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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11詰權是中國傳統學捕中一間最基髓的學科。作為一門學構，制詰學自其產生伊

始，種己具有種強的黨際應用性。兩千多年怯素，為中盟文化的團釋、縛播，為中國語

文的教學、研笠，韻i詰壘作出了並將繼續作出積極的、無可取代的貢獻。而當今的諸文

教學，尤其是古代漢語和古典文學教學:其中一瑣最基攏的工作你無主義字謂意義的解

釋 3 文旬的蔬蟬和犧講。這種工作本身顯然部是訪時諧，即是說站學理論和方法的實聽典

運用。所以，草11詰學的功用在令天的語文教嘉興中倡饒有著強大而獨到的優勢。此種費

勢，完全;美國了語文教學本身的內容需要及當iI詰學本身的姓質、智趨所決主義了的。然則

如何使言11站曦的應用?在優勢在語文教學中得到盡可能充分的發揮呢?葷者的粗議體會

，可能如下幾個方面如以說章和作t!:I努力。

一、投尋常聽兇精神，種攝引導學生續喬得閣，培養並提高學生對韻!站學的興趣。

求甚解、求的解是讀iI詰學的一擁護要原則蜻神。平時我棉讓古番，若過至u明顯不懂

甚至三根本好壞的字詣文旬，告然會告覺地、棋重地去求得解決，會容所深思，有研研

究。但這種地方疑難問題的解決，輯學生而苔，一殼不會讓他們產生始料未及的興味。

但是，如果說們能按尋常不經意之攏，在學生們容易忽略、一般不會想聽有何提難的地

方，引導能們發現閱趣，思考問囂，解決詢盤，把飽們連蹲到站舉手接掃除古書髓讀中

體藏之障礙的主動積極性盡可能地調動起來，這便很容易引發出姐們的熱情，提高她們

觀注言iI站學、重視部i話學價位的每覺性租擴厚興味。

i9tl扭，李白《黨將謝跳樓錢到校鑫教誨》詩: r棄我去者，昨日之間不可留;讀L我心

者多今日之話多個憂。長風萬盟主是秋麗多對i足可以醋寓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問學語音

文清發，俱懷逸興舵，思飛，敢上驚天攪明丹。抽刀體育水水更澆 3 曉華杯諧憨態更愁，人生

在世不稱意，明朝散變弄驕舟。 J在一般λ著東， j先請除了幾處典故外，語蓄文竿方醋

{說乎並無障礙，沒有吾吾麼不好懂的地方。接們敢發學生，向學們也還不出接還要問題來。

在建種情竄下，我們明確撥出: r中闊小誰誰又?會發J ' 11可謂 n會發J ? r俱'攘攘輿壯思飛J 0 

f壯J 宇又如何講?

鸝於前一萬題，問學們或據林庚、鶴說辛苦主播〈中盟廳代詩歌擺》、朱東體主鑼《中

國盤代文學作品選》等選本之控解解釋為 7清秀J ' r清新秀發J '或據程千帆、沈祖葉《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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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今還:>之注解解體為「講懿J '或據書長鎮、禮、鵲鍾芸善事研攝〈歷代譜歌攝:>之注解將「發」

解釋為「闖出J '說「清發j 夫在 f以其清新風格別開生直卜等等。針對再學們的各種解釋，

筆者一-ÏfJJ之分析:查撿漢、唐故酬， 1發j 字並無「秀j義;不僅漢膺，即宋兌後世，也

未見識Hr發j 海?秀j 者。所以，解「清發j 為「清秀j 或「清新秀發J '於古無續多難以還

。若草11 1發j 為「發鐘卜雖於古有獲重金但是「發越j 之義為「發揚j 、「散錯心用來評論

小謝詩廳， M乎不甚協貼;釋者， 1情發j 二字為平列總文， 1清j摺清新，為形容靜字，

若以「發J 為「發艙j 之義，則為動守在實求連文之規律，不當如此屬文。辦以，首ur消費j 為

「清路J '難以符合太自詩句的原意和前λ構詞攪諧的習慣，聲非的解。至按?以其清新

踐踏別聞生隨j之類的解釋，顯無存在發「增字解經j 的悲病，其識更不待辯。那麼， 17奮

發j 究竟磨如何解釋呢?筆者指出事 Ir會發H!P 1清明J '黯清薪曉朗， 1發J 黨議11 1明h 此

吉義也。緝毒﹒窩纜﹒長發〉當章 f論哲維商，長發其轉J ' 1長發j聲言「大明J ;攻擊 f玄

玉盤攘，受小間越遠，受大國是攏J 0 1輯撥j 即「輯發J ' t但是「大明j 的意思({羽毛傳:>:

f恆，大 o J 路法《釋文) : 1撥譯本未皮， (韓詩》作『發~ 0 潑，嘴也J) 。明謂之?發J ' 
故使之明亦捕之 f發J 0 (諭吉普最為政) 1退而當其私，亦足以發J '又〈誰捕) 1不辨不

發J '皆是tß 0 (獻雅，釋蓮11) 草111發J 為「聞J ' 1開J 與「明j 義格是威，所以都懿詩《爾雅

義謊》說: 1閱臭豆燒。 H發J 有明義， 1明J 典 rr青」義近 2 均主主形容之謂多故清新明爽可講

之討會明J '亦可謂之 If會發J 0 (汪國志﹒要進書﹒管轄傳》裴較之注引《管轄揖縛) : 1冀外|

裴使君才聽清明。 j 又: 1裴黨外i 、何、鄧二梅香及聽里劉太常、穎JII兄弟，以轄稟受天

才，當歸服之。轄爾吉: r與此五君共諸多使人精神?奮發 3 昏不暇霖 o ~ J 一吉「清明J ' 
一吉「補發J '義正相同。此以 f清發J囑「精神j 言?顯然不得以?清秀j 相幫11 (<:漢譯大詞

典》寄 1<:管轄別傳) 1種掉?會發J條，釋 f清發H吉「清新煥發J '則「清J 鸝靜字， 1發」屬動

字，義不報巔，亦非)。是為「濯發J 即「清明j之明鐘。分析至覓，讓者又雄一步以

發j 部「清新研爽j 之襲來映論謝腿之諱風:小謝之誇，如 fl綠草事如錯，雖樹紅英發j 、

「天際識錦舟，雪中辨江輯心「餘罷散成請多攪江靜如練j等，皆爽人，心詞，最為清明。

所以李臼棺論:繭漢作者文影斐然，建安請家屬4脅鞭古，漢唐間之苦、謝則清新明斃，又

自其一緒。初為尋常不綾意之處，經比誰鑽辨察，更有不少心得，所以學生大感興趣。

關於 f壯思j之 f壯j 宇，還發生幾乎都是用「雄#土小 f飽滿有力j之類的敢恩來解釋。

筆者指出， ["雄心壯志j 可說成「壯心j 多也可說成「壯志卜無以組成「壯舉J 者。「息J 謂

文思、才思，詣「壯」以狀 1J患J '調「飽滿有力之思lj ，則頗使人贊賞。冉說，如糟漢作

者多主黨安諸子，及小謝帶聾，並非棋是 f雄心壯志j 者。賢以我們認為， 1壯思J 之「壯」雖

不能解釋海 f飽滿有力J 、「雄壯J 之類的意義。那麼，此?壯j 字又當何解?嚷著指出，

f散思J 之「壯」當寄11義建之「校J '成部古義也。《莊子畫像無鬼:> : 1盲工有搏械之巧到

壯 o J 陸民《釋文》引李輯話: 1壯，猶跌進。只爾雅﹒釋盲) : 1跌，壯瑰。 J <:廣轍﹒釋

詰) : 1壯 9 館嚨。 j 壯佛之「壯j 之研以又有跌遠之?換」義，在;露露曾解釋說: 1凡 F韓』



1999 年 6 月第 50 擷 23 

與『疾i 義梧近，故挾謂之 f接~ ，亦捕之 f懇~ ，亦謂之 f壯i 奮勇2謂之『備~ ;韓謂之

?錯~ ，亦憫之『壯.] ，亦謂之『體卜建立謂之『攝.] 0 籠輯之『戚.] ，猶疾讀之 f戚H鼠。鍵幫

之 f武~ ，猶疾謂之 f舞j 也。 J (<廳雅疏證〉卷二上) r壯j 有農避之「痕j 議之 3 故敏接之

才思輔之「壯思J 0 幫澳大家、建安諸子及謝膜等人 2 管具趟拖車需之筒趣，敏據之才聽

奮發飛楊，至更有欲上驚失攬明月之說倍情壤，迫使是 f俱犧逸興壯思、飛多欲上青天捕明

月 J 的詩義。分析豆豆此，筆者又進一步用語1[詰銘、獲釋命精首社會糙的原則來相論語。請

