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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第十四条说：“太阳病，项背强几几，反

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第三十一条又说：

“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对

上面句子中的“强几几”一语，在我国现有的中医学

文献资料中有着很多不同的注解，单就“几几”的读

音，目前学术界至少就有4种意见：主张读“sh s№”

(音殊)；主张读“J1n jIn”(音紧)；认为“几几”读“ba

ba”(音八)；认为“几几”读“jiji，’(音几)。同时，读

音的不同，又意味着对词语意义理解的不同。其实，

“强几几”一语是典型的南阳方言，是张仲景对汉代

南阳方言土语的原始记录，要想真正弄清“强几几”

一语的读音和意义，必须从考察南阳方言着手。
1 目前学术界对“强几几”一语的几种解释

1．1“shQ 8h豇”说

坚持“sh slln”说者认为“强几几”的“几”字就

是“几(音殊)”字，“强几几”应该是“强几儿”。这是

一种比较传统和权威的意见，不少学者的著作和部分

中医药院校的教材都将“几几”注作“0shfishfi”。例

如，《伤寒论析义》：“项背强几几：几(sha)形容向背

牵强拘紧不舒。”⋯《伤寒论语译》注释：“几几，音殊，

本来是形容鸟类伸颈欲飞的姿态，这里是形容项背强

硬拘急不舒的症状。成无己说：‘几几，短羽鸟也。

短羽之鸟，不能飞腾，动则先伸引其头尔，项背强者，

动则如之。”¨纠

1．2“jI．J1n”说

“J1n且n(音紧)”说者认为“几几”通“孥擘”，

“擘”就是“紧”，因此“几几”应读作“jTn如。”例如

《伤寒论讲义》：“几几，几(如音紧)，紧张不柔和

貌。”【纠高等中医药院校教学参考书《伤寒论》：“几，

读作紧(如)，短羽之鸟，伸颈欲飞不能。项背强几

几，形容项背拘急，俯仰不得自如之状，系项强之突出

者。州卅《(伤寒论)“几几”读音正讹》：“《伤寒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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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背强几几’的‘几几’，既不读殊(sha)，也不读

‘几(ji)’，它的正确读音是J1n，它的词义是拘紧而不

灵活。一【纠郝氏在《郝万山伤寒论讲稿》中说：“项背强

几几：几讪，音紧。几几通早擘，紧紧，形容项背拘急

牵强，俯仰不能自如的样子。”“《说文解字·手部》

‘早’字下引《诗经》‘赤舄几几’作‘赤舄擘擘’，可见

‘几几’与‘擘擘’音同义通。‘擘’古读J1n(今读

qian)，通‘紧’。”旧。认为“擘擘”就是“紧”的意思，指

项背拘紧不柔和，因此“几几”可以读成“紧紧”。

1．3“川oi”说和“baba”说

近年来，部分南阳籍学者提出“几几”就读“ji

ji’，，“几”音为“．ji，，。如庞氏在《(伤寒论)南阳方言举

隅》中，列举了《伤寒论》中包括“强几几”在内的几个

典型的方言土语，运用方言对照的方法，说明这些词

语属于南阳方言，强调“几几”应读“ji ji，’o
L7
J还有的

提出“强几几”应该是“强八八”：“‘强几几’一词是

北方和中原地区惯用的方言土语，只是由于历代传抄

之误，将原先的方言‘强八八’误抄成‘强几几’，一直

延误至今⋯⋯”

2对“强几几”几种解释的考证和分析

2．1“shn 8hn”之说考

从《伤寒论语译》“强几几”的注释中可以看出，

长期以来人们将“几几”读作“shQ sho”，主要是受了

成无己《注解伤寒论》的影响。成无己是宋金时期著

名的医学家，也是第一个为《伤寒论》作注的人，因此

后世学者在解读《伤寒论》时多采用成氏之说。

成无己为什么把“几”字读作“shQ”并解释为“短

羽鸟”呢?他的根据是《说文解字》。原来，《说文解

字》中的“几”和“几”字很相近，篆体字为“坦”，就像

是羽毛很短、刚出生的小鸟一样，是一个典型的象形

字。《说文解字》对这个字的解释是：“亿，坦，鸟之短

羽飞几几也，读若殊，市朱切。”需要注意的是，“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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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羽飞JLJL也”一句中的“几几”二字，在许慎的原著

