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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书的失误谈词书释义

应注意的儿个问题

罗 少 卿

词书编篡是一项十分艰 巨复杂的工作
,

一部字词典
,

特 别是大型字词典
,

出现某些失误在所难免
,

但这

些失误若不加纠止
,

就 会影 响字词典 的质量
,

贻害读者
。

本文仅以几部常见 的大型语文词典 (如《康熙字典》
、

《中华大字典 》
、 《中文大辞典》等 )在释 义方面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为例

,

谈谈对词书释义的一些粗浅看法
,
供

编词典和用词典者参考
。

文中所 引钊
一

料
,

多是 在编写《汉语大字典今过程中随手摘录的
,

现稍加 归纳
.

列为 八

个方而
,

分述如 下
。

一
、

要善于归纳旧注
,

提炼词义
,

切忌望文生义

什么是望文生义 ? 就是为 了讲通个别文句而对词义 加以随 意解释
。

这种随意解释得不到公认
,

不能成为

词的因 二之意 义
。

旧 词书望文生义 的毛病往 往因袭旧时 的注疏而产生
。 《中 华大字典》 (以 下简称 《中华》 )给

“

徙
”

字立 了 一

个义项
: “

牵
” 。

引《淮南 子
、

祀论训 》
: “

禽兽可羁而徙也
。 ”

并 引高诱注
: “

趁
,

犹牵也
。 ”

把高诱的解释代入原

文
、

这句话 可译为
“

禽
一

兽可 以戴 卜笼 头牵着走
” ,

这是 很通顺 的
,

但假如把
“

拒
”

解 释 为
“

拉
” 、 “

拖
” 、 “

带
” 、

“

引
`
’

等等
,

不同样也 很通顺吗 ? 我 们知道
,

讲得通并 不等于讲得对
,
这个
“

挺
”

字
,

根本没有上述 的 意 思
,

《说文
、

从部》
: “

提
,
随行也

。 ” “

徒
”

本作
“

从
” ,

是个 会意字
,

一人在前走
,

一人在后跟
、

表示 相 随 之 意
,

“

从
” `

多后来增加意符
“

走
”

作
“

旭
” ,

隶变为
“

褪
” 。 “

相 随是
“

距
”

的本 义
,

也是常用义
, 《淮南子 》的例子用的正

是这 个意思
,

只是为 了使文意通畅
,

我们应把它释为
“

使 … … 随着
” ,

这是
“

涎
”

字的使动用法
。

《 与《中华》类似的错误
,

台湾编 的《中文大辞典 》 (以下简称《中文 》 ) 也时有发生
,
如

:

《人 部》
: “

侧
,

压 也
。 《诗

·

魏风
·

伐被》
: `

置之河之侧兮
。 “

传
: `

侧
,

犹尾也
, ” 。

古人称 河流的两旁为压
, 《集韵

、

支韵 》
; “

压
,

水边 也
。 ”

但此义
“

侧
”

字没 汀
。 《说文

·

人部 》
: “

侧
,

旁也
。 娜

《伐杭 》的
“

河 之侧
”

就是
“

河的旁边
” , ’ `

河的旁边
”

称
“

压
” ,

但
“

旁边
”

却不一定是
“

压
” 。

又如《戈 部》
: “

或
,

贱者也
。 《左传

·

定公四年》
:

.

明
日

或 廊
以

会

。 ’

注

: `

或

,

贱 者 也

。 ’ ”

《左 传 》 前 后 文 的 大 意 是
:

刘 文 公 为 讨 伐 楚 国 而 会 合 诸 侯

,

晋 国 代 表 荀 寅 不 同 意 这 样 做 而 离 开 会 场

,

第 二

天

,

晋 国 只 派 了
一

个 身 分 很 低 的 人 打 着 旗 帜 参 加 大 会

。 “

或

”

