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爾雅訓釋問題簡述

放孟倫

從清中葉迄於近世，對爾雅全書談到它的訓釋條例的，就我所知，有程瑤田、 E引

之、嚴元照、王述省、劉師培、陳玉樹、宋育仁、饒炯、王國維以及本師黃季剛先生、

諸家論述，對學者啟發很大。但有的正於略發其端，有的過於繁瑣，實為美中不足。茲

為便利學習，綜論爾雅全書，斟酌諸家之說，類比爾雅本文，次為爾雅簡釋，以便省、

覽。

一 全書告1)釋方式總述

爾雅全書分十九篇，一萬三于一百一十三字(據吳元恭本)。它的分篇的道理，據邵

曹涵爾雅正義說:

爾雅所以分篇者，于L穎達詩疏云: “詰訓者，釋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釋

親以下，皆指體而釋其則，亦是古iI詰之義。"是則爾雅每篇皆謂之釋者，一並是訓話

之義也。釋詰、釋言、釋訓所以通其語言，釋親以正其親屬，釋宮辨居室之度，釋

器辨用物所言，釋樂連屬於釋器者，以作樂之器亦為器也。釋天辨歲時月星之名，

釋地辨九州四極之域，釋丘、釋山、釋水，因釋地而類及之也。釋草、釋木、釋蟲、

釋魚、釋鳥、釋獸、釋畜、或別其異名，或詳其形體，俾學者多識不惑，遇物能名

也。
照邵氏的解釋，可見爾雅十九篇每篇都加上一個釋字，完全是詰義的意思，既然如此，

所以每篇在所釋和能釋之間在方式的表達上就有種種不同，而在這不同之中也卻有其相

同之處，有的是全書中共有的情況(當然不是說某一情況在全書十九篇中都有) ，有的

只限於某幾篇。研究爾雅的人首先必然會注意到這些訓釋的方式，也就是研讀爾雅訓釋

義例之所在。這襄先把全書的訓釋方式作一概括的釵述。

←)單舉某一稱名者。例如:

徒駭太史馬頰覆繭胡蘇簡潔鉤盤商津(釋水)

土種益草種龜士矗木矗(釋蟲)

鯉值鱷骷體航(釋水)

鵲雖鵲難情雄驚鱷(釋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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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牛持牛擺牛墊牛蠟牛但牛(釋畜)

(二)所釋在上而釋之之計j在卜者。例如:

慨、限。墳、大|坊。(釋丘)

蓄，山革。茗， UJ蔥。訝， IlJ諱。草，山蒜。(釋草)

果贏之賞，括樓。枉，脖二米。(釋草)

伯、山擾。拷、山禱。柏、桶。梅、柄。(釋木)

盤、天睡。吉、臨哩。瞋術、 入耳。蚓、蜈蝸。(體蟲)

賄，大蝦。艇，魚、于。(釋魚)

鷗鳩， F鳩。舒騁，鵝。輯，天雞。(釋鳥)

(三)所釋在上而釋之之祠在下，兼用也字足句者。例如:

流，臣也。鮮，在也。朔，北方也。峻，出夫也。(釋詰)

增，益也。賽，貪也。兆，域也。(釋言)

錯，酒食也。暨，不及也。蠢，不遜也。(釋司11 ) 

而且， T父也。品， 兄也。蝠， 婦也。(釋，親)

冰，脂也。墟，瑞也。鐘，搜也。白，中尊也。(釋器)

華，著也。(釋草)

見鳥，伯勞也。(釋烏)

茗，狗也。(釋當)

愷梯，發也。璧士，官也。祖揚，肉袒也。暴虎，徒搏也。(釋詰)

穹蒼，蒼天也。主帽，虛也。顧頂之虛，虛也。柳，鵲火也。(釋天)

梁山，曹望也。(釋山)

齣昀，出也。棲攘，福也。秩秩，清也。每有，雖也。勿念，勿忘也。(釋司11 ) 

因此劉， 暴樂也。其見霸， 第離也。 粵拳， 制曳也。(釋站)

懶，龐，有也。(釋詰)

殷，齊，中也。(釋言)

路，旅，途也。(釋官)

韓、自、輯、器也。(釋器)

弘、廓、宏、搏、介、純、夏、嘸、龐、墳、蝦、丕、奕、洪、誕、或、駿、假、

京、 碩、 濯、 訝、 宇、 穹、 王、 路、 遙、 甫、 景、 廢、 壯、 軍區、簡、主~、皈、 陸、

將、業、席、大也(釋詰)

嶸閥、蜥蜴，蜥蜴、嘔蜓、驅蜓、守宮也。(釋魚)

陪他、皇皇、藐藐、穆穆、休、嘉、珍、韓、懿、蝶、美也。(釋詰)

喜墅、血沒、孟、敦、品、釗、茂、閩、勘、勉也。(釋詰)

黃髮、散齒、胎背、者、老、壽也。(釋詰)

明明、斤斤、察也。(釋哥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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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胡同商、陳噪， 苦相干口也。(釋詰)

丁丁、 l要哩，相切直也。(釋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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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釋為成語在上前]釋之之詞在下，兼用也字足句者。(注吏于所釋成語下加者、

釋之之討較詳者並附T此。)

龍混笑赦，戲誰也。(釋詰)

