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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引之《经传释词·序》云：“自汉以来，说经者

宗尚雅训，凡实义所在，既明著之矣，而语词之例，

则略而不究，或即以实义释之，遂使其文 干扌 格，而意

亦不明。”杨树达《词诠·序例》亦云：“凡读书者有二

事焉：一曰明训诂，二曰通文法。训诂治其实，文法

求其虚。”可见，要读懂古书，不但要熟悉实词的意

义，还要掌握虚词的用法。阅读医古文也不例外，应

十分注重虚词的作用。

7 医古文虚词的重要性

医古文虚词在数量上虽比实词少得多，但使用

率高，语法功能强，有的句义，只能借助虚词才能表

达出来，所以不可等闲视之。例如：

/）客有见余此方曰：“嘻，博哉！学乃至于此邪！”

余答之曰：“吾所好者，寿也，岂进于学哉！”（王焘《外

台秘要·序》）

“岂进于学哉”一句有 % 个词，虚词占了 # 个，

而难点正在虚词上。许多注本认为，“岂”是表示

揣 度 语 气 的 副 词 ，“于 ” 是 表 示 比 较 的 介 词 ，“哉 ”

是表示揣度语气的助词，因而将此句译作“或许比

学 问 更 进 一 步 吧 ”。诚 然 ，“ 岂 ”作 为 语 气 副 词 ，既

可 表 示 反 问 的 语 气 ， 也 可 表 示 揣 度 的 语 气 ；“哉 ”

作 为 语 气 助 词 ，多 表 示 感 叹 、反 问 和 疑 问 的 语 气 ，

偶 尔 也 表 示 揣 度 的 语 气 。但 当“岂 ”和“哉 ”搭 配 的

时 候 ，则 表 示 反 问 的 语 气 。再 者 ，“ 进 ”是 动 词 ，介

词“于 ”便 不 表 示“ 比 较 ”的 意 义 。所 以“ 岂 进 于 学

哉 ”当 是 反 问 句 ，意 为“哪 里 进 到 学 问 的 境 地 呢 ？”

“于 ”，介 词 ，到 。从 礼 节 上 说 ，客 人 看 到《 外 台 秘

要 》，赞 叹 其 学 问 渊 博 ，作 者 表 示 自 己 只 是 爱 好 养

生长寿而已，算不上什么学问，这种谦虚的态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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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常情；如果回答 “或许比学问更进一步吧”，

恐有狂妄之嫌。可见，这几个虚词对表达句意起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后合二为一，命曰《类经》。类之者，以《灵

枢》启《素问》之 微 ，《素 问 》发《灵 枢 》之 秘 ，相 为 表

里，通其义也。（张景岳《类经·序》）

一般注本都将“类之者”解作“类的意思”、“类

的 含 义 ”。表 面 看 来 ，用 判 断 句 式 解 释《类 经 》的 名

称 ，似 乎 顺 理 成 章 。但 仔 细 分 析 ，倘 要 解 释“类 ”的

意思，似是上文所说的“尽易旧制，颠倒一番，从类

分门”，并宜写作“类者”，不当在中间加“之”字。笔

者以 为 ，“类 ”活 用 作 动 词 ，“分 类 ”的 意 思 ，如 同 上

文 的“无 须 类 ”、“不 容 不 类 ”；“之 ”是 代 词 ，代《 灵

枢 》、《素 问 》两 经 。本 句 是 用 判 断 句 的 形 式 来 解 释

原 因 ，判 断 句 常 有 这 种 用 法 。句 子 的 大 意 是 ：把 两

经分 类 ，是 要 用《灵 枢 》揭 示《素 问 》的 隐 微 ，用《素

问 》阐 发《灵 枢 》的 奥 秘 ，互 相 作 为 表 里 ，从 而 贯 通

它们的意义。代词“之”的语法作用举足轻重，不可

忽视。

7 认真辨析医古文虚词

古代汉语中一词多义的现象比比皆是，不但实

词如此，虚词也是如此。医古文中的虚词绝大多数

也是“身兼数职”的，所以，认真辨析虚词的作用，是

学习医古文的一个重要环节。

789 辨明实词还是虚词

有些词的兼类跨度很大，既可当实词，也可当

虚词，两者差异极大，必须细加分辨。例如：

/）其 次 狐 疑 ，虽 少 庶 几 ，莫 知 所 由 。（嵇 康《养

生论》）

“庶几”绝大多数是作为副词，表示测度或祈使

的 语 气 ，但 在“虽 少 庶 几 ”一 句 中 ，“少 ”是 副 词“稍

稍”，那么“庶几”便是谓语，并不是语气副词，教科

书注为“庶慕养生的精妙”，无疑是正确的。对于“莫

知所由”，有不少注本译作“不知道它的道理”，这是

把“由”解作名词“原由”、“原理”。但“所”字是不与

名词结合的，它只与动词或介词结合。句中“所由”

