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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民国时期巴蜀方志农业词汇述略
———兼论地方志收录名物词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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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方志中保存有丰富的语言学材料，其语料价值十分突出。语言学者对地方志虽时有引述，但较少关

注大量见载于方志中的名物词汇。巴蜀地区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区，清代、民国时期编修的方志中记录了大量农业词

汇，内容涉及农作物名称、农业生产工具以及农事活动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的语言学和文化学研究价值。但受编纂

意图、材料来源等的限定，旧方志对名物词的记载不仅颇为分散，且部分词汇非某地所特有，因此在使用其中语料时

须详加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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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之名出现甚早，《周礼·地官·诵训》中就有“掌道方志，以诏观事”的记载〔1〕，此处“方志”指记录

各地风俗、物产、舆地以及故事传说等的簿册，与后世方志在意义上已经十分接近。千百年来，关于方志的起

源众说纷纭，其性质也有地理学派与史志学派之争，但其作为一类特殊的地方文献的含义却延续至今。2006
年 5 月，国务院第 467 号令公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释“地方志书”为:“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
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2〕正因为如此，方志是研究地方史必不可少的资料。

有关方志的重要性，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便有如下论述:

畴昔史家所记述，专注重一姓兴亡及所谓中央政府之囫囵画一的施设，其不足以传过去现在社会之真

相，明矣。又正以史文简略之故，而吾侪所渴需之资料乃摧剥而无复遗，犹幸有芜杂不整之方志，保存所谓

“良史”者所吐弃之原料于粪秽中，供吾侪披沙拣金之凭借，而各地方分化发展之迹及其比较，明眼人遂可

以从中窥见消息，斯则方志之所以可贵也。〔3〕

由于史书“专注重一姓兴亡及所谓中央政府之囫囵画一的施设”，因此地方志对保存地方史料的重要

性便不言而喻。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就曾指出:“在中国出现的一系列地方志，无论从它们的广度来看，还

是从它们的有系统的全面性方面来看，都是任何国家的同类文献所不能比拟的。”〔4〕有清一代，方志编纂极

其兴盛，仅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传世的清代总志和地方府、州、县志便达 4889 种。而大多数地

方志都辟有“方言”栏，或单独成编，或置于“礼俗”之下，部分县志还对方言词汇按词性进行了分类。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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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者研究，“方言”作为专门门类进入方志，时间不晚于康熙十一年〔5〕。但实际上，由于地方志记载了大

量名物词汇①，而这些名物往往为一地所特有，其词汇也为人们生活常用，从某种意义上看，名物词也属于

方言词汇的范畴。本文拟以清代民国巴蜀方志部分农业词汇为例，管窥地方志所收名物词的文化价值。

一、农作物名称与方言词汇

由于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巴蜀地区农业起源甚早，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 蜀王杜宇“教

民务农……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6〕。而近年来的考古资料显示，早在新

石器时代，巴蜀地区的农业生产便已经出现。考古学家林向指出，“蜀是商王朝重要的农业区之一”〔7〕。正

因为如此，司马错在分析伐蜀之利时说:“取其地，足以广国也; 得其财，足以富民”〔8〕。取蜀之后，蜀守李冰

将开发蜀地的重点放在发展农业上，“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6〕。西汉文翁踵武李冰，也致力于农田水利