如切如磋，道學也。(釋品iI ) 

是碼是噸，師祭也。(釋天)

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釋司iI ) 

履帝武敏，武，適也;敏，拇也。(釋訓)

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毫，或事齊力，田獵齊足。(釋者)

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為厲。訴膝以下為揭。書系膝

以上為涉。辭帶以上為厲。(釋水)

(五)釋之之詞在上而所釋在下者。例如:

中腫，菌(釋草)

的高，挂丘。偏高，阿丘。如敵，敵邱。(釋丘)

山高而大，居。銳而高，峙。山脊，岡。山頂，家。小山，別。大山，鮮0 多草

木，峙。無草木， d辰。(釋iJJ ) 

立妃，筒。勾如羽， 喬。(草草木)

食苗心，棋。食葉，峙。食節，賊。食根，蟲。(釋蟲)

在水者，也。(釋魚)

(六)釋之之詞在上而所釋在下兼加為、或其、或惟、或有、或者、或謂、或謂之、或

日以表明之者。

(1)加為的。例如1:

苦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釋訓)

父為考，母為舵。(釋親)

雞棲于1弋為蝶。(釋宮)

正月為冊。(釋天)

丘一成為敦丘。(釋丘)

山有穴為岫。(釋山)

泉-見一否為激。(釋水)

水放上練為喬。(釋木)

雄之暮于為鸚。

馬八尺為戚。(釋畜)

(2) :!J日;其自90 1列主日:

若、接余。其葉，有。(釋草)

無站，其實。束。(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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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蟲，賄，其雌，攏。(釋鳥)

碟，牡磨， 中仁瞥， 其 f' ， 靡。(釋獸)

(.3)加有的。例如:

魯有大野。鄭有圍田。(釋地)

陳有宛丘。(釋丘)

(4)加者的。例如:

去日乘者，乘丘。如時者，時丘。如覆敦者，敦丘。谷者， 1肢。(釋丘)

屬者，擇。獨者，局。畢者， n垂禱。山如堂者，密。(釋山)

抖者，聊。(釋木)

在水者，晶。(釋魚)

奏者，端。(釋獸)

雞犬者，崗。(釋畜)

(5)加謂或謂之的。例如:

凡曲者謂置。(釋訓)

疇謂之帳。(釋司11 ) 

謂我舅者，吾謂之胡也。(釋親)

宮謂之室，西南隅謂之奧。(釋官)

大鼓謂之輩。(釋樂)

甘雨時降，刀萬以嘉，謂之鹽泉。南風謂之凱風。蟬蝶謂之零。(釋天)

且外謂之交[)o (釋地)

石戴土謂之崔鬼。(釋山)

1比較謂之在歧。(釋草)

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事。(釋蟲)

(6) 1]日日自90 {列車u:

室有東西刷日廟，四方而高日臺。(釋宮)

周日年。(釋天)

兩河問日冀州。(釋地)

下旬日抖。(釋木)

一日神晶。(釋魚)

伊浴而咐，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暈。南方日富。(釋鳥)

牛日動。鳥日睹。(釋獸)

二、釋詰、釋言、釋告11三篇義例

釋站、釋言、釋訓是爾雅的開始三篇，這三篇所以分列的道理，據詩關雖正義引序

篇說: “釋站、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又據爾雅音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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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詰者，古今之異語也。"又說: “此釋言篇者釋古今之訓義。"又說: “案釋站

以下三篇，皆釋古今之話，方俗之言，意義不同，故立號亦異。至于訓釋墳曲，其實一

焉。"後來那局為爾雅作疏，他的解釋是這樣:

話，古也。古今異言，解之使人知也。釋言則釋詰之別。(釋詰第一下，按此

文本詩關雖孔疏)

文云:要以古今方國殊別，學者莫能通，是以方言云:皆古今話也，初別國不相往

來之言也，今或同，而舊書雅記、故俗語不失其方，而後人不知，故為作釋，是日釋

言。(釋言第二)

又云:案釋詰云:訓，道也。......此篇以物之事義形貌造道人也。故日釋詰訕。案

此所釋多釋詩文。故郭氏即以詩義解之。(釋訓第三)冊商這樣解釋，對三篇之所以分

的道理，還是不夠明確，因此俞腦有下列一段說明:

爾雅首三篇之名，那疏所說不了，其云:釋言則釋話之別，然則二篇猶一篇

矣。竊謂不然。以愚論之，釋詰一篇所說皆字之本義，故謂之話，詰者，古也。言

古義本如此也。即如初、哉、首、基四字，那疏云:初者、說丈云:從衣，從刀，

裁京之始也。哉者，古文作才。論文云:才、草木之初也。以替近借為哉始之哉。

首者，頭也。身之始也。基者，說文云:牆始築也。然、則初、哉、首、基之為

始，非皆字之本義乎?釋言一篇所說，貝IJ字之本義不如此，而古人之言有如此者，

即以篇首“殷、齊、中也"言之，殷本不訓中，書云: “以殷中春'"此殷字則訓

為中，齊本不古iI中，而釋地云:距齊州以南，此齊字則司iI為中，故曰“殷、齊、中

也"，此釋言所以異于釋詰也。至釋訓一篇所說，則是後世主蓋住之祖，所以解釋經

丈，如斤字並不訓察，而周頌云:斤斤，其明合三字為文，則有察義矣。故云斤斤

察也。秩字並不訓智，而小雅云:左右秩秩，合二字為文，則有智義矣，故曰“秩

秩，智也。本篇所釋名重言，皆本經文，並有舉全句而釋之者，此釋訓所以異於釋

言也。三篇之分，初J言:如此，周公體例，本是秩然，叔然、、果丈繼事增益，遂多屆

亂，或失本真，要其大旨，可覆察也。(爾雅釋詰釋言釋訓三篇名義說)

