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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传释词 》 黄侃批语略评

杨 合 鸣

黄侃先生在 《经传释词 》 天 头之上所作 的批语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

本文从 以下四个方面作 了全面阐述
:
一是谈引申

。

实词虚化 的途径之 一是词义的引

申
。

对此前贤少有论及
。

黄先生揭示 了一条重要的词义演变规律
,

即由实词义引申

出虚词义
。

这对探求虚词义的来源很有启迪作用
。

二是论通假
。

虚词通假现象前人

虽有论及
,

但语焉不详
。

黄先生运用
“

声近义通
”
的原理

,

揭示 了虚词
“

数义所 由

生
”
的奥秘

。

明乎此
,

可收到执简驭繁
、

事半功倍之 效
。

三是作 申补
。

黄先生对

《释词 》 未尽未明之处均作 了申补
,

如 申补异体字
、

省文
、

本字
、

义通之理等
。

这对

准确地理解虚词义颇有助益
。

四是正讹误
。

黄先生订正 《释词 》 失误多处
,

皆有理

有据
,

令人信服
。

这有助于推动训话学的发展
。

王引之 嘴
.

经传释词 》 (简称 《释词 》 ) 是一部研究虚词的专著
,

对阅读先秦
、

两汉典籍颇有助益
。

岳麓书

社重刊的 《释词 》 天头之上
,

附有黄侃先生的批语多达 2 85 条
。

这些批语犹如吉光片羽
,

弥足珍贵
。

或谈引

申
,

或论通假
,

或作申补
,

或正讹误
,

几不精辟独到
,

令人读后解颐
.

兹略评如次
,

以飨读者
。

一
、

谈 引 申

虚词的来源主要有二
:

一是假借而来
.

许慎说
: “

本无其字
,

依声托事
.

吻如
“

而
”

的本义为
“

胡须
” ,

假

借为连词
“

而
” 。

二是引申而来
。

实词虚化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
。

虚化的重要途径即是词义的引申
。

对此
,

前贤少有论及
。

黄侃先生在批语中揭示了一条重要的词义演变规律— 由实词义引申出虚词义
。

这一理论具

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

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研讨与阐发
。

《释词 》
: “

与
,

郑注 《礼记
·

植弓 》 曰
: `

与
,

及也
。 ’

常语也
。
”
黄侃批语

: “

与
, 《说文 》

: `

党与也
。 ’

故

引申有相连及之谊
。 ” “

与
”

何以会有连 词
“

及
”
义呢? 段玉裁

“
与

”
字下注

: “

会意
.

共举而与之
。

异
、

与皆

亦声
。

呻
“

与
”
字从异从与

,

可知其本义为共举
、

参与
。

《说文 》 所训
“

党与
”
当为引申义

。

由本义几人共举
、

参与引申出
“

党与
” ,

而
“

党与
”
之间必然勾连甚紧

,

故又引申出连词
“

及
”
义

.

黄先生此说诚为卓见
。

《释词 》
: “

因
,

由也
。

声之转也
。

《书
·

禹贡 》
: `

西倾因桓是来
。 ’

常语也二
”

王氏谓
“

因
”

有介词
“
由

”
义

是
“

声转
”
之故

,

恐未确
.

黄侃批语
: “

《说文 》
: `

因
,

就也
。 ’

引申有因由之谊
。 ” 《说文

·

口部》
: “

因
,

就

也
.

从口大
。 ”

据研究
,

口是地面
,

大是人形
,

会意为人躺在草地上
。

可知
“

因
”
实乃

“

茵
”
的初文

.

