓之渠疏。”［４］均解释为农具。

梁家勉先生在 《中国农业技术史稿》中指出：

“汉代的杷有两类，一类是竹木制的杷，这就是王

褒 《僮约》中所说的 “屈竹作杷”。这种杷主要用

于场院。……另一类是铁齿耙。这种铁齿耙战国已

经出现，在河北、山东、江苏等地也出土了汉代的



铁齿耙或耙范，耙齿三至八个不等。这种耙是用在

更翻过的土地上用来碎土的，仍为手工操作使

用。”［５］从汉代以后，文献中出现的 “杷”与

“耙”似乎没有了明显的界限。如 《齐民要术》所

载：“冻解，以铁杷耧起，下水加熟粪，韭高三寸

便剪之。”［６］在有些情况下， “杷”这一名词会根

据语境用如动词，释为 “用杷聚拢”。如王充 《论

衡·顺鼓篇》所述：“吏卒部民，堑道作坎，榜驱

内于堑坎，杷蝗积聚以千斛数。”［７］

上引杂剧中 “杷推”一词的连用，据现有资

料，最早或出自于唐代张? 《朝野佥载》所载

《武后长寿元年民间谣》诗中：

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

鰕脱校书郎。［８］

唐宋时期文献对此多有记载。如 《唐会要》卷

六七 《试及斜滥官》： “故当时谚曰：补阙连车载，

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鰕脱校书郎。试官自此

始也。”［９］《新唐书·刘子玄传》亦有： “今群臣无

功，遭遇辄迁，至都下有 ‘车载斗粮，杷推鰕脱’

之谚。”［１０］此诗乃讥讽武则天时期滥授人官的状况，

“杷推”意为用杷子推聚，形容数量极多。

实际上，作为一个元代的 “熟语”， “杷推”

一词在 《江州司马青衫湿》中的使用并非个案，

高文秀杂剧 《好酒赵元遇上皇》第三折中亦出现

过 “杷推”一词：

［迎仙客］排着从人，排着公吏。这无常

暗来人不知。又不会，插翅飞，止不住泪若杷

推。嗨！这的是自寻的没头罪。［１１］

有时候，杂剧中 “杷推”一词会出现误字及混

用，如蒋礼鸿 《〈梨园按试乐府新声〉校记》一文

中对所引例证 “［沾美酒过太平令］休休休说甚的，

罢罢罢再休题。心坎上如同刀刃刺。寻思起来就里，

泪珠儿似爬推。”的校对正，蒋文谓：“爬字误。张

? 《朝野佥载》卷四，记武后时滥官谣： ‘补阙连

车载，拾遗平斗量。把推侍御史，腕 （碗）脱校书

郎。’《隋书·五行志》：‘邺中又有童谣曰：金作扫

帚玉作把，净扫殿屋迎西家。把就是杷，杷推，言

其多。此曲的爬推也应该是把推或杷推。”［１２］

在散曲 《北中吕·粉蝶儿 除夜悼亡》亦出现

过此词：

［满庭芳］闹攒攒排门间壁，筛锣击鼓，

火爆如雷。抵多少夫妻携手添春意，越教咱痛

苦悲伤。灯不定风如箭急，枕常闲泪似杷推。

愁滋味教咱告谁，不提防楼外又吹笛子。

谢伯阳曲下释 “杷推”之意： “杷，即犁耙。

耙推过的地方，纷纷淌水。”借以形容泪水之多。［１３］

《近代汉语大辞典》解释 “扒推”一词，认为

“扒推”应由 “杷推”代替：“（扒推）形容泪似

泉涌。元曲中扒推、扒堆混用，也用别的字代替，

如 ‘杷推’等。”［１４］

据此，上引诸杂剧中 “杷推”的含义，均可

解释为泪水之多。且相比与于前代诗歌、文献中出

的 “杷推”之意， 《江州司马青衫泪》杂剧中的

“杷推”与曲文内容相联系，也可以得到更加准确

与合理的注释： “杷”在曲中应为名词作状语使

用，意为 “用杷”，用杷推聚集，推过的地方，纷

纷淌水，聚集起来，形容泪水似泉涌，连续不断。

故云：“泪似杷推。”

二

《元曲选校注》第三册上卷 《玉箫女两世姻

缘》第四折：

［沾美酒］你麟阁上论战策，凤池里试文

才。（带云）元帅，你烦恼怎么？（唱）摇桩

厮挺春风门下客，更怕甚宋弘事不谐？放心波

今上自裁划。［１］２５０９

王注 “摇桩厮挺”：“不详，待考。”

按：马致远 《汉宫秋》第三折有 “摇装”：

“早是俺夫妻悒怏，小家儿出外也摇装。”周方黎

先生考证，“摇装”实为 “摇桩”的异写，河南南

阳地区的 “摇桩驴”为 “摇桩”一词之源，解释

为：驴的一种毛病，站着时身体来回晃动，牵动绳

索使栓桩摇动，引申为往返，来回之意。［１５］

“摇桩”一词，除在元曲中出现以外，明清叙

事文学也常使用。如 《西游记》第二十五回 “镇

元仙赶捉取经僧，孙行者大闹五庄观”中所用。

只走到天明，那长老在马上摇桩打盹，行

者见了，叫道：“师傅不济！出家人怎的这般

辛苦？我老孙千夜不眠，也不晓得困倦。且下

马来，莫教走路的人，看见笑你。权在山坡下

藏风拒气处，歇歇再走。［１６］

周慎钦、力量的 《〈西游记〉注释订补》一文

注 “摇桩”为：“江淮方言词。把人站着不动比做

‘立桩’‘定桩’。左右前后幌动比做 ‘摇桩’。摇

桩打盹，是说唐僧在马上打盹，前后左右幌动，象

摇桩一样。”［１７］

顾起元 《客坐赘语·谚语篇》亦载：“南都闾

巷中常谚，往往有粗俚而可味者，漫记数则，

如……曰： ‘烂泥摇桩，越摇越深。’此言虽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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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于人情世事有至理存焉，迩言所以当察也。”
［１８］《谚语篇》只是对当时所存的部分谚语进行记

