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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俞權《古鑫燒義舉儕〉卷…有「以一字作用讀倒J '云: r古寄禮鞏芋，多嘗不番，

但最本宇下作二鑫識之;亦或並不作之輩，值觀本字讓讀之者。 J 令以其說檢視《論

語》警覺得賽中一字主黨讀的用倒立豈不少見。 <:J\備》豆豆:

子曰: r笈禮，吾館宮之，記不是鑽也。殷纜，音能古之，束不是擻也。文獻不

是故也。是，則吾龍鐘之。 J

i比章 f笈禮，吾能育之，租不足養生也。殷禮，吾能宮之，宋不是徵也j 間旬，連賠

了兩個 f之j 宇 3 髓，繞著這兩摺「之j 宇 2 聽來有兩種不同的斷侮方法:一是將兩個「之」

字街屬上旬，按「把J 、「宋J 之前點醋，如上面研引。這種鐘時句安于法始自漢代。主觀鶴

何晏〈論語集解》引漢包戲說: r擻，成埠。記、宋'之關名，夏殷之後啦。夏、嚴之

禮，否能說之。記、宋之君不足以成之也。 J龍鐘句讀是把幫個 f之J 字作代諒解釋，權

指前頭的 f夏禮j 和「殷禮J 0 <:輔音譯》那鵲疏從之，影響很大。

另一種特讀i是在「言」字之後點籬，幫個「之J 字輸屬下句。〈禮記﹒權書畫》孟之: í乳

曰: r我故觀夏道，是故之扭鬧不是擻瓏，吾得〈豆豆時》誨。我欲觀殷進多是故之宋部

不足擻也，在得〈坤乾〉題。Jl J 宋主播〈野客叢書》依此推當時: r據《攬建}rr之紀2 、 f之

宋j 之文，知《講話}rr夏禮妻離育』、 f殷樓吾能當Jl '黨當Mrr之i字上點句。 F之j字各

連下為句。 j 茄子L穎建謊釋《禮攝》篇此句: r蔽之聽齡扭，欲觀夏禮繭與之戚。 J r我又

欲離殷燼呵成與萃，故適宋 o J 可見《論語》的這樣斷句古式在是古人所承認、的。依遠離

審時句， r之j 字婆解釋其為「往J 、 f到j 之麓，作動揖蹄。

單就「之j 字膏，它歸聽上旬讀或歸屬下旬識都各有道王塾，同詩也各有不足之處。

在黨一聲句體方式中， r之j 字上屬為義，符合古代漢語吉普法擺律。國為 r1玄J 字是

一靚及轉動輯室它辦涉及的對象是「笈攤j 幸tH殷禮J 。而 íI樓j 、「殷欖J 隔調均覺於句

子的閱頭，是句子的複指成分。古代語法，見動諦賓措聾於句子主器之藹，鸝調復宙

就一定要有代詩對它搜捕。代調「之j 字在瘖碧藍的作用就是分明複擋前面的 f夏醬j 和 f嚴

謹小是造鶴三位課句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如果沒有 f之j 字 3 句子就不完備，語法上講不

過。但告成在本葷的講義詮釋中，有一備很大的矛盾，他禱面將向記j 、「宋j 解釋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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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名J '而在串解中卻又將它們解釋為 f租、宋之君J 0 古人用芋，沒有以觀名指代觀君

