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蘇文擢先生禮學遺稿二題疏證

郭鵬飛　 許子濱

提　 　 要

蘇文擢先生國學深醇，其學融合義理、考據、辭章，於禮學尤爲深邃。現存

蘇公經學著作主要收録於《經詁拾存》。發表於《中國語文研究》的《經詁拾

存》，包括《爾雅》之部及《禮記》之部，各有十三條及十八條。蘇公治經之微言

精義，粲然可觀。筆者藏有蘇公經詁寫本複印本十餘條。此部分經詁，除《九

州變置》外，有《三禮》經詁十四條。此等經詁，採用傳統條目札記體式，無不針

對《三禮》文本的疑難處，廣綜舊帙，參酌群言，推尋研覈，斷以己意。其識見之

卓著、論證之謹嚴，並不遜色於乾嘉學人。加上用雅醇的古文寫成，短小精悍，

堪與清人説禮佳構相媲美。本文以《追享朝享申先鄭義》、《庫門天子皋門雉門

天子應門解》兩條爲例，整理蘇公這部分經詁，既校對寫本的文字、引文，亦爲

之疏通證明，將香港本地經學家放在經學傳承的脈絡中來考察，藉此窺探蘇公

的治禮路徑及其成就，彰顯他在經學發展上的地位。

關鍵詞：蘇文擢　 禮學　 追享　 朝享　 庫門　 皋門　 雉門　 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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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追享朝享申先鄭義》

^¤《ÈíhíÀã@a》�：

《周禮·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鄭司農云：“追享朝享，謂

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賈疏難之曰：“《大宗伯》祫禘在四時

之上，當如《酒正》大祭祀備五齊，何得在四時之下，故鄭不從也。”竊謂

疏以此難先鄭，殊未爲確。案：《大宗伯》連數六享，則須分次序而言。

蓋肆獻祼爲祫，饋食爲禘，祫禘大於四時，故先肆獻祼饋食，而後祠禴嘗

烝。猶上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

命飌師雨師。”疏云：“此祀天神之三禮，以尊卑先後爲次，此連數三禮，

亦分次序也。”以此證彼，正同一例。若下先言四時，而後言追享朝享

者，蓋此意在分别祼物，與《大宗伯》單言享不同。且凡四時之間祀，則

必須先舉四時，而文義乃明，意各不同，何容膠執。此賈疏之説，所以不

足以難先鄭也。今試細繹先鄭之義，以申明之。《禮記·大傳》云：“禮

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禘追祭先祖所自出，

實有追遠之意，故云追享。至若祫祭。宋楊復《儀禮圖》謂“祫烝則及功

臣。”清儒任翼聖亦主其説，謂：“親廟毁廟，皆合食大祖，功臣與焉。”（雙

行夾注：“見所著《天子肆祼饋食禮纂》。”）據此，是祫之爲祭，大合功臣，

一如朝覲，故云朝享。則追享爲禘，朝享爲祫，質之本字，其義自明。故

任氏謂：“追享，大禘也。以追所自出，故曰追享。朝享，大祫也，合於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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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若大朝然，故曰朝享。”此亦就本字以取義，最爲確當。其可申先鄭

之義者一也。禘祫之祭，《禮緯》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祫，鄭玄泥於其説，

以追享朝享，承四時間祀之下，遂不指爲禘祫，與先鄭説相難。然《禮

記·明堂位》曰：“魯君孟春祀帝於郊，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

廟。”郊祀每歲行之，今郊禘並舉，是禘亦每歲行之可知。《祭統》曰：“外

祭則郊社是也。内祭則大嘗禘是也。”嘗無三年五年之别，今嘗禘並舉，

是禘亦無三年五年之别可知。（雙行夾注：“説本夏氏心伯《學禮管釋》

而引申之。”）《欽定禮記義疏》引張横渠曰：“禘也，祫也，郊也，必歲有

之。”今證以《明堂位》及《祭統》之言，至可信據。明乎禘祫每歲皆有，在

於四時之間，故經云：“四時之間祀。”由是觀之，追享朝享，先鄭正據上

言四時之間祀，而知爲禘祫。其可申先鄭之義者又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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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黄彝，皆有舟；其朝獻用