的建设，“穿湔江口，灌溉郫繁田千七百顷”〔6〕。从农业的类型上而言，巴蜀地区又以稻作农业区别于北方

的旱作农业②，这从巴蜀方志中对稻谷分类之繁复可见一斑。而对稻谷的分类，往往多为“农夫之词”，除农

政文献有所记载外，并不见重于时人，一般文献往往不记。但这些词汇在方志中则有丰富的载录，详见表 1。

表 1 巴蜀旧志中对稻谷种类的记载

县志 种类 总数

嘉靖四十一年《洪
雅县志·物产志》

盖草黏、白莲谷、香黏、齐头黏、安南谷、多黄泥黏、白日粘( 救公饥) 、冷水谷、云南早、南京

早、白糯、红糯、尖刀糯、虎皮糯、猪脂糯、多鸭子糯、多花壳糯、 子糯
19

同 治 五 年《高 县
志·物产志》

龙头谷、飞蛾谷、清香谷、花边谷、桂杨早、白帘早、蓝黏、青黏、白糯、红糯 10

同 治 八 年《珙 县
志·物产》

龙头谷、飞蛾谷、桂阳谷、白莲早、贵阳早、青粘、蓝粘、一首粘、寸谷、黑节早、秆草黄、二季
早、先爬早、清香谷、花边谷、白糯、红糯、山谷

18

同治八年《新宁县
志·物产志》

粘: 红边粘、大白粘、云南粘、西南粘、桂阳粘、青㭎粘( 棒棒粘) 、油粘、百日早、香谷、 谷
24

糯: 红壳糯( 胭脂糯) 、麻壳糯( 虎皮糯) 、矮子糯( 秋风糯) 、团子糯( 小娘糯) 、寸糯( 三颗
寸、金钗糯、羊脂糯) 、五百粒

同治十二年《重修
成都县志·食货
志·物产》

饭谷:
早熟: 六十早、八十早、百日早
晚熟: 云南白、麻黏、红花谷、雁来红、红莲稻、香谷 19

酒谷: 蛇眼糯、猪油糯、红酒糯、虎皮糯、黄丝糯、燕口红糯、尖刀糯、卑卑糯、石头糯、三白
谷

光绪二十六年《垫
江 县 志 · 食 货
志·物产》

粘之类: 红边粘、棉条粘、盖叶粘、乌云粘、大白粘、半边粘、乌脚粘、桂阳粘、马尾粘、冷饭
粘、三百粘、叶下藏。 30

早熟者: 洗铧早、思南早、麻阳早、二番早、白早、红边早、六十早

糯之类: 早糯、迟糯、寸角糯、油糯、棉糯、干田糯、麻壳糯、白壳糯、牛尾糯、金丝糯、半边糯

民国 10 年《合 川
县志·土物》

粘谷: 富贵粘、红边粘、桂阳粘、落鸟粘、五开粘、油粘、齐粘、鸭粘、鲜粘、鸟脚早、百日早、
齐头黄、须须谷、香谷米、大河南粘、和尚谷 28

糯谷: 堆子糯、矮子糯、猪油糯、三颗寸糯、三百捧糯、阴阳粘、响谷糯、蛮子糯、黄壳糯、红
须糯、须须糯、白谷糯

民国 17 年《苍 溪
县志·物产》

粘: 大白粘、齐黄粘、红米粘、香粘、百日早、子齐、花红、米油粘 17
糯: 白壳糯、红壳糯、秋风糯、黄丝糯、香谷糯、油糯、早黄糯、迟黄糯、卑卑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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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巴蜀旧志中对稻谷种类的记载

县志 种类 总数

民国 17 年《大 竹
县志·物产志》

粳稻: 黄瓜早、乌脚黏、盖叶黏、叶下藏、扫把黏、白脚黏、西洋黏; 云阳黏、大白黏( 俗名“贵
阳黏”) ; 青㭎黏

19

秫稻: 大酒谷、寸糯、牛尾糯、芝麻糯、蛮子糯( 洋酒谷) 、黄壳子、白壳子

民国 19 年《大 邑
县志·风俗志》

稻谷、香谷、苗谷、干谷、薏子谷、麻黏谷、银条谷、盖草黄、花壳糯、弯刀糯、杨尘糯、桤木红
壳糯、早谷、鸳鸯谷、大茅叶、细茅叶、水白条、硬脚黄、揸脚黄、红签签、白签签、麻谷子

22

民国 20 年《达 县
志·食 货 门·物
产》

秔稻: 盖叶粘、盖草黄、西南黏、白节黏、青㭎粘、云阳粘、六十早、八十早 14

稬稻: 香稻、旱稻、黑稻、稌谷( 粟米、小米)

