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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翼》校点本校点献疑续四十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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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山书社２０１３年再版的 《尔雅翼》校点本因其质量上乘备受学界重视。但由于此书名物众多、引证

广博、事件错综，故难免会出现一些引文失误、句读误断及标点失误。运用文献查证法、异文互校法对四

十则可待献疑之处进行一一辨析，期与校点者及方家共同探讨，望能有裨益于 《尔雅翼》的校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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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雅翼》是一部名物训诂专著，南宋罗愿

（１１３６—１１８５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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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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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二十二年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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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全书标上专名号。［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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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点失误及句读误断。因此

笔者不揣浅陋，针对校点本中可待商榷的四十则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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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为引文而未引

　　１．《释木一·?》：孔子曰 “使地三年而成一

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第１２１页）
按：王充 《论衡·自然》篇载： “孔子曰：

‘使地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据

此，“则物之有叶者寡矣”宜移入引号之内。

２． 《释木四·茶》： 《释木》云： “
#

，苦

茶。”郭璞云： “树小似?子，冬生叶，可煮作羹



饮。”今呼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一名羈，蜀

人名之苦茶。（第１４７页）
按： “今呼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一名

羈，蜀人名之苦茶”亦为郭璞注 《尔雅》［３］ “
,

，

苦茶”之原文，当移入引号之内。

３．《释鸟二·
$

鸠》：若鹞七者，再变若，

九则变之，……布谷复为鹞，则九复变为一之道

也。《说文》云：“七，阳之正也，从一，微阳从

中?出也。”九，阳之变也，象其屈曲究尽之形。

盖物究则反本，故复为布谷也。（第１６７－１６８页）
按：据上下文可知，罗愿应是引 《说文》“七”

“九”的释义明其说。又 《说文·九部》“九，阳之

变也，象其屈曲究尽之形”与文中所引全同，因此

“九，阳之变也，象其屈曲究尽之形”句宜在前后

加上引号，表明是 《说文》之言，而非罗愿之论。

４．《释兽五·驼》：《汉书》：“大月氏国出一
封橐驼。”颜师古曰：“脊上有一封。”封言隆高若

封土，今俗呼为封牛。（第２７６页）
按： 《汉书·西域传》： “土地风气，物类所

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出一封橐驼。”颜师古

注：“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

俗呼为封牛，封音峰。”据此， “大月氏国”宜移

出引号之外；“封言隆高若封土，今俗呼为封牛”

宜移入引号之内。

５．《释虫二·蟋蟀》：《春秋说题辞》曰：“趣
织为言趣织也。”织兴事遽，故趣织鸣，女作兼。

又里语曰：“趣织鸣，懒妇惊。”（第３０３页）
按：《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九 《虫豸部六·

