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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硏究目的

檀國大學 完刊 漢韓大辭典 ( 16 )

. · ·

, 

. , 

. 

5 5 , 

45 .1) 東洋 最大 , ·

·

.

漢韓大辭典

. 漢韓大辭典 傳達 根據

. 漢韓

大辭典 , . 20

. 

. 

本稿 漢韓大辭典 史記·

列傳 意味解釋 誤謬修正, 意味解釋 補充修正

. 

. , 漢韓大辭典 微力 一助

.  檀國大學 漢韓大辭典

. 

. 

. , 史記

 1) 漢韓大辭典 刊行記-30 大長征 , 檀國大學校 東洋學硏究所, 2008,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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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記

. 史

記 , 細部 . 

漢韓大辭典 糾正

.

硏究方法

漢韓大辭典 史記·列傳 意

味解釋 誤謬修正, 意味解釋 補充修正 . 

. . 

, 漢韓大辭典

. 史記·列傳

. 漢語大詞

典 . 

, . , 

. 

, 

. 

, CNKI 史記

1400 . 史記

. 漢語大詞典 史

記 , 

. 

.  

, 史記

. 史記 . 

丁範鎭( ), 林東錫, 金元中, 朴一峰2)



, . 

, 王利器 主編 史記注譯 , 楊鍾賢·郝志

達 主編 文白對照全譯史記 , 白話史記 3)

. 史記三家注 瀧川資言 考證 史

記會注考證 , 

. 

. 

, 

.     

, 漢韓大辭典 前代

.4) 日本 大漢和辭典 , 臺灣 中文大辭典 , 中國 漢

語大詞典 . 

, 

. 漢韓大辭典

. 

, 漢語大詞典 
. ‘ ’ 

. 

 2) . ( ), 
本紀 , 表 , 書 , 世家 , 列傳 . 世家

. 列傳 “ 100”
.

 3) 全注全譯史記 , 
史記箋證 , 史記注譯 . 史記注譯 . 

, 文白對照全譯史記
白話史記 . 

.
 4) 漢韓大辭典 刊行記-30 大長征 , 檀國大學校 東洋學硏究所, 2008, 

12 .



·

漢語大詞典 漢韓大辭典 漢語大詞典 
.

 

漢韓大辭典 誤謬 分析 史記 考察

意味解釋 誤謬修正

假與 . 假予. 史記, 孟嘗君傳 有賢者, 竊假與之. 

“假與” 史記, 孟嘗君列傳

. . 孟嘗君

, 魏子 孟嘗君

. 孟嘗君 魏子

. “賢者 ‘假與’ . 

.”5) 孟嘗君 . 

孟嘗君 . 魏

子 賢者 湣王 孟嘗君

上訴 . “假與”

. . 

鄭守國: “ . 

.”6)

林東錫: “賢者

.”7)

 5) 有賢者, 竊假與之, 以故不致入. 孟嘗君怒而退魏子 居數年, 人或毀孟嘗君於齊
湣王曰, 孟嘗君將為亂. 孟嘗君廼奔. 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 乃上書言孟嘗君
不作亂. 請以身為盟, 遂自剄宮門, 以明孟嘗君.

 6) 史記列傳下 卷5, 丁範鎭 , , 1997, 219 .



金元中: “ .”8)

朴一峰: “ . 

.”9)

曹相成: “有個賢德的人, 我私自用您的名義給了他, 因此沒有得到財

物”10)

張鳳岭: “有位賢德的人, 我私自借您的名義把租稅贈給了他, 所以沒有收

回來”11)

林明德: “我私下把收到的稅租, 假託您的名到送一位賢良的人, 因此出去

收了三次稅租, 連一次都沒有繳回來”12)

“假與” . 

“ ”, · · “ ”, 

“(孟嘗君 名義 ) ( ) ” . 

? , “ ”

. . 

魏子 賢者 ( ) , 賢者 孟嘗君

? 無償

, 

.

魏子 賢者 , 賢者 魏

子 . 賢者 孟嘗君

. 賢者 孟嘗君

. “

” “ ” . 

