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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湾省中文大辞典绋攥委员畲编纂肛《中文人辞∷典》(修订版,19zG年

`月

由声湾省

中国文化学院和申国文,化研究所凼版发行)是一鄣百科性质的大犁工果书,共收汉字四万珈

千八百八十八字,收词≡十七万∵千
=百

耳十一条,浮注释在内,全书约六千多万宇。t是
近年来出版的̀最大型盹氓语:工具书之∵,在国内文馅界舜裂普遍巾重视,特别是对语肓、文

学、史学工作者和爱好者,以及大学文科师生颇有参考价(值。饵是,谗散辞典泾有一些不尽
之处,比如在释义方面,还存在着 紫̄训释不:当 、义例不符、义项不伞以及

^B洱
落后等情

况。现将使用.申 发现的这方面的洱题,.垠出米每缃纂眷巾椎。

-、 训释不当举例

《中文大辞典 》对某些词条的解释是欠要当的,例如 :

(一 9〔 殛死〕 释为 f杀死也
”,引例是《书·洪范》

“
鲧则殛死,禹乃嗣兴。

”

关于舜
“
殛鲧于羽山

”
这件寒实,历代典籍多有F载,而对于其中昀

“
殛
”
字,宇书词

典和经籍:传注都训解为
“
诛也

”,如 《尔雉·释:言 》: “
殛,诛也。

”
《书·舜典 》

“
殛鲧于

、

羽山
”
孔传: “

殛,诛也。
”

《后汉书·张卸传 》
“
螓则殛死P禹乃珂兴

”
李贤注: 

“
殛 ,

诛死也。
”

《说文·歹部》
“
殛,诔也。

”
并引汪

“
厣鲧于羽:山

”
一句。按

“
诛
”
有二义,

一曰责罚,二 日杀戮。诛者,苯必杀:丌。翠鞋瀚在对 :殛
″字的注解中,考证

“
砰

”
为

“
撰
”

的假借字,段认为 f至高:耸∵谗皆谓衤极
″

硒 鲧于羽:巾 沸 是姆野沉敕到 羽 山。《书∷舜典 》
“
流共工于幽州,放骓兜于崇‘山,:窜三茸于

=∵

危`殛鲧于羽:山 。四-罪而天下月艮。
”
孔安囝注獬

说: “
殛、窜、放、流,皆诛也。

”
逑是涕押四个罪人 (即 “

四:凶
”

)放诼到-幽 州、崇山、

三危、羽山四个边涵地方枣, 
“
皆1诛

”
煮,即皆受到:同 样的惩罚,并未独独将稣杀死。《左传

·文公·十八年 》也说: “
流四凶族:浑敦、穷奇、祷机 (即鲧 )、 饕餮,投诸四裔?以 猢

魑魅。
”
这里也只言

“
流
”,未说到杀戮,并且还说明是

“
投

”
到四方边远之地 去镇 服异

族。《史记 ·五帝本纪》说得更清楚: “
于是舜归而言于帝 (指尧 ),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

北狄;放马萑兜于崇山,以 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 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
”
这

里是说舜根据尧的建议,把四凶放逐到东南西北四方去,目 的是为了改变那些地方的风俗,

送去华夏的文化。如果已经把鲧杀死了,何以去
“
变东夷

”?鲧到东方后的情况虽无史籍可

考,但在远古的神话、传说中仍可以窥见一些活动的消息,如 《神异经 》说 : “
东 方 有人

焉,人形而身多毛,自 解水土,知通塞,为人自用,欲为欲息,皆云是鲧也。
”
且舜是一位

英明的酋长,在他滠玫之期,任 入唯贤,宽减刑罚,以 沉取ntJ办 渚取代五刑 (《 书
·
舜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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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琉淆强刑

、
)不事杀戮,∶ 把民愦极太的

〃
鸥凶Ⅱ放遂到边鄯;故 卩娜

:惑
服
”
∶ 巛书

∴·舜

典》柑《史记 ·五帝本纪
ˉ
》
·
都赞美道: '铰哉,铍

ˉ
哉,惟刑犭静哉!” 郭抹若《中国史稿》

说∴
“
舜把鲧趱苑,即放邃雨、死了。

”
可见把鲧

“
殛死

”
一
词:不能解释为

“
杀死

”,应该

是琰∷逐漪死的意思。

(二 )(∶徇蒙) 释为
“
病名:招尤也。

”
引耐是《紊问∵六节藏象论》: “

徇蒙
:括

尤。
”

按这样的解释,是很不怊当的。即使
⒋
徇蒙

”
为病名, '招尤

”
者何薏?也是浦名吗?