根據俞說，我們對爾雅三篇的分列，再加分析，大約有下列三熙:

@釋詰一篇中的所釋字，大概是用它的本義，釋言一篇中所釋字，大概是用它的引

申義而非本義，而且所哥iI釋的專是六藝的成言。

@釋詰是通合古今，順fú而下，如說古所謂初，今就叫始，釋言則以今合古，逆溯

而上，如今所謂中，是古所謂殷和齊;

@從形似看，釋詰一篇中，動輒類聚十條字為一義，釋言則除滷轉鹹，苦也一條是

，三字，其解都是二字或一字，至于釋訓一篇，多半是形容擬議之詞。編排的改序是:先

釋重言一百四十六條，其中于子孫孫以下三十二旬的訓釋，既敷繹了詩句又採取了古音

相協的組織形式，粵筆制曳也以下至蠢，不遜也共十二條是引一些斷文來訓釋，自如切

友口磋令:徒御不驚共十六條是引一些詩句或斷文來訓釋，其中美女為餒，美士為彥，三句

上未引詩句，有人認為在美女為援上與有邦之援也一句，美士為彥上與有邦之彥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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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方可和前後51詩由來 ~II釋的體式一致。自擅惕，肉串且也至鬼之為言歸也共十七(屎，

仍然是大部分接取詩中斷交來訓釋。所說多半是指形體，兼及用物。由此可見，釋訓之

所以獨自成篇，這和釋站、釋言是有不間的。以上所說，是這三篇分列的大概理由，但

是，這三篇在訓釋方式上，仍有其共同的義例，茲據陳玉樹爾雅釋例撮述其要如吹。

(一)文同訓異

釋詰、釋言兩篇中有用同樣的語言符號(即同一字形)在上下相承的兩條襄而訓釋

不同的現象，這就是文同訓異的例于。文同訓異是因為造字和用字有了矛盾，所以往往

同一表達語言的某 4字形就同時表達幾個意義，即用同樣的符號來當成幾個字用，或者

用它的本義，或者用它的轉義，即是從它的本義展轉引申成為它的意義，這可以說是語

義分化的關係，訓話的施用，也就是根據這種情況，隨順著某一個字在運用當中所代表

語義的情況而加以解釋，所以丈同訓異的現象之所以產生，理由就是這樣。這種現象在

釋詰中的，舉下列一些:

I懶，事，大也。

(郭注:詩曰:亂如此撫，為下國

駿!老。吾義:龐，深之大也。

悍，悅，惰，樂也。

辟，法也。

妃，合也。

(郭注:謂對合也。

妃，匹也。

尸，陳也。

崇， r再也。

(郭注:高大貌。

載，偽也。

(郭注:載者，言而不信。

績，業也。

(郭注:謂功業也。

咨，此也。

艾，長也。

l撫， )盔，有也。

(郭注:二者又為有也。詩曰:

遂嘸大東。)

悅，悍，幟，服也。

(郭注:皆謂喜而服從。

辟，車也。

(郭注:刑罪。)

妃，對也。

(郭注:謂相與對。

妃，媲也。

(郭注:相偶媲也。

尸，主也。
(郭注:詩曰:誰其尸之。

尸，東也。

(郭注:謂菜地。)

祟，充也。

(郭注:亦為充盛。

載，言也。

(郭注:周禮曰:作盟詛之載。

績，功也。

(郭注:謂功勞也。)

咨，壁也。

(郭注:今河北人云:肆嘆。

艾，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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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數也。

(享I~注:睦，歷數也。)

享，孝也。

(郭注:享祖孝道。

卒，已也。

在釋言中的，舉下列一些:

流，求也。

(郭注:詩曰:左右流之。

履，祿也。

(郭注:詩曰:福履將之。

基，經也。

(郭注:基業所以自經營。

祺，祥也。

(郭注:謂徵祥。

替，廢也。

量，選也。

(郭注:俊士之選。

擻，圖也。

(郭注:周官曰:以散鬼神祇，謂圖

畫。)

庶，侈也。

(郭注:庶者眾多為奢侈。

J旬，均也。

(郭注:謂調均。

舜，同也。

(郭注:詩曰:奄有龜蒙。

濟，度也。

(郭注:長者多更歷。)

歷，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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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注:未詳。郝疏:歷之訓相，亦猶

歷之副11傳，傳相義近。)

享，獻也。

(享1)注:從穀梁傳曰:諸侯不享毀。

卒，終也。

卒，死也。

流，車也。

(郭注:謂蔓迫相被及。

履，禮也。

(郭注:禮，可以履行，見易。

基，設也。

(郭注:亦為造設。)

