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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其武安侯列传》注释商榷

王呈听

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巧代文 幸作品选》一书 (以下简称朱编本 )
,

是进行古典文学教学

以及 自学的一部带有权威性的选本 目前高等院校的中国古代文学课多采用此 书为教材
,

广

大中学教师和知识青年进修古代
一

又学也是从研读本书人手
。

迄今为止
,

似乎还没有哪部书能

够替代它
。

但不能要求它完美无缺 笔者
一

在使用本书的过程中
,

就发现本书在题解
、

注释方

面都不无可商之处
。

现在仅就么史记
·

魏其武安侯列传》的若干注释
,

提出一些商榷性 的意

见
.

以就教于派亥书的编注者积广大读考

t一 )
“

武安侯新欲用事为相 罗 下宾客
,

进 名士家居者贵之
,

欲以倾魏其诸将相
。 ”

朱编本

注 :
“

倾魏其诸将相
,

胜过魏其侯听任用的将军及大臣
。 ”

这里释
“

倾
”

为
“

胜过
” 。

允 当
,

较之释
“

倾
”

为
“

压过
” 、 “

压倒
”

确切得
一

多
:

但是
, “

倾魏其诸将相
. ’ ,

不是
“

胜过魏其侯所任用的将军及

大臣
” ,

而是胜过魏其侯这些将相们 或者说
,

胜过 以魏其为首的许多在高位的文武官僚
。

《汉

书
·

田黔传》
“

欲以倾诸将相
。 ’ ,

诸将相中包括魏其
,

只是未特别提出魏其而 已
。 “

武安侯新欲用

事为相
” ,

是在景帝 已故
,

武帝初嗣位
.

王太后临朝称制
,

承相卫给 刚刚病免
, “

上欲置皿相
、

太

尉
”

而未定之时
,

这时魏其还没有做尽相
,

不可能在朝廷
“

任用将军及大臣
” ,

故
“

魏其侯所任用
`

的将军及大臣
”

的说法是没有什么报据的
。 “

魏其侯所任用的将军及大臣
”

是个偏正词组
,

定语

部 分是
“

魏其侯所任用的
” ,

中心词是个联合词组
“

将军及大 臣
” 。

按注文理解
,

武安要胜过的

主要是
“

将军及大臣
” ,

这就
一

与
“

倾魏其者将相
”

主要是 为了胜过魏其的原意不合
。

武安 为什么

要采取种种措施力图胜过魏其呢? 这是有其政治目的的
。

吴
、

楚七国之乱平定后
,

景帝
“

每朝

议大事
、

条侯 (按 ; 即周亚夫 )
、

魏其侯
,

诸列侯莫敢与亢礼
。 ”

景帝十四年
,

桃侯免相
,

窦太后曾

几次力荐魏其为承相
。

籍福说武安 仪日 :
“

魏其 贵久矣
,

天下士素归之
。

今将军初兴
,

未如魏

其
,

即上以将军为垂相
,

必让魏其
。 ”

事实说明
,

魏其在当时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是 当时可能做

尽相的重要人选
。

武安欲为相
,

占义必倾之
,

故必逾越而胜之
:

既倾魏其侯
,

则不难倾诸将相

了
,

故 日
“

倾魏其诸将相
” 。

(二 )
“

时诸外家为列侯 ; 列侯多尚公主
、

皆不欲就国
,

以故毁 日至窦太后
。 ”

朱编本注
: “

尚

公主
,

娶公主为妻
。 ”

为什么娶公主
.

为妻日
“

尚
”

呢 ? 《辞海
·

词语分册》 (上 ) ;
“

公主 : 帝王之女

的称号
。

始于战国
。

… … 汉制 :
帝王之 女称公主

,

帝王姊妹称长公主
,

帝姑称大长公主
。

历

代沿称
。 ”

《正字通
·

小部》 : “

尚
,

娶 公主谓之 尚
。

言帝王之女尊而尚之
,

不敢言娶
。 ”

这里的
“

尚
”

意 为对帝王之 女的尊重
。

例如《史记
·

孙 子 吴起列传》 :
“

公叔为相
,

尚魏公主
。 ”

《史

记
·

李斯列传》 : “

诸男皆尚秦公主
,

女悉嫁秦诸公子
。 ”

《新唐书
·

王圭传》 ; “

子敬直
,

尚南平

公主
。 ”

