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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界对于“步”“埠”是古汉语词还是古越语词争议颇多，结合古汉语文献、汉语方言、

当今地名，试图探究“浦”“步”“埠”的词源，认为“浦”是古吴楚语方言词，与越语中表“渡

口”“竹筏”的词以及“虚（墟）”有同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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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是周朝时期南方民族在中国南方建立的一

个诸侯国。“古楚语”，是指先秦便已存在、而秦以

后依然存在的楚方言。楚语词汇的组成可为四个部

分：独创的方言；古语词；少数民族语言的同源词；

音译词。今人认为古楚语与古越语有紧密的联系，

如白耀天先生
[1]
认为“步”虽为汉字，却也是越人谓

“渡口”“船舶停泊处”“竹筏”的译写字，康忠德

先生
[2]
认为“步”是汉语词汇的同时是古越语“虚”

的音译，“埠”是有音无字的古越语词汇，由“虚（墟）”

演化而来。笔者认为“浦”“步”“埠”是吴楚方言

词，与古越语中表示“渡口”、“竹筏”及“虚”是

同源关系，非音译关系。 

一、“浦”“步”“埠”文献用例 

（一）“浦” 

许慎《说文解字》
[3]
：“浦，瀕也。从水甫聲。”

《诗经·大雅》：“率彼淮浦”。“淮浦”即淮河的入

海口附近。《楚辞·湘君》：“望涔阳兮极浦。”王逸

注：“涔阳，江埼名，近附郢。极，远也。浦，水涯

也。”《楚辞·涉江》：“入溆浦余儃佪兮。”王逸注：

“溆浦，水名。”《春秋左氏·襄公》：“战于康浦。”

《玉篇》：“水源枝注江海邊曰浦。”《風土記》：“大

水有小口別通曰浦。” 南朝宋谢灵运 《从斤竹涧越

岭溪行》：“逶迤傍隈隩，苕递陟陉岘。”《说文》：“隈，

山曲也。”《尔雅》：“隩，隈也。”郭璞：“今江东呼

为浦。”其中“江东”，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三十

一中提到“盖大江自历阳斜北下京口，故有东西之

名。”江东吴属古楚范围内。 

古代汉语中的“浦”多为“水边、江河入海口”

等义，从古代文献中我们不难找到带有“浦”的地

名，笔者对此作了简单的统计。 

先秦有极浦、醴浦、溆浦、夏浦、合浦、巴浦、

丹水之浦、江浦、康浦、淮浦、浦阳江、云梦之浦

等；秦汉有横浦、九江之浦、盐浦、回浦、浦水、

浦西、湘浦、胥浦、营浦、南浦等；魏晋有荔浦、

安浦、海浦、刑浦、章浦亭、浦里塘、查浦、湖浦、

洞浦口等；南北朝有宁浦、新浦、浦阳、丹浦、板

桥浦、中郎浦、沙门浦、华容之浦、汀洲浦等；隋

唐五代有犀浦县、东润浦、南浦州、太湖浦、南浦

溪、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蔡浦、大荻浦、茄

子浦等；宋金辽有扬浦、雁浦、石桥浦、丰浦、小

官浦、杜浦、顾会浦、上海浦、右浦、独树浦等；

元明清有坂浦、定浦、夏首浦、樊浦、白云浦、汉

浦、南浦等。 

以上统计中，极浦、醴浦、溆浦、夏浦等词均

出自于《楚辞》，根据书中内容可推断其为楚地地名。

如《楚辞·九歌》：“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

“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楚辞·涉江》：“入

溆浦余儃佪兮”。《楚辞·哀郢》“背夏浦而西思兮，

哀故都之日远”。此外，合浦即今广东合浦县；丹水

之浦在今丹江，为陕西南部、河南西部；“横浦”即

今广东北江翁源浈水；回浦为今之浙江省临海市；荔

浦现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营浦，湖南省道县

历史曾用县名，隶属于长沙国零陵郡。刑浦、蔡浦、

丰浦、茄子浦、太湖浦、剑浦、漳浦、青浦、小官浦、

夏首浦、樊浦、石桥浦等皆分布在今江浙一带。 

春秋时期楚国疆域西北到武关（今陕西商县

东），东南到昭关（今安徽含山北），北到今河南南

阳，南到洞庭湖以南，后沿称这一地区为楚。吴地

指今浙江江苏两省。由此看来“浦”作地名，大都

分布在古吴楚地域，故“浦”视为吴楚方言。 

（二）“步”“埠” 

