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古代第一本修辭工具專書

一一家任廣《書敘指南》

諱全基

一、古漢語修辭F里論研究的現狀與前瞻

現代學者研究古漢語催辭理論的工作，已經進行了約七十年。

最早可以追溯到1916年有正書局出版的《文學津梁》。這是一本叢書，收錄了梁任

防《文章蜂起》、宋陳駛《文則》、元王構《峰辭鑑衡》、明方以智《文章薪火》、

清劉熙載《文概》等十二種書。這些書主要是古人論佐辭的著述。正如編者周鍾游自序

所云: “五千者茲編之輯，彙先正之緒言，以為後學津梁。"當時，古催辭理論研究正處

於收集資料的階段，這是一個學科發展的必經過程。

最早的一本有關古佐辭理論研究的論著當推鄭奠先生的《中國信辭學研究法》。鄭

奠先生在《導言》中說到這部著作的目的: “今思述先士之正論，考前文之成規，範為

峰辭之學，先陳研究之法。"這著作主要是集錄古人的位辭學說，並加闡述。開創之

功，不可磨滅。鄭著為大學之講義，所以有些地方以提綱式出現，此講義在校內有排印

本，未公開刊行，故得見者不多。

許多位辭學者努力於研究漢語的修辭現象，而對於中國傳統的催辭理論則只放在

一些章節中提及，如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島村攏太郎(即島村抱月)的《新美辭學》

( 1901 )中，在《東洋美辭學》一節襄談到了古漢語修辭學的幾部著作，如《文心雕

龍》、《文則》、《文體明辦》、《讀書作文譜》等。陳介白的《修辭學講話》中也有

一段說到中國優辭學的變遷。叉如楊樹達《漢文文言峰辭學)) ，引用了大量前人的峰辭

理論。

第一本系統而詳盡地闡述中國優辭學發展的過程的論著，則為鄭于瑜教授的《中國

修辭學的變遷》。這是鄭教授一九六四年在東京中國語學研究會的演講辭，當時，鄭任

東京早稻田大學語學教育研究所客座教授，主講中國佐辭學特殊講座。這本著作歷述了

先秦諸于、漢代、魏晉、南北朝、晴、唐宋、金元明、清，以至現代的中國佳辭學概

況。所引用資料非常豐富，擴大了人們對中國傳統值辭學的親野，端正了人們對中國固

有的催辭學傳統的態度。可以說，到目前為止，在古漢語悔辭理論研究方面，鄭教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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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仍是最重要的著作。鄭教授現正撰寫有闊的論著。新著出版叉將把古漢語值辭理論

的研究工作大大推前一步。

鄭奠先生和譚全基合騙的《中國信辭學資料彙騙》即將出版。鄭奠先生(已故)是

中國科學臨語言研究研副研究員。他的主要力量放在研究古漢語語法學、詞匯學、接辭

學方面。這本資料彙編選輯了先秦至清代有關信辭問題的各種資料，共45萬字，為研究

中國古代悔辭學大開方便之門。內容涉及多方面:CD關於修辭的一般理論;@關於值辭

方法;@關於體裁和風格;@關於修辭評論。其中除輯錄眾所遇知的名家論著之外，還

輯錄了一些一直不為人注意的材料，以及一般人不易看到的材料，這就為研究我國傳統

的修辭學和修辭學史提供了比較集中的資料。

由此可見，古漢語位辭理論的研究工作將會有新的進展。此外，筆者也寫了直接篇有

關論文，如《中國古代的修辭理論》、《研究中國古代信辭理論的材料和方法>> ( ((抖

擻)) 1975, 1976) ，希望起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二、研究《書敘指南》的意義

