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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教学与训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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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训诂学的任务是解释古代文献语言，扫除古代书面语言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和障碍。在文

言文的教学中，训诂学可以帮助我们进行语义裁断，决定取舍，避免盲从；还可以在疏通文意、阐述语

法、分析文本结构、阐明修辞、说明文章的历史背景以及古时的典章制度方面给予我们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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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训诂？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言部》：

“训，说教也。” “诂，训故言也。”魏·张揖

《杂字》： “诂者，古今之异言也；训者，谓之有

意义也。” （陆德明 《尔雅音义·释诂》）。唐代

孔颖达 《毛诗正义·周南·关睢 》： “诂者，古

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

之貌以告人也。”近人黄侃说： “训诂者，用语言

解释语言之谓。”因而，从语言的角度看，训诂也

正是顺释古代语言的意思。

什么是训诂学？齐佩王容 在 《训诂学概论》中

说 ： “研 究 前 人 的 注 疏 ， 历 代 的 训 诂 ， 分 析 归

纳 ， 明 其 源 流 ， 辩 其 指 归 ， 闻 其 枢 要 ， 述 其 方

法，演为系统而条理之；更进而温故知新，评其

优劣，根据我国语言的特质提出研究古语的新方

法，新途径，这便是训诂学。

训诂学的任务是解释古代文献语言，扫除古

代书面语言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和障碍，那么，凡

是 解 释 古 代 语 言 所 涉 及 的 问 题 都 是 训 诂 的 内 容

了。在文言文的教学中，训诂学在解释词义，疏

通文义，注音、辩字、校勘等过程中，都起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

一 解释词义是训诂的基础工作，它可

以指导我们确认文言文古代词语的正确含义

语言是发展的，词汇和词义也处于不断发展

的过程中，语言中除了少数基本词汇的意义无多

大变化外，其余一些词的含义都随着时间的变化

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化。训诂就是对古代作品中某

一字词的含义做出正确合理的解释，让我们在教

学中不至于用词的今义去误解词的古义。

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一册 《触龙说赵太后》：

“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

耆食，和于身。”在这段话中， “少益”、 “和”

这两个词的解释有争议。 “少益”有的注释说：

“少，副词，稍稍。益，副词，更加。” （见王力

主编 《古代汉语》修订本 !$& 页）；有的则意译为

“稍微更加喜欢吃点东西” （《古代文选》上册

*. 页，人民教育出版社 !#.’ 年版）。对于 “和于

身”的 “和”字，有的注解说： “和，使身体舒

适” （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 《先秦文学

史 参 考 资 料 》""( 页 ， 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 !#(, 年

版）。以上的解释都不正确。先看 “少益”，如果

按照 “少，稍稍，益，更加”的训释来讲 “少益耆

食”这句话，便是 “稍微更加喜欢东西。”这是不

合汉语的语言习惯的，稍微与更加相矛盾，二者不

能并立。问题出在对 “益”字的词义缺乏正确的诠

释，其实 “益”字在这里并非 “更加”之意，而是

“稍”的意思， “少益”是同义并列复合词，也做

“稍益”， “益”亦 “稍”也。

人教版初中语文课本第六册 《曹刿论战》中

“齐师败绩”的 “败绩”。一般的注释都是说是溃

败、大败的意思。为什么大败叫 “败绩”？运用训

诂知识，我们可以知道， “败”和 “退”在 《说文

解字》中是异部重文，都当 “坏”讲，本为一词，

在 《三 体 石 经 》 中 ， “败 绩 ” 的 “绩 ” 写 作

“速”。 《说文解字》中 “速”是 “迹”的重文。

人的足印是 “迹”，车的辙痕也叫 “迹”，依辙而

行也就叫 “迹”。故 “败绩”就是 “退迹”，就是

车不能循道而行，而不是溃败、大败的意思。

二 遇到众说纷纭的疑难问题时，训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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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可以帮助我们进行裁断，以决定取舍，避

免盲从

《史记·项羽本纪》：“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

乘胜多怒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窃言

曰：‘章将军等诈吾属将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

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父母妻子’。诸

将微闻其计，以告项羽。”“微闻：略略听到”（王利器

等选注 《史记选注》$%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 年

版）此处为顾学颉注）；有的则注为 “暗中听到”（北

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注 《两汉文学史参考资

料》!#’ 页）。哪一种说法正确呢？后一种解释对。首

先：从文章本身来看，后面的 “微闻”与前面的窃言

相呼应。窃言就是私下里议论，微闻就是暗中偷听。

其次，训 “微”字为暗中，在训诂学上有根据。《尔雅

·释诂》：“隐、匿，微也。”是微有隐匿之义，隐匿与

暗中义相通。《汉书·景十三王传》：“淮南王谋反

时，寄微闻其事。”这个微闻也是暗中探听的意思。

因为是谋反，自不免偷偷摸摸，不欲人知；既然是这

样，则外人不暗中探听，就无法知道了。所以，我们

能够判断，训 “微闻”为 “暗中探听 “是正确的，训为

“略略听到”则是今义误解古义，是错误的。

三 遇到当注而未注的疑难问题时，训

诂学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独立的研究，从而求

得正确的答案，以弥补课文中在注释方面的

不足

人教版初中语文课本第五册 《隆中对》：“将

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

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严阻，西和诸戎，南抚

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其中 “保其严阻”

