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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  言 

 

就學術研究的角度而言，研討會雖是學者相互切磋最直接的場域，但有時不免宥

於時間與形式的顧慮，以致學者言而未盡，盡而未精，難以將心得全幅展開。就此而

言，學術期刊不啻為較好的選擇，它提供相對嚴謹的發表形式，讓學者得以將研究成

果完整呈現，充分表達學術識見及水平。因此在接任主編後，對於本學報我十分期許

它能成為優秀論著的發表園地，希望不論身分背景，任何好的論文都能在本刊獲得登

載與表彰。因此本系編輯學報嚴秉審查原則，沒有人情通融，也沒有特定偏好，完全

對學術界開放；要求達到客觀公允，以獲得作者與讀者的信任。 

本期學報共刊登六篇專著，包括本校人文藝術學院葉鍵得院長的特約稿一篇：〈介

紹教育部五本語文工具書〉，與投稿通過審查的論文五篇，分別為：一、何永清〈《論

語》「諸」字用法探討〉；二、邱珮萱〈凝視與差異：嚴歌苓短篇小說中的移民男身〉；

三、邱永祺〈畢沅《經典文字辨證書》字樣觀析探〉；四、戴光宇〈《詩經‧魏風》

語言音韻風格探析〉；五、林怡君〈石成金《笑得好》之寓言研究〉。以上諸篇論文，

學術領域涵括訓詁學、語法學、現代文學、文字學、聲韻學、古典文學等，內容廣泛

豐富，論述專門深入，對研究主題條分縷析，皆能提出獨到之見，相信對於各專門領

域的讀者都能有不少啟發。 

最後要感謝參與協助《學報》的學者與工作人員，首先是本刊所有的審稿學者，

他們對於論文的專業評審與意見，是本學報得具學術性與客觀性的基礎。其次是擔任

執行編輯的余欣娟老師，與擔任助理編輯的李慎謙同學，沒有他們的費心協助，本刊

便難以順利完成。最後最需要感謝的，還是投稿本刊的學者們，唯有各位持續提供高

水準的研究論文，才能成就本學報的內涵與價值。衷心期盼各界學者能繼續支持本刊，

踴躍提供研究論著，讓這本學術刊物更豐富，讓這塊園地更開闊。 

2016年6月  吳肇嘉  謹識於中國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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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人文藝術學院中國語文學系 2016年6月 

 

【特稿】 

介紹教育部五本語文工具書 
 

葉 鍵 得 
 

一、緣起 

近日有位大學時代的同學在本班line上問大家：「『甥』可以寫作『 』嗎？」、

「是因為錯別字的別字嗎？」一位同學立刻上line說：「沒見如此用過，還未收入吧！」

因筆者曾參與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的審訂工作，知悉訊息，立即上line說：「一般字

典確實未收，只見教育部《異體字典》，可在電腦上叫出《異體字字典》首頁，若依

部首索引查，點05、生部、7畫，即可查得『 』字，『 』為『甥』之異體字。」 

另外，筆者早先擔任中國語文學系小學教師進修教學碩士學位學程的課程，後來改

為教學進修專班，發現有些學生對於教育部相關字典辭典不甚瞭解，有些擔任小學的教

師也是一樣。試想一位在第一線授課的小學教師，當遇到字音、字形、詞義等問題時，

如果不知道要依據官方的辭典，或說依據教育部部的辭典，我們不知道他將如何面對複

雜的語文問題？基於上述，使筆者想撰寫本文的念頭，這就是本文撰寫的動機。 

本文選擇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國語辭典簡編本》、《國語小字典》、

《成語典》、《異體字字典》等五本語文工具書加以介紹，希望教師們能善加利用，

裨益教學。當然，社會大眾也可參考利用。 

 

二、五本教育部語文工具書的介紹 

（一）《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1. 編輯目標：本辭典總編輯目標是以服務國中小學教師、學生及社會人士教授或學習

                                                 
 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兼人文藝術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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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文為主要目標，並提供今日國語文及中文電腦界研究者的資料基礎。 

2. 過程：依據民國70年《國語詞典》六冊（商務印書館排印版）修訂。76年成立專案

小組進行「重編國語辭典」之修訂工作，83年修訂完成，並完成網路版，86年完成

光碟版及網路修訂版。 

3. 編輯者：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 

 召集人：李鍌    總編輯：李殿魁    副總編輯：曾榮汾 

 複審委員：丁原基  文幸福  王順源  沈秋雄  季旭昇  梁金樹  許俊雅 

      許錟輝  崔成宗  張文彬  張雙英  陳郁夫  黃文吉  楊秀芳 

      葉鍵得  劉兆祐  賴明德  賴橋本  繆天華 

 初審委員：王淑芬  王福楨  李國俊  呂瑞生  吳明勳  林文慶  林登順 

      洪燕梅  高明道  張春榮  陳兆南  陳貴麟  陳瑤玲  詹滿福 

      歐慶亨  劉一正  劉智妙 

 審音委員：林國樑  胡建雄  柯劍星  張孝裕 

4. 字數： 

 (1) 單字蒐輯：配合本部所公布的常用、次常用字及常用異體字，計一萬一千四百四

十七字。 

 (2) 詞目蒐輯：依據原辭典辭彙體系，蒐錄從中古至今日的文獻及口語辭彙，總計詞

數約十六萬。其中並含成語、諺語、歇後語與一部分生活常用專科詞。 

5. 使用原則： 

 (1) 先在電腦上叫出《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首頁。 

 (2) 可就「基本檢索」、「進階檢索」、「注音索引」、「筆畫索引」、「部首索引」

等方式進行查詢，既快速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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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語辭典簡編本》 

1. 編輯目標：《國語辭典簡編本》是教育部國語會繼《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後，所

編輯的一部實用國語文工具書。因為《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所蒐錄語詞，高達十

六萬條之多。如果印成書面版本，約有十餘巨冊。對於中小學生及初學國語文的外

國人士，攜帶諸多不便，因此有編輯簡編本的構想。本辭典總編輯目標主要是針對

國中、小學生及外國人士學習國語文的需求而編。因此，無論收字、收詞、釋義都

較修訂本為簡，這正是本書命名「簡編」的由來。 

2. 過程：國語會於民國83年6月完成修訂本編輯後，開始進行簡編本的編輯基礎建立。

為使編輯結果符合當代語言環境，首先就常用文獻抽樣調查字詞頻，再以頻率出現

較高的字詞作為基本字詞檔案。為求慎重，再將此檔案與同等級的詞典作比對，並

聘請專人審核。《國語辭典簡編本》於民國85年編輯完成。民國103年12月推出新版

試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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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編輯者：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 

 召集人：李鍌   總編輯：李殿魁   副總編輯：曾榮汾 

 編輯小組成員 

4. 字數及其他內容： 

 (1) 總計收字六千五百字，收詞四萬五千詞。另外，為配合釋義解說，附有一千多張

的插圖。 

 (2) 網路版，除了文字、圖片部分，也作了內文錄音，特別委請教育廣播電臺的播音

人員錄製。內文的外來語部分，由加拿大的高柏松先生（Sebastian Gault）錄製。

附錄中的閩南語本字（一），則由原撰稿人楊秀芳教授負責。錄音系統由中研院

Csmart小組研發。 

 (3) 除文字資料與聲音檔外，網路版也將千餘張的圖片改編成圖片檢索的索引。讀者

除利用傳統的字詞檢索方法外，也可利用圖片進入詞條內文。 

5.使用原則： 

 (1) 先在電腦上叫出《國語辭典簡編本》首頁。 

 (2) 可就「基本檢索」、「進階檢索」、「注音索引」、「筆畫索引」、「部首索引」、

「圖片分類索引」等方式進行查詢，既快速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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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語小字典》 

1. 編輯目標：《國語小字典》是專為小學生編輯的一部小型字典。為學習語文的基礎

工具書，亦為親子教育的學習工具。 

2. 過程：《國語小字典》臺灣學術網路初版，於89年7月推出；第二版於97年2月推出。 

3. 編輯者： 

 初版： 

  主編：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 

  總編輯：李鍌    副總編輯：曾榮汾 

  初審委員：劉香蘭  劉智妙 

  執行編輯：徐如虹 

  編輯人員：吳瑞娥  盛起新  陳素梅  黃慧嫻  鄭瓊芬  闕宙慧  羅敦英   

       蘇柔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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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版： 

  主編：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 

  審訂：李鍌  曾榮汾 

  執行編輯：陳逸玫 

4. 字數及其他內容：4307字。部分錄有附圖。每個字的解說除了部首筆畫和最常用的

音義之外，對於某些只適用「複詞」和「聯綿詞」來解說的字，如：「蚱蜢」、「蕭

條」等，也特別加以處理。如果有需要說明詞性的部分，使用了「指稱詞」、「介

詞」、「詞綴」等來表示。在義項分化方面，只舉列該字最常用的意思，遇上多音

字，會先分音再行解說。某些字義並附有圖片來輔助閱讀。 

5. 使用原則： 

 (1) 先在電腦上叫出《國語小字典》首頁。 

 (2) 可就「內文檢索」、「部首檢索」、「筆畫索引」、「字音索引」、「圖片索引」

等方式進行查詢。 

 

 



介紹教育部五本語文工具書 7 

（四）《異體字字典》 

1. 編輯目標：所謂「異體字」，是相對於「正字」而言，是指在一個正字標準下，文

獻上與此正字同音義而形體有異的字。異體字的資料是文字孳乳演變的實況紀錄。

《異體字典》不僅是一部字典，同時也是一個中文字形資料庫。 

2. 過程：異體字字典的編輯緣起，始於陳新雄教授赴漢城參加「第二屆漢字文化圈內

生活漢字問題國際討論會」，回國建議編輯異體字字典。民國84年開始，國語推行

委員會成立專案編輯委員會，委由李前主委鍌擔任主任委員，陳新雄、李殿魁兩位

教授為副主任委員，聘請國內知名文字學專家擔任委員，並委由具豐富編輯經驗的

曾榮汾教授擔任總編輯，歷經六年的努力，終於有了成果。 

3. 編輯者： 

 臺灣學術網路11版（正式五版，93年1月） 

 撰稿委員：王世中  何昆益  呂佩珊  呂瑞生  巫俊勳  李正芬  李淑萍 

      李鵑娟  李綉玲  周美慧  周碧香  林文慶  林聖傑  柯明傑 

      洪燕梅  翁敏修  張意霞  許文獻  陳嘉凌  陳瑤玲  楊徵祥 

      鄒濬智  廖湘美  劉雅芬  鄭玉姍  賴光宏  賴金旺  戴俊芬 

4. 字數及其他內容：含正字與異體字，共106,230字。包括常用字、次常用字、罕用字

三個正字表所帶領的異體。本字典於民國89年6月發行，本版為民國93年1月正式版

第五版。目前有發行光碟版本。 

5. 使用原則： 

 (1) 先將《異體字典》放置於電腦螢幕上。 

 (2) 正文收字查詢：提供八種查詢方式。除現行版本既有的「部首查詢」、「筆畫查

詢」外，另增設「單字」、「注音」、「漢語拼音」、「倉頡碼」、「四角號碼」

五種查詢方式，以及綜合上述七種方式後另加入筆順、形構條件的「複合查詢」。 

 (3) 提供部分附錄收字綜合查詢：包含〈待考正字表〉、〈單位詞參考表〉、〈符號

詞參考表〉、〈日本特用漢字表〉、〈韓國特用漢字表〉、〈臺灣閩南語用字參

考表〉、〈臺灣客家語用字參考表〉、〈漢語方言用字參考表〉等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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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語典》 

1. 編輯目標：本《成語典》兼顧實用及研究用途，並有助於實際的教學。 

2. 過程：民國89年教育部推動的「國家語文資料庫建構計畫」中，就納入了成語資料

庫的建構，當時由李主任委員鍌召集的編輯委員會及曾總編輯榮汾領導的編輯團

隊，經過三年努力，在92年初便推出「試用版」，93年4月正式推出《成語典》網路

版。同時，為因應全球華文學習熱潮，增加了讓外國友人較容易入門的英文查詢介

面。 

3. 編輯者： 

 臺灣學術網路初版：94年3月 

 教育部成語典編輯委員會 

 召集人：李鍌 

 副召集人：陳新雄 

 總編輯：曾榮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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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總編輯：林文慶  周明華 

 複審委員：李殿魁  李添富  張文彬  許錟輝  許學仁  黃義郎  葉鍵得   

      劉正浩  蔡信發 

 初審委員：呂昭慧  林文慶  周明華  洪燕梅  黃瓊慧  林國旭 

 編輯人員 

 執行編輯：呂佳蓁  徐如虹  翁紹凱  陳逸玫  鄭雅方  閻玲達  魏邦儀 

 助理編輯：王婉貞  施亦鳴  許淑芬  羅敦英 

 臺灣學術網路二版：100年3月 

 諮詢顧問：曾榮汾 

 執行編輯：陳逸玫 

4. 條數及其他內容： 

 (1) 5000多條。 

 (2) 本《成語典》所能呈現者，為詞目、音讀、釋義、典源原文及注釋、典故說明、

古典書證、現代用法說明，以及同源或義近的「參考詞語」。 

 (3) 《成語典》依成組觀念編輯，以其語義功能最強、最實用者為「主條成語」，餘

者為「參考詞語」，教學利用時，請以「主條成語」為主，以「參考詞語」為輔。 

 (4) 附錄中並佐以成語小故事來輔助說解，檢索又提供英文單字及類別檢索。 

5. 使用原則： 

 (1) 先在電腦上叫出《成語典》首頁。 

 (2) 分別提供為「基本檢索」、「進階檢索」、「附錄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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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坊間所出版的語文工具書何其多，例如字典、辭典、成語典隨手可得，然而內容

卻參差不齊，而且是否符合國家或說官方的語文規範，不無可慮。教育部國語推行委

員會為了使社會人士、學習者、教學者有所依循，以及方便網路文字的使用，多年來

陸續編輯語文工具書，堪稱用心良苦，值得肯定。 

由於國語推行委員會已裁撤，這幾部辭典已移給國家教育研究院多年，國家教育

研究院所成立的編修團隊，努力了多年，在內容及系統上多所改善，令人敬佩與感謝！ 

本文只是將這五本語文工具書做簡單介紹，一則提供訊息，再則鼓勵大家使用。

官方的書籍，有其代表性，足堪依據，希望大家能夠多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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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諸」字用法探討 
 

何 永 清 
 

【 摘 要 】 

閱讀經典，必自文本入手，先了解文句的語意，而後能明瞭其中的思想和情感。

《論語》是儒家的寶典，也是一部具有情味的經典。本文探討《論語》43個「諸」字

的用法，結果顯示：其一用作單詞4次（佔9.30%），等同代詞「之」的用法3次，等同

介詞「於」的用法1次。其二用作兼詞32次（佔74.42%）。用作「之（代詞）於（介詞）」

的合音18次，用作「之（代詞）乎（語氣詞）」的合音12次，用作「之（代詞）如（動

詞）」的合音2次。其三用作詞素7次（佔16.28%），作「諸夏」的詞素1次，作「諸侯」

的詞素5次，作「其諸」的詞素1次。因此，《論語》諸字以用作「兼詞」最多。 

文末探究了兼詞形成的三種原因：第一是上古書寫不便，藉著「合音」，將兩個

字省成一個字，可以書寫簡捷。第二是聲音上的接近關聯，造成通假，遂連音合讀。

第三是單詞（單音節詞）的詞彙，在古漢語中較為優勢所致。 

 

關鍵詞：《論語》、「諸」字、兼詞、古漢語、語法 

                                                 
 現任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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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usage of word-zhu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Ho, Yun-Ching* 
 

Abstract 
Read the classics, since the text will start with the first sentence of a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semantics, then can deeply understand their thoughts and emotions. "The 

Analectsof Confucius" is the Confucian canon, is a touching, very classic and important. 

In this paper, by syntax and semantics to explore the using method of 43 word-zhu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research finding that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usage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First, the single word is used, count four times (9.30%). Second, the syneresis word is used, 

count thirty-two times (74.42%). Third, it used morpheme, count seven times (16.28%). We 

can know that, word-zhu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used as the word syneresis words 

most used and used as pronouns least. And the end of the paper explores three reasons 

syneresis word formation. 

 

Keywords: "Analects of Confucius", word "zhu", syneresis words, the ancient Chinese, 

grammar.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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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閱讀經典，必自文本入手，先了解語意，而後能通悟其表達的思想和情感。《論

語》是儒家的寶典，也是一部具有情味的經典，趙吉惠、郭厚安說：「《論語》內容

豐富廣博，語言精深簡練，至今仍有較大價值。」，1筆者認為《論語》是學習古文的

要鑰，若能徹底了解《論語》字詞的用法，對閱讀古籍，能有輔翼功效。 

「諸」字在甲骨文裡未見，金文「矢令尊」、「兮甲盤」都寫成「者」，2見於古

代文獻則成為形聲的「諸」字，聲符「者」有「分別」的意思，所以「分辨之詞」是

它的本義3，而「諸」字在後代則用作「眾多、各個」和「所有、一切」等意義及「合

音字」的特殊用法。4 

《論語》一共出現43次的「諸」字。筆者檢閱五部相關的辭典（詞典）說明》「諸」

字的用法，仁智互見，無法一目了然，於是參酌古今學者的說法，斟酌定奪，全面地

探討《論語》「諸」字的確切用法。 

 

表1 專門辭典（詞典）看法的異同表 

（章節編號均依據楊伯峻《論語譯注》） 

區分 
李運益主編 

《論語辭典》5 

楊伯峻 
《論語詞典》6

《十三經辭典》

（《論語》卷）7

安作璋主編 
《論語辭典》8 

王文清編 
《論語詞典》9

單詞 

代詞（「之」） 
（1次） 
1-15 

指示代詞（之）

（1次） 
1-15 

代詞 
（3次） 
1-15、6-30、14-42

指示代詞 
（猶「之」） 
（1次）1-15 

猶「之」 
（無說明次數）

1-15 

介詞（「於」） 
（1次） 
14-18 

同「於」 
（1次） 
14-18 

介詞（3次） 
14-18、15-21（2
次） 

猶「於」 
（1次） 
14-18 

猶「於」 
（無說明次數）

14-18 

                                                 
1 趙吉惠、郭厚安主編：《中國儒學辭典》（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379。 
2 徐中舒主編：《漢語大字典》（第六卷）（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9年），頁

3982。 
3 邱德修主編：《簡明活用辭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年），頁1196。 
4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newDict/dict.sh?idx=dict.idx&cond=%5E%BD%D1%24&pieceLen=50
&fld=1&cat=&imgFont=1，2016年8月30日搜尋。 

5 李運益主編：《論語辭典》（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153、297-298。 
6 楊伯峻：《論語譯注》（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頁498、575、584。 
7 十三經辭典編纂委員會：《十三經辭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185、297。 
8 安作璋主編：《論語辭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31、167。 
9 王文清編：《論語詞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7年），頁87、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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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 
李運益主編 

