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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外代答》中的古今语汇与名、物关系
———以“丙穴嘉鱼”为例

刘珺珺
( 浙江大学 中文系，杭州 310028)

摘 要: 古书语汇不仅在文献中传递，而且为不同时期、地区的民众广泛使用。反之，民间俗

语能经由文人记载进入雅正的系统，民俗事物也会因文人“附会”经典的努力而与不同时空的同类

发生聚合。以民俗为记录对象的风土记不失为获取上述现象之证据的有效媒介。南宋广西风土

记《岭外代答》具有强烈的“命名”意识，书中存在的古语今用、新诠和俗语雅化现象中蕴藏着民俗

语境下的名、物关系。《岭外代答》与其他地志、诗歌作品中“丙穴嘉鱼”描述模式的逐步形成反映

了“物”对扩充“名”之意涵的参与以及“名”赋予“物”的时空延展性。

关键词:《岭外代答》; 名物; 古语俗用; 丙穴嘉鱼

一、《岭外代答》中的古今语汇

宋孝宗淳熙年间，先后出现了两部私人撰述的广西风土记，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和周去

非的《岭外代答》。它们不仅是广西历史上最重要的乡土文献，也是边州风土记中的名作。《桂

海虞衡志》到清代时仅存一卷残本，而《岭外代答》经四库馆臣由《永乐大典》辑出后，虽分卷有错

乱，但二十门、二百九十四个条目得以悉数流传。
自东汉杨孚《异物志》始，岭南一直是风土记最常描写的区域，①而异物志是岭南风土记的典

型体式。它作为地方志书之一种，与谱录、雅书、类书、博物型志怪小说等一起构成古代的博物学

文献。晚唐文士求奇尚异、逞才炫学成风。在昏乱的社会政治状况下，他们把对经世之学的兴趣

转向名物之学，侈采异闻，潜心细物。这一文化趣味在宋代得以延续和光大，不仅谱录类著作数

量远轶前代，而且《尔雅翼》、《埤雅》等字书也呈现名物研究从词汇研究中分离的趋势。爬梳古

书是中国古代博物学者的主要治学途径，但博物家的始祖大禹和伯益的事迹已经告诉我们，博物

知识之源乃实地考察。《列子·汤问》曰:“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②基

于实际经历撰成的风土异物志，既是地志之支脉，又是苍雅之流裔，为名物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析“名物”而论，《岭外代答》和《桂海虞衡志》这两部风土异物志体现了一重名、一重物的差

异。《岭外代答》以“名”牢笼“物”的特点十分显著。在物象与作者对民俗的了解、想象之间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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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周作人说:“关于广东的这类书( 讲乡土风物的) 较多。本来各地都有这些事可讲，却是向来不多见，只有两广是特别，自

《南方草木状》，《北户录》，《岭表录异》以来著述不绝，此外唯闽蜀略可相比，但热闹总是不及了。”( 《苦竹杂记·岭南杂事

诗钞》，上海: 良友公司，1941 年，第 153 页)

杨伯峻:《列子集释》卷 5《汤问篇》，北京: 中华书局，1979 年，第 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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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之“名”，或者说作者是借助词语化的“物”来触碰现实物象的。这首先直接表现在该书的条

目命名方式上。周去非在确定条目时受自觉的命名意识的影响，既追求局部的整齐，又喜欢独标

新异。他总能找到精简概括一种事物、现象、制度的语汇。如写风土的部分，有巢居、踏犁、桩堂、
送老等; 写法制的部分，有奏辟、定拟、试场、摄官、常平等; 写蛮俗的部分，有入寮、挂剑、绣面、鼻
饮、飞駞、踏摇、款塞、木契、打甏、抵鵶、十妻、捲伴等。这既满足了博闻者夸奇炫异的需要，又符

