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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既亂鐘聲，不武j

〈左傳﹒嬉公三十年﹒婚之鼓退若是ftip) : i乎把講擊之。公曰: r不可了繳夫人之力不

及鈍。損人之力而敵之，不仁;夕之其所與，不智;以能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

之。 J其中 f以難品整，不武j 旬的{整J i武J二字，各家注釋分歧亨特此辦正。

(一) 200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學語文空鋪著並出版的全自制普續高級中學教科書

驗修訂本內語文》第一冊注釋為: I用混亂相攻代替聯合… A致，龍是不勇武的。易，改

2003年人民教育串鼓社中學語文龍嚼著並出版的全詩輯普通高級中學教科書G語

文涕喃控體為: I用散亂代替，接蝠，攝是不武的。說?抽打完的將蜂散亂。易，代

替。武，指使用武力持研應聽守的道義準期刊

兩種能釋，額然不同。前者與當今多數控家釋義相同，而護者與從f闊別注家之囂。

唐、以為，的者僅「武j 語11 誇武J 值得躇摧多需後者卻{棋大乖原攏。

主攝電:古代漢甜以上孺﹒第一分冊) (中華脅時 1962 年 6 月第…版)第 22 頁注轉

云: I這裹的『成1和土文的 H斗，都是上古時的抽象的道聽概念。 j羅竹昆主搧《漢語大詞

典.) (5)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1990年出版)!武j字能注云: i@拉使用武力所應建守的單義

準舟。個語﹒晉語::::) : r股戰不勝空話報之以賊，不鼓。 H住傅 • i喜公三三十盼: r…一

以亂易亨妻雙不武。 Hj續發治通鑒﹒元Jl[頁帝至芷十九年) : r吾以許人而背之 f 不倍;縱其

去掃擊之，不武 o lJ研謂「使用武主研應聽守的遵義雄則J &P i武德卜餘〈漢語大詞典:> (5) 

字f東鼓義項所長聽一、三倒譜之外，括如《左傳﹒禧去二十二年全「君子不讓嘍?不禽二

以及古語傍謂 f期間交兵，不軒來使J等均攬了鼓德卜 ffìH以亂易整J則不屬「武禱J 0 無

論「仁鑄j與「武總J '均囑古代所謂作人的議德範疇。如果轉本文中「不仁j與「不武J 首11作

-不講仁德j 與 f本講武德卜不建意境重讀 T 宿旦有詞費之嫌，位非春秋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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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以為， r不{刀、「不智j 、「不武J是從道梅、政治、軍事三個方面前論的，因此應

能《漢語大詞典;} (5) r武j字陳昕粥第連串義之解: r兵法、韜略。《欖記﹒月令) : H仲秋之

耶夫子乃命懈申請武，習射街角力。 J南朝﹒劉躍在艾文JL'離龍﹒程如:陳武共經糊口珠

玉，謹以曹武悶不聽文也。 jH中華大字典) (上) (中華書局 1978 年的另根據 1935 年，本

結印品版lr武J 字{鹿鼎云: r (六)戰門之方指宜。《禮記﹒丹令) : Ir乃命將僻講武，彈射

興。 jJ根據本文語境，先是泰、晉聯盟攻鄭，復被鄭盟燭之武以「閥，秦以利晉j的高論徹

底瓦解秦晉聯盟，秦軍主動提去空間晉文公也只好採取道葷的權宜之策，遠與「武器j無

關。上引住(一清nr不武H主「不男武J '這是接用〈草草語大詞典) (1) r不武j錐之解: rm不

算勇武。佐傳﹒黨公十年) : Ir城小而回事勝之不武，弗勝為笑。 ~J驗之本文諾境嘗不

要。前替中玉、金敢華主編〈中體古代文學作品齡(第三禪)貝司法「不武j為「不是武如。

這大概是盟軍於C左傳﹒宣告十二年H潘黨臼;阻闊克撤銘、承子孫，以無忘武萄。 j楚子

(莊:王)自: Ir非爾研知盔，夫文， lc戈為武。 JJ r武功J 即用武的功，績，驗之本文語境?亦

欠耍。

f以最L易聽j意即以戰亂代替盟好J 0 r配部Ir戰實Uo .c左傳﹒文公七年》有云: r兵作

酹內為道L '按外為議。 J 故《廣鵲﹒換韻〉部I r萬LH這「兵窺也J ;徐中舒主編。英語大字典》

(一) 1亂字僚韻!之為 i@戰爭:武力J '磁力云:嘿，齊i.t1， o 能支，能束，從正，正亦

警車。 J宋﹒緣錯注: r束之多又小擊之使正 3 會章。 j 清﹒段豆豆裁住: r齊者，采麥吐菜上

平i.t1， o 哥 p:拉攏凡齊之稱。Jr整J 由本義「整齊j梅奇 i 申可幫ni聯合、盟好J 0 泰、晉當時起兵

攻鄭本是「與(盟)攝J '二 f與國j 緊密勾結，先若一個整體，盟此本文中「與j 、「聲j互文

見義也

權j體~:!!U.1_理解，連三句可譯為: r仰仗人家誦，又傷害人家，這是不講仁德;遺棄與己

原來的盟盟 3 這是不算明智;發動戰觀來代替盟好，這是不僅兵法。 j

一 「韓明年j

宋﹒范仲淹《岳陽樓品已〉首段「慶曆四年春，勝于京擒守己陵部。走嘉明年多政攝入鞘 9

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空增其舊醋，期唐賢令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J其中

f越明年抽打越卜或部II及、車缸，或單111經攝J '說是孰井，茲作辦正。

(一H鱷j 草ni及、到J者。鶴立的歪斜至還要注侏代散文選梅河上海吉露出脹率土 1978

年 11 月第 1 版)注釋海: i鸝明年一一到了第三年。 JG善中輯青年出版社攝選〈古文體語學〉

(中觀青年出版社的科年 10 丹北京第 1版)中張中行注釋為: 1蘊;及、到。到第二年。 J

@輯錯良、唐作，藩、何九盈等北大中文系教授主騙、主力、林建教授校訂《古代漢話語《上

冊(北京出版社 1981 年 9 丹第 1 版)控釋為: r超:到。明年:第二年，指慶曆五年。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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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以前普通中學初中語文課本均詮釋為: 1到了第二年。 j