《論語辭典》5 

楊伯峻 
《論語詞典》6

《十三經辭典》

（《論語》卷）7

安作璋主編 
《論語辭典》8

王文清編 
《論語詞典》9 

兼詞 

「之於」合音 
（20次） 
2-19（2次）、

3-11 、5-12（2
次）、5-24、、

12-22（2次）、

14-36 、 15-6 、

15-21（2次）、

16-14 、 17-1 、

17-4 、 17-7 、

17-12、19-12、

19-18、19-18 

「之於」合音 
（18次） 
2-19等 

「之於」 
合音兼義詞 
（18次） 
15-6、17-4、19-17
等 

「之於」合音 
（17次） 
2-19、15-21等 

「之於」合音 
（無說明次數）

12-22（2次）、

3-11 、 14-36 、

15-6、15-21（2
次）17-1、17-4、

17-7 、 19-17 、

19-18等 

「之乎」合音 
（14次） 
6-6 、 6-30 、

7-35 、 9-13 、

11-22（4次）、

12-11 、 13-2 、

13-15（2次）、

14-42 

「之乎」合音 
（14次） 
6-6等 

「之乎」 
合音兼義詞 
（12次） 
9-13 、 11-22 、

12-11等 

「之乎」合音 
（14次） 
6-6、12-11、14-42
等 

「之乎」合音 
（無說明次數） 
6-6 、 6-30 、

14-42 、 7-35 、

13-15（2次）、

9-13、11-22（4
次）、12-11、13-2
等 

列入「之於」 譬諸（2次） 
17-12等 

無說明是否 
列入「之於」 

「之如」合音 
（2次） 
17-12、19-12 

無說明是否 
列入「之於」 

詞素 

諸夏（1次） 
3-5 

諸夏（1次） 
3-5 

諸夏（1次） 
3-5 

諸夏（1次） 
3-5 

諸夏（1次） 
3-5 

諸侯（5次） 
11-26、14-16、

14-17、16-2（2
次） 

諸侯（5次） 
11-26等 

諸侯（5次） 
14-16 、 14-17 、

16-2等 

諸侯（5次） 
11-26、14-16等

諸侯（5次） 
11-26、14-16等 

其諸（1次） 
1-10 

其諸（1次） 
1-10 

其諸（1次） 
1-10 

其諸（1次） 
1-10 

其諸（1次） 
1-10 

合計 
43次 43次 43次 42次（按：42

次訛誤） 
42次（按：42
次訛誤） 

（筆者整理） 

 



《論語》「諸」字用法探討 15 

貳、本論 

以下針對《論語》「諸」字的用法逐例作析論。（《論語》的經文，係依據清阮

元（1764年－1849年）嘉慶二十年（1815年）南昌府學刊本《論語注疏》。） 

一、單詞 

（一）用作代詞 

「諸」在《左傳》、《禮記》等文獻已用作代詞。 

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左傳》僖公十三年）10 

潘崇曰：「能事諸乎？」（《左傳》文公元年）11 

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禮記•文王世子》） 

唐孔穎達（574年－648年）疏：「撫，有也。諸，之也。」12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脩乎軍旅。」（《禮記•

祭義》）13 

《論語》用作代詞「諸」有3例（例01至例03），用法等同「之」，都出現在陳述

句。 

01.「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學而〉1-15） 

漢孔安國（生卒年不詳）、梁皇侃（488年－545年）均說：「諸，之也。」14，許

世瑛（1910年－1972年）說：「『告諸往』是『告之於往』，因為『諸』是『之於』合

音，『往』是止詞，其上加了關係詞『於』字，『之』稱代那個『賜』，是受詞。」15，

王熙元（1932年－1996年）說：「諸，用法同『之』，指稱詞，用來指稱子貢。」，16楊

伯峻（1909年－1992年）說：「『諸』，在這裡用法同『之』一樣。」17，賈傳裳等說

                                                 
10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左傳注疏》卷十三（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年），頁223。 
11 《左傳注疏》，卷十八，頁299。 
12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二十（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年），頁391-392。 
13 《禮記注疏》，卷四十八，頁824。 
14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卷一（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年），頁8；［梁］皇侃：《論

語義疏》卷一（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21。 
15 許世瑛：《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78年），頁13。 
16 王熙元：《論語通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頁34。 
17 《論語譯注》，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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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例的「諸」字：「代詞，之。」，18毛子水（1893年－1988年）說：「『諸』，意同

之。」19，蔡希勤說：「指示代詞，通之。」20，李科第說：「諸，作指示代詞。等於『之』，

指稱人稱，作賓語。」21，此例的「諸」用法同「之」，許世瑛的兼詞說法不妥，同時

蔡希勤、李科第所說的「指示代詞」，應作「人稱代詞」；此例的「之」是間接賓語，

相當於白話「他」，「告」是表示告語的雙賓動詞，直接賓語「者」代「之事」，22「告

諸往而知來者」義為「告訴他過去的事，就能推之未知的事」。 

02.「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雍也〉6-30） 

許世瑛說：「『病諸』的『諸』是『之』字的意思，所以『病諸』等於『病之』。」23，

王熙元說：「諸，猶之，指博施、濟眾的事。」24，潘重規（1908年－2003年）說：「諸，

之。」25，杜道生（1912年－2013年）說：「諸，之乎的合音。」26。此例的「諸」為指

示代詞「之」的用法，杜道生兼詞的說法不妥，「堯、舜其猶病諸」義為「堯、舜都還以

它為不足」。 

03.「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憲問〉14-42） 

梁皇侃、宋邢昺（932年－1010年）均說：「諸，之也。」27，許世瑛說：「『諸』

也就是『之』，所稱代的是『脩己以安百姓』。」28，王熙元說：「諸，在非疑問句句

末，猶『之』。病諸，難以做到這個地步的意思。」29，潘重規說：「諸，之。」，30杜

道生說：「諸，之乎的合音。」，31毛子水說：「諸，『之乎』二字的合聲。」32，施

忠連說：「諸，『之乎』的合音。」，33此例的「諸」是指示代詞用法，杜道生、毛子

                                                 
18 賈傳棠等編：《中國古代文學辭典》（北京：文心出版社，1987年），頁58。 
19 毛子水：《論語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9年），頁13。 
20 蔡希勤編：《四書解讀辭典》，（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558。 
21 李科第：《漢語虛詞辭典》（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686。 
22 何永清：〈《論語》「者」字的用法析論〉，《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第40卷第1期（2009年5月），頁101。 
23 《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頁104。 
24 《論語通釋》，頁324。 
25 潘重規：《論語今注》（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頁125。 
26 杜道生：《論語新注新譯》（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52。 
27 《論語注疏》卷十四，頁13；《論語注疏》卷七，頁387。 
28 《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頁265。 
29 《論語通釋》，頁893。 
30 《論語今注》，頁327。 
31 《論語新注新譯》，頁136。 
32 《論語今註今譯》，頁277。 
33 施忠連主編：《論語鑒賞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頁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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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施忠連的說法不妥。 

（二）用作介詞 

「諸」字在《左傳》、《禮記》等文獻已用作介詞。 

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傳》昭公二十五年）34 

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左傳》昭公二十五年）35 

「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禮記•

祭義》）唐孔穎達疏：「諸，於也。」36 

《論語》用作介詞的「諸」僅1例（例04），用法等同「於」，出現在陳述句。 

04.公叔文子之臣僎，與文子同升諸公。（〈憲問〉14-18） 

梁皇侃說：「諸，之也。」37，許世瑛說：「『公』是處所補詞，其上加了關係詞

『諸』，這個『諸』字只能等於『於』字，相當於白話的『到』字。」38，王熙元說：

「諸，用法同『於』。」，39楊伯峻說：「諸，用法同『於』。」40，蔡希勤說：「同

『於』。」41，潘重規說：「諸，於。」42，此例的「諸」同「於」，「與文子同升諸

公」義為「跟文子同進為公朝之臣」。 

二、兼詞 

楊劍橋（1947年－）認為「兼詞」是一種合音字，無論在意義上或語法上的解釋，

都應分析為兩個詞。43李支舜說：「從詞類上來看，因為它是兩個詞的結合，往往就兼

有兩類詞的詞性。」，44康瑞琮說：「在古代漢語中，有的詞是以一個字的形體兼有兩

個詞的意義，因而也就兼有兩個詞的作用。就其語音上看，有的是兩個詞的聲音的拼

合，……這種詞我們稱之為兼詞或兼性詞。」45，黃六平稱為「融合詞」，他說：「所

                                                 
34 《左傳注疏》卷五十一，頁895。 
35 《左傳注疏》卷五十一，頁896。 
36 《禮記注疏》，頁807 
37 ［梁］皇侃：《論語義疏》卷七（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370。 
38 《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頁251。 
39 《論語通釋》，頁842。 
40 《論語譯注》，頁323。 
41 《四書解讀辭典》，頁559。 
42 《論語今注》，頁308。 
43 楊劍橋：《古漢語語法講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57。 
44 李支舜：〈兼詞和語氣詞連用〉，《中學生閱讀》2009年第7期，頁49。 
45 康瑞琮：《古漢語語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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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融合是指這種詞意義上的融合。」46，可知「兼詞」又稱「兼性詞」、「融合詞」。 

（一）代詞兼介詞 

「諸」在《周易》及《左傳》、《公羊傳》、《國語》等文獻已用作代詞兼介詞。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知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周

易•繫辭下》）47 

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左傳》隱公元年）48 

鄭人囚諸尹氏。（《左傳》隱公十一年）49 

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左傳》桓公十五年）50 

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左傳》僖公三十三年）51 

戴璉璋（1932年－）說《左傳》此例「『諸』為賓語『之』與介詞『於』的併

合。」52，正確可採。 

「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公羊傳》哀公十四年）53 

晉侯郊勞，館諸宗廟。（《國語•周語上》）54 

殺三卻而尸諸朝。（《國語•晉語六》）55 

《論語》有18例的「諸」是「之於」的合音（例05至例22），都出現在陳述句。 

05-06.「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無加諸人。」（〈公冶長〉5-12） 

漢鄭玄（127年－200年）說：「諸，之言於。加於我者，謂以加非義之士（事）

也。」，56宋邢昺說：「諸，於也。」57，許世瑛說：「『諸』是『之於』的合音，

『之』是述詞『加』的止詞，『於』是關係詞。」58，許威漢說：「『諸』，『之於』

                                                 
46 黃六平：《漢語文言語法綱要》（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頁15。 
47 ［晉］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八（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年），頁166。 
48 《論語注疏》卷二，頁36。 
49 《論語注疏》卷四，頁83。 
50 《論語注疏》卷七，頁127。 
51 《論語注疏》卷十七，頁290。 
52 戴璉璋：〈《左傳》造句法研究〉，《國文學報》第10期（1981年6月），頁196。 
53 ［漢］何休注，［唐］孔潁達疏：《公羊傳注疏》卷二十八（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年），頁358。 
54 ［吳］韋昭注：《國語》卷一（臺北：宏業書局，1980年），頁40-41。 
55 《國語》卷十二，頁420。 
56 鄭靜若：《論語鄭氏注輯述》（臺北：學海出版社，1981年），頁383。 
57 《論語注疏》卷五，頁43。 
58 《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頁73。 



《論語》「諸」字用法探討 19 

合音。」，59潘重規說「諸，之於。」，60筆者認為「加諸我」義為「加之（不欲之

事）於我」，「加諸人」義為「加之（不欲之事）於人」。 

07-08.「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衛靈公〉15-21） 

宋邢昺說：「諸，於也。」61，許世瑛說：「『諸』等於『之於』，『之』是『求』

的止詞，『於』是用來介進處所補詞『己』跟『人』的。」62，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

究所說：「『諸』相當於『之於』。」，63何樂士說：「此例中『諸』所包含的『之』

是『求』的直接賓語，指『求』的內容，『於』引進『求』的間接賓語，即『求』的對

象。」，64王熙元說：「諸，『之於』二字的合音。」65，潘重規說：「諸，之於。」66，

施忠連、杜道生均說：「諸，『之於』的合音。」，67「求」是雙賓動詞，此例的「諸」

用作兼詞「之於」比用作介詞「於」通順，故邢昺的說法不妥。「求諸我」義為「要求

於自我」，「求諸人」義為「要求於別人」。 

09.「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公冶長〉5-24） 

梁皇侃、宋邢昺均說：「諸，之也。」68，許世瑛說：「『乞諸其鄰』等於『乞之

於其鄰』，因為『諸』是『之於』的合音。『之』稱代『醯』做止詞，『其鄰』（詞

組）是受詞。」69，王熙元說：「諸，『之於』二字的合音，『之』字稱代醋，『於』

有向的意思。」70，馬漢麟（1919年－1978年）說：「『諸』，是兼詞，在這兒等於『之

於』，其中隱含的『之』指代上文的『醯』；其中隱含的『於』字當『向』講。」71，

此例「乞諸其鄰而與之」義為「向其鄰乞醋而給他」。 

10.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

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陽貨〉17-7） 

                                                 
59 許威漢：《古漢語語法精講》（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202。 
60 《論語今注》，頁89。 
61 《論語注疏》卷十五，頁140。 
62 《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頁277-278。 
63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古漢語虛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頁860。 
64 何樂士編：《古代漢語虛詞詞典》（北京：語文出版社，2006年），頁622。 
65 《論語通釋》，頁945。 
66 《論語今注》，頁344。 
67 《論語鑒賞辭典》，頁78；《論語新注新譯》，頁144。 
68 《論語注疏》卷五，頁46；《論語義疏》卷三，頁120。 
69 《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頁81。 
70 《論語通釋》，頁252。 
71 馬漢麟：《馬漢麟古代漢語講義》（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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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世瑛說：「『諸』等於『之於』，『之』是初遞『聞』的止詞，同時也是次

遞述詞『曰』的起詞，『夫子』是受詞，『於』是介進它的關係詞，相當於白話的

『從』字。」72，王海棻等說：「『諸』相當於『之於』。『之』代前面已出現的

或事物；『於』引進動作的有關對象。」73，「聞諸夫子」即「聞之於夫子」，義

為「從夫子那裡聽聞這句話」。 

11.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子張〉19-17） 

許世瑛說：「述詞是『聞』，『諸』等於『之於』，『之』是形式上的止詞，『於』

是關係詞，『夫子』是受詞。『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是外位止詞。」74，潘

重規說：「諸，之於。」75，正確可採。 

12. 「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子張〉19-18） 

許世瑛說：「述詞是『聞』，『諸』等於『之於』，『之』是形式上的止詞，『於』

是關係詞，『夫子』是受詞。『孟莊子之孝也……是難能也』是外位止詞，「聞諸夫

子」義為「從夫子那裡聽聞這句話」。 

13. 「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陽貨〉

17-4） 

許世瑛說：「『諸』等於『之於』，『之』是止詞，『夫子』是初遞的受詞，其

上加了關係詞『於』，同時『夫子』也是次遞的起詞。」76，此說可採。 

14. 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八佾〉3-11） 

清劉淇（生卒年不詳）說：「之於辭也。」，77劉淇的意思是「『之於』為諸」，

許世瑛說：「『斯』是『示』的止詞（按：直接賓語），『諸』通『之』，是『示』

的受詞（按：間接賓語），『示諸斯』，白話說，就是『他們看這個』的意思，這裡

受詞，是泛指的『人們』，止詞『斯』，指稱的是下句的其掌。」78，王熙元說：「諸，

                                                 
72 《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頁311。 
73 王海棻等：《古漢語虛詞詞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484。 
74 《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頁352。 
75 《論語今注》，頁427。 
76 《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頁308。 
77 ［清］劉淇：《助字辨略》（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58年），頁41。 
78 《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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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於』二字的合音；斯，這裡的意思，指掌中。」79，毛子水說：「諸，訓『之於』；

本這二字的合音。」80，吳宏一（1943年－）說：「諸，『之於』的合音。」81，倪志

僩說：「這個諸字，當為『之於』之義。」82，諸說皆可採。「其如示諸斯乎」義為「知

其說的人對天下事理像把東西擺在他的手掌上」。 

15-16.「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為政〉2-19） 

漢鄭玄說：「諸之言於，謂投之於枉者之上。」，83宋朱熹（1130年－1200年）說：

「諸，眾也。」84，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說：「諸，介詞。可譯為『在』、『於』

等。」，85許世瑛說：「『諸枉』是詞組，『諸』是加詞，『枉』是枉者，做端詞。」，

王熙元說：「『諸』，是『之於』二字的合音；枉，指邪枉的人。」，86楊伯峻說：「這

二『諸』字只能看做『之於』的合音，『錯』當『放置』解。『置之於枉』等於說『置

之於枉人之上』。」87，潘重規說：「諸，之於的合聲。」，88杜道生說：「諸，『之

於』二字的合音。」，89蔡希勤說：「之於的合音。」，90周及徐說「諸，『之於』兩

字的合音。枉，指邪曲之人。」，91錢穆（1895年－1990年）說：「諸，猶云之乎。舉

直加之乎枉之上則民服，舉枉加之乎直之上則民不服。」92，錢穆所說的「之乎」亦即

「之於」，所以朱熹與許世瑛的說法不妥。「舉直錯諸枉」，義為「薦舉正直的人放

在邪枉的人上面」；「舉枉錯諸直」，義為「薦舉邪枉的人放在正直的人上面」。 

17-18.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

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顏淵〉12-22） 

此例的兩個「諸」字，都是個兼詞，等於「之於」合音。 

 

                                                 
79 《論語通釋》，頁112。 
80 《論語今註今譯》，頁41。 
81 吳宏一：《論語新繹》（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頁77。 
82 倪志僩：《論孟虛字集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頁458。 
83 《論語鄭氏注輯述》，頁358。 
84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一（臺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頁58。 
85 《古漢語虛詞詞典》，頁859。 
86 《論語通釋》，頁74。 
87 《論語譯注》，頁40。 
88 《論語今注》，頁30。 
89 《論語新注新譯》，頁11。 
90 《四書解讀辭典》，頁558。 
91 周及徐主編：《新編古代漢語》（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76。 
92 錢穆：《論語新解》（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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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

市朝。」（〈憲問〉14-36） 

許世瑛說：「『諸』等於『之於』，『之』稱代『公伯寮』，是『肆』的止詞。

『於』是介進處所補詞『市朝』的關係詞，相當於白話的『在』字。」93，王熙元說：

「諸，猶如『之於』，其中『之』字指稱公伯寮。」94，許世瑛、王熙元的說法可採。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義為「我的力量還能使季孫誅殺公伯寮，陳他的尸在市集」。 

20.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衛

靈公〉15-6） 

馬建忠（1845年－1900年）說：「之合於字，疾讀之曰諸，書中『諸』字代『之

於』者常也。」95，楊樹達（1885年－1956年）說：「諸，代名詞兼介詞，『之於』二

字之合聲。」，96呂叔湘說：「『諸』，等於『之於』。」，97許世瑛說：「『諸』等

於『之於』，『之』稱代孔子剛才說的那段話，做『書』的止詞。『紳』是處所補詞

（按：副賓語）。」98，王熙元說：「諸，猶『之於』。」99，上述諸說皆可採。「子

張書諸紳」即「子張書之於紳」，義為「子張書寫孔子的話在大帶上」。 

21.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

（〈季氏〉16-14） 

宋代邢昺說：「諸，於也。」100，許世瑛說：「『諸』等於『之於』，『之』稱

代『邦君之妻』，是止詞，『異邦』是『稱』的處所補詞。」101，潘重規說：「諸，

是『之於』二字的合音。」102，「稱」是及物動詞，此例的「諸」用作兼詞「之於」

比用作介詞「於」語義更深入，所以邢昺的說法不妥。 

 

