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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前 ” 貭 疑

試 滄李 ド拍勺 《望 膳 山瀑布 》一一

                           干 振 領
0.序

  在 日本的高中国珸教科君以及各炎双博集中，李白的七言絶旬 《望庚山瀑布》很多是

以下述文字児渚于版面的。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長川，

           弋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即，垓侍的第二旬不是中国人所熟知的 “遥看瀑布挂煎川”，而是 “遥看瀑布挂盤川”

注1)。

  据査，迭首絶旬在中国，古来也是 “挂長川”“挂前川”兩悦并存 注 の。不冠，在筆

者所收集到的当代中文版本中，遠首絶句几乎都是作 “挂前川” 注3)。

  本文拡从垓侍的表現手法，李白侍的特点等角度入手，迸而探付 “前”与 “長”的古

今字文的昇同，“挂前川”的釋文，以及 “遥看瀑布i桂長(前)川 ”的 “川”究竟是指瀑布

的流落部分，迩是指瀑布的源美部分，抑或是指瀑布本体，試淡 自己的…孔之児。最后試

槍 “挂前川”与 “挂長川”的区別。

1.垓侍的表現手法

  从李白的遠首絶句中，似可以分析出下述表現手法。

(1)作者和対象物的距寓由近及近

  在 《望瘡山瀑布》一侍中，作者最先推出的是高高鈴立的香炉峰，接着，位于香炉峰対

  面的瀑布迸入他的視野，及至第三句和第四句，作者所表迭的己是在瀑布近旁的魂感。

  否則，他不会写出 “弋流宜下三千尺”那幺气勢磅碕的感受。

(2)対象物由小及大

 最初，作者是从近梵規望，因此，既能看到香炉峰的全貌，而巨大的瀑布也彷佛只是

 孤零零地 “挂”在岩壁上。然而，越接近対象物，其変得越大。最后，瀑布如万弓奔

 騰而出，“弋流宜下三千尺”，作者甚至疑惑是根河从九重天馳落人囘。

(3)対象物 由静到劫

 从逸赴規望，瀑布彷佛是静止不幼的一矮白布挂在岩壁上。遥而能児，悦明水流湍急，

 変成了白色。寓近吋，瀑布 由静到劫，呈弋流盲下状。作者在遠 里并没有作任何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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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描冩，但，遥看无声和近看有声无需言表 自然包孕在噴雪吐雰般的瀑布之中了。

 (4)作者由景色描写到贊吸

  在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長(前)川 ”迭丙旬中，作者只是如実地氾述了眼

  前的景象.而 从第三句的 “弋流直下 =r尺 ”起急轌直下，変成対俤哉壮哉的造化之

  功的贊吸。由第三旬引友而出的朕想 “疑是鰻河落九天 ”可以悦是贊吸的迸一`歩升隼

  咀 。

  遠首絶旬在中国千古不絶，力坊代侍家及人民人森广力佑頌。大文人券家坡 曽扱力夸

贊 “弋流宜下三千尺，疑是根河落九天 ”兩句，他特地撰侍称頌道，“帝遣銀河一一派垂，古

来唯有滴仙洞”，対以根河喩瀑布蛤予最高的坪价。

2.李白作品的凩格

  李白作品的星著凩格是，自由奔放，气勢宏大，悟出僚人。他的很多描写常常超絶想

象。即便是…些司室児慣的日常景物，到了李白的毟下也弓上是箸底生花，大放昇彩。

  例如，写雪，有 “燕山雪花大如席 ” 《北凩行》；'_rJ忱愁，則 “白%SC三千丈，壕愁似个

長 ” 《秋浦歌十七首，其十五》；写路險，則有 “危乎高哉!蜀 道之ヌ隹唯干上青天!” 《蜀

道唯》；写气魄，則是 “擢倚天之剣，弯落月之 弓。昆合叱兮可倒，宇宙噫兮増雄。河汳メ1

之却流，川岳灼之生凩。羽旄揚兮九天絳，猪火燃兮千山紅 ”《大猫賦》等等，不肚枚挙。

  在 《望庚山瀑布》中，即便夸張也只有区区 “三千尺”的瀑布，在侍人的筆下竟然被

形容力 “疑是銀河落九天”，真是奇想掠人。然而，上述的夸張手法給褄者以強烈的感幼，

无限的想象，并不杁力是荒唐无稽。

3.``前 ”k7“ 長 ” 的 古 今 字 文 辨

3.1.``前 ”字

  在 《鋭 文 解 字 》 中 ， “前 ” 的 字 文 是 ， “不 行 而迸 渭 之 肯 ， 从 止 在 舟 上 。 ”

