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 于 混 人 汉 字 中 的 契 丹 大 字
“

儿
”

的 读 音

刘 凤 富

辽
、

金
、

元三 史 中有关 “ 么 系 ” 字 的 军 制
、

官制 和 户 制等 北 方游牧 民族 所 特有 的制

度 是 中外 史 学家 长 期争 论 而莫衷 一 是 的 重要 课题 之一
。

如 果能 把 “ 几 ” 字的 读音 正 确释 出
,

或 许会 有 助于 进一 步的 研究
。

本 文 试图 考释 一下 “ 玄 ” 字的 读 音
。

为 了 印刷 方便
,

我们 把一

些 例字 集 中编 号制 版
,

附于 文 末
,

在行文 中采 用 代号 来代 替例 字
。

,’,, 字 始见 于 辽代
,

往 往 与 “ 系沙 字相 混 使 用
。

为 了正 确释 读
,

首先 应 当弄 清辽 金史

中的 这两 个字 哪一 个是 正 字 哪一 个是 别 字
。

其 次要 弄 清正 字是 汉字还 是 契 丹字
。

如果 是 契

丹字 , 又 须弄 清是 契丹 大 字还 是 契丹小 字
。

只 有弄 清 这 些 问题之 后才 能对 它进 行 正确 解读
。

日本 的箭 内亘 曾反 复论 证 ,’ , 为 正 字
, “ 系,, 为错 字的 理 由

。

后 来王 国维 提 出相反

的 意见
,

谓 “ 辽金 元三 史 中的 礼字
,

绝 非 误字
,

其或 作儿 者
,

乃 瓤字 之省
。 ” 与箭 内亘 意

见 相 同的 有陈 述先 生 与王 国维 意见 相 同 的 有 朱子 方 同志 和 谷霎 光 同志
。

两种 不 同 的

意 见长 期 并立
。

日本 的 羽 田 亨 首倡 “ 扎 ” 字为 契丹 字之 说以质 箭 内 亘
。

当时 由于证 据 不足
,

未 能使 箭

内亘 信服
。

王 国维 也声言 “ 国维 宁信 昔 人 取 契丹或 女真 此 字以 入汉籍者
。 ” 后来陈 述先

生 采 取 羽 田 亨的意 见
,

主张 “ 玄 ” 字为 契 丹字
,

并提 出此字 来源 于本 文例 字表 下 同 中

号 契 丹小 字 的主张
。

愕 士 一 方面 断 言 此 字 “ 不是 汉字 而是 契丹 字 ” ,

另 一方 面又 把此 字

与 号 契丹小 字 和 号契 丹小 字 的草体以 及 号女真 字相 比 附
,

认为 “ 有理 由说
‘

么
’

