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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名句$朱门酒肉臭%训解疑难二题!

李运富
"郑州大学 汉字传承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4"###$$

摘5要#杜甫诗句$朱门酒肉臭%的$臭%在释义上有多种说法!主要形成$臭气%说和$香气%说的对立# 在赞同$腐

烂变质%说的前提下!针对$香气%说者提出的两个重要质疑作出新的解释# 一则认为$酒肉臭%是$酒败肉臭%的并言省

文!因而不存在$酒可臭吗%的疑问&二则认为后世的$酒肉臭%确有应该理解为$香气%的!但属误解杜诗而产生的仿用!

不宜反过来证明杜诗的$酒肉臭%也是$香气%#

关键词#杜甫&酒肉臭&并言省文&误解&仿用

中图分类号#;$#%)!555文献标志码#6555文章编号#$12!

3

2+*"!!#$%"#"

3

#$*4

3

#"

55杜甫名篇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有

名句!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是杜甫描述沿途所见所闻后对当时权贵与

平民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社会现象的高度概括和深

刻揭露#并非特定的实情实景%

其中的&臭'就意义解读而言有四种说法!一

指腐臭难闻的气味或形容臭/二指变质腐烂/三是

泛指气味/四是特指香气或形容香%

一5 $酒肉臭%实为 $酒败肉臭%的

省文

杜甫诗句属于用典#典源见于-艺文类聚1

人部八.引王孙子-新书.

"

!

楚庄王攻宋#厨有臭肉#尊有败酒%

将军子重谏曰$'今君厨肉臭而不可食#

尊酒败而不可饮#而三军之士皆有

饥色%(

莫砺锋先生说!杜甫本是一位&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的诗人#他对楚庄王攻宋的故事一

定十分熟悉% 当他想揭露当时社会的贫富不均现

象时#这个典故自会浮上心头#并现于笔端% 杜甫

晚年作-驱竖子摘苍耳.#其中说&富家厨肉臭#战

地骸骨白'#也是运用同一个典故% -新书.明言

&厨肉臭而不可食'#这个&臭'字只能解作&秽恶

之气'% 莫先生的意见当然是对的#如要精准一

点#这里的&臭'理解为&腐烂'可能更好#跟&酒

败'相应#都是指食物变质不能吃#强调的是品质

而不是气味% &肉臭'也可以说成&肉败'#意思一

样% 如-论语1乡党.&鱼馁而肉败#不食'就是指

不吃腐烂变质的鱼和肉% 杜甫诗中的&酒肉臭'

显然源自-新书.#也应该指酒肉变质变坏#不一

定要臭气熏天6

#

白居易的-秦中吟十首1伤宅.也用了-新

书.典故#而且明显受到杜诗的影响#可以看做是

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诗意的具体化!

谁家起甲第#朱门大道边% 丰屋中

栉比#高墙外回环% 累累六七堂#栋宇相

连延% 一堂费百万#郁郁起青烟% 洞房

温且清#寒暑不能干% 高堂虚且迥#坐卧

见南山% 绕廊紫藤架#夹砌红药栏% 攀

枝摘樱桃#带花移牡丹% 主人此中坐#十

载为大官% 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

谁能将我语#问尔骨肉间% 岂无穷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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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运富"$%"2,$#男#湖南衡阳人#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研究%

有人考证认为&王孙子-新书.'并不存在#所引楚庄王事可能是出自-王孙子.% 见&知乎'网&夜小紫'对&如何理解)朱门酒肉

臭#路有冻死骨*的)臭*字+'问题的回答% 本文权且按照莫砺锋先生的引用来说话%

汪少华#邓声国!-也谈&朱门酒肉臭'的&臭'.#-古典文学知识.$%%2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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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不救饥寒% 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

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

其中的&臭'跟&败'同义连用#跟&朽'对用#

不过&朽'的并非&钱'#而是串钱的&贯'#所以最

好把&臭败肉'跟&贯朽钱'看作整体对用% 清谭

嗣同-仁学.&宁使粟红贯朽#珍异腐败#终不以分

于人'也是语义的整体对应#&臭败'换成&腐败'#

&臭'的腐烂变质义更是确切无疑%

但问题是#-新书.的&肉臭'和&酒败'是分

开说的#杜甫为什么要合在一起说成&酒肉臭'

呢+ 正如香气方所质疑的!&肉能臭#酒也能臭

吗+'酒是越陈越香的#那这个&臭'管得住&酒'

吗+ 白居易不说&酒肉臭'而改说成&臭败肉'#也

许正是为了回避这个问题#因为&肉'的腐烂既可

以说&臭'也可以说&败'%

这个问题不是新提出来的#所以臭气方已经

有不少人作了回答% 有的认为&酒肉臭'实际上

只是&肉臭'#&酒'是&连类而及'的无义成分#或

者&酒肉'按&偏义复词'看待#其中的&酒'也是

无义的!