中应该是“亿亿”。但是这个“亿”字不常用也不多

见，后人在传抄翻印的过程中为着雕刻书写的方便，

就借用常用的“几”字而踢掉它尾部的挑钩来替代

“亿”字。这样，“亿”字就有了第二种写法“儿”，而

“几”和“几”非常接近，只差尾部的一个挑钩，所以成

无己在给《伤寒论》作注时是把“几”字当作“几”来解

释的，这正是人们常说的“形近而误”。从篆体的

“坦”字的字形和结构来看，把他写成“亿”才是正确

的，而写成“几”则是“因误得字”。但是这个“儿”似

乎得到了后人的认可，《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

《中文大辞典》等重要工具书中所收录的都是这个

“几”字。相反，原本正确的那个“么”字在当今普通

字典、词典中却很少能够见到。1980年7月，北京市

中国书店重新影印出版了清代毕既明篆订的《重订

六书通》一书，该书第36页关于“么”字的字条里，比

较清晰而原始地体现了许慎《说文解字》中关于“几

几”二字本来的字形：“亿，建首，鸟之短羽飞几儿

也”。

“几”和“几”分明是字形、字音、字义都不同的两

个汉字，并不是音义相同的异体字，《伤寒论》中写的

是“几”，《说文解字》中写的是“几”。许慎说的“鸟

之短羽飞JLJLtR”表述的是雏鸟张着翅膀想飞而又飞

不起来的有趣状态，这和有病之人“项背强几几”的

病症没有根本的联系。小鸟羽毛未丰，只不过暂时不

能随意飞翔而已，但它的身子依然活泼可爱，并非如

病人的身子一样活动不灵便。所以，把“强几几”的

“几”字读成“shQ”，并用欲飞不能的短羽之鸟作比喻

是不妥的。

2．2“jTn jIn”之说考

有些学者将“强几几”读作“强J1n jIn”的主要根

据是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中确实引用了

“赤舄几几”和“赤舄擘擘”，一处是在解释“几”字的

读音时说“读若诗‘赤舄几几”’，另一处是在解释

“孥”字的读音时说“读若诗‘赤舄睾擘”’。但需要

说明的是，《说文解字》对这句诗的引用并非只有这2

处，而是一共有3处，第3处就是在解释“卺”字时又

引用了一个“赤舄己已”的句子。“赤舄几几”一句出

自《诗经·豳风·狼跋》，“舄”是古人穿的一种鞋子，

“赤舄”是周代贵族穿的赤色鞋子。《汉语词典》解释

说：“舄(】【i)，谓履。”一。《现代汉语小词典》解释说：

“舄】d，(书)鞋。”¨则对于“赤舄几几”这句诗中“舄”

字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而分歧较大的是“几几”二

字。有的认为“几几”是表现鞋子装饰华丽，鞋的前

端上方弯曲如勾。¨卜H 3有的认为“几几”是重木鞋

底。若认为“几几”通“擘擘”，“擘”就是“紧”。若按

“紧紧说”来解释，“赤舄几几”这句诗的意思应该是：

公孙穿着赤红色的、装饰华丽的鞋子，鞋子上有一个

带子在脚上系得紧紧地，非常牢固。这句诗的主要内

容是写公孙体貌和服饰之美的，并没有“紧”的意思

在内。所以前两种解释比较符合实际，而将“赤舄几

几”这句诗中的“几”字读作“jIn”而训作“紧”，并由

此将《伤寒论》里“强几几”的“几”字也读作“曲”而

训作“紧”是错误的。再者，“赤舄擘擘”仅在许慎的

《说文解字》出现过1次，而在其他所有刊录诗经的

典籍中均未出现过这种句子。根据训诂学上“孤证

不立”的原则如果只有一处是这样解释的，再也找不

到旁证，那么这一解释就不能成立，至少暂时不能

成立。

2．3关于“ba ba”说和“jiji”说
“ba ba”说者认为“强几几”是“强八八”的误写，

“几几”二字原本应是“八八”。南阳方言中确有“强

ba ba”、“干baba”之类的说法，但“ba”音之字应写

作“巴”而不是“八”，如“强巴巴”“干巴巴”等，因此

认为“几”字是“八”字的误写是不正确的。至于“强

jiji”之说，虽然其读音是正确的，但并未阐明这样读

的深层原因，更没有对“强几几”一语的含义给予准

确的解释，所以没有得到医界同仁的广泛认可。

3“强几几”的正确解读

“强几几”的确是南阳方言，“强几几”应该读作

“qi石mg jiji’’。“强几几”的主体词是“强”字，“几几”

