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茍J與「茍J

陳雄根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w 「茍J與「則是兩個形體非常接近的字， r有J 、「割的小鑫寫法分別是「兮J與
r~ J '字體尚可區分。到了漢代， r苟」字的寫法有「苛J (澳石經)、「茍J((囊壽碑})

等， r茍J字獨體不見於碑文，而從「茍j的「敬」字則作阿文J( (魯峻碑})、防ï.tJ ( (曹全
碑})、「曹文J( (韓動碑})等形。 l 可見「茍J 、「茍」形體十分相似。意義方面，二字截然

不同。〈說丈﹒茍部} : r苟，自急敷也。以羊省，以包省，以口，口猶慎言也。 J2

(1f部) : r苟 ， if 也。 J3 先秦典籍中不見「茍J 0 (爾雅﹒釋詰〉有以下一條:

憲、 j駿、肅、亟、遍，速也 o 4 

郝懿行〈醋雅義疏〉認為「亟」亦通作「荷J '並哥 I(經典釋丈〉云: r亟字又作苟，同，居

力反。 J5 據此，古書用「荷J的地方，或以「亟」借代，訓作急。 6 清儒或以為古書「苟」

當為「茍J ' 7 然而他們的說法並沒有受到重視。本文嘗試利用古文字材料及古書具體

例誼，去說明「茍」、「茍J二字的關係。文中所言，或異於成說，非敢好為新論，實亦

重申前賢的看法而已。

在金文中， r茍」字初不從「口J '作r? J (<孟鼎})、 r ~ J ({大保鼎})等形， 8 後加

「口 J作 rC1 ~J ({師虎筆})、「持J((楚季茍盤}) ，用法與「敬J字無別。〈師虎筆〉、〈師商

1 r茍」、「敬J的隸書字例選自清顧南原的〈隸辨)(北京:中國書店， 1982 年) ，頁 462 ' 610 。

2 漢許慎: (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 1989 年) ，頁 188 。

3 同上注，頁 26 。

4 本文所引經書(如〈爾雅〉、〈論語〉等)正文及注文，除特別註明外，均本之清阮元校到本〈十三經注

疏)(北京:中華書局， 1980 年)。

5 見((爾雅〉、〈廣雅〉、〈方言〉、〈釋名〉清疏四種合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 ，頁 35 。

6 如〈左傳﹒隱公十一年) : r我死，乃亟去之。 J(經典釋文) : r亟，紀力反，急也。 J (北京:中華書

局， 1983 年，頁 224 ) 
7 如挂實質〈說文解字義證〉、王筠〈說文釋Ø)J) 、邵瑛〈說文解字畫畫經正字〉、陳立〈釋茍〉、薛壽(穫茍〉等

均主此說。說見丁福保〈說文解字詰林正補合編>r有J字注下(臺北:鼎文書局， 1977 年) ，第七冊，

頁 1162-67 。

8 本文所引金文字形，並見周法高的〈金文詰林H茍」、「敬J字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1975 年) ，第

十一般，頁 5650 ' 565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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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翱鑽讓〉雖有f敬珮夜勿廢嚴令j之詣， r敬j牢〈餌虎蠶H乍「哥們. (臨盟主義〉作

f嘴J • (師聽誰〉作 f皓J '可知「敬j字是由 f苟j字擊乳龍鷹。告〈說女﹒茍都) : r敬，

肅也，若是女茍 o J 10 揖 f敬Jg克血「有J華乳聞出· r椅J 、 f敬j在金文中可通用，放「敬」

屑鍵的「草草打非能賣義，建立有表音作用。 11

〈廣穿鞋﹒釋站) : r識，敬也。 J 12 (廣雅〉以「敬J 器nr報上買ur有j 亦當有數藉。

f茍j古書呆見，商「苟j字者n常見冊。「苟j字除有「有且J一義外，注疏誰將它釋作

「誠J 0 試以〈論語}罵街· r有」在該響中凡八見;

[付 手曰: r萄忘食仁裳，無芽、也 o J ({單仁))
[2J 筍有過，人拓、知之。({注冊))

[3 J 苟子之不戳，雖寞之不竊。((顏淵))
[4J 君子於其霄，無所有孺已矣。({子路))

[5 ] 子讀講公子擠著居室。始有，曰: r有合矣。 J少有，日: r鳴先奏。 J富有，

曰: r苟羹矣。 J( 向上)

[6 ] 子B: r筍有用我者，期，月而自可也，五年有成。 J(肉上)

[7] 子曰: r筍正其身矣，於鍵設乎偶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利用上)

