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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探朱熹《楚辭集注》中的

賦比興詮釋體系
 ?

張萬民

提　 　 要

王逸用“興”解釋《楚辭》，朱熹則系統地用“賦、比、興”解釋《楚辭》。後世

的《楚辭》研究，深受王逸的影響，多注重研究《楚辭》的比興象徵體系。朱熹

《楚辭集注》賦比興論的系統性，未得到足夠的重視。朱熹試圖建立一個詮解

意脈的賦比興體系，其詮釋原則是一個完整章節之內的不同語脈形式，而不僅

僅是三種具體的修辭手法。朱熹論“脈絡次第”、“綱領”、“文詞指意”，論章節

之內的“上下相承，首尾相應之大指”，都是在論述賦比興體系的根本原則。朱

熹仿照《詩經》按章標示“賦、比、興”的方法，來處理《楚辭》，然而因爲《詩經》、

《楚辭》體制的不同，也爲《楚辭集注》帶來了難以避免的缺陷。

關鍵詞：《楚辭》　 朱熹　 王逸　 比興　 語脈

一、 前　 　 言

!"#$《%&》'()*“+”，,-(《./》。0!"*“1《%》2+，

?　 34*56789:56;<=*;<（>?@：ＣｉｔｙＵ １１６０２２１５）。



ABCD”，8EF*“1《%》G《H》，IJK+”LMN，OPQR。STU

VWXM：“YZ[\]^_`ab，cdeSf，gXh‘ABCD’，Xh‘I

JK+’*ijklmnop*。”?Yq“ABCD”*ij，rs-(《./》

*t3uN，v,*56wuxlyYqijz{s|}~�-M。��，�

~��*��)，!"*����，c�8�u��*�S。

���`��$《%&》*��,-(《./》，�M：“《�%》u�h��

�，����%��，m��w”， ¡M：“¢《%》w£¤¥�，j¦§¨w，©

ª�«，¬�d®¯。d°《%》c，.±�²，³´lµ�。”?�´《.

/》¶·``K¸“¹、º、»”，¼¬½¾��，̧ ¿wdx；gl，�´“À、K、

+”s%ÁÂÃ3*“Ä/ÅÆ”ÇÈ，É´�ÊË《./》*ÌÍÆÎ，�《.

/》ÏÐ´Ñ4ÏÒÓÐÔÕAÖ�u×P。n´M，��Ø`ÙÚÛÜ$

“À、K、+”,-(《./》。�，ÝÞ��《./ßà》áÀK+�â*Qã

56，Édxä。

Ïw`åæs，��“À、K、+”�M*Æ�，¬çè：é`lÝ“K”¿

“+”êëìí*¤Ë，É“î�!"Xh‘2+’é{ïl《%》)*‘K’”；é

ðl“��0%ñ3ò4Æ�ó，�-é‘K’*$N”，ô�ë!"-(K+Æ

õöK¸÷�、øù4Æ*úû。?

��ÝÞ!"K¸÷�、øù4Æ*×ü，f{¬ýþ*Æ�。ÿ!"î

�：“���X´ô�!"，S�Þ�dl#$Üæ%&`ñ'(&`q²)

l`qK+，l0`*+4,**�Ô,æ-é)*K+Æ�。”?./0j

æs，��0“1Ì2�”¿“̧ 23Ð”çq4�ÒÓ!"*K+M，é)“1

Ì2�”l“y《./》K+Æõ0*�Ôøù5,，d643**�7，8Æ9

M，”“̧ 23Ð”j“lyK+D�Ð{�，:Æ;d<”。=�，��*K+

２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七期）

?

?
?
?

UVW：《â>i4Ï*K+¶¹》，?《UVW4@》，AB、CDE@（FG：FGuÏ�
HI，２０１０ J），K １１９。
��：《./ßà》（ÔL：ÔL�M�HI，１９７９ J），K ２。
NOP：《��〈./ßà〉56》（ÔL：ÔL�M�HI，２０１５ J），K ３２６—３２８。
ÿ!"：《��4Ï56》（QG：QGuÏ�HI，２０００ J），K ２８５—２８６。



ÒÓ，“àÆ8>/)*À、K、+RN*STUVWX”，“Y《./》56Z[

8`q\*[�，]Q^ÜY_《./》K+Æõ*õ`Æ�。”?

�，Ïw]a�`�b6��“À、K、+”Mcv*�â�Ú。Tÿ!"Y

def：“YMPë《./》*K+RN�《%&》*ÃgÔh¬ë\*ói，��

ÝK+RN*æ-c8�¬ë\*ói。”?e(¬Ïwj8ë��&Ìà-

“À、K、+”**�7，k=Ýé�â�Úk¬lÊæ-，×æs��á!"m

¬no*pq：“8ë���&Ìà-�r，hMPë《sH》4t，u《sH》x

vw�/，héxyNlÀ，*�jlK。ä-á!"z{¬nq。”?

=�，��$“À、K、+”-(《./》，écv*�â�Úá�âÆ�，|

}�`�*56。

二、 從比興到象徵

~�P��“À、K、+”M*�â�Ú，�£��¤Ë��á!"*��；

~��¤Ë��á!"*��，�£��!"*âyÑéÝv�*OP。

!"《sH�》�：“《sH》�4，1《%》2+，ABCD。���9�，

´���；����，́ K��；���±，́ �Þ�；����，́ C��；�

 ¡¢，́ £�¤；¥¹¦§，́ so±。”?�+eâ，�`%��Ô¨©ë

《./》**�õ`。? �，ªÞ8ñà-*�«，!"k�~�*-()

¬¬y《./》*=®CD。瑏瑠 T“̄ °±´²/³”́ ´*`u+)，“�

３重探朱熹《楚辭集注》中的賦比興詮釋體系　

?

?
?
?

?

