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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词“舟”“船”辨析

付 小 燕*

(西南大学 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重庆 400715)

  摘 要:舟船作为一组指水上主要交通工具的词,除了在指称上有相同的对象外,彼此还有很多不同之

处。“舟”先秦时期已经出现在通语中,而“船”作为方言词在战国中期才进入通语和“舟”相角逐,并最终取代

“舟”的地位而活跃于人们口语中。同时,“舟”指体积小的“船”,“船”则指体积大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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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舟”和“船”都是表示水上交通工具的名词,二者是一组

同义词。我们在此处所说的同义词不是指意义完全相同的

等义词,而是指意义相近的近义词。“舟”“船”在表示水上交

通工具这个意义上,是相同的。如许慎《说文解字》舟部:
“舟,船也。”船部:“船,舟也。”采取的是一种互训的方式,说
明舟和船是同义词,但二者同中有异,彼此之间存在细微的

差别,本文将解析这一组同义词的不同之处。

一、产生时间先后之别

“舟”早在甲骨文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并且使用得较多,

如《殷墟文字缀合》一0九:“甲戌百涉舟。”我国的传世书面

文献起自春秋,而在春秋时期的文献如《周易》《诗经》《周礼》
《仪礼》《论语》《庄子》等文献中都只用“舟”而不用“船”,如
《周易·系辞下》有“刳木为舟”的说法,《盘庚中》:“若乘舟,

汝弗济,臭厥载。”“舟”在《诗经》中有18见,《左传》中有34
见。在春秋以前的作品中看不到“船”的身影,“船”较早出现

是在《庄子》和《墨子》中,在《庄子》中有4例,《墨子》中有6
例,虽然“船”已经出现了用例,如《墨子·小取》:“船,木也。”
《庄子·山木》:“有虚船来触舟。”但它远不如“舟”用的频繁,
“舟”在两部作品中分别有23和32个用例。到了战国末期,
《韩非子》中船有3例,《吕氏春秋》有9例,《战国策》有1例,

如《吕氏春秋·知度》:“绝江者托于船”。而到了汉初,《淮南

子》中船有9例,《史记》中有88例,如《淮南子·诠言》:“方
船济于江。”从“船”的用例数据的统计可以看出,“船”出现的

比“舟”晚,“舟”在甲骨文时已经大量使用,“船”最早是在战

国中期开始进入书面语。

二、方言与通语之别

对于这个区别,前人已经有人注意到,如张双棣认为:
“舟-船,是一组方言进入通语后形成的同义词。”[1]蒋绍愚

也说道:“‘船’是方言词,汉代进入通语,和‘舟’成为同义

词。”[2]研究者认为,“船”是方言词,“舟”是通语词。但有的

学者则持不同的态度,如魏德胜认为:“‘舟’‘船’虽有方言差

异,但很快都进入了通语,从典籍看,二词并不存在方言的差

异。”[3]

到底这一组同义词有没有方言之别呢? 笔者同意张双

棣和蒋绍愚的看法。黎昌友在《改革开放以来旧词新义的产

生及其类型》里这样谈到:“为表达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类社会

中出现的新思想、新事物,其途径有三:一是创造新词语,

二是借用外来词、方言词,三是旧词添新义。”[4]“船”则属于

第二种方式。在古代,由于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存在着

许多不同的方言,但方言和通语之间并不是闭塞不通的,各
种方言会由于社会的发展,民族的交流等原因出现不断的融

合,因而出现方言词进入通语的现象。扬雄在《方言》里写

道:“自关而西谓之船,自关而东谓之舟。”陈彭年在《广韵》里
也引用了这句话,“船”是关西的方言,“关”指的是函谷关。

从传世书面文献来看,“舟”在先秦时使用的相当广泛,例子

不胜枚举。从出现的“船”的几部书的作者来看,《庄子》的庄

周是楚国人,《韩非子》的韩非介于秦楚之间,《吕氏春秋》的
吕不韦是秦国人。再看一下时代,战国末期前的《墨子》《庄
子》,战国末期《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书中才有

“船”字,战国末期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政治经济中心在关

东,因此“舟”自然成了通语而活跃在文献之中,《左传》《论
语》《孟子》等书作为关东语言的代表,则看不见“船”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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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后期,秦国日渐强大,势力向东扩张,政治中心不断向西

转移,因此,秦国的方言词进入通语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

这些著作中,虽已出现了“船”字,但频率没有“舟”高。秦汉

以后,发展成了跟“舟”差不多的平等地位。所以,有时“舟”、
“船”交替使用,因而我们不妨下这个结论,方言词 “船”刚开

始出现时,具有地域特征,只在某个区域使用,后面随着社会

的发展,开始进入通语,为人们所熟悉,并逐渐取得和“舟”相

同的地位。

三、大小之别

对于这个区别,有人认为它们有大小之别,如洪成立、张
桂珍[5]、管锡华[6],这是大多学者持的观点,但也有人认为它

们没有大小的分别,如魏德胜,他在《(韩非子)语言研究》这

样说道:“‘舟’、‘船’虽有方言差异,但很快都进入了通语,从
典籍看,二词并不存在方言差异。”[3]

