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经注》祠萧琐耙

王 束

    娜道元所撰 《水粳注》①，是北魏峙期的一部杰出著作。研
覆数趋，逻取其中 “字面普通而羲别”及娜氏特有鄙例数则，略

加析羲，兼篇 《漠藉大祠典》中相属黯可目释羲献商榷之愚晃，亟

盼方家提正。

（一）特秀

水等源繇南武赏山，一曰太和山⋯⋯山形特秀，又曰

仙室。 《荆

博山香墟 ，

水中》）

州圆副韶》曰：山形特秀，具朴泉击，峰首状

亭亭速出，菜食延年者莘焉。（卷二十八，《沔

“特秀”同羲建文，

“特”，本羲篇公牛。

羲篇 “高聋”、“挺拔”、“聋立”。

《观文 ·牛部》：“特牛也。”段玉裁注：

“敛本云：朴特，牛父也。”

“大”，故由其 “高”“大”

来指人即是 “杰出的人”;

通常，“公牛”要比其他的牛 “高”、

引申篇 “超出一般”。“超出一般”用

用来指物即扁 “超出之物”。
《爵挫》中巢已出现，前者如 《爵

息，百夫之特。” “特”，《郸笺》：

·秦凤 ·黄息》一章：

二羲在

“推此奄

嵘 傅》：“特，杰出之稠。”後者如

彼阪田，有菀其特。”朱熹 《集傅》：

“百夫之中最雄俊也。”朱熹

《爵 ·小雅 ·正月》七章：“瞻

“特，特生之苗也。”由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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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水》）“又束北入黄瓮淌，北逗中喝城西。城内有曹毫甚秀。”

（卷二十二，《渠水》）“湖束北有大暑毫⋯⋯秀宇唇明，通望周

博，游者登之，以惕速情。”（卷二十八，《沔水中》）“其源百里，

出西南望州山，山形竦峻，峰秀甚高。” （卷三十七， 《夷水》）

,’r 爆」山有二峰，相去一里，矍燮膂秀，圆峙若一。”（卷二十五

《沂水》）等等。

    由上可知，“特”“秀”羲同。“特秀”焉同羲速文，史籍中

微 口：“亘石崔嵬，像莲峰而特秀⋯⋯濡松淌以形湍；微霭镯而

流津，清飚激而成霞。”（唐路敬淳 《大唐嚷州河内瓢木淌魏夫人

祠碑路》）④等。

    《漠藉大祠典 ·牛部》 “特秀”倏下引 《束颧漠韶 ·地理志》：

“有能邱山在束，有九石特秀。”三圃魏嵇康 《琴斌》：“若乃重嵘

增起，偃蹇雪覆，邈隆崇以趣壮，崛巍巍而特秀。”其中的 “特

秀 “解释篇：“特别秀翟”。颖然是把 “特”解释篇 “特别”、．把

“秀”解释篇 “秀麓”。甚裴。

（二）秀攀

          其水出峡西北流，注漠水。漠水北，速山秀琴，攀峰

      貌峙。（卷二十，《漾水》）／其水南流，屉鼓撞上峡⋯⋯壁

      立直上，担崖秀奉，百有铃丈。（卷四，《河水四》）

    “秀牟”篇同羲速文，表示 “高聋” “挺拔”之羲。 “攀”,

《貌文 ·手部》：“攀，封攀也。”段玉裁注：“封攀，言胃以雨手举

之。”《魔胡 ·言吾馥》：“攀，擎也。”引申之，则有 “高聋”“高出”

之羲，《水握注》中常晃，如 “雪攀”, “挺在唇燮之上，有孤石

雪攀，舔崖危峻，可高百除但。” （卷十六，《濡水》） “霞攀”,

“水出林意瓢之含石溪，束北逗鲁班阴西，赞阴昂藏，石壁霞举

⋯⋯”（卷十，《渴漳水》）“鼓举”, “洛水之北，有熊耳山，矍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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麈露而上征，寻雪霞而蔽日。”（梁裴子野 《游苹林圃赋》）⑦“碧
堂挺起，元宫秀出，曼楝口雪，浮梁瑛日。”（唐薰森 《京兆府美