(三 )
“

(武安 ) 又以为诸侯王多长
,

上初即位
,

富于春秋
,

黔以肺腑为京师相
,

非痛折节以礼

拙之
,

天下不肃
。 ”

朱编本注 :
“ `

非痛折节
’

两句 : 痛
,

狠狠地
。

折节
,

改变 原来的作风
。

拙 (q血

屈 )
’

,

屈服
。

之
,

指诸侯王中年长的
。

肃
,

敬畏
,

这两句意思说
,

不用礼节来使诸侯王屈服
,

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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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自 己
,

那么朝歹场尤缺乏威信
。 ”

这样注释有两个问题
,

一是对
“

折节
”

的注释未扣紧原文
,

而且

前后
-

一致
二

“

折节
” ,

可以释为
“

改变原来的作风
” ,

也 可以释为
“

改变平 日的志向和行为
” ,

但

在这 似乎都没有击 中要害 ; 而且前面说
“

折节
,

改变 原来的作风
” ,

后面讲句意时又说
“

让他

们抑 自己
” ,

两种说法意思并不相同
,

究竟何去何从呢 ? 笔者认为这里的
“

折节
”

是
“

屈 己下

人
”

户 含思
。

所谓
“

屈己
’ ` ,

不仅要抑制自己
,

而且要委屈自己 ;所谓
“

下人
” ,

不仅要尊重别人
,

而且
·

对人谦卑
。

二是把
“

天下不肃
”

注释为
“

朝廷就缺乏威信
” ,

似乎有些浮而不实
。 “

天下不

肃
”

的
`

肃
”

是
“

敬畏
”

的意思
,

这是解释得准确的
。

要使天下的人敬畏谁呢 ? 在 田盼心 目中
,

与

其说要使天 下的人敬畏朝廷
,

不如说要使天下的人敬畏他自己
。 “

黔 以肺腑
”

三句的意思是

说
,

田潇既以皇亲国戚的身份做了朝廷的宰相
,

因此他想
,

如果不狠狠地使诸侯王 中那些年长

的屈己下人
,

用礼法使他们屈服
,

那么天下的 人是不会服服贴贴地敬畏自己的
。

(四 )
“

及魏其侯失势
,

亦欲倚灌夫
,

引绳批根生平慕之后弃之 者
。 ”

朱编本注 :
“

引绳
,

术工

牵引墨线来看术料是否方正
,

这里指纠举
。

批根
,

树木近根处要多加批削
,

这里指攻击排斥
。

土平
,

万素
。

这句说
,

纠举排斥那些平时仰慕窦婴后来又因为他失势而 丢弃他的人
。 ”

此注较

乱
,

乱在对
“

引绳批根
”

的注释上
。 “

引绳
”

与
“

批根
”

各是怎么回事? 二者是否 相关联 ? 二者是

作为两个词用
,

还是合起来作为一个词用 ? 二者是否 各有寓意? 或者合起来表示某种意义 ?

这些间题注中都没有作出确解
。

笔者认为 :
“

引绳批根
”

是说的木工的事
。 “

引绳
”

是牵引墨

线
,

用以取直 ;
“

批根
”

是批削根株 (
“

批
”

就是
“

削
”

的意思 )
,

使之成器
。

二者是紧相关联的: 对

根株要按墨线线路批削
,

不是乱砍一气
。 “

引绳批根
”

是用两 个动宾词组合为一 个成语
,

它跟
“

抽薪止沸
” 、 “

斩草除根
” 、 “

缘末求鱼
”

这些 成语的结构形式相 同
。

一个成语在句子 中是作为

一个词用
,

表示一个不可分割的概念
。

成语的意义不是成语各词意义的总和
,

不能单从各词

的字面意义来理解
,

应从整体上把握
。

例如
“

抽薪止沸
” ,

我们从整休上理解到它的比喻意义

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

我们就不能把它 分割开来说
“

抽薪
”

有什 么意义
, “

止沸
”

又有什么意

义
。

注释说
“

引绳
”

指什么意思
, “

批根
”

指什么意思
,

把一个成语分割开来当成两个词来理

解
,

当然对其整个意义就把握不住了
。 “

引绳批根
”

在句中是作为一个及物动 词用
,

意思是
“

大

刀阔斧地整治一下
” , “

狠狠地收拾一下
” ,

后面
“

生平慕之后弃之者
”

