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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岐《孟子章句》的内容t

体 例 和 特 点

李 智 泽

从西汉开始j训诂有了很大的发展。当

时有的学者注解古书,除了解释词义和名物

制度,往往还要串 讲一 下全句 或全 章的大

意,说明修辞手段,阐 明表达方法,分析篇

章结构,这种注解叫做章句v当 时的章句流

传到今天的很少,赵岐的 《孟子章句》就是

其中之一。本文意在通过对 《孟子章句》的

分析,归纳其注释内容,发明其绵纂凡例 ,

说明其注释特点。

赵岐字邻卿,京兆长陵人, 《后汉书》

有传。据后人考证, 《孟子章句》作于延熹

元年 (158)至延熹九年 (166)之间。其书

分 《孟子》七篇各为章句上下,共十四卷 ,

二百六十一章。古人注书,自成体系,赵岐

对 《孟子》每章每句都详为分析,注释的内

容较为繁复,包括释篇名、释词、释人名、

释地名、释典章制度、释句意、阐明孟子所

用的表现手法、归纳仝章大意等等。下面对

赵岐注释以上内容的方式加以说明。所引例

句采自焦循 《孟子正义》,章数标号系杨伯

峻 先 生 《孟子 译注》所 定,如 (5· 3)即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问为国章》。

壹 内容和体例

- 释篇名

《孟子》七篇,赵岐剖 分 每篇为 章 句

上、下,并且注明为什么用此篇名。在赵岐

看来, 《孟子》七篇的篇名是仿照 《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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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篇的方式的。他说: “圣人及大贤有道德

者,王公侯伯及 卿大 夫咸愿以 为 师。孔子 ·

时,诸侯问疑质礼 ,若 弟子之问师也。鲁卫之

君皆尊事焉。故 《论语》或以弟子名篇,而

有 《卫灵公》七 《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

儒为诸 俟所 师,是 以 《梁 惠王》、 巛滕文

公》题篇,与 《公孙丑》等而为一例也。”

(《梁惠王章句上》注 )

如 《公孙丑章句上》注g “公孙丑者 ,

公孙姓,丑 名,孟 子弟子 也。丑有 政事之

才,问管晏之功,犹 《论语》子路问政,故
以题 篇。” 又 《尽心 章句上》注: “尽 心

者,人之有心,为精气主,思虑可否,然后

行之,犹人法天。天之执持维纲以正二十八

舍者,北辰也。 《论语》曰:‘ 北辰居其所而

众星共之。
’
心者 ,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 ,

养其性,所 以享天也,故以 《尽心》题篇。”

二 释词

赵注共释词861条 (包 括少量词组 .),

约占全部注释的zg%。 其释词的方式,大体

上有以下几种 :

1 用同义词解释

此种方式大多是用今语解释古语,或用

通语解释方言词,解 释词大多 比较 浅近通

俗。如 (3· 7)矢人岂不仁于 函人 哉?注 :

“矢,箭也。” (⒈ 7)百 姓 皆以 王 为 爱

也。注: “爱 ,啬也。” (9。硅)放勋乃徂落。

注: “
徂落,死也。” (8· 22)予未得为孔



芋蓰也。注1 “予,我也。” (7。⒛ )睢大

人为能格 君 心 之 非。注: “格,正也。”

(《方言》三: “格,正也。〃 )(7·⒛ )

政不足间也。注: “间 ,非也。” (《方言》

二g “间,非也。” )

2 指出该词的类别

此种方式一般不 直 接解释 被释词的 含

义,只是指出该词的类别或用途,它的意思

就清楚了。如 (1· 6)孟子 见梁 襄王。注 g

“
襄,谥也。” (1吐 ·36)曾 晰嗜羊枣。注 :

“羊枣,枣名也。”

也有的在大类名前加限制成分,限制成

分和类名之间用 “之”连接。如 (2· 15)事

之以皮币。注: “皮,狐貉之裘;币 ,缯帛

之货也。” (6· 10)则 蚓而后可者也。氵讠::
“
蚓,邱蚓之虫也。”