祺，吉也。

(郭注:祥，吉之先見。

替，棋也。

(郭注:亦為絕減。)

壘，俊也。

(郭注:士中之俊，如毛中人壘。

擻，若也。

(郭注:詩曰:寒命不獻。)

庶，幸也。

(郭注:未詳。郝疏:淘艾訓鑫者，借

淘為惘，惘，信也。案見釋話。借鑫為

堪，堪，任也。言信可堪任也。此義本

錢氏答問。今依用之。)

舜，蓋也。

(郭注:謂覆蓋。

擠，成也。

(郭注:所以廣異訓，各隨事為義。) 擠，益也。

如上面所列，依照郭璞住所說: “所以廣異訓，各隨事為義，"這完全是語言經過使用

之後，在語義的表達上不能不有分化，也正是反映出這正是語言在發展過程中必然有的

現象， IDI悍的工作就得隨順著語言使用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訓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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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訓同義異

訓同義異，即是王引之所說的二義不嫌同條(經義述開卷三十六)和嚴元照所說的

一為兩義(娛親雅言卷六)。在爾雅中，釋詰、釋言兩篇此例最多，下面即根據王氏的

說法對這一義例作解釋。

釋詰中林、票、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一條，王氏說:君字有二

義:一為君上之君、天帝、皇、王、后、辟、公、侯是也。一為重聚之章，林、君主是也。

古者君與華同聲，重臣字通作君臣聾管于大匡篇: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問篇:

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皆草臣之假借也。呂氏春秋召顯篇曰:辜者，眾也。自虎

通義曰:林者，眾也。此篇下文曰:蒸，眾也。林蒸畫同為眾多之義，故日林黑章也。

林果二字連文，而不與下文相錯，亦可知其別為一頓矣。不然，君上至尊，豈得以林羔

稱之乎?自毛公釋詩之有王有林，文玉蒸哉，始誤以林惡為君上之君，而漢書律曆志之

詳林鍾，是辭天問之說伯林，表記住之說武王黑哉，並仍其誤。林鍾之義，周語以為和

展百事，莫不任肅純悟，韋注曰:林，眾也，言萬物眾盛也，則林字正取眾盛之義，故

訓之日百事。故7位南時則篇謂林鍾為百鍾，不得如漢志君王種物之說也。天間之伯林維

輕，不知何指，王叔師見曹語有太子難經之事，遂以伯林為申生，而司11為長君，實為無

據也。至大雅文王有聲之文王忍哉，則韓詩訓惡為美，其說確不可易，不得如毛詩傳訓

為君上之君也。下文有玉后羔哉，皇玉厲哉，若訓惡為君，則與王后皇王字義復矣。偏

幸經傳之文，未有謂君為林~者，則林乘之本訓為章，明矣。天、帝、皇、玉、后、辟、

公、侯為君上之君，林、蒸為華眾之畫，而得合而釋之者，古人訓詰之旨，本于聲音，

六書之用，廣于假借，故二義不嫌同條也。

主氏二義同{燥的發現，對爾雅義例的研究極有幫助，但是他說林蒸但為重而不為

君，這是不對的。照邵哥涵爾雅正義所引的例證來說:茍于正制篇云:君者，善章也。

春秋繁露被國篇云:君者，不失其章者，又云:君者，章也。漢書刑法志云:從之成

章，斯為君矣。白虎通義云:林，眾也。此篇下文云:蕉，眾也。是林葉為君與君章也

義同。可見林蕪的本義都是墓，引申即為君，所以毛傳俱訓為君也。可是陳玉樹爾雅釋

例的訓同義異例則對于王氏此說，不表同意，他說:如王氏說，則是一君字既讀為君，

又讀為重，不使人無所適從乎?作爾雅者何不另立林惡章也一條以別于天帝皇王后辟公

侯之訓，而故為此隱而不露之詞，使讀者求形聲于無言之表，于釋之義，不亦大相刺謬

也乎?不過釋例的這番話，也有不明白處，因為訓同義異，有兩個例，一是訓釋之字本

三義而不相通的，如予為自稱之詞，又為推予;故為發旬之詞，又為古之借;乃為仍再

之借，又為發語之難。一是所釋諸字有由本義而相引申白宮，如畫引申為君，所以林、黑

也訓為君;載、護食也訓為偽;當本謂相當直，引申為當理之當，所以訓為昌;息為氣

之舒緩，引申為休息，所以訓柚、遲、憩、休、苦為11::息之息;相為省視，引申則為

輔佐所以訓艾，訓胥，以此而論，玉陳二氏之說都是有可以商量的。

(:~)相反為訓

釋詰:租、在，存也。郭注: “以但為存，猶以亂為治，以轟為鄉，以故為今，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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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這是相反為訓的具體說明，在釋站、釋吉、釋最iI三篇