《说文解字》“步，行也。从止 相背。凡步之

属皆从步。”薄故切。《汉语大词典》中“步”其中

一个义项解释为“同埠，停船的码头”。“埠”其语

义，一是停船的码头；二是大城市。也就是说“步

埠”二词都表示“码头、渡口”，通过文献可知，二

http://baike.baidu.com/view/518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52.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304/56717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13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13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76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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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还存在共用的现象，而“埠”在汉语文献中出现

的较晚，笔者认为“埠”可能是流行于民间的俗字，

直到明代才被各类字书所收纳。二字在不少文献中

出现了表示与水相关的义项，并做地名。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 39《赣水》：“贛水逕

豫章郡北爲津步，步卽水渚也。”“赣水北出，际西

北，历度支步。”会贞按：《舆地纪胜》，度支步在郡

城外，西临江，在今新建县西北五里，是晋度支校

尉立府处。守敬按：《述异记》水际谓之步。吴、楚

间谓浦为步，盖语讹耳，今俗又讹作埠。其中赣水

为赣江旧城，是江西省最大的河流。 

南朝梁人任昉《述异记》记载：“水際謂之步。

上虞縣有石駞步，吳中有瓜步，吳江中有魚步、龜

步，湘中有靈妃步。按吳楚閒謂浦爲步，語之訛耳。”

昉按：“吴楚间谓浦为步，语之伪耳。”文中记叙了

“石駞步、瓜步、魚步、龜步、靈妃步”等地名，

并释“水際謂之步”，即水边义。梁人任昉认为“吴

楚间谓浦为步”，“步”是“浦”的语讹，说明“步”

是当时的吴楚方言，并与“浦”意义相关联。 

南北朝《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王讳思，字

永全，河南雒阳人也……岁次丁亥三月庚申朔廿五

日甲申窆于，瀍涧之滨，山陵东埠。”《水经注》

卷 32：“肥水即今肥河，北流经瓦埠湖，从寿县北、

八公山南入淮。”其中肥水即淝水，在今安徽省，源

出合肥市西北将军岭，瓦埠湖，是安徽省淮河流域

最大的湖泊。 

唐朝柳宗元《铁炉步志》：“江之浒，凡舟可縻

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又步曰铁炉步。”“吴人呼

水际为步。”韩文《罗池庙碑》云：“步有新船。”若

瓜步之类是也。”即宋代学者认为“步”是当时吴方

言。其中永州为原湖南省零陵地区，潇、湘二水汇

合处，雅称“潇湘”。 

《唐六典·淮南道》：“《方舆纪要》云：滁河源

出庐州府合肥县东北七十里废梁县界，东流过滁州

全椒县南六十里，又东至滁州东南三汊河，又东至

江宁府六合县为瓦梁河，东南流至瓜埠口而入大

江。”其中“瓜埠”同“瓜步”。 

北宋吴处厚《靑箱雜記》：“嶺南謂村市爲墟，

水津爲步。”由此可见“墟”“步”二者有区别，前

者表集市义，后者表示渡口、码头的意思。其中岭

南，原是指中国南方的五岭之南的地区，相当于现

在广东、广西及海南全境。《宋史》卷三百四十二：

“坐责监寿麻步场”。《梦溪笔谈》卷十二：“寿州麻

步场买茶三十三万一千八百三十三斤，卖钱三万四

千八百一十一贯三百五十。”其中地名“麻步场”为

浙江省平阳县麻步镇。《宋朝事实》卷十八：“端拱

元年，以郎步镇置建平县。” 其中“郎步镇”即现

今“郎溪县”，北宋端拱元年（988）置建平县。1914

年因与热河省建平县（今属辽宁省朝阳市）同名，

取县境主要河流名改为郎溪县。据《桐川志》：“建

平县前有郎溪，以居民郎姓得名。其地为郎埠

镇。”“郎埠”，又作“郎步”。 

宋蘇舜欽《寄王幾道同年》詩：“步頭浴鳧暖出

沒，石側老松寒交加。”宋范成大《虎牙灘》詩：“步

頭可檥船，安穩睡殘夜。”宋陆游《晚秋村舍杂咏》

诗：“步头横画舫，柳外出朱桥。”宋陆游《枕上》

诗：“待旦欲寻梅市路，小舟先向步头横。”此文中，

“步头”皆释为“渡口、船只停泊的地方”。 

清翟灏《通俗编·地理》：“俗问渡处曰埠头。

据诸书当做步字，而《宋史》皆从俗作埠。” 

《王力古汉语字典》
[4]
把“浦”“步”“埠”归为

同源词。“浦”义为“水涯”，“步”义为“水际”。“浦”