瑏瑠

./0：《µ¶�·———〈sH〉9�D*'(ÑéX¸9*K+ÒÓ》，?《�¹rO：
�º./Ïâß》（»F：¼½¾=，２０１０ J），K ２９４、２９６。
ÿ!"：《��4Ï56》，K ２８６。
¿ÀÁ：《/ÀâÂ》（»F：4Ã�HI，２０００ J），K １８。
¿+Ä：《./Åà》，Æ�4、ÇÈÉ、NT¡、Ç�èÊ（FG：)Ë¾=，２００６ J），K
２—３。
./0M：“Ì¾Í‘B’，=，rs`}õ`。”ä./0：《µ¶�·———〈sH〉9�D
*'(ÑéX¸9*K+ÒÓ》，?《�¹rO：�º./Ïâß》，K ２７２。
¬Ïwî�，“KDlõ`*Ãg”，glKD“l2é`çèzÎ��，É]¬*�*þ
µ”，õ`jþµ“õ`�aõ`�`q]Ï**ÐÑÒõ”。ä�Ó：《>Hõ`�Ú5
6》，?《>HÐÑ\5》（ÔÕ：ÖF±×�HI，１９９０ J），K ９９。



Ø”-s“�´D�。Ø，ÙÚc，4TÛØ，.!�ÜÝc”，“Þß”-s“à

�áP，́ D�ìÆc”，“âã”-s“¹s@ä，́ D�Å”，“åæ”-s

“åsçè，́ +Þ�”。瑏瑡 ¬é*l，���YZÜÇ，êêk¬îPë�D

ë�。瑏瑢

ìÔ«nä，!"íö$“́ D”、“́ +”，�XM*“+”，é{ïl

“K”，ïlCD。îT《sH》“¡ïsð£ñ³”ñà�：“¡，ò�c。ï，

ó¢c。´D½ô�õ。”《ö÷》“¡�¢ø，ù´R³”ñà�：“¡、¢，ò

�c。¬ú�j,，mÈjû，́ +��ü�ýþc。”瑏瑣ÿvç�Õl�-

(¡�¢ø，̀ $“́ D”、̀ $“́ +”，nä!"XM*“+”)“K”c。瑏瑤 v

�àw，x0KD*Æ�â“+”，¼“+”、“D”É$，TNáÜ-《sH》“!÷

sá"#³，$%&´s'”ñ�：“!w，()�ò，́ DÈ�；'w，8ò2

$，́ +*a。”瑏瑥

!"T��-“1%2+”，Y¿《%&》�+、,-l`.*，�,cm/

４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七期）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Ä：《./Åà》，K ２６、２８。YlÕº01*《./》2-ÇÈ，T《3Ì·ö÷》“4
5[´6ù³，́ 78´x9，:;<ém=³，¦>>é?@”Añ，!"ABà：“¼
�：ù´D�，4´D�，:;´+CD，¦´õ�±。45[´6ùw，h�6�Pc。
´78´x9w，E´FGHWIc。:;<ém=w，CD�JK½�c。¦>>?
@w，�±É�LMNc。”（K １３０—１３１）
��：《./ßà》，K １５—１６。���《OP》)M：“Þß、âã、¡¢、åæ、¥¹、¦§，
gQR�s�ST)U，́ äéVWXY�Z[，\m���Êc。Bà]s�M，́ à
sìÆ��，¹s@ä�õ，¡¢sPô�õ，åæ^´_`§¼��，:sçè，am
��。”（K １８０）��æsYbÌl“KÀ”，“K”lî*Ì¬,cÆ�（Rd）¿efÆ
�（µ��）çýgt，“À”îÝÞRd3òXä*hx，Þß、âãLÕlRdXä，Ä
Þ“À”。
¿+Ä：《./Åà》，K ２８、１３１。
ijkæs，!"Xl*«¤“'l`�K`�，D�áD1``Ým，nsPf”，=�
“!"Xh*‘2+’、‘ABCD’{s‘�7oB’*‘K’，p‘¶qÛB’*‘+’。=
s`j�ry《sH》0‘{s¶q’)ts�,，Y43uvsgQÒÈfw。ðj�Y
43X&x**�¶qy-s|qz{，�±、9�、��、��L，�v``î%Ì|X
KD*Ýõ。”äijk：《â%Á4�)*‘wD’}~———´〈4�� ·K+〉s�â
Öè》，?《%K+Úâ》（»F：�&�H��，２０１７ J），K １８９。
NáÜ：《sH&à》（《A��¾s?Â¾》ß®Ø ２ �，»Q：��4�����，１９９７
J），K ２４５。



