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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论 以 小 说 解 经

王  利  器

客有见此题目者,大惊曰: “
夫怪力乱神,子所不语,盖小说之不登大雅之堂尚矣,今

子为此说,不将为侮圣人之言乎?” 应之曰:余之诊l小说解经者,仅举 《易经》之 《明夷 》、

《周官 》之
“
稍食

”
、 《礼记 》之 《杂记 》为言。而所言者,皆旷古以来,解经 之 士 之 所

不能言或不敢言者。今余为之擘肌见理,使之涣然冰释,岂非汉人之所谓礼失而求野者乎?

寻 《汉书艺文志 ·诸子略 》,小说家与儒家同为九流十家之一,而所著 录,则 “
儒 五 十 三

家,八百三十六篇;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是则小说家者流,且侈然以六 艺 之 附

庸,而蔚为大国矣。况所谓圣人者,六朝人演为《冲波传 》,宋元人殷为杂剧,是亦小说戏

曲中人物也,今吾子以余为侮圣人之言,抑何见之不广也。于是客乃索余文观之,始而恍然

若失,继而霍然有得,终而欣然相悦,曰 : “
吾子之言,诚发前人所未发。吾今而后,不敢∴

肆言小说之不登大雅之堂也。
”

客难既讫,有文为证。

《月易 :明夷 》: “
象曰: ‘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 拯焉,壮,吉。
’”

朱熹 《周

易本义 》曰: “
窃疑左股,幽隐之处。

”
今 案: “

拯
”
, 《九 家 》作

“
豕

”
, 《用 易 ·大

畜 》: “
六五,狱豕之牙,吉。

’
《释文 》引刘表云: “

豕去势日狱。
”

案 《说文·豕部》:

“狱,羰豕也。
”

段玉裁注: “
麸,辖羊 ;马乘,辖马也;拮,骤牛也;皆去势之谓也。

”
据

此,则
“
夷于左股

”
之

“
夷

”
,只Ⅱ

“
羰

”
借字, “

拯
”

《九家》作
“
豕

”
之

“
豕

”
字,当是

“
狱

”
之坏字,朱熹以

“
左股

”
为

“
幽隐

”
之处,则

“
夷于左股

”,即去势 也。换 言 之,

即谓左股为势也。寻 《水浒全传 》第二十五回: “
郓哥道: ‘

我笑你只会扯我,却不咬下他

左边的来。
’”

《水浒 》之
“
左边

”,亦谓势也。
·《金瓶梅词话 》第七十五回: “

我就把你

下截咬下来。
” “

咬下截
”

与
“
咬左边

”
义同,犹 《水浒 》第二十四回及第四十二回之言

“
含

鸟
”

也。左边、下截,俱就势之所在部位而言也:惠栋 《周易述》知
“
左为阳

”,第未明言

其为阳物,尚未达一间也。

《周礻L· 春官 ·官正 》:“ 均其稍食。
”

注: “
稍食,禄麇。

”
疏: °

稍则稍稍与之,则

月俸是也。
”

《仪礼 ·聘礼 》:“唯稍受之
”

注:“稍 ,禀含也。
”

则周、汉谓禄廪为稍。 《群

书考索后集 》卷十六引《宋会要 》: “
且以庶官勤事,非厚稍无以责 廉 隅。

”
又 引《大 诏

令 》: 
“
太宗雍熙四年诏: ‘

王者设班爵以驭贵,差禄秩以养贤,所宜各懋 厥 官,共 成 庶 :

务,顾其稍食,宜在优丰。应内外文武臣僚等折交俸钱,旧 以八分为十分支 给, 自今 并 以

实 价 给 之。
’”

又 卷十七引 《大诏令 》: “
祥符九年七月丙寅,诏曰: ‘

职田彝制,品秩∷

定规,益优待于众官,且旁益于稍食。
’”

则宋人谓俸钱为稍食。寻 《水浒全传 》第一百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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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
赢 的 都 被 把梢的、放襄的,拈了头儿去。

” “
梢

”
即

“
稍

”
之俗别字, 《民国南川

县志 》卷六 《土语 》: 
“
以赀本贷人曰放稍。

”
今江津方言亦如此。

《礼记 ·杂记下 》: “
路寝成,则考之而不衅。

”
注: “

考之者,设盛食以落之尔。
”