我們認為古漢語催辭理論研究工作絕不能停留在現有的水平，也絕不能漏足於現有

的資料。要使中國古代值辭理論的研究工作進一步開展，必2頁從多方面著手。@把前人

提到的有關資料重新深入地研究，抽作《文則研究>> (1978年，問學出版社〉就是這方

面的嘗試，它主要討論《文則》的研究方法一一比較法。@發掘前人昕不注意的資料。

我們的研究材料不應只局限於前人提到的耳熟能詳的幾本著作和幾篇文章，我們應該努

力去發掘。拙作《中國古代催辭學的重要里程碑一一清劉青芝〈續錦機)))(((中國語

文研究》第一期) ，就是這方面的嘗試。主要是要補上清代值辭學資料方面的空白。@

擴大信辭學研究的領場。本文說是這方面的嘗試，主要目的是要把領域擴展到催辭工具

書方面，以及擴展到其它方面。

研謂擴大修辭學研究的領塌，就是不必受前人的研究範圍昕限，例如不必把精力只

限於討論“修辭立其誠"的重要性，或只限於研究一些催辭格。當然，這些研究都是必

要的，還可臥討論下去，但是這些已經討論得不少了，更重要的一環是，研究領場必讀

擴大。比方位辭工具書方面就是一例。

(區辭工具書，古代就已經存在。它的作用，是把峰辭理論應用於實踐。它是教人怎

樣催辭的最具實用性的手冊。難道這不是催辭學的範圍嗎?而且這些工具書，也是根攘

編者的理論觀點來編成的，因此也體現了編者的峰辭理論。過去人們把催辭學的範園看

得太窄，許多重要的領城被屏除於峰辭學之外，致使本來是豐富多姿的中國傳統值辭學

失去應有的光彩。鄭子瑜教授說: “我們如果把衡量催辭學的尺度放得寬一些， 7解任

何學術， 必先有它的萌芽時期， 然後逐漸發育， 逐漸生長， 才有茁壯和發搗光大的一

日;那麼對於上古以來，那些論文、隨筆、雜記、詩話、經解之類的著述中有關修辭學

的話，即使是片言隻語，也可看作中國修辭學史的寶貴資料。"這種觀點，我們非常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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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在《古漢語修辭學資料彙編》中正是這樣做的。

下面就讓我們談一談古代的一本位辭工具書: ((書按指南》。介紹這本書的目的在

於為擴大催辭學研究領場作論證，證明開拓新墳界是發展研究工作的重要途徑。

三、我國古代第一本修辭工具專書

宋人任廣編的《書敘指南)) ，共二十卷。作者蒐集了詩文語旬，分門別類，方便按

類翻檢而有利寫作。作者主要目的是為寫書信的人提棋大量語匯。《四庫全書﹒提要》

說: “其書皆採錄經傅成語以備尺贖之用， 故以書敘為名。"其實， 書名雖談及“書

紋，'，但從實際看來，遠遠超乎書信用語之外，可應用於一切文體，是名符其實的一本

“修辭語匯手冊"。

作者任廣，字德餘，宋徽宗崇寧年間j瓷水人。( ((四庫提要》稱他為沒儀人。法儀

在今之河南開封西北。〕所輯《書鍍指南)) ，初刊於靖康年間，其版被擻，俞民攜舊本

闢渡，此書得以保存，但因久歷戰亂，輾轉流傳，訛亂甚多。《四庫提要》云: “至國

朝康熙初，金券得韓氏昕藏本，繕錄未竟而券沒，併原本第十卷{失之。雍正三年，金匯

得不全宋本，通尚存第十卷，乃重為鈔補刊刻，而此書復完，蓋若隱若顯， 幾五六百

年，其不亡者幸也。"此書失而復得，過程相當曲折，雖歷動亂仍能保存，亦可間接說

明此書之價值甚大，為人所重視，所以得保全貌。

本書版本甚多。《墨海金壺》、《珠叢別錄》、《惜陰軒叢書》均收有此書。本文

所引文係用《惜陰軒叢書》本，書前有《書敘指南序)) ，係嘉靖六年山西監察御史沈松

昕作。書後有《後序)) ，係嘉靖六年山西解州中j官呂楠昕寫。此兩序技述刻刊碌起，評

論也較中肯，對於了解此書極為重要。

全書二十卷，每卷十小節，合共二百小節。基本上每一小節為一類，但因有些類分

為上中下或上下，所以全書實際分為一百八十三類，略舉若干類如下:

A組 B組 C組

心體狀貌 注攝除授 官職名事

賢智明敏 言語論辯 倖暐租給

老畫衰弱 饋遺酬贈 宗接服屬

劫驛童壯 笑誰嘲玩 親戚瓜葛

聲名等級 洗辭補縫 奴僕卑隸

忙冗奔迫 招邀迎待 冠雇衣服

閒寂安靜 辭離送錢 詞章詩闕

貧賤飢寒 寢寐休息 稱呼名謂

驚異猶豫 買賣交易 謙稱引咎

欺詐冒偽 重量問譏罵 瓜果蔬菜

譬諦正類 疾病安否 竹木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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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諭反類 戰爭勝負 事物名數

喜慰快悅 期約邂逅 天地日用

慚慷羞愧 恕察推讓 技術雜藝

有的是關於形容描寫方面的詞旬，如A組;有的是關於動作敘述方面的詞旬，如 B

組;有的是關於名物稱謂方面的詞旬，如C組。原書是沒有分組的，這種分組不過為了

說明方便，其實原書的分類，是按內容。凡與其內容有闊的詞語，都歸納在一頓。每類

之下，1&錄數十餘{屎，每條之下都註明出處。

三?叫“疾病安否"為例。此類分上下，上段引倒五十餘條，都是前人描述疾病的各

種情況與及不同場合下使用不同的詞語，下面選引若干條:

位l疾不出日稱病家庭。(後﹒鄭均〉

疾日寢疾病。(檀弓〕

病在林日臥疇。(醋。支〕

久病日積爛不得遂塵。(竇融〉

叉日常滯病某。(蔡皂， “某

叉曰淹病滯疾。〈七發)

病甚日疾在沈滯。〈後﹒七十四〉

叉日今病力。(汲黯〉

病劇日彌留。(選﹒二+'，\ ) 

叉日病日惡。(韓子)

叉日日臻。(書〉

自恐病必死日恐不能自還。(史丹)

病將死日暑漏之不保。(朱敬則)

叉日命在呼吸。(後﹒清河玉〉

叉日潰死。(秦瓊)

叉日喘息讀央間耳。(張皓〕

危病日病重在死法中。〈淳于意)

從所引例中，可以看到，根攘病情的程度，而有種種不同的說法。如“以病不出"、

“疾"、 “病在林"、 “久病"、 “病甚"、 H病劇"、“自恐病必死"、 “病將死"、

“危病"等等，說法都不同。它告訴讀者:同一種情況都可有多種不同的描述方式。這

些都是值辭的範例。因此， <<書被指南》是一本修辭語匯手冊。它不同於一般字典、詞

典，因為它不是解釋字義詞義，而是用大量例句去說明催辭表現的方式的多樣性。

把《書鍍指南》看做催辭學的著作的觀點，其實不是我們的創見。明代的浦南金編

了一部書，叫做《催辭指南>> ，其中共收四種書: <<爾雅》、《左映》、《漢雋》、《書

較指南》。當我們第一次看到這套書時，覺得書名與內容似乎對不上。但是進一步思考

之後，才發現浦南金對修辭學領塌的看法有其獨到之處。《爾雅》主要是詞彙方面的

書，是古代的字典。因為峰辭的首要條件是了解詞的意義。所以把《爾雅》放入修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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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範圍。《主映》的意思是: <<主傅》的精華部分， <<漢簡》的意思則為: <<漢書》的

精華部分，這些都可作為修辭的軌範。至於本文昕討論的《書敘指南>> ，是教人值辭的

例句集，放在位辭學的研究範圈，更是合理。《四庫提要》就指責《峰辭指南》是“贅亂

蝶雜，殊不足取。"這種指責是毫無根攘的。透過這種指責，反使我們看到浦南金對位

辭學的觀點與眾不同，是難能可貴的。中國古代堂堂正正地以“催辭"兩字作為自己作

品的書名的，只有兩本，一是元人王構的《位辭鑑衡>> ，男一本說是《催辭指南》。他

們以“{~辭"命名，並非欠思考。所以我們今天必讀慎重地對待，仔細研究，不要以不

合今人對位辭學範圍的觀點為理由，就把它們屏諸位辭學之外。

四、修辭語句辨析的範例

《書鼓指南》不是字典或詞典，所叫它沒有註釋和解說詞鐘。它是語旬的用法手

冊。它怎樣顯示它的位辭作用呢?