是 一 个 不 定 指 代 词 可 以 代 人 也 可
以 代 物

,

此 处

代 身 份 低 贱 的 人

,

别 处 也 可 以 代 身 份 高 贵 的 人

,
杜 预 释

“

或

”

为

“

贱 者

” ,

是 据 此 句 文 意 立 说

,

并 非 讲

“

或

”

即 有

“

贱 者

`

,

这 一 词 义

。

旧 词 书

“

望 文 生 义

”

的 错 误

,

除 沿 袭 旧 注 所 致 外

,

也 有 由 于 编 撰 者 自 己 误 释 词 义 造 成

。

如 《 中 文
·

人 部
》 : “
似

,

赠 也

,

奉
也

。

贾 岛
《 剑 客 诗 》

: `

今 日 把 似 君

,

谁 有 不 平 事
?
’ ”

此

“

似

”

字 唐 宋 诗 词 中 习 见

,

如 罗 邺
《 宫 中 》 诗

: “

今 朝 别 有 水 思 处
,

鹦 鹉 飞 来 说 似 人

。 ”

杨 万 里
《 四 月 日 万

-

衙 阻
雨
》 诗

: “

小 诗 苦 雨 当 云 拢

,

寄 似 南 风
一

问 天

。 ”

晏 几 道 《 长 相 思 》 词
: “

欲 把 相 思 说 似 谁

,

浅 情 人 不 知

。 ”

张 相

《 诗 词 曲 语 词 汇 释 》 卷 三
: “

似

,

犹 与 也
,

向 也
;

用 于 动 辞 之 后

,

特 于 动 作 影 响 及 他 处 时 用 之

。 ”

这 是 十 分 精 当

的 概 括

, 《 中 文 》 只 顾 一 点 不 及 其 余
,

对 词 义 不 加 归 纳 提 炼

,

必 然 导 致 谬 误

。

上 面 的 例 子 从 反 面 告 诉 我 们

,

一 般 语 文 性 词 典 中 词 的 某 一 义 项

,

应 该 是 这 个 词 在 不 同 语 言 环 境 中 所 表 现

1 0 9



,
需 要 词 书 编 纂 者 广 泛 收 集 资 料

,

认 真 归 纳

、

高 度 概 括 才 能 建 立

,

若 仅 就 个 别 文 例 立 义

卜

缺 少 归 纳 和 提 炼

,

就 往 往 会 产 生

“

望 文 生 义

”

的 错 误

。

二

、

弄 清 词 义 的 领 属 关 系

,

把 同 实 异 名 的 解 释 合 并

把 有 领 属 关 系 的 若 干 说 法 并 列 为 义 项
,

是 旧 词 书 常 见 的 弊 病

。

如
《 中 华

·

人 部
》 为
“

人

”

立 了 五 义 项

:

①天

地 之 性 最贵 者 也 ; ②朋 友
、

九 族 也

; ③人 君
、

百 里 诸 侯 也
; ①道 人 也 ; ⑤小 人

、

凡 人 也

。 《 中 文 》 立 了 七 个 义

项
,

除 舍 弃
《 中 华 》
“

朋 友

、

九 族

”

一 义 外
,

另 增 立 三 义
: ①贤 人 , ②臣

、

下 属

、

徒 役
; ③先 人

。

这 些 义 项

,

皆

本 .日说
,

}日 ; : 是否正 、、
,

这 ; : 姑且 不论
,

单 就 语 文 词 典 并 歹。这 些 说 法 来 看
,

。p有欠妥之处
歹

: 中 : : 》 《
「

。
_
、

: 、 {;

把 《 说 文 》 对
“

人

”

的 解 释 列 为 第 一 义 项

, 《 说 文
·

人 部
》 : “
人

,
天 地 之 性 最 贵 者 也

。 ”

现 在 看 来

,

这 解 徉 虽 不 够 科

学

,

却 很 概 括
,

揭 示

“

人

”