徇蒙
、
、招|尤本是两个形容词:墓出

∴
臼医经,·然非瞒轻。《紊问∷》原文是

亻
徇蒙招尤j目冥耳

聋。
”
徇字ˉ作Ⅱ旬:又作侗∷通眩。隋代杨上啻注《

∶
簧帝'内 经太素箸第十五 '色脉诊》

“
徇

蒙招尤
″
云: “‘

徇:蒙 ,j谓眩
’
冒也。招尤,谓招摇∷头动威尤也。

”
潸寿注云: “

招摇:癫

头振掉而不定也。
”
又《礼记·擅弓下》

亻
人薯则斯陶,附灾刂

Ⅱ
咏,· 咏则犹,当为摇,声之误

也.”
i可

茗衔豢即眩胃、眩蒙;指祝∷物昏花不清;招尤即招摇,∷ 形容头摇动不定。二词不能

偕挚蜂为病名,更不触以
“、
招尤

”
释

·“
徇蒙

”
。

该辞典同时又在单字
“
徇
”‘

(须阕切9下 ,释为
“
疾也

”,引了两个书证,一 是《紊

闻》
“
御蒙招尤

”,二是《史记 1五帝本纪》
“
幼耐徇齐

”,且 弓K注 〕裴驷 曰: “
徇,

疾;齐 ,!摁也。
”
这两本书的

“
徇
”
字虽

∷
然皆注曰

“
疾

”
∶但前者为病疾之

“
疾

”,后者为

逋疾之
“
疾
”,二者混为一谈,显属:错误。卫̂〃 徇蒙

”
一诃,不宜分丿r,此处分雨释之,已

见不要:前后释文不同,更使人迷惑。

r三 氵(解阅〕 释为
“
犹言解脱也。一曰穿穴也。

”
引例是: “

《诗·曹风J蜉蝣》蜉

蝣掘阔,麻衣如雪〔传〕摒阅,容阅也。 〔笺〕擗阅,掘地解阅:诣其始生时也。以解阅喻

嚣臣鞲罗变易耀橄也。 〔释文丿阋音
ˉ
悦,解者蟹〔正义〕蜉蝣之虫,∷初据地而出皆鲜阅。又

曰,定本云,确抛解阋j谓开解而容阅,义亦涵也。
”

从'以上一段引例
j中ˇ可以看出,· f解阅∷词i条的书证见于郑笺里,而 “

解阅
”
被释为

“
解

脱
” “

穿穴
”
的两项词义,在 ~上面入辍辨涩审找不羽i任何依据。鲥寻诗文和传、笺、疏,笺

释
“
阅
”
为

“
解阅

”,即毛传的
“
容阅

”
∶也即孔疏妫

“
鲜阆

”
、 “

容阅
”o “

容阅
”
究为

何义,引 证中没有
′
解说分明,难以得出

“
解脱

”
和

“
穿穴

”
的绪论。偶检符定一《联绵字典》

巛
解阆

”
条,发现《中文大辞典》以工切I释词和书证文

:字
皆与符书相同,只是删省了两段关

键性的书证材料:一是符书引豸马瑞辰之说,马认为解阅
“
作穿穴解为善

”
;二是符书引用

胡嘛珙之说,葫认为:“盖解洱犹言解悦
”
。这便是

仲
解阅

”
一词的训释依据。由于《中文大

辞典》的这△疏漏,致∴使读者对以:E引证材料不知所云。

按《曹风》
“
姗阋

’
∶戽r“ 解阆

”,亦即
“
容阅

”,皆同一连语。郑笺将
“
掘阅

”
分而

训之 r云 '撼她:解阅
厂

);显厨本要。段玉裁说: “
古书中堀宇多沩为掘1《 曹风 :蜉蝣》堀

穴:此盖
·
白j来古本如是。唐以后本尽改为掘宇。

”
又说: “

堀谰、
^容

阅皆联绵|字也。
→

堀
ˉ
阅

帮解阅、容阅
`解

说 (遛悦 9,义即安悯:豫乐之貌。《诗丬
`雅

Ⅱ何人斯》,“尔还雨入,∷ 我心

易也
”
传云: 

