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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越春秋校注》商補

孔燕*

岳麓書社於2006年4月出版的 《吳越春秋校注 》 充分吸收了歷代版本之長及前

人研究成果，是目前所見關於 《吳越春秋 》 研究的最新成果 。 然間有可商可補之

處 。 筆者在閱讀該書的過程中，曾核對了有關版本並參考其他典籍，隨手記下了一

些發現的問題，現整理出來以期求教於張先生 。 隨文標舉頁次，以便覆核 。

(1) 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研營種之術 。 ( (吳太伯傳第一 > p.2) 

張注:區: <漢書 ﹒ 張敞傳 > : r 發起賊主名區處 。 」注: r 區謂居止之所

也 。 J <禮記﹒禮運> : r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槽巢 。 」古文

「區」像一區域之內有眾多的洞穴。此文之「區 J .當即山洞之類的住處 。

按:張注 「 區 」為 「山洞之類的住處 J '與文意未諧 。 據下文「研營種之術」

即「研究耕種的技術 J '可知此文中的「區」當指「哇、哇田 J 0 < 中華古漢語字

典 > : r 區﹒睦、哇田。 J [1 J( P 3 7 ) 正舉此例，甚是 。《文選 ﹒ 左思 〈蜀都賦 > > 
「瓜疇宇區 。 」呂向注 r 區，哇也。」 l 又《說苑 ﹒ 反質 > : r 衛有五大夫，俱

負告而入井灌斐，終日一區 。 鄧析過 ， 下車為教之，曰 : 11"為機 ， 重其後，輕其

前，命日橋 。 終日灌主百區不倦。』 J Z 又 〈氾勝之書﹒區田法 > : r 湯有旱災 ，

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釋 。 區回以糞氣為美，非必須良田也 。 諸山陵，

近芭高危傾阪及丘城上，皆可為區田 。 區田不耕旁地，庶盡其力 。 」 3 皆其證也 。

(2) 相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水高下，菜稜 、 泰、禾、菜、麥 、 豆 、 稻，各

得其理 。 ( (吳太伯傳第一 > p.3) 

* 曲學師範大學文學院 。

(梁)蕭統編， (唐)李蓄、呂延濟 、 劉良 、 張銳、呂向、李周翰注 {六臣注文選} ﹒中華書局 1987年，第

95頁 。

2 (漢)劉向撰、趙誓言治疏證 〈說苑疏證)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1985年﹒第599-600頁。

3 (漢)氾勝之撰 、 萬國鼎集釋 《氾勝之書集釋} ﹒ 中華書局， 1 957年 ， 卷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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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注:葉:芋芳的老頭 。《廣雅﹒釋草> : r 葉，芋也 。 」王念孫 《疏證》

「芋之大根曰藥 。 葉者，巨也。或謂之芋魁。」孫話讓說 r 葉非穀名，疑當作

『梁.11 .形近而誤。」可備一說 。

按:細繹文理，張注「葉」為「芋芳的老頭 J .與文意未洽 。 「葉」與「奈

韓、委、禾、麥、豆、稻」並舉，當亦是穀物之名。孫言台讓亦認為「葉」當為穀

物名，但疑當作「梁 J .未得。竊謂「禾」、「藥」二字似誤倒，且因此導致斷句

有誤. r 葉」、「禾」當作一讀為「葉禾 J 0 <管子集校 》 引張佩綸去: r <廣

志 > : ~渠未漫生 JI .誼、在異名同實，渠禾即租、任矣。 J [2 J( P37S) <古字通假

會典 > : r 魚部，巨字音系，葉與渠通 。 」 4 又 《通假字典 > : r 渠，通『巨.!I • 

大 。 」 5 王念孫 〈廣雅疏證 > : r 葉者，巨也。......葉與葉同 。 」 6 考察「葉」

「渠」、「袒」三字，上古韻部均屬魚部，聲母均是群紐，故三字上古時期音近 。

由是可知. r 葉禾」亦即「租」也 。 清段玉裁 《說文解字注 > : r < 生民 > : Ii'誕

降嘉穀'惟租惟眶 。 』毛曰. Ii'租，黑棄也。』天蜴后程之嘉穀也。是則黑季名

租 。 .. . ...今經典字皆如此作租。 J [3](P218) 又《呂氏春秋﹒本味 > : r 飯之美者，玄

山之禾﹒不周之栗﹒陽山之碟，南海之租 。 」高誘注 : r 誼，黑寮也 。 」 7 故由上

可知. r 禾葉」之倒文「葉禾」作「租」講，為一農作物稱也，於文意更相契合，

可資參考。

(3) 今吾將復楚辜，以雪父兄之恥 。 ( <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 p.39) 