合该书备问“代答”、便人识记的功能。

表 1 《岭外代答》民俗语汇表

贝胄朱綅 出宋 海红 家鬼 马援铜柱 三家市 效用

八桂 陈承制 蒿柱 款塞 茅卜 天威遥 绣面

辟尘犀 端溪砚岩 回燕 丽水生金 南选 田子甲 踏摇

丙穴 丹穴 河鱼腹疾 漓水 南有嘉鱼 天虾 鹦鹉杯

冰井火山 儋耳 鸡毛笔 龙门 宁谏议 挑生 猨子抱母

鼻饮 打甏 假版官 懒妇 秦城 五岭 禹步

吹毛透风 飞駞 芥肩金距 绿珠井 染斑 尾闾 牂牁江

吃笪弩 桂岭 交趾 郎火 瑞露 梧铁 再涉鲸波

舂堂 桂粉 捲伴 木兰舟 入寮 武婆婆 醉槟榔

春虫 挂剑 鸡卜 莫大王 送老 犀毗 转智大王

结合上表具体分析作者所冠之名，就会发现其中既有当地人民当下所用语汇，又有出自作者

之联想者。这两类基本可以用今说—古语或俗言—雅词来区分。但古语也可见于今说，雅词亦

能为俗通用。俗语既可能源头雅正，又能够由俗转雅。《史通·言语》论口语之载于史册者曰:

“‘鹑贲’、‘鸲鹆’，童竖之谣也;‘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皤腹弃甲’，城者之讴也;‘原田是

谋’，舆人之诵也。斯皆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士，加以多闻博古之识者哉!

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①这里说的是俗语雅化的情况。
风土记作者就如同輶轩之使，方言俗语有赖他们的记录才能广泛地为文人、史官所采，写入诗文、
史书，进入“雅正”的系统。借民间语汇为物象冠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俗语雅化的过程。使

民俗事物具有“身份”并强化其异类色彩，这是“名”对“物”产生的浅表影响。
《岭外代答》有一个条目专门讨论广西方言:“城郭居民，语乃平易，自福建、湖湘，皆不及也。

其间所言，意义颇善，有非中州所可及也。早曰朝时，晚曰晡时……。”②雅词为俗通用，古语见于

今说。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充当了“古语今用”现象的记录者，而在另一类情况下，作者通过联想

展开了“古语新诠”。古语新诠可看作古语今用的一种变体，古语使用者由一般民众转换为文人。
《岭外代答》经常由某民俗事象联想到古书上的说法，以“此岂……所谓……”这样的句式将

两者联系起来，甚至还有整个条目都以辨析、印证古书之说为写作目的的。前者如“蛮甲胄”条:

“又以小白贝缀其缝，此岂《诗》所谓‘贝胄朱綅’者耶?”③后者如“河鱼”条:“《左氏》‘河鱼腹疾’
语，迄无定说。余仕古县，常食市鱼，厨者曰……因悟申叔时河鱼之说。”④“款塞”条记犯边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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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 6，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139 页。
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北京: 中华书局，1999 年，第 159、160 页。
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第 208 页。
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第 3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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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款输诚事。周去非以为此“纳款”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言“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

见”及《汉书·宣帝纪》所谓“百蛮乡风，款塞来享”的“款塞”同义，“款”表示誓词 ，于是以“款塞”
这个古语作为此条标题。其他如“尾闾”出《庄子·秋水》，“南有嘉鱼”出《诗经·小雅》，“贝胄

朱綅”出《诗经·鲁颂》，“丽水生金”出《韩非子·内储说》，“芥肩金距”、“河鱼腹疾”出《左传》，

“再涉鲸波”为丁谓语……周去非用南宋时期广西的地理、风俗状况一一对其作了新解。这些例

子反映了“物”对“名”的影响。文人撰写的风土异物志让古语回归田野，难以想象的原初语境在

现实环境启示下重现。同时，新的民俗场景又赋予古语以新的民俗意涵，使之获得开放性阐释。
下文将就《岭外代答》对“丙穴嘉鱼”这一说法的承递，复原一个古书上的语汇为边州人民所

