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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市永)11市來蘇中學

(一) r 1.豆漿龍城果將在j

昌齡《出鑫》訝: I賽時明月漢時鶴，寓里喪盡E人未選。但使韓城飛將在舍不教胡

態度陰ÙJ 0 J 接詩第三匈中的 f寵城山來人王安否則改作 f盧城J 0 質竟事先是孰算?後人

雖無法確攏， {旦河推轍。

令人設祖業《窟，人七絕詩混釋〉一書云: I處域，各本多誤作龍蹺，只有宋刊王安在

《農首家詩蟬》不誤。有學廣為右北平守，留奴號日 f飛將軍~ ，避之不敢入，塞。右北平，唐

為北乎都，治盡麗縣， {躇書》辛苦盧龍蔚含有盧龍軍，故輯之為 5盧城飛轉』。龍瓏，在今

黨古人民共和國塔米爾河畔，是侮按大會無天之所，與李嚴無關。 j

沈教授的見解，就史學荷盲令人信服;以持學認翰，擋不敢有詞。愚以為寫詩且有別

於寫史?無須苛求史實， {ÉÌ應軍接調果。歷代選本何以至多作「龍域J ?殆閥歷代選家備軍

詞來。 r龍擁j 的詞裝警更能烘托「飛將J 戚武的氣勢。古人愛馬龍虎比盟會英雄豪躁，如

「龍虎之聲j 、「龍爭虎鬥上 f龍轅虎iVJ 、 f龍時虎嘯J等等，如就 f龍城j 內蘊另作新

諜，是否期有深意? (廣雅爾釋站一) : I籠，君也。此論衡﹒紀如: I龍 3 禮之象t証。」

胡唐鸝賓主《軟露》詩 f禪影黨疆域J 之甸的「寵域J '即據此f替代者都。三五昌齡比你「龍

城J '是背站立閻聯想、路語問語意雙關呢?寫詩明指懷念漢朝鎮守盧龍 f議將卜囉喻期盼

唐代侮衛于語都「飛將J 0 如i能設想多輛備一誤。另說詩梅平仄來看， í蠹龍城j 三玉宇均樣平

聾=既然可以當作 f盧城心又未嘗不可當作「龍襪J 0 再說此處會法來者， r飛將主黨j 既然

會作 f續將心頭「盧龍鐵」則應當作「慶龍J '均磊去處脅。這樣既可當法…致，又可鰱兔

爭議。據如上推斷，王安在改字之毒是多難免擅改之賺多不是海話" 0 

(二) r人閑種花落j

三五維￡鶴鳴擒》詩: í人闊桂花籠，夜譚春山空。月出鷺山鳥多詩鳴著手j詩中。」該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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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中的 f桂花J '一般宜解海?春桂J 之花。幸言人闊前!嘉明亮J 0 歧說不一付諸文知說〉

