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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者都知道! 先秦两
汉古籍中许多字词句! 往往见
仁见智! 聚讼纷纭" 也即! 在
古籍整理领域! 王力先生指出
过的 #十位学者隔离起来! 分
头研究同一篇比较难懂的古典
文章! 可能得到十种不同结果$

的现象! 依然广泛存在% 有关
字词句的释读 ! 归属语言学 "

科学研究要求可重复! 可验证&

语言学作为一门 #领先的科学$

'伍铁平语 (! 当然不能例外 %

字词句释读的仁智互见聚讼纷
纭! 显然有悖于此%

我们十几年来的实践试图
证明 ! 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
的% 我们的方法! 初步归纳为
#一个剥离! 一根主轴$% 运用
这一方法的成果! 是北京大学
出版社

!"#$

年出版的 )论语
新注新译*"

我们所谓字词句的释读 !

是指 +字面上$ 的意义! 其中
蕴含的思想或哲理! 不归我们
探讨" 这是两个步骤! 不宜合
二为一! 用思想推导语言! 再
用语言推导思想"

关于 "剥离#

王力先生紧接着上引那段
话说, +其中可能有一种解释
是正确的! 因为它是从语言出
发去研究的"$

为什么 +从语言出发去研
究 $ 就可能 +是正确的 $ 呢 -

因为语言是一个系统! 凡是系
统都具有相对的封闭性特征
'语言相对封闭性特征与其开
放性特征并不矛盾! 从共时看
是相对封闭的! 从历时看是开
放的& 只要是系统! 总是 +相
对 $ 封闭的 (! 系统内部的问
题包括词语问题一般不受外界
因素的影响" 因此! 系统又具
有自主性特征 ! 这就意味着
+语言系统内部的现象和现象
之间的规律都可以通过系统本
身来加以解释! 而不需要向外
界去寻找解释的理由$ '胡明

扬语 (" 也即 ! 在考证先秦两
汉古籍中的某一字词时! 语言
内部的证据是主要的. 自足的
'有它就够了(& 语言外部的证
据是次要的! 非自足的 '光有
它还不够 (& 因此 ! 语言外部
的证据不能作为主要的! 更不
能作为唯一的证据"

所谓 +剥离$! 指不采纳以
语言外部证据作为主要甚至唯
一证据的说法" 其必要性在于!

主要采纳语言外部证据进行字
词句考释! 古今训诂家包括大
师都在所难免" 如王引之考证
)论语/雍也* +雍也可使南面$!

仅仅依据 +身为布衣! 安得僭
拟于人君$ 这一情理! 就置先
秦典籍中 +南面 $ 表示天子 .

诸侯的大量书证于不顾! 仅仅
在汉代书籍找出

%

例例外的书
证! 就说 +南面$ 指卿大夫"

语言系统外广阔无边! 那
里的 +证据 $ 多如牛毛 & 自
然! 依据这些 +证据$ 所得出
的结论也五花八门" 如某先生
主张用史实考证古词语" 因为
卫灵公既宠幸南子! 又和弥子
瑕厮混! 他便说 )论语/子罕*

)卫灵公 * 的 +吾未见好德如
好色者也 $ 的 +好色 $! 既指
好女色! 也指好男色"

关于主轴$考察分布

即使在语言系统内部! 也
存在无数的 +点$! 在这无数点
上 ! 使用义训 . 形训 . 声训 !

乃至二重证据法的方法手段展
开论证! 最后也可能有无数结
论! 依然是 +公说公有理! 婆
说婆有理$& 但圆心只有一个!

我们认为! 能够插入圆心成为
主轴的只有 +分布$" 以考察分
布为主轴 ! 就是形训 . 义训 .

声训以及二重证据法等手段 .