这 一 概 念 的 内 涵

, 《 中 华 》《 中 文 》 其 它 各 条 所 说 的 各 种 人
,

则 是 概 念 的 外 延

, “

人

”

的

外 延 J
’ `

咬 无 边

,

词 典 不 可 能 也 不 必 要 全 部 收 罗

。

从 逻 辑 学 的 观 点 看 词

一

佑 义 项 的 建 立

,

我 认 为 已 收 列 了 属 概 念

,

就 可 不 必 再 收 种 概 念

:

已 把 概 念 的 内 涵 仁

为 义 项

,

就 不 耍 再 罗 列 概 念 的 外 延 了

。

把 释 义 用 语 不 同

,

而 意 义 相 同 或 相 近 的 若 干 说 法 并 列 为 义 项

,
也 是 旧 词 书 常 有 的 错 误

。

如
《 I t
“
华
》 为
“

祖

~

字 立 了 三 个 义 项

: ①往 也 ; ②行 也 ; ③去 也
。 “

往

”

是 古 代 由 此 到 彼 的 通 称
, 《诗

·

小 雅

·

小 明
》 : “
昔 我 往 矣

,

日 月 方 除

。 ”

孔 颖 达 疏
: “

往 者
,

从 此 适 彼 之 辞

。 ” 《 方 言 》 卷 一
: “

往

,

凡 语 也

。 ” “

往

”

可 释 为

“

行

” 、 “

去

” , 《广 雅
·

释 话 一 》
: “

往
,

去 也

。 ” 《 左 传
·

昭 公 七 年
》 : “
取 而 臣 以 往

。 ”

杜 预 法

: “

往

,

去 也

。 ” 《 国 语
·

晋 语 二
》 : “
吾 言 既 衫

矣

。 ”

韦 昭 注

: “

往
,

行 也

。 ”

由 此 看 来
, 《 中 华 》分 列 的 三 个 义 项

,

完 全 可 以 合 而 为 一

。

又 如
《 中 文

·

弓 部
》在
“

张

”

字 下

,

把 张 弓 弦 和 张 琴 弦 分 立 二 义

,

把 张 帷 帐 和 张 罗 网 也
分 立 二 义 前 者 的

“

张

”

与

“

弛

”

相 对
,

是 拉 紧 的 意 思
,

后 者 之 义 是 将 合 拢 的 东 西 打 开

, 《 中 文 》 所 列 四 义
,

可 以 归 并 为 二

。

上 面 所 述 涉 及 词 书 义 项 分 合 间 题

、

编 写 词 典 的 实 践 告 诉 我 们

,
义 项 的 分 合 是 很 难 把 握 的

,

需 要 编 者 枯 加

重 视

。

三

、

慎 取 词 素 义

,

不 可 拆 骄 为 单

旧 词 书 常 把 复 音 词 拆 开 释 义
,

被 拆 开 的 复 音 词
,

有 的 是 有 双 声 迭 韵 关 系 的 连 杯 词
,

有 的 是 一 般 的 合 成

词

。

请 看

一

下 面 几 个 例 子

:

1
. “

佛
,

见 不 审 也

。

见
《 说 文 》

。 ”
(《 中 华

·

人 部
》 )

2
. “

佛
,

辉 灿 貌

。

黄 香
《 九 宫 赋 》

。 ”
( 《 康 熙 字 典

·

人 部 》
,

以 下 简 称 《 康 熙 )))

3
. “

伴
,

自 纵 驰 之 意 也

、

闲 暇 也

。 《 诗
·

大 雅

·

卷 阿
》 笺

: `

伴 灸

,

自 纵 驰 之 意 也
。 ’ 《 集 韵 》

: `

伴 负

,

优 游 闲

暇 之 意

。 ’ ”
( 《 中 文

·

人 部
》 )

4
. “

偕
,

疆 也

。 《 说 文 》
: `

偕

,

弧 也

。 ’ 《 诗
·

小 雅

·

北 山
》 : `
偕 偕 士 子

。 ’

