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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仁俊《尔雅学》初探

 杜萌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中藏有一部清末王仁俊《尔雅学》稿本，书于红格稿纸上，版心印

有“大学堂讲义稿”字样。又有清光绪十五年（1879）刻《学古堂日记》，收录王仁俊《读

尔雅日记》。二书一为稿本，一为刻本。通常情况下，刻本是以稿本为底本刊刻成书，然粗

略查索可知，京师大学堂建于光绪二十四年，王仁俊在京师大学堂初任教习当在宣统年间

（1909-1911），则《尔雅学》稿本的书写时间肯定晚于《学古堂日记》的刊刻时间。那么，

稿本相比刻本，有哪些不同，其背景如何，本文拟就此做一探究。

王仁俊（1866-1913），字扞郑，一字感莼，吴县人。清光绪十七年举人，十八年进士。

选翰林院庶吉士，授散馆，改吏部主事。历任湖北候补知府、存古学堂教务长、京师大学堂

教授、学部编译图书局副局长。王仁俊的主要贡献在史学和敦煌学，著有《敦煌石室真迹录》，

是世界最早的敦煌文献资料集。同时他也是最早专门研究西夏文书档案的学者，光绪三十年

编纂《西夏文缀》两卷，是最早的西夏文书档案汇编。王仁俊收藏颇富，以明本为主，战乱

后，其书多为京城来薰阁购买。自著手稿约几十种，归于通学斋书店。藏书处名“籀鄦簃”，

编有《籀鄦簃书目》一册。藏书印有“王氏籀鄦簃藏书记”“王仁俊校勘经籍记”等。王仁

俊学术兴趣广泛，其小学功底也非常深厚。在京师大学堂担任经科教习期间，王仁俊教授的

科目便是《尔雅》和《说文》。此部《尔雅学》稿本，其稿纸版心印有“大学堂讲义稿”字

样，正表明这部稿本是王仁俊在大学任教期间所写。除此稿本外，其讲义又有《群经讲义》

《尔雅疑义》。京师大学堂的经学教习选聘，相较于西学尤其困难。当时的《顺天时报》评

论道“非得一全国所仰望，素有经学巨师泰斗名誉之人充任，不足以服众学员之心，而培植

经学专科之人才”
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仁俊由湖北候补知府进入京师大学堂，成为

《尔雅》《说文》教习。可见其学问根底深厚，是颇得社会认可的。

王仁俊《尔雅学》稿本，首有王仁俊序言。先言其从事小学以来，就蜀刻大字本郭璞注

《尔雅》与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尔雅校勘记》两者相校，撰成《校勘记》三卷。此《校

勘记》如今未见，颇为可惜。又列出其所见清代诸学者的尔雅学著作，包括邵晋涵《尔雅正

义》、郝懿行《尔雅义疏》、戴莹《尔雅补正》、翟灏《尔雅补郭》、钱坫《尔雅古义》、

臧庸《尔雅汉注》、严可均《尔雅一切注音》、严元照《尔雅匡名》、龙启瑞《尔雅集证》、

黄奭《汉学堂丛书》、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叶蕙心《尔雅古注斠》，以及阮元所刊

《皇清经解》与王先谦《皇清经解续编》。可以说，王仁俊在作这篇看似简短的《尔雅》正

字考时，是参考了他能见到的诸多《尔雅》学著作的，这也为他的考证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文

献基础。

①
旧学新制：京师大学堂经科大学史事考，http://sdxs.bnu.edu.cn/xsyj/yjcg/242741.html（2023.4.27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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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王仁俊对《尔雅》的研究有其特色，因为精通《说文》，故其检讨《尔

雅》时，着重以《说文》来推求《尔雅》正字，这一点在序文中已有说明：“乃嫥以许书校

《雅》，故求其正字。”所谓正字，即原应作何字。在这一点上，稿本和刻本一以贯之。对

照两书，可以发现两者都是按照《尔雅》的编排顺序来排列词语，一一考求的。为方便展示

两者的差异，在此以表格的形式列出二书所释条目。

《读尔雅日记》刻本 《尔雅学》稿本

释诂 释诂

幠厖有也 幠厖有也

仪善也 仪善也

业事也 业事也

元良首也 元良首也

貉缩纶也 貉缩纶也

貉嗼安定也 貉嗼安定也

左右助勴也 左右助勴也

释言 释言

饙馏稔也 饙馏稔也

潜深也 潜深也

盖割裂也 盖割裂也

基经也 基经也

康苛也 康苛也

奘驵也 奘驵也

逮沓也 逮沓也

贻遗也 贻遗也

烝尘也 烝尘也

阋恨也 阋恨也

递迭也 递迭也

翿纛也 翿纛也

苛妎也 苛妎也

释训 释训

丁丁嘤嘤相切直也 丁丁嘤嘤相切直也

翕翕訿訿莫供职也 翕翕訿訿莫供职也

有斐君子 有斐君子

猗嗟名兮目上为名 猗嗟名兮目上为名

释亲 释亲

两壻相谓之亚 两壻相谓之亚

释宫 释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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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隅谓之屋漏 西北隅谓之屋漏

