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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語料庫1檢索研究南北朝飲食相關動詞，以比較南北異同。發現單音

節新詞新義性質偏於口語，除了佛經之外，多出現於南方。可為顏之推所謂南方

多鄙俗；北方多古語之證明。至於飲食動詞雙音組合的差異，除與社會文化息息

相關，故南北有多寡之別外，尚有組合成份不同之異。如常見主導詞「飲」之組

合見於南北。而「食」的組合形成較晚，多見於南方。除了主導詞外也有非主導

詞互相組合如「飡茹」、「飡餌」者，是亦南北有別處。藉由各種飲食動詞單、雙

音的組合，我們可以系統地呈現出中古時期詞彙南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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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ex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South and 

North by the New Middle Chinese Verbs About 

Eating and Dr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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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concerning about the Middle Ancient Chinese lexical research: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to discover the linguist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during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 Prior discussions have always 

concentrated on phonological aspects, while lexical studies are nearly entirely absent.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systematic methodology to unearth lexical differences. We found 

out the Lex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South and North by the New Middle Chinese Verbs 

About Eating and Dr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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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飲食類動詞新詞新義看中古詞彙南北異同 

 

周玟慧 

 

 

一、前言 

南北朝時期，原來的洛陽通語分化為以金陵為中心和以鄴下為中心的南北兩

大通語。兩者異同在聲韻方面已經有許多學者研究；但是辭彙的部份還有待努力。

雖有顏之推在《顏氏家訓．音辭篇》提到南方「其辭多鄙俗」；北方其辭「多古語」

的說法2。但未有系統比較的方法可以證成其說。如何去找到顏之推所謂之「鄙俗」

或「古語」將是研究關鍵所在。本文將透過上古與中古的飲食動詞比較，找出中

古時期產生的新詞新義，以與「古語」區別。此外，南北通語在「鄙俗」與「古

語」之外是否還有差異？細究中古詞彙，有一重要的特色為雙音化發展迅速3，南

北的飲食動詞雙音組合有何異同，是否能夠補充顏之推南北異同之說？也是研究

不可或缺的部份。 

飲食是一個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的基本範疇，上古漢語中已有豐富多樣的飲

食類動詞。《釋名》有〈釋飲食〉一篇，列舉九項飲食動詞4。而據李煒（1994:52-53）

                                                      
2 魯國堯便將此〈音辭篇〉所謂南北語言不同情況命名為「顏之推謎題」。後人須由聲韻

與詞彙兩方面論述南北異同以解開此一謎題。魯文題名為「顏之推謎題之半解」便是由

聲韻入手說明南北異同。參見：魯國堯：〈「顏之推謎題」及其半解（上）〉，《中國語文》

第 6期（2002年），頁 536-549、魯國堯：〈「顏之推謎題」及其半解（下）〉，《中國語文》

第 2期（2003年），頁 137-147。 
3 劉承慧指出中古晚期的南北朝，雙音詞比例顯著提高。參見：劉承慧：〈古漢語實詞的

複合化〉，《古今通塞：漢語的歷史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2003

年），頁 107-139。魏培泉〈上古漢語到中古漢語語法的重要發展〉亦指出中古漢語（東

漢魏晉南北朝）雙音節複合詞大量增加。梁曉紅引用整理前人各書複音詞比例，指出複

音詞數量佔各書整體詞彙比例從上古到中古迅速增加。可見東漢六朝時期是雙音化快速

發展的階段，無論在數量或是樣式都較先秦為多。參見：魏培泉：〈上古漢語到中古漢

語語法的重要發展〉，《古今通塞：漢語的歷史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籌備處，2003年），頁 75-106。 
4 〈釋飲食篇〉解釋了「飲」、「食」、「啜」、「飡」、「吮」、「嗽」、「含」、「咀」、「嚼」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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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析《史記》飲食動詞，提及《史記》便有「食」、「飯」、「餐」（飧）、「餔」、「餬」、

