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6/67

叶帅杰    张  磊

清至民国客家契约文书词语考释十则

【摘   要】《客家珍稀文书丛刊》是清至民国时期粤赣闽等省份客家地区的历史文献资料，具有较高的史

料和语言学价值。这些文书大多为手写，存在较多不易理解的俗字和方俗语词。本文通过排比用例、字形

佐证、参证方言、异文比勘等途径，考释了客家珍稀文书中的十则疑难词语，这可为文书的释读和利用扫

清障碍。

【关键词】 客家  契约文书  词语  考释

明清契约文书是民间手写文献的重要组

成部分，具有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内容关

涉到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同

时民间文书也具有重要的语言文字价值，契

约文书体现了当时的语言文字在民间的使用

情况。随着学界对明清契约文书研究的重

视，大量明清契约文书被辑录或影印出版。

近年来，在客家相关研究的学者的努力下，

大量客家文书被收集整理，辑录发表。如

《石仓契约》《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

1754-1949》《江西地方珍稀文献丛刊》《客

家珍稀文献丛刊（第一辑）》《赣南文书》

《契证客家-中国客家博物馆馆藏清代客家田

产契约文书》《石城文书》《赣南民间文

书》等。客家文书较于徽州文书、清水江文

书等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数量也相对较

少。当前客家文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经

济和文化习俗等方面，语言文字方面则集中

于浙江客家文书和四川客家文书的研究，而

对于粤赣闽等省份客家地区的文书研究较

少。随着粤赣闽等地区的大量客家文书的整

理刊布，为粤闽赣的客家相关研究提供了新

的材料，理应受到重视。

一、车净

按：各类辞书均不见“车净”一词。 

“车”在客家方言中有“转动”义，如江西

于都话中有“车米”一词，其意为“用风车

清除米里的杂质”。又如在客家方言中常把

用缝纫机缝制衣服称为“车衣服”。此处的

“车”应该是指风车，“车净”是指用风车

将杂物和空心的谷去掉。《广东土地契约文

书（含海南）》中有“风净”一词，《罗所、

萧贵祥向陈干卿立批田字据》：“当日订明

每年实纳早谷二石四斗正，冬谷二石四斗正，

由曹树基、陈支平两位先生编的《客家

珍稀文献丛刊》（第一辑）（文中简称《客

家》，引文后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该契约所在

的册数、页码）首次系统收集粤、赣、闽客

家地区的契约文书、账簿、商业文书等各类

资料。这些资料保存了丰富的方俗语词，随

着时代的发展演变，如今变成了疑难词。本

文以《客家珍稀文书丛刊》（第一辑）中清

至民国时期的客家契约文书为研究对象，结

合客家方言，对契约文书中的十则疑难词语

进行考释，以就教于方家。

（一）《清光绪十年（1884）八月二日

大埔县傅文香立白手赁耕字》：“当日主佃

二面言定，递年秋收之日上纳车净足税谷拾

贰箩正，丰荒不得加减。”（《客家》11/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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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客家童谣通常借物喻意、生