如果解释语为
“·⋯⋯者”, “衽”可∷Ι

译为 “·⋯⋯的人”,如 (3· 5)尊 贤使 能 ,

俊杰在位。注:俊,美才出众者也 o” (⒊ 2)

不受于褐宽博。注: “褐宽 博,独 夫 被 褐

者。”

解释语用 “所⋯⋯者也”, “所以⋯∴

者也”,是指出被释词的作 用。如 (6· 3)

牲杀、器皿、衣服不各。注: “皿,所以覆器

者也。” (6· 3)出疆 必 扌k质 。注: “质 ,

臣所执以见君者也。”

有的被释词是象声词,就在包括一切声

音的大类名 “声”前而加~Il限制成分去解释

它。如 (2· 12)邹 与鲁哄。注: “哄,斗声

也。”也有JTl“音
”的,(1~· 3)填然 鼓 之。

注: “填,鼓音也。”

对 《孟子》里的语助词,赵岐有的用 “

辞”训释,如 (1· 7)抑工兴甲真。注: “扪l,

辞也。” (13· 35)夫舜恶得而禁之?汨h
f夫 ,辞也。”还有的在大类名

“辞”
前加

修饰成分,如 (3· 2)恶 ,是 何言 也?注 :

“恶者,不安事之叹辞也。”(1· 3)寡 人 之

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注g “焉耳者,恳至

之辞。” (4· 2)是何足与言仁义 也云尔。

注: “云尔,绝语之辞也。”

3 解释语 +曰 (称、谓之)+被解释词

这种方 式的 特点 是解 释语先出,被释

词放在最后,二者 之 间用 “曰 (称、谓 之

)” 联系。如 (卜 7)将以衅 钟。注:新铸

钟,杀牲以血涂其衅隙,因 以祭之曰衅。”

用 “称”的,(3· 5)俊杰在位。注: “
万人

者称杰。”用 “谓之”的,(13· 32)诗 曰g

“不素餐兮。”注: “无功而食谓之素餐。”

压 被释词 +犹 +解释词

段玉裁云: “凡汉人作注云
‘
犹

’
者 ,

皆义隔而通之。”此种方式的例有二,其一

是本来意思不同,后来展转可通。往往是根

据被释词所在的具体语言环境,用一忄意义

相当的词加以解释。 “犹”的意思是 “等于

说”、
“
相yi于 ”

。如 (1· 7)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注: “老犹敬也,幼
犹爱也。”其二是以今语释古语 ,如 (5· 3)

乐岁,粒米狼戾。注: “狼戾犹狼藉也。”

5 解释某词在句子里特有的含义

这种方式所释的是被释词在某一具体语

言环境中的特定意义而不是它的一般含义。

如 (9· 4)故说诗者不以文 害辞,不 以辞害

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注: “文,诗之

文章所引以兴事也;辞 ,诗人所歌咏之辞 ;

志,诗 人 志 所欲 之 事;意 ,学 者 之 心意

也。” (5· 4)子 贡 反 ,筑 室 于 场。注 :

“场,孔孑冢上祭 祀 坛场也。”(4· 姓)子之

民,老羸转于沟蹩。注: “转,转尸于沟邻

山。”

有时在被释词和解释语之间加 “谓”。

在 这 里, “
)胃
”就 是 “指” 的 意 思。如

(~1· 3)斧斤以时入山 林。注: “时渭草木

零落 之 时。” (5· 3)死徙 无 出 乡。注 :

“死渭葬死也,徙谓爰土易居平肥硗也。”

(8· zO)武工不泄迩,不忘远。注: “迩 ,

近也。近谓朝臣,远谓诸侯也。”

6 形容

此种方式就是具体形容、描述事物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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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状态,大多用 “·⋯ 貌̈
”, “·⋯∴之貌”

的格式来表示,被释词在前,解释语在后 ,

并且往往较长。被释词一般是形容词,有单

音词,也有复音词。如 (9· 2)校 人烹之 ,

反命曰: “始舍之,围 圉「;;少则洋洋焉 ;

悠然而逝。”注: “围 M,鱼 在 水 羸劣之

貌,洋洋,舒缓摇尾之貌。” (7· 15)胸 屮

不正,则眸子眨芍。注: “牦者,扌蒙目不

明之狁。”

也有少数不用 彳貌”字而仍然表示形容

的。如 (5· 攻)皓 皓乎不可尚 已。注: “
皓

皓,甚 白也。” (⒈ 6)卒 然 问曰。注 :

“
卒,暴问事不由其次也。?