 7) 史記列傳 1/4, 林東錫 譯註, , 2009, 318 .
 8) 史記列傳 卷1, 金元中 , , 2007, 386 . “以故不

致入” . .
 9) 史記列傳 卷1, 朴一峰 , , 2011, 262 .
10) 王利器 主編, 史記注譯 卷3, 北京: 三秦出版社, 1988, 1807 .
11) 楊鍾賢·郝志達 主編, 文白對照全譯史記 卷4, 北京: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92, 

169 .
12) 白話史記 卷2, 林明德 譯, 臺北: 河洛圖書出版社, 1979, 10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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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與” “假”

, 孟嘗君

. 魏子 孟嘗君 (假-用, 借, 假託) 賢者

(與) .

“假與”

. 漢韓大辭典 “假與”

.

廣成 (苑) . 後漢書, 安帝紀 以廣成遊獵地及被災

郡國公田假與貧民.13)( 14)

. 4 1266 )

誘導 . 三國志, 吳志, 吳主傳 劉備帥

軍來伐, 至巫山·秭歸, 使使誘導武陵蠻夷, 假與印傳, 許之封賞.15)(

, · , 

, 職牒 , 

. 12 901 )

“ ”

. 公田 , 

? “ ”

. “ ” . 

“ ” , 

. “ ”

13) 後漢書, 孝安帝紀 . 漢韓大辭典 “廣成” “孝”
.

14) 郡國: 郡 國 . . 漢初
, 郡 國 .( 漢韓大

辭典 13 1343 )
15) “傳” 職牒 , .( 漢韓大辭典 1 1332 )

封賞:古時帝王把官爵或財物獎給臣下( : 
.).(http://baike.baidu.com/view/9071743.htm)



, .

, , 

. 史記, 孟嘗君列傳 孟嘗君

(用, 借, 假託) 魏子 . 

魏子 . 

“假與” . 

“假與” 漢韓大辭典 (1 1227 ) “假” 

. “ , ” , 

“ 顏師古注 假, 給與也( ).” . 

“假” “與” , “假與” 同義復詞16)

.

. , 漢韓大辭典 “ ”

“ ” . , 

. 

漢韓大辭典

. , 

, “假與”

. 

校飭 (整理) . 史記, 司馬相如傳 猶兼正列其義, 校飭厥文.

“校飭” “ ” . 

史記會注考證

: “ 集解 徐広曰, 校 一作祓 考證 漢書文選 校飭作祓

16) 同義復詞指的是意思相同的兩個 或兩個以上 詞連用 表示同一個意思的復
合詞.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38589/338589.htm)



·

飾”17) 史記辭典 “飭, 一作‘飾’”18) . 

康熙字典 : “祓: 

司馬相如·封禪書 祓飾厥文. 師古註 祓飾者 除去舊事 更飾新

文.”19) 漢書, 司馬相如傳下 文選, 封禪

文 “校飭厥文” “祓飾厥文” , 

. 漢韓大辭典 10 420

“祓飾” .

 

祓飾 . 漢書·司馬相如傳下 猶兼正

列其義, 祓飾厥文, 作 春秋 一藝. 顏師古注 祓飾者, 言除去舊事, 更飾

新文也. 

辭源 , 大漢和辭典 , 中文大辭典 , 漢語大詞典 20) “祓飾” 

漢韓大辭典

. 漢韓大辭典 “校飭” 

“ ” . 

史記 “校飭”

. 

 

金元中: “

.”21)

林東錫: “ 列記

.22)

17) 司馬遷 撰, 瀧川資言 考證 史記會注考證 卷6, 臺北: 天工書局印行, 1989, 5199 .
18) 倉修良 主編, 史記辭典 , 山東: 山東敎育出版社, 1991, 395 . 
19) 康熙字典 : http://www.zdic.net/z/20/kx/7953.htm
20) 辭源 下冊,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3, 2267 .

