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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言者，甚希矣。”

    王聘珍 《解韶》： “背猫中也。君子者，君上位，子下民。

希，罕也。言今之在位者所言，不出於任事奉法之中，罕简君圃

子民之大道也。”

    按：“简”字就，富焉 “背”，字形相近而裴。孔魔森 《捕

注》：“简，宋本就背，促裼氏大kll1改。”王榭桥 《校正》：“各本

背作背，汪校云：‘背，，露作简。’今案：背覆焉简，背、尚古字

通。《瑜藉 ·公冶昃》：‘简一以知十。’释文：‘背，本或作简。’

《檀弓》：‘尚爽于夫子乎？’释文：‘尚，本亦作简。’《荀子 ·亮

尚》：‘不背即物少至。’裼注曰：‘背或篇尚。’皆其覆。言今之

君子，’准士舆大夫之言之固，燕尚于王言者。此正引起简王言之

意。”今按：孔氏改 “背”焉 “背”可促，而王氏破 “背”焉

“简”则大可不必。王氏 “引起尚王言之意”云云，可能因下文

“曾子起曰 ‘敢尚何渭王言”，而来，但是曾子所尚，分明是一涸

“何渭王言”的尚题，而不是一涸筒罩的 “言”，所以康管古害有

“背、简”通假的例子，也不宜以下文改上文。“简”的寰藉通常

膺富是封象或背题，而非筒罩的 “言”。王聘珍所渭 “罕背君圃
子民之大道”的句意，富不没。另外，古文中罕晃 “惟士舆大夫

之言之背（中）”的句法，反之，“惟⋯⋯之背”即“惟⋯⋯是简”，具刂是

古漠韶中常晃的寰藉前置的特定句法。此句的文意就是：“今天的

圃君，抵籍到士舆大夫的韶，而很少籍有德君子的韶。”

    三．《王言》：“雕有团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

    彐粤珍 《解韶》：“团渭王圃也，《周覆》曰：“准王建圃。’

《大司焉》辙曰：‘方千里曰圃畿。’教渭教化，服猬服事。⋯⋯

上熬教化，下燕服事，不可以焉圃也。”

    按：“焉”富焉 “焉”字之裴，形就所致。惆 覆 ·考工韶 ·朝

劝 ：“圃焉之朝。”郸玄注：“圃焉，言胃模焉、戎焉、膂焉、道

焉。”于鬯 《香草校害》云：“此圃焉即良焉之别格，故下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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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即爵也。《貌文》曰：‘爵，覆器也。象爵之形，所以欲器象爵

者，取其嚓筋筋足足也。’虞本、孔本怪改篇爵，羲则是而文非

矣。爵舆省字不相近，燕椽裴焉省也。”王榭桥 《校正》：“戴校

本亦改省焉爵。云促方本及 《荀子》《史韶》。”俞樾 《拿握平藏》

卷十七：“《荀子 ·橙输篇》作 ‘利爵之不醮也’。此文假雀焉爵，

因裴焉省。⋯⋯惟利爵之意，虞注不傅，裼惊注 《荀子》曰：

‘祭澄必告利成，利成之峙，其爵不卒，奠于筵前也。’今按裼氏

所貌未鑫其意，利渭佐食也。《特牲靖食覆》曰：‘利洗散献于

尸，酢及祝如初。’郸注云：‘利，佐食也。言利以今巡酒也。更

言献者，以利待尸覆将胳，宜一道酒，嫌于加酒亦富三也。不致

爵，覆又毅也。’然则利爵即指此而言。” 《覆三本》此段文字，

又晃於 《史韶 ·覆害》，不遇大同小具。此句 《史韶》作 “利爵弗

啐也”，裴胭 《集解》引郸玄曰：“啐，入口也。”又司焉真 《索

隐》云：“《曦覆》祭攀献，祝西面告成，是焉利爵。祭初未行燕

算爵，故不啐入口也。”是 “利爵”之羲，司焉真所言最篇浅易，

而 “啐”羲焉品官或小欲；《荀子》作 “不醮”，裼惊注klIl “醮”

界 “肃”。《曦覆·有司撤》云：“祝受祭酒，啐酒奠之。”《魔雅·
释拈三》：“啐，官也。”啐酒奠之，正渭品官而不鑫，故富以惕

注焉是，“不啐”即 “不卒”。

    六．《夏小正》：“菽糜以在趣中，又言之峙何也？是食矩阴

而言己之。”

    营注云 ：“矩阴一作短阴。”

    按：王聘珍本谨列曹注，靴于理解。孔魔森 《捕注》：“黄尚

害曰：令民焉豆粥，以辟暑氧。矩，法也，以焉食法之所阴而韶

之也。魔森稠：以、已通，已在粳中者，食菽糜以心中焉候。

握，言心中，具刂菽糜已在其中矣。峙，是也。昔光武帝舍燕萎

亭，播具上豆粥，是古食法有之。”孔氏在注释中指出食豆粥是

古代的一植食法。王引之 《握羲述背》卷十一：“虞本矩阴作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