(一)同一內容，從不闊的位辭角度表示:

A 笑日解頤。(張衡〉

叉日解顏而笑。( 3月j于二〉

叉日笑疇。(選)

又日掩口胡盧而笑。(廳舉〉

叉日軒渠笑傲。(前子訓〉

叉日嫣然一笑。(好色賦)

B 大痛日痛徹蒼天。(馮衍〉

叉日肝心若裂。(諸葛亮)

叉日痛心倡臆。(李固〕

叉日百酸攪歸。(延之〕

叉日不勝衷惋之至。(書集﹒庚亮)

叉日悲痛斷心。(后紀〉

叉日百衷攻中。(劉禹錫)

叉日痛毒之懷。(韓愈〉

叉日竊為辛楚。(後﹒劉瑜〉

叉臼言之可為酸鼻〈竇融〉

叉日悲來擴集。〈任助)

叉日何痛斯甚。(上)

叉日何痛如之。(主﹒昭〉

叉日痛心入骨。(袁譚〉

叉日傷懷永哀。(選)

又日悄焉疚懷的(選.J]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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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述A伊j摘自“笑譚嘲玩"類， B例摘自“哭泣追悔"類。都是說明信辭形式的多樣

性。
(二〉相近的內容，用不同的修辭語句去區別:

A 涕演日得沫。(前﹒李夫人)

泣下臼瀾然而涕下。(韓詩外傳)

叉日攬涕如屑。(謝眺〉

叉日涕泣覆面。(戚淇〕

叉日能不清髓。(碎、樵)

叉日流涕長潛。(扁鵲〕

侮他人事日私用流涕。(後﹒孟嘗〉

砍下淚日淫淫承髓。(王僧儒書)

叉日忽忽承映。(扁鵲〕

吽哭日口數然而哭。(公羊〕

感泣日溉然失涕。(漢音春秋﹒袁紹〉

泣甚日泣之目盡腫。(左﹒成下)

竊泣日枕席有涕泣處。(後﹒馮異〉

叉日不敢顯悲戚。(土)

臨書悲泣日 j弟筆偎下。(周紡〉

B 老人狀日龐眉皓髮。(劉寵〉

叉日雞皮鶴髮。(庚信〉

歎年老日年歲有吃。(後﹒孟嘗〉

叉日桑楠行盡。(上)

謂百歲人日千無一焉。(列子四〉

老扶策日挾夾迺行。(蔡義〕

老病辭扶見日位未及扶。(語林〉

自言日吾自在自奄扭暮。(徐陸〉

年老日日薄西山。(李密表〕

自言老日犬馬氣衰。(後﹒魯恭)

叉日犬馬齒殲。(班超〕

老年叉日重沒之年。(楊賜〕

老將死日旦夕入地。(班超)

極老病人日朝暮人也。(楊敞〕

罵老人日死老魅。(陳蕃〉

土述A例選自“哭泣追傷"類， B例選自“老聿衰弱"類。編者是頗費苦心的，把哭泣

的情藐細微地區分。舉凡有眼淚的，無眼淚的，有“吽哭"的，有“竊泣"的，哭得很

厲害的，甚至邊哭邊寫的，部各有用語。根接不同的身份和不同的場合而使用不同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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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有關老人的種種語句也都很生動得體，其中如“雞皮鶴髮"、 “千無-焉"、 “日

薄西山"、 “垂沒之年"等，都沿用至今，成為成語。

作為一本修辭語匯手冊，主要目的是給人以寫作怪辭的範例，從上述(一〉和

〈三〉兩方面看來，這個目的是達到的。

值得一提的是，本書對文學語言的觀點是很明確的。我們一般日常生活上昕使用的

語言是淺白的不加值飾的。文學語言是經過加工的，含義比較深刻的。本書所用的說明

方式，如一悶而腫，曰:頹思而就林"，在“曰"之前為一股用法， “曰"之後為經過

加工的語言，也可吽做文學語言。下面舉例說明:

A 因欲睡一一低迷思寢。(叔夜論〕

悶而睡一一頹思而就林。(長門賦)

不能寢一一不能監寐。(陳蕃〕

達曉不能寢一一旦明廢寢。(王元長〉

一一達旦不瞋。(按夜〕

一一通旦忘寐。(馬融賦)

