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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評介 

《 句 讚 學 論 稿 》 ， 任 遠 著 ° 杭 州 ： 浙 江 古 籍 出 版 社 ， 1 9 9 8 年 。 

(2 ) + 2 + 2 3 1 + ( 1 )頁。 

《 禮 記 》 〈 學 記 〉 ： 「 一 年 視 離 經 辨 志 」 。 鄭 玄 注 曰 ： 「 離 經 ’ 

斷 句 絕 也 」 。 可 見 句 讀 起 源 很 早 ， 而 且 是 古 時 讀 書 人 必 須 掌 握 的 學 

問 ° 近 人 有 關 句 讀 的 論 述 ， 多 散 見 於 古 代 漢 語 的 著 作 中 ， 有 系 統 地 

對 句 讀 作 全 面 研 究 的 專 書 並 不 多 見 。 因 此 ， 本 書 的 面 世 ， 正 好 填 補 

了 這 方 面 的 空 缺 。 本 書 題 為 《 句 讀 學 論 稿 》 ’ 顧 名 思 義 ’ 是 要 把 句 讀 

提 升 為 一 門 獨 立 的 學 問 ， 不 再 僅 視 之 為 古 籍 訓 釋 和 古 代 漢 語 的 附 

庸 ° 在 學 科 分 工 日 細 的 今 天 ， 這 不 失 為 一 種 值 得 我 們 重 視 的 創 新 意 

見。 

本 書 的 貢 獻 很 多 ， 要 言 之 包 括 ： 

( 一 ） 確 立 句 讀 學 的 範 圍 。 作 者 在 「 前 言 」 中 說 ： 「 句 讀 學 包 括 兩 個 

內 容 ： 一 是 句 讀 實 踐 ， 即 斷 句 分 析 ； 二 是 句 讀 理 論 ， 是 圍 繞 句 

讀 展 開 的 對 句 法 、 詞 法 的 研 究 。 二 者 研 究 的 成 果 大 都 散 見 於 古 

代 的 訓 話 著 作 之 中 」 。 本 書 一 方 面 整 理 和 綜 合 了 古 人 有 關 這 方 面 

的 論 述 ， 另 一 方 面 給 句 讀 學 下 了 十 分 清 晰 的 界 定 ’ 建 立 起 句 讀 

學 的 研 究 脈 絡 。 本 書 分 為 「 通 論 篇 」 、 「 史 論 篇 」 兩 部 分 ’ 理 論 

與 實 踐 並 重 ， 在 編 排 上 很 見 匠 心 。 「 通 論 篇 」 又 細 分 為 「 句 讀 

標 點 之 名 義 與 符 號 」 、 「 韻 文 句 讀 論 」 、 「 對 文 句 讀 論 」 、 「 變 文 

句 讀 論 」 、 「 引 文 句 讀 論 」 、 「 重 文 句 讀 論 」 、 「 語 助 句 讀 論 」 、 

「 專 名 句 讀 論 」 、 「 校 勘 句 讀 論 」 、 「 訓 話 句 讀 論 」 等 部 分 。 古 籍 

研 究 中 涉 句 讀 的 問 題 ， 作 者 都 全 面 標 舉 出 來 ， 並 確 立 理 論 。 這 

對 古 籍 整 理 深 具 積 極 的 意 義 。 「 史 論 篇 」 詳 細 地 說 明 了 句 讀 的 

起 源 及 其 發 展 ， 其 中 由 漢 代 章 句 之 學 談 起 • ， 再 詳 述 劉 澳 （ 4 6 5 -

5 2 2 ) 《 文 心 雕 龍 》 〈 章 句 〉 篇 、 陸 德 明 （ 5 5 0 - 6 3 0 ) 《 經 典 釋 文 》 、 

唐 代 義 疏 、 朱 熹 （ 1 1 3 0 - 1 2 0 0 ) 之 論 、 程 端 禮 （ 1 2 7 1 - 1 3 4 5 ) 《 批 點 

經 書 凡 例 》 、 王 引 之 （ 1 7 6 6 - 1 8 3 4 ) 《 經 傳 釋 詞 》 、 武 億 （ 1 7 4 5 -

1 7 9 9 ) 《 經 讀 考 異 》 及 《 句 讀 敘 述 》 、 俞 樾 （ 1 8 2 2 - 1 9 0 6 ) 《 古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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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雄溪 

