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论语! 的新读# 都经不
起审句例即考察分布的检验 #

也不符合语言的社会性原理$

我们进行这一番论证的意
义在于# 以往对这样的论文需
要逐一批驳% 如果我们的以上
论证经过讨论完善成为共识 #

则可毕其功于一役# 无须再劳
神费力# 对这类论文一一予以
驳正了$

与这一做法成功的

概率近于零相反 !

用审句例即考察分

布的办法来纠错 !

成功的概率极高

我们说这一做法不大可
能成功 # 还可从概率方面来
算算 $ 这一做法的第二步 #

经常采用 &字词置换 ' 的办
法 $ &字词置换 ' 是指 # 先
是认为古籍中某句有误 $ 然
后 # 或换字 # 即说句中某字
应为某字之误 # 或应读为某
字 (如有人说 &民可使由之 '

的 &由 ' 应读为 &游 '# 即让
人民有迁徙的自由 )% 或不换
字 # 但说该字应理解为另一
意义 # 实际上是换词 (如说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 的
&女' 音

!!

# 表示第二人称)$

语言学常识告诉我们 #

一句话构成一个线性的 &组
合 ' # 组合上每一环都有若
干可换的词 # 构成一个 &聚
合 ' $ 如 &小明今天在学校
读 书 ' 这 一 组 合 中 # &学
校 ' 可换成 &图书馆 ' &家
里 ' &河边 ' 等 $ 但是 # 组
合是不自由的 # 聚合是有限
的 # 也是不自由的 % 也即 #

分布是不自由的 # 有序的 $

如 # 不能说 * &小明今天在
筷子读书 ' &小明今天在稿
件读书'$

语言是一个秩序井然的
系统 # 它不像一堆土豆+++

随便拿掉一点不要紧 # 挪动
其中一些土豆的位置也不要
紧 % 语言类似于钟和表+++

不能随便拿掉其中的齿轮和
发条 # 也不能随便置换齿轮
和发条$

当原句经共时语言的全
面考察而文从字顺时 # 由于
&分布的不自由 ' 对研究者想
要进行字词置换的语法位置
的词的数量有着极大限制 #

这是一个低概率 (即 # 原句
文从字顺 # 说明某一语法位
置上研究者认为 &错了 ' 的
字词恰恰是能够进入该 &聚
合 ' 的少数词之一 # 这种可

能性较低 )% 而研究者想要进
行字词置换的词本身也受到
极大限制 (如须与被换字词
形近 , 音近等 )# 这又是一个
低概率 % 由于在原句文从字
顺情况下还要进行字词置换
的学者 # 往往是从情理 , 思
想入手来选择置换词的 # 这
势必限制了他的选词范围 #

这又造成了一个低概率 # 而
这三类字词 (能进入该语法
位置的词 , 与被换字词形近 ,

音近的字词 , 符合研究者期
待的字词 ) 由于数量少而势
必难以重迭难以交叉 # 所以
这 种 字 词 置 换 是 绝 难 成 功
的+++不成功 # 指的是通不
过 &审句例' 的检验$

而当原句经共时语言的
考察幷非文从字顺也即所谓
&不词 ' 时 (即 # 原句不文从
字顺 # 说明某一语法位置上
研究者认为 &错了 ' 的字词
确实错了 # 它是不能进入该
&聚合 ' 的 ) # 在进行词语置
换之后原句经共时语言的全
面考察而窒碍顿消因而文从
字顺之后 # 同样由于 &词的
不自由 ' 对字词置换的语法
位置的词的数量有着极大限
制 # 也同样由于研究者进行
字词置换的词由于必须形近
或音近因而数量上也受到极
大限制 # 因而可以证明置换
之 后 的 字 词 就 是 这 两 条 线
(该语法位置上可以出现的
词 , 与被置换字词形近或音
近的字词 ) 交叉点上的那一
字词 # 因而 * 一 , 大大压缩
了需要考察的范围从而大大
降低了考察的难度 % 二 , 其
正确性也由此更加得以确立$

例如 #

"#$%

年浙江全省
学 校 推 广 传 唱 "大 禹 纪 念
歌 !# 其中有段歌词 &岂不怀
归 - 念此象庶 # 嗷嗷待哺 ' #

&念此象庶 ' 一句完全不通
(据说有 &古汉语专家 ' 解释
歌词 # 不知他是如何解读这
句的 ) # 因而著者怀疑其中
&象 ' 为 &衆 ' (众 ) 因形近
所致之误 $ 当著者所写文章
发表在 "东方早报 ! 时 # 原
作 者 的 儿 子 也 撰 文 发 表 于
"钱江晚报 ! # 指出应为 &念
此众庶 '# 并附有发表原曲谱
的