动有趣，而现代童谣虽然同样有所体现，但

语句表达更为直白、说教意味浓厚。因此客

家童谣的整体风格童真不足、幽默有限。

我们发现与以《广东小儿歌》为代表的传统

客家童谣相比有一些明显的差异。

《好阿孙，惜阿嬷》禾雀仔，禾雀乸，好

阿孙，惜阿嬷（奶奶）。腿酸帮捶腿，背麻帮

刮痧。阿嬷更加惜阿孙，祖宗代代惜阿下，惜

佢孝顺又听话。

《家和万事兴》万事想顺意，家人爱和

气。阿哥惜老弟，年年好身体。老弟敬阿

哥，年年好事多。大嫂惜小郎，年年有钱

长。小郎敬大嫂，年年赚元宝。弟兄和气家

不分，代代都有好子孙。姐嫂和气家不败，

子子孙孙福气大。

（二）在传统客家童谣产生的时代，客

家话是客家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交流语

言，较少受其它语言的干扰，因而会使用大

量地道的客家方言词汇和表达方式，这时的

客家童谣能较好地保持客家话的原始面貌。

而现代社会客家人生活的语言环境不再单纯

地以客家话为主，而是普通话与客家话并

存，甚至普通话成为了强势语言。因此，现

代客家童谣虽然也会使用客家话创作，但可

以感受到方言词语的使用有所变化，甚至加

入了一些非方言的表达。

《月光华华》月光华华，细妹煮茶；阿

哥兜凳，人客食茶。食开茶，讲开话，落菜

园，拗条蔗。人客食了甜竹蔗，夸我和阿哥

顶呱呱。

《齐心兴家》桃开红花，李开白花，阿

爸犁田，阿妈织麻，阿哥买肥，阿嫂摘茶，阿

公捡肥，阿婆看家，全家劳动，齐心兴家。

四、客家童谣保护与传承的途径

时代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文环境的

变化，决定了客家童谣的生存环境也产生了

质的变化。因此，通过审视当初客家童谣产

生的时代背景及条件，再结合现代社会的时

代特征，我们应创设有利于客家童谣生存和

发展的条件，从而使客家童谣重新焕发新的

生命，重新走进客家儿童的生活：

这几首童谣都是用客家方言创作的，也

体现了积极正面的精神风貌，因此从形式上

来看确实是客家童谣。但由于缺少了拟人、

对仗、顶真、押韵等手法的恰当运用，因此

朗诵起来不那么郎郎上口，节奏韵律感不

强。同时，要表达的教育意义过于直接，没

有契合到儿童的心理特点和兴趣关注点，显

得整首童谣失去了童谣该有的韵味。

2、对于传统客家童谣，应去其糟粕、取

其精华，挑选出在内容上能体现优秀客家精

神、在形式上有节奏韵味、朗朗上口的作

品，将其编入乡土教材或制作成儿童绘本，

在校园中进行普及性教学。

4、通过举办客家童谣朗读比赛、创作大

赛等，营造传承与创新客家童谣的良好氛围。

5、积极宣传客家童谣对于幼儿语言能

力、想象能力、音乐和美术等方面的重要作

用，鼓励在家庭启蒙教育中运用客家童谣，

让客家童谣的种子在幼儿中生根发芽。

注释：

1.严奇岩《论乡土童谣在启蒙教育中的作用——读四川

客家<广东小儿歌>有感》，《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

十周年论文集》，2005年12月。

1、就现有的客家童谣记载情况来看，还

有许多遗留在民间的客家童谣未能得到完整

和准确地记录，特别是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

记忆中的童谣。因此还应继续做好传统客家

童谣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包括文字著录和音

视频的录制，留下客家童谣最原始的面貌，

为下一步的传播和研究工作提供基本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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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垳堤

过风车净，不敢少欠。”传世文献中亦有

“车净”一词，如广东梅州《（民国）兴宁

县志·经济》：“收获贮藏方法：‘秋末用

横斗打把，干后用风车车净，储藏室内或贮

仓内。’”故“车净”应是“风车干净”的

缩写，在文书中也会用“风净/风干净”来表

示。如《嘉庆八年（1803）闰二月二十八日

陈金榜立生谷字》：“二面言定，共贴利谷

六斗正，其母利约至本年早冬二季重风干净交

量，不得少欠。”（《客家》2/73）

按：“轮值”和“值眼”都为轮流管理

田土之业。细绎文义，可知陈元增耕种的田

土为其祖父自置的产业，该田土由同一宗族

的族人所共享，这一年由陈元增进行耕种。

在农村地区，这种耕地被称为“尝田”，又

被称为“祭田”。“尝田”所获得的“尝

谷、尝银”用于祭祖费用。“尝田”通常由

后代轮流管理，非为某一家所拥有，各家轮

流耕种，不可私自典当买卖。其它契约文书

中也常见类似表述。如《广东契约文书（含

海南）》多见“尝田”一词。其中《祈日升

堂向何敬福立断卖田契》注明 “尝田”的管

理方式：“此田乃係兆恩公自置之业,拨作蒸

尝，分与长房、二房、三房轮管，每房以管

一年为期，期满之日，公同点验契据，交与

管理之人收验。”故“轮值”和“值眼”都

是轮流管理耕种先祖留下来的田土。

（一）《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八

（一）《嘉庆六年（1801）一月十四日

陈元增立生银字》：“立生字陈元增今有轮

值祖尝奇进公尝田一分，土名棠梨塘头下一

连三坵。”（《客家》2/61）

（二）《民国四年（1915）一月十九日

□□□仝男□□立卖屋字（草稿）》：“情

因先年自造有瓦屋房间一所，坐落土名岗下

沙埧里凉亭下  间，当头起算第贰间。”

（《客家》2/129）

（一）《民国四年（1915）一月十九日

林氏仝男科祥立卖屋字》：“先年自造有瓦

屋房间一所，坐落地名自己祖屋门首沙埧里，

凉   下瓦屋间。当头起算第贰  间，壹间前

係自己粪间相连，后係贤昌叔   间相连。”

（《客家》2/128）

按：“  ”应为“亭”的增旁俗字，例

中“  间”为何义颇费思量。从文书内容上

看，“  间”和“粪间”形成对文，可知

“  间”应为贮存某物的房间。“  ”在客

家文书中多次出现，如《道光十一年

（1831）三月刘洪日立领山字》：“当日凭

中领到本里谢国厚公祠山蓄植松杉、茶木、

杂木、  萁、茅槎等木。”（《客家》

24/238）“  萁”和杂木、茅槎是一种植

物，常作为一种点火的燃料。《汉代汉语方

言大词典》中亦有载：“割  萁，梅县，用

柴刀割一种蕨草当燃料。”“  ”在客家地

区也作地名用字，如瑞金有地名“  几

排”。在客家文书中又常写作“卤”“路”

等。如《光绪八年（1882）十二月李益发立

领山场字》：“山场领来续置松木茶木鲁萁

茅槎。”（《客家》24/255）《宣统元年

（1909）闰二月十三日蓝大佑立永卖退山

字》：“其山内桐头木梓松杉竹木茅草蓾萁

杂色树木一并在内，要行出卖退与人。”