% 但无论从语源看"-新书.中&酒肉'都

是有义的$#还是从事理看"朱门里为什么只有肉

没有酒+$#这种排除&酒'义的解释都是无力服人

的% 有的认为&酒也能臭'#所以能够合说成&酒

肉臭'#理由是唐代以前没有蒸馏水烧制的白酒#

只有米黍等酿制的黄酒% 黄酒浊度大杂质多酒精

度低#很容易变酸变臭"

% 这是用酒能否变质的

事实作答#当然有一定的道理% 但客观事实跟语

言表达并不一定完全合辙#即使黄酒确实能够变

臭#古人就一定会用&臭'来表述这个事实吗+ 根

据语料调查发现#

#唐代以前表述酒变质变坏一

般说&酒败' &酒酸'#&酒败'已见上#&酒酸'如

-焦氏易林.!&行作不利#酒酸鱼败#众莫贪嗜%'

而&酒臭'通常是指酒的气味#可能并不好闻#但

没有变质(臭气的意思#也不特指香气% 如!

)韩非子*十过+$'子反之为人也#

嗜酒#而甘之#弗能绝于口#而醉% 战既

罢#共王欲复战#令人召司马子反#司马

子反辞以心疾% 共王驾而自往#入其幄

中#闻酒臭而还#曰$,今日之战#不谷亲

伤% 所恃者司马也#而司马又醉如此#是

亡楚国之社稷而不恤吾众也% 不谷无复

战矣%-(

子反醉酒称病#楚共王去他的营帐探视#闻酒

气而知实情% 下面的&酒臭'用例也是很典型的

表&酒气'义#因为它们都不是对&酒'的陈述或形

容#而是某人或某物散发出的酒气# &酒臭'的

&酒'起区别作用!

晋葛洪 )神仙传*栾巴+$巴为尚

书#正旦#会群臣#饮酒#巴乃含酒起望西

南豿之#奏云$'臣本乡成都市失火#故

为救之%(帝驰驿往问之#云$'正旦失火

时#有雨自东北来#灭火#雨皆作酒气

也%(宋)册府元龟*总录部*方术+引

作'雨皆酒臭(%

南朝刘义庆)幽冥录+$会稽郡吏?

县薛重得假还家#夜户闭#闻妻床氏有丈

夫眠声% 唤妻久#妻从床氏出#未及开

户#重持刀便逆问妻曰$'醉人是谁.(妻

大惊愕#因苦自申明实无人意% 重家惟

有一户#搜索了无所见#见一大蛇#隐在

床脚#酒臭% 重便斩蛇寸断#掷于后沟%

)太平广记+引)五行记+$义宁初#

一县丞衣缨之
!

% //其后沉湎于酒#

老而弥笃% 日饮数升#略无醒时% 得病

将终#酒臭闻于数里#远近惊愕#不知所

由% 如此一旬#此人遂卒% 故释典戒酒#

令人昏痴% 今临亡酒臭#彰其入恶道耳%

用&酒臭'表示&酒气'一直延续到清代% 如!

)聊斋志异+$醉人益怒#捉袂使不

得行#酒臭熏人%

)红楼梦影+$这里袭人同五儿出

来#说道$'这是怎么说#找到屋里来惹

气#快卷起帘子出出这酒臭%(

)镜花缘+第九六回$正朝前进#忽

觉酒气熏人#忙掩鼻道$'那里来的这股

酒臭0(

在能够检索到的近 $## 个用例中#只有下面

$例的&酒臭'是指跟&香'相对的气味!

