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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书局本《型世言》的校点间题

石汝杰

《型世言》，全称《睁霄馆评定通俗演义型世言》，是明末陆人龙创作的拟话

本小说集，共 10 卷 40 回，刊行千明崇祯年间。现存孤本，藏千韩国汉城大学奎

章阁。陆云龙，字雨侯，室名翠娱阁，浙江钱塘人。第 25 回中提到崇祯元年 (1628)

浙江大水灾， 17 回入话提到天启末年辽东战争，说明此书应是崇祯年间的作品，

刊行当在崇祯元年 (1628) 后，可能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刊行差不多同时，即崇

祯 5 年 (1632) 。（袁世硕、覃君）

《型世言》在韩国发现后，中国国内出版了多种排印本（中华书局、江苏古

籍出版社、仵家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岳麓书社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中华

书局的本子 (1993 年，覃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在《古本小说集成》第 5

辑中影印了此书。

此书在中国国内亡佚较早，后人能见到的只有在其基础上重印的《三刻拍案

惊奇》（又名《幻影》， 30 回）和《别本二刻拍案惊奇》（前 10 卷采自凌淉初《二

刻拍案惊奇》，后 24 卷则采自《型世言》）。其实都是利用《型世言》的旧版拼凑

而成。所以字迹漫池不清之处甚多。偶尔也有少量改动，如《别本二刻拍案惊奇》

22 卷和《型世言》 22 回，文字情节都有一些不同。

为了深入讨论，本文还同时考察了《三刻拍案惊奇》（署为“梦觉道人、西湖

浪子编撰＂），北京大学出版社排印本由张荣起整理 (l987)；另有北京燕山出版社

排印本 (l987) 。张荣起本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末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影印

本，收入《古本小说集成》第 1 辑）整理，工作底本是马廉藏传钞本；北京燕山

出版社本是依据北京文物部门收存的明末刻本。此两书都有相当严重的残缺，整

理者为了便千阅读，都补进了大量文字，所补往往和原本并不相合。北京燕山出

版社本删节多，且随意改字（此书“前言”声明说，把原书的＂止、替”改为“只、

与“,”到、那”改为“倒、哪＂）。

一、《型世言》的语言特点

《型世言》作为文学作品和语言文献，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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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三言二拍”并驾齐驱。这 5 部小说集（近 200 回）的作用，首先是能充当明末

白话（官话）的重要文献。这类作品和当时的许多白话作品相同，使用的语言主

要是白话，但是也夹杂着一些文言的成分（如诗词、判词、信件等）。和长篇小说

相比，这些短篇小说涉及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更为广泛，从政治、经济、工农业

到日常生活的许多细节，都有所反映。所以，词汇也丰富、细腻得多。另一方面

的作用是，可以从中见到当时吴地的一些语言特征。”三言”的编者冯梦龙是长洲

（今苏州）人，“二拍＂的作者凌潔初是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型世言》的作者

陆云龙是钱塘（今杭州）人。他们都是吴地人士，从现代方言的区划来看其方言

属于北部吴语（主要是太湖片）。所以，往往会在成篇的官话中显现出一些方言的

特征，有时还插入少量成段的方言。《型世言》中成段的方言最多， 27 回中有明

显是浙江话的对话：

(1) 皮匠便道：“个娘戏！阿答虽然不才，做个样小生意，阿答家叔洪仅八三，

也是在学。洪论九十二舍弟见选竹溪巡司。就阿答房下也是张堪舆小峰之女。咱

日日在个向张望？先生借重对渠说话，若再来张看，我定用打渠，勿怪粗鲁。”钱

公布道：“老兄勿用动气，个愚徒极勿听说，阿答也常劝渠，－弗肯改，须用本渠

一介大手段。”洪皮匠道：“学生定用打渠。”钱公布道：“勿用，我侬有一计，特

勿好说。”便沉吟不语。皮匠道： ＂驼茶来！ －－先生但说何妨。”钱公布道：“渠

侬勿肯听教诲，日后做向事出来，陈老先生毕竞见怪。渠侬公子，你侬打渠，毕

竞吃亏。依我侬，只是老兄勿肯读作孔。”皮匠道：“但话。”钱公布道：“个须分付

令正，哄渠进，老兄拿住子要杀，我侬来收扒，写渠一张服辨，还要诈渠自来两

银子，渠侬下次定勿敢来。”皮匠欢天喜地道：“若有白来两银子，在下定作东，

请老先生。”钱公布道：“个用对分。”皮匠道：”便四六分罢，只陈副使知道咱伊？”