民国 21 年《万 源
县志·食货门》

秔稻: 齐黄黏、西南黏、乱麻黏、香南早、百日早、乌脚黏、云山黏、高脚黄、叶下藏、香稻 19

糯稻: 秋稻、红谷糯、堆子糯、矮子糯、猪油糯、三颗寸、三百棒、冷水谷、旱谷

民国 33 年《长 寿
县志·物产》

粳: 贵阳粘、红边粘、乌脚粘、白油粘、浮面跑、百日早、三百粒、罗汉谷、马尾粘、十月黄、大
叶( 叶下藏) 、八十早、施南早、阳尘早、大白谷、小白谷、洋白谷 28

糯: 早糯、大糯、油糯、红壳糯、矮子糯、白瓷糯、堆子糯、红边糯、芝麻糯、马尾

民国 36 年《郫 县
志·物产》

饭谷: 香谷、薏子、红黏、厓黏、麻黏、贵阳黏、巨然黏、白黏、云南白、红苗谷、红莲早、龙头
早、六十早( 拖犁归) 、青竿稻、麻子早、白漠稻、累子稻、百日早、叶下藏、盖草黄

30

酒谷: 蛇眼糯、猪油糯、黄丝糯、红酒谷、虎皮糯、燕口红、卑卑糯、石头糯、尖刀糯

表 1 所列 14 部方志中，除同治五年《高县志》外，对稻的记载均超过 14 种，且大部分都以稻谷的属性

和功能为划分依据。如民国 17 年《大竹县志》将稻分为“粳稻”和“秫稻”两大类，《玉篇·米部》释“粳”为

“不黏稻，亦作秔”〔9〕; 而《广雅·释草》云: “秫，稬也。”王念孙疏证: “秫为黏稷，稬为黏稻，二者本不同物，

故经传言秫，无一是黏稻者。但以稬秫俱黏，故后世称稬者，亦得假借称秫。”〔10〕民国 33 年《长寿县志》分

“粳”与“糯”两种，而民国 20 年《达县志》和民国 21 年《万源县志》则分“秔稻”与“糯稻”两类，而“秔”同

“粳”，已见《玉篇》，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孚部》亦曰:“古则以粘者曰稻，不粘者曰秔”〔11〕。由此可见，

以上方志均以稻的属性为分类标准。同治十二年《重修成都县志》和民国 36 年《郫县志》却结合属性和食

用方法将稻谷分为“酒谷”和“饭谷”两类。元王祯《农书》卷七: “稻有粳秫之别，粳性疎而可炊饭，秫性粘

而可酿酒。”〔12〕可见，“饭谷”与“酒谷”的分类与“粳”“秫”的分类名异而实同。
除以属性和功能为分类标准外，对稻谷的命名理据还会考虑产地、稻穗形状和颜色、成熟期长短等诸

多因素。以产地命名的有贵阳稻、贵阳早、贵阳黏、南京早、云南白、安南谷、大河南粘等; 以稻穗形状命名

的有龙头谷、蛇眼糯等; 以稻的成熟期命名的有六十早、百日早、十月黄等; 以稻穗的颜色命名者，白糯、红
糯、黄壳糯、红须糯。从部分方志中的记载中还可以看到各种命名因素的综合，如以民国 36 年《郫县志·
物产》为例，“饭谷”类下便有香谷、薏子、红黏、厓黏、麻黏、贵阳黏、巨然黏、白黏、云南白、红苗谷、红莲早、
龙头早、六十早、青竿稻、麻子早、白漠稻、累子稻、百日早、叶下藏、盖草黄等共 20 种; “酒谷”类则有蛇眼

糯、猪油糯、黄丝糯、红酒谷、虎皮糯、燕口红、卑卑糯、石头糯、尖刀糯共 9 种。“饭谷”中，“香谷”因“粒小而

微长，以少许入他米炊之，香气远闻数十步”得名，“薏子”因“粒短而大，性粘柔若糯米，然最宜老人”得名，

“红黏、厓黏、麻黏、贵阳黏、巨然黏、白黏”诸黏均因自占城来得名，“云南白”因自云南来得名，“红苗谷”因

其苗色红如火得名，“六十早”“百日早”均因生长期得名，“红莲早”“龙头早”“麻子早”“青竿稻”“白漠稻”
“累子稻”则因稻穗颜色、形状得名。“酒谷”中，“叶下藏”因秧苗叶茂盛得名，“盖草黄”因颜色得名，“蛇眼