蟋蟀》载：“《春秋说题辞》曰：趣织为言趣织也，

织兴事遽，故趣织鸣，女作兼。”据此， “织兴事

遽，故趣织鸣，女作兼”宜移入引号之内。

６．《释虫二·蜘蛛》：陶宏景云：“蜘蛛类数
十种。”《尔雅》载七八种。（第３０６页）

按：陶宏景 《本草经集注》载：“蜘蛛类数十

种，《尔雅》只载七、八种尔。”由此观之，“《尔

雅》载七八种”宜移入引号之内。

７．《释虫二·
%

蛸》：陆玑疏云：“
%

蛸，长

，一名长脚，荆州河内人谓之喜母。”此虫来着

人衣，当有亲客至，亦如蜘蛛为罗网居之。……

《刘子》曰： “今野人昼见鑗子者，以为有喜乐之

瑞；夜梦见雀者，爵位之象。”然见喜子者未必有

喜，梦雀者未必弹冠。而人悦之者，以其利人也。

今人以早见为喜，晚见为常。（第３０６－３０７页）
按：此段有两处引文不妥：其一，“此虫来着

人衣，当有亲客至，亦如蜘蛛为罗网居之”亦为

陆玑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原文，当移入引号

之内。邢籨疏 《尔雅·释虫》“
-

蛸，长”正全

引陆玑此文。其二，“然见喜子者未必有喜，梦雀

者未必弹冠。而人悦之者，以其利人也”亦 《刘

子·鄙名章十七》之文，当移入引号之内。

８． 《释虫二·胡蝶》：崔豹 《古今注》曰：

“蛱蝶，一名野蛾，一名风蝶，江东人谓之
&

末，

色白背青者是也。”其有大如蝙蝠者，或黑或青

斑，名曰凤子，一曰凤车，亦曰鬼车，生江南甘橘

园中。（第３０７页）
按：“其有大如蝙蝠者，或黑或青斑，名曰凤

子，一曰凤车，亦曰鬼车，生江南甘橘园中”亦

是崔豹 《古今注》卷中 《鱼虫第五》 “蛱蝶”条

原文，当移入引号之内。

９．《释虫三·蚤》：《韩子》曰：“韩昭侯搔而
佯亡一蚤，求之甚急，左右因取其蚤而杀之。”昭

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诚也。（第３１６页）
按：《韩非子·内储说上》：“韩昭侯握爪，而

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

以此察左右之诚不。”罗愿所引 《韩非子》此句虽

与 《韩非子》原文在文字上有出入，但 “昭侯以

此察左右之不诚也”宜移入引号之内。

（二）不为引文而误引

１． 《释鸟四·枭》：枭者，不孝之鸟。 《尔

雅》：“枭，鸱，土枭。”（第１９２页）
按：“土枭”非 《尔雅》所有，当移出引号之

外。《尔雅·释鸟》“枭，鸱”，郭璞注：“土枭。”

可佐证之。

２． 《释虫四·萤》： 《说文》、 《明堂月令》

曰：“腐草为蠲，马蠲也。”《淮南》曰：“腐草化

为
'

，马芿也。”（第３２２页）
按：该段引文甚为不妥。一是 《说文》与 《明

堂月令》不是并列关系，而是 《说文》引用了 《明

堂月令》。《说文·虫部》：“蠲，马蠲也。从虫目，

益声。了，象形。《明堂月令》曰：腐?为蠲。”据

此，“马蠲也”乃罗愿之语。二是 “马芿也”亦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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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之言，非 《淮南》文所有。 《淮南子·时则》：

“凉风始至，蟋蟀居奥，鹰乃学习，腐草化为
.

。天

子衣黄衣，乘黄骝，服黄玉，建黄旗。”因此该段似

可断为：《说文》：“《明堂月令》曰：‘腐草为蠲。’”

马蠲也。《淮南》曰：“腐草化为
.

。”马芿也。

３．《释虫四·蜩》：《考工记》：“以旁鸣者，
蜩譑属，蝉鸣在胁。”（第３２２页）

按：《周礼·考工记·梓人》：“以胸鸣者，以注

鸣者，以旁鸣者，以翼鸣者，以股鸣者。”郑玄注：

“旁鸣，蜩譑属。”贾公彦疏： “云 ‘旁鸣，蜩譑属’

者，此即蝉也，蝉鸣在胁。”据此，“蜩譑属，蝉鸣在

胁”非 《考工记》原文，当移出引号之外。

４．《释鱼一·鲦》：《淮南子》曰：“不得其
道，若观矹鱼。望之可见，即之不可得。”此鱼好

游也。（第３３５页）
按：《淮南子·览冥》载：“不得其道，若观

鲦鱼。故圣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万化而

无伤。”由此观之， “望之可见，即之不可得”非

《淮南子》原文，当移出引号之外。

５．《释鱼四·鼋》：《月令》：“季夏，命渔人
伐蛟、取鼍、登龟、取鼋。”（第３６４页）

按：《礼记·月令》载：“命渔师伐蛟、取鼍、

登龟、取鼋。”由此观之， “季夏”一词宜移出引

号之外，作：《月令》季夏：“命渔人伐蛟、取鼍、

登龟、取鼋。”

