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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古代汉语》“而有志焉”注释商榷

温志权

【提  要】古文的注释与翻译，出问题的不

仅是疑难词语，问题还往往出在常用词语的解

释上。《礼记 • 大同》篇中“而有志焉”之“志”字，

王力《古代汉语》教材释该“志”为“志向”义，

《汉语大词典》亦引此为例释之为“有志向，有

志气”，这也是当前大多数人所沿用的注释，鲜

有人释其为“识古文”。文章通过对《礼记》历

代重要注本的考察，辅之以异文和上下文语境

的归纳与整理，说明了该句“志”字其实应解

释为“识古文”或“志记之书”义。

【关键词】王力 古代汉语 志字 注释

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第 1 册）收录了

《礼记▪礼运》中之《大同》篇，篇中有云 ：“大

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其中“而有志焉”的“志”，教材上释为“指有

志于此”，该句译为“可是我心里向往”。这一

解释在当代很有代表性，教材与网络大都沿用

了王力的注解。例如杨建波主编的《大学语文》

第 30 页、侯洪澜主编的《新编大学语文》第 7

页等皆注此句的“有志”为“有志于此”。当前

网络上的解释亦基本为“对它们心向往之”“有

志向”。就连《汉语大词典》“有志”条，亦引

此句为例，释为“有志向，有志气。”这种说法

其实值得商榷。

首先，我们来看历代前贤对这句话的理解。

东汉 • 郑玄《礼记》卷七注为：“志，谓识古文。”

唐 • 孔颖达《礼记正义》注：“孔子既见子游所问，

若指言鲁失礼，恐其大切，故广言五帝以下及

三王盛衰之事。此一经孔子自序，虽不及见前

代而有志记之书，披览可知。”唐 • 释道宣《广

弘明集》卷第三（四部丛刊景明本）：“而有志焉。

夫有志以爲古文犹好也。故自卫反鲁，始立素

王。于是删诗书，定礼乐。”宋 • 卫湜《礼记集

说》卷五十四注：“志谓识古文。”元 • 吴澄《礼

记纂言》卷二十五注 ：“大道之行，与三代英异

之主，虽不及身见，而有志记之书存焉，披览

尚可知也。志是记识之名。”元 • 陈澔《礼记集

说》注 ：“所以叹鲁者，或祭事之失礼，或因睹

旧章而思古也。……我今虽未得及见此世之盛，

而有志于三代英贤之所为也。”清 • 朱彬《礼记

训纂》卷九注 ：“志，谓识古文。”……刘氏台

拱曰 ：“志，识记之书。”历代《礼记》的一些

重要注本皆谓“志”为“识古文”或“志记之书”。

所以王力的说法于古无征。

其次，该句的异文多作“而有记焉”。譬

如，三国·王肃《孔子家语》卷七《礼运》第

三十二 ：“孔子曰 ：昔大道之行。此谓三皇五帝

时，大道行也。与三代之英，英秀谓禹汤文武也。

吾未之逮也，而有记焉。”清·范家相《家语证伪》

卷七 ：“孔子曰 ：昔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丘

未之逮，而有记焉。”清·张行言《圣门礼乐统》

卷八列传二 ：“孔子曰 ：昔大道之行，与三代之

英，吾未之逮也，而有记焉。”此类句中的“志”

异文均作“记”，与王力注释的“有志向，有志气”

相去甚远，实为“记录、记录的书或文章”之义。

缘于此因，故东汉·郑玄《礼记》卷七注 ：“志，

谓识古文。”总之，此处的“志”不宜作“志向”，

应解释为“记录的书或文章”。

那么有的古籍为何不用“记”而用“志”呢？

“记”和“志”都有“记载”义，“记”侧重于

把事情记述下来，以便记住 ；而“志”侧重于

把事情集中地写下来，以作标帜。在“记述、记载”

义上，二字日常使用的区别也不甚明显。因此，

历代《礼记 • 礼运》版本中的这句“志”才有

诸多异文用作“记”。再者，“志”亦可由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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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记录”义引申出名词“记录、志记之书”

