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有 “尖刺”羲瞩？
― 《漠韶大字典》《漠韶大铜典》释羲臂疑

林 源 唐 永 育

    阮元 《释心》①、简一多 《释朱》引 《爵握 · 邶夙 · 凯凤》

“吹彼棘心”、《易握 · 坎卦》虞注 “坎多心，故策棘”等例韶高

,’l 自”有 “尖刺”羲②。现代各大型韶文淤害如 《漠韶大字典）)

《漠藉大祠典》《龄源》《淤海》《中文大龄典》等也都海 “心”立

了 “（榭木的）尖刺”遏一羲项。然而，“心”字的其他各项意羲

之简，言司羲弓｝申登展的脏胳清晰可辱，业且所有通些意羲现在都

活耀在现代漠韶舆方言中，用例魔矍富。抵有 “尖刺”羲舆

,’l 自”的其他各项意羲之简找不到任何相似阴聊默，颖得突兀。

同特，各大解害在 “心”的 “尖刺”羲下所抬出的例覆抵有

《爵》、《易》等少敷畿涸上古害覆，不见中古以後的例覆，而且

,’）臼”的 “尖刺”羲也不兑於任何古代瓣害，意羲的来源舆登展

情况不明，所有逼些，都令人嚷疑 “心”是否榷曾有遇 “尖刺”

意羲？《爵》、《易》中的 “心”榷寅磨敲释作 “尖刺”羲嗯？岛

此我俏逐一分析 《爵》、《易》等上古例覆，探寻 “心”是否曾有

遇 “尖刺”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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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至朴 夭夭然盛 ，则母 氏之 劬劳可知矣 。”案 ：段 锐是 也。

    《野有死潘》《傅》：“模漱，小木也。”《雨稚》：“攫漱，心。”

    是心有小羲。棘畏成薪，故 《傅》云： “棘薪，其成就

    者。”⑦

    王先嫌云 ：

        《统文》：“棘，小泉策生者。徒亚束。” 《易 · 坎卦》：

    “置矜策棘。”虞注：“坎多心，故策棘，棘之心赤。’，⑧
按：上引藉家没有一家韶岛 “棘心”指 “（榭木的）尖刺；芒

刺”。朱熹韶高：“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所渭 “稚弱”“未

成”是指植物幼峙，也即 “初生萌蘖”“嫩芽”峙。焉瑞辰爵高：

“聚棘初生皆先晃尖刺，尖刺即心，心即撇小之羲”，韶海 “心”

指 “撇 （把）（幼）小”的 “初生”者，“心”仍是指 “芽”，道

裹的 “尖刺”是形容 “撇小”的嫩芽 “初生”峙的形状，而不是

指 “木艺”。胡承珙韶乌：“心”指 “萌芽”。隙奥撇承段玉裁的

锐法，韶乌 “心”指 “初生萌蘖”。

    此外，促 《凯夙》全爵来看，爵章描述了棘由幼芽 （小苗）

到是大成材，可以舄薪柴的遇程，“棘心”抵有指 “棘的辣芽；

苗尖”，橡能舆下章 “棘薪”相封，如果 “棘心”指 “棘的尖刺、

艺刺”，则靴以舆下章 “棘薪”相呼磨，全爵的意羲也将靴以理

解。

二 《易 · 靓卦》注 “坎多心”中的

“心”指 “芽”羲

    阮、背二公又引 《易》覆 “心”有 “尖刺”羲，榆 《易握 ·

锐卦》：
坎⋯⋯其补木也 ，乌 坚多心。

《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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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裴在将 《易 · 坎卦》上六 “真於第棘’，⑩舆 《困卦》六

三 “搏於蒺藜”混舄一歌⑧，韶乌 “惟坎多心，而於木多心，故

篇装棘、蒺藜之象。第棘、蒺藜但皆言其钎锐而已”，由此推断

,’l 自”指 “尖刺”。我们貌 ，雕然坎卦 “真於装棘”舆困卦 “搏於

蒺藜”的卦象都是借困於有刺之木中形容兑除，有其相似之虚，

但 “坎⋯⋯其於木也，漓壑多心”，抵是针封坎卦而言，“多心”