諸實的社會性，首先盛想看到語言的社會性與時代性鵲鸝擇。掛富有發艇，也有繼承。

認11話不能儷聲聲請寄的時代號蓓在黨以令義誤解吉訶吉錯，宜再三龍攝離掰富的時代，陸面任

意J;).ï:甘義說解後霞的器官。若為古詩吉義保留於後控器吉中，便不應是錯無權有的孤立

現議。所以，都儲於此， -1韓叢要的工作便是提俱其語言社會時代，性的更多一些實樹旁

證韓料。我們解太自持「壯恩j 之 f壯」海「疾心聽然最 f挾之本文閱攘J '哺且也有故舊11

可擻，組還不能據成定諦。間為， <莊于〉之例及李轍注根能說明先秦轎宮中「耽j 有疾

義，並不能證騁錯了唐人插言 f壯j的有用為 f裝j義者;而王念器的 f議過」說棋是一種逆

時，接揖語義過變規律的權搓，桶是說聽 f壯j有接義的理據性，但仍然不能說明「壯J 之語I!

「峽J 可通Jlj按唐人錯宮。要想使李白詩「壯患j 單P是「民腎、J (籬攘的才思)的解釋能獨雄

，能輛被人信竄，還1皂、續提供相情報近時代的語樹旁灘韓料。我們注意劉予以「壯j狀

「恩J '形容才忠、文惡之敏擾，在杜詩中亦有其倒。倒如，杜甫《禮懷) : r爾金壯藻

患多得我色敷轍。 H草鞋，恩J 即文惑，故以 f耽」字形容之，此「壯J字數然也不能解釋為 f雄

壯j 、 f麓?舊有力J 之類的意思。又《壯攝} : í七齡恩即壯，閱日詠鳳凰叫苦于七歲小小年

妃，才聽便己非常敬捷，階口便能詠成鳳凰之誨。 f閱日詠鳳凰J 毒 f思即壯j 的具體寫

照， r散J 當普11 r族J '尤海力鐘。至此，對太自持「壯舉j 館或思，謂敏捷之才惡的解釋庶

可成立。筆者體會到，像造樣引導學生於尋常不幸護黨之處推敲蓋率囂，求得甚解，按獲直在

中使鑽能感受到首1[詰之為學不無興味。

二、譯本觀蟬，攤學生不懂能知其然，還能知其所以然。

在語文教學中 p 聲字詞疑難悟麗的解決，如果祇是停留在將真正確意雛解釋出來的

地步上，往往難以使學生長獲得揉刻的印象，婆豆難以收到舉一皮之三的效果。如果我們在解

決疑難問題的過程中，般不嘗嘗棋是將給輸告訴學生，高1是擺將為吾吾重要會有此結論的原

委t立分軒出來，讓舉是不僅能知其然，黨能知其昕以然，投果便會大不賴筒。布要講學

生知其所以無多在斬提辨惑議程中， ~必要時便應額頭課本，向學生講清此帶師再J;).當譯1[

比義與f可以有此義的道理?這就需寮躍華!話舉理論，還罵書11詰原理，來分研問題，解決

問題。

會ij如， (澳樂Æf﹒路上桑) : r若是民者好女，自名海羅數。 J 此「告j芋，解者多以為自

我之 f 自 J 0 樹立日，余起英《樂府詩選》控云: í 會名，自聽其名。 j都魁英、牽制搧《澳魏

議草輯詩禮注》云: í 自名，自這雖名。」或以海自然之 f 自 J '如季鎮雄等《歷代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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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 I 白，自然，當然。羅敷，古代美女的通名。這句是說:秦家有個好姑娘，自然要
取名叫羅敷啊。 j 筆者在教學中向學生指出，參考古人情事與詩篇內容，這兩種解釋都