7 释比喻义

在注释 《盂子》屮一些字面意义显豁 ,

而用于譬喻的词语时,赵岐只是指出其比喻

义,对这些词语本身不再 注 释。如 (3· 1)

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注: “倒悬喻困苦

也。” (11· 10)鱼 ,我所欲 也;熊 掌,亦

我所欲也。注: “熊 掌 以喻 义,鱼 以喻生

也。”

8 列举

用这种方式所注 释的 大 多数 是一个词

组,往往是列举出被释语所包含的内容。如

(5·硅)后稷教民稼穑 ,树艺五谷。注: “五

谷为稻、黍、稷、麦、菽也。”(7· 3)三代之得

天下也以仁。注: “三代:夏、商、周。”

9 几义并存

有时在解释了一个词语之后,赵岐还列

出另外的 一 种 或两种不 同 解 释,用 “
一

冂″、 “又言”、 “或曰”等表示其余的说

法。如 (10· 5)抱关击柝。注: “柝,门关

之木 也。残 曰:柝 ,行 夜 所 击 木 也。”

(2△ )百姓闻王 钟 鼓 之 声,管 龠之 音。

注: “龠,箫。或 曰:龠 若 笛,短 而有三

孑L。
”

10 引证古代典锌

在解释某些古代典籍中早已出现过的词

语 时
·,赵 岐 往 往 是 先 释义 ,然 后 征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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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尚书》、 《春秋传》、 《尔雅》

等古代典籍,一方面说明此词古已有之,另

一方面也用来印证自已的解释。如 (￡ ·10)

以万乘之同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注 :

“五句,五十日也。 《书》曰: ‘
期三百有

六句。’” (2·硅)吾 王不豫,吾何以助?

注: “
豫亦游也。 《吞秋传》曰:‘ 鲁季氏有

嘉树,晋范宜子豫焉。
’” (2· 9)为 叵室 ,

则必使工师求大木。注: “巨室,大窝山。

《尔雅》曰:‘ 宫谓 之 室。
’” (硅 ·2)有采

薪之忧。注: “忧,病 也。 《曲礼》云 :

‘
有负薪之忧。

’″

11 声训
ˉ
在我国训诂学史上,虽然声训盛行于东

汉,但赵岐很少用这种方式,赵注中只有少

数几个声训例子。如 :

用直音法的: (12△ )孟子曰: “於 !

群 是 也 何 有:” 注:“於,音 岛,叹 辞

1L。
”

以双声为训的ε (4· 10)使诸大夫国人

皆有所矜式。注: “矜,敬也。”

用本字改渎假借 字 的: (2· 3)一人衡

行于天下。注: “衡,横也。”甚至还有用

假借字释假借字的g(卜 3)颁白者不负戴于

道路矣。注: “颁者,班也,头半白班班者

也。”

三 释人名

《孟乎》中出现的人亿很多,有远古的

人,有与孟子同时代的人,以及他的弟子。

这些入物身分不同,主张各异。赵注一一指

出其田别、身分、政 治主张, 对于 孟子弟

子,更是特地注明。赵岐共 释 人名165个 ,

后世给 《孟子》人名作注时,多赖于赵注 ,

如朱熹的 《孟子集注》、杨伯峻的 《孟子译

注》,部是如此。如 (4· 10)时子因陈子而

以告孟子。注: “陈子,盂子弟子陈臻。”

(7· 2压 )乐正子从于子放之齐。注: “冉人

乐ⅠF克 ,孟子弟子 也。” (3· 9)柳 下惠不

羞污君。注: “柳下惠,鲁公族大大也。姓



展,名禽,字 季,柳下是其号也。″ (6· 2)