大漢和辭典 卷8, 東京: 大修館書店, 昭和59, 427 .
中文大辭典 卷6, 臺北: 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 民國82, 1433 .
漢語大詞典 卷7, 上海: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1995, 844 .

21) 史記列傳下 卷7, 丁範鎭 , , 1997, 953 : 
.



金元中: “

”23)

朴一峰: “

”24)

祁念曾: “因而兼天時正人事陳列封禪意義, 校訂潤飾其文, 作爲 春秋 筆

法新的一經”25)

王延海: “還要兼正天時 敍列人事, 闡述大義, 校訂潤色其文, 作成象 春

秋 一樣的經書.”26)

傅錫壬: “幷以兼正天時 人事, 校飾文章 大義, 著成有如 春秋 般的一

藝.”27)

“校飭” “ ”, “ ”, “校訂潤飾(色)”, “校

飾” . 漢韓大辭典 “ (整理)”

. 

. 

, “ 春秋 一經 ”

. “ 春秋 (象 春

秋 一樣的經書. 如春秋般的一藝) ” . 

春秋

春秋 . 

“ 六經 七經 (將襲舊六為七)”

. 春秋

. 以下 “ ”

. 

22) 史記列傳 4/4, 林東錫 譯註, , 2009, 1363 .
23) 史記列傳 卷2, 金元中 , , 2007, 548 .
24) 史記列傳 卷2, 朴一峰 , , 2011, 384 .
25) 王利器 主編 史記注譯 卷4, 北京: 三秦出版社, 1988, 2493 .
26) 楊鍾賢·郝志達 主編 文白對照全譯史記 卷5, 北京: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92, 

332 .
27) 白話史記 卷3, 傅錫壬 譯, 臺北: 河洛圖書出版社, 1979, 1585 .



·

, ( ), , ( )

“校勘” ? 

. “ ”

: “

.”28) 校勘 , 

, , 

.29) 

( )

. “厥文” 文 封禪

.

, “校飭” “ ” . “ ”

“ , ”30)

. “ ” . 

“ ” , 

. 

“ ” . 祁念曾, 王延海

“除去舊事 更飾新文” 原義

. “校訂潤飾”, “校訂潤色” 

.  

, 傅錫壬 “校飾” . 

“ -校(訂潤)飾” . 

“校飾” .31) 

漢韓大辭典 “校飾” “

28) .
29) http://baike.baidu.com:“搜集某书的不同版本,并综合有关资料,互相比较 核对,

别其同异,定其正误.”
30) .
31) , .



(裝飾)” .32) 裝飾

. 

“校飭” “ ” “

” “ ”, “ ( )” 

. 朴一峰, 祁念曾, 王延海

近似 .

    

觀采(採) . . 史記, 日者列傳 賈誼曰, 

吾聞古之聖人, 不居朝廷, 必在卜醫之中. 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 皆

可知矣. 試之卜數中以觀采.

大漢和辭典 (卷10 348 ) 漢韓大辭典

: “觀采: 採用 .( )” 

? “觀采” 

. 楚 中大夫 宋忠 博士 賈誼

賈誼 : “( 博士 賈誼 ) ‘ 聖人

. 

. 

觀采 ’ .” 

, 宋忠 賈誼 “ , (觀)”

“ , (采)” . 中大夫 博士33)

, 聖人

32) 辭源 , 大漢和辭典 , 中文大辭典 , 漢語大詞典 “裝飾”
. “ (校飭厥文)” “校飭”

.
33) 史記列傳下 卷7, 丁範鎭 , , 1997, 1119 : 中大夫, 

顧問 應對 . 博士, 西漢 奉常(景帝 太常 )
. . 漢 武帝 五經博士

. 



·

“ ( )” 職位 . 

宋忠 賈誼 , (

) . 

司馬季主 “ ” , 

. 

史記, 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 . 齊·楚·

秦·趙 大旨

.34) 史記, 日者列傳

“ ” . 

35) , “采” “ , 

” . 

? 

.