传

: `

偕 偕

,

强 壮 儿

。 ’ ”

仪 中 文

。

人 部 )))

5
. “

憧

,

辣 敬 也

。

《 诗
·

召 南

·

采 桑
》 : `
被 之 憧 憧

。 ’

传
: `

憧 憧

,

辣 敬 也

。 ’ ”
(《 中 文

·

人 部
》 )

6
. “

客
,

又 外 寇 亦 日 客

。 《 易
·

系 辞
》 : `
重 门 击 拆

,

以 御 暴 客

。 ”

(《 康 熙
·

内 部
》 )

7
. “

修
,

前 贤 也

。 《 楚 辞
·

离 骚
》 : `
睿 普 法 夫 前 修 兮

。 ’ ”
(《 中 文

·

人 部
》 )

8
. “

价
,

声 价 也

。

李 白
《 与 韩 荆 州 书 》

: `

一 登 龙 门

,

则 声 价 十 倍

。 ’ ”
(《 中 文

·

人 部 )))

例 1 的
“

佛

”

与

“

仿

”

组 成 双 声 连 蒜 词

“

仿 佛

” ,

有 模 糊 不 清 的 意 思
,

但

“

佛

”

单 用 不 具 有 此 义

。 《 说 文 》
“

佛

,

见 不 审 也

” ,

段 玉 裁 已 改

“

佛

”

为

“

仿 佛

” , 《 中 华 》 不 应 又 拆 开 单 释
。

例
2
、

3 所 立 的 义 项
,

迭 韵 连 僻 词

`

佛 律

’ 、

“

伴 负

”

始 有
,

其 引 例 自 明
,

也 不 可 单 释

。

例
4
、

5 误 把 迭 词 义 用 为 单 词 义
。

例
6
、

7
、

8 把 偏 正 合 成 词 中 的

修 饰 部 分 的 意 思 加 到 中 心 词 上
,

造 成 误 释

。

有 些 词 的 词 义

,

不 单 独 出 现 在 书 证 中 而 只 包 含 在 复 音 词 的 词 素 里
,

为 了 不 致 漏 收

,

词 书 编 撰 者 应 对 这 样

的 词 素 义 加 以 提 炼

,
收 列

,
但 在 提 炼 时

,

必 须 严 格 区 别 复 音 词 的 词 义 和 复 音 词 的 词 素 义

,

决 不 能 象 上 述 例 子

那 样

,
以 前 者 胡 乱 地 代 替 后 者

。

四

、

认 真 剔 除 古 人 附 加 在 词 义 上 的 某 些 有 关 观 念 形 态 的 解 释

历 朝 历 代

,
学 派 纷 逞

,

各 派 学 者 都 要 借 某 些 词 语 表 达 自 己 的 政 治

、

哲 学

、

伦 理

、

道 德 等 方 面 的 观 念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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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旧 词 书 往 往 不 加 甄 别 而 予 以 收 录

,

对 此
,

我 们 应 该 加 以 剔 除

。

如
《 说 文 》对

五
.

六

、

七

、

九 几 个 数 河 是 这 样 解 释 的

: “

五
,

五 行 也
,

从 二
,

阴 阳 在 天 地 之 间 交 午 也

。 ” “

六
,

易 之 数
,

阴 变

于 六

,

正 于 八

,

从 入 从 八

。 ” “ 一

七
,

阳 之 正 也

,

从 一
,

微 阴 从 中 衰 出 也

。 ” “

九
,

阳 之 变 也

,

象 其 屈 曲 究 尽 之 形

。 ”

