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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党员的工作,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

和战斗力。自从 1988年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 (关

于建立民主评议党员制度的意见〉的通知》下发以来 ,党

员评议工作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评 出了一批又一批优

秀共产党员,也处理了一些不合格党员和严重违法乱纪

的党员 ,提高了大多数党员的觉悟 ,这种通过制度建设加

强对党员进行经常性教育、管理和监督的有效方法 ,对于

建立健全党员教育、管理和监督相结合的新机制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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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札记

“
众

”
、
“
焱

”
故训小议

《说文解字 ·犬部》云:“ 众,犬 走完,从三犬。
”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 引伸为凡走之称。《九歌》

‘
众远举兮云

中

`王
注:‘ 森,去疾完。

’
《尔雅》

‘
扶摇谓之众

’
,作此字。

”
《说文解字 ·焱部》又云:“ 焱,火华也,从 三火。

”
段氏云:“ 古书

‘
焱

’
与

‘众
’二字多互讹。如曹植《七启》

‘
风厉众举

’
,当 作

“
焱举

’
。班固《东都赋》

‘
焱焱炎炎

’
,当 作

‘
众众炎炎

’
。王

逸曰:‘ 众,去疾完也。
’
李善注几不别二字。

”

今按:段 氏议
“
古书‘焱

’
与

‘
众

’二字多互讹
”
,言之有理(见后),但其书证却似有疏失。检《文选 ·七启》本作

“
风厉

焱举
”
,而段氏引作

“风厉众举
”
,有误;并云“

当作
‘
焱举

’”
,又似无的放矢矣。又,《东都赋》云

“
焱焱炎炎,扬 光飞文

”
,李

善注云:“ 《说文》曰:‘ 焱,火华也。
’
弋剑切。

”
段氏云“

当作
‘
众众炎炎

”
,却 未证明为什么

“
当作

‘
众众炎炎

”
。至于段

氏言
“
古书

‘
焱

’
与

‘
众

’二字多互讹
”

,“ 李善注几不别二字
”
,则 可信也。如上录段氏所引《楚辞 ·九歌 ·云中君》

“
众远

举兮云中
”
旬,《 楚辞章句》、《楚辞补注》各本同,《 文选》尤刻本、六臣本亦同。但是 ,《 文选 ·七启》

“
风厉焱举

”
李善注则

云:“ 《楚辞》曰:‘ 焱远举兮云中
’
,王逸注云:‘ 焱,去疾貌。

’
《说文》曰:‘ 焱,火 华也。

’”
按李善引《楚辞》

“
焱
”
字误,引 王

注作
“
焱
”
亦误 ,“ 焱

”
岂能训为

“
去疾貌

”?而《七启》张铣注云:“ 焱,火也。言如风火之速。
”
当比李注为优。但六臣本注

音
“
必遥(切 )” ,亦不别二字。旧拓欧阳询手书《九歌》字已作

“
焱
”
,其所读六朝至唐初之《楚辞》传写本,此字已误。宋

朱熹著《楚辞集注》,字作
“
焱
”
,亦误,又云:“ 焱,卑遥反。其字从三火。

”
其《楚辞辩证》又云:“ 焱,《说文》从三犬,而 释为

群犬走貌。然《大人赋》有
‘
焱风涌而云浮

’
者,其 字从三火,盖别一字也。

”
按朱子读

“
焱,卑遥返

”
,误 ,“ 卑遥反

”
者,“ 众

”

字之音也。云
“
焱,《说文》从三犬,而 释为群犬走貌

”
,误 ,“ 《说文》从三犬

”
者,“ 众

”
字之形也。引《大人赋》句字亦误 ,

《史记》、〈汉书》相如本传字皆作
“
众
”
而不作

“
焱
”
。师古注云:“ 如众风之涌,如 云之浮,言轻举也。众音必遥反。

”
是师

古所见必作
“
众
”
。然则朱子盖亦不别二字也。(木 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