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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名》语言学价值新论

卢
,

狄 红

汉代是训话 学的黄金时代
,

鼎足而立的《尔雅》《说文》《释名》三书
,

堪称训话 学 史 上 义

训
、

形训
、

声训的三大里程碑
。
《尔雅 》和《说文》历代备受推崇

,

至今犹为显学
。

独有《释名》较

受冷落
,

自问世以迄清代
,

研究者少
, “

五四
”

以后
,

人们对它肯定少而贬抑多
,

往往以
“

穿凿

附会
” 、 “

唯心主义
”

评判它①
,

把它 目为作用不大之书
。

今天
,

在人们对语言的认识有 了突破

性进展的基础上
,

在汉语词源学研究获得长足进步的背景下
,

很有必要站在语言学而不是语

文学的立场重新审视《释名》 ,

深入发掘和充分认识它在语言学研究方面的独特价值
,

批 判 继

承这份文化遗产
,

剔除其糟粕
,

吸收其精华
,

以服务于科学的汉语语义学的建构
。

《释名》是声训专书
。

很长一段时间
,

学术界执于语音和语义的结合没有必然 性 这 一观

点
,

对声训的科学性抱怀疑态度
。

《释名》长期得不到正确评价
,

其症结就在这里
。

近十 几 年

来
,

人们对语言的认识有新的突破
,

声训的科学性 已得到了理论上的证明
。

诚然
,

语言发生

之初
,

语音和语义的结合是偶然的
,

是社会
“

约定俗成
”

的结果
,

但是当语言中的词汇初步形

成 以后
,

在词汇 的进一步演变发展中
,

音和义就会产生密切的联系
。

这种联系见 于 三 种 情

况
:

( 1) 新词产生
。

当社会生活中出现新事物
,

需要创造新词时
,

人们总是在原有的音义网络

中
,

在思维类比联想的作用下
,

进行类推
,

这样产生的新词与 旧词义有关联
,

声音也相同或

相近
。

(2 ) 旧词分化
。

语言中的许多词
,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深入
,

词义处于不断的

运动之中
。

这种运动就是从本义出发
,

按照本义所规定的方向进行引申
,

不断产生新义
。

当

新义距离本义过远
、

旧词意义负荷太大时
,

新义就会从旧词中分化出来
,

独立为一个新词
。

这样从 旧词分化出的新词
,

与旧词在意义上有引申关系 ; 在读音上
,

有的干脆依旧
,

有的虽

变转但遵循一定的规律
。

( 3) 方言变异
。

通语和方言之间
,

方言与方言之间
,

表示同一概念的

语音形式—
词形可能不 同

,

但方 言是共同语的地域变体
,

方言与通语
、

甲方言与乙方言在

语音上都有整齐的对应关系
,

因此
,

这些不 同的词形意义既同
,

声音也按照一定的规律转换

而相近
。

这三种情况使词与词之间有相承关系
,

构成一组组具有亲属关系的同源词
。

}司源词

的存在
,

是
“

声近义通
”
的客观依据

,
l侧

`

声近义通
”

又正是声训因声求义
、

声义互求的科学基

础
二

虽然同所有的科学原理一样
,

声训也有它的适用范围
,

必须严格掌握条件
,

但作为一种

方法
,

其本身的科学性不容否定
,

具体运用时出现偏差
,

是由条件掌握不严所致
,

不能归咎

于方法本 身
。

依据这一认识对《释名》进行新的审视
,

就会从根本上扭转对它的看法
。

我们认

为
,

在语
.

丫学发展史上
,

较之 《尔雅 》 《说文》 , 《释名》在某种意义上有更重要的地位
,

作出过

更有价值的贡献
; 在运用声训推求事物得名之由的实际过程中

,

它取得了多方面 的 具 体 成

果
,

这些成果具有独特的魅力
,

是汉语语义学的宝贵财富
。

《释名》在中国语言学发展史上的特殊贡献在于作者以清醒的语言意识从事训话实践
,

使

自己的研究跳出语文学的范围而进入语言学的领域
,

多有开创之功
。

具体表现为
.