（《客家》42/289）故“  间”应为客家地

区专用于存放“  箕”等柴火燃料的房间。

三、轮值/值眼

（二）《嘉庆元年（1796）十月十八日

陈元达立白赁尝田字》：“丁巳年系元增分

下值眼，三面言定，本年早季吊纳质谷一百

二十斤正。”（《客家》2/58）

二、   间

（一）《乾隆十八年（1753）二月二十

八日邱启英立增粮质田租银字》：“今因要

银凑用，托原中劝向亲吴友先增过月银三

两。”（《客家》2/283）

（二）《雍正九年（1731）九月十四日

林鹏生立生银字》：“兰生吴姑丈手内生过

银母壹拾伍两正，言定每年二季送纳利谷四

石五斗正，期银限至次年十二月一足，完明

不欠，立照。”（《客家》2/223）

五、月银/期银

（一）《光绪十五年（1889）十月二十

一日刘步承立卖会契》：“承交其会，自卖

之后任凭永买人过手官业，递年登席领胙，

出卖人不得阻挡异说等情。”（《客家》

11/54）

日吴汤氏仝男绍安立白耕字》：“坐落土名

大竹乡神竹约嶺下围吴姓门首桥背第二坵壹

大坵，左与李姓田为界，右与梁姓田为界，

上与垳堤为界，下与杨姓田为界，四址分

明。”（《客家》2/126）

（二）《嘉庆十三年（1809）二月八日

化云立卖会契》立卖会契叔化云，今有承父

遗石璧塘迎神会壹分，欲行出卖，送与姪士

田承买。当日言定，时值会价佛银边贰员

正，其银即日收讫。其会立契之后，即交侄

前去改名登席收胙，官业今□□立契付炤。

（《客家》11/43）

按：“垳”字仅有Unicode拓展B区编

码，《汉语大字典》未收该字，《汉语大词

典》将“垳”解释为日本和字。契文中的

“垳”与日本和字无关，“垳”应为客家方

言自造字。客家契约文书中常见“行工”一

词，如《嘉庆二十三年（1818）五月七日谢

玉添立增粪质田价银字》：“土名自己门

首，行工背第四坵壹坵。”（《客家》

2/94）该契文中的“行工”为客方言词。黄

文浩（ 2023）考释“行工”又写作“行

公”，为坝埂、堤坝义。罗蔼其《客方言·

释地》：“溪岸谓之行公。” 故“垳”当为

客家方言自造字，“垳”为溪岸、河岸义。

《汉语大字典》：“堤，为沿江河湖海用土

石等修建的挡水建筑物。”“垳、堤”同义

连文，“垳堤”当为“溪岸”。此外契文中

还有“塘堤、圳堤”等词可证。“塘堤、圳

堤”都为“垳堤”的同义词，为“溪岸”

义。“垳”在传世文献中的用法也有记载，

常作为地名和人名用字。如广东梅县的

《（光绪）嘉应州志》：“真武嶂凿石作涧

迂回曲折十余里，至塘肚里溉田租拾叁石有

奇深垳陂。”可知该句中的“垳”为涧边，

“垳坡”即涧边上的陡坡。上揭例中“垳

堤”为溪岸，涧边义。

（三）《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二十

八日张生用立卖会契》即日两相交付，明讫

其会，即日交买主前去改薄换名，登席分

胙。此系叔侄甘愿，如伯叔兄弟并无干涉等

情。（《客家》11/57）

六、领胙/收胙/分胙

按：“月”为“期”简省俗字，“月

银”当为“期银”。此外，在文书中“期”

还有“  ”的构件变换位置的俗字写法。黄

文浩（2023）考证“银母”是指用以经商或

借贷的本钱。“兰生吴姑丈手内生过银母壹

拾伍两正，言定每年二季送纳利谷四石五斗

正”，言林鹏生手内借过了壹拾五两的银

子，此为本金，后双方言定每年送两次四石

五斗的谷子作为利息。“一足”为方言俗语

词，为全部付清义。“期银”与“银母”义

同，“期银限至次年十二月一足”，指借贷

的本金需要在次年的十二月前全部还清。

“月银、期银”在此谓借贷的本金，该本金

和利息都需要在一定的限期内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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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垳堤