張注:辜，罪過。

按: r 復」謂「報復、復仇」也 。 如 《左傳﹒定公四年 > : r (伍員)謂申包

胥曰: li'我必復楚圈。 JI J 杜預注: r 復，報也 。 」 8 又 《韓非子﹒內儲說上﹒

七術 > : í 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燭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 。 」 9 又

《燕丹子 》 卷中: í 丹嘗質于秦，秦遇丹無禮，日夜焦心，欲復之 。」 IO 故「復

4 高亨著，董治安整理 《古字通假會典} ﹒齊魯番社. 1997年，第873頁 。

5 馮其庸審定 ﹒ 鄧安生3聽著 {通假字典) .花山文藝出版社. 1998年 ， 第424頁 。

6 (清)王念孫著 {廣雅疏證} ﹒ 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0年，第323頁 。

7 陳奇獸校釋 {呂氏春秋校釋) .學林出版社﹒ 1984年，第761頁 。

8 {春秋左傳集解》﹒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第1630頁 。

9 陳奇獸校注 {韓非子集釋}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年 ， 第554頁 。

10 王海天譯注 {燕丹子全器> .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7年 ， 第89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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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即謂「報復楚國」 。 張注「辜」為「罪過 J '如是，則「今吾將復楚辜」一句

語義贅屁 。考《通假字典 } : r 辜，通『固』﹒固定、必定。」 li 清朱駿聲《說文

通訓定聲﹒豫部 } : r 辜，假借為固。 J 12 <大戴禮記﹒夏小正} : r 塢則鳴。婚

者，百鸝;鳴者，相命也 。 其不事之時也。」俞描 《群經平議﹒大戴禮記 } : r 辜

讀作固 。 J [4]{P 8 8) 又《前漢﹒律曆志> : r 六律，姑洗。洗，潔也。言陽氣洗物辜

潔之也。顏師古注:辜潔，必使之潔也。 J [刊 (PI234) 故此句中「辜」字，當作「必

定、一定」講。由是可知， r 辜」字當下屬。「辜以雪父兄之恥」猶言「一定要來

洗刷父兄的恥辱」。如是，文通義11慣 。 故此旬的正確斷句當為. r 今吾將復楚，辜

以雪父兄之恥 。」

(4) 走追奔獸，手接飛烏'骨騰肉飛，扮膝數百里。吾嘗追之於江，駒馬馳不

及 。 射之暗，接矢不可中。( < 閩間內傳第四} p.66) 

按: r 手接飛鳥」一句有訛誤，考其他版本及相關文獻資料皆作「手接飛

鳥」。古籍中常見「飛鳥」二字連用 。 如 《禮記﹒曲禮上 } : r 鸚鵡能言不離飛

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J l3 又《呂氏春秋﹒功名} : r 樹木盛則飛鳥歸之。」

14 又《韓詩外傳} : r 山者萬人之所瞻仰，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

伏焉，四方益取與焉。」 l5 蓋「鳥」字乃「鳥」字排版印刷之誤 。 「接」謂迎射飛

動之物 。如《文選﹒曹植 〈白馬篇 > } : r 仰手接飛揉，俯身散馬蹄。」李善注:

「凡物飛，迎前射之日接。」 l6 「手接飛鳥」﹒意謂射技超絕。考《吳郡志﹒人

物》卷二十載此句云. r 走追奔獸，于接飛鳥。追之，驅馬馳而不及。射之，接矢

而不可中 。 」 l 7 亦為其證，該本可據正。

又「射之暗」一旬，從語法角度分析，論事理﹒當言「暗射之」即「悄悄地射

他」 。 如是，細繹文理，猶不甚合文意。今謂「晴」字當下屬 。 「晴」通「闇」。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 r 暗者正字，闇者假借字也。 J 18 < 玉篇﹒門部〉