「嘗」、「嘰」、「饟」、「饋」、「啗」（啖、餤）、「吞」、「飲」、「嚼」、「服」、「啐」、「啑」、

「唶」、「吮」、「饗」、「酺」、「醵」、「醳」、「啜」等飲食相關動詞。如此豐富的飲

食動詞，到了中古是否還有新的成員產生？有哪些雙音組合？更重要的是南北兩

大通語又有何異同？在在引人深思。 

二、中古單音節飲食動詞新詞新義 

上古時已經有不少飲食動詞，到了中古時期更增添了新的成員，這些詞中有

些是後起的新詞；有些則是在原本的意義外又引申或是假借出新的意義。相當有

意思的是在南北朝的文獻中，這些新詞新義大多出現在佛經與南朝文獻中；少數

見於北方的例子也僅限於口語性強的資料中。本節將說明的中古新詞新義有「食

飲」義的「喫」/「吃」；「吸飲」義的「呷」；以及「吞食」義的「嚥」三組。 

（一）「喫」/「吃」 

現代漢語常用飲食動詞「吃」，其本義為「口吃」。早期具有飲食義者為「喫」，

且不限於固體類食物。「喫」與「吃 」音義相關，王鳳陽《古辭辨》6指出明清之

後「吃」廣泛地替代了「喫」成為「喫」的同音歸併字。實則若辨析兩者關係，

可以發現在六朝時期7兩字已有通用情況，唯此時相通為「口吃」義而非飲食義。

首先有「食飲」義用法的為「喫」，「吃」中古時仍多用為「口吃」義，罕見食飲

義，是故兩字通假時用為「口吃」義。以下分別敘述「喫」、「吃」二詞： 

1.「喫」 

  《說文》：「喫，食也。」《玉篇》：「喫，啖也。」簡單指出「喫」具有「吃東

西」的意義，唯所食之物為何並未詳細說明。其實際用法要由書證中得知：「喫」

作飲食動詞，目前在文獻中最早見於《賈誼新書．耳痹》：「越王之窮，至乎喫山

                                                                                                                                                   
類飲食動詞。 

5 李煒：〈《史記》飲食動詞分析〉，《古漢語研究》1994年 02期（1994年），頁 52-54。 
6 王鳳陽：《古辭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頁 762。 
7
 如《世說新語》：「鄧艾口喫，語稱艾艾。」其中「口吃」作「口喫」，為兩字通假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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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山草並非一般食物，王鳳陽《古辭辨》8因此以為「喫」最早可能是方言，

從牙齒咀嚼的「囓」、「齕」演化而來的。到唐宋以後才廣泛通行。不過，考諸魏

晉六朝文獻，「喫」作「食飲」義用，已經不乏其例。東晉葛洪《備急肘後方》中

有多例，《世說新語》也有例據。與現代漢語「吃」僅用於固體食物不同。「喫」

的賓語可以是固體食物如飯、栗子、肥肉、松柏葉實、白羊肉（例 1-5）等；也

可以是濃稠糜狀如羹、粥之屬（例 2，6-7）；也可以是液體的酒水（例 8-9）等。

範圍較諸現代用法為廣。 

1、取東引花桑枝，燒灰淋汁，煮赤小豆，空心食令飽，饑即食盡，不得喫

飯。（《備急肘後方．治卒大腹水病方》） 

2、生栗袋貯，懸乾，每日平明喫十餘顆，次喫豬腎粥。（《備急肘後方．

治卒患腰脅痛諸方》） 

3、徐服後，十餘日喫肥肉發之也。（《備急肘後方．治寒熱諸瘧方》） 

4、飢無所食，洎欲餓死，有一老公教我喫松柏葉實（《備急肘後方．治卒

絕糧失食飢憊欲死方》） 

5、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

須駐。（《世說新語．任誕》） 

6、某乃主謳，懼其聲不能清且長，喫㹠蹄羹飽，而當筵歌大曲（《備急肘

後方．治卒發癲狂病方》） 

7、便內消，當患腫著藥時，常須喫黃耆粥，甚妙。（《備急肘後方．治癰疽

妬乳諸毒腫方》） 

                                                      
8
 王鳳陽：《古辭辨》，頁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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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服訖，量性飲酒，令醉，仍須喫水，能多最精。（《備急肘後方．治虛損

羸瘦不堪勞動方》） 

9、便吐，骨即隨頑涎出，若未吐，更喫溫酒，但以吐為妙，酒即隨性量力

也。（《備急肘後方．治卒諸雜物鯁不下方》） 

除了中土文獻，佛經中也有用作「食飲」義的「喫」，其後所帶賓語也是有固

體（例 10）有液體（例 11）： 

10、或有說云。我曾喫噉四方眾僧華果飲食。（《大集經．日藏分中三歸濟

龍品第十二》） 

11、不畏防禁。飲食無極。喫酒嗜美。出入無有期度。魯扈抵突。（《佛說

無量清淨平等覺經》） 

北方「食飲」義用法則出現於北齊童謠與《齊民要術》等較為口語性的文獻

中。其中例 13《齊民要術》「喫草」仍有早期囓咬的意義，是以用於描述羊之吃

草。 

12、七月刈禾傷早，九月喫糕正好，十月洗蕩飯甕，十一月出卻趙老。（《樂

府詩集．北齊後主武平中童謠》） 

13、日夕母還，乃出之；十五日後，方喫草，乃放之。（《齊民要術．養羊》） 

由上述例子可見無論是南方或是北方文獻以及佛經，「喫」的「吞食」義都出

現於較口語性的文獻中。「喫」出現在典正文獻中僅有《魏書》一例： 

14、世宗正始二年三月，徐州蠶蛾喫人，尪殘者一百一十餘人，死者二十

二人。（《魏書．靈徵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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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此「喫」字與前述有「吞食」義的「喫」不同，蠶蛾小物非如獅虎，無法

