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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辭典收錄現存《淮南子》、《呂氏春秋》、《戰國策》三書之高誘注，並及漢唐訓詁、唐宋類

書徵引之逸注，供研究秦漢語法、詞彙者參考。 

底本 

1. 《淮南子》、《呂氏春秋》、《戰國策》三書所據底本如下： 

(1) 景宋本《淮南子》，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 

(2) 宋邦乂本《呂氏春秋》，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 

(3) 《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2. 傳世刊本間有殘闕，今據別本、類書、其他文獻所見重文、前人研究成果，加以校改。

校改只供讀者參考，故加校改符號，以便恢復底本原貌。（ ）表示刪字，〔 〕表示增

字。（ ）〔 〕兩種符號除用以表示增刪，凡誤字之改正，如 A 字改正為 B，亦以（A）

〔B〕方式表示。例如： 

《呂氏春秋‧慎人》高誘注引《傳》曰：「伐虞，獲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繆

（公）姬。」 

「公」字衍，據《備要》本《呂氏春秋》（14/15a）刪。又如： 

《呂氏春秋‧盡數》高誘注引《孟子》「人〔之〕性無不善。」 

「之」字脫，據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頁 295）補。再如： 

《淮南子‧本經》：「用兵（冇）〔有〕術矣，而義為本。」 

「冇」字誤，今據《道藏》本《淮南子》（13/18a）改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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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v 凡例 

3. 校勘及考證所據資料，均以當頁腳注方式，說明依據。所據文獻之版本名稱及出版資

料，詳見《徵引書目》。 

4. 當頁腳注格式，據文獻情況，或無編著者姓名，或顯示版本，或顯示作者、編者、整理

者等資料。稱引之古本顯示卷頁，例如： 

《爾雅注疏》，5/7b。 

莊本《淮南子》，7/10a。 

王念孫：《讀書雜志》，9.6/13b–14a。 

標點本則只顯示頁碼，例如： 

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頁 1419。 

5. 倘若校改之字，見於字頭、詞頭，則先在需要校改之字頭、詞頭顯示書證及修改依據，

並以參見方式，在改正後之字頭、詞頭顯示義項、書證。例如「變」字下義項四： 

《呂氏春秋‧安死》：「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

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為死者

慮也。」注：「變，動也。言無所興造，不擾民也。」正文「不變人徒」及注文

之「變」字，王念孫曰本作「煩」。當據改。⇒「煩」（頁 210）。 

正文及注之「變」字，皆據王念孫說改作「煩」，故以⇒「煩」（頁 210）顯示須參見頁

210「煩」字： 

煩擾。……《呂氏春秋‧安死》：「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

肆；禹葬於會稽，不（變）〔煩〕人徒；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

非惡其勞也，以為死者慮也。」注：「（變）〔煩〕，動也。言無所興造，不擾民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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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xxv 

條目安排 

1. 條目依漢語拼音排列，一字多音，先列義項較多之讀音，讀音不詳者置於書末。 

2. 同音字依筆畫多寡排列，少者在前，多者在後。 

3. 筆畫相同者，按起筆筆形橫（一）、竪（丨）、撇（丿）、點（、）、折（乙）順序排列。 

4. 所收條目分單字條目和多字條目。單字條目用比較大的字體，多字條目依第一個字分列

於領頭的單字條目下。 

5. 單字條目先列現代音，次以中古音，再次以上古音： 

(1) 現代音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北

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 

(2) 中古音以《廣韻》為主，《廣韻》所無據《集韻》補錄；《廣韻》、《集韻》皆無者，

則斟酌採用《字彙》、《字彙補》、《龍龕手鑑》（僅列反切）。 

(3) 上古音只標韻部，以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所訂三十部為準。 

6. 單字條目和多字條目都有形同而分條的情況。 

單字條目方面，字形相同而釋義、現代音不同的以⑴、⑵……分立條目，如「費」字下

收錄兩個讀音： 

⑴ fèi  《廣韻》芳未切。 滂未去。 物部。 

⑵ bì  《廣韻》兵媚切。 幫至去。 物部。 

字形、現代音相同，而意義需分別處理的，亦以⑴、⑵……分立條目，如「上」字： 

⑴ shɑ̀nɡ  《廣韻》時亮切。 禪漾去。 陽部。 

⑵ shɑ̀nɡ  《廣韻》時掌切。 禪養上。 陽部。 

多字條目以【 】號標示，形同而音、義不同的，分立條目，如「大行」見於 dɑ̀xínɡ，又

見於 tɑ̀ihán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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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vi 凡例 