录，并未加以阐释。 《中国俗语大辞典》以此为

例，解释 “烂泥摇桩，越摇越深”： “比喻做事陷

入困境，愈陷愈深，不能自拔。”［１９］较为合理。故

“摇桩”一词大意应为：前后来回往返晃动，像摇

桩一样，有程度不断加深之意味。

“厮挺”一词在宋元明时期的戏曲剧本中也频

繁出现，试举二例为证。

高明 《琵琶记》：

［前腔］ （外唱）他元来要奏丹墀，敢和

我厮挺相持。细思之，可奈他讲人轻觑。我写

就表奏与吾皇知，与他官拜清要地，务要来我

处为门楣。［２０］

郭芹纳认为：“相持”与 “厮挺”连文，是作

对的意思。［２１］

再如汤显祖 《南柯记》四十二出 《寻寤》：

［太师引］一星星有的多灵圣，也是他不

合招邀我客星。 （沙）可知道沧海桑田，也则

为漏泄了春光武陵？ （生）步影寻踪，皆如所

梦。还有檀萝堑江一事可疑。（丑想介）有了，

有了。宅东长堑古溪之上，有紫檀一株，藤萝缠

拥，不见天日。我长在那里歇昼，见有大群赤蚁

往来，想是此物。（生）着了。此所谓全萝道赤

剥军也。但些小精灵能厮挺，险气煞周郎命。［２２］

《南柯记》中 “厮挺”的注释较为统一，无论是

黄建荣的 《南柯记评注本》还是胡金望、吕贤平评注

的 《南柯记》都认为 “厮挺”意为 “顶撞”。［２３－２４］

这几部作品中的 “厮挺”一词均无注，王瑛的

《诗词曲语辞例释》对 “厮挺”一词的解释：“厮，

相也；挺，挺撞。 ‘厮挺’即相互挺撞，犹今语

‘抬杠’。”［２５］岳国钧的 《元明清文学方言俗语辞典》

对 “厮挺”的解释：“顶撞，抗争。”［２６］“厮挺”一

词可解释为：顶撞，反抗。并无分歧。

结合 《玉箫女两世姻缘》“摇桩厮挺”一词作

一处连用，则意为：顶撞起来越顶撞越生气，越生

气越要顶撞。这一解释置于文中，正符合韦皋当时

的处境和心态。

要之，元杂剧中的俗语使用是这一文体最鲜明的

特点之一，有着特殊的文学内涵和价值。而对传世杂

剧中的俗语进行全面考证与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理

解元杂剧的曲辞与艺术特点，对于元代文学与文化的

整体认知，亦大有裨益。本文对 《元曲选校注》二则

注释的补注，只是对这一学术目标的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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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 ［Ｍ］．北京：农业出
版社，１９８９：１７６．

［６］贾思勰．齐民要术校释 ［Ｍ］．缪启愉，校释．北京：
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２：１４５．

［７］王充．论衡 ［Ｍ］．陈蒲清，点校．长沙：岳麓出版社，
１９９１：２４４．

［８］张?．朝野佥载 ［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４７－４８．
［９］王溥．唐会要 ［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５：１１８１．
［１０］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Ｍ］．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５４１９．
［１１］徐征，张月中，张圣洁，奚梅．全元曲 ［Ｍ］．石家

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９７４．
［１２］蒋礼鸿．《梨园按试乐府新声》校记 ［Ｊ］．文献，１９８３

（１５）：２１０．
［１３］王起主．元明清散曲选 ［Ｍ］．洪柏昭，谢伯阳，选

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３８３－３８４．
［１４］许少锋．近代汉语大词典 ［Ｍ］．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８：１３９２．
［１５］周方黎．关于摇桩［Ｊ］．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２（２）：２２８．
［１６］吴承恩．西游记 ［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３０７．
［１７］周慎钦，力量．《西游记》注释订补 ［Ｊ］．淮阴师范

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３（３）：５８．
［１８］顾起元．客座赘语 ［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１０．
［１９］温端政．中国俗语大辞典 ［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

社，２０１１：５２６．
［２０］高明．琵琶记 ［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８：５６．
［２１］郭芹纳．训诂学［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３７．
［２２］汤显祖．南柯梦记 ［Ｍ］．钱南扬，校注．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１５６．
［２３］汤显祖．南柯记 ［Ｍ］／／邹自振．汤显祖戏曲全集．

胡金望，吕贤平，评注．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２０１６：２８９．

［２４］汤显祖．南柯记 ［Ｍ］．黄建荣，评注．评注本．北
京：中国戏曲出版社，２０１３：２２２．

［２５］王瑛．诗词曲语辞例释 ［Ｍ］．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５：２８３．

［２６］岳国钧．元明清文学方言俗语辞典 ［Ｍ］．贵阳：贵州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５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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