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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懿行«证俗文»训释引文特点及其训释观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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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著名训诂学家郝懿行的«证俗文»是清代俗语学的奠基之作ꎬ其在俗语词训释引文体例、方法上

的探索和实践ꎬ既承继了明末清初的考据之风ꎬ又发展了乾嘉学术的求实风尚ꎬ也有郝氏注训考辨的独特风

格ꎬ在释义、标音注名、词义考源等方面ꎬ体现了宗法汉唐、务实求是、征引广博、集例归纳、长于考证、辨伪证讹

等特点ꎬ形成了郝氏“兰皋学派”的训诂规范和朴学追求ꎬ是对古代训诂理论体系的拓展补充和较大丰富ꎮ
　 　 关键词:«证俗文»ꎻ俗语词ꎻ训诂ꎻ词义历变ꎻ训释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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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懿行(１７５７—１８２５)ꎬ山东栖霞人ꎬ清代乾

嘉时期著名经学家、训诂学家ꎬ其«证俗文»以考

释近代汉语俗语俗词为重点ꎬ“条贯古今ꎬ纵横经

史ꎬ援引广博ꎬ断制切实ꎬ意在补«尔雅» «方言»
«释名»之所未备” [１]ꎬ与«通俗编» «恒言录» “鼎
足而三ꎬ成了清代俗语学的奠基之作” [２]３１７ꎬ是中

国语言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俗语词辞书ꎬ在汉语史

特别是俗语研究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和突出地位ꎮ
«证俗文»训释词条 １１００ 余个ꎬ释义考证ꎬ纠

谬辨伪ꎬ既有乾嘉学者训释经典的朴学之风ꎬ又有

郝氏在训释对象、模式、体例、方法等方面的个性

特色ꎻ既有对所收字词的训释考证ꎬ又有对引文的

释义疏解ꎬ在传统的形训、声训、义训等训诂方法

的基础上ꎬ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训释方式和特点ꎮ

　 　 一、释义———承法朴学、精准求实

郝懿行写作«证俗文»的初衷是通过搜集整

理和训释考辨ꎬ实现对俗语俗词的“疏通证明”①ꎬ
比较常用的方法有直接释义、举例释义等ꎬ其中ꎬ
直接释义一般是选择难解字词ꎬ或引文中的生僻

字词等ꎬ作出解释说明ꎮ 如:
婴蜺虫ꎬ (即鹪螟ꎬ巢于蟁睫者ꎮ)

[鹿]②

古曰握槊ꎬ今曰双陆ꎮ 双陆ꎬ六贰

也ꎮ (握槊ꎬ博簺也ꎬ一曰棋槊ꎬ棋为子ꎬ
槊为局ꎬ即今双陆ꎮ)[赌博]
举例释义是通过举例的方式以明晓词义ꎬ或

举例后使词义愈发显豁易懂ꎮ 如:
焚香器亦谓之炉ꎮ (如金猊、宝鼎、

宝鸭、金凫之类ꎮ)[炉]
今年三铨ꎬ于前件州府(河东凤翔、

鄜坊、邠宁等道)得官者ꎬ许连状相保ꎬ
户部各借两月加给料钱ꎬ至支时折下ꎮ
[簿书文字]
也有对字词解释后ꎬ再援引文献资料加以佐

证ꎬ使训释更加精准完备ꎬ词义更加明晰ꎮ 如:
或称五河者ꎬ溯其始也ꎮ («汉书

司马相如‹大人赋›»:“朅度九江越五

河ꎮ”师古曰:“五河ꎬ五色之河也ꎮ «仙

经»说有紫、碧、绛、青、黄之河ꎮ”)[黄河

原委]
有的举例当下名物以佐证之ꎮ 如:

水如转谷曰漕ꎬ(今有野猪漕ꎮ)[兖

州人谓泽曰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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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ꎬ«证俗文»释义又常以比较、辨析ꎬ
或以亲身经见考证词义ꎬ这是郝氏训释的明显

