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序論──模式與目的

第一節　漢語與文化的對應關係

「文化」一詞的義涵，源自於《易經‧賁卦》的「人文化成」：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

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這段話以現代語體文來說意思如下：「賁卦亨通。柔爻來文飾剛爻，

所以亨通。分出剛爻到上邊去文飾柔爻，所以小的方面來往有利，這是天

文。能夠用文明來進行規範，使人們的行為有所限止，這是人文。觀測天

文，從而察知季節的變化；觀察人文，從而用文明手段進行教化，把天下

組織成一個和諧的整體。」

賁卦 「艮」上「離」下，「賁」是貝殼的光澤，「飾」的意思。

《序卦傳》說：「物不可以苟且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的

聚合，必然有秩序與模式；人的集團，也需要有禮儀修飾。這一卦，內

卦「離」是明，外卦「艮」是止，以文明的制度，使每個人止於一定的分

際，這就是人類集體生活必須的修飾，所以稱作賁卦。

「天文」，指各種自然現象；「人文」，是人觀察自然現象變化後，

所思考出來相應於「天文」的因應之道，以符合人存於天地間的安適需

求。所謂「化成」則是「變化完成」之義，這是文化義涵中最積極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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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就是創造人類物質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上的最完善模式。

「人文化成」的完備流程，從文化歷史的演進來看，必然是累積生活

經驗、形成智慧思維、開創知識系統、教育社會大眾、形成人文風俗、具

備人文精神。要維持與完成這樣的系統流程，人類社會中必然需要一種精

密的「工具系統」，作為溝通、記錄、論述、教育、傳遞時的依據，那就

是「語言系統」。從商代到今天的三千多年裡，漢語裡的語音有四個時期

的發展，漢代以前的上古音、魏晉到宋代的中古音、元明到清的近代音、

清中葉以後到現在的現代漢語；文字部分則歷經商代甲骨文、西周金文、

春秋戰國文字、秦篆、漢隸到之後的楷書。漢語系統作為社會的表義載

體，漢語的演變就相對應於社會的演變、漢語系統的具體形式就相對應於

文化系統的具體形式，反之亦然。

漢語與文化的深厚關係，我們可從歷代不斷增加的漢字字數上來理解�：

時　代 字　數 根　據

商代 4,672 甲骨文字數

周代 6,544 十三經單音詞

漢代 9,353 許慎《說文解字》

晉代 12,824 呂忱《字林》

南朝 16,917 顧野王《玉篇》

唐代 11,500 孫緬《唐韻》

宋代 26,194 陳彭年《廣韻》

宋代 26,430 （遼）行均《龍龕手鑒》

宋代 31,319 司馬光《類篇》

明代 33,179 梅膺祚《字彙》

明代 33,549 張自烈《正字通》

清代 47,035 張玉書《康熙字典》

民國 49,905 文化大學《中文大辭典》

中國大陸 54,678 四川、湖北辭書出版社《漢語大字典》

� 參盧國屏、黃復山《中國文字》第一章第四節〈中國文字的數量〉，臺北空大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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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記錄語音的符號，字數量的遞增，就代表語義量的擴大，當

然也是因為社會擴大了，要記錄的事物增加了，而整個文化系統也不斷擴

大。從漢字增加的數量和速度，我們看到了漢語系統與文化的緊密關係。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而文獻又是語言的載體；語音靠著文字加以記