7. 本辭典收錄之字形、詞形依所據底本，以存古籍原貌。高誘注解倘若涉及異形字詞，則以

參見方式顯示。再以「大行」（tɑ̀ihɑ́nɡ）為例。「大行」又作「太行」，「大」（tɑ̀i）字下

云： 

【大行】山名，在河內野王縣北。大或作太。（例略） 

「太」字下則云： 

【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縣北。（例略） 

釋義 

1. 分析意義先據高誘注，倘有補充，則在書證後加按語並說明依據。 

2. 義項不同，以符號❶❷❸❹❺……區分，並繼之以相關書證。書證多於一個者，則以符

號①②③④⑤……標示。 

書證 

 書證之次第，先《淮南子》，其次《呂氏春秋》，再次《戰國策》，殿之以漢唐訓詁及唐宋

類書徵引之逸注。 

檢字表 

 備有《筆畫檢字表》，依總筆畫排序：筆畫少者在前，多者在後；筆畫相同者，按部首排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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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節 表 

 

 
A 

ɑ̄i 1 

ɑ̌i 1 

ɑ̀i 1 

ɑ̄n 2 

ɑ̀n 3 

ɑ̀nɡ 4 

ɑ́o 5 

ɑ̀o 5 

 
B 

bɑ̄ 7 

bɑ́ 10 

bɑ̀ 10 

bɑ̄i 10 

bɑ́i 11 

bɑ̌i 17 

bɑ̀i 18 

bɑ̄n 18 

bɑ̌n 18 

bɑ̀n 19 

bɑ̀nɡ 19 

bɑ̄o 19 

bɑ̌o 20 

bɑ̀o 22 

bēi 25 

běi 26 

bèi 28 

bēn 32 

běn 32 

bēnɡ 34 

bènɡ 34 

bī 34 

bǐ 34 

bì 37 

biɑ̄n 45 

biɑ̌n 45 

biɑ̀n 45 

biɑ̄o 49 

biɑ̌o 50 

bié 51 

bīn 51 

bìn 52 

bīnɡ 52 

bǐnɡ 53 

bìnɡ 54 

bō 55 

bó 55 

bǔ 61 

bù 61 

 
C 

cɑ́i 67 

cɑ̌i 67 

cɑ̀i 68 

cɑ̄n 68 

cɑ́n 69 

cɑ̌n 70 

cɑ̄nɡ 70 

cɑ́nɡ 72 

cɑ́o 73 

cɑ̌o 74 

cɑ̀o 74 

cè 75

cén 77

chɑ̄ 77

chɑ́ 77

chɑ́i 79

chɑ̀i 79

chɑ̄n 79

chɑ́n 79

chɑ̌n 81

chɑ̀n 81

chɑ̄nɡ 81

chɑ́nɡ 83

chɑ̌nɡ 86

chɑ̀nɡ 87

chɑ̄o 87

chɑ́o 88

chē 88

chè 88

chén 88

chēnɡ 92

chénɡ 93

chī 97

chí 99

chǐ 100

chì 101

chōnɡ 104

chónɡ 106

chōu 107

chóu 107

chǒu 109

chū 110

chú 112

chǔ 113

chù 116

chuɑ̌i 117

chuɑ̄n 117

chuɑ́n 117

chuɑ̌n 118

chuɑ́nɡ 118

chuī 118

chuí 119

chūn 120

chún 121

chǔn 123

chuò 123

cī 124

cí 124

cǐ 126

cì 126

cōnɡ 127

cónɡ 128

còu 129

cū 130

cù 130

cuɑ̀n 130

cuī 131

cuì 132

cún 133

cùn 133

cuó 133

cuò 133

D 
dɑ́ 136

dɑ̀ 137

dɑ̀i 149

dɑ̄n 151

dɑ̌n 155

dɑ̀n 155

dɑ̄nɡ 158

dɑ̌nɡ 159

dɑ̀nɡ 160

dɑ̌o 160

dɑ̀o 161

dé 164

dēnɡ 166

děnɡ 167

dènɡ 168

dī 168

dí 169

dǐ 171

dì 172

diɑ̄n 175

diɑ̌n 175

diɑ̀n 175

diɑ̄o 176

diɑ̀o 176

diē 177

dié 177

dīnɡ 177

dǐnɡ 178

dìnɡ 178

dōnɡ 179

dǒnɡ 183

dònɡ 183

dōu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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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viii 音節表 

