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年來訓詰學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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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話是一種解釋古代文獻語言的工作。訓話就是「注解」的別名。〈說丈﹒言部} : 

「訓，說教也。 J r詰'訓故言也。 J CD謂解釋古代字詞，用以教人。唐孔穎達〈毛

詩正義〉之說最有代表性: r詰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訓者，道也，

道物之貌以告人也。」訓話就在於通古今之異辭，辨方俗之殊語，道事物之形貌。故

清人陳禮〈東塾讀書記﹒小學〉云. r蓋時有古今，猶地有東西，有南北，相隔遠則

言語不通矣。地遠則有翻譯，時遠則有訓話。有翻譯則能使別國如鄉鄰，有訓詰則能

使古今如旦暮，所謂通之也。訓詰之功大矣哉! J (卷十一)

訓話起於語言之變，戰國末期〈爾雅〉產生之時即已有訓話萌芽。訓話研究的歷

史有兩千餘年，漢唐乾嘉為昌盛時期。清末民初，章太炎、黃侃集乾嘉學首長之大戚。

六十年代初期，北師大陸宗達教授於〈中國語丈〉上發表文章介紹訓詰學，並出版〈訓

話簡論〉一書，為訓詰學的復興導乎先路。 1979年，南京大學洪誠教授主持訓話學研

究班，弘揚訓詰之道，培養訓詰人才。當時參與學習者「二十八個半J '今皆成為訓

詰學界的骨幹，成就斐然。該研究班積極倡議成立訓詰學研究會，並做了許多籌備工

作。 1981年5月，中國訓話學研究會在武漢成立，首任會長為陸宗達先生。洪誠先生

為研究班嘔心瀝血，不幸於研究會成立的前一年逝世。陸先生在洪先生的遺著〈訓詰

學〉的序言中寫道. r在研究會宣告成立的會場上爆發出熱烈掌聲時，我默默地想:

如果自明(洪誠)先生此時坐在會場里，他該多麼高興;而研究會的首任會長理當是

他! J 

中國訓詰學研究會成立的當年秋季，北京師範學院舉辦7一個訓詰研究班，參加

者一百五十人，為訓詰學的復興、普及與提高培養了更多的中堅力量。研究班匯集了

專家、教授的講演稿及有關論丈，由王問梅、編成〈訓詰學的研究與應用〉一書(內蒙

古人民出版社， 1986年) ，凡二十萬言，陸宗達審訂。是書於訓詰學之理論多所建

樹，於訓詰學之應用多所示例。南京大學與北京師範學院這兩次訓詰研究班，在十年

訓詰學的復興歷史中，是值得大書一筆的。這兩個研究班，是訓詰學復興的組織基

礎;陸宗達先生六十年代初的倡導，是訓詰學復興的輿論準備;中國訓話學研究會的

成立，則是訓話學復興的重要標話。

近年訓詰學專著己刊行的有十餘部，最早推出的是武漢大學教授周大璞先生的

〈訓話學要略}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0年) ，約十一萬言，係丈革後首批研究生所

使用之講稿。香港〈大公報〉師竹先生撰文評論，認為可與陸宗達〈訓詰簡論〉相提

並論，是兩部難得的訓話學新著。〈訓話學要略〉一經問世，不久即告售書，並獲中

南五省優秀著作嘆。 1982年應讀者之需，該書文增加了〈說文說解略例〉、〈假借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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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論語音和語義的關保}三篇論文再肢。該讓衛與閻明說話之源流、體式、轍