“
易,说。

”
笺云: “

女绗反入见我,我则懈说也。
”又《史记 ·梁孝置世

家》: “
太后乃解说。∵解说即输幌艺崽。容阅又作容裔、容与1义即漫衍自在之貌。如《

楚辞 ·远游》
“
斑漫衍而方行

”置逸:注: 
“
缤纷容裔,以并爿Ⅱ岜。

”
《文选·江淹·杂诗谢光禄

郊擀 》
妒
行光自容裔

”
张锛拄: “

容裔
ˇ
,自'在貌。

忉
《九歌。湘夫八》

“
时不可兮骤得,聊

逍避兮容与。
”

《汉书·礼乐志·郊祀歌练时日一》
“
谵容与,献嘉觞

″
帅i古注: “

容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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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舒 也。忄又 :解阆
”

sll“解亻亦
”

《̈亲间·平人气象论 》: 
“
尺脉缓涩,谓之解亻亦。

”
《黄

帝内经太素卷十四 o四 时脉 形 》
“
太过,ll全人解‘郯

”
隋代杨上善注云: “

解音懈 ,】亦相传

音亦,谓怠惰运动难也。
”

《黄帝内|经太紊卷十五·尺诊 》
“
尺肉者,解亻亦安卧

”
杨上善 注

云: “
解协懈惰也。尺肉软弱者,身体懈惰而欲安卧ρ

”t懈 怠与 闲舒、愉 乐义通。敬
“
解阅

”
者,松懈安乐之义,诗意是蜉蝣命短,犹且衣饰楚楚,意念懈乐,以 喻小人在位:

偷合苟容,正符诗人讽渝之旨,与
“
掘地” ∶穿穴

”
之义无涉。

∶(四 )(颓然 ) 第 1义顼是
“
酒醉体倾貌。

”
引柳宗元 《始得西山宴游记》和孔平仲

《兄长寄五诗依:韵 和寄》为例。按历来注家总将
“
颓然

”
一词理解为颓丧、倾倒之意,是欠

恰当的。 “
颓然

”
应解释为安适、和顺的样子。修订本《辞海》和《辞源 》均苯收这个双音

词,旧 《辞海》 :颓
”
下有

“
顺也

”
∵解,举 《礼记·檀弓》

“
颓乎其顺也

”
为例。 “

颓乎
”

即
“
颓然

”,乎、然二字厨为形容词诃尾。 “
颓〃字本作

“
秀贤

”
, 《说文 ·秃部》

“
颓

”
下

段注云: “
今俗字作颓。

” “
颓

”
宇叉通

“
陨
”
, 《释诂 》: 

“
虺颓,∫ 炳也。

”
《诗·卷耳 》

传云: 
“
虺聩,病∷也。

”
《中华大字典》

“
隈
”

下按云: 
“
经传于陨、颓二宇,均多以颓为

之。
”
颓然即陨然,喷然乃安然、和顺之意,如 《易·系辞》

“
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 ,

陨然示人简矣
”
虞-翻注: 1睽,安也。

”
《后汉书 ·黄宪传 》

“
以为宪陨.然

其处顺
”
李贤注

云: “
陨然,柔顺貌。

”
《礼记,檀 弓》

“
孔子曰,拜而后稽颡,颓乎其顺也

”
孔疏云:“颓

然,不逆之意。
”
陨然又作退然, 《礼记 ·檀弓》

“
文子其中丿退然如不胜衣

”
郑玄注云:

“
退,柔和貌。

”

“
颓然

”一词,古多用以描写酒后的安适情态,非为体倾貌。除该辞典所引两处书证而

外,再如 《世说新语·雅量 》: “
太傅于众生中问庾 (子嵩 ),庾时颓然已醉,愤坠几上,以

头就穿取。
”
这里写饮者尚能在几桌上以头就瑁,穿而戴之,显然不是身体倾颓者所能办到

的。又如《唐书 ·长孙顺德传 》: 碲刂籍为民岁佘,帝阅功臣图,见其象,怜之,遣宇文士

及狃顺德,顺德方颓然醉。召为泽洲刺史,复爵邑。
”