特色ꎮ
１.比较释义ꎮ 即对不同说法进行对比ꎬ进而

明示词义ꎮ 如:
«释名»:“飧ꎬ散也ꎬ投水于中自解

散也ꎮ” («玉篇»: “水和饭也ꎮ”) 张鷟

«朝野佥载»:“山东人谓温饭为飧(素门

切)ꎮ”案:今东齐人夕食以水和饭谓之

飧饭ꎬ飧读为餐(七安切)ꎮ 不如张鷟所

说也ꎮ [飧]
上例释“飧”ꎬ先列举«玉篇»及张鷟«朝野佥

载»等说法ꎬ再辅以今之习俗佐证ꎬ通过对比否定

张说ꎬ使词义彰显ꎮ
郝氏又常以古今相较ꎬ或以今拟古ꎬ使词义明

晓易懂ꎬ多以“今” “今人” “今世” “今之”等进行

对比ꎬ如:
左思«吴都赋»:“平仲桾櫏ꎬ松梓古

度ꎮ”案:平仲即今银杏ꎬ古度即今

无华果ꎮ [银杏]
盨者ꎬ今人结草为器ꎬ其状如环ꎬ

大小若盌ꎬ以荐土锉ꎬ卖饼饣炎人ꎻ亦以荐

盆ꎬ或戴于首ꎬ恒负于肩ꎮ [寠薮]
案:膜拜ꎬ举两手伏地而拜ꎬ盖如今

僧家合掌伏拜之状ꎮ 案:汉时雅拜ꎬ今世

谓之打千ꎮ [撎拜]
今之告示ꎬ古作视ꎮ («鹿鸣»诗云:

“视民不恌ꎮ”郑笺云:“视ꎬ古示字ꎮ” )
[簿书文字]
２.辨析词义ꎮ 即对前人注释进行列举、辨析ꎬ

或肯定、否定其中一说或诸说ꎬ或纠正前人之说ꎮ
肯定一说者ꎬ如:

或谓 之 细 君ꎮ (« 汉 书  东 方 朔

传»:“归遗细君ꎮ”师古曰:“细君ꎬ朔妻

之名ꎮ 一说细小也ꎮ 朔自比于诸侯ꎬ谓

其妻曰小君ꎮ”案:注后说当是ꎮ)[婚姻]
«左氏僖三十年传»注:“行李ꎬ使

人ꎮ”一说ꎬ使人行必有装ꎬ郑当时

之治行ꎮ 孟子之治任ꎬ是行李本义为行

理ꎬ不必作使字解ꎮ 案:行、使义虽可通ꎬ
古书皆李、理通用ꎬ后说是也ꎮ [行李往

来]
否定一说者ꎬ如:

或曰噫嘻ꎮ («诗周颂»:“噫嘻成

王ꎮ”噫嘻即噫兴也ꎮ 字异音转ꎬ义实同

耳ꎮ «老学庵笔记»:“蜀人见人物

之可夸者ꎬ则曰呜呼ꎻ可鄙者ꎬ则曰噫

嘻ꎮ”此说非也ꎮ)[噫歆]
或否定前述诸说ꎬ如:

«后汉书董卓传»:“布军有叟兵

内反”ꎮ 注:“叟兵即蜀兵也ꎮ”又ꎬ«刘焉

传»:“焉遣叟兵五千助之ꎮ”注云:“汉世

谓蜀为叟ꎮ”孔安国注«尚书»云:“蜀ꎬ叟
也ꎮ”本«牧誓» 注ꎮ «正义» 曰:“叟者ꎬ
蜀夷之别名ꎮ”此说非也ꎮ 古读蜀为叟ꎬ
汉世犹然ꎬ非蜀夷别名也ꎮ «华阳国志»
谓夷 人 大 种 曰 昆ꎬ 小 种 曰 叟ꎮ 并 非ꎮ
[汉世谓蜀为叟]
也有通过辨析ꎬ对前说做出纠正或补充ꎬ如:

男婬谓之嫖ꎮ (案:俗谓婬邪曰嫖ꎬ
读若飘ꎮ «汉书景十三王传»:“广川

王«望乡歌» ‘背尊章ꎬ嫖以忽ꎮ’”据此

则女 婬 亦 曰 嫖 也ꎮ « 说 文»: “ 嫖ꎬ 轻

也ꎮ”)[婚姻]
３.以亲身经见考证推断词义ꎮ 郝懿行训释注

重“事不经见ꎬ无以言焉” [３]２３９５ꎬ常以自己亲眼所

见、亲耳所闻ꎬ或是亲身经历ꎬ或是以其生长地的

乡音方俗ꎬ如“东齐人言”等来考释字词ꎬ增加了

释义的精准性和可信度ꎮ 善用亲身经见以注释词

文ꎬ是郝氏注训的又一显著特色ꎮ
以所见所闻辨释词义ꎬ如:

又案:古人说凤形状者多矣ꎬ
案:此说未必然ꎮ 余于嘉庆五年夏ꎬ见外

方进鸾扇一柄ꎬ其色赤黄ꎬ有斑文大小如

豆ꎬ似蛇眼ꎬ表里通莹ꎬ而一羽且数十眼ꎬ
其羽长六七尺ꎮ [鹏]

余案:郭璞«江赋»:“奇仓鸟九头ꎮ”是

鸟有九头也ꎮ 族祖山辉为余言ꎬ此鸟南

方有之ꎬ庆远人说喜夜飞ꎬ人闻其鸣ꎬ击

铜惊之ꎬ滴血人屋上ꎬ主吉凶ꎮ [秋姑]
以亲身经历辨释词义ꎬ如:

案:蕙乃零陵香耳ꎬ兰与蕙相似而各

异ꎮ 余尝树蕙草ꎬ盖今京师人呼

“艾抗” 者也ꎬ方茎ꎬ紫白华ꎬ叶如蓝而

香ꎮ [兰蕙]
余外姑王氏家藏康熙元年酒ꎬ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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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余ꎬ色若髹漆ꎬ和以新醅ꎬ其味甘馨ꎬ未
审索郎有顾ꎬ视此如何? 此酒已百有二

十年矣ꎮ [酒]
有的还以乡音方俗辨释词义ꎬ或订正古音古

义ꎮ 如:
然今东齐人俗语云句投者ꎬ投即如

本字音头ꎬ不音豆也ꎬ疑音头者是ꎮ [书]
案:余乡旧有子推院ꎬ故禁烟之俗ꎬ

邨民尤盛ꎬ耆老相传ꎬ断火不严辄有雨雹

之应ꎬ其说本于此ꎮ [寒食]
综上ꎬ郝氏训释注重求实求是ꎬ综合运用形

训、义训、声训、描写、以今释古等辨析词义ꎬ并大

量引用古注古训及文献语料ꎬ使词义精准易懂、明
畅易晓ꎮ

　 　 二、标音注名———随文注释、简洁准确

«证俗文»中有大量对疑难字音、人物、地点、
时间等字词的训释ꎬ多采用随文注释的方式ꎬ既简

洁又准确ꎮ 乾嘉时期ꎬ音韵学发展已渐成熟ꎬ对上

古音韵部的分析也日趋臻密ꎮ 郝懿行运用音韵知

识ꎬ采用多种注音方式ꎬ如直音、叶音、协音、反切

等ꎬ打破字形羁绊ꎬ明通假、求字义ꎬ同时又对古音

的变化进行注释或辨析ꎮ
如直音ꎬ即以字标注读音ꎬ常以 “音 Ｘ” “Ｘ

音”“Ｘ 同”等标识ꎮ 如:
云南郡荼首ꎬ其音为蔡茂ꎮ (案:荼

音蔡ꎬ首音茂ꎮ)[鹿]
盌谓 之 盂ꎬ 或 谓 之 铫 锐 ( 谣 音)ꎮ

[盌]
马融«广成颂»:“翬(挥同)终葵ꎬ扬

关斧ꎮ”[终葵]
有的用“读若” “读如” “读为” “如字”来标

音ꎮ 如:
案:规磨ꎬ今亦有此语ꎬ读若稽模ꎬ盖

谓说之无凭者也ꎮ [规磨]
东齐曰舅舅ꎮ (读如麂麂ꎮ 案:舅

有麂音ꎮ)[舅甥]
«水南翰记»:“北方老妪ꎬ八九十岁

齿落更生者ꎬ能于夜出食人婴儿ꎬ名秋

姑ꎮ 秋ꎬ读如蒭酒之蒭ꎮ” (案:姑ꎬ读为

胡ꎮ)[秋姑]
案:姣音肴ꎬ是ꎬ一曰如字读ꎬ非也ꎮ

[婚姻]