+�，ÉC$“�”、“D”L,�,-(《%&》*2+。瑏瑦 n´M，�+、,-�

�ëK+�~，h�8!"*《./》'({�*��，Þl“K+”��rs`

q��U²，Òrë)V%ÁÒÓ+Û*“K+�w”�È。��ì�î�：

“v�xÛu‘K+’，‘+’��ïl‘CD’¼‘K�’*‘K’。”瑏瑧ijkcæ

s，Y“K+�w”�È，d�Ê“K”á“+”，éæ%*“K+�”l�¨*�

�K。瑏瑨

á!"dí，���Ê“K”á“+”，�¨©“À、K、+”*STJ$WX。

gl，vºÏwux��Þ“K+�w”�È，�$K+Ûu。���《��》

“ ¡³&¢，£¤³¥;”̀ Í´/“KhK”，瑏瑩¦§Ò¨��öM：“ðñ

Q©ªl¡«¢£¤�，d¬®，�¯�°±c，��{±，éöpK+

c。”¦§Ï�d�2��“KhK”*MN，h yévs“K+”²´

¨³。瑐瑠

ìÞ!"´Ñ《%&》K+-(�È*OP，“K+”Ûu，¶s《./》*

´þÐÑRN，rë��Ïw*µ¶·-。“À、K、+”h(�Êsç¸�~：

“K+”¿“À”，P±¹4ºï$Yç¸�~,ÊË�®《./》¶·，�M：

５重探朱熹《楚辭集注》中的賦比興詮釋體系　

瑏瑦

瑏瑧

瑏瑨

瑏瑩
瑐瑠

n»ä¼µ�：《%&+�*3Ðói》，?《%&56î½》（»F：¾u¿¾��，１９９１
J），K １７３—３３１。�+/“+”，ÀëCD，�¬5Á��。WÞ�,-(、!"《./Ì
ñ》áÕº4�cÂ*WX，n»äÇ¤Ã：《!"〈./Ìñ〉ón》（ÔL：ÔL�M�
HI，２０１１ J），Ø�Ì“!"《./Ìñ》K+Món”；NuP：《Õ./ÏÐ（ÄÅ3）》
（FG：)VI2ÆÏ�HI、ËÇ�HI，２００４ J），K ３３４—３４４。
��ì：《%QÈ¤》，Éã《��ì�Ê4Ïâ4ß》（ÔL：ÔL�M�HI，１９８１ J），
K ２７０。
ijk：《NËe%-(ÇNâ———)V�Ê'(Ï«M》（»F：¼½¾=，２００５ J），
K １４２—１４３。ÌÍÎ³î�：“�、,�+àÏ�Õ¬JÐ�Ñ�M，Ò²�´>i�《s
H》，é‘�±’‘9�’�Æõ，hÿd¬£D�fÆ，Þl‘K+D£’Ócrs+Û%Ó
)`>ýþ*ÒÓÑg，Ô�Õ%áM%�Ö，cÒrë`}×ØÙµQÚ�£Æ*
+Û。”äÌÍÎ：《)V�Ê%Á)Òõá¶Æ�WX«M》，?《ÛÜâ%ÂÝ》（Þß
�：àFÐá�HI，１９９７ J），K ２８。
��：《./ßà》，K ３４。
¦§：《./ß-》，â¿ãèÊ（FG：FG�M�HI，１９９４ J），K １１７。¦§¬öà
Æ8“K�”、“+�”�Ê，�M“�dí³äå”çñl“h´°æçèQ�，pK�c”，
hM“Þé³êê”çñl“B´s+�，pc”（K １１７—１１８）。



二十五篇，悲同而體殊。《騷》從《詩》變，六義畢具者其體也。……論

賦、比、興，則首《騷》爲最全。其抒情寫事固纚纚皆賦，援芳、援玉、援

女，胥比興也。《遠遊》純乎其爲賦，無比興可指，然借遊仙以寓厭世，字

句非比興而意則全歸比興矣。純乎其爲賦者，惟《天問》。《九歌》亦屬

純賦，而借事神之我庇，嘆君之我踈，又謂純乎比興可也。《九章》則賦、

比、興雜於各篇之中：《惜誦》純賦矣，懲美釋階，比興繫之；《思美人》之

言鳥言草木，比興居多、賦居少；《抽思》之賦居多，有鳥來集則其比興之

一及也；《涉江》之多賦，與《抽思》等，結亦一及鳥木，爲比興焉；《悲回

風》開篇搖蕙，即繼以鳥獸、魚龍、芳草，層疊於比興之間，中末則純用

賦；《哀郢》之純賦，獨於結句引鳥狐二語爲專興；《惜往日》之純賦在篇

首，芳草早殀、西施嫫母、騏驥舟楫，比興之錯岀在中末；《懷沙》前半之

比興最多，後半乃用賦；《橘頌》詠物似與諸篇相反，純賦而非比興，若借

物寓意又純爲比興，此其各篇之同者也。瑐瑡

¹4ºPë78��´��M《./》*OP，gl�h 7ë“K+�w”�

È，À`�M“F+”Ú，éÌÕl“K+”Ûu。ìºÏwc�$BÎ*íy，

UVWM：“>i*/Àpdx�%$‘K+’N,Õ*ë，éî�ï¬$‘À’

�ðÆ*、Sc*,M*ë。”瑐瑢

Y}Ûu*“K+”，(vsõ`*í�²。ñòóM，《sH》“Ã3Ôl

�$¡‘K’*íìRN*”， ¡hM：“《./》*‘K+��’duíì�ô

Zq���*KDÔ，��l�ÞÌß�ëÇx��¿�$ëÇxR[�

��%±Òõ;õ*<ö��)wrë`qÏ**õ`*�Ú。《./》*‘K

+��’díÞ`å*×Á，é÷øS�Þ�。”瑐瑣ùúûc´õ`,�ü《.

/》*°ý：“þõ`ÿ�r�，Ö�./。¨)Çx�±9�，þÄº!*"

６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七期）

瑐瑡

瑐瑢
瑐瑣

¹4º：《#�》，《./#h·�â》（《$�A��¾》Ø １３０１ �，ÔL：ÔL�M�H
I，１９９９ J），K ６７１—６７２。
UVW：《â>i4Ï*K+¶¹》，?《UVW4@》，K １２１。
ñòó：《./@·ÿQ》（FG：±×4Ï�HI，１９９８ J），K ３２、３３。



@，�Æ;�¬Xî。”瑐瑤�v，K+õ`M��º%&þ*K+M，rs《.

