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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杜 诗 中 的
“
臭

”

鲜 于 煌

伟大诗人杜甫的名句 “朱门酒肉臭,路

有冻死骨”中的 “臭
”

字应怎样理解才正确

呢?肖文苑在 《唐诗琐语 ·再说 “诗眼
”》

中说:杜甫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中

的 “臭”字, “是腐臭之意,从语法结构上

看,它是动词。〃而林安在 《“诗眼”不一

定都是动词》-文中却说:杜 甫 的 :“这 个

f臭。
字也只能是形容词啊:″ (《福建文艺》

一九七九年第六期)“臭”
字究竟是动词呢 还 是

形容词呢?或者是其它词其它意义呢?这不

仅Ⅱ关系到这个词在杜诗的词性问题,而且也

关系到对杜诗如何正确理解的问题|很有明

辨的必要。           -
臭,甲骨文作昊,或者 作 麸,篆 文 作

禺,上象鼻子之形,下象术之形,从犬自。

《说文》: “臭,禽走臭而知其迹者犬也。
”

段玉裁解释说: “
走臭,犹言逐气。犬能行

路踺迹前犬之所至,于具气知之也。故其字

从犬自。自者,鼻也。”
从 《说文》和 《段

注》之中我们可以知道:臭的本义是气或气

味,它既不是动词,也不是形容词,而是名

词。 《尚书 ·盘庚》的疏也说:'“臭,是气

之别名。” 《礼记 ·月令》疏云: “通于鼻

者谓之臭。臭则气也。”正因为 “臭〃的本

义是气或气味,所以我们读 《易 ·系辞上》: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 心 之 言,其 臭

(xi位)如兰”中的 “臭”就很好理解了。

如果把 “臭″讲为动词或形容词,这句中的
“臭”就无法理解了。又如 《荀子 ·工霸》:

“口欲綦味,鼻欲綦臭”
∶这句中的 〃臭”

也是指的气味,不当动词讲,也不当形容词

讲。再如 《论语 ·乡党》: “食霞而髑,鱼

馁而肉败,不 食。色 恶,不 食。臭 恶,不

食。
”它的意思是:粮食霉烂,鱼和肉腐烂 ,

都不要吃。食物颜色难看,不 吃。气 味 难

闻,不吃。这儿的 “臭”
还是当气味讲。象

这类的例证很多,就不∵一赘叙了。  ∷
∷

古代香气可称为 “臭”,作为香气反面

的秽气也可称为
“臭 ”。不 过 读 音 应 为

“ch0u” 。比如 《晋语》 :“ 惠公改葬申生 ,

臭彻有外。” 《昌言 ·理乱》 :“三牲之肉,

臭而不可食。” 《孔子家语 ·六本》: “与

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

亦与之化矣。”这些地方的 “臭”都是指秽

气。总之,不管香气也好,秽气也好,“臭
”

的本义是气或气味,这是很明显的事实。王

力在 《古代汉语》第二一七页上辨之甚详 ,

也可佐证。

既然 “臭”
的本义是气或气味,那么,

杜诗的本意就明显了:在有钱有 势 的 人 家

里,正轻歌曼舞,杯盏交加,弥漫着酒肉的

香气。而广大的荒野上,却到处是冻死了的

穷人的骸骨。朱门之内和朱门之外只有-墙
之膈,但在生活上就截然划分成两个不同的

世界,这是一幅多么鲜明的图画啊 !

然则杜甫的这有名的二旬诗是从何而来

的呢?是在这样的现实事实面前产生的 :∶ 天

宝十四年冬十一月,杜甫由长安赴奉先去探

望寄居在那儿的家属。而经过骊山时,唐玄

宗和杨贵妃等人正在华清宫避寒。 “君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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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

褐”, “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

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

桔”。日以继夜的宴会上烟雾弥漫,炉香袅

袅,一队队泳肌玉质的舞女们苑如仙女一样

翩翩起舞,一曲曲急管繁弦响彻云天,真是

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醉生梦死啊!杜甫对

这帮祸国殃民的豺狼们荒淫无耻的生活作了

详尽的描述和深刻的揭露之后,立 即紧收一

句而高度概之曰: “朱门酒肉臭,路有冰死

骨。
”
这显然是对整个封建社会豪门贵族骄奢

淫逸的生活最有力的典型概括,哪儿是说他

们的酒肉已经腐烂了呢?你看他 (她 )们穿

的是薄雾般的蝉翼纱,吃的是如白玉般的香

橙,住的是神仙般的琼楼玉阁,哪一样不鲜

彩精美、灿烂夺目呢?如果说杜诗的本意是

说他们的酒肉因陈放而腐烂不可食的话,那

么肉烂曰臭尚可,但洒也能说 “洒臭
'么

?

更何况有的酒是越放得久而它的味道更甘美

呢?并且从古人的习惯
:用 语来说,鱼腐烂曰

馁,内腐烂叫败,故 《论语 。乡党》有 “鱼

馁而肉败
”之说,表示已经腐烂的内是

“
败

”

而不是 “臭
”
。所以无论从文字的结构上说 ,

或从杜诗的意境上说,或从古人习惯用语上

说,把杜诗的 “臭”
讲为动词或形容词,窃

谓都是不恰当的、歪曲的解释。

当然,孤证是难以成立的。杜甫在其它

诗句中把 “臭”也是否用为名词昵?杜甫在

(上接第38页 )

归结他所走过的道路,最重要的 特 点 之 一

是,他在生活的道路上永不止步 ,探索,探

索,再探索。正如他在英译本 《短篇小说选

集 。自序》中所说 :“我正爬着。但是我想再

学下去,站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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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诗歌中用 “臭
”共三处,另外的二处 ,

一处是 《驱竖子摘苍耳》中的g “富家厨肉

臭,战地骸骨白。”
这句中的

“
臭

”
显然是说

有钱人家酒气肉香的味道薰丿、,而不是说他

们厨房中的肉已经腐烂 了。再 -处 是 《遣

闷》中的: “妖孽关东臭,兵戈陇右疮。”

这句中的 “臭”是不是说妖孽在关东已经腐

烂了呢?显然不是。我们知道,鱼馁肉败之

后会发出一种臭气,所以古人就把 “臭”引

中为
“败”∶杜甫这句诗中的

“
臭

”
芷是用它

的引申意义
“
败

”
。它的意思是说妖孽在关东

遭到失败 ,而战争在陇右还进行着。从
“
朱门

酒肉臭
”
、 “富家厨肉臭”和 “妖孽关东臭

”

三句中可以清楚看出,杜甫在前两句中用的

是
“
臭

”
的本义而不是引申义。

那么
“
臭

”
字是否也有如林t肖二人所说 、

的那种解释呢?有的,但不像杜诗的这种格

式。比如 《荀子 ·礼论》: “三臭之,不食

也:” 这儿的 “臭”字当
“
闻
”
讲,是动词,

并且还 带 了宾 语 “之”。再如 《荀子 J荣

辱》: “彼臭之而无慊 (qian)于鼻,尝之

而无甘于口。”用法与上面的相同,也是带

了宾语的。当 “臭”作动词这类词用的时候 ,

往往写成嗅或歉 并带宾语。但是 ,虽 然它们 :

作动词了,也无 “
腐烂”之意。如果把 “三

臭之”的句式和 “酒肉臭'的句式作一个比∷

较,不更显出杜甫的 “臭”应作名词 “气”

或 “气味”
解释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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