二、句读误断

１．《释草五·荇》：案荇菜今陂泽多有，今人
犹止谓之荇菜，非难识也。叶亦卷渐开，虽圆而稍

羡，不若踭之极圆也。（第６７页）
按：“渐开”宜下读。若依 “叶亦卷渐开”为

句，“渐开”与 “叶卷”在同一句中则语义前后矛

盾。 “虽圆”是指荇菜的叶子慢慢展开的形状，

“渐开”做 “虽圆”的状语，故 “渐开虽圆而稍

羡”可为一句读。

２．《释草八·罺》：花似五铢钱大，色粉红，
有紫文缕之。一名锦葵。大抵似芦菔华，故陆氏云

“似芜菁，花紫，绿色，可爱，微苦”，是也。（第

１０４页）
按：“花紫”与 “绿色”宜为一句读，“紫绿

色”是描述芜菁花的颜色，与上文之 “色粉红，

有紫文缕之”句相呼应。 《本草纲目》卷二十六

《菜部·莱服》时珍曰： “莱菔，今天下通有之。

昔人以芜菁、莱菔二物混注，已见蔓荆条下。圃人

种莱菔，六月下种，秋采苗，冬掘根。春末抽高

苔，开小花紫碧色。”可为参证。 “紫绿色”，即

《本草纲目》所言 “紫碧色”。

３．《释木一·鳿》：《弓人》：“取之道，七
柘为上，鉮次之，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

荆次之，竹为下。”（第１１４页）
按：“七柘为上”之 “七”宜上读，“取之

道七”之 “七”总括 “柘、鉮、鳿桑、橘、木瓜、

荆、竹”七物。

４．《释木一·棘》：又 《释木》云：“槐、棘，

乔。”（第１１６页）
按：“”宜上读，与 “槐棘”为一句，做主

语； “乔”为谓语。 《尔雅·释木》 “槐棘，

乔”，邢籨疏：“，类也。乔，高也。槐棘之类，

枝皆乔竦。”可为佐证。

５．《释木一·并闾》：张辑解 《上林赋》曰：

“并闾，
(

也。木高一二丈，傍更无枝叶，大而

圆，有如车轮，皆萃于木杪。”（第１２２页）
按：“傍更无枝叶”之 “叶”当下读，是 “大

而圆，有如车轮，皆萃于木杪”的主语。《广韵·

鱼韵》：“榈，縀榈，木名，有叶无枝。” 《集韵·

东韵》：“
/

，
/

榈，木名，叶似车轮。”又 《山海

经·西山经》“其木多
/

籹”郭璞注：“
/

，树高

三丈许，无枝条，叶大而宽。”可为佐证。

６．《释木四·仁频》：《图经》云：“生南海，
大如桄榔。……其实作房，从叶中出。傍有刺若棘

针。一房数百，实如鸡子，皆有壳，肉满壳中。”

（第１５０页）
按：“实如鸡子”之 “实”宜上读，作 “百”

的中心语。“一房数百实”与上文之 “其实作房”

文义相合。“如鸡子”承上 “一房数百实”省略主

语 “实”。

７．《释鸟一·?》：?，似山鸡而小，冠背毛
黄，腹下赤，项绿色鲜明。（第１６１页）

按： “冠背毛黄”之 “冠”宜上读，是上句

“小”的中心语。宋谢维新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

别集卷七十 《飞禽门·雉》： “雉大如家鸡母。按

《尔雅》数种：青质五色者曰鹞雉；长尾走且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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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雉；黄色鸣自呼者曰鸣雉；似山鸡而小冠者曰