存在著難以說清之處:第一，古人名與宇皆受之於尊親，並非自命其名;第二，詩文開

篇即是: I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民有好女，自名為羅敷。」這完全是一種清新淡

雅的白描手法。其時使君並未出場，尚未出現人物對話的情景，羅敷為甚麼要「自道姓

名 J ?若將「自名 J 解釋為「自道其名 J '詩文便成了這麼幾句:太陽從東南角出來，照在

我們秦家樓閣上。秦家有個漂亮女見，自道其名說: I我叫羅敷。 j試間，這哪襄還是甚

麼詩?豈不成了後世舞臺上人物出場時的「自報家門」了?第三， I秦氏有好女，自名為

羅敷J這兩旬在《陌上桑》一詩中兩吹出現，第二吹是: I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蹦蹦。使君

遣吏往，間是誰家妹。『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 .u羅敷年幾何? j] W二十尚不足，十

五頗有餘。j] J 很清楚，這里的「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兩句是使君所遺之吏回覆使君

的話，若以「自名J 為「自道其名」或「當然要取名卜那麼詩文便是:使君南來路過這裹，

被這位採桑女子的美貌深深地迷住了，便派了一位下屬前去打聽是誰家漂亮女子。下屬

回報說: I秦家有位漂亮女子，她自己說名叫羅敷。 J (或，下屬回報說: I秦家有位漂亮

女子，當然要取名叫『羅敷』啊。 J )試間，詩篇會如此行文嗎?下屬會如此向使君稟報

嗎?所以，通過如上分析，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把「自名為羅敷J 之「自 J 看作「自己J 或

「自然」之「自 J '無論於古人情事還是詩篇文情語氣，都是抨格難道的。那麼，此「自」字

又當如何解釋呢?案，此「自 J 當訓「其J '言其名為羅敷也。

認為「自名為羅敷」即「其名為羅敷J ' I 自」當訓「其卜若僅至此，還不能使學生信

服，也不能使學生收到舉一反三的效果。筆者在向學生點明「自」當訓「其」之後，又舉出

古詩《焦仲卿妻} ((孔雀東南飛})的例句: I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

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 j 這里的「自名為鴛

鴦J '亦即「其名為鴛鴦J ' I 自」也是「其」義。清聞人使《古詩鐘》不明此「自」字之義，也

以自我之義相釋，云「鳥多自呼其名J '純屬望文生訓，不近情理。「自」當訓「其」這種用

法，在漢魏時代及其以後的作品中不乏其見。除以上二例外，再如北魏楊街之《洛陽伽

藍記〉卷四: I深常會宗室，陳諸實器:金瓶銀金百餘口，區區擎盤合稱是;自餘酒器，有

水晶輯、瑪喝杯、琉璃碗、赤玉厄數十枚。 J I 自餘酒器J '即其餘酒器， I 自 J 亦「其」

也。又如《情書﹒柳或傳} : I 自餘細務，責成所思，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

蜴也。 J I 自餘細務J '即其餘細務， I 自」亦「其J 也，等等。然則「自 J 又何以有了「其J

義?呂叔湘《語文雜記}曾談到: I (三國志》裹的『自』字的用法有超出一般文吉用法之外

的。首先是作領格代詞用，例如: W連被甲執載， ......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膺下。』

這在秦是用『厥』或『其j] ，後也也有用『己』的，用『自』很少見。 H自」不作主格用而作領

格用，便接近於「其」字的用法了。不過呂先生這里所說的，還祇是「自」字在使用中的語

法地位問題，尚未發展到詞義問題。所謂「大呼自名 J '是說大呼自己的名字， I 自」字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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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的意思。而我們在上面所說到的「自」宇，不僅在語法上如同「其J '是作 I領格」

