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說「勻Jr與Jr予」
朱承樸

「勻、典、予J 芸芸竿，是三三個來源

不同的字，但這三字在具體使用過程

中，常常發生一峙問轍，耕攤在一起，

規加以闡述。

、 rl弓J 貂「與J

1.增選產用「與」 、大陸新加投拇「勻」

我們翻閱畫灣、香梅以及梅外一些

出版的書籍、難骷、轍紙等印刷

，都是用「與」搞不用「孟子J '只是

在一聲非正式的場合如手播、籬諧、筆

帶發琨寫?勻j 的，其豆粒棧是用

。在中盛大陸的情形織好經麓，

以前版物來說，有用可恥，載有將「勻」

，班﹒些特殊要求的地方用「與」

如古銷、俄梅外讀者閱讀的出版物等，

此外，一律用「勻J '其主流去是用

日本、新加坡等出版的

華文字哥特奮發籍是用 f孟子」鈞。

「與J 字歹自入「繁體字J

範憫，賢慧弱，自為它筆畫較多，

麻個一點;把「勻」字列入

範圈，欄誨，間為它筆畫少，

便，教都較高。「勾」、「與」的區駒，

只在使蹄場合本悶，其本身音聽完全一

樣，

2. 說用由來已久

瓷朦代審核眾的手渣，碑帖、刻站

及由此印 ，也有「勻J r與J

並用的現象。

醬竹林七賢之一的觀詩，東聾的

「二玉J (位攤主在、王獻之) ，唐代的

中盟語艾通訊巾的年9月 第4顛

體紫、唐太窮， r宋四家J立法激蘇軾、

、米甫仁D' 明代的蓋其品縛，

錯都是鼎鼎大名的書法家，

代黨號及影響力的，能{倚靠寫的你晶中

都是 f與J 秀黨屑的。

，就以影齡宋本〈離南子〉

﹒此苦器是現存〈推南子〉

的版本。議書中「勻J r與J 並用現象是

很明顯的，而1且「勻J r興」蹋

義上並無組JJIj 0 畫畫以該書前五學列聽說

明。

卷數 i
þr與」 正文中「孟子」

出現吹數 出現次數

1 42吹 1次

2 16次 8改

3 6次 18次

三次

10次

說會中「勾J 和「興」並無意義上

的區分，從以下例何可以證明。

聖人不與啦。( 〈叡員~If)揖

八十耳其)

注. r豆子，繪畫凳啦。 J [按:正

文用「與J .盟中用「勻J 0] 

食麥與三字。(譽主主〈詩則訓〉第一三

四頁)

食麥勻羊。(全上掰一二五頁)

食接與難。(全」二掰一主零頁)

食樓與牛。(

在卷五中釀造樣梅旗的句子尚有八

旬， r勻J r與」安 ，可以說研

語文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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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義上兩者立在無盤剝。

3. 縛tJ後的使姆彈實及認識

到了清代，手寫的書館，手購、及

嚮法作品中仍有寫「勻J 的. {豎立武的

部制品規乎一律朋「與J 。耽會上指現

了如下三種看法戒現象: (1)認為「輿」

是正竿， í勾J 是懿字@ 0 (2)認為「勻J

古字， γ與J 為今牢@" (3)正楷用

「與.J '行書學鑫瘖「勾.J 0 慰說，在

某些裝重的場合，如科場考試、官R守主主

文、與拘{條文以及各種由版物等，鈞一

律瘖「與.J ·但在一聽認為河以騙便一

點的或可自由一點的地方都在館、手

構、害能聽術等作品中，仍可以發琨期

「勾J 字的。

〈樹立) í每」竿蝶段還裁說話:

í..... .~錢，黨鵬也。接蟬，聽取共麟，

不問『勻且也。今俗以 r與..!I f\:; Ir.勻』

F與』行間 r勻』撥矣。 J 佈所捕的「與

代勻J 這是符合當時的賓樓袋?會視的，但

「勻廢」呢?我讀租不雖然，否則

如判解體清代名人手扎襄出現眾多的

字呢?

