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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大词典》未收的《 潜夫论》并列复词考释
!

徐! 山
（苏州大学 中文系，江苏 苏州 ! "#$%%&）

摘! 要：东汉王符《潜夫论》中的并列复词相当丰富，出现了许多新词新义，然《 汉语大词典》

存在着对《潜夫论》并列复词未收录的问题；对相关并列复词进行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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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汉王符《潜夫论》目前较好的注本为《潜夫

论笺校正》［#］。《 潜夫论》中的并列复词相当丰

富，出现了许多新词新义，反映出中古汉语初期词

汇复音化的生动面貌。

《汉语大词典》［"］（ 以下简称《 大词典》）对

《潜夫论》中的并列复词予以了关注，收录了不少

首见于《潜夫论》的并列复词，但同时存在着一些

并列复词未收的问题。有关《大词典》未收的《潜

夫论》并列复词的问题，自己已作了一些研究，并

对部分疑难词进行了考释［-］。

（一）部分并列复词的考释

基序《劝将》：“不可苟惟基序，或阿亲戚，使

典兵官。”

注：《 说文》：“ 基，墙始也。”引申为根基义。

“序”有“位次”义。《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卿

大夫以序守之。”杜预注：“序，位次也。”“基序”在

《潜夫论》中为门阀官阶义。

激会《边议》：“且夫物有盛衰，时有推移，事

有激会，人有变化。”

注：《说文》：“ 激，水碍邪疾波也。”而“ 激会”

指的是“事”，所以“ 激会”的“ 激”当为如水之激

义。“激会”为动词性的并列复词，义为激荡会

合。

恃仰《实边》：“内人奉其养，外人御其难，蛩

蛩距虚，更相恃仰，乃俱安存。”汪继培笺：“《韩非

子·外储说左上》云：‘ 不恃仰人而食。’《 新书·

道德说》云：‘ 物莫不仰恃德。’《 论衡·感类篇》

云：‘功无大小，德无多少，人须仰恃赖之者，则为

美矣。’”

注：“仰”有“恃”义。《广雅·释诂》：“ 仰，恃

也。”《后汉书·邓禹传》：“ 今吾众虽多，能战者

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李贤注：“仰，

犹恃也。”“恃仰”为同义并列复词，义为依仗。汪

继培笺中还提及“ 恃仰”的逆序词“ 仰恃”，而《 大

词典》“恃仰”、“仰恃”两词均未收。

推纪《卜列》：“ 今俗人不能推纪本祖，而反

欲以声音言语定五行，误莫甚焉。”

注：“推”有“ 求”义。《 淮南子·本经》：“ 星

月之行，可以历推得也。”高诱注：“推，求也。”《说

文》：“纪，别丝也。”段玉裁注：“ 引申之为凡经理

之称。”“纪”有“理”义。《国语·晋语》：“礼以纪

政，国之常也。”韦昭注：“纪，理也。”《 潜夫论》中

的“推纪”即推求整理义。

精物《巫列》：“所谓淫鬼者，闲邪精物，非有

守司真神灵也。”汪继培笺：“《 史记·留侯世家》

赞云：‘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 齐悼惠王

世家》：‘魏勃少时，欲求见齐相曹参，家贫无以自

通，乃常独早夜扫齐相舍人门外。相舍人怪之，以

为物而伺之。’《 索隐》：‘ 姚氏云：“ 物，怪物。”’

《说文》云：‘改，大刚卯也。以逐精鬼。’《 汉书·

艺文志》‘杂占类’有《人鬼精物六畜变怪》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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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注：“精物”的“ 物”为怪物义，汪继培笺论之

甚详，当从。《潜夫论》中的“精物”即精怪义。

抗扬《交际》：“ 空造以为无意，奉贽以为欲

贷，恭谦以为不肖，抗扬以为不德。”

注：“抗 扬”的“ 抗”义 同“ 亢”，为“ 高”义。

《庄子·人间世》：“ 解之以牛之白颡者与豚之亢

鼻者。”陆德明《经典释文》：“ 亢，高也。”又《 淮南

子·说山》：“ 申徒狄负石自沉于渊，而溺者不可

以为抗”。高 诱 注：“ 抗，高 也。”《 潜 夫 论》中 的

“抗扬”即高扬义。《大词典》!"" 页（为《大词典》

缩印本页码，下同）收和“抗扬”相关的“亢扬”条，

释作“高昂；激扬”，书证为今人夏衍文。

讨训《五德志》：“承少皞衰，九黎乱德，乃命

重黎讨训服。”汪继培笺：“《 楚语》：‘ 观射父云：

“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

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

相侵渎。”’‘ 服’上疑脱‘ 不’字。‘ 训’与‘ 驯’

同，《史记》索隐云：‘《 史记》“ 驯”字，徐广皆读曰

“训”。训，顺也。’”

注：《 说文》：“ 讨，治也。”《 左传·宣公十二

年》：“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杜预注：“讨，

治也。”《说文》：“ 训，说教也。”“ 讨训”的“ 训”即

教训义，汪继培笺以通假义释之，不当。“ 讨训”