例、請寄語及十弊，重於史誨，時於實飼;當先建構框藥，搗手表者提出範木，近年內所

，有的胡話?依葫蘆鑫瓢J '有的削階步後塵。

〈說11站學要略〉認為，哥11詰舉主義語言學的一種， I也就是誰鋒學J 。這是一種傳

統的觀念。陸宗達先生即懿鳥語i詰學就是立軍語雷學，以研究文獻語言為頭，心。

、王寧嗨11站方法議) (中間社會科學部版社， 1983年)云 r部!站舉是傳統語管

文牢擎的一個部門J ' r它實際上就是古欖樹詞義學J 0 的川大學張永苦的11詰學體

論) (草工出按嚨， 1985年)云:可l備學是中路轉統語文學即所謂 r'J、學」的一種

部門。諂i話是個重字報、語義研究的…門。.........按照近代科學系統來說，說話學可以

說是語文學的一個串門，是主要從語義的角度研究古代文獻的一門學科 o J 詞較胡椒

但11詰學綱要要ì (換茜人民出版社， 1987年)云:可11詰舉是研究解議在審字、語、

句意;牆的學科J ' r是傳統話會箏的一個部門J 0 廈門大體黨典誠如11站學模論}

(騙雄人民出版社， 1988年)亦稱: ãllI語學是「閱讀古書的這基本方法和系較環論J

「文是研究漢語語聾發展的一門學阱。 J

以上學。界蔚輩的論遍，基本實質是一樣的，語、鴿語11站學是傳統語言學的一餾音:

們，是以研究古代文獻語義為核心自哲學問。這一首長可以稱為 f語義首長」

「語義~J 撥單的龍點可見於四十年代灣佩盟的〈言11站在發概論ì ( 中叢書昂1984

年主義服) : r訓話是賽是研究我國古代語言和文字的意義的一種專門學銜。..........應當是

全體中的一璟。這樣，首11詰學也可以叫做 r古語藥學品。」

同「語義深J 有聯繫筒艾有)JiJ的觀點 ， tJ Ù1東大舉驗聶論如11站戀的自麗質與前臟〉

一文爵代表( {文史哲)1982年第3期)。設成去: r言11諮標是嘆語語言言縷的一種部門，

它是以語義爵核心，用語言來解釋語言布正確總理解語言、躍用語言的學科。同時它

是兼有解釋、觀譯(對應)和輯接到各方面知議的綜合性學抖。其任務就是掛究語言

的百11釋15式，掌握其系說險責，說明其表進請獸，進一步接求諾宵的競展境律、本原

和演變，從間倪支援語言的聽爾和發展。聲該注意的是，學11站學雖然μ語義為該心，

不限於語義的報轍。因此，謬的站舉蓋不等於院方的語義學。 J 拱誠如11站晶體〉亦持說

說. r話11詰學是為閱讀古代書商話服務的一門科學J ' r設11站擊和詞輩輩學有不可分割

的關係，能卻不等於認錢學。首11站在發要鼓據藍史賠法學J 0 山東大學殷擴先先生云:

「哥11詰學數為詞(字)巍之哩， ...........但是訓話學的戴白有其特色，它竟竟不同於輯義

，哥11詰學之史的認識、發賤的認識，可以說明這一點。 J (楊播，萃的i備學}序言言)

'殷、洪諸位先生的意鐘，有別於 f諾違章、法」的觀點，認為範閱覽鳴冤壤，不眼

。山東大學轉播志先生的 (ãlll詰學) (山東文藝品按祉， 1985年)觀主張訓話

學之涵掌聲有廣、技之分，廣義的車i詰舉就是傳輯部i話響， r實在說，它的涵擺棋胡話

差不多，但括一切解釋現數J '其系統性、科學位較提;狹義的語11站學， r是研究解

釋的一按規律和方法的科學。........它的解釋的主要對象是認聾，典語藥學招仿，

獲諾受研究的寸韜龍門。」如果揚說可以成車，則「語義君是J 屬於狹義的學11站壘， r非

語義首長J 或「結合首長J (姑間Ilt::ß)屬於廣義的說:詰學(如股、洪之說)。可是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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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說雖有大類可歸，但並非「廣義」、「狹義」之名所能涵括。蓋學科可有「新」

「舊」之分(如王力先生曾言「新訓詰學」、「舊訓話學J ) ，而未見學科有言「廣」、

「狹」者。可見近來有關訓詰學性質、含義的論爭是很熱烈的。

現在讓我們回顧一下前人對於訓詰學的理解、看法，從中或可以看到今天訓詰學

的推進與發展。

宋人王應麟〈玉海〉云. r丈字之學有三:其一體制，謂點畫有曲折縱衡之辣，

〈說女〉之類;其二訓詰，謂稱謂有雅俗之異， <爾雅〉、〈方言〉之類;其三音韻，

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不同，沈約〈四聲譜〉及西域反切之學 o J 王氏把訓詰從屬於文

