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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手”的历史语言探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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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排便义“解手”的来源跟明清时期的移民传说无关，也非婉辞用法，而是在排便义“解”的双音化过程中，“溲”异写

为“手”，即“解手”的语源可能来自于“解溲”，是一例语言通假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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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手”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流行甚广，据刘淑萍

《“解手”的起源》统计，在全国流行“解手”一词的

省区有：四川、湖北、山西、山东、河南、安徽等省，此

外，在北京、邯郸、呼和浩特、齐齐哈尔、锦州、哈尔

滨、西安、西宁、重庆、贵阳、徐州、崇明等地，也都有

这个用法。［１］在普通话中，“解手”在一些公共场合

可做为“排泄”的婉辞来使用，在某些方言中，“解

手”就是“排泄”的日常代称，是其基本方言词。

“解手”一词在通行的各种词典上释义基本相同，就

是指排泄大小便，但对它的来源却未见任何说明。

　　一　有关“解手”来源的历史传说

关于“解手”的传说遍及全国各地，在民间流传

的也有诸多版本，其中有两种历史传说影响较大，

流传范围也较广。

１．明初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

近些年来，所谓明代洪洞大槐树移民捆绑押送

说，以及“解手”一词来源于明代洪洞大槐树移民

说，不仅出现在有关洪洞大槐树移民的撰著里，还

见之于报端，闻之于讲解员解说与电台广播。

明初以前，由于长期战乱，南方各地百姓多逃

往相对安稳的山西，这就使江南缺乏劳动力，而山

西人口过分稠密。明太祖即位后，为尽快恢复南方

生产，巩固政权，遂下令逃走的百姓回到南方。在

洪武、永乐年间，明朝政府要求人民强制性回迁，将

他们集中于平阳府洪洞县大槐树下。从山西到江

南路途遥远，朝廷担心移民不肯返回，便派人强行

押送，还用一根绳子把他们的手捆住，一个连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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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贯而行。在漫长的步行中，若途中有人大小便，

就说：“请大人把我的手解开，我要大便（或小

便）”。说得多了，就简化为给我解开手，再后来干

脆简化为“解手”。由此，解手就成为大小便的代

名词。［２］

２．清初“湖广填四川”说

在四川的民间传说中，“解手”更是妇孺皆知的

故事。只不过，它换为发生于清代的事情了。早在

抗战时期，寓居四川的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就曾经

以杂记的形式，对流传于该地的“解手”一词的含义

和来历做过一番考证，并把它同清初政府强迫移民

联系在一起：俗谓溲溺为“解手”。初不明其义，及

入四川，乃知明末蜀人未遭张献忠屠戮者仅得十之

一二，膏沃之地尽化草莱。故清初政府强迫移民，

先以湖广之民填四川，继以江西之民填湖广。当移

民之际，悉系其手，牵之而行，若今日之拉壮丁然。

被移者内急，辄请于解差曰：“解手！”遂相承以解手

作便溺之代称，流传外方，莫诘其义。对于顾先生

的说法，有不少学者附和。［１］

上述两种历史传说都把“解手”的发端与移民

联系在一起，并将“解手”的释义与押送犯人联系在

一起，只是发生时代与地点各异而已。据陈世松和

马怀云所做的历史考查，［２］发现明初洪武时期山西

和湖广一带确曾有过几次大规模的移民。落叶归

根是中国人固有的恋乡情结，这是人性的自然流

露，但是将这种恋乡情结曲解为移民对政府的悲愤

控诉，甚至于将远迁作为捆绑押送的依据，则有附

会之嫌。之所以会有此类附会，是因为缺少对语言

现象的科学认知。如果从语言学的立场来分析，则

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二　“解手”的语言学阐释

顾劲松对“解手”的来源作了较详尽的梳理，将

其概括为三种论点：移民说、音讹说、双音说，并对

以上三种观点进行驳论“纠谬”。他认为解手的排

便义是由唐宋时期解手的解决义引申发展而来，是

一种婉辞用法。［３］若将顾劲松的观点姑且称之为

“婉辞引申说”，加上之前的三种学说都是对 “解

手”来源的有益解读，在其自身的理论基础之上

都有合理之处，但我们通过对历史语料的统计对

比发现了一些现象，并借助认知语言学和历史语

言学的相关理论，对 “解手”的来源可做进一步

探讨。

１．“解”字释义

《说文解字》：“解，判也，从刀判牛角，会意”，

又“判，分也，从刀半声”，［４］可见“解”的初始义应

为“分解”。《庄子·养生主》：“庖丁为文惠君解

牛”，解即为剖开，分割之义。《辞源》中列举了

“解”的八个引申义项：（１）分散、分裂；（２）解开、消

散；（３）脱去、排除；（４）分析、解释；（５）晓悟、理解；

（６）懂得、知道；（７）通达；（８）排泄。［５］这九个义项

可合并为三个义位：（１）（２）（３）可归并为“分离”