dǒu 187 

dòu 188 

dū 189 

dú 189 

dǔ 189 

dù 190 

duɑ̄n 191 

duɑ̌n 191 

duɑ̀n 192 

duì 192 

dūn 193 

dùn 193 

duō 194 

duó 195 

duǒ 196 

duò 196 

 
E 

ē 197 

è 198 

ēn 200 

ér 200 

ěr 201 

èr 202 

 
F 

fɑ̄ 206 

fɑ́ 207 

fɑ̌ 208 

fɑ̀ 209 

fɑ̄n 209 

fɑ́n 210 

fɑ̌n 212 

fɑ̀n 215 

fɑ̄nɡ 217 

fɑ́nɡ 219 

fɑ̀nɡ 220 

fēi 221 

féi 222 

fěi 223 

fèi 223 

fēn 225 

fén 227 

fèn 227 

fēnɡ 229 

fénɡ 233 

fènɡ 234 

fū 234 

fú 235 

fǔ 243 

fù 246 

 
G 

ɡɑ̄i 251 

ɡɑ̌i 251 

ɡɑ̀i 251 

ɡɑ̄n 251 

ɡɑ̌n 254 

ɡɑ̀n 255 

ɡɑ̄nɡ 255 

ɡɑ̄o 256 

ɡɑ̌o 259 

ɡɑ̀o 259 

ɡē 260 

ɡé 261 

ɡě 263 

ɡè 263 

ɡēn 263 

ɡēnɡ 263 

ɡōnɡ 265 

ɡǒnɡ 274 

ɡònɡ 274 

ɡōu 276 

ɡǒu 277 

ɡòu 278

ɡū 279

ɡǔ 282

ɡù 287

ɡuɑ̄ 290

ɡuɑ̌ 290

ɡuɑ̀ 290

ɡuɑ̀i 291

ɡuɑ̄n 291

ɡuɑ̌n 294

ɡuɑ̀n 296

ɡuɑ̄nɡ 297

ɡuɑ̌nɡ 298

ɡuī 299

ɡuǐ 300

ɡuì 302

ɡǔn 303

ɡuō 303

ɡuó 304

ɡuǒ 305

ɡuò 306

H 
hɑ̄ 309

hɑ̌i 309

hɑ̀i 309

hɑ̄n 310

hɑ́n 310

hɑ̀n 314

hɑ́nɡ 315

hɑ̀nɡ 315

hɑ̄o 316

hɑ́o 316

hɑ̀o 317

hé 319

hè 325

hēi 326

hěn 327

hénɡ 327

hónɡ 329

hǒnɡ 330

hóu 330

hòu 331

hū 334

hú 335

hǔ 337

hù 338

huɑ́ 338

huɑ̀ 340

huɑ́i 341

huɑ̀i 343

huɑ̄n 343

huɑ́n 344

huɑ̌n 346

huɑ̀n 346

huɑ̄nɡ 348

huɑ́nɡ 348

huɑ̌nɡ 352

huī 353

huí 354

huǐ 355

huì 355

hūn 358

hún 360

hùn 360

huó 361

huǒ 361

huò 361

J 
jī 364

jí 371

jǐ 376

jì 377

jiɑ̄ 386

jiɑ̌ 389

jiɑ̀ 391

jiɑ̄n 392

jiɑ̌n 394

jiɑ̀n 395

jiɑ̄nɡ 399

jiɑ̌nɡ 402

jiɑ̀nɡ 402

jiɑ̄o 403

jiɑ̌o 407

jiɑ̀o 409

jiē 411

jié 412

jiě 417

jiè 419

jīn 421

jǐn 424

jìn 424

jīnɡ 430

jǐnɡ 436

jìnɡ 438

jiōnɡ 441

jiǒnɡ 441

jiū 442

jiǔ 442

jiù 445

jū 447

jú 450

jǔ 450

jù 453

juɑ̄n 456

juɑ̀n 457

jué 457

jūn 463

jùn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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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節表 xxix 