將人吞喫入腹中，其義當近於「囓」。義近如阮籍〈大人先生傳〉所謂的蝨子囓人

（例 15）；或如《大智度論》所言之蛇囓人（例 16）。蝨子、蠶蛾、毒蛇，皆非血

盆巨口，唯以囓咬為能，可知此處之「喫」當為「囓咬」之義。與王鳳陽所謂「喫」

由「囓」演化而來者若相符合。此義較諸「吞食」之義為古，是以出現於較雅正

之史書中。 

15、且汝獨不見夫蝨之處于褌之中乎，……。飢則囓人，自以為無窮食也。

（〈大人先生傳〉） 

16、昔有一國王。為毒蛇所囓。（《大智度論》） 

由上討論可見「喫」的古義指「齧咬」，咬之後多半有吞食的動作，因此後來

語義擴大，吞喫的東西不限於固體，粥糜狀乃至液體都可以，故有「食飲」義。

此一新義多半出現在佛經與南方文獻中。北方文獻中「喫」的吞喫用法僅見於口

語性的文獻，在史書中仍用較古的「囓咬」義。是北方存古，而南方較多俗語之

例。 

2.「吃」 

「吃」在現代飲食動詞語義場中為一主導詞，然而在上古漢語時卻不具「飲

食」義。先秦兩漢時「吃」，是口吃說話困難的意思。《說文》釋「吃」為「言蹇

難也。」與「飲食」無關。書證中除了單音詞「吃」的用法（例 1）外，也有雙

音結構「口吃」（例 2）、「謇吃」（例 3）、「強吃」（例 4）等用法。 

1、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

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史記．張丞相

列傳》） 

2、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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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數子者。或謇吃 尩無宮商。或 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世說新語．

排調》）  

4、不求彼短，不譏彼失，口齒端嚴，言不強吃。是故說曰，自正口行也。

（《出曜經》） 

「吃」的「飲食」用法，在東漢安世高大師所譯《佛說柰女祇域因緣經》時已見

其例： 

5、不得久留。祇域乃取一梨。吃食其半。以毒藥著爪甲中。（《佛說柰女祇

域因緣經 》） 

而在南朝文獻也開始有「飲食」義的「吃食」用語： 

6、狗云：「欲吃食爾。」於是婢為設食。（《搜神記·兩頭人》） 

不過此一時期文獻中仍常用「口吃」義，佛經直至隋朝的《佛本行集經》中仍用

「口吃」義，如例 7、8。中土文獻也一樣用「口吃」義，如例 9。 

7、若生為人。六情不具言語謇吃。是故說曰。少聞共論難反受彼屈伏也。

（《出曜經》） 

8、化聲。導聲。不謇吃聲。不縮呻聲。不麤澀聲。（《佛本行集經》） 

9、常從博士讀小小章句，竟無可得，口吃不能劇讀，遂絕意於尋求。（《宋

書．王微傳》） 

由此可見雖然東漢佛經已有「吃」的飲食義，但在中古文獻中仍多用為「口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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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尤其是典正文獻如史書9只見此義。「吃」的飲食義在中古屬於新義，且為了