(五 )(沈 〕 注音有甲乙丙丁戊五种,其中第五种读音是: 《集韵 》《韵 会 》徒南

切9 《正韵 》徒含:切,音雍。释义是: “
徒南切,官室深邃貌。与潭舭并通。

”

按
“
沈
”

字音覃 (徒南∵切 ),当只有音,没有义;这个读音仅仅保留在
“
沈沈

” (音茸

覃 )这个重言词里。而
“
沈沈

”
的书证材料也仅有《史记·陈涉世家 》一处: “

夥 颐!涉 之

为王沈沈者!” 《集解》引应邵曰:·
“
沈沈,宫室深邃之貌也。沈音 长 含反。

”
《索 隐 》

云: 
“
读如谈谈。

”
后世宇典辞书和韵书辗转抄录'也仅此一义一例,如 《集韵》: 

“
沈,

沈沈,深邃貌。通作揽。
”

《康熙宇典 》: “(集韵 )(韵会 )徒南切 〔正韵 )徒含切,并

音覃。沈沈,官室深邃貌: ∈史记:陈涉世家〕涉之为工沈沈者。
”

《中文大辞典 》在 双 音

词
“
沈沈

”
条下所引相同。故知这∵楚语双音阋者覃覃,义为宫室深邃之貌,未 有将 单 字

“
沈
”
解释为

“
宫室深邃之貌

”
的书证或依据。悯此,重言词

“
沈沈

”(覃珲)与单宇
“
沈
”

不同义:该辞典对单字 f沈∵ f徒南切 )下的训释值得商椎。

(六 )(烈 ) 第12义顼云: “
忧貌。、参见

‘
烈烈

’
条。

”

按单宇
“
烈

”,义顶虽多,但鄱不具有
“
`忧貌

”
的意思,历 代经籍传注和训诂专书皆苯

有
“
忱貌

”
的训释。而重育词 |烈烈

”
则有

“
忧∷义,源出《诗·小雅·采傲 》

“
忧心烈烈,

载句1载渴
”
郑笺: 

“
烈烈,忧貌。

”
该辞典

“烈烈
”
条下的释义和书证即如此。 “

烈烈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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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词,根据王筠在《毛诗重言 》申的分类棘则,属于

“
堇言之不取义奋

”
一类,即 如 连浯

△粹不能分而析之。王念孙认为
“
烈烈

”
本应作

“
烈烈

”,如 《广雅·释丿⒈》
“
烈烈,忧也

”

条下工注云: “
《小雅·采薇 》 ‘

忧'b烈烈
’
烈与慰同。各本烈烈沩作烈烈。

”
《集韵 》《类

篇 》均引《广雅 》云: 〃
烈,烈烈,忧也。

”
古训仅说重言

“
烈烈

”
有忧义,术 曾见 单字

“
烈
”

有忧义者。可见该辞典
“
烈∵字的第12义项是没有根据的。对于这类词的处理, 《中

文人辞典 》也并非一律如此:如
“
往往”

条下解释为: 1每每也, 2处处也。 3历历也。而

在单宇
〃往

”
下,并没有

“
每每

” “
处处

” “
历历

”
的义顶丿这种区别,是很审慎正确的。

二、义例不符举例

∶
 l∶
∴:::::i∶∶葚、舅扌甲芟窑j营

:唧炱盏髯严Fl荮苈窆j彐

E々

雯:l∶雀詈。盅恿甲呷:;{坛∫;|篷:/

激瑙煤怒。
”

按 《风赋 》通篇写风,何来
″
火盛貌

”?飘忽氵明滂,激躏燎怒,写的是风力迅猛,风声

人作,激昂呼啸的情状。这里的
“
嫖怒

”
,当是

“
风疾貌。

”
李善的注释仅云: 

“
膘怒,如

火票之声。
”

并不等于火盛貌。￡奚字虽从火,但 《说文 ·火部 》云: 
“
嫖,火 飞也。

”
词义中

含有
“
飞扬

”
之义。 《说文·火部 》又云: “

票,火 飞也。
”