中，這一類的例fAi多，例如哉，始也。在，終也。始終相反為義。在，說丈作社，從土，

才聲。又哉作贅，從口，吭聲，想從戈，才聲，故知在與哉通，哉文與載過。詩驅鐵

寞。載見傳，並云:載，始也。釋天:唐!堯日載，注:版物終更始。

可見載之義是包乎終始的。

文立日落，始也。落，死也。始即生也，和死義相反，夕ER[J終也，和始義相反。

悔，樂也，幟，勞也，苦勞和安樂相反。

豫，樂也，豫，厭也，厭惡和愛樂相反。

餘，憂也，靜，喜也，憂和喜義相反。

念，思也，勿念，勿忘也，忘和思義相反。

鞠，盈也，鞠，窮也，窮盡和盈i兩義相反。

康，靜也，康，安也，康，苛也，苛擾和安靜義相反。

遠，暨，與也，暨，不及也，不及和與義相反。

芽，明也，茅即釋天之掌，郭注霏為蒙昧，既為昧，艾訓為明，是以相反為義，舍

人住說:茅、味之明也是對的。

所謂相反為訓，雖然是義有相反而實相同，相同，是它原始的本義，相反，是它後

來分化的意義，這樣去理解這個義例，就可不字有所不明白的了。章太炎先生的小

學答間要有一段論文字相反為訓之月，說法可取，可參舌。

(四)轉相訓

釋站一篇中有轉相訓一例。所謂轉相訓是說展轉相訓，其義俱遍的，意思，同時在安

排上上下條文是次第相承的。例如:

舒、業、順，釵也。郭注:皆謂次序。其下即接舒、業、 I1煩、釵、緒也一條，郭

注:四者文為端緒。

通、遵、率、循，自也。郭注: I~]' 猶從也。其下即接通、遵、率、循也﹒條，才/)

注:三者文為循行。

允、宜、展、謹、誠，缸訓為{言也，其下到l按展、華、允、豆、誠也 A條，郭注:

轉相司iI也。

粵、于、愛，日也下即接妥、粵、于也一條，郭注:轉相IDiI。

仇、偶、紀、匹，合也。下即接仇、紀、匹也一條。郭注:皆謂對合也。

永、悠、旭、遐、遐、遠也。下即接永、 f皂、迴、遠、遐也 -{I峰，事|咕-遐亦遠

也。轉相訓。

社、肩、堪，勝也。下即接勝、屑、堪、克也一條，郭注:轉相古iI耳。

亮、左、右、道也。下民/J 接亮， ~î也，左、右亮也三{暉，郭注:反覆相訓以盡其

義。

遣、逢、遇也。下只/J接邁、逢、遇、道也，遍、逢、遇、遍，見也。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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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拚、抨、 f吏，也。郭注:皆謂使令。 r1'妾俾、拼、抨、使、從也一條。郭注:四

者又為隨從。

以上皆為轉相司iI而上卜次第相承的例于，此外，也有分列兩處而轉相訓的例予，如下面

所列的便是:

首、元訓始，而元叉訓首;溢、慎訓靜，而溢叉古iI慎;隕、墜訓落，而隕文司iI墜;

積、業、公訓事，而績叉訓業訓公，公民IJ 功也的意，皂、; (詩七月正義曰:功、事，釋詰

丈，字正作功。)底、吐訓待， [反叉訓11::.之類。

(到別字為訓

釋站、釋言、釋訓三篇有同字為訓一例，如下各條即是:

釋話:于，於也。這便是用今字釋古字。于字在說丈作弓，於也。象氣之舒弓。從

弓，從一，一者其氣平之也。段氏注:於者，古文烏也。烏下云:孔于曰:烏， 弓呼

也。取其助氣，鼓以為烏呼。然則以於釋于，凡論語用於字。蓋于於二詰字，在周

時為古今字，故釋詰、毛傳以今宇釋古字也。黃季剛先生說:於兼語詞嘆祠二義，釋丈

云:於，昔烏，注同，但舉嘆詞一偏耳。於作嘆詞的，如詩:於縷清廟之類，作語詞的，

如詩:于出T址，遠送于野之額。

睦咨，蹉也。睦肆同字並見。也是于、於，通、述之例。肆和睦是以正釋假(據黃

先生說)。書堯典正義、文選歎逝賦注:並引爾雅:咨，陸也。皆睦字在下，由此可知

肆字應當在上，而睦肆三字是上下互誦。再從玉篇:蹉哥iI嘆也，廣韻:蹉訓長嘆來看，

更可明白其義。咨，說丈云:謀事日咨。引申以為堅嘆之義。聲轉為日益，說丈云:喝，

睦也。詩:文 r 目咨，毛傳:咨，睦也。陸為善之或體，說丈云:薑咨也。釋名云:

喔，佐也。言之不足以盡;章，故發此聲以自佐也。

迺，乃也。郭注謂迺貝IJ乃，迺和乃也是同字並見，也是以今字釋古字。說文乃作

弓，云曳詞之難也。象氣出之難。公羊宜八年傳云: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品為

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何休注: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按乃有三