錄、文字又仰賴文獻得以保存。從甲骨文獻開始，我國不但有歷史悠久、

數量龐大的文獻存在，更重要的是它記錄了長期以來的政治、經濟、禮

儀、法度、科技、文學、風俗、習慣等等的社會文化發展歷程與智慧結

晶。漢語、文獻、文化便是一個共構「人文化成」的循環鏈，在族群的歷

史文化中始終是發光發熱的核心價值所在。

第二節　語言解釋的必要性

「語言解釋」就是「以語言解釋語言」、「以語言材料解釋語言材

料」、「以語言的構成理論解釋語言工具」、「解釋語言形音工具的邏輯

以認知語義」。漢語作為社會表義工具，又成為文化的載體，對於工具運

用的精準要求，必然是文化發展中，智慧是否可以順利傳遞的依據。要能

夠做到「人文化成」，工具的重要性不言可喻。人類的時代越往下，社會

就越形擴大，其溝通量、文獻量也會大增，當然思維的變化演進與傳遞，

也就越快速。這過程中，語言快速的「自動因應機制」也在隨時運作，新

型態的語言模式是隨時可能產生的。處於社會中的人，如果不能精準掌握

快速變化的語言工具，那就代表社會隔閡會因此擴大，這顯然對「人文化

成」是有重大負面影響的。因此從事「語言解釋」，就像進行一種「工具

維修保養」的機制，其目的則在使社會與文化可以順暢的展延開來。

我們都記得，周朝時候的許多學者很喜歡講「名」、論「名」，《老

子》首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

物之母。」《論語‧子路》：「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從，事不

從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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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乾脆有個專門論名的「名家」產生，代表人惠施有「黃馬、驪牛，

三」、「輪不輾地」、「龜長於蛇」、「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

絕」等等的立論。名家學說的屬性在「邏輯思辨」，這是沒有疑義的，不

過根據經驗，像中文系的大一大二同學們，才進入大學殿堂，儒家都還沒

來得及明白，老子兩句話就讓你搞翻天，而惠施又來湊熱鬧，最後好像似

懂非懂，課程也結束了。

思想訓練的層面你當然要好好聽你思想史老師的，不過若回到語言的

層面來，「名」字的本義是「語音」，引申義才是「文字」、及與語音相

對應的「實」，也就是「語義」，另外也產生了「姓名」的引申義。典籍

中的「名」字，其意義均離不開這些意義。我們看一個簡單的例子，《戰

國策‧魏策》：「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

反而名我，何也？」出外讀書返家，卻直呼母親名諱。「名其母」、「名

我」在語法上就是「名詞兼動詞用」，這是先秦普遍語法，也就是「直呼

其名」的意思，這「呼」的不就是那「名字」的「語音」。

如果我們把前面儒、道、名三家裡的「名」，以「語言」來代入，

可能對於你的初期入門會簡單一些。「黃馬」、「驪牛」、「黃馬驪牛」

是三個「詞」，三個語義單位；「輪」、「地」是兩個「詞」，兩個獨立

概念，你看到的輪子都貼地而行，不過惠施要給你的訓練，是千萬不可以

在詞彙、語義上就「輪」、「地」不分。而當我說「龜長於蛇」的時候，

你第一個應該要問：你說的「長」是「年紀的長」？還是「身體的長」？

因為「長」的語義可以用在具體與抽象事物上，就像一字多義，一音也可

以多義，所以你要先弄清楚我們要討論哪一義。至於「一尺之捶，日取其

半，萬世不絕。」如果請你就中選一個關鍵字，以掌握其邏輯推理所在，

如同你學詩歌時的「詩眼」功能，你得選「半」字，《說文》：「半，物

中分也。」其實惠施要跟你討論「分」的概念，不是那根「捶」。如果你

再用「語言」的意義，解釋孔、老的那兩段話，或許對你進入思維領域就

會容易多了。從這個角度來看，名家是一個「語言工具保養維修家」，

它的論述就如同「語言操作手冊」般要你精準的使用工具。諸多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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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文字」、「語義」運用，如果你經常混淆不清的話，那談何「邏

輯思辨」、談何文化文明？

從上述觀點來說，名家從事語言解釋的工作，其實目的在完成「規

格化」→「工具規格化」→「工具格式、尺寸規格化」→「語言工具應用

規格化」。相對應於春秋戰國的社會複雜，政治紛爭、思想分歧、學派林

立、文字差異等等現象。這種將語言定義清楚統一的「語言規格化」工

作，其實是一種文化與社會現象的產物，也具有其絕對的必要性，後來的

《爾雅》、《說文解字》不正是以百分之百的「規格化」為其目的。

今日社會何嘗不是如此，「唱片」、「CD」、「DVD」要統一規

格；手機的網路系統要統一規格。物質、制度、精神文化每代不同，一代

是三十年，三十年前的流行詞彙跟現在完全一樣嗎？當然不會。如果語言

不經解釋，社會上老是「Y世代」、「E世代」、「銀髮族」的去區別社

群、年齡層而互不溝通，那只會更造成社會隔閡與進步遲緩，且導致文化

的落後。語言解釋的必要性，從這裡就可以理解其大要了。

第三節　語言文化詮釋的必要性

語言解釋的目的在文化的詮釋。從漢語歷史來看，其系統不斷的擴

大，語音的多元化、文字數量不斷的增加，到今天累積出約五萬個漢字。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語言的擴大，就代表整個社會文明的不斷擴大，更代