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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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ò：《6L³》，, ４ Û，� ５４３。
`a：《uLP�》，�ãOò：《6L³^ò》，, ７ Û，� １０５９—１０６０。



Àj¿À6�：“O´$°7¹ß。/?°`，ð9Èß，È‘Èy’75。lm

É1Ò'"8�‘Èy’jt°，*¼O´$°)ß5。……ÄW，‘Èy’:

ì，;ß�!�¤，�!¬¤，�!�¤，�!³�¤（Ó¤），�C7O´$°

)¹ß。0è!fÙß，T�‘Èy’。”瑓瑢“Èy”)vÙ，�ÑÛ�$;Þ。Ò

')“Èy”&《�è》)“Èí”�7�!Ü>'Z¸¹。ÃçÐ?，í“Èí”

f�°9ö5，È¼�°¹ß，�ÄÎ7j>Þ“Èy”A3)Õß，7ëÿÕ

¶kÜ´ãå�º¹ý。

h«ß5h�，ÄÃ5Ú，p7îÃþ!“hí”_rù0¦>ªå)ß

è。@��7¤£9ß，ò@îÃ�G。�7ë,È3h�，¢$,±%jß，

\%�¤¸fèT，µß5ZZ&ö0�°)“hí”C3，�fÄÚ。ÅjÄ

ÃFE)7，“hí”*��ßu�)ß5/C，&“Èí”¤Ö。

三、 《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解》

^¤�：

《周禮·朝士》《注》：“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

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鄭玄謂：“《明堂位》説魯公宫曰：‘庫門，

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此名制二兼四，則魯無皋門、應門矣。《檀

弓》‘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

雉門外矣。”宋人聶崇義《三禮圖》四及江慎修《鄉黨圖考》，皆以鄭玄之

説爲是。惟戴東原《三朝三門考》，則謂：“天子諸侯皆三門；天子之宫有

皋門，有應門，有路門，不聞天子廟門雉門也。”考戴説陰本劉敞《七經小

記》。劉謂天子諸侯皆三門，天子皋、應、畢（畢即路門），諸侯庫、雉、路。

其説至當不易。三門因三朝而設，天子與諸侯皆三朝，諸侯三門，則天子

亦當三門，遍考經傳，門無虛設。《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内，每門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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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及廟門。”賈《疏》：“每廟之前，兩旁有隔牆，牆皆有閤門，諸侯受聘于