钱公布道：“有服辨在东，怕渠？”此时鞋已缝完，两个又附耳说了儿旬，分手。

(27 回）

其中“个＂ （这）、“阿答＂ （我）、＂咱＂ （怎么）、“个向＂ （这里）、＂渠＂ （他）、

“用＂ （要）、“本”（给）、＂介＂ （个）、“勿＂ （不）、“我侬＂ （我）、＂驼＂ （拿）、

＂渠侬＂ （他）、“你侬＂ （你）、“话”（说）、“收扒＂ （收场）、＂咱伊＂ （怎么办），

都是地道的方言词语，语言也显得非常生动。作者还为“肯＂的发音加了注。另

外， 38 回有吴歌，和冯梦龙编的《山歌》有异曲同工之妙：

(2) 只见日休这日坐在房中，寂寞得紧，拿了一本《吴歌儿》在那边轻轻的

嘲道：“风冷隄嫂十月天，被儿里冰出那介眠？姐呀，你也孤单我也独，不如滚个

一团团。””相思两好介便容易成，那介郎有心来姐没心？姐呀，猫儿狗儿也有个

思春意，那为铁打心肠独柱门？”（ 38 回）



下例中，作者为了突出富尔骰的不学无术，做的祭文用方言押韵：

(3) 富尔骰不与分子，自做一通祭文来祭，道：“鸣呼，先生！我之丈人。半

生教书，极其苦辛。早起晏眠，读书讲经。腐皮蓝衫，石衣头巾。宇头须绛，俭

朴是真。不能高中，金榜题名。一朝得病，呜呼命倾。念我小子，日久在门。若

论今日，女婿之称。情关骨肉，汪汪泪零。谨具薄祭，表我微情。乌猪白羊，代

以白银。呜呼哀哉，尚飨！”（13 回）

“人辛经巾真名倾门称零情银”为韵，其中臻摄字有“人真门辛巾银”[ -n]' 

梗摄字有“经名倾称零情”[-ng] 。

12 回中，以下段落处有评语：“忽作北音，入情入趣，看官勿得草草。”（中

华本误作“人情人趣”。)

(3) 忽一日，永乐爷差他海南公干，没奈何只得带了两个校尉起身。那嫂子

道：“哥，你去了叫咱独自的怎生过？“王指挥道：“服侍有了采莲这丫头与勤儿

这小厮，若没人作伴，我叫门前余姥姥进来陪你讲讲儿耍子。咱去不半年就回了。”

嫂子道：“罢，只得随着你，只是海南有好珠子，须得顶大的，寻百十颗稍来已咱。”

王指挥道：“知道了。”起了夫马前去。 (l2 回）

其中“咱"、“怎生”、"稍＂ （即“捎")、”已＂ （即“给＂）可能就是所谓的“北

音”。这说明作者对语言问题是很敏感的，也说明作者把所谓“北音“看成异质的

东西，和自己用作叙述语言的一般官话是不同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叙述和对话中反映出来的方言痕迹。这需要专文论述，

这里只提儿点。

(1)“ 在那里”型的句式

吴语用“勒海”类词语表示体（或称“动态 ”,aspect) 。用在动词前表示进

行体，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则表示持续体。《型世言》中常用“在这里”、”在那里”

表示（也能说成“在这边”、”在那边”等）。表示进行的例子有：

那死的便也不动了，那未死的还在那里挣跳，好不惨伤。 (9 回）

那家僮听得……倒在那里替主人快活，替女子担忧。 (20 回）

一个邻舍老人家巫婆，见了他道： ＂……何不寻个门当户对的，也完终身一

件事。”支佩德道：“正要在这里寻亲，没好人家。 ”(19 回）

你看我家无辜，担了一个窝家臭名，还在这里要赔赃。 (36 回）

一日雨下，正在那边苟合，适值张婴回家，冯燕慌忙走起。 (5 回）

叫勤儿拿钱去买合汁，正在那边买时，却见一个婆子走来。 (l2 回）

正坐在楼上想，此时陈公子俱在房中来看。陈公子抚着尸，在那边哭。 (27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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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的和副词“正”、”还”等同用。下例中，“在那边”、”在那里”并用：