段玉裁注: 
“
此与嫘音义皆同。

《玉篇 》《广韵 》亦然,引 中为凡轻锐之称。 《周礼·草 '廴 》 ‘
轻票用犬

’
注谓地之轻 脆 者

也。汉有票姚校尉、票骑将军。票姚,苟悦 《汉纪 》作票鹞,服 虔 音 飘 摇。
”

盖票、嫖、

飘、矾皆有轻速之义,该辞典单字
“
嫖

”
的第 2、 6义项亦云: “

风炽也。
” “

谓风疾也,

∵与 惫通, 夺与燎古字通。
”
故 《风赋 》中的

“
嫖怒

”
乃大风迅疾飞扬之义'以此为例证,不

能说明
“
火盛貌

”
的词义。而

“
火盛貌

”
的书证,当 引用 《诗·小雅 ·正月 》

“
燎之方扬

”
的

郑笺: 吖
火田为燎。燎之方盛时,炎炽媒怒,宁有能灭息之者?”  ˉ

(工 )(麻沸 〕 释为
“
言如乱麻 i而 沸涌也。一曰鬻沸涌也。

”
引例有二:第ˉ是 《汉

书·工莽传 》颜师古注,第二是 《三国志·魏志·华佗传 》: 
“
便饮其麻沸散,须 臾便如醉死 ,

无所知。
”

按
“
麻沸散

”
是一个专有名词,正如该辞典

“
麻沸散

”
条下云: “

麻药名。
”

其中
“
麻

沸二字怎能说是
“
如乱麻丽沸涌

”
呢? “

麻沸散
”

据 《三国志·魏志·华佗传 》和 《后汉书 ·

方术·华佗传 》记载,是华佗施行外科手术时所发明的一种麻醉药,其配万今已失 传,虽 然

近代以来医界刈庀 的组成作过一些考证,但 当时究为何物,目 前尚难作出定论。 有 人 认 为
“
麻沸败

”
的主药是麻蒉,有人认为

“
麻沸

”
二字本读 "麻痹

”,是一个迮语,③ 饮 此 药

后,病人便麻痹无知, “
须臾便如醉死。

”
倘如是

“
如乱麻耐沸涌

”
,贝刂医生又何能操刀破

腹?故 引《华佗传 》中的
“
麻沸敬

”
为书证,以证明

“
麻沸

”
条的泅义?是下相符合的。

(二 )〔 观望 ) 义顼 1、 为
“
视也

”,引 洌订《管于 ·八观 》
“
乘车者饰观望。步行者

杂文彩。
”                          ‘

《管子 》这里的~“ 观望
”,与

“
文彩

”
相对成文,是名间,非动词

“
视也

”J观、望同

义.皆宫室车舆上的一构成部分。 《尔雅·释宫 》: “
观谓之阙。

”
邢呙疏 云: 

“
观,与 象

魏、
∷
阙∷物而二名也。

”
《说文刂】部 》: 

“
阙,门观也。

”
《礼记·月令 》

“
可以居高明

”

郑玄注Ⅱ ″
高明,谓‘观也。

”
故

“
观

″
者,乃亩室、城褛、台耕以至于车船~土 可以居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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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之波施,故 《释名·释官室 》云: “
观,观也,于上观垫也。

” f望”
与

“
观

”
的性 质 作

用相同,观、望连文,即同义并列,也是设于高处可供眺望之部 分,如 《释 名 ·释 官 室 》

云: “
稳,或谓之望,言高可望也。

”
望,指房顶上从室内抬头所以望见的桷木,今四川俗

称望板。古代车上也有
“
望

”,如 《晋书 ·
舆服志 》云: “(画轮车 )上起四夹板,左右开

四望。
”

此
“
望

”
即车上的窗口。故 《管子 》

“
乘车者饰观望

”
即指乘者重视装饰车之门窗

(以供观望者 丿,· 引伸为车辆的外观。以《管子 》之文为 f视也
”