再如叶音、协音、反切等:
繁钦«定情诗»:“何以慰别离? 耳

后瑇瑁钗ꎮ (叶音鸱)”[环]
故«汉书廉范传»:“迁蜀郡太守ꎬ

百姓歌曰‘廉叔度ꎬ来何暮? 不禁火ꎬ民

夜作ꎮ’(作ꎬ協音则护反ꎮ)”[袴]
«广韵»:“爹ꎬ屠可切ꎮ”此音与«南

史»合ꎮ 又陟邪切ꎬ羌人呼父也ꎬ此音亦

与北方不合ꎮ 今北方人读爹为丁耶切ꎮ
[父]
郝氏注疏广泛征引古字古音ꎬ对古音之变、

转ꎬ进行辨析说明ꎬ以明古今之变ꎬ探求音义之

源ꎮ 如:
无读曰模ꎬ乃是古音ꎬ古曰无虑ꎬ今

曰模量ꎬ实一声之转ꎬ其义同也ꎮ [无

虑]
颜师古注:“栉之大而粗ꎬ所以理鬓

者谓之疏ꎬ言其齿稀疏也ꎮ (案:古音转

注ꎬ梳又音束ꎬ妆梳也ꎮ)[栉]
“清代小学以古音研究为枢纽ꎬ推动了文字

学、训诂学的发展ꎬ直接关系到古文献整理中的注

音、释义和校勘、考证ꎮ” [４]５１３郝氏注音ꎬ方式上以

直音法为主ꎬ并采用反切、叶音等多种注音法ꎬ即
使是同一词条ꎬ往往兼具多种注音方式ꎬ如对

“姼”的注音就采用直音、反切等注音方式[５]２３０３ꎮ
注音条目上ꎬ生僻字、难解字的注音相对较多ꎬ对
古音特别是涉及古音流变进行的注释相对比较集

中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利用古音可以解决古文献的

释义问题ꎬ即利用词的声义推求同源关系ꎬ以此诠

释经义ꎬ也是郝氏因音索义的重要途径之一ꎮ
此外ꎬ«证俗文»中大量对引文中的人物、地

点、时间进行注明ꎮ 其特点:一是方式上多是随文

注释ꎬ简单明了ꎬ方便阅览ꎬ并无刻意的描述铺陈ꎮ
二是适当地对易产生混淆或误解的人物、地点、时
间等ꎬ进行说明解释ꎬ避免产生难解梗阻、歧义

误解ꎮ
注人名ꎬ多涉及引文中的历史人物、书目作者

等ꎮ 如:
«南齐书»:“萧谌引兵入閤ꎬ齐主

(昭业ꎬ追废为郁林王)拔剑自刺ꎬ不入ꎬ
舆接而出ꎬ行至西弄ꎬ弑之ꎮ”[钩盾弄]

«蜀都杂钞» (明陆深著):“正字以

‘一止’为文ꎬ前代多讳之ꎬ如齐文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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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殷字正道ꎬ叹曰‘吾儿其替乎!’后果

不终ꎮ”[讳正]
注地名ꎬ或明确具体地址ꎬ或指出古今地名变

化ꎮ 如:
北方谓田为晌ꎬ有田者不计亩ꎬ但以

人工穷 日 之 力 数 之ꎬ 曰 有 田 若 干 晌ꎮ
(案:齐齐哈尔〔在东北边ꎬ与黑龙江毗

连〕种地ꎬ以六亩为一晌)[兖州人

谓泽曰掌]
«通鉴»:“晋孝武帝太元九年初ꎬ新

平人(新平ꎬ今之邠州)杀其郡将ꎬ秦王

坚缺其城角以耻之ꎬ新平民望深以为病ꎮ
[缺城角]
注时间ꎬ有的明确具体的时间点ꎬ有的考察历

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ꎮ 如:
后汉阳嘉中ꎬ («顺帝纪»:阳嘉元

年ꎮ)“望都、蒲阴(今定州地ꎮ)狼杀女子

九十七人ꎮ”[狼]
余尝 以 其 说 考 之ꎬ 佛 生 于 晚 周ꎬ

(«春秋»鲁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ꎬ当

周庄王之十年ꎮ)[佛]

