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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自贡盐业历史档案·契约卷》为材料，选取其中令人费解的六则俗语词“承首”“出佃”“锅
份”“伙办”“起班”和“下节”，根据语境并结合传世文献进行研究，以冀消除自贡盐业历史档案的阅读障碍，并补

充《汉语大词典》《汉语方言大词典》《辞源（第三版）》《近代汉语词典》等大型辞书的词条或义项。

关　键　词：《自贡盐业历史档案·契约卷》；俗语词；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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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贡盐业历史档案·契约卷》收录自清康熙
五十九年（１７２０）至民国三十八年（１９４９）四川自贡
盐业契约２３８１件、相关凭票档案１６６件，分为盐
井开凿约、日份与火圈约、盐笕约等。这些契约档

案多为手写，真实记录了２００多年间自贡等地区语
言文字的真实情况，其中俗语词颇多，造成自贡盐

业历史档案的阅读障碍。截至目前，未见针对自贡

盐业历史档案中的俗语词进行研究的文章，因此具

有较大的研究价值。

俗语词即俗的词，与雅相对，字面虽普通但含

义复杂。《自贡盐业历史档案·契约卷》出现“承

首”“出佃”“锅份”“伙办”“起班”“下节”等六个俗

语词，意思费解。《汉语大词典》、《汉语方言大词

典》、《辞源（第三版）》、白维国《近代汉语词典》

（以下简称《近代汉语词典》）未收这些词条或义

项，或例证滞后。本文结合传世文献进行研究，消

除自贡盐业历史档案的阅读障碍，以冀补充上述大

型辞书未收词条或义项。

一、承首

（１）《长源井伙等立书福恩井丢下节更名长源
井成功起班合约》：“兹承首应将各伙友名下所占

锅分多寡书明。”（自贡市档案馆８－１－７１３－２１，
民国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２）《荣源井众伙等立荣源井（恒义井）上下节

子孙锅份及费用摊派合同文约及外批》：“情，因昔

年由沈壁卿承首。”（自贡市档案馆 ８－１－７１３－
１０３，民国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３）《任志远、范慎甫、方介南等立海潮井上下
节分占锅份合同文约》：“下节承首人任志远、范慎

甫、方介南等凭证于民国二十五年五月十九日。”

（自贡市档案馆８－１－７２１－１６７，民国二十五年国
历七月二十一日）

按：“承首”一词费解。《汉语大词典》《汉语方

言大词典》《辞源（第三版）》《近代汉语词典》皆未

收录。此词在《自贡盐业历史档案·契约卷》中

多见。

“承”字，《说文·手部》：“奉也，受也。”段玉

裁注：“奉者，承也。”［１］２３９９《康熙字典·手部》亦收

录，释：“《礼·礼运》是谓承天之祜。《疏》：‘受天

之福也。’”［２］《汉语大字典》也收录“承”字，释为

“承担，担负；担当”［３］６２。《汉语大词典》亦收录

“承”字，释为“担负；担任”［４］７７０之意。

“首”字，《汉语大字典》解释为“领导的人，带

头的人”［３］１７４６７。

本文认为，“承首”应指“挑头、领头、带头”。

现当代有较多学者对“承首”作出阐释，如：

（４）曾凡英所编《盐文化研究论丛》第一辑：
“合伙之发起人，亦称承首人，既是合伙投资办井

的筹集者，又是组织者和指挥者。”［５］２３０－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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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吴斌、支果、曾凡英等人所著《中国盐业契
约论———以四川近现代盐业契约为中心》：“承首

人，又名‘承首办人’、‘承首办井人’，是依靠管理、

经营技术，或投资而获得‘承受股份’作为报酬的

一类特殊人群。”［６］１６０

“承首”在历代文献中出现较多用例，如：

（６）（清）吴鼎立著《自流井图说》：“锅分若干
口，出钱交与承首人办理。”［７］２７

（７）（清）朱寿朋著《光绪朝东华录》：“惟闸工
不敢承首等语。”［８］６９８

（８）（清）庄思恒等修、郑?山纂《增修灌县
志》卷三：“后人因念先辈有承首之劳。”［９］

二、出佃

（１）《王和礼、王焕礼立起班并出佃火份地脉

日份与李丹林煎烧字约及外批》：“立起班弄出佃

火分地脉日兮。”（自贡市档案馆３－５－４０２１－１３，
清道光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２）《长源井伙等立书福恩井丢下节更名长源
井成功起班合约》：“原伙内有出顶出佃者，自立合

