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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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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吕氏春秋校释 》是陈奇献先生历 40 余年辛苦研究写成的迄今最为完备的《吕氏

春秋 》集解本
。

但智者千虑
,

亦偶有一失
。

本文即试从校勘
、

训话的角度
,

对《校释 》“ 研斩
” 、 “

少选
”

等

则提 出质疑
,

以向先生及诸大家求正
。

〔关 键 词 ] 校勘
;
训话

; 《吕氏春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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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初 》 :

斧研斩其足
,

遂为守门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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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释 》引毕沉说
“
疑衍

`

斩
’

字
” ; 孙人和说

“ `

研
’

`

斩
’

定衍其一
” ;
蒋维乔等说

“ `

研
’

字衍文
” 。

奇酞案
:

“

诸说皆非也
。 `

斩
’

当系
`

断
’

字之讹
, `

断
’

俗作
`

断
’ ,

`

斩
’

俗作
`

析
’ , `

断
夕

略坏脱即与
`

析
’

形相近
,

因误而

为
`

斩
, 。

( 以下引证古用断足朋者守门
,

今略— 引

者
。

)(( 吕氏》此下文谓
`

遂为守门者
’ ,

明此文必是作
`

斧研断其足
’

无疑矣
。

诸书因不知
`

斩
,

为
`

断
,

字之

讹
,

见
`

研
’ `

斩
,

二字义复
,

遂删其一
,

殊不知研其斩

其足未必断
,

不断足则不必为守门者也
。 ”

若晖按
: 《校释 》说断足才守 门无疑是极其正确

的
,

但
“

斩
”

字却并非误字
。

《诗
·

小雅
·

节南山》云
:

“

国既卒斩
” ,

毛 《传 》 : “

斩
,

断也
。 ” 《广雅

·

释话 》一
:

“

斩
,

断也
。 ”

古代
“

研斩
”

常常连用
,

如《文选 》枚乘《七

发 》 : “

使琴挚研斩以为琴
。 ”

《音初 》 :

少选
,

发而视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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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注 》 : “

少选
,

须臾
。

” 校释 》引牟庭日
: “
…选

、

钎
、

撰
、

撰
、

率皆同音
。

… … 今俗语谓须臾之顷日
`

一

霎
, ,

本当云
`

选
’

耳
。 ”
又引马叙伦 日

: “

选盖借为暄
,

今字作
`

瞬
’ 。 ”

奇酞案
: “

牟氏此说甚精… … 此文
`

选
,

当为
`

眨
,

之假字
。

《说文 》 : `

眨
,

目动也
。 , `

少眨
,

犹言

少转动之时间
,

即今语所谓
`

一眨眼
’

耳
。

选既读为

刷
,

而刷本有二音
,

《释名
·

释首饰 》云
: `

刷
,

帅也
,

帅

发长短皆令上从也
;
亦言瑟也

,

刷发令上瑟然也
’ ,

是

刷字本有帅
、

瑟二音之明证
。

帅隶脂部
,

故
`

选
’
又作

`

铃
’

作
`

率
’

也
。 `

选
’
另一方面转人真部为瑟

,

瑟之闭

口音则为
`

霎
’

为
`

眨
’

也
, `

少 选
’

亦 即
`

少眨
, ,

亦即
`

一霎
’

也

。 ”
(下 驳 马说 以演 非 此 义

,

从 略

。

— 引
者)

若 晖 按
: “

少 选

”

或

“

选 间
”
一 词

,

在
《 吕 氏 春 秋 》一

书 中 又 见 《荡 兵 》
、

《本 味 》
、

《 任 数 》
、

《 执 一 》
、

《 淫 辞 》等

篇
,

《 校 释 》都 读
“

选

”

为

“
眨

” ,

不 一 一 引

。

陈 先 生 论

“

演

, ,

非

“

选

”

本 字 是 对 的

,

但 把

“
眨

”

作 为 本 字 也 有 所

不 妥

。 “

少 眨
”

不 成 词

,

而 且 论 证

“

选

”

音

“

霎

”

音

“
眨

”

也

过 于 迂 远

。 “

选

”

应 当 是

“

迅

”
的 假 借 字

,

二 字 心 纽 双

声

,

元 真 旁 转

。

《玉 篇 》 : “

选

,

迅 也

。 ”

胡 吉 宣 先 生 《 校

释 》就 引 《 吕 氏 春 秋 》 为 证 ② 。 “

选

”
又 可 假 借 作

“

速

” ,

二 字 心 纽 双 声

。

《 国 语
·

齐 语
》 : “

牛 马 选 具

” ,

韦
《 注 》 :

“

选

,

数 也

。 ” “

数

”
即

“

速

” ,

《礼 记
·

曾 子 问
})