的用法。 f耙j 、「宋j 當是指拉國和宋輯，不是指記脅和宋君。「粗心 f宋j 二字的指稱

錯誤，建導致了本叢中「擻j字和「文獻j一詣的議釋。漢鄭玄就是釋本擎的「文顱j 為「文

章J 和 f賢才J 0 I í獻j 字在古文中有if賢才j 一義，但在本主表 f文獻不足故也j 一句中 3 文

(記載撞的典籍)可以講足與不足;懂得夏禮或殷纜的贊才，還有甚麼足與不是呢 3

有一鶴說夠了。可見「獻j 字在這襄不能作「賢才j 解。「文獻j一詞僅是指有驛史價值的

鸝書文物而宮。《禮記﹒權建》中吉及的內夏時圳、 f<坤乾訓，就是指具體的典籍攝

。鄭玄將它解釋肢「文章龔才卜聽然是撞車拉起成「記、宋之君j 的說法。龍成釋「擻j

字為「成j 多 f究成j 、 f成全j 之義，也不妥當。以本叢下文 f足，則吾能績之j 一句視

之， f鑽j 字當作「蠶驗j 解釋。否則，說 f苦能完嵐/成全夏禮、殷禮卜嘉定不合孔子本

意了。在穎建《禮記﹒禮運》疏: f擻者，種驗之義。 J其說是矣。

將 f之j 字屬下旬讀，釋為 f往j 、「至tlJ 之義，則 f紀j 、 f宋H幫乎一定要作觀者解

釋， í文獻j 一誦的誤釋當然也就避免了。不過這種句讀，問動調 f吉j 字之後缺少護措

代祠，不合古代漢語譜法規律，是其不足之處。

「之J 字囑上或屬下旬讀，都有道理。國此只要將 f之j 字重讀，斷其旬議為: f夏

嘍，若能宮之，之租不是擻啦。聽禮，吾能宮之，之宋不是擻也。 J則上旬與下句都可

以解釋遍了。全章意為:夏纜，我能說出它來， (但琨亡校) ，就是對記鶴，也不能得

到韓賞。般諱，我能說出它來， (但現亡{失) ，就是對宋園， t且不能得對徵轍。這是因

為文獻不是的緣故呀。文獻足，我就能體賞它。

紀國，~毒寞的復脅。宋髓，是肢的後脅。故國復裔，當保存麗、殷禮甜的典籍。

但這些典籍一定要在紀輯、宋國方能讓割。「夏樓，我能說出它來多到把國也不能證

賞。殷樓，我能說出它來，車司宋國也不能證賞。 j造兩句話既表明了孔子審慎、持葷的

態度，也有對故攝典籍散逸的機嘆。乳子說: í般國投夏樓，既損益可知啦。期間按殷

禮，新損益可知也。 J 2 臨i比攘周禮即可推斷出戲禮 s 接殷禮也可推斷出夏禮，但真正

要吉夏權和嚴擾，最好還要有故輯文獻典籍的語賽。鬧到租、宋兩觀已耀著不到這些

記載禮制的文顱，不能證實己說，鐘才是孔子感對痛心之處啊!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 í吾不與祭，如不祭。 J

.ú:七章潛及孔子的天命觀 3 在〈論吉普》中藏為重要。間「哥不與祭如不祭j 一句多最為

費解，歷代有不同的解說。

清代以前，成句讀作: f苦不與祭，如不祭。 j 備接〈論語集解悶 l漢代組成說: f孔

i 鄭玄說: r獄，猶覺也。我不能以主主權成之者會以此之溜之寫文章、變才不起被tIl 0 J 
2 J至《論話，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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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或出或病罷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不致體敬於d心，與不禁呵。 j盤成掛階句之間黨

以 f使他人代我為祭，卻不報恭敬之公J 之態 s 文議全在1言外書增寧解鈕，但裝不宴。

古文朱嘉《論語集ä:}更之曰: r吉日當票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荷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莫

如在之誡 3 故雖己祭，而成心缺然如未嘗祭也。 J朱熹只講孔子內心的歉疚，不古代若是

者之事，語意略為簡捷。但 f使他人代之，不能致己之誠J 的意思，但不能從正文字句

中得到支持，還有舉韓附會之轍。譜龍之誤，全樹於 f知不祭j 三三字典上句語意跳脫，

不相承績。

清武種看出舊議的不妾，故攻讀為: r苦不與，祭如不祭。 J (鐘讀考與》云: í廳

謂J;l o與』寧轍， 0:架空白不祭~ ，義自賽在然矣。 j 依此種句韻， r主要如不祭j 一旬，意思是

清楚了;但[吾本與j 者為何，仍有錯鶴不瞬之病。至於誠信樁守舊說，就其弊如常

了。

?會費式乏認為「與J 有「讚許J 之嚨，連此七字讀為: r苦不與祭如有三祭。 J (論語後

案》說: r輯于《讀撥子》篇云: 0孔子祭如班，讓祭如不禁者。 j淇民住吝: 0祭立自不祭，

甚所本典。與多許也。~如l陀句攘，解義亦撓，亦一繞過多。 j 此說無增字解組之弊。 {ê.

《蕃唐議﹒為周轉》寄11注句「與j 字作 f預J 0 r預j 字在官書中只作 f參與j 之[與j 的般情

，無有作「讚許J 之義講的。黃式主釋 f與j作 f讚許j 義，與古等j文字鶴不合。福其將

主講結構的「祭知不蔡卜解釋巍名調控白色調組(í祭如不接者J) ，譜法上租不能得到有

力的支持。實式三三之說1ct不能最立。

我們認為，只聽蔣先句中的「祭j 字童讀，句讀文聽說能兩遍。[祭j字畫擴後，全

句讀作: r吾不與祭，祭如不祭。」意為 f說不能參與祭起活動多(今之}祭記如悶不祭

一樣輛。 J 蓋孔子嘆世風不古，連接把道樣的大事部弄得不像樣子;而自己不被世人所

用，不能參與各韓祭把活動，使祭祖合於樺的要求，匡正ttt廳，是誠可哀痛的呀。此

種文意多唐代就有人言及。《論語望在解》中韓愈說 :ru奮不與祭JJ '聲嘆不在其位不得

以正成撞央;故云時日本槃~ ，吉魯逝靶，與不認聞聽。 j 此說當合《編譯》原意。哥華鱉

全軍裝看，上文 f祭如在 2 裝神如掉在j一旬，是攏在祭記之時常有蒙古神的識敬之心鞠畏

肅之意，有個正聽行禮揖樣子。放下旬 f若不與祭雪祭揮本完善J '接嘴世聽聽靡，表達

自己心中的夜憤之，情，是十合當然的。在于一生不訝怪力罷神，但對祭記吾吾十分重攪。

鐘管祭扭的對象或許無有，位祭把既是一種大禮，就要惡心誠意，纜規蹈距，正正經

經地做;否則就是聽禮。本黨內容雖然表現tI:l乳子克己種樓的恩盟和積極入世的態度。

故此理解，不僅上下旬之蟬，可以實嚮館接;一禮堂之中，前接相寞;也與孔子的一黨

思想相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