與言語困難義標誌區隔，因此均與「食」共構。此一新義首先出現於東漢建寧的

佛經中，其次在南北朝時也只見於南方文獻。顯示較諸北方文獻，此兩者較能接

受使用詞的新義。 

（二）「呷」 

「呷」的「吸飲」義也是中古時期方才產生的新義。雖《說文》中已經有「呷」

之詞條：「呷，吸呷也。」不過此一紀錄後代註解及辭書有不同的看法。一般以為

此處的「呷」為飲食動詞之一，且賓語多為液體，其義近現代之「喝」。而「吸」

亦有「飲」之義如《廣雅‧釋詁四》：「吸，飲也。」故以為此「吸呷」即是「喝

流質物品」的意義。《康熙字典》引趙宧光《說文長箋》：「吸而飲曰呷。甲有斂藏

義，故从甲。」即此義。《古辭辨》：「呷，《說文》：『吸呷也。』『呷』也是吮，不

同處在於它是將吸入的液體咽下去」《漢語大詞典》「吸飲，喝」的解釋也是一脈

相承。 

然而《漢語大詞典》引的書證為唐朝周曇《詠史‧淳于髡》：「穰穰何禱手何

賷，一呷村漿與只雞。」《古辭辨》引證略早，為東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的「呷

啜鱒羹」，時代均晚於許慎。考諸先秦兩漢文獻，「呷」並無作為飲食動詞之例。

均為連綿詞標音符號。有「翕呷」－如司馬相如〈子虛賦〉描寫鄭女曼姬姿態：「翕

呷萃蔡。」史記作「噏呷萃蔡」或是「敵呷」－如揚雄〈蜀都賦〉描寫水勢：「敵

呷䘹瀨。」東漢王延壽〈王孫賦〉寫觀看奇獸之人的樣態：「觀者吸呷而忘疲。」

無論是「翕呷」「噏呷」「敵呷」「吸呷」全都是連綿詞。且《說文》：「吸，內息也。」

亦非「飲食」義，先秦文獻多是「呼吸」義。因此《說文》此處的「吸呷」應為

雙音節連綿詞，即王孫賦之「吸呷」。《漢語大字典》引沈濤《說文古本考》謂：「《子

虛賦》：『翕呷萃蔡』。張揖以為衣裳張起之聲，翕、吸古通字。吸呷、呷吸，皆擬

其聲，故選賦或言喤呷，或言呀呷，不必定言吸呷也。」甚為正解。 

在書證部份，「呷」作為飲食義動詞目前首見於東晉葛洪《肘後備急方》醫書。

不過此書十例「呷」之中，仍有兩處為狀聲的連綿詞「暇呷」、「呷呀」如例 1與

                                                      
9
 除上述《史記》、《宋書》之例，如三國志鄧艾傳：「為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

《南齊書崔慰祖傳》：「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一皆為言語困

難「口吃」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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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1、《梅師方》治久患暇呷咳嗽，喉中作聲，不得眠（《備急肘後方．治卒上

氣咳嗽方》） 

2、又方：治上氣咳嗽，呷呀息氣，喉中作聲，唾黏，以藍實葉，水浸良久，

（《備急肘後方．治卒上氣咳嗽方》） 

其餘則為飲食動詞用例，所食之物均為流質，或是熱鹽水（例 3）或藥汁（例

4）或薑湯（例 5）或溫藥酒（例 6），是在東晉時期，「呷」已經有「喝」的用法。 

3、須臾，痛止，卻煎薄鹽湯熱呷之。（《備急肘後方．治卒心痛方》） 

4、蒼耳子三兩，搗末，以水一升半煎取七合，去滓，呷之。（《備急肘後方．

治風毒腳弱痺滿上氣方》） 

5、如有餘薑湯，徐徐呷之令盡。當下冷膿多惡物等，病即差止。（《備急肘

後方．治卒患腰脅痛諸方》） 

6、以酒煎化，溫溫呷，若得逆，便吐，骨即隨頑涎出。（《備急肘後方．治

卒諸雜物鯁不下方》） 

南北朝時「呷」作飲食義僅有一例，見於《洛陽伽藍記》，此書為北魏人楊衒

之所著，成書於東魏孝靜帝時，屬於北朝文獻。然細究此例「呷啜蓴羹」前後文，

則此「呷」字用法當通用於南朝。《洛陽伽藍記》此段自注記載南朝主書陳慶之奉

使至北朝。在舊交洗塵宴會上與北朝中大夫楊元慎先有一番唇槍舌戰，元慎譏嘲

南朝語言不夠雅正：「雖復秦餘漢罪，雜以華音，復閩、楚難言，不可改變。」而

陳慶之面對楊元慎之「清詞雅句」，也只能「杜口流汗，合聲不言。」過數日陳慶

之病心痛，而楊元慎自稱能夠治療此病，於是就口含水做法念咒，其語云：「吳人

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阿儂，語則阿傍。菰卑為飯，茗飲

38



從飲食類動詞新詞新義看中古詞彙南北異同 11

作漿，呷啜蓴羹，唼嗍蟹黃，手把荳蔻，口嚼檳榔。乍至中土，思憶本鄉，急手

速去，還爾丹陽……」語中歷數說南人的衣著飲食各種習慣，如冠帽衣裳較小較

短、飲食與北地不同，且用了「阿儂」「阿傍」等吳語用法。使慶之自覺南朝用語

不及北朝之雅正，聞元慎以吳語嘲弄深覺「楊君見辱深矣。」以是「吳兒更不敢

解語」。由此可見記載中可以發現楊元慎兩處言語不同，第一次宴會發言，特意用

雅正之語折服南朝使者，而第二次的言語則故意使用較為俚俗的、吳人通用的口

語來羞辱陳慶之。因此「呷啜」應為較為通俗的口語詞，且亦為南人所省。由此

可見「呷」作「吸飲」的新義也以南人使用較多。 

（三）「嚥」 

具「吞食」義的「嚥」不見於《說文》，為中古時期的新詞。《玉篇》：「嚥，

吞也。亦作咽。」《古辭辨》指出「嚥」是「咽」的動詞用法的後起分化字。原來

的飲食動詞由於義項繁多，因此有新詞產生以專指其中某一義項。「咽」與「嚥」

的情況即是如此。由早期字書資料中可見「咽」有名詞與動詞用法。如《說文‧

口部》：「咽，嗌也。」「咽：嗌也。」「喉：咽也。」《玉篇‧口部》：「咽，咽喉也。」

說明「咽」即「咽喉」，為名詞用法。而同樣在《說文‧口部》中，我們看到在解

釋「吞」的時候，許慎用「吞：咽也。」說明。此處的「咽」便為吞咽用法，屬

於動詞。《釋名．釋形體》:「咽，咽物也。」也是動詞用法。至於書證方面，「咽」

字早見於先秦兩漢的文獻中，有名詞的「咽喉」也有動詞「吞咽」的用法，且都

有單音詞與雙音結構。名詞如「咽」、「咽喉」（例 1-4）；動詞如「咽」、「嚼咽」（例

5-7）。 

1、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戰國策．秦策四》） 

2、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史記．滑稽列傳》） 

3、咽中乾，煩燥，吐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傷寒論．辨

太陽病脈證并治法上第五》） 

4、咽喉乾燥者，不可發汗。（《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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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的「吞嚥」義 