过风车净，不敢少欠。”传世文献中亦有

“车净”一词，如广东梅州《（民国）兴宁

县志·经济》：“收获贮藏方法：‘秋末用

横斗打把，干后用风车车净，储藏室内或贮

仓内。’”故“车净”应是“风车干净”的

缩写，在文书中也会用“风净/风干净”来表

示。如《嘉庆八年（1803）闰二月二十八日

陈金榜立生谷字》：“二面言定，共贴利谷

六斗正，其母利约至本年早冬二季重风干净交

量，不得少欠。”（《客家》2/73）

按：“轮值”和“值眼”都为轮流管理

田土之业。细绎文义，可知陈元增耕种的田

土为其祖父自置的产业，该田土由同一宗族

的族人所共享，这一年由陈元增进行耕种。

在农村地区，这种耕地被称为“尝田”，又

被称为“祭田”。“尝田”所获得的“尝

谷、尝银”用于祭祖费用。“尝田”通常由

后代轮流管理，非为某一家所拥有，各家轮

流耕种，不可私自典当买卖。其它契约文书

中也常见类似表述。如《广东契约文书（含

海南）》多见“尝田”一词。其中《祈日升

堂向何敬福立断卖田契》注明 “尝田”的管

理方式：“此田乃係兆恩公自置之业,拨作蒸

尝，分与长房、二房、三房轮管，每房以管

一年为期，期满之日，公同点验契据，交与

管理之人收验。”故“轮值”和“值眼”都

是轮流管理耕种先祖留下来的田土。

（一）《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八

（一）《嘉庆六年（1801）一月十四日

陈元增立生银字》：“立生字陈元增今有轮

值祖尝奇进公尝田一分，土名棠梨塘头下一

连三坵。”（《客家》2/61）

（二）《民国四年（1915）一月十九日

□□□仝男□□立卖屋字（草稿）》：“情

因先年自造有瓦屋房间一所，坐落土名岗下

沙埧里凉亭下  间，当头起算第贰间。”

（《客家》2/129）

（一）《民国四年（1915）一月十九日

林氏仝男科祥立卖屋字》：“先年自造有瓦

屋房间一所，坐落地名自己祖屋门首沙埧里，

凉   下瓦屋间。当头起算第贰  间，壹间前

係自己粪间相连，后係贤昌叔   间相连。”

（《客家》2/128）

按：“  ”应为“亭”的增旁俗字，例

中“  间”为何义颇费思量。从文书内容上

看，“  间”和“粪间”形成对文，可知

“  间”应为贮存某物的房间。“  ”在客

家文书中多次出现，如《道光十一年

（1831）三月刘洪日立领山字》：“当日凭

中领到本里谢国厚公祠山蓄植松杉、茶木、

杂木、  萁、茅槎等木。”（《客家》

24/238）“  萁”和杂木、茅槎是一种植

物，常作为一种点火的燃料。《汉代汉语方

言大词典》中亦有载：“割  萁，梅县，用

柴刀割一种蕨草当燃料。”“  ”在客家地

区也作地名用字，如瑞金有地名“  几

排”。在客家文书中又常写作“卤”“路”

等。如《光绪八年（1882）十二月李益发立

领山场字》：“山场领来续置松木茶木鲁萁

茅槎。”（《客家》24/255）《宣统元年

（1909）闰二月十三日蓝大佑立永卖退山

字》：“其山内桐头木梓松杉竹木茅草蓾萁

杂色树木一并在内，要行出卖退与人。”

（《客家》42/289）故“  间”应为客家地

区专用于存放“  箕”等柴火燃料的房间。

三、轮值/值眼

（二）《嘉庆元年（1796）十月十八日

陈元达立白赁尝田字》：“丁巳年系元增分

下值眼，三面言定，本年早季吊纳质谷一百

二十斤正。”（《客家》2/58）

二、   间

（一）《乾隆十八年（1753）二月二十

八日邱启英立增粮质田租银字》：“今因要

银凑用，托原中劝向亲吴友先增过月银三

两。”（《客家》2/283）

（二）《雍正九年（1731）九月十四日

林鹏生立生银字》：“兰生吴姑丈手内生过

银母壹拾伍两正，言定每年二季送纳利谷四

石五斗正，期银限至次年十二月一足，完明

不欠，立照。”（《客家》2/223）

五、月银/期银

（一）《光绪十五年（1889）十月二十

一日刘步承立卖会契》：“承交其会，自卖

之后任凭永买人过手官业，递年登席领胙，

出卖人不得阻挡异说等情。”（《客家》

11/54）

日吴汤氏仝男绍安立白耕字》：“坐落土名

大竹乡神竹约嶺下围吴姓门首桥背第二坵壹

大坵，左与李姓田为界，右与梁姓田为界，

上与垳堤为界，下与杨姓田为界，四址分

明。”（《客家》2/126）

（二）《嘉庆十三年（1809）二月八日

化云立卖会契》立卖会契叔化云，今有承父

遗石璧塘迎神会壹分，欲行出卖，送与姪士

田承买。当日言定，时值会价佛银边贰员

正，其银即日收讫。其会立契之后，即交侄

前去改名登席收胙，官业今□□立契付炤。

（《客家》11/43）

按：“垳”字仅有Unicode拓展B区编

码，《汉语大字典》未收该字，《汉语大词

典》将“垳”解释为日本和字。契文中的

“垳”与日本和字无关，“垳”应为客家方

言自造字。客家契约文书中常见“行工”一

词，如《嘉庆二十三年（1818）五月七日谢

玉添立增粪质田价银字》：“土名自己门

首，行工背第四坵壹坵。”（《客家》

2/94）该契文中的“行工”为客方言词。黄

文浩（ 2023）考释“行工”又写作“行

公”，为坝埂、堤坝义。罗蔼其《客方言·

释地》：“溪岸谓之行公。” 故“垳”当为

客家方言自造字，“垳”为溪岸、河岸义。

《汉语大字典》：“堤，为沿江河湖海用土

石等修建的挡水建筑物。”“垳、堤”同义

连文，“垳堤”当为“溪岸”。此外契文中

还有“塘堤、圳堤”等词可证。“塘堤、圳

堤”都为“垳堤”的同义词，为“溪岸”