  《宋 本 广 韵 》“前 ，先 也 。”

  《正 字 通 》“前 ， 后 之 対 。”

  箸 者 以在 中 国 最 广iJ流 佑 的 《唐 侍 三 百 首 》 作 力 凋 査 材 料 ，共 搜 集 到33例 用 “前 ”字

的 侍 例.其 中 ，表 示 “后 之 対 ” 文 的 例 子最 多 ， 忌 汁26例 。 如 ，“妾 友 初 夏 額 ，折 花 冂前

刷 ”(李 白)； “旧吋 王 謝 堂 前燕 ，弋 入 寺 常 百姓 家 ”(刔 禹 錫)、 “床 前 明 月 光 ，疑 是 地 上 霜 ”

(李 白)； 等 。其 中 “冂前 ”最 多 ， 有4例 。其 他 也 多 力 “窗 前 ”“眼 前 ”“昌 前 ”“店 前 ”

“明鏡 前 ”“五 柳 前 ”等
， 表 示 近 距r'的 事 物 者 居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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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3例 表示 “迸”文。如，“x人 莫敢前，須如狷毛磔”(李顧)；“炙手可熱勢絶伶，

慎莫近煎丞相噴”(杜 甫)等 。

  表示 “先也”叉，即現代的 “這去的。較早的。从前的。”有4例 。如、“前不見古人，

后不児来者”(隊 子昂)；“折戟況沙鉄未梢，自將磨洗杁鹸朝”(杜牧)等 。

3.2.uli. n字

  在 《悦 文 解 字 》 中 ，“長 ”表 示 “久YL也 。从 兀 ， 从 匕。 兀 者 ， 高 逸 意 也 。”

  在 清 代 段 玉 裁 注 的 《悦 文 解 字 》 中 ，“長 ， 久 近 也 。 久 者 ， 不 暫 也 。逸 者 ， 不近 也 。”

   《宋 本 广 韵 》 的 解 釋 是 ，“長 ， 久 也 、近 也 、常 也 、 永 也 。”

   《字 江 》“長 ，短 之 対 。 長 ， 又 大 也 。長 ， 又 多 也 。”

  毟 者 把 《唐 侍 三 百 首 》 中 出現 的 “長 ”字 也 全 部 作 了 收集 ，共 得72例 。 当吋 唐 朝 的 首

都 是 長 安 ， 故 而 ，“長 安 ” 占 了10例 。加 上地 名 “長 沙3” “長 干 里 ”以 及 植 物 名 “長 蕾 ”，

忌 汁 是15例 。

  表 示 “常 也 ” 的有12例 。垓 用 法 在 現 代 中文 里 己錏 被 “常 ” 字 所 代 替 。如3“ 故 人 入

我 梦 ， 明 我 長 相 ↑乙”(杜 甫)； “長 相 思 ，在 長 安 ”(李 白)； “出)fi未捷 身 先 死 ，殺 使 英 雄 泪

満 襟 ”(杜 甫)等 。

  用 例 最 多 的 是 表 示 “短 之 対.大 也 。久 也 。 逸 也 。” 等 文 的用 例 ，共43例 。 拭 分 炎 如

下(数 字 表 示 出現 頻 率)。

 (1)表 示 “短 之 対 ”(長 度)、 “長 江3” “長 河2”(“ 長 江 ”“長 河 ” 似 亦 可 理 解 力 “大 江 ”

  “大 河 ” 【毟 者 注】)“長 歌2” “長 城 ”“長 縄 ”“長 蛇 ”“長 戈 ”“短 長 ” 等 。

 (2)表 示 “大 也 ”(規 模)， “長 凩6” “長 飆 凩 ”“云 来 气 接 巫 峡 長 ”“我 持 長(=大 【毟 者 注 】)