字之學，這自然是粗疏不確的。訓話是研究語言的，清季章太炎先生把字源學的〈說

丈〉同語源學結合起來，第一個提出「語言文字之學」的名稱。文字畢竟不同於語言，

王說未諦。

近人何仲英〈言111詰學引論} (商務印書館， 1933 年) ，徵引王氏之說，謂「訓站是

關係字義方面的一種專門學術J ' r訓詰學也是文字學的一個重要部分」。此論與王

氏同弊，未瞭語言、文字之聯繫與區別。王、何之說，可稱為「文字學派」。

胡樸安〈中國訓詰學史} (北京市中國書店， 1983年版，據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

影印) ，認為訓詰學是「本子上的考古學」。其說可稱為「考古派」。以丈獻語言材

料作為「書本考古」的資料，只可能是校勘學、考證學，不能表明訓詰學之性質、範

團與對象。

張世祿先生〈訓詰學典文法學〉一文( <學術) 1940年第 3 期) ，認為訓詰學「與

其說是字義學，不如說它是解釋學;中國訓詰學過去並非純粹屬於字義的理論研究，

而是大部分偏於實用的研究。實際上，可以認為是讀書識字或辨認詞的一種工具之

學」。此說可稱為「工具派J 0 訓詰學是一門工具學科，這種觀點有一定影響。訓詰

就是一種解釋語言的工作，研究訓話的訓詰學，自然屬於一種工具之學。

當代訓話學異軍突起，則是社州大學郭在胎的〈訓詰學〉。該書係周秉鈞先生

(湖南師大)主編的「古漢語學習叢書」之一(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郭先生

對於訓話學的理解，基本同意黃侃、齊佩草之說，除強調訓詰學的「系統性」之外，

再加上獨創性與實用性。該書第九章詳釵「訓話學的新領域一一一漢魏六朝以來方俗語

詞的研究J '獨闢儷徑，男Ij具特色。書中融進兩百餘條實例，確具獨創性與實用性。

郭民可謂「創新保」了。

訓話學從「文字學探」、「考古採」、「工具派」到「語義派」、「非語義i1ïZJ

(綜合派)、「創新保J '是不斷趨於精密、向前發展的，是「舊訓詰學」向「新訓

詰學」的發展。眾多論著的出現，眾多訓詰實踐的成果，眾多人才的成長，以及訓詰

學教材的問世(如周大璞主編的〈訓話學初稿} ，武漢大學出版社， 1987年) ，無一

不令人歡欣鼓舞，無一不是古老的訓話學青春煥發的芳姿。近年還有一部關於方法論

的專書，於訓詰學的理論頗有建樹，刊行後影響甚大，不容忽略，這便是陸宗達、王

寧合著的〈訓話方法論〉。該書目的在於闡明訓詰之內容與方法，讓讀者自行分析及

判斷正誤。其要義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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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與讀之關係 說本立寄11話 形盲目

督與義之關係 家聽三三說話 聲說

/擺動規律:本有與後起

輯與義立關係〈應用規律:獨立與隸屬 韓訓

\設11釋規律:方法與條胡l

_........1;)，字形求義一一-1;)，形黨轉
(通過語形謀求鼠藥〈

\以語音求養一一自聲求輩輩

從語義本身覽館中揮主黨摺義 比較互競

，精確地概括了盲目詰學的內容與方法，多年之心縛，皆在要言不煩中。

如此沉研纜棍，精心獨創，似無 。遼寧教育學院謝棟咒教幟，與主寧先生同

出陸門，真有關文章論盲目詰方告為「以形如聽」、「囡聲求讓J 、 r據文誼義J 0 r據

文龍頭J 1.bt時鵑括 f .1t較互證」。果真然，貼謝先生之歸納用語更為鶴潔、現曉。

含 章諒琴音按句或有其他標點方式， {說女僻字詰林}卷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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