约。”（自贡市档案馆８－１－７１３－２１，民国五年三
月二十八日）

（３）《荣源井众伙等立荣源井（恒义井）上下节
子孙锅份及费用摊派合同文约及外批》：“若伙内

有锅份出佃出顶。”（自贡市档案馆 ８－１－７１３－
１０３，民国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按：“出佃”一词费解。《汉语大词典》《汉语方

言大词典》《辞源（第三版）》《近代汉语词典》皆未收

录。此词在《自贡盐业历史档案·契约卷》中多见。

“佃”字，《正字通·人部》：“又代耕农也。或

曰佃当借甸，从人变体，象匍匐力耕形。”［１０］７０《康

熙字典》《中华大字典》同。《汉语大字典》将“佃”

解释为 “指向地主或在古代向官府租种土

地”［３］１６６。《汉语大词典》释“佃”为“租种土

地”［４］１２４２。

在《长源井伙等立书福恩井丢下节更名长源

井成功起班合约》中，“出顶”“出佃”同义连用，说

明“出佃”的意思与“出顶”的意思相同。又，《汉语

大词典》收录“出顶”，解释说：“旧时亦指把自己租

到的房屋转租给别人。”［４］２２３８“出佃”的意思就是把

自己租到的房屋转租给别人。

现当代也有对“出佃”一词作出阐释。西班牙

议会著《西班牙民法典》：“所谓出佃，指一方向另

一方转让不动产的全部或部分权利，以获得后者每

年支付的一定佃金。”［１１］该法典明确解释了“出

佃”的意思。

现当代也有学者对“出佃”一词作出阐释，如：

（４）郭建著《中国财政法史》：“契约的名称也

主要为‘出佃’或‘承佃’井基约。”［１２］

（５）张洪林著《清代四川盐法研究》：“火圈租
佃契约名称很多……有简单称之为‘出佃文

约’。”［１３］

例（４）的“出佃”主要指转租或转让土地。例
（５）的“出佃”主要指转租或转让盐卤。据此本文
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出佃”出现词义

扩大，已经不止用于土地的转租或转让，应释为

“转租、转让”之意。

“出佃”在历代文献中出现相同用例，意思都

是“转租，转让”，如：

（６）四川大学历史系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

选编》（下）：“立出佃房屋文约人杨志云。”［１４］

（７）（明）王守仁著《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

一：“近经司府出佃与人暂管。”［１５］

（８）（清）樊增祥著《樊山政书》卷二：“出佃无

人承领，何以出卖有人承买。”［１６］

三、锅份

（１）《荣源井众伙等立荣源井（恒义井）上下节

子孙锅份及费用摊派合同文约及外批》：“若伙内

有锅份出佃出顶。”（自贡市档案馆 ８－１－７１３－
１０３，民国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２）《子孙业盐井德咸井见功起班合约》：“应
将所占锅份多寡，书明合约，各执一纸。”（自贡市

档案馆８－１－７２１－６８，民国十八年九月二十六
日）

（３）《任志远、范慎甫、方介南等立海潮井上下
节分占锅份合同文约》：“立分占锅份合同文约。”

（自贡市档案馆８－１－７２１－１６７，民国二十五年国
历七月二十一日）

按：“锅份”一词费解。《汉语大词典》《汉语方

言大词典》《辞源（第三版）》《近代汉语词典》皆未

收录。此词在《自贡盐业历史档案·契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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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见。