  瓢 坐 巴 丘 ” “独 坐 幽 篁 里 ， 弾 琴 夏 長 嘯 ”(“ 長 嘯 ” 表 示 高 声 大 叫【毟 者 注1)。

 (3)表 示 “高 也 ”(高 度)， “天 長3” “長 天 ” “金 膕 前 升 二 峰 長 ” 。

 (4)表 示 “7L也 ”(距 寓)3“ 長 征2” “長 亭 ” 。

 (5)表 示“久 也 ”(吋 向)、 “長 生2” “長 期 ”“長 策 ”“水 滴 綱 尤 昼 漏 長 ”“蓬 莱 宮 中 日月 彎'

  “丹凩城南秋夜長”。

 (6)表示 “多也”(数 量)、 “長珸”。

 (7)表示 “.*也”(程 度)3“ 長収2” “長嗟” “十筋亦不醉，感子故意装”。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古汳語中的 “長”字，字叉比現代双晤要寛，且多用于 “長、

高、大、久、1L、 多、深”等場合。至少是作力文学珸言，所表示的多力气勢宏大的場面

或吋向久7L的 描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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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可以圦力，古本中的 “長川”，不座理解力現代的 “長的川”，而座垓理解力 “大

的川”浅：4)或“長大的川”。

  迸入近現代以后，“長”字成力 日常生活中浅近的常用字，除文学作品外，很少用于古

代那秤气勢恢弘的描写。

  然而，与現代用法相近的例子在唐侍中也略児端倪。如3“ 感将十指夸針巧，不把双眉

斗画長”(秦T玉)； “重帷帳下莫愁堂，臣卜后清宵細鈿長”(李 商隠)等 。上面侍中的 “斗

画長”“鈿錮長”所表示的并非 “高、大、久、7L、深、多”等文，而是竏軒 “細長”文。

  綜上所述，“長”的古今字叉己錏友生了很大的変化，“長”字蛤人伯的形象也随之友

生変化，由此，古本中的 “挂長川”己錏很唯力今人所接受。

4.“挂前川”釋又辨

4.1.中国渚家的解釋

  絶句中的第一句 “日照香炉生紫烟 ”是力了陪村瀑布的背景而写的。香炉峰因形似香

炉而得名。清大家試想一下，形似香炉的山峰，在陌光的照射下升騰起躾矮紫烟。侍人的

描写是何等的形象、幽默、惟妙惟 肖婀!

  “遥看瀑布挂長(前)川 ”中的 “遥看”丙字是扣題，承接 《望庫山瀑布》中的 “望”

字。从逸赴規望，瀑布彷佛是__静 止不劫的白布挂在前方的川；_。因力山峰陸哨，瀑布

是垂宜地愚挂着的。在迭里，侍人欲強凋的是山峰之跿和水量之大，迭也宜接成力第三句

和第四句的伏毟。

  瀑布呈 “挂 ”的垂宜状恣，走到近前吋作者オ会有 “弋流宜下三千尺”的場面描写和

第四句 “疑是復河落九天 ”的朕想。

  然而，同是一个 “挂前川”，箸者所搜集到的中文版本的解釋竟然迥然相昇。

 (1)袁行霈主編 《坊代名篇賞析集成》1988

  “`遥看瀑布挂前川'， 逸逸看去，瀑布愚室弋注 ，从香炉峰直接到山前的水面上 潅

  5)。”

 (2)夏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組 《李 白1寺逸》1977

  “`挂前川'从 峰頂直挂到水面。”

 (3)南充師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組 《古代侍歌逸》1979

  “前川=一 本作`七 ξ川'， 山前的河流。瀑布下接河流，所 以悦`挂 前川'。”

 (4)秀尤 ・陪澤 《唐宋絶句逸注析》1980

  “瀑布墜下与河流相連，看去好似愚挂在河上。……逸近地看到山前的瀑布流入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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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似愚挂在河面上的一快 白布。”

(5)蕭濠非等 《唐侍筌賞辞典》1987

 “`挂前川'，遠是`望'的 第一眼形象，瀑布像是一条巨大的白鯨高挂于山川之同。”

(6)弓扠.彦 《唐宋絶句逸析》1981

 “近近望去，一道瀑布从高山上直挂到前面的水面上。水流从山上傾汚而下，像一条

 巨幅白布从山上倒挂下来。”

(7)栃磊 《淒点唐恃》1981

 “JLJL望去，前面的山壁上，白花花一片，好似有一条大河愚挂在那里一祥。”

(8)徐放 《唐侍今悸》1983

 “`挂前川'川 是河流，挂前川，指瀑布挂在眼前，看去有如一条大川。”