许 慎 是 想 借 阴 阳 五 行 学 说 来 解 释 字 形
,

同 时 又 利 用 字 形 的 解 释 来 宣 扬 阴 阳 五 行 的 观 念

。

我 们 知 道

, 《 说 文 》成

书 于 阴 阳 五 行 学 说 盛 行 的 时 代
,

不 可 避 免 地 会 被 打 上 时 代 的 烙 印

;
我 们 承 认 这 些 解 释 出 现 的 合 理 性

,

并 非 等

于 承 认 解 释 本 身 的 合 理 性

。

作 为 专 科 词 典

、

如 哲 学 词 典

,

收 列 这 些 概 念 术 语

,

可 能 十 分 必 要

,

但 语 文 词 典 就

应 该 把 这 些 不 属 词 义 范 围 内 的 东 西 排 除 在 外 了

,

因 为 收 了 这 些 东 西

,

只 会 让 读 者 越 看 越 糊 涂

。

五

、

注 意 比 喻 义 的 稳 定 性

,

不 要 把 偶 然 的 比 喻 收 入 词 典

,

更 不 可 把 一 对 有 比 喻 关 系 的 词

组 中 的 相 对 应 的 词 互 作 训 释

有 些 词 的 比 喻 用 法

,

仅 作 为 修 辞 手 段 偶 而 出 现 在 语 言 里

,

喻 体 的 含 义 并 未 成 为 本 体 词 义 的 一 部 分

,

某 些

词 书 把 这 也 列 为 义 项

、

是 欠 妥 的

。

如

:

《 中 文
·

子 部
》 : “
子

,

万 物 也

。 《老 子 》
: `

既 得 其 母

,
以 知 其 子

。 ’

河 上 公 注

: `

子
,

万 物 也

。 ’ ”

《 老 子 》 把 万 物 本 源 比 着
“

母

” ,

把 万 物 比 着

“

子

” ,

这 是 临 时 打 比 方
,

脱 离 了 这 一 特 定 的 语 言 环 境

、

谁 也 不

知 道

`

母

” “

子

”

有 此 特 别 的 含 义
。

《 中 华
·

户 部
》 : “
户

,

鸟 鹊 通 气 出 入 处 亦 日 户

。 《 诗
·

鹉 鸦
》 : `
绸 缪 门 户

’ 。 ”

《 鹅 鸽 》 以 鸟 喻 人
,

说 鸟 在 阴 雨 之 前 把 窝 巢 筑 好
,

就 象 人 未 雨 绸 缪
,

预 先 修 好 门 户 一 样

。

《 诗 》 中 的
“

户

” ,

仍 指 房 屋 的 门
,

并 非

“

鸟 鹊 通 气 出 入 处

” 。

另 有 一 种 情 况 值 得 注 意

:

两 个 词 或 词 组 之 间 存 在 着 比 喻 和 被 比 喻 的 关 系

,

并 不 说 明 这 两 个 词 或 词 组 的 构

成 分 之 间 也 一 定 存 在 这 种 关 系

,

如 人 们 常 把 桃 李 比 学 生

、

园 丁 比 老 师

,

可

“

桃

” 、 “

李

”

单 用

,

绝 无

“

学 生

”

的 意

思
,

我 们 更 不 能 采 取 对 应 释 义 的 办 法

,

说

“

园

”

相 当 于

“

老

” , “
丁
”

相 当 于

`

师

” 。

这 极 简 单 的 道 理

,

有 时 也 被 词

书 的 编 者 忽 视
,

如
《 中 文

·

弓 部
》 为
“

弦

”

字 立 了 一 个

“

妻

,

的 义 项

,

其 根 据 是 古 人 把 夫 妻 感 情 融 洽 比 为 琴 瑟 调

和

,

把 丧 妻 叫

“

断 弦

” ,

把 再 娶 叫

“

续 弦

” ,

于 是 就 按 照 构 词 成 分 的 对 应 位 置

,

断 定

“

弦

”

有

“

妻

”

的 意 思

。

这 是
一

种 极 为 错 误 的 做 法

,

当 作 为 我 们 提 炼 比 喻 义 时 的 鉴 戒

。

至 于 有 些 词 的 比 喻 用 法

,

已 经 约 定 俗 成

,

成 为 词 的 稳 定 的 比 喻 义
,

如 用

“

黑

”