是它的宾语
。 “

及魏其侯
”

全句的意思是
:
及至魏其侯窦婴失去权势

,

魏其侯也想要倚重灌夫
,

整治一下平素仰慕
,

趋附于

他
,

后来因他失势又抛弃了他的那些势利小人
。

(五 、
“

请语魏其侯帐具
,

将军旦 日蚤临!
”

朱编本注 :
“ `

帐
’

同
`

张
’ 。

张具 (陈设 )器具
,

办具

酒食
。 ”

此注不妥
。 “

张具 (陈设 )器具
” ,

是
“

陈设食具 ,’9 勺意思
。

这与句中的
“

帐
”

有什么关 系

呢 ? 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
。 “

张
”

可通
“

帐
” ,

我们还未 见有
“

帐
”

通
“

张
” ,

或
“

帐
”

同
“

张
”

的
。

虽 然
“

长
” 、 “

张
” 、 “

帐
” 、 “

涨
” 、 “

胀
”

为同源词
,

但这组同源词表现为孽乳字
,

并非字形相同
。

《说文》 :

“

张
,

施弓弦也
。

从弓
,

长声
。 ”

段玉裁注 :
“

张
、

弛本谓 弓施弦
、

解弦
。 ”

《说文》 : “

帐
,

张也
。

从巾

张声
。 ”

段玉裁注 ;
“

《释名》日 :
`

帐
’ ,

张也
,

张施于床上也
。 ”

可 见
“

张
”

与
“

帐
”

音同义同
,

故
“

张
”

通
“

帐
” 。 “

帐
”

与
“

张
”

音近而 义相关
.

说
“

帐
”

同
“

张
”

就未必恰当
。

现举出两个
“

张
”

通
“

帐
”

的例

句:
“

高祖复留止
,

张饮三 日
。 ” 、 《史记

·

高祖本纪》 )
“

上行幸雍
,

过械
,

尊供张如法而办
。 ”

(《汉

书
·

王尊传》 )前句的
“

张饮
”

就是
“

帐饮
” ,

后句的
“

供张
”

就是
“

陈设帷帐
” 。

古人迎宾宴饮
,

要

在宴饮的地方设置帷帐 ; 给别人议补份伙
;

要在饯行的妙方 没置帷帐
。

这是准备宴饮所不可

或缺的
。

句中的
“

帐
”

本义就是张设床帷
,

即观 汪所谓设置帷帐的意思
。

句中解
“

具
”

为
“

办具

酒食
”

是可以的
。

但为了避免注释文字中词意混淆
,

以将
“

办具
”

改为
“

备办
”

为好
。 “

具
”

有
“

准

备
、

备办
”

的意思
,

如
“

将具小酌
,

邀兄到敝斋一饮
,

不知可纳芹意否 ?
”

(《红楼梦》第一 回 )
“

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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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石 马迁对窦
、

灌
、

田的态度看
,

对窦婴虽然说他
“

不知时变
,

袒护灌夫
,

但肯定了他对

国家有功
,

勺人正直 ; 同情他蒙冤受屈
。

对灌夫的壮义
、

刚直作者是 比较肯定的
,

对他受到 田

黔的陷害七 是有所同情的
。

但对他
“

无术而不逊
” ,

尤其是欺压人民
,

以至
“

众庶不载
”

(载通戴 )
,

作

者是深表 憾的
。 “

杯酒责望
,

陷彼两贤
” ,

作者以窦
、

灌二人为
“

贤
” ,

表现 了作者肯定窦
、

灌和

否定田础 ,明确态度
。

接着发出
“

鸣乎哀哉
”

的感叹语
,

表现了作者对田潇及其所进行的政治

陷害的僧
, ;

和反感
。

田黔
“

负贵而好权
” ,

骄纵奸诈
,

罪恶累累
。

从字里行问
,

读者会感到作者

对他是深危
:

痛绝的
。

作者不会用
“

众庶不载
,

竟被恶言
”

这种话来写田黔
。

人们对 田黔不但不

拥戴
,

而且十分憎恶 ; 人们对他的正当斥责
,

决不是
“

恶言
”

诽谤
。

作者更不会对 田黔发 出
“

鸣

呼哀哉
”

(后一个 )这种感叹惋惜语
。

这是对灌夫的行迹的感叹
,

并对他的结局表示惋惜
。

根据 以上分析
,

文末
“

太史公 日
”

