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釋「王亦能軍J

張蒙藏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搏士生

毛左傳﹒桓公五勾手中「主亦能軾的解釋，各不相悶。授們認為其中 f則應為「莉，

f軍J 的意義是「指揮全軍事扒下，社頭作注: r雖軍敢身醬，猶數而不奔會故宮縮軍。 j

告 i之〈幸運義建問》幫她擺出了不同看法: B傷矣 3 為安能飯?自古軍敗醋竅，皆群鹿為

之，不開王俊身自為嚴復。 ü亦j當為 f不J '字形相似問誤。此當王之余師不復能成軍

耳j 0 i 棚O-Wlí楊伯峻《春將秩左傳注》將「主亦能軍J釋海「玉雖受屑{萬多尚能指揮全軍J 0 

iï (lû 6) 

插入對「玉亦能掌j的釋義分歧，可以概括為兩點:一是對「亦J宰的解釋，社頓和楊

f自峻認為舟如本字， <經義通鵲》認為是 r:不J字之說;二是對「軍j字的解釋，社竄譜、為是

f酸甜不奔卜《經義建問〉認為是 f成軍J '楊伯蟻認為「指揮全軍J 0 

那蹺， í玉亦能量表j 對JOC應該如f可理解呢?下頭筆者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亦j是「不j之說

佐{專〉中 f能軍J連用的只有兩餌，除了回亦能獸，擺有一-{9tl嘉定是佐縛，室合十二

年節「及昏 E 聲師軍于蟬，會之余師不會摔打此外實與「能軍j意義用法顯傲的邊有「肯尼

點，組磚》中「能歸J連舟的共有三餌，郎毛左傳﹒文公十六年H夫黨與百種 3 講我飢不

能飾，故伐我也卜《在傳﹒襄去十三年H是乘我喪 9 講我不能師也，銘、易我而不戒J ' 
《哀公十一年傳H齊入不能餌，宵諜臼: [齊入擺卜冉有請龍之三j 。這些{9~句中，除了

「玉亦能軍卜「能軍Jí能師j前邊的屆鵲都是否定輯「不J 0 接納又全面調查了《閻部叢f!1)

中， r能草j禮用的所有用倒，二十多個倒句都是 f不能軍j連用。倒如:

( 1 )元符妞，乃如橫外i安化蠻犯的'1 ， 1'i'I將構應克是制3臂，不能軍。一一線室主黃先

生文能〉第三十二是安

( 2 )朱滔為主武俊所攻，始不能車，上表待罪色一一一《資治通鑒主卷二百三十一

( 3 )不連丹，河悶受攻，總管不能軍 p 城遲陷。一一〈嘩山先生文章診器十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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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瞬間喪師者，行蹲撐廳，矢石槽拒，輒禮!旗靡，而我不能軍之謂也一一做聲初