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经+卷二

十$'医闻是已#即前嗅之#优钵罗香1沉

水杂香1毕迦多香1多伽罗香1多摩罗跋

香1郁金香1縋檀香#炙肉臭1?桃酒臭1

烧筋骨臭1鱼臭1粪臭%(

其实这里的&香' &臭'也不同于一般意义的

香气(臭气#只是医者从病人身上闻到的各种具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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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味#并按照佛家的思想大别为两类而已#凡植物

花草即为&香'#凡酒肉之类佛家禁忌的食物即为

&臭'% 实际上等于说在病者身上闻到了优钵罗

花的气味00闻到了?桃 "葡萄$酒的气味#

00#甚至大便的气味% 可见&香'&臭'都是泛指

气味#是佛教意念上或情感上的香臭#不是特指的

&香气'和&臭气'#因而&?桃酒臭'不能理解为

葡萄酒变坏发臭了%

-新书.的语源只能证明&肉臭'的&臭'是腐

烂变质"或发臭$义#黄酒容易腐败变质也只能证

明有此客观事实#都无法解释清楚杜甫&酒肉臭'

的语言表达理据% 因为就用词习惯而言#如果要

表达酒的变质发臭#杜甫应该不会使用&臭'字#

而且杜甫之前并没有&酒肉臭'合说的先例#那怎

么会出现&酒肉臭'这样的表达形式呢#这样的表

述符不符合汉语的表达规则呢+

我们认为杜甫采用&酒肉臭'的表达形式#固

然跟诗歌的语言局限有关#但并非要用&臭'分别

对应&酒肉'表达&酒臭' &肉臭'#就是说并非语

言发展到唐代酒水变质发臭就可以说&酒臭'了%

事实上唐代以后仍然习惯于用&败'来表述酒类

的变质#如!

唐李世民)赠魏徵诗+$'骿?胜兰

生#翠涛过玉瓒% 千日醉不醒#十年味

不败%(

唐崔护)山鸡舞石镜+$'何言资羽

族#在地得天倪% 应笑翰音者#终朝饮

败醯%(

唐元稹)春六十韵+$'饮败肺常渴#

魂惊耳更聪%(

清钮 )觚剩+$妇曰$'吾绝粮已

久#安所得粟. 忆君去后#犹存故人酒一

罂% 请佐君软饱可乎.(妇往邻家觅薪#

李即发罂% 罂内产一芝如盘#紫光煜煜%

喜且愕曰$ '此瑞徵也#顾酒败不可饮

奈何.(

清沈季友)

"

李诗系+$'朝莫盼武

陵花#夕莫饮乌程酒% 武陵花谢乱人心#

乌程酒败伤人口%(

那么#如果杜甫在用典时要取一个词来对应

&酒肉'两个事物的话#应该选择&败'才是#因为

酒变质可以说&败'#肉变质也可以说&败'#可是

杜甫选用了一般不表示酒变坏的&臭'#那么这个

&臭'就应该不是针对&酒'的% 我们认为#&酒肉

臭'应该是&酒败肉臭'的并言省文% 这种并言省

文现象在汉语中并非孤例#古代学者早有论

述% 如!

唐孔颖达-左传1襄公二年.&以索马牛皆百

匹
/

'正义!

)司马法+$'丘出马一匹#牛三头%(

则牛当称'头(#而亦云'匹(者#因马而

名牛曰'匹(#并言之耳% 经传之文#此

类多矣% )易*系辞+云'润
/

之以风雨(#

)论语+云'沽酒市脯不食
/

(#)玉藻+云

'大夫不得造
/

车马(#皆从一而省文也%

宋代王?-野客丛书.!

)论语+$'沽酒市脯不食
/

%(此言食

酒#乃因脯而并言% 古人下字#率多借

用#初不似今之拘#如此等字甚多% 且沽

酒市脯不食#此言如)系辞+ '润
/

之以风

雨(#)左传+'马牛皆百匹
/

(#)玉藻+'大

夫不得造
/

车马(% 是皆因其一而并言其

一#此古人省言之体#不可不知也%

清王引之-经义述闻.!

)左传+$'是以先王务修德音#以亨
/

神人%(杜注曰$'亨#通也%(陆粲附注

曰$'刘向)新序+援此文#亨作享#古字

亨享通%(引之按$亨当从)新序+读为

享#杜不读为享者#盖以神可言享#人不

可言享耳% 不知古人之文#多有从一而

省者#人固不可言享#亦得因神而并称

之% )襄二年传+$'莱人使正舆子赂夙

沙卫以索马牛皆百匹
/

%(//因马而名

牛曰匹#并言之耳% 经传之文#此类多

矣% )易系辞+云$'润
/

之以风雨%( )论

语+云$ '沽酒市脯不食
/

%( )玉藻+云$

'大夫不得造
/

车马%(皆从一而省文也%

然则'以享
/

神人(#亦是从一而省文耳%

清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二第十五条引孔

颖达-正义.之说而按!

