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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翼》校点本校点献疑三十八则

陈波先

（豫章师范学院 人文系，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１０３）

摘要：黄山书社２０１３年版 《尔雅翼》校点本有可待献疑之引文失误、句读误断及漏加逗号计三十八则。对

此三十八则可待献疑之处，文中运用了文献查证法、异文互校法一一辨析之，期与校点者及方家共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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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雅翼》是一部名物训诂专著，南宋罗愿

（１１３６—１１８５）所撰。该书分 《释草》八卷、 《释

木》四卷、《释鸟》五卷、《释兽》六卷、《释虫》

四卷、《释鱼》五卷，共三十二卷，所释名物计四

百一十八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 “考据精

博，而体例谨严，在陆佃 《埤雅》之上”。石云孙

先生校点的 《尔雅翼》于１９９１年由黄山书社初版
（安徽古籍丛书之一），时隔２２年后的２０１３年由黄
山书社再版。此次再版 “增损改字词近三十处，改

正标点二十来起”［１］，还在全书标上专名号。该再

版本因其质量上乘，备受学界重视。但由于 《尔雅

翼》一书名物众多、引证广博、事件错综，故难免

会出现一些引文失误、句读误断及漏加逗号。因此，

笔者不揣浅陋，针对校点本中可待商榷的三十八则

失误之处特提出来向校点者及方家请教，倘或能稍

有裨益于 《尔雅翼》的校点整理，则幸甚。兹将

《尔雅翼》校点本中可待商榷之处分析如下。

一、引文失误

（一）当为引文而不引

１《释草三·燕支》：燕支，本非中国所
有，盖出西方。染粉为妇人色，谓为燕支粉。

习凿齿 《与谢侍中书》曰：“此有红蓝，北人

采取其花作眕支，妇人妆时作颊色，用如豆

许，按令偏颊，殊觉鲜明。”匈奴名妻阏氏，

言可爱如燕支也。故匈奴有眕支山。……崔豹

《古今注》曰：“今人以重绛为眕支，非燕支

花所染也。燕支花自为红蓝尔。”旧说赤白之

间为红，即今所谓红蓝也。（第４２页①）



按：此段有两处引文不妥：一是清代严可均辑

之 《全晋文》卷一百三十四载 《与谢侍中书》：“此

有红蓝，足下行知之否？北人采取其花染绯黄，按

其上英鲜者作烟支，妇人妆时作颊色。作此法大用

如小豆许，案令偏颊，殊觉鲜明，可爱。吾小时再

三遇邮燕支，今日始红蓝耳，后当为足下致其种。

匈奴名妻阏氏，言可爱如烟支也。阏字音烟，氏字

音支，想足下先亦作此读 《汉书》也。”罗愿引用

时，不忠于原文，但 “匈奴名妻阏氏，言可爱如燕

支也”句宜移入引号之内。二是 《古今注·草木第

六》载： “今人以重绛为燕支，非燕支花所染也。

燕支花所染，自为红蓝尔。旧谓赤白之间为红，即

今所谓红蓝也。”由此观之， “旧说赤白之间为红，

即今所谓红蓝也”亦宜移入引号之内。

２《释草六·砅鑈》 《异苑》曰：“若欲
掘取，嘿然则获，唱名便不可得。”人有植之

者，随所种之物而象之。（第７６页）
按：南朝宋刘敬叔之 《异苑》卷二载： “薯

蓣，一名山芋，根既可入药，又复可食。野人谓之

土砅。若欲掘取，默然则获，唱名者便不可得。人

有植者，随所种之物而像之也。”［２］此观之，“人有

植之者，随所种之物而象之”句当移入引号之内。

３《释草七·苏》：苏，桂荏。郭氏曰
“苏，荏类”，故名桂荏①。（第９４页）
按：“故名桂荏”亦郭璞注 《尔雅》 “苏，桂

荏”所言，应移入引号之内。

４《释草八·匏》：河汾之宝，有曲沃之悬
匏焉。邹鲁之珍，有汶阳之孤?焉。良工取以为

笙。崔豹 《古今注》曰： “匏，瓠也。”壶庐，

匏之无柄者也。瓠有柄曰悬瓠，可为笙。曲沃者

尤善。秋乃可用，用则漆其里。（第１００页）
按：“壶庐，匏之无柄者也。瓠有柄曰悬瓠，

可为笙。曲沃者尤善。秋乃可用，用则漆其里”