[8] 茍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楊貨))

上舉八側，其中飼 [4] 的「筍j 有「辛苦旦j之意. 13 其餘[ 1 ]、 [2J 、 [3] 、 [6] 、

[7 J 、 [8] 講憫，近世學者鐸將「苟J 言IIf乍但設之詞， 14 您當代在家則語11 r幸存J 為

f誠J 0 以f7U[ 1] 而言，何吾吾集解學|孔安盟曰: r苟，說也。當載能意於亡，則其餘終

無惠。 j皇倪疏云: r筍，誠也。哲人若按能志在於仁，則是為行之勝者，故其驗所行

皆醬，無惡行也。 J 15 朱熹集說則去: r苟，識也 o • .....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

之事裳。 J 1在以上孔、廈、朱王家均部Ir有J為f識上星星疏抉f議能j上加假設詞「是J

竿，可知f筍j字本身無價設義，猶「輯J竿本身無暇設議，報設聽來自句式，即是說:

9 容庚〈金艾編) , r荷J字〈大傑築〉銘艾下云: f;街不M詞，攀乳為敬。 j(北京:中華讀書筋. 1985 年，

頁 652 )按商周華8年的〈大傑鑫〉及〈孟鼎)(分績單成主、藤正器) , r萄j不M口，~恭主持的〈街虎輩革卜

農1]作「街J '其後懿玉的〈臨街黨〉及室主的〈師灣籤卜員目擊乳為f敬j 0 

10 (說文解字卜 3頁 18車。

11 r敬j的上吉普聽見母耕郁. r為J磨哥兒母戰部，二字有雙聲、旁對轉瞬餒。接二字吉普據陳復奪、何

九趣: (古韻通曉)(北京:中餾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7 年)。

12 晃清三五念孫: (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扇， 1983 年) ，東泊。

13 那街疏: r筍，且也。」

1是 如楊伯驗〈議鳥語譯注)(北京:中華在發尉， 1鉛5 年)將伊d[ l] 的「苟J譯為「假如j. {7tJ[ 2] 、 [3] 、

[6] 、[7]、 [8] 的[苟J譯為f假若j 0 嚴格來說， r茍j字未必有[假若J之義，只是在夜匈中. r苟J

如唐於搞一分旬之賞，則句式給予複句假設立錢。

15 (論露集解義統卡卷二，真 33 '兒〈論語注疏及補正)(豪北:世界喬馬. 1963 年)。

16 來采芳草: (閱讀集註)(看港太平喬馬， 1982 年) .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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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f菊J半用在積句對j一分句立當時，句式常帶有假設議。如此· 1苟J有f誠能J之意。

[3] 、 [6] 、 [7] 、 [8] 各例，注戒疏均富11作 f誠J • 17 1誠j 有 f誰能J或「誠然j 之

意。至於例 [2] 的「筍J '連疏均無解，從文旬觀之，將「苟j釋為「誠j是可以的。價i

[5]1有合j 、 f苟完j 、 f有獎j之f筍J '那疏釋為「苟且J ·朱子黨註承那三士說，言111苟j

為「聯且粗略J ' 18 用現在的話說，是f差不今j 、「約略j的意，慰。接此則f苟J字仍當

哥IIr誠J 0 、請人劉寶捕〈論語正義〉釋此節去: 1苟者，誡t色、話也 o ..""......公子荊處衛富

庶之時，知國響當示之以餘，又深習驕說立域，故蓄i符合、筍克、茍羹，霄其慧、已

足，無研復黨史也 o J 19 劉說甚楚。
從〈論語H筍j寧的用法來看， 1苟j除訊作f苟且j外，尚可作f識j解，意謂f誠如

是j 、 f誠然j或f誠能J 0 <廣雅﹒釋詰H誠位J1車去:

苟、敏、寶、信，誠也。 20

能遵義項看來，丹幻， 1質j 、 f館j均為實詞，故「時J之設111誠山林當有「億j 、 f實J等

蠢，衡立「種j在〈論語〉的用法，不為無理。

漢人注古書，每將「茍j字言11 為「誠J 0 大聽鑽入不詛為「苟j是報設詣，故不以

同蚓、 f若j等詞薄之，前1I筍j為「誠J '其用法相當於割詞。換上頭引孔安盟注〈論語〉

的øu予外，還真再以〈孟子}一番為{7îl來說明。〈孟子〉凡諾於勾當的「有J賄驢技有解釋

的，一律耕作「誠J 0 今試舉數端以說明:

[9 ] 有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巴。({梁惠互上})

[ 10] 茍為善，後嘴子謀生否有王者贅。((梁蔥玉下})

[11 ]茍能完之，足以保四海;有不充之，不足以事艾母。((去聽丑上})

[ 12] 有以是心葦，其再受之前已矣。((鑫心下))

171J [ 9 ]甜言111苟無臣IL\J為「民識無恆心J 0 f只U [ 10] 鱷注云: 1誠能為善，雖失其地，後

世乃有王者若摺家也。 J倒[ 11] 組挂云: í說能完大之，可保安四海之民;誤不充大

之，內不足以事父母 o J倒[ 12] 晶注云: 1誠以是這之心來蛋，我別斯受之。 J以上各

旬，如以f若J鐸「茍J '息可當之成理'f1i如將它釋作f誠然J或f識能J ' í拉更切合f誠J

。

〈聲辭〉中蠶於句首的「苟j字，主i襲亦住在首11為f誠J '如以下諸{7îJ : 

17 17y[ 3] 邪說云: r筍，誠也。 Jf7tJ[的孔安醫云: r言誠有用我於政辜者，期月而可以行主主政教，必三

年乃草草成功。 J例[ 7] 那疏云: r筍，誠也。誠能自正其身，買自於從政乎何考古嘗不難位。 Jf7tJ[剎那疏

云: í筍，誠也。若誠憂失之，則用心籲?贊竊位官話安，當其邪輝無所不為也。 j

18 (四違章發註) ，豆豆 88 0 

19 清華IJ寶槽: (論語正義)(北京:中還容審鳥， 1957 年) ，真 287 0 

20 (旦實難疏證卜J'{ 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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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苟余情其信榜以練要兮，長噸頡亦何傷? ((離騷))

[ 14] 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同上)

[ 15] 苟中情其好傭兮，又何必用夫行媒。(同上)

[ 16] 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 21 ((九暈﹒涉江))

中國語文通訊

例[ 13] 、[ 14 ]、[ 16] ·王逸均云: I苟，誠也。」例[ 15] 注云: I言誠能中心常好

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學用之，不必讀左右薦達也。」以上各例的「苟」字，亦有「誠

然」或「誠能」之意。

又如〈詩經﹒唐風﹒采苓) : I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臨舍繭，苟亦無然。」毛傳

云: I苟，誠也。」鄭簧云: I苟，且也。」鄭鐘以不合文意，當以毛說為長。

除漢人外，後世經學家亦有訓「苟」為「誠」。如〈左傳}句中屢見「茍」字，其中兩則

孔額達有疏:

[ 17] 苟非德義，則必有禍。(昭公二十八年)

[ 18 ]苟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定公九年)

例[ 17] 孔疏云: I苟，誠也。誠不以德義自持，則必有禍。」例[ 18] 疏云: I誠有可

以加益於國家者，取其善處，棄其邪惡可也。」二例的「茍J ·可理解為「若J ·也可理

解為「誠然」。

三禮之中，以〈禮記)/苟」字出現次數最多. I苟」字鄭注雖無解，但其中有幾條文

例的「苟J ·孔疏並訓作「誠」。

[ 19] 茍不至德，至道不提焉。((中庸))

[20 ]茍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同上)

[21 ]苟日新。((大學))

[22 ]茍知此矣，雖在歐22 敵之中，事之。((仲尼燕居))

[23 ]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禮器))

例[ 19] 孔疏云: I苟，誠也。......苟誠非至德之人，則聖人至極之道不可成也。」例

[20 ]孔疏云: I苟，誠也。......言帝誠不堅固聰明睿聖，通知曉達天德者，其誰能識

知夫于之德 ?J例 [21 ]孔疏云: I苟，誡也。誠使道德日益新也。」例 [22 ]孔疏去:

「苟，誠也。謂誠能知此四事，其身雖在歐敵之中，眾人奉而事之。」例 [23 ]疏云:

「茍猶誠也，道猶從也。言人若誠無忠信為本，則禮亦不虛空而從人也。」以上諸「茍」

21 本文所引{楚辭〉四則丈例，分見宋供與祖: (建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 1983 年) ，頁 12 ' 24 ' 

38 及 130 。

22 按阮刻〈十三經注疏〉本「敵」當為默之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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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孔hit並哥I!為「誠心當理解為「誠能j或f誠然j立:孽。