义；（４）（５）（６）可归并为“领悟”义；（７）（８）可归并

为“疏通”义。

２．“解手”释义

据 《辞源》，解手作为复合词使用始于唐代前

后，意为 “分手、离别”，如唐韩愈 《祭河南张

署员外文》： “两都相望，于别何有？解手背面，

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第二个义项是

“解除危难”，如南朝沈约 《宋书·庾仲远传》：

“庾仲远乃当送至新林，见缚束，犹未得解手”。第

三个义项才是“大小便”，较早的书面文献记载于

《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叙了些寒温，魏生

起身去解手”。［５］

３．“解手”的语源探释

（１）同义词族的语料统计

现代语言学认为语言符号之间不是一盘散沙，

而是有组织、有条理的系统。以词汇系统来说，每

个词并不是孤立的个体单位，例如凭借语义的相似

关系自然聚合在一起的群体就是同义词族，每一个

词的语义变化都会引起词族的系统化调整。运用

现代语言学的统计方法将会彰显语言研究的科学

性与客观性，可避免传统语源学的主观化倾向。

据查阅，按历史的先后顺序，“解手”的同义词

族有：如厕；溲，溲溺，溲便，前溲，后溲；大便，小便，

便利，便旋，便溺；解，大解，小解，解溲。

上述以“溲、便、解”为中心词素的复合词多有

动词和名词两种词性用法，动词用法大多先于名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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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本文仅研究动词性的用法。以上述同义词族为

主题词，在北大ＣＣＬ语料库检索系统的古代汉语语

料库中进行检索，并对所得语料进行筛选和统计分

析，数据如表１：

表１　中国各朝代“解手”的同义词统计表

朝代 春秋 （西、东）汉 六朝 唐 （北、南）宋 元 明 清 民国

如厕 １ ５ ８ ５ ２４ ０ １１ １４ ２５

溲（前溲、后溲、溲溺、溲便） １ １０ ２ ８ １１ ２ ２ １８ ７

便（便溺、大便、小便） ０ ２ ５ １２ ４ ０ １４ ３８ ３３

解（大解、小解、解溲）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１４ ８４ ２５

解手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３３ ４７ １４

　　（２）移民说的时代错位

“解手”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京本通俗小说

·错斩崔宁》，在语料库中该条语例的年代出处被

标注为“北宋”，但目前多数学者倾向认为该书是元

代结集的话本集，成书时间应在元代后期或末

期，［３］抛开争议不论，可以确定的是“解手”表示排

便义迟至元代已是事实。虽然学界有“例不十，法

不立”的陈规，无奈受限于语料数量，明代之前的文

字记载仅见一例，但可以想象当“解手”以书面语形

式出现的时候，其在口语中的用例应当不止十例。

至此，所谓明初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和清初“湖广

填四川”两种传说在发生时代上出现错位，其立论

在语言现实面前便不攻自破。

（３）婉辞说存疑

顾劲松认为解手的排便义是由解手的固有解

决义引申而来。但因缺少语料的历史过程性实证，

推测成分较多。至于所谓婉辞用法，排便的婉辞古

有如厕、更衣、净手，后有出恭，同义用法已经很多，

如为婉辞而引申，理由牵强。

（４）双音说的合理性

杨琳认为“解手”由排便义的“解”双音化发展

而来。［６］但顾劲松指出在排便义“解手”出现之前，

用以表示排便的双音词业已存在，这些双音词足以

在日常生活中称说排便，认为排便义“解”双音化没

有必然性。［３］我们认为顾劲松的结论过于武断，因

为纵览整个“排便义”词族，不难发现以双音词居

多，其中以“溲”和“便”为核心词素的词群发生双

音化早于汉朝，而以“解”为核心词素的词群的双

音化晚于宋元，是时汉语词汇的双音化已然大势所

趋。纵观汉语史，汉语词汇的双音化肇始于先秦以

远，迁延至从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转型期的东汉

朝，滥觞于唐宋之际，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白话及

戏曲话本的繁荣。

（５）音讹与通假

音讹说认为“解手”的“手”本字为“溲”，“溲”