1
。

超越文字形体
,

摆脱经学束缚
,

首次将训话研究导入 语言学范围
。

语 言以意义为内容
,

以声音为存在形式
,

先于文字产生
,

不依赖于文字而存在
;
文字则

不过是记录语言的符号
,

是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

二者是性质不同的两套符号系统
。

这个道理
,

今天看来很简单
, “

但是
,

古代的文字学家们并不懂得这个道理
,

仿佛文字是直接

表示概念的
:

同一个概念必须有固定的写法
。

意符似乎是很重要的东西
,

一个字如果不具备

某种意符
,

仿 佛就不能代表某种概念
。

这种重形不重音的观点
,

控制着一千七百年的中国文

字学
。 ” ② 古人把文字与语 言混为一谈

,

为字形所束缚
,

长期把文字作为研究对象
,

一

而不能直

接进入对语言本身的研究
。 “

右文说
”

的出现
,

标明语 言意识的萌 动
,

但总的还是在字形 结 构

上兜圈子
。

段玉裁虽然在理论上举出训沽研究的语言学旗帜
,

指出
“

治经莫重于得 义
,

得 义

莫切于得音
” ③ ,

但实践中仍未彻底冲破谐声偏旁的藩篱
。

直到王念孙
“

就 古音以求古义
,

引伸

触类
,

不限形体
”

④
,

才彻底完成了语义研究中文字学观向语言学观的转变
。

因此
,

王力先生

在《汉语 史稿》 中说
: “

自从王念孙父子以来
,

汉语语义学 (训沽学 ) 有了一个新方向
,

就是脱

离字形的束缚
,

从语音上去追 究词与词之间的意义联系
。 ” ⑤确切地说

,

王念孙的研究并不是

一个
“

新方 向
” ,

而是更高层次上的历史的 回归
,

因为早在汉末
,

刘熙的《释名》就是
“

引 伸 触

类
,

不限形体
” ,

纯然以声音为着眼点来推求词语之间的音义联系
。

尽管具体结论 未 必 都 可

靠
,

但在尚形的《说文》 已出现并得到重视的汉代
,

能撇开字形
,

直接以语言本身 为 研 究 对

象
,

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 将训沽研究导入语 言学范围

,

其创始之功不 可埋没
。

可惜这种进

步的研究传统长期被历史的尘埃遮蔽
,

直到段玉裁
、

王念孙才重新从中汲取营养
,

继承并大

大发展 了训一话研究中的语 言学方法
,

这一工作由王念孙最后完成
,

从而将传统训话学向科学

的语义学推进
。

《释名》所进行的研究
,

不仅摆脱了文字形体的束缚
,

而且脱离经学
,

走上独立的语言研

究之路
。

中国传统小学是经学的附庸
,

小学的研究服务于解释经典的需要
,

没有获得独立的

学科地位
。

《尔雅》本身就是故训的汇编
,

《说文》的写作
,

也是为了纠正解说文字
“

是非无正
” 、

多
“

巧说邪辞
”

的混乱状况
,

更有力地发挥文字作为
“

经 艺之本
,

王政之始
”

的作 用⑥
。

《释 名》

之旨
,

则在于 以声音为线索
,

探究事物名称的
“

所以之 意
” ⑦ ,

也就是推求事物得名的由来
。

它的着眼点不在词语与经典的关系上
,

而在事物名称本身
; 它的主观 目的不是为了解释词语

在经典中的意义
,

而是为了揭示词的
“

内部形式
” 。

它注重
“

百姓 日称
”

之物
, “

下及 民庶 应 用

之器
”

⑧
,

让训话从经典走向生活
,

从宫廷走向民间
。

它是把语言作为独立对象来 加 以 研 究

的
,

因而摆脱 了经学附庸 的地位
,

进入纯语言研究的领域
。

这是它的独特建树
,

体现了学术

观念的突破
。

也正因为如此
,

在把为经学服务奉为小学宗 旨的漫长岁月
,

它不可 避 免 受 冷

落
。

今天
,

当语言学 已获得独立地位
、

正飞速发展之际
,

作为语言学走上独立道 路 的 早 期

实践
,

它这方面的价值应受列人们的珍视
。

2
.

系统推求事物得名之 由
,

开语源学专门研究之先河
。

语言中同源词的存在
,

_

是语
一

言系统性的重要表现
。

从声音入手
,

通过系源和推源工作
,

就能深入认识词 语之间的相
.

