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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雜志〉資料價檢

三位念孫( 1744 一 1832 ) 

，一都是〈廣雅疏誰) , 

眾集他學生學闊的精議。

朱麗藩

情乾嘉年間的大暴發

〈讀書雜志〉。

，一位著述甚多。三位 附

是他晚年的力作，

〈讀書雜志〉揉謂社詣的影式，將子、史、集中聽寶典籍的審議錯話奪以及文議總

，連一加以接縛。女議發共八十二卷，計(~監聽了審雜志〉問卷， <:學主盟策雜J芳、》

, <史記雜志〉六憊， (橫著雙雜志〉十六譽， <管子雜志》十二卷，

三二卷， (墨子雜志〉六響， <:筍子雜志〉八腎、補j賞一響， <:准南內篇雜志》

、補遣一卷， <:模轍拍攝〉一藉。王念孫去做後，其子奇|之文續將他的痛摘編

媽〈讀掌聲雜志餘編〉二三卷，

碟， (莊子〉三十五線，

不發給一在四十一條，

A十條，計

三十八蝶，

一十六攘，

立十一條， <:老子〉的

十四條， <:法言}八蟻。

話費醬雜志〉的主要黨鐵皮若狂熱方面，一是按動箏，二;二至是制站壘。王念揉按毒害的方

, <:離南內篇雜志〉學工十二三鮑舉的六十二餾例子已朧解釋得很清墊，

。只有兩點項要特別指咐:第一，他校勘古籍，除了網羅同一書的不間版本

外，兼及之評審、韻書，以至在其仰著瞥，不管重出的文字梵高間轍。此外， <:太平御覽〉 、

等領書，

。社軒王氏的人，

I 0 關於用顯體作校勸根據的問題，醒來各位

。俱j如朱令斤〈無牙語堂答問〉卷-二便說:

起鄧去三.a:.父子之於經.......精華等無臣，說蠹召弓瓏，亦i鑫勝之。顧往往據顯番

以改本書，貫立逼人走蔽。如《北草書動} 、〈太平?卻聽〉之類，世無善本;

又具書初非為經訓而作，拿出眾手，其來聽巴不口rt寺，而以改數千年諸儒斬

斷考主臣之本，不亦f興乎。

但以顯著繁為根據的校勘成果又是:您樣的呢?不妨以至梭的〈機蹄子﹒共略篇}為例說

聽一下。正濤:張發〈准幫子〉的姆飯，手蠱的善本只有〈選錯〉給他還未能覓到宋本，

@當然更投機會看到臼本吉動卷子本主推攜構烈兵略問誰第廿〉了。盤古齡卷子本〈其

略篇〉發鸝嚼起，至「國無守城矣J 1缸，儷荐半囂。玉民校〈兵略篇〉共得四十一碟，

其中二十況慷可以與古鈔本比勸。對照之下，我們發覺其中十乏正概是王校與古本相合

的。閥混十五條主氏用〈御覽〉的就伯七慨之多。當然，王氏所用〈御覽〉的各條，

都是絡站轍略選擇的。例如〈兵略鸝) r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三位之時」兩旬， <:御覽〉

弓 I r臨各J l'乍「路J ' <:女子﹒上巍鸝) r略J 亦作「路J • í且正民沒有棍棒〈禪覽〉、

〈文乎?去教〈推駕于〉。事實上，此字古靜卷子本正作「略J 攏此可見玉昆絕對

。

中國詩3ti齡在 1989.$-11 月第5期



<(讀書雜志〉資料價檢〉

(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封面

diEIift i2HERE 
a H iiif$zSLi輩輩 izRα 別'" a 

tifiii:i fiii 主 ii liii詰|
(1嗎?if主i i!i嘿!|
白叫 5 z i #付主 a勻叫叫主幻刊J扎l

d舵t . ....籠e仲'奧l j~ ~珍H挑t 

;;:ii!;;1.f iiiJ7:1l 九
12 5 月九 !lt z z i ;4221 
a 蜘間 f~ J.\,t, I 字 句廣'tt iII'，，--，生一，

(~圖書雜志) (王民家刻本)書影

第二，先秦古籍都經過一段用隸書鈔寫的時代 ， 因此隸體形近而誦的例子很多。

王念孫是第一個注意到這方面的校勘學者。這襄舉一個例子看看。〈准南子 ﹒ 兵略篇〉

立之 「因其勞倦怠亂，飢渴凍喝，推其捨拾，擠其揭揭。」 高誘〈注〉云 : 「捨擋，

欲臥也。揭揭，欲拔也。」 王念孫云:

《說丈〉 〈玉篇〉 〈廣韻〉 〈集韻〉 皆無捨字 '捨當為持 ' 字之

誤也。(注同)持，古搖字也。( {考工言己 ﹒ 失人} I夾而搖之」 , {釋丈》

「搖，本文作作。 J {漢書﹒天文志〉 「元光中，天星盡搏。」 )注內「欲

臥J '當為「欲仆J '亦字之誤也。搖搖者，動而欲仆也。因其欲仆而推之，

故日 「推其搖搖」 。武王〈戶銘〉 曰 「若風將至，必先搖搖 。 」 意與此相

近也。 〈太平御覽 ﹒ 兵部三〉引此，正作「推其搖搖」 。隸書持字或作將

( {漢書 ﹒ 司馬相如傳} I梢搖乎襄羊」 ， 因誤而為捨。 〈管子 ﹒ 白，心篇〉

「夫不能自搖者 ， 夫或持之」 '持亦搖字之誤。蓋世人少見 「搗」 「才喜」

字 ，故傳寫多差。@

古鈔卷子本「捨」字正作「搖」

至於《讀書雜志〉在訓話學上的成就 ，值得大書特書的地方就更多7 。現在只提

出最重要的一點 :王念孫說過，推尋古書字義，必須「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穎，

不限形體。」 又說「詰訓之旨 ， 本於聲音。 J @學者因為受漢字形體的影響 ，解釋字

義時經常為字形所園 ， 對於形體懸殊的字在意義上的關聯，往往難以掌握。王念孫利

用他豐富的古音知識，撇開字形 ， 把古音聲同聲近的字貫串起來，這在千多年〈說文〉

影響籠罩下的訓話學的確是一個大突破。

《讀書雜志〉雖然對校勘學、自iI詰學有這樣大的貢獻，但全書並無索引 ， 所以這

樣豐富的寶藏，一般讀者缺乏鑰匙，無法打開，只能望洋興歎。現在陳雄根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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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雜志〉資料價槍〉 φ出版了，正好鋸講這個缺憾。

(1要樟〉一機將〈讀醬雜志〉有額文字設11釋、通用、譏諷、古今字、異體字及特

殊讀督半都彙集在…船，以詞豆真的潛語拼音為序，接那〈讀讀書雜志〉家到本及〈鹽學

本卷改買閥，書後詩都說檢字及自角號碼告終引。

〈便轍〉一會不只15樹寶康發尋樟〈議會雜志〉所釋寧詞，而且對我們研究王念縣

的著作有很大幫妨。我們知諸如續審羅志〉是以賽為單{立的。限於體偽· i燦興條主鶴

說無聯釀。有的詞如果在不只一朧的現，王念主系濤tr後的解釋有沒有矛盾的呢?有沒有

此詳按時的呢?有控有瓦格發明的呢?進種種問聽都閥為有了〈儕轍〉聞令我們的研

究有一個新的角度。〈攪機〉把有關聯的幸存慷彙集在一妞，使我們可以一程讀，

可i法收融會黨i議之殼。此外，利罵 <1更檢〉我們也可j::J.將此番與王氏零年的著作如〈廣

雄所t說〉作叫比較。

〈鏡檢〉除了你為一本索引 ，本身也是一家很實舟的痛假字、 、古今

字、 、正藹牢牢謝。我們臼常喝著數碰到不可解的字詞，只樂觀查〈便轍) .往

往就可以立辦知滋這個其實錯誤字，或激素在某字的觀偕啦，間不必、動輒翻橡

原番。結觀〈諭樟〉全霄，只有一處應該聽議編者予以考暉，道軾主義符號繁多，

書蕾的「凡例」雖然辯說詳盡'的如果能將「符號J 與「說明J 製晨一對照器，這就

要方便記處教養檢了。

(j) 朱一新{無邪§叢書問) ，請寄光緒二十一年( 1895 )廣雅養烏鴉本，卷二，

路上。

岔 五念孫{准高內篇雜志〉卷二十二三云 r余未得晃來木，所見諸本中，縫〈道藏) ;;$:為復。」

(江豪華若干籍出版社 1985 年 7 月影印王氏家觀本，頁一上{總頁 962] )順便一捷. (E9器樂刊〉

影鈔~t宋本〈准帝子〉卷後附有一段慷斃的文字云 r此~t來本舊喊奧縣贊賞勢鸝苔宋-~題，後

紛向且在聽據竅。高郵王懷椒先生屬余稽錄寄3在都中。邊倩企事穿灰梅景鈔一部，喊之於三百審

會。顧潤蘋景鈔豫大其買居十金發，即此本也。議先四年二月陳善雙議。」接關終只是說議人鈔

T.第{准南于) .節蓬頭\ (推南子〉都收藏在自凹的三三百書舍中，那宋王念孫主義轉究竟有沒

有收到影鈔本就不得而知了。

命 〈准南內第雞志) ，卷十五，真十上至十下(總頁 902 )。

@歧見〈廣雅鶴說序)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 6 月影印灣光緒初五氏家創立位，序賞一

下。

豆豆 轉雄根騙((積蓄灘，在〉資料便梭) • ;中文大學上的眼社· 1989 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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