使用，然后又进入文人志书，得以扩充意涵，再为后世文人所用的过程，以期揭示更深层的名、物
双向影响。

二、从“丙穴嘉鱼”说看名、物关系

《岭外代答》对“嘉鱼”的解说包含了上述“古语今用”和“新诠”两种情况。将其置于对“嘉

鱼”的诠释史中，可以更全面地看到名与物的相互影响，“嘉鱼”扩充民俗意涵后再次进入文学语

境的状况亦可获得例证。《岭外代答·虫鱼门·嘉鱼》:“苍梧大江之南山曰火山，下有丙穴，嘉鱼

出焉，所谓‘南有嘉鱼’，诗人传之也。嘉鱼形如大鲥鱼，身腹多膏，其土人煎食之甚美。其煎也，

徒置鱼于干釜，少焉，膏溶，自然煎熬，不别用油，谓之自裹。”①《桂海虞衡志·志虫鱼》:“嘉鱼。
状如小鲥鱼，多脂，味极腴美。出梧州火山。人以为鲊，以饷远。”②《黄氏日抄》卷 67《桂海》节

文:“嘉鱼。出梧州火山下丙穴。如小鲥鱼，多脂，煎不假油。蜀中丙穴亦出，肥美相似。”③“嘉

鱼”和“丙穴”都是南宋时期广西人民实际使用的语汇，而两者都出自古书。“嘉鱼”的说法见于

《诗经·小雅·南有嘉鱼》，“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南有嘉鱼，烝然汕汕”。将“嘉鱼”和“丙穴”
联系在一起的是左思《蜀都赋》“嘉鱼出于丙穴，良木攒于褒谷”。从此，对嘉鱼和丙穴的阐释层

出不穷，两者不可分离。可以说左思完成了对《诗经》“嘉鱼”的第一次地理、民俗维度的增殖，而

且极具影响力。后世对“嘉鱼”的进一步考索主要集中在丙穴所在地、得名缘由、嘉鱼性状和活动

规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丙穴位置和得名问题。刘逵《蜀都赋》注云:“丙穴在汉中沔阳县北，有鱼穴二所，常

以三月取之。丙，地名也。”④《水经注·沔水》曰:“褒水又东南得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

鱼。”又，“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下注褒水。”⑤刘昭《后汉书·郡国志》“汉中郡”注引《博物志》曰:

“沔阳县北有丙穴。”《太平御览》引作“沔阳县北有鱼穴”。⑥ 朱熹和吕祖谦在为《诗经·南有嘉

鱼》作注时，也引入了丙穴说。朱熹《诗集传》云:“南谓江汉之间……岀于沔南之丙穴。”⑦吕祖

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毛氏“江汉之间鱼所产也”下注云:“孔氏曰南方鱼之善者，莫善于江汉之间

……先儒谓丙穴在汉中沔南县北，穴口向丙，故曰丙也。”⑧

91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第 391 页。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范成大笔记六种》，北京: 中华书局，2002 年，第 111 页。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第 112 页。
左思:《蜀都赋》，《文选》卷 4，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178 页。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 27，北京: 中华书局，2007 年，第 644 页。
张华著，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佚文》，北京: 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19 页。
朱熹:《诗集传》卷 9，北京: 中华书局，1958 年，第 110 页。
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卷 18，《丛书集成初编》，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7 年，第 320、3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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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沔阳丙穴”说从水的角度来定位丙穴，另有“丙山丙穴”说从山的角度来定位丙穴。《太平