互联系和语义演变发展的内部规律
。

因此词源研究被称为
“

训 沽

学尖端
” ⑨

,

德 国学者恩斯特
·

卡西尔认为
: “

根据这个原理
,

词源学不仅成了语言学的中心
,

而且也成了语言哲学的基石
。 ” L

声训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能揭示事物命名的由来
,

服务于词源的研究
。

中国的声训发源很

早
。

先秦典籍
`
护就有声训

,

但这些声 训不是为了语源学的目的
。

钱说文》的声训 已开始用 于 推

求命名的由来
,

其后
,

郑玄
一

首揭
“

就其原文字之声类
,

考训话
”

的原则@
,

并在群经注释中较



多地进行了推源工作
。

刘熙是郑玄的学生
,

他受郑玄影响
,

写出我国第一部用音训
、

求语源

的专著
。

《释名序 》说
: “

夫名之与实
,

各有义类
,

百姓 日称而不知其所 以之意
。

故撰 天 地
、

阴

阳
、

四时
、

邦国
、

都鄙
、

车服
、

丧纪
,

下及民庶应用之器
,

论叙指归
,

谓之释名
。 ”

全书现存

2 7篇
,

依次为
:

释天
、

释地
、

释山
、

释水
、

释丘
、

释道
、

释州国
、

释形体
、

释姿容
、

释长幼
、

释亲属
、

释言语
、

释饮食
、

释采帛
、

释首饰
、

释衣服
、

释宫室
、

释床帐
、

释书契
、

释典艺
、

释用器
、

释乐器
、

释兵
、

释车
、

释船
、

释疾病
、

释丧制
,

所释范围极广
,

涉及自然和社会生

活的各个方面
,

特别可贵的是着眼
“

百姓 日称
”

之物
,

充满生活气息
。

计释 1 5 0 2事
,

完全从声

训出发
,

以推求每一事物的得名之由为宗 旨
,

进行专门的系统的语源研究
。

这种做法
,

导清

人之先路
。

清戴震
、

程瑶田
、

王念孙就是受扬雄《方言》
“

转语
”

的启发
,

上继《释名》
,

开展 同

源词的研究
,

推出《果裸转语记》和《释大》两部力作
。

到章炳麟 《文始》
,

系源和推源并重
,

开创

了全而研究汉语同源字的新阶段
。

近十几年来
,

以王力先生《同源字典》为代表
,

汉语词源学

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
,

展示 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

《释名》在语言学发展史上的开创之功实不可没
,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它在训释过程中所

取得的具体成果
。

对《释名》的具体训释
,

我们不应也不能轻易下结论
,

必须既从
一

语言内部
,

又结合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细心考察
,

才能对其正确与否作出科学的判断
。

无庸讳言
,

《释名》有一些条目是说错了的
,

如《释形体》 “

腋
,

绎也
,

言可张翁寻绎也
” ,

其说令人难 以 置

信
,

而《释疾病 》 “

痔
,

食也
,

虫食之也
” ,

所言几近荒唐
。

但必须承认
,

《释名》的大多数条目含

有不同程度的科学性
,

它在语义学尤其是词源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

其一
,

正确揭示了多数合成词的同源结构
。

合成词的词源结构
,

也就是得名 由来往往比较明显
,

《释名》对合成词的推源工作多 获 得

成功
。

《释天》 “

彗星
,

星光梢似彗也
。 ”

今按
, “

彗
”

即扫帚
,

彗星尾部形状象扫帚
,

俗名
“

扫帚星
” ,

得名正以其
“

梢似彗
” 。

《释州国》 “

幽州
,

在北幽昧之地也
。 ”

今按
,

《周礼
·

职方氏》
“

东北日幽州
。 ” 《尔 雅

·

释 地》

“

燕日幽州
。 ” 《 后汉书

·

郡国志》载幽州领有琢郡
、

广阳郡
、

代郡
、

上谷郡
、

渔阳郡
、

右 北 平

郡
、

辽西郡
、

辽东郡
、

玄冤郡
、

乐浪郡
、

辽东属国
。

幽州地处北方
,

名为
“

幽
” ,

正以其
“

在北

幽昧
” 。

《尔雅》邢疏引李巡注
“

燕
,

其气深要
,

厥性剿疾
,

故曰幽
。

幽
,

要也
。 ” 《尔雅

·

释地》陆

德明《释文》 “

或云北方太阴
,

故以幽冥为 号
。 ”