?雉；五色皆备成章者曰。此 《左传》所谓五

雉者也。”可为参证。

８．《释鸟一·?》：汉初闳孺、籍孺以佞幸，
故孝惠时侍中皆冠闍髜、冠贝带，傅脂粉，化闳籍

之属也。闍髜冠者，以此鸟羽饰冠。（第１６２页）
按：该句 “冠贝带”之 “冠”字当上读。“贝

带”是指以海贝为饰的腰带，用 “冠”于义未安。

《说文·鸟部》：“髜，闍髜也。秦汉之初，侍中冠

闍髜冠。”又下文 “闍髜冠者”亦可佐证。 “故孝

惠时侍中皆冠闍髜冠”句第一个 “冠”字为动词，

第二个 “冠”字为名词。

９．《释鸟五·鹈》：鹈，水鸟，今之鹈鹕。形
似鹗而极大，喙长尺余，直而广口，中正赤，颔下

胡大如数升囊，好群飞。（第２０４页）
按：“直而广口”之 “口”当下读，作 “赤”

的主语。《本草纲目·禽一·鹈鹕》 “喙长尺余，

直而且广，口中正赤”可为佐证。今鹈鹕口中呈

红色，可印证 “口中正赤”为确。

１０．《释兽一·兕》：角尤善触，故曰兕无所投其
角。古以为觥，容七升。或曰，无则刻木为之，以戒

酒过而抵触人者，故曰
)

其不敬者。（第２２４页）
按：该句的 “以戒酒”三字宜上读，是 “刻

木为之”的目的。该句北宋陆佃 《埤雅·释兽·

兕》作 “兕善抵触，故先王之制罚爵，以兕角为

之。酒，阳物也，而善发人之则，其过则在抵触，

故先王制此以为酒戒”可为参证。

１１．《释兽二·豹》：豹，似虎圜文，有数种。
（第２３１页）

按：虎无圜文，而豹有圜文，只不过豹的样子像

虎而已。故 “似虎圜文”宜断成 “似虎，圜文”。

１２．《释兽二·熊》：《说文》：“能，熊属。足
似鹿。能性坚中，故称贤能而瞗壮，称能杰也。”

（第２３４页）
按：“故称贤能而瞗壮”之 “而瞗壮”三字与

“故称贤能”宜断开，各为一句读。该句宜断为 “能

性坚中，故称贤能；而瞗壮，称能杰也”。“坚中”与

“瞗壮”对文， “贤能”与 “能杰”对文。 《说文》

“能”下段注曰：“（能兽坚中，故称贤能；而强壮，

称能杰也）此四句发明假借之?。”可为佐证。

１３．《释兽二·狼》：其鸣能小能大，善为小

儿啼声，以诱人去数十步，虽善用兵者，不能免

也。（第２３６页）
按：该句的 “以”字是连词，连接 “善为小

儿啼声”和 “诱人”，故 “善为小儿啼声以诱人”

宜为一句读。“善为小儿啼声”的结果是 “诱人”。

“去数十步”的主语是 “善用兵者”，主谓倒置。

因此该句似可断为：“其鸣能小能大，善为小儿啼

声以诱人。去数十步，虽善用兵者，不能免也。”

１４．《释兽二·桃拔》： 《西域传》马弋有桃
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第２４０页）