单独充当“莫知”的宾语，则“由”亦不宜作介词，似

为动词“遵循”，“莫知所由”意为“不知道所遵循的

方法”，即不知道养生的方法。

!）即是推之，秋月之所以忌数脉者，以其新秋

为燥所胜，故忌之也。（喻昌《秋燥论》）

其 中 的“以 其 新 秋 为 燥 所 胜 ”，有 的 参 考 书 译

作“ 因 为 病 人 刚 入 秋 季 被 燥 邪 伤 害 ”。然 而 ，原 文

一 再 阐 明“ 秋 不 遽 燥 也 ”，“ 大 热 之 后 ，继 以 凉 生 ，

凉 生 而 热 解 ，渐 至 大 凉 ，而 燥 令 乃 行 焉 ”，可 知 新

秋 是 不 会“被 燥 邪 伤 害 ”的 。由 于“新 秋 为 燥 所 胜 ”

是 认 识 上 的 误 区 ，“忌 数 脉 ” 是 本 不 必 有 的 忌 讳 ，

因 而“以 ”是 动 词“ 以 为 ”，不 是 连 词“ 因 为 ”。一 个

实词或虚词的误判，导致对重要医理的误解，实在

不可苟且从事。

787 辨明虚词的词性

同一个虚词，常有不同的词性，而不同词性的

虚词，其意义和语法功能就各不相同，亦须细加分

辨。例如：

/）及乎近代诸家，尤不过顺文敷演，而难者仍

未能明，精处仍不能发，其何裨之与有？（张景岳《类

经·序》）

各家注本都将末句译作 “那有什么帮助呢？”

认 为“与 ”通“欤 ”，是 语 气 助 词 。诚 然 ，这 是 宾 语 前

置 的 句 式 ，然 而 ，前 置 的 是 宾 语 ，不 能 把 语 气 助 词

也提到动词“有”的前面；退一步说，即使语气助词

一并提前，也应紧跟在宾语“何裨”之后，而不可以

移放在前置标志助词“之”的后面。从实例来看，这

种宾语前置的反问句多数不带语气助词，少数带

上的，也仍然放在句末，如“彼何荣势之云哉？”（张

仲景《伤寒论·序》）“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

哉？”（朱丹溪《不治已病治未病论》）“与”是什么词

呢？且把前置的宾语复原“其与有何裨？”原来它是

介 词（ 这 里 作“ 对 于 ”讲 ），其 后 省 略 了 代 词“ 之 ”

（《素问》的读者）。整句的意思是：那对于读者有什

么帮助呢？

!）又问之曰：一瓢先生其理学乎？虽子之戚，有

异词也。（袁枚《与薛寿鱼书》）

这几句，五版教材译为“又问他们说：一瓢先生

大概是理学家吧？即使您的亲属也有不同的看法。”

六版《指导用书》译为“一瓢先生他是理学家吗？即

使您的亲属也有不同的意见。”前者认为“其”是表

示测度的语气副词，“异词”表示亲属对“一瓢先生

是理学家”的说法持否定意见；而后者认为“其”是

人称代词，“异词”表示亲属对“一瓢先生是否理学

家”的疑问有两种不同意见。显然，前者比较符合作

者的原意。

78: 辨明虚词的具体用法

仅仅认定虚词的词性还是不够的，因为一样的

词 性 ，还 有 多 种 用 法 ，仍 须 细 加 分 辨 。上 文 提 到 的

“岂进于学哉”中的 # 个虚词的用法，便能说明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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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又如：