一句，语文教材上注为：“严阻，险阻，制形势险

要的地方。”这里只注了严阻，而未注保字，大概

以 为 保 就 是 保 守 ， 此 义 多 见 ， 因 而 无 需 注 释 了

吧？其实，这里首先应该加注的正是保字，保在

这里是依恃、凭仗之义。这里是说：依恃、凭仗着

险要的地理形势，在搞好内政、外交的基础上，

进一步出兵秦川，图霸业、兴汉室。保字若训为

保守，便会变积极为消极，与原意大相径庭。训

保为恃，于古有证。《离骚》“保厥美以骄傲兮”，

保就是恃（王逸《楚辞章句》；训为保守，不当。清

人 《离骚中正》，近人卫瑜章 《离骚集释》训 “保”

为恃，得之。所以，从上可知，“保”在《隆中对》是

依恃、凭仗之意。

四 如有误注之处，训诂学可以帮助我

们发现这种错误，并加以改正
中学语文教材中文言文的注释一般说来是对

的，但也有误注的地方，这就要求我们审慎地加以

鉴别，进而匡正其疏失之处。例如：

人教版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塞翁失马》：“其父

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其中遽字，教材 !)’ 页注：

遽，就。《察今》：“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中

学教材中注：“岂遽，⋯⋯难道就⋯⋯ ，遂，就。”观

以上二注，都是训“遽”为就，不准确。根据王念孙考

证，遽也是何的意思。“连言何遽者，古人自有复语

耳。遽字或作讵、距、巨钜，又作渠⋯⋯或言何遽，或

言奚遽，或言庸遽，或言宁渠，其义一也。”（《读书杂

志·汉书九》“何遽不若汉”条，又 《读书杂志·荀子

第六》“岂钜知”条）王念孙的话是对的。颜师古注

《汉书》，训遽为迫促，杨亻京注 《荀子》，训遽为速遽，

都是被遽字的常义所惑，中学教材训遽为 “就”正是

因为源于颜师古、杨亻京的误注。

五 训诂学能使我们在文言文教学中，

不但知其然，而且能知其所以然

要读懂、读透一篇文言文，不能只满足于知

道其中的字、词、句应该怎样顺释，还要进一步探

讨为什么可以这样解释，这样解释的理由是什么。

有了训诂学的知识，这样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第三册《孔雀东南飞》：“举

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高中课本注释道：“劳劳，

怅惘若失的状态。”这是讲得通的。但是，为什么“劳

劳”会有怅惘若失之义？这就有必要运用训诂知识

加以考究。考 “劳”字古有忧义，《诗经·陈风·月

出》“劳心悄兮”，《邶风·柏舟》“忧心悄悄”，两文相

照，知劳即忧也。《汉书·谷永传》：“损燕私之闲以

劳天下。”颜师古曰：“劳，忧也。”《淮南子·汜论》

“以劳天下之民”，高诱注：“劳尤忧也。”此均证明劳

字古有忧义，而忧义与怅惘若失之义是相通的，所以

“劳劳”可以训为怅惘若失。

六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文言文教学中，训诂学除了可以

帮助我们辩音释义、校勘正误外，还可以在疏通文

意、阐述语法、分析文本结构、阐明修辞、说明文

章的历史背景以及古时的典章制度方面给予我们有

力的支持。因此，当我们在文言文教学中遇到疑难

的问题时，我们应该养成查阅训诂学相关书籍、资

料的好习惯，反对那种大胆的假设，和直接采用缺

乏证据或证据不充分解释，从而保持严谨的治学作

风，不以讹传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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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种形式，课内课外皆可进行。教师教学时应充分

发挥主导作用，创造有利于汉语学习的环境，认真设

计实践方案，并且要有具体要求。此外，不能忽视句型

练习，因为句子是联词成篇的中间环节，是语言中最

大的语法单位，又是交际中基本的表述单位，其最大

的特点是有一个完整的语调。因此句型的练习非常重

要，如 “把”字句、“被”字句、“连⋯⋯都⋯⋯”句型等

等，基本句型练熟了，方可联句成段、联段成篇。

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学习汉语的外国人一定

会越来越多，对外汉语教学的前景更加广阔，而在教

学中如何提高实效性，也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作为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应当认真思考。

张万烈等：文言文教学与训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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