朴晟鎭: “ .”36)

林東錫: “

.”37)

金元中: “ ( ) 

.”38)

朴一峰: “

”39)

田久川: “咱们試着到卜筮行裏去物色一下”40)

範君石: “我們試着去看看卜者的風采吧”41)

34) 齊·楚·秦·趙爲日者, 各有俗所用. 欲循觀其大旨, 作日者列傳第六十七.
35) 史記, 日者列傳

. 史記, 太史公自序 史記, 日者列
傳 . 

36) 史記列傳下 卷7, 丁範鎭 , , 1997, 1120 .
37) 史記列傳 4/4, 林東錫 譯註, , 2009, 1581 .
38) 史記列傳 卷2, 金元中 , , 2007, 772 .
39) 史記列傳 卷2,  朴一峰 , , 2011, 568 .
40) 王利器 主編, 史記注譯 卷4, 北京: 三秦出版社, 1988, 2664 .



施人豪: “我們試着去看看那些卜算者的風采吧”42)

“觀采”

. 朴一峰 田久川 “ , 物色” , 

“觀” “采” “觀” “ ”, “采” “ , , 風采”

. 漢韓大辭典 “ . 

” . 

史記會注考證 “ ” “ ” 類

: “岡白駒曰, 采, 風采也. 欲觀其

風采. 愚按, 觀采, 猶言物色.(岡白駒 采 風采 . 

. 觀采 物色 .)”43)

瀧川資言 “觀采” “物色” . “觀

采” “ (物色)” . 

. 

, , , . 

“ ” . “ ” , 

“ ”44) . 

. 史記, 日者列傳

宋忠 賈誼 , , 

. 

. “采” “ , , 

” .

, “觀采” 漢韓大辭典

.    

41) 楊鍾賢·郝志達 主編, 文白對照全譯史記 卷5, 北京: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92, 
606 .

42) 白話史記 卷3, 施人豪 譯, 臺北: 河洛圖書出版社, 1979, 1585 .
43) 司馬遷 撰, 瀧川資言 考證 史記會注考證 卷6, 臺北: 天工書局印行, 1989, 5465
44) .



·

文理 宋, 司馬光 進通志表 文理迂疏, 無足觀采.(

. 6 , 399 )

使星 後漢書·李郃傳 “和帝即位, 分遣使者, 皆微服單行, 各至

州縣觀采風謠. ( , , 

, 州縣

. 1 1065 ) 

“采” “ , , ” 

. 漢語大詞典 “采” 19

: “用同‘睬’. 理睬.” 

“采” “睬” , (理

睬 对别人言行给以注意并表示态度) . “睬”

“ ” . “ ”

, “觀” . “觀采” (觀)+ (采)

同義復詞 . 

. 漢韓大辭典 “觀采”

“( ) , ” . 

朴一峰 田久川

. .

意味解釋 補充修正

效實 1. . . 三國志, 魏志, 荀彧傳 故天下

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 此德勝也. 2. . 3. 

. 

“效實” 漢韓大辭典

.



 

大漢和辭典 : 誠實 .( ) 魏志, 荀彧傳 天下

忠正效實之士, 咸願爲用, 此德勝也. 力 .( ) 

實力. 史記, 酈生傳 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5 499 )

中文大辭典 : 謂致其誠也. 史記, 酈生傳 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 三國

志, 魏志, 荀彧傳 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 此德勝也.(4 900 ) 

史記, 酈生陸賈傳 . 

大漢和辭典 “ (力 )” 漢韓

大辭典 . 中文大

辭典 “謂致其誠也” 漢韓大辭典 “ ”

. 史記, 酈生陸賈傳

“效實” ? 

. 

金鎭浩: “

. 45)

林東錫: “

.” 46)

金元中: “

.”47)

張連科: “讓諸侯們看看今天的實際形勢”48)

汪中: “讓諸侯們看看今天的實際形勢”49)

, 金鎭浩, 張連科, 汪中 “效實形制

45) 史記列傳下 卷6, 丁範鎭 , , 1997, 588 .
46) 史記列傳 4/4, 林東錫 譯註, , 2009, 829 .
47) 史記列傳 卷2, , , 2007, 65 .
48) 楊鍾賢, 郝志達 主編 文白對照全譯史記 卷4, 北京: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92, 

648 .
49) 白話史記 卷3, 汪中 譯, 臺北: 河洛圖書出版社, 1979, 1349 .