亦 《古今注·草木第六》原文，当移入引号之内。

５．《释草八·踴》：萑，踴。郭璞曰：“今
茺蔚也。”叶似荏，方茎白华，华生节间，全

似杜天麻而不生横枝。（第１０２页）
按：“叶似荏，方茎白华，华生节间”亦郭璞

注 《尔雅》“萑，踴”所言，应移入引号之内。

６《释木四·椐》：椐，?也。 《草木疏》

云 “节中肿，似扶老，即今灵寿”是也。今人

以为马鞭及杖，弘农郡北山甚有之。（第１４８页）
按：“是也。今人以为马鞭及杖，弘农郡北山

甚有之”亦是陆玑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之原

文，当移入引号之内。孔颖达疏 《诗·皇矣》“其

柽其椐”之 “椐”时亦引陆玑此句。

７《释鸟二·
!

》：《淮南鸿烈》曰：“男

子植兰，美而不芳。继子得食，肥而不泽。”

情不相与往来也。（第１７４页）
按：《淮南子·缪称训》载：“男子树兰，美

而不芳。继子得食，肥而不泽。情不相与往来

也。”据此，“情不相与往来也”当移入引号之内。

８《释兽四·狐》：又汉敦煌郡，杜林以为
古瓜州，颜师古曰：“即 《春秋传》允姓之戎居

于瓜州者也。”其地今犹出大瓜，长者狐入瓜中

食之，首尾不出。《说文》云：“狐有三德，其

色中和，小前大后，死则丘首。” 《管子》云：

“代出狐白之皮。”狐白应阴阳之变，六月而壹

见。九尾狐，文王得之，东夷归焉。（第２６３页）
按：此段文字有两处引文不妥和一处标点失误：

一是颜师古之言覆盖不全。《汉书·地理志》：“县

六：敦煌，中部都尉治步广候官。杜林以为古瓜州

地，生美瓜。莽曰敦德。”颜师古注：“即 《春秋左

氏传》所云 ‘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者也。其地今犹

出大瓜，长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据此，

“其地今犹出大瓜，长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

当移入引号之内。二是 “狐有三德”后的逗号宜改

为冒号。狐有三德，分别是：其色中和，符合中庸

之道；小前大后，符合尊卑秩序；死则丘首，是不

忘根本。使用冒号有总括 “其色中和，小前大后，

死则丘首”三德的作用［３］。三是 《管子》的引文。

《管子·轻重戊》载：桓公问于管子曰：“代国之出，

何有？”管子对曰： “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贵买

之。”管子曰：“狐白应阴阳之变，六月而壹见。公贵

买之，代人忘其难得，喜其贵买，必相率而求之。”

由此观之，“狐白应阴阳之变，六月而壹见”亦 《管

子》原文，但与 “代出狐白之皮”各为句，故宜在

“狐白应阴阳之变，六月而壹见”句独自加引号，亦

符合校点本不相连贯的两句各自加引号的原则。

９．《释虫四·蜩》：譑，寒蜩。郭璞曰：

６５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年４月

①《十三经注疏》之 《尔雅注疏》作：郭璞注：苏，桂类。故名桂荏。



“寒
"

