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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表示“鼓励”义的词语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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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代表示“鼓励”一义的词有“勖、勉、讚、敦、励、劝”等。试结合古籍，对这些词进行分析，找出

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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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表示“鼓励”一义的词与现代不同，古代多
用单音节词，如: 勖、勉、讚、敦、励、劝等，而现代多是两个
词连用表示这一意义，如: 鼓励，勖勉等。但是也有例外，
《庄子》中就已经有“勉励”一词的连用了。文章拟从古
籍入手，找出文中表示“鼓励”一义的词并进行分析，看
看表示“鼓励”的词什么条件下连用，什么条件下单用，
都与什么有关，为什么如此。然后进行归纳总结，找出其
中的规律。

一 勖
《说文》: 勖，勉也。从力，冒声。“勖”字作为“鼓励”

义讲，出现较早，《毛诗·国风》: 先君之思。以勖寡人。
意思是他告诉我要常常思暮先君，以此勉励我这寡

德之人。此处是正文中最早记载“勖”字，而且当“勉励”
讲。《庄子集释》卷三下: 勖哉学者，幸勉之焉! 故郭注云
为者败之也。“勖”字出现在“哉”字之前，表示号召。翻
译为“勉励他们吧!”此类句式的“勖”含有一种意气风
发，催人奋进的意思。读来给人以动力和信心。还有比
如:《全上古三代文·卷二》: 勖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尚书·泰誓中》: 于汤有光。勖哉夫子。罔或无畏。

还有在“……其勖……”这个句式中，“勖”表示无奈
之下 的 勉 励。翻 译 为“还 是 勉 励 他 吧”。这 种 类 型 的
“勖”表示的是在已经没有办法，没有退路的时候，鼓励
人们在当前的情况下不要放弃，继续努力。比如: 《汉书
卷八 帝纪第八》: 公卿大夫其勖焉;《汉书卷一〇 帝纪第
一〇》: 其勖之哉!

还有直接作动词表示“鼓励”。这种类型的只是单
独表示“鼓励某人做某事”。《全上古三代文·卷十四》:
勖率以敬，先如之嗣，若则有常;《尚书·康诰》: 惟时叙。
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 《晋书卷六帝纪第
六》: 稷契之任，君居之矣。望共勖之;《官场现形记·第
二十二回》: 叩辕门荡妇觅情郎 奉板舆慈亲勖孝子;《重
修台湾县志卷十一》: 事舅姑而爱敬，妇道堪型; 勖孙子以
耕桑，母仪足式;《梁启超文集论私德》: 吾知其难而日孜
孜焉，兢业以自持，困勉以自勖，以忠信相见。

还有用在“以”字后面，表示目的。这种类型的“勖”
如:《庄子集释》卷三上: 夫唐尧圣君，夏桀庸主，故誉尧善
而非桀恶，祖述尧舜以勖将来，仁义之兴，自兹为本也;
《八家后汉书辑注·谢承后汉书卷四》: 绲性明亮，敏于
众职，以勖群僚，秉机平正，直道而行。

以上的“勖”作为“勉励”讲，都是动词，“勖”还可以
作为名词，一般出现在代词，数词等后面。如:《后汉书卷
八〇上 列传第七〇上》: 咨尔庶士，迨时斯勖;《全汉文卷

五十九》: 危乱汉朝，以成三勖，坠极厥命。
“勖”字作为“鼓励、勉励”一义讲，从古至今一直可

以作为单音词使用，而 且 数 量 很 多，但 是 也 有 和“励”
“勉”合起来表示“鼓励”的，这类例子也很常见，如: 《墉
城集仙录卷二》: 汝当用上元夫人至言，必获长生，可不勖
勉耶;《后汉书卷八四列传七四》: 去矣，其勖勉之! 《宋
代十八朝宫廷艳史第二十七回》: 张咏既至，勖勉上官正、
宿翰即日进剿李顺余众。虽然从古至今都有，但从文献
的检索中可以看出，先秦两汉的单音词连用很少，只有四
条，但是随着语音的发展变化，后代的文献越来越多的运
用双音节词。