虽然，今之官政苛虐，敲扑椎击，惟日不足，我

民病此久矣。我瞻四方，何林林乎！州邑之间，其有

贤牧宰能施刀圭之剂以振起之者乎？设有是，余虽

不敏，犹能研墨濡毫大书而不一书。（宋濂《赠贾思

诚序》）

其中的“州邑之间，其有贤牧宰能施刀圭之剂

以 振 起 之 者 乎 ”，有 的 参 考 书 译 作“ 州 县 之 中 ，难

道有贤明官吏能施行灵丹妙药而使我广大民众振

兴 起 来 的 吗 ？”他 们 认 为 ，“ 其 ”是 语 气 副 词 ，表 示

反 问 的 语 气 。 笔 者 反 复 诵 读 这 一 段 文 章 ， 觉 得

“其 ” 在 这 里 并 非 表 示 反 问 的 语 气 ， 而 是 表 示 测

度 、委 婉 的 语 气 ，作 者 仍 然 对“ 贤 牧 宰 ”的 出 现 抱

有 希 望 ，所 以 下 文 有“设 有 是 ”之 说 。原 句 大 意 是 ：

州县之中，是不是有贤明的官吏能施行一些得力

措施来救济百姓呢？

上 面 诸 例 说 明 ， 要 确 切 地 辨 析 医 古 文 中 虚

词 的 用 法 ，除 了 运 用 古 汉 语 知 识 外 ，有 时 还 要 分

析 言 语 环 境 、医 理 人 情 等 ，可 以 说 是 一 项 综 合 性

工 程 。

7 灵活理解医古文虚词

阅读医古文难免遇到歧义，这时应尽力寻求

惟一正确的说法。实词尤其如此。然而虚词有些不

同 ，除 代 词 外 ，不 充 当 句 子 的 基 本 成 分 ，正 是 由 于

这 种“虚 而 不 实 ”的 特 点 ，对 医 古 文 虚 词 的 理 解 有

时可以灵活一些，不必太死板。例如：

/）其次自力服药，半年一年，劳而未验，志以厌

衰，中路复废。（嵇康《养生论》）

一种说法：以，通“已”，副词，已经。“志以厌衰”

意为“养生的意志已经厌倦衰退”。另一种说法：以，

介词，因为，下省代词“之”。“志以厌衰”意为“养生

的意志因此厌倦衰退”。两种说法均可。

!）其 虻 虫 、水 蛭 之 属 ，市 有 先 死 者 ，则 市 而 用

之，不在此例。（孙思邈《大医精诚》）

一种说法：其，连词，如果。句子大意是：“如果

虻 虫 、水 蛭 之 类 ，市 场 上 有 原 先 已 死 的 ，就 买 来 使

用，不属这条禁例。”另一种说法：其，代词，那些。句

子大意是：“那些虻虫、水蛭之类，市场上有原先已

死的⋯⋯”两种说法均可。

由 此 可 见 ， 医 古 文 虚 词 有 时 可 有 不 同 的 理

解 。当 然 ，这 种 现 象 是 少 数 的 ，不 要 误 以 为 对 虚 词

可 以 随 心 所 欲 地 解 说 。灵 活 理 解 ，应 具 备 两 个 必

要 条 件 ，一 是 该 虚 词 有 此 义 项 ，也 就 是 古 代 有 这

种 用 法 ；一 是 说 得 通 ，也 就 是 这 种 用 法 符 合 这 个

言语环境。

在医古文虚词的运用方面，还应提及另一种现

象，那就是在长期流传当中，某些版本难免产生文

字错漏的问题，也不排除某些作者在撰写中产生笔

误，因而在医古文中偶尔存在虚词运用不当的地

方。例如：

/）斯时也，使主者不有定见，能无不被其惑而

致误事者，鲜矣！（张景岳《病家两要说》）

其 中 ，副 词“ 不 ”修 饰“ 被 其 惑 而 致 误 事 ”，而

“无”是衍字，用上去使句意相反。可是，一般注本为

贤者讳，不说是衍字，反而为之找说法，如“能无”意

为“能 否 ”，意 为“宁 无 ”等 ，终 究 解 说 不 通 。为 贤 者

讳，固然无可厚非，可不能误了后来的读者。其实，

这种笔误是有先例的，如明初文学家高启的《赠医

师何子才序》，末段云：“余以子贞家素贫，固非常有

德于子才，而子才亦非有冀于子贞者，乃活其阖门

于濒死，岂非以济人之急为心，而世无不多得者

乎？”末句的“无”亦为衍字。

!）置研了白矾于瓶内，用五方草、紫背天葵二

味自然汁各一镒，旋旋添白矾于中，下火逼令药汁

干，用盖子并瓶口，更以泥泥上下，用火一百斤煅，

从巳至未，去火，取白矾瓶出，放冷，敲破，取白矾。

（雷 攴学《炮炙论》）

这是用加药火煅的办法来炮制白矾。从上下文

来看，作者的原意是把五方草和紫背天葵的自然汁

慢慢加入盛放在瓶子内的白矾当中，而不是将研细

的白矾加进两种草药的自然汁里。据此，“旋旋添白

矾于中”似应改为“旋旋添于白矾中”，介词“于”的

位置宜略作调整。新世纪版《医古文》教材对此作了

说明。

诸如此类，阅读时也要灵活理解，不必过分迷

信；而注家最好能指明瑕疵，为作者和读者做一件

好事。

综上所述，医古文虚词必须引起足够重视，一

方面要认真辨析，弄清它的意义和作用，另一方面

又要灵活理解，不可死板和迷信。

（收稿日期：!$$"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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