5、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

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

目有見。」（《孟子．滕文公下》） 

6、宣孟止車為之下，餐自含而餔之，餓人再咽而能食。（《說苑．復恩》） 

7、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嚼咽者九竅而胎生。（《淮南子．墬形訓》） 

東漢時文獻中也出現了複合詞「哽咽」，由「哽於咽喉」的語義（如例）引申為「哭

泣」如例。 

8、淵中之魚，遞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嚥之，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

（《論衡．效力》） 

9、母察審諦，又識左耳前贅，因出抱持，對之流涕。嘉自拔榻，歔欷哽咽。

（《風俗通義》） 

由於「咽」的語義分化，甚至一段之中或為動詞或為名詞，如例 10有「吞咽」

作動詞用；也有動賓結構的「哽咽」其中「咽」作名詞用。為免混淆也就發展出

專指動詞的新詞「嚥」。如上例 8，動詞作「嚥」而名詞作「咽」。不過此新詞尚

未普及，兩漢時除《論衡》10一書外多出現於醫書之中，皆偏於口語。其後所帶

之賓語有固體（例 8）、液體（例 11-12）也可以是氣體如例 13，動作的重點在於

吞入咽喉下。 

10、噓唏不能吞咽，麥飯寒水閒用之。舅偃誘勸，哽咽益甚。（《蔡中郎集．

為陳留太守上孝子狀》） 

                                                      
10
 胡敕瑞研究《論衡》與東漢佛典便提及兩種材料用語淺易，口語成份較多。參見氏作：

胡敕瑞：《《論衡》與東漢佛典詞語比較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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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須臾，可少桂湯及粥清含與之，令濡喉，漸漸能嚥，及稍止。（《金匱

要略．雜療方》） 

12、脈之，嚥唾者，此詐病也。（《傷寒論．平脈法》）  

13、夫氣謂何氣也？如謂陰陽之氣，陰陽之氣不能飽人。人或嚥氣，氣滿

腹脹，不能饜飽。（《論衡．道虛》） 

六朝時「嚥」仍以醫書之例為常見，所食之物多偏流質，如例 11-17。他則

只出現於佛經（例 18）與南方文獻（例 19-21）中。 

14、蜜半盞，和蒸令軟，時時含一棗大嚥津。（《備急肘後方．治卒心腹煩

滿方》） 

15、涎盡食粥一兩日，如吐多困甚，即嚥麝香湯一盞即止矣。麝細斫，溫

水調下。（《備急肘後方．治卒發癲狂病方》） 

16、少時款冬煙自從筒出，則口含筒，吸取煙嚥之，如胸中少悶，須舉頭，

（《備急肘後方．治卒發癲狂病方》） 

17、即內黑餳一大兩，消訖，細細含嚥，立定。（《備急肘後方．治卒發癲

狂病方》） 

18、若嚥食時，當願眾生，禪悅為食，法喜充滿。（《大方廣佛華嚴經》）   

19、飛鳥悉飛荈其上，喙食共嚥，人皆怪之。（《春秋後語》） 

20、苟外物以能惑，亦在應而無騫。況朝霞之彩可嚥，瓊扉之飾方宣！（《全

齊文．思歸賦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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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若夫栖遲閑遠，咀嚥瓊芝，出入清都，師友靈聖，循崖反跡，無缺惟

心。（《全梁文．與陶弘景書》） 

「嚥」只見於南方文獻，則北方「吞咽」義是否仍用「咽」？比較《宋書》

與《魏書》「咽」的例子，兩者皆有「哽咽」、「嗚咽」用例，而唯《魏書》有以人

為施事者，吞嚥的例子。 

22、年十三，太祖引見，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宋書．王僧

綽傳》） 

23、諸伎雖畏威從事，莫不哽咽流涕。及成服，悉遣諸王還第。（《魏書．

蕭道成傳》） 

24、葉延嗚咽若不自勝，答母曰：「誠知無益，然罔極之心，不勝其痛。」

（《魏書．吐谷渾傳》） 

25、左右進以粗粥，咽不能下。玄子昇五六歲，抱玄胸而撫之，玄悲不自

勝。（《魏書．桓玄傳》）  

26、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魏

書．悅般傳》） 

可見此一後起的「嚥」字較為南人所接受而北方仍保持「咽」的動詞用法。 

從以上討論可見，有關中古飲食動詞的新詞新義都出現於南方文獻與佛經之

中，北方文獻或者未見此詞如「嚥」，或者仍使用舊詞義，如「吃」的口吃義。研

究佛經的學者都提及佛經的語體特色因宣揚教義而偏於口語11。是故由此可知，

顏之推所謂之「鄙俗」其實是偏於當時口語，只出現於南方文獻與佛經的這些飲

食動詞便是其中一部份。 

                                                      
11
 朱慶之討論漢文佛典所以有雅俗兼容而比較接近口語的特殊語體之因。參見氏作：朱

慶之：《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頁 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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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古飲食動詞的雙音組合 