也。”似蝉而小，青色，引 《月令》“寒

蝉鸣”，与 《诗》鸣蜩不同者，《夏小正》云

“五月螗蜩鸣，七月寒蝉鸣”，是其异也。（第

３２２页）
按：“似蝉而小，青色”亦郭璞注 《尔雅》

“譑，寒蜩”所言，应移入引号之内。

（二）不为引文而误引

１《释草八·苜蓿》：《汉书·西域传》亦
曰：“宾国有目宿，大宛马嗜目宿，武帝得其

马。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益种离宫馆

旁。”然不言所携来使者之名。《博物志》曰：

“张骞使西域，得蒲陶、胡葱、苜蓿，盖以汉使

之中，骞最名著，故云然。”（第１０５页）
按：晋张华 《博物志》卷六 《物名考》载：“张

骞使西域还，得大蒜、番石榴、胡桃、胡葱、苜蓿、

胡荽。”据此，“盖以汉使之中，骞最名著，故云然”

非 《博物志》原文，宜移出引号之外，是为罗愿所

述，与上文之 “然不言所携来使者之名”句相呼应。

２《释木二·橘》：《禹贡》“扬州，厥包
橘柚锡贡”，言锡而贡之。（第１３１页）
按：《禹贡》此句在同卷的 “柚”条中亦出现。

校点本 《释木二·柚》：“《禹贡》：扬州 ‘厥包橘柚

锡贡’。橘柚皆不耐寒，故包裹而致之也。”校点者将

“扬州”移出 “厥包橘柚锡贡”的引号之外，是也。

３《释鸟三·鹬》：说者曰：鹬，水鸟。
天将雨则鸣，故知天道者冠焉，其冠前圆，一

谓之圆冠。《礼记》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

履?。”《庄子》亦云：“冠圆冠者知天时，履

句屦者知地形，缓佩者事至而断，此鲁国之

儒服也。”（第１８１页）
按：《庄子·田子方》载：“庄子曰：‘周闻之：

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屦者，知地形；缓佩

者，事至而断。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

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据此，“此鲁国之儒

服也”非 《庄子》原文所有，盖为罗愿释 《庄子》

文意，当移出引号之外。

４《释鸟四·服翼》：《新序》曰：“黄鹄白
鹤，一飞千里，使之与燕服翼试之堂庑之下，庐

室之间，其便未必能过燕服翼也。盖燕昼飞，服

翼夜动，皆工于室中盘旋者。”（第１９５页）

按：“盖燕昼飞，服翼夜动，皆工于室中盘旋

者”非刘向 《新序·杂事第五》闾丘邛所言，而

是罗愿述 《新序》 “其便未必能过燕服翼也”之

由，当移出引号之外。

５《释虫一·螈》：《淮南》曰：“螈蚕一
岁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为其残

桑也。离先稻熟，而农夫耨之，不以小利伤大

获也。至以后世，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

锦，吴人且以为美谈。”（第２９２－２９３页）
按：“至以后世，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

锦，吴人且以为美谈”非 《淮南子·泰族训》文，

当移出引号之外。

二、句读误断

１．《释兽五·闾》：闾，如驴一角，或曰
如驴而歧蹄。（第２７５页）
按：《山海经·北山经》 “其兽多闾、麋”郭

璞注：“闾即跾也，似驴而岐蹄，角如
!

羊，一名

山驴。”
!

羊一角①，与闾一角同；而驴无角，有

两耳，故 “如驴一角”宜断成 “如驴，一角”。

２．《释兽五·驼》：负物至千斤，日行三
百里。凡欲 载，辄先屈足受之。……性能

知水源，自瞛煌往外国者多乘之。涉流沙千余

里中，无水时，有伏流处，驼独知之。……又

青海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有热风，伤毙行

旅。……其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者曰明驼，

能行千里。（第２７５－２７６页）
按：该段有两处标点不妥。一是 “涉流沙千余

里中”之 “中”当下读，是 “中途”之义，作 “无

水”的主语；“无水时”之 “时”亦宜下读，作 “有

伏流处”的时间状语。《博物志》卷八 《史补》载：

“自炖煌西涉流沙往外国，沙石千余里，中无水，时

则有沃流处，人莫能知，皆乘骆驼。”可佐证 “中”