/》56*01�~。

d�，¬Ïw'¿¤ËK+áõ`lçqdí*�~，�Óæs《./》(

)Âu*ÐÑRNlõ`，�Yd�Êõ`¿K+：“õ`lÔ**�~，K+

l´**�~；õ`lK+*+Ë，K+j,-ëõ`。”瑐瑥e(¬ÏwZ

�，së¬^K+“YZÑgÔ*./”，n´“0h�$ìºC$*‘eD’

`/,%º”，�`�M，“ìÞ《>À》)×1:$`Z‘eD’，2rë‘õ`’

*¶$”。瑐瑦

3Þ405}7¿6õ7，,�Ê《%&》*K+á《./》*K+õ`。

�æs，“《%&》)ÝK+RN*�$，l7Ý5}Â�h8�6*`}BK，

Ék¬96¿:w”，>i¶·l“x$µQ、�76õ”。~�,M，“‘9�

�±’，�《%&》)Õl{î，;ï´�D<*ìõ”，zK�´，“>ir&d

ªÞ,²*3�，;u*óiëY}K+RN”，“�Y9�、��Õ±=

�ë”。瑐瑧

>?@j0A+7¿*�7，,�Ê《%&》*K+á《./》*K+õ`。

�M：“《%&》)*K+��ml`B%)*A+，l`}K]&`*KD¿

�6，>i¶·k¶ë;u*C�¿ói”，“Ì5DY�áE，¶áÂF�

¿GHÖ,，Yr&dlI&*´<�K��，¼J�´+，lY�*ôZ

°Ká±*;6L¶，́ Ñ±=¿�6f�Ö,，ê��6¿6õMNGHs

`�，µ¶Þ�，ä�¿±，wr`}õ`�，Éyé�`��OÖ,Òr`

qÏ**õ`�Ú0;uÜÄ¾ë%Á*ÐÑPQ。”瑐瑨Xh**�7，ïl

õ`�Ú。./0jT��Ê：“《%&》*�·�±xlRö#$*KD”，

７重探朱熹《楚辭集注》中的賦比興詮釋體系　

瑐瑤

瑐瑥
瑐瑦

瑐瑧
瑐瑨

ùSû：《)VT4UVXíì*¶L》，?《ùSû�ß》（FG：FG�HI，１９９９ J），
K ３９４３。
�Ó：《>Hõ`�Ú56》，?《>HÐÑ\5》，K １０２。
WX：《>i¶·)eD¿õ`*b�》，?《./'nß》（»F：»YÏ9¾=，１９９９
J），K ６。
3Þ4：《>iâÝ》（FG：±×4Ï�HI，１９９２ J），K ２２６、２２８—２３０。
>?@：《./þâ》（FG：FGuÏ�HI，２００３ J），K １２６。



《./》jl“Z¬µ¶Æ�、B[�°\”*“�·�±õ`”，=�《./》)

*9��±，“rì`å*KD、Ö+úûõ`，ÉÒrK+（ａｌｌｅｇｏｒｙ）áõ`

（ｓｙｍｂｏｌ）zf�*‘wDõ`�Ú’”。瑐瑩

´Ô}}OM，ux]�!"*“1《%》2+”M。��，Yc"�《.

/》3ò*ÐÑ°\。^_î�：“《sH》́ �D�，́ `�D��，Ba`b，

dzcd。”瑑瑠Qef½gh��È，ijë《sH》�·*õ`Æ�：“《sH》

´k�s�S，l�so±，m、no´´pAqhA}，�rÐs��^1�

¬�+c。t、u、v�Bq`}，A¡wx，��yz�+c。”瑑瑡f½gl{

?ë!"XM*“��9�，́ ���；����，́ K��”*ðóÝ�õ`

Æõ，“y�|�sÐ+*Êw�?，}wÖ��*Ú~”，)“2Ðß�+´Ê

��*Æ-，�¤P��*íö，�ý�ó《sH》#�·´õ`�¤o±、�

���*K+�w。”瑑瑢âw*àÆQ，Õ(Aû9��±á�¤o±*õ`W

X，Tì±���XM：“�·�)，¬�¤�，¬o±�，̀ `KéB�é

¶。”瑑瑣=�，v�âwµ¶æs，“‘9��±D’{l>isíì��*¶L

X^��,*`}K+、eDij。”瑑瑤

《./》*õ`��，3òl`q;¬��*56�?。�xÏwÝ《.

/》*õ`�Ú¶ë��*ÊË。UVWy《./》*K+õ`ÊsqB，瑑瑥�

��jyéZ�sAuB：)���9�õ`·=��，á����wr��

ÝK；́ l��¥����KDl��¥N�，wr]hÝK；́ A½��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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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瑩

瑑瑠
瑑瑡
瑑瑢

瑑瑣
瑑瑤

瑑瑥

./0：《µ¶�·———〈sH〉9�D*'(ÑéX¸9*K+ÒÓ》，?《�¹rO：
�º./Ïâß》，K ２９７ aà ３，K ２７３。
^_：《4Z�à./·râ》（FG：)Ë¾=，１９５８ J），wÔ，K １９０。
f½g：《sH�·�·�》，《Â¾ßr\E》3（FG：)Ë¾=，１９８５ J）。
./0：《 �·3Ð·ÐÑ：�º./Ï*}w》（»F：¼½¾=，２００８ J），
K １６４—１６５。
���：《sH�·Ð·x》（《$�A��¾》Ø １３０２ �），K ７５。
¡¢£：《〈3Á〉9�â———¶$á]0》，?《I¤¥¶áR[YÈ———./4�â》
（»F：¼½¾=，２００２ J），K ２７６—２７７。
UVW：《â>i4Ï*K+¶¹》，?《UVW4@》，K １１９—１２０。



DÙµáPS¦，á§0¨�ÒrS©ÝK；́ µ�KD��WX。瑑瑦 �Óæ

s>H´î õ`¿ÊªÈõ`s´，ÉÔ“$ÊªÈRN�2*õ`Òõ，

~¬Òu*«%7，=sÌaxÙ×1Ü¬±õ。Yu�lv�4±D®

{?>i`��±*õ`Òõ*ÐÑÔ*`qi=”。�Ó��K]>H¿

g¯*《R]》�vî�：“>H)*õ`Òõ´&q*q�°x，YZq�´

Bz��……|qq�Ék¬Pf*^�*Ým*õ`Æ�”，X´“>H)

