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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台州06

“老师”古指年老的传授知识的人

“老师”，最早是两个单音词连用。“老”是形容词，

指年老，“师”指传授知识的人。“老师”古指年老的传

授知识的人。看《汉语大词典》收录的几个用例。1.田
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出自《史

记》）2.自贤士大夫、老师宿儒、新进小生，闻先生之

死，哭泣相吊。（出自唐韩愈《施先生墓铭》）3自秦之

焚书，六经尽矣，至汉而出，皆其残脱颠倒，或传之老

师昏耄之说，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间。（出自宋欧阳修

《问进士策》）

古时“老师”也泛指传授文化、技艺的人，相当于

现代的老师或工匠师傅。如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其

乐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贾、州县避役之人，又

无老师良工教习。金元好问《示侄孙伯安》诗：伯安入

小学，颖悟非凡儿，属句有夙性，说字惊老师。

“师”可指工匠、指职业。如隋代《佛本行集经》：国

内竹匠、皮匠、瓦师、砖师、造屋木师、造酒食师、剃须

发师、染洗衣师，屠儿、按摩、治病、合药、钓鱼等师，闻

王欲驱四子出国，审如是不。这类词语在古代翻译的

佛经里很常见。“师”的这一用法有一部分仍然保留在

现代汉语里，如厨师、律师（旧称讼师）、理发师。这些

“师”仅指职业身份，不是指教书、教技艺的老师。台州

方言椒江话里有“张医师”、“王医师”等称呼，这里的

“医师”既是称谓，也指职业，相当于北京话的“大夫”，

或普通话的“医生”。而普通话里的“医师”现在通常用

于医生的职称。

因此，台州方言的手艺工匠写作“老师”是合适

的。

“司务”现在多写作“师傅”

那么，“老司”又是怎么回事呢？

各类通用语词典里都不见有“老司”这个词条。那

我们先看看跟“老司”相关的词语——“司务”。“司务”

本为官名，明代六部都设有此官位。清代沿袭不改，除

六部外，在理藩院、大理院等也设有此官。“司务”掌出

纳文书及衙署内部杂务，其官署称“司务厅”。“司务”

也借指手艺工匠，举几个清代文献的用例。《儒林外

史》：杜少卿大惊道：“杨司务！这是怎的？”杨裁缝道：

“小的这些时在少爷家做工，今早领了工钱去。”

《海上花列传》：1.朴斋认得是剃头司务吴小大，

甚为惊诧。2.宜用酸辛等味以开其胃，特唤雇大菜司

务，请诸位任意点菜。

《十尾龟》：1.吃过早点，就叫剃头司务梳了一条

辫。2.次日又叫当差的传了一班裁缝司务来，把剪来

的缎绸各料交代裁缝。

指手艺工匠的“司务”现在多写作“师傅”。

查阅相关资料可知，“师傅”一词，战国时期就出

现了，用来指老师。秦汉以后，师傅演变为专指帝王的

老师（师傅是太师和太傅的合称）。从南宋开始，平民

百姓的教师也可以称师傅。清代中后期以后师傅可用

来称呼工、商、戏剧等行业中传授技艺的人。20世纪

60年代，工人们在工厂有了互称“师傅”的习惯。另

外，师傅一词也用来尊称普通的成年人，尤其是年长

者。还有一个词语叫“师父”是在唐代出现的。唐朝以

后，“师父”开始用来指具有特殊技能的人。在元明时

期，“师父”往往用作对和尚、道士的尊称。

从构词理据看，“司务”的字面意思只是管理事

务，跟工匠、技师没有太大关系。也许当初旧小说只是

借用这个发音相同的官名，仅此而已。把“司务”和“师

傅”进行比较可知，上述旧小说作者的方言中“司”

“师”都是同音字，声母平舌音。笔者在方言词典中见

到的情形也是如此。另如河北青县的《青县志》（1931
年）：工匠曰手艺人，尊之曰司夫。因此，除了借用，

“师”写作“司”的另一个原因大概就是方言里“师”