其他文献也见“锅份”一词，如：

（４）（清）吴鼎立著《自流井图说》：“将三十日

作为锅份。”［７］１３

（５）（民国）彭文治修、高文照纂《富顺县志》

卷五：“各照所占井份锅份缴出。”［１７］２７４

现当代有较多学者对“锅份”作出阐释，如：

（６）彭久松、陈然著《中国契约股份制》：“自贡
盐场契约股份制合资井有三种不同性质的股份

（盐场一般称作日份或锅份）。”［１８］１９

（７）吴斌、支果、曾凡英等著《中国盐业契约
论———以四川近现代盐业契约为中心》：“‘浮锅

份’是由地脉股份中分拨出来作为承首人‘出力办

事’的报酬的。”［６］１６７－１６８

例（６）的“锅份”“日份”意同，即“股份”。“日
份”的用例在《自贡盐业历史档案·契约卷》中亦

常见。例（７）的“浮锅份”即分股份。“锅份”在历
代文献中出现的文献用例都可以释为“股份”。

“锅份”又作“锅分”，如：

（８）《严成之、张祥、邹飞熊等立伙办一六井昼
夜水火油锅份子孙基业及费用摊派合约》：“不出

者，所占锅分推出。”（自贡市档案馆 ４１－１－
５３８８－６，清光绪十七年五月二日）

（９）《长源井伙等立书福恩井丢下节更名长源
井成功起班合约》：“上节占锅分十二口。”（自贡市

档案馆８－１－７１３－２１，民国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锅份”又作“呙份”，如：

（１０）《子孙业盐井德咸井见功起班合约》：“李
承仁堂占呙份十一口。”（自贡市档案馆 ８－１－
７２１－６８，民国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按：前言“锅份”，后言“呙份”，明显“呙份”与

“锅份”同义。

四、伙办

（１）《宋俊臣、刘圣基、刘圣瞻众伙等立合伙创

办浚荧井水火油盐井锅份文约》：“立合伙创办水

火油盐井锅份文约。”（自贡市档案馆８－１－７１３－
１６６，民国六年三月三日）

（２）《荣源井众伙等立荣源井（恒义井）上下节
子孙锅份及费用摊派合同文约及外批》：“立合伙

合同文约，人，荣源井众伙等。”（自贡市档案馆８－

１－７１３－１０３，民国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３）《荣源井众伙等立荣源井（恒义井）上下节

子孙锅份及费用摊派合同文约及外批》：“杨柳塘

业内伙办恒义井。”（自贡市档案馆 ８－１－７１３－
１０３，民国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按：“伙办”一词费解。《汉语大词典》《汉语方

言大词典》《辞源（第三版）》《近代汉语词典》皆未

收录。本文发现，在《自贡盐业历史档案·契约

卷》中，“伙贸”“合伙创办”“众伙”与该词出现在

同一合约中，关系密切。

“伙”字，在《汉语大字典》中只有两种释义：一

种释 “多”；另一种释 “同伙。结伴，联合起

来”［３］９２８。《说文·多部》：“齐谓多也。”段玉裁注：

“《方言》曰：‘大物盛多。齐宋之郊、楚魏之际曰

伙。’许‘ ’字下曰：‘读若，楚人名多伙。’此云齐

语。皆本《方言》也。《史记·陈胜世家》曰：‘楚人

谓多为伙。’陈胜，楚人。”［１］１２６１自齐始，“伙”为方

言，即多。《经籍纂诂》《集韵》皆收录“伙”字，释

“多”。《汉语大词典》也收有“伙”字，释为“聚集；

联合；纠合”“众多；盛多”［４］４５９６等义。

“办”字，《正字通·辛部》：“《说文》：‘致力

也。’《汉书·韩信传》：‘多多益办。’……韩愈诗：

‘我时亦新居，触事苦难办。’”［１０］２３４７《汉语大词

典》：“兴办，举办。”［４］１５８５８

本文认为，“伙”字最开始是作为方言使用，意

“多”。随着社会发展，“伙”有“联合、结伴”之意。

原文材料中的“伙办”应释“联合兴办、合伙创办”，

在使用中应区别于名词“伙伴”。

“伙办”最早在明代文献中出现相同用例。

（明）崇祯刻本《度支奏议·广西司》卷三：“立此私

约，伙办钱粮。”［１９］本文发现，虽然“伙”自齐始用

为方言，但明代后，“伙办”已逐渐出现在官员奏

议、商贸合约中，如：

（４）（清）朱寿朋著《光绪朝东华录》：“朋充伙
办。”［８］１４９５

（５）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云贵奏稿》卷九：
“似仍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２０］

（６）顾廷龙、戴逸编《李鸿章全集·奏议》：“与
从前集资伙办者不同。”［２１］

五、起班

（１）《王和礼、王焕礼立起班并出佃火份地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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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份与李丹林煎烧字约及外批》：“立起班弄出佃

火分地脉日兮。”（自贡市档案馆３－５－４０２１－１３，
清道光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２）《莫裕丰、洪盛森等并地主王敦德堂立出
顶涌源井年限起班文约》：“立出年限起班合同。”