而非「主格j 用;而且在詞義上也已發展到如同一般的「其J '是作他稱代詞而不是自稱代

詞用了，由此我們又進一步想到: I其」為他稱代詞，但在某些特定的語吉環境中， I其」

也可用如自稱代詞。例如， (孟子﹒勝文公上:> : I (世子)謂然友曰: r吾他日未嘗學間，

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1 J (資治通
鑒﹒漢紀﹒獻帝建安十三年:> : I瑜曰: r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倘能屈威，誠副其所

望。.I J 凡此「其J 字，都是說話人指吉自我，相當於自稱，因為他稱之「其j 可用作自稱，

所以，自稱之「自 J 也可轉而用作他稱。這便是「自名為羅敷」、「自名為鴛鴦」等「自」字

當訓「其j 的原委由來。這便是筆者曾提出、論述過的「詞義滲透現象J 。由此可以看出，

通過訓話解決疑難問題時，盡量挖掘得深一些，使學生不僅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

便不難收到舉一隅而三反的妓果。

三、溝通訓詰學與相鄰學科的聯繫，多角度、多方位地開拓學生的視野與思路。

訓話學實際是一門語文應用性學科，它與漢語吉文字學、音韻學、語法修辭學等相

鄰相關學科有著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繫。對於疑難字句意義問題的探求，在許多

情況下，如果我們祇是單純地考慮所謂字義詞義問題，把著眼點完全局限在就訓詰而論

訓詰的範圍內，有時便難以得正解，甚或無從解決問題。所以，在語文教學中，我們應

盡可能地將訓詰學知識與文字學、音韻學、語法修辭學等相關學科的知識密切聯繫起

來，才能更有效地發揮訓詰學解決疑難問題的應用性優勢。

例如，杜牧《山行》詩「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J '此「坐j 字非行坐之

「坐J '乃表原由之介詞，當訓因由之「因J '此一用法已為人所習知。但是，坐時之「坐」

何以有了因由之「因j義呢?要充分說明這個問題，便必須將訓話學與文字學聯繫起來。

筆者在教學中從介紹「因J 字之字形入手，再運用詞義滲透說理論進行分析，給予學生一

種解釋。甲骨文有自、自諸形之字，又有自、因諸形之字，前者隸定為「禹卜後者兼定

為「因J '然溯求構字之初，則實為一宇: I自象竹席形，甲骨文總(宿)正象人寢於竹庸

之上。小蒙宿作句話，自萄位置相當，且自與《說文》禹之古文形近，故自即禹字。又《說

文》謂禹『讀若三年導服之導.1 '據《士喪禮》鄭注，導樟古音同，故自當即《說文﹒竹部》

訓為竹庸之『筆』之初文。《說主j誤說禹之形義，其竹庸之初義遂隱(參見唐蘭《古文字學

導論:>) J (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 1988年11月第一版第213頁H因j

宇「從口從大，口象方席，~為公之誨，象茵席編鐵紋，故因為菌之初文，與自(禹)初本

一字，後以形誨，遂分為二字。 J (同前第696頁)然則「因」之造字本義為茵席，茵席為坐

時之具，故「因」之為物與「坐j 之為事義相關。而「因J早已虛化為介詞，存中古其義滲透

於動詞「坐J '所以「坐」便也有了因由之「因J義。此為在語文教學中將訓話知識聯繫於文

字學知識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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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馬牛不相及j 是非常習用的…何成語，原文見於《在傳﹒備公間年)> : r君處北

悔，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J 自認'1詰吉， r風馬牛不相及J 一語到底是甚麼