“司”同音，只读平舌音，不读翘舌音。不读翘舌音又分

为两种情形。一种是语音系统里没有翘舌音，如江浙

一带方言，包括台州方言。另一种是有翘舌音，但“师”

不读翘舌音，如河北青县话。

“老司”从“司务”而来

台州方言“老司”，大概是比照“司务”而来。既然

“师傅”可以写作“司务”，“老师”写成“老司”也说得

通。但从意义上看，“师”字更合适。温州话“称匠人为

老师，即师傅，也写作‘老司’”（郑张尚芳《温州方言

志》）。作者明显倾向于“老师”。绍兴话称匠人为“师

父”（王福堂《绍兴方言研究》），作者采用的也是师字。

因此笔者以为台州方言的工匠——“老 si”，以写

作“老师”为宜，如木匠老师、泥水老师、做衣裳老师

（也叫裁缝老师）、剃头老师、打铁老师，还有老师头、

老师母、老师公等等。 程和平

□台州方言

“老师头”还是“老司头”

台州方言把手艺工匠称为“老师头”，如木匠

老师头、剃头老师头。“老师”也有写作“老司”的。

现在我们对这两种说法作个简单的考证。

林炯：成立“读书社”
传播新思想

台州府文庙（又

称“孔庙”），是古时祭

孔之地，现时逢中高

考季，都会有莘莘学

子和家长们前来祈愿

金榜题名。

上世纪 20年代，

这里活跃着一群临海

籍进步青年，在此开

办“乙丑读书社”，引

领新思想新文化在台州广泛传播，在青年学生

心底播下革命火种。

这群进步青年中，其中一位叫林炯，是读书

社主要发起人。林炯，字电岩，1900年10月出生

在临海西乡宝上岙村一农户。他自幼聪明好学，

个性倔强，读中学时，受进步思想影响，每天午

饭后坚持读报，关心国事，还潜心攻读《新青年》

《独秀文存》等进步书刊，研究马克思主义。

1925年初的寒假，时任共产主义青年团南

京地委宣传委员的林炯来到上海，邀集临海籍

的旅沪同学李敬永、陈韶奏等在上海大厦大学

东侧的芝兰室里，商量成立革命组织读书社事

宜，并草拟了读书社章程。暑假期间，他们回到

临海，先成立了“消夏社”，这是“乙丑读书社”的

前身。

“消夏社”是林炯等人在当时成立的一个临

时性的群众团体，给青年学生进行暑期文化补

习，并交流思想，联络感情。他们还举办平民夜

校，供工人和城郊农民来免费读书。期间，他们

不但教授文化知识，还宣传阶级斗争的道理，发

现积极分子，就吸收他们加入读书社。

9月 14日，读书社成立大会在敬一小学召

开，林炯、林迪生、李敬永等22人当选为读书社

常委。读书社确定以“努力读书、改造社会”为宗

旨，以红、青、白三色旗帜为社旗，红色象征革

命，青色代表青年，白色表示心地纯洁、忠诚坦

白。因这一年是农历乙丑年，因此定名为乙丑读

书社。

乙丑读书社的组织机构仿照党团的组织形

式，黄岩、天台、仙居、宁海等地都有分社社员，

曾发展到 200多人。读书社的许多社员自愿出

资，在敬一小学开办了图书馆、阅览室，多方寻

找进步书刊，开展读书活动。读书社每周开一次

生活会，社员们阅读、学习书刊后，要联系实际，

交流读书心得。

乙丑读书社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扩大

了革命的影响，成为了当时台属地区最有影响

的宣传进步思想的革命团体，为台属各地共产

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暑期结束后，林炯回到南京河海工程学校

投身革命活动，1925年 10月，从共青团员转为

中共党员，并作为代表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学习。

1927年下半年回国，在上海党中央担任翻译，

负责东方各国党的联络工作，还曾负责主编《中

国工人通讯》。1932年至1933年间，先后担任湘

鄂西省委宣传部长、满洲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

期间多次化名开展革命工作和抗日斗争。1937
年，受陷害被投进苏联塔干卡监狱，后流放到西

伯利亚，屈死在异国他乡。

1952年，林炯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英

勇事迹再度被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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