學集》卷三十五

( 5 )新店之戰?農兵海賊掩，幾不能車， t吏藤田能相與夾攻，則雖郭扮陽李鸝裳，

且將再不勝。一一一《範香溪先生文舞台〉眷十三

( 6 )虜日巨變見襲，麓，繹不能軍，乃增兵椅。一一《範香漢先生文第》春二十一

「龍主![J 前邊觀音員]為 f亦j 的只是一幅孤冊，龍不能不引起我們的4嚷蹺: í亦j字是否為

「不」字之誰呢?當然，這只是一種推測多要證實墟…點多還需要從多方面加以誰明。

擺輯事理方話:提請些例句可以看出， i不能單J 的原間都是戰場上處於1持勢或戰

敗。「支部能軍J t!1發生在 f主卒大散，視聽射王中肩j的不利形勢下，與例( 1 ) i外購楊聽

眾射中臂 3 不能筆」的情況尤為精敵。按照擺輯事理，在 f玉卒大敗j 、本身肩部又中窮的

情況下， í王j應該是沒有能力組擴抵禦了， ~p í不能軍J 了多閣成， í亦」字當為「不」

誰。

語法方吾吾:不難理解， i玉能軍J與「王卒大敗，說輯射正中肩j之詞是轉折關傑 3 句

中表連轉折關樣的關聯詞語是甜甜「亦J 。可是，根讀古漢語譜法規律， i亦j不能單獨表

示轉折鞠係， i亦j與表示讓步的建詞「雖J或副詞「悔Jí居住j等相配合時，所表達的轉折關

係瓏比較輕傲。 I怖31 因此， iz年j 按本字理解不符合語法規律，應該看作「不j 字之謊。

文，情語壤方面:下文緊接「玉亦能軍j的句子是 f視聘請龍之J ' í說聘請龍之j的意思

是搜聰請求去境趕玉，益言說明王軍己戰敗遍遍，即店經「不能軍j 了。

綜上研述，無論是從諸島習慣來說，還是很邏輯學理、語法和文情語境方題來說，

「主亦能軍J 中 f亦j字都聽著作f不J字之誤。此外，離審「不j字典[亦J字形體十分相妞，

書寫詩很容易囡影近悶誤。

二、關按「軍j的意義

總義建揖》將f軍j釋為 f或直在J '而自J作為悟，人，無法成草草，於是將正亦能軍j解

釋為 f玉之余飾不種能成輩革耳h 即把「王j譯為「王之餘掰J '顯然有增字解鐘之嫌。其原

因可能是受佳節中「不能軍H不能酷的主閻健群體名詞的影響，而對個體名詞

作。主語時，謂諾動詞「軍j 的意義沒有詳加考辨。其實多「不能軍Jí不能餌j的主語吱呀以

是軍隊群體，又可以是糊糊人，前者如徒搏》中倒勾和例(也 )(5)(6) ，主語分期是

「替之餘豆制「我H齊人J i唐兵JI虜J等;接者如餌句 (1)(2)(3) ，主語故(j;:是月十i將楊白靈

泉H朱謂J í縷管J 0 根據調義學理論，同一f聞聽繭，自主吾與之搭配的對象不同多在不闊的

中顯示出具體的行為方式、動作形態也有所不舟，由此形成本冉的義拉或義位變

l 詳見《古代漢語虛古詩詞典.) ，商務印書館出版， 1999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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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軍j作為課語動誨，其意義也會國主諧的本向前有新不悶。那麼， í王亦能軍j 中

r:軍j字的意義對處是甚麼呢?

甲骨文f軍j字從車從勻會意?朱芳揖《殷周文字釋動 f古者車戰'J.t如以東自觀J 0 

州l咐i額然， r軍j字取象!ñ古代戰爭以戰車盟成營壘的琨象， r軍j 的本義是「營壘是J 0 {說

文主 f軍委圈圈也J ' (說文》態常以專輯特點指代事物本身，如「日，實也卜 f月 3 觀也J ' 
「圈圈j是滑酷的特點，用來指代營鹽。 f駝的 f營體j義在文獻中不乏佐證，如佐轉﹒

成公十六年H齊宋衛皆失和多俞攤《群鱷平議會 f筆者，晶營壘剔。

「營體j是灌輸監事色的地方 9 於是f軍j又引申有兩主毒品j義 9 如《史記﹒項唱本，記訂沛合

豈容霸上J '其中「軍J 的意義是「駐紮J 0 

f營壘j 中的人組成的軍事單位也叫「軍J '至可以 f軍j有「最大軍事單位j義川軍J 由 f最

大的軍事單位j又引均有「軍隊j義。 f軍j 的這兩個義現在現代漢語中十分話，舟，無須舉

例。

「輩革J 由 f軍隊J義，又引申為對軍諒的組織指揮，即「指揮全軍j 。如19t1( 1) (2) (3) 

主話是將帥， í主事j 的意義是「指揮全軍J ;又如:(閻部叢刊﹒擅自先生文集》卷二十一七「公

知帥不能草書縛暴橫尤甚者三人 p 斬之以得主賽中J '其中「帥不能軍j的原因是心拉「暴橫J

者不聽指揮，難以組擻， r蔥J 的意義也是「指揮全軍J 0 

f軍j 也 f軍隊J義又可以引申為「成軍J '如: 19t1 (4) (5) (6) 主語是軍隊群體，

的意義是「成軍J 0 

「軍J 由「軍據j義又引申為戒嚴」義?如 E 佐f專﹒襄合二十六年H苦多鼓鈞聾，以夜

車之 3 楚自信16'、通J '其中 f軍j是「攻殺J 義。

上述關!ñ r軍j 的意義引申聽絡，我們可以用下鸝表示。

調 義項

(指盟

成軍

攻讀

{ 軍: 營建{本義)駐紮

最大的軍事單位一一軍隊一一

自以上分軒河知， r不能軍j 的主語不悶， r軍j的義項世就不舟，當主譜是群體名詞

時， r軍J的義頭是f成軍J '當主譜是個體名詞「將且中j 詩， r軍j 的義現是f指揮全軍J 0 r玉

亦能軍j 的主語「王J是餾體名詞， r軍j 的義項應該是「指揮全軍J 0 顯錯，(總義述問》扭

「軍j字釋為 f成軍J典主語「王j不能聽喜己;社預把「軍」釋為 f戰而不奔J '不僅與「王」的身

份和在戰爭中的作用不符，師且「軍j也沒有該義項;只有鶴的晚對f軍j 的語"釋是正確

的。

綜上所述，站立鋪車j 中) r亦j是「不」爭之說，國字形相{故而誤川軍j的意義是f指



58 中國語文通訊

揮全軍J 0 I王亦能軍」可以譯為「王不能指揮全軍J '也就是說， {徑義述問》和楊伯峻對

「王亦能軍」的訓釋都只對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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