东北隅谓之宧 东北隅谓宦

东南隅谓之窔 东南隅谓之窔

閞谓之槉 閞谓之槉

屋上薄谓之筄 屋上薄谓之筄

释器 释器

兔罟谓之罝 兔罟谓之罝

小罍谓之坎 小罍谓之坎

衣裗谓之䘽 衣裗谓之䘽

袕谓之褮 袕谓之褮

佩衿谓之褑 佩衿谓之褑

餀谓之禒 餀谓之禒

附耳外谓之 附耳外谓之

骨谓之切 骨谓之切

释乐 释乐

羽谓之柳 羽谓之柳

大箎谓之沂 大箎谓之沂

大管谓之簥 大管谓之簥

徒歌谓之谣 徒歌谓之谣

释天 释天

四时和谓之玉烛 四时和谓之玉烛

太岁在甲曰阏逢 太岁在甲曰阏逢

在乙曰㫋蒙 在乙曰㫋蒙

在丁曰强圉 在丁曰强圉

在壬曰玄黓 在壬曰玄黓

在辰曰执徐 在辰曰执徐

在戌曰阉茂 在戌曰阉茂

三月谓寎 三月谓寎

六月谓且 六月谓且

焚轮谓之颓 焚轮谓之颓

奔星为彴约 奔星为彴约

火田为狩 火田为狩

帛縿 帛縿

错革鸟曰旟 错革鸟曰旟

释地 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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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陵阠 东陵阠

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

多珠玉焉
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

陵莫大于加陵 陵莫大于加陵

日所入为大蒙 日所入为大蒙

释丘 释丘

丘一成为敦丘 丘一成为敦丘

当途梧丘 当途梧丘

水出其左营丘 水出其左营丘

前高旄丘 前高旄丘

宛中宛丘丘背有丘为

负丘
宛中宛丘丘背有丘为负丘

释山 释山

峦山嶞 峦山嶞

左右有岸厒 左右有岸厒

小山别大山鲜 小山别大山鲜

山绝陉 山绝陉

山上有水埒 山上有水埒

陵夹水澞 陵夹水澞

释水 释水

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 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

潬沙出 潬沙出

瀵大出尾下 瀵大出尾下

水醮日厬 水醮日厬

汶为灛 汶为灛

洛为波 洛为波

河水清且灡漪 河水清且灡漪

大波为澜小波为沦直

波为径
大波为澜小波为沦直波为径

人所为为潏 人所为为潏

释草 释草

绖履 绖履

释木 释木

栲木樗 栲木樗

释虫 释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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螾（ ）入耳 螾（ ）入耳

蚬缢女 蚬缢女

释鱼 释鱼

鮂黑鰦 鮂黑鰦

鲣大鲖小者鮵 鲣大鲖小者鮵

释畜 释畜

绝有力駥 绝有力駥

坿逸文 释地

释诂 秦有杨陓

谧眘也 右陵泰丘

艺静也 望厓洒而高岸

（矢京）薄也 释山

踪迹也 属者峄

释天 一成坯

熊虎曰旗 大山宫小山霍

释水 释水

水别流曰派 滥泉正出正出涌出也

风吹水涌曰波 湀辟流川

大波曰涛 水自河出为灉

朝夕而至曰潮 济为濋

风行水成文曰涟水波

如锦文曰漪
江有沱河有灉

以衣涉水为厉

繇膝以下为揭

小沚曰坻

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

释艹

（ ）山䪥

蘱薡蕫

蔜（ ）（ ）

虃百足

萿麋舌

葭芦

藐茈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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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刻本“逸文”之前的部分，两书是完全一致的。刻本“逸文”部分，对应到