按：今鹿尾不长，故 “似鹿长尾”不辞。“似

鹿”指桃拔形状像鹿，“长尾”指桃拔尾巴长。故

“似鹿长尾”宜断为 “似鹿，长尾”。

１５．《释兽三·麋》：《战国策》陈轸曰：“今
山泽之兽，无黠于麋。麋知猎者张罔而驱己也，回

还走而冒人至数。猎者知其诈伪。提罔而进之，麋

因得矣。”（第２４４页）
按： “猎者知其诈伪”之 “伪”宜下读，作

“提”的状语。“猎者知其诈”之 “诈”与上文之

“无黠于麋”之 “黠”互文见义。 “知其诈”与

“伪提罔而进之”的主语皆为 “猎者”，故 “猎者

知其诈伪。提罔而进之，麋因得矣”宜断为：猎

者知其诈，伪提罔而进之，麋因得矣。

三、标点失误

（一）当加标点而未加

　　１． 《释兽五·牛》：牛，大牲也。牛，件也；

件，事理也。象角头三封尾之形。（２６９页）
按：该句盖引自 《说文》。 《说文·牛部》：

“牛，大牲也。牛，件也；件，事理也。象角头

三、封、尾之形。”段注曰： “角头三者，谓上三

岐者象两角与头，为三也。牛角与头而三，马足与

尾而五。封者，谓中画象封也。封者，肩甲坟起之

处。字亦作?。尾者，谓直画下垂像尾也。”据段

氏之言，“角头三” “封” “尾”是并列结构，可

加顿号使读者易以知晓该句句义。

２．《释虫二·莎鸡》：孙炎解酕天鸡，以为小
虫黑身赤头，一名莎鸡。（第３０１－３０２页）

按： “酕天鸡”三字宜加引号，其出自 《尔

雅》。《尔雅·释虫》 “酕，天鸡”，邢籨疏：“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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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此黑身赤头小虫也。一名酕，一名天鸡，一

名莎鸡，又曰樗鸡。’”据此该句宜为：孙炎解

“酕，天鸡”，以为小虫黑身赤头，一名莎鸡。

３．《释虫四·蜚》：蜚者，负盘臭虫也。（第
３２５页）

按： 《尔雅·释虫》 “蜚，胪”，邢籨疏：

“然则蜚是臭恶之虫，害人之物，……此虫一名负

盘。”据此， “负盘”后宜加逗号断开可示其作为

“蜚”的异称。

４．《释鱼二·
*

》：《说文》：“??，出?邪

头国。”“ 、?、 、 、?、鬵，出乐浪潘国。”

（第３４１页）
按：《说文·鱼部》： “?，鱼名。出?邪头

国。” “?，鱼名。出?邪头国。” 《说文》 “?”

“?”俱训为 “出?邪头国”，依下文 “ 、?、

……”等用顿号隔开表并列关系的体例，那么

“?”“?”亦宜用顿号隔开表并列关系。

（二）不当加标点而误加

１．《释兽一·?鎙》： 《释畜》曰： “?鎙，
马。”（第２１９页）

按： 《尔雅·释畜》： “?鎙马。野马。”是

“?鎙马”与 “野马”并举而言。又邢籨疏亦把

“?鎙马”连言。故 “?鎙”后的逗号可删除。

２．《释鱼一·鲤》：按此二十鱼，一岁之间，
生七万枚。计每头生三千五百枚，不盈尺者盖不

道，此有以见其繁息也。故 《鱼丽》 “美万物盛

多”，终之以鲤，盛之极也。（第３３１页）
按：“《鱼丽》美万物盛多”句是毛亨传文。

若依校点本则可使读者误以为 “美万物盛多”是

《诗·鱼丽》的原文，因此可将 “美万物盛多”的

引号删除。

（三）逗号失误

１．《释草三·荃》：文王好食之，豆以昌本为
首。鲁僖公时，王使周公阅来聘，飨有昌?，白黑

形盐，而周公以为荐五味也。（第３４页）
按：《左传·僖公三十年》：“冬，王使周公阅

来聘。飨有昌?、白、黑、形盐。”杜预注： “昌

?，昌蒲菹。白，熬稻。黑，熬黍。形盐，盐形象

虎。”据杜注可知，“昌?、白、黑、形盐”四物皆

为飨之所设且是并列关系。又 “白”“黑”“形盐”

三物宜用顿号隔开使读者知晓它们各为一物， “昌

?”后的逗号宜改为顿号，可示此四物之并列。

２．《释鸟一·凤》：《说文》亦曰：五方神鸟，
东方曰发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

+

?，北方曰幽

昌，中央曰凤皇，则此五者皆凤类，使不足道，不

至为怪祥矣。（第１５５页）
按：《说文·鸟部》：“

0

，
0

?也。五方神鸟

也。东方发明，南方焦明，西方
0

?，北方幽昌，

中央凤皇。”据此，该句宜在 “中央曰凤皇”后用

句号。因为 “则此五者皆凤类，使不足道，不至

为怪祥矣”是罗愿所说，而非 《说文》有。

（四）句号失误

《释兽四·?》：黄黑彬彬，盖次于豹，故称

大人虎别，君子豹别。辩人?别，山鬼乘赤豹，从

文?也。（第２６１页）
按：杨雄 《法言·吾子》： “圣人虎别，其文

炳也；君子豹别，其文蔚也；辩人狸别，其文萃

也。?变则豹，豹变则虎。”据此， “君子豹别”