                                                 
93 《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頁260 
94 《論語通釋》，頁878。 
95 馬建忠：《馬氏文通》卷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1冊，頁37。 
96 楊樹達：《詞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卷五，頁30。 
97 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頁157。 
98 《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頁271。 
99 《論語通釋》，頁914。 
100 《論語注疏》卷十六，頁150。 
101 《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頁304。 
102 《論語今注》，頁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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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遇諸塗。（〈陽貨〉17-1） 

王熙元說：「諸，『之於』二字的合音，其中『之』字指陽貨；塗，同途，道路。」103，

馬漢麟說：「這句話裡的『諸』字就是兼詞，它是『之』『於』的合音。其中隱含的

『之』是代詞，指代『陽貨』；隱含的『於』是介詞，當『在』講。」104，解惠全（1934

年－）等說「『諸』，『之於』的合音。『塗』，通『涂』，路途。」105，「遇諸塗」

義為「遇之於塗」。 

（二）代詞兼語氣詞 

「諸」在《左傳》已用作代詞兼語氣詞。 

「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左傳》僖公二十三年）106 

穆子曰：「然則盟諸？」（《左傳》襄公十一年）107 

「先人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也未定也伐諸？」（《左傳》昭公

二十一年）108 

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左傳》昭公二十六年）109 

戴璉璋說明《左傳》：「『諸』為賓語與助語『乎』的併合。」110，正確可採。 

《論語》有12例「諸」是「之乎」的合音（例23至例34），它們都出現在疑問句。 

23. 「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雍也〉6-6） 

宋邢昺說：「諸，之也。」111，清代王引之（1766年－1834年）說：「諸，之乎

二字之合聲。」，112清袁仁林（生卒年不詳）說：「諸，尾句者可代之歟二字，乃是

代疑未定。」，113袁仁林的說法宜商榷，此例的「諸」應是代「之乎」二字，楊樹達

說：「諸，代名詞兼助詞（按：語氣詞），『之乎』二字之合聲。」，114許世瑛說：

                                                 
103 《論語通釋》，頁1037。 
104 《馬漢麟古代漢語講義》，頁20。 
105 解惠全等：《古代漢語讀本》（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24。 
106 《左傳注疏》卷十五，頁252。 
107 《左傳注疏》卷三十一，頁544。 
108 《左傳注疏》卷五十，頁869。 
109 《左傳注疏》卷五十二，頁900。 
110 〈《左傳》造句法研究〉，頁215。 
111 《論語注疏》卷六，頁52。 
112 ［清］王引之：《經傳釋詞》卷九（臺南：世一書局，1974年），頁107。 
113 ［清］袁仁林：《虛字說》，李學勤主編：《中華漢語工具書庫》（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

18冊，頁399。 
114 《詞詮》，卷五，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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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是『之乎』的合音，『之』稱代『犁牛之子』，做『舍』的止詞，『乎』是句

末疑問語氣詞，相當於白話的『呢』字。『其』是反詰語氣詞，相當於白話的『怎麼』

或『那裡』。」115，王熙元說：「『諸』是『之乎』二字的合音，其中『之』字指稱上

文毛色純赤而頭角端正的『犁牛之子』。」，116楊伯峻說：「諸，『之乎』兩字的合音

字。」117，潘重規說：「諸，是『之乎』的合音字。」，118毛子水說：「諸，是『之乎』

二字的合聲。」119，施忠連、杜道生均說：「諸，『之乎』二字的合音。」，120此例的

「諸」為兼詞「之乎」，「山川其舍諸」義為「山川之神難道肯捨棄牠嗎」。 

24.「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子路〉13-2） 

梁皇侃、宋邢昺均說：「諸，之也。」121，許世瑛說：「『舍』是述詞，『其』

是表反詰的語氣詞，與『豈』字同義，『諸』等於『之乎』，『之』是形式上的止詞，

『乎』是句末表反詰的語氣詞，相當於白話的『呢』字。」122，王熙元說：「諸，『之

乎』二字的合音。」123，施忠連說：「諸，『之乎』二字的合音，之指賢才。」，124杜

道生說：「諸，『之乎』二字的合音。」，125筆者認為此例的「諸」用作「之乎」合

音，可以將句子的語氣表現出來，所以皇侃、邢昺的說法不妥。「爾所不知，人其舍

諸？」義為「你所不知的賢才，難道別人會捨棄（不舉薦）他嗎？」 

25.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述而〉7-35） 

宋代邢昺說：「諸，之也。」126，許世瑛說：「『有諸』等於『有之乎』是『曰』

的止詞。」127，王熙元說：「有諸，等於『有之乎』？」128，筆者認為此例的「諸」

作「之乎」合音，可同時將句子的疑問語氣表現出來，韻味更長，所以邢昺的說法不

妥，「有諸」義為「有這回事嗎」。 

                                                 
115 《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頁89。 
116 《論語通釋》，頁274。 
117 《論語譯注》，頁125。 
118 《論語今注》，頁108。 
119 《論語今註今譯》，頁91。 
120 《論語鑒賞辭典》，頁27：《論語新注新譯》，頁44。 
121 《論語注疏》卷十三，頁115；《論語義疏》卷七，頁324。 
122 《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頁222。 
123 《論語通釋》，頁727。 
124 《論語鑒賞辭典》，頁64。 
125 《論語新注新譯》，頁111。 
126 《論語注疏》卷七，頁65。 
127 《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頁126。 
128 《論語通釋》，頁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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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7.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

言曰：『為君難，為陳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

言而喪邦，有諸？」（〈子路〉13-15） 

許世瑛說：「『諸』等於『之乎』，『之』是述詞下形式的止詞，而『乎』字是

句末語氣詞。」129，潘重規說：「諸，之乎。」，130杜道生說：「諸，『之乎』二字

的合音。」，131錢穆說：「諸，猶之乎。有諸，問辭。」132，施向東、冉啟斌說：「諸，

『之乎』的合音。有之乎，有這麼回事嗎？」，133此例兩個「有諸」的用法，「諸」

都是「之乎」的合音。「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義為「一句話便可興國，有這個

道理嗎？」，「一言而喪邦，有諸？」義為「一句話便可失國，有這個道理嗎？」。 

28-29.「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罕〉9-13） 

許世瑛說：「『藏』跟『沽』下，本來都有止詞『之』字，因為『之』字跟句末

語氣詞『乎』字，合成『諸』字了。」134，潘重規說：「諸，之乎。」，135賈傳棠等

說：「代詞兼語氣詞，是『之乎』的合音。」136，王熙元說：「諸，作『之乎』解。」137，

胡安順、郭芹納說：「諸，用在句尾，是『之乎』的合音詞，兼有代詞『之』和語氣

詞『乎』的作用。」138，金文明說：「將『之』『乎』兩字連起來快讀，便合成『諸』

音。」；139諸說皆可採，「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義為「假如

有一塊美玉在這裡，是裝在匣中藏著它呢？還是求一個高價出售它呢？」 

30-33.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

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

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先進〉11-22） 

 

                                                 
129 《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頁231。 
130 《論語今注》，頁279。 
131 《論語新注新譯》，頁116 
132 《論語新解》，頁208。 
133 施向東、冉啟斌主編：《古代漢語基礎》（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14。 
134 《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頁152。 
135 《論語今注》，頁184。 
136 賈傳棠等編：《中國古代文學辭典》，（北京：文心出版社，1987年），頁58。 
137 《論語通釋》，頁494。 
138 胡安順、郭芹納主編《古代漢語》（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488。 
139 金文明：〈淺談古漢語兼詞「諸」〉，《咬文爵字》2008年第4期，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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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盧以緯（生卒年不詳）說：「諸字乃審問而未的然之意。」，140呂叔湘（1904

年－1998年）說：「『諸』，等於『之乎』。」，141王熙元說：「『諸』，『之乎』

二字的合音，其中『之』字指所聽到的事。」，142錢穆說：「諸，之乎二字之合，疑

問辭。」143，施忠連、杜道生均說：「諸，『之乎』二字的合音。」，144沈祥源說：

「諸，『之乎』的合音。」，145高小方說：「諸，『之乎』的合音字。」，146謝潔瑕

說：「『行諸？』相當於『行之乎？』」；147由上可知此例的「諸」字為兼詞「之乎」，

「聞斯行諸？」義為「聽到合義的事，就該力行（做）它嗎？」 

34.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顏淵〉12-11） 

梁皇侃、宋邢昺均說：「諸，之也。」148，清劉淇說：「之乎辭也。」，劉淇的

意思是「『之乎』為諸」，149許世瑛說：「『諸』等於『之乎』，『之』稱代那上文

的『粟』，做述詞『食』的止詞，『乎』是句末表疑問的語氣詞，等於白話的『呢』

字。」150，陳霞村說：「『諸』是『之乎』合音，用在句末，作用相當於代詞和與氣

助詞。」，151趙廣成說：「代詞兼語氣助詞，相當於『之乎』，『之』是代詞，『乎』

是與氣助詞。」，152王熙元說：「諸，在疑問句末，為『之乎』二字的合音。」，153蔡

希勤說：「之乎的合音。」154，潘重規說：「諸，『之乎』二字的合音。」，155毛子

水說：「『諸』，『之乎』的合音。」，156施忠連、杜道生均說：「諸，『之乎』二

                                                 
140 ［元］盧以緯：《助語辭》，李學勤主編：《中華漢語工具書庫》（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

18冊，頁240。 
141 《中國文法要略》，頁157。 
142 《論語通釋》，頁643。 
143 《論語新解》，頁312。 
144 《論語鑒賞辭典》，頁53；《論語新注新譯》，頁97。 
145 沈祥源主編：《古代漢語》（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47。 
146 高小方主編：《古代漢語》（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頁14。 
147 謝潔瑕：〈試論上古漢語中的兼詞「諸」〉，《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6卷第1期（2006

年3月），頁53。 
148 《論語注疏》卷十二，頁108；《論語義疏》卷六，頁311。 
149 《助字辨略》，頁41。 
150 《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頁213。 
151 陳霞村編：《古代漢語虛詞類解》（臺北：建宏出版社，1995年），頁796。 
152 趙廣成：《文言虛詞例解》（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78年），頁248。 
153 《論語通釋》，頁692。 
154 《四書解讀辭典》，頁559。 
155 《論語今注》，頁256。 
156 《論語今註今譯》，頁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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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合音。」，157筆者認為此例的「諸」作「之乎」的合音，在句末可兼表反詰的語

氣，所以皇侃與邢昺的說法不妥，「雖有粟，吾得而食諸？」義為「即使有積穀（米

糧），我能夠吃得它嗎？」 

（三）代詞兼動詞 

「譬諸」意為「譬之如」，在古代的文獻見於《國語》及《論語》。 

「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國語•吳語》）158 

《論語》的「譬諸」出現2次（例35、例36），孔子藉「譬諸」來說喻事理。 

35. 「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與！」（〈陽貨〉17-12） 

許世瑛說：「『諸』只等於『於』，是加在『小人』之上的關係詞。」159，楊伯

峻說：「『諸』又為『之如』的合音字。『之』仍是代詞，『如』便作無動作的動詞。

這種用法很少見。」，160王政白說：「諸，兼有代詞『之』與動詞『如』的作用。」161，

筆者贊同楊伯峻、王政白的說法，將「譬諸」解作「譬之如」，它是兼語短語，既合

乎漢語的語法，又符合《論語》語義簡易明白的語言風格。「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

其猶穿窬之盜與！」義為「外貌威嚴卻內心軟弱，譬況這樣的人，恐怕像穿牆挖洞的

小偷吧！」。 

36.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子張〉19-12） 

許世瑛說：「『譬』是述詞，『諸』等於『之於』，『之』是指稱詞，它所稱代

的就是上面『君子之道先傳後倦』。『於』是關係詞，相當於白話的『跟』字，用來

介進交與補詞『草木區以別』。」162。「譬諸草木」義為「君子之道，哪些先來傳給

人？哪些放在後而不傳？譬況這事理像田圃草木，井然有序分別著。」 

三、用作複詞的詞素 

（一）諸夏的「諸」 

春秋時已出現「諸夏」一詞，例如： 

 

                                                 
157 《論語鑒賞辭典》，頁59；《論語新注新譯》，頁106。 
158 《國語》卷十九，頁597。 
159 《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頁315。 
160 楊伯峻：《古漢語虛詞》（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368。 
161 王政白：《古漢語虛詞詞典》（合肥：黃山書社，2002年），頁685。 
162 《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頁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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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侯曰：「夷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左傳》閔公元

年）163 

「赫赫楚國，而君臨之，訓及諸夏，其寵大矣。」（《國語•楚語上》）164 

《論語》的「諸夏」出現1次（例37），孔子用來跟夷狄對照說明尊君思想。 

37.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八佾〉3-5） 

漢包咸說：「諸夏，中國。」165，梁朝皇侃說：「諸夏，中國也。」166，清代劉

寶楠、劉恭冕說：「諸者，非一之辭。」，167王熙元說：「諸夏，是泛指中原一帶文

化程度較高的各國。」，168蔡希勤說：「諸夏，周代分封的諸侯國，一般指漢民族各

國。」169，傅佩榮（1950年－）說：「諸夏，周朝諸國，為華夏文明區。」，170吳宏

一說：「諸夏，指的就是中國境內的諸侯。」，171施忠連說：「諸夏，指當時黃河流

域華夏諸侯國。」，172「諸夏」是偏正複詞，「諸」用作詞素。 

（二）諸侯的「諸」 

「諸侯」在古代文獻普遍出現，例如：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周易•比卦•象辭》）173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利。（《周易•繫辭下》）174 

邦君諸侯，莫肯朝夕。（《詩經•小雅•雨無正》）175 

「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左傳》隱公八年）176 

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

卿置側室。」（《左傳》桓公二年）177 

                                                 
163 《左傳注疏》卷十一，頁187。 
164 《國語》卷十七，頁532。 
165 《論語注疏》卷三，頁26。 
166 《論語義疏》卷二，頁52。 
167 ［清］劉寶楠、劉恭冕：《論語正義》卷三（臺北：世界書局，2011年），頁45。 
168 《論語通釋》，頁97。 
169 《四書解讀辭典》，頁559。 
170 傅佩榮：《解讀論語》（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頁32。 
171 《論語新繹》，頁68。 
172 《論語鑒賞辭典》，頁13。 
173 《周易注疏》卷二，頁37。 
174 《周易注疏》卷八，頁176。 
175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詩經注疏》卷十二（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年），頁410。 
176 《左傳注疏》卷四，頁75。 
177 《左傳注疏》卷五，頁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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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公羊傳》隱公三年）178 

何譏爾？諸侯越境送女，非禮也。（《公羊傳》桓公三年）179 

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會諸侯。（《穀梁傳》隱公元年）180 

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穀梁傳》隱公五年）181 

《論語》出現了5次「諸侯」（例38至例42），此等「諸」字由「眾」的意義虛化

而成，「諸侯」是偏正複詞，「諸」用作詞素。 

38.「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先進〉11-26） 

蔡希勤說：「諸侯，古代稱中央政權分封的各國國君。」182，此例的「諸侯」義

指「諸侯的事」。 

39.「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憲問〉14-16） 

此例的「諸侯」義指「諸侯各國」。 

40.「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憲問〉14-17） 

此例的「諸侯」義指「諸侯各國」。 

41-42.「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季氏〉

16-2） 

此例的「諸侯」義為「諸侯那裡」。 

（三）其諸的「諸」 

「其諸」在《公羊傳》也出現，《論語》僅有1例（例43）： 

「其諸則宜此焉變矣。」（《公羊傳》宣公十五年）183 

43.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學

而〉1-10） 

梁皇侃說：「諸，猶之也。」，184宋邢昺說：「諸、與，皆語辭。」185，宋朱熹

                                                 
178 《公羊傳注疏》卷二，頁27。 
179 《公羊傳注疏》卷四，頁50。 
180 ［晉］范甯集解，［唐］賈公彥疏：《穀梁傳注疏》卷一（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年），頁12。 
181 《穀梁傳注疏》卷二，頁20。 
182 《四書解讀辭典》，頁559。 
183 《公羊傳注疏》卷十六，頁209。 
184 《論語義疏》卷一，頁16。 
185 《論語注疏》卷一，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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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其諸，語辭也。」186，清劉淇說：「『其諸異乎』之諸，語餘聲也。」，187，

楊樹達說：「諸，語中助詞，無義。」，188許世瑛說：「『其』是表猜測語氣的語氣

詞，相當於白話的『恐怕』或『大概』。……至於『諸』字呢，筆者以為是個純粹的

虛字，我們把它看作句中語氣詞。」189，潘重規說：「其諸，猶言或者、可能，是表

示不肯定的與氣。」，190杜道生說：「其諸，或者、大概的意思。」，191王熙元說：

「其諸，齊、魯間習用語，表示不肯定的語氣詞，有『或者』、『或許』的意思。」，192

楊伯峻說：「其諸，表示不肯定的語氣。清黃家岱《嬹藝軒雜著》說『其諸』意為『或

者』，大致得之。」193，蔡希勤說：「其諸，表示不肯定，或者，莫非。」，194錢穆

說：「其諸，語辭。諸，許多義，亦一切義。孔子聞政之所異於人者，不只一端，故

連用其諸為語辭。」195，毛子水說：「『其諸』，是疑問的語詞；和現在的『恐怕』

和『或者』有相似的語意。」196，「其諸」是一個表示「不十分肯定語氣」的詞彙，

應是春秋時代齊、魯一帶的口語紀錄，「其諸」的「諸」用作詞素。 

綜合來探討，《論語》「諸」字用作「兼詞」十分頻繁，符合史存直所說「合音

詞在白話中為數不多，可是在文言文裡就比較多」197的事實。筆者推敲《論語》「諸」

兼詞用法頻繁的三個原因：第一是上古書寫不便，藉著「合音」，將兩個字省成一個

字，可以書寫簡捷，許漢威說：「為了語言的精煉，或者節省書寫時間，句子壓到最

小的限度，甚至只剩下一個詞，這就是語言的壓縮。」，198「兼詞」是一種「語言的

壓縮」的結果。第二是聲音上的接近關聯，造成同音通假，連音合讀，這是漢語的語

言特質。劉半農（1891年－1934年）說： 

兩字合成一字的，如文言中合「而已」為「耳」，合「之於」或「之乎」為「諸」，……

這一類字，在中國文字語言中，並不甚多。他的性質，又和英文中以意義結合

                                                 
186 《論語集注》卷一，《四書章句集注》，頁50。 
187 《助字辨略》，頁41。 
188 《詞詮》，卷五，頁31。 
189 《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頁8。 
190 《論語今注》，頁11。 
191 《論語新注新譯》，頁3。 
192 《論語通釋》，頁24。 
193 《論語譯注》，頁14。 
194 《四書解讀辭典》，頁283。 
195 《論語新解》，頁16。 
196 《論語今註今譯》，頁9。 
197 史存直：《文言語法》（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54。 
198 許威漢：《古漢語概述》（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頁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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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字（compond-word）不同；他的結合，全憑著讀音的便利，頗有語言學中