糯”以其谷粒细而尖、如蛇之眼而得名，“猪油糯”因其谷色白如猪油、无毛得名，“黄丝糯”因谷壳黄而有丝

得名，“红酒谷”因其谷红如丹砂得名，“虎皮糯”因其谷壳有斑文类虎皮得名，“燕口红”因其谷红如燕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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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卑卑糯”因其苗似黍，其穗长尺许得名，“石头糯”因用其米酿酒多不化糟得名，“尖刀糯”因米头尖、腰
细而长得名。

对事物进行分类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前提。巴蜀方志所载稻谷名称如此纷繁复杂，与巴蜀农人对稻作

生产知识的丰富不无关系。这些源于生产实践的知识，通过名物词汇的方式呈现出巴蜀稻作文化的丰富

形态。同时人类学研究显示，物的流动蕴含着人与观念的流动，因此，从方志所记载的巴蜀地区丰富多样

的稻名中，还可管窥历史上巴蜀地区与其他地区文化交流的诸多痕迹。

二、农具名称与方言词汇

从农具名称之繁多，也可窥见巴蜀地区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经济生产方式。在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

节，都有与之对应的工具。但各地方志中对农具的分类则存在明显差异，有的以农业生产环节作为农具分

类的标准，如表 2 民国 27 年《泸县志》。

表 2 民国 27 年《泸县志·食货志·农业》所载农具名

农具类别 农具名称 数量

服牛具 牛鼻索、牵牛索、枷担、牛打脚、纤索、皮扣( 钩环) 、使牛棍、牛衣 9

垦治具 犁鞔、铧、板锄、挖锄、大锄、鎒锄、小锄 7

耙劳具 手耙( 浪耙) 、劳耙、踩耙、翻耙 5

去草具 镰刀、斫刀、䥽镰、齐刀 4

泥田具 扒梳( 钉扒) 、平板 3

御晴雨具 斗笠、草帽、蓑衣 3

粪壅具 粪桶、粪瓢、粪船、粪舀、粪篼 5

运水具 筒车( 天车、扒车) 、翻车( 龙骨车) 、戽斗 6

收获具 锯镰、拌桶、桶折、田荡( 挡竿) 、亮架( 稻床) 、棕裙 8

担运具 箩篼、包篼、草篮、扁担、尖担 5

晒晾具 竹扒、齿扒、扫帚、刮扒、曝板( 刮板) 、连枷、斗筐、簸箕、挡席 10

贮藏具 仓、围席、黄桶、囤包 4

攻治具 罍子、风簸、风( 扇) 车、筛子、棚筛、糠筛、米筛、大小筛、灰筛、拾筛、碾 11

量谷具 升、斗、合 3

其他器具 背篼、碓窝、箢篼、撮箕、猪圈、磨子、牛栏 7

上述农具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分类精细，涵括了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而每种农具的构词理据又往往

与各地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生活方式密不可分。以“篼”为例，《说文》释“篼”为“食马器也”，段玉裁注曰:

“方言，饮马橐。自关而西谓之裺囊，或谓之裺篼，或谓之 篼。燕齐之间谓之帪”〔13〕。在巴蜀地区便衍生

出“箩篼”“包篼”“背篼”“粪篼”“箢篼”等一系列词汇，它们有的以使用方式得名，有的以材质得名，但均与

巴蜀地区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如“箢篼”之“箢”在《正字通》和《字汇》中均释为“竹名”，《汉语大词典》
释其为“箢萁”，《四川方言词典》则释为“农村中一种盛东西的竹制用具，形同撮箕”〔14〕。“箢”与“篼”二字

历史虽较为悠久，但组合在一起特指一种用具则属方言词汇。
除此之外，也有的巴蜀方志以农业耕种类型为农具分类的标准，如民国 21 年《万源县志·食货门》不

仅将农具分为“水田专用具”和“山地用具”，而且将“收获器具”另成一类，详见表 3。
表 3 中仅农具一项便多达 40 种之多，其中还不包括同物而异名的现象。巴蜀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特