后的句号宜改为逗号。

四、书名号失误

（一）当加书名号而未加

　　 《释木一·柽》：盖庄子以松柏独受命于地，

冬夏青青，比舜之受命于天。（第１１４页）
按：《庄子·德充符》：“仲尼曰：‘受命于地，

唯松柏独也正，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尧舜独也

正，幸能正生，以正众生。’”据此，“庄子”不应

加专名号，宜改成书名号。

（二）书名号覆盖不全

《释鸟五·鹭》：隋 《乐志》云：“建鼓，商所

作，又盝翔鹭于其上，不知何代所加。或曰鹄也，

取其声扬而远闻。或曰，白鹭，鼓精也。或曰，皆

非也。《诗》云：‘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

言归。’言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颂声之息，饰

鼓以鹭，存其风流，未知孰是。”隋 《志》之说云

尔。（第２０６页）
（下转第１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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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方法性和思路性的借助。本研究如有不当之处，

还望广大学者、专家批评指正。

综合前文中有关科研人员知识合作情况及突发

性检测、科研机构合作研情况及突发性检测、研究

热点与前沿情况等维度的分析讨论，得出如下几点

个人观点及结论。

结论一：国内学者关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研

究内容以传统的政策、文化、语言等视角为主，同

时越来越关注到华文教育的细节问题，但量化可视

化分析研究少，研究方法有待拓宽。通过对关键词

的聚类、共现的可视化图谱分析，国内学者的研究

成果多集中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历程的综述性

研究，或者以华人、华语及各个教育阶段为主题，

对其涉及的经费、师资等问题进行探讨。与此同

时，对政府颁布的产生连锁效应的教育、民族等政

策研究也是一大热点。上述研究方法与内容，更倾

向于传统的政治、经济、民族、社会、文化等方

面，究其原因可能与国内做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方面

研究的一些学者不太擅长定量分析和统计等方法有

关，其研究方法还是以定性为主，定量分析的少。

结论二：国内学者关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研

究表现出研究领域不集中、关注度不高的问题。无

论是关于学者的突发性检测还是关于研究机构的突

发性检测，检测结果中呈现的数据寥寥无几，其中

学者以石沧金为代表，研究机构以暨南大学华侨华

人研究所和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为代表。这反映

出国内关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研究未形成专门的

研究团队与权威领头人。在图２、图４所反映的知
识合作图谱中大的节点数量少，反映出该领域的研

究人员或机构较少且开展的合作范围小。国内学者

仍需在该领域加强合作，并通过多角度多学科对马

来西亚华文教育进行深入研究，这对研究中国文化

在海外的传播有很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结论三：从２００８年起，国内学者关于马来西
亚华文教育的研究成果一直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２００８年，世界出现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纵观历
史，危机同时意味着转机。从某种程度看，金融危

机让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并逐渐在很多领域崭露

头角。上文中表２部分反映了进入新世纪以后华人
教育越来越得到东南亚研究学术界的关注。实际

上，在全球性金融危机、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上
海世博会以及新时期 “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

景下，伴随着孔子学院在国外越来越多的开设，世

界上许多国家出现了新一轮的 “汉语热”。马来西

亚作为海外华人华侨的重要聚居地，国内学者对其

华文教育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其研究成果在新时期

也呈现增长态势，并且部分学者已开始尝试利用新

的科学分析方法对原有课题展开新的研究。可以预

见，未来国内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研究的思路会越

来越多，时代性、创新性会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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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隋”指 “《隋书》”，此段文字出自 《隋

书·志·音乐下》，故 “隋”宜移入书名号内，作

“《隋·乐志》”。又 “隋 《志》之说云尔”之 “隋

《志》”宜作 “《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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