K 
kɑ̄i 468 

kɑ̌i 468 

kɑ̀i 469 

kɑ̄n 469 

kɑ̌n 469 

kɑ̄nɡ 469 

kɑ̀nɡ 470 

kɑ̄o 471 

kɑ̌o 471 

kɑ̀o 471 

kē 471 

kě 472 

kè 472 

kěn 473 

kōnɡ 474 

kǒnɡ 474 

kǒu 475 

kòu 476 

kū 476 

kǔ 476 

kù 477 

kuɑ̄ 478 

kuɑ̀i 478 

kuɑ̄n 479 

kuɑ̌n 479 

kuɑ̄nɡ 479 

kuɑ́nɡ 480 

kuɑ̀nɡ 481 

kuī 481 

kuí 482 

kuǐ 483 

kuì 483 

kūn 484 

kǔn 485 

kùn 485 

kuò 486 

L 
lɑ́i 488 

lɑ̀i 489 

lɑ́n 489 

lɑ̌n 490 

lɑ̀n 490 

lɑ́nɡ 491 

lɑ̌nɡ 492 

lɑ́o 492 

lɑ̌o 493 

lè 494 

léi 494 

lěi 495 

lèi 496 

lí 497 

lǐ 500 

lì 503 

liɑ́n 509 

liɑ̌n 511 

liɑ̀n 511 

liɑ́nɡ 512 

liɑ̌nɡ 515 

liɑ̀nɡ 516 

liɑ́o 516 

liɑ̌o 517 

liɑ̀o 517 

liè 517 

lín 519 

lǐn 521 

lìn 521 

línɡ 522 

lǐnɡ 524 

lìnɡ 524 

liú 526 

liǔ 528 

liù 529 

lónɡ 532 

lǒnɡ 536

lóu 536

lǒu 537

lòu 537

lú 538

lǔ 539

lù 540

luɑ́n 543

luɑ̌n 543

luɑ̀n 543

lún 544

lùn 545

luó 546

luǒ 546

luò 548

lǘ 549

lǚ 550

lǜ 551

lüè 553

M 
mɑ́ 555

mɑ̌ 555

mɑ́i 555

mɑ̌i 556

mɑ̀i 556

mɑ́n 556

mɑ̌n 557

mɑ̀n 557

mɑ́nɡ 559

mɑ̌nɡ 560

mɑ́o 560

mɑ̌o 561

mɑ̀o 562

méi 564

měi 565

mèi 565

mén 566

mèn 567

ménɡ 567

měnɡ 569

mènɡ 569

mí 572

mǐ 573

mì 574

miɑ́n 575

miɑ̌n 575

miɑ̀n 576

miɑ́o 576

miɑ̌o 577

miɑ̀o 577

miè 578

mín 579

mǐn 580

mínɡ 581

mìnɡ 586

miù 586

mō 587

mó 587

mò 588

móu 592

mǔ 593

mù 593

N 
nɑ̌i 597

nɑ̀i 597

nɑ́n 597

nɑ́nɡ 602

nɑ́o 602

nɑ̀o 603

nèi 603

nénɡ 604

ní 604

nǐ 605

nì 605

niɑ́n 606

niɑ̌n 606

niɑ̌o 606

niè 607

nínɡ 608

nìnɡ 609

niú 610

niǔ 610

nónɡ 610

nòu 611

nú 611

nù 611

nuɑ̌n 611

nuó 611

nuò 612

nǚ 612

nüè 612

O 
ōu 614

ǒu 614

P 
pɑ́i 615

pɑ̄n 615

pɑ́n 615

pɑ̀n 616

pɑ̄nɡ 616

pɑ́nɡ 616

pɑ́o 617

pɑ̀o 618

péi 618

pèi 618

pén 618

pēnɡ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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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 