太祖廟，太祖廟以西，隔廟有三，大門東行至大祖廟，凡經三閤門，故曰每

門也。”然則自大門而東行，以隔牆而有門，經三閤門而北，則爲入廟之

門，是“門無虛設”之證。天子内朝在路門内，治朝在路門外，由皋門而

入外朝，凡經庫、雉、應三門而乃至治朝。虛設庫、雉二門，果何爲省。

《詩·大雅·緜》：“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皋、應

之相連甚明。入皋門則爲外朝，又入應門則爲治朝，又入路門則爲内朝。

諸侯無皋應而有庫雉，制雖異，其爲三朝之門則同也。諸侯以庫雉當皋

應，故魯遂以庫雉擬皋應之制。《明堂位》所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

天子應門。”其義當如東原之説。自先、後鄭誤謂天子五門，而考禮者莫

敢異辭，説愈多而愈失其真。《大雅》《毛傳》云：“王之郭門曰皋門。王

之正門曰應門。”是毛義已謂天子三門，亦非劉、戴二氏臆見，而孔廣森

《禮學卮言·五門考》尚主先鄭之説，殊不可解。

LW' ý-'è¤?ÐS¹®。LW�：“1¼�~LãÄ《ÑLN%》。ã

ð®5:s=ä�，®5Ö、ì、�（�ÈD�），:sÚ、À、D。”X³：̂ ¤�

Þ'ãÄ（１０１９—１０６８）“《ÑLN%》”f�，《L*ë�·〈è%〉9s》“�,

�”̄ x�'“ãÄ《NLN%》”9'。$''IÅO=�。ãÄ?Å，�àÃ

�s>7Å( ±¤“《ÑLN$》”jO，Ñb¤-（１１０５—１１８０）《ûöÁÅ

û》È “ÑLN$”9(，Lf��，å±¤ä�。瑓瑣^¤;'ãÄ'，CW《Ñ

LN$》，�W0《¤79》。《¤79》��³j《®5���》�：“è�：®5

��，ñc�，ñÚ�，ñÀ�，ñì�，ñD�。?¤��9O，5��9!。

Ã《�》、《Å》、《O´》.9，®5¤c�，5Ú�；¤ì�，5À�；¤��，5

D�。:s¤Ú�，5c�；¤À�，5ì�；¤D�，5��。®5ä�，:s

ä�。�¯5�OC¯。ä¯5�PC¯。sÃÞ9µ？《�》ñ：‘�Gc�，

c�¤#；�Gì�，ì�¤¤。’《Å》ñ：‘²-Åz_R，GÝ��9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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ñ：‘�grì�9o。’?=�®59è`5，5�Ú�À�`，¼®5�T

5。G@，���ð9Æ�，�ð9D�。D�`，�DLÝ?�9Ä，̄ H¥

9，«DL�Þ，TñD�。Æ�`，�!#íÆd<s�d，TñÆ�。µ!

j5。《̀ #´》ñ：‘Ú�，®5c�；À�，®5ì�。’?Þ�9Ú�PÑc

�，�9À�PÑì�5。���è，T�¯��。µPG¯，�OC¯5。”瑓瑤

^¤;'!g0?'。

@�)���，g^¤'>)《h¿》dÄ，:W0《í-》d。@,d“í

-hs�d9"�9�”�：

中門，於外而爲中，若今宫闕門。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

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玄謂雉門，三

門也。《春秋傳》曰：“雉門災，及兩觀。”瑓瑥

“"�”!��9"，0��f,ä。@�ÃÚ�fä�，@�í¤À、Ú�A，

ÃÀ�fä�。�Ûa《äè 》��《dÒ 》>dHP�：“®5��：ñ

Ö，ñÚ，ñÀ，ñì，ñD。（�d�：®Lp ?��ñ�d���5O(。

åÕ°´9。）”瑓瑦¹.@��。CÄþ()7，@�、@�ù®�®5��9

�，¢�½¤æg*Å²I。²@���，\]à×)ÙÚ。ãÄ《¤79·

®5���》3®®5ä��。]Ò6_，���G@Ú\]Ø�)e¯，¢

¬ää��`5C!Å·，¼<（１７２４—１７７７）7µ"){{`。^¤Ãf，¼

�~Lã�，é�µ!。¼<《ähä�1》!%'、\²、G6/0&ã'J

¦AÝ，ë}9:F¦`j。^¤M×ãÄ、¼<9�，ef®5�·fä。'

"f�“�5ÃÍ”，�Íî“ÃÍÚ、À²�，üsfÅ？”È«Ë¼<“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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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瑥
瑓瑦

《¤79》，� ４１，� １ａ。«ò�：《è%9³》（� ８４７）'ãÄ'�'è&?(+，é7e
xµ'��。
«K1=，�'_ùi�：《�è¹a》，� ５４０。
�Ûa=，-¶i�：《ëSäè 》（��：6=�(g��，２００６ �），� １１４。