义。“垳”在传世文献中的用法也有记载，

常作为地名和人名用字。如广东梅县的

《（光绪）嘉应州志》：“真武嶂凿石作涧

迂回曲折十余里，至塘肚里溉田租拾叁石有

奇深垳陂。”可知该句中的“垳”为涧边，

“垳坡”即涧边上的陡坡。上揭例中“垳

堤”为溪岸，涧边义。

（三）《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二十

八日张生用立卖会契》即日两相交付，明讫

其会，即日交买主前去改薄换名，登席分

胙。此系叔侄甘愿，如伯叔兄弟并无干涉等

情。（《客家》11/57）

六、领胙/收胙/分胙

按：“月”为“期”简省俗字，“月

银”当为“期银”。此外，在文书中“期”

还有“  ”的构件变换位置的俗字写法。黄

文浩（2023）考证“银母”是指用以经商或

借贷的本钱。“兰生吴姑丈手内生过银母壹

拾伍两正，言定每年二季送纳利谷四石五斗

正”，言林鹏生手内借过了壹拾五两的银

子，此为本金，后双方言定每年送两次四石

五斗的谷子作为利息。“一足”为方言俗语

词，为全部付清义。“期银”与“银母”义

同，“期银限至次年十二月一足”，指借贷

的本金需要在次年的十二月前全部还清。

“月银、期银”在此谓借贷的本金，该本金

和利息都需要在一定的限期内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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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二月

二十七日吴思万立卖屋契》土名坐落菜圆

墈，上至滴水街监为界，下至石墈摘水为

界，左至街监水镇为界，右至吴思茂灰栈为

界。（《客家》28/30）

七、跡碓/石脑/车碓

按：“领胙/收胙”，这三个词在契文中

应为同一含义。《汉语大词典》对“分胙”

一词的解释为：“祭祀完畢分享祭神之肉。

宋陆游《家居》诗：‘馈浆烦郡府，分胙媿

乡邻。’” “分胙”也就是“宰分胙肉”

义。黄文浩（2019）在《福建民间契约文书

语词考释》考证“颁胙”为分发祭肉义。但

若将“登席分胙”解释为“登上筵席宰分胙

肉”，此处不符合上下文义。“登席分胙”

在契文中常出现在“改簿换名”后，“登席

分胙”与“改薄换名”为同义并举，其在契

约中成为一种固定形式。即为签订土地契约

之后，买卖双方达成了交易，卖方的物业所

有权归于买方，故在这里的“胙”应为“酬

劳、利息”义。《汉语大词典》：“胙，酬

报。”“分胙、领胙、收胙”为领取每年土

地所产生的收益，故“胙”在此由“酬报”

引申为“钱财”义。细绎契文文义，是指买

卖双方达成了交易，卖方的物业所有权归于

买方，买方自然可以每年收取土地产生的

收益。

八、簷水/摘水/滴水

（二）《光绪二十二年（1897）十二月

吴思万立转典山字》：“土名坐落本里杉山

排，上至荢坑排齐龙分水，下至石脑及花台

为界。”（《客家》28/28）

（三）《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十月

广昌县茂起立吐退字》：“以上等处，所有

庄基、鱼塘、园□、车碓、灰寮俱系在内，

食茶在内，及门首外钓楼四股之一。”

（《客家》30/219）

按：“迹碓”当为“石碓”义，与“菜

园、秆棚、迹碓、寮”这些农村生产生活场

所并列。《汉语大字典》：“碓，舂米的工

具。”“石碓”在此被称为“迹碓”，这与

“碓”的构成有关。江西黎川方言中有“石

碓”一词。《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石

碓，黎川[sa55] [toi51]舂米用具。主要部

分是一块圆形的石头，连续地起落，就可以

去掉下面石臼中糙米的皮。” “石碓”会被

放置一处固定的位置，长年累积后会形成舂

米痕迹的圆坑，即“石臼”。故“石碓”又

被称为“迹碓”。客家文书还常见“石脑”

“车碓”等词，皆与“石碓”有关。“石

脑”即石碓， “石脑”在文书中又被写作

“碓脑”，“碓脑”的主体结构就是石质的

碓脑和木制的碓杆，故其又被称为“石

脑”。“碓”为客家地区一种常见的农具，

由碓脑、碓杆、碓尾、碓坑组成，其中碓脑

是碓中用来捣碓坑中米的部分。“车碓、迹

碓”则都为石碓的别称，因石碓形似马车

状，故又称为“车碓”。

（一）《同治九年（1870）四月十三日

张生磊立调换田字》：“立调换田字人兄生

磊，缘因有菜园、秆棚、跡碓、寮一应在

内，调换与弟生，或凑成方圆架造楼屋。”