人不能

老是躺在草地上
,

总得由地上爬起来
,

于是引申出介词
“

由
”
义

。

黄先生此论要优于王氏之训
。

《释词 》
: “

郑注 《考工记 》 曰
: `

已
,

太也
,

甚也
. ’

亦常语也
。

或作
`

以
’ 。

文五年 《左传》 : `

底曰
:

以

刚
. ’
是也

. ”
黄侃批语

: “
立于午望前

,

谓之 巳
.
望后

,

谓之未
。

已甚训
,

亦由已午之已引申而有过谊
。 ”

“ 已 ”
确含副词

“
太

” 、 “
甚

”
义

。 《广韵
·

止韵》
: “

已
,

甚也
。 ” 《诗

·

唐风
·

蟋蟀 》
: “
无已大康

。 ”
(毛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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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
,

甚
, ”

《管子
·

戒 》 : “

好善而恶恶已甚
, ”

尹知童注
: “
已犹太也

’ “
已

` ’

之
“

太
” 、 “

甚
”

义何从 而来? 黄

先生谓
“

由巳午之 巳引申
”
而夹是有道理的

,

已与已古为一字
。

《释名
·

释天 》 : “
已

.

三也
. 。 ”

炙的补 纸蔺 》 :

“
一

占已午之 已
,

亦读如已矣之已
。 ”
徐鼎云

. “

今就班 履 育反书》
、

许慎 《说文 》
,

及永康以前汉碑之 义行之
.

狄

可知巳午之 巳
,

即终已之 已
。 ·

一汉魏通儒皆以已午之 己取终已为义
” ⑧古代以干支纪 日

“

望
”

通常指夏历

每月十五 日
。 “

望
“

为
“

午
” , “

午
”
前即为

“
巳

” . “

午
”

后即为
“

未
” 。 “

已
”
日过完即为

“

午望
” “

己
” ,

“

大
”

.

“

甚
“

义正是由
“
已

”

引申而来
。

黄先生此论极为精当
。

节先 生在批语中谈及弓!由者有多条
、

欲不俱列
。

读者可据此说去探大虑词义之 由夹
。

忆悦汁虫类心通 筱

益韭浅

二
、

论 通 假

实词通假的现象极为 ,4’ 见
,

自不待言
。

虚词可否通偎呢? 回答是肯走的 对此
.

清代学者虽有论及
,

但

均不如黄先生在批语 中论述得全面而深刻
。

其术语有
“

声借
” 、 “

声通
”

、 “

借为
” 、 “

某宇之借
” 、 “

太字为某
”

等
。

由批语可知
,

黄先生论通假是据以下四种条件
:

一是音周通假
.

通假字与本字言音完全相同
。 《释词 》

: “

与
,

语助也
。

嘻二十三年 《左传》 曰
: `

天有大

功而无贵任
,

其人能靖者与有几 ?
’

言能靖者有儿也
. ”

黄侃批语
: “

此借为软
。
”

本字为
“

软
” 。 “

与
”

、 “

欲
”

音

同
,

故可借
“

与
` ’

为
“

钦
” 。

二是双声通假
。

通假字与木字声母相同
.

《释词 》
: “
曰

,

犹
`

为
’

也 ,
谓之

.

也
。

若 《书
·

洪范 矛
` 一 巴泳

,

二 曰 火
,

三 曰木
.

四口金
.

五曰土 之属是也
。

故桓四年 炙谷梁传 》
, `

一
为吃豆

,

二 为宾客
,

二为充君之

府
” .

《公羊伶奋
`

为
’

作
`

曰
’ 。 ”

黄侃批语
: “ `

臼
’ `

为
,

声近义通
, ` ’

本字为
“

为
” 。 “

曰
` ’

属 匣母月部
,

“

为
”

属匣母歌部
,

两字有母相同韵为对转
,

故可借
“
曰

”

为
“

为
” 。

之释词 》 “

与
,

犹
`

以
`

也
。

《易
·

系辞

传 》 曰
: `

是故可与酬醉
、

可与枯神也
。 “

黄侃批语
: “

此为借声
` “

本 字为
“

以
” 。 “

与
”

属喻件 势书
. “
以

弓

属

喻母之部
,

两宇声母相同
,

故可借
“

一

有
”

份
“
级

” ,

三是叠韵通假
。

通假字与本字韵母相同
。

《释词 》 : “

转
,

犹
`

如
’

也
,

昭三年 《左传 》 曰
: `

今婆宠之丧
,

不敢择位
,

而数放守适
。 ’

言数如守适也
. 钾
黄侃批语

: “ `

龄
’

训
`

如
`

者
,

即
`

如
’

之借
。 ”

太字为
“

如
” _

“

成
,

属影 母鱼邝
. “

如
”

属 口丹鱼部
.

