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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七世纪前中期汉语词汇研究:以顺治朝内阁大库档案为例》搜集其中使用的十七世纪新词，并用语
义分析的方法对它们展开分析探讨，从而管窥该共时段词汇面貌及其新词衍生机制。
顺治朝内阁大库档案作为官府正式公文，记述了清初地方治安方面发生的大量事件，反映了当时的社
会万象，真实可靠，在涉及社会下层俚俗人物的陈述禀白的内容中，往往直录了大量的方俗口语，在
社会历史和语言研究方面具有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
其中出现的不少词汇成分，对于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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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启君，男，1970年生，湖南东安人。
201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任教于云南财经大学传媒学院，讲师。
研究兴趣为汉语词汇，已在《历史档案》、《红楼梦学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宁夏大学学
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多篇被CSSCI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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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乡约”一般由县官任命，负责传达政令，调解纠纷。
《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八十四：“甚至胥吏、乡约逐户严查，地棍、仇家挟私讦告。
”《大清律例·名例律上》：“若地方官出结后上司复令察出，或原官察出及乡约人等首送者，除本
犯仍行发配外，官员及邻保人等俱免议。
”亦其例。
《大词典》首引《儒林外史》第六回：“族长严振生，乃城中十二都的乡约。
” 【地保】清代及民国初年地方上替官府办差的人。
 据此，随审本犯并乡邻、地保刘中立等，各供称赵治国等发长未剃，众见皆惊，觌面质证，治国甘罪
无辞，供吐明白。
（8／4208a—b）又一款开，一，本县东乡河北死壹人，地保报知，本官听腹吏盛可均授意，拿河南乡
约王大纲极刑苦夹。
（18／100134b）仍拘地保一干人证到官，并吊取已死郑继生身尸，唤仵作邵徐和当场填图、取结，等
情，在案。
（34／19134e） 《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朱批陈世倌奏折》：“一，窝家照例定拟治罪外，应先搜变
家产赔赃，并着落地保、两邻人等查察。
”《大清会典·兵部》：“及各衙门夫役有艺业能自谋生者，交地保收管，仍于月朔按名点验。
”亦其例。
《大词典》首引清·恽敬《新喻东门漕仓记》：“新喻附城为五坊，坊有坊长；乡为五十七图，图有
地保。
坊长、地保如保正。
” 【徭总】服徭役者的头目。
 据署遂溪县知县王奠基报称：卑职同官兵于陆月贰拾捌日出师，贰拾玖日驻扎城月[外]，闰陆月初壹
日辰时到县，官兵拨住城上，随有徭总梁建极、里长陈雄玠并百姓、衙役数人投见。
（20／11061e—d）例句“徭总”与“里长”对举，可证“徭总”亦为基层吏役的一种。
 【现夫应役】受征召服劳役的夫役。
 一，现夫应役、旷夫打草三折为一束，苦累不前，将夫马启元责三十板，立毙杖下。
（25／13952a） 【槽头】负责喂养牲畜的差役。
 盖为经过之东来官丁索要廪粮、料草，日不暇给，而且无勘合牌票恣意横索，窘吏逃累，各槽头倾家
措办，实有万分难堪之状也。
（2／511d）一，本官为私事骑死驿马贰匹，槽头朱麟证。
（20／11381d）一，本官隐驿马所产马驹贰匹，槽头周孟绍证。
（20／11381d） 亦见于《大清会典则例·兵部·车驾清吏司·邮政上》：“向系本部馆所槽头带票在
驿站支取，每多需索；嗣后槽头不许前往，即于该衙门扈从官内遴委一人，持票支取应用。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庄岳委谈上》：“皂人盖古司牧者，隶则舆隶，本不并言。
”“皂人”指古代养马的下吏，“皂”是“槽”的借字，可作为“槽头”称呼养马吏役的旁证。
考《说文·木部》：“槽，畜兽之食器。
”“槽”由养马之具转指养马之人。
《大词典》未及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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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十七世纪前中期汉语词汇研究:以顺治朝内阁大库档案为例》以顺治朝内阁大库档案为对象，全面梳
理其中出现的新词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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