（《客家》11/121）

（一）《民国三十七年（1948）六月九

日杨度鼎立永卖屋无赎字》：“横屋小门内

右瓦屋宇一所，上至及右系承永人屋宇为

界，下至簷水为界。”（《客家》11/23）

（三）《嘉庆二年（1797）十二月乾宗

立卖地基契》：“土名坐落下屋两边头上，

上至维映地基为界，下至茂映滴水为界，左

至茂棣地基为界，右至克新地基为界，四至

界畔明白。”（《客家》2/240）

按：“摘”应为“滴”的音借字，“簷

水”即“滴水”。契文中“滴水”为常见的

一个房屋界限的标志。“滴水”并非字面

意，而是与屋檐义有关。《汉语大词典》：

“中氏瓦名。一端有下垂的边，盖房时置于

檐口。”解释“滴水”为屋檐的一种瓦片。

但此处，“滴水”应为房屋之间为排泄屋上

漏下的雨水而修建的沟圳。由于南方地区多

雨水，沟圳也常作为房屋与房屋之间的分隔

界线。契文中常将地基和滴水来确地一块田

土或屋宇的位置，此处的“簷水”及“滴

水”都为房檐底下排水的沟圳。唐智燕

（2020）考《成都龙泉驿》“泣水圳/滴水圳

沟”，即指房檐下的水沟，可参。传世文献

中亦有“滴水”的相关记载，如明朝《明公

书判清明集十四卷》：“该载亩步四至坦然

明白，末后两契且声说除，将住屋及屋基滴

水为界。”住屋和屋基的“滴水”即为排水

的沟圳，以沟圳可以准确确定该亩田地的具

体位置和大小。北方地区民间也有“滴水”

一词，《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滴水”

曰：“济南，两所房子之间留出的空道，一

般是留三尺，两房之间留出的通道，供人通

行。”

九、棚    /棚

（二）《道光八年（1828）十二月吴

元庆立卖房屋契》：“上至桁樤瓦角，中

至棚  ，下至柱磉地基居除及门居俱以在

内。”（《客家》28/150）

按：“棚  /棚  ”指阁楼上的横栏。

“棚  ”与“楼枋”在此是同义连文，“楼

枋”即屋上的横栏。《汉语大字典》：

“枋，圆柱形木材。”由于客家地区的房屋

多为木制结构，其楼上通常会用圆形木材建

造栏杆。“  ”“  ”辞书不载，“  ”仅

见于台湾人名用字，“  ”“  ”应为客家

方言自造字。“棚”为客家地区常用的建筑

构件名称。《汉语大字典》：“棚，栈，

阁。《说文解字注》：棚，栈也。《通俗

文》曰：板阁曰栈，连阁曰棚。”故“棚”

有阁楼之义，棚  即阁楼上的横栏。又《道

光二年（1822）十一月吴茂科兄弟立卖房屋

契》：“其屋上至桁樤瓦桷，中至楼坊

（枋）栅子，下至柱槡门壁。”（《客家》

28/25）可知“棚  ”即栅子、横栏。“上至

桁樤瓦角”是指上到屋顶的横梁和瓦片，

“中至棚  楼枋”是指中间到楼屋中间的横

栏；“下至门壁揭子墙脚地基在内”说明该

房屋下至墙壁墙角和地基。这三者的位置空

间上正好相对，以此标明该房屋所在位置的

界限。

十、乏醮

（一）《嘉庆二十三年（1818）二月吴

宗荣、吴永昌等立贴废穴字》：“原有废穴

一塚，土名坐落文会里上荒田牛形，左边一

边今因朋观公乏醮，支下子孙商议将此界限

开烈（列）。”（《客家》28/142）

（一）《光绪七年（1881）闰七月十三

日吴良旭立卖屋契》：“四至界四明白，其

屋上至桁樤瓦角，中至棚  楼枋，下至门壁

揭子墙脚地基在内。”（《客家》28/22）

按：“醮”在此有扫墓义，“乏醮”指

无人扫墓。《大字典》：“醮，祭祀。李善

注：‘醮，祭也。’”“醮”的本义即为祭

神，由此引申出祭祀祖先，扫墓之义。细绎

文义，此句中的废穴即废弃的坟墓，坐落于

一片荒田之中，其左边因为缺乏子孙扫墓，

所以子孙商议将左边的界限重新开列好，以

修复这座坟墓。《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醮塚（建瓯），扫墓，清明前后（前三

天，后四天之间）合家上坟祭扫”。故在客

家话中又把清明扫墓成为“醮地”，“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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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二月

二十七日吴思万立卖屋契》土名坐落菜圆

墈，上至滴水街监为界，下至石墈摘水为

界，左至街监水镇为界，右至吴思茂灰栈为

界。（《客家》28/30）

七、跡碓/石脑/车碓

按：“领胙/收胙”，这三个词在契文中

应为同一含义。《汉语大词典》对“分胙”

一词的解释为：“祭祀完畢分享祭神之肉。

宋陆游《家居》诗：‘馈浆烦郡府，分胙媿

乡邻。’” “分胙”也就是“宰分胙肉”

义。黄文浩（2019）在《福建民间契约文书

语词考释》考证“颁胙”为分发祭肉义。但

若将“登席分胙”解释为“登上筵席宰分胙

肉”，此处不符合上下文义。“登席分胙”