二说皆可与《释名》相印证
。

《释亲属 》 “

父之弟日仲父
。

仲
,

中也
,

位在中也
。 ”

今按
,

《说文》 “

仲
,

中也
。

从人
,

从中
,

中亦声
。 ” 《礼记

·

月令》 “

仲春之月
。 ”

注
“

仲
,

中也
。 ” “

仲
”

取义于
“

中
” ,

父之弟
、

叔父之兄之所 以

称
“

仲父
” ,

是因为他在父辈中位次排在中间
。

《韩诗》 “

仲氏任只
。 ”

注
“

仲
,

中也
,

言位在 中
一

也
。 ”

“

仲 氏
”

即次女
,

虽指女性
,

而得名之由与
“

仲父
”

同
。

《释床帐》 “

屏风
,

言可以屏障风也
。 ”

今按
,

《 吕氏春秋
·

贵直》 “

其社盖于周之屏
。 ”

注
“

屏
,

障

也
。 ”

东汉李尤《屏风铭》日 : “

雍阅风邪
,

雾露是抗
。

奉上蔽下
,

不失其常
。 ”

屏风实得名于它挡

风的功能
。

其二
,

成功地推求出部分派生词所由产生的源词
。

同源词研究的理想境界是既找出词语间的同源关系
,

又能正确揭示其先后关系
,

找 出准

是源词
,

谁是派生词
。

《释名》的不少条目达到了这种理想境界
,

释词确实是被释词赖以 产 生

的源词
。

《释形休》 “

足后日跟
。

在下方著地
,

一体任之
,

象木根也
。 ”

今按
,

根
, 《说文》 “

木 株 也
。 ’



《史记
·

鲁仲连邹阳列传 》 “

蟠木根抵
。 ” 《集解》引张晏日

“

根抵
,

下本也
” 。

跟
,

《说文》 “

足踵 也
。 ”

《后汉书
·

张衡列传 》
“

陷焦原而跟止
。 ”

注
“

跟
,

足踵也
。 ” “

跟
” “

根
”

二词 古同音
,

脚后跟处于人

体最下部
,

支撑整个躯体
,

部位和作用与草木之根相似
,

二词同源
。

原始人的生活
,

即与草

木结下不解之缘
,

而有必要 有可能把足再细分为躁
、

蹄
、

跟等部位
,

当是较后的事
,

因此
,

可以肯定
, “

根
”

产生在前
,

为源词
, “

跟
”

得 名于
“

根
” ,

为派生词
。

《释姿容》 “

负
,

背也
,

置项背也
。 ”

今按
,

背
,

《说文》
“

脊也
。 ”

负
, 《礼记

·

曲礼上护负 剑 辟

鸣诏之
。 ”

注
“

负谓置之于背
。 ” 《尔稚

·

释丘》 “

丘背有丘为负丘
。 ”

背为脊背
,

负为用脊背驮
,

二

字帮并旁纽
,

职之对转
,

先有
“

背
” ,

后有
“

负
” , “

负
”

音义源于
“

背
” ,

道理至明
。

《释 言语》
“

智
,

知也
,

无所不 知也
。 ”

今按
,

知
,

《玉篇》 “

识也
。 ” 《礼 记

·

大学》
“

故好而知其

恶
。 ”

疏
: “

知
,

识也
。 ” 《孙子

·

谋攻》
“

知彼知 己
,

一

百战不 殆
。 ”

智
,

((J 一韵》 “

知也
” 。
《荀 子

·

正 名》

“

知有所合谓之智
。 ” “

智
”

古但作
“

知
” ,

故《荀子
·

臣道 》
“

有能比知 同力
。 ”

注
“

知读为智
。 ”

后别制
“

智
”

字
。 “

智
”

正从
“

知
”

分化而来
,

义取所知甚多
。

这种 派 生 方 式 王 宁 先 生 称 为
“

广 义 分

化
” 。

L

《释宫室 》 “

仓
,

藏也
,

藏谷物也
。 ”

今按
,

藏
,

《说文新附》
“

匿也
。 ”
《礼 记

·

檀 弓 上》
“

藏 也

者
,

欲人之弗得见也
。 ” 《 国语

·

郑语》 “

龙亡而荣 在
,

犊 ld( 藏之
。 ”