疑義舉例》以及近人楊樹達（1 8 8 5 - 1 9 5 6 )《古書句讀釋例》等著 

作 中 有 關 句 讀 的 討 論 ， 這 樣 不 但 重 建 了 句 讀 學 的 歷 史 ， 同 時 為 

有 志 從 事 句 讀 研 究 者 提 供 了 一 個 有 用 的 書 目 。 全 書 通 過 這 兩 部 

分 ， 給 讀 者 展 示 了 一 幅 句 讀 學 的 鳥 嗽 圖 。 

二 ） 指 出 前 人 研 究 的 不 足 。 本 書 作 為 句 讀 學 的 專 論 ， 於 前 人 對 句 讀 

的 誤 解 ， 做 了 釐 清 的 工 作 。 例 如 「 今 有 學 者 把 句 讀 看 成 是 今 標 

點符號中的句號和逗號的分別，這是誤會」（頁 3 ) 、「 近有學 

者指出：『唐代李濟翁（按：李匡義）《資暇集》說的「學識如何 

觀 點 書 」 ， 這 「 點 書 」 根 本 不 是 指 句 讀 標 點 ， 而 是 指 字 音 。 指 出 

這 個 問 題 確 有 實 際 意 義 ’ 以 往 在 理 解 這 句 名 言 時 忽 略 了 字 音 這 

一 方 面 的 重 要 內 容 ， 應 當 糾 正 ； 但 是 ， 把 這 句 話 僅 僅 理 解 為 點 

發 字 音 ， 這 是 片 面 的 』 」 （ 買 7 ) 。 作 者 的 批 評 並 非 無 的 放 矢 ’ 都 

是經過深思的中肯之論。 

三 ） 分 析 全 面 而 深 入 。 在 具 體 的 論 迷 中 ， 作 者 的 分 析 鞭 辟 入 裏 ’ 細 

大 不 捐 。 這 可 以 從 兩 方 面 去 說 明 。 其 一 ， 在 討 論 古 人 的 句 讀 時 

能 夠 面 面 俱 到 ， 舉 例 來 說 ， 在 「 語 助 句 讀 論 」 一 節 中 ， 作 者 指 

出 句 首 句 末 語 助 詞 起 了 標 點 的 作 用 ’ 又 進 一 步 指 出 「 有 些 語 助 

詞 命 之 曰 『 句 首 』 、 『 句 末 』 ’ 是 就 它 的 常 見 用 法 來 說 的 ， 實 際 

上它的用法並不限在『句首』或『句末』」（買 5 8 ) ° 此 外 ’ 又 說 

明 「 句 首 助 詞 和 句 末 語 助 詞 都 有 語 助 詞 連 用 現 象 」 （ 買 5 9 ) ° 再 

者 ， 在 一 般 的 法 則 之 外 ， 作 者 不 忘 拈 出 例 外 ’ 例 如 「 也 」 、 

「矣」、「焉」、「爾」、「耳」等詞，作者認為「通常被看作表 

陳 述 語 氣 的 句 末 語 助 詞 ， 有 時 卻 出 現 在 疑 問 句 末 ， 若 不 注 意 這 

一 點 ， 是 會 錯 標 符 號 的 」 （ 買 6 3 ) 。 從 以 上 例 子 可 見 作 者 論 述 的 

周 詳 ， 而 更 重 要 的 是 在 每 提 出 論 點 之 後 ， 作 者 復 廣 引 例 子 來 說 

明 ’ 因 而 增 加 了 論 點 的 可 信 性 。 其 二 ’ 在 評 述 古 人 著 作 時 ’ 作 

者 在 肯 定 它 們 在 句 讀 學 中 的 地 位 之 餘 ， 對 它 們 的 缺 點 ’ 也 一 一 

指 出 ， 例 如 討 論 《 經 典 釋 文 》 的 句 讀 訓 釋 時 ， 指 出 陸 氏 因 受 六 

朝以來南學的影響，所以「《釋文》對於異讀的觀點是有偏見的」 

( 頁 1 2 1 ) 。 又 指 出 武 億 的 《 經 讀 考 異 》 「 考 證 異 讀 ， 審 定 正 誤 ’ 

大多精當」（買 2 0 1 ) ，但也有「誤解注文而生異讀」、「誤解經 

文而生異讀」（買 2 0 1 - 2 0 2 ) 等欠審之處。作者評述前人的著作’ 

態度是持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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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評介 

本 書 唯 一 美 中 不 足 的 ’ 是 在 引 用 前 人 著 作 和 原 文 時 ， 有 時 沒 有 

注 明 出 處 。 作 者 處 理 引 文 前 後 並 不 一 致 ， 在 本 書 的 前 半 部 分 ’ 引 文 

的 出 處 都 在 正 文 或 注 釋 中 交 代 。 可 惜 作 者 沒 有 貫 徹 這 種 傲 法 ， 例 如 

引 范 文 瀾 （ 頁 1 0 7 ) 、 朱 季 海 （ 頁 7 4 ) 、 楊 樹 達 （ 頁 1 0 2 ) 等 人 的 原 文 ’ 就 

沒 有 說 明 它 們 分 別 出 自 范 著 《 文 心 雕 龍 註 》 （ 北 平 ： 開 明 書 店 ， 1 9 3 6 

年 ） 、 朱 著 《 南 齊 書 校 議 》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 1 9 8 4 年 ） 、 楊 著 《 古 書 

句 讀 釋 例 》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1 9 5 4 年 ） 。 這 樣 不 便 讀 者 翻 檢 原 文 ， 

也 無 形 中 減 低 此 書 的 可 讀 性 。 不 過 ， 瑕 不 掩 瑜 ， 本 書 於 句 讀 學 有 蓽 

路 藍 縷 之 功 ， 於 後 學 有 津 逮 之 效 ， 實 在 值 得 向 讀 者 推 薦 。 

李 雄 溪 

嶺 南 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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