御览》引《周地图记》曰:“郡( 顺政郡) 有丙山，山有穴，即丙穴，其口向丙，因以为名。”①《太平寰

宇记》说大丙山、小丙山在兴州顺政县东南七十里。“其山峻崖，南北相对，阔七步，其崖峻峭，高

百丈。山衣石发，被于崖际。北有穴，方圆二丈余，其穴有水潜流，土人相传为丙穴。”②宋祁《益

部方物略记》赞曰:“二丙之穴，厥产嘉鱼。”③此“二丙”当指兴州的大丙山和小丙山。
至于丙穴之“丙”，除穴口向南说外还有鱼以丙日出穴和鱼尾象丙二说。《北户录》引陈藏器

语辨之曰:“丙者向阳穴，多生此鱼。鱼复何能择丙日出入耶?”④陆佃《埤雅》则用《尔雅》“鱼枕

谓之丁，鱼肠谓之乙，鱼尾谓之丙”的说法驳斥了因鱼尾象篆文“丙”字而曰丙穴的旧说:“鱼尾象

丙，岂特嘉鱼而已?”⑤

其次是嘉鱼的性状和活动规律问题。刘逵《蜀都赋》注引任豫《益州记》曰: “嘉鱼鳞似鳟

鱼。”⑥唐代刘恂《岭表录异》说嘉鱼“形如鳟”。宋代的宋祁、陆佃、朱熹、吕祖谦在描述嘉鱼时采

用了完全一致的说法“鲤质鳟鳞”，“鲤质”说不知从何而来。对于鱼居穴中的说法，崔龟图在注

《北户录》时解释得较为清楚:“水中之穴，通者谓之逵。据《山海经》云，半石之山，合水出其阴，

多鰧鱼，其状如鳜，居逵。”⑦陈藏器《本草拾遗》更将嘉鱼生活之穴确定为“乳穴”，段成式《酉阳

杂俎》亦云嘉鱼食乳水。关于嘉鱼活跃时间的说法有分歧，但以“三月”说为主。《水经注》曰:

“穴出嘉鱼，常以三月出，十月入地。”⑧刘逵曰:“常以三月取之。”⑨

后世的“丙穴嘉鱼”说当然不限于这样的注解模式。当对嘉鱼的解说摆脱了解经的束缚，人

们便开始对嘉鱼的产地持开放态度。而地域的限制一旦解除，嘉鱼便能结合各地风土得到宽广

的解释空间，而且这种解释中的描述性成分大大增加。但是在自由度很大的阐释进程中，对“丙

穴嘉鱼”的相对固定的描述要素和模式却渐渐形成。下面结合唐宋地志和诗歌，观察此模式的形

成过程。
早在郦道元注《水经》时，各地就存在着多个产“嘉鱼”的“丙穴”。《水经注·江水》:“水发

县东南柏枝山，山下有丙穴，穴方数丈，中有嘉鱼，常以春末游渚。冬初入穴，抑亦褒汉丙穴之类

也。”瑏瑠又，《圣水》:“其水夏冷冬温，春秋有白鱼出穴，数日而返，人有采捕食者，美珍常味，盖亦

丙穴嘉鱼之类也。”瑏瑡则巴郡、燕地皆有丙穴嘉鱼，可见《诗经》、《蜀都赋》在民间的影响力。唐宋

以后，四川和广西的丙穴嘉鱼说最常见于文献，但作者们都是以“亦丙穴嘉鱼之类”的态度来叙述

的，并非要颠覆原始的沔阳丙穴说。杜甫《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一有句云:

“鱼知丙穴由来美，酒忆郫筒不用酤。”仇兆鳌注曰:“黄鹤曰: 丙穴固在汉中，然地志载卭州大邑

县有嘉鱼穴，万州梁山县柏枝山有丙穴，方数丈，出嘉鱼。又达州明通县井峡中穴凡十，皆产嘉

鱼。此诗公赴成都作，意是指卭州丙穴。盖成都西南至卭州，才百五十里耳。”瑏瑢宋祁《益部方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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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记》亦云:“今雅州亦有之，蜀人甚珍其味。”①则四川邛、万、达、雅诸州皆有嘉鱼。陆游《梦蜀》
诗:“自计前生定蜀人，锦官来往九经春。堆盘丙穴鱼腴美，下箸峨嵋栮脯珍。”②对丙穴嘉鱼的记