色，从农具的命名和种类中可见一斑。这类词汇往往借用通语中的某一字词为基本构词语素，再结合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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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用途、形状等因素，构造出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词汇。如“锄”本为常见之农具，但在川东北等地，

却出现了一批以“锄”为构词基础的词汇，其中“羊角锄”“东瓜锄”之命名源于锄的形状，而“点锄”则多用

于点栽藤蔓植物，命名与其用途相关。可见，农具的名称往往与农业生产方式有关。更为重要的是，每一

种农具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如“秧马”这一历史词汇便再现了旧时薅秧的习俗，而“龙骨车”“筒车”
“戽水篼”则是四川盆地，尤其是川西平原十分常见的灌溉工具，是农耕文明的象征物。清末民初，这些遍

布田野溪涧上的灌溉工具连同耕牛、农人一起，成为巴蜀农耕文明的象征性表达，频繁地出现在西方人的

镜头下。

表 3 民国 21 年《万源县志·食货门》中所载农具名

农具类别 农具名称 数量

水田专用农具 犁头、加担、耙齿、纤索、扒苏( 铁扒) 、月锄、荡板、秧马、罗架、龙骨车、筒车、戽水篼、吸水筒、水磵 14

山地专用农具 羊角锄、板锄( 挖锄、条锄) 、点锄、月锄、东瓜锄、背篼、挂篓、粪瓢、粪桶、炭筛、扁担、打杵 12

收获器具 齿镰、芟镰、拌桶、遮扬、罗篼、篾丝背、碾滚子、风车、篾筏、晒席、连械、掀板、羊角叉、凿箕 14

三、农事活动与方言词汇

农耕社会属于超稳定的社会系统，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以农作物的生长为周期，依循着春种、夏耘、

秋收、冬藏的自然节律，生活在四季轮回中。农人们对时序与农作物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为了让这些基

于经验而获得的农业生产知识世代传承，农人们还创造了许多能够指导农业生产的农谚。这些知识蕴含

着丰富的科学原理，其中对物候的把握尤为精准。巴蜀方言中一些常用词汇乃至谚语、歇后语都与此密不

可分。如民国 27 年《泸县志》对农事活动安排的记载，见表 4。

表 4 民国 27 年《泸县志·食货志》对各月农事的记载③

月份 节气 农事活动 有关农谚

一月
立春
雨水

修耕具，粪田畴，烧荒秽，理蔬圃，垄瓜畦，下种子，移接果木，犁田，
耙田

立春霜雪老天旱，立夏雷鸣五谷全
雨水有雨庄稼好，大春小春一片宝

二月
惊蛰
春分

耕秧田，治肥料，布早稻，种春荞，种玉麦，栽烟苗，修蚕室，暖蚕纸，
种菜蔬，移植瓜果，栽甘蔗，种夏萝卜，犁田，耙田

冻惊蛰，晒清明
惊蛰不起风，冷齐五月中
惊蛰不放蜂，十桶有九空
春分有雨，坛内有米

三月
清明
谷雨

理沟渠，耕禾田，犁秧田，布迟稻，种诸蓝，种芝麻，植棉子，种诸豆，
移植菜秧、高粱，栽芋，种花生，引王瓜、豇豆、丝瓜上竿，收菜子、豌
豆、胡豆，耘玉麦

清明前，好种田; 清明后，好种豆
清明要明，谷雨要淋
清明南风起，收成好无比
清明前后一场雨，胜似秀才中了举
谷雨不雨，麦苗不起

四月
立夏
小满

修堤防，理水窦，蚕上簇，收大、小麦，插秧，锄棉花，收葱、蒜、薤、韭，
刈苎麻，薅玉麦，种姜，拣蚕种

立夏不下，犁耙高挂
立夏无雷声，粮食少几升
立夏不扯蒜，土里有一半
麦交小满谷交秋，寒露快把胡豆收

五月
芒种
夏至

补秧，薅秧，耘稗，耘蓝，上玉麦粪，收藏蚕

芒种栽种穗不长，夏至栽秧杆杆光
过了芒种不种棉，过了夏至不栽田
冬至不冻，冻拢芒种
夏至汪汪，打破池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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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民国 27 年《泸县志·食货志》对各月农事的记载③