4. 「與J 的興興不問

段去戰認、媽「與不向勻租J

表著一種譯法。主義一下授們案蹋的字典

辭書，不難激現一線環象，就是忽哥哥芳:

某某字奮發指紹過兩三乎是招i穹的，忽而又

引另一半脅說道厲字主義不同的。為丟進歷

會出琨君來是互相矛盾的情況呢?

說昆是清代著名的文字學家，他根

據〈說文〉鶴定「豆子J í與J 本是來聽

不間的棋總字。「勻」的本輯是腸子，

f與J 的:<$:雖是「黨與啦J ·黨與者朋

黨瓏，應鵰名詞，聽賜予卻鸝勳詞，辦

者的本義不筒，調控亦異，設法: í不

時勻蟻。 J

i此外清代的女字舉家徐旗、李富畫系

等艘，曾捕的二者是不闊的@。

說文解字有所措犬餘:<$:和小徐本，

大偉本即宋韌徐絃的校定斗志，小徐本即

醬缸立弟徐錯閉著之〈說文明書傳〉。大

徐本、小徐本都認為「左手.J í與」是相

甫的。

大徐豆粒的. í孟子，賜予啦。一句為

勾， I比持與詞。.J

小徐本曰: í勻，路子啦。一句為

, I比那與悶。」

揖〈繫傅〉卷三三六〈融在〉篇文云:

'說文賜予也。一句露興，與

子皆悶。 J

很明顯，小律本此大律本的「勻與I司J

更進一步，在竄接還能自己的見解「勻、

典、子J三字管間，攝和上插季寓縣〈說

文辨字IE俗) í與.J字條「按三字古皆

有JJIJJ 1i究研額對照。

能聽「至沒J í與J 間的備有〈廣韻〉、

〈集韻〉、〈洪武忍讓〉等轍書;韓今

出版的古字典辭書聲，也都分穿這引用以上還

學材料，在E í勻J í與」之間能有

「邁J 等三字轍。可見「勾J í與J 闢

雖然本是「辯字爾親.J '的實繫謊攏過

報中，人們平間扭揭發灑第一訣，不再

藍分了。

5. 「與J 的轉韓

鞠於「勻J 的潛鑼，畫展炳麟老五〈文

始〉卷芝ï: í勻」牢接去: í(說文〉興，

路子也，一句禁毒興。踐民曰: r一者，

推商子之 o ..!I此則合體指著終也。 J 暈民

中國輯貫通訊 1989年9月 第4期



闡述〈說文)1一句為勻」時指出: (1)'勻」

是個合體指事字，即由「勻」和指示符

號「一」組成的， (2)指事符號「一」是

表示給予之意。關於為甚麼用「一」而

不用「二」呢? {說文繫傳〉解釋道:

「臣錯曰:不唐、少，而愚不均，故從

一。_j {六書正誦〉又說: 1寡則均，

故從一勻。」二者都把指事符號「一_j , 

看成是數量上的「寡_j .是耶?非耶?

這真不作討論，但「一」表示「推予」

之意，是不成問題的。

關於「與」字釋義，各字典繁簡取

捨'差別頗大。〈新華字典)(1)和、眼;