是一 种

契 丹 字和 女真 字 的 混 合体 ” ,

从 而使 问题 更加 复杂 化 了
。

我 认 为
,

是 契丹 字和脱 胎 于 契丹 字是 两个 不 同 的概 念
,

不能 混 为 一谈
。

是契 丹 字
,

是 说

它 原 原 本 本地 是 一个 契丹 字
。

脱 胎 于 契丹 字
,

是说 它 是一 个 汉 字
,

这 个 汉 字 由某 一个 契丹 字

脱 胎 而来
。 “ 丸 ” 字 不可 能 是 由 号 契丹 小字脱 胎 而来

,

因 为在 汉 字 中就 有 与 号契 丹小 字

字形 完 全相 同的 字
,

例如 《康 熙 字 典》 丑集 中土部 就有 “ 儿 ” 字
,

注 音 “ 乌黯 切 ” 和 “ 乙 黯

切
,

音 轧 ” , 《龙 完手 鉴》卷二 土部 也 两处 收 录 此 字
,

一 音 “ 于偷 反 ” ,

一晋
“ 乌 点 切 ” 。

如

果 说 “玄 ” 是 由 号 契丹 小字 脱胎 而 来
,

那 么 《康 熙 字典 》和《龙 完手鉴 》中与 号 契丹 小 字字

形 完 全 相 同 的 字又是怎 么 来 的呢 所 以脱 胎 号 契丹小字之 说 不能 令 人 信服
。

“ 是 契 丹字 ” 和 “ 是 一种 契丹 字和 女真 字 的混 合体 ” 也 是 两 个不 同 的 概 念
。

是契 丹字
,

是 说 它原 本 是一 个 契丹 字 混 合体 是 由两 种文 字 混 合 而 成的 新 字
。

若 由女真文 字 混 合 而 成
,

不 言 而 喻
,

必 须在 女 真文 字造 出 之后 才能 进 行
。

众所 周 知
,

女真 大字 是在 金代 天 辅三 年 公

元 一 一一 九年 创 制 的
,

此 年上 距 契丹大 字 的创 制 已近 二 百 年
,

下 距辽 亡 国仅 有六 年
,

契丹文

字的 造 字过程 早 已 结 束
,

契丹 文 字即 将 退 出 历史 舞 台
。

在 这 种情 况下
,

混合 契丹 字和 女真 字

而成 的 字
,

只 能 是 汉 字而 不能 是 契丹 字
。

所以 ,’ 是 契 丹 字 ” 和 “ 混合 体 ” 两 者互 相 矛 盾
。

随 着 契丹 大字《北 大 王 墓 志 》的 出 土
,

给上 述 问题 的 解 决提供 了 一线 曙 光
。

北 大 王 为 耶律 万辛
,

其墓 在现 在 的内 蒙古 自治 区 阿 鲁科 尔沁 旗 昆 都 公 社 乌苏 伊合 生产队



的 沙 日温 都 地 方
。

该 墓 在解放 前 即被盗
,

只 剩 墓 志一 合
。

年 春
,

阿旗文 化馆 的马 俊 山 同

志 将墓 志从 生 产 队 运 至 旗 文 化 馆收 藏
。

同 年 五 月
,

马俊 山 同 志寄 给我 一份墓 志 拓 片
,

可 惜拓

本 因 用 墨 不 善不 太清 楚
。

年 月初
,

我 赴 阿 旗
,

在文 化 馆的马 荣
、

希恩尼 根和 达 固 拉等

同 志的 协助 下
,

又拓 了 几 份 拓 片 并拍 了 照 片
。

对该墓 志 的 详 细研究 虽 然 还有 待于 今 后
,

然 而

关 于 “ 丸 ” 字却 有一 点体 会
,

把 它 写 在下 面供 有关 同志 参考
。

《北大 王 墓志》共有 汉 字 志 盖和 契 丹 大 字志文 两石
。

汉 字部 分第九 行有 “ 大 王 人 仕 年 月
,

历 宦 官姿
,

并 次于 契丹 字 内” 一句 话
。

说 明 汉 字和契 丹字 各有 侧重
,

不是 互 相对 译 的
。

汉 字

部 分 着重说 明地 灵 人 杰和 大 主的 亲 属 契丹 字部 分是 履历表
。

契丹字 部分 第四
、

第五 和第六

行 各有 一个 纪 年
,

它 们 是

欠 互 衣 子 幼 升 一
‘

五 几 井 寺 比 米

、

五 几 二 眯
其 中两 次 出 现 了 “ 玄 ” 字

。

《北大 王 墓志 》契 丹 字部 分第 二十 二行 也 出现 这个 字
。

这 就 准

确无 误地 表 明
,

混 人 汉 字中的 “玄口 原 来是一 个 契丹大 字
,

其 字形 本 不 作 “礼 ” ,

也 不作

号 契丹 小字 和 号 契丹小字
,

更 不 作 号 契丹 小字
。

至 于黑 龙 江 省泰 来 县塔城 子 出土 的 辽 代

大安 七 年的 汉 文题 名 残刻 上 有 “ 系首 西头 供奉 官夕 字 样
,

说 明早 在辽 代
,

契丹 大 字 “ 儿 ”

就 已 混 入 了 汉字
。

由于 汉 字中 原 无 此 字
,

往往 把此 字与 汉 字 “ 井,, 相混 淆
,

于 是 “ 系,, 就 成

了 “ 儿 ” 的 别字
。

这 说 明 两者 相 混 的情况 早在 辽代 就有
,

不 是南 宋 人 的 傅 会 之误
。

弄 清 “ 处 ” 字的 正 确 字形和 它是 契丹大 字 之后
,

再 来考 释 它的 读音 就方便 了
。

我们 先 看

看 学 者们 以 前 关 于 此 字读音 的 种种 说 法
。

明 代 四 夷 馆编 的《女 真译 语》来文 中用 号 女 真 字来音 译 “ 玄
” ,

而 号女真 字音 “ 又
” ,

说 明在 《女 真译 语》中此 字音 “ 又 ” 。

明末 清初 的邵远 平认 为此 字 “音 杳 ” 。

箭 内亘 认 为此

字
“ 之 读音 或 与迪 字相 同

。 ” 王 国维 认为此 字 “ 之 音读如 主
,

亦 读 如欧
。 ” 李 逸友 同志

也 主张 “ 札 ” 与 “ 主 ” 通 用
。

松 井 等 认 为 “ 玄 近 于 札
,

故 丸 音 札
、

查
。 ” 朱子 方 同 志和

谷霹光 同 志 都认 为 “ 礼
”