: “

不 知 其

己 之 迟 数

” ,

郑
《 注 》 : “

数 读 为 速

。 ” “

数

”

古 音 审 纽 二

等

,

与 心 纽 旁 纽 可 通

。

《 国 语 》是 说 齐 桓 公 存 亡 继 绝
,

牛 马 迅 速 备 齐

。 “

选

” 、 “

迅

” 、 “

数

” 、 “
速

”

都 音 近 义 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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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理 》 :

有 霄 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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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释 》 : “

高 注

:

霄

,

夜

。

见

,

明

。

奇 酞 案

:

见 无 明

义

,

疑

`

见

’

为

`

光

’
形 近 之 讹

,

故 高 训 为 明 也

。

霄 光

,

疑

即 今 所 谓 极 光

。 ”

若 晖 按

:

依 据 这 句 的 上 文 说

“

有 昼 盲

” ,

那 么 高 诱

的 训 释 是 对 的

。

而 且

“

霄

”

是 主 语

, “

见

”

是 谓 语

, “

霄

见
”

构 成 主 谓 词 组

,

而 不 是 一 个 名 词

。 “

见

”

读 为

“
观

” 。

《说 文 》 : “
观

,

日 见 也

。

从 日

,

从 见

,

见 亦 声

。 ”

段 《注 》 :

,’(( 毛诗 》
`

见 观 日
消

’ ,

毛 云

: `

观
旧

气 也

。 ’ 《韩 诗 》
`

碘

观 幸 消

’ ,

韩 云

: `

碱 观

,

日 出 也

。 夕

二 解 义 相 足

。 ”

检 《 玉

篇 》 : “

碘

,

日 出 也

。 ”

那 么 《 诗 经 》是
“

见

” “
观

”

同 义 连

用

。

由 日 出 义 引 申

,

就 有

“
明

”

义

,

《 玉 篇 》 : “
观

,

明 也

。 ”

《集 韵 》 : “
观

,

明 貌

。 ”

(( 怀 宠 》 :

曲 加 其 祀 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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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释 》 : “

奇 酞 案

: `

曲

’

字 无 义

,

当 系

`

典

’

形 近 之

误

。 `

典 加 其 祀 礼

’ ,

谓 典 其 祀

,

加 其 礼 也

。 ”

若 晖 按

: “

曲

”

有 遍

、

无 不 的 意 义

。

《 孟 子
·

告 子
》

下
: “

无 曲 防

。 ”

杨 伯 峻 先 生 日
: “

曲

,

与
《 易

·

系 辞 上 》

`

曲 成 万 物 而 不 遗

夕 、

《荀 子
·

非 相 篇
》

`

曲 得 所 谓 焉

’ 、

《 礼 论 篇 》 `

曲 容 备 物 之 谓 道 矣

’

诸

`

曲

’

字 同 义

,

有

`

无

不

’ 、 `

遍

’

之 义

。 ” ⑤“

曲 加 其 祀 礼

”
即 无 不 加 其 祀 礼

。

七

四

《 明 理 》 :

有 鬼 投 其 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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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释 》 : “

高 注

:

啤

,

脚 也

,

音

`

杨 子 爱 箭 一 毛

’

之

。

毕 沉
日

: `

啤

’

字 音 义 皆 可 疑

,

或 是

`

骨 斡

,

之 斡

,

则 是

脊 胁 也

,

与 斡 音 正 同

,

但 不 当 训 脚 耳

。

俞 越
日

:

啤 不 训

脚

,

亦 不 训 箭

,

音 训 均 有 可 疑

。

以 下 文

`

有 螟 集 其 国

’

例 之

,

则 啤 字 仍 当 从 城 上 女 墙 之 本 义

。

奇 酞 案

:

若 是

`

啤

’

字

,

高 诱 当 不 训 脚 音 箭

。

以 高 注 音 义 求 之

,

当 是

`

限

,

字

,

形 近 之 误 也

。

《 说 文 》 : `

限

,

门 捐 也

;
檐

,

门 限

也

’ ;
则 限 即 门 限

,

门 限 是 门 之 脚

,

故 高 训 为 脚 也

。

限

隶 谆 部

,

箭 隶 元 部

,

二 部 本 通

,

故 高 音 限 为 箭 也

。 ”

若 晖 按

:

按 照 高 诱 的 训 解

, “

阵

”

应 当 是

“

牌

”
的 假

借

。

《说 文 》 : “

牌

,

股 也

。 ”

与

“

箭

”
训 胫 析 言 则 别

,

浑 言

则 一
③ 。

《 韩 非 子
·

显 学 》 :

杨 朱

“
不 以 天 下 大 利 易 其

胫 一 毛

。 ”

毕 沉 以 来

,

都 说

“

啤

”
和

“

箭

”