（自贡市档案馆４２－３－２６２９－２７，清光绪三十一
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３）《李心符、王三畏、王味经等立海顺井起班
分班昼夜水火油日份合约》：“应请主人起班入伙，

照十二天日分红。”（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

ＹＦＣ５，清宣统三年五月十六日）
按：“起班”一词费解。《汉语大词典》《汉语方

言大词典》《辞源（第三版）》《近代汉语词典》皆未

收录。此词在《自贡盐业历史档案·契约卷》中多

见，往往与“分班”“进班”一同出现。

“起”字，《说文·走部》：“起，能立也。”段玉

裁注：“起本发步之翶。又引伸之为凡始事、凡兴

作之翶。”［１］２５７《正字通·走部》：“又《儒行篇》：

‘起居竟信其志。’注：‘起居，犹举事动作也，又发

也。’”［１０］２２７７《字汇·走部》也收录“起”，解释是：

“兴也，作也，立也，又发也。”［２２］《汉语大字典》释

“起”为“发生、发动”［３］３７０６。《汉语大词典》中也收

有“起”字，即“发起、组织”义。其中例证有《红楼

梦》第五二回：“宝玉道：‘他们听见咱们起诗社，求

我把稿子给他们瞧瞧。’”《儒林外史》第二四回：

“鲍文卿虽则因这些事看不上眼，自己却还要寻几

个孩子起个小班子。”［４］１３６０２其中的“起”字均为“发

起、组织”义。

“班”字，《说文·珏部》：“分瑞玉。”段玉裁

注：“分瑞玉 …… 从珏刀。会意。刀所以分

也。”［１］７６《集韵》《正字通》《康熙字典》均同。《中

华大字典》也收录“班”字，释为“分也”［２３］。《汉语

大词典》释“班”为：“本指分瑞玉，见《说文·珏

部》。引申为‘赐予或分给’。”［４］５６２５

曾凡英著《盐文化研究论丛》第一辑：“所谓起

班进班，亦称分班，是指盐井锉办成功，地主得以分

享井产收益，同时也须承担维修、保养、继续深淘及

各项费用。”［５］２２９其中的“班”即股份。由此可见，

“起班”与“进班”“分班”意思均相同，都是“开始

分股，发起分股”义。前文《自贡盐业历史档案·

契约卷》举例（２）亦可佐证。

“起班”在历代文献中有不少用例，如：

（４）（清）吴鼎立著《自流井图说》：“见微功

时，
"

不起班。”［７］１２

（５）湖南省文化厅编《湖南戏曲志（简编）》：
“起班年月不详。”［２４］

（６）魏俭编《湘剧志》：“湘剧戏班的创建，大体
可分两种性质：一是艺人个人出资或多人集资起班

的，称‘内行起班’；二是豪绅富户，甚至是把头出

资起班的，称‘外行起班’。”［２５］

“起班”最早在宋代发现用例，以下为形同但

语义与原文语境材料不符的用例，如：

（７）（宋）贾似道著《促织经》卷二：“论顶，顶

似蜻蜓样，毛丁又起班。”［２６］

（８）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五十二册：

“往服宠书，起班显序。”［２７］

（９）（清）何崧泰修、（清）史朴纂《（光绪）遵化
通志》卷二十六：“坐班赞起班，各退恭遇。”［２８］

按：例（７）的“起班”同“起斑”。例（８）的“起
班”释“按班”。例（９）中的“起班”，本文认为，与
用例中的“坐班”关系密切，其中“班”释“朝班”。

“起班”在历代文献中还有“……起／班……”
“……起，班……”的用例，仅仅为二字连用，并非

一个词，与本文讨论无关，容易误判，尤其是计算机

检索时可能会将其统计为该词的使用频率，据此出

现频率继续研究势必导致错误的结论，如：

（１０）（东汉）刘珍等著《东观汉记》卷十六：

“门下掾倪敞谏，篆乃强起班春。”［２９］

（１１）（唐）房玄龄等著《晋书》：“群雄竟起，班

师又地，便有觊觎。”［３０］

（１２）（梁）沈约著《宋书》卷五十七：“然谓坐
起班次，应在朝堂诸官上，不应依官次坐下。”［３１］

（１３）（清）王先谦著《汉书补注》卷六：“不及
史起。班取《吕览·乐成篇》补之，然后起事以

传。”［３２］

例（１０）“起”“班”断开，“班春”为词，释为“颁
布春令，指古代地方官督导农耕之政令”。例

（１１）－（１３）均属于这种情况，应该加以注意。

六、下节

（１）《长源井伙等立书福恩井丢下节更名长源

井成功起班合约》：“下节出资锉办。”（自贡市档案

·０３· 平顶山学院学报　　　　　　　　　　　　　　　　　　　　２０２２年



 
 