方法都围绕着分布来进行"

所谓 +分布 $! 既指词在
句中所占据的语法位置! 如主
语. 谓语. 宾语. 定语. 状语
等& 也指词的结合能力! 即该
词修饰何词! 该词被何词修饰
等" 通俗地说! 就是词在特定
句子中的上下文条件"

例如王引之释 )诗经/邶风*

+终风且暴$! 通过对 +终温且惠$

+终窭且贫$ +终和且平$ +终善
且有$ 等 +终

&

且
&

$ 格式句子的
归纳! 认识到 +终风$ 不是前人
所谓 +西风$ +终日风$! 而是近
似 +既$ 的意思" 这里! 未采纳
语言外的证据& 只是通过归纳句
式考察分布" 我们称之为, +分
布归纳格式! 格式凸显意义"$

好些学者都曾论述! 几乎
没有哪个词的分布和其他词雷
同! 也没有哪个词下义位的分

布与其他义位雷同& 这就好比
世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树
叶" 虽然仅见于传世文献和出
土文献的古汉语! 无法确认一
个词的分布总和! 但出现频繁
的常用词! 运用分布的区别性
特征! 考察其大致的分布并与
其他词或与该词内部各义位加
以区别还是可行的& 古书中的
疑难词句因此就有可能求得确
解" 可以说! 分布! 就是一个
词或一个义位的标志牌"

+好色$ 是否包括 +好男
色$- 我们就拿着这块标志牌去
看看" 当时语言中! 除了 +好
'

'!(

( 色 $ 指美女 . 佳人外 !

其余 +好 '

'"(

( 色$ 都指喜好
美色 . 美女 ! 没有例外 " 如 ,

+王曰 , 0寡人有疾 ! 寡人好
色"1 对曰, 022王如好色!

与 百 姓 同 之 ! 于 王 何 有 - $

'!孟子"梁惠王下#(

乍一看! 我们似乎在不断
+收缩阵地$ 333从系统外缩到
系统内 ! 从整个系统缩到圆
心333分布& 实际上! 我们从语
言外部证据! 到语言内部的各种
训诂方法手段! +一个都不能
少$! 只是分别了主次而已%

古人的经典范例% 符合以

上原理

古人并未说什么 +剥离 $

+主轴$! 但有关词语考证的经典
范例! 都符合其原理% 上引王引
之释 +终风且暴$ 是一典型范
例% 其父王念孙释 )老子* 三十
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物或
恶之! 故有道者不处$! 通过对
)老子* 本文中多例 +夫唯22!

故22 $ 句式的归纳 ! 指出
+佳$ 当为 +隹$ 之讹变% 他说
+隹$ 即古 +唯$ 字! 钟鼎文.

石鼓文 0唯1 都作 0隹1% 这就
是运用形训! 运用二重证据法围
绕着 +分布$ 做文章%

同是高邮王氏的考证! 以
上两篇公认为典范 ! 上引考
+南面 $ 者却未被公认 % 可见
古人虽不明了分布原理! 心里
却是有杆秤的 % 我们处在

!)

世纪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 当
然应当继承古人留下的宝贵遗
产! 予以总结提高%

我们的实践

赵纪彬 )论语新探 * 说

)卫灵公 * 的 +有教无类 $ 为
+域教无类 $ '限制人民受教
育 (! 我们则在 )左传 * )国
语* 等书中找到十几个 +有

#

无
#

$ 的句子! 如 +有死无二$

'有必死之志而无二心 ( +有
基无坏$ '基础打牢才不会毁
坏( +有优无匮$ '存储有优
裕才不会匮乏( +有备无患$!

证明赵说之不可信%

)微子* +齐景公待孔子
曰 , 0221 曰 , 0吾老矣 !

不能用也%1 孔子行%$ +吾老
矣 ! 不能用也 $! 是齐景公说
的! 还是孔子说的! 有不同解
释& 若是齐景公说的! 是说自
己 +不能用 $! 还是说不能用
孔子! 说法也不相同%

首先! 我们认为这话是齐
景公说的% 因为! 如果是孔子
所说! 根据 )论语* 句例! 作
为主语的 +子$ 或 +孔子$ 必
须在 +曰$ 前出现% 此处既没
有出现! 就只能是上文的主语
+齐景公 $ 说的 % 最末的 +孔
子行$ 也说明这话不是孔子说
的 & 否则 ! 依 )论语 * 句例 !