1997年第4期研載孫孟明《雄?人閱桂花落j 的疑竇說起〉一文云:如果單I!之為?眷桂j 之，

花，是「說特殊代替一般的景物描寫，沒有醬攝姓白色意義多很不可確信J ;如果讀I!之海

內丹 j 的代稽，但此說與第三句『丹出驚山鳥J前復緝嘿，般不可題解J 0 因此聽文另立新

說，認為此處的 f桂花j應創作桂樹之子鷗「鞋子卜「一般桂樹均按軟季開花時譽季落

于J '這是以 f銳問表果j 的 rr桂花.H告指『桂子』的?變文j 芋吾吾J '何人問鞋在落』那是『人

悶棍子落幻， r如果能把撞 f字見於此間義及於教』的就解手撮，即可對應付醫通』了J 0 

孫文之說多聽然誤解了古人曾用「鞋子J一輯的意義。古詩文中的「桂子j 除與 f蘭議j

遵照係表對人子彈的美稱外雪均措「桂花J '沒有用指桂樹之?子J 的，語本唐宋之時《靈童

體寺》詩「鞋子月中落，夫香雲雲外飄J 之句。如來﹒處轉〈有體漢老弟》詩「英馨詮露坡頭

多桂子單風香月下閱j 、宋﹒輛車《單海潮》謂?有三秋桂子，十里荷香j嚀。從以上引藹

可兒， f艦花j 之所以故作?鞋子心只是為了搗調詩詞句中的平仄，財無深章，並非舔文

既說的是?為了使語言生動，活潑多簣，為了增強諾苦的聲術感染力及其強烈的獎學教

果J 0 

愿以為這句中的「桂花j宜語ur月亮J 0 r人閑桂花落j蠶即「入靜月亮落J 0 r閑j 葡IIf靜

寂j 、「安靜卜倒如漢﹒縛教練盼「夫岐坡之間夜兮多明月轉布施光」、唐﹒韓愈《插

擴之果》詩 f囂嘩研不及，何異úl中捕J 0 該詩是以攝取 f丹落j與?丹出j 兩個鏡頭來再現

山間春夜的腦靜情境的。龍兩句寫 f丹、落j 時分，是正面描寫春瀾的幽靜;人靜丹落，深

夜的寧靜使得春精吏兇齣竅。「空J '首IIP字寂j 、?韓國靜J 0 棋!如唐﹒杜甫《歌聲》請?大証

秋易盛，空缺夜多捕J 、膺. )建黨《贈厲玄持禪》詩?觀好河摸秋錯鶴，露滴彌鞭夜岳

~J 、高聽李煜《搗蠍子﹒軟嘴流哥?深說蟬，小農舍，斷續寒站斷續風J 嚀。(草11見躍竹風

三位攝《漢語大詞典} (8) r空 j 字條。)後兩特寫 7月出 J 時分，是以要筆寫靜，反補春瀾的臨

寂。這是南朝﹒業﹒主籍《入童音耶?莫》詩「蟬噪林逾靜，鳥鳴也豆豆鞠J 之旬的化婿。造據理

解不懂符合自j簡單字夜有無丹色的實漿，而且t誰能接出王維顛棋盤是詞的倒攏。他的〈教夜

曲》詩有「扭魄初生秩露徵j 之何。 r較花j 、「桂魄j措指月亮，竿見於前人詩句。如北用

農倍《舟中璽丹》詩 f里橋說桂花j與初唐駱賓主《傷說悶明王府〉詩「輪錯桂魄j 之句。

如果讀i之為春桂之花多則至少聽竇有三;其…，山:摺春天會有多種春花，詩中何以

不概用「春花J 時儷用「桂花J ?更何況古詩文中互Ff用「桂花j 均指八丹桂花，若此特指「春

桂j之花，財未免生辦特殊，令人莫名其螃!其二， r人悶悶花落J '這種意境遇按玄紗，

並非一舉常人既有的感受!翻吉樣措詩人告我的體會，其目又有乖王維?一宰一旬，皆出

常諾J 的詩風。(教:該譯哥!自膺﹒殷璿體編《河岳英軍產黨})

(主) r自在嬌鷥悟恰睹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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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河當事獨步磚花流寄: r質問娘家花攝靚 3 千朵萬朵盤校{益。留聽戲據時時舞，