5ÃÍ”瑓瑧9V。^¤)6²&ã、¼²<5+，Ú®Ã《�·�n·f》D《̀

#´》fI。à¤《̀ #´》D《f》(i"?，DåÚ�、À�&Ö�、ì�zÖ

/0$kC¯)I*。《̀ #´》�：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

@�ð“?OP²j�”，@,)Vk7�®5Ö�、ì�²�jÖ�、Ú�&

ì�、À����Þ。«K1Ùy�：

《明堂位》雖以庫、雉二門爲魯制，當天子之皋、應，實則天子五門兼有

庫、雉，非天子有皋門無庫門、有應門無雉門也。瑓瑨

×���`)@>q，ÝÞ�³Ò《̀ #´》)LV。?0《̀ #´》@9·

s，«ò�《9³》³´�：“®50`#1£，�0��1£，Tñ‘��，®5

`#’。……®5ä�，:sGä�，¢µO+�µPG]ÿ。Ú�，®5Ö�

`，Ö�，®59Ä�，Ú�，:s9Ä�，�9Ú�，PÑ®59Ö�5。À�，

®5ì�`，ì�，®59h�，À�，:s9h�，�9À�，PÑ®59ì�

5。”瑓瑩�M《f》DA¸'�q，Ö�、ì�f®5;�¤，@7S6�)。

®5!Ö�Dì�Ä，:¤D�，@iGÄI《�è·Q-》f²。�0�®5

�·7�:7ä，'½¤`�，îÃþ!。

�×æg���)°ª，½¤!g*Å²I。à×2Ú@>�，ef®

5d�p¤ä�。6×Ñaßÿ（１７５１—１７８６）、«K1ùf�×;³，éê�

ÂÆ�QH��)²I。aßÿ《è(¹Þ》f���æjÒ$k6I，�：

“《FÕq》%�9F5，ÐÚ�9o。《�Å·ig》G¤ì�Ú�。”瑔瑠《F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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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瑧
瑓瑨
瑓瑩
瑔瑠

¼<：《äh��1》，.《¼<z9》（��：6=�(g��，１９９２ �），,²Û，� ８４８。
«K1：《�è¹a》，� ５４２。
«ò�：《è%9³》（��："=Å�，１９８９ �），� ８４６。
aßÿ《è(¹Þ》9�，HW《6L³》，Û ４，� ７７２。



q》%��F9ÿ�：“�9Ô，�G0|，̂ 1¶Ð，\ÜS9a5。ÐÚ�

9o，Ù8»5。��9Ð，Ù8d5。”ãçÂÆ"，̀ F±��&Ú�¬z

¸ðG�)，�Wãp¤@Ij7�x。Ä7¹Ñ«ò�;Þ，%`µ!7I

�FèfÞ，ë�P�“Ö�”f“Ú�”，®5Ú?L¤@�d�。瑔瑡�0《i

g》)“ì�Ú��h”，CÂÃy)®5L¤Ú�)²I。aßÿ|}ab®

d)q，±ì�&Ú�qi7$kB�)¯3ÿ.。mw@>�³，�hã

ì0$`�Þ，«$�)�i（��£）。@>�，&�)�i75³´P

�Ú�)Lë。57±ì�&“Ú�”zx®�，�z"LV。P�¡ægj

>ë³，�：“ÚÈ�Ú，éa�Ãj�Ú9.。”�I，“Ú�”&“�h”�7f

ÒÌ�ì�。瑔瑢@Cõfj>M�)l。~î�Þ，aßÿê ÞI@$k

ÚÄ?9�，²`®5¤“Ú�”，£��ÜÏ。«K1!a<6²���)æ

ç~，m�ÊÒ《�Å》�'，if®5¤Ú�、À�9²。«K1《�è¹a·

í-¹a》�：

案：孔説是也。《郊特牲》正據天子郊禮言之，故上有“卜之日王立於

澤”之文，《作雒》亦確是雒邑之制。《御覽·禮儀部》引《周書》逸文，説

明堂制亦有庫門、雉門，其説雖與《匠人》不合，然可證天子本有庫、雉二

門，二鄭之義，不可易也。瑔瑣

«K1C�Cúe@7�';w>)`#åP，&《1�%·Q-》;ÞCM。

åm《�Å》@7�'�：

明堂方一百四十四尺，高三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

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牖高三尺，門方六十六尺，東應門，南庫門，西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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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瑡