哀哀 ɑ̄i 《廣韻》烏開切。 影咍平。 微部。 
❶憐愛；憐惜。①《淮南子‧說林》：「鳥飛反

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

生。」注：「哀，猶愛也。1 」俞樾曰：「《文子‧

上德》篇作『各依其所生也』。哀與依古聲同，此

作哀者，即依之字耳。高注曰：『哀，猶愛也。』

非是。」2 ②《呂氏春秋‧貴公》：「隰朋之為人

也，上志而下求，醜〔己〕不若黃帝，3 而哀不

己若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

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注：「自醜其德不

如黃帝。《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

（昔）〔者〕人也。4 哀不如己者，5 欲教育訓厲，

使與己齊也。」按高誘引《詩》見《小雅‧車

舝》。6 ③《呂氏春秋‧報更》：「宣孟德一士猶活

其身，而況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

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主胡可以

不務哀士？」注：「哀，愛也。」❷悲痛。《呂氏

春秋‧禁塞》：「世有興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

痛心矣，亦可以悲哀矣。」注：「哀亦痛也。」 
【哀公】魯哀公，即魯定公宋之子蔣。《呂氏春

秋‧先己》：「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曰：『有語寡人

曰：「為國家者，為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為迂

言也。』」注：「哀公，定公宋之子蔣也。」梁玉

繩《人表考》曰：「魯哀公，定公子。哀公屢見《禮

記》、《論語》，定公子始見《史‧魯世家》。母定

姒，名蔣，又作將。亦曰出公。立二十七年。」7 

佁佁 ɑ̌i 《廣韻》夷在切。 餘海上。 之部。 
至。《呂氏春秋‧本生》：「出則以車，入則以

                                                                 
1  《文選‧劉鑠〈擬古〉》注引同（頁 1444）。 
2  俞樾：《諸子平議》，頁 637。 
3  蔣維喬：《呂氏春秋彙校》，頁 28。 
4  蔣維喬：《呂氏春秋彙校》，頁 28。 
5  注「哀不如己者」，《太平御覽‧治道部十三‧薦舉

下》引作「又恕不若己也」（632/5a）。 
6  《毛詩正義》，14.2/15b。 
7  梁玉繩：《人表考》，頁 847。 

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佁〕蹶之機。8 」
注：「（招）〔佁〕，9 至也。10 」王念孫曰：「佁之

言待也、止也。佁蹶，謂痿蹶不能行之病。出車、

入輦，即佁蹶之所由來，故謂之佁蹶之機。高注

訓『佁』為『至』，……失之。」11 

艾艾 ɑ̀i 《廣韻》五蓋切。 疑泰去。 月部。 
❶雜草，喻不肖者。《淮南子‧俶真》：「巫山之

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注：「膏

夏，大木也，其理密白如膏，故曰膏夏。紫芝，

皆諭賢智也。蕭、艾，賤草，皆諭不肖。」❷通

「刈」。砍伐。《淮南子‧覽冥》：「今若夫申、韓、

商鞅之為治也，挬拔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

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為刻削，乃背

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斬艾百姓，殫盡太

半，而忻忻然常自以為治，是猶抱薪而救火，鑿

竇而（出）〔止〕水。12 」注：「斬艾百姓，以草

木諭也，不養之也。」 
【艾陵】齊邑。①《呂氏春秋‧知化》：「夫差興

師伐齊，戰於艾陵。」注：「艾陵，齊地也。」②
《戰國策‧秦策四》：「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

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注：

「艾陵，邑也。」吳師道曰：「艾陵在兗州博縣

南。」13 按《史記‧伍子胥列傳》：「吳王不聽，

遂北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威鄒魯之君以

歸。」正義引《括地志》曰：「艾山在兗州博城縣

南百六十里，本齊博邑。」14 是為吳氏論說之據。

范祥雍曰：「《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書帥師及

吳戰於艾陵。』杜《注》：『艾陵，齊地。』不言

其處。又隱公六年：『公會齊侯，盟於艾。』杜

《注》：『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正義》以艾陵

與艾山，謂為一地，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已

辨其非。艾陵地不可詳，故高《注》僅言『邑

也』。」15 

                                                                 
8  據王念孫說改，見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1/9b。 
9  據王念孫說改，見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1/9b。 
10  《文選‧枚乘〈七發〉》注引同（頁 1560）。 
11  轉引自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1/9b。 
12  王念孫：《讀書雜志》，9.6/15a–b。 
13  《戰國策》，頁 250。 
14  《史記》，頁 2179。 
15  范祥雍：《戰國策箋證》，頁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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阨阨 ɑ̀i 《集韻》烏懈切。 影卦去。 
險阻、險要的地方。《呂氏春秋‧長攻》：「若