〈路﹒繫辭下} : r茍非其人，道不聽行。 J子L疏去: r若苟非通鑒之人，則不曉連

〈易〉之道理，則〈易〉之道不虛空得行位。 j結合〈左轉〉、《禮記》及《蟲懿〉藏文觀

之，孔氏串解麗華麗時，體f苟j為「誠j 、 f苟誠j 、 f若誠j 、 f若筍j等· r有j有「誠能j 、

「誠然j講義。然孔疏將「筍誡j 、 f若誠j 、 f若有j連舟，反映唐人巴，體覺「茍j有假設之

議。

「苟j的本黨為革名，其創作f說J ·投玉裁以為是「苟j的骰借麓. 23 這當然可以

說得通。但也有可能是:與「辛苦j形相近的「特j字，本身已有「說j義，古人以「有j表

敏. ~發 f特j義引申為誠敬之誠，再引母表虛化的f誠j輩輩(Þ!D r誠然、j 、「誠能j之意) , 

f茍j後來誤番作「苟J '相沿捕下，後世祖知「苟j語11為f誠J .而不復知字當作「有J 0 

上醋以f布j為「茍j之丟在誤，是有其理論根據的。試看〈儀體〉以下兩條:

[24 )實為有敬，席于昨階之自北齒。((燕禮))

[25 )燕，即上介為竅，賓為苟敬。*玉是獻。((耳旁體))

倒 [24 ]鄭控云: i穗，且也，飯也 o ... ......雷特敬者，賓賣主蟬，所宜敬啦。 j飼 [25 ] 

鄭注云: r茍敬者，主人所以小敏也。 Jr苟敬j一詞，鄭注首詩後互異，然皆未得確話。

按「有敬J Þ!P r有敬J '富有引〈儀禮}悶鈍，武威模筒載有〈燕禮〉首鷗文竿， i幸存敬j正作

f筠君又J ' 24 (武威嘆簡〉將「筠j釋作「苟J ' 25 誤; (漢語大字典〉將之接定為f有J ' 26 

正是。根據學者考訂，武威摸鶴的〈鑼禮〉屬於今文括民〈禪〉的磨成學，衛女寫成於竄

帶以後的路櫻晚期。 27 武威嘆續中〈儀纜〉從P'tJ的字如「草j 、「薦j 、 f革j 、「若j等

芋， i1fJ均寫作弘斗， 28 與「有j上都作 r" 具j踴顧不悶。〈儀禮﹒燕禮〉中f荷敏j當為

23 清段去放〈說文解字沒>r草草j字沒云: r:.fL在〈論語〉云: r筍，說1Ìl. 0 J 鄭注〈著草種〉云: r筍，主主包，假

1Ìl. 0 J皆假借t色。 J(上海:上海古籍飽飯斂，的最1 年，其 45 ) 
24 甘露罵街博物館、中路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續著) : (武威話題筒)(北京:文物出版斂， 1964 年)中〈儀

發 • j黨體〉載有此條街文(見該書學鐵飯十三m48 條鱗文)

?聽每每議定態挺起道主?莘莘建護強

曾以悠 悠話是E 捧起主藍藍 叫 隨毒手 llS 

25 晃〈試成程建筒卜~ 120 '總文行 48 。

26 <漢語大字典)(總印本) (包Jl l辭書出版社、海北辭書出版社， 1993 年) ，頁 133。一31 0 

27 <武威漢筒卜~ 10-17 0 

28 (滅鼠鱗鱗H宜j字作f泣J( 見〈儀禮﹒服傳))、 f驚j字作「農J (見〈儀禮﹒特牲))、「這J字作{毛J( 同

上)、 f著j字{'F f荐J( 見〈儀種﹒少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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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義複合詞，表誠敬之意。

「茍」誤作「茍J '傳世漢簡已有明證。可以推論，訓作「誠」的「茍J字，本當作

「茍J '漢以後由於「茍j 、「茍」形近，傳抄者誤書「荷」為「茍J '於是造成古書中但見

「苟J '而不見「茍」了。〈廣雅〉謂「苟，誠也J '亦沿此誤。

古書中「苟」多為「茍」之誤，不光是筆誤問題，還牽涉到讀音問題。「茍J訓為

「誠J '讀「居力切J '可從〈方言〉找到旁證。〈方言〉卷一: ，亟、憐、懶、俺，愛也。

東齊海岱之間曰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相敬愛謂之亟。」錢繹簧疏云:

「亟」者， {廣雅﹒釋詰一} :‘「亟，敬也。 Jr亟」、「敬」聲相近。〈說丈} : r懂，

謹重貌。 J(廣雅﹒釋詰一} : ，恆，愛也。」曹憲音「欺草、九力二反J 0 是「憧」

與「亟」同。〈說丈} : ，敬，肅也。以主茍。 J ，苟，自急、敕也。以羊省，以包

省，主人口，口，獨慎言也。 J(玉篇} : ，苟，居力切。亦作『亟j 0 J 是「茍」與

「亟」亦同。 29

錢氏證「茍J~P ，亟J '甚是。「茍J<r亟J)訓敬愛，敬有誠意，故此「茍」訓為「誠J '讀

「居力切J '而不讀「古厚切J( ，苟」的讀音)。

至於訓為「苟且」的「茍J '可能也是「茍j的筆誤。「苟且」有輕率意，與「誠敬」義正

相反。「茍」司11為「苟且J '是「誠」義的反訓。陳立〈釋茍〉一文云:

苟，為謹敕之意，故「敬」字以此也。若門都之「茍J ' (說文〉訓為，fT也」。段氏

注引孔氏〈論語注) : ， f苟，誠也 o j 鄭注〈燕禮} : r苟，且也，假也 o j皆假借

也。」然凡假借，必有與本字同韻。本字「茍」為草名，音垢，無有訓誠、訓

且、司11假之同音字者;又不可以引申。惟「茍」為自急敕，故〈大學}I苟日新J ' 
謂急日新也。引申之則為誠， (論語) : ，茍志於仁矣。」謂誠志於仁也。「苟有

用我者。」謂誠有用我者，由誠而膺，虛言之，則為假，為設。凡經傳之作假

如用者，皆是也。由誠而反言之，則為苟且，如「亂」之詰「治J ' ，廢」之訓「置j

之頓......總之，經典之「苟J '皆當以「居力反」之讀，無以rr之「茍」字。世人徒

見以付之「茍J '而不知「居力反」之「茍J '凡「茍j字皆讀如垢，所謂久假而不歸

矣。 30

近人徐世榮採用陳立之說，將「茍」所訓「誠」和「苟且」之義，視為反訓。 31

29 清錢繹: (方言簧疏)(北京:中華書局， 1991 年) ，頁 35 。

30 (說文解字詰林正補合編) ，第七冊，頁 1164 。

(-r縛的頁)

31 徐世榮: (古漢語反訓集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9 年) ，頁 182 及該書〈反訓探源)(代序) , 

頁 1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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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農皆是因為考j意到我盟旦前實際…上已經以公聽為正式曆怯和日常生活的基本轄法，

而農曆僅保留為傳統民俗驛法，還能公腎、農草書在中關日聽牌上的地位可以看出。年

齡在社會生活的許多方商都發揮著重貫作用，應該與社會的基本曆法保持一致。詞時

需要指出，郎使兩種曆法直在行，在一年的大部分時間冀，對大部分入來說，也不影響

軒虛歲的一致性。 11質霞說一下· r農曆J的說皆是有誤導性的。因為農村主要棍據節

，南部張其實跟踴磨一致茄跟陰暫不一致。同一節氣的陽曆臼期只有一天的誤差，

搞陰曆日期有近…個月的誤差，種眉不能接路曆進行。節氣就是為了補躊躇之不是臨

產生的，實際上就是中聞自有的跟鶴驛相近的補充「驛法J 0 農轄的說法不如陰曆準

雄。可見，從農業角度講，去臂的價值也比路臂高。

以上三點建議，第一、二觀點其實只是恢復傳統，去一餘西式實歲造成的混亂與不

便。只有第三點是新擬的規範'其實這也只是曆法選擇問題謂不是饅正的年齡衰j童問

題。

(上接 36 頁)

總括前霄， r荷j禱「敬j的初文，其議召 i命為f誠信j之f誠J '後來「有j多種於假借

複旬搞一分旬之首，其用法類很表骰設鞠係的建詢問oJ 、 f若J ·捏仍保留f說j盧化了

的意義伊拉f誠懇j 、 f誠能j之意) ，其後f草草j義進一步虛化，相當於「如j 、 f若j之議。

革將f有J義的演變簡示如下:

有:誠敬→議然、誠能→若誠→著

另外，古書中表「有且J之意的「替J (字當為「茍J) ，在句中擔當斟詞的角色。 f荷J言11

f苟且J '論者以為是「誠j義的反訝，此亦可備一說。

「茍j與f替j字彤本不相混，入橫立後，也於二字形體鎮近，便誤書f茍j為f有J ' 
讀音也自 f居力切j轉為f古厚切J 0 字形久假不歸，後世習以為常，遲不能分辨「有j為

f茍j之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