义。《周礼·春官 • 小史》：“小史掌邦国之志。”

郑玄注引郑司农云 ：志，谓记也。又如《周礼 •

春官 • 小史》“掌四方之志。”《春秋》：“其善志。”

皆志记之书也。《左传 • 襄公二十五年》：“仲尼

曰 ：志有之。”晋杜预注 ：“志，古书。”此等用

例皆可说明，“志”可以引申出“志记之书”“古

书”义。

我们再来看“志”的异体字使用情况。“志”

的异体字有“识”“誌”。《汉语大词典》将“标

记、记录”类意义的“志”解释为“通识（誌）”，

如《周礼·保章氏》：“以志日月星辰之变动。”

注曰 ：“志，古文识，识记也。”“志”与“识”

为同源词，为“标记、记录”义。清代段玉裁

的《说文解字注》说 ：“志，古文识，盖古文有

志无识，小篆乃有识字。”“识”古作“識”，《说

文》：“識，常也。一曰知也。从言戠声。”杨树

达《积微居小学述林》：“余谓识字当以记识为

本义……许君以知训识者，知字本有记识之义，

亦有认识之义。”“识”由表具体动作的“记识”

引申出表抽象义的动词“认识”，进而引申出“知

识”义，这也符合词义引申的一般规律。所以

释“志”为“识”，仍为“记识、记录”，名词

则为“志记之书”义。从“誌”字看，《说文新

附 • 言部》：“誌，记誌也。”《一切经音义》引《字

诂》：“誌，记也。”如《列子杨朱》：“太古之事

灭矣，孰誌之哉。”又“志”通“誌”。也就是说，

“识（識）”“誌”亦皆有“标记、记识、记录”义，

进而可引申出“志记之书”义。

其实“志”在上古文献中表“标记、记识、

记述”义的用例也颇多。如《荀子 • 子道》：“孔

子曰：‘由志之，吾语女。’”《庄子 • 逍遥游》：“齐

谐者，志怪者也。陆德明释文 ：志，记也。”后

来引申出“标记、记录”义。如《礼记 • 檀弓

上》：“孔子之丧，公西赤为志焉。”东晋 • 陶渊

明《桃花源记》：“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

志。”诸例中的“志”，即为“标记、记识、记述”

义。所以，《故训汇纂》释“志”为“识记之书”，

即引《礼记 • 礼运》“而有志焉”为例。《经籍

籑诂》亦谓“志”为“识古文。”亦引《礼记礼运》

“而有志焉”为例。可见，前贤已将该句的“志”

识读为“识记之书”或“识古文”。

最后，我们从上下文语境来看。“而有志焉”

前为动词“有”，后面的“志”宜解作动词宾语“志

记之书”类。我们不否认，“志”在上古确有“志

向、志愿”义。如《论语 • 公冶长》的“盍各

言尔志”。亦“向慕、有志于”之意。又如《论语 •

为政》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孟子 • 尽心上》

的“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汉语大

词典》均释“志”为“志向、志愿”。但是，在

特定语境中，到底是解作“志向、志愿、有志

于”，还是解释为“记录、古文、识记之书”？

这需要视具体语境来定。《礼记·礼运·大同》

的“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之后有 ：“言偃复

问曰 ：‘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而闻与？’孔子

曰 ：‘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

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

也，吾得坤干焉。’”这就是说，文献不足以验证，

不足以证明。所以“孔子曰 ：“于呼哀哉！我观

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这就是说，

周道是有文献验证的。孔子观“周道”，是指看

当时关于周道的记录。因此，“而有志焉”一句

的“志”还是应当释为“古文、识记之书”义。

综上所述，“而有志焉”当释为“然而在这

方面有识记之书”，而不宜解为“有志于此”或“心

里向往”。所以，古文的注释与翻译不一定只是

要关注疑难词语，很多时候古文注释并不是在

疑难词语的注释上出问题，问题恰恰出在常用

词语的注释上，我们千万不能因为是常用词而

对它们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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