一路赶到城外集儿上，先是卜兆在那边看一辆大车，儿个骡子在那里吃料，

有儿个人睡在车里，有几个人坐在人家门首，似在那边等人的。 C 22 回）

表示动作持续、性状或动作行为的结果存在的例子有：

得了这报，放声大哭，把一个柏清江惊醒，道：“女大须嫁。这时他好不快

活在那里，要你哭？”（ 21 回）

那奶子道：“亲娘，我近在这里，常要来的，不要这等费心。 ”(21 回）

是我家老不死、老现世阿公，七老八十，还活在这边。 (3 回）

有时，“那里”等还保留比较具体的含义，可以认为处千虚化的不同阶段。如：

李先生，再要与你在这边讲些天话，也不能勾了。 (12 回）

王秀才道：“他收拾银子躲了么？闻他娶一个妾在这里。 ”C 26 回）

远岫不听，先去了。不期安童也在那边缉探。 C 40 回）

(2)“ 着“的用法

《型世言》中“着＂的用法，有和官话相同的，充当进行或持续的体助词，

如：

只得叫阿寿看着店，自进里面。却是开着后门，人不见影，唯闻得后门外

有人说笑。便去张看，却是掌珠与这两个邻舍坐着说话。 (3 回）

一路向着京师来，已不差得一日路，在路上叫驴，集儿上已没了，只得走

着。看见远远一个掌鞭的骑着驴来，他便叫了。 (9 回）

但是，有的＂着”则相当千官话的”了 1 "'尤其是用在句末，表示“先做了

此事，再……＂，如：

周亲娘央我送老亲娘，待我送到便来。—一暂躲一躲着。 (3 回）

常言道：“捕生不如捕熟＂，怎舍着这生意另寻？ （ 6 回）

小沙弥道：“且关了门着。”正去关门，忽回头见一个人坐在金刚脚下。 (9

回）

任敬道： ＂冒失鬼，且住着，待咱想。 ”(22 回）

光棍道：“轿已在门前，说的物可见赐。”吴尔辉说：“待人进门着。 ”(26

回）

当时的作者，并不一定能把自己的方言和通用语—一官话区分得很清楚，所

以有时会在作品中流露出方言的痕迹来。如介词后面加助词“着＂的用法官话也

有，如“对着“、“为着“，但是本书中还有“和着“、“在着“，现代吴语还保存着

这样的用法（与“着“对应的助词是＂仔”)。如：

吕达和着一个妇人在那厢开酒饭店。 (21 回）



又赶来，都沸反的在着廊下叫。 (23 回）

另有“做……（不）着“，表示牺牲某人（物）为代价，以达到目的。这是明

清小说中常见的用法。如：

众人道：“这贼急切怎肯离身？“伏戎道：“罢，做咱们不着。喻提控，这

要你先借二三百两银子，做样与他看。 ”C 22 回）

有心这样快活，率性在扬州做三百两不着，讨二个小，两个丫鬟。 C 31 回）

范小云道：“如今做庾仰不着，等他收拾了这两个罢。 ”(33 回）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用法中，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表示的意思是一样的，如下

面两例都是指牺牲自己的肉体：

直到早饭时才回，道：“去了么？没奈何，没钱，做身子着。 ”C 31 回）

这皮二官为周亲娘破费得好钱，周亲娘做这身子不着，倒也换得他多哩。

(33 回）

(3) 补语和宾语的相互位置

现代汉语的可能补语，如果带宾语，常放在补语的后面。但是《型世言》中，

有很多和现代汉语不同的形式，一般的格式是 “V＋得／不＋宾＋补＂。有时宾语的

形式还比较复杂。如：

又早晚这样哭，哭坏了，却也装不架子起，骗得人钱。 (1 回）

皇帝知道，也要难为我们，小姐也当不个抗违圣旨罪名起。 (1 回）

店面生意不似先时，胡乱改做了辣酒店，也支得日子过。 (3 回）

他征江西桃源贼，向贼首：“如何聚得人拢？”（ 14 回）

我看你肚里来得，怎守着这把锄头柄？做不官来，便做个吏。 C 14 回）

要年家们开填，撇不面情过的，将来后边搭一名。 C 18 回）

再没一个人捉得头路着。 (21 回）

那公人道：“胡说！本县四爷叫不你车动？ ＂揪住步大便打。 (22 回）

只是颖如还放不这两个丫头下。 (28 回）

知得众人喳不酒着，偏去景他道：“昨日有事失陪，他打点儿桌奉请？”