?畏期以來，對它的解釋真衷一蜓，均未得其要額。說話'11風j 為走失，說是比喻齊

與美設施麓，雖馬失放逸走失亦不能相及;暮至有?牛走"蠶E鼠，馬磁鐵J 之類的說法;或

解?聽j 為 7設社梧誘j 之事， 、楚二醫遙露，顯令馬牛往就相誘亦不能報及。

的解釋是缺乏競擬方能重臨海作攝一種比疇，每須無語言在尋事實上譯是理畫畫上

辭典著無可辯駁的說服力 T 才能快到擁有的修辭效果。楚國與齊餾相關雖蘊，但從理論

上來說，為牛走失並非絕不可能 f相及J 0 至於「牛走願風會馬克燒瓶J '則純是聽說。

「悅牡相青海J 的解釋是比較接近照澈的了，但卻未達一間，沒能把文旬的語法關懷說清

楚。今棠，這里有兩餾詞義問麟，建有一種古文表建乎法間騁。 r風j 指控牡相誘是對

峙，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指 。還有一種「及J 字問題 a 攝華夏的?及」不是:乏指?連

及j 、 f輯室主j 之義，諾是特搶先牡嫁雄繭體報及多吾吾交監之箏。〈聽語﹒晉語回> : r男女。

相及，怯堂民也。 j 韋注: r報及，錄娶也。」義亦在此。古文表建手法就是 f共用j 悶

。所謂 f共用J '是指某一餾或聽鵲詞語在句子的諾諾鵲係上兼管著兩偶輯ß11t撞的詞或

詞組，也就是呂叔湘先生所攤到過的「把『申丙』和 f乙悶』合起來稱為『甲乙丙幻的「合流

(見呂叔湘《語文雜育吵，上悔教育出版社， 1984年4月第1版第 120頁) 0 r風馬牛

不相及j 中的「風馬牛J 王芋，便是偶「會流式短語J : r風J 是「馬J 、 f牛」的共用成分 s

f織為牛j 即是風罵、風牛， r規馬牛不相及j 即是風鳥、聽牛不相及 5 周今天的話聽講過

來親是:發窮的患無論如街也不可能與發，請品牛種交罷。權主義臨海?據路異路 3 峰不榜

的錯故。弄清了古人佇文中的靜靜表達手法多語甸的意議也說容異理解了。古文中

的 f共用」手法，一般不能識辦 2 位?嵐馬牛不相及J 造樣的倒何要講清楚知不是很容易的

。再如太史公《報任安脅> : r{黨誠以著此書，藏之名LlJ'傳之其人，通巨大都，則

機饑前辱之責，雖萬被戳，雖有懈鵲! J其中「傳之其人，樹股大都J 八個字，也是個「合

流式短諾J : r傳之j工字是 f其人J 與「適旦大部」的共用之文野是說傳之其人，傳之三攏臨

大鶴。又如辛棄疾《水龍吟﹒畸重掌巖賞心亭》詢: rf會何人，聽取紅rþ翠禮，撞英雄淚? J 
其中也有錯 f共用j 雋美麗: r讓英雄淚j 題字乃是?請詩人j 與?換取紅rþ翠褔j 二語能共賠

，調旬實為一問一答 2 主義說錯何人蟲英雄誤?喚敢紅rþ舉棋盤英雄淚。不權得古人

行文表達的這種 f共用j手法 2 不把胡話問題與體撞車學問聽聯鱉鸝來多在語文教學中如果

鑽到上述之類的援難問題，個不可能充滿地加以解決。其實 n 在語文教學中需要將幫'11站

是學與相鄰相關學科的聯紫講過起來的地方是很多的，而所擱相鄰相關學科， t且不儡儷是

指插古文字學這一大學科之內的子學軒，舉凡史學、文學、哲學，乃至醫學、

農林之學等學科的無議多都每每會典語"詰學發生這樣、那樣揖聯繫。歷代書成麓的譯詩話

家在解換文黨員語言中的疑難持題縛，便很注重謂拓搜雙手，多方溝馨，其心得經驗是權得

我們好好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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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語文教學中如何充分發揮訓品標揖應用性優勢，境是一個值得總結經驗，有，必要

捕以深入研究的興聽。我們的憊的體會是一點:鴛鴦繡取從君者，丟在把金針臆典人。

就是說，意該把草|做學鵲累理、經驗、方法等有鸝知議有蟻迪、自然而然地產黨合至1語文

建立學中，讓學生磁持受到商11詰精榜的黨賄，不斷提高對華11話直接價值的體諒 3 從而讓學生

得以自覺地、有效地應屠龍!話學為言語文教學聽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