瑔瑢
瑔瑣

«ò�ñ：“fð�9Ä�ñÖ�，:s9Ä�ñÚ�。k‘ÐÚ�9o’̀ ，I�9F
èÞ95。”（《è%9³》，� ６９２）
�2�ù=：《��Å?�9d》（~�：~�VÆg��，１９９５ �），� ５７８—５７９。
«K1：《�è¹a》，� ５４２。



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

太廟，亦曰太室。左曰介，右曰右介。瑔瑤

《Q-》kD`#�P°�：

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應門二徹參個。

D�&ì�B�，@:7,j1。"?《�Å》�'D《Q-》，lmÄÃ`j¶

qg，@$>�9ö�!S�)zT。¿ã，《Q-》;>)`#�P，p¤

D�·ì�。�《�Å》�'í½¤D�，�*ÒÚ�、Ö�DÀ�。��，¹

Ñ«K1;�³)�x，《Q-》)ì�jÖ�、À�DÚ��Þ，@���m

ü×Â�，_zäh。瑔瑥《�Å》�'&?v+，ì�、Ú�、Ö�、À���s®

j!，z®b、g、V、��/。D�)´Ì，íz½¤�`。ì�ù��)@

>Â�/CF!S�D，!@><Â�，äh)_zã¾õÒ。lmå�，̀ #

Pp¾iT�，"-Z�1V(D�½()�x，̈ ©@kîï，¢�å:½

Q]jkÝ-ÓV)þ³。瑔瑦ÄÃ¸E)7，�-F!¤`#，《/$》'¤

²�.ñlñ：“《�û》¤9：‘�íâ~，C$0`#。’”?'W《��Å·�

£》。`#7�_!¤)j>�a.，ì5ÄÚ。`#)åP]ßìIx？�

C��。û-`Y)`# ，Lwå�Ò7*û_)�z，fÒ³�-)`#

åP�ÊÒ7*]î。IÒl《è%》;�，�-)`#z$3：j、�B13

9`#；²、M:s9`#。$`vÙv+，CÎß¯。瑔瑧;ð“M: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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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i：《��Å�´》，.《6L³^ò》，Û ４，� ７１６。
«K1：《�è¹a》，� ３４６７。
"-Ð�1V(D�½(�x¨©`#Pp`，Ñcâ�《"#1Vÿ^")��5》，
.《"#1V(+》，１９８３ �，, ３ ~，《́ `#》，.《'.》，１９８９ �，, ９ ~；�k»ã�
《+��Á&èá'`》（��：-�g��，１９９２ �），� １９６—２０４；�üù《̀ #oP}
¨》，.《"#'µÈ_9�》，Û ４，１９８７ �，� １—４３；OGâ《�_�%klë¨》，%"
�("'IÑ³�ËX#à(ÃÈ©Á6'，１９９７ �。
《6L³》，Û ３，� ８３６。



#”，�èA)0《Bè·mè》9d¯。《mè》�：“:smÝ®5，fd/ä

8¿，��，̄ ³¤²H，Ü�s，Ê/`Ýµ~，®5g4ÔÝb�9Ä，̧ 5

/`，èÔÝg�Ä，è¤&�¨Ý��Ä，è,�Ü�ÝV�Ä。”?3“M:

s9`#”Í¤��，íîb、g、V、���。@>`#�P，ìr"#L3。

《�Å》�'±`#��&ì�ù9MG�，�Wg0û-)¬#lt。«K

1ð“²@9a，CÄ�5”，@7ã$ü'�Þ)。^¤M×ä��，lô

��，EWµÝÏ。@�，27«�ö²ý\，ìK$ü&gÞ'，í²@9

aÚ?��Cà。

^¤Ã《f》²`“Ö、ì”²�)Að¸¹，Ú¤�²`。?�áb��i

ÿ�ñÖ�，8û��¤Ö�；i¹�ñì�，8û��¤ì�。6��'，l

mîÃsE$�)Að¸¹。《ç$》́ �'�：“�9ÿ�ñÖ�……�9¹

�ñì�。……b��iÿ�ÃYÖ�，i¹�ÃYì�ÿ。”《ç$》ÃÖ�

fÿ�，Ãì�f¹�，ÝÞ5½¤¬ää�)V¨。ç¤V"®5�·]ß

*Å，FåC�。

¤¸�®5dÒ�·@kîï，ãç'½¤`F)�`。��9Os

W0ãçÂÆ，D�、ì�W《�è·)<》、《¥¿》、《Q-》；Ö�、Ú�W

《�》D《è%》；À�íW《O´》D《è%》。瑔瑨�V�6，â�$ü)'�x

�q，ä��)F"���¿O。ä��_r7¤�è)3!¸�，�m74

Äjkîï。Ãä��³´I¶6'，ÝÞmnoCM。A¸，����#f

ä�。V�"~《p¶6》�：

于王參門，□□木榜，用徵誕贖兹五夫，用百鋝。瑔瑩

@Ç6'%>ÒjG�i³Ð。p、õùj/7�i)L�，#v、£7º�。

pj/k#v、£ùz�k-，BÒ�mj÷Ê、jRu。#v、£�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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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瑩

"-¤¸®5�·9�，:Ä�1P?Ø：《V�xì&_》（�），.�?�ò：《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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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õP>�i)�©°«g，g/i!��“�（ä）�”oSGz-

)@A，B±AÍ^!u�~。@�“�（ä）�”，9(Oã�ef7“À�”。

《O´》E¤²��“À�D$#K”，$#!À�9$!，O0µ~，TGñ

e²。《/$》l¤ä�.¥¯I，Iq¤d，KD�³¤、r¤9�，“°³5

�，ó¤GÝe²9Ä，ÐyI`0-í¿，SÄf5。Ð7《e²》，ñ：‘®A

CÄÌ5。’”̄ �!À�9o，e²!À�9Ä。;ð《e²》ã7L�Oã!

��~)Ý。瑖瑠@-《e²》ã7`�ú5;W)《e》。瑖瑡À�¤#，µ~Ä

ÃOe，�®5¤À�，DÄ&6'�²。m，《NÙ¶》�：

盂以多旂佩鬼方□□□□入南門……入三門，即立中廷，北鄉。

9(Oã�ef¶6)“g�”ù0《}Ð》)“g�”，GÈÖ�。“ä�”ÈÀ

�，9ã�æg²I�：

《周禮·大司馬》：“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懸治象之法于象

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象魏即雉門的兩觀，是懸法使民衆觀

看之處。曶鼎銘云，“于王參（三）門……木榜，用徵，誕贖兹五夫，用百

鋝”，王三門的木榜即懸于兩觀的法，所以訴訟時引爲根據，可見三門確

是雉門。以往有些學者主張周王只有三朝三門，那樣入三門就到了路

寢前面，和小盂鼎、曶鼎的情況都是不合的。按照三朝五門、左祖右社的

制度，與銘文都能相合。瑖瑢

I?，《p¶》D《NÙ¶》)“ä�”，�CÎ�ä�<��³´。àÇä��，

“ä�”ì7D�，D�9oÈfDH。Oe9�pÎ7"�，È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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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瑠
瑖瑡

瑖瑢

�1��I：《O´/$d》，� １６２２。
9(O：《��¶<〈�e〉�》Ã《�e》f《�》9eÍ，CÄ�。W《��L$¬Z》（;
O：;Og��，１９９２ �），� ４３。
9(O：《9(O9》（Õ´[：¡�ÿ,X，１９８９ �），� １７７—１７８。