当下读。又下文之 “流沙数百里”与 “流沙千余

里”相对而言，亦可佐证之。二是 “其卧腹不帖

地，屈足漏明者曰明驼”之 “屈足”当上读，“屈

足”是描写骆驼卧地之状，与上文 “辄先屈足受

之”之 “屈足”同义。 “漏明”是 “明驼”的别

名，《埤雅·释兽·驼》之 “漏明则行千里”与该

段之 “漏明者曰明驼，能行千里”所述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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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释兽六·鼠》：鼠，盗窃小虫。夜出昼
匿穴，虫之黠者。其种类至多。穴于寝庙，畏人

故也。然管仲称社束木而涂之，鼠因往托焉。熏

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此鼠所以不可

得杀者，以社故也。以喻君之左右，鼠则一耳，

惟其所处，故太仓之鼠，饱食而不惊；厕下之

鼠，秽食而畏人，李斯所以发愤也。（第２８５页）
按：“鼠则一耳”之 “鼠”宜上读，作 “左

右”的中心语，“耳”为陈述语气词。若依校点本

“鼠则一耳”为句，“耳”可作实词 “耳朵”义解，

那么 “鼠则一耳”于义未安。从上文观之，“君之

左右鼠”与 “社鼠”同，不可得杀，故罗氏说

“则一耳”。从下文观之，“君之左右鼠”与 “太仓

之鼠” “厕下之鼠”亦同，是因为它们 “所处位

置”的缘故，故罗氏说 “则一耳”。

４．《释兽六·鼯》：鼯与伏翼皆鼠类，而
《尔雅》在 《释鸟》中，以其有肉翼也。鼯状

如小狐，翼大率如服翼翅，尾项胁毛紫赤色，

背色苍艾，腹下黄，喙颔杂白，脚短爪长，尾

三尺许。（第２８６－２８７页）
按：“翼大率如服翼翅”之 “翅”宜下读，

“翼”作主语，宾语承主语省略 “翼”。《尔雅·释

鸟》“鼯鼠，夷由”郭璞注：“状如小狐，似蝙蝠

肉翅。翅尾项胁毛紫赤色，喙颔杂白，脚短爪长，

尾三尺许。”又 《埤雅·释虫·鼠》：“鼯鼠，……

肉翅，翅尾项胁毛皆紫赤色。”皆可参证。

５．《释兽六·駿》：鸟鼠同穴之中，渭水
出焉。……案此鼠在内，鸟在外，则似不为牝

牡。《管子》曰：“楚人攻宋郑，烧 焚郑

地，使城之坏者不得复筑也，屋之烧者不得复

葺也。令其人有丧，雌雄居室，如鸟鼠处

穴。”是不为牝牡之义也。（第２８７页）
按：“雌雄居室”之 “雌雄”当上读，作

“丧”的宾语，与上文之 “城坏不复筑” “屋烧不

复葺”义合，楚人攻宋郑就是为了使宋郑人丧失

男女之偶。又 “雌雄居室”之 “居室”宜下读，

作 “如鸟鼠处穴”的主语，正因宋郑人丧失男女

之偶，故像鸟鼠不同穴一样，单独居住。

６．《释虫一·螈》：其说云，凡蚕再养者，
前辈皆谓之珍，少养之，而 蚕与爱珍二色。

候 珍三月既绩，出蛾取卵；七八月便割。蚕

生多养之，是为 蚕，若取藏?中，亦可十纸

百纸。盖覆器口，安冷水，使冷气析其出势，

仅得三七日，然后諸生，养之为爱珍，然则盖

一类耳。（第２９３页）
按：“蚕生多养之”之 “蚕生”当上读，“蚕生”