 以上渚家対于 “挂前川”的 “川”的解釋似可以リヨ納力下述二美・

 (1)～(5)瀑布下接河流。“川”指瀑布的流落部分。

 (6)瀑布像是从山上倒挂下来 注 ¢)。“川”亦指瀑布的流落部分。

 (7)(8)瀑布挂在前面像一条大川。“川”指瀑布。

4.2.日本渚家的解釋

  在毟者所收集到的日本版本中，原文作 “挂長川”的，均把 “川”解釋力瀑布本体。

而在原文作 “挂前川”的版本中，与中国版本相同，也是多解釋力瀑布的流落部分。不冠，

亦有解釋力瀑布本体的 泣ヨ；わ。

4.3.“川”究竟指的是什幺?

  作力瀑布的生成条件，河流必須是流錏有落差的岩壁，在落差赴形成断面，此即瀑布。

也就是悦，瀑布无一例外是由来 自上部的源`一部分、瀑布本体、瀑布的流落部分所組成的。

  李白創作 《望1Y山 瀑布》一・侍，迄今己有千余年，受 自然植被、气候条件的変化等影

咆，瀑布的水勢或杵会有所増減，但，瀑布所赴的位置、周園的自然状恣不会有太大的変

化 。

  据 《宋本广韵》的解釋，“挂”字力 “挂，愚挂.” 与今叉同。

  在清段玉裁注 《悦文解字》中，“挂 ”字也是 “挂，画也。画叶本作宣(宣同愚【毟者注】)，

唐本作具(具同愚【毟者注】)。玉篇亦作愚也。”

  至于 “瀑”字，《宋本广韵》的解釋是 “瀑，瀑布，水流下也。”

  在此，从 “挂”及 “瀑布”的字叉考慮，恐怕没有人不同意 “挂”的位置是在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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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即，“瀑布”与源美部分的交接梵。向題在于 “挂長(前)川 ”的 “川”究竟指的是

什幺。

  大家知道，李白同吋写了丙首 《望瘡山瀑布》，(其一)是 五言古侍 潅li：麟 ，(其 二)

オ是我Ti'7現在探付的絶旬。在(其 一)中 ，升首是遠祥写的3“ 西登香炉峰，南児瀑布水。

挂流三百丈；噴壑数十里。”在此，作者明白无俣地指出，他是在香炉峰上南規瀑布。侍中

 “挂流三百丈”中的 “挂流”丙字耐人尋味。何帽 “挂流”，.ﾟ珉挂而流也。“挂流”者力何

物，瀑布是也。

  若是平地，河水庇垓是 “平流” “横流” “奔流”或 “滾滾流”等。李白曽写近 “炉

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的名篇。

  李白着意用了 “挂流”丙字，可以有丙秤解釋。其一，若是立陸而没有凸起物阻隔的

断壁，瀑布庖垓是 “垂流”“垂落”“宜落”或 “直汚而下”等等。“挂流”，悦明瀑布 自断

壁奔騰而下吋，受到了山崖凸出部分的阻隔，因而迄挂迹流。此外，亦可作男一神解釋，

即，呈垂宜落下状的瀑布彷佛是愚挂在断面上。当然，愚挂点座指瀑布上端。既如此，“三

百丈”的 “長川”无疑庄是指瀑布。

  再者，李白既然是 “遥看瀑布”，瀑布的源美部分位于高赴，当很唯看児；瀑布的流落

部分力平面，加之瀑布所在的地形地貌展密迭嶂緑村掩映，于近赴亦很唯規望到(清 参看

照片一、照片二)。即便是站在香炉峰頂也是既看不児源来部分，也看不児流落部分(清 参

看照片三)。

  由此看来，単就 “遥看瀑布挂前川”的字面意思而言，解釋力 “近近望去，瀑布挂于

前川之上 ”似也順理成章。然而，細加深究便不唯看 出其中的偏頗。

  在 《望庫 山瀑布》五言古侍中，対同_.布 ，李白又有 “初慷河双落；半洒云天里”