(33 回）

也有不合这一格式的例子，如：

列位，吃定吃他的不着了，晚间到是小弟作一东罢。 (33 回）

有趣的是，下面两例中，各有两个同类形式，但其中的”说他不转”、“做郎

中不了”是不合上述规则的：

母亲道：“你父亲主意定了，说他不转。”……后边两个嫂嫂与两个姐姐，

又假做怜惜，来挑拨他，道：“人又尚未进，不知读得书成么？”（ 18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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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休见前边灵验，竟呆着胆道： ＂……只怕二位行期速，吃不我喜酒着。”

季东池道：“只怕我再来时，足下还在这里做郎中不了。 ”(38 回）

现代方言中还残存着类似的格式，但是大多只限千人称代词充当宾语的情况。

二、中华书局校点本的问题

中华书局在古籍的整理出版方面有极为显赫的地位，起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这是有定评的。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本书在众多《型世言》校点本中的地位。

校点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前言”中称：“我们对《型世言》作了精心的

点校整理”，并特意列出“点校说明 ”6 条，以显示其认真。可是，通过阅读，并

和原作略作对校，我们只能遗憾地说，此书的点校根本无法和“精心”二字联系

起来。以下举例说明。

(1) 有许多极为粗糙的简单错误

首先，是一些形近字（有的根本无法认为是“形近＂的）搞错，举例如下。

所举例句是已改正的形式，其后的数字是回数和页码（如 “1-3" 表示第 1 回第 3

页），中华本的点校错误用括号附在后面。

春秋）

其女发教坊司，二十年毁形坚面，终为处女。 (1-3) （毁刑坚面）

不若叫他从重断送，七七做，八八敲。 (2-25) （不若叫你）

盛氏道他手松做人情，时时絮晤他。（ 3-37) （盛氏道你手松……）

耿埴道：“有众人在此，我便开看不妨。 ”(5-66) （我便开看不防）

一双脚又小又直，比朱寡妇先时又好些。 (6-86) （一双脚又小又值）

以后凡遇春秋，高皇、太后、懿文太子、皇妃忌辰，……（ 8-120) （只遇

留了一著饭，道：“请回寓，下官还有薄程。”（簿程） ( 9-134) 

其时正是国初兴作之时，筑城凿池。 (9-128) （典作之时）

姊姊又嫁着个穷人，叫我更看何人？ （ 10-150) （姊姊上嫁着）

倒是他婆婆在间壁房中听了，忙叫亲母。 (10-152) （在间壁居中听了）

他外貌已是如此，少年进学，内才毕竟也好。 (11-158) （他外貌己这如此）

正说时，慧儿送客已回，向前万福。 (11-164) （面前万福）

又有昭君，……也是个奇女子，但再辱千单千，有聚庖之耻。 (16-221) （聚

尘之耻）

王太守还要出，周先生道：“只两荻罢。 ”(18-251) （只两个执罢）

那船已是傍将过来，一挠钩早搭在船上。 (20-277) （早塔在船上）



别个不知痛痒，我……难道不晓得路数？ （21-290) （不知痛养）

赵能道：”事不宜迟，你快打点。 ”(24-332) （事不宣迟）

还又有石首、铝鱼、鳎鱼、呼鱼、绶鳎各样，（ 25-340) （还又是石首）

烛影煌煌照艳妆，满堂欢会反悲伤。 (25-344) （独影煌煌）

这光棍道：“待我生一计弄这蛮子。 ”(26-353) （美这蛮子）

尤绍楼见了，道：“鲍蔑宇，仔么处？”（ 33-468) （鲍簇字）

他复身又裹在柿皮里，撇在地下，那个知得？ （ 36-500) （对个知得）

一把搂住了，要在花阴处顽耍。 (40-553) （耍在花阴处顽要）

还有莫名其妙多出字来的：

似我那天杀的，枉活了三十多岁，……（ 4-56) （似我那成天杀的）

有的可能是点校者不明原义擅改的，如：

颖如道：“打凭你打，要是要的。”涎着脸儿，把身子去迭，手儿去摸。

(28-394) （把身子去送）

“迭",即“凸＂，方言同音，指“挺出身体的某个部分去碰撞"。

连忙请远公在上参拜了。 (35-496)