疏引庾蔚云: “
落谓与宾客燕会,以酒食浇落之。即欢乐之义 岜。

”
庾蔚云云,当 出庾蔚之

《礼记略解 》。 《隋书经籍志 ·礼部 》有 《礼记略解 》十卷,庾 氏撰。 《诗 经 ·小 雅 ·斯

干 》序云: “
宣王考室也。

”
疏: 

“
昭四年 《左传 》:‘ 叔孙为孟丙作钟 ,飨大大以落之。

’

服虔云: ‘
衅以狠豚为落。

’
则又一名落,益谓以血浇之也。

”
则六朝、唐人尚明

“
浇落

”

之义。 《水浒全传 》第二十四回: “
难得这个娘子与我作成出手做,亏杀你两个施主,一个

出钱的,∵个出力的。不是老身路歧相央,难得这个娘子在这里,官人好做个主人,替老身

与娘子浇手。
” “

浇落
”

即《水浒 》言
“
浇手

”
之所本,谓裁缝衣服告成,设盛馔以落之 ;

成衣出诸手工,故云
“
浇手

”
也。 《金瓶梅词话 》第三回作

“
浇浇手

”
。 《拍案惊奇 》卷十

八: “
是夜,即分付从人:明 口早上,各一桌酒饭,请那烧炉的家僮,说道一向 累 他 辛 苦

了,t翁特地与他浇手。要灌得烂醉方住。
”

然则凡以酒肴犒劳手艺之人之辛勤,都可谓之浇

手也。苏轼 《洞庭春色诗 》: 
“
须君滟海杯,浇我谈天 口。

” “
浇 口

”
与

“
浇 手

”
义 同。

《东京梦华录 》卷四《食品丨所列食品》有
“
精浇、粗浇之类

”
。陶谷 《清异录 》: “

闾阖门

外通衢有食肆,人呼张子美家,水产陆贩,随需而供,每节专卖一物,遍京 辐 辏,号 曰浇

店。
”

寻苏轼 《二月八 日与黄焘僧昙颖过逍遥堂何道士宗一问疾 》诗: “
问疾 来 三 士,浇

愁有半缸。
”

陆游 《春晚村居杂赋绝句 》原注: “
东坡先生谓晨饮为浇书,李黄门谓午睡为

’摊饭。
”

又 《雨中夕食戏作 》诗: 
“
半升脱粟浇黄齑。

”
又 《过邻家 》诗: “

父老意欣然,

为我拨青瓮,岂惟浇舌燥,亦用软脚痛。
”

然则以饮食 自劳,亦可言浇也。 《民国新福建通

志 ·方言扌 ·言名词篇九 》: “
日用臼浇裹。浇谓饮食,裹谓衣服。

”
是浇字直至今 日,犹

有使用之者。

(上接第55页 )

来才被
“
放弃

”,勿宁说一开始就不过是为欺骗人民而炮制的抢夺权力的i口 实。而人民在这

历次大起义中,丧失了无数的生命和财产,换来的只是秩序依旧的专制政权。只要他们的政

治意识不觉醒,还没有参政、议政、主政的要求并把这些要求提炼为系统的政治学说,他们

就无法摆脱被愚弄的地位,ˉ 就无法组织自己的力量,在社会革命中发挥自已的作用,推动社

会历史前进。列宁曾说: “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
只有马 克 思 主 义理

论,才能造就真正的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发动为农民利益而战的斗争。

注释 :

①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 
“
主卖宫爵,臣     ④ 《史记索隐 》引项岱说。

卖智力
”

。 《苟子 ·议兵 》:君臣之道乃
“
佣徒鬻    ⑤俱见 《史 》、 《汉 》本传。下引秦汉间各人

卖之道
”
。                   事迹未注明者同。

② 《韩非子 ·外储说右上 》: 
“
吾不臣天子,     ⑥ 《史记 ·项羽本纪 》。

不友诸侯
”

:《 外储说右下 》: 
“
启与友党玫益

”
;

《说苑 ·立节 》: 
“
君道友逆,则顺君以诛友 ;友

道君逆,则率友以违君
”

。

③ 《老子 》第八十章。

⑦ 《汉书 ·严助传》载淮南王刘安沧秦末丰。

⑧ 《汉书 ·严安传》。

⑨ 《汉书 ·晁错传 》。

⑩④参阅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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