+孔子$ 不必出现% 与之相关!

本章 +曰$ 之前没出现的主语
若是孔子! 依当时句例! 应当
是 +遂行 $ +乃行 $ % 其次 !

是齐景公说自己 +不能用 $ %

如果是说不能用孔子 ! +用 $

之后要带宾语% 以上结论! 都
是在对大量同类型句子作分布
考察后得出的% '具见 !论语

新注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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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两读皆可通& '数

读皆可通&

如同若干字词句的聚讼纷
纭! 古书中还存在一些 +两读
皆可通 $ 甚至 +数读皆可通 $

的地方% 一般而言! 由于分布
锁定了词义! 绝大多数 +两读
皆可通$ 均可证明只有一读可
通% 由于现存古汉语材料! 都
是通过汉字这一媒介来记录
的& 因而有着少量的失真! 尤
其是在古代不用标点符号的情
况下 & 所以少数 +两读皆可
通$ 可能存在% 但必须符合下
列条件, 该两读通过共时语言
的全面考察都是文从字顺过得
了分布这一关的%

例如! )泰伯* +民可使
由之不可使知之$ 据说有八种

断法% 但实际上只有 +民可使
由之! 不可使知之$ 的传统断
法是经得起分布检验的% 断作
0民可 ! 使由之 & 不可 ! 使知
之1! 当时语言中 +可$! 没有
这种用法& 断作 +民可使! 由
之 & 不可使 ! 知之 $! 固然有
+可使$ +不可使$! 但这 +使$

当时是 +出使$ 的意思%

这两句话是鼓吹 +愚民 $

吗- 通过考察分布可知! +可$

除了单独使用! 它只表示客观
可能! 而非表示主观意志% 如,

+由也! 千乘之国! 可使治其赋
也22求也! 千室之邑! 百乘
之家! 可使为之宰也22赤也!

束带立于朝 ! 可使与宾客言
也%$ '!论语%公冶长#(

因此 ! 这两句话 ! 并未
+主张$ 愚民! 应当译为, +老
百姓! 使他们顺着我们的道路
走去! 可以做到& 使他们知道
那是为什么! 不可以做到%$ 后
来的汉语中! +可$ 能够表达
意志了 ! 如 , +不可随处小
便4$ 可知主张愚民之说! 是以
今律古的结果 % )孟子/尽心
上*, +行之而不著焉! 习矣而
不察焉! 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
者! 众也%$ 也是这意思%

分布不自由% 换字应谨慎

有人将 +不可使知之$ 读
为 +不可使折 '折服 ( 之 $ !

行不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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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聚合是有
限的! 不自由的& 也即! 分布
是不自由的! 有序的% 在原句
经全面考察文从字顺的情况
下! 由于所换之字须与被换字
形近. 音近的限制! 由于换字
者心理期待 '尊孔者换有利孔
子的字! 批孔者换不利孔子的
字( 的限制! 加上聚合的不自
由 ! 换字成功的概率是极低
的% 因此在原句文从字顺情况
下 ! 最好不要换字 & 定要换
字! 也应该通过考察分布检验
换字后的句子是否文从字顺%

&作者为上海大学中国语

言文学系教授'

障百川而东之!!!以"论语#为例$谈剥离%主轴及其他

在古籍整理领域!王力先生指出过的"十位学者隔离起来!分头研究同一篇比较难懂的古典文章!

可能得到十种不同结果#的现象!依然广泛存在$ 有关字词句的释读!归属语言学!而科学研究要求
可重复!可验证$字词句释读的仁智互见聚讼纷纭!显然有悖于此$我们十几年来的实践试图证明!

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的方法!初步归纳为"一个剥离!一根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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