景杳曰: “公孙 衍、张 仪 岂不 诚 大 艾 夫

i诫 !” 注: “景春,孟子时 人,为 纵 横 之

术耆。公孙衍,瑰人也,号为犀首,常佩五

国相印,为从长,秦王之孙,故日公孙。张

仪,合从者也。″ (7· 1)师 旷 之聪,不 以

六律,不能正五音。注: “师旷,晋平公之

乐太师也。”

四 释地名

《孟子》中共出现地名43个 ,赵岐全加

注释,有的指出所在国及其地理∴环境,有的

只是简单注 明 “地名”。如 (2· 4)遵海而

南,放于琅邪。注 :∶
“琅邪,齐东南境上邑

也。″ (8· 1)舜生于诸冯,迁于 负 夏,卒

于鸪 条。注: “诸冯、负 夏、鸣 条,皆地

名,负海也。” (4· 1硅 )孟子去齐,居休。

注: “休,地名。”

五 释舆章制度

赵岐生于汉末,虽去古未远,但距盂子

著书时,毕竞已近五百年。时人对盂子及盖

子以前时代的典章制度、度量衡制、天文历

法、时俗风尚等,已有很多不甚了解。遇到

此类问题,赵岐 总是 仔 细 加 以注 明。如

(卜 1)万取 千焉,千 取 百 焉,不 为不多

矢。注: “周制,君十 卿 禄。” (⒈ 7)将

以衅钟。注: “《周礼·太祝》曰:‘ 堕衅 ,

逆牲逆尸,令钟鼓。
’
《天府》:‘ 上春衅宝

钟及宝器。
’” (10· 5)孔子尝为 委 吏矣 ,

曰: “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 :

“午羊茁壮长而已矣。”注: “委吏,主委

积仓庾之吏也;乘 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

之刍牧者 也。″ (⒈ 6)七 八月之闸早,则

苗稿矣。注: “周七八闩,夏之五六月。”

(硅 ·3)王 傀兼 金 一 百 而不受。注:“一

百,百镒也。古者以一镒为一金。镒,二十

两也。″·(14· 34)堂 高数仞。注: “仞 ,

八尺也。”

六 释句

释句是赵岐主要精力所在,此类注文共

约 16硅 0条 ,占全部注释的“ %。 综台其释句

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 点明句意所在

所谓点明句葸,就是点uj句子所暗示的

意思或事情。赵岐 《孟子题辞》说: “湍家

惟有 《孟子》,闳远微妙,缢奥难见,宜在

条理之科。″阅明这些 “
闳远微妙,媪奥难

见”句于的微言大义,就是赵注的主要目的

之-。 此类注文-般是在解释语前加 “占”

宇,比较简明扼要。如 (7· 1)为 高 必因丘

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囚先王之逋,可

谓智乎?注: “言囚自然则用力少而戚功多

也。″ (3· 1)当 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 ,

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

必倍之,惟此时 为 然。注: “亩今 行之易

也。” (7· 10)白 暴者,不可与有亩也;自

弃者,不 叮与自力也。言非礼义,谓之白蔡

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注:

“古人尚自暴自弁,何可与有亩有为。″

2 句子刈译

所谓句子对详,就是赵岐用汉代的普通

话对译 《孟子》中的语旬,特别注意改译句

子中的古语词,方言词。对译时,不一定逐

字 译 出,有 时 也 要 增 减 一 些 词 语。如

(2· 3)夫抚 剑 疾 视,日 :“彼 恶 敢 当我

哉!” 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注: “抚

剑嗔目曰:‘ 人安敢当我哉!’ 此一夫之勇 ,

足以当一 人 之 敌 者 也。” (⒈ 7)以 若所

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注: “
顺

向者所为,求顺今之所欲莅中国之愿,其不

可得如缘乔木而求生 鱼 也。” (1· 4)兽相

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

而禽人,恶在其为民父母 岜?注: “虎狼食

禽兽,人犹尚恶视之;牧 民为政,乃率禽兽

食人,安在其为民父母之道也?”