所謂綜合（polysyntheis）的趨向。199 

許征也說：「形成兼詞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兩個性質不同的詞經常連用快讀所造

成的。」200。第三是單詞（單音節詞）的辭彙，在古漢語中較為優勢，許仰民（1940

年－2013年）說：「漢語的詞和其他語言一樣，都是音義的結合體。尤其是古代漢語，

單音詞占優勢。」，201單音節比兩個音節在古代的書寫占優勢，所以《論語》使用合

音的單字「諸」來表意，符合單音節的辭彙形態。再從聲韻作考察： 

《說文》：「諸，辯也。从言，者聲。」，段注：「五部」，202《廣韻》：「章

魚切。」，203章紐，上古韻魚部（王力）。204《說文》：「之，出也。象艸過屮，枝

莖益大有所之也。一者，地也。」，段注：「十部」，205《廣韻》：「止而切。」，206

章紐，上古韻之部（王力）。207《說文》：「於，象古文烏省。」，段注：「五部」，208《廣

韻》：「央居切」，209影紐，上古韻魚部（王力）。210《說文》：「乎，語之餘也。

从兮，象聲上越揚之形也。」，段注：「五部」，211《廣韻》：「戶吳切」，212匣紐，

上古韻魚部（王力）。213《說文》：「如，從隨也。从女，从口。」，段注：「五部」，214《廣

韻》：「人諸切」，215日紐，上古韻魚部（王力）。216 

                                                 
199 劉半農：《中國文法通論》（上海：群益書社，1923年），頁54。 
200 許征：《古代漢語教學參考》（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121。 
201 許仰民：《古漢語與語法新編》（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66。 
202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卷三上（臺北：南嶽出版社，1980年），頁90-91。 
203 ［宋］陳彭年等修，余迺永校著：《互註校正宋本廣韻》（臺北：聯貫出版社，1980年），頁70。 
204 徐中舒主編：《漢語大字典》（第六卷）（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9年），

頁3982。 
205 《說文解字》卷六下，頁275。 
206 《互註校正宋本廣韻》，頁58。 
207 徐中舒主編：《漢語大字典》（第一卷）（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6年），

頁43。 
208 《說文解字》卷四上，頁158。 
209 《互註校正宋本廣韻》，頁69。 
210 徐中舒主編：《漢語大字典》（第三卷）（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年），

頁2174。 
211 《說文解字》卷五上，頁206。 
212 《互註校正宋本廣韻》，頁81。 
213 《漢語大字典》（第一卷），頁36。 
214 《說文解字》卷十二下，頁626。 
215 《互註校正宋本廣韻》，頁71。 
216 徐中舒主編：《漢語大字典》（第二卷）（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7年），

頁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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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得知：「諸」與「之」，二字雙聲。（同為章紐），「諸」與「於」，上古

韻疊韻。（段玉裁古音第五部、王力的魚部），「諸」與「乎」，上古韻疊韻。（段

玉裁古音第五部、王力的魚部），「諸」與「如」，上古韻疊韻。（段玉裁古音第五

部、王力的魚部） 

其次，《論語》出現 4 次「之於」沒有合音的實例，如何解釋它們呢？ 

「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八佾〉3-11）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里仁〉4-10） 

「吾之於人也，誰會誰譽？」（〈衛靈公〉15-25）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衛靈公〉15-35） 

筆者認為以上四例的「之於」的「之」都是將句子仂化（偏正短語化）的結構助

詞，不是代詞，故無法產生「代詞兼介詞」的合音。 

再者，《論語》也出現1次「之乎」沒有合音的實例，又如何解釋它呢？ 

「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為政〉2-17） 

查考 1973 年河北出土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的文句作： 

「由！誨女 （按：古文知）乎！［ 之為 ］之，弗 為弗 ，是 也。」217 

漢墓的《論語》作「誨女知乎」，並非「之乎」合音，今本《論語》的「誨女知之乎」

或許是《論語》筆記者不同的語言風格所致。 

《論語》裡「之」「於」、「之」「乎」、「之」「如」均可連讀為「諸」；在

意義上，「諸」跟「之」、「於」、「乎」、「如」的意思無關，純粹是讀音的接近

而通假，遂造成合音。如何辨識「諸」是「之於」的合音，抑或是「之乎」的合音？

孫民立提出：「用于句末的『諸』字，多為『之乎』的合音兼義；用于句中的『諸』

字，多為『之於』的合音兼義。」，218此方法可以參行。 

 

參、結論 

《論語》「諸」字，其一用作單詞：計 4 次。（代詞，3 次；介詞，1 次。），佔

9.30%。其二用作兼詞：計 32 次。（之（代詞）於（介詞）的合音，18 次；之（代詞）

乎（語氣詞）的合音，12 次；「之（代詞）如（動詞）」的合音，2 次。），佔 74.42%。

其三用作詞素：計 7 次。（「諸夏」的詞素 1 次；「諸侯」的詞素 5 次；「其諸」詞

                                                 
217 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頁12。 
218 孫民立：〈談「諸」的合音兼義〉，《中學生園地》2007年第11期，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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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1 次。），佔 16.28%。 

從《論語》「諸」字的用法來看，「諸」已經有自指示代詞用法逐漸轉變兼詞的

用法的趨勢，後人在閱讀《論語》時要仔細辨識，才不致誤解文意，這也就是本文費

心逐例辨正《論語》43個「諸」字用法的旨趣所在。（請參閱表2） 

    

表2 《論語》「諸」字用法一覽表 

篇名 《論語》出處及用法 次數 

學而 1-15（代詞）、1-10（「其諸」的詞素）。 2 

為政 2-19（2次）（代詞兼介詞）。 2 

八佾 3-11（代詞兼介詞）、3-5（「諸夏」的詞素）。 2 

里仁 無。 0 

公冶長 5-12（2次）（代詞兼介詞）、5-24（代詞兼介詞）。 3 

雍也 6-30（代詞）、6-6（代詞兼語氣詞）。 2 

述而 7-35（代詞兼語氣詞）。 1 

泰伯 無。 0 

子罕 9-13（2次）（代詞兼語氣詞）。 2 

鄉黨 無。 0 

先進 11-22（4次）（代詞兼語氣詞）、11-26（「諸侯」的詞素）。 5 

顏淵 12-22（2次）（代詞兼介詞）、12-11（代詞兼語氣詞）。 3 

子路 13-2、13-15（2次）（代詞兼語氣詞）。 3 

憲問 
14-18（介詞）、14-36（代詞兼介詞）、14-42（代詞）、 
14-16（「諸侯」的詞素）、14-17（「諸侯」的詞素）。 

5 

衛靈公 15-6（代詞兼介詞）、15-21（2次）（代詞兼介詞）。 3 

季氏 16-14（代詞兼介詞）、16-2（2次）（「諸侯」的詞素）。 3 

陽貨 
17-1（代詞兼介詞）、17-4（代詞兼介詞）、17-7（代詞兼介詞），17-12
（代詞兼動詞）。 

4 

微子 無。 0 

子張 19-17（代詞兼介詞）、19-18（代詞兼介詞）、19-12（代詞兼動詞）。 3 

堯曰 無。 0 

合    計 43次 

（筆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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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視與差異：嚴歌苓短篇小說中的移民男身 
 

邱 珮 萱 
 

【 摘 要 】 

嚴歌苓移民書寫關懷的是遷移寄居心靈面對不同文化差異的感知，及對此差異的

高度疏離意識，認為是這個移民的特定現實存在狀態誘發內隱於人性的奇特敏感。本

文以現象經驗紀實書寫的生命移植排異過程之〈女房東〉〈海那邊〉，與歷史建構想

像書寫的百年魔幻時空之〈橙血〉〈魔旦〉，探討嚴歌苓如何以凝視（gaze）與差異

（difference）的互成交疊作用，表達在多重凝視權力與差異敏感意識下追求自我主體

的困惑與困難，藉以深刻描繪出移民處境下孤立異化的男性身影。 

 

關鍵詞：嚴歌苓、凝視、差異、移民書寫、華文文學 

                                                 
 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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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zes and Differences: the Male 
Immigrant Images in Geling Yan’s Fictions 

 

Chiu, Pei-Hsuan 
 

Abstract 
The immigrant writing in Geling Yan’s works describes male immigrant’s feelings with 

specific focus on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deep awareness of isolations. For Yan, the special 

existent condition triggers the unusual sensitivity in humanity. By examining the description 

of isolation and feelings of rejection, resulting from life transplant ,portrayed in The 

Landlady and The Other Side of the Sea and by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and the 

description of the time and space of a century in Orange Blood and Modan,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Yan used the images of interfolding gazes and differences to express the 

confusions and difficulties in pursuing self-identity and autonomy via the description of 

multiple gazes of power and distinct sensitivity and awareness. Through the descriptions, 

Yan constructed a male immigrant identity with deep isolation and alienation. 

 
Keywords: Geling Yan, Gazes, Differences, Immigrant Writing,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Associate Pr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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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他們從特定環境中摘出，我們或許永遠不會有機會發現他們人格

中有那麼豐富的潛藏，那麼深遠、神秘。 

已不再是好聽的故事了。不僅僅是了。人物內在的戲劇性遠大於外在

了，因為那高倍數的敏感。 

移民，這個特定環境把這種奇特的敏感誘發出來。 

－－嚴歌苓〈主流與邊緣〉 

一、前言1 

嚴歌苓，作為一個海外移民的華人作家，有著多元豐富的文化視角與細緻敏感的

心靈感悟，將己身真切的去國經驗在跨域書寫實踐下，深刻敘寫華人移民的往事與今

事，是九○年代後相當受到注目質量俱豐的作家，積極拓展海外華人文學的書寫可能。

從嚴歌苓移民書寫作品中所欲思索的精神內涵，可知其已有別於前行作家作品中對那

充滿濃重家園意識失落王國的追尋，而呈顯出華文文學離散敘述，另一風格發展的當

代意義。2 

海外華人移民文學的書寫，既緣於外在大時代大環境的歷史變遷，更隨著創作者

個人的生存際遇、精神氣質與書寫展現之不同，呈顯出繁複迷人的文學發展景象。在

這個發展過程中，最初的文學高峰當是成就於七○年代前後臺港旅美的作家群，其作

品充滿著擺盪於原屬家國與現存居留地之間的差異對話，普遍瀰漫著無根與迷失的流

離氛圍，這樣的文學精神圖像，白先勇曾精確地形容其為懷念「失去的王國」的「永

遠的流浪者」3，永遠置身在文化精神認同的身分困惑中，永遠背負著無所歸屬的飄泊

離散（diaspora）印記。可以發現的是這個離散印記一直持續浮現於其後的海外移民書

                                                 
1 本篇論文經由三位匿名審查委員指正意見修改，特此致謝。 
2 關於離散的當代意義之論述，請參見李有成〈緒論：離散與家國想像〉，他認為現今關於離散有必要採

取較寬鬆的意義來理解，可包含移民、流亡者、難民、外勞、僑民與族裔社群，讓離散成為一個饒富生

產性的空間，並環繞於此對許多觀念進行認識與瞭解，這將對當代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具有啟發意義。

收入李有成、張錦忠編《離散與家國想像：文學與文化研究集稿》（臺北：允晨文化，2010年），頁7-45。

立基於此，嚴歌苓九○年代移民書寫系列作品已不能同質化於前行代作家作品。 
3 白先勇〈流浪的中國人：臺灣小說中的流亡主題〉對那代留於外國的自願放逐者概括為「流浪的中國人」，

認為「被剝奪了文化繼承權後，流浪的中國人變成了一個精神上的流亡者：臺灣與祖國是不相稱的。他

不得不繼續漂泊……無根的人，因此注定變成了一個永遠的流浪者……這個中國的流浪者懷念著『失去

的王國』。」白先勇，〈流浪的中國人－臺灣小說的放逐主題〉《第六隻手指》，（香港：華漢出版社，1988），

頁54。對此，李歐梵認為雖然白先勇所指出流浪經驗是特殊的，但此一流亡經驗也是一種現代社會所面

臨的「正常的、不可避免的地球上許多人類」之共同現象，廿世紀知識份子的流亡現象在西方傳統中「有

一個難忘的精神家譜而自豪」的現象。參見李歐梵，〈在中國話語的邊緣－關於邊界的文化意義〉，收入

《現代性的追求－李歐梵文化評論精選集》（臺北：麥田，1998），頁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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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中，不曾間斷，雖是如此，但我們也必然觀察到，因著離散經驗的繁複性與多元性，

離散敘述的精神內涵也出現了層遞變化，除了接續的同質性外，也有了異質思索的增

添，嚴歌苓的九○年代移民書寫系列作品，自是不同於前行代作家作品，有著離散遷

移敘述的當代意義。如馮品佳所言：「她筆下對於中國移民生活形態以及心理情境的

刻畫，無論是手法或題材皆與臺灣移民文學傳統不盡相同，尤其對於移民女性的描寫

更是細膩，不僅賦予她們多重的象徵意義，也烘托出她們鮮明獨特的個人性格，使得

嚴歌苓的作品儼然成為世界華文文學與華裔美國文學學者重要的研究新資源。」此外，

他並同時援引單德興從多語文的角度從新定義華裔美國文學的看法，認為「對於重新

界定華美文學來說，嚴歌苓探討移民經驗的華文書寫更具有開疆闢土的意義，屬於廣

義的『多語文的美國文學』（Languages of What Is Now the United States），為長久以來

是英文為唯一書寫語言的美國文學注入新血，也擴展了華美文學論述的研究範疇。」4不

過，相較於前述對嚴歌苓的移民書寫持正面肯定的態度，陳建忠卻有不同的意見，認

為嚴歌苓多致力於故事情節營造，戲劇性是她的小說中永不缺乏的元素，雖然好看卻

不見真情，批評「嚴歌苓沒有深入去寫真正移民女性的漂泊離散經驗（diasporic 

experience），去描繪語言、文化、性別、國族問題加諸（第三世界）移民女性的壓力

及其後果，恐怕正是她通俗之所在。亦正是她得獎原因之所在，這個關於邊緣（移民

女性）與正統（中國文學、通俗得獎作品）的辯證，說明女性移民書寫的『議題性』。

也是『去政治化』的書寫，使嚴歌苓的女性移民議題變成一種普遍性的人性問題，而

不是關乎美國女性移民的文化認同政治。」，除此，陳建忠更意有所指地對嚴歌苓選

擇和自己無甚關聯的海島發表作品，表示「除了臺灣優渥的獎金誘惑與通暢的出版通

路處使她選擇向臺灣發聲外，嚴歌苓的小說真正試圖向臺灣人講述的是什麼？我始終

是頗為好奇的。」5 

由此可知，我們能否把嚴歌苓的作品列入美國多語文文學作品或華語文移民文學

等問題先不論，連能否列入臺灣文學至今仍有嚴重分歧，此乃嚴歌苓作品所發表、所

發言代表的重層身分意義所致。 

 

                                                 
4 馮品佳，〈嚴歌苓短篇小說中的華裔移民經驗：以〈栗色頭髮〉〈大陸妹〉及〈少女小漁〉為例〉，《中外

文學》第29卷第11期（2001年4月），頁45。同時參見單德興，〈從多語文的角度重新定義華裔美國文學：

以《扶桑》與《旗袍》為例〉，《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臺北：麥田，2000年），頁

275-291。 
5 陳 建 忠 ，〈 邊 緣 與 正 統 的 辯 證 — 從 嚴 歌 苓 《 海 那 邊 》 出 發 談 移 民 女 性 書 寫 〉， 網 址 ：

http://blog.roodo.com/sksen6912/archives/1895716.html瀏覽日期：2015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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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視（gaze）與差異（difference），兩個在現代文學批評與文化研究中常被提及

的概念，環繞著自我（self）認同與他者（other）想像，由此探討著自我主體性的追求

與建構，正能藉以探討嚴歌苓作品，是頗為適當的研究視角。凝視（gaze），拉岡（Jacques 

Lacan）透過視覺理論的觀念，將凝視定義為自我與他者之間的某種鏡映關係，凝視不

是字面上所呈現的：被他人看到、或注視別人的意思，而是被他人的視野所影響。拉

岡認為，在想像的關係之下，自我如何被置放在他人的視覺領域（field of the other）之

中，以及自我如何看待自己的立身處境，是經由他人如何看待自我的眼光折射而成，

人總是意會到他人與自我存在的關連，透過這樣的帷幕（screen），來構成對自我的再

現，也就是經由這樣的再現方式，凝視的權力關係因此得以形成。6差異（difference），

在文化深層意義上，則強調多元文化中，對不同族群的語言、生活方式和社群組合，

其身分、認同及屬性的差異都須予以認可（recognition），並尊重「自我」（self）與

「他人」（other）間的歧異，而不是將個人的性別、階級、族群與既定的價值觀，強

加在他人與其他社會上。7 

本文雖然借用凝視與差異觀看視嚴歌苓作品中的男身書寫，但與其受此概念之影

響，不如說是受其啟發，而注意到如何尊重「自我」（self）與「他人」（other）間的

差異。要尊重或受人尊重，必先了解其不同的認識，也就是透過 差異（difference）的

認知基礎上，互相認清所謂凝視關係或由此引發之權力折射之多層涵義。這都能凸顯

本文將借用凝視與差異概念重新解析嚴歌苓的部分作品中的男身研究之必要和可行

性。 

 

二、奇特敏感的移民環境 

嚴歌苓對自身遠離故土的痛楚經歷，曾有著極其具象的的描述，「像一個生命的

移植—將自己連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而在新土上紮根之前，這個生命的全

部根鬚是裸露的，像是裸露著的全部神經，因此我自然是驚人地敏感。傷痛也好，慰

藉也好，都在這種敏感中誇張了，都在誇張中形成強烈的形象和故事。」8她以連根拔

起生命移植喻寫自己寄居別國的心靈感受，遠走故土游離他方，透過一個個海外華人

移民故事的積疊，她有了精準的描述「錯位歸屬」， 

                                                 
6 相關內容請參見廖炳惠，《關鍵詞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臺北：麥田，2003），頁120。 
7 相關內容請參見廖炳惠，《關鍵詞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頁81。 
8 嚴歌苓，〈後記〉，《少女小漁》（臺北：爾雅出版社，1993年），頁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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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素材中的一些人物啟發了我對Displacement一詞的思考。Displacement意為