仓
,

《说文》
“

谷藏也
。

仓 黄 取

而藏之
,

故谓之仓
。 ” 《荀子

·

富国 》 “

垣命仓凛者
,

财之 末也
。 ”

注
“

谷藏 日仓
。 ” “

藏
” “

仓
”

从清旁

纽
,

阳部叠韵
,

二字同源
。

谷物有大量剩余
,

需修建专 门的设施 以储藏
,

是生产发展到一定

阶段才会有的事情
,

而匿藏
、

收藏之举应在人类的早期活动中就 已出现
, “

藏
”

先
“

仓
”

后
,

于理

为合
。

其三
,

虽然对先后关系的说明
,

其正确与否难以判定
,

但确实科学说明了词语间的同源

关系
。

《释名》的大量条 目对同源词 先后关系的说明
,

正确与否
,

很难判定
,

因为不少同源词的

先后关系
,

客观上就是难以 说清 的
。

但这些条 }1的释词 和被释词确实是同源词
,

这一点是可

以断定的
,

也就是说
,

它们 至少达到 了正确揭示同源关系这一步
。

《释天护阴而风曰噎
。

瞪
,

黔也
,

言云气掩翁 日光 使不明 也
。 ”

今按
,

噎
,

《说 文》 “

阴 而

风也
。 ” 《诗经

·

邺风
·

终风》 “

终风且噎
。 ”

毛传
“

阴而风 f
一

l晴
。 ” 《尔雅

·

释天》孙炎 注
“

瞪
,

云 风

瞪 日光
。 ”

鹅
,

《方言》十三
“

掩 也
。 ” 《 )一雅

·

释沽二》 “

黔
,

障也
。 ”

刘 向《九叹
·

远逝》 “

石嶙岐以豁

日
。 ”

注
“

翁
,

蔽也
。 ” 《文选 》张景阳《杂诗》 “

翁翁结繁云
。 ”

注
“

璐与噎 占字通
。 ”

璐是掩蔽
,

噎是云

气掩蔽 日光使天气阴晦多风
,

二词同音
,

确同源
,

《文选 》注所言 二字古通更为确证
。

《释形体》 “

职
,

枝也
,

似木之枝格也
。 ”

今按
,

枝
,

《 说文》 “

木别生条也
。 ”

脱
,

《说 文 》
“

体 四

服也
。

肢
,

职或从支
。 ” 《管子

·

君 臣下》 “

四肢六道
。 ”

注
“

四肢
,

谓手足 也
。 ”

人之手足四肢正如

树之 四 出枝条
, “

肢
”

甚至可用
“

枝
”

代替
,

《 尚书
·

武顺》 “

左右手各握五
,

左右足各履 五
,

日 四

枝
。 ”

注
“

四 枝
,

手足
” 。 “

肢
”

(职 )
“

枝
”

同 含
,

实同源
。

《释形体》
“

胫
.

茎也
,

直而长
,

似物茎也
。 ”

今按
,

笔
,

《 说 文》
“

枝 柱 也
。 ” 《玉 篇》

“

茎
,

枝

本
。

《说文》 日
`

草木蛛也
。
” , 《荀子

·

劝 学》 “

西方有木焉
,

名日射干
,

茎长四寸
” 。

胫
, 《论语

·

宪

问》
“

以杖叩其胫
。 ”

皇疏
“

胫
,

脚胫也
。

膝上日股
,

膝下 日胫
。 ” 《山海经

·

海内 经》 “

有赤 胫 之

民
。 ”

注
“

赤胫
,

膝 以下尽赤色
。 ”

草木直而长的支撑物为
“

茎
” ,

脚直而长的支撑物为
“

胫
” ,

头直

而 长的支撑物为
“

颈
” ,

三者 因形似而构成 同源词
, “

胫
” “

一

鉴
”

双声叠韵
。

《释宫室 》 “

亭
,

停也
,

亦人所停集也
。 ”

今按
,

停
,

《说文新附》 “

止也
。 ”

本书《释言语》 “

停
,

定也
,

定于所在么
” 《广韵》 “

停
,

息也
,

定也
,

止也
。 ”

亭
, 《说文》 “

民所安定也
。

亭有楼
。 ” 《后



汉书
·

百官志五 》 “

亭有亭长
。 ”

注引《风俗通》 “

汉家因秦
.