原既永仙颧碑文》）⑧
    《漠藉大祠典 ·禾部》 “秀出”烽引明代高答 《赠金苹隐者》

爵：“金苹秀出向束南，速腾喝明舆勾曲。”解释焉： “美好特

出”。其中 “秀”释羲篇 “美好”，甚裴。

（四）可减

          水出山侧，颓波溯注，冲激横山，山上合下阴，可减

      六七十步⋯⋯势同雷搏，激水散氛⋯⋯ （卷九，《淇水》）

    “可减”焉同羲速文，表示豹敷 “大的”、 “豹略”之羲。

“可”“减”均有 “大拘”“拘略”之羲，文献中屡兑。

    “可”表示 “拘”“大豹”之羲，裼榭逢 《祠拴》中 “可”字

烽下 “可，副祠，加於敷祠之上，表 ‘拘略’之意。”如 “御可

敷百步，以焉焉不逸，鑫释卓而去。”（《翰非子 ·外储藐左上》）

“大夏民多，可百除莴。”（《史昆 ·大宛列傅》）“五残星，其状顺

辰，去地可六丈。”（《漠害 ·天文志》）" ［庚子嵩」徐答云：‘下

官家故可有雨娑千莴，随公所取。’於是乃服。”（《世貌新藉 ·雅

量》十）“《外圃事》曰：⋯⋯有侵婆塞姓释，可二十除家，是白

净王之苗裔，故焉四姓⋯⋯”（卷一，《河水一》）“素湍道注，颓

波委壑，可敷百丈，望之若霏幅辣矣。” （卷三十，《淮水》）等

等。

    “减”有 “大拘”“的略”之羲，如 “王右罩年减十崴峙，大

将罩甚爱之，’匠置幌中眠。”（《世藐新藉 ·假橘》七）“榭石悉在，

魔是六尺，高减二尺。”（卷一，《河水一》）“停水敷十献，畏数

里，魔减百步，水色常椽。”（卷二十八，《沔水中》）“人有掘出

一默，洒全不破，甚高壮，颐去地减一丈静，作裂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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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水出祀山，其水殊源共舍，注朴婴侯之水，乱流中

    都繇南，俗又谓之中都水。舍真按： “注屡见合舍之文，

      共舍，猫合舍也。”（卷六，《汾水》）

          3．堆南有三泉，相去四五里，参差合次，南注补陂。

      守敬按：“注每言线原合舍，合次即合舍也。”（卷九，《清

      水》）

    “舍”，《貌文 ·乙部》：“市居曰舍。”段玉裁注：“舍可止。引

申之焉凡止之稻。⋯⋯凡止於是曰舍。，··⋯ 《输藉》 ‘不舍叠

夜。’言胃不放遇叠夜也。不放遇叠夜，即是不停止於某一叠一

夜。”唐颜骊古 《匡谬正俗》卷八：" ‘舍’字酬止，靓息也。人

舍屋及星辰次舍某羲皆同。《输藉》云：‘逝者如斯乎，不舍置

夜。’言胃嗓夕不止耳。”“舍”表 “止”“息”羲，亦可促舆其它表

示 “止”羲的祠榕成同羲速文的形式中可以看出：“顿”“止”耩

成 “镇舍”、“止舍”、“顿舍止”等形式。“顿舍”, “荆人因随之，

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罩⋯⋯” （《史韶 ·白起王翦列傅》）

“而魔行燕部曲行阵，就善水草顿舍，人人自便⋯⋯”颜颇古注：

“顿，止也。舍，息也。”（《漠害 ·李魔傅》）“止舍”, “未至井哩

口三十里，止舍。”（《史韶 ·淮除侯列傅》）“躬勤耕晨，出入阡

陌，止舍雕螂亭，稀有安居峙。”（《漠害 ·循吏傅 ·召信臣》）“顿

舍止”, “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史韶 ·李将军列傅》）

董志翘先生按：“屯、舍、止，皆止息羲也。’，⑩

    由上可知：《水粳注》中，“舍”亦焉 “止” “息”羲。舆

“合”礴成 “合舍”，其意羲富焉 “水流曹合而止、合流而止”,

即 “舍合”、“合流”。

    “共舍”，熊舍真按：“注屡晃合舍之文，共舍，猫合舍也。”

此按甚是。“共舍”亦 “合流”“曹合”之羲。

    《漠藉大祠典 ·舌部》 “舍”字倏下有一羲项焉： “指河道。

《水握注 ·渭水》： ‘渭水又束，新典川水出西南息鼠山，二源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