的最后六句都不是说的田殿
,

而是说的灌夫
, “

迁怒及

人
,

命亦不延
”

;指灌夫在席上行酒时本怒田黔结果竟迁怒于灌 贤和程不识
,

终于使自己性命

也未能延长多久
。 “

众庶不载
”

指灌夫在颖川对人民横态
,

因此百姓不拥戴他
。 “

竟被恶言
” :
终

于受到人们丈指 田黔等 )恶意的中伤诽谤
。 “

祸所从来矣
” ,

这就是祸产生的根源啊
。

指灌夫得祸

是由于他在颖川欺压人民造成的恶果
。

(责任编辑
、

校对 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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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

柴燕自超诣
,

翠驻谁剪剔
”

陶诗中写
“

鸟
”

的诗 31 首
,

占 125 首的 25 %
,

比较杜甫其诗中的
“

鸟儿
”

品种 不很丰富
,

但

运用于诗中
,

其功用类似
。

一类是出现在神话传说中的
“

鸟
” ,

鸥鹤
、

妈鹦
、

莺
、

凤
、

青丘

鸟
,

善恶分明
,

寓意明确
, “

翩翩三青鸟
,

毛色奇可怜
” ,

(《读 <山海经 >》
,

下同 )
, “

灵凤抚云舞
,

神

莺调玉音
”

;
“

鹅 鹦 岂足恃
” 、 “

鸥鹉见城邑
” 。

《读 <山海经 ) 》第十一首《 臣危肆威暴》显然是

针对刘裕拭逆而作
,

《精卫衔微术》则是对炎帝之少女女娃精神和意志的赞美歌 颂
。

第三类是

候鸟
、

春燕
、

秋雁
、

鹤
、

鸥等
,

节候变换
,

亦为心迹之轨痕
。 “

春燕应节起… … 边雁悲无所
”

风杂诗》 )
“

往燕无遗影 来雁有余声
”

(《九日闲居》 )
“

翩翩新来燕
,

双双 人我庐
”

(《拟古》 )
“

鸣雁

乘风飞
,

去去当何极
”

(《联句》 )第三类是鸣禽和泛写的鸟儿
,

这一类鸟儿描写得很出色
,

往往

寓意了自由
,

归隐天趣的意旨
。 “

鸟睛 欢新节
” “

翩翩飞鸟
,

息我庭柯
” “

望云惭高鸟
,

临水愧游

鱼
” , “

羁鸟恋旧林
,

池鱼思故渊
” 、 “

果菜始复生
,

惊鸟尚未还
” 、 “

日人群动息
,

归鸟趋林鸣
。 ”

与

《归园田居》五首作于同时的《归鸟》 四言四章
,

把
“

鸟
”

等同于陶渊明来理解
,

我认为一点也不

乖隔
, “

翼翼归鸟
,

晨去于林
” , “

翼翼归鸟
,

载翔载飞
” , “

翼翼归鸟
,

相林徘徊
” , “

翻翩求心
” 、 “

见

林情依
” 、 “

性爱无遗
” 、 “

欣及旧栖
” 、 “

己卷安劳
” 、

出
“

仕
”

到归
“

隐
”

的经历和思想矛盾全在里面几

上述叙列的人情事景
,

园田风云
,

花术鸟雀等
,

就是陶潜诗文中质性 自然的素材
,

是其
“

胸

中天
” ,

是
“

感荡心灵
”

的条件
,

为什么说他
“

好廉节 己之操 ,’( 颜延之 《陶微士谦》 )
, “

世号靖节先

生
”

(萧统《陶渊明传》 )
,

这些看似耳淡
. “

不文月
一 ” 、 “

枯搞
”

的东西
,

恰恰正是他的成功
,

是其特

色
, “

质而实绮
,

瘤而实胜
”

(苏轼 《万苏辙书》 )
“

触物寓兴
,

吟咏情性
”

(叶梦得《玉涧杂书》 )
。

还

是元好问《论诗绝句》概括准确
: “

一谙厂 外下古新 豪华落尺贝真淳
’ ` , 、

天然
”

与
“

真淳
”

就是陶

潜
,

而
“

天然
”

与
“

真淳
”

的所在
,

就是上述所列叙心人事物
。

(责任编辑
、

校对 孙 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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