喻 心 肠 坏

, “

红

”

喻 得 势 走 运

等 等

,

词 书 当 然 应 该 收 列

,

这 是 毋 庸 赘 述 的

。

六

、

不 可 滥 引 声 训

声 训 是 古 人 探 求 事 物 之 所 以 得 名 的 解 释
,

在 汉 代 成 为 风 尚

。

古 人 的 声 训 主 观 臆 断 成 分 甚 多

,

结 论 往 往 不

可 信

。

如 对

“

天

”

的 解 释

, 《 说 文 》
: “

天
,

颠 也

,

至 高 无 上

,

从 一 大

。 ” 《 释 名 》
: “

天
,

显 也
,

在 上 高 显 也

。 ”

又 说

:

“

天

,

坦 也

,

坦 然 高 而 远 也

。 ” 《 经 典 释 文 》 引 《 春 秋 说 题 辞 》
: “

天 之 言 镇
,

居 高 理 下
,

为 人 经 纬
,

故 其 字
一

大 以

镇 之 也

。 ”

又 引 《 礼 统 》
: “

天 之 为 言 镇 也

、

神 也

、

陈 也

、

珍 也

。

施 生 为 本

,

运 转 精 神
,

功 效 陈 列
,

其 道 可 珍 重

也

。 ”

不 仅 各 家 说 法 不 一
,

就 连 一 家 之 言 也 无 定 准
,

叫 人 怎 能 信 从
? 词 书 的 释 义

,

要 讲 究 准 确 性

,

科 学 性

,

那

些

“

想 当 然

”

的 说 法

,

不 应 该 收 列 辞 书 里

。

但 有 些 字 词 书 收 集 声 训 缺 乏 审 慎 选 择

,

把 明 显 不 可 靠 的 说 法 列 为 义

项

。

随 手 翻 到 这 样 三 条 声 训

:

《 中 华
·

子 部
》 : “
孝

,

好 也

。 《 释 名
·

释 言 语
》 : `
孝

,

好 也

。

爱 好 父 母

,

如 所 说 好 也

。 ’ ”

《 中 华
·

寸 部
》 : “
寺

,

嗣 也

。 《 释 名
·

释 宫 室
》 : `
寺

,

嗣 也

。

治 事 者 相 嗣 续 于 其 内 也

。 ’ ”

《 中 文
·

心 部
》 : “
念

,

薪 也

。 《 释 名
·

释

一

言 语
》 : `
念

,

薪 也

,

意 相 亲 爱

,
心 毅 著 不 能 忘 也

。 ’ 《 书
·

大 禹 漠
》 :

`

念 兹 在 兹

。 ’ ”

“

孝

”

无

“

好

”

义

, “

爱 好 父 母

”

为

`

孝

” ,

爱 好 别 的 人 该 称 什 么 ? 古 称 官 员 治 事 之 所 为 寺
,

为 什 么 称 寺

, 《 释

名 》 的 解 释 并 无 证 据
。 《 中 文 》 似 为

“

念

”

释

“

薪

”

找 到 了 书 证

,

但
《 尚 仔 》 例 的

“

念

”

仍 是 常 用 义
“

思 虑

” ,

不 能 解 释

为

“

私 连

” 。

三 说 皆 本
《 释 名 》

, 《 释 名 》成 书
一
卜 声 训 风 行 的 汉 代

,

对 前 人 不 必 苛 求

,

但 现 当 代 的 词 书 编 者 若 不 以

科 学 的 态 度 慎 加 取 舍

,

就 会 贻 害 读 者 了

。

七

、

不 可 一 例 多 释

已 出 的
1
司 书 中 还 有 这 样 一 种 现 象

:

对 同

·

例 句 中 的 同

一

个 词

,

前 人 解 释 不 同

,

编 者 便 把 这

“

同 例 异 训

”