载渐渐集中到产地和味美两点上。
唐人异物志亦不拘泥于嘉鱼产沔阳的说法，嘉鱼说的岭南分支逐渐成形。广西嘉鱼说至迟

在唐代开始出现。《岭表录异·嘉鱼》:“嘉鱼，形如鳟。出梧州戎城县江水口，甚肥美，众鱼莫可

比，最宜为脡。每炙，以芭蕉叶隔火，盖虑脂滴火灭耳。渔阳有鮇鱼，亦此类也。”③《北户录·鹅

毛脡》:“又有嘉鱼，出邕江石穴中。鱼下至梧州戎城县水口，绝肥美，亦堪为脡。”④ 这两段记录

虽然在文字上与《岭外代答》及《桂海虞衡志》不同，但内容和描述模式十分相似。先说产地，然

后是性味，再由性味说到烹饪方式。广西嘉鱼产梧州，可谓定论。至于“丙穴”二字，《岭表录异》
并未提及，《北户录》只是说“石穴”。

周去非明确为“嘉鱼”溯源到《诗经》，范成大虽不在文中溯“丙穴”和“嘉鱼”的远源，但提到

了见于唐代文献的“蜀中丙穴”和“味肥美”两点。对于嘉鱼的性味，杜甫用了一个“美”字，陆游

说“腴美”，唐代的两部异物志都用“肥美”一词。可见多脂是嘉鱼的特点，这就关系到嘉鱼的烹

饪方式。对此，《岭表录异》和《岭外代答》都有生动描述。前者的芭蕉隔火法，后者的鱼油自裹

法，均针对嘉鱼多脂的特点，《桂海虞衡志》则用“煎不假油”精炼概括。
这些唐宋的地志或诗歌就像中介，在将今俗和古典整合到一起从而衍生了典故之后，自身也

裹挟着旧典成为典故。清人胡敬《鲥鱼》诗: “骨攒琐琐浑防鲠，鳞擘层层总带脂。腻甚每嫌胶着

箸，搅来偏爱雪翻匙。丁沽未信超常品，丙穴何劳系远思。”诗末自注云:“《桂海虞衡志》: 嘉鱼状

如鲥而多脂。”⑤“丙穴”和“多脂”这两个唐宋异物志写到嘉鱼时的关键词均被清人吸收。民俗

语汇就是这样连同曾用来结构它们的叙述模式一起被传承下来。注家若仅以《诗经》和《蜀都

赋》来为这首清诗作注，⑥显然就隐蔽了它作为“嘉鱼”这一名物阐释链上的一环的作用，并进而

埋没了唐宋人的创造性诠释之功。同时也应看到，不论对“嘉鱼”的解释空间被释放到多大，此鱼

都不能逃脱关键词的规约。
对名物的解说渐渐从为古书作注的职能中解脱出来，这意味着新的诠释对古的用法负有一

种不必强调的责任，它能将更多的注意力由辨析古人所指转向今人的社会生活，在对人民生活细

节的描述中寻求趣味，但并不割断与古说的关联。
再由古语新诠回到名、物关系。在有意的“命名”行为和具有开放性、发展性的解释进程中，

物对名的影响表现为现实之物对历代传承的语汇产生更强的牵引力，为它提供落到实地的、可以

不断补充修正的解释。名对物的影响表现为延展其存在的时空，不仅让它为更广阔地域、更长时

间段的人所了解，而且通过为人广泛使用的古语，让它与其他地域、时期的“同类”聚合。南宋广

西梧州的鱼与唐代四川邛州的鱼发生关联。这种具有强大时空适应力的“物”是由语词之光折

射出的观念性的物象。
( 责任编辑 赵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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