義，為語詞之乃，一為仍再之乃，而二義也是有相因的關係， 由語詞之難，言之重深

的豆、思 ， iJ I 申遂為仍再之義。迺，說文{乍i白，云:驚聲也。從乃省，西聲，搞文迫不

省。或曰:泊， fii也。讀若仍。按迫讀若仍。也就是乃讀為仍。詩、書、史、漢發語詞

多用此字作泊，因此在廣韻及列于釋文襄並以迫為古文乃字。

膺，績也。說文:績，連也。禮深衣注:緩，猶了屬也。塵，說文以為古文續從

庚、貝。書益櫻:乃廣載歌，史記段本紀作乃更為歌，更也是績的意思。

釋言:遍，述也。釋丈:遍，古述字，釋訓釋文亦云:遍，古述字。此孫炎說。按

逼述同字並見。說文:述、循也。述有述循稱述二義，通為述循之述，韋日為稱述之

述，而義實潛通。釋話:遍，自也，遍，循也。釋文云:遍，碎、云，右述字。一切經音

義卷十八、在廿四、書甘誓正義引皆作循。說丈遍述異字與孫說不同者，由于師授各異

之故。文王有聲云:逼迫來孝。

釋言帳棋也。根字不見說文，而書費誓:峙其糗脹，說文引作峙乃直接脹，許所引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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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尚書，則帳字當為較之古丈。論語〈在陳絕根〉釋文:棋，奠1;本作艇。楚辭哀 H、1

命: 日飢體而絕校，注:嘿，亦作艇。文選思元賦:餐i亢權以為脹，後漢書張衡傳:帳

作棋，章懷注:輯、戒作脹，皆可為脹棋同字的證明。

骰，火也。郭注:詩曰:王軍如骰。頤，齊人語。釋丈:酸苦毀。李巡云:撮，

昔火。孫炎云:方吾有輕重，故語火為酸。顧炎武詩本音及唐韻正:廿四果皆云:火，

古昔蝕。李鵬平毛詩納義曰:火，古讀如骰，骰即火字之異丈。黃先生云:火、醋、

懼、憬，一語變易。說文雖異字，實日字也。見於爾雅者，尚有並、併、輯、聶、莒、

蓄、苗、倫、葉、莉、華、等、蝸、蝦，見於說丈者，則不惶屈指矣。

(六)同聲為訓

同聲為訓，即是以聲為義，即義見聾，例如下列各條即是:

釋話:粵，日也。即謂粵為日也。尚書:日若稽古，薛季室古文尚書作粵若稽古。

按說文:日，詞也，從口，乙聲。亦省口氣出也。粵，說文云:于也。審慎之詞。粵曰

音通同訓。

系，繼也。系繼聲通。廣韻十二霄，系、繼、繫三字同詣切。釋蟲有密肌繼英。釋

烏有密肌繫英，足見繼繫聲通。

翰，干也。同字並見。郭注:詩曰:維周之翰，即是讀翰為干。釋文云:驗，本又

作干，胡且反，又作翰。漢書郊爾巴志:井千樓高五十丈，師古曰:干，或作翰，說文云:

干，築牆揣木也。書曰峙乃枝干，馬融注:禎韓皆築具，禎在前，蜍在兩傍。三蒼:

轍，枝輸也。通作干，亦通作翰。

輔，備也。同字並見。即是讀輔為捕。大話正義引茱{甫作業輔，按說文:俑，輔

也。詩曰:其事旺載，乃棄爾輔。又云:無棄爾軸，員王爾輻。黃先生曰:俑之訓輔，

陸之訓蹉，迺之訓乃，聲義大同而字文互通，爾雅必稱之者，以古今異字，不釋，則義

不顯也。郭注:俑，猶輔也。即其為一字矣。

履，禮也。履禮普通，詩:率履不越，漢書宣帝紀作率禮不越。

矢，誓也。矢誓聲通。表記引詩信誓旦旦，釋文:本亦作失誓。

葵，接也。葵撰聲通。此以正釋假。葵與按說文同從癸聲。

甲，押也。甲押聲通。此以正釋假。詩:能不我甲，韓詩甲作押。徐仙民讀胡甲

皮，即是押吾。

幕，莫也。幕莫聲通。幕之言蒙蒙無所見，所以訓為幕。幕府古亦作莫府。

偶，遇也。偶遇聲通。此也是以正釋假。史記:孟嘗君見木偶人士偶人相語，索隱:

偶，音遇。在毛傳訓詰傳里，這樣的訓詰方式，其例極多，如輯、朝、戚，滅之類，這

也是依照爾雅的辦法的。

一釋親以下各篇義例

釋親以下各篇，所解釋的是關于古代社會制度和事物的名稱，就解釋的例說，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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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方式，是綴系法，一是歸納法，一是連類法，這里略踩劉師培中國文學教科書的意

見以為論述，以下即分別加以說明:

(一)綴系法

即是某謂之某條例，大概說來，是就宇宙一切物類而給予一定的名稱，但在命名上

也有各種不同的情況，管 f七法上說: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

謂之象。用這句話來解釋爾雅，有好些地方，頗為相象。例如:

釋器:肉日脫之。

(郭注:剝其皮也。今江東呼蝶鹿之誼通為肉。)

魚日首丘之。

(郭注:謂削鱗也。釋丈:斷，莊略、林略二反。

釋樂:所以鼓祝謂之I上。

(郭注: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

吐者，其椎名。釋丈:祝，昌熟反。)

所以鼓敢謂之籃。

(郭注:散如伏虎，背上有三卡七鈕錯，刻以木，長尺，爍之。載者，其名。

釋文:敢，魚呂反。鄭眾云:木虎，籤，郭之仁反。廣雅云:爍，擊也。)

這就等于七法上所說的義。又如:

釋宮:西南隅謂之奧。

(郭注:室中隱奧之處。

兩北隅謂之屋漏。

(草15注:詩曰:尚不愧于屋漏，其義不詳。翟頓說:劉上是釋名曰:禮、每有求

死者，輒撤屋之西北隅薪，以賽董煮沐，供諸喪用，時若值雨則漏，故以名

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餵西北隅，令撤毀之，示不復用也。)

釋諱:木豆謂之豆。

(郭注:豆，禮器也。

竹豆謂之鐘。

(郭注:連亦禮器。)

瓦豆謂之登。

(郭注:只11膏登也。按登為假借字， ，吾吾丈作鼻，變作壺，禮器也。從收持肉，

在豆上，讀若鐘同。)

這就等于七法上所說的名的。又如:

釋天:春為蒼天。

(主15注:萬物蒼蒼然生。

夏為吳天。

(事15注:宮氣皓肝。)

釋天:太歲在甲日關逢。在乙日抽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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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等于七法上所說的時的。又如:

釋草:綸似綸，組似組。

(郭注:綸，今有秩吉夫所帶糾青絲綸組經也。海中草生彩理有象之者，因以

名云。釋丈:綸，古頑反。御覽引吳普本草云:綸布，一名昆布。)

自似舟，布似布。

(郭注:草葉有象布自者，因以名云。)

釋獸: 1糊口羊。

(郭注:捕羊似吳羊而大角，角醋。釋文字林云野羊。

猶，如騁，善登木。

(郭注:善登木下，健上樹。)

蘊似貍。

(事1)注:今軀虎也，大企Jl狗，文如貍。字林云:摳， 1tl貍而大，一云:似虎而

五爪。)

兒1tl牛。

(郭注--角，青色，重千斤。釋丈:本亦作光，俗字也。詩曰:噎此大兒。)

犀似家。

(郭注:形似水牛，豬頭，大膛，庫腳，腳有三瞬，黑色，三角，一在頂上，

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楠，好食棘，亦有一角者。

吳語韋昭注:文犀，犀角之有文理者也。

這就等于七法上所說的似。又如:

釋蟲:蠹醜褲。

(郭注:剖母背而生，釋丈:蠢，于據反，僻、呼暇反，今本作蟬，諦。)

蟲醜奮。

(郭注:好奮迅作哇。)

強醜峙。

(郭注L 以腳自摩持，郝懿行謂強即強析，米中小黑甲蟲，好以腳自摩鞏。)

矗醜籃。

(郭注:垂其映。釋丈:籃，亦作轍，羊朱反。)

蠅醜扇。

(郭注:好拉翅，郝懿行謂扇，說文作騙云:蠅醜搧搖翼也。蓋蠅蚊之類，好

搖翅作聲。)

釋鳥:鵲蹋醜，其飛也都。

(郭注:揀翅上下。釋文:賄，古闌反，酸，于工反。)

薦烏醜，其飛也翔。

(郭注:布翅翱翔。)

鷹年醜，其飛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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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注:鼓翅暈暈然、疾。)

，竟雁醜，其足蝶，其腫企。

(郭注:腳指間有幕膜屬相著。飛即伸其足跟企直。釋丈，膜昔補木反。)

烏鵲醜，其掌縮。

(郭注:飛縮腳腹 f 0 ) 

這就等于七法上所說的類。又如:

釋器:黃金謂之壘，其美者謂之謬，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錯。

(郭注: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精者謬，即紫磨金。釋文:盪黨反。說文云:

金與玉同色也。謬，反幽、其幽、力幼三反，錯，力影反。說丈云:自金也品

釋器:金錶剪羽謂之鎮。

(郭注:今之碑箭是也。釋文:蝕，侯、候二昔。)

骨雖不輻謂之志。

(郭注:今之骨值是也。釋丈:胞，火交反。埠蒼云:骨錶是也。郝懿所謂:

志者，各射、有志。)

這就等于七法上所說的比。又如:

釋宮:四方而高曰台，快而修曲日樓。

(釋丈:限，戶夾反。說文云:隘也。從自，夾聾，俗作狹。)

釋器:鼎絕大者謂之肅。

(郭注:最大者。說文:鼎之絕大者。)

園奔上謂之鼎。

(郭注:鼎斂上而小口。釋丈:鼎，昔咨。施晉災。郭音才，字林吾載。)

附耳外謂之針。

(郭注:鼎耳在表。體文:針昔戈。)

款足者謂之商。

(郭注:鼎，曲腳也。釋丈:聶，力的反。

這就等于七法上所說的狀。

根據上面七類例于，那嗎，爾雅所用的綴系法，大抵皆用作指示實物之詞，因而所定的

名稱，僅僅一二字，如果直呼起來，則字有達四字以上的，所以指物定名，一名之中，

即含有一義，古人審義以定名，後人即名以求義，這就是古代所提出的正名百物的原則。

(斗歸納法

民[J于每節之後，各用公共的名稱來概括，使人知援額以求，這正是研讀爾雅最應注

意的問題之一，例如:

釋親分為:宗族、母黨、妻黨、婚姻;

釋天分為:四時、祥、災、歲腸、歲名、月陰、月名、風雨、星名、祭名、講武、

挂旗;

釋地分為:九州、十數、八陸、九府、五方、野、四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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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J所謂因此皮的方法。比如蛙旗應該列入釋器，可是在釋天內把它列舉出來，這是