表這個族群不斷在延續發展其文化內涵。當時間越往下發展，文化的內容

與形式與源初的內容形式就越遠，因為社會中的物質、制度是隨時變化

的，精神與思維也在不斷改變，但是一個族群的主流文化中的各種核心價

值卻是永恆不變的，族群的智慧也端賴這些核心價值而可以永續傳承。語

言的文化詮釋工作，目的就在縮短「文化源初形式」與「目前形式」的距

離，而且重點是這文化核心價值的認知，而未必在物質與制度的恢復。

例如先秦祭祖的「立尸」制度，以孫子輩的家族成員擔任假扮祖先的

「尸」，在整個祭祀儀式中接受家族的祭祀。其目的在使與祭者有與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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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之感，進而知所虔誠以對。但更重要的文化精神中心，其實在讓子孫

們從實際的虔敬儀式中，學習與理解「孝」的意義，所以在設計上由子孫

輩當「尸」，看到自己的父輩是如何的伺奉先祖，孝敬先祖，達到潛移默

化的效果。今日祭祖時，只有牌位沒有「尸」，其物質制度面早已改變，

但祭祖目的仍在慎終追遠的「孝」道精神，這與先秦無異，也永世沒有改

變。一般人面對改變簡化後的物質制度面，通常對其核心價值的概念也就

容易模糊化，甚至崩解潰散。而針對記錄著歷代祭祀制度變遷的語言文

字，加以解釋並詮釋，其目的就在上溯這核心價值，避免社會與文化的崩

解了。

就教學與學習層面來說，如果只對語言作表層的一般解釋，那在學

習上不但趣味遞減，最終也對文化議題與內涵，不慎了了，更不知道學習

這些語言解釋理論的原因何在。例如《詩經‧豳風‧七月》這首詩，主體

內容是透過上古人民的四時生活，來掌握我們社會與文化的高度義涵。如

果我們對其語言的解釋不夠正確與深入，那恐怕連詩歌中的俗民生活也難

以理解，遑論其文化義涵。像詩中有句話說「二之日，鑿冰沖沖。」，

很多老師說「沖沖」、「狀聲詞」，是鑿冰時發出的聲音，就解說完畢

了，恐怕學生連他們鑿冰做啥也不清楚。事實上「沖」字在此指的是鑿很

多冰，而且戶外的大冰被鑿出了一個個「大窟窿」的意思，做啥呢，放

回家裡的「冰箱」中存放並提供來年使用。古人有冰箱嗎？當然有，而且

比我們的都大，叫做「冰窖」，整年都有冰可用。《周禮‧凌人》篇中的

「凌人」，就是宮裡的「掌冰官」呢！另外，「沖」字怎可以解作鑿冰時

的「大窟窿」呢？因為漢語音裡凡是發近似「中」的音，都有「空間」、

「空洞」之義，反映在漢語理論裡，便是「凡從中聲皆有空義」，像憂心

「忡忡」就是心裡空蕩無主；「鑿冰沖沖」當然也是鑿出「空洞」、「空

間」之義了。

將語言研究導向文化研究、從理論解釋進入文化詮釋，這是語言研究

的趣味與宗旨所在。學習語言的人，要知道理論研究是必要的嚴謹與枯燥

過程，但它的目的在更崇高的文化論述，以延續民族的文化精神力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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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論」可能使你萬般痛苦，但「文化」則使你有吸納養分的興味；對