二 勉
《说文》: 勉，彊也。从力免声。《广韵·猕韵》:“勉，

勖也; 劝也。”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力部》: “凡言勉
者，皆相迫之意。自勉者自迫也; 勉人者迫人也。”“勉”
字自古至今虽然有很多种解释，但是表示“鼓励”一义的
在文献中还是很多，比如:《国语卷十》: 有晋国者，非子而
谁? 子其共勉之! 《春秋公羊传宣公》: 勉之矣。吾军亦
有七日之粮尔;《管子·立政》: 上不加勉而民自尽竭; 唐
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 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 清
洪昇《长生殿·倖恩》: 遂蒙天眷，勉而承恩。
“勉”和“勖”一样，从古至今都是单音节词由多变

少，双音节词由少变多。“勉”字除了组成“勉励”“勖勉”
等之外，还有“共勉”等，如: 《苌楚斋三笔卷三》: 期与世
人共见之，共勉之也;《清史稿卷六本纪第六》: 愿与中外
大小臣工共勉之。

三 励
“励”表示勉励、奋勉。《小尔雅·广诂》: 励，勸也。

《字汇·力部》: 励，勉力也。有修饰振起义。《书·皋陶
漠》: 惇叙九族，庶明励翼。南朝宋谢灵运《述祖德诗》:
惠物辞所裳，励志故绝人。《红楼梦》第五十六回: 虽也看
过，不过是勉人自励，虚比浮词，那里真是有的?
“励”字表示“鼓励”义，从古至今也很常见，而且文

献中多有记载。到后来，“励”多组成鼓励，勉励，勖励来
表示这一意义。

四 劝
《说文》: 勸，勉也。从力，雚声。段玉裁注:“勉之而

悦从亦曰勸。”“劝”在古代表示“鼓励、勉励”义比“勖”和
“勉”出现的都频繁，而且古代的例子尤其多，如: 《书·
多方》: 慎厥丽，乃劝; 厥民刑，用劝。孔传: 汤慎其施政于
民，民乃劝善，其人虽刑，亦用劝善，言政刑清;《管子·正
世第四十七》: 是故陈法出令，而民不从; 故赏不足劝，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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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民不为用; 汉曹操《请追赠郭嘉封邑表》: 褒亡为存，厚
往劝来也;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汉文帝八》: 抑末以劝
耕，奖朴而禁奸。上古中古也有双音节词连用的如: 《管
子·五辅第十》: 为人妻者，劝勉以贞。“劝勉”连用，两
个意义相同的字连起来表示“鼓励”，到后代这种现象就
更多了。

五 讚
讚，从言，赞声。跟言语有关，古代意义多表示赞美、

颂扬，或者作为一种文体出现。从赞美颂扬中才引申出
“鼓励”的意思。但是这种例子在文献中不是很多。如:
在《庄子》一文中没有出现。到春秋战国以后的文章中
才出现，如:《容斋随笔》《太平广记》《东汉秘史》《东汉十
二帝通俗演义》《东西晋演义》《古本水浒传》《两晋秘
史》，但是在这些文献中，“讚”都不表示“鼓励”义，最早
表示“鼓励”义出现在东汉王符《潜夫论》中，文中专门有
“讚学”这一篇，意思就是“鼓励学习”。

六 敦
《尔雅·释诂》: 敦，勉也。古代“敦”表示“鼓励”的

如:《汉书·杨雄传上》: 敦衆神使式道兮。颜师古注:
“敦，勉也。”《后 汉 书·陈 寔 传》: 遣 人 敦 寔。李 贤 注:
“敦，勸也。”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 尊崇节义，敦历

名实。到后来多是“敦促”连用，一方面既可以表示催促，
也有勉励的意思，但是勉励的意思相对弱化了。
《说文》: 力，筋也。象人筋之形。治功曰力，能圉大

灾。徐锴系传作“能御大灾也”。按:“鼓励”义的词都与
“力”有关，筋即是力量的象征，“力”象耒行。金文中从
力之字，有事即从耒作。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表示“鼓
励、勉励”的词就是给大家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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