「遷移」，實于我們這種大齡留學生和生命成熟後出國的人，「遷移」不僅是

地理上的，更是心理上和感情上的……在我看來「遷移」是不可能完成的。 

於是，我私自給Displacement添了一個漢語意涵：「無所歸屬」。進一步引申，

也可以稱它為「錯位歸屬」。9 

因為遷移寄居伴隨而至的歸屬認同思索，在嚴歌苓認為這樣的當代移民是一種形歸神

莫屬的「無所歸屬」、「錯位歸屬」，然而這個不可能完成的遷移，將是個持續進行

式的遷移，無止盡的遷移就代表永遠的游離，永遠雙重游離於祖國文化與異國文化之

間，因為游離所以邊緣，永遠也不可能成為主流的感覺。 

立於這種猶似生命移植的邊緣敘事，嚴歌苓關懷移民環境下的現實存在問題，認

為在這個特定的現實存在環境裡有著人性的複雜多變，是這個遷移寄居的移民外在環

境狀態誘發出內隱於人性的那分奇特敏感，是這個特定環境給予小說人物充分的表演

空間。因此，她著意於遷移寄居的移民心靈面對不同文化差異的感知，及對此差異的

高度疏離意識，和由此高倍數敏感回應下在非常環境中層出不窮的意外行為所折射出

人格內在的秘密， 

在如此的敏感程度下，人對世界的認識不可能客觀，不可能「正常」。任何事

物在他們心理上激起的反應，不可能不被誇大、變形。人的那些原本會永遠沉

睡的本性不可能不被驚動，從而給人們一些超常的、難以理喻的行為。對自身、

對世界失常的認識，該是文學的緣起。10 

因此，她對於自己作品內涵的定位是：「我總是希望我所講的好聽的故事不祇是現象，

所有現象能成為讀者探向其本質的的窺口。所有人物的行為的秘徑都祇是一條了解此

人物的秘徑，而條條秘徑都該通向一個個深不可測的人格的秘密。」11高度疏離意識的

移民心靈所呈顯的人性幽微，在嚴歌苓筆下的基調是既定的而無可逆轉的，「移民，

這是個最脆弱、敏感的生命形式，它能對殘酷的環境做出逼真的反應。移民，也就註

定是充滿戲劇性的，是註定的悲劇。」12 

                                                 
9 嚴歌苓，〈錯位歸屬〉，網址：http://www.yourandu.com/big5/yourandu/579/26228.html 瀏覽日期：2015年

4月28日。 
10 嚴歌苓，〈主流與邊緣•代序〉，《扶桑》（臺北：聯經，1996），頁Ⅱ。 
11 嚴歌苓，〈主流與邊緣•代序〉，《扶桑》，頁Ⅰ。 
12 嚴歌苓，〈挖掘歷史的悲憤•扶桑得獎感言〉《扶桑》，頁Ⅴ。 



凝視與差異：嚴歌苓短篇小說中的移民男身 45 

就目前的研究文獻而言，可知對於嚴歌苓移民書寫作品多集中關注女性視角的問

題探討，13相較下對於作品中主要或次要男性人物的相關討論就顯得稀薄許多，本文選

取嚴歌苓移民書寫創作初期與〈少女小漁〉幾乎同時的得獎作品〈女房東〉、〈海那

邊〉二篇，14以及可視為與〈扶桑〉加場男身版的〈橙血〉、〈魔旦〉二篇，15探討嚴

歌苓在奇特敏感的移民環境下如何描繪塑造移民男性身影，如何在現象經驗的紀實書

寫與歷史建構的想像書寫中，以男性視角呈現高度疏離的移民意識，這部分將參以文

化研究與文學批評中的關鍵概念「凝視（gaze）」與「差異（difference）」進行參照

梳理，以自我（self）認同與他者（other）想像，探討移民男性的主體追求與建構，希

望能經由此概念性輔助，進行對文本的觀察與分析，以得到另一種詮釋角度之可能，

並經此申述隨著作家創作視界的推演與深刻其在作品呈現上所出現之變化。 

 

三、生命移植的排異過程  

嚴歌苓赴美留學初期曾先以英文創作，透過片段故事的接續方式完成了《天浴》，

而此時的作品場景與思索仍停置於中國土地，但隨著親歷寄居異域「錯位歸屬」的種

種衝擊，在現實生活前景一片黯淡絕望下，所蓄積的深厚內蘊情感讓她關注於當下此

刻，看見自己也看見別人，知覺到中國移民生活在特定環境下所生發的奇特敏感意識， 

（中國移民）他們的經歷和生活都非常獨特、有意思。新環境排斥我們，它不

能完全吸收我們，我們也很難完全適應它，在這個過程中會產生很多故事。生

命移植的排異過程值得通過文學記錄下來。那時候我寫了〈女房東〉、〈海那

                                                 
13 關於嚴歌苓作品的評論與研究資料，可參見王怡婷《悲憫與救贖—嚴歌苓小說之研究》中「文獻探討」

之詳盡彙整，而其中移民書寫部分可見多是立於女性視野下移民經驗之探析。另外，在葉如芳《嚴歌苓

的移民女性書寫》（臺中：東海大學中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第二章「小說中移民女性的主體建

構」的「女性移民對中年移民挫敗者的同情」一節，則整理〈海那邊〉〈處女阿曼達〉〈女房東〉〈拉斯

維加斯的謎語〉〈茉莉的最後一日〉〈屋有閣樓〉六篇，簡短精要地描述位居「社會底層中年移民男性」

的焦慮心理，說明嚴歌苓以一個女性的觀察，企圖深入男性移民的內心世界與尷尬處境以展現離散文化

深刻的反省批評。 
14 〈少女小漁〉（1992）獲第三屆中央日報文學獎短篇小說第二名，〈女房東〉（1993）獲第五屆中央日報

文學獎小說類第一名，後收入於《少女小漁》；〈海那邊〉（1994）獲八十三年度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

第一名，後收入於《海那邊》。 
15 《扶桑》（1996）獲第十七屆聯合報長篇小說評審獎，〈橙血〉發表於《聯合文學》第14卷第12期（1998

年10月），後收入《風箏歌》（1999）；〈魔旦〉發表於《聯合文學》第15卷第12期（1999年10月），後收

入《誰家有女初長成》。《扶桑》是嚴歌苓返向回溯華人移民史的起點作品，其後著墨浸潤於此早期華人

移民史，接續創作出〈風箏歌〉〈橙血〉〈魔旦〉〈乖乖貝比〉等，而其中〈橙血〉、〈魔旦〉二篇的主要

人物是移民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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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等短篇小說。16 

因此，生命移植排異過程的奇特敏感意識，可說是嚴歌苓一系列移民書寫的始點，環

繞這個中心點探觸多個外在生活條件相異而內在意識卻歸趨於相同的移民心靈。她在

赴美初期階段接續創作出〈栗色頭髮〉〈少女小漁〉〈女房東〉〈學校中的故事〉〈紅

羅裙〉〈海那邊〉〈大陸妹〉等，這些創作始點一致的作品彼此間便產生連鎖相扣的

互見效果，呈現出一個交織豐富的高密度移民書寫。 

〈女房東〉以一件女性蕾絲襯裙串出移民男性的孤寂心靈，嚴歌苓說：「我從睡

衣這一角度來寫正處於遷移過程中的人的痛苦。假如他不是一個移民，肯定不會敏感

到病態的地步。他感到了疼痛、孤獨和對溫情的渴望。最後，與她失之交臂了。」17這

個中國男性老柴被經濟學碩士的老婆辦到美國（移民）後便被迫離婚了，一個四十八

歲窮光蛋，只能白天上學晚上送外賣，沒野心只想找個女人作伴，受魅於租屋處的女

房東，成天整夜沉溺於垂吊如花穗藤蘿般的女性內在衣物，遐想那位未能謀面神秘誘

人的西方女子，最終驀然醒於自己終老至今未曾真正愛過。 

作品中有幾處老柴的獨角戲或深或淺，不自覺地透露內心的孤寂，在淺層認知上

他認為「自己在四十八歲的年齡上模樣是不壞了，沒有胖也沒有禿，幾顆老年斑，這

樣刨刨頭髮可以遮上，成人大學堅持上下去，總會找著個女人。」（59）但這充氣般

的自信自在就在掉入神秘誘人白人女房東的想像時頓時消氣，只是一張隨意撿著的揉

皺紙巾，而「那紙巾上的紅影與濕意，使他幾乎看見了那隻揉著它的手。由手延上去，

臂、肩、頸，再延上去，是塗了淺紅唇膏的嘴唇。」（61）內心沒說出口的翻騰撩人

想像，具現而外就成了這般的行為舉動， 

老柴發現自己捧著帶朦朧氣息、潮濕和色澤的紙巾發怔。他忙扔下它，走開，

卻又馬上折回來，將那燈擰亮，書打開，紙巾擱回原位。不懂為什麼這紙巾就

讓他狠狠地心亂一霎。從這紙巾上他似乎對沃克太太一下子窺視太多，他不願

                                                 
16 陳鵬，〈嚴歌苓憶美國生活：文學是我安放根的地方〉，《光明日報》，2015年3月19日。網址：

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5/0319/c22219-26717223.html瀏覽日期：2015年4月18日。 
17 同前註，嚴歌苓亦表示此篇的創作機緣是「有一天早晨，我走在舊金山的大街上。當時，霧還沒有完全

散，但是太陽已經出來了，霧裡帶著陽光。我看見路邊樓上的一個窗子裡掛出來一件淺粉色的睡衣，半

透明的蕾絲上沾著水霧。當時我在想女性怎麼可以有這麼美的睡衣？換做男人看見了，會不會覺得這件

衣服比它的女主人還要美呢？那怕是個很可怕、很兇惡的女人。這件睡衣卻包含我對最美女人的所有幻

想。以此為靈感，我完成了短篇小說〈女房東〉，刻畫在美國主流文化排斥他族文化的大背景下，一個

小人物的命運，包含著我對移民們的孤獨、痛苦的理解。」透過想像表達那種被主流排斥隔離的同情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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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發覺這個窺視。（61） 

接隨紙巾墊場而出的主場是仰望透窗，「浴室整個是淡綠的，一個極大的淡綠浴池，

是橢圓形。浴池上方琳琳瑯瑯的，細看原來是一些女人的小物件垂吊在那兒。兩條粉

黃的內褲，肉粉色乳罩，淺紫水藍的手絹，淡白、銀灰、淺棕的長絲襪籐籮似的垂盪

著。……怎麼會這樣好看呢？斜斜地、有致無致垂吊了一桿，每絲小風都擺弄著它們

的剔透與精巧。」（62）這一杆垂吊成了老柴自以為是的另一種邀請，而當真正擅自

入室時，一件半透明的絲質襯裙在「淺綠的地面上，有灘淺粉像浮在一汪水上。它那

麼薄，那麼柔軟，老柴覺得它是一個好看的身體蛻下的膜；那身體一點一點蛻下它，

它仍保留著那身體的形與色，那光潔與剔透。」（69）順勢點燃身體深處的激動與迸

發出的極度燥熱，一刻閃動而過的危險意識， 

他卻拈起了那條襯裙。它竟是真實的，物質的它竟有質感。它滑涼、纏綿的質

感那樣不可捉摸，像捧了一捧水，它會從他指縫流走，然而他卻不敢用力去捉

摸它，生怕毀壞了它，他不知如何是好地捧著它。那不可名狀的危險直逼而來。 

老柴以全速離開了浴室，回到自己的臥室，並關緊房門。定定地站了許久，他

才感到自己不是空著手，他手裡仍握著它。它不再涼滑，被他的手汗漬濕，皺

縮成一團。它不再有掙扎溜走的意思，那樣嬌憨依人地待在他的把握之中。老

柴忽然想到，自己四十八歲的生命中頭次有了這麼個東西。他湊近，嗅了嗅它，

沒錯，浴室那令他失常的氣味中便是混合了它的氣味。（70） 

猶如一齣自導自唱的獨角戲，無奈斷然結束一切自以為是的想像，離別前晚的老柴「和

衣上床，仰面躺著，想不起在哪裡愛過，也想不起在哪一刻失落一個愛。兩行淚爬出

來，流到兩耳的拐角，冰涼地蓄在那裡。」（78）他像老了一樣緩緩走出這一遭。 

有別於〈女房東〉的尋常氣息，〈海那邊〉裡癡傻誠篤的泡人生辛酸就重多了。

有著旁襯的非法移民李邁克，因礙於身分問題僅能輾轉於黑工待遇，吞忍著工作中的

不平等與威脅，結果仍是遭到遞解遣返大陸的命運：也有雖是合法移民卻僅能終身癡

傻無腦地侍主，自然也就被主人視作牲口般，像條跟了三十年的狗一樣對待著的泡－

Paul，不被旁人當人看總是被占便宜，是一個不具任何威脅可能的隱形人物，卻在唯一

擁有的希望破碎後，那個等，等在海那邊，等著他的那個女人沒了，他做出凍死主人

的激烈回報行為；李邁克與泡雖有著種種不同的人生起點，卻在終點上有著相近的孤

寂破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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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歌苓以慣常透視人物眼睛的方式來描寫泡，泡有著兩只馬來種的大黑眼睛，「看

著這雙眼，誰都會想：不會有比它們更空洞單純的東西了。白眼球上已有了些渾黃，

是肥胖和衰老的症候。泡至少五十了，濃密的頭髮白了半數，臉上因多肉而不見顯著

皺紋，但萎縮了的嘴唇，以及因嘴唇萎縮而延長了的人中使泡有了副類人猿的面孔。」

（47）一個類人猿的形象塑造就將泡與現實時空拉開距離，他不融於現實環境且從未

享有過別人的接納理解。 

故事開端的女學生事件，透過王先生、李邁克、泡的前後交錯對話，呈現出那外

在誠篤癡傻模樣的泡，有著被外人理所當然地忽略與自己未曾細想察覺的肉體虛空， 

一線口涎從他鬆開的下唇垂滴下來，在空中彈了彈，落到一只春捲上。沒人留

意過他的表情。如泡這類傻人往往有種不與世道一般見識的超脫表情，這表情

往往是快樂的，而泡卻不是，泡是個最不快樂的傻人。泡明白自己是傻子，就

像狗明白自己是狗。而狗樂意做狗，泡做傻子是不樂意的，不得已的，他只是

盡心盡力地做這個傻子；因為他知道除了做傻子，自己什麼也做不了。泡甚至

明白傻子的意義，其中之首就是傻子不能有女人。（49-50） 

這個痴胖的五十歲男子，從被人認定命裡沒女人，到擁有一張女郎照片，在海那邊等

著他。女人，一張臭烘烘的照片，等在海那邊，填補了肉體心靈虛空的嚮往，此後泡

的笑是從大黑眼裡怒放開來，「這笑或許是泡唯一沒被癡傻汙染掉的那部分靈魂。」

（54）而這分遙遠堅定的巴望對映出長久蓄積的孤寂，愈希望就顯得愈孤寂，因此一

旦沒有了那個等，沒有那個等著他的女人，蓄積的孤寂以駭人舉動作為迸發流瀉的出

口。 

由此，嚴歌苓赴美留學寄居異域的歸屬衝擊，在她的作品中生命移植排異過程書

寫逐漸浮現，這一排異過程間接說明嚴歌苓嘗試從當下問題意識轉為歷史追溯而化為

大氣候，這是一種突破也是一種進階發展。 

 

四、差異敏感的百年魔幻時空 

嚴歌苓在留美初期的移民書寫，受種種外在環境限制下先以短篇重拾創作，但經

過五年的蓄積與經營，她在〈海那邊〉得獎感言中意有所指的寫到：「移民文學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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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候」18，隨後完成了長篇作品〈扶桑〉，開啟個人創作另一階段。若以長篇〈扶桑〉

為立點，確能明顯看出其前後作品的差異，作家透過取材的轉變展現其創作企圖，嘗

試將移民心靈由當下時空的單點延伸進歷史敘寫，拓展更多書寫的可能。而繼之的〈橙

血〉〈魔旦〉可說是〈扶桑〉的男身加場版，當移民男性置身於女子扶桑的魔幻現實

主義式的生態環境時，19將會出現何種景象？ 

中國髮辮在嚴歌苓創作〈扶桑〉時的認知象徵是：「在美國人以剪髮辮做為欺凌、

侮辱方式時，他們感到的疼痛是超乎肉體的。再有，美國員警在逮捕中國人後總以革

去髮辮來給予精神上的懲罰。這種象徵性的懲罰使被捕的人甚至不能徹底回歸於的同

類。因此，辮子簡直就成了露於肉體之外的，最先感知冷暖、痛癢的一束赤裸裸的神

經。」20髮辮的革去與留存，自我意志與扭曲壓迫，移民融入與同族回歸的認同選擇，

成了一道多重複雜的難題，而〈橙血〉中甩盪於通篇的那根辮子，正是主角黃阿賢多

方存在的重要象徵。 

在橙園莊主白人瑪莉的眼中，三十年前那一車拖著鼠尾辮走進製衣廠的中國男孩

中，她一眼就看出阿賢的不同，這個中國男孩幼小雙手在釘鈕扣時的微妙動作和那帶

泥垢的指甲，讓殘弱的她忘乎所以地邁出歪扭平衡的畸形身軀；而三十年後，在欣賞

園藝聞名的阿賢宰殺自栽的橙子時，那帶有幾分女氣的手指，那果斷、靈巧、狠毒也

都是女性的，這讓她填補那不曾被異性追求的滿心優越。除了有一雙營於生計的巧手

外，「阿賢有副無力的笑容，它使他原本溫良的一雙小眼睛成了兩條細縫，構成瑪莉

和其他白人心目中最理想的中國容貌。」（187-8）對瑪莉而言這些與眾不同尚不及於

那根辮子對於阿賢存在的象徵意義， 

 

                                                 
18 她提到「近三、四年來，我在圖書館鑽故紙堆，掘地三尺，發覺中國先期移民的史料是座掘不盡的富

礦。……我始終在一種悲憤的情緒中讀完這些史書，中國人被凌辱和欺壓史實驚心動魄，觸動我反思：

對東、西方從來就沒停止的衝撞和磨礪反思，對中國人偉大的美德和劣處反思。」引自嚴歌苓，〈挖掘

歷史的悲憤•扶桑得獎感言〉《扶桑》，頁Ⅴ。 
19 在〈橙血〉〈魔旦〉所設定的時空場景，猶似嚴歌苓對《扶桑》女主角的生態環境描述一般，「那樣的

生態環境不像真實的，而近乎魔幻現實主義式的（Surrealistic）」，「在這樣一塊充滿魔幻（Fantasy）

的土地上，出現了一群梳長辮子的男人和裹小足的女人。他們是遠涉重洋而來，以一根扁擔挑著全部家

當，在城市的東北角落建立起一種迴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在舊金山東北角落逐漸形成的唐人街對

於西方人來說是個謎，是個疑團。他們自閉的社會結構，自給自足的飲食起居，奇特的衣著和裝飾，使

人們好奇同時亦疑惑，欲接近又排斥。」引自嚴歌苓，〈從魔幻說起〉，收入《波西米亞樓》（臺北：

三民書局，1999），頁200-201。 
20 嚴歌苓，〈主流與邊緣•代序〉《扶桑》，頁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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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他（阿賢）要和城裡的中國男人一樣，剪去辮子；瑪莉卻說，除了的小

