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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據句法判斷語意詞義獻疑

1 、檢: {孟于﹒梁惠王上﹒寡人之於國也} : I狗說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事

而不知發。」趙注: I吉人君但養犬麓，使食人食?而不知以法度檢般也。」朱注: I檢，

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撓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 J I 應

邵曰: I養狗古老者使食人之食，而不知以法度斂之也。」三家說法基本相同，皆謂「不知以

法度檢制之」。

《漢書﹒食貨志贊》引孟于此文: I孟于亦非『狗最食人之食而不知斂.1 0 J 顏師

古注: I吉歲豐熟，故栗饒多?狗說食人之食?此時可斂之也。 H漢書H檢」作「敏J '意

思是收成好，穀賤傷農，國家便當平價收買，兔得用以飼養狗攏。

按:此章孟于和梁惠王的對話可分四層:第一層?因為梁惠王望民之多於鄰國?故

孟于設「五十步笑百步」之喻，說明梁與鄰國之政沒甚麼區別， I直不百步耳，是亦走

也。」第二層，陳述王道之始，在於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第三屑，具言為政能使黎民不

饑不寒，老者衣自食肉，則可以王。第四層申吉歲有豐凶 3 何時可檢(斂) ，何時宜發，

不可不知，得出「民至」在於為政，而無罪歲。二、「狗麓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事而不

知發」句法， I檢(斂) J 乃與「發」相對而吉。《食貨志》引此，與管于的「國蓄」、「輕重J (民

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是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 ，李惶的「平躍J '弘

羊的「均輸J 並舉，是班固以孟于語意謂「斂」與「發」也。清初﹒閻若臻的《四書﹒釋地三

系賣》云: I古雖豐碟?未有以人食予狗古老者。『狗古老食人食』即下章『胞有肥肉』意，謂厚斂

於民以養禽獸者耳。」閻氏之說可信。

故「檢」即「斂 J '古同音假借。「檢(斂) J 與「發」相對而吉。王力《古代漢

l 朱熹: {四書集注} (長沙 岳麓書社， 1987 年) ，頁296 '注釋 21 、 2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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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詞11釋可取;而郭氏注釋可寵。 2

2 、堂堂、轉: (孟子﹒公舔丑…甘苦 i 孔子曰: r聽之澆位，權於豈是聽話傳命。」趙

於「豈是‘羈j二字無解，但好 rlf2主於豎郵傳書命也。 J 來注: r至是些驛也。擲，關tßo 訴以轉

毒也。 J 3 醋，每吉ft驛站傳犧命令的馬車。朱以罩、鄧為並列之三名。雖循正義:

主垂f~ 、韓三字同為傳遞之稱。以其駐馬傳發謂之宜發卡，謂之騁，其傳耀行書之會亦

即轉之覽輯:?謂之鹽。置郵即傳會之名。置郵本其三名縛。」

接:{說文}> : r韓，釁驕也。 J 謂驛傳之騙。《史記﹒文帝給~ : r太僕見為導財足，

餘皆以給傳覺。 此漢書〉文用。練器》亨氏廣雅》宗: r置，瞬缸。 j 又主持E淳云: r律:路

。」又與智馳墅、乘置等。顯注: r覺者置縛驛之阱，因名笠位。 j

﹒西域傳下}> : í學:咨便宜，因驕蓋以題。 J 頗住: r輯室主郎今之驛馬車叫

置翰，傳量更多聽置，皆名詞。然非孟子之「童讀~J 0 

並非叫誨。能句法來看，若f畫畫第j為一詞 3 點不得用 f而j 字， r遠於置

郵間傳命j意不可遷，間「而H牽連誨，在道襄連接的是菊觸動詞牲的混墊，否則必當以

r~議於置郵之傳命」。孟子文曉云「連於覺霉頭轉命J '貝u r覽j 乃動詞， r置辦H再

轉J 0 {說文} : r齡，境上行書舍。 j顏師古《漢書﹒插吏傳> r郵亭j 注: r郵，行書

舍，謂轉送文至替罪行。止處哩亦如今之驛館矣。 J 又ι京房傅H郵J 注: r垂:~ ，行，書者啦，若今

傳話:支書矣 c J 是「郵j 本為童醫研止之舍，亦詣行;發者，孔子此語， {呂民春秋﹒上韓三

作門事之蟻，疾乎以草草傳會J 0 r德之態卜耶魯之三流行宜。 f疾乎以郵傳J 1 顯權於置螂而

傅命也。 r豎垂pjf下[以郵小寧可言覺「盤郵」立豈非一詞，如覽J騎，傳置，輯置之比tß 令

乃受語結構。「置郵路簿命J '說今語表達 9 則為﹒設豈是驛站來傳遞文

書。必云 f量郵J者，設提驛搭孺俾命，視不rÌl驛站之任何 法，其議為最也。然員位置是鄧

商縛命j之喻尤頓金。

玉民《古代獲諾》故未說，楊氏「置j 和 f部J 名詞說， {I說較文章來接密合。 4

3 、毀: (孟子﹒離壞上》孟子自: r有不寞之譽?有求全之毀。 j 趙注: r虞雪

度逛。古人之行有不度其將有名譽悶得者。......求告之毀，若模不膽將赴君難，問金鼓

?失氧訶矩。可謂欲求全其節前1既有怯輯之接者也 o J 朱注吾 i 呂民曰: r行不足以

2 王力. (中華會為) 2002 年) ，頁288 '注釋 1日、撿，通斂售收積、儲藏 e 郭錫拉克: <(古

代;如11>(語文上起級本主， 2000年) , ][巷的，注釋 17 :撿，約來，限制。

3 向注 1 '頁3的注釋35 。

4 主力《古代漢語}; (中榮發鳥， 2002 年 7 月) ，豆豆 303 '梭釋22 :麓，鄧都是古代傳遞政令約方法 c 豈是

郵，郎馬發誓豈聳聽，即取遞。

場i白發:1{孟子譯法抖中華發肉， 2003年) ，豆豆61 、技釋27 : 1直是j 和UI驛J都是名詞 s 村教於後代的驛站傳

麓，部之古代的驗站也P~ 1皇室j 或者?鄧J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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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兔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吉毀譽之吉未必皆

實，修己者不可以是建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J5

按: I求全之毀J '趙注朱注均非是。按句法， I不虞」為「毀」之定語: I求全」為「毀J

之定語。「不虞之譽J '譽之出於意度外者。「求全之毀J '毀之由於求全責備者。「求」與

「責」皆今語「要求」之意。日求全，日求備，日責備，皆動詞受語結構，其事一也。《吉宙語

﹒微于》記周公曰: I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吉不可責以備行而即棄

之(顏師古《漢書﹒宣元六王傳》注)。又《于路} : I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H求全之

毀」者，行事大體無虧，宜獲譽矣。乃有人焉就其所不及之處毀之，是則求全責備。此

謂毀之者求其全，責以備，並非受人毀者「求全其節」或「求兔於毀而反致毀」也。果如趙

朱所云，則求全不得為「毀」之定語，而句法亦必不如是矣。且所謂求免於毀者，必也謹

盲慎行，僅僅焉惟「毀」至是懼，然而反致毀，此則可謂「不虞之毀J '不可謂「求全之毀」

也。

二、據文意判斷句讀、虛詞獻疑

l 、〈適于﹒公主系丑上} : I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

公繼之，然後大行。今吉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刊。{朱于集注》斷句如是，王力

《古代漢語》、令人楊伯峻{孟于譯注}同， I今吉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J譯為:現

在你把統一天下說得那樣容易‘那麼，文王也不值得效法了嗎?趙注: I文王尚不能及

身而王?何謂王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是以為法邪? J 焦循正義: I翟氏頓考異云: r或讀

然屬下文。後文今時則易然也，知此然宇必不當屬下。』按趙氏云叫可謂易然也J '斷『然』

宇句，甚明。」

按:讀為「若易然J '是「若.....然」關聯，即「像 ...的樣于」。公孫丑此語針對孟于

前吉「以齊王，由反于也」。孟于乃吉易之甚;非「若易然J (像易的樣于)之謂。翟引下文

「今時則易然也J '非其證。則「易然」則謂「易如此J '上文無「若」宇，非謂「易的樣于」。

孟于語自「齊人有吉日」以下，申吉「以齊王天下」之易。日「令時則易然也J '下文尚有「惟

此時為然。 J

此句當讀「若易」逗， I然」屬下。即讀為「今吉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J 0 I若J ' 

如此。即《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I若大盜」之「若J '那麼、那樣: I若易 J '如此其

易(~茵反于) ，今語「那樣容易J ; I然J '如此，指王若易(王天下如此其易)。再看趙注:

「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何謂王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為法邪? J趙解「然則」為「若是

則 J '甚明。

5 同注 1 '頁410 '注釋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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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古代漢語》斷句當改予否則文章窒礙難道。

2 、《孟子﹒壽命于》孟子調高于詩: I山種之釀闊升眾多用之而成路。每悶不用，

則茅塞之矣。今茅草草子之心矣。 J此章有二算是: (一)時介然。(二)海聞。(一)厲麟均餌，

(三)為虛詞fJtl 0 

(一)東澳﹒趟 ú皮以 11r然j 為一祠，屬上諧。即上文句讀。 3三念舔於《廣種﹒疏

言登11.Yf引，亦以 f分然」屬上績。朱熹以「山程之罷題j特絕: IUJ徑之豆葉嘿，1r然用之市

成路。為間不用多則茅草害之矣。命茅塞子之心矣。 j 注「升j ，介然、 f{i笑然之頃

也 J 0 G 

授:趙、朱旬讀 f娛間」、「介然J 1.這…詞，於文意不舍。以「介然j 為一言司霜，

f介然J 為「用j 之狀詣，今語單[J為:山總之瘓， fl美然用之間成路。美學非是。「問介j

多「間介然j 為一誨，作「山徑之聽j之表語。雙聲送音員字母聯綿繭，聯絡謂的特點就是

不可分說， I辛苦似二宇?其實猶一字也J '故 f閱j 井中間之間。 f出禮之蹺 3 用之語成

路J '眼且不成今 f可言蜈間? I問介然j形容山徑之蜈黨議之稅。用之間接路，不用貝司茅

塞。孟子以PíW心之蒙昧?用之則妞，不用之塞。為醋、《長筒勵~ : I j蓋以問介無主義多人聽眾

。 H間介H吾法!可孟子。李善注位、 f間J 為 ILLI 間J ， i1rJ 為「隔絕卜在廣難以「間介j 為

「聽罷 j 多皆非。

(立)為聞。趙注: I為院合乎于肉也。 J朱注: I為間，少關tÈ 0 J 

題~ ，為時不久之意。 J ï 

按: I為悶不用 J 之「為時 J '二宇非讓文成義，也不得解為「有問 J 0 

(有問」表停歇之蜈今此煩悶並無動作，有闊前之動作已疇，有問後又為掰一動作多若云

「有情?不用，是則謂歸之之動作巴格多有一度時間不ffl 攏。說昧文麓，用之之動作

憨，即不用矣，最與不用之問立在無情蝠，!長得介 I容詞j之停歇之頃耶?其故，文獻丸

舟 f有問J '必煌，不連于讀。如〈戰鵲策﹒秦策三> : I結誰曰: [11住，啥。 j有賄，秦

王復請。 J{呂氏春秋﹒去私) : I屑有間，乎全又題研黃羊 Fi J 0 設是 f為間不期j 奔

: I為間 d![J

f有與多不用J 明矣。

闕，當讓去聾，間或之懦，點詞。作不用之狀詣。間不賠者多中雖不用仰。

為了作「立Il J '很設連詞，與r文惜自 J 字相應?師為:-~ (如) ......則. . ~ ...之

句式。現j字用作「如j者嘆之古籍中尚有例，機盟叢﹒說一> :議主以關事聽之攏。第

弗能廳、 9 勿授指竟 o Jl為弗能聽J 多當作「如弗能聽j 也。此「為 j 字《呂氏帶秋﹒

御覽〉作 f若 J 0 "史記﹒高君縛》記作: I王即不聽用草委，茗、程之，無令出墟。 J

自
1 , 2003 年) ，頁 33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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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如也，若也。又韓一: I韓為不能聽我，韓必聽王也.. ..為能聽我，絕和於

秦， ...... J I為不能聽我，為能聽我」即「如不能聽我，如能聽我也。」又《呂氏春秋﹒異

寶》﹒「菁、叔放疾，戒其子曰: ~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 o Jl為我死J '如我

死也。故才告戒其子，他如， {胡茄十八拍:> : I為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 P 為神有

靈兮，何事處我天南海北頭 ?H為天有眼J ' I為神有靈j 中「為j 用法猶然，如天有眼，如

神有靈也。

此章乃吉用心。孟于意「心」如山間之膜 3 用之而成路:如果中斷不用，則會茅塞

之。即「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之。 J (告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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