 
 
 
 
 
 
 
 
 
 
 
 
 
 
 
 
 
 
 
 
 
 
 
 
 
 
 
 
 
 
 
 
 
 
 
 
 
 
 

 

馆８－１－７１３－２１，民国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２）《荣源井众伙等立荣源井（恒义井）上下节

子孙锅份及费用摊派合同文约及外批》：“下节出

本锉办。”（自贡市档案馆８－１－７１３－１０３，民国六
年六月二十七日）

（３）《任志远、范慎甫、方介南等立海潮井上下
节分占锅份合同文约》：“甘愿将全井二十四口丢

出净锅份十三口，与下节任志远、范慎甫、方介南等

约。”（自贡市档案馆８－１－７２１－１６７，民国二十
五年国历七月二十一日）

按：“下节”一词费解。《汉语大词典》虽收录，

释义有“谓节操低下，志向、抱负不高”“指水。水

属阴，故亦喻皇后”［４］３２７等 ，但释义均不符合原文

语境。《辞源（第三版）》收录“下节”一词，释义为

“品德低下”“击节，打拍子”［３３］，该释义与原文不

符。《汉语方言大词典》《近代汉语词典》皆未收

录。此词在《自贡盐业历史档案·契约卷》中

多见。

“节”字，《说文·竹部》：“竹节也。”［１］７５６《汉

语大字典》收录此词，释为：“物体的分段或两段之

间连接的部分。”［３］３３８２据上文例（３）中“甘愿将全

井二十四口丢出净锅份十三口，与下节任志远、范

慎甫、方介南等约”（自贡市档案馆８－１－７２１－
１６７，民国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锅份”即股
份，合同文约称全井原锅份（股份）二十四口，丢出

锅份（股份）十三口于下节后，上节占十一口。本

文认为，“下节”应是承接被丢出锅份的人，即“股

份承接人，股份承顶人”。

现当代有较多学者对自贡盐业的股份转接作

出阐释，如：

（４）彭久松、陈然著《中国契约股份制》：“丢出
若干股份与新投资集团，由其承担全井凿费，称为

下节”。［１８］６６７

（５）吴斌、宋平、邱岳、秦双星等著《盐业纠纷
解决研究———以四川近现代盐业史料为中心》：

“投资者又无力继续出资，则往往要出丢下节即转

让股权。”［３４］

（６）曾凡英主编《盐文化研究论丛》第一辑：
“出丢下节，意味着整个全井的经营管理权均有下

节一人掌握。”［５］２３０

“下节”释“股份承接人，股份承顶人”之义在

清代文献中也有相同用例，如：

（７）（民国）彭文治修、高文照纂《富顺县志》
卷五：“有力不能逗钱者，将其所占日份锅份出顶

与人，即名为上节，承顶人即名为下节，以后做井工

本归下节派出。”［１７］２７４

（８）（民国）彭文治修、高文照纂《富顺县志》
卷五：“有与下节人各分一半红息者。”［１７］２７４

（９）（民国）彭文治修、高文照纂《富顺县志》
卷五：“如井久不成功，下节力又不支转，顶与人接

办。”［１７］２７４

参考文献：

［１］段玉裁．说文解字注［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１．

［２］张玉书，陈廷敬．康熙字典［Ｍ］．上海：同文书局，１９１２：

４１９．

［３］徐中舒．汉语大字典（第二版）［Ｍ］．成都：四川辞书出

版社，２０１０．

［４］罗竹风．汉语大词典［Ｍ］．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１９９３．

［５］曾凡英．盐文化研究论丛：第一辑［Ｍ］．成都：巴蜀书

社，２００６．

［６］吴斌，支果，曾凡英．中国盐业契约论———以四川近现

代盐业契约为中心［Ｍ］．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７］吴鼎立．自流井图说［Ｍ］．清同治福顺县志本．