之证,义例似不相符。

(四 丿(勃窜 〕笫 4义项为
“
急行也

”,引 《说文 》
“
窜

”
下段注 和 《太 仓 州 志 》为

例。段注按云: “
婴珊谓徐行,勃牢谓急行。

”
义例相符,引例甚是。但所引《太仓州志 》

却云: “
吴语体短步涩曰勃牮。

”
按

“
体短步涩

”,即行走缓慢艰难之 义,怎 能 作 为
“
急

行
”

义的书证材料呢?既然有吴语云云作依据,似可将
“
体短步涩

”
另立义项,证以 《太仓

州志 》较为妥当。

三、义顼不全举例

有些词的常用义项或重要义项搜列不全,例如 :

(一 9(宽大 〕 释为
“
度量宽宏,不苛求也。

”

按
“
宽大

”
除了指度量宽宏外,还有空问阔大之义。如 《说文 ·≈部

·
》: “

宽,屋宽大

也。
”

又如 《杜工部草堂诗笺三四 ·赠苏篌 》: “
乾坤虽宽大-所适装囊空。

” ∷ ∶

(工 )(清澈 〕 义项 1: “
省察也。

”
义项 2: “

犹言澄清。
”

引例是 《齐书
·张融

传 》
“
形貌短丑,精神清澈。

”
和杜甫《徐卿二子歌 》

“
大儿九龄色清澈

”
。

按
“
清澈

”
一词的本义应是指水清澄而通明,当 列为第 1义项,由 此再引申为形容人的

精神澄静清朗。如 《诗 ·唐风
·扬之水 》

“
扬之水,白 石粼粼

”
传: “

粼粼,清澈也。
″

叉

如 《水经注三七 ·夷水 》
“
丹水又北注于夷水,水色清澈。

”
所以辞典不应将这 一 本 义 遗

漏。

(三 丿(标榜 )释为
“
谓相表场也。亦作摞乱旁、标膀。

″        ∵

按
“
标榜

”
一词的义项尚多,仅列

“
谓相表扬

”
一项,很不全面。 “

标榜
”

的本义是表

识、标记,如 《史记 ·留侯世家 》
“
武王表商容之闾?索隐云: “

表者,标榜其里门。
”

意

即在门上著以徽记。段玉裁 《说文 》
“
标

”
下注云: “

剽、表皆谓徽识 也。按 表、剽 皆月

标。
”

又如 《北史 ·节义段进传 》: “
五世同居,闺门雍睦。又天水白石县人赵令安孟兰强

等,四世同居,行著州里,诏并标榜门闾。
”

后代引驴为题额、书写榜文,如 《陈书
·
宣帝

纪 ·太建十一年 》: “
并敕内外文武车马宅舍皆循俭约,勿尚奢华⋯⋯所由具为条格 ,∶ 标榜

宣示。
”

《北史 ·裴佗传 ·附皇甫亮 》: “
所居宅治下,标榜卖之。

”
故 《慧琳 音 义 九 十

七 》
“
标榜

”
下引桂苑珠丛云: “

榜 ,署也。
”
这一义项 ,辞典应当列入。其次,由 “

表识∷

义才引申为
“
表举

”,即推崇表扬之义。另外, “
标榜

”
一词还有

“
钩玄提要

”
之义,这也

是由
“
表识

”
义引申出来的、如 《世说新语

·文学 》: “
谢镇西少时,闻殷沽能清言,故往

造之。殷未过有所通,为谢标榜渚义,作数百语⋯⋯谢注神倾意,不觉流汗交雨。
”
这里没

有
“
表识

”
或

“
表扬

”
的意思,只是作口头陈述,钩取

“
数百语

”
纲要而已c 《世说新语 ·

文学 》还讠i三 载了支i苴 林仞F读 《庄子
·逍遥游 》,阐 发其巾义理,高 出当时郭、向 二 家 的故

事: “
支逍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大常共语,冈 及 《逍遥 》。支中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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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 f∶i。

”
这里的

“
标

”
即

“
标榜

”
之省。又如钟嵘《诗

品 ·
序 》: “

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 ,

嵘感而作焉。
”