在契文中常出现在“改簿换名”后，“登席

分胙”与“改薄换名”为同义并举，其在契

约中成为一种固定形式。即为签订土地契约

之后，买卖双方达成了交易，卖方的物业所

有权归于买方，故在这里的“胙”应为“酬

劳、利息”义。《汉语大词典》：“胙，酬

报。”“分胙、领胙、收胙”为领取每年土

地所产生的收益，故“胙”在此由“酬报”

引申为“钱财”义。细绎契文文义，是指买

卖双方达成了交易，卖方的物业所有权归于

买方，买方自然可以每年收取土地产生的

收益。

八、簷水/摘水/滴水

（二）《光绪二十二年（1897）十二月

吴思万立转典山字》：“土名坐落本里杉山

排，上至荢坑排齐龙分水，下至石脑及花台

为界。”（《客家》28/28）

（三）《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十月

广昌县茂起立吐退字》：“以上等处，所有

庄基、鱼塘、园□、车碓、灰寮俱系在内，

食茶在内，及门首外钓楼四股之一。”

（《客家》30/219）

按：“迹碓”当为“石碓”义，与“菜

园、秆棚、迹碓、寮”这些农村生产生活场

所并列。《汉语大字典》：“碓，舂米的工

具。”“石碓”在此被称为“迹碓”，这与

“碓”的构成有关。江西黎川方言中有“石

碓”一词。《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石

碓，黎川[sa55] [toi51]舂米用具。主要部

分是一块圆形的石头，连续地起落，就可以

去掉下面石臼中糙米的皮。” “石碓”会被

放置一处固定的位置，长年累积后会形成舂

米痕迹的圆坑，即“石臼”。故“石碓”又

被称为“迹碓”。客家文书还常见“石脑”

“车碓”等词，皆与“石碓”有关。“石

脑”即石碓， “石脑”在文书中又被写作

“碓脑”，“碓脑”的主体结构就是石质的

碓脑和木制的碓杆，故其又被称为“石

脑”。“碓”为客家地区一种常见的农具，

由碓脑、碓杆、碓尾、碓坑组成，其中碓脑

是碓中用来捣碓坑中米的部分。“车碓、迹

碓”则都为石碓的别称，因石碓形似马车

状，故又称为“车碓”。

（一）《同治九年（1870）四月十三日

张生磊立调换田字》：“立调换田字人兄生

磊，缘因有菜园、秆棚、跡碓、寮一应在

内，调换与弟生，或凑成方圆架造楼屋。”

（《客家》11/121）

（一）《民国三十七年（1948）六月九

日杨度鼎立永卖屋无赎字》：“横屋小门内

右瓦屋宇一所，上至及右系承永人屋宇为

界，下至簷水为界。”（《客家》11/23）

（三）《嘉庆二年（1797）十二月乾宗

立卖地基契》：“土名坐落下屋两边头上，

上至维映地基为界，下至茂映滴水为界，左

至茂棣地基为界，右至克新地基为界，四至

界畔明白。”（《客家》2/240）

按：“摘”应为“滴”的音借字，“簷

水”即“滴水”。契文中“滴水”为常见的

一个房屋界限的标志。“滴水”并非字面

意，而是与屋檐义有关。《汉语大词典》：

“中氏瓦名。一端有下垂的边，盖房时置于

檐口。”解释“滴水”为屋檐的一种瓦片。

但此处，“滴水”应为房屋之间为排泄屋上

漏下的雨水而修建的沟圳。由于南方地区多

雨水，沟圳也常作为房屋与房屋之间的分隔

界线。契文中常将地基和滴水来确地一块田

土或屋宇的位置，此处的“簷水”及“滴

水”都为房檐底下排水的沟圳。唐智燕

（2020）考《成都龙泉驿》“泣水圳/滴水圳

沟”，即指房檐下的水沟，可参。传世文献

中亦有“滴水”的相关记载，如明朝《明公

书判清明集十四卷》：“该载亩步四至坦然

明白，末后两契且声说除，将住屋及屋基滴

水为界。”住屋和屋基的“滴水”即为排水

的沟圳，以沟圳可以准确确定该亩田地的具

体位置和大小。北方地区民间也有“滴水”

一词，《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滴水”

曰：“济南，两所房子之间留出的空道，一

般是留三尺，两房之间留出的通道，供人通

行。”

九、棚    /棚

（二）《道光八年（1828）十二月吴

元庆立卖房屋契》：“上至桁樤瓦角，中

至棚  ，下至柱磉地基居除及门居俱以在

内。”（《客家》28/150）

按：“棚  /棚  ”指阁楼上的横栏。

“棚  ”与“楼枋”在此是同义连文，“楼

枋”即屋上的横栏。《汉语大字典》：

“枋，圆柱形木材。”由于客家地区的房屋

多为木制结构，其楼上通常会用圆形木材建

造栏杆。“  ”“  ”辞书不载，“  ”仅

见于台湾人名用字，“  ”“  ”应为客家

方言自造字。“棚”为客家地区常用的建筑

构件名称。《汉语大字典》：“棚，栈，

阁。《说文解字注》：棚，栈也。《通俗

文》曰：板阁曰栈，连阁曰棚。”故“棚”