&'(

文档照片$

通过审句例检验不能文
从字顺的 # 较为容易进行字
词置换 # 而且字词置换的成
功率很高 $ 已经通过审句例
检验而文从字顺的 # 再进行
字 词 置 换 # 必 然 归 于 失
败+++可见字词置换能否成
功 # 完全取决于原句是否文
从字顺 % 而这一常见做法的
作者并不在意原句是否文从
字顺 # 而在乎原句所表达的
意义是否合乎他的所谓情理 ,

义理 # 而且放弃了至为关键

不可或缺的 &审句例 ' 即考
察分布的程序 # 其劳师袭远
的结果# 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 一 做 法 不 审 句

例 ! 也就是不符合

语言的社会性原理

审句例的展开# 正是建立
在语言的社会性之上的+++任
何语言现象 # 都不是孤立的 #

绝无仅有的$ 这一常见做法缺
失了审句例即考察分布这不可
或缺的一环# 也就意味着经不
起语言的社会性原理的检验$

例如有位学者说 "史记.

高祖本纪 ! 中 &与父老约法
三章 ' 的 &约 ' 不是 &约定 '

义 # 而是 &简省 ' 义 % &与 '

是 &为 ' % &与父老约法三
章 ' 就是 &为父老简省秦朝
的酷法 (为 ) 短短的三条 ' $

但是 "史记 ! 中 &与
)

名词性
成分

)

约 ' 格式的句子比比皆
是 # 其中 &约 ' 都是 &约定 '

的意思 $ 如 *

我闻赵高乃与楚约 ! 灭

秦宗室而王关中 " (!秦始皇

本纪 "#

项王乃与汉约 ! 中分天

下! 割鸿沟以西者为汉! 鸿沟

而东者为楚" $!项羽本纪"#

根据语言的社会性原则 #

在作者没有从语言内部找出强
有力证据证明 &与父老约法三
章' 是例外之前# 我们只能将
其中的 &约' 理解为 &约定'$

又如 # 台湾有位学者从
&体会孔子一生忧世忧民的苦
心 ' # 悟出 "论语.里仁 ! 的
&朝闻道 # 夕死可矣 ' 为 &如
果有一天能够听到天下已太
平 # 马上死去也愿意 '% 而非
杨伯峻先生所译 &得知真理'$

其实 &闻道 ' 也是一常用短
语# 先秦汉语中常有所见$ 用
杨伯峻先生所译 &得知真理 '

解读 # 则无不合 % 若用所谓
&听到天下已太平 ' 解读 # 则
往往窒碍难通$ 如*

上士闻道! 勤而行之# 中

士闻道 ! 若存若亡 # 下士闻

道! 大笑之"$ $!老子" 四十

一章#

野语有之曰! %闻道百以

为莫己若 & 者 ! 我之谓也 '

$!庄子%外篇%秋水"#

陈鼓应先生的 "老子今注
今译! 译这两段话为*

上士听了道 ! 努力去实

行 # 中士听了道 ! 将信将疑 #

下士听了道! 哈哈大笑"

俗话说 ! (听了许多道

理 ! 总以为谁都不如自己 & !

这就是说我了'

我们不妨把 &得知真理 '

&听到天下已太平' 都 &带入'

这两段*

上士得知真理# 努力去实
行% 中士得知真理# 将信将疑%

下士得知真理# 哈哈大笑$

俗话说# &得知了许多真
理 # 总以为谁都不如自己 ' #

这就是说我了$

上士听到天下已太平# 努
力去实行% 中士听到天下已太
平# 将信将疑% 下士听到天下
已太平# 哈哈大笑$

俗话说# &听了好多次天
下已太平# 总以为谁都不如自
己'# 这就是说我了$

&努力去实行 ' 什么呢 -

实行 &道'# 实行 &真理'# 都
没有问题 $ 实行 &天下已太
平' 呢- 这样一比较# 正误立
判$ 这一做法不符合王引之所
强调的 &揆之本文而协# 验之
他卷而通 '# 也即不符合语言
的社会性原理$

语感不可或缺 ! 但

过分相信语感而省

略 "审句例 # 则不

可取

语感是须臾不可或缺的 #

著者从来十分强调语感的重
要$ 我们所不倡导的# 是因过
分相信自己的语感而舍弃了考
释古代疑难词句同样不可或缺
的关键工序+++审句例# 也即
分布的考察$ 我们常可看到上
述这一做法的作者# 在完成了
他的三步曲之后# 也还会不忘
记写上一句* 照我们这样的解
释# 完全是文从字顺的# 豁然
开朗的 # 疑窦涣然冰释的云
云$ 问题是# 你觉得文从字顺
豁然开朗疑窦涣然冰释就真的
通得过审句例的检验了吗-

作者的祖父杨树达先生 #

在其 "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 !