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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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

《 中 文
· 尸
’

部
》为
“

寇

”

立 了 两 个 义 项
:

①劫 取 也
。

《 书
·

舜 典
》 : `
寇 贼 奸 究

。 ”

郑 注
: “
强 取 为 寇

” 。

②谓 群 行 攻

到 者 也
。 《 书

·

舜 典
》 : “
寇 贼 奸 究

。 ”

孔 传

: “

群 行 攻 到 者 日 寇

。 ”

《 中 文
·

子 部
》 “
存

”

字 下 立 二 义
: ①生 也

。 《 史 记
·

五 帝 本 纪
》 : “
存 亡 之 难

。 ”

正 义

: “

存 亡 犹 生 死 也

。 ”

②安

也
。 《 史 记

·

五 帝 本 纪 》
: “

存 亡 之 难

。 ”

索 隐

: “

存 亡 犹 安 危 也

”

《 中 文
·

尸 部 》
“

屈

”

字 下 立 二 义

:

①取 也
。 《 诗
·

鲁 颂

·

伴 水
》 : “
屈 此 群 丑

。 ”
毛 传

: “

屈

,

取 也

”

②治 也
,

与

泪 通

。 《 说 文 通 训 定 声 》
: “

屈 限 借 为 泪

。 《 诗
·

鲁 颂

·

拌 水
》 : `
屈 此 群 丑

。 ’

笺

: `

屈
,

治 也

。 ’ ”

古 书 中 同 词 异 训 现 象 常 见
,

如 何 处 理 这 类 问 题
? 我 们 在 编 写 《 汉 语 大 字 典 》 时 采 取 了 这 样 几 种 办 法

:

①对 释 义 用语 不 同
,

意 思 相 同 或 相 近 者 合 并

,

重 新 概 括 义 项

。

如 例 ①孔 安 国 传 释
“

寇

”

为 名 词

,

郑 玄 注 释

“

寇

”

为 动 词
,

但 强 行 劫 取 这 一 点 却 是 二 说 的 共 同 点
,

可 以 此 为 基 础 为

“

寇

”

立 义 项

。

②进 行 比 较 , 择 善 而 从

。

如 例 ②的
“

存

”

字
,

张 守 节 释

“

生

” , “

生

”

即

“

活 着

” ,

是 存 在 的 一 种 形 式

,

较 之 司

马 贞 释

“

安

”

为 胜
,

我 们 不 妨 取 前 者 而 舍 后 者

。

③二 说 难 辨 是 非 者 , 如 例 ③ , 也 应 该 尽 量 寻 找 例 证 来 保 存 词 义

。

例 ③训
“

屈

”

为

“

收

” , 《 中 文 》还 引 了
:
仪

礼

·

聘 礼
》例

, 《 诗 经 》 的 例 子 并 不 是 非 用 不 可
。

字 词 典 是

“

典

” ,

不 是 旧 注 汇 编

,

要 有 典 范 性

。

一 个 例 子 多 种 解 释

,

同 时 收 在 词 典 里

.

只
会 使 读 者 无 所 适

从

。

八

、

严 防

“

断 章 取 义

”

这 是 指 害 」断 上 下 文 义
,

仅 根 据 个 人 对 文 句 中 一 两 句 话 的 错 误 理 解

,

妄 解 词 义

。

这 虽 只 是 词 书 里 偶 而 出 现

的 问 题

,

因 为 属 于

“

硬 伤

” ,

不 可 不 严 加 防 范

。

《 中 文
·

山 部
》 : “
崩

,

高 厚 也
,

尊 也

。 《 谷 梁 传
·

隐 公 三 年
》 : `
高 日 崩

,

厚
日

崩

,

尊
日

崩

。 ”
’

《 谷 梁 传 》 的 原

文 是 这 样 的
: “

三 月 庚 戍

,

天 王 崩

。

高 日 崩

,

厚 日 崩
,

尊 日 崩

。 ”