月份 节气 农事活动 有关农谚

六月
小暑
大暑

收饭豆、红豆、绿豆、荞子、玉麦、黄豆、瓠瓜，锄竹园，耕麦土，种萝
卜，收早稻大暑小暑，淹死老鼠
大暑天连阴，遍地出黄金

七月
立秋
处暑

铲草粪，种秋王瓜，割膏梁，沤晚麻，始获稻，摘海椒，种萝卜，取藕，
犁板田

雷打立秋，谷子丰收
立秋无雨送秋干，送秋无雨一冬干
处暑难得十日阴，白露难得十日晴

八月
白露
秋分

犁板田，收稻草，收黄豆，剥枣，斫苎麻，收棉花，收一切瓜种，收苋菜
种，耕菜地，栽蒜，种诸菘、诸芥，种秋荞

烂了白露，百天无干路
白露过一天，蚊子死一千; 白露一开
口，见天死一斗
白露、秋分，红苕一把筋筋; 寒露、霜
降，红苕长成棒棒

九月
寒露
霜降

种麦，种油菜，种豌豆、胡豆
挖芋，掘苕，取姜，获迟稻，摘桐子，栽诸冬菜

寒露、霜降，胡豆、麦子在坡上
胡豆点在寒露口，点一升，打一斗
霜降不起葱，越长心越空

十月
立冬
小雪

挖诸苕，造牛衣，壅苎麻，耘麦地，收十月黄豆，刈诸蓝，制靛青，泥饬
牛马屋，犁田、耙田，收藏良种

寒露胡豆霜降麦，立冬油菜绵不得
小雪收白菜，大雪捆菠菜

十一月
大雪
冬至

储肥料，收柴炭，耨苗土，锄油菜，浇诸菜，种树秧，窖雪水

大雪小雪，烧锅不歇
渣肥地灰铺草根，大雪严寒抗三分
冬至不冻，冻拢芒种
过了冬至长根线，过了夏至短根线

十二月
小寒
大寒

造农具，夹芭篱，治道路，筑稻场，斫嫩竹，划腊篾，编箩篼、背篼、撮
箕、箢篼，摘秧草，垦秧田

大寒小寒，冷成冰团
大寒小寒，杀猪过年

《泸县志》就每月对应的节令和农事活动都做了全面记载，从中不仅可以窥见巴蜀间作农业的节侯，也

有助于认识巴蜀地区农作物的种类。除此之外，通过此类词汇还可以了解农业生产民俗。
总之，方言词汇是“地方性知识”的呈现，通过对方言词汇与相关农谚的研究，巴蜀人的生产生活、民风

民俗以及审美情趣等内容便清晰地呈现出来。由此可见，地方志对农业词汇的记载，不仅对研究巴蜀人的

生产、生活有着重要意义，对分析巴蜀方言词汇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也有着重要启示。

四、方志载录名物词汇的局限

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便指出:“方志中什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开局众修，位置冗员，钞撮陈

案，殊不足以语于著作之林”〔3〕。方志编修大部分属“奉行故事”，有时作为国家行为，朝廷对其内容和体例

都会作出明文规定，如明代永乐十年和永乐十六年便先后两次颁布了修志凡例。清代则以行省为单位，对

修志多有纲领性的规定〔15〕，而这在地方志的序言中也有明确记载。如道光十三年《巴州志·序》:

道光十一年( 1831) ，余权位兹州，适大府檄取州志，猝无以应，心为歉然。念不及今修辑，将愈久而益

就湮也，爰谋之州孝廉谢君一鸣属为采访，而余与吾友金堂陈君一津共任其事。每听治毕，篝灯命笔，繙阅

载籍，检寻文案，钩稽参考，互相往复，漏数下不休。
由上可知，“大府檄取州志”却“猝无以应”，方促使《巴州志》得以纂修。主编者虽为官员，但参与其事

的则多为地方士绅。他们对普通百姓的日用生活有所隔膜，因此记载时遗漏在所难免。以农具为例，虽大

部分方志都会言及，但百姓日常所用之农具往往并不限于此。就“水田专用农具”而言，今仍为川北等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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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习见之“扯盘子”“纤扣子”“拦绳”“笼嘴”等服牛具便少见于方志。又以“背篼”为例，笔者老家巴中的农