*õ`Òõn´Ml´&q*Òõ�ìû{ìe�Æ�Ô*õ`。”瑑瑧Xh*

“ÊªÈõ`”¿“́ &q*Òõ�ìû{ìe�Æ�Ô*õ`”，ïl《./》

)×1�ì*÷s、noL|}Òõ。YZõ`�Ú*ij，é{l!"*

“��9�，́ ���，����，́ K��”*ói，md�ìºÏw±²¬^

ë!"à-)*��¿z³，y《./》*õ`�Úíy�ÒÚÛ、Ò´H。

�，áÔyT�µ¶*《./》K+õ\56zK]，��*ÀK+�â

`hk¬�8lÊ*æ-。56wuxmàÆ8��Ý“K”、“+”RN*�

Ê，Ý¦}RNGS�$*ÊË。��h�´“K”、“+”*x·,�Ê《%

&》、《./》：“�《%》�+xK、Àï，《̧ 》j+ïK、Àx，þ�¤�，

v²�n�，¹wdn´dºc。”瑑瑨ì�，56wuxæ%��XM*“À、

K、+”ml¦}~�*�/RN，瑑瑩=�8�Ì|k¬K+õ`»¼ýþ，�

ï¬±56��ÀK+�â3ò*�Ú7¿�âij。

９重探朱熹《楚辭集注》中的賦比興詮釋體系　

瑑瑦

瑑瑧
瑑瑨

瑑瑩

���：《>ÀK+*7KÑé¶$*|�———Jâ“º”á“H”*WX》，《FGuÏÏ
½》２００５ JØ １ ¾，K ３５。
�Ó：《>Hõ`�Ú56》，?《>HÐÑ\5》，K １１９、１３０—１３１。
��：《./ßà》，K ２—３。ìºÏwcx¬BÎ*}º，T¿À°：“《%&》��)*
À、K、+ln´Á./*，g《./》l´Ks´，Â�¬è+。”ä¿À°：《./�ÃÁ
Ä》（ÅP：¦Q±×�HI，１９９９ J），K １４５。���：“TÆT��®>À,j，+*¶
$r&þ°ÙþÜ*，uu�《3Á》*`Z¨Ì)s�¡BÎ《%&·V¹》)*+……
e�0>ÀK+*e²,j，H%*K+{ÖÔr&|�s´Ks´。Yl《%&》¿H
%K+7K*Ã3p�。”ä���：《>ÀK+*7KÑé¶$*|�———Jâ“º”á
“H”*WX》，《FGuÏÏ½》２００５ JØ １ ¾，K ３０。
n»äÇ¶4：《��%&Ï56》（FG：ÏÈ�HI，２００３ J），K １９４；fÉ：《��
〈%&〉Ï;6b]Ñ56》（FG：I2ÆÏ4)�HI，２０１４ J），K １９２。



��f{y“À、K、+”vs¦}ÂÃ3*“Ä/ÅÆ”ÇÈ，瑒瑠�Yd

aI&LíÞ`åXM*~�*�/RN。���´“À、K、+”s¦&、́

“¹、º、»”s¦Ê：

或問《詩》六義，注“三經、三緯”之説。曰：“三經”是賦、比、興，是做詩

底骨子，無詩不有，才無，則不成詩。蓋不是賦，便是比；不是比，便是興。

如風、雅、頌卻是裏面橫串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之“三緯”。瑒瑡

nä，��æs“À、K、+”l“ê%ËÌ¤”，l-(%Á*WÍ。TÆml¦

}~�*�/RN，Tëars“ê%ËÌ¤”？

三、 賦比興體系與“整章語脈”原則

\�ij，��á!"*《./》K+-(，¬¦èdí：é`，���Ê

“À、K、+”，�Z�：“ésÀ，jT《H&》BÌ�Îc；K，j9����Bc；

+，j£�+²，\d2�，T《3Á》Ï#Ð&´á;�¤]ÑQ�Äc。”瑒瑢

éð，���é�ÜÇ×1¾Í“+”ux“d2�”、瑒瑣“K”þ“dMÒ”，瑒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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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瑠

瑒瑡

瑒瑢
瑒瑣

瑒瑤

“Àjh²é�，Kj2�sK，+j£�+²，éX´Êw，h´éÄ/ÅÆ�dí�
�c。”ä��：《./ßà》，K ２。
ÓÔÈE：《�¤gB》（FG：)Ë¾=，１９８６ J），w ８０，K ２０７０。Y}MN，áÕÖ×*
¦�¦$M�Ædí，ÕÖ×æs“À、K、+l%�X$，¹、º、»l%�rÒ”。78ÕÖ
×*OP，v�Ïw��´“¹、º、»”s¦&、́ “À、K、+”s¦Ê，á��S�z×。
��：《./ßà》，K ２—３。
��â《%&》“+d2�”，T：“《%》�+，�mØÙ。ÚÄÎ：‘xlv��lÖ，�d
2�。’v±�¬��。”îT：“‘¬ÛÜÝ，¬Þßà。’《%+》Î：‘+c。’á：Î�L
«，â�m��。�：+¬ð�，¬`d�m��。”äÓÔÈE：《�¤gB》，w ８０，K
２０７０、２１２４。��《ãQ·oä》BÌà�“�åæ�çÞ�，dÑ�è，ää�，ää
�，�=Xä´Ö+。éÞ�mX2，°2‘�¾’、‘��’ç,�zm[。”ä��：
《%ß+》（ÔL：ÔL�M�HI，１９８０ J），K １２。
��â《%&》“KdMÒ”，T：“M�»��,l+，dM�»��lK。T‘Q¬é
·’，mlMê‘Õ¬U�’；‘ëëìí，�¤¶�’，mMê‘�±¬�，îï��’；《ð
ñ》³�，al+ò。KËmlóVK´,，dMÒ。”äÓÔÈE：《�¤gB》，w ８０，
K ２０６９。