3 说明句子的比句义

《孟子题辞》说: “孟子长于菩喻,辞

不迫切而意已独至。”赵岐于此,若蓝说明

《就子》这些句i∴ 灼 比喻义。如 (3·2)宋

。s7。



入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

其人曰: “今日病矣,予 助 苗 长 矣。”其

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注: “以喻人助

情邀福也必有害,若欲急长苗而反使之枯死

也。” (6· 8)孟子曰: “今 有 人日攘其邻

之鸡者,或告之曰:‘ 是非君子之道。
’
曰:

‘
请损之 ,月 攘-鸡 ,以待来年然后已。

’
女口知

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注: “孟

子以此为喻,知攘之恶当即止,何可损少 ,

月取一鸡,待来年乃止乎:谓盈之之言若此

类者也。”

在 说明原因

为了使读者深刻体会 《孟子》文句的意

义,赵岐有时还要点明孟子之所以这样说的

原因。如 (2· 16)“今乘舆已驾矣,有司未

知所之,敢请。”公曰: “将见孟子。”注:

“平 公 敬 孟 子有德,不敢请召,将往就见

之。” (加 9)燕人畔。王 曰: “吾 甚惭于

孟子。″注: “燕人畔,不肯归齐。齐王闻

孟子与沈同言为未劝工,今竞不能有燕,故

惭之。” (5· 3)使毕战 问 井地。注:问古

井田之法。时诸侯各去典籍,人 自为政,故

井田之道不 明 也。” (5· 3)殷 人 七 十 而

助,周人百亩而彻。注: “
殷周‖9t人心而征

伐,故言人也。”

5 引史释句

赵岐经常引用史实对 《盂于》文句仵进

-步的说明,以加深读者的印象。如 (3· 2)

讠皮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

离,遁辞知其所穷。注: “人有险波之言,

引事以褒人,若宾孟言雄鸡自断其尾之事 ,

能知其欲以誉子朋蔽子猛也,有淫美不信之

辞,若骊姬劝晋献公与中生之事,能知其欲

以陷害之也;有邪辟不正之事,若竖牛劝仲

任赐环之事,能知其欲行谮毁以离之于叔孙

也,有隐遁之辞,若秦客之庾辞于朝,能知

其欲以穷晋诸大夫也。若此四者之类,我闻

能知其所趋者也。” (3·压)太 甲曰: “天

作孽,犹可违;自 作孽,不可活。”此之渭

。3惑 ·

也。注: “殷王太甲言夭之妖孽尚可违避 ,

譬若高宗旬阻雉,宋崇守心之变,皆可以德消

去也。自已作孽者,若 帝乙慢神震死,是为

不可活也。”

6 引书释句

赵岐经常引用古代典籍来阐明句意。引

用的书有 《尚书》、 《论语》、 《周礼》、

《仪礼》、《礼记》、《春秋传》、 巛春秋外

传》等。如 (6· 9)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

注:“奄,大国,故特伐之。《尚书·多方》曰:

‘王来自奄。
’” (5· 3)夫仁政必白经界始 ,

经界不正 ,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注: “必先

正其经界,勿侵邻国,乃可钧井田。 《周礼 J

小司徒》日:‘ 乃经土地 而 井牧 其 田野。
’

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 其 井 牧之 处也。”

(8。 扭 )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

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注: “羿,有穷后

羿;逢蒙,羿之家众 也。 巛春 秋 传》曰:

‘
羿将归自田,家众 杀 之。

’” (2· 7)左右

皆曰贤,未刊∷岜,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

国人皆曰贤,然 后察 之,见 贤焉,然 后用

之。注: “谓选大臣防比周之誉,核乡愿之

徒。 《论语》曰:,众妤之,必察焉。
’″

7 两说并存

在遇到对-个句子有两种不同解释时,

赵岐往往把两种说法同 时 列 出,供 读者参

考。如 (7· 18)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

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

注: “父亲教子,其势不行。教以正道而不

能行则贲怒之,父子相责怒则伤义矣。-说

日:父子反自相非,若夷狄也。” (7· 22)人

之易其言也,元贲耳矣。注: “人之轻易其

言,不得失言之昝贲也。一说人之轻易不肯

谏正君者 ,以其不在占贲之位者也。” (6· 0)