因為講武所以涉及它。挂旗本身就是所必須設置的東西。但講武和天也不大相類，在釋

天內所以列舉了它，這是因為天以春夏秋冬而稱號不同，因為祭祖田獵等也就隨著四時

不同而它的稱名也就有所差別了。(廣雅的篇次都本于爾雅，其釋天篇也附釋祖處、肆

武、旗幟等。又如舟消原是器物，應入釋器，可是楊舟、造舟、維舟、方舟、特舟、消

等卻放在釋水內解釋，這是因為上丈識到涉水，因而乃於行水之器的原故。

叉車口魚是有鱗白宮，蛇也是有鱗的，因而臥(章。郭注:腹屬，大眼，最有毒。今准

「有人呼噩f。釋文:鼠，大結反。睡(雖蛇。郭注:推南云:蟀蛇。膀，王蛇。郭注:

蟀蛇最大者，故日T蟀。臨蛇，博三寸，首大如壁。郭注:身廣三寸，頭大如人學指，

此自-種蛇，名日瞋蛇。)諸蛇放在釋魚，是因為有鱗而及有鱗的原故。(詩斯干正義

說:蛇實是蟲，以有鱗，故在釋魚。其說甚是。)

又如摩牛(釋文:摩，亡巴反。)曝牛(郭注:民[J室牛也。鎖上肉曝朕起，高三尺

許，狀如棄馳、肉鞍一邊，健行者是三百餘地。今交州合浦徐聞縣出此牛。釋文:曝，

步角反。)擺牛，庫小，今之樓牛也。又呼果下牛，出廣州高涼郡。釋丈:擺，音碑。)

整牛(郭注:即糟牛也。如牛而大，肉重千斤，出蜀中。山海經曰:由民山多糟牛。釋丈:

單、郭魚威反。蠅，巨龜反。字林云:牛柔謹也。)蠟牛(郭注:麗牛也。體膝尾皆有

長毛。釋文:蠟，力涉反。)等都是野生，所以把它們列入釋畜之中，是因牛而及T在

野之牛的原故。

艾如釋草有木謂之葦，草謂之榮，這是因草而及木，釋木有如竹箭日苗，如松柏日

茂，又有瓜日華之，桃日膽之，草草李日軍之，憧棠曰鑽之。郭注:皆峽食詔擇之名。釋

名:葦，胡化反。鄭注禮紀云:謂中裂不四析也。瞻，于敢反。章，丁計反。)這是因木

而及草;釋烏有鳥鼠同穴，其鳥為餘，其鼠為毆， (郭注:颱如人家鼠而起尾，是全似鵑

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歐國一首陽縣鳥鼠同穴山中。釋

文:餘，昔途，靶，徒忽反，鵲，丁刮反。)

又有三足而羽謂之禽，四是而毛謂之獸，這是因鳥而及獸，叉車口釋畜有牛日留言(事[)

注:食之已久，復出嚼之，釋文:齡，郭晉答。)羊日帥(郭注:今江束時窗台為轍。釋

文:屆世昔泄，息列反。張揖音世，解云:羊食已，吐而更嚼之。)釀鹿日艦，(郭注:江東

名咽為自益，隘者，自可食之所在，依名云。釋丈:儡字或作暉，于亦反。)烏日研~ (郭注:

咽中襄食處。)寓鼠日釀(郭注:頰裹昨食處，寓謂瀰猴之類，寄寓木上。釋丈:暉，

下軍反。獸日釁(郭注:自奮迅動作。釋文:釁，許斬反。)人日橋(郭注:頻伸天橋。)

釋文:橋，八小反。說文云:舉也。魚、日項(郭注:鼓鮑領息。)烏日臭(郭注:張兩

翅皆氣體所績。釋文:臭，古闋反。這是因獸而及魚鳥和畜。

以上所舉，都是一些顯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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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釋萃以上七篇的義例

爾雅釋草以下七篇，物名的稱呼，從某些物異而名同，或物同/(Jj名異的情況看來，

我們為了這些物名的了解和推求其所以得名之故，很可以從這些不同而文繁複的情況中

得出一些正名的義例。過去研究爾雅的學者很少從全面去考查，所謂多識于草木之名，

也就只是一些凌亂的認識而已。但是在研究學當中， 千三述會的爾雅草木蟲魚鳥獸同名考

和陳玉樹的爾雅釋例中的釋草七篇泛言例、專釋例等是會給研究者以很大的啟發的。本

自1ft黃先生也說爾雅釋鳥之例有三:一是古今異名之例，是:方俗J'i1名之例，一是 A物其

名之例。後來，王國維的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詮釋得更詳細，對于研究這七篇幫助更

大。
物名有雅俗古今的不同，爾雅之解釋物名，即在T溝通雅俗和古今，它的辦法，是

釋雅以俗，釋古以今，聞雅名而+知者，知其俗名斯知雅矣，聞古名而不知者，知其今

名斯主日古矣。若雅俗古今同名，或此有而彼無者，名不是以相釋，則以其形釋之，草木

蟲魚鳥獸多異名，故釋以名，獸與畜罕具名，故釋以形。這是釋草以下七篇解釋方式的

總情況。卡于具體丈例，學者可參致 F國維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茲不具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