原意为浸、调合、淘洗，其声旁“叟”有“时久”的语

义特征，加形旁“水”即意为在人或动物体内潴积并

排泄出来的液体，所以溲即为小便义，亦可泛指大

小便。“解”为“排泄”义，“解溲”就是排尿。之所

以用“手”替代“溲”，是因为两字的上古音韵母相

同、声母相近，加之“手”字写法比“溲”字简易，而

且排便均需手的帮助，在道理上说得通，故而在宋

元话本小说中将“解溲”讹误为“解手”。［７］持此观

点的学者是骆伟里。

顾劲松对此观点进行了驳斥，理由有二。一是

讹误发生的时代错位，如果“解溲”讹误为“解手”，

那么“解溲”至少应出现在宋元之前。但据语料检

索，最早的书面记载见于清代，《隋唐演义》：“平常

起来解溲，媳妇同两个丫头，搀半日还搀不起来”，

且语料用例极少，这样的讹误发生不合逻辑。二是

“溲”“手”二字在中古音系中分属尤韵审母和有韵

书母，声母不同，且声调迥异，不能认定为语音

相近。［３］

下面我们通过语料的统计数据来分析。由统

计表可以看到两个现象，一是“如厕、溲、便”的用例

皆早于“解”，且在各朝代的用例都有连续性，而

“解”的朝代用例缺少连续性；二是“解手”出现以

后，“如厕”和“溲”的用例有明显减少。然而吊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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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解手”在宋元之际仅见一例，但自明代以降用

例却大幅增加。恐怕仅通过单一词项的历史横向

对比很难探明缘由，但如果仔细梳理整个词族的历

史纵向演变就能勾连出一些线索，这条线索就是：

前后溲（大小溲）———大小便———大小解（解大小

手）。在《史记·扁鹊苍公列传》中谈到各种疾病

时，有“令人不得前后溲”“难于大小溲”。司马贞

《索隐》解释说：“前溲谓小便，后溲谓大便”。《元

话本选集·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一日挑了油担出

门，中途因里急走上茅厕大解”，大解即大便。《元

话本选集·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到初四日早饭过

后，暖雪下楼小解，忽听得街上当当的敲响”，小解

即小便。清小说《文明小史》：“刚才两块鱼已炸好

了，谁想厨子出去解小手”。民国小说《雍正剑侠

图》：“解大手、解小手，旁边有净桶”。在现代汉语

中常说的“解大手、解小手”意即大小便。至此我们

可以看出“排泄义”词族的历史衍变的连续性就体

现在这条词语线索上。“解手”和“解大小手”之

“手”，有可能是古代“溲”字的同音异写，是一种简

写与俗写。汉字词汇中的这种简写与俗写，是汉语

史演变中的普遍现象。或许正因为是一种俗写，所

以在历代文献中很难见到较多的语言材料。

另据吴泽顺指出通假与音讹的关系难辨。通

假是本有其字不用，而另借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字来

表示其义。通假以同音字为主，至少要求音近。音

讹是因为实际语言中的某一词语发生了音转，记录

者就按当时的实际语音书写，故发生音讹的起点和

终点可能距离较大。从发生学的角度看，通假的产

生是在共时平面的，最初可能是某个人将某字写成

了另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字，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而

音讹的产生是历时的，反映了某一时期的一群人将

某字读成了另一个不同的音。所以古代的文献学

家对这类字解释时只用“音讹”或“语讹”，而不用

“通假”。［８］据以上论述，我们认为“溲”通假为“手”

可能更接近语言事实，而非音讹。

至于“溲”“手”是否语音相近，骆伟里依据的

是上古音系，而顾劲松依据的是中古音系，据上文

分析，如果“手”确是“溲”的通假，那么发生时期应

在宋元之际，所以依据中古音系更为合理。以上分

析结论仅局限在共时平面，如果把分析面扩展到中

原官话以外的其他方言区，并佐以历史语音演变，

我们会发现审母和书母有合流的迹象。如在现代

汉语的北方官话、西南官话及江淮官话音系中，

“手”的发音如表２：［９］

表２　“手”的几个方言点的发音

方言点 太原 汉口 成都 南昌 扬州

手 ｃｓｏｕ ｃｓｏｕ ｃｓｕ ｃｓｕ ｃｓ

在以上五个方言点中，“手”的声母都与“溲”