`扬始征,自 葛载,十一征而 无 敌 于 天
ˉ
F。

注: “载,始也。言汤初征自葛始也。十一

征而服天下。一说言当作再字,再十-者 ,

汤再 征 十 一 国,再 十 一,凡 征二 十二国

也·”



8 注 明 《孟 子》所 引 《诗》、 《尚

书》篇名并释其句意

《孟 子》 中大 量 引用 《诗》、 《尚

书》,怛大都未标 明篇名或 书名o赵岐作

注,对孟子 所 引 《诗》,注 明篇名,引用

《尚书》某篇 的,则 注 明 此系 《尚书》篇

名,然后 释 其句意。如 (9· 压)《诗》曰:

“永言孝思,孝思惟则。”此之谓也。注:

“巛诗·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长言

孝道,欲以为 天 下 法 则。此 舜 之 谓也。

(10· 在)《康诰》H: “杀越人于货,闵不

畏死 ,凡民罔不礅。”注: “《康诰》,巛尚

书》篇名。周公戒成工,封康叔。杀越人取

于货,l刈然不知畏死者,凡民无不得杀之者

也。”

赵岐还注意到识别伪书,指出后人所为

《尚书》不与古 本 同。如 (6· 5)《太誓》

曰: “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

伐用 张,于 汤 有 光。”注: 《太誓》,古
巛尚书》百二十 篇 之 时 《太誓》也。今之

《尚书·太誓》篇 后 得 以充 学,故 不与古

《太誓》同。诸 传 记 引 《太誓》皆古 《太

誓》。”

七 释表现手法

赵注除了指出 《孟子》某些句子的比喻

义以外,有的就只是指出孟子所用的表现手

法是比喻,不再 加 以说明。如 (2· 9)孟子

谓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

工师得大木,则王軎,以为能胜其任也。匠

人斫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也。”

注: “将以 比喻之也。” (2· 6冫 孟 子谓齐

宣王曰: “王之臣有托其妻子而之楚游者。
⋯⋯”注: “假此言以为喻。”

有时赵注还分析 《孟子》篇章的层次结

构,指明其它表现 手 法。如 (⒈ 3)不违农

时,谷不可胜食也。注: “从此以下为王陈

王道也。” (1· 1)万 乘之 国,弑其君者必

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 君 者 必 百乘之

家。注: “土千乘当言国而言家者,诸侯以

国为 家,亦 以避 万 乘 称 国,故称家。”

(θ ·2)子 产 曰: “得 其 所 哉!得 其 所

哉!” 注: “重言之,嘉得鱼之志也。”

八 用章指概括全章文意

《孟子章句》分 《孟子》为 二 百 六 十

一章,全章的旨意,用章指概括 于 每 章 之

末。章指-般短小精 悍,言 简 意赅|经 常

引用 巛诗》、 《论语》等典籍,以加深读者

对全章内容的印象。章指大多为四字韵语 ,

少数为三字或七字韵语,其间也穿插有少量

散 句。如 (7· 7)《天下有道章》章 指言 :

“遭衰逢乱,屈服强大;据国行仁,天下莫

敌,虽有亿众,无德不亲,执热须濯,明不

可违仁也。” (4· 7)《孟 子 自齐 葬 于 鲁

章》章指言, “
孝必尽心,匪礼之逾。 《论

语》曰:‘ 生,事之以礼,死 ,葬之以礼:’

可谓 孝矣。″(1芭 ·3)《尽信<书 >贝刂不 如 无

(书 〉章》章指言: “文之有美过实,圣人不

改 ,录其意也。非独 《书》云,《诗》亦有言:

‘
嵩高极天

’
,‘ 则百斯男

’,亦已过矣。”

贰  巛孟子章句》的特点

综合赵注的内容和体例,可以看出其有

以下特点 :