“参拜＂，误作“添拜",原文为“杂拜＂，其实书中很多”参”都是这样的形体。

其次是，引号用得很粗糙。最低级的错误是，只有前一个，少了后一个。如

“沈实年年来看望，你是不采他，依我还去见他的是。 ”(15-214)“ 见他的是“后

少了一个引号。这样的错误很多。滑稽的是，同一回 215 页第 2-5 行，莫名其妙

地用起单引号来，最后突然加了个['" J （为了区别，此处不另加引号）。又如：

金甲神道：聘娶姬侍，不“特予一人为然。予于此女，誓必得之。……＂

C 39-546) 

第一个引号当在“道”后。

(2) 文字的校改很随意

点校者校正了一些原文的错误，如第 2 回 22 页，“争兢”改为“争竞＂；第 6

回 85 页把“心里也熟＂校改为“心里也热”；第 34 回 482 页，“半垂漆”改为“半

垂膝＂。有时还表现得很谨慎，如第 1 回 2 、 4 页，都没有改原文，只是加脚注，

说“疑当作某＂。可是，有些明显的错字，都留下来了，如：

事虽未竟，为恶极深，宜照响马例枭示。圣旨依拟，着巡按监决，将张志

枭首，支广等斩首，绞不停等充军。 (22-310)

“枭" (“枭示“、"枭首”)，原书误作“袅",中华校点本都不改。

这老娘极是琐碎，……终日恕括到晚。 (3-36) （恕括—絮括）

闯到床中也不能上床，倒在地下。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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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下文，“床中“当为“房中“。

贵梅自守着孝堂，哭哭啼啼，那理来管他？ （ 6-88) （那理—那里）

看这样泼妇，平日料应亲邻闹断，身边有钱料也背阿婆卖吃，没有是真。

根据文意，“卖吃“当为＂买吃”。

有那轻簿的道：“这莫不是你父亲？”（ 9-127) （轻簿—轻薄）

燕王爷见这新碑，问：“是甚么碑？“左右答道：“是南兵纪功碑。”燕王爷

听了大怒，道：“这厮们妄自矜夸，推碎了！” (8-11 7) 

“推“当为“椎＂，下文有“只见帐前力士飞也似来，才椎得一下，又一个内侍跑

来道： ｀不要敲！爷叫抄碑上名字哩。＇书写的来抄，碑上早已敲去一片。” “椎",

意为“敲"。

那富尔骰好不快活，对张罗道：”事做得成狠了些。 ”C 13-189) 

”成“，当是＂忒＂之误。

况且你丈夫临终有言，叫你与我过活，你怎一味生性，不愿着我？ ( 10-150) 

“愿＂ （繁体为＂颐＂）当为＂顾＂之误，因为形体相仿。

支佩德道：”还没有这许多银子。”巫婆道：“有底桩的，便借两两何妨？”

(19-262) 

＂底桩“原作“底椿＂，因为繁体字＂椿”和“椿”形体接近。其实“底桩”是很

常见的词，一般写作＂抵桩＂，意为“打算；预料”。如：“他是没爹没娘的人，只

靠着你姆姆，你朝也打，晚也打，抵桩弄杀他？”（荡寇志 105回）“那知县听说是

可以保得性命，立即满口应承，抵桩白做了这任知县，开了县里常平仓，尽情让洋

兵来取。＂ （邻女语 7 回）

还有改错的，如：

结识他做个靠山。有那临渴掘井的，要做这件，大块塞来，要他抑摄。皂

甲要买牌讨差，书吏要讨承行，渐渐都来丛他。 C 30-420) 

点校者把“丛”改为“从“，显然是不明白”丛＂的含义。＂丛”是动词，意为“聚

集；簇拥”。如： “那时合家老幼，都丛在一堆，人人心下惊慌。＂ （醒世恒言 34

卷）“随着一路又撞出一个好揽事的少年、一个惯劈直的老者，便丛做一堆。＂ （型

世言 9 回）这里有“奉承，趋奉＂的意思。

内中一个老世事亲娘道：“舍到要舍。只是你们舍了，又要跑去哄人。“那

和尚便道：“个亲娘那话？抱了你儿次？哄了你儿次？” （ 10 回）

“跑去”被改为“跑去”，通则通矣，可是和原意不同了，原来是指创去写在橡

木上的捐赠人的名字，还要别人捐钱。

这一个大县，那不出这些些银子来？叫他们胡乱再凑些。十分不勾，便把库



里零星银子找上罢。 (22-307) （拿不出这些些银子来）

校点者把“那”改为“拿＂，其实这里的“那”就是后代写作＂挪＂的。此书用千

此义的“那“有多例，如本回本页就有： ＂喻外郎便去库上那出二三百两银子。”