(2)給; (3)交往; (4)贊助; (5)參與、參

加; (6)同「蠍」。共六個義項。〈大辭

典〉就擴展至二十四個義項. (中文大

辭典〉所列義項達五十八個，計四千四

百多字。真是「剪不斷，理還亂。」如

果剪得斷，就可以理出個頭緒來，要剪

就要有原則，這個原則就是按詞義的發

展，由本義而引申義，順勢抽出頭緒也

就可以整理而掌握了。

〈說文〉云 1興，黨與也。從昇

勻。」也就是說「與」是由「昇」和「勻」

合成的。「昇」是甚麼意思呢? {說文〉

云. 1鼻，共學也。」共學者，即共同

擅東西的意思。「昇」和「勻」結合，

表示大家為了共同的利益，齊心合力，

結成同盟，這就是造字之初所要表達的

意思，所以「黨與」作為「與」字的本

義，是可以成立的。

一個古詞語在不同的語言璟境中，

用現代漢語來對譯，往往可以譯出多個

相應的詞語，如「典，黨與」這個基本

意義，在具體的語言璟境中就可譯出朋

黨、友邦、盟國、盟友、同盟等。{?lJ

中國語文通訊 1989年9月 第4期

車口:

王奪之人，霸奪之典。( (苟子﹒

王制) ) 

(王業要靠爭取人心，霸業靠爭取

同盟。)

與:同盟

今已有數萬之眾者也，陶誕比周以

爭興。( (茍子﹒強國) ) 

原注:典，謂黨與之國也。

黨與之國:即盟國。

弗與耍。( (漢書﹒燕王劉澤傳) ) 

原注:興，黨與也。

黨與:即朋黨。

再引申下去，結成黨典，必氣味相

投，情意相合，以至互相攀握，被此協

調等。引申是詞義的擴大，也是語詞在

具體連用過程中聯想的延伸或擴展。因

此在具體上下文中. 1與」字可以譯成

現代漢語親附、安好，結交、跟隨、贊

許、援助等詞語。例如:

諸像以禮相典。( <禮記﹒禮運) ) 

(諸價憑禮來互相交好。)

與:交好，結吏。

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 (國

語﹒齊語) ) 

與:追隨、親附。

蛤蝴珠龜，與月盛衰。( <准南

子﹒地形) ) 

原注:典，猶隨也。

與:隨著、跟隨。

夫子唱然、歎曰:吾與點也。( (論

語﹒先進) ) 

與:贊成、贊許

張儀謂秦王曰: 1不如與魏以動

之。_j (<戰國策﹒棄策) ) 

原注:興，猶助。

與:援助。動之:使其強大起

語文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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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於在實隙使用中. í勻J í輿」

早已不分，放 字的本義蜴子，給

予輯t位自然被「與」寧吸納過來。例如:

1. 和「與j 的斜攤

「子J í輿」之鶴的學等繪，站立學起

存在。倒如:

很眛者子，何以予立。( ﹒干

故先三位有所蝦，有所興。( <管 揖〉

子﹒

的。

「主手」和「昇j 組成

，還i上仁擎的含聽聽發

「與J 。

行血，天下為主去，還鱉無

能。( (攤前﹒禮運〉

興能:推舉能人@。

!申之外，還有一餾曬象就是廳

，如果沒有跟班「鑰蟬

，我們可能把它看成是一個介掘。

「與J 字「跟瞄J í站蹦J 輯進

A步放出，就鹿為介呵，相當於現代漢

緒中的「餵J 「闊J 0 

主主夫暴露之君，將聽與豆豆說?

( (莓子﹒議兵〉

(再說那些暴君，將級擺一起打仗

呢? ) 

與:眼，悶。

故老子曰:矢口俊不嚕，故真能與主

爭。( (推禍于﹒溺耀章1I1)

〈莫能與之爭;攪有誰能問他爭

了。〉

與;悶。

「興」竿的攝噴離列起來，可

達幾十個甚至鼓土問個，我們只要從

它詞義觀膜土來理解便很容農轉

叡'

f子J 未必 「與J

譯詩在王先〈論翻-

f乍「彼蝶者子. f可以與之 o J 

成了「與j

篇中引

變

君子來朝，何協子乏主?雖無予之，

路車乘篤。( (持 -5謊報) ) 