眼睛和他萬能的、女性十足的手，她最愛他那條黑得發藍的辮子。 

他爭辯了一句：「我的祖國革命了，所有進步人士都剪掉了辮子！」 

瑪莉馬上駁回來：「我討厭政治！我愛美好的古老年代！請不要破壞一個可憐

的女人最後一點對古典的迷戀，我的孩子！」（189） 

可是，當場景換至阿賢一手創造的血橙王國，當他遇見那身穿月白上衣，黑裙子及踝，

手上挎個橢圓竹籃的中國女子銀好，內心湧現一股近似失散重逢的混亂欣喜， 

女人用一雙烏黑的眼睛把他橫著豎著地看，他給她看得兩耳滾燙。女人突然露

出顆粒很大的方正白牙笑了笑，說：「大哥真是我們中國人？」…… 

阿賢找來果盤和刀，動作欠些準確地為她切橙子，血樣的汁水染了一手。一場

忙亂下來，阿賢盤在頭頂的辮子也散了，順肩膀滑落到胸前。 

女人唆著一瓣橙子上的血汁，說：「你不知人家十年前就剪掉辮子了？」阿賢

祇做出顧不上聽她的樣子。辮子刺癢地拖在那裡，前所未有的多餘。（196） 

一是應聲進出起居室放下盤在頭頂辮子的阿賢，一是打點橙園林子將辮子繞在頭

頂的阿賢，同一個阿賢同一根髮辮，可甩盪於莊主白人瑪莉與中國女子銀好之間，卻

成了美好年代的古典迷戀，成了革新務去之舊時陳物。一往一覆的甩盪辮子，阿賢那

身處魔幻時空潛藏內心的差異意識，21就這樣一點一滴地聚攏而成型。一次橙園曾來過

一夥欲買血橙的中國果商們，「個個像看怪物一樣看著他精細的綢袍馬褂和一根辮子。

這夥中國人的髮型同洋人大致相同，祇是西裝不合體，領帶更顯得謬誤。他們的嗓門

都很大，像他霧濛濛記憶中的鄉鄰。」（195）可是在瑪莉拒絕下交易未成，中國果商

們一無所獲地走了，走在最後的那個對阿賢說：「你看上去像中國人，原來不是啊。」

（195）更別說那些年年來橙園度假的瑪莉姪女多爾西親人友朋，「這才是他印象中的

正宗的中國佬，多麼典雅的絲綢衣飾，多麼俊美的髮辮！他們在橙園中架起相機，眾

星捧月一樣與阿賢合影……阿賢成了一個著名的固定景物。在相機的取景框裡占著永

恆地盤。」（189-90） 

 

                                                 
21 這分潛藏於中國移民心靈的差異意識，嚴歌苓也曾在《扶桑》創作時論及，「這是兩種文化誰吞沒誰、

誰消化誰的特定環境。任何人物、任何故事放進這個環境中絕不可能僅僅是故事本身。由於差異，由於

對差異的意識，我們最早踏上這塊國土的先輩不可能不產生一種奇特的自我知覺；別人沒有辮子，因此

他們對於自己的辮子始終有著最敏銳、脆弱的感知。」引自嚴歌苓，〈從魔幻說起〉，頁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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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所有的一切，就在銀好的一句問話：「那你自己的頭髮也不做主嗎？」（198）

阿賢決定跨離那身處四十年的魔幻時空，正面迎視潛藏內心的差異意識， 

他再次意識到，這四十年來的上等生活使他錯過了什麼。他的確錯過了很多。

天將黑時下起雨來，阿賢希望能看見那條土路上跑來銀好帶斗笠的身影。雨把

黃昏下亮了，阿賢等得渾身濕透，辮子越來越沉。（201） 

那代表著古老、優雅和謙順的辮子越來越沉，終被齊根剪去，阿賢從「親愛的孩子」

成了「糟蹋橙果的禽獸」。這個離開是裂絕壯烈的，離開橙園、離開白人瑪莉、離開

中國女子銀好、甚而離開自己。 

嚴歌苓則在〈魔旦〉中透過一座位於地下室的「中國移民歷史展覽館」，成功的

營造出異於常時常景的百年魔幻時空況味， 

展覽館有一個大客廳的尺寸，還有兩截走廊，兩個拐角，都作展廳用，排著圖

片和實物。整個空間的拼湊使豐富的陰影更加濃重。它門比街道矮一層，是那

種租金最低廉的公寓改建的。看見「中國移民歷史展覽館」的招牌時，要麼你

錯過它的入口，要麼你就像落進了陷阱一樣落了進來。錯過它的人是絕大多數，

我就是一腳踩虛落進來的。後來來多了，才覺出階梯的存在；階梯是那樣陡的

一拐，把你認為是下水道出口的地方拐入了展覽廳。（4） 

透過主線阿玖這個奇人奇物的故事，其實真正述說的是那個猶似自我流放的蒼涼

年代，由阿玖、阿陸、阿三人不同時空中所交織成的「金山第一旦」22，這是中國移民

唐人街的好東西，它讓乏味單調生活有了近似「癮」的功效， 

阿玖屬於30年代唐人街的顯赫人物，當時是十六歲。棕色調的黑白照片上，阿

玖模糊得祇剩了些特點：眼睛奇大，嘴巴奇小，下頦從兩頰剎不住地往下尖，

成了張美女漫畫。 

阿玖身後，睡蓮苑所有的生旦淨末丑都在，更不清楚，當時的鏡頭焦距是對準

阿玖一人的。照片下面有一行英文評說，大意是：看這個小美人兒，能相信她

是個男孩嗎？（3） 

                                                 
22 嚴歌苓在此處不由地以敘述者之口說出：「老人溫約翰說，其實是『關山第一旦』。當年的華人把此地

稱為『關山』，而不是『金山』，粵語的發音把『關』與『金』弄混淆了。我遺憾唸誤的『金山』今天

登堂入室成了正宗名字。『關山』其實把那時離鄉背井的被迫心情，那種自我流放的蒼涼感體現出來了。」

引自嚴歌苓，〈魔旦〉，《誰家有女初養成》（臺北：三民出版社，2001年），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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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幽的一張美女畫像，23是她？是他？從那身穿白竹布長衫初登舊金山碼頭男女莫

變的12歲阿玖說起，到登台劇照裡「腰纏得兩個虎口上去會指頭碰指頭；眉毛也拔齊

了，祇有一線細的影子；嘴巴抿上已夠小，塗了色就成了一粒鮮豔欲滴的紅豆。」（5）

再到老人溫約翰手裡一張枯黃報紙上的相片廣告， 

他指著上面一張照相館的肖像照片說：「這是離開戲臺之前的阿玖。」它是一

張照相館的廣告，並沒有說明這個留分頭，穿西裝的年輕男子是誰，老人說：

「照了這張相片之後，阿玖就不再唱戲了。」（15） 

三張照片連成了阿玖自己的戲夢人生，人生中台上台下串場而出的，有那聽說中俊美

無比仙女一般的阿三，但人生的最後慘劇卻是立在一株猶如火炬般的白楊樹上，「整

個地著火起來，從樹上墜落到一片火海裡，閃閃發光地翻捲。」（8）更有據說中在暗

地裡展開一場極其慘烈戀愛的阿陸，猶如犯王法地和年輕富有的白種姑娘私奔，人生

的最後下場是慘遭謀害，成了一具沙灘上被棄置的風華正茂屍體；當然還有那一直在

阿玖身旁如影隨形幽靈般的奧古斯特，五十多歲的他，個子不高、臉上皺紋密布、一

副辛酸的笑容、一對自卑的眼睛，「照常，阿玖每出新戲，他都穿上一身隆重的黑色，

堅硬的襯衫領使頭顱不可能產生任何輕浮和靈活的動作。」（22）但倆人間一場殊死

情誼，讓原本平靜生活的人生盡頭走成「奧古斯特屍首是第二天清晨四點被發現的。

匕首是從背後來的，刺得很俐落，因此奧古斯特的面部表情相當寧靜，連密布的皺紋

也平展許多。」（28）這一遭遭人生都在阿玖那張符號化了的美女面孔猶似活過般，

走過這場魔幻時空歷險的阿玖，裂絕一切，最後選擇的人生是「唱戲唱到他從會計學

校畢業，真的就混入了穿西裝打領帶的金融區人群。」（28）而那個唐人區著名粵劇

花旦就這樣地成了曾經。 

嚴歌苓回到華人移民世界的曾經，除了開拓更多書寫可能之外，也許嚴歌苓有更

大的企圖，不僅重塑華人移民排異過程的內涵，更是透過華人移民歷史書寫，被差異

對待的、被凝視過的邊緣身分與主流社會對話，更與百年來華人移民歷史對話。由此

                                                 
23 嚴歌苓在〈魔旦〉中沒說盡的阿玖，我們似能以〈扶桑〉補足，因為彷彿相同的接觸發生在展覽館中，

「我在一本圖片冊裡看到一幀照片，尺寸有整個畫冊那麼大，因此照片中的女子看去十分逼真；從神態

到姿態，從髮飾到衣裙質地，甚至那長裙下若隱若現的三寸金蓮。這是一八八○年代的一個中國妓女，

十分年輕美麗，也高大成熟，背景上有些駐足觀賞她的男人們，而她的神情卻表示了對此類關注的習慣。

她微垂眼瞼，緊抿嘴唇，含一絲慚愧和羞澀，還有一點兒奴僕般的溫良謙卑，是那盛服掩飾不住的。我

端著這張大照片看了很久，她對我突然產生了謎一般的吸引力（Fantasy）。」引自嚴歌苓，〈從魔幻說

起〉，頁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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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歌苓的創作，不僅是差異對待與被凝視過的華人移民社會的深度了解拓展，更是對

美國主流社會喊出此一移民敘述的歷史性與現實性意義。 

 

五、凝視／差異，孤立異化的移民男性身影 

在嚴歌苓移民書寫的初期作品中，女性內在心靈精神表達無疑是其自身親歷實境

下最亟欲表述的真實感受，我們能從作品中聽見在異域生活文化碰撞衝擊下，隙縫生

存裡的各種聲響，那是一種獨屬於移民女性的聲音。這些聲響富含著遷移寄居狀態下

困頓迷惑與無所歸屬的種種幽微，但即是現實生存環境如此弱勢的女性，卻能在嚴歌

苓寬容的同情與理解下，呈現出另一番天地高度與氣度。 

嚴歌苓赴美留學初期作品裡所寫下的華人女性移民聲音，因為身處其境，她了解

那種身處異域環境的不適狀態與不安全感，她將這分細微難以言說的內在心靈感觸，

選擇最具象的語言溝通窒礙來表達傳遞，對巨大的東西方文化價值系統發出種種扣

問，無異是一個深富意義的逆向思考策略書寫。因為異域生活對語言溝通情感表達有

高度的敏感與靈感，這為嚴歌苓帶來文學創作的思索，她以語言溝通切入移民者的生

活、情感、文化、身分、歸屬、甚而人性的探索，表現一個異域生存困境下寄居疏離、

身分反思的普遍精神狀態。我們能觀察到在嚴歌苓赴美留學初期的短篇作品中，〈栗

色頭髮〉、〈少女小漁〉、〈簪花女與賣酒郎〉中的女性主角，都是以語言隔閡的外

在不適作為書寫表現，藉以進入遷移異域下的寄居心靈自我探問的種種。經由作品中

不同人物、不同視角的語言敘述安排，巧妙地揉合交疊多種外在內在的表達，將一個

移民特定環境隙縫生存下所碰撞出的各種聲響，盡可能的表現出來。〈簪花女與賣酒

郎〉裡那場精神勝利般的結婚進行式假想，就對殘酷無情的外在現實作了翻轉顛覆；

〈栗色頭髮〉中的女子在跌跌撞撞於一處處現實壓力矮牆，對自己的移民寄居生存狀

況有更多的質問與困惑後，慨然聳矗於前是一堵似乎攀越無望的高牆，那已非關外在

現實而是對內在自我的種種探問；而〈少女小漁〉中框設於異域移民生活中的多組對

照，在小漁好心眼的觀看述說下，也已遠遠超越外在表象人生選擇的不同比較，而是

一顆掏洗篩練後內在心靈的呈現。 

嚴歌苓透過自己看見女性移民的同時，男性移民呢？若說嚴歌苓移民書寫是以女

性話語為表現重點，此說雖無誤但猶有不全之處，因為她雖是以女性視角為創作初始，

我們也發現作家隨即嘗試著立於移民男性不同角度，觀看這異域生活的種種變異，幾

乎與〈少女小漁〉同期出現的〈女房東〉、〈海那邊〉兩篇得獎作品就是以男性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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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如此創作的嘗試轉變，必然有其意義存在。男性移民同樣有著異域生存下的弱

勢處境，他們的艱難困境並不亞於女性，生活經濟壓力、情感精神依存、文化身分認

同的迷失與困惑所致的孤絕感深重瀰散於作品中，這些由男性身影所形塑出的畫面，

確能增添補足那移民語境下女性話語的種種狀態，將移民寄居的生存外在現象增添得

更細緻完足，而能與移民女性所面臨的生存環境併置同觀。但不同於前述以女性主角

發聲的作品，作家並未選取強調以「語言障礙／溝通」進入異域寄居生活狀態，而將

重點置於男性外在形象的形塑，以作為內在心靈的訊息傳遞。因此，在嚴歌苓移民書

寫的初期作品中，對於女性人物與男性人物的塑造，呈現出極為顯著的差異。 

差異敏感意識的百年魔幻時空，則是嚴歌苓從現時移民探入懷想當年移民，在「扶

桑」女子的牽領下又一次窺看男性移民，有著百年時間的隔絕，空間場景自然也非尋

常生活，〈橙血〉〈魔旦〉中的男性所置身的移民處境，密針交織著華人移民史中的

種種苦悶情結。嚴歌苓在〈橙血〉中毫不費力就讓黃阿賢成為百年來「西方觀照下中

國人的樣板姿態」，那「一條中國男性的辮子，隱含了太多西方對古老中國想當然的

假設，反映的是白人自以為是的民族優越感。」24可是她費心經營於男主角差異敏感意

識的誘發，過程中一道一道門檻的邁足跨越下，終是齊根剪去那根長辮離開橙園，不

顧後果地與曾擁有的一切裂絕。同樣的身影姿態也出現在〈魔旦〉中，重層著唐人區

三位著名粵劇花旦的數十年戲夢人生，舞台上那似男似女奇物般的小美人兒雖可幻化

成無數個美麗女子，但這分常人難及的美麗下了舞台卻成了致命的原因，阿三、阿陸、

阿玖三人的現實人生最終都以裂絕作結，是百年移民的魔幻時空背景，讓原本非是常

情的事都可以得到解釋，讓荒謬變成合理，這樣反差效果襲致而來的是深沈的困惑苦

悶。而這分百年移民的困惑苦悶，嚴歌苓是有意去探尋的，「我想寫淘金以後代代至

今移民的痛苦，我們是第五代，每一代人的遭遇都不同，但困惑卻是一脈相成的，而

文學正是苦悶的產物。作為今天的移民，這種被孤立、排斥、異化的痛苦，從來沒擺

脫過，而且肯定也無法擺脫的。」25 

 

六、結語 

凝視（gaze）與差異（difference），繞著自我（self）認同與他者（other）想像，

探討著自我主體性的追求與建構。人總是意會到他人與自我存在的關連，構成對自我

                                                 
24 李仕芬，〈拖著長辮的中國男人－嚴歌苓的橙血〉，《文訊》204期（2002年10月），頁10。 
25 呂澤加，〈荒涼而美麗的島嶼－「少女小漁」嚴歌苓談文學〉，《中央日報》18版，1996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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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現也就是經由這樣的再現方式，「凝視」的權力關係因此得以形成。差異

（difference），在文化深層意義上，則強調多元文化並尊重「自我」（self）與「他人」

（other）間的歧異，而不是將個人的性別、階級、族群與既定的價值觀，強加在他人

與其他社會上。也就是說，這兩種觀點的注意力集中在於「自我」（self）與「他人」

（other）間。 

在本文討論作品中的移民男性身影塑造，正是這種多重凝視權力下對自我差異的

高度疏離意識所形成。〈女房東〉中老柴的孤寂悲涼透過那幾幕獨角戲的細密動作而

悠悠地訴說著，但這場演出除了老柴男主角外，其實有個更重要的凝視觀眾沃克太太

參與，甚而可說是這雙眼睛在主導主編掌握全局；而〈海那邊〉中泡的癡傻誠篤、肉

體空虛之形象所以能飽滿，除成於作品中的王先生、李邁克與那張臭烘烘的女子照片

外，更有在作品外的讀者反應之全力加持，也就是那「廣大受眾的集體潛意識」26。 

而這分凝視權力與差異意識的複雜與深化，則在嚴歌苓探入歷史建構的想像書寫

中得到更進一層的發揮。27〈橙血〉裡作者刻意安排男主角阿賢被置放於多重視覺領域

之中，其間莊主白人瑪莉、中國女子銀好、中國果商、中國餐廳老闆，相機鏡頭與名

氣橙園的寓旨，在看與被看，他人與自我之間，敘述著彼此權力消長與自我主體追求

的過程；而〈魔旦〉中透過故事敘述者與展覽館看守溫約翰的交錯對談中，拼湊出阿

三、阿陸、阿玖所成之唐人區著名粵劇花旦的戲夢身影，這尊魔幻身影即重層複疊著

多方的凝視角力與差異衝突。在這篇兩作品中，明顯有著嚴歌苓對「凝視」與「差異」

複雜深刻化的企圖，除進行對「凝視」的單面向暴力之呈現，並投注以自我主體差異

意識的「回眸凝視」（returning the gaze）予以顛覆，形成所謂的「雙重迴射的凝視」

（double reflexive gazes）28之效果，而能深刻地描繪移民處境下孤立異化的男性身影。 

                                                 
26 「離開『喜福會』其實是相當困難的，無論外國人、海外華人或者對身分認同獨具焦慮的人都很難從大

時代的宏觀苦難中解脫出來；這種苦難太有魅力了，人人都不想錯過。但是，〈海那邊〉在本屆聯合報

小說獎中示範了另一種深度：通俗劇之不可小覷非徒緣於它擁有廣大的受眾，也由於它最有可能觸及拉

康所謂的『集體潛意識』的顯像。」引見張大春，〈通俗劇的深度示範—小評《海那邊》〉，《聯合報》副

刊，1994年09月17日。 
27 葉如芳將〈扶桑〉〈風箏歌〉〈橙血〉〈魔旦〉〈乖乖貝比〉，「這些時空背景相仿（並不指精確的年代，而

是泛指1850-1930年間）的移民小說，視為一個複雜而完整的文本，從中探討東、西方遭遇發生時的權

力關係，包括東方形象如何被凝視、被塑造，東方的化身又如何在這樣的時空舞台上表演呈現自我，以

及最重要的，東方的歷史如何被書寫。」並把〈橙血〉與〈魔旦〉同視為「陰性化的中國化身」進行討

論。請參見〈嚴歌苓的移民女性書寫〉（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頁128。 
28 此概念的借用是「觀眾研究」與「新女性主義」的發展，也對「凝視」的單面向暴力，提出「回眸凝視」