大率十里一亭
。

亭
,

留也
。 ”
《汉 书

·

高祖纪 》 “

为洒上亭长
。 ”

颜注
“

亭
,

停留行旅宿食之馆
。 ”

停是留止
,

亭是人停 留止 息之处
,

二词

义相因
,

音相同
,

实同源
。

其四
,

释以本字 者
,

往往能正确揭示多义词的词义引申又票
。

顾千里《释名略例》 指出
,

《释名》的体例
,

大而 言之
,

有
“

本宁
” ’

易字
”

二端
。

纯以本 字 为

释者
,

反映的不是 词语之间的相互联系
,

而是 同一词内部的不 同义项
.

这样的说解往往正确

揭示了多义词的词义引 申关系
。

《释天》
`

弦
,

月半之名也
。

其形一旁 曲
,

一旁直
,

若张 弓施弦也
。 ”

今按
,

此 以弦释弦
。

《说

文》 “

弦
,

弓弦也
。

从弓
,

象丝转之形
。 ” 《史记

·

李将军列传》
“

度不巾不发
,

发即应弦 而 洲
”

《论衡
·

四讳》 “

月中分谓之弦
。 ”

《尚书
·

)散征》孔疏
`

孩者
,

言其月光正半
.

如弓弦也
。 ”

弦本 弓

上赖以发箭之绳
,

月亮半圆
, “

一旁曲
,

一旁直
” ,

形状 与张 弓施弦正相似
,

故 即以弦为半圆月

之名
。

此由形似 而引申
。

今犹有
_

L弦
、 一

卜弦之称
,

前者指阴历初
一

七
、

初八
,

月亮缺 仁半 ; 后

者指阴厉 二
一

i
一

二
、 一

几 {
_

二,

月亮缺 乒半
。

《释亲属 》 “

弟
,

弟也
,

相次弟而生也
。 ”

今按
,

《说文 》
“

弟
,

韦束之次弟也
。 ”

段注
“

引申为凡

次弟之弟
,

为 兄弟之弟
,

为岂弟之弟
。 ”

毕沉 《释名疏证 》
`’

然则 水谊为次弟
,

假借以为兄弟
,

取

次弟之谊以为后尘者之称
。 ” 《史 记

·

循吏列传》 “
以高弟为仅相

” , “

弟
”

即次第
、

等第 之 义
。

: 左

传
·

隐公元年》 “

况君之宠弟乎
” , “

弟
”

即指弟弟
。

《尔雅
·

释亲》 “

男子先生为兄
,

后生为弟
。 ”

后

生 扮 :目次弟之
“

弟
”

为名
,

正以其承兄之后
“

次弟而生
。 ”

从次弟到兄弟
,

由性质相通而引申
。

《 释首饰》 “

收
,

夏后氏冠名也
,

言收敛发也
。 ”

今按
,

《说文 》
“

收
.

捕 也
。 ”

本义为 逮 捕
。

《诗

经
·

人雅
·

瞻卯》
“

此宜无罪
,

汝反收之
。 ”

引申为收拢
、

收敛
。

《尔雅
·

释 i占》
“

收
,

聚 也
。 ” 《 书

问
·

至典
_

要火论》 “

诸寒收引
。 ”

注
“

收谓敛 也
。 ”
《广雅

·

释器》
“

收
.

冠 也
。 ” 《仪礼

·

工 冠 礼》
“

周

弃
,

殷辱
.

夏收
。 ”

郑注
“

收言所以收敛发也
。 ”

收由收敛义引申为冠名
,

是因为冠有
`

收 敛 发
”

之功川
,

这
_

是基于用途的引申
。

具 瓦
,

释词和被释词虽不一定同源
,

但说解提示了词某一方面的特性
,

有助 卜加深人们

对词义的 J’ 解
。

《 释名》的有些条目
,

释词和被释词不一定是 同源词
,

但说解确实提示了被释词某
一

方而

的特性
,

而且这种说解极富形象性
,

对于人们深入丁解词义
,

获取深刻的印象
,

大有帮助
。

《释姿容》
“

望
,

茫也
,

远视茫茫也
。 ” “

茫
”

未必是
“

望
”

的同源词
,

但
“

远视茫茫
” 1〔状出

` 必牡
”

的特点
。

表眼睛动作的词
,

除
“

望
”

外
,

还有
“

视
” “

见
” “

观
” “

察
” 。 “

视
”

相当现代汉语的看
,

多指

看近处的东西
,

如《左传
·

庄公十年》 “

吾视其辙乱
,

望其旗靡
” 。 “

见
”

是看见
,

强 调
“

视
”

的 结

果
,

如《礼记
·

大学》
“

心不在焉
,

视而不见
。 ” “

观
”

是有 目的地看
.