·

之勢” “ ( ) (今天的實際形勢)” . 

“效實” “形制”

. , 林東錫 , 

“效實” “形制” . 

, 金元中 “ ” “

” “效實” “形制”

. .

“形制” .

大漢和辭典 : 地形 人 制服 .(4 786)

中文大辭典 : 謂以地形相制也. (3 1533 )

漢語大詞典 : .謂以有利的地理形勢來制馭天下.(4 1114 )

漢韓大辭典 : .(5 181 ) 

“形制”

.50) “

” . 

史記, 酈生陸賈傳

. .

, 滎陽 敖倉

成皋 太行山 蜚狐

白馬 酈生 . 

.  

“效實” “ ” . , 

50) 大漢和辭典 中文大辭典 漢書, 酈食其傳 , 漢語大詞典 漢韓大
辭典 史記, 酈生陸賈傳 . 

, 史記 漢書 漢語大詞典
漢韓大辭典 .



. 漢韓大辭典 “效”

“ . ” . “

” “ ” 

.  

. , 漢韓大辭典 “效實” 

“ ” , 史記, 酈生

陸賈傳 . , 大漢和辭典 中文大

辭典 史記, 酈生陸賈傳 “效實”

. , 

.  

深念 史記, 酈生陸賈傳 呂太后時, 王諸呂, 諸呂

擅權, 欲劫少主, 危劉氏. 右丞相陳平患之, 力不能爭, 恐禍及己, 常燕居深

念. 司馬貞索隱 深念, 深思之也. . .

 

. 司馬貞 索隱

“深念” “深思” . 正義 “國

家不安, 故靜居深思其計策” . 

. 

“深念” .  

史記, 酈生陸賈列傳 .

吕太后時 王諸吕 諸吕擅權 欲劫少主 危劉氏. 右丞相陳平患之

力不能爭 恐禍及己 常燕居深念. 陸生往請 直入坐 而陳丞相方深

念 不時見陸生.51) 

 

51) 司馬遷 撰, 瀧川資言 考證 史記會注考證 卷5, 臺北: 天工書局印行, 1989, 45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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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念”

. .

 

金鎭浩: “

. ”52)

林東錫: “ .

53)

金元中: “ .

”54)

張連科: “ 常常安居家中反復思索 在這時陳平正在深思55)

汪中: “ 便經常靜居深思 因爲他正抱着深憂”56)

 

“深念”

. , “ -深思.” , “ -深

憂.” , “ -反復思索.” , “深念”

“ (深憂)” , 

“ (深思)” , 張連科 “反復思

索” “深思” , 汪中 “深思”

“深憂” . 袁雪梅(2009) “‘深念’應當

爲深憂義” “深念” “深憂” .57) 

“深念” ? 

漢韓大辭典 5 420 “念” “

, ”, “ , ” “ ”

. , 漢韓大辭典 “深念”

52) 史記列傳下 卷6, 丁範鎭 , , 1997, 596 .
53) 史記列傳 4/4, 林東錫 譯註, , 2009, 839 .
54) 史記列傳 卷2, 金元中 , , 2007, 74 .
55) 楊鍾賢·郝志達 主編 文白對照全譯史記 卷4, 北京: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92, 

652 .
56) 白話史記 卷3, 汪中 譯, 臺北: 河洛圖書出版社, 1979, 1585 .
57) 袁雪梅, 漢語大詞典 引 史記 疏漏擧例 , 圖書館雜誌 第11期, 2009, 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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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念”

. 中文大辭典 “深念” “窮

思極慮也” . ‘窮思極想’

“ , ”

. ? 

正義 : “國家

不安, 故靜居深思其計策.” 右丞相 陳平

( ) . “其計策” “ ”, “

”, “ ” . “

” . 