是坎卦在木上的特性，不能磨用到困卦上，不能随便将形容坎卦

的 “多心”舆困卦的卦象 “蒺藜”相聊繁，更不能搏坎卦的 “萧

棘”舆困卦的 “蒺藜”有刺就巡而将 “多心”理解成 “多刺”。

三 《释名》‘,，合，擞也”不是指 “尖刺”羲

    阮公又引 《释名》： “心，撇也。言撇微燕物不贯也。”覆

,’l 自”有 “尖刺”羲。然而 《释名》基本探用聱剥，其剥释用藉

.-’J’’的土山白

颇多不可作篇剥释字之意羲者。如 《释名》：“山，崖也。”

吐也。”逼檬的wII释雌能莆助理解字羲，但业不能就韶岛

有 “崖”羲，“土，, “吐”羲。同理， (（释名》“心，撇也”

副｝释抵貌明 “心”

有

具有 “所藏撇微燕不贯也”的能力

有 “撇 （翻）”羲，更不能由此推出 “心”

业不能就

有 “尖刺”

(（雨雅》“橄模 ，心”中的 “心”指

沁

四

，锐明

羲。

“小榭苗”

    阮、背二公又攀 《雨雅》

“刺”羲，榆 《雨雅 · 释木》：

        橄模 （阮校作 ：模揪）

    王引之曰：

舆 《爵 · 野有死庸》覆 “心”有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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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橙钇 》曰：“松柏有心”。皆谓 心乌尖刺 ，故 曰 “多心”

    “有心”，否则，除束、棘、松、柏皆典心之木邓？秉、棘、

    松 、柏较之他木之 内心又直镯 多邓？《雨稚》 曰：“箭之有筠

    也，如松柏之有心也。”凡松柏枝菜初生之年皆有尖刺，至

    弟二年刖刺落而成菜。此言松柏坚木初生必由心而来，猫竹

    箭之由筠而来也。筠字不见补 《锐文》，赏即是苟字，苟或

    乌笋，旬、尹、匀，皆相通，故 《橙祀》“孚尹旁连”郭注

    请孚尹乌浮筠，此典松柏有心同例。後人不知筠乌笋字之通

    借 ，遂典心字亚误解矣 。

    背一多否定阮元 “凡松柏枝菜初生之年皆有尖刺，至弟二年

具刂束刂落而成菜”貌，韶高：

        松针亦谓之心。《橙纪 · 橙器》篇：“松柏之有心也，贯

    四待而不改柯易菜。”《统 文 · 木部》：“描 ，松 心木 。”此心

    字 亦谓尖心 ，统祥下。

    背氏 “松针亦渭之心”锐可促。榆 《橙韶 ·橙器》曰：

        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

    天下之大端矣，贯四待而不改柯易萦。

郸玄注 ：

        筠，竹之青皮也。

    郸注不裴，阮元所言 “筠高笋字之通借”不足信。古人行

文，前後相患，“筠”封下文之 “柯”, “心”封下文之 “菜”，此

句意渭竹皮 （筠）四季常青 （不改柯），松柏 （心）凌冬不凋

（不易菜）。“筠”指 “竹之青皮”不裴，“心”膺指 “松针”。

    需要捕充背一多 “松针亦稠之心”貌的是，“松柏之有心”

中 “心”舆 “桃心”的 “心”意羲相同， “桃心”指 “新生桃

菜”，具lJ“松柏之有心”也患指 “初生的松针”，而不是泛指 “松

针”。此外，根檬 《锐文》也可以莆助推断 “松柏之有心”中的

,’］自”指 “初生松针 （菜芽）"，而不是泛指 “松针”。榆 《貌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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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酒生活幸卧 （1 983年 4 月 23 日）: “扦插或分株七盆成活後，