語言只做表層解釋，學習時痛苦、教之時也痛苦；但通過了嚴謹的解釋，

進而詮釋語言深層中文化的條理與義涵，你才會感受到語言與文化的真正

魅力，也才真正完成了語言學者的責任。

第四節　解釋與詮釋的同步本質

前文我們分論「解釋」與「詮釋」的必要性，讀者可能以為語言的

解釋與詮釋，是可以切割的兩回事、兩個路徑，其實不然，這二者是二而

一的同步進行。從漢語的本質來看，「形、音、義」是三大要素，意義先

出、而後以語音表義、最後文字再記錄語音，三者密切關聯緊密結合，人

類如果沒有要傳達的意義，那麼形和音也不用有存在的必要。如果「形、

音」是語言的外部表層結構，那麼「意義」就是語言的內部深層組織，內

外二者無法脫離而單獨進行，於是你操作表層的同時，深層的理解也在進

行，所以解釋與詮釋當然就具有同步本質。

再從對文化的理解與認知的目的性而言，文化透過語言表層的形和

音，來傳遞語言深層中的語義思維，語義思維就是文化的中心，所以語言

的表層與深層是合一的一個文化載體，不是兩個載體。當我們進行表層載

體的形音解釋時，就同步在進行深層的語義文化詮釋。

語言的各種本質同步運作、文化與載體也同步結合運作，那麼從事語

言研究的人，就不能將語言與文化切割研究；從事語言教學與學習的人，

就不好切割二者來教學與學習；換句話說，文化的研究、教學、學習，和

載體語言的研究、教學、學習，必須同步進行。本文講述語言解釋理論方

法的同時，也試圖將語言的文化詮釋理論與方法，運用個案來說明與結

合，其目的與理想也就在此。



�　訓詁演繹──漢語解釋與文化詮釋學

第五節　古典訓詁價值──解釋與詮釋

傳統的語言解釋與詮釋學，叫做「訓詁學」，「訓」是「以語言從事

解釋詮釋」、「詁」是「已經發生的言語」，所以「訓詁」就是「以語言

解釋、詮釋語言」；「訓詁學」則是其理論方法與應用系統的學術依據。

人類的文明發展可以透過其語言研究的發達與精密來觀察得知，例如

「訓詁」工作，在我國早已開始，「訓詁學」的學術體系與理論歸納，也

在先秦即已建構。從最早的經書內的訓詁，到一般典籍內的訓詁，再到專

業訓詁書的出現，都在先秦時期完成；從上古的語言訓詁工作，到歷代的

訓詁工作，到現在的訓詁，期間從未間斷；從儒家到雜農小說家，從政治

學到經濟學，從人文學到科技學，都要透過語言訓詁工作完成其理論與思

想傳播。2007年的企管系教授，在講堂上仍然要以漢語來解釋專有名詞，

論述並歸結企業管理的精神與文化，這位教授就正在運用訓詁。漢語訓詁

學者的訓詁理論與教育，就使得他可以精密運用他的語言，講述他的專

業。

從訓詁的學術功能看，既然從事語言的解釋工作，當然也就同步進行

文化的論述，這其實才是訓詁學術的真義。後人面對最早期的訓詁時，常

常因為只見到很精簡的語言表層訓詁，就誤解訓詁只是語音文字的研究，

這就大錯特錯而學不到訓詁學的真義，且將會是極大的損失。例如《左

傳‧宣公十二年》：「夫文，止戈為武。」這句話翻成現代白話文就是：

「『武』字，是由『止』字和『戈』字組成的。」如果我們以為《左傳》

只是在給大家上「會意字」的課，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論述中國「武

德」基本的和最高的境界，歷來都從《左傳》這句話展開。左丘明是從文

字訓詁，帶你進入武德文化；左丘明是進行語言解釋，也進行語言的文化

詮釋。

又例如《爾雅》一經，是訓詁經典更是世界第一部語言學專書，

它蒐羅同義與近義詞彙，按類條列編排，以詞彙互注方式，進行語言解

釋工作。它也是一部文化詮釋的書籍嗎？細部的不說，我們只看它的卷



第一章　序論──模式與目的　�

目：〈釋詁〉、〈釋言〉、〈釋訓〉、〈釋親〉、〈釋宮〉、〈釋器〉、

〈釋樂〉、〈釋天〉、〈釋地〉、〈釋丘〉、〈釋山〉、〈釋水〉、〈釋

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

畜〉，這19篇搜羅4,300詞，從「天文」到「地理」、從「植物」到「動

物」、從「建築」到「器用」；從「人事」到「自然」、「物種」；從