人往往还会将其细分为“夹背”“篾丝背”“稀篮背”“花篮背”“背架子”等诸多类型，但方志却也多阙如。而

部分记载入方志中的名物词，又并非当地方言，如民国 27 年《泸县志》中的“蓑衣”“斗笠”显然属通语词

汇，四川方言中分别用“棕衫”“雨帽”代之。

除因生活隔膜造成的记载疏漏外，乾嘉考据学风也导致清代中晚期以降的方志编纂重文献考索而轻

田野调查。考据之学乃清代学术大宗，编修方志时虽部分参编人员也会访之里巷，但考察内容侧重于地方

文物古迹，如道光十三年《巴州志》:“陈君又健游，荒岩古刹，残碑断碣，搜剔殆遍，故所得为多，如是者，数

阅月，草创粗就”。虽有走访调查之实，却没有对方言俗语进行实地搜罗。而对名物的记载也多以“耳熟”

为标准，它们是否为当地所有，则颇为可疑。如对稻谷品种的记载，往往与农书所载多有吻合，与江浙、云
贵、两广方志中对稻之记载也颇多类同之处，这固然与这些品种的广泛种植有关，但同样也无法排除编纂

者是从各类文献中抄录而成的可能，这就造成记载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如上文所列 14 部方志中，有 4 部

将稻分为“糯”和“粘”两类，分别为同治八年《新宁县志》、光绪二十六年《垫江县志》、民国 10 年《合川县

志》、民国 17 年《苍溪县志》。《玉篇·米部》释“粘”为“与黏同”〔9〕，《天工开物·乃粒·稻》: “凡稻种最

多。不粘者，禾曰秔，米曰粳。粘者，禾曰稌，米曰糯”〔16〕。可见，粘与糯均属于黏性稻谷，此分类与其他方

志不同，但参照其地地理、气候以及今日稻作种植情况，这一记载并不符合当时当地的稻作种植实况，因

此，其记载的可信度便大打折扣了。

除此之外，方志编纂者对“方言”的认知也影响了其对名物词的记载。受学术趋向的影响，明、清小学

极其繁荣，许多知名学者都运用丰富的文献学知识撰写了许多调查、辑录和考证方言俗语的著作〔17〕。这类

著述中有以某区域的方言俗语作为考证对象者，如明末清初李实的《蜀语》; 也有就古文献资料探求古方言

词语为目的者，如清杭世骏的《续方言》等。此种基于文献材料进行方言本字考释的传统，也在地方志编纂

中延续了下来。如民国 18 年《云阳县志·礼俗下》不但列出方言词的语义，而且考证其词源，就某字或某

词的发展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如“皴”字条下:

皴，皮裂也。《韵会》:“皴七伦，切音逡。”《说文》: “皮细起也。”《梁书·武帝纪》: “执笔触寒手为皴

裂。”杜诗:“手足冻皴皮肉死。”白居易诗:“鳞皴皮似松。”欧阳修诗:“发白更面皴。”“皴”读若“村”。

方志编纂过程中对方言词源的追溯与清人治小学的传统遥相呼应，其目的往往在于“止后世之伪

字”〔18〕。正因为如此，方志编纂者并不将名物词视为方言词汇，这便使方志中的名物词汇非常分散，有的被

置于“物产”之下，如农作物名称; 有的被置于“岁时节令”之下，如农事活动所涉及到的部分名物; 农具等则

多见载于“食货志”或“食货门”下。编纂者记录的目的往往是“便于人生利用”，并不会特意辨识其是否为

该地所特有。部分方志编纂者对材料来源有明确交代，如民国 10 年《合川县志·土物》: “爰就耳目所及，

前籍所稽者，分别汇列。或为他邑所同，或为他邑所异，略以己意缀之，庶使财货黍穀于是乎资，林木竹实

于是乎植。”可见，所记名物多为诸地所共有。以“稻”为例，大部分稻的名称虽流行于当地，同时也广布于

他地，如巴蜀方志中的“占城稻”早在宋代已在江淮推广。而 15 世纪的皖南低地便已经出现“白六十”“红

六十日”等以稻的成熟周期为命名理据的品种，同时也出现了一批带地名的品种，如“江西早”“湖广早”
“广东早”等〔19〕。可见，部分稻谷之名早已遍布于南中国之稻作农业区。方志编纂的上述特征提醒我们在

利用方志名物词汇时须详加考证和辨析。

五、结语

方言的形成、变化及发展与方言区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密切相关。北魏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就将南

方语音、辞语的特点归结于水土的轻缓、柔和〔20〕，但颜氏深感将南北方言的差异仅仅归结于地理环境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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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不够的，于是又从习俗的角度作出了“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20〕的解释。由此可

见，在对方言文献进行整理、研究时，必须联系该地的历史、地理乃至民俗文化，在考证地方名物词汇的意

义时，尤其需要如此。
总之，地方志作为方言学研究有待开发的宝库，可为汉语方言学甚至中国语言学研究提供新的语料

和视角，其对理解历史时期的方言和地域文化有着不能忽视的意义。清代民国时期的府、州、县志虽多

有专载方言者，但并不视地方名物词汇为方言，因此远不能反映当时当地方言的全貌。这便要求我们在

分析、整理、运用地方志中的语言资料时，必须对其客观性与科学性进行甄别，以便更接近方言反映的社

会事实。

注释:

①对名物的定义，陆宗达、王宁先生认为是相对于“专名”而言的，它所指称的对象范围比较特定，特征比较具体。有学者认

为名物词是“指动物、植物、矿物、器械、日用器具、用品等等的名称，以及其他众多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名称。”见符淮

青《名物词的释义》，刊于《辞书研究》1982 年第 3 期。

②在四川地区现已出土的画像砖中，有大量反映汉代巴蜀农业生产的内容，如水利灌溉、水稻栽培、粮食收获与加工、蚕桑养

殖、种芋与家畜饲养等，这反映出农业生产已经成为当时巴蜀地区最为重要的生产部门。参见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象砖

与汉代社会》27 ～ 52 页，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

③本表中“农事活动”的内容为笔者根据民国 27 年《泸县志·食货志·农业》中的相关记载整理而成，“有关农谚”参考了流

传在巴蜀其他地区的农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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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campuses in Chengdu and the theory of“social relationship heal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ve
aging，starting from the needs of full-age and diversified communication objects of the elderly teachers and
workers，this paper sums two types and six kinds of campus public activity space design strategies suitable for the
elderly． The first type is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space which pays attention to the location of the
activity space of different age groups，so as to achieve both integration and separation which can promote each
other positively． The second type is the neighborhood communication space which is diversified and accessible，

and can enrich the types of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of the elderly group．
Key words: public activity space; active ag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lderly teachers and workers;

healthy social relations; empty nest phenomenon; suitable aging;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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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Account of Agricultural Vocabulary in
Bashu Local Chronicles from Qing Dynasty to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On the Limitations of Mingwu Words Included in Local Chronicles
LI Guo-tai，HUANG Shang-jun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bundant linguistic materials in local chronicles，and their corpus value is very

prominent． Linguists have quoted local chronicles from time to time，but they pay less attention to a large number
of Mingwu words contained in local chronicles． Bashu is an agricultural region with a long history． A large
agricultural vocabulary was recorded in the chronicles compiled from Qing Dynasty to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It
covers crop names，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ools and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It has important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research value． Limited by compilation intent，source of material，etc． ，the records of Mingwu words in old local
chronicles are not only scattered，but also some words are not unique to a certain place． Therefore，the use of the
corpus in local chronicles should be examined in detail．

Key words: linguistics; Bashu area; local chronicles; dialect; Mingwu words; cultivatio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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