我们认为,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舟”“船”的大小分

别从造字之初就已经有所显示了,甲骨文中大量的“舟”字作

、 等,其形状均为方头方尾且巨型的首位略向上翘,中
间有隔舱,它是由一颗本来就空或人工挖空的树木制成的,

即我们现在所谓的独木舟。从造字之始,“舟”是由小木板制

造的,体积不会特别大,因而不能抵抗大风大浪,也不能用于

军事战争,它的主要功能是作交通工具。后面随着社会的发

展,“舟”开始用于作战,承担更多的职能,比如春秋时期有著

名的“泛舟之役”,当时也出现了大量的战船,虽然传世文献

中均用了“舟”来指称“大船”,但此“舟”非彼“舟”。正是因为

“舟”在造字之初就有“小”的意味,所以在后来的组合词中,

它大多受表示轻小的词修饰,如《国语·越语》:“遂乘轻舟以

浮于五湖。”《韩非子·姦劫弑臣》:“水行之有轻舟便楫”均受

“轻”修饰;《史记》:“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受“扁”修饰。从修

饰词可以看出,“舟”的体积和容量不会特别大,因此“轻舟”、

“扁舟”我们常见,但“轻船”、“扁船”却从未见过。
“船”在《释名·释船》:“船,循也,循水而行也。”《说文解

字》“船”下段注:“舟之言周旋也,船之言溯沿也。”《说文通训

定声》“舟”下:“后因集板为之曰舟,又以其沿水而行曰船

也。”可以看出,“船”有周流不息,循流江河的特点,无疑,它

成了运输、航行的工具 ,体积不会太小。我们来看“船”刚进

入书面语的几部文献用例,《庄子·山木》:“有虚船来触舟”,

“虚”据《天地》说:“同乃虚,虚乃大”,所以“虚”表示“大”之
意,此例用“虚”修饰船,表示船很大。《韩非子·功名》:“千

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船”能负“千钧”之重,可见不

可能是小舟。《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上取江陵木以为船,

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一船”能载“数十两车”,说明这

个船体积和容量应该特别大。正是因为“船”体积大,所以它

能受一些表示“大”的形容词修饰,同时它还能和别的语素一

起组成固定词组,表示“大船”之意,如“航船”、“楼船”等。

四、文白之别

当“船”进入通语以后,和“舟”在文言系统中共存着。由

于“舟”是个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的正统文言词,因此,即使后

来“船”从口语中排挤掉“舟”后,“舟”在文言书面系统中仍然

相当活跃。我们都知道,一般在典雅的文赋颂之中,都具有

较强的“避俗意识”,而口语成分进入这些高文典册之中,大
概是在已经被人们说得很熟之后,文人们在写作时也许是不

自觉的流注到笔端。因此,“舟”“船”具有文言与口语的区

别。

笔者除了考察传世书面文献,还考察了出土文献中的碑

刻材料,碑刻材料具有记载内容的真实性,考察这个材料可

以反映出当时人们语言使用情况。据笔者统计由毛远明著

的《汉魏六朝碑刻校注》中“舟”“船”的使用情况,“舟”出现了

70次,“船”只出现了5次,如东汉元嘉元年《山东苍山元嘉

画像石墓题记》:“下有流水多鱼者,从儿刺舟渡舟诸母。”南
朝延昌三年《长孙瑱墓志》:“林高致翼,水盛延舟。”《校注》中
收录了从汉到六朝的如墓志、造像记等碑刻材料,以墓志为

主,虽然历经多个朝代 ,但大致可以反映出人们在刻碑时趋

雅避俗的风气。由于碑具有庄严性,所以在使用文字时尽量

高雅,因此在碑中,多见“舟”而罕见“船”。

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中国本土人开始用自己

的语言翻译佛经,为了让众人能够理解,通常采用口语化的

常用词,并且大多是无意识使用这种趋向口语的语料。因

此,早期佛经里面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真实地反应当时

人们语言使用情况。现在很多研究词汇演变的学者都很重

视佛经材料,特别是词语的个案研究,比如黎李红 《“肉”与
“肌”的演变考察》就定量地考察了“肉”和“肌”在宗教类佛经

中的使用情况[7]。“舟”“船”在佛经中的使用情况据汪维辉

考察:“东汉和三国翻译佛经基本上只用‘船’而绝少用‘舟’,

只有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中‘舟’‘船’并用,这反映了些经

语言的趋雅风格。”[8]还指出:“我们可以相信,至迟到东汉中

期,‘舟’已经被淘汰出口语,而成了一个文言词,南北各地口

头上都只说‘船’了。”[8]

我们再来看看一些语体作品,则多用“船”。如汉乐府诗

《悲歌》:“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王粲《从军诗五首》:“下
船登高防,草露沾我衣。”晋陶渊明《桃花源记》:“便舍船,从
口入。”白居易《琵琶行》则全部用船,“主人下马客在船,”“去
来江口守空船。”等,宋陆游《风顺舟行甚疾戏书》就更有意思

了:“可怜使气尚未减,打鼓顺流千角斗船。”题名用“舟”字
以示典雅,诗句里面却改而为 “船”,无意之间就流露出“舟”
“船”文白之别。

“舟”“船”都作为复合词的构词成分,在文言尚未衰落

时,“舟”就保持其顽强的生命力;当进入白话文阶段后,文章

趋于浅显易懂,具有文言色彩的“舟”自然而然被“船”所替

代,而“舟”此时并没有成为一个死字,它转变成了一个书面

词。所以我们在现代汉语口语中不说“舟”而说“船”。

五、结论

通过前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舟”产生时间早,“船”产生时间晚,大致在战国中期。

2.“舟”是通语词,“船”是方言词。

3.“舟”小“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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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舟”为文言词,“船”为口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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