「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應用科學」。《爾雅》一書其實是以語

言的解釋，為我們建構與詮釋了文化的完整系統，這是訓詁的最高標準�。

漢代《說文解字》，以540部首，蒐9,353個小篆，說解文字本義、構

造，以六書說解漢字造字、用字理論。既然是所有文字的集結解釋，就一

定要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包，從這角度看，《說文》也是一部

「文化詮釋」書。同理，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的《中文大辭典》，是臺灣

當代最大的一部辭典，收集49,880字、詞彙371,231條。通過歷代字形的羅

列，一字多音多義的完整條列、典故的註明、出處的用法，通過這龐大的

漢語字詞量的解釋，它也就是一部文化詮釋書籍。

任何書籍文獻都記錄著人類的文化，不同主題的書籍文獻記錄不同的

文化類型；「訓詁學」提供了語言解釋與文化詮釋的理論與方法，對於任

何書籍文獻的作者與讀者而言，它都是一個必經的訓練。

第六節　訓詁新演繹──永續經營

訓詁的本質與價值已略論如上，不過「訓詁」這詞從漢代起延用了近

兩千年，雖然「訓詁」二字的表義簡單又明確，也完整涵蓋這個學科的概

念。不過對於現代人而言，可能一時不能了解，便容易忽略它的重要性，

這個忽略，甚至也包括文史科系的學生們。於是我們提出「訓詁」工作必

須在當代「演繹」的主張，以說明這個議題從古典到現代不變的重要性。

當代「訓詁新演繹」的意義，表現在以下幾個思考與目的：

� 參盧國屏《爾雅語言文化學》，臺北學生書局，1999年。



10　訓詁演繹──漢語解釋與文化詮釋學

第一、在名稱上，我們用「漢語解釋與文化詮釋學」來代稱傳統的

「訓詁學」。用當代比較可以理解的語詞，使學習者更快認知漢語研究的

性質與目的。

第二、在方法上，漢語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古今是一致的，因為當代

漢語與古代漢語源出一系。不過到了當代，我們更可以加入新的方法，例

如語音標音工具的更新與明確定義、發音學上的生理結構認知、實驗語音

學上科學儀器的加入、古文字的實際證據、考古挖掘的實物證據，甚至語

言研究名詞的統一等等，都是當代可以演繹新增的方法與理論。

第三、在語言範疇上，當代的語言研究對象擴大了，語文形式也有了

變化。正體字、簡化字；繁體字、簡體字的問題，偶爾困擾著全體漢字使

用者；語言的載體也不只有紙張，新科技產生許多新興語言模式，例如在

網路中生成與進行的語言形式，正衝擊著正規漢語的句式或語法形式。因

此我們要將過往訓詁的理論成果，再演繹應用到當代來。

第四、在當代及時性上，語言的解釋與文化的詮釋工作，必須有及

時的當代意義，也就是「當代的訓詁」，否則語言與文化在現代都快速轉

化，語言容易出現應用斷層、文化也一樣快速形成古今斷層。而銜接這

些斷層，便是語言研究者的責任之一。當年許慎所處的漢代社會，是歷

經東周分裂後的大一統，社會的轉變一如今天是一個快速與大量變動的時

代。《說文解字》它「說解文字」、「說解語音」也就同時進行「文化說

解」，保存了以「小篆」分期的先秦文化，與後來漢代的新興文化；有了

《說文解字》，它一樣使當代的我們，和先秦文化的距離縮短了，這功勞

必須算在許慎當年「語言研究及時性」的責任意識上。

第五、在社會發展性上，現代社會文化有了諸多的新型態，然而不

變的是漢語系統仍是維繫社會文化的主要載體。只有持續的進行語言解釋

與文化詮釋，也才能因應語言工具本身的變化，更重要的是能不斷的將源

自古老文化的新興文化進行連結，而這也才是智慧的傳承，文化的意義所

在。「訓詁新演繹」它不只是為了語言學而已，更是要期許語言研究者擁

有開闊的視野，為群體服務，為文化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