中有 "/孟子0 &台无馈' 解!

一文 # 说 "万章下 ! 第六章
&盖自是台无馈也 ' 的 &台 '

当读为 &始 '$ 在未审句例之
前# 谁会觉得 &盖自是始无馈
也' 会不文从字顺呢- 但审句
例的结果却有些遗憾$ 在 "孟
子! 成书年代的语言中# &自
是

)

主谓结构 ' 格式的句子是
较为常见的 (汉儒解释 &台 '

为 &贱官主使令者 '# 则 &自
是台无馈 ' 恰属于 &自是

)

主
谓结构' 格式)# &自是

)

非主
谓结构' 格式的句子则极为罕
见 $ 而且 # &始无 ' 这一短
语 # 南北朝以后才见诸文献
(见笔者新著 !孟子新注新译"

!"#$%&

!考证 "& 北京大学出

版社
&"!'

年底出版)$

为何连大师级人物的语感
也不可靠呢 - 以前著者撰写
"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 ! 的
时候# 发现胡小石, 郭沫若用

读先秦两汉古文所形成的语感
去读甲骨文$ 有此语感本来是
一大优势# 但过分相信这种语
感 # 而放弃在甲骨文中审句
例# 则不可取# 所得结论也不
会可靠$ 例如他们读 &乍' 为
&则'# 说它是连词* &我其祀
宾# 乍帝降若% 我勿祀宾# 乍
帝降不若 $' 将这正反对贞句
中的 &乍 ' 读为 &则 '# 确实
感到文从字顺# 却不符合殷墟
甲骨刻辞语言的实际$

可见# 感觉文从字顺不能
作为句子真正文从字顺的唯一
标准$

后来笔者发现# 以前许多
老辈学者语感惊人 # 但其语
感# 往往是读先秦两汉魏晋南
北朝以至唐宋八大家古文所形
成的泛时的语感# 而非读某一
历史时期文献的共时语感$ 语
言是变化的# 泛时的语感不能
很好地捕捉这些变化$

本来# 老辈学者有语感优
势# 如果辅之以审句例# 则其
考证成果之成为精湛的传世之
作# 自然并非难事$ 可惜有时
过分相信这种语感# 而舍弃了
审句例即分布的考察$ 多年后
经后人考察分布也即审句例 #

其结论却并不正确 % 至可惜
也1 但老辈学者只能依靠文献
的稔熟# 而缺乏利用计算机审
句例的便利# 此事便实在是可
遇而不可强求% 故其容有千虑
之失# 今人不能苛责$ 今日审
句例已经并不太难# 若不愿花
费时间# 而过分相信自己远不
如老辈学者的语感而不审句
例# 则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较之泛时语感 # 共时语
感则可靠得多 $ 杨树达先生
的 "汉书窥管 !# 就是运用共
时语感 # 辅之以审句例来解
决 "汉书 ! 中疑难字 , 词 ,

句的典范之作 $ 最能代表他
这一治学方法的 # 是在卷七
同时在 "自序 ! 中全文照录
的对 "金日磾传 ! &赏为奉
车 # 建 驸 马 都 尉 ' 的 解
读+++用下列同时代文献中
蒙下省略的例证来证明 &奉
车 ' 下没有脱落 &都尉 ' 二
字 # 从而证明王念孙 &今本
脱之 ' 的说法不确 * &上于
是出龚等补吏 # 龚为弘农 #

歆 河 内 # 凤 九 江 太 守 $ '

(!汉书%儒林传 " ) &琅琊左
咸为讲 "春秋 !# 颍川满昌为
讲 " 诗 ! # 长 安 国 由 为 讲
"易 !# 平阳唐昌为讲 "书 ! #

沛郡陈咸为讲 "礼 !# 崔发为
讲 "乐 ! 祭 酒 $ ' ( !王 莽

传 "# &以暹为征东 # 才为征
西 # 乐为征北将军 $ ' ( !三

国志%魏志%董卓传")

这一典范之作 # 才是我
们应当效仿的$

(作者为上海大学中文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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