可是却没有作同样的改动。

其中，还有一些校改显然是根据《三刻拍案惊奇》的排印本做的。如第 2 回

24 页”不共戴天”原作“不共载天 ”,11 回 162 页“何以“原作“何日 ”,29 回

406 页＂丢得得我下＂，删一“得”字。校者加脚注说，这些都是根据《三刻拍案

惊奇》改的，其实《三刻拍案惊奇》的原文和《型世言》是完全一样的。这样的

校改，本身是正确的，可是其依据是今人的校点，这是不合适的。

(2) 标点错误极多

书中有许多标点错误，有的是原作的句逗，有的是校点者的理解错误。其实，

更觅要的原因是校点者的粗枝大叶导致的。以下举例。每一例后括号里的是中华

本的错误标点处，有的例子下略加说明。

那公子欲待涎脸，去陪个不是。栝进去，只见他已掣刀在手，白监生与这些

家人先一哄就走，公子也惊得面色皆青，转身飞跑。 (1-15) （那公子欲待涎脸，

去陪个不是括进去……）

＂銡进去”指厚着脸皮走进去。

一班助兴的，便劝道：“小官人不必哭得，到县间去告，不怕不偿命的。”

C 2-23) （小官人不必哭，得到县间去告）

“不必……得”相当千“不消……得“，经常搭配使用，是常见的句式。

若和是两利之道，若王大官不肯依我们出钱，这便是钱财性命，性命卵袋。

(2-24) （若王大官不肯依，我们出钱，……）

出钱的应是主大官，不是“我们”。

那李二娘一见便道：“向日杨亲娘说周亲娘标致，果然标致得势，那不肯走

出来白话一白话？”（ 3-36) （那不肯走出来白话一白话。）

这里的“那”是疑问代词，所以句末应该用问号。

掌珠终是不老辣，有那臭吝的，缠不过，也便让他两厘，也便与他搭用一

二文低钱，或是低银；有那脸涎的，擂不过，也便添他些。 (3-37) （也便与他搭用

一二文低钱；或是低银）

“低钱”“低银”都是成色差的东西。《三刻拍案惊奇》 (4 回）点为“有那臭吝的，

缠不过，也便让他两厘，也便与他搭用一二文低钱，或是低银。”不误。

脚在你肚皮下，你偏尝走出来，不要采他。嚷与他对嚷，骂与他对骂。 (3-41)

（不要采。他嚷与他对嚷，骂与他对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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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已嫁出的人，不是你婆婆了，就是你丈夫要与你费嘴时，已过的事，