［８］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

［９］庄思恒，郑?山．增修灌县志：第３卷［Ｍ］．清光绪十二

年刻本：２５８．

［１０］张自烈，廖文英．正字通［Ｍ］．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１９９６．

［１１］西班牙民法典［Ｍ］．潘灯，马琴，译．北京：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４０３．

［１２］郭建．中国财政法史［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１７０．

［１３］张洪林．清代四川盐法研究［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２：８２－８３．

［１４］四川省档案馆，四川大学历史系．清代乾嘉道巴县档

案选编：下［Ｍ］．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４６．

［１５］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第３１卷［Ｍ］．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３６：１３３５．

［１６］樊增祥．樊山政书：第２卷［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

·１３·第１期 杨小平，王　聪：四川自贡盐业历史档案俗语词考释六则



 
 
 
 
 
 
 
 
 
 
 
 
 
 
 
 
 
 
 
 
 
 
 
 
 
 
 
 
 
 
 
 
 
 
 
 
 
 
 
 
 

 

４８．

［１７］彭文治，高文照．富顺县志：第５卷［Ｍ］．民国二十年

刻本．

［１８］彭久松，陈然．中国契约股份制［Ｍ］．成都：成都科技

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９］毕自严．度支奏议：广西司［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０８：２８６５．

［２０］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Ｍ］．清光绪三山林刻林文忠

公遗集本：２８１．

［２１］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奏议九［Ｍ］．合肥：安徽教

育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３８．

［２２］梅膺祚，吴任臣．字汇［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１９９１：１０００．

［２３］陆费逵，欧阳溥存．中华大字典［Ｍ］．上海：中华书局，

１９１５：１３８３．

［２４］湖南省文化厅．湖南戏曲志（简编）［Ｍ］．长沙：湖南文

艺出版社，２０１３：２３９．

［２５］魏俭．湘剧志［Ｍ］．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１８０．

［２６］贾似道．促织经［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１：１５．

［２７］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５２册［Ｍ］．上海：上海辞书

出版社，２００６：２２２．

［２８］何崧泰，史朴．（光绪）遵化通志：第２６册［Ｍ］．清光绪

十二年刻本：１０９９．

［２９］刘珍．东观汉记［Ｍ］．清乾隆武英殿刻本：９０．

［３０］房玄龄．晋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３０７２．

［３１］沈约．宋书［Ｍ］．清乾隆武英殿刻本：６９８．

［３２］王先谦．汉书补注［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８６６．

［３３］何九盈，王宁，董琨．辞源（第３版）［Ｍ］．北京：商务印

书馆，２０１５：６７．

［３４］吴斌，宋平，邱岳，等．盐业纠纷解决研究：以四川近现

代盐业史料为中心［Ｍ］．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１２：２３９．

（责任编辑：雷　鸣）

ＡＴｅｘｔｕ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Ｓｉｘ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ａｌ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ｏｆＺｉｇｏｎｇＳａｌ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ＷＡＮＧＣ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ｈｉｎａＷｅｓｔ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ｎｃｈｏｎｇ，Ｓｉｃｈｕａｎ６３７００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ｆＺｉｇｏｎｇＳａｌ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Ｖｏｌｕｍｅ，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ｓｅ

ｌｅｃｔｓｔｈｅｐｕｚｚｌｉｎｇ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ａｌｗｏｒｄｓ：＂Ｃｈｅｎｇｓｈｏｕ＂，＂Ｃｈｕｄｉａｎ＂，＂Ｇｕｏｆｅｎ＂，＂Ｈｕｏｂａｎ＂，＂Ｑｉｂａｎ＂ａｎｄ＂Ｘｉａｊｉｅ＂
ａｓｔｈ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ｏｆＺｉｇｏｎｇｓａｌ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
ｔｈ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Ｉｔａｉｍｓｔｏ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ｅｎｔｒｉｅｓｏｒｔｅｒｍｓｏｆｍｅａｎｉｎｇｗｈｉｃｈａｒｅ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ｉａｌｅｃｔ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Ｃｉｙｕａｎ（Ｔｈｉ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ＺｉｇｏｎｇＳａｌ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Ｖｏｌｕｍｅ；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ａｌｗｏｒｄｓ；ｔｅｘｔｕ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３· 平顶山学院学报　　　　　　　　　　　　　　　　　　　　２０２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