!"j10Õº“+wD”*ij。瑒瑥 é¦，�~��õ*õ`Æ�Ô，ð±-

(ô¬dí，T《sH》)*“µ�”，!"-sµ�，��-sµ�。瑒瑦

�，��á!"*3K��，é{d�Þ“µ�”¼“9�”µÆ*��，

cduu�Þ“K”、“+”%�*dí，l�Þ：��'¿}�`q'-4Æ

*ÀK+�Ú，Yq�Ú*�âÃgl`qÏ*ÌÍ��*dígtÒÈ，

duul¦}~�*�/RN。

��*ÀK+â，é{l`q-(¶·Ætgt*�õ�Ú。þ�-Y

q�Ú，n´£0“K”ãR。=s��XM*“K”，Âý(ö-s`}~�*

�/RN。ÏwuxæsÀK+)*“K”ïlCD，n´ÊsPD、eD、#

D、÷D、ÝDL，=�8�“K”¿“À”̀ dëýä，k¬ø¼nùâ。í

ö，âw�´s“Ku�O=®，�`ñ¼çñ)Ö¶$”。瑒瑧

¬ÏwàÆ8��XM“K”*°ú7。CDZ�：“ï��ÝÀK+*'

(,j，ÂüY_*lK。”CDóì，��XM*“K”ÉdlûCXM*K

D，Ì“l[`ü*�¶N�，p`å*gQí×R+。”~�ÜM，“ÀK+

�KáKD�K（)%Ï�Ká�/Ï�K）”\¬ý�*ÜÇ，glÌ|*p

qÒýu：%Ï�K*“D�n´ý�Òu��*^��´7，e(a´[�

Us3�*s�KT±�、�{L,i5”，zK�´，�/Ï�K*“D�ê

１１重探朱熹《楚辭集注》中的賦比興詮釋體系　

瑒瑥

瑒瑦

瑒瑧

T《3Á·�°±》“Ï¬#³Ð¬&，;�¤³]ÑQ。þÿ³RÞ，}0M³!"”，�
��：“�Ì+c……Xh+w，��Ïj¬#¯，Ðj¬&¯，ëE�;�¤，^]Ñ
Q#？;��o，(ÞþÿÖÞ，jhgä0M�!"r。éÖ+�«，S�$±�
ÁXh‘4¬·³·¬%，�&�³�d'’。´#(¤，́ I(Q，h)ñ$*Nc。”
Yl0“d2�”、“ç,�zm”*4�,-(，ä��：《./ßà》，K ３６。!"�“Ï
¬+³,¬&”ñ´à�：“QÏM�)¬Zò�+，ÐM��¬-`�&，qÞå�，́
+�°±��³qÞå±c。”Yl0“2�”、“+wD”*4�,-(，ä¿+Ä：《./
Åà》，K ６５。.h!"*�È，6/rh $“K”,-(：“Ï#Ð&，́ K��Ñ0c。”
ä6/r：《.²3Á-》（《A��¾s?Â¾》ß®Ø ２�），K ２８４。
��!"Mw，n»ä152：《>i/56》（QG：÷3�M�HI，１９９２ J），K
１２８—１４２；����Mw，n»ä�45：《〈sH〉¦µ�-》，?《./âÝ》（ÔL：Ô
L¦�¾6，１９９３ J）。
�ò7：《〈%&〉*K+》，《4ÏÓâÂ8》Ø １ 9（FG：)VI2ÆÏ�HI，１９７８
J），K １０４。�ò7 ¡M：“YdjÖ,，+¿K*p�，dg:�ì.，ÔlK]P
ë*。”



CÕ¾;Üîû¼1¸Þ3�”。=�，CD*fâl：“ç}Kt3d�í`

q<cÔ，��cÏ�dí：¶s�/R+*K�üx2�[�Ýõ�*ö

=，¶s%Á�¶N�*Kjl3�Ýõ�*t3>0�`。”CDcàÆ8

��WÞ“À、K、+”s¦&*MN：“¦&l~¬µ¶Æ�*¶%N�，¦&

)�K?À、+@�¦，�/ÏÔ*Kt3mN2ºé*A。”n´j8，C

DÝÞ���“K”*-(，áê1*CDMdí，Â®yéLíÞõ`。��

�M《3Á》�s“K”�，=CDM：“>¤K�ÐÑ(《3Á》BËrëµ

£¼wõ`。”瑒瑨

CDÝÞ���“K”*ý\-(，�`%��Ô¨©ë��â“K”*°

�Æ�。gl，��â“K”，láéÀK+�ÚõdnÊ*，duulsë

ÊË¶·3�*Ýõ�á�，cduulsë¨©《./》)*õ`。ÝÞ�

�*ÀK+�Ú，CDÉ]¶�`�*56。

ÿ!"càÆ8��/“K”á!"Ñé�±*dí。�î�，!"“Y>

À)*K+RN�-rI&*KD，X´pl%)Z8*�·�C¼é��

�，�Õþ``D�KD*Ýõ,”。zK�´，��“.SëBàEñêà*

êN，F´Ìs&*,�1-Ë”。°�î�“��Xh*‘K’，Õlêî`

ÌQ，Yá!"X�-*ô`�²^�wr*KD¬�u*dí”。瑒瑩 ÿ!