这里是口述纲目,而 未敷衍成文的意思。故
“
标榜

”
的这一义项似可补立。

(四 )(细子 〕 释为
“
蔓草名。羊挑之别。

”
引《本草纲目》为书证。

按
“
细子

”
的主要义项是小子,自 谦之辞。此词在 《黄帝内经 》中多次出现,雷公常常

自称
“
细子

”,如 《灵枢经 ·禁服 》: 
“
雷公问于黄帝曰: ‘

细子得受业,通于 九 针 六 十

篇。
’”

《黄帝内经太素卷十四 ·人迎脉口诊 》也说: “
雷公问于黄帝日: ‘

细子得业,通

九针六十篇,旦暮勤服之。
’”

《针炙甲乙经 ·脉经 》中也称小子为
“
细子

”
。这一义项应

当收入。

(五 )〔 战 〕 所列义项有战斗、危、惧栗、晃动、惮、姓等八项,其中义项琐细,分
合欠当,兹不细论。按

“
战

”
字还有一个义项似应补入,即:雌 雄交媾。 《易

·坤 》: “
龙

战于野.其血玄黄。
”

此
“
战

”
即阴阳相交之谓。《说文 ·壬部 》: “

壬,位北方也。阴极

阳生,故 易曰
‘
龙战于野

’
者,战 ,接也。

”
许慎释

“
战

”
为

“
交接

”
。黄侃 《说文形动字

多假物体为象 》一文云: “
易言: ‘

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以龙表阴阳交争之际,玄黄指

天地相接也。
”O阴 阳、天地,即雌雄、男女。黄侃又在其 《蕲春语 》中说:廿 今乡俗亦谓

淫事曰奸,读古案切。或谓之战。
”

3《 经籍篡诂 》在
“
战

”
下列有

“
阴阳争战

”
的义项,

引《太元中》
“
神战于元

”
注为书证。神,指阴阳之灵。如 《灵枢经 ·决气篇 》云: “

两神

、相搏,合 而成形。
”

《黄帝内经太素卷二 ·六气 》也云: “
两神相薄,合 而成形。

”
杨上善

注云: “
雄雌二灵之别,故 曰两神。

”
阴阳二神相得,故谓之薄。和为一质,故 曰成形。

”

薄 ,通搏 ,即
“
战

”
义。两神相搏,即 阴阳相战,男女媾合。马耐 《灵枢经注发微 》云: “

男

女媾精,万物化生。盖当男女相媾之时,两神相合,而成所生男女之形。
″

今俗语尚有将虫

豸、猫犬交配称为
“
战

”
者。故这一义项似应收入。

四、书证落后举例             。

一部辞书所引用的书证,除对读者起示例作用外,还应有溯本求源、展示源流脉络的作

用。因此,引证的例词、例句应力求接近语源。 《中文大辞典 》在其 《凡例 》中说: “
每辞

汇之例句,依经史子集及时代之前后为序。
” “

字义之解释,采 自尔雅、说文、方言、释名

等字书,及两汉以来的诸传注。
”

该辞典确实是遵循了这一条例,这方面的工作 做 得 很 精

细。但在使用中,仍发现一些词义的例证偏后,依据 《凡例》昕说的采集范围,似乎还可以

选用更早一些的例子J例如 :

f一 丿(爱好〕 ①喜好也。引《三国志 》为书证。按刘熙 《释名 ·释言语 》云: “
孝 ,

好也。爱好父母,如所说好也。
”

以《释名 》文字为书证,较 《三国志 》为早。

氵 (二 )〔辨别〕 释为
“
谓判别也。

”
引例是 《易 ·未济 ·辨物疏 》: “

用慎为德,辨别

众物。
”

按为 《易经 》作疏者,乃唐代孔颖达。此条引例只能视为唐代文字。 “
辨别

”
的书

证材料可以提前至东汉时代,如许慎 《说文解字 ·采 》云: “
采,辨别也。象兽 指 爪 分 别

也。
”

又如 《孟子 ·告子上 》
“
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
赵歧注: “

言一

箪食则贵礼,至于万钟则不复辨别有礼义与不。钟,量器也。
”

'

(三 )〔补助) 释为
“
增益帮助

”
,引 《后汉书十六·邓骘传》为例。按此词书证当引



《孟子·梁惠王上》“
奋省耕而补不足

”
赵歧注: “

言天子诸候出,必因王享有所补助于

民。
”                                 `

(四 )〔伧父) 释为
“
谓鄙贱之人也。”

引《晋书 ·文苑左思传 》为例。按此词书证可

引《世说新语 ·雅量 》: “
令有酒色,因 遥问

‘
伧父欲食饼不?姓何等?可共语?’