（returning the gaze）以作為其理論的修正，利用深刻意識到女性主體性的自覺回觀，來顛覆父權眼睛

的凝視，所形成所謂的「雙重迴射的凝視」（double reflexive gazes）。請參見廖炳惠，《關鍵詞200：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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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凝視」與「差異」梳理嚴歌苓的移民書寫作品，從生命移植的排異過

程到差異敏感的百年魔幻時空，除能見出其作品之意蘊豐富深廣外，也能觀察其創作

歷程之轉化與演變。 

從嚴歌苓近二十年的作品，就能明白她在華人移民書寫上的始終專注，從己身當

下的現實生活到穿越百年時空的歷史敘寫，反覆多方深探在寄居移民環境所誘發出內

隱於人性的那分奇特敏感與差異意識，亟欲寫盡這「錯位歸屬」的困惑苦悶，她認為

是「這一百五十年的華人移民史太獨特、太色彩濃烈了，它才給我足夠的層面和角度，

來旁證、反證『人』這門學問，『人』這個自古至今最大的懸疑。」29而同為旅美華

人作家的陳瑞琳也以這個的角度肯定嚴歌苓移民書寫的意義，「文學的最高表現就是

人性的揭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嚴歌苓努力讓自己的作品進入到人性深處令人震撼

的窺探，顯然她已經超越了寫故事的境界，而著重在表現人物的靈魂所經歷的種種磨

難，由此，她讓自己的作品上升到了白先勇所說的那種『引起人同情』的悲憫情懷的

高度。」30而這也正是嚴歌苓對自己作品所欲賦予的惻隱悲憫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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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沅《經典文字辨證書》字樣觀析探 
 

邱 永 祺 
 

【 摘 要 】 

畢沅是清代重要的政治家及學者，其著作相當豐富，當中《經典文字辨證書》是

他校正文字使用混亂及經籍用字溷淆而作的書，富含他對於文字學的許多概念，但歷

來研究文字學者，對於此書的探究較少，大多僅是幾筆帶過，缺乏深入的研究與討論。

本文對此書的作者背景、寫作動機及目的、編輯觀念以及字樣觀念有進一步的分析，

並舉出書中字例，以字例具體說明畢沅此書的字樣觀念有四大項，並且在析論之後，

以《干祿字書》、《五經文字》、《佩觿》、《復古編》等重要字樣書與《經典文字

辨證書》的字樣觀相比較，觀察它們之間的差異。再者，藉清代文人李慈銘的批評，

分析該書之得失。最後，總結此書的價值，以明其重要性──當是文字學史中不可或

缺的關鍵書籍。 

 

關鍵詞：畢沅、經典文字辨證書、字樣學、干祿字書、復古編 

                                                 
 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臺北市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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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Orthography on Bi Yuan’s 
“Jing Dian Wen Zi Bian Zheng Shu” 

 

Chiu, Yong-Chi 
 

Abstract 
Bi Yuan is an important politician and scholar in Qing Dynasty, and he writes a lot of 

books, one of his books “Jing Dian Wen Zi Bian Zheng Shu” is for corrected somebody and 

classics used wrong characters. He has many concepts about Chinese philology in the book, 

but philologists lacked for in-depth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in the past. 

This paper analyze Bi Yuan, writing motivation and purpose, ideas of editing and 

orthography about the book, and explain Bi Yuan’s concept of the orthography there are six 

items for the examples in the book. Compare the orthography about “Jing Dian Wen Zi Bian 

Zheng Shu” with the “Gan Lu Zi Shu”, “Wu Jing Wen Zi”, “Pei Xi”, “Fu Gu Bian”, and 

observe their differences after the analysis. 

And discuss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the book by Lee Ci Min’s commentary who a 

scholar in Qing Dynasty. Last, summarize the value of the book to show its importance. The 

book is indispensable in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logy. 

 

Keywords: Bi Yuan, Jing Dian Wen Zi Bian Zheng Shu, Orthography, Gan Lu Zi Shu, 

Fu Gu Bian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Taipei. 
 Adjunct Lecture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University of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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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字樣學的發展約莫從唐代興起，其間有宋代《類篇》、明代《字彙》及《正字通》

等較大型的字書誕生，由此發展至清代，已是歷經數百年之拓展。張玉書、陳廷敬等

人奉康熙皇帝之詔，編纂一部大型的字書──《康熙字典》，正因有前人積累之基礎、

再加上皇帝敕令之不可違抗，負責編纂的大臣們，方才在短短五年間編輯完成，1也因

此諸多文字學相關書籍，凡論及清代，多言《康熙字典》之巨大成就，但清代為學問

發展相當蓬勃的時代，字樣學的發展理當不止《康熙字典》一枝獨秀，應有其他值得

進一步研究之字書。字書與字樣學的關係密切，誠如曾榮汾所說： 

字樣學非字典學，字典乃表達字樣整理成果之工具。字典昔稱「字書」，以解

釋文字形音義為編輯宗旨，……字典學即以討論如何樹立此標準之編輯方式、

流程等問題為主要內涵。2 

字典學不等於字樣學，但要研究字樣學，字典是個重要的材料，因為字典的編撰者，

在該書中往往會有自己的看法，表現出他的字樣觀念，所以字樣學理的完整建立，字

典是不可或缺的。 

字樣學，即是探討字樣之學。何謂字樣？簡言之即「用字標準」，目的在於「用

最正確的文字，表達最正確的書面語言」，因為唯有使用最正確的文字，方能達成《說

文》所謂「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3之功用。 

畢沅為清乾隆時進士，官至湖廣總督，乃清代重要的政治家、學者，其於經史、

文字、金石等學問皆有所研究，近乎無所不通，無所不曉，校注古籍甚多，著作等身。

其作《經典文字辨證書》歷來研究者不多，文字學專著探討者亦少，但以畢沅於學術

界之地位，及其學問之淵博，其著作當有值得探討之處。是故，筆者欲自字樣觀念切

入，並與性質相近之書比較，以明此書價值。 

 

 

                                                 
1 《康熙字典‧御製序》：「朕每念經傳至博，音義繁𧷤，據一人之見，守一家之説，未必能會通罔缺也。

爰命儒臣，悉取舊籍，次第排纂，切音、解義……凡五閱歳而其書始成，命曰：字典，於以昭同文之治，

俾承學稽古者，得以備知文字之源流，而官府、吏民亦有所遵守焉。是為序。」詳參張玉書等編纂：《康

熙字典》（臺南：大化書局，2002年3月）。 
2 曾榮汾著：《字樣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77年4月初版），頁11。 
3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圈點說文解字》（臺北：萬卷樓圖書，1997年8月八版），頁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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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者 

畢沅，生平見於《清史稿，卷三百三十二》：「畢沅，字纕蘅，江南鎮洋人。乾

隆十八年舉人，授內閣中書，充軍機處章京。二十五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4且

據《歷代人物年里通譜》所載，可知其「生於清雍正八年（西元1730），卒於嘉慶二年

（西元1797年），享壽六十有八。」5又劉葉秋《中國字典史略》云： 

《經典文字辨證書》，清畢沅撰，五卷……。平生好著述，於經史、文字、金

石以及地理之學，無所不通，校注古籍甚多，有《靈巖山人集》。所撰除《經

典文字辨證書》外，以《續資治通鑑》為最著。6 

由以上三說可知，畢沅字纕蘅、秋帆，又號靈巖山人，是清乾隆時的進士，官拜湖廣

總督。在政治外，讀書、寫書、注書是他的興趣，誠可說他是一名位高權重且飽讀詩

書，學習興趣相當廣泛的儒者。他對於各種學問都加以涉獵，著作也用力頗深，然畢

氏撰此書之動機為何？目的為何？觀其〈自敘〉所云： 

粵若卟古造字之初，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日月、上下、武信、

江河，其事實 ，其原則一。于是《周官》則保氏教之，漢令則尉律課之。然

自八體肇興，乳生蕪穢， 十五篇，故多殊觀。（《漢書•小學》十家三十五

篇）十三冊式增逸體，（揚雄《方言》十三卷） 詭異，識者誚焉（出《文

心雕龍》）。至於啚俗，常譚讖 別釋馬頭人（馬頭人為長）、黃頭人（王恭

時謠：黃頭小人為恭），誣人滋戾十日卜（董卓時謠：千里艸，何靑靑。十日

卜，不得生）、十一口（司馬元顯時謠：當有十一口，當為兵所傷）論十始乖，

全非，則止句屈中（苛為止句，虫為屈中），半得則去衣負告（越紐以去為姓，

得衣乃成人，負告為造），不省則橫目田斗（局縮肉，數橫目，橫目者。四字

魚羊田斗為鮮卑），獨異則神虫巧言（神虫為蠶，巧言為辨），尔旣有田（畛

字亦有田），車偏無軸（桓溫謠：車無軸，倚孤木），成皋有白人羊之印，大

亨有二月了之讙（桓元改年大亨，遐邇讙言曰：二月了），更可哂者，昱日為

翌（今人稱翌日本昱日也。誤羽為曰），脩尾為翛（詩予尾翛，翛本脩字），

堖變 形， 成 體，蔡中郎不識色絲（蔡中郎漢末碩學，而云色絲為絕，不

                                                 
4 ［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9月），頁10976。 
5 楊家駱編：《歷代人物年里通譜》（臺北：世界書局，民國63年7月3版），頁607。 
6 劉葉秋著：《中國字典史略》（臺北：源流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3年3月初版），頁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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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絕字從糸 ，刀刃下巴，非色字），隋文帝罔稽裂肉（隋文帝惡隨字為走，

乃去之，不知隋《說文》訓為裂肉，其義更不祥），或因仍而改，或卓見而離。

蓋舉一以概餘，勿兼該而爭辨矣。7 

畢沅先由創造文字的原則──「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開始談起，說明

文字雖然複雜，但是造字的道理不變，所謂「其事實 ，其原則一」。這樣的標準便

逐漸傳承下來，只是當文字使用一久，自然出現了訛誤。針對這些訛誤的狀況，從秦

八體開始，畢沅洋洋灑灑舉了二十多個字例，包括「馬頭人為長」、「黃頭小人為恭」、

「脩尾為翛」、「昱日為翌」、「堖變 形」、「 成 體」、「隋文帝罔稽裂肉」等。

這些例子各有原因，畢沅想要「蓋舉一以概餘，勿兼該而爭辨矣」，試著用簡單的方

式來釐清這些混亂的狀況。接著談及經典用字的混亂： 

至于經籍之文，異傳異寫，叚借之恉不明，偏 之義遂晦，飛禽安鳥，水族著

魚，蟲屬虫 ，草類 上，行乃用辵，語即從言重之，則 與為璵，惡之則獫

允為狁，更有離 置禹， 下加朋，溷攴于文，溷 于 ，魚燕、馬為、鳥

焉、照黑，誰問灬分（魚燕本作火，象尾形；馬為本作 ，象四足形；鳥焉本

作 ，象是形；照黑從火）， 、覃、粟、栗，要、 、 、覆，難求西合（

上作 ，覃上作鹵，粟上 字，栗上 字，要本從交從臼。 上亞字， 上作

，覆上襾字），冑胄莫析，陜挾不殊（陜字從夾，夾從大從兩人。挾字從大

從 刀），穜種酢醋之互亂（穜植字從童，種稑字從重。今人以穜為種，以種

為穜。醯酢字從乍，酬酢字從昔，今人以酢為醋，以醋為酢）， 蘜雁鴈之相

縣（ 日精，蘜治牆，今通用菊。鴻雁從隹，䳘鴈從鳥），如此之類，雖非馬

豕之譌，或致兖渽之謬（兖字本作沇，移水于上成六。渽本涐字，因形而變），

是貴于攷之詳而審之諦也。8 

文字混用的情形，在經典文籍上更加的嚴重，不同的傳本，就有不同的寫法，假借之

字用得頻繁，反而忽略文字偏旁的意義，只要是飛鳥就加上鳥旁，水中生物就加上魚

旁，像蟲的生物就加上虫旁，諸如這樣的情況甚多。此外，許多文字在隸變後，字形

轉變成相似的字根，如今作「灬」、「西」，古文字形皆為不同。正因為這樣的情形，

                                                 
7 此處以（ ）表示者，為該書原注解小字。為求清晰，利於閱讀，故以（ ）標示。［清］畢沅撰：《經

典文字辨證書•敘》，《百部叢書集成•初編》（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58年，據清乾隆中鎮洋畢氏刋

本影印）。 
8 ［清］畢沅撰：《經典文字辨證書•敘》，《百部叢書集成•初編》。 



64 《北市大語文學報》•第十五期•2016 年 6 月 

必須要審慎考察文字最正確的用法。 

總歸此序所述，畢氏撰此書之動機與目的有二：第一，自秦八體之後，用字的情

形逐漸混亂，就連班固、揚雄這樣的大學者，書中都多有不同於標準用字的其他寫法，

而其他學識更不足的鄙俗之人，不僅不使用標準用字，還對字形妄加解說，實為文字

使用的浩劫；第二，經書典籍所使用的字形，常因為「傳」的不同，或是使用假借字，

本義不夠明確。文字的偏旁原本有歸類分部的功用，但因為多用假借字，只取聲音相

近之字，所以在討論經書典籍的內涵時，因為不明「假借字」，究竟是假何字之義，

使得經籍原本要表達的意義便漸漸隱晦不清楚了。正因為當時用字道德觀低落，用字

混亂，使經典漸脫離字面涵義，甚至與本義變得大相逕庭。畢沅對於這樣紛亂的用字

環境，其身為有志之「士」，是有匡正天下用字的決心，其云： 

余少居鄉里，長 大都，凡遇通儒，皆徵碩學，初識故元 惠徵君棟，得悉其

世業。繼與今嘉定錢詹事大昕、故休寧戴編修震交，過從緒論，輒以眾文多誣，

糾辨為先。既能審厥時譌，必當紹其絕詣，門生嘉定錢明經坫，向稱道吳江處

士聲能作通證書，欲以《經典》異文盡歸許君定字，是猶余之志也。9 

由此看來，他的交遊廣闊，只要遇到了大學者，必定向他請益學習。早年與惠棟相識，

從惠氏那獲得不少的學問。其後，亦與錢大昕、戴震等人有所交往，他們幾經交談論

學，發現「眾文多誣，糾辨為先」，於是一定要先「審厥時譌」，糾正錯誤的地方，

才能成就學業。最重要的是可見畢沅編此書的決心──「欲以經典異文盡歸許君定

字」，這樣的志向是相當不簡單的。 

 

三、編輯體例 

歷來的字書作者，多會在收字範圍、編排部次、說解體例、書式裝訂、版面行款、

檢索方法、美工插圖等處立下標準，這些標準，即字書編輯者的編輯觀念所在。許慎

《說文解字‧敘》： 

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譔其說。將以理群

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萬物咸睹，靡不兼載。

                                                 
9 ［清］畢沅撰：《經典文字辨證書‧敘》，《百部叢書集成‧初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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厥誼不昭，爰明以喻。10 

由此敘可看出《說文》的編排方式、收字範圍、釋字原則等編輯觀念，就現代詞書編

纂觀念看來，已是相當先進，所以若要探討字書編輯觀念，多以《說文》為基礎，但

《經典文字辨證書》並非一般的字書，如劉葉秋所云： 

唐人「字樣」之學，至宋即衰；到了清代，還有繼承這一系統而編撰的「字樣」，

即《經典文字辨證書》。這部書雖和經典有關，却既非詞典，亦非一般的字典，

所以作為附錄，列在《經籍 詁》之後。11 

也就是說，這本書不是一本標準的字典，更不是詞典。就書名《經典文字辨證書》看

來，可能與唐代《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相同，是為立下寫經、抄經、用經的「經

書字典」，但細究其編輯方式，《經典文字辨證書》與《五經文字》、《九經字樣》

二者並不全然相同，最明顯的是在解字的體例上，《五經文字》為「每條字例或辨別

重文，或辨別訛體，或注明字音、字音，字義，或注明字的出典。」12《九經文字》則

是「體例基本上倣《五經文字》而撰，但只有一點顯著不同，《五經文字》同時採反

切和直音注音法，而《九經字樣》所收的字幾乎都以直音法來注音。」13在《經典文字

辨證書》中，鮮少作音、義上的解說，大部分的字例，僅是標明分類，或是舉出「使

用該字之例」的文獻出處。劉葉秋云： 

用這五種體例辨別經書中的文字形體為主，一般的字都不注釋音義，有的於指

出正俗等之外，附以考證。如攴部的「敕」是正體，「勅」是俗字，注云：「勅，

俗。陸德明曰：《字林》作勅。俗又以勞勑之勑為敕，更失之矣。」由此可見

這和顏元孫的《干祿字書》是一類的書，與張參的《五經文字》、唐玄度《新

加九經字樣》之於考辨形體之外，兼及文字音義者不同。14 

此書性質較近似《干祿字書》，主要的功能在於「辨析」，分辨「字形」的差異。全

書有五卷，基本體例是以《說文》五百四十部分收各部字，15第一卷始於一部，終於鼻

                                                 
10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頁771。 
11 劉葉秋著：《中國字典史略》，頁177。 
12 李景遠著：《張參五經文字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民國79年1月），頁25。 
13 李蘇和著：《唐玄度《九經字樣》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民國97年12月），

頁68。 
14 劉葉秋著：《中國字典史略》，頁178。 
15 畢沅基本上以《說文》五百四十部為編排的順序，但他略為刪作「五百廿部」。參［清］畢沅撰：《經典

文字辨證書‧敘》，《百部叢書集成‧初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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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第二卷始於 部，終於 部；第三卷始於日部，終於 部；第四卷始於豕部，

終於女部；第五卷始於 部，終於 部。在各部之中，最特別的編輯體例，就是將字

分為五個類別，畢沅〈自敘〉云： 

作是書有五例：一曰正，皆《說文解字》所有者也；二曰省，筆蹟稍省于《說

文解字》， 之為香、 之為腢是也；三曰通，變易其方而不盭于《說文解字》，

之為秋、 之為鶄是也。又埶不能符于 篆，不得不從隸楷所行， 之為齊、

之為壼是也；四曰別，經典之字，為《說文解字》所無者也。然 譝別而有據，

蕸 別而難依，是亦有兩例焉；五曰俗，流俗所用，不本前聞，或乖聲義。鄉

壁虛造，不可知者是也。16 

由序可知這五類為： 

 
第一、「正」： 

一定是《說文解字》中本有的字，才會歸於此類。如：「天、 、禮、气、壯、 、

」等字。 

第二、「省」： 

與《說文解字》原有的字相似，只是省略了一些筆畫者，就歸為此類，如「香、

腢、齟、齓、 」等字。 

第三、「通」： 

這類有兩種，一種是僅交換了字根的位置，整體文字的構形上變動不大，如「秋、

鶄」等；另一種是無法符合籀文或篆書字形的字，只好按照隸書、楷體而定，如「齊、

壼、遌、徒、幻」等字。 

第四、「別」：。 

這一類用字是不見於《說文解字》之中，但在經典中常常看見，如：「 譝」、

「蕸 」。此類字又可再細分為「別而有據」與「別而難依」兩大類，也就是說有畢

沅認為符合文字源流的字，與不符合的字。其說解「 」、「蕸」為： 

正。 別，《禮記》注：「古文緇字，或從糸旁才」。（卷五•糸部） 

正。 俗，《爾雅》：「荷夫渠其葉蕸」。攷《說文》夫渠葉即荷字，舊本

《爾雅》無其葉蕸三字，則蕸即荷字可知。（卷一•艸部） 

                                                 
16 ［清］畢沅撰：《經典文字辨證書‧敘》，《百部叢書集成‧初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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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如其〈自敘〉所云，雖不見於《說文》，但可見於《禮記》注中。「蕸」字