"j8ë��´ÌÍsÃ3&*/©“K”*°úÆ�，nG�c]�`�û

b6��*ÀK+�Ú。

E|n´0“K”�ó，ýw��*ÀK+�Ú。��XM*“K”，dÏ�

l“dMÒ”)�¨CDL�/RN，���Ê“K”、“+”*þè，cÉplM

ÿwsKD、vwsóÁ。��âÀK+，d�ýÞ=®*�/R+，�l´

“*Ìgt”sij，yé¶s/©ÀK+*/H。Iw�&î�：“��Ø`

ÙyÀ、K、+Y¦q�~JA�íL<Ù、íL/H*ÃgÔ，�=.h&Ì

gt*ij，}�Ö`qÀK+*-(�Ú。��ÀK+�Ú*WÍ，d�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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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瑨
瑒瑩

CD：《>iÑé%Á56》（FG：FGuÏ�HI，２０１２ J），K ３０３、３０７、３３１。
ÿ!"：《��4Ï56》，K ２８２、２８３、２８４。



hx、dMÒ、+ÖL�~，�Þ�Ìgt*-¹。”=�，“��ÀK+�Ú

*3K，l��Þ`qÏ**gÆ&*（�《%&》)ïlÌ），jéÔ´4*g

tTëÛ$、TëK�：Xh‘K’，ïl‘íc—ef’çýgt*Ým�È；

Xh‘+’，ìmW��Aó´�，l‘óÁ—? ’çýgt*|L�È；(Þ

‘À’，jl0V(ahy´�*&`gt�È。”瑓瑠e�，�“À”*gt)，́

�h²�；�“K”*gt)，́ �eM�,c���´；�“+”*gt)，́

�ìÖ+��A�。“À”l&`gt，“K”、“+”ÕlNýgt。“K”、“+”ð

w*���Þ，ÿwleëOä*WX，vwlÿvAó*WX。

m¬0“*Ìgt”*ij,j��*ÀK+�Ú，Pn´÷S�-��

$“À、K、+”,-(《./》�3Ká°ý。

���《./OP》)Ò¨!"：“�."�Q，¬�¬Q。éQ���、K

��，���±w，��；�)《%》XhKc。©����，jÓl�±，R 

¡¢j³���B[，d���`�，Ò�Ì�c。¥¹¦§，³po±�K，

"Maö，éO�SMÞvÎ。”瑓瑡Y+[，=h öÑK+-(，C(âwAs

��á!"K+-(��*PT。gl，u7Y+[，E|mNj8��ÀK

+�Ú*{K。��Z8“éO�SMÞv”，0vc*OP)，Pn´�Ã�

��ÀK+�Ú*�âij。

��á!"Âu*dí，�Þ���=.h“*Ìgt”*ij,-(《.

/》，)�XM*ÌÍ��“Ô´z?，Bazm�uî”*ij。��0Yq

4�¨©ë�0á!"、¿+Ä*dí：

凡説《詩》者，固當句爲之釋，然亦但能見其句中之訓故字義而已，至於

一章之內，上下相承、首尾相應之大指，自當通全章而論之，乃得其意。

今王逸爲《騷》解，乃於上半句下，便入訓詁，而下半句下，又通上半句文

義而再釋之，則其重複而繁碎甚矣。《補注》既不能正，又因其誤。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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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瑠
瑓瑡

Pb×：《0��â“K”ý\UºéÀK+�Ú》，《1VÏ½》２０１４ J １ ¾，K ９３—９４。
��：《./OP》Ô，《./ßà》，K １７３。



删去，而放《詩傳》之例，一以全章爲斷，先釋字義，然後通解章內之

意云。瑓瑢

�《./OP》)，��×10Yq4�ÒÓ!"、¿+Ä。�¾Íþj

《./》*“gÆ�tWÙØ”，YSl��?)*K+-(*t3ij：

《湘君》一篇，情意曲折，最爲詳盡，而爲説者之謬爲尤多，以至全然不見

其語意之脈絡次第。至其卒章，猶以遺玦、捐袂爲求賢，而采杜若爲好賢

之無已，皆無復有文理也。瑓瑣

��hZ�“�é«X”�M，é$Æc�Þ¾ÍK+-(*êÌij：

“兩美必合”，此亦託於男女而言之。《注》直以君臣爲説，則得其意而失

其辭也。下章“孰求美而釋女”，亦然。至説“豈惟是其有女”，而曰“豈

唯楚有忠臣”，則失之遠矣。其以芳草爲賢君，則又有時而得之。大率

前人讀書，不先尋其綱領，故一出一入，得失不常，類多如此。瑓瑤

��$“�é4²îÆ�X�”,í×íd*ij，ÉT�ÒÓ!"、¿+

Ä“2D�M”�Þ“Yo”，)�ÞZ¡Þ,²�Í：

顧王書之所取捨，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

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嘆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

遽欲取喻立説、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

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壹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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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瑢
瑓瑣
瑓瑤

��：《./OP》Ô，《./ßà》，K １７４。
íÔ，K １８７。
íÔ，K １８２。



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瑓瑥

Xh“tWÙØ”、“«X”、“4²îÆ”，)lÌÍ��*“Ô´z?，Ba

zm�uî”。���《./ßà》)�$“Ô´4�”̀ ²,í×íd*ij：

“BMà[*vu°，>i´\z]，��^�。é�T�。hÎà[�°_

kM)，D�±�d�éXc。°h�à[，j°ÞM)，̀ éX¯，´sQ

éX，jd':�°Þë�'s�éX#？�ÞÔ´4�amX�，÷¸M

c。”���0“*Ìgt”*ij�ó，a1~�ÌÍ*“4b”，�a1éc

�，T《/á》“defg”̀ Í，��M：“BMhhisdeX�，hë´#

dù¥？°´ÆQ�[。Sé4b，á´4m zB，Îhh#defg�j

ké�，�©ÔÀ<�~，]�darl，më´no�¥？”瑓瑦

K]��á!"à-《./》*dí=È，)nä���Të.h“*Ì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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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Z�à./》。FG：)Ë¾=，１９５８ J。