是 “（便）割”的结果；“多养之”为一句读，与上

文的 “少养之”对文。北魏贾思勰 《齐民要术》卷

五 《种桑柘第四十五·养蚕附》有：“‘爱蚕’者，

故羏蚕种也。羏珍三月既绩，出蛾，取卵，七八日便

剖卵蚕生。多养之，是为 ‘羏蚕’。”可为参证。

７．《释虫一·蜀》：古人有言，蓼虫不知
徙乎葵菜，今蜀食葵之甘，故其体肥大。亦食

于藿，《广志》曰：“藿有五色者。槐香

五采，有角甚臭。”（第２９４页）
按： “藿有五色者”之 “有五色者”宜下

读，“五色者”作 “槐香”的修饰语，是藿之

一种。正因槐香五色，故以 “五采”描述之。

《广志》此句的句读宜为：藿，有五色者槐香

，五采、有角、甚臭。

８．《释虫二·螗?》：昔之鼓琴者，见螳
?方向鸣蝉，将飞未去，螳?为之一前一却，

弦者耸然，恐螳?失之也。（第３０３－３０４页）
按：“见螳?方向鸣蝉”之 “鸣蝉”宜下读，

作 “将飞未去”的主语。《埤雅·释虫·螳?》之

“（螳?）捕蝉而食，执木叶以自蔽，蝉将去而未

飞，为之一前一却”可为佐证。

９．《释虫三·果飣》：果飣，即细腰黑蜂也。
……唯陶隐居云：“今一种黑色，腰甚小，衔泥

于人壁及器物边作房，如并竹管，其生子如粟米

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余枚满中，仍塞

口以拟其子，大为粮也。其一种入芦竹管中者，

一名果飣，亦取草上青虫， 《诗》之 ‘螟蛉有

子，果飣负之’，言细腰无雌，皆取青虫教祝，

便变成己子，斯为谬矣。造诗者乃可不察，未审

夫子何为因其僻耶？”（第３１３页）
按：“仍塞口以拟其子”之 “以拟其子”宜下

读，因为 “拟”是 “粮”的谓语；“其子”与

“粮”为领属关系。“以拟其子大为粮”是指果飣

把捕取的青蜘蛛打算作为己子成长的口粮。

１０．《释鱼一·鲔》：长老言王鲔之鱼由南
方来，出此穴中。入河水见日，目眩浮水上，

流行七八十里，钓人见之，取以献天子，用

祭。或曰，鲔鱼出海，三月从河上来。今巩县

东洛度北崖上山腹穴，旧说此穴与江湖通，

、鲔从此穴而来入河。（第３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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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入河水见日”之 “入河水”当上读，“日

见”当下读。“出此穴中入河水”与下文之 “从此

穴而来入河”对文。又 “见日”与 “目眩”是因

果关系的紧缩句，不当断开， 《埤雅·释鱼·鲔》

作 “见日而目眩”可为佐证。

１１．《释鱼一·鬛》：鬛，鳙鲢鱼也。（第
３３３页）
按：鬛、鳙、鲢一物三名。陆玑 《毛诗草木鸟

兽虫鱼疏》卷下： “鬛，其头尤大而肥者，徐州人

谓之鲢，或谓之鳙。”据此，该句宜断为：鬛，鳙，

鲢鱼也。

１２．《释鱼一·鳟》：鳟鱼，目中赤色一道
横贯瞳，鱼之美者。……食螺蚌多，纕独行，

亦有两三头同行者。（第３３４－３３５页）
按： “食螺蚌多”之 “多”宜下读，作 “独

行”的状语；“食螺蚌”为一句读。鳟鱼 “食螺蚌”