字读 音 与汉字 “ 纠 ” 相 同
。

陈述 先 生 则 认 为 “ 丸 ” 字
“

之音 为
、

己 ” 。

众 说纷 纭
,

莫衷 一是
。

,

“

扎
” 字既 然 是一 个契丹 大 字

,

要 想 根 本解 决 问题
,

非从 契丹 大 字 的 解读 人 手 不可
。

契 丹 文 字有 契丹 大字 和 契丹小 字两种
。

字 形 虽 然都 近似 于 汉 字
,

然而 前者是 表意 文字
,

后 者 是 拚音 文 字
。

《北大 王 墓 志》属 契丹大 字
。

契丹 大 字 是参 照 汉 字制 成的 传世 的 女真 文 字

则是 参 照 契丹大 字制成 的
。

我 们 就 是从 这 样 两 个 方面并 参 照 契丹 小 字来进行 探索 的
。

现在 用 上 述 方法 先 来解读《北 大 王 墓 志 》中的 三 个 纪年
。

根据 阎万 章 同志 的研 究成果
,

上

面三 个纪 年 中的 每 行 最后一 字 为 “ 年 ” 字 之 意
。

第 二 个纪 年和 第三 个纪年 开头 的 两 个字 相

同
,

相 当 于年 号
。

第三 个纪 年既 为 “ 某 某 二年 ” ,

则 第 二个 纪年 必为某 某元 年
。

第 一个 纪 年

开 头 的 两个 字 是 年号
,

其 中第 二字 与第 二个纪 年 和 第三 个纪 年 中年号部 分的 第一 个字 相 同
。



第 一 个纪 年的 年号 后 的 “

士
”

字和 第三 个纪 年的 年号后 的 “ 二
”

字都 是直接 借 用 的 汉 字
。

根 据墓志 盖汉 文部 分
,

墓 主人 死 于 重 熙 十 年二 月十 五 日
,

翻 译该 纪年 部分 的 契丹大 字在

第 十 九行
,

作

蚕 叭 十 ,’ 升 二
二

月 十 五 奈 弓 日

灭 重怨 十 ‘乞 年
“ 牙 十 衷 木 马 。

契丹 大 字是 神 册五 年 公元九 二 年 创制 并颁 行 的
,

神册 总共 只 有 六年
,

神 册 之后 的天

赞 只 有五 年
,

而 上述 第一 个纪 年 不少 午十 年
,

所以 上 述 三 个纪 年应 到 天 赞之 后和 重 熙 之 前去

找
。

在 这之 间共 有 天 显
、

会 同
、

大 同
、

天 禄
、

应 历
、

保 宁
、

乾 亨
、

统 和
、

开 泰
、

太 平和 景福

十 一 个 年号
。

我 们 必须 在 这 十一 个年 号中 进行 筛选
。

附 加 条件 有三 一 是第 一 个纪 年 的年 号

不 少 于 十年 二 是 第一 个纪 年 的年 号 中的第二字 和第 二及 第三 个纪 年 中年号 的 第一 字相 同

三 是第 一 个纪 年的 千支 部分 与 第二 个纪 年的 干支 部 分有两 个 字相 同
。

也就 是说
,

第一 个纪 年

是 在十 年 或十 几 年 改 的元
,

改 元 的 当年 应为 第 二个 纪 年 的 元 年
。

根 据 上述 条件
,

我 们 对 夭 赞 以后和 重熙 以前 的 年号逐 个进 行 了 筛 选
。

结果 是 第 一个 纪

年 的 年 号 只 能 是 “ 开泰 ” , 第 二个 和 第三 个 纪年 的 年 号 只 能 是 “太 平 ” 。

“ 泰 ” 与 “太 ” 无 论 是在 音 的 方面 还是 在义的 方面 都是 相通 的
。

开 泰 十年 改 元太 平
,

因

而 第 一 个纪 年的第 四 个 字不是 数 目字
,

而 是千 支部 分
。

开 泰 十 年和太 平元 年都 是 辛酉 年
。

在

契 丹小 字 中
, “庚 ” 和 “ 辛 ” 均 作 号 契丹 小 字

。

第一 个 纪年的 第 四 字和 号 契 丹小 字 的区

别 仅仅 在于 中间 的一 竖是 向上 出头或 不 出头
,

所 以我 们 可 以把第 一个 纪 年的 第 四 字释 为
“

庚
”