中夜不寧一一丙夜不能安批。(唐史)

(以上選自“寢寐休息"0 ) 

B 錢一一阿堵物。(晉﹒王衍〕

一一神物。(魯褒﹒錢神論)

一一如兄。(土〕

錢之字一一孔方(魯褒)

呼錢一一我家兄。(土)

論錢之功一一天不如錢。(魯褒)

一一無位而尊。(上)

一一錢可使鬼。(上)

一一可聞使。(上)

一一解嚴毅之顏。(上)

一一開難發之口。(上)

(以土選自“錢貨寶貝" ) 

止面昕引各例，前半是編者的話，也是一般詞語，後半是文人的話，兩兩對照，也以使

人從古人的位辭技巧中得到啟發，對於繼承古人的文學語言的優秀傳統，有極大的借鐘

作用。

五、有關譬喻的材料

《書敘指南》共分一百八十三類(合二百小節) .每類引古人例證數十條。模規不

小。單就分類而言，已經極不容易。它的分類標準是內容，研以詞語按內容編蚱，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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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起來非常方便。它雖是→本工具書，但它並不是停留在擺列例句和分門別類，在某些

地方能提高到理論的階段。這一點，特別表現於“譬喻"兩節。編者把許多古人的詞句

收集在一起，歸到“譬喻"一類。這些古人的語句中並非全部帶有喻詞，而是編者把它

們都看做譬喻。換句話說，就是從峰辭的角度上把這些例子認定為譬喻。根據編者的觀

點，把譬喻分為兩大類:

(一〕“譬喻正類".基本土指的是正面的譬喻，關於“好"的意思。如“速之譬"

“易之譬"、 “安之譬"、 “使之譬"、 “多之醬"、 “疾之譬" ......0 
述之譬:如矢別弦。(劉禹錫〉

白駒過隙。(巍豹〉

隙驅不留。(劉孝標〉

療饑不鼎食。(朱敬則〕

忽如景靡。(王褒〕

疾之醬:箭馳風疾。(平于﹒南部)

j頤驚風而飛鴻毛。(馮衍〉

雷速。(周紡)

易之譬:發蒙振落。(吳漢〕

以小雪投沸囑。(張宗〉

築河提以障屋富。(韓子〉

烈風掃桔葉。(鄭太〉

利鬼齒腐朽。(范游)

摩蕭斧而伐朝菌。(說苑)

若順流耳。(書集﹒廣亮〉

舉炎火以焚飛蓮。(袁紹)

覆滄海而住煙炭。(土〉

〈三〉“譬喻反類"基本土指的是反面譬喻，闢於“不好"的憲恩.如: “難之

醬

難之譬:以一掌欲捶江河。(張德)

畫脂鐘泳。(鹽鐵論)

位而益河之少。(推南﹒詮言〉

以機而御捍突。(前﹒刑法〉

係風捕景。(前﹒郊祖〉

鑄木鐘諒。(杜牧〉

眩暈測海。(東方期)

以霆撞鐘。(上)

遊圾走丸。(皇甫嵩)

迎風縱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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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之譬:蚊蝸負山。(劉禹錫〉

不自見之譬:家有幣帝享之千金。(典論)

危之譬:若魚遊肇中。(後﹒張皓〉

踐薄冰以待白日: (漢﹒宣〉

差繆之譬:養魚沸鼎之中。(劉陶〉

愈熾之譬:以揚止沸。(仲舒〉

抱薪救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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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是很多的。我們研究古人的醬轍問題，它們是很好的材料。宋陳映《文則》也談到