不在眼面前娘，比你会温存？枕边的家婆，自是不同。也毕竟罢了。 (3-42) （就

是你丈夫要与你费嘴，时已过的事，……）

那掌珠……打扮端正时，千伦却又出去未回。 C 3-4 7) （打扮端正，时千伦

却又出去未回）

这书办也待要走时，那花子极了，道：“儿！这是工部大堂着买段子的官银。

便与他瞧。 ”C 5-66) （道：“儿！这是工部大堂着买段子的官银。”便与他瞧。）

”便与他瞧“当为花子的请求，文中此时放银子的匣子尚未打开。

一时要纠合些邻舍子弟就学，如今有四五两馆，便人上央人，或出荐馆钱

图得，如何急卒可有？ （ 6-79) （便人上央人，或出荐馆，钱图得，……）

＂荐馆钱”是指给介绍人的谢礼。

霍氏便一掌打去，道：“贼忘八！先是咱一件衫当了五十钱，你嫌少。咱又

脱了条裙，当五十钱。一—你瞎里，不瞧见咱穿着单裤么？”（ 9-132) （你瞎里不

瞧见咱穿着单裤么？）

“瞎里”，这里的”里”是语气词，后面应该点断。

只见王举人在背后把陆仲含推着道：“去！去！饮酒宿娼，提学也管不着，就

是不去的，也不曾见赏德行。今日便带掣我吹一个木屑罢！”（11-165) （今日便带

挚，我吹一个木屑罢！）

“带悼我”，指“顺便提携我，让我也……"。 “吹木屑＂，指作陪客，白吃白喝。

如： “前日送来的鸡鹅还在，可以作东，怎就走去？待小弟陪你也吹个木屑。＂ （型

世言 33回）“闯席曰｀吹木屑＇。”（乾隆昆山新阳合志 1卷）

此时王奶奶寻得余姥姥见时，头上早不见了一只金钗。 (12-174) （寻得余

姥姥，见时头上早不见……）

知县道：“这等是姚居仁赶打身死的情实了。把居仁、利仁且监下，明日相

验。 ”C 13-189) （这等是姚居仁赶打身死的，情实了。”)

居仁道：“是小的怪他来帮，打的。 ”C 13-190) （是小的怪他来帮打的）

打人的是居仁。如果不点断，就是“他“帮打了。

若是个处困时，把那小人图报的心去度量他：年幼的，道这人小，没长养；

年老的，道人老，没回残。 (14-195) （年幼的，道这人小，没长养年：老的，道

人老，没回残。）

沈刚惊得木呆，道：“恁凭你里边搜。 ”(15-214) （恁凭你。里边搜。）

即“任凭你搜＂，中华本”里边搜”后还缺一引号。

老奴在此两年，已为小主积下数百金在此，尽可供小主用费。 (15-215) （积



下数百金，在此尽可……）

这里的“在此”与上文提到的“在这里“用法是一样的。

只是把家里养的牛羊骡马，又或是外边打猎，捉来的狐兔、黄羊、廉庖、

熊鹿，血沥沥在火上炙了吃，又配上些牛羊乳骆。吃罢把手在胸前袄子上楷抹。

这搭袄子可也有半寸厚光耀耀的油腻，却无一些儿轮到他。 (17-234) （捉来的狐

兔黄、牛、隘庖、熊鹿……可也有半寸厚光耀耀的，油腻却无一些儿轮到他）

错了字，还点错儿处标点。其中的＂乳骆“当是＂乳酪“，本书也没有校改。

凡有黑夜在院前潜行打听的，着巡捕官羁留，明日解进。 (18-256) （着巡

捕官，羁留明日解进）

“着“是使动动词，“吩咐"、“让"、“叫“，如果后面点断，文意就不通了。

极是好色，家中义儿媳妇、丫头不择好丑，没一个肯放过。 (21-285) （义

儿、媳妇）

“义儿”是男性，此处应是修饰关系，用顿号点断后，成了并列关系。

正说时，蓝氏下楼，问：“是为官司来么？“吃了茶，便要别去。 (21-286)

(“吃了茶，便要别去。”)

此处加了引号，意思就不合了。

徐铭见了道：“这妮子，我平日寻寻他，做杀张致。……做他不着罢！”（21-290)

（做他不着罢？）

此处不能用问号，说明点校者不懂“做不着＂的含义（参见上文）。

晚间有事做，十分醉了，不惟妹丈怪我，连舍妹也怪我。 (21-291) （晚间

有事，做十分醉了）

众人扯向川堂，禀： ＂……请爷升堂。”张知县便出来坐了，堂上丹堁里边

排了这些民壮，都执着刀枪；卷篷下立了这干皂隶，都摆了刑具…… (22-308)

（张知县便出来，坐了堂上丹堁，里边排了这些民壮，都执着刀枪。……）

“丹堁”是指台阶，老爷当然不会坐在那里。

一篱把箱子一揪，女人身子一浮，他篱子快，复一推，这女子也泪泪禄禄

去了。 (25-342) （他篱子快复一推）

“快复“不成词，原文点断（参见影印本 1062 页）。

又听得什么撞屋子响，道：“悔气。现今屋子也难支撑在这里，还禁得甚木

植磕哩！“黑影子内开窗看，是一张桌子，扑着个人在上面。 (25-342) （现今屋子

也难支撑，在这里还禁得甚木植磕哩。）

点校者不明”在这里”表示状态的用法（参见上文），所以有此错误，北京大学本

《三刻拍案惊奇》也点错了。值得注意的是，原文也点作“支撑。在这里＂ （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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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1063 页）。