自在購鷺恰愴睹。 J 該詩末句中的「恰槍J 一詞，或翻I r用 'L'J ;或議I!r鶯聲J ;接讀lIr和

諧J ;或幫lIf過當(正好) J ;或首I!r頓頓(鋒時) J 0 j吱說紛，耘，莫衷一是。

躇﹒芸應《一切經裔義》春二十有云: r槍恰重用心血。 j後人有據此部l為「用心j 的。

令人封是東輯主編《中體歷代文體作品禮》則敢此說: l'除措轍，猶當辛辛意睹。」近入高步擴

選控〈唐宋詩舉要} (下問〉有云: 1 (宋﹒朱豆豆) {猜覺寮雜記》卷土品: r說詩以讀鷥聲

也， {廣韻》呆:倍倍，用心駕吾爾會非其聲也。』案: {廣韻》三十一捨曰: W愴怡，用

心j ，並無睹字。用心啼殊不成訝，仍以解作鷺韓支書是。」令人羅竹廳主編《漢語大轉典》

(7) 1啥?會j 蜂則取此說: 1 (3) 象韓諦。鷥啼聲。 j 餘以杜詩此句為當倒之外，另舉有之

樹:元﹒張可久。rK仙子﹒春愁〉酪 f漿中?實誰喚起，聽取萬廟槍哈驚異常J 與清﹒洗謝鑫

《踏莎行﹒燼眷》言辭槍愴鷺啼，哺喃燕譜J 0 新版《辭躍〈之>>1恰恰j 接卻在釋為{和

轉卜除以杜詩i比句為例外，持學有白居易〈游d情真寺河寄「欒攝與戶臟，槍搶金碧繁j 之

旬，立長胡說明: 1後人據杜詩i品拾恰是喜鳥鳴聲，葬。參閱清﹒輸方鋼《石州詩話}- 0 J 新

版〈辭梅) (請品分冊上) r槍t捨H黨釋義與《靜聽〉棺悶。清﹒雄鴻保〈讀杜詩說》期孟之: 1証

辦囑步磚花云: r自在擴鶯捨d拾皆章。』槍是母無注。字典槍字下，非但亨!此詩云，怯怯者多

轟鳴聲。今按恰惜與鶯聲不錯，合詩: W野航槍受兩三入1 、 f恰{P..l十五女兒腰卜?恰有

三存青幫錢j 、 f恰位春風相欺得j ，皆是議當之草率。此吉灑步之待之處，適當鷺睹。恰

恰者雙司之一時一處也。當在方盲，今尚云然。 J 令人蕭番事非《桂詩擺在》貝司取此說: r愴捨

興奮，正好自呼喚起來。按?哈哈』乃唐人口語，通常只用-w'捨』字典皇語調相結合，如『槍

有1 、『捨{蚓、 f精蘊』、 F恰受』之類，不勝校學，均為『正好』謹『聽當』之意。.‘....其

『恰恰』連文，部正好來。春光可囊，本章錯過，故欲多釀春、瘤。有用志解為『耳之斷地』或

『緊緊地j來，立支援以解體杜拉詩，實非。另一為〈降麗變文} : r哩!茍鎮中選壯象，開庫

鰻駝紫買醫載。峻聽高導總安蠶(盤) ，恰恰遍布不容針。』研謂情捨遍布，亦即正好攝布

。 此一口諦，宋仍括用。黨ÚJ谷〈同舔本盟溫昆陽》詩: r宙間槍恰告春忙，驅馬悠

懿崑7叫聲。』此a捨情應解作正好，更無可雄。社此詩題為『獨立勢等花~ ，蝶時時舞，而鶯

則非時時啼，今獨步來時，鶯歌適瓏，有做她客，故特覺可喜王平。 j 令人郭在員會《古萬語

鵑義札記》中華11 1蛤槍H通 f裁識J '有 f密集、積嚎、繁多、頻繁J 之義，可引申鼓11為 f頻

鑽心府如 f殷聽報春去，槍哈一驚啼J (宋﹒楊萬里《和仲良春晚即零售})。據j跑步 f恰槍

啤J llP 1頓頓略J 0 今入宋子然擺著嗨11詰學〉中期取此說: 1締惜與上甸的時持相對農文，

間應當也是一個表時鑽戒衰情妝的鸝諦。實則恰槍在權襄乃是頓繁不斷之意。恰恰作鎮

頻、時時解，蓋層人俗語，從膳詩中不難找至4倒證。白居易《游措真寺》詩: ff欒墉輿戶

騁，情佮金童學繁。』凶恰倍字訣繁字，即是崎恰當11為頓繁之意的離撮，明人胡襲擊{聽音

獎賽》卷24苦 i主纜請?年先捨怡來j ，槍捨來即時轉來、頻頻來也。 J 1從館臨摯的角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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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書，捨與蠶音近(古音員屬問一輯部) ，前凡能聶聲之字多有讀蔥、密集、繁詩、續繁之

明，張自梨《正字通﹒心部》云: r悟，適當之辭。 H青﹒鄭珍《說文章哥附考﹒恰》云:

f六朝以前無此芋，唐人鵲乃常用之，義為禮嘗，齊槃以來梅語也。 j杜詩中所用「恰j

皆為「適當J 之鐘，訛盧將 r'哈j 宇間義要重用，種去尋與上句「時時J對舉成文而已。由此盟以

為應能施鴻保、善黨草草非之解，既合膺，人口諦，又符接轉意燼。至於其他諸說，但均有所

不當。如果鵲為「舟心J '則「用心啼殊不成語J '顯然牽強;如槃鼓11為 f麓聲J '期 r'捨槍

與鶯聲不聽卜後入研用「捨d捨鶯啥u之例，其目囑誤用，不足為憑;如果都!為「和譜h 從

倒證可見，其讓晚出，有乖原意;如果誠為 f頓頓J '既嫌迂曲多又無確諦，所引玉，嘴詩

「年起d捨啥來J 之旬，只有解作「春光正好來J '才能貫通下旬 f鞘會營春潛J 0 跎處「年先j

卸「春光J '用如王績本人《春桂答問》韓「主事先隨處?當J 與李觀〈御內新辦》詩「年光樹樹

新j 句中的「年光J 。白居易詩「欒驢與戶廳，恰恰金碧繁J何中的 rt會恰J ' <漢語大詞典》

器11之為「融和貌J '新牌〈辭源》詞11之為「和諧J 0 r融鞘J 與 f和音響J 乃 f槍好j 的引申謊，愚

以主主宜以此解。此處「槍給J 是狀「金碧j 鬧非「狀 f繁i宇卜造傭 f繁j 字室主引申奇特作「華

麗卜用如《復漢書﹒班路傳); r窈寬繁華」、唐﹒康耕練j喜愛錄﹒慈恩寺牡丹>)1繁豔芬議J

與東﹒蘇軾<(王雖說詩〉序); r繁麗豐碩J 句中的「繁j 字。令人主汝粥讓注《患癌易選集》

中則將白詩《東摟南翠八音員) 1時聽銷點繁j 旬的「繁J 字?主釋為 f光輝爆體J 0 (擊何控譯

為: r山寺燈光閃爍，就和美人首僻上鑼鼓的珠寶一樣，光輝燦瀾。 J )據成理解， r欒驢

與伊鑼，捨A拾金碧繁J '鑫即「料拱與門腎，著色協調多~碧輝煌J 0 

(阻) r白帝萬為主映鎮J

杜甫《賽外i歌) : r中臣之東思東Il!'江水間鶴說其詞。白帝商海三輛鎮，農攝險過

百牢醋。」該詩第三句中 f三i蹺鎮j 的「鎮j 字著些費解多致使名家所注有誤，值得一辨。

蕭草草非《社m詩選注);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9年版)中識之為: 1 (白帝)蟻揖霍梅峽

口，起警鎮壓，故日高為主峽鎮 o J 山東大塵中文系古典文學研究當選控《杜甫詩選圳人

民文學出版社仰的版)中觀之為: r鎮:鎮壓、鎮住的意思。白帝城拒糧墉缺口高饒三

峽，研以說f三峽鎮j 0 (唐詩聽黨辭典); (上梅毒辛苦寄出版社1983年版)中周嘯天研撰《變扑l

歌十揖句(其-)}云: 1 r品帝』御自帝城，按在聽外!之東的花掉高峰頂上。驢襄是全聽攏
割接稱雄之處，也是三關時聲嘆鵑東吳的吾吾?中，自它守住觀塘i缺口，足資鎮壓，所以說

是 f三峽鎮JJ 0 J 聞監護說罷輛勾起「的對J 1ïj 0 

不錯，誼兩句無論從指控或平仄上說，均對應工禮，塔稱f的幫J 0 可是如上三種注

釋均奇111鎮J 為動詞「鎮壓卜期與 f前對」不符。這不僅與下句名詞 f關j字謂世不相幫靡，

何且照者的句式結構也不相對應了。再說把 f三i缺鎮j 顛倒撞來講成「鎮盟(或鎮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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峽J '其語意也令人費解;如果講成「為三峽鎮守(外價敵人) J '則「為(wei)J 與「攝j

i是仄聲介詢、一是仄聲動繭，調性和平仄都不對膺，支這位能觀稱 f的對j 呢?

「棋J 竿當作另解。

，離竹庫Lt攝《漢語大報典，) (11) r鎮j 字條有云: r (1的黨控;鞍要處。菁﹒張纜線§
聽銘) :權蜀之冉，作盟作韻。 j 磨﹒攏先義〈麗江亭玉言主》之一: r晉家富作膏，京載1志

為纜。 j 替中舒主攝《漢語大三字典，) (六) r鎮j 字據有云: r (9) 黨要或轍要的地芳。 J

典餘以膏，張載《鋪嚮銘，) r作歸作鎮J 之句為棚外，擺以杜詩《掌聲外|歌》此句為側。「鎮J

宰的本撓， <說文〉輔之為《博麟t剖， <廣雅》訓之為「鞏也J '其引申義如指山前富，孔

安閥割!之為「每州之名山殊大者J '鄭玄詞11為「山之重大者J 0 聞此如泛指地點前富，則時

都11之為「重要或險要的地方J 0 J比句中揖 f鎮j 宜茁1 r轍要鵲總方j 。這樣不謹與 f聽j

性對應了，間立旬章也陽建了。蔽之句可譯為: r白帶城站勢高i蹺，堪輯三繞要毒害處;

聽螃峽拉謊撿急多跨過漠中宙空字體。 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