譬喻: “《易》之有象以盡其意， ((詩》之有比以達其情，文之作也可無喻乎;博采蘊

傅，約而論之，取喻之法，大概有十。"十種喻:一直喻、隱喻、類喻、詰喻、對喻、

博喻、簡喻、詳輸、百|喻、虛喻。每類有釋解、有例句。(請參看拙作<< <文則)研

究)) 0 )陳脹和任廣兩人都是宋人。兩人分類的攝準不同。陳駛著重於從形式和作用方

面去區分，並且區分詳細。任廣則從內容方面去區分: “譬喻正類"是正面的意思，如

“易"; “譬喻反類"是反面的意思，如“難"。這種區別譬喻的方式是任廣的獨特的

觀點，這也是受全書的體例所影哨的。因為全書都以內容歸類。陳書重於理論，任書畫

於材料，兩書相輔相承，五為補充，就可以看到宋一代學者對譬喻的看法。

六、 《書敘指南》在修辭學史上的地位

《書敘指南》是我國古代第一本催辭工具書。它為我們保存了許多可貴的位辭材﹒

料，這些材料不但對當時的修辭學起著重大的作用，直到今天仍然其有不小的實用價

值。特別是對於比較佐辭學，更有直接的關係。如果我們要比較古人對同一內容或相近

內容的描寫方式，它會提供大量集中的資料。例如，如果我們想了解古人怎樣描述各式

各樣的慚愧，就可以看看“慚慄羞愧"這一段:

慚慷日內負外息。(叔夜〕

叉日汗顏。(韓于〉

叉日難為顏。(馬援〕

叉日愧生於中。(退之〕

叉日良難為心。(廣闡橄〕

叉曰慚愧山積。(江表傅〉

叉日心顏無措。(任肪〉

叉日靡所錯惰。(漢晉春秋﹒袁紹書〉

叉日若集水火。(魏武元)

叉日報然汗下。(劉禹錫〉

叉日如蹈春凌。(孫樵)

叉日退增汗攝。(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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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日冒愧逞顏。(張平子)

大羞愧日慚於衣冠。(書集﹒谷子雲〉

叉日以生為慚。(劉禹錫〉

叉日恨無穴可入。(李翱〉

大愧日五情愧賴。(曹植)

叉日如鞭答宮割之在躬。(李翱〉

叉日情若灰土。(王敦〉

叉日如恥面聽。(沈亞之〉

叉日無顏於世。(范叔〉

叉日負愧無可言者。(後﹒張步)

愧慄日愧蠅。(唐﹒李崇讓) (“崇"應為“景")

叉日回然。(傅咸〉

恐慄日不寒而慄。(史﹒義縱)

憂，愧日憂愧若厲。(選﹒陸機)

豆豆慄日誠增辣醬。(梁元帝啟〉

頭，塊不舉日頭搶地。(司馬遷〉

世俗小恥日曲俗咫尺之羞。(馬融〉

慚且懼日觀懼失容。(夢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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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述例句都是屬於表現“慚愧"的範園，而其中叉可細分為“慚愧"、 “大羞愧"、

“大愧"、 “愧慷"、 “思慷"、 “憂愧"、 “恐慄"等等。每項之下，叉有若干個例

于，可見編者是經過了細心的推敲，指出其程度、等級、差別。它不但方便學者翻檢查

閱和使用，對於欣賞研究古人佐辭，也有很大的啟發。

正因為《書敘指南》有其如此重大的價值，所以在任廣那時代的兵荒馬亂的局勢

下，仍然可以輾轉留傳下來，並且獲得很高的評價。

明山西監察御史沈松在《書敘指南序》中推崇該書:

夫走百實於盤，人皆得而見之，若一一散見於明宮寶藏之間，得見者寧有幾哉!是書

體要典則，彙分類別，綱提目悉，接經援史，出于入傳。

明解州判官，翰林院選經娃講官呂楠在《書敘指南後序》中也給予很高評價:

夫是書貴自王侯公卿， 踐至奴僕車隸， 近自容貌言語， 遠至宮室庚會， 大自天地

日月，小至羽毛昆蟲，無往不具。蓋有以接經籍之粹而衷于史之英者也。故學者有提

則可間，有議則可索。取之有餘，用之不盡，其《爾雅》小辯之遺乎。

土述兩人指出該書姐模宏大，無所不具，而且綱舉目張，翻檢便利。特別指出所舉例句

都是典籍的英華。此等評論甚為中肯。然而，由於該書體例繁麓，而且傳抄補闕，繁冗

之處，在所難免。(例如: “譬喻正類"內“速之譬"分見二處。叉車日引唐書“李崇

讓"，應為“李景讓

《書設指南》所引錄之大量語句就是現代常用的成語，例如: “不寒而慄"、 “以



譚全基/中國古代第一本修辭工具專書 103 

矗測海"、 “如矢別弦"、 ?白駒過隙"、 “餓不鼎食" (今為“饑不擇食" )、 “係

風捕景" (i千為“捕風提影" )、 “魚遊肇中"、 “抱薪救火

皮鶴髮"、 “日薄西山"等等。《四庫提要》云: “其書皆採錄經傅成語"。當然《四

庫提要》昕稱“成語"係現成的話的意恩，還不是今天昕說成語含義。但所選錄的許多

語句沿用至今成為今天的成語，也是事實。

《書敘指南》這樣的一種修辭手冊的編寫形式，很值得我們引為借鏡。我們今天亦

需要位辭手冊臥促進催辭學的發展。類似這種手冊形式的匯編，在今天事實上已經出版

了一些。例如:

<D ((分類成語手冊》正續編( 1935及1!;}47 ) ，柯拂青編註，何公超校訂。各收成語

三千餘旬，俱加註釋，不舉出處。 “編輯大意"指出: “本書成語，按照其含義或描寫

之對象，分成四門，六十六類，讀者於作文或寫信時擬採用某種成語，循類叫求，就可

得到需要的句于。"例如:

曉喻警戒 安全危殆

勤奮上進 成敗得夫

功名顯達 辛勞憂疾

儀容表情

舉止行動

痛哭歡笑

這和《書敘指南》按內容分為一百八十多類，其方式是相同的。這本成語手冊成為學成

語的讀者昕必備的書。

@((作文描寫新辭典)) ，徐禱編著( 1969) ，此書以內容為綱，分為五百多類。本

書引例均為五四以來著名的文學家。每類之下均有例句，例句均指明出自何人何害。例

如:

狂笑 媚笑 痛哭 和風 寒風

大笑 冷笑 大哭 微風 旋風

微笑 痕笑 悲啼 狂風 秋風

艷笑 巧笑 哭泣 暴風 雷電

其方式大略和《書釵指南》相同。本書也是一本對學作文峰辭的人大有幫助的手冊。

@((現代作家寫作範例>> ，林宛編。本書中心目的是介紹寫景文的描寫原理，和到

劃自然現象的手法。例如:

風的描寫 山的描寫 懸崖急浦

雲的描寫 牛的描寫 河土黃昏

雨的描寫 鴿的描寫 都市的夜

這點和《書釵指南》也是很相似。不過本書引例多為全段全章節，而《書釵指南)) 51例

主要為語句。本書對學習寫作峰辭的人來說，是很有價值的。

綜合土面所說，可以看到，昕列三本書與《書釵指南》有許多相通之處。《分類成

語手冊》是收集古人沿用下來的詞語，主要供給人們以大量豐富的成語。〈也有的是整

旬的話，如俗語、諺語。) ((書釵指南)) !&集的是古人的原話，棋給人們以峰飾詞句的

範例. ((作文描寫新詞典》引例都是現代名作家的，每句也有出處。它把哭分為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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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哭、悲啼、哭泣......0 <<書釵指南》分為涕j夷、泣下、欲下淚、吽哭、感泣、泣甚、

竊泣......。兩者方式很相近。《現代作家寫作範例》也是按內容分類(限於描寫自然景

物) ，也都有出處。主要倒重於作文謀篇方面。《作文描寫新辭典》、《現代作家寫作範

例》兩書是摘毆， ((書釵指南》是摘旬，而《分類成語手冊》是摘語。各書相近而又互

有側重。可見現代三書與宋代《書釵指南》都有相通之處，或者可以說是不謀而合，或

者可以說是有所承傳。

通過上面分析，可以看見， ((書釵指南》是中國鋒辭學史上的一本巨著， 體大恩

精，引例豐富，是古漢語修辭工具書的代表作。像這樣的巨著一直不甚為人重視，被屏

棄於古漢語值辭學範圍之外，我們現在要恢復它在中國值辭學史上的地位。我們認為，

像這樣的著作還是不少的，我們必賓共同努力發掘，使古漢語位辭學研究的領域不斷擴

大，使古漢語值辭學研究工作不斷向前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