为滂母鱼部，“步”为并母鱼部。“步”即“浦”的

音转。后来表“水滨”义的“步”写作“埠”。“埠”

为“步”的俗字，明初被《通雅·地舆》收录。水

边高地往往被建为码头，形成村落，发展成为城市。

“浦”在有的地方就写作“步”“埠”了。此外，笔

者另发现一字——“埗”。《康熙字典》载：“埗，同

‘埠’。方言。码头。”陈残云
[5]
《四季飘香》：“埗头

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栓着两条准备直摇县城的泥

船。”粤剧《黄花岗》：“你到埗时将孤儿告诉党人，

你们的生活有保障。”“埗”从土，步声；“埠”从土，

阜声。“步”“阜”古音相通，故“埗”“埠”为义符

相同，而声符不同的异体字。 

二、“浦、步、埠”地名实例考证 

笔者使用百度地图对全国地名中带有“浦”字

的地名做了检索及分类统计，“浦”字作地名主要在

浙江省、上海市、南京市、江苏省、广西省。 

上海市有 30224 处，如浦南村、双鹤浦、浦秀

北路、浦东、黄浦区、周浦、浦西等等；苏州市有

8317 处，如浦镇东街、胜浦镇、浦庄、张浦镇、兴

浦路、汉浦新村等等；福建市有 4676 处，如浦下新

村、浦中、浦上、浦尾巷、沃浦头、浦边、金浦支

路等等；南京市有 4579处，如浦园北路、浦乌路、

浦口区、浦六南路、浦珠中路、浦云路等等。 

用百度地图搜索“步”，“步”作地名主要集中

在广西省、湖南省、浙江省、江苏省、广州市。 

其中广西贺州市有 13878 处，如步头镇、八步

区、石步、平步、六步、定步、必步、利步等等；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7%BD%97%E6%B1%A0%E5%BA%99%E7%A2%91%E3%80%8B&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duhf1m16srjR3m1b4rAcv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msrjTvPHD4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75643/111050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22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22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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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有 4535处，如步仙镇、向步、步园、步平山、

潭步坑、落步塘等等；浙江省有 3735处，如百步东

路、步云乡、杨步庄、前步桥、步云路、步二村、

步峰路等等；江苏省有 3671处，如步月路、横步路、

连步岗、环步岗村、乌步村、千步泾、广步村等等；

广东市有 2893处，如步羌塘、车步、龙步新村、招

步新村、瓦步新村、鹿步北街、沙步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步”作地名，以广西贺州市最