和 “ 辛 ” 。

第一 个纪 年 中的 第 五 个字 是契 丹大 字 中 出现 频率 很 高的 一 个 字 , 我推 测 它 是表 示

语 法 关 系的 附加 成份
,

而不 是一 个实 词
。

只 有 “ 么,, 才是 相 当 于 “ 酉 ” 的实 词
。

契丹 大 字较 契丹 小 字与 汉 字 的 关 系 更 为密 切
,

汉 语 借 词 也更 多
。

在 契丹 小字 中
,

年号 和

干 支 是 用 契丹 语说 的 , 而在 契丹 大字 中
,

年号 和干 支 多半 可能 是汉 语 借 词
。

我们 设 想 契丹

人 原 无 干支 这 套概 念
,

是在长 期 与汉 人 接 触 中学 来的
。

一 开 始 是把 汉 人 的干 支硬 借 过来
,

后

来 由 于 太抽 象
,

不 易理解
,

于 是 又 用 五行 代十 干
,

用十 二 兽代 十二 支
。

此时 的十 二 兽也 有 用

汉语 借 词 的
,

例如 表 示 “ 午” 的 契丹 大字 很可 能 是汉语 借 词 “ 马 ” 。

到 了 契丹 小 字阶 段
,

十

二 兽 中的汉 语借词 减 少
,

例如 “ 午 ” 或 “ 马 ” 作 号契丹 小 字
,

音
,

用 本 民族语 言 来

称说
。

但 在契丹 小 字 中
, “ 辰” 或 “龙 ” 仍保 留汉 语 借词 的 痕 迹

,

音 “ 禄 ” 。

因 此
,

表 示
“ 酉 ” 的 契丹 大 字 “ 儿 ” 或 者是 汉语 借 词 “ 酉 ” 的 音 译

,

或 者是 汉语 “ 鸡 ” 的 音译
,

不像是

用 的本 民族语 言
。

因为 “ 酉
”

在 契 丹小 字 中作 号契 丹小 字
,

音
,

是 多音 节
,

而
“

玄沙

字 不像 是 一个 多 音节 的字
。

倘若 “ 儿 ” 字是 汉语 “ 酉 ” 的 音 译
,

那 么 该 字当 来 源于 汉 字
“

幼
”

或 “ 么 ” ,

并 由该 契 丹大 字派生 出 号 女真 字 音 “ 又 ” 。

如果 该 契丹大 字是音译 的汉 字
“ 鸡 ” ,

那 么 该字 当 来源 于汉 字 “ 纪 ” 。

不 过 从 “ 酉 ” 字 太 抽象
,

不 便译 为 契丹语
,

而
“

鸡
”

字 则较 易 于译 为 契丹语 的 情况 看
, “ 玄,, 为 “ 酉 ” 的音译 的 可能 性更 大

。

与 ,’儿” 相近 的 汉 字是 “ 幼 ” 和 “ 么 ” ,

相近 的 女 真字 是 号女 真 字
。

各种版 本 的 《女

真 译语 》都标 明 号女 真 字 音 “ 又 ” 。

在 罗 福 成 类次 的 《女 真译 语》第二 册《海 西 建 州 幼 卫 都 指

挥使 哈 出 哈的 来文》中
,

一 开 头 的 六 个 女真 字是 音 译的 “ 海 西建 州礼卫 ” 六 字
。

其 中 与
“

玄
”



对 译 的 是 号 女 真字
。

号 女真 字既 然 音 “ 又
” ,

与 它对应音 译 的 字 当然 也 应音 “ 又
” 。 “

又
’夕

与 “ 右 ” 同 音
。 “ 建 州 丸卫 ” 即 “ 建 州 右卫 ” 。

因此 可 以推 知
,

在 修《女真 译语》的 明代
,

译

语 作 者 还 认 识 混人 汉字 中的 契丹 大 字 “ 处 ” ,

而且 还 知道该 字 与 “ 右 ” 有 同 音互 借的 用 法
。

“ 儿 ” 和 “ 右 ” 可以 同 音 互 借
, “

右
”