此亦古人行文不嫌疏略之证% 使后

人为之#必一一为之辞$曰 '以索马百

匹#索牛百头(#曰'沽酒不饮#市脯不

食(% 此文之所以日繁也%

就是说#&马牛皆百匹'是&马百匹#牛百头'

的并言省文#&润之以风雨'是&润之以雨#散之以

风'的并言省文#&沽酒市脯不食'是&沽酒不饮#

市脯不食'的并言省文#&不得造车马'是&不得造

车#不得养马'的并言省文#&以享神人'是&以享

神#以化人'的并言省文% 这种表达现象还有别

的用例#甚至在现代也还存在#如-墨子1非攻.

&入人园圃#窃其桃李'可理解为&入人园窃其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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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入人圃窃其菜蔬'的并言省文/-青藏高原.歌

词&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
///

山川#一座座
///

山川

相连'实际上应该是&一座座山#一条条川'的并

言省文%

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认为杜甫诗的&酒肉臭'

实际上就是-新书. &橱肉臭#尊酒败'的并言省

文#这样就不存在&酒'有没有意义#&臭'跟&酒'

能不能搭配使用之类的问题了%

顺便说一句#这种并言省文的表达现象被清

代学者阎若璩混同为&连类而及'#现代人以讹传

讹#也都按照&连类而及'或&偏义复词'的思路错

误地理解上述辞例#是需要我们纠正的% 详参李

运富-论意域项的赘举(偏举与复举. "-中国语

文.$%%+年第 !期$%

二5杜甫之后的$酒肉臭%或因误解而

变$香%义

杜甫的这两句诗对后世影响很大#仿作和化

用者很多#由于各自的理解不同#导致&臭'的意

义并不完全一致% 如果认为后世所用的&酒肉

臭'就等于杜甫的&酒肉臭'#因而可以用后世的

&酒肉臭'来推证杜甫&酒肉臭'的实际含义#那在

方法论上是不可取的%

仿作或化用者有的跟杜甫原意保持一致#如

前举白居易的 &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

再如!

宋李处权)简柴端叟+$

笔端落落曳十牛#老气飘飘横九州%

河伯未睹北海若#鲁人未识东家丘%

豪户但余酒肉臭#要涂只益衣冠羞%

旦评公议百年后#此士斯文班马俦%

前后诗句都是负面设词#&酒肉臭'也只有理

解为负面的腐臭义才能协调%

宋吴则礼-江边简新之.!

楚郎天生五车书#以锥画沙绝世无%

穷年饱吃衲子饭#粱肉臭腐宁关渠%

这个腐臭意义明显#虽然不能断定出自杜诗#

但至少是类似%

用这些材料来证明杜甫的&酒肉臭'确实是

腐烂发臭当然没有问题% 但问题是也有人能够举

出反例#比如王晓祥-&朱门酒肉臭'新解. "-语

文园地.$%+* 年第 " 期$谈到杜甫的&朱门酒肉

臭#路有冻死骨'#认为其中的&臭'字解为&飘香'

为好#理由就是唐元稹-估客乐.写过&市卒酒肉

臭#县胥家舍成'的句子#意思是商贾用酒肉收买

门卒#给胥吏修建新房% &市卒酒肉臭'是当时饮

宴之情#其中的&臭'解为&飘香'是肯定无疑的#

那么杜甫的&朱门酒肉臭'也应该是朱门内宴饮

酒肉飘香之意%

又如程耀恺-被误解的名诗. "-中国食品.

$%+2年第 $#期$说!&明代诗人叶敬平于某年正

月去拜访友人#他写道)未进君家门#先闻酒肉

臭*"笔者按#未查到原文$#可知所谓)酒肉臭*#

实际上是指酒与肉发出的香味飘溢于空气之中%

所以#杜甫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句#实

为)豪富府中飘出的是酒肉的香气#而路途上却

是冻饿而死的穷人*%'

其实杜甫之后用&臭'来表述酒肉之香的还

不只元稹(叶敬平#下面的用例也是!

宋黄庭坚-以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为韵寄李子

先.!

穷阎蒿蔓膻#富屋酒肉臭%

酒肉令人肥#蒿蔓令人瘦%

这里&穷'对&富'#&膻'对&臭'% &膻'是不

好闻的气味#那&臭'应该就是好闻的气味% 而且

下文说&酒肉令人肥'#显然是从正面立言#不会

是指腐臭的酒肉%

清李銮宣-坚白石斋集1卖子谣.!

