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讀 f擇人而任勢J

金甲*

人認任勢J 譜兒《孫子兵授主﹒勢篇〉。對其中的 i 摔j 字， {十一家控器于》

(歷代古注)多作「選擇j解。例如李華:丹等勢而戰?人，怯者能興，故能擇其研能任之。

勇者可戰，謹慎者可守，智者再說，無藥物也叫校校: í言善戰者先斜兵勢 5 然後量人之

材，鐘聽說以任之，不黨成於不才者t註 o J張旗: j-任人之法 5 吱食、使融、、使智、

各任自然之勢舍不責人之所不能多故隨材大小事摔宿任之。」其授， {棍子兵法》注家多囡

「十一家J 0 

i…十一家H主把[擇j 作「選擇J 解多如果孤立起來看?不覺得在甚蠻問題，但如果

把它放在何于中，聯繫上下文學就會發現並本持合文章原意。琨將《頭子兵法﹒勢第》原

文摘議室nF:

故吾吾戰者..4丘之於勢，不安於人，故能才華人而任勢。任勢毅，其戰人也安。轉木

J苔，木耳5 之悅，安員1)靜，危貝1)動方要1) J泣，圓別行。故善戰人之勢，安扭轉鸝J石於千

物之山者，勢也。

一小段文字多問句話 3 三個層次:第一句話是一個層坎，將勢和人作比較，肯定[勢J ' 

背定[人打提問突tU í任勢」的重要;二三兩何，即比啥手法倩影象地說明其蜜素是「任勢J ;最

後一句是第三值層攻，用比喻突出 f任勢J造成的那種居高臨下不可阻擋的強大的威力。

是指揮作戰的將帥克敵制髒的法賞。瞥段文章的主詩在提強調 11主勢J '即將僻利用人為

的、易變的、潛在的謠自素造成有恕的態勢以奪取戰爭勝利的重要作用。再看第→句話，

由兩備分句組成。第一偶分句中的「求j 幸ní責J 瓦文同義 3 句子的意思是，蕃於指揮作

戰的韓帥， (奪取戰爭的勝利)主要靠勢 3 而不是單純依頭人(部屬、士卒)。第三個分句

[故能擇人間在勢山是前面分句研表述的觀點的概括。「擇人j承 f不責投入J 0 r擇j 人應

讀如「釋仆捨棄; I擇人心捨棄對人的依賴。「任勢J '承[求之於勢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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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只有這樣理解才符合文章主諱。

我們選可以揖《摸喬﹒冀磁帶中的一段話說研(擇人而îff勢J 中理」應讀對日「釋j 多

是捨斃的意思:

r (范蠢}乃治產移居，典音幸逃而不安於人，故蓓治是脅，能掙人而任時。
劉放對第一個分句作了出:(治意多治可以生患者;積居，積智力支物居停之。與時攝而不

資按人育比樹學自與天時驅逐，而無求實於人啦。 J觀敘沒有再給「擇人認任時Jf宇蛇，閱

~r擇人而任時J承上文而來，意思已接很清楚: r擇;斗，就是:不責於人J ' t鼠就是說 9

裹的 f擇j 不是體擇的意思，應讀如釋雪夫在捨棄的意思。 {t莫誨﹒貨聲傳》和〈主輩子兵法

﹒勢篇〉巾的這兩句話不僅層&結構相間，連語吉tl1相似， r擇人師按時J 中的「擇j 應

讀為[釋 j 多 f擇人話{去勢j 中的「擇 J 無疑也應該讓如何事jo

f擇J 的本義是選擇，守 1 取義是矗剔。捨多鞋，是它能報{昔義。《韓非﹒五蠹》中的「布

取尋常騙人不釋J '王充《禱告暫﹒非韓》引文多[釋j 作 f擇J '闊的是 f草草J 的禮{畏宇。

「草草j 的過假義，雖然使用賴率遠遠不及其本義和引申義，但吉籍中還是不乏其倒的。

如:

l. <鑒于﹒經說上P : r取此摔彼，問故觀宜。 j 舔諮讓《吉籃子闊詰} : r擇為

『釋j 學擇拾古遍。吉取成法則捨被法也 c J 

言. <處于﹒瞋葬下} : íJ學葬久褻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諸于為喘不已接俑

不擇哉? J 

3. {呂氏春秋﹒察今} : r故擇先王之成法官f]法其所以為法。 J 許雄囑: í1~J 

《品覽藥〉作『釋~ c 擇釋韓同宇攏。 I

4. {呂氏眷秩﹒大樂P : r先聖擇爾法一，是知萬物之情。 f高音寄:主: r擇，

車。」抬舉國曰: r擇釋古字通用。~

5. {韓非子﹒大體} : r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多故能成其

oj 季里ír{課還客齡: r泰山不讓土壤 s 故能成其大;河海本擇緝滾，故能說

其諜。;

由此可見， r擇j字的假{苦用法在古籍中還是較多的，而決不是福闊的特但1 ，只是由於

…些注家，或者…時疏豆豆，或者體於舊往多或者不知假惜，因而產生了誤解。

1 險去考飲 《民品春秋新校輩輩)(上海:上海在車露出版社， 2002年 3 第 1 版)‘ 948 頁沒 1 1 0 

2 樑古詩歡 e 至后氏綜秋葉詩校釋) (上海: 出版社， 2002沫，第 i 版) , 267 哀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