話詩夜班關機的〈白虎通義﹒考點〉

篇中引作「嘴子來朝，何錯與之?雖無

與之，路康樂路。 J 原詩中的稿錯了

「于J 字，報導 i文中變成兩種「與J 字。

、寧審亦是如此。〈藤

韻) : í子，與也 o J <一切監督義〉

三引〈五倉解點) : í子，此亦與字。 J

〈正牢攝) : í子，鵬也，通作興。 J

〈說全攝制女鼓聲) : í子，但借為興。 J

從學 I (韓) í子」換「與J '銷

書寧書聲中指路煎寧之輯出現的「過J

「此亦J 等苦海語，正好說明「予J

繭相視情視，亦是由來已久『。

2. 寧的禪義

〈鵲文) í予J 字蝶云: '攤子也。

象格子二三形。 J 輩無麟〈文輸〉響美ζ解

f籬，猶學也 o J • 11學

，興建矣掌握持招畏。 J

不梢的樣子。文字的錯形謊言話愣了子的

本親是桔子。這個意義剛好問「持Jí與」

的給予韓同蠢，所以古書唇上常常拿「乎」

「興」芷輯在解. (說了從) í勻，賜予

啦。 J 又如「子，與也J 、「棋，于啦J 、

~蜜語艾道路 1989年§月 第再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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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孔廣居在他所著的〈說文疑疑〉「予通作與」等等。是因「予同與」、

中曾對「勻、與、予」三字作過總結性為詞義上的相同而互庄，並非單純是語

「賜予義，勻、典、予三字俱的闡述:音上的同音(1).所以認為這兩個字互注

可通。黨與義，當專用與;我也義，當

專用予，此通中之別也。 J CID孔氏的總

結是不錯的，但失之過簡，試將這三字

屬於「假借」是不合適的。

「予」的引申義為「贊成J 1贊許」

「贊揚」 「與」十分相像。，其情況同

的詞義交叉關係列間如下，為本女作
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

結。
( (ì漢書﹒孝〈春秋〉子之。焉，

成趙皇后傳〉

予:贊許

夫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

子也。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予師

曠，言治者予三王。( (茍于﹒大

略〉

「特意，謂人人殊意。楊傾注:

還有一家是蔡裹，因未查過，故不敢斷
@ 

子，讀為興。」
弓~(l

'" (天下的人意見不一，然而也有
本丈依據的是畫灣藝丈印書館於民國六@ 

共同稱許的。言調味的總是讀揚

十三年翻印的四部叢刊影鈔宋本〈准南
易牙，言音樂的總是讀揚師曠，

于〉。

見清邵瑛著〈說丈解字畫經正字)1于」字

條云: 1與為正字」。

@ 

言統治的總是讚揚三主。)

「于」字還有一個意義，就是作「余」

見清徐顯著〈說丈解字注婆)í與」字條云;@ (我)解。這個意義從何而來，目前還

「蓋勻與古今字耳。」未有一個較圓滿的解釋。有這樣一種說

見清徐顯著〈說文解字注婆)1與」字條

，賜予也'與此[按:云 1...... 1勻」

@ 

日予一人。( (禮記﹒曲禮下〉

(鄭康成注:

法:

當指勻Hrj為二字二義。然鼻而與之，「余于古今字。」

仍是賜予之義。」

文清李富孫著〈說丈辨字正俗)í與」字條

云 1餃三字[指『勻』、『與』、『于J] 古

清王玉樹在他所著的〈說文描字〉

「因鄭此說，學者遂皆「于」字條云:

讀于為余。」但〈說文〉段注認為這是
皆有別。」

一說「與」字此例或是「學」的誤字爛字。@ 
余的假借字。

「予」有陽平聲及陽上聲兩音，而「與」字@ (我)以「于」的義項，除「余」

{乍「給與」解時音陽上聲，把「于」字作

「給予」字用時也應唸作 jy5 .而非

jy4 。

外，其餘統統和「與」字重疊，詞義比

「與」字簡單。

三、總結
見清孔廣居〈說丈疑疑)í于」字條。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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