老父谓儿女#卖汝乃爱汝%

朱门酒肉臭#但去无所苦%

不想让儿女在穷人家挨饿受苦#所以把儿女

卖给富人家#好去享受&朱门酒肉臭'#那当然是

指酒肉香%

清杨恩寿-词余丛话.!

)空谷香+云$'一答山川邪秽#琼花

开后古风微% 耳靡靡诗传)郑+)卫+#眼

梦梦世降陈隋% 掘邗沟流一派桃花当户

水#煎碧海簇几处赤甲白盐堆% 灯摇得

绮罗香墙张锦绣#风吹来酒肉臭犬餍

甘肥%(

甘酒肥肉#阵阵香气被风吹来%

面对上述用例#主&臭气'说者内心是崩溃

的#他们只能强辩这些&臭'仍然只是指&气味'而

不是&香气'#或者干脆把&市卒酒肉臭'解释为市

卒送给商人的酒肉多得发臭了#以维护杜诗&臭

气'说% 但显然论证乏力#难以解释上述语境%

虽然很多学者已经证明杜甫之前的&臭'并

没有&香气'或&香'义#那些被解释为&香气'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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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大都似是而非#值不得推敲!

% 但杜甫之前

的&臭'没有 &香气'义#并不等于杜甫之后的

&臭'不能解释为&香'或&香气'#上述语境中的

&臭'确实是指&香'或&香气'而言#即使理解为

&气味'也是偏重正面的好闻的诱人气味#无需强

辩% 那么这些&臭'的&香'义是怎么产生的呢#能

不能用来证明杜诗的&酒肉臭'也是&香'呢+ 我

们认为这些仿用或化用杜甫诗句的&酒肉臭'之

所以会有&香'或&香气'义#并非词义的自然引申

"在有&香'词的情况下要把&臭'引申为&香'是

没有必要的$#而应该是误解杜甫诗句并加以仿

用的结果#因而不能反过来证明杜甫的诗句也是

这个意思%

前面已经论证#杜甫诗句源自-新书.#本来

就是取的&腐臭'义% 但由于诗句字数和格律的

限制#杜甫采用了&并言' &省文'的表述方式#把

&酒败'&肉臭'合并说成&酒肉臭'% 而后人既能

知道杜诗语句出处又能体味并言省文表述方式的

决不会太多#如果不懂得杜诗的来龙去脉#又看到

前人在别处有&臭#香也'之类的随文释义#就很

容易误会杜甫诗中的&酒肉臭'就是&酒肉香'#并

且按这种误解模仿使用#从而就出现了上述真的

要按&酒肉香'来理解的诗文%

无独有偶#不仅有把&臭'误解为&香'而出现

的仿用#而且还有虽然&臭'仍是腐臭#却因不明

杜诗的&省文'手法而误解&酒臭'相配的#如宋代

石介-彼县吏.!

嗟乎嗟乎彼县吏#剥肤椎
#

民将死%

夏取麦兮秋取粟#笞匹红兮杖匹紫#

酒臭瓮兮肉烂床#马馀梁兮犬馀气%

雀腹鼠肠容几何#虎噬狼贪胡无已%

&酒臭瓮'当然是指酒在瓮里变质酸臭#前面

说过#古人表述酒变质的意思通常用&酒败' &酒

酸'而不说&酒臭'#宋代的用词搭配情况也是如

此% 而石介可能不明杜甫的&酒肉臭'是&酒败肉

臭'的并言省文#以为杜甫说的是&酒臭'和&肉

臭'#所以也跟着说&酒臭'&肉烂'了%

这种因误解前人原意而产生新词新义的语言

现象应该不在少数#积非成是也许是语言发展演

变无法回避的一种事实#但绝不能用&非'来改

&是'#不能把&是'变成&非'% 即使不属误解#后

世化用时有意改变原典词义和用法的情况也不能

排除% 总之#词义因各种缘故发生变化是正常的#

误解原意也是产生新词新义的一条途径"

% 误解

误用可以成为解释新词新义的理据#但不能反推

被误解的词语词义必须按新词新义来理解% 所以

用&市卒酒肉臭'和&先闻酒肉臭'之类的后世新

用法来反证杜甫诗句原意的做法是没有说服

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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