两宋韵母相同
.

故可借
“

望
”

为
“

分
` ,

`释同 》
: “
已

。 盯

又河也
。

《书
·

大话 》 曰
: `

已 尾
予惟小子 !

’

某氏 《传 》 曰
: `

已
,

发端叹辞也
。 夕 ”

黄侃批语
: “ `

已
’

叹词
.

乃
` !乡

’

之借
”

不字为
“
唉

” 。 “
己

”

属喻母之邻
, “

唆
’ `

属影 母之 部
、

两字韵母相同
,

故了借
“
已

’ .

为
“

唉
” 。

四是音转通假
.

通假字与本字韵母对转
、

旁转或通转
。

竺释词 》
: “

淤
,

犹
`

为
’

也
。
丈礼记

·

郊持牲 》 二

`

扫地而祭
.

龄其质也
。 ’

又 曰
: `

祭夭
,

扫地而祭焉
.

毅其质而己矣
。 ’

皆谓为其质不为其文也
。 ”

黄侃批语
:

`

龄
’ `

为
’

声通
.

此
`

焚
’

即
`

为
’

之借
。 ”

本字为
“

为
” 。 “

转
”

属影母鱼部
, “

为
”

属匣母歌部
.

两字韵

份元弯相芍
,

只是韵尾发音部位不同
.

此 为通转
,

故可借
“

淤
”

为
“

为
” 。

《释词 》
: “

能
,

犹
`

而
’

也
`

能
’

与
`

而
’

古声相近
,

故义亦相通
。 《诗

·

芫兰涂 曰
: `

虽则佩从
,

能不我知
。 ’

能当读为 “勺
。

黄侃批语
:

`

能
’ 、 `

而
’

皆
`

乃
’

之借
。 ”

本字为
“

乃
” 。 “

乃
”

含连词
“

却
”

义
。 《诗

·

郑风
·

山有扶苏》
“

不见子打

乃见狡童
。 ”

杨树达 《词论 》
: “
乃

,

与 口语
`

却
’

同
。 ” “

乃
”

属泥母之部
. “

而
”
属 日母之部

, “

能
”

属泥母蒸

部
。 “

而
”

与
“

乃
”

两字声母相近韵母相同
,

故可借
“

而
”

为
“

乃
” ; “

能
”
乌

“

乃
” ,

两字声母相 同韵为对转
.

故亦可借
“

能
”
为

“

乃
”

。

(释 词》
: “

《 吕氏春秋
·

异用》
、

《离俗) 二篇 《注 》 并曰
: `

徒
,

但也
。 ’

常语也
。 ”

黄侃批语
; “ `

徒
’

之训
`

但
’ .

乃引申谊
。 `

特
, 、 `

但
’ 、 `

徒
’ 、 ’

直
一

`

独
’

五字
,

皆
`

止
’

之引比 假借
。 ` ’

本

字为
“ _

}
仁

” 。 “

止
”
的本义为

“

足
” ,

引申为
“

止息
” ,

虚化为副同
“

只
”

。 “

止
”

属端母之部
, “

徒
”

属定母鱼部
,

“

含
”

属定母元部
·

“

特
”
属定母职部

, “

直
”

属定母职部
·

、

`

独
”

属定母屋部
。 “

徒
” 一

叹旦
’ 、 “

蛋爹
`

、 “

直
” ,

“

独
一

与
“

止
”

声母相近
,

而且
“

特
” 、 “

直
“

与
“

止
“

韵为对转
,

故可借前五字为
“

少 一

黄先 生运用
“

声近义通
”
的原理

,

揭示了虚词
“

数义所由生
’ `

的奥秘
。

读者若明乎此
.