　 　 三、考源———探求原义、考镜源流

郝氏训释ꎬ注重考源ꎬ即在释义的同时ꎬ又考

证词语、词义的生成演变轨迹ꎬ指出最初出现、使
用的时间ꎬ梳理源流ꎬ辨析义理ꎮ 如“荼”词条下ꎬ
释义引文后又依次对“荼有茶音盖始于此”“荼事

见经始此” “荼事见史始此” “茶事见诗歌始此”
“茶充贡始此”等进行明确[６]２１６４－２１６６ꎮ 其他如:

钩盾者ꎬ即句阑也ꎮ (盾ꎬ阑楯也ꎮ
«古今注»:“汉顾成庙设扶老句阑ꎮ”段

国«河洲记»:“吐谷浑于河上作桥ꎬ谓之

河厉ꎬ长一百五十步ꎬ句阑甚严饬ꎮ”案:
句阑之名始此ꎮ)[钩盾弄]

«玉篇»:“铃也ꎮ”«集韵»:“铃属ꎮ”
案:古字无钹ꎬ盖起于铙ꎮ [钹]
有的词义来源明确具体ꎬ比较肯定ꎻ有的则相

对模糊ꎬ或仅为否定、猜测之词ꎬ多以“盖”字表

示ꎮ 如:
或谓之押ꎮ (又云: “今俗谓之画

押ꎬ不知始于何代ꎮ”岳珂«古冢盆杆记»
言得“晋永宁元年甓ꎬ有匠者姓名ꎬ下有

文如 押 字ꎮ” 则 晋 已 有 之ꎬ 然 不 可 考ꎮ

«魏书»:“崔玄伯尤善行押之书ꎬ特尽精

巧而不见遗迹ꎮ”黄伯思谓“魏晋以来法

书ꎬ梁御府所藏皆是朱异、唐怀克、沈炽

文、姚怀珍等题名于首尾纸缝间ꎬ故或谓

之押缝ꎬ或谓之押尾ꎮ 后人花押盖沿于

此ꎮ”[押字]
“押”字起源ꎬ先指出“晋已有之ꎬ然不可考”ꎬ

持不确定的态度ꎮ 继而引«魏书»及北宋黄伯思

语ꎬ指出花押“盖沿于此”ꎬ亦不肯定ꎬ但通篇文字

皆为考证“押”之来源ꎮ
有的考源仅限定为“上古” “中古” “春秋”

“宋以前”等比较宽泛的时间段ꎮ 如:
汉李尤«几铭序»:“黄帝轩辕作

几ꎮ”则几起于上古ꎮ [几]
«通俗文»:“八尺曰床ꎮ” (案:«周

易»有“剥床”ꎬ床盖起于中古ꎮ)[床]
火聚则势盛ꎬ散则势微ꎬ故同伴曰

火ꎮ 此语盖起于春秋之时ꎮ [徒隶]
案:此亦非始于宋也ꎮ 洪容斋书:

“九之与久、十之与拾、百之与栢亦然ꎮ”
则是起于宋以前矣ꎮ [拾]
不仅仅只是考源词语首次出现或使用的时

间ꎬ«证俗文»也考证词语或词义的出处ꎮ 如:
考岁除之名ꎬ盖起于«诗唐风»ꎮ

[岁始]
正月十五为上元ꎬ七月十五为中元ꎬ

十月十五为下元ꎬ此起于道家ꎮ «日知

录»三十卷:“«册府元龟»载ꎬ唐开元二

十二年十月敕曰: ‘道家三元ꎬ诚有科

诫ꎮ ”(原注:“今人所谓三官斋用

此ꎮ”)[三元]
郝氏考证词源ꎬ内容丰富ꎬ有词语、词义ꎬ也有

某种风俗、制度、器物等ꎬ也有对词义源流的梳理

分析ꎮ 考词语来源者ꎬ如:
«晋书刘寔传»:“尝诣石崇家ꎬ见

有绛蚊帐(案:蚊帐始见于此)ꎬ裀褥甚

丽ꎮ”[茵]
考词义来源者ꎬ如:

西域人言凉饮之极佳也ꎮ 而今中土

皆热饮ꎬ故有“烧刀子”之名矣ꎮ 此物于

古未闻ꎬ考其由来ꎬ盖自秫酒而起ꎬ故特

著之ꎮ [火酒]
考风俗礼制起源者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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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谓之子壻ꎮ («汉书张耳传»:
“赵王旦暮自上食ꎬ体甚卑ꎬ有子壻礼ꎮ”
案:此亦沿六国之余习ꎬ以赘壻自居ꎬ故

称子壻耳ꎬ非必常人皆然ꎮ)[外舅外姑]
考注释之源流ꎬ即梳理词义脉络发展、演变轨

迹等ꎬ如:
«史记司马相如传» 作“当炉”ꎮ

注:“韦昭曰:‘炉ꎬ酒肆也ꎮ 以土为堕ꎬ
边高似炉’” (案:此颜师古注所本ꎮ)
[卢]

案:讹、譌相乱ꎬ始于«玉篇»云:“讹

与譌同ꎬ伪也ꎬ谬也ꎬ舛也ꎮ” 其训譌云

“伪也、化也、动也ꎬ又妖言也ꎮ”自斯以

后ꎬ讹、譌不分ꎮ 然此误非始于«玉篇»
也ꎬ[讹]
任何一个时期语言词汇的发展ꎬ一定程度上

都与该时期的思想观念、社会生活、习俗风尚等息

息相关ꎮ 郝氏对字词释义的探源ꎬ一则注重了词

义发展的“历变观”ꎬ二则大量从文化学、民俗学、
方言学等角度ꎬ对俗语词、方言词、口语词等进行

考释ꎬ引用了大量的俗文献ꎬ如六朝民歌、唐代变

文、宋代话本、宋元笔记、明清小说等ꎬ体现了与雅

言、书面语不同的语言特点ꎬ扩充了语言研究的边

界和范畴ꎮ
综合看ꎬ作为乾嘉时期的训诂学代表ꎬ郝懿行

沿袭了明末清初的考据之风和反理学的怀疑精

神ꎬ综合运用训诂、考据、校勘、辨伪等方法手段ꎬ
既重视汉注唐疏ꎬ反对妄谈义理ꎬ又发展了明清考

据学的谨严求实学风ꎬ在中国古代训诂思想、学术

史上均具有重要影响和突出地位ꎮ
一是宗法汉唐ꎬ务实求是ꎮ 郝氏训诂ꎬ较为

注重承继汉代朴学之风ꎬ集文字、音韵、训诂之

大成ꎬ既融会贯通、随文释训ꎬ又辨讹勘误、去伪

存真ꎬ体现了不袭故训的训诂追求ꎬ以及实事求

是的求真态度和科学精神ꎮ 其字词训释ꎬ更多

的是对汉注唐疏的征引ꎬ如两汉毛亨、孔安国、
马融、郑玄、何休、服虔、高诱、王逸ꎬ唐孔颖达、
贾公彦、李善、司马贞、张守节、颜师古等的注

疏ꎬ广泛搜集引用古训ꎬ侧重训释字句、考证史

实、增补史料等ꎬ既能取其精旨要义ꎬ又能去其

浮言游辞ꎮ
今之学者经过对比分析ꎬ认为清代考据学存

有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盲目信从汉儒ꎬ以古为

是ꎻ另一种是不知而作、穿凿附会ꎮ” [７] 郝懿行虽

注重宋之前的注训考释ꎬ但却不盲从先儒ꎬ不拘泥

前人之说ꎬ也不穿凿附会ꎬ而是采用“求是” “存
疑”并举的训释方法ꎬ考证字词原义ꎬ又能在充分

掌握、分析材料的基础上大胆质疑ꎬ继承并发扬了

乾嘉汉学无征不信的学术风格和思想ꎬ体现了一

种更深层次的求是精神ꎮ 如«证俗文»中多处出

现的“存疑”词条ꎬ对产生异议的各家注说ꎬ采取

兼收并蓄的方法ꎬ宁缺不议ꎬ不臆想、不妄说ꎬ特别

是因资料缺失、辨识不清等原因造成的疑惑ꎬ也是

采取“存疑”的态度ꎬ或指出“未详其说” “未详其

理”“未详闻也”“未知谁是”等ꎬ如:
范武假士会(«汉书古今人表»:

“士会在中上ꎬ别有范武子列上中ꎮ”师

古曰:“据今«春秋说»ꎬ范武子即士会

也ꎮ”而此重见ꎬ岂别人乎? 未详其说ꎮ)
[范武假士会]

案:此物今名相思石ꎬ登州海滨多有

之ꎬ非难得也ꎮ 李珣所说得其情状ꎬ其云

下卵如粟ꎬ今未之见也ꎮ 云主妇人产难ꎬ
未详其理ꎮ [朗君子]

«礼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为

步ꎬ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ꎮ 古者百亩ꎬ
当今东田百四十六亩三十步ꎮ 古者百

里ꎬ当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

分ꎮ”(注云:周尺之数未详闻也ꎮ 案:
«礼»制)[亩曰步]

“因井为市ꎬ交易而退ꎬ故称井市

也ꎮ”(案:注引«风俗通»曰:“俗说市井

者ꎬ言至市当有所鬻卖ꎬ当于井上先濯乃

到市也ꎮ”此说非是ꎮ 又«春秋井田记»ꎬ
他书未见引用ꎬ故录而存之ꎮ «世本»:
“伯益作井ꎮ” «逸周书»:“黄帝作井ꎮ”
未知谁是ꎮ «玉篇» 则从«世本»ꎮ) [市

井]
对所引词条ꎬ或有不同训释的ꎬ也采用“留

存”方式ꎬ以待考证ꎮ 如:
不如曰如ꎮ («公羊隐元年传»

注:“如即不如ꎬ齐人语也ꎮ”案:此不必

齐人语ꎬ«左传»此语尤多ꎮ «僖二十二

年»凡何休所指齐语ꎬ略具于此矣ꎮ
余所不知ꎬ姑阙疑焉尔ꎮ)[不如曰如]

零丁ꎬ招子也ꎮ («天禄识余»:“«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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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记»云:‘有失儿女零丁ꎮ’谢承«后汉