11 馮其庸審定，鄧安生.著〈通假字典} ，花山文藝出版社. 1998年，第 170頁 。

12 (清)朱駿聲撰 《說文通訓定聲} ﹒武漢市古籍書店影印. 1983年，第413頁 。

13 王文錦譯解{禮記譯解> .中華書局 . 2001年，第3頁。

14 陳奇獸校釋《呂氏眷秋校釋> .學林出版社. 1984年，第110頁 。

的 (漢)韓嬰撰、許維遇校釋 《韓詩外傳集釋> .中華書局. 1980年，卷三。

16 (南朝梁)蕭統編 《昭明文選} ﹒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0年，第233頁。

17 (宋)范成大撰、陸振岳校點 {吳郡志) . 江蘇古繪出版社， 1986年，第295頁。

18 a點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 ﹒漸江古繪出版社， 2006年，第3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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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闇﹒與晴通 。 J 19 {六書故﹒工事一} : r 闇'與暗通。」 20 清朱駿聲《說文

通訓定聲﹒臨部> : r 間，假借為奄 。 」 Zl 如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 : r 率乎直

指，闇乎反鄉 。 J2 2 又 《古文苑﹒崔環 〈河間相張平子碑) } : r 闇忽遷恆。」

章樵注: r 闇乎，猶奄忽也。」 23 又《文選﹒傅教〈舞賦) } : r 翼爾悠往，闇

復轍巳。」李善注 í 闇猶奄也。古人呼闇'殆與奄同。《方言》曰: r 奄，連

也 。』 」 I6](P233) 「遲」謂急速也 。《古漢語常用字字典 } : r 闇通奄，忽然。」 24

由上可知. r 射之，暗接矢不可中。」猶言「射他，他能急速地接住箭，箭不能射

中他。」如是，文通義順，與文意密合。

(5) 立夫差為太子，使太子屯兵守楚，留止自治宮室。( {闡間內傳第四> p.97) 

按:此句標點有誤。「留止」二字當上屬。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卷九:

r r Jl: .n猶『之』也，指事之詞。《詩﹒車轄> : Ir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

釋文云: f 仰止本或作仰之。.!J ......是『止』與『之』古通用，故『止』可訓

『之.!J 0 J [7](P778 ) 王襄《聾室殷契類黨> : í 古 r 止』與『之』通。 J 25 <漢語

大字典> : r 留，治理。」考《國語﹒楚語上} : í 舉國留之，數年乃成 。 」韋

昭注: r 留之，治之也。」 [SMF5州故「留止」當為「治之」之義。考《吳郡志﹒

古過》卷八引《吳越春秋》云: r 闇闇既立夫差為太子，便將兵屯守，而自治宮

室。」 [9l(P223) 可為其證。故該旬的正確標點當為. r 立夫差為太子，使太子屯兵守

楚留止，自治宮室。」

(6) 願大王遂其所執，無拘群小之口。( {勾踐入臣外傳第七 > p.189) 

張注:遂: <禮記 ﹒月令 > : r 百事乃遂。」注 r 道，猶成也。」即辦成，

成功。

19 {宋本玉篇〉﹒張氏澤存堂本影印，北京市中國書店﹒ 1983年，第212頁 。

20 (來)戴伺 {六書故)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6年，第387頁。

21 (清)朱駿聲撰《說文通訓定聲》﹒中華書局 . 2005年，第90頁。

22 (西漢)司馬遷揍，鄭強勝、季榮臣點校 {史記} ﹒台海出版社 ﹒ 2002年 ，第847頁。

23 (宋)章樵注{古文苑)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6年 。

24 古漢語常用字字典編寫組{古漢語常用字字典}﹒商務印書館﹒ 1998年，第3頁。

25 王襄〈王裹著作選集〉﹒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6年，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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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玉篇﹒是部 } : r 遂，稱也。 J 26 <廣韻 ﹒至韻 > : r 道，從志也。」

2 7 如《詩﹒曹風﹒候人> : r 彼其之子，不遂其構。」朱熹集傅. r 遂，稱也。」

28 又《易﹒困> : r 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29 又《文選﹒袁淑〈效曹子

建樂府白馬篇) > : r 但營身意遂。」李善注引《聲類》曰. r 遂，從意也。」 30

又《文選﹒潘岳 〈 閑居賦) > : r 以歌事遂情焉。」李善注引《聲額》曰: r 遂，

從意也。」 3l 故「遴其所執」中「遂」當作「從意也 J ，~日是，與文意密合。此句

猶言:希望大王按照原來所持有的意見，不要為眾小人之口所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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