一 用章指概括全章文意。

这是 《孟子章句》比较显著的特点。赵

岐附于每章之末的章指羽精炼的语言总结、

概括 了 《孟子》每 章 “
闳远 微 妙,缌奥难

见”的微言大义,这实在给读者以很大的方

便,使其能更深刻地理解 《孟子》文意。在

章指中,赵岐有时还表达了自己的抱负以及

精神寄托。      ′̄

二 随文释词。

同一个词运用在不同的语言环境里9就
须分别情况作出不同的解释,赵岐是注意到

这一点的。如:

氓 :

(5· 4)愿受-厘而 为氓。注: “氓 ,

野八之称。”

。8θ ·



(3· 5)则天下 之 民 皆 悦 而愿为之氓

矣。注: “氓者谓其民也。”

泽 :

(8· 22)君 子 之 泽 五 世 而 斩。 注 :

“泽者,滋润之泽。”

(4△ 2)则 是 干 泽 也。注:“ 泽,禄

也。”   ⋯

(6。 9)沛 泽多而禽喾 至。注: “泽 ,

水也。”

速 :

(3· 2)可 以速 则 速,孔 子 岜。注 :

“速,疾去也。”

(2· 11)王 速 出 令 。 注: “速,疾
也。″   、

.孺子:   ·

(3。 6)今人乍见孺子将入 于 井。注 :

“孺子,未有知小子也。”

(7· 8)有孺子 歌 曰。注: “孺子,童

子也矿”

三 大量引川占代典籍。

赵岐引用过的典籍共15种 ,即 《r各 》、

《尚 书》 、 《周 礼》 、 《仪 礼》、 《礼

记》、 《易》丁 《论 语》、 巛春 秋传》、

《尔雅》、 《孝经》、 《春秋外传》、 《管

子》、 《法言》、 《史记》、 《汉书》。引

用次数共126次。这对加深 对 词义和句葸的

(上接 第26页 )

(36)李 白; 《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37)《 老子》十九章、二十八章

(88)《 庄子 ·山木》

(39)《 庄子 ·马蹄》

(40)谢灵运:《 县隆法师诔》, 见 《全宋文>

(上按第33页 )

用手写字则为 “抄”。其次,以 木 为 之 曰
“
本曼”,以金 为 之 日 “镘”;质 为 金 曰

“钮”,质为玉曰 “妞”j属于人之行为 ,

故曰 “
佶

”曰 “
伎

”,专重其手之能,故日

·娃Q。

理解,无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四 全 :丨氵的重点是注释句崽。

《孟子章 i弓 》共有注释29泓 条,其巾注

释句意的就达 16姓 0条 ,占全邯注释的一半以

上。据向熹先生的研究, 《毛诗传》共有注

释四千八百余条,其中解释词义的就有三千

九百佘条,占全部 “传”文80%以上。曲此

看出,章句体注释的重点在句,传注体注释

的亟点在词。

五 善于用历史案件和人物阼譬喻。

对 《孟子》中较为茏统或抽象的话,赵

岐常举历史事件和人物作譬喻,这也是为了

帮助和加深读者的理解。

六 释义方式的综含运用。

赵岐在注释时,往 往 同 时
·
运用几种方

式p以加强解说效果。如 (4· 11)子为长者

虑,而不及子思。注: “长者,老者也。孟

予年老,故 白称长者。” (8· 33)而 良人未

之知也,施施从外来。注: “施施犹扁扁 ,

喜悦之貌。”

七 全部注释中只有几个声训的例子 ,

可 i以 认为章句体不用或极少用此 种 训 诂 方

式。

(本 文作者系我嗝中国汉语言文学系古

汉语专业研究生 )

巷三十二

(4t)击j灵运:《 过白岸亭>
(碴 2)(43)∶ 讠ij`t运 《山甘然》

(41)焦蓖:《 访i隶乐集题辞>
(45)岢炅运:《 登池上楼 >

“担”曰 “
技

”。

以上所述,特举 其大 略 而已。至 于假

借、转注与形声字的相互关系,非常复杂 ,

自当别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