四尊回厅，就叫书房，拿这牌与看，道：“这是那个写的牌？”（ 27-382)

（四尊回厅，就叫书房拿这牌与看）

“书房”指负责文书的吏员，是四尊把牌给书房看。

只是家中妪人不大本分，又想张家娘子义是不怕阿婆的料，也不善，恐怕

好曰头争竞起来。 (26-360)

北京大学本《三刻拍案惊奇》作：”又想张家娘子又是不怕阿婆的，料也不善，恐

怕好日头争兢起来。”无误。＇｀料”是副词，大概，也许。

就阿答房下，也是张堪舆小峰之女。咱日日在个向张望？ ( 27-371) 

点校者不明白“咱＂ （方言词，怎么）的意义。《三刻拍案惊奇》用问号： ＂咱日日

在个向张望？”不误。下例的错误出自同样原因。

妇人道：“我叫你不要做这事，如今咱伊？还是你侬同我，将这多呵物件到

陈衙出首便罢。 ”(25-375) （我叫你不要做这事，如今咱伊还是你侬同我，……）

但是下例无误：”便四六分罢，只陈副使知道咱伊？”（ 27-371) （咱伊，怎么办）

"...…莫若带他进寺中，落得阔他一阔，不要等阿金这狗妇只道独他是个

奇货，妆憋。 ”C 29-404) （莫若带他进寺中，落得阔他一阔，不要等阿金这狗妇。

（口弄。）只道独他是个奇货妆愍。） （中华本还缺末尾的引号）

江苏古籍本点作“不要等阿金这狗妇，只道他是个奇货，妆愍。”眉批插在“货”

后，不误。但是在“狗妇”后点断亦误，因”等”是使动动词，“使”、“让“，意

即“让阿金以为只有她是个奇货”。

詹博古笑一笑道： ＂……这个座儿、盖与顶、匣儿倒也值几两，骗得着，骗

他十来两，骗不着，五七两罢了。 ”(32-450) （骗得着，骗他十来两，骗不着五七

两罢了。）

只见劳氏便竖起眉，睁着眼，道：“臭小乌龟，那介轻薄？“花芳连道：“失

错，失错。”……鲍雷一把抱住道：“小冤家，那介慌？“花芳道：“是怕饭迟了。”

鲍雷道： ＂贼精，迟了饭，关你事？一定有甚，要对我说。 ”C 33-465) （道：“臭小

乌龟，那介轻薄。”……鲍雷一把抱住道：“小冤家，那介慌。”)

“那介＂，疑问代词，方言词。前引 38 回“吴歌”（风冷隄隄十月天，被儿里冰出

那介眠？……相思两好介便容易成，那介郎有心来姐没心？），中华本也都标为句

号，误。

其时还是元末，各寺院还照着元时风俗，妇人都来受戒。他便拍手道：“一

阵和尚婆！＂扯住那些男子，道：“不识羞，领妻子来打和尚。 ”(34-477) （他便拍

手道一阵”和尚婆”。)



“阵”是量词，可以指人或动物，群。如：“约莫走半里远近，忽然斜插里

一阵兵直冲出来。”（醒世恒言 19 卷）”还有一阵虾鱼之类飞跳前来。……杀出三

个女将，恰有一阵奇兵：白始为前队，黄舰作左冲。”（型世言 39 回）

彭氏也似失惊般，一会儿身子困倦，肚腹疼痛，一连儿次痛阵紧，生下一

个小撕来。 C 35-490) （一连几次痛阵，紧生下一个小厮来。）

“紧生”不成词。＂痛阵”指生产时的阵痛。

我朝林俊按察云南，鹤庆府有一寺，每年要出金涂佛的脸，若不，便有风

雹伤损人田地。 C 39-540) （每年要出金涂佛的脸，若不便，有风雹伤损人田地。）

◊ ◊ ◊ 

以上只是罗列了在这一校点本中发现的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并非全部。佐

藤睛彦教授曾经指出通俗小说版本的许多问题，包括影印本的可信程度等，强调

可靠的文本在语言研究上的重要作用。不管是语言的研究也好，还是文学的研究

也好，文本的校点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工作。最起码的要求是，应该给

读者一个可信、可用的标点本，对千中华书局这样的老牌出版社来说，这本来是

不成问题的。可是这次让我们大失所望了。

2002 年 1 月千福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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