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玉裁 r~猶』者皆義隔而通之」辨

王京州

南京大學中文系

《說文﹒言部> í酷性，猶唐也J '段玉裁注: I凡漢人作注云『猶』者皆義隔而迪

之，如《土上〉、〈諸島〉皆云孫猶孫也，謂此于舔宇同菁、遁之頭; ~鄭風》傳漂猶吹也，謂漂本

首ili宇:因吹而浮 7 故同首章之吹。凡鄭君、高誘等每言『猶』者皆同此。 Jl 段氏在漢

語史研究領域的至高地位使他的這一觀點影響後世甚大，如趙振鐸《詞11詰學史略》、陳

良煜《商iI詰學新探〉等書中的相關論述便是對此觀點的因襲2 。

段玉裁不僅在《說文解字〉的研究上有卓越的貢獻，而且致力於對《詩台島的探索，有

《毛詩小筆》、《詩經小學》、。可書音均表》等重要著述。段氏既然對G扭動素有研究，也

必然熟悉《毛傳》、〈囑:筆> '我們有理由推論?他的上述觀點是在對此二部漢代名著中的

語言現象作深入歸納的基礎上得出的，然而細繹《毛傳》、《鄭變þ ，卻發現未必如此。

在《毛傳》中， I猶」作為訓詰用語，有時代表「義隔而迪之J '更多的時候卻是「同義相

訪IIJ '對這一問題的發現，已有學者相繼提出。如《毛詩正義》引《釋前11> 云: I ~仇仇、警

薯，傲也。義同?故猶之j J (~詩﹒小雅﹒正月> I執我仇仇 7 亦不我力J ' ~傳))1仇仇

猶舊書也J ) 3 向熹在~<毛詩傳〉說P I用『被解釋詞+猶+解釋詞』的方式進行解釋」

條指出﹒這種釋義方式包含的內容非常複雜，有的表示兩者本不同義，但在一定的上下

文襄輾轉可通;有的表示同一連綿詞或重吉祠的變體，有的是以今語釋古語;有的表示

詞義的近似;有的表示單音詞與重吉詞的關係;有的則解釋詞與被解釋詞意義一樣，只

l 許慎、段玉裁:說文解字注[M] ，段玉裁又云「凡漢人訓話，本異義而過之日猶J 0 上海 上海古籍出

版社， 1988年，頁90'221 0

2 趙振鐸:首11詰學史略 [M] ，趟書稱「根據歸納， r猶J 在毛傳 大致有兩種用法，一是義隔而過J ' 
「二是以通古今之語以示人J 0 鄭州1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8年 頁的，陳良煜-首11詰學新探[M卜西

寧.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頁 162 。

3 鄭玄、孔穎建 毛詩正義 [M] ，文中凡司 1<毛傳》、《鄭達} ，均錄自《十三經注疏〉本《毛詩正

義》可不一一出注。北京，中華書局， 1980年:頁 1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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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詞序顛倒。 4

《毛傳》在我國訓詰學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 I它繼承和總結了先秦訓詰的成

果，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釋義方法，為我國訓話學的建立莫定了良好的基礎。 J 5 全

面考察《毛傳》中「猶」作為訓詰術語的用例，對於我們深入理解和正確使用它必將有

所助益。向熹先生的見解已初具規模，卻仍未臻全面，筆者擬在下文對《毛傳》中所有

用「猶」的情況進行分析，同時參以《鄭筆) ，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與段玉裁 Ir猶』者

皆義隔而迪之」說不同的意見。

作為訓詰用語的「猶J ' {毛傳》共使用的故。除用來疏通文意2例外，主要用於對

詞語的解釋?其中釋單音調2l例?連綿詞3例，重吉訶37例 3 複合詞4例。在調性上?以

釋形容詞為最多，計48例，釋名詞 l2例，動詞3例。

在《毛傳》中， I猶」的使用主要有下列三個特點。

第一是包含極其複雜的內容。除向熹先生列舉的五種情況之外，尚有四種:用來說

明引申義，如「椒猶館、也J ({周頌﹒載斐》三章「有椒其馨J {傳)) ，花椒有香味?故

引申為芬芳， {說文﹒食部) : I蚣，食之香也。 J 6 用來說明假借義，如「集裝猶驕驕

也J ({齊風﹒甫田》二章「維葬築架J {傳)) ，陳負《詩毛氏傳疏) : I築築者即揭揭

之假借， {碩人》傳『揭揭，長也j 0 J 7 用來說明「變文J '如.

(l) {鸝風﹒定之方中》一章: I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撰之以日，作于楚室。」

《傳) : I室猶宮也。」

(2) {唐風﹒葛生》四章: I百歲之後，歸於其居。」五章: I百歲之後，歸於其

室。 H傳) : I室猶居也。」

用來說明「互詞 J '如:

(3) {小雅﹒黃烏〉二章: I吉旋吉歸，複我諸兄。」三章: I言旋言歸，複我諸

父。 H傳) : I諸父猶諸兄也。」

(4) {小雅﹒白!駒》一章: I執之維之，以永今朝。」二章: I執之維之?以永今

夕。」毛傅: I夕猶朝也。」

第三是帶有一定的隨意性。如「側，猶臣也J ({魏風﹒伐檀》二章「寞之河之側

兮H傳)) ，而對同一首詩另外兩章「幹」與 It層」兩宇直接釋為「臣也J '陳臭緝毒毛氏傳

疏) : I側與上章河幹、下章河濟同義，故云猶庄也。 J {大雅﹒蒸民) I四牡騏膜」

《傳》云「膜騏猶彭彭也 J '在《小雅﹒果薇) I四牡胺胺 J <<傳》中卻直接釋作「騏

4-5 向熹:詩經語文論集[叫，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2年，頁258-259 ' 247 ' 259 0 

6 同注 1 0

7 陳矣﹒詩毛氏傳疏[Ml' 北京:中國書店， 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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駭，強也J '當然， I彭學;亦有「強 J 撓，如「彭島，有力之容也J (1{魯頌﹒鞠》

;以車路彭 J 1{傳) ) 

第主是被解釋詞典解釋說眾在同一首詩中 7 且解釋諂往往就是前一叢中冉一位置的

詞語紋。如

(5 ) {鄭風﹒繼衣》

f好猶宜也 o J 

: r繼衣之宣兮。」二章: r編衣之好兮。 J 1{俾} : 

(6 ) 1{秦風﹒萎葭》一章草案龍蒼蒼白 J 科專} : r蒼蒼，盛也。 J 二普查: I 

。 j 縛} : r葉萎猶蒼蒼白。 J 三章: r蒹葭采采。此無: I呆呆猶雪慧義也。 J

(7 ) 1{小雅﹒蓓的》三章: I緝緝翩翩。 J <{轉} : r緝鱗，口音聲;關翩，往來

貌。 j 個章: r捷攏 l議轎。 J 1{傳} : r捷提猶織輯也拿!播轎猶闢翩也 o J 

這種使用方法在《毛傳》斯在用倒中、其使馬33次，占了半數以上，在餘下的32研;

中多尚有 1 2 例中的解釋詞為《詩經〉常用甜甜 9 立n r還建j 、「媳煌j 、 f吉訶J 等: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望重視的現靠。

司.以肯定雖說，在《毛俾》之鵑沒有一部作品多曾對作為起11詰摺語的「猶J 有站樣

頻繁的按照:愷應該能告許島的語言特點中尋找原因。站將郭中大量使船主主言詞來擬聲

和狀貌，對於《毛傳〉使用「猶j 的釋義方式有法定性的影響。聽說卦， {詩呆在?

詞359倍，其中形容詞多建3521!i1l 9 0 爵士文可知， r猶j 更多地用縱觀畫:言，詢及形容詞

的詩11釋上。此外多為了使借給中的語言增加變化?體免重複，或f史背韻和諧 τ 主臭豆裝上

口多有時不得不用棺真的詞來表示持一個意思，能認?晶足音律漿和結構美的需要。

是上建琨象產生的原因之一。

《鄭連};(:E草11 釋語詞時 3 繼承了〈毛傳》使用 I~恥的特點，不僅在最上超秩復

者 p 建輯之有啦一步的發揮。在訓話形式上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有時使患 I~茜言j 成「猶

j 來代替[鱉j 。如 f兄弟，講吉族觀J ({玉鳳﹒寫聶) r終建兄弟此書畫}) , rñ~ 以多

種古往k:)， 1也 J ({召富﹒采繫) r是以采警J 1{簧}) , r講何 1 猶云何tÈ. J 村小雅﹒節

南!lJ} r不平去醫{可H裳。)

詞11 站內容中會《鄭報》用丹和來幫11釋同 的琨象 tt <{毛傅〉更為普遍。如:

(以盟與也 J (1{召車，江有氾) r 不我k:)， J <(簣}) , 猶去做J 侃大雅﹒桑柔} r逝

不以濯 J <(黨)) , r將猶養也J (<{大雜﹒桑柔) I夫不我將J <(聾}) , r投猶擲tÈ.J (<{大

牙在﹒拇) I投我以換 J <(書畫}) , r 種措度也 J (<{大程﹒抑) I 權謂我潛 J <{議} )事

「陣猶嬰也 J (<{大雅﹒雲漢)我心 d陣暑 J <(議}) , r 竟攏。終也 J (<{大雅﹒路印〉

8 月注 f ü 

9 r台]熹， ‘成都:閥 J iI人民航絞社， 1987年建頁2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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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始竟背 J {謹);) , I 播猶種也 J ({周頌﹒噫嘻); I 播厥百穀 J {筆);) , I 祖

猶行也 J ({魯頌. J開); I思馬斯祖 J {簧);) , I大猶廣也 J ({魯頌﹒汗水); I大路

南金 J {筆);) , I長猶久也 J (<<商頌﹒長發); I長發其祥 J {筆);) , I 綴猶結也」

( <<商頌﹒長髮); I 為下國綴疏 J {筆);) , I 春秋猶吉四時也 J ({魯頌﹒閩宮); I春

秋匪解 J {筆);) , I 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 J ({召南﹒羔羊); I 自公退食 J {筆); ) 

等等。

通過對《毛傳》、續ß~重》中使用「猶」的分析，不難發現該訓話術語不僅用來解釋「義

隔」而可「通之」的辭彙?遣大量地被用來解釋同義詞，由此可以證明陸玉裁m猶』者皆義

隔而過之」觀點之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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