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

越十七阨以有吳哉？」注：「（謂）（彼）〔阨〕，1 險
難也。」 

愛愛 ɑ̀i 《廣韻》烏代切。 影代去。 物部。 
❶敬愛。《淮南子‧本經》：「故事親有道矣，而

愛為務；朝廷有容矣，而敬為上；處喪有禮矣，

而哀為主；用兵（冇）〔有〕術矣，2 而義為本。」

注：「道，孝道。務在愛敬其親。」❷憐惜；愛惜。

①《呂氏春秋‧長利》：「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

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

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

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

子與我子之衣。』」注：「愛亦惜也。」②《呂氏

春秋‧達鬱》：「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

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

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

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注：「愛，惜。」

❸疼愛。《呂氏春秋‧節喪》：「孝子之重其親也，

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注：「愛，

心不能亡也。」❹通姦。《戰國策‧齊策三》：「孟

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或以問孟嘗君

曰：『為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義矣，君

其殺之。』」注：「愛，猶通也。」 
【愛惡】好憎。《呂氏春秋‧知度》：「君服性命之

情，去愛惡之心，用虛無為本，以聽有用之言謂

之朝。」注：「愛惡，好憎。」 
【愛子】疼愛的兒子。《呂氏春秋‧愛類》：「今有

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注：

「愛子，所愛之子也。舍愛子頭而擊石也，故曰

『石可以代（子）〔之〕』也。3 」 

隘隘 ɑ̀i 《廣韻》烏懈切。 影卦去。 錫部。 
【隘窘】困扼；困難窘迫。《戰國策‧齊策三》：「善

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

之中，豈用強力哉！」注：「言辯者之說，人急其

                                                                 
1  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頁 1505。 
2  《道藏》本《淮南子》，13/18a。 
3  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頁 2678。 

如己自在阨窘之中，欲速免脫也，故曰『豈強力

也哉』！」按「隘窘」，《呂氏春秋‧報更》作「危

厄」。4 ⇒「危厄」（頁 874）。 

安安 ɑ̄n 《廣韻》烏寒切。 影寒平。 元部。 
❶安適；安逸。《淮南子‧氾論》：「古者民澤處

復穴，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

。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5 以為（宮室）〔室

屋〕，6 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而百姓

安之。」注：「安，樂也。」❷保護。《呂氏春秋‧

仲春》：「是月也（安萌牙），
7 養幼少，存（諸）

孤〔寡〕，8 〔安諸萌牙。〕9 」注：「順春陽，長

養幼少，存恤孤寡。〔諸〕萌芽（諸）當生者不擾

動，10 故曰『安』。」❸止；守。《呂氏春秋‧盡

數》：「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

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注：「精神內守，

無所貪欲，故形性安。」❹安定。①《呂氏春秋‧

論威》：「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之

所由起也，治亂安危過勝之所在也。」注：「得紀

則治而安，失紀則亂而危也。」②《呂氏春秋‧

報更》：「今雖未能王，其以為安也，不亦易乎？」

注：「立王功大，保安其國差小，故曰不亦易。」

❺習慣。《呂氏春秋‧樂成》：「舟車之始見也，三

世然後安之。」注：「安，習也。」❻使安寧。《呂

氏春秋‧仲冬》：「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

生蕩，君子齋戒，處必弇，身欲寧，去聲色，禁

嗜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注：

「陰陽方爭，嗜慾咸禁絕之，所以安形性也。」

❼安寧。《呂氏春秋‧孝行》：「民之本教曰孝，其

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

                                                                 
4  宋邦乂本《呂氏春秋》，15/12b。 
5  高誘以「聖人乃作」為句，故曰：「作，起也。」（景

宋本《淮南子》，13/1a）王念孫曰：「高說非也，『作

為之』三字連讀下文。」（《讀書雜志》，9.13/1b）楊

樹達曰：「《詩‧駉》毛《傳》云：『作，始也。』」（《淮

南子證聞》，頁 129） 
6  王念孫：《讀書雜志》，9.13/1b–2a。 
7  據劉師培說改，見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2/1b–2a。 
8  譚戒甫：《校〈呂〉遺誼》，頁 176。 
9  據劉師培說改，見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2/1b–2a。

又「諸」字據譚戒甫說補（《校〈呂〉遺誼》，頁 176）。 
10  譚戒甫：《校〈呂〉遺誼》，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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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敬行其身，