有阁楼之义，棚  即阁楼上的横栏。又《道

光二年（1822）十一月吴茂科兄弟立卖房屋

契》：“其屋上至桁樤瓦桷，中至楼坊

（枋）栅子，下至柱槡门壁。”（《客家》

28/25）可知“棚  ”即栅子、横栏。“上至

桁樤瓦角”是指上到屋顶的横梁和瓦片，

“中至棚  楼枋”是指中间到楼屋中间的横

栏；“下至门壁揭子墙脚地基在内”说明该

房屋下至墙壁墙角和地基。这三者的位置空

间上正好相对，以此标明该房屋所在位置的

界限。

十、乏醮

（一）《嘉庆二十三年（1818）二月吴

宗荣、吴永昌等立贴废穴字》：“原有废穴

一塚，土名坐落文会里上荒田牛形，左边一

边今因朋观公乏醮，支下子孙商议将此界限

开烈（列）。”（《客家》28/142）

（一）《光绪七年（1881）闰七月十三

日吴良旭立卖屋契》：“四至界四明白，其

屋上至桁樤瓦角，中至棚  楼枋，下至门壁

揭子墙脚地基在内。”（《客家》28/22）

按：“醮”在此有扫墓义，“乏醮”指

无人扫墓。《大字典》：“醮，祭祀。李善

注：‘醮，祭也。’”“醮”的本义即为祭

神，由此引申出祭祀祖先，扫墓之义。细绎

文义，此句中的废穴即废弃的坟墓，坐落于

一片荒田之中，其左边因为缺乏子孙扫墓，

所以子孙商议将左边的界限重新开列好，以

修复这座坟墓。《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醮塚（建瓯），扫墓，清明前后（前三

天，后四天之间）合家上坟祭扫”。故在客

家话中又把清明扫墓成为“醮地”，“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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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铲，作为国内传统考古钻探工具，

具有使用方便、快捷，破坏性小的特点。然

而，在城市考古中，由于地表硬化和建筑垃

圾的存在，洛阳铲的使用受到了极大的限

制，无法有效进行钻探。这不仅影响了考古

勘探的进度，也限制了考古研究的深入。因

此，探索新的钻探方法和工具显得尤为重

要。近年来，全国各地文物科研单位、高

校、勘探公司等不断推出各种创新钻探方法

和工具，其中就包括便携式手提钻机。本文

将详细介绍便携式手提钻机的应用，并通过

实践案例分析其高效性、便捷性和安全性。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

展和文化保护意识的提高，考古工作进入了

蓬勃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各种高精尖科技和

创新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田野考古工作中，极

大地推动了考古学的进步。为贯彻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确保田野文物

考古工作符合科学规范的要求，国家文物局

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规范行业标准，并编著了
[1]《田野考古工作规程》 、《考古勘探工作

规程（试行）》、《田野考古钻探记录规
[2]范》 等文件。

田野考古调查勘探是文物考古工作的一

种，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是保护文化遗产

的重要手段。通过勘探，我们可以发现、确

认和研究文化遗存，是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

依据的直接手段。考古勘探是考古调查的重

要手段之一，提倡研究和应用各种无损伤探

测新技术，结合传统勘探手段，科学、高效

地获取地下文物信息。考古钻探被誉为调查

勘探的“侦察兵”，通过探铲探入地下取出

土样，了解地下的文物分布情况。对于一些

比较重要的遗址，如城址、大型墓地、大型

建筑基址等，根据文物保护法要求，能不动

土就尽量不破坏。因此，考古钻探成为我们

了解其文化内涵的首选方法。关于考古钻探

的要求，国家文物局已有明确的规定，《考

古勘探工作规程（试行）》《田野考古钻探

记录规范》就是对考古钻探详细的阐述。而

对于考古钻探知识和技巧的应用，国内多位

专家和前辈根据自身多年的一线实际工作经

验，形成文字，编著成书，总结出多种在野

外工作时针对不同地形地势如何开展工作、

针对不同类型遗址如何探明范围、对地下遗

迹钻探时要注意什么以及如何记录等等，如
[3]朱俊英《考古勘探》 、许自然《中国黄土

[4]地区历代墓葬及考古基建钻探》 、海金乐
[5]《田野考古中的钻探技术》 、蔡全法《考

[6]古钻探知识与技术》 等等。特别是蔡老师

主编的《考古钻探知识与技术》，全方位介

绍考古钻探的知识与技术，是从事田野考古

钻探工作者的必读之物。                     

【摘   要】在考古调查勘探中，如何在城市内及城市边缘地带，特别是面对水泥硬化面、废弃建筑垃圾和

砖瓦等地段进行钻探，一直是困扰考古工作的重要问题。本文详细介绍了便携式手提钻机的应用，这种钻

机实现了考古钻探从传统“洛阳铲”到机械化钻探取样的跨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通过实践应用，证

明了便携式手提钻机在考古钻探中具有高效性、便捷性和安全性，为文物考古单位和勘探公司提供了新的

钻探选择。

【关键词】考古钻探  洛阳铲  便携式手提钻机  城市考古  钻探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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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手提钻机在考古钻探中的应用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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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田野考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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