又见于本书 《释鱼一·鬛》“今鲩惟食草，鳟食螺

蚌，鬛乃食鲩矢，则宜其味之不美尔”。 “多纕独

行”与下句 “亦有两三头同行者”句义相承。

１３．《释鱼二·
#

》：“?，皮有文，出乐

浪东?。神爵四年初捕，收输考工。周成王

时，扬州献?。”（第３４１页）
按：“神爵四年初捕”之 “捕”宜下读。《说

文》“?”下段注曰：“捕此鱼输考工者，用其皮

饰器也。”可为佐证。

１４．《释鱼三·鲛》：汉乘舆佩刀，黄金通
身貂错，半鲛鱼鳞金漆错，雌黄室。诸侯王黄

金错环，挟半鲛黑室。公卿百官皆纯黑，不半

鲛。明以此为贵也。（第３５１－３５２页）
按：“诸侯王黄金错环”之 “环”宜下读，与

“挟半鲛”为一句。“诸侯黄金错”与上文之 “黄

金通身貂错”“金漆错”均指刀身。“挟”为刀把，

“环挟半鲛”指刀环与刀把用鲛鱼皮为饰。“黑室”

应为一句读，指刀室漆以黑。

１５．《释鱼三· 》： ，生东海。正白

如沫，又如凝血。从广数尺方圆，生气物

也。有智识，无腹藏，无头目处所，故不知避

人。（第３５３页）
按：若按校点本之 “正白如沫，又如凝

血”的句读，则句义前后矛盾：因为同一物或

“白”，或 “红 （凝血呈红色）”于义未安。《闽中海

错疏》：“水母，一名 ，一名，海中浮沤所结也，

色正白，如沫，又如凝血，纵广数尺，有知识，

无腹藏，无头目、处所，不知避人，随其东西。”据

此可知，“正白”是指水母的颜色 （是水母上部呈

伞状的部位）；“如沫，又如凝血”是水母下部

的丝状物，与 “纵广数尺”连言。故 “正白如

沫，又如凝血。从广数尺方圆”宜断为 “正白，

如沫，又如凝血，从广数尺方圆”。

１６．《释鱼三·蜮》：蜮，一名短狐，一名
射工，一名?毒。生江南山溪水中，甲虫之类

也。……而 《说文》称蜮 “似鳖，三足，以

气射害人”。孙?亦称 “蜮，短狐。状似鳖，

含沙射人”。陆玑 《毛诗疏》亦云： “蜮，短

狐。一名射影，如龟三足，江淮水皆有之。人

在岸，影见水中，投人影则杀人，故曰射影。

南方人欲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浊乃入。

或含细沙射人，入人肌，其疮如疥。”则蜮乃

是三足鳖，鲧所化为能者与？甲虫有异，姑两

存之。（第３５３－３５４页）
按：“鲧所化为能者与”之 “与”当下读，是

连词，而非疑问语气词，故问号当删。依 《尔雅

翼》之通例，疑问语气词作 “欤”。从上下文言

之，罗氏之 “姑两存之”指甲虫之蜮与三足鳖之

蜮 （即鲧所化），“与”字正连接此两物。“则蜮乃

是三足鳖，鲧所化为能者与？甲虫有异，姑两存

之”句应宜断为：则蜮乃是三足鳖，鲧所化为能

者，与甲虫有异，姑两存之。

１７．《释鱼四·蜃》：蜃，大蛤也。…… 《天

官·鳖人》：“掌取互物，以时鋊鱼鳖龟蜃凡?

物，春献鳖蜃，秋献龟鱼。”盖以杈刺泥中搏取

之。《地官·掌蜃》：“则掌敛互物蜃物，以共?

圹之蜃，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盛之蜃。”盖天

官荐其味，地官致其用。…… 《说文》：蛤有三，

皆生于海。千岁燕化为蛤，秦谓之牡属。又云，

百岁燕所化魁蛤，一名复老，老服翼所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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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６９－３７０页）
按：“则掌敛互物蜃物”之 “则”非 《地官·

掌蜃》之文，而是罗愿所说，宜移出引号之外。

又 《说文》 “百岁燕所化魁蛤”之 “魁蛤”宜下

读。《尔雅·释鱼》“魁陆”邢籨疏：“即魁蛤也，

见 《本草》。……陶隐居注云： ‘形似纺
"

，小狭

长，外有纵横文理，云是老蝙蝠化为者。’是也。”