要遭行二至三次造型打顶 （也叫打心、摘心）工作。”今江淮官

韶典山束即墨方言等很多方言逼都有 “打心”“摘心”“掐心”的

锐法。“心”指 “芽”羲屋晃於简方言，如福建厦阴韶把 “妻子

登芽”叫作 “夔子登心”。。
    不谨所有前人用来输覆 “心”有 “尖刺”羲的例句都不能成

立，而且促祠羲引申的角度来看，“尖刺”羲舆 “心”的所有其

他各项意羲简都不具愉某梗相似性，由 “心”的各涸意羲出登都

不太可能引申出 “尖刺”羲，“心”所渭的 “尖刺”在案意羲中

颖得孤翠突兀可疑。

    粽合上貌，各大淤害乌 “心”所立 “尖刺”羲项源自清以来

擎者封握典的裴覆，本不存在，此羲项富删。

    此外 ，由於各大型淤害封 “心”的芽羲或收缘不全或分合不

富，道裹弑将 “心”的 “芽”羲作一涸捕充整理：

    ( 1） 指 “菜芽”、“新生嫩菜”，如：桃心，《锐文 · 木部》：

“椭，松心木”;

    ( 2）指 “花芽、花苞、花苔”，如：梅心、香心，阴韶中的

青菜心、韭菜心；

    ( 3）指 “胚芽”，如：莲心；

    ( 4）指 “幼株”、“小木，’、“新苗，’，如：《爵 · J郎夙 · 凯夙》

“吹彼棘心”，《雨雅 · 释木》“模橄，心”;

    ( 5）指 “苗尖”，如：掐心、打心、摘心；

    ( 6）指 “花蕊”，如：花心、心皮、心阴兄。。

〔注释〕

①阮元，《擎握室集》（一）卷一，p. 5一6，四部蒙刊初骗集部 304册
  一集 ，上海香店，1989年 3 月影印。

    阮元 （（释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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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文 · 木部》：“描，松心木。”此心字亦谓尖心，锐祥下。

    睦钱 《演速最》：“劲隆投外，不凋寒木之心。”

    棘之芒刺谓之心，因之棘亦曰心。
      《前稚 · 释木》：“模揿，心。”《持 · 召南 · 野有死麝》篇 《正羲》

  引拣炎曰 “模橄一名心，”又引某氏曰：“模袱，槲袱也，有心，能

  （耐）派，江淮简以作柱 （炷）。”

    合棘典心二字乌视合名词，刖曰棘心。

      《诗 · 邺夙 · 凯夙》篇：“凯夙 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夭，母氏

  劬劳。”

      《橇橙 · 特牲精食》《橙钇》：“棘心匕刻。”

      《诗》“棘心”，落皆以岛中心之心，惟阮元、徐溯知乌尖心之心。

  案如曹挽 ，刖心在木内，夙安得吹之乎？其误诚不待辫。然如阮、

  徐二家以心岛芒刺，刖不知夙 之所吹，何镯在刺而不及枝菜？且

  《诗》曰 “棘心天天”，天天屈折之貌，刺受夙吹，又安得天天之状

  乎？今镜 “棘心”乌筱合名词，典下章 “棘薪”同例，刖二句文羲
  皆安。《曦橙》之 “棘心”羲典 《诗》同。知之者，棘之芒刺 ，畏不

  盈寸，不中乌匕，更典由刻乌能顽也。

    棘捉亚束，古盖亦债如束，即刺木字典赤 同音，故 “棘心”又染

  燮乌“赤·‘”。
      《诗 · 小稚 · 大束》篇：“有抹棘 匕。”《傅》：“棘 ，赤心也。”

    案：《诗》之 “棘 匕”即 《橇橙》之 “棘心 匕”，毛以赤心释棘，

  猫 《前稚》以心释模橄也。以其策生，故 曰 “模橄”，以其多芒刺，

  故曰 “棘”，一曰 “心”，合二名乌一名，以便裤谓，刖 曰 “棘心”,

  罄之讹燮，又曰 “赤心”，其青一而已矣。

③ 《十三挫注疏 ·毛爵正羲 · 邶夙 · 凯夙》卷二之二，301真，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7年 7 月第一版。

④ 《十三握注疏 · 毛爵正羲 · 邶夙 · 凯夙》卷二之二 《校勘韶》，306

  真。

⑤朱熹，《爵握集傅》，13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3 月，第一

  版。

⑥焉瑞辰 ，《清握解擅骗 · 毛爵傅笺通释》第二册，卷四一九 ，6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