是“强”字后边起弱化作用的叠音缀词。“强几几”所

体现的病状是：病人项背等身体部位虽有强硬拘紧之

感，但却不是那么严重。

3．1“强几几”是汉代南阳方言的原始记录

据晋代王叔和的《脉经》、宋代《太平御览》、明代

李濂的《医史》、明嘉靖年间的《南阳府志》、《邓州

志》和当代的《南阳地方志》以及宋代林亿等人的校

定本《伤寒论·序》等有关文献资料，张仲景生于南

阳，长于南阳，从小跟随故乡名医张伯祖学习医术并

尽得其传。他在长期从医的过程中接触了大量的病

人，肯定经常听到甚至多次记录过病人用“强几几”

等词语来表述病症的说法，并对这些说法深会其意。

所以，《伤寒论》中所出现的“强几几”等方言性词语，

实际上是张仲景对当时南阳地区群众性语言的记录

和运用。

除了“强几几”之外，《伤寒论》中还出现了“哕”

“不了了"“不中⋯‘不来”“熬”。XX家”等比较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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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阳方言，而且这些词语至今还在南阳一代和周边

地区被广泛地使用着。《伤寒论》中“强几几”以外的

那么多词语都能和今天的方言相对应，就有了特别的

意义，它表明“强几几”等方言词语在两千年前的汉

代就已经存在，并在南阳地区被广泛地使用，这些词

语又在南阳这个比较特殊的地域里被长期遗存、传承

和应用，今天南阳方言中的“强几几”等词语是汉代

南阳方言的“活化石”。

3．2“强几几”一语的真正含义

《伤寒论》所记录的有关语言表明，“强几几”这

一词语在南阳一带使用的历史已经非常悠久，直至今

天，南阳及其周边一些地区的人还在广泛地使用。比

如，人们身体某个部位拘强不活便时就说“强几几

的”；食品有酸味就说“酸几几”或“酸儿巴几”；有苦

味就说“苦几几”或“苦里巴几”；身子有点困时就说

“困几几的”等。在南阳方言里，“几”字一般是重叠

使用，作为后缀成分放在形容词后边充当形容词的状

语，对形容词起修饰附衬作用，并由此构成一些固定

词组。这些固定词组，一般是用来帮助他前边的主体

词表明有一定症状但程度较轻的样子。如“强几几”

是指某人因受风寒，项背等部位有点拘强不活便，活

动不太自如，但病情不是那么严重；“困几几”是说身

体和精神感觉有点困，但不是困乏得不能动；“酸几

几”是说某种食物吃着感到有些酸味，但不是酸得不

能人口；“能几几”是指有些人说话、表情和行动有点

耍小聪明，有点浮夸并让人看不惯的样子。另外，在

南阳方言中还有“疼几几”“痒几几”“软几几”“软里

巴几”“粘几几”“粘而巴几”等。在“几几”与“软”字

组成的词组中，中心词是“软”，这个词组表示某种物

体没有硬度或者硬性较差。在“几几”和“粘”字组成

的词组中，中心词是“粘”，这个词组表示某些物体触

之有黏性，有黏连的表现。上面的举例表明，“几几”

本身没有实际意义，也不单独使用，只有当它和别的

词组成词组时才能表示一定的意义。在南阳方言中，

“强几几”中的“几几”仅是一种记录语音的文字，与

名词“玉几～雕几”及现在所说的“茶几”不是一种

概念，而是一种完全被虚化了的词语。

3．3张仲景不可能使用“儿”字来记录病状

张仲景的《伤寒论》是一部医学著作，他撰写该

书目的是治病救人，因此他在写书时只能使用那些至

少在他看来是大家一读就明白的词语，而不会使用非

常生僻、容易产生争议、在古代典籍中很少使用的

“凡”字来表述病症。《伤寒论》中“强几几”等词语至

少在当时的南阳一带是一种大众化的、被广泛使用共

同认可的词语。

吕叔湘先生在《语言的演变》中说：“古代人说的

话是无法听见的了，幸而留下一些古代的文字。文字

虽然不是语言的如实记录，但是它必得拿语言做基

础，其中有些是离语言不太远的，通过这些我们可以

获得一定的认识。”《伤寒论》中对“强几几”等方言词

语的记录，证明当今南阳方言中的某些词语存在的悠

久历史，由此我们可以获得一些非常宝贵的古代语言

方面的信息。无论是据古证今还是以今证古，都能使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伤寒论》中的“强几几”一语的确

为南阳方言，“几几”就读“jiji’，。“强几几”的“几”

和“鸟之短羽飞几几”的“儿”不是一个字。“几几”只

不过是一种起记音作用的文字，是“强”字后边的叠

音缀词，它本身没有实际意义，不能单独使用，它只有

和某个中心词结合起来构成一个词组时，才能产生一

定的表达作用——对中心词的弱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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