的描述。“初涼河双落，”中的 “河双”，与 “疑是恨河落九天”中的 “恨河”相対座。就此

而槍，“遥看瀑布挂長(前)川 ”中的 “川” 勿庸置疑所指的 /`J瀑布。

  李白対 以瀑布諭銀河，似情有所帥，他在 《秋于敬亭送从{至崙游瘡山序》一文中，亦

有 “瀑布天落，半与鰻河争流，騰虹奔屯，深射万壑”的描写。

  在五言古侍 《望庫山瀑布》中，作者之所以看到了 “挂流”現象，是因力他是在瀑布

対面的香炉峰上規望。而七言絶句中的 “弋流宜下三千尺 ”，則因力作者是置身其境在瀑布

的近距寓規看，整个瀑布澤然一体，因而悦是 “、流”。

  从 “挂流”丙个字分析，遠个 “挂”字所指的位置，不管是 “挂長川”，抑或是 “挂

前川”，均庇是指瀑布上部的源美部分。“挂”在上部，オ能 “、流宜下”，オ能 “疑是恨

河 ”从 “九天”而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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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毟者贊同 “川”指瀑布的悦法。毟者以力 “遥看瀑布挂長(前)川 ”似庇解釋)勺“1L澂

望去，瀑布宛若一条長大的愚挂着的川”。

5.結浩

  就現代双蓿而言，“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在遠里 “挂前川”的 “前”

字，除了具有指示瀑布的位置所在、描写瀑布状恣的功用外，迩能給凄者一秤立体感。而

一'个 “挂”字出神入化地把位于視野近赴似静止不幼的瀑布淋漓尽致地表現 了出来
。

  累接着的 “弋流直下三千尺”的描冩，作者在此固然有表現瀑布既長又大的意薀，然

而，他更要表現的似乎是水流之急、之猛。“三千尺”而能一損而下，足児其塾流之迅疾。

  用現代汲屠描写河流，通常是 “長而緩”或 “短而急”。因此，在現代用uL川 ”形容

瀑布己似不妥，“挂長川”則向題尤甚。

  不管是把 “挂長川”理解力 “挂着的長川”(此 赴 “長川”指瀑布)，込是 “挂于長川

上 ”(此赴 “長川”指瀑布的流落部分)，或是 “挂于長川下”(此梵 “長川”指瀑布的源；_

部分)，都很唯使淒者卉生規模宏大的形象。与 “挂長川”相比，“挂前川”星而易児更易

于力現代中国人所接受。

  再者，“長”由古代的表示 “高、大、久、近、深、多、長”文，輳変力主要用于表示

細長的 “長”又。由此，用 “長”修飾瀑布，不但与李白的豪放性格、气貭不合，即便从

侍的前后美系考慮 ，“長”的瀑布不会出現 “弋流直下三千尺”那祥的壮規場面，与 “疑是

根河落九天”的宏大朕想也无録，也杵遠是現代絶大多数的中国版本都按弃 “挂長川”，而

作 “挂前川 ”的主要原因咀?

  以上，毟者从李白侍的特点、“長”“前”的古今字叉等入手，試淡了自己的一孔之見。

然而，一干多年前的侍仙李 白 “巣酣落毟揺五岳”，大箸一揮而就写下的真迹己很唯存世，

写下的究竟是 “長”込是 “前”似 己无从査考，毟者浅学，込望就教于斯道的寺家伯。

注1)日 本 也是 “長 ”“前”丙説并 存。如3福 原尤 藏1969、 長澤規 矩也1975 、大 野 実之 助1980、

  武部 利 男1983、 松枝 茂夫1991等 都作 “挂前 川 ”。而在 日本高 中国悟 教科 需中，小 町谷照 彦

  等1995， 亦作 “挂前川 ”， 余均作 “挂長 川 ”。如 、金谷治 等1977、 藤堂 明保等1978、 吉

  川泰 雄等1996、 田部 井文 雄i等1996。

注2)北 京 團 お愴 藏宋 刊本 《李 太 白文 集》、 日本 京都大 学人文 科学研 究所影 印静 嘉堂蔵 宋刊本 《李

  太 白文集》、明嘉 靖吋 代的 《唐人万 首兜 句》、 清康煕 的鏐 日芭刊本 《李 太 白文 集》以 及清 光緒

  刻 世垳 玉海 堂影 刻 的宋咸 淳 刊本 《李 翰林 集》 等 ，都 作 “挂長 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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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在 く中国部分〉的参考 需 目中，m有 《望IY山 瀑布》一 恃的，除 中国社 会科学 院文学 研究 所的 《唐