意 思 是

:

三 月 庚 戌 这 一 天

,

周 平 王 死 了 (驾 崩 )
,

死 了 为 什 么 称

“

崩

”

呢
? 于 是 就 解 释 《 春 秋 》 的 体 例

:

高 的 东 西 毁 坏 了 称 崩
,

厚 的 东 西 毁 坏 了 也 称 崩

,

引 申 之

,

天 子 死 了 也 称 崩

。 《 中 文 》 误 以 省 文 为 训
,

可 谓 差 之 毫 厘
,

失 之 千 里

。

《 中 文
·

厅 部
》 : “
俊

,
下 所 言 也

。 《 礼 记
·

哀 公 间
》 : `
昔 之 用 民 者 由 前

,

今 之 用 民 者 山 后

。 ’

注

: `

由 前

,

用 上

所 言

;
由 后

,

用 下 所 言

。 ’ ”

本 例 摘 自
《哀 公 问 》 开 头 部 分

,
其 大 意 是

:

鲁 哀 公 向 孔 子 问 礼
,

孔 子 讲 完 礼 的 重 要 作 用 之 后

,

接 着 指 出 对

礼 有 绝 然 下 同 的 两 种 态 度

,

古 代 的 统 治 者 用 的 是 前 一 种 态 度

,

当 时 的 统 治 者 用 的 是 后 一 种 态 度

,

这 就 是

“

昔

之 用 民 者 由 前

,

今 之 用 民 者 由 后

”

的 意 思

。

郑 玄 为 疏 通 文 意

,

指 明

“

由 前

”
即 照 上 文 所 说 的 做

, “

由 后 ,’l 犯照下

文所说 的做
。 《 中 文 》 误 解 郑 注

,
对

“

后

”

作 了 一 个 似 是 而 非 的 解 释

。

《 中 文
·

人 部 》
: “

何
,

与 益 通

,

何 不 也

。 《 经 词 衍 释 》
: `

何
,

犹 何 不 也
,

益 训 为 何
,

亦 训 何 不

,

原 何 厂 固 有

何 不 义 矣

。 《 魏 策 》
: `

君 何 释 以 天 下 图 智 氏

。 ’

释
,
舍 也

。

言 君 何 不 舍 此 令 天 下 图 智 氏 也

。 ’ ”

《 经 词 衍 说 》 赖 以 立 说 的 根 据 是 《 魏 策 》
,

而
《 魏 策 》原 文 是

: “

知 伯 索 地 于 魏 桓 子
,

魏 桓 子 弗 予

,

任 行
;
’ : `

何

故 弗 予
?
’

桓 子 日
: `

无 故 索 地

,
故 弗 予

。 ’

任 章 日
: `

无 故 索 地

,

邻 国 必 恐
;
重 欲 无 厌

,

天 下 必 惧
;
君 予 之 地

,

知

伯 必 桥

。

桥 而 轻 敌

,

邻 国 惧 而 相 亲
,

以 相 亲 之 兵

,

待 轻 敌 之 国

,

智 氏 之 命 不 长 矣

。

… … 君 不 如 予 之
,

以 骄 知

泊

。

君 何 释 以 天 下 图 知 氏 而 独 吾 国 为 知 氏 质 乎
?
”

无 须 多 加 证 明
,

即 可 知 此

“

何

”

相 当 于 现 代 汉 语 中 的

“

为
份

么

” ,

最 后 一 个 反 问 句
,

意 思 是

“

您 为 什 么 放 弃 用 各 国 人 谋 取 知 氏
(这种 办 法 ) ,

而 单 以 我 国 作 知 氏 的 箭 靶 f

《 经 词 衍 释 》 释
“

何

”

为

“

何 不

” ,

于 词 义 不 合
,

于 文 意 难 通
,

影 响 到
《 中 文 》

,
可 谓 以 讹 传 讹 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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