书»:‘戴良有失父零丁ꎮ’零丁ꎬ今之寻

人招子也ꎮ” 案:零丁ꎬ失志貌ꎬ或作伶

仃ꎬ«晋书李密传»“零丁孤苦ꎬ至于成

立”是也ꎮ 以为寻人招子ꎬ存以俟考ꎮ)
[零丁]
以上二例ꎬ皆因郝氏对先前之说存疑ꎬ即使是

对古之“齐语”ꎬ虽是一向较为熟悉的地域性方言

俗语ꎬ自己一时也心有疑惑ꎬ所以就大方承认“余
所不知”ꎬ采用“留存”的方式ꎬ或姑且“阙疑”ꎬ或
待后人考证ꎬ显示了郝懿行作为训诂大家的严谨

求实的训诂风格和朴学追求ꎮ
二是征引广博ꎬ集例归纳ꎮ 郝氏注训引例ꎬ雅

俗、正野兼备ꎬ不仅引用经史子集、字书类书、小说

笔记、戏曲杂剧、金石碑文、方言俗语等丰富语料ꎬ
还结合民俗、文化、方言ꎬ甚至乡俚琐言等进行释

义ꎬ广征博采ꎬ引申触类ꎬ数量杂多ꎬ种类繁复ꎮ 按

时间跨度言ꎬ所引典籍上自先秦ꎬ下迄注者当代ꎬ
长达两千余年ꎮ 征引的典籍ꎬ就内容论ꎬ以经书为

主ꎬ广泛涉及易、书、诗、乐、礼、春秋、孝经、四书、
五经总义、小学等ꎬ仅小学类ꎬ又广泛征引训诂、字
书、韵书等ꎮ 除此之外ꎬ还兼采文史ꎬ把对某个字

词的更多释义纂集贯穿起来ꎬ并有意识地分析这

些词义间的内部联系ꎬ“诸说并列则求其是”ꎬ[８]２

集众家之说ꎬ补未尽之意ꎬ评众家得失ꎬ又常能发

明新解ꎬ而且所引典籍大都注明书名、篇名ꎬ便于

查考ꎮ
如:“荼” 字一则ꎬ引书众多ꎬ经有«尔雅»«说

文»«诗经椒聊»«毛诗»«凡将篇»ꎻ史有«汉书»
«吴志»«唐书» «明史»ꎻ子有«茶经» «洛阳伽蓝

记» «大唐新语»«物类相感志»«日知录»«言鲭»
«天禄识余»«珩璜新论»«本草衍义»等ꎻ集有«魏
了翁集»ꎬ诗赋则有王褒«僮约»、张载«登成都白

菟楼»、黄庭坚«茶赋»、孙楚诗等ꎻ其中如«魏了翁

集»引文中又有«春秋» «汉志»的内容ꎻ«鹤林玉

露»中又引«茶经» «茶述» «茶录»及东坡诗等ꎮ
有的多次引用ꎬ如«日知录»引用 ３ 次ꎬ«天禄识

余»引用 ２ 次ꎮ 可见ꎬ郝氏就是以广泛征引丰富

的语料ꎬ来支撑其对辑录词条的释训ꎬ使其词义精

确ꎬ又语料翔实ꎮ
三是长于考证、辨伪正讹ꎮ 今人评价«证俗

文»ꎬ认为其“内容之丰富ꎬ考释之谨严ꎬ编辑之有

条理ꎬ胜过«通俗编» «恒言录»ꎬ是清人此类著作

中价值最高的一部” [９]１６９ꎬ对其考释编辑给予了高

度评价ꎮ 郝氏注疏ꎬ发挥考据之长ꎬ打破字书、韵
书和旧注成说的局限ꎬ训释、考证、理义与订误、校
勘相结合ꎬ疏证词义ꎬ考辨名物ꎬ论证严密ꎬ解决了

古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的阙漏、讹误、伪造、篡改等

问题ꎬ如前例“汉世谓蜀为叟”ꎬ对«正义»«华阳国

志»皆以“并非”否之ꎮ
另外ꎬ郝氏对古籍古注之误者ꎬ也进行了考辨

订误ꎬ如常以今之俗制证古注之误ꎬ如:
«汉书王莽传»:“辜而榷之ꎮ”(师

古曰:“辜榷谓独专其利ꎬ而令他人犯者

得罪辜也ꎮ”案:今俗谓独取利曰辜ꎬ或

曰大包辜ꎮ 颜注罪辜之说ꎬ非也ꎮ)[铺]
也有采用互证方式进行订误的ꎬ如:

谓夫之姊妹也ꎮ («尔雅释亲»:
“夫之姊为女公ꎬ夫之女弟为女妹ꎮ”郭

注:“今谓之女妹是也ꎮ”案:公通作妐ꎮ
«礼昏义»:“和于室人ꎮ”郑注:“室人

谓女妐女叔诸妇也ꎮ” 据此注ꎬ女妐即

«尔雅» “女公”ꎬ其女叔即 «尔雅» “女

妹”ꎬ是知女妹ꎬ«尔雅»古本正作女叔ꎬ
今本盖因郭注“女妹”ꎬ传写致讹ꎬ赖有

«昏义»注可以正之ꎮ)[女公女叔]
上例以«尔雅»古本、今本及郭璞注对“女妹”

“女叔” 进行互证ꎬ再以 «礼记昏义» 郑玄注

正之ꎮ

综上ꎬ«证俗文»在训释方式和引文体例等

方面作出的探索和积累ꎬ丰富和发展了乾嘉学

派的训诂思想ꎬ同时又含有“兰皋学派”自身的

特色和贡献ꎮ 一是广泛引用古代字书、韵书、训
诂等典籍文献ꎬ既注重疑难字词ꎬ以及时间、地
点、人物的解疑释惑ꎬ又注重词义的辨析和考

源ꎬ为考证字词原义、考辨词义源流等提供了可

靠参考ꎬ为丰富训诂方法和训诂理论做出积极

贡献ꎮ 二是大量征引经史子集ꎬ注明文献史料

出处ꎬ为研究字词发展、制度演变、风俗流变等

保留了丰富史料语料ꎮ 三是引用典籍中很多已

经亡佚ꎬ如«汉书»诸家注中除常见之臣瓒、颜师

古注外ꎬ其他也大量援引了如服虔、应劭、刘德、
郑氏、李斐、李奇、文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
韦昭、晋灼等人的注疏资料ꎻ«史记»除三家注

外ꎬ还征引了徐广、韦昭的注ꎬ为后世字词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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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辑佚等提供了充分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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