在上古飲食義動詞語義場中，「飲」、「食」分別為「喝」與「吃」義的主導詞。

因此在雙音組合中最早見兩詞並列的「飲食」與「食飲」；其次則是與「飲」的組

合；「食」的雙音組合較常見於南方文獻；南方文獻中更可見「飲」「食」以外的

雙音組合。以下分就上述四類舉例說明之： 

（一）雙音組合「飲食」與「食飲」 

早在先秦時便已多見「飲食」乃至「食飲」的雙音組合12。雖則無論「飲食」

或是「食飲」同樣都有動詞（例 1例 2）和名詞（例 3例 4）的用法。不過，相較

之下「食飲」出現的數量「飲食」較少，且絕大多數的例子都是名詞。此為「飲

食」與「食飲」雖為同素異序，然而用法上仍有小別。如例 5《禮記．內則》一

句之中，「食飲」為名詞而「飲食」為動詞用法，正顯示出此一差異。 

1、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

能知味也。（《禮記．中庸》） 

2、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史記．扁鵲倉公列傳》） 

3、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孟子．盡心

上》） 

4、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管子．宙合》） 

5、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恆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禮記．

內則》） 

至於六朝時「飲食」更成為常用詞，檢之《漢達文庫》魏晉南北朝資料庫得有二

千六百餘例。散見南北各種文獻，從典正之史書乃至佛經中均有，同樣有名詞（例

                                                      
12 檢諸《漢達文庫》先秦兩漢資料庫：「飲食」先秦兩漢有 515例而「食飲」有 8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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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10）與動詞（例 9、11）的用法。 

6、脩之能為南人飲食，手自煎調，多所適意。（《魏書．毛脩之傳》） 

7、有五穀，其衣服飲食與高句麗同。（《魏書．百濟國傳》） 

8、燾送駱駝、騾、馬及貂裘、雜飲食（《宋書．張暢傳》） 

9、雖有糜鬻，穅秕泥土相和半，不可飲食（《宋書．禮記》） 

10、施設飲食。請諸賢聖。供養一日。剋心精勤。望現世報。（《賢愚經·

差摩現報品》） 

11、佛與徒眾。悉受其請。飲食已訖。佛為說法。心意開解。（《賢愚經·

差摩現報品》） 

至於「食飲」，《漢達文庫》魏晉南北朝資料庫中僅得百餘例，「飲食」與「食飲」

的出現比例由先秦的 6:1變成了 22:1，可見「食飲」在詞彙演變中逐漸式微。且

絕大多數見於佛經與南方文獻（例 12-13）。 

12、昔時有一居士。多持種種淨妙食飲。（《中阿含經·中阿含大品加樓鳥

陀夷經》） 

13、以寶為浴池中有八味之水。食飲皆自然念便自然至。（《佛說道神足無

極變化經》） 

14、次思病苦，皆由風寒冷熱，食飲不節。（《齊竟陵王蕭子良集》） 

15、瑯琊白浮鳩，紫翳飄陌頭。食飲東莞野，棲宿越王樓。（《吳朝請集·

白浮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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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因為語言有經濟原則，如果兩個詞的用法相當的話，其中一個詞自然會慢慢

被淘汰。「飲食」與「食飲」意義與詞性已經沒有特殊的分別，因此合於雙音節組

合四聲先後次第的「飲食」便逐漸淘汰了「食飲」。在南北朝時期這個演變的孑遺

「食飲」便只出現於南方與佛經中了。 

（二）「飲」的相關雙音組合 

「飲」在魏晉南北朝構詞力相當強。可與具有「吃食」義的「啖」、「噉」組

合；也可與「食物」義相關的「餐」、「饌」、「膳」組合；與「飲酒」的「酌」組

合；與「宴會」義的「讌」組合。這些雙音組合有些是南北文獻皆有其例子，有

些是只出現於南方。以下依此分別說明之： 

1.南北皆有的雙音組合 

南北皆有的雙音組合有「飲啖」、「飲噉」、「飲膳」、「飲讌」、「讌飲」、「酌飲」

等詞。先看「飲啖」與「飲噉」：「啖」與「噉」為一組異體字。《說文．口部》：「啖：

噍啖也。噍口炎聲。从曰噉。」細究詞義《說文．口部》：「噍：齧也。从口焦聲。」

為咀嚼後吞食之意。因此「啖」、「噉」與「飲」的組合相當於「食」與「飲」組

合。南（例 1、2）北（例 3、4）與佛經（例 5）中皆有例句： 

1、吾再幸休仁第，飲噉極日，排閤入內，初無猜防，休仁坐生嫌畏。（《宋

書．始安王休仁列傳》） 

2、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世說新語．任誕篇》） 

3、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啖之，家人無得嘗焉。（《魏書．平

恒傳》） 

4、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魏書．夏侯夬傳》） 

5、若我所願成就得己利者。當令此身。作大肉山。有諸飲血噉肉眾生。悉

來至此隨意飲噉。（《悲華經．檀波羅蜜品第五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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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可與對義的「食」組合，「飲」也可與食物義的「膳」組合。有名詞用法