“魁蛤”与 “复累”皆一物所化。

１８．《释鱼五·蛇》：蛇字古但作 耳，

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今之字旁，加

虫而变其音。（第３７３页）
按： “今之字旁”之 “旁”宜下读。 “蛇”，

古作 “它”， “蛇”是在 “它”旁加虫后的今字。

若按校点本的句读，则是 “蛇”字旁再加虫字，

不辞。

１９．《释鱼五·蝮》：蝮，蛇之最毒者。
……七八月毒盛时，啮木以泄其气，木即死。

又吐口中涎沫于草木，土著人身，鴜成疮，卒

难主疗，名曰蛇漠疮①。（第３７４页）

① 《本草纲目》“蝮蛇”条引陈藏器曰：“七八月毒盛时，啮树以癢其毒，树便死。又吐涎沫于草木上，著人成

疮身肿，名曰蛇漠疮。”《尔雅翼》作 “草木土”，《本草纲目》引作 “草木上”，但从上文来看，作 “草木上”为是。

按：“土著人身”之 “土”宜上读。若依校点

本的句读，“土”为主语，附著在人身上不可能成

疮身肿。 “著人身”的主语当是承上省，为 （蝮

蛇）涎沫。

２０．《释鱼五·蜓》：蜓乃闻螫人必
死，然未闻有中之者，特善捕蝎。《春秋考异

邮》曰： “土胜水，故守宫食虿。”宋均曰：

“守宫生于土虿，藏物，属于坎。坎，水也。

俗号蝎虎。”又一种色似此而能入水，按 《毛

诗正义》名水蜥蜴。（第３７８页）
按：据 《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六所引宋均

注 《春秋考异邮》可知，“俗号蝎虎”并非宋均所

言，宜移出引号之外。又 “守宫生于土虿”断句

有误，“虿”宜下读。“虿”即蝎，本书 《释虫三

·虿》载：“《说文》曰：‘虿，毒虫也，象形。’

……今之蝎也。”宋均此句 “守宫生于土。虿，藏

物，属于坎。坎，水也”是注释 《春秋考异邮》

“守宫，生于土；虿，藏物，属水，故土胜水，守

宫食虿”句。

三、逗号宜加

１．《释草七·门冬》：按?冬有二：其一
则天门冬，一名颠棘， 《释草》所谓 “髦颠

棘”也，故郭璞注颠棘云 “细叶有刺，蔓

生”。（第９１页）
按：《

#

雅·释草》“髦，颠?”邢籨疏：“髦，

一名颠?，一名商?。”据此，《释草》之 “髦”与

“颠棘”间宜用逗号隔开以示其同物异称。

２．《释木一·梧》：《释木》称 “榇梧”，

榇者，棺之别名……。（第１１８页）
按：“榇梧”当断开。邢籨疏：“榇，一名梧。”

据此可知， “榇”的别名为 “梧”，用逗号隔开

“榇”“梧”可示其同物异称。

３《释木三·枫》：枫，似白杨，甚高
大，厚叶弱枝而善摇，叶圆而岐，霜后丹色可

爱。字从 “风”。又 《释木》 “枫
$$

”，说

者曰，天风则鸣，故曰
$$

。（第１４１页）
按：据上下文可知 “枫”，又名 “

$$

”，故

《释木》之 “枫”与 “
$$

”间宜用逗号隔开以

示其同物异称。

４．《释兽一·蝄》：《论衡》曰：“褼 ，

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

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獬

之字或作 褼，蝄之字或作 ， ，通作

豸。唐开元二十年，有一角兽肉角，当顶白毛

上捧，识者以为獬豸。（第２１７页）

按：“ ”“褼”两字是 “獬”的异体字；“ ”

“ ”两字是 “蝄”的异体字。为了使读者明晓

“ ”“褼”“獬”与 “ ”“ ”“蝄”的关系，宜

应在 “ ”“褼”与 “ ”“ ”间用顿号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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