便可执简取繁
,

收

到事半功倍之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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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作 申 补

《释词 》 的训释有未尽未明之处
,

黄先生在批语中则予以中补
。

申补的内容极为丰富
,

大致包括以下几牛

方面
:

一是申补异体字
。 《释词 》

: “

洲
,

《尔雅 》 曰
: `

划
,

祝也
。 ’

常语也
. ”

黄侃批语
: “ 《说文 》 作

`

张
少 。 ”

《说文
·

矢部 》 : “

张
,

况也
,

词也
。

从矢
,

引省声
。

从矢
,

取词之所之如矢也
。 ”
段玉裁注

:

“

今俗所云 已如是
,

况又如是也
。

《 尚书 》 多用张字
,

俗作月
。 ” “

娜
”

与
“
张

”
为异体字

。

二是 申补省文
。

《释词 》 : “
如

,

犹
`

不如
’

也
。

隐元年 《公羊传 》 日 : `

母欲立之
,

己杀

之
,

如勿与而已矣
。 ”

何 《注 》 曰 : `

如即不如
,

齐人语也
。 夕 ”

黄侃批语
: “
此省言

`

不
’
耳

` ,

何注欠切
,

王训亦欠明
,

黄侃先生申补
“

省言
`

不
’ ”
三字

,

至确
。

古汉语中确有语急而 省文

例
。

如 《左传
·

庄公二十二年 》 载
:

陈公子完避祸奔齐
, :齐侯欲使公子完为卿

,

公子完辞之
,

说
: “

敢辱高位以速官谤
” .

意谓
: “
不敢处此高位而招致公众非议

” 。 “

敢
’ ,

乃
“
不敢

”
二字之

省
。

可见
,

黄先生谓
“

如勿
”
之

“
如

”
省

“

不
”
是符合语言实际的

,

三是申补本字
。

《释词 》 : 丫惟
,

发语词也
。

《书
·

票陶漠 》 曰
: `

惟帝其难之
。
’
字或作

`

唯
’ ,

或

作
`

维
, 。

家大人曰
:

亦作
`

虽
, 。 ”

黄侃批语
: “

唯
.

哎说文 》 诺也
。

盖但取吉气
,

放亦引中为发语词
.

作
`

惟
’ 、

作
`

维
’ 、

作
`

虽
’ ,

皆假借
。 ”
王氏未指明何为本字

,

笼纤 训释
,

脉络欠嘴
.

黄先生指出
“

唯
’ `

为本字
,

甚 是
。 “

唯
”
字从 口

,

本义为
“

应诺
” ,

引申为发语词
,

而
“

惟
” “

维
” 、 “

虽
”
皆为通假字 哎释词 》 : “

币犹
`

则
’

也
。

《易
·

系辞传 》 曰
: `

君子见几而作
,

不俊终日
。

言见儿则作也
。 ”
黄侃批语

: “ `

则
’

为
`

曾
’

之

借
, `

而
’

为
`

乃
’

之借
. `

乃
’ `

曾
’

义近
。 ” “

则
”

的太字为
“

曾
” , “

而
”
的本字为

“

乃
” . “

乃
“ 、 “

曾
”

义近
,

故
“

而
”
可训 作

`

卿
, 。

四是申补 义通之理
。 《释词分

: “

其
.

犹
`

之
’

也
,

《书
·

盘庚 芳曰
: `

不 J丈或粉
,

自怒易稼 ?
’
… …

`

其
’

与
`

之
’

同 又
·

记
`

其
`
’

可训
`

之
’ , `

之
’

亦可训 为
`

其
’ .

”
黄侃批诱

· “ `

其
’ ,

本字为
`
卜

’ ,

指事之词
。

`

之
’ ,

木字为
`
·

者
’ ,

别事之词
。

故
`

其
’

与
`

之
’

通训
。 ”

这里黄先生提出了两条新见
,

有别于通行的肖法
,

很值得深究
。

梦一
, “

其
”

的本字为
`
卜

’ 。

《说交
·

心部 》
: “

卜
:

钩识也
。 ”
段玉裁注

“

钩识奢
,

用钧表识之

处
。 ’ `

可勿
“ 卜 ”

为拼享之词
“

其
”

与
“
卜

”

同属 见母
.