音 义 迥 异

,

很

对

。

但 古 注 有 用 注 音 作 训 话

,

不 必 顾 及 音 理

,

就 像 日

语 汉 字 的 训 读 的
① 。

高
《 注 》也 正 是 这 样

。

《 校 释 》所 附 《 旧 刻 本 目 》宋 邦 又 本 下 引 丁 氏 《善

本 书 室 藏 书 志 》 : “

范 廷 启

、

徐 益 孙

、

何 玉 畏 同 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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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晖 按
:

查 原 题 记 为

: “

明 云 间 宋 邦 又

、

张 邦 莹

、

徐 益 孙

、

何 三 畏 校

” ,

丁 引 少 张 邦 莹 而 多 范 廷 启

,

何 三

畏 作 何 玉 畏

。

按

“

三 畏

”

本 于 《论 语
·

季 氏 》 的
“

君 子 有

三 畏

” ,

作

“
玉 畏

”

无 义

。

其 实
《校 释 》附 录

“

考 证

”

中 所

收 清 《天 禄 琳 琅 书 目 后 编 》已 引 用 了 这 一 题 记 ( 1 8 5 5

页 )
。

/气

《 校 释 》所 附 《 引 书 目 》九 画 段 玉 裁 下 ( 18 3 2 页 )

及十 画孙治让 下 ( 1 8 3 3 页 )都有 《 搐 膏 述 林 》一 书
。

若 晖 按

:

考

“

搐 膏

”

是 孙 治 让 的 号

,

《摘 膏 述 林 》是

他 的 文 集
,

刊 于
1 9 1 6 年

@ ,

那 么 段 玉 裁 下 应 当 是 误

植

。

九

五

《禁 塞 》 :

陈 灵 知 必 死 于 夏 微 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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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释 》录 高 《注 》标 点 为
: “

微 舒 病 之

,

公 出 自 其

康

,

射 而 杀 之

。 ”

若 晖 按

:

检
《史 记

·

陈 祀 世 家
》 : “

灵 公 罢 酒 出

,

微

舒 伏 弩 康 门

,

射 杀 灵 公

。 ”
可 知 灵 公 并 未 从 马 康 出 去

,

而 是 夏 微 舒 在 隐 蔽 的 马 康 伏 弩 射 杀 正 准 备 出 去 的 陈

灵 公

。

因 此 高
《 注 》应 标 点 为

: “

微 舒 病 之

。

公 出

,

自 其

康 射 而 杀 之

。 ”

《引 书 目 》 十 三 画 有
“

杨 德 崇

” ,

注

: “

有 校 说 见 许

维 道 《 吕 氏 春 秋 集 释 》引
。 ”

又 有

“

杨 伯 峻

” 。

(均 1 8 3 6

页 )
。

若 晖 按

:

检 杨 伯 峻 先 生
《 (列 子 集 释 >自序 》

,

先 生

1 9 2 9 年 就 读 北 京 大 学 时 与 许 维 道 先 生 同 学
,

杨 先 生

编
《列 子 集 释 》 ,

许 先 生 编
《 吕 氏 春 秋 集 释 》

, “

相 约

:

分

别 地 读 清 代 学 者 的 有 关 论 著

,

互 相 抄 示 有 用 的 资 料

。

他 也 研 究
《列 子 》

,

我 也 研 究
《 吕 氏 春 秋 》

,

各 人 的 心 得

互 相 征 引
((( 吕氏春 秋集 释 》 中 的 杨 德 崇 便 是 我 )

。 ” ⑦

后 又 请 渴 于 遇 夫 先 生 嫡 孙 杨 逢 彬 先 生
,

才 知 道 先 生

名

“

德 崇

” , “

德

, ,

字 辈

,

昆 仲 另 有

“

德 豫

, , 、 “

德 嘉

”

等
;
字

“

伯 峻

” , “

崇

”

与

“

峻

”

名 字 相 应

,

居 长

,

所 以 用

“

伯

”

字

,

后 以 字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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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见 刘 又 辛

:

《说
“

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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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见 沈 兼 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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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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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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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
1 9 4 7

年
5 月 12 日天

津 《 益 世 报 》之 《 人 文 周 刊 》第 一 辑
。

黄 侃

: 《 经 籍 旧 音 辨 证

笺 识 》
,

载
《黄 季 刚 先 生 遗 书 》

,

龙 门 图 书 公 司

,

1 9 8。 年
。

徐 震

: 《 经 籍 旧 音 辨 证 笺 识 序 》
,

载 《 经 籍 旧 音 辨 证 》附 录

一
,

中 华 书 局
1 9 8 6 年 版

,

第
259 页

。

李 荣

:

《 语 音 演 变 规

律 的 例 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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