O0D�，CM�。ÛÐ9è，|ä�û，ã¬��®59DH，!@�\%

ÛÐÂè，5C¯õ)。A¸，���"#?M6')ðF。@�，���Î¤

&6'?ì:¤�¨©。~!9ã�9ý，«K1《Vsã6》ãkD《p¶》

6')“��”，«<�：“���，ÚðÖ�o、Ú�Ä，äëÄh。Ç《�è·

í-》@d�®5��，Ú�f �。?�ä�`，éÃì�f¹�，�Ä·

9，íÚ�f ä5。”瑖瑣Ãì�f¹�，©oSÄ·，Ú�f,ä，·¤Ö0

9ã�。«<m�：“ÇàãÄD"_¼<、j��，®5G¿Ö、ì、Dä�，

í?ä��«Ö�ÄÞ9，GÚÄE5。”瑖瑤“ä�”à«Ö�Ä，fs�“ä

�”？«�1à$Ä，ÀdõI。"�ÿ{)Êt)《V�“��äh”M�》，

×�m�C¯。瑖瑥“ä�”;«s�？6'B5`�，C;ý!。

:sähä�，Î5ÄÚ。《/$》m¤²³��.�<ØÁ，_90

°<"�。I?，ÄWã7:s9�45¤ä�。®5�Å¤ä�，7ÄÃ¸

E)。G@Ñ?，lmCÎI?�g®55¤Ú�、À�)�6。�^�'

�x��，�®5�·*Å@kîï，:îÃQ]`F)þ³。

四、 結　 　 語

~\$í^'Fã�èÅ1´�'，ÂW^¤*L，=¹µÚî®，ß

~®�，�ÑuÞ，«HÈ3，&ÃæV，f^%"ã{(-)(Ã0F，zÂ¥

U。fàj^¤)F(ÕìDµ!è(Ã�(Ãÿ4¶~)¶´，?Ð!�

@-'W)®��i。!'L®�/0，xL'è（ µ7)"'�'�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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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瑣

瑖瑤
瑖瑥

«K1�=，¼Øµ�i：《Vsã6》（~�：=b)ý�(g��，１９８８ �），� １９２。
¼<Ái“ÚðÖ�、oÚ�、ÄäëÄh”，�。Ðå“äëÄh”«《́ »·N¥µ》9
“hÄh，ÃY9��ëÿ，jñë#_，²ñë#±，äñëG,”。
«K1�=，¼Øµ�i：《Vsã6》，� １９２。
Êt：《V�“��äh”M�》ef“�（ä）�，)fÚ、À、ìä�9M�。《í-》
Ú、À、ìì�‘"�’。ä�9ÄÈÚ�9Ä，fÄh；ä�9ofì�9o，foh。”.
《gÞ'》（~�："VÅ�，２０１０ �），, １ l，� １４２—１４３。ð“"�”jä��¤9，
¼@a。



-6=）���¹，?ÐØj�1、U?L'。!èì²`/0，̂ ¤G�，5

C7?�_Ã�)×`9�，!/¨Ö+¯、;a¿J)�4，T$Îlô�

�，B~MÍA、a�D1I)Eo，ßþÍ'，ä`µ�)¸Û;!。ë?，?

^�À%èì²`，j�³zD2；ÅµÑ?，/Î¤^¤9�ý!L(ÿ4

)��"�12，��¨åµ|�ý-、6�û-.�9®。��，®�^¤@

-'W，E¤�Üj²)Va，�ã7��µF(D�，6.µÈ_�ü，3!

?æç~，�M^_)(Ã/，DëQE·k1A¸îï，]è6²，ÃÊe

6îï)¸Û;!，BH�jk�z"LV)³Á。

LW t：

（作者：郭鵬飛，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教授；

許子濱，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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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oE：《�èì1》。��：M¡ Å¤¥，１９９４ �。

tB：《(èé´》，�ãOò：《6L³^ò》，, ４ Û。~�：~�Å³，１９８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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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¼Øµ�i：《Vsã6》。~�：=b)ý�(g��，１９８８ �。

TKM\ò：《ìû#L³》。ûÒ：ÿ^ß�VÆ^C�，１９９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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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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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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