义为治理教训。

（二）部分并列复词的简要释义

《大词典》失收的《潜夫论》并列复词还有：勇

杰（《劝将》，义为勇敢杰出）、豪厚（《劝将》，义为

豪迈忠厚）、违止（《救边》，义为违背阻止）、上强

（《边议》，义为上升强大）、狗豕（《边议》，义为狗

与猪）、伤病（《救边》，义为创伤疾病）、同均（《实

边》，义为相同均等）、苦乐（《 实边》，义为苦与

乐）、祝请（《 巫列》，义为祝祷请求）、角肉（《 相

列》，义为额角肌肉）、浓淡（《相列》，义为或浓或

淡）、贫富（《相列》，义为贫穷或富裕）、厌迷（《梦

列》，义为厌烦迷茫）、飘飞（《梦列》，义为飘浮飞

扬）、熟藏（《 梦列》，义为成熟收藏）、臭污（《 梦

列》，义为臭恶污秽）、实文（《释难》，义为实质与

表象）、叹啸（《释难》，义为长叹）、阳露（《交际》，

义为阳气露水）、讥誉（《 交际》，义为讥刺或赞

誉）、准仪（《 交际》，义为标准仪则）、健悍（《 明

忠》，义为刚强勇猛）、德气（《德化》，义为道德风

气）、臭败（《 德化》，义为发臭腐败）、豆麦（《 德

化》，义为豆类与麦子）、姦薄（《德化》，义为邪恶

浅薄）、弱乱（《德化》，义为衰弱混乱）、惮怠（《五

德志》，义为忌惮懈怠）、命历（《志氏姓》，义为天

命历运）、强妄（《志氏姓》，义为牵强妄乱）、增定

（《志氏姓》，义为增加制定）、整平（《志氏姓》，义

为严整平安）、智德（《叙录》，义为聪明仁爱）、愤

诤（《叙录》，义为愤慨谏诤）。

（三）《 大词典》未收《 潜夫论》中的并

列复词，但收了相应的并列复词的逆序词

这样的情况有：义恩（《救边》，义为道义与恩

情。《大词典》#$%! 页收“义恩”的逆序词“恩义”

条，释作“道义、恩情”，书证首引《淮南子》文）、祝

祈（《巫列》，义为祝祷祈求。《 大词典》##$& 页收

“祝祈”的逆序词“祈祝”条，释作“ 祈求祝祷”，书

证首引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文）、省思（《 相列》，

义为反省思考。《大词典》#$’# 页收“ 省思”的逆

序词“思省（()*+）”条，释作“省察；考虑”，书证首

引《 汉 书》文）、意 精（《 梦 列》，义 为 意 念 精 诚。

《大词典》’&,! 页收“ 意精”的逆序词“ 精意”，其

第!个义项为“ 犹精神”，书证首引宋代范仲淹

《睦州谢上表》文）、怨悲（《 梦列》，义为怨恨悲

伤。《大词 典》#&-! 页 收“ 怨 悲”的 逆 序 词“ 悲

怨”，释作“ 悲伤怨恨”，书证首引《 孔丛子》文）、

耨耒（《释难》，义为“锄与犁”。《大词典》#,%# 页

收“耨耒”的逆序词“耒耨”，释作“ 犁与锄”，书证

首引《易·系辞》文）、废疏（《 交际》，义为废弃疏

远。《大词 典》#,#- 页 收“ 废 疏”的 逆 序 词“ 疏

废”，释作“ 废弛”，书证首引郑玄笺）、微精（《 五

德志》，义为微妙精深。《 大词典》’&,! 页收“ 微

精”的逆序词“ 精微”，其第"个义项为“ 精深微

妙”，书证首引《礼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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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对待，对学历层次未达硕士水平的教师设立

专门的“两课”硕士，其要求也明显的低于其他硕

士等，客观上助长了“ 两课”教师对科研的忽视。

目前的这种制度设计在表面上看好像是对“ 两

课”教师给予倾斜和照顾，实际上不仅仅是对“ 两

课”教师的一种贬低，而且直接造成“ 两课”教师

的科研和教学在低水平上徘徊。提高“ 两课”的

教学水平，关键是提高教师的科研水平。如果教

师的科研水平上不去，教学水平不可能上去，“ 两

课”的教学水平永远无法根本提高。试问，一个不

了解自己学科前沿动态、对许多问题没有自己研

究心得，总是人云亦云，总是守着课本或那么点教

学参考资料的人，怎么可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

动力，怎么可能有高水平的教学质量？

总之，新一轮的“ 两课”教学改革，必须充分

发挥新“两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人文素质教

育课）在做人教育中的主阵地作用，在承担起国

家赋予“两课”政治社会化责任、培养合格的社会

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同时，积极指导和

帮助学生走向社会、承担起大学生在大学阶段的

社会化职责，将国家意志与学生需要有机的结合

起来形成强大的合力。高校教师要承担起这一光

荣使命，必须积极进行教学方法与方式的改革，必

须充分重视科研在促进教学、支撑教学中的重要

作用，切实提高“ 两课”教学质量，使“ 两课”教学

中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达到高度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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