相同，这或许能为“溲”的通假提供一些佐证。

４．“解手”的语义取象

骆伟里及杨琳都认为“解手”的“解”本是排泄

义。此义最初以中医术语始见，中医称汗出病除为

解，即排汗义，东汉王充《论衡·寒温》：“人中于

寒，饮药行解，所苦稍衰”。后世常用的排便义，疑

至宋代才出现，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四《食牛

报》：“昔年疾伤寒，旬馀不解”，大约与“解手”的用

例时期同步，所以“解手”的排便义应由“解”的固

有排泄义引申而来。我们认为对“解手”的义项分

析应基于“解”的原有语义。分手义项是“解”的分

离义的隐喻引申用法，取喻于意象图示“手被分

开”，即现实经验中的握手告别；解除危难的义项是

“解”的排除义的转喻引申用法，取喻于意象图示

“解除束缚”，在现实经验中手被束缚捆绑即为陷入

危难。同理，排泄义项应是“解”的固有生理疏通义

的隐喻引申用法。但是问题在于无法将其取譬于

某一个意象图示，引申后的意象与原图示不符，即

便将该引申义赋于词素“解”之上，但无法为词素

“手”找到合理的语义佐证，因此需要从语义认知角

度为“手”的出现提供理据。我们可以构拟出这样

一种意象图示，即在大小便行为动作的过程中，都

需要双手来做为辅助工具参与其中，或宽衣解带，

或辅助排泄等，那么“手”就做为工具格的语义角

色，同动词“解”（排泄）共同构成了一个语义结构，

这样的分析也许是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

５．“解手”的流传途径构拟

目前解手的流行看似遍布于中国的大江南北，

但如果将文章伊始所提及的省份和城市对照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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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汉语方言地图，不难发现“解手”的使用主要分布

于官话方言区。“解手”的发源地可能在中原官话

区，因为这带地区也是话本戏曲繁荣的腹地。假设

以当时的汴洛（今河南开封、洛阳一带）地区作为词

汇的变异源点，那么根据王士元先生提出的“词汇

扩散理论”，［１０］变异词从源点呈水波状向四周方言

区扩散开去：东向至冀鲁官话区；西向至山西、陕西

一带；北向北京官话区，再至东北官话区；南向分为

两支，一支东南向至江淮官话区，另一支西南向至

西南官话区，这样就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的官话方

言地区，“解手”一词也就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扩

散，造成了流行于大江南北的语言现实。

本文从历史与语言两个维度对“解手”的来源

进行了辨析。历史总是与传说裹挟在一起，由此造

成了真实与假象的纠结难辨。传说属于民俗文化

范畴，不必也无须辨其真伪；而作为历史，则十分有

必要考据真相。在近代中原官话区一带，“溲”

“手”同音，进而将历史上的“解溲”与“解手”混同，

这是第一层误会；再将“解手”作直观意象图解为

“把捆绑的手解开”，并附会到民间流行的传说中，

这是第二层误会；最后又将民间传说附会到历史上

确有其事的移民事件中，并进行了曲解，这是第三

层误会。这三度误会造成了对历史真相的深度误

解。如果我们能科学的进行历史语言学分析，就能

拨开历史传说的疑云，还原语言事实。我们通过对

“解手”同义词族的语料进行统计分析，指出了

“解”在双音化的过程中，可能将“溲”异写为“手”，

并对“解溲”通假为“解手”做了可能性论证。当

然，语言事实的还原需要对语言材料进行层层筛选

与辨别，也许在将来随着更多语言材料的发现，会

对“解手”的来源研究得出更科学的结论。

参考文献：

［１］陈世松．“解手”的传说与明清“湖广填四川”［Ｊ］．中华

文化论坛，２００３（３）．

［２］马怀云．明初洪洞移民捆绑押解说辨析［Ｊ］．商丘师范

学院，２００６（４）．

［３］顾劲松．“解手”来源纠谬［Ｊ］．常熟理工学院学报，２０１１

（１）．

［４］许　慎．说文解字［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１：１６４．

［５］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辞源［Ｍ］．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３：７０１．

［６］杨　琳．“解手”与“胡豆”释名［Ｊ］．辞书研究，２００１

（１）．

［７］骆伟里．“解手”来源之我见［Ｊ］．咬文嚼字，１９９７（５）．

［８］吴泽顺．论历史文献中的音讹现象［Ｊ］．励耘学刊，２０１１

（２）．

［９］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方音字汇［Ｍ］．北京：文字改革

出版社，１９６４．

［１０］王士元．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集［Ｍ］．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０２：６２．

责任编辑：李　珂

７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