./0：《 �·3Ð·ÐÑ：�º./Ï*}w》。»F：¼½¾=，２００８ J。

,ð：《>À�n》。»F：»YË|¾}，１９７６ J。

ÓÔÈE：《�¤gB》。FG：)Ë¾=，１９８６ J。

¡¿9：《%&Ï�â》。¼k：½L�HI，１９９８ J。

f_：《>iÀfsà》，《$�A��¾》Ø １３０２ �。ÔL：ÔL�M�HI，１９９９ J。

Ç¶4：《��%&Ï56》，FG：ÏÈ�HI，２００３ J。

3Þ4：《>iâÝ》。FG：±×4Ï�HI，１９９２ J。

ijk：《NËe%-(ÇNâ———)V�Ê'(Ï«M》。»F：¼½¾=，２００５ J。

6/r：《.²3Á-》，《A��¾s?Â¾》ß®Ø ２ �。»Q：��4�����，

１９９７ J。

dÂe：《sH-》，《�4¾=Â¾》3，áò¦J�4¾=^。

二、論文

�Ó：《'â>i%Á*õ`RNÑé°ý》，?ÖFÜI2ÆÏÿ4Ï56XE《>i56

âß》。ÔÕ：!÷4Ð�HI，１９８４ J。

�Ó：《>Hõ`�Ú56》，?《>HÐÑ\5》。ÔÕ：ÖFÜ±×�HI，１９９０ J。

�45：《〈sH〉¦µ�-》，?《./âÝ》。ÔL：ÔL¦�¾6，１９９３ J。

ÌÍÎ：《)V�Ê%Á)Òõá¶Æ�WX«M》，?《ÛÜâ%ÂÝ》。Þß�：àFÐá

�HI，１９９７ J。

Pb×：《0��â“K”ý\UºéÀK+�Ú》，《1VÏ½》２０１４ JØ １ ¾，K ８８—９９。

ùSû：《)VT4UVXíì*¶L》，?《ùSû�ß》。FG：FG�HI，１９９９ J。

WX：《>i¶·)eD¿õ`*b�》，?《./'nß》。»F：»YÏ9¾=，１９９９ J。

���：《>ÀK+*7KÑé¶$*|�———Jâ“º”á“H”*WX》，《FGuÏÏ½》

２００５ JØ １ ¾，K ２９—４０。

UVW：《â>i4Ï*K+¶¹》，?《UVW4@》。FG：FGuÏ�HI，２０１０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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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ò7：《〈%&〉*K+》，《4ÏÓâÂ8》Ø １ 9。FG：)VI2ÆÏ�HI，１９７８ J。

>?@：《./þâ》。FG：FGuÏ�HI，２００３ J。

¼µ�：《%&+�*3Ðói》，?《%&56î½》。»F：¾u¿¾��，１９９１ J。

./0：《µ¶�·———〈sH〉9�D*'(ÑéX¸9*K+ÒÓ》，?《�¹rO：�º

./Ïâß》。»F：¼½¾=，２０１０ J。

¡¢£：《〈3Á〉9�â———¶$á]0》，?《I¤¥¶áR[YÈ———./4�â》。»

F：¼½¾=，２００２ J。

ijk：《â%Á4�)*“wD”}~———´〈4�� ·K+〉s�âÖè》，?《%K+Ú

â》。»F：�&�H��，２０１７ J。

１３重探朱熹《楚辭集注》中的賦比興詮釋體系　



Ａ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ｂｉｘｉｎｇ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Ｚｈｕ Ｘｉｓ Ｃｈｕｃｉ ｊｉｚｈｕ

Ｚｈａｎｇ Ｗａｎｍｉ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ｉｔ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ｇ Ｙｉ （ｆｌ． １２０ｓ） ｗａ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ｒｉｔｉｃ ｔｏ ａｄｏｐ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ｘｉｎｇ

（“ｓｔｉｍｕｌｕｓ”）ｉｎ ｈｉ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ｕｃｉ，ｗｈｉｌｅ Ｚｈｕ Ｘｉ （１１３０ １２００）ｗａ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ｏ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ｐｐｌｙ ｔｈｅ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 ｓｃｈｅｍａ ｏｆ ｆｕｂｉｘｉｎｇ （“ｅｎｕ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ａｎｄ ｓｔｉｍｕｌｕｓ”）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ｕｃｉ．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ａｎｇ Ｙｉ，ｔｈｅ

Ｃｈｕｃｉ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ｌａｔ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ｉｘｉｎｇ

ａｌｌ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ｏｗｅｖｅｒ，Ｚｈｕ Ｘｉｓ ｆｕｂｉｘ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ｄｉｄ ｎｏｔ ｄｒａｗ ｅｎｏｕｇｈ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ｅｓｓａ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 ｏｆ Ｚｈｕ．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Ｚｈｕ ｔｒｅａｔｓ ｆｕｂｉｘｉｎｇ ｎｏｔ ｍｅｒｅｌｙ ａｓ ｔｈ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ｉｃｅｓ，ｂｕｔ，

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ｒｅａｄｓ ｏ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ｗｉｔｈｉｎ ｅｖｅｒｙ ｓｔａｎｚａ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ｅｍ．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ｈｉｓ ｅｘｅｇ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ｉｊｉｎｇ，Ｚｈｕ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ｕ，ｂｉ，ａｎｄ ｘｉｎｇ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ｕｃｉ． Ｕｎ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ｕｃｉ ｐｏｅｍｓ，Ｚｈｕ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ｂｉｘ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ａ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ｉｊｉｎｇ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ｙ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ｎ ｈｉｓ ｅｘｅｇｅｔｉｃ

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ｕｃｉ．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ｕｃｉ，Ｚｈｕ Ｘｉ，Ｗａｎｇ Ｙｉ，Ｂｉｘｉｎｇ （ａｎａ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ｉｍｕｌｕｓ），Ｙｕｍａｉ

（ｔｈｒｅａｄ ｏ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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