如例 6，動詞用法如例 7。例詞雖不多，但也同樣南北文獻均可見，唯無佛經例。 

6、性清儉率素，服御飲膳，取給而已，不好珍麗，食不二味。（《魏書．世

祖太武帝本紀》） 

7、秋河曉碧，落蕙山黃。紅顏素改，玄鬢斑霜。征夫抵掌而飲膳，壯士憤

氣而沸腸。（《梁簡文帝蕭綱集．七勵》） 

至於「酌飲」則是類義的組合，《說文》：「酌，盛酒行觴也」。酌引申有飲酒

義，與「飲」義在「喝酒」部份相同。故有「酌飲」之組合，早在上古《左傳》

一書已經出現（例 8），南（例 9）北（例 10）皆見，無佛經例。 

8、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左傳．成公十四年

傳》） 

9、嘗獻世祖酒，先自酌飲，封送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宋書．南郡王

義宣傳》） 

10、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夬靈前酌飲。（《魏書．夏侯夬傳》） 

「飲」另一常見之雙音組合為與「宴會」義的「宴」「讌」組合，有「宴飲」、

「讌飲」與「飲宴」、「飲讌」。同樣都有南（例 11、13、15、17）北（例 12、14、

16、18）的例句。然無出現於佛經之例。 

11、上嘗於內殿宴飲，朝貴畢至，唯不召鮮之。（《宋書．鄭鮮之傳》） 

12、兆將數十騎詣王，通夜宴飲。（《魏書．爾朱兆傳》） 

13、大明元年，徵為右衛將軍。明年，遷丹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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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陽，與子弟於廳事上飲宴，秀之亦與焉。（《宋書．劉秀之傳》） 

14、文思與淮南公國璠、池陽子道賜不平，而偽親之，引與飲宴。（《魏書．

司馬休之傳》） 

15、高祖伐公孫淵，過本縣，賜牛酒穀帛郡守、典農。會暮次父老故舊讌

飲（《孫盛晉陽秋．高祖宣帝》） 

16、寶卷每常輕騎戎服，往此諸家，與之讌飲。（《魏書．蕭寶卷傳》） 

17、不預飲讌、聞聲樂及行遊也。（《顏氏家訓．風操篇》） 

18、聰與群臣飲讌，逼晉帝行酒。（《魏書．劉聰傳》） 

由此可見此一系列的組合，「飲噉」、「飲啖」在日常生活中常用，而宴飲類則

非普羅百姓常用語。 

 (1)只出現於南方的組合 

有一些「飲」的雙音組合並未出現於北方文獻。有些是同素異序詞如「飲酌」： 

1、潛有腳疾，使一門生二兒轝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

無忤也。（《宋書．隱逸傳》） 

或是概念相近。如同樣有聚會意義的「餞別」可與「飲」組合為「飲餞」： 

2、奉王命於河湄。夕飲餞以俶裝。旦出宿而言辭。（《謝靈運集．撰征賦》） 

這些組合都不出現於佛經，反而有較為早期的例子，如例 3的飲酌，例 4 

「飲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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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鴻漸衡門，群英雲集，咸共飲酌其流者，有踰三千。(《全上古三代秦

漢三國六朝文．大尉楊震碑》 

4、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詩經．邶風．泉水》） 

比較南北差異時，不能單只是比較某一詞彙是否出現於南方或是北方，尚須

和其他文獻比較。與上古文獻比較，可找出此一組合是否前有所承。與佛經比較，

可以知道此一組合是否偏於口語。上述「飲」的雙音組合中，極少出現於佛經中，

尤其僅出現於南方的組合完全沒有出現於佛經的例子，反而出現於較古文獻的例

證。可見此處的南北差異並非「鄙俗」與「古語」之別，南方所以出現較多「飲」

的相關組合，是因為南方飲食文化較北方為盛，因此詞彙方面也會較為豐富。正

如北方鞍馬文化盛行，是以「馳」的雙音組合較南方多13。雙音組合的多樣正與

社會文化息息相關。 

（三）「食」的相關雙音組合 

「食」的組合較「飲」少，且出現時代較晚。有與「啖」、「噉」的組合，「食

噉」（例 1、2）「噉食」（例 3、4）「啖食」（例 5、6）。與新詞「吃」「喫」的組合

「吃食」（例 7、8）「喫食」（例 9、10）。且多出現於南方文獻與佛經中。 

1、近有穀米，我都噉盡，彼軍復欲食噉何物，能過十日邪？（《宋書．索

虜傳》） 

2、是人舌根淨終不受惡味其有所食噉悉皆成甘露（《妙法蓮華經．法師功

德品》） 

3、諸大德僧尼，當知噉食眾生者是魔行，噉食眾生是地獄種，（《梁武帝蕭

                                                      
13
 周玟慧舉例說明北方多「馳」的雙音組合與北方擅鞍馬文化有關。參見：周玟慧：〈南

言北語－－《史記》、《宋書》、《魏書》「馳」「驅」相關雙音組合比較研究〉，《歷史語

言學研究》第五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 12月），頁 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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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集．斷酒肉文》） 