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注：「安寧其親

難。」❽使安定。《呂氏春秋‧當賞》：「凡賞非以

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

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此先王之所以治

亂安危也。」注：「亂者能治之也，危者能安之

也。」❾抑止；停止。謂不出兵。《戰國策‧秦策

五》：「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群臣賓客六

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

於內，而百姓靡於外，為之奈何？』群臣莫對。

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安其

兵。』」注：「安，止。」 
【安平】安定、平和。《呂氏春秋‧有始》：「解在

乎天地之所以形，雷電之所以生，陰陽材物之〔所

以〕精，1 人民禽獸之所〔以〕安平。2 」注：「人

民禽獸，動作萬物，皆由天地陰陽以生，各得其

所樂，故曰『之所〔以〕安平』也。3 」 
【安邑】魏桓子之城邑，在河東。其地近秦，故

秦可兼取之。今山西省夏縣。①《戰國策‧秦策

一》：「泠向謂秦王曰：『向欲以齊事王，使攻宋

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注：

「晉國，魏都大梁也。宋在其東，若齊攻宋破之，

則大梁危，不能復（獲）〔護〕其安邑。4 安邑在

河東，近秦，秦可兼取，故『安邑王之有』也。」

范祥雍曰：「《史記‧秦本紀》、《六國表》記魏納

安邑於秦，在秦昭襄王二十一年，當周赧王二十

九年，與齊滅宋同年。則此云『安邑，王之有也』

果如其言。」5 ②《戰國策‧秦策四》：「智伯曰：

『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

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注：「安邑，

魏桓子邑。」程恩澤曰：「《漢志》河東郡有安邑

縣。《括地志》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

里，本夏之都。洪亮吉曰：『今解州夏縣，戰國魏

都也。故城在縣北，周三十里，西南遺址尚

存。』……惠王去安邑徙大梁，至昭王十年遂以

與秦。」又曰：「《山海經》管涔之山，汾水出焉。

                                                                 
1  據劉師培說補，見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13/7a。 
2  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頁 1275。 
3  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頁 1275。 
4  范祥雍：《戰國策箋證》，頁 170。 
5  范祥雍：《戰國策箋證》，頁 171。 

《淮南子》汾出燕京，蓋取異名。《說文》、《水經》

並同《漢志》。惟汾陰為今榮河縣，其地在安邑之

西北，並非西南，且中隔聞喜縣，相距尚遠。謂

可以灌安邑，頗覺難通。」6 
【安坐】指不修兵事，而希望擴張國土，這是不

可能的。《戰國策‧秦策一》：「夫徒處而致利，安

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賢君，

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注：「徒

處、安坐，不修其兵事，欲以利國廣地，不可得

者也。」 

犴犴 ɑ̀n 《廣韻》五旰切。 疑翰去。 元部。 
古指鄉亭牢獄。《淮南子‧說林》：「道德可常，

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亡犴不可再。」注：

「〔犴，〕7 獄。嘗以權變故關塞，（野）〔獄〕犴

亡逃，8 不可復由其入，故曰權不常也。」楊樹

達曰：「此言權變之事不可以為常，猶逃關亡獄為

偶然徼幸之事，不可再有也，注意未明。逃關避

稽察，亡犴謂自獄逃亡。」9 

岸岸 ɑ̀n 《廣韻》五旰切。 疑翰去。 元部。 
【岸門】邑名。《呂氏春秋‧長見》：「吳起治西河

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

至於岸門，止車而〔休〕，10 望西河，泣數行而

下。」注：「岸門，邑名。」畢沅曰：「《史記‧魏

世家》正義引《括志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

西北十八里。』」11 于鬯曰：「岸門，韓地也。」12 

按按 ɑ̀n 《廣韻》烏旰切。 影翰去。 元部。 
遏止。《呂氏春秋‧期賢》：「故簡子之時，衛以

十人者，按趙之兵，歿簡子之身。」注：「按，止

也。」沈延國曰：「高注『按止也』頗當，《爾雅‧

釋詁》，『按，止也。』《史記‧周本紀》云：『王

按兵毋出。』是其例。按通遏，《爾雅‧釋詁》，

                                                                 
6  程恩澤：《國策地名考》，10/3a–5a。 
7  劉績本《淮南子》，24/11a。 
8  劉績本《淮南子》，24/11a。 
9  楊樹達：《淮南子證聞》，頁 170。 
10  《備要》本《呂氏春秋》，11/9b。 
11  《備要》本《呂氏春秋》，11/9b。 
12  于鬯：《香草續校書》，頁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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