”

(五 )〔附丽〕 释为
“
亦作附离,附著也。

”
引《宋书 ·武帝纪 》《资治通鉴 ·唐纪》

《文选 ·左思赋》为例证。按
“
附丽

”
的书证当提前至《释名 ·释天 》: “

午,仵也。阴气

从下上,与 阳相仵逆也。于《易》为离,离 ,丽也,物皆附丽阳气以茂也、
”

f五 )〔抚恤〕 释为
“
安慰救济之也,亦作抚逸阝。

”
引《三国志 ·魏芯

·邓艾传》
“
抚

恤上下,以立根基
”

为例。按书证可引《孟子 ·梁惠王下 》
“
吾王庶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

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
”
赵歧注: “王以农隙而田,不妨民时,有悯民之心,因 田猎而加

抚恤之,是以民悦之也。
”

(六 )〔狡猞〕 释为
“
儿戏也。与狡猾同。谓人多诈亦日狡 猞。

”
引例是 《集韵 》、

《汉书 》颜注和《宋史》。按当引许慎《说文解字 》为书 证,如 《犬部 》云: “
狗,狡猞

也。”

(七 )〔矜庄〕 释为
“
矜持庄重也

”
,引 《周礼 ·地官 ·保氏》郑玄注为书证。按当引

《诗经》毛传为例,如 《卫风 ·淇奥 》
“
瑟兮佣兮,赫兮喧兮

”
毛传云: “

瑟,矜庄貌。
”

又《陈风 。泽陂》
“
有美一人,硕大且俨

”
毛传云: “

俨,矜庄貌。
”

(八 )(间厕〕 释为
“
杂列也

”
丿引《文选 ·

曹囹·六代论 》为书证。按当引西汊孔安

国语为例,即 《论语 ·泰伯》
“
禹,吾无问然矣

”
孔注云: “

孔子推禹功德之盛,言 已不能

复间厕其问也。
”

(九 )(救护 〕 释为
“
谓救济而保护也

”
,引 晋人杜顶注《左传 》为例。按书证当引

刘熙《释名 ·释言语 》: “
将,救护之也。

”

(十 )〔 精细 ) 释为
“
精微细密也∷,引 《三国志 ·吴志 ·是仪传 》

“
服不精细,食

不重膳
”
为例。按书证可引《释名 ·释丧制》: “

五月曰小功,精细之功,小有饰也。
”

(十一 )(努力 ) 释为
“
犹勉力也

”
,引 书有《左传 》杜注、《孟子 》赵歧注t《 汊

书 》、《后汉书 》、《三国志 》、《晋书 》、《宋书》、《文选 》。按书证还可以提前至酉汉扬

雄的 《方言》,如 《方言 ·卷七 》: 
“
侔莫,强也。北燕之外郊凡劳m相勉,若言努力者谓之

侔英。
”

(十二 )〔 亲狎 ) 释为
“
亲近狎}l盱也

”
,引 《南史 ·张弘策传 》为例。按此词书证当

引《论语 ·乡党 》
“
子见齐衰者狎必变

”
孔安国注: “

狎者,素相亲狎也。
”

f十 三 )(思忖〕 释为
“
思考也

”,引 《红楼梦笫三十三回》文为例。按此词书证当

引《释名 ·释言语 》: 
“
思,司 也。凡有所司捕,必静思忖亦然也。

”

(十四 )(偷薄 ) 释为
“
浇薄之义也:或作瑜薄。引《后汉书 ·廉范传 》为例。按书

证当引《论语 ·泰伯》
“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 偷

”
包 咸 注: “

兴,起

也。君能厚于亲属,不遗忘其故旧,行之芙者,则民皆化之,起为仁厚之行,不偷薄。
”

(十五 )〔 滓秽〕①  “
污秽也。

”
引《隋书

·经籍志 》文为例。按书证当引刘熙《释名
·释州国》: “

宋,送也。地接淮泗而东南倾,以为殷后,若云滓秽所在,送使随流东入海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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