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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足之蟲j與 f僵j

馮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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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摸諮詢典〉釋[體J字的頭一義搜為「儷聽h 室主義舉例詞「背起立蟲 'JE而不

僵J ;新報{辭海}í種J竿的義撰@云: r不活動， f璽硬。如:吉是二三蟲，花插不譚。 J

這蜂舉{7U當然是為了設明義現的堅實可斃。但是，這聾的成語「那是乏蟲J云云與m藍

關j之義是不可向日間語的。 n量」宇確實有f體硬J一議，但這一聽司1I是後龍的，是與

提 f歹J 的「殭j棺i鍾的原故。〈說女}無[種J芋，最早的[殭」竿見於橫宋玉符的〈潛夫

論，息資)，去[囑屍破竅，覆京滅族者，皆無功於民t晨三雙聽J 0 據篇﹒歹音ß}云:

「題，死不朽也 o Jl黨、種二字月以國聲問而義亦相通，此說克唐陸智、胡〈經典釋艾﹒

繭，雅普義﹒釋木) : r鐘，本成作霞。 J茲後，治〈說文〉的學者大多沿襲主義一服絡，如

段玉裁去: r今人諾言乃謂不動不死為僵 o J朱草委聲曰: r疆，竿亦{乍聽。今蘇侮猶謂

不動不利日殭。 J( 一見{說文通訓窺瞥﹒壯部))說明體、遷土帶在「不聽不亮J造一義盲目

上相諦。可聞聽是， r商定之蟲'呢而不{配中的rl蠶」字立在非[不動不有J ' tÍ!那是說不
能錯〈現代無語言E]典};fp新〈辭海}那樣，以「團體j麓東詮釋「亮而不種j中的「鱷J 0 

，不期然聯想、經{車工樓夢〉第二凹「冷子興演說榮國府j的…段話:

人有諱:百足之蟲'死而不量。如今雖說不æt先年那樣興蟻，較去平常士竄

入家，到底氣象不題。._......

這提話的後半部分，文章全在解釋古人有言J ·這[古人有言j也正在於說明如今的

、榮之情雖已敗落不復會自氣象，但.It語一般士幫人家，攏的要求、能夠撐持場題，還

未至Ij r囉喇喇æt大聲額j的地步。聞此，這[死而不錯j之「優J禪作r1讀聽J ' 1t1-難敝人。
〈義文﹒人部}法: r題， 1陸也 o J投玉裁控: r種講1rp倒。如〈莊子刊提諦

• (嘆書刊續實瑟體j 皆是 o Jl主說是說「鱷J的本義是倒下，話正是神崩朝天僻靜i

下。{呂氏春秋﹒實主表講〉記管{中箭射齊覆去小冉事云: r艷叔御，去于小島量。 J~P公

子小由中篇frp萄街j下。〈史記﹒蠶發張儀列傳}云: r覆蓋使妾舉藥酒選之(主文) ，妾欲

言酒乏有藥，貝IJ聽其護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艾也。於是平佯蠹孺漿油。 J

P! IJ做裝倒地認拋j麗了潤。文(r:是漢書﹒袁安傳〉控告時汝南先賢簿H特大雪橫地丈餒，

洛陽舍身出黨行， 。有乞食者章發安門無有行路，摺安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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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 ......J這些例語中的「僵」都無一例外地指仰面倒下，

而「僵臥」當然是仰面躺臥。陸放翁詩「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戌輪台」也是此義。

漢語的詞素義在不斷組合和使用的過程中，其義訓會逐步完善和豐富，這是無庸

贅言的。「僵」字的倒下義也是如此，它不必限定是仰面倒下，也可指朝前仆倒，這需

要幌語言璟境而定。〈漢書﹒昭帝紀〉云: ，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師古曰: ，僵，

但也 o 謂樹枯死值臥在地者也。」旺是指樹木枯死臥倒，自然無所謂仰倒或是仆倒

了。又如〈論衡﹒語增〉云: ，若孔于棲棲'周流應聘，身不得容，道不得行，可骨立

跛附僵仆道路乎。」王安石〈感事〉詩: ，況是交冬春，老弱尤僵仆。」這「僵仆J一詞沿

用至今，指的都是向前仆倒，例子不勝枚舉。

結合「百足之蟲，死而不僵j的語義五勘，還可以追本溯源。〈昭明文選〉卷五十二

曹間〈六代論〉云: ，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抉之者眾也。 j李善注引〈魯、連于〉曰: ，百

足之蟲，至斷不鹹者，持之者眾也。 J( 按: {魯連于〉為快書。〈漢書﹒藝文志〉錄〈魯

仲連于〉十四篇。清代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供書〉有輯本。)這襄「不僵j與「不臟」五文，

「抉之」興「持之」五文，之所以能「不僵J ，不噸J '是因為「抉之者眾j與「持之者眾」的原

故。再結合〈紅樓夢〉冷于興的演說榮國府云云，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正是指「不倒

下」的意思，一個抉持安撐諸多因素錯雜的大族，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就徹底垮台

的。〈現代漢語詞典〉與新版〈辭海〉以「百足之蟲，死而不僵j的語例來誼明「僵」字的

「僵硬」蠢，未免過於粗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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