4、遍閻浮提。悉皆來集。噉食其肉。一脅肉盡。即自轉身。復取一脅。皆

復食盡。故處還生。復轉身與之。如是翻覆。恆以身肉。給濟一切。（《賢

愚經．設頭羅健寧品》） 

5、備軍在廣陵，飢餓困（敗）〔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窮餓侵逼，欲還

小沛，遂使吏請降布。（《王粲集》） 

6、菩薩至大劇難虎狼中時終不畏怖。心念言。設有啖食我者為當布施行檀

波羅蜜。近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願我後作佛時。令我剎中無有禽獸道菩薩

至賊中時終不怖懼。（《道行般若經．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經怛竭優婆夷品》） 

7、婢問狗：「汝來何為？」狗云：「欲吃食爾。」（《搜神後記．兩頭人》） 

8、祇域乃取一梨。吃食其半。以毒藥著爪甲中。（《佛說柰女祇域因緣經》） 

9、吳普行之，年九十餘歲，耳目聰明，牙齒堅完，喫食如少壯也。（《養性

延命錄．導引按摩篇》） 

10、或有兩人喫食之時。亦復不從其邊受食（《佛本行集經．精進苦行品》） 

北方文獻有一例「茹食」，然為《齊民要術》引《南方草物狀》，本質上仍屬

於南方通語（例 11）。同樣有佛經的例子（例 12）： 

11、《南方草物狀》曰：「合浦有菜名『優殿』，以豆醬汁茹食之，甚香美可

食。」（《齊民要術．菜茹》） 

12、眾生之類晝夜含毒瞋恚所纏共相茹食。由懷忿怒向乎二親。豈當有慈

加被眾生乎。（《出曜經．廣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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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飲」與「食」的雙音組合可以發現，「飲」的組合早於「食」。「食」的

組合多出現於東漢以後，為新興組合，因此多出現於南方文獻與佛典之中。 

（四）「飲」、「食」以外的組合 

南方文獻較北方文獻有更多的雙音組合，雖然詞頻不多，但組合樣式多樣。

如「吞嚼」（例 1、2）、「餔啜」（例 3）、「飡茹」（例 4）、「飡餌」（例 5）等： 

1、觀其飲啄飛行。人應憐悼。況可甘心撲褫。加復恣忍吞嚼。（周顒〈與

何點書勸令菜食〉） 

2、休祐貪恣非政，法網之所不容。昔漢梁孝王、淮南厲王無它釁悖，正以

越漢制度耳。況休祐吞嚼聚歛，為西數州之蝗，取與鄙虐，無復人情。（《宋

書．始安王休仁傳》） 

3、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愡恫以麤疎，丁儀貪婪以乞貨，路粹餔啜而無恥

（《文心雕龍．程器》） 

4、蕭哉若人，飄然絕塵。外軌小乘，內暢空身。玄象暉曜，高步是臻。飡

茹芝英，流浪巖津。（《高僧傳．神異上．單道開二》） 

5、隱淪巖洞，飡餌芝髓，忽矣身輕，俄然羽化。（《徐陵集．天台山館徐則

法師碑》） 

這些雙音組合並未出現於佛經之中。因此也非偏於口語性質的詞彙。亦是因南方

社會飲食文化發達而產生的組合，由上述詞彙組合可以見對飲食樣態之描摹。如

「吞嚼」描寫狼吞虎嚥之狀；「餔啜」則有仔細嚼咽吃喝之貌；至若「飡茹」、「飡

餌」描述了仙家修行，以飲食入道，體現了南方豐富的飲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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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本文利用語料庫檢索全面研究南北朝飲食相關詞彙，發現新詞新義多出現於

南方，尤其是較為口語化的詞彙除了佛經之外，也多出現於南方。證明了顏之推

所謂南方多鄙俗，北方多古語，至此則聚疑千年之惑，可豁然開解。然而顏之推

所言也只是南北差異之一端。中古時期還有一個雙音化發展迅速的特點，雙音組

合的差異也必須加以考量。本文研究發現雙音組合的樣式多寡還與社會文化息息

相關。飲食類動詞方面則以南方為盛，有多種雙音組合如「吞嚼」、「餔啜」、「飡

茹」、「飡餌」等等。可見南方文化中對於飲食之重視，故多此類雙音組合。此亦

為研究南北差異不可不辨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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