多。广西省原是古越族人的主要居住地，后因越族

没有文字，借用了汉文中的“步”作地名。如“石

步”，坐落在广西桂平市，其本义为小河中供人渡涉

的踏脚石，后用作地名；“步头镇”位于贺州市东南部，

该镇水利资源丰富，为贺江航道埠头，俗称“步头”。 

用百度地图搜索“埠”，“埠”作地名主要集中

在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江苏省、湖北省。 

其中，浙江省有 3974处，如崔家埠、吴家埠村、

上家埠村、周家埠、黄家埠村、顾家埠村、大青埠

岭等等；安徽省有 2902处，如万年埠、埠南、埠里

乡、田埠东路、横埠、探埠、瓦埠湖、杭埠路等等；

江西省有 3684处，如埠上、下洋埠、乌猪埠、小涌

埠、大塘埠镇、埠前村等等；江苏省有 1745处，如

埠西桥、北荡埠、姚家埠、埠新东路、周家埠、朱

家埠村、强埠村等等；湖北省有 1639处，如埠河、

温家埠、孙家埠、窑头埠、李埠、朱家埠村、石头

埠、仓子埠、大埠等等。此外江汉平原方言今把用

于洗菜、挑水而筑的岸边高地称为“埠头”，武汉市

华中师范大学附近的地铁站也称之为“广埠屯”。 

通过百度地图搜索的关于“浦、步、埠”的资

料，可看出“浦、步、埠”地名现今主要分布的地

域范围，再结合此三字在历史文献中所呈现的地域

分布，皆属古楚地域范围，故“浦、步、埠”三字

为古吴楚方言无疑。 

三、“浦、步、埠”为壮侗语同源词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之间大杂居小聚居，

相互交错居住。在分布区域间各族语言互相影响相

互接触、融合，有些词语有共同发生的关系，笔者

称之为“同源词”。 

先秦时期，楚庄王称霸中原，统一了南方众多

国家和部族，生活在洞庭湖以南的百越就是其中之

一。在长期的同化过程中，楚越在文化和语言上必

然存在一定的联系，这也是笔者寻求同源词的基础。 

（一）古越族主要分布在北起江苏省，南迄越南的

近海地带 

《吕氏春秋·贵因》：“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

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论衡校释》卷第二十四：

“孔子占之以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

足，故谓之吉。”《北史》卷八十二：“犹恐拯溺迟于

援手，救跌缓于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鲁匠之云

梯，则必悬于乔树之枝，没于深泉之底。”受自然环

境的影响，形成了越人行用于舟的文化特征。其中

“舟”是用各种竹子编排约束而成，也称“竹筏”。

白耀天先生在《“步”考》（2007）一文中谈到，“竹

筏”在壮语、布依语、德宏傣语谓“pe²”，临高语

谓“be²”，西双版纳傣语谓“pe²”。p、b，上古都属

重唇音，其原初音当是“be²”。越人称竹筏为“be²”，

后将停靠竹筏的地方和往来的摆渡处也称之为“be²”。

这与汉字中表示水滨义的“步、埠”读音相近，意

义相通，所以笔者认为二者为同源词。 

（二）晋代沈怀远《南越志》记载：“越之野市为虚，

多在村场 

先期召集各商或歌舞以来之。荆南岭表皆然。” 

韦树关先生（2003）
[3]
指出：南方汉语方言中表示“集

市”意义的圩(墟、虚)原本读作“*h ɯ¹”，借自古

越语“*f ɯ
4
”。而古越语中的“*f ɯ

4
”是由“*b ɯ¹”

演变而来，其本义为“码头”。“埠”本义为“停船

的码头”，后引申为“大城市”。且“埠”与南方汉

语方言中表示“集市”义的“*b ɯ¹”和古越方言中

表“码头”义的“*h ɯ¹”的读音相近，意义相通，

故二者也存在的同源的关系。 

综上所述，壮侗语中表示渡口的 be²和表示集市

的“*b ɯ¹”与吴楚方言中表示水涯的“浦”“步”

同源，与表示大城市的“埠”也存在着同源关系。 

四、结语 

通过对历史文献、现代方言以及当今各地作地

名的使用情况的探究分析，笔者认为“浦、步、埠”

作为吴楚方言词一直沿用至今，且主要集中在江浙

沿海地区。此外，根据三字所释之义，进一步归纳

整理出其在壮侗语中的同源词——“be²和*hω ¹”，

体现了壮侗语和古楚方言有发生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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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在此基础上教师要注意对学习者语言思维

能力的培养，在多元化阅读的基础上，提高自身对

文学作品的赏析力、甄别力，进而激发自己的创造

力和语言应用能力。 

（五）切实提高现代化教学设施的应用效率 

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已经走进

课堂，成为辅助教师授课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多媒

体教学以其声动、直观、承载的信息量大等特点，

越来越多的被教师使用，以此来扩大课堂的容量，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但在这些现代化教学设施的日常应用过程中，

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师首先要注意，多媒体教学是

为了增加课堂的学习乐趣，为语言学习者营造实地

学习的语言氛围，绝不是教师为了方便，将自己的

教案，讲稿照搬照抄的从纸质材料上转移到课件当

中。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学习、研究，提

高自身对现代化教学设施的认识水平，切实发挥他

们的教学辅助作用。另外像现在很多高校都采用的

4A网络平台，是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师进行“翻转”

课堂教学的一个很好的辅助手段。教师可以将需要

学生单纯记忆的知识，文学信息事先发布到平台，

这样学生就可以在课下独立完成这部分知识的学

习，而教师同时也可以将扩展语料、信息发布到平

台，布置讨论话题，有限的课堂时间讨论未完的话

题可以在平台上继续与学生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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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ilding of training modes for the talents for foreign language 

literature 

ZHANG Min 

(General Education College, Heihe University, Heihe 164300, China) 

Abstract: As there is an increasing demand for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in all walks of life, who are not only 

proficient in professional business but also have a strong foreign language ability, to cultivate comprehensive 

talents has become the goal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us, a new training mode for foreign language literature 

talents has to be rebuilt so as to put forward concrete measures and training plans for all aspects of the cultiv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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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term "浦""步""埠" in the ancient Wu Chu dialect 

WANG Huan, SHAO Ze-su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controversy whether "步" "埠" is the ancient Chinese word or Yue dialet. 

According to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dialects, and the contemporary place nam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etymology of "浦" "步" and "埠". It proposes that "浦" is the ancient Wu and Chu dialects, and the 

Vietnamese table "ferry" "bamboo" words and "false (HUI)" hom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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