. 中文大辭典 漢韓大

辭典 司馬貞 索隱 . 

中文大辭典 .58) 史記會注考

證 索隱 “陆生往请 直入坐 而陈丞相方深

念 不时见陆生.” . 漢韓大辭典

正義 .59) 

漢韓大辭典 正義 索隱

.

漢韓大辭典 索隱 “深念”

“深念” “ ”

.

58) 大漢和辭典 正義 索隱
.  

59) 司馬遷 撰, 瀧川資言 考證 史記會注考證 卷5, 臺北: 天工書局印行, 1989, 4599 : 
“吕太后時 王諸吕 諸吕擅權 欲劫少主 危劉氏. 右丞相陳平患之 力不能
爭 恐禍及己 常燕居深念. 正義 國家不安, 故靜居深思其計策. 陸生往請 直
入坐 而陳丞相方深念 不時見陸生. 索隱 深念, 深思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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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生曰 “何念之深也 ” 陳平曰 “生揣我何念 ” 陸生曰 “足下位爲

上相 食三萬户侯 可謂极富貴無欲矣 然有憂念 不過患諸吕 少主耳.”

“足下” : “

3 ? 

. 呂

.”60) “憂念” “患”

右丞相 陳平 “ ” . 

“何念之深也” “ ”

, “生揣我何念” “

” “念” . 

深念” “ ”

.

漢韓大辭典 “深念” “ ”

, 司馬貞 索隱

. 汪中

, “深念” “深憂” 袁雪梅(2009)

.

結言

漢韓大辭典 史記·列傳

6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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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意味解釋 補充修正 “效實”, “深念”

. “ ”, “

” . 

 

. “假與” . “

” 漢韓大辭典 . 

“假與” . “校飭” 朴一峰, 

祁念曾, 王延海 . “觀采” 朴一峰 田久川

. “效實” , “深

念” 汪中 .

漢韓大辭典 史記

. 史記

. , 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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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記

. 

. 

漢韓大辭典 史記

. 文化史, 

文學史, 文獻學, 文字學, 言語學, 

. 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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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tudy on Error Analysis of Words Used in Shiji Liezhuan 
Presented in the Great Chinese-Korean Dictionary 

Choi, Tae-Ho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orrect errors in five words related to Shiji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Liezhuan (A Series of Biographies), which are presented in 

the Great Chinese-Korean Dictionary.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problems with 

meaning interpretations of three words and additional meaning interpretations of 

two words. The main points of the study are presented in the following. First, 

in relation to the error correction in meaning interpretation, this study finds out 

that the explanations of “jiayu,” “jiaochi,” and “guancai” in the Great 

Chinese-Korean Dictionary are incorrect. Most of the cases include plausibl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words that are likely to cause readers to be confused with 

the meanings. Each of the words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lend give,” “arrangement

new decoration, ornamentation, or embellishment after removing old one,” and 

“accept something carefully or accept something after inspection look over 

carefully or search for something.” Second, as for the supplementary correction, 

this study points out that the explanations of "xiaoshi” and “shennian” are not 

sufficient. The following meanings for each word should be added, including 

“display skills” and “ be trapped inside one’s own mind.” Furthermore, when 

comparing with the different translation versions by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we can come to a following conclusion. The interpretations made by Zheng, Fan-Zhen 

are the most accurate for the “jiayu” item. With respect to the “jiaochi” item, 

the interpretations given by Piao, Yi- Feng; Wang, Li-Qi; Yang, Zhong-Xian; 

and Hao, Zhi-Da are relatively appropriate. The “guancai” item is adequately 

interpreted by Piao, Yi-Feng and Wang, Li-Qi. In the meaning interpretation of 

the “xiaoshi,” Jin, Yuan- Zhong gave correct explanations. In addition, it is 

considered that Wang, Zhong provided the most ideal translations for the item 

“shennian.”  



           
Key Words
The Great Chinese-Korean Dictionary, Shiji Liezhuan, jiayu(假與), jiaochi(校飭), 

guancai(觀采), xiaoshi(效實), shennian(深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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