  恃 逸》 〈上 〉取 “挂長 川 ”悦外 ，余 均 作 “挂 前川 ”。中国小 学課本1995亦 作 “挂 前川 ”。

注4)在 日本 ，取 “挂長 川 ”悦 的多 把 “長川 ”解 釋 力 “長 い川 ”。

注5)垓 姓1昊。据 《IY山》 画册 圏注， “黄岩瀑 布蜿蜒 奔流在 双劍峰 側，… …李 白的恃 ……就 是描絵

  這 一景色 。”《声山 杞》(栃 弃賢著)則 称 ，“山南 山北瀑 布无慮 十余処 ，香 炉峰J双ｰ9峰 在瀑 布之

  旁 。”而 李白 在 《IY山遥 寄戸侍御 虚丹》一・恃 中悦 ，“香 炉瀑布 遥相 望，廻 崖沓嶂 凌巷 荅。”，再 ，

  李 白在 《望庫山 瀑布》(其 一)中 ，升首是 迭祥写 的=“ 西登香 炉峰 ，南兄 瀑布水 。挂流 三百 丈，

  噴 壑数 十里 。 ”(清 参 照注8)可 知 瀑布 不在香 炉峰 。

注6)而 李 白在 《庫 山遥 寄戸 侍御 虚 丹》一 侍 中普 用 “金网前 升二峰 長，根 河倒挂 三石梁 ”描 写声

  山瀑 布 。文 中的 “二峰 ”指香 炉峰 和双 釧峰 。

注7)取 “挂前 川 ”悦 ，把 “川 ”解釋 力瀑布本 体 的是大野 実之助1980。 其解釋 如下 ，“は るか南

  方 の山 の 中腹 には、川 が瀑 布 とな りかか って い るのが 見 える。”

注8)《 望ﾏY山 瀑 布二 首》 李 白，“西登香 炉峰 ，南兄 瀑布水 。挂 流三百丈 ；噴壑 数十 里。歎 如弋 屯

  来 ；隠若 白虹起 。初涼河 汲落 ；半洒 云夭里 。仰規勢 鞍雄 ，壮哉造 化 功。海凩 吹不 断 ；江 月照

  71空.空 中乱洙射 ，左右洗 青壁 。隲珠 散軽霞 ；流沫 沸穹石 。而我 尿名 山，対 之心益 因 。无 槍

  漱疎 液 ；且得 洗生 顔 。且楷 宿所 好 ，永 愿辞 人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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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照片五(距 瀑布逸 く爆布登山道入 冂〉， 中 〈李自双瀑 台〉， 近 く瀑布近

   労〉三処均立有李白 《望庫山爆布》待碑，碑文均力 “挂前川”。

   照片五攝于中処 〈李 白双瀑台〉 的位 置。 于振領2000年8月16

   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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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長」 「前」質疑

一 一李 白の 『望廬 山瀑布』 を試論す一一一

于 振 領

                   『望廬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紫煙，遥看瀑布掛長(前)川 。

               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李白がこの絶句の中に書いたのは，いったい 「掛長川」かまたは 厂掛前川」か，中国にも日本にも
二説が ある。

 本稿で は李 白詩 の特徴か ら着手 し， さらに 「前」 と 「長」 の古今字義の変化 を論考 し， 中国での

「掛前川」 につ いて諸家 の解釈 を検討 して，「掛長(前)川 」 の 「川」 は，瀑布 の下流 を指 すか，上流

を指すか， あ るい は瀑布 自身を指すか に関 して論 じ， 「掛前川」 と 「掛長川」 の区別 につ いて私見 を

述 べた。

 「長」 という字 は，古 代の 「高，大， 久，遠，深， 多，長」 の物事 を表 す働 きか ら， 身 の回 りの細

長 い 日常用 品などを表 すよ うにな った。 それが原因で現代語 で は 「長」で瀑布を修飾すれば
，李白の

性格 と相入 れないばか りでな く， 詩 の前後関係 か ら考 えて も， 「長」 の瀑布 は 「飛流直下三千尺」 の

よ うな雄大 な場面 にな らない し， 「疑是銀河落九天」 のよ うな壮大 な連想 とも無縁 にな る
。 厂掛長川」

と較べれば， 「掛前川」 の方が もっと現代中国人 に受 け入れ られやす い。 これはほ とんどの出版物 が

「掛前川」 にす る由縁で あろうと推論 し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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