故可供
“

其
”

为
“
卜 ”

。

其二
, “

之
”
的本字为

“

者
” 。

长说文
·

!兰部
“

者
,

别事词 巳
。 ”

段玉钱注
“

言主于别事
,

则言者以别之
。 ” “

者
”
为诱事冈

,

兼含指

示
、

指代作用
。

如
“ ·

必老
“
之

“

者
”

即指代人
。 “

之
”

与
“

者
”
门属厂 母

.

故可借
“

之
”

力
“

者
” 。

既 然
“

其
” 、

’

之
”

均有寸日赶作尼
,

故两字可以通 训
。

《释词 》 : “

所省
,

指 靠之词
。

若
`

视其所以
.

观其所由
’

之属

是也
。

常语也
’ ,

黄侃批婚
: “ `

所
’

本音许
。 , · ·

…若读齿齐
,

则
`

斯
’

之借
,

实当作
`

此
’ ,

是
。 ” “

所
,

井无

论是单用还 是组 成产
一

字绘 构
,

均有 明显的指代性
。

如 之礼记
·

哀公问 》 : “

求其当欲
,

不以其所
。 ”
郑玄注

:

“

所
,

道也
、 ’ `

戒斯达疏
“

不 以其道而侵民
” “

所
”

指代
“

道
” 。

《左岭
·

庄公 十年 》
: “

衣食所安
,

弗敢专也
。 ”

“

所
’

指代
“

衣食
” 。 “

阱 ”
何以会有指代柞用呢乍 黄先生 。兑是 借为

“

场
” 、 “

贡
’ `

之粉
,

其论颇新
。 《释词 》 :

“

所
,

犹
`

可
”
赴

一、 。

: 晏子春秋
·

杂篇 》
: `

圣人非所与嬉也
。 ’

非犹
` ’

也
。

言圣 人不可与戏也
, ”

黄侃批语
:

飞

所
, 、 `

何
’

」

舞近
。 `

何
’

音衍 于
`

可
’ ,

故
`

所
’

训
`

可
, 。 ” `

所 何以会有
“

可
”
义 ?

“

所
”

属 山母鱼部
.

“

何
”

属匣母歌邓
`

可百字韵通转
.

而
“

何
”

字从
“

可
” ,

两字誉近
,

故可借
“

所
”

为
“

可
” 。

黄先生此说诚然有

理
。

四
、

正 讹 误

代释词 》

条以见一斑
。

《释词 分
:

释义虽精
,

但失议亦不能免
,

黄先生在批语中订正其误多处
,

皆有理有犷 令 人信服
。

兹撇录侧

`

为
.

犷
一 `

打
’

也
。

《孟子
·

蜓惠王 》 篇 曰
`

克告于君
,

君为来见也
。 ’

赵 挤注 》 犯
: `

君将欲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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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也
.”

黄侃批语
: “

此
`

为
’

为
`

欲
,

之借
,

赵曰
`

君将欲来
’ ,

以
“

欲
,

释
`

为
’
也

。

《史记 》
`

为欲置酒见

之
’ , `

为欲
,

复语耳
. ”
赵岐训

“

为
”

为
“

将欲
” 。

王氏取
“

将
”
而舍

“

欲
” ,

黄先生取
“

欲
”
而舍

“

将
” .

孰

是孰非? 当以黄先生之训为宜
.

其实
,

赵注之
“

将
”
只是愈会之词

,

并非
“

为
”
含有

“
将

”
义

.

古文自有同

义复语
,

如
“

单厚
” 、 “

咸和
” 、 “

恫恐
” 、 “

劳苦
”

等等
.

黄先生所引 《史记 》
“

为欲置酒
”
亦即一例

。

可见
,

“

为
”

与
“

欲
”
义同

,

故以
“

欲
”
训

“
为

”
不为无据

.

《释词 》 : “

言
,

云也 ; 语词也
。

语言之
`

言
,

谓之
`

云
’ ,

语词之
`

云
,

亦谓之
`

言
” .

《诗
·

葛草 》 之
`

言告师 氏
,

言告言归
。 ’ 一

一而毛郑释 《诗》 悉用 《尔雅 》
`

言
,

我也
,

之训
,

或解为言语之言
.