又 与 “ 酉 ” 同 音
,

当 然 可 以用 “ 么 ” 来昔译
“

酉
” 。

这 样 我 们就可 以 把《北大 王 墓 志 》第 四
、

第五 和第六 行 的 三 个 纪 年释 义如下

欠
几

五 十 水 守 此 眯

开 泰 十 卒 嘿拿脑 年

五 几 梦 寺
,

乡七眯

太 千 如
喋钊西 年

五 几 二 球

声 平
二

午
其 中的 “ 开 泰 ” 和 “ 太 平 ” 可 能 都是 汉语 借词

。 “ 酉 ” 也 是汉 语 借 词
。

由汉 字 “ 幼 ” 到 契 丹 大 字
“

幼
” ,

再 由该 契 丹大 字到 号女真 字
,

字形 仅仅 变化 了 右边 的

偏旁
,

决定 其 读音 的 左 边 的 “ 么 ” 一直 没变
。

这 都说 明 《女 真译 语》和 《续 宏 简 录 元 史 类编》的

注音 都是 正确 的
。

我 们知 道混 人 汉 字 中的 契丹大 字 “ 玄,, 的 读音
,

再 来探 索辽
、

金
、

元兰 史 中有关 此字 的

各项制 度就 方便 多 了
。

契丹 大 字和 契 丹 小 字都有 用 一 个 契丹 字 来音 译 几个发 音 相 同 或 相近 的

汉字 的现象
。

此 字既 然 可 以音 译 “ 酉 ” 、 “ 右 ” ,

当然 也可 以 音译 汉 字 “ 游 ” 、 “ 幼 ” 、

“ 优 ” 等 字
。

当 它 混 人 汉字 之 后
,

就和 这些 汉 字 同 音 互 借
。

它 的 别字 “ 系 ” 也与 它 的作 用 相

同
。

辽
、

金
、

元 三 朝都 是祖 国北方 的游牧 民族 建 立 的 政权
。

其政治
、

经 济
、

军事 无 不 与游 牧

有关
。

所 以带
“

处 系 ” 字 的 各项 制 度
,

或许 可 以从 同 音互 借的 “ 进
” 、 “

游
” 、 “

右
” 、 “

优 ”

等 字得 到 解 释
。 《辽史 》中的 “ 边 防 礼户 ” 即 “ 边防游 户 ” ,

也 就是 边远 游牧 民 之意
, “ 系

详 稳 ” 、 “ 余 都监
, , 、 “ 冷将军 ” 、 “ 礼 小将 军

, , 中的 “ 礼” 可 认 为 “ 右
, ’ 典 军

, ,

即 “ 游军 ” ,

也 即 骑兵 之 意
。

元 代有 “ 游兵 ” ,

例 如 《金史》中就 有 “ 大元 游兵 入 居庸 关 ”

的 记 载
。

这 些 已 经超 出 了本 文论 证 的 范 畴
,

容 另找机 会再述 拙见
。

总 之
, “ 么 ” 字始 见于 辽代

。

它 是参 照 汉 字 “ 幼 ” 或 “ 么” 而 创制 的 一 个 读音 为 “ 幼 ”

的 契丹大 字
。

就在 辽代
,

这 个契 丹大 字被 混 人 汉字
。

由于 汉 字中原 没有 这 个 字 , 在 使用时 往

往 与字形 相近 的 汉 字 “ 札 ” 字相 混 淆
,

于 是还 在辽代 “ 礼 ” 字就成 了 “ 儿 ” 字 的异体字
。

“ 礼 ” 字是 固有 的 汉 字
。 《广 韵》

、

《集 韵》和 《康熙 字 典》均 有著 录
。

《后 汉 书》魄 嚣 传 有



“ 援 旗礼 族
”

之 句
。

在 “ 么 ” 字混人 汉 字之前
, “ 系沙 字往 往 和 “ 纠 ” 通 用 在 “ 么 ” 字

混人 汉 字之后
, “ 礼 ” 字 又 与 “ 玄,, 字 混 用

。 “ 乱 ”

字始 终 是一 个汉 字
。

在 契丹 大 字 资 料

中
,

至 今 尚未发 现 “ 扎 ” 字
。

而 “ 玄 ” 字 则有 一个参 照 汉 字 制成 契丹大 字
,

再 由契丹大 字 混

入 汉字
,

混 入 汉 字 之后 又 与 “ 礼 ” 字相 混 的 复杂过程
。

女真 人 则参 照 契丹 大 字 “ 儿 ” 又造 了

个 , 号 女真 字
。

从 这里 我 们 可 以 看到 祖 国大 家 庭 中各民 族 之 间在 语言 文 字方 面互 相学 习和 互

相 影响 的 一 个例 证
。 一 ,

〔附〕 本 文例 字代 号表
。

了
七

刘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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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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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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