如 《左传
·

禧公二十 三 年》

“

甲丫共公闻其骄胁
,

欲观其裸 ; 浴
.

薄而观之
。 ” ` ’

察
”

是仔细看
,

看清 楚
,

如《 孟 子
·

梁 惠 王

土 》
`’

明足以察秋毫之
一

打
, 。

而
“

望
”

则指向远处看
,

如 《诗经
·

卫 风
·

氓 》 “

乘 彼 桅 垣
,

以 望 夏

关
。

不见复关
,

泣涕涟涟
。 ”

《荀子
·

解蔽》 “

从山下望木者
,

十初之木若著
。 ”

以
`

茫
”

释
“

望
” ,

把

“ 挂
”

是向远处看这一特点凸现出来
,

显示 了
“

望
”

与同类词的区别
。

《释 言语》
“

念
,

粘也
。

意相亲爱
,

心粘著不能忘也
。 ”

按
,

此
“

念
”

与
“

忆
” “

思
”

相 次
.

指 思

念
、

“

粘
”

未必 与
“

念
”

同源
,

但用来说明思念的情状
,

确实出神入化
。

《说文》
“

念
.

常思也
。 ” 《别

赋 》 描写夫妇别离后妻子的思念之情
,

这样写道
: “

春宫朋此青苔色
,

秋帐含兹明月 光
。

夏 覃

清兮昼不暮
,

冬钉凝兮夜何长 ! ”

春夏秋冬
,

自天黑夜
,

无时不在心中
,

无时不在思念
,

此正
“ 公枯著不能忘

”

的最好注脚
。

《释名》的说解生动形象地揭示 了
“

念
”

的词义特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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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兵》 “

盾
,

遮也
。

跪其后
,

避刃 以隐巡也
。 ”

按
,

此以
“

巡
”

释
“

盾
” ,

正确说明了盾的功用
。

《 易
·

趣 》疏
: “

邂者
,

隐退逃避之名
。 ” 《说文》 “

盾
,

麟也
,

所 以扦身蔽 目
。 ” “

盾
”

亦 写 作
“

循
” 。

《韩非子
·

难一》 “

楚 人有寰循与矛者
,

誉之 曰
: `

吾循之坚
,

物莫能陷也
。 ’

又誉其矛 日
: `

吾 矛

之利
,

于物无不陷也
。 ’ ”

矛与盾作用恰相反
,

矛 以攻人
,

追求的是
“

于物无不陷
” ,

盾 以护身
,

追求的是
“

物莫能陷
” 。 “

避刃 以隐遨
, ”

隐蔽 身体
,

逃避刀箭
,

正是造盾的本意
。

除上述五端外
,

《释名》还有与《说文》 《尔雅》相证发
、

保留古训古义等其它方面 的实 际 价

值
,

这些方面今人 已有沦列
,

兹不赘述
。

《释名》以声 训为书
,

卓然树 立 于训沽之林
。

远在汉代
,

它就开创了以语言学方法从事训

沽研究的进步传统
,

异词源学专门研究之先路
。

它在中国语
一

言学发展史
_

上的重要地位不容抹

煞
,

应得到正视和承认
。

它深入探求事物得名之由
,

在 同辣
、

词义研究方面取得 的 具 体 成

就
,

今天仍有实用价位
,

在今天科学的汉语词源学
、

语义学研究中仍能 发挥作用
。

同时
,

它

从广阔的范围反映
一

r 汉代的
厂

隆会文化景观
,

为研究古代文化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
。 `

言决

不是作用不大之书
。

拂去历史的尘埃
,

便可见到它闪光 的价值
。

深入友细整理
,

让它充分发

挥在语言学和文化学研究方面的作用
,

尚待我们不断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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