(二) I輯用111經過j者，額;如@徐中舒主編《漢語大字典.}(五) (四)11 撞事警部版社、 j榜i仁

辭鑿出版社 1988 年 12月第一版H蟬j字條詮釋為: í@經過。《醬﹒召詰) : r'~種二月既要，

驢六日乙末，王朝2年自賄，則至於盤。』宋﹒蒞仲淹《躊躇摟首位: (1鱷明年 3 政插入租，

百廢偎興。 j......J)@課程教材研究所中學語文課程教材研究中心繃著義務教育謀程標準

實驗教科書《語文扒八年級F揖) (人民教育出藤社詣。2 年 12 月第 i版)說釋為:只越明

年)到了第三年 5 就是慶醫六年 (1046) 0 J 
上引閑種「蔽明年j 的注釋 'EB於對「越j字的i壞解，張使對岳陽樓的重修時間相差一

年，岳陽樓究竟免重傷於「磨磨五年j還是 f靡膺六年j 呢?據鹽、研撒手邊讀籍，均認為是

「慶曆五年J 0 倒如中體文化部文物局主蝙《中國名勝繭典品(第二版)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6

12 月第二眼含該詞典第一蝕的品版詩間是 1981 年多共計。 3立個單位參搧?其中有 f岳

陽樓j 的所在當湖南告文化局)第 775 頁「岳歸樓J{I東云: rc岳陽樓〕在湖海洞庭湖畔，矗立

在岳蹋市閉門城樓上 3 是我國有名的江南三大樓閣之…，歷有f洞庭天下水事岳陽天下

樓j的盛譽。相傳樓為三關吳將魯諧首11練水睹的時兵台。唐聞元閥年(公元 716年)中醫令

張銳講守岳鈍，在此髒樓，式定名品鶴樓。宋慶聽五年 (10生5) )雖于京守巴綾時重

f虜。... ...後幾經興廢，清光緒六年(1880 年)時建...... ，昂貴日修訂本《辭船c::.) (商葫印

書館 1980 年 8 丹轉訂第 i 版第 930 頁)與聽有風主編〈漢語大詞典.) (3) (漢語大詞典出版

社 1989 年 3 月第一版第 809 真) 1岳陽樓H年均譯為是宋慶曆五年(lO生5 年)路子京守自陸

那時重修。

f越j 字作時間1t-謂之舟，正如上引《攘語大字典.) (五) 1主義j 字f無所學之首樹，始晃酹

〈書﹒召青島} 0 1惟二月兢嚕，驢六日乙末，王朝步自用 9 期至鼓鹽j是《番. ，召音告》首設的

話旬，請阮元投溺〈十三經注蔬> (中華書局影印 1980 年lO月第 i 版) (上冊)黨 211

﹒乳安國傳云:「周合攝政七年三月十五日，日丹相壤，居紀之。按巴豆豆後六月二十一

封，成王朝持說錯京歪扭聾，以選都之事告文主顧...... 0 J唐﹒孔穎達硫云: 1'1當向全攝

政七年二月十六侶，其目為庚竅，既日月相望矣，於告單復六位乙未海之丹二十…白。 J

﹒孔《傳》與唐﹒于L(織.)均草111定義;為 f於(及、對刊。從 f三丹十六日(庚黨)3至二月二十

S(乙未) J )除去起、 i去。當話，其中只醋的夭。清﹒王若 i之《經傳釋調.} (黃械、楊樹達批

本)云:池) ðí萬『及』啦。《書﹒召話》日:誰二月既盟 9 籬六路乙末。持自既嚷嚷寅)

及己未六日tÈ. o 下文曰:乎!在肉牛肘，越乏自戊中。 j志講喜丙午及戊申三日啦? 稜皆放

(效能}此。 J (咒語麓書社 1985 年生月第 l 版第 152 頁。)

如按《漢語大字典) (五)!越」語111經過J )期 f二月既盟(庚實)越六日」應是「丙申J而非

「乙未卜期顯然不合原文。另如《番﹒召話》首段中該句 F文刊三月)肉牛聶三日戊申」、

一一呵呵-一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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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戊申)越三日庚戌J!(庚戌)越五日甲寅」、 r (甲寅)若翼日乙卯J (按﹒清﹒王引之也種傳

釋詞) : r若，及也。 J) 、 r (乙卯)越三日丁己」、 r (丁己)越翼日戊午」、 r (戊午)越七日甲

于」等句中的「越」宇，也只能首11 r於、及、到J '否則即與甲于不合。(按:{'書﹒召詰H越

六日」的「越」訓「島亞配，早見於商務印書館 1983年出版的修訂本《辭痴~ (四第 2985 頁「越」

宇條 o )古人作文用宇講究出處，因此《岳陽樓吉ê.H越明年」之「越」也只能首iI r於、及、

到J 0 r越明年」即「到第二年(慶曆五年) J '不能與范仲淹《岳陽樓wê)的作文「時(慶曆)六

年」混為一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