稿本则是全新的内容。这些新的条目可以明确是王仁俊所书，其中“释地·右陵泰丘”条，

有“俊案：左右二字篆隶形最近，此讹右为左”，“俊案”二字在多个条目中都有出现。且

新增条目都是引《说文》考证《尔雅》正字，其行文风格及目的与前文高度一致。

稿本新增的内容，依旧显示了王仁俊很高的考证水平。以“济为濋”条为例。首引《说

文》，“《说文》无‘濋’字，钱氏坫疑为‘荥’字之讹。俊案：济即泲字，濋即荥字。《说

文》泲，沇也，东入于海，从水 声。此即四渎之水发源入海者也。《书·禹贡》《周礼》

《春秋三传》《史记》《风俗通》《释名》皆作济，故此经亦作济，济，从齐，与泲从 ，

均在古音十五部，古多以同部字为通假，然当以泲为正字。《汉书·地理志》引《禹贡》职

方之济作泲，此古字之仅存者，若作济者，乃假字，徐锴曰：《汉书》房子县赞皇山，右济

水所出，此非四渎之济，四渎古皆作泲字，今人多乱之。锴说是也。必知荥即濋字者，《禹

贡》‘道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泆为荥。’盖此经正释《禹贡》，犹上文‘水自河出为灉’

句例，则水自济出为荥，今曰济，为荥省文耳。《说文》：荥，绝小水也。阎百诗谓绝小水

之绝，为《尔雅》‘正绝流曰乱’之绝，与《禹贡》‘泲入河泆荥’相发明，最为得之。段

氏以阎说为荒谬，以荥泽之荥当做荧，谓泲之显伏不测，如火荧之不定，愚意荥从两火即有

此意，何必致荥为荧哉。且荧亦假字耳，其本意为屋下灯爥之光，安得谓为荥泽本字耶。若

濋荥致讹之由，钱氏言之矣。”《说文》对此段涉及的几条河流的记载如下：

济，水。出常山房子赞皇山，东入泜。从水齐声。

沇，水。出河东东垣王屋山，东为泲。从水允声。

泲，沇也。东入于海。从水 声。

这几条相互勾连可以得知，从王屋山发源的是沇水，东段称泲，入于海。从赞皇山发源

的是济水，东流入于泜水。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河流。

就字形而言，查复旦大学刘建民博士论文《传抄古文新编字编》，“泲”字在《魏三字

石经集录》《新集古文四声韵》《集钟鼎古文韵选》等书辑录的《李商隐字略》《古老子》

等篇中，都是用作“济”或“齐”的假借字。这种情况也可与王仁俊所说“泲，此古字之仅

存者，若作济者，乃假字”相发明。

关于“荥即濋”，王仁俊以《说文》和《禹贡》相参照。《禹贡》将沇、济（为泲之假

借字）、河、荥连为一体，所谓“泆为荥”，是说济水泛滥溢出，聚积而成荥泽。荥泽来自

济水，以济称荥也就合情合理了。故而王仁俊说“则水自济出为荥，今曰济，为荥省文耳”。

至于濋和荥字形致讹之由，因钱坫《尔雅古义》已释，就不再多言。

在考证《尔雅》正字的同时，王仁俊随文总结了部分古文字通例。如《释草·（茎力）

山䪥》，“（茎力）亦茎之省叚，古字少，故有省叚之例”，是说古文假借字数量多，是因

可用的字形少，不得已而借用它形。又如《释山·属者峄》“按今鲁国郡县有峄山句，《御

览·四十二》引旧注言络绎相连，今鲁国邹县有峄山，据此知郭本旧注，而《玉篇》引邹字

讹为郡，并知峄或作绎、驿，皆由音义相近。”此处解释峄、绎、驿三字混用，是因其音义

相近。所说虽易理解，若不是经手大量考证，就很难有深刻的体认。

以上举例，可以看出《尔雅学》稿本新增部分，对于训释《尔雅》字义是非常有价值的，

若有机会重新出版王仁俊《读尔雅日记》，应将此部分一并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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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王仁俊对《尔雅》学的贡献，还在于他的经书辑佚。王仁俊先后辑佚了《十三经

汉注四十种辑佚书》《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经籍佚文》等大部

头书。其中与《尔雅》有关的，包括《尔雅许君义》《尔雅许氏注》（汉许慎）、《尔雅郑

君注》《尔雅郑氏注》（汉郑玄）、《尔雅舍人注》（汉郭舍人传）、《尔雅李氏注》（后

汉李巡传）、《尔雅孙叔然注》（魏孙炎）、《尔雅刘氏注》（魏刘劭）、《尔雅麻氏注》

（麻杲）、《尔雅佚文》。这些辑佚著作的珍贵之处，在于“钩沉”汉、晋时期的《尔雅》

旧注。比如作为东汉经学大师的郑玄，他遍注群经，但其《尔雅》注则不为世人所知。直到

清代学者余萧客辑佚书《古经解钩沉》方列出郑玄《尔雅注》，并辑得一条。开其端者有之，

继其绪者随之。王仁俊在他的辑佚工作中，辑录出郑玄的《尔雅注》条目，共有八条，为揭

示郑玄的治学成果，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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