撰之文义
,

多所未安
,

则施之不得其当也
. ”

黄侃批语
: “ `

言
,

训
`

我
,

者
,

引申以为语词
。

犹
`

我
,

本施身自谓
,

引

申以为语词也
. ”
王氏训

“

言
”

为语词是对的
,

但将毛
、

郑之训混为一谈则欠周全
。

《郑笺 》 谓
“
我 (代词 ) 告

师氏
”
固非

,

但 《毛传》
: “

言
,

我也
”

与 《尔雅 》 训同则不能视作代词
.

章炳麟云
: “ 《释话 》 云

: `

言
,

间

也
。 ’

又云
: `

言
,

我也
. ’

《诗 》
`

言告师氏
,

言告言归
’ ,

以今观之
,

自可训间
。

而 《传》 训我
,

盖亦与训间

同
.

此类语词
,

凡以助唇吻之发声转气
,

非有实义
. ” 。 黄掉也说

: “ (传 》 从 《释话》 训言为我者
,

诗中如
`

我班我理
, , `

我任我荤
,

我车我牛
’
之类

,

我皆语词
.

则以言为我
,

亦语词耳
.

峋此说诚然
.

王氏训
`

我
”
为

代词远不如黄先生训
“

我
”
为语词为确

.

《释词》
: “

以
,

犹
`

谓
’
也

。

《礼记
·

植弓》
: `

昔者吾有斯子也
,

吾以将为贤人也
, ’

言吾谓将为贤人也
。 ”

黄侃批语
: “

此条诸
`

以
’

字
,

皆
“

以为
”
之省耳

。 ”
王氏训

“

以
”
为

“

谓
” ,

施之于文欠安
.

在先秦
, “
以

”

含
“

以为
” 、 “

认为
”
义

.

如 《战国策
·

齐策》
: “

皆以美于徐公
”
即

“

都以为比徐公美
” 。

黄先生训
“

以
”

为
“

以

为
”
甚合文意

。

《释词 》
: “

作
,

始也
。

家大人曰
: `

作之言
`

乍
’

也
,

乍者
,

始也
。

《诗
·

朋传 》 曰
: `

作
,

始也
。 ’ 《书

·

泉陶》 曰
: `

恶民乃粒
,

万邦作 义
. ’ `

作
,

与
`

乃
’
对文

.

言悉民乃粒
,

万邦始治也
. ”
黄侃批语

: “ `

作
’

亦
`

曾
’
之借

. `

曾
’ `

乃
’

一声之转
。

故
`

作
,

当训
`

乃
’ . ”

王氏此训其误有二
:

《毛传 》 训
`

作
,

为
“

始
”
并

非
“
开始

”
之义

.

《诗
·

鲁
·

颂
·

期 》
: “

思马斯作
.
”

陈央 《传疏 》 云
: “

毛以始训作
,

意亦当尔
.

《笺 》
: `

作
,

谓牧之使可乘驾
’
亦与毛义相成

.

盖马先作弄四足者
,

正是调习之状
。 ·

“ “
·

《说苑
·

指武篇 》
: `

造父王良不

能以敝车不作之马趋疾而致远
. ’

亦与调习义同
. ”

意谓
“
马儿娴熟

” .

王 氏视
“
始

”
为

“
开始

” ,

实误
. “

作
”

与
“
乃

”
既为对文

, “

作
”
当训

“
乃

” ,

亦不当训
“
始

” .

足证黄先生谓
“ `

作
’

当训
`

乃
’ ”
甚为精确

。

以上对 《释词 》 黄侃批语仅略徽作了一些阐述
.

由此不难看出
,

黄先生的这些批语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及实用价值
.

撰写此文
,

旨在阐述黄侃先生的学术成就
,

使之发扬光大
.

注 释
:

① 《说文解字
·

叙 》

② 《说文解字注 》

③ 《读书杂释 》

④ 《正名杂义 》

⑤ 《诗疏平议 》

(本文贵任编辑 张炳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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