較特別，敘中將其列為此類，但在書中又被釋為「俗」，為畢沅此書少見的體例混淆

之處。 

第五、「俗」：。 

這一類字直接被畢沅批為「流俗所用，不本前聞，或乖聲義。鄉壁虛造，不可知

者」，也就是不符合前面四類，可能是有人自己虛造，不知源流的字，如「 、 、

殈」等。 

畢氏就依照其於〈自敘〉所訂立之標準，依次編排字例。全書字例中，幾乎沒有同時

出現五種類別，但有同時出現四種的字例，如： 

正。 通。 別。 俗，《方言》：「薵覆也」。（卷三•巾部） 

正字「 」、通字「 」、別字「 」及俗字「 」。除了解字體例分作五類外，關

於《經典文字辨證書》收字的來源，畢沅云： 

余究思典籍，求蹟籀斯，每慨艸木篇多變舊文（司馬相如作），訓詁書積生詭

字（《爾雅》十九篇多俗字），若不折衷，南閣曷繇，探本彼倉，故從五百廿

部，窮九千餘言，徧討別指，以示專歸。……爰因暇景，既竭愚才，日省月記，

殺靑斯竟。舉綱舉目，願無背于往制。17 

這說明字例的來處，是畢沅以自己讀書所見，「日省月記」，將那些他覺得是變異舊

文或滋生出的詭字，一一挑出記下，竭盡他個人之力，皓首窮經也要找尋到該字最正

確的字形，希望能不違背往制，繼而為後人端正視聽。這樣的編輯用心，相當值得肯

定。 

 

四、字樣觀念 

《字彙》引《廣韻》云：「樣，式樣。」18、《集韻‧去聲‧四十一漾》云：「樣，

法也。」19據此可得「樣」字原有「法式」之義，可視作「標準」而論。胡樸安云：「字

樣者，筆畫之準繩也。」20故「字樣」即文字筆畫書寫的標準。曾榮汾云： 

                                                 
17 ［清］畢沅撰：《經典文字辨證書‧敘》，《百部叢書集成‧初編》。 
18 ［明］梅膺祚著：《字彙‧卷六‧木部》（明萬曆乙卯刊本），頁54。 
19 ［宋］丁度等著：《集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5月1版），頁597。 
20 胡樸安著：《中國文字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9月），頁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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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樣的講究等於是在書寫中用正確的字去寫正確詞，去表述正確的義。這個對

應正確詞的字就是字樣的所在。21 

曾氏簡潔地說明了「字樣」涵義。每本字書，都會有其編纂者的字樣觀念，或者更直

接地說，字書就是編纂者字樣觀念的呈現，是其思想之精華，可見其編寫之用心。經

過筆者觀察，《經典文字辨證書》具涵豐富的字樣觀念，可析分以下四點： 

（一）堅守《說文》正篆的正字觀念 

正字，就是最正確的字形。要能追求字樣，必當要先確立正字的標準，方才能寫

出正字、使用正字。曾榮汾明確指出「正字」之於「字樣」重要性，其云： 

字樣學固以整理異體為前提，却以「正字」之選擇為宗旨。蓋正字者，即文字

正確之形體也，亦即「字樣」之所在也。22 

誠如曾氏所說，畢沅此書對於正字的概念相當明確，其云：「欲以經典異文盡歸許君

定字，是猶余之志也。」23，又云：「作是書有五例，一曰正，皆《說文解字》所有者

也……。」24由該書體例更可明其正字觀念。首先，畢沅敘中文字，多採說文篆文直接

隸定之楷體，如「旁」，畢氏作「 」；如「考」，畢氏作「攷」。其次，畢氏書中

字例，只要言「正」，必出自《說文解字》，且該字隸定字形，定以小篆字形直接隸

定，如： 

正。 通。（卷三• 部） 

正。 通。（卷三• 部） 

正。 通，許 曰：「屈中為虫」。凡偏旁從虫字放此。（卷五•虫部） 

「 」、「 」、「 」即為由篆書直接隸定之字形，其後之「通」字，包括「 」、

「 」、「 」，才是隸變後較常見的楷書字形。其他如：「鬥」，小篆作「 」，

畢氏作「 」；如「北」，小篆作「 」，畢氏作「 」；如「泉」，小篆作「 」，

畢氏作「 」；如「魚」，小篆作「 」，畢氏作「 」等例，在書中更是不勝枚舉。

如此堅持楷體須依《說文》的正字觀念是否恰當？曾榮汾嘗舉四點說明正字取捨的標

                                                 
21 曾榮汾著：〈字樣學的語言觀〉，《第二十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高雄：國立中山大學中

文系，2009年5月），頁386。 
22 曾榮汾著：《字樣學研究》，頁142。 
23 ［清］畢沅撰：《經典文字辨證書‧敘》，《百部叢書集成‧初編》。 
24 ［清］畢沅撰：《經典文字辨證書‧敘》，《百部叢書集成‧初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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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其云： 

1、正字的標準是具斷代性質的。 

2、正字是當代功能最強、最實用的字。 

3、正字是最雅正，可以用於正式場合的文章中。 

4、正字可能出自《說文》也可能是後起新字，或習用已久的字。25 

意即所謂正字應是當時最符合實用，而且可以使用於正式場合的文字，但「不一定」

符合《說文》正篆。曾氏這樣的觀念，對於釐清「正字」概念，當是再清楚也不過的。

如此看來，最佳的字樣觀念，應是採「時宜」態度，與時俱進，隨著時間而稍作改變，

所以《經典文字辨證書》這樣保守的正字觀念，可能過於拘泥，但參考《說文》仍是

非常重要。陳新雄說： 

有此一書，上可沿波討源，溯古文之端緒；下可振葉尋根，得隸楷流變之淵藪。

故曰探究中國文字，無論古今，皆當以《說文》為發軔，為津梁，捨此則莫由

也。26 

是故，字書編纂者，當依《說文》為宗、參涉旁書，上溯文字初造之源，並依當代用

字習慣及隸變、楷化等過程，去作適當的變化，才是最佳。簡言之，《經典文字辨證

書》的正字觀出發點正確，態度值得嘉獎，但在訂立字樣上，就過於嚴格。 

信守《說文解字》，是此書的正字觀念，而在這觀念下，正字並不侷限於單一字

形，即有「並正」的情形出現，如： 

正，亦作褌同。 俗。（卷三•巾部） 

正，亦作婿同。 並俗， 出《方言》。（卷一•士部） 

正，亦作 同。 省。（卷四•雨部） 

「 」、「 」、「 」皆自《說文》正篆隸定而來，而被畢沅視為「亦作某同」的

「褌」、「婿」為《說文》或體，「 」、「 」為《說文》古文，「 」則是《說文》

籀文，由此觀之，不論「正」或「並正」，仍須見於《說文》才是。 

 

 

                                                 
25 曾榮汾著：《字彙俗字研究》（國科會研究計畫成果報告，1997年12月），頁72。 
26 陳新雄、曾榮汾著：《文字學》（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10年9月初版），頁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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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分正、省、通、別、俗的字級觀念 

本書與顏元孫《干祿字書》字級概念相似。《干祿字書》分正、通、俗三級，依

使用場合、通行程度或有無依據等因素來區分，而《經典文字辨證書》後出愈密，細

分為五，但與《干祿字書》不盡相同。 

畢沅的字級概念，完全係以《說文》為要，第一級「正」，是指《說文》所收字；

第二級，「省」，是指近似《說文》所收字，細微差異僅在節省部分點畫；第三級「通」，

是指與《說文》所收字的字根相同，只是構字位置不同，或不得不依隸楷字形的字；

第四級「別」，是指雖然《說文》未收，但經典中已是常見，無法否定該字形的用法；

第五級，既不見於《說文》，更未見於經典之中，畢沅以為「流俗所用」，不明源流，

所以不可用於經典。以上五級，都以《說文》為準，與《說文》正篆關係愈密切者，

等級愈高。 

（三）分別近似字形的辨似觀念 

本書體例近似《干祿字書》，最大的用意即在「辨似」，而辨似是字樣學中一個

重要的課題。曾榮汾云： 

字樣者，既為尋文字書寫之準繩，實即欲樹立文字使用之正確標準也。故除異

體、正體之講究外，形似、音似字之區分，亦為不可忽視之主題。甚或可言，

弗有易混字之辨似，難使字樣整理獲致確實之效果，因必先能選擇正確使用之

字，而後方能論及正確形體之所在矣！」27 

形似或音似字之分辨，是尋求文字書寫標準不可或缺的主題，必須要能析毫分釐，才

不會讓用字溷亂。畢沅尚著有《音同義異辨》一書，該書以「音似字」的分判為主28，

所以於《經典文字辨證書》中，對文字的音讀未有進一步的考證，而著重在「形似字」

的區分，分辨相似的字根，何者為真，何者為非。如： 

 

                                                 
27 曾榮汾著：《字樣學研究》，頁152。 
28 張其昀說：「與《經典文字辨證》相關，畢沅又撰成《經典文字音同義異辨》一卷。畢氏自序說：「既作

《辨證書》，每念經典之文多通假借之道，非必古人字少，以一字而兼數義之用，皆緣隸寫轉訛，避繁

文而趨便易所成。《說文解字》所有其音同其義異者，據形著訓，雜而不越，分觀并舉，式鏡考資，因

另為一編，附于《辨正》之后。」詳參張其昀著：《“說文”學源流考述》（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
年1月1版），頁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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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通。 俗，唐元度《九經字樣》以為從 ， 從 從豆，出《說

文》。今《說文》無之，元度引據多不實，不足徵信。（卷一•示部） 

正，亦作韍同。 並俗，凡隸書作巿者有四：一 字，一 字，一 字，

一即此。 沛字從之， 肺字從之。（卷三•巿部） 

上述二例，其一，正字為「 」，《說文》云：「禮，覆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

从豊，豊亦聲。」29由《說文》來看，「 」乃从示从豊，而非如俗字「 」是从

从豆，「豊」之上半「曲」與「 」確實相近，若不仔細區分，將以為二字相同。其

二，正字為「 」或亦作「韍」同，於此後，畢沅細分在隸變後皆作為「市」的「 」、

「 」、「 」、「 」，四字楷體相同，但上溯小篆，字義迥異，一是沛字偏旁作

「 」，另是肺字偏旁作「 」。又如： 

正。 省。 俗。（卷一•止部） 

正。 俗。（卷一•步部） 

正， 俗。（卷一•步部） 

第一例，「 」為正字，省字「 」乃是字根禾省為木，俗字「 」則在省字上再

加上卝；第二例，「 」為正字，俗字「 」僅多一點；第三例，「 」為正字，

俗字「 」則是將 改為示。此三例乃分辨細微點畫的減省或增加，或或是字根相近

之淆。如此精析的用意，就是因為若不明正確的字形，就無法表達正確的語義了。 

（四）斠正相似書籍的勘誤觀念 

自《干祿字書》以降，唐、宋、元、明、清皆有著名字樣書之誕生，《經典文字

辨證書》為清代書籍，必當參校前書，見賢思齊。畢沅〈自敘〉云： 

其義取之魏江式、齊顏之推，其文則較之唐陸德明、顏元孫、張參、唐元度，

周郭忠恕，宋張有諸家為正矣，然元孫自謂能參校是非，較量同異，立俗通正

三例，定字而舛失偏多，如以 、 闃、 禊為上俗下正，而不知下正亦為

俗字……。翫其所習，蔽所希聞，本無數典之長，斯眩觀文之目，無怪其率由

多愆也矣。張有則以宋徐鉉刊定《說文解字》為真本。凡徐所參入及新附字概

指為許書，如摴、朘、貓、 、 、醒、砧、 、 、禰、繖、臉、 、槊、 、

虴、芍、坳、 、琲、 為許之所無，並云正體，且謂鞞為鼙，別繰為繅，別

                                                 
29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校訂：《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12月1版），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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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嬛，別莩為 ，別 為 ，別 為券，別而不知六文皆有兩家，專以匡俗

成編，猶有此病，他可勿問焉。30 

本書在訂立字義時，參考江式、顏之推的說法；確立字形時，則與歷代著名的字

樣書籍比較。他將自己的著作與唐、宋間頗富盛名的文字學者相較，如陸德明、顏元

孫、張參、唐元度，郭忠恕、張有等人，並且直接提出兩本在字樣學史中頗具代表性

的書籍：一是《干祿字書》，嚴厲指責顏元孫對於正、通、俗的區分理解有誤，直斥

「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二是批判張有將徐鉉新附於《說文》之字視為許慎本有，

並且指出六處張有以為是不同字的例子。就畢沅看來，連標明「匡俗」的《復古編》

都有識字不清的問題，更何況是其他書籍，根本不足一談，所以對於相似書籍的錯誤，

畢沅是看得相當仔細，在斠正上，亦是相當用心的。 

 

五、比較 

畢沅在本書序中提及顏元孫、張參、唐元度，郭忠恕，張有等著名的文字學家，

而這些於字樣學史各有一席之地的學者，亦各有代表的字樣書籍，為求明白畢沅此書

的字樣特色與他者的差異，以下即將《干祿字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

《佩觿》、《復古編》的字樣觀念與《經典文字辨證書》相比較。 

首先，顏元孫於《干祿字書‧序》云： 

……字書源流起於上古。自改篆行隸，漸失本真。若總據《說文》，便下筆多

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且言俗、通、正三體。偏旁同者，不複廣

出，字有相亂，因而附焉。31 

就序中所述，可知該書對於字樣的觀念有三：首先是不僅以《說文》為唯一正字標準，

因為「總據《說文》，便下筆多礙」，所以訂立了較彈性的字樣；其次是「言俗、通、

正三體」，因為在該書中，編排不同傳統字書，而是將文字分成正、通、俗三層字級，

藉此細分用字的差異與用處；其三，「偏旁同者，不複廣出」，即是種以字根概括字

例的方法，所以《干祿字書》雖僅數葉，但書中卻探討了近千個字組。除了由〈序〉

中所看出的觀念外，曾榮汾《字樣學研究》一書，析分顏元孫《干祿字書》所蘊涵的

                                                 
30 ［清］畢沅撰：《經典文字辨證書‧敘》，《百部叢書集成‧初編》 
31 ［唐］顏元孫撰：《干祿字書》，《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冊11（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6月1版，

據小學彙函本影印），頁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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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樣學學理則為四點： 

一、注重文字實用之原則 

二、區分字級之原則 

三、易混字之析辨原則 

四、以字根統類之原則32 

藉曾氏之研究，更可明瞭《干祿字書》的字樣觀念。以此四點與《經典文字辨證書》

的字樣觀比較，雖然畢沅批評《干祿字書》甚是直接，但二者除了「注重文字實用之

原則」的觀念迥異外，其他包括區分字級、易混字之析辨、以字根統類等，皆是相當

接近的，由此可知，顏氏與畢沅在撰寫時，有著相似的用心，只是畢沅的正字觀為「說

文派」，信守《說文》的地位，而顏元孫為「時宜派」，採用較彈性的作法。 

其次，張參的《五經文字》是其奉詔校勘常見於《易》、《書》、《詩》、《禮》、

《春秋》等書的文字，立為當時書寫經書的楷書準繩，其〈序〉云： 

今  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

歲登下之，亦古之小學也。自頃考功禮部課試貢舉，務於取人之急，許以所習

為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字失六書，猶為臺事，五經本語言蕩而無守矣。33 

由此觀之，可知此書的撰寫目的乃是「刊正經典用字」，確立經書在學術史上的地位，

尤其是經書在科舉的重要性，不然一旦「人苟趨便，不求當否」，大家都胡亂寫字，

便會使經書失去崇高的地位。此〈序〉不僅是表明張參撰書的用意，更是說明了該書

的字樣觀念，〈序〉云：「《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書之要。」34可知《五經文字》

是遵守《說文》，對於《說文》的解說是相當信服，因此其正字標準乃以《說文》為

主。又云：「今則采《說文》、《字林》諸部，以類相從，務於易了，不必舊次，自

非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略不集錄，以明為經不為字也。」35編排上，《五經文

字》以部統字，而其部類，多依《說文》、《字林》，但並非直截依《說文》之五百

四十部，而是有所減省與改變，所以分作一百六十部，就部首的概念來看，是應著時

代改變。更重要的是此書「為經不為字」，所以「經」才是關鍵，其他的通俗用法，

                                                 
32 曾榮汾著：《字樣學研究》，頁117-119。 
33 ［唐］張參撰：《五經文字》，《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冊1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6月1版，

據小學彙函本影印），頁3-4。 
34 ［唐］張參撰：《五經文字》，《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冊12，頁5。 
35 ［唐］張參撰：《五經文字》，《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冊12，頁6。 



74 《北市大語文學報》•第十五期•2016 年 6 月 

並非其觀注的焦點。在李景遠《張參五經文字之研究》中，李氏仔細分析《五經文字》

所呈現的字樣學理，其云有四： 

一、改革部首以合時代需求 

二、樹立正字的標準 

三、注重學術而否定通俗字 

四、辨別形似或形似音近而易混之例36 

同前述，李景遠與筆者對於《五經文字》的字樣觀念相仿。將李氏所析之觀念相較於

《經典文字辨證書》，畢沅直採《說文》分部，未有太多的改革。除部首外，《五經

文字》所擁有的三項觀念，畢沅書中都有涵攝到。 

其三，唐玄度《九經字樣‧序》云： 

多依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為準。其舊字樣，歲月將久，點畫參差，傳寫相承，

漸致乖誤。今並依字書，參詳改正訖。諸經之中，別有疑闕，舊字樣未載者，

古今體異，隸變不同。如總據《說文》，即古體驚俗；若依近代文字，或傳寫

乖訛。今與校勘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錄為《新加九經字樣》壹卷。 

就此〈序〉文可以看出在《五經文字》撰成後，因為流傳的時間已久，傳寫上逐漸產

生錯誤，所以唐氏撰書是為糾正張參《五經文字》，並且在張氏之書上，增補一些其

所未見的字例。既是增補之書，《九經字樣》的「字樣」應大抵與《五經文字》近似，

不過，唐氏云：「如總據《說文》，即古體驚俗；若依近代文字，或傳寫乖訛。今與

校勘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對於正字的標準，唐氏是取持平的態度，並非全宗

法《說文》。李蘇和《唐玄度《九經字樣》研究》闡論關於《九經字樣》的正字觀有

三： 

一、經典文字之標準要嚴格而保守 

二、要規範化，不要絕對化 

三、正字要符合字源、字形演變37 

所以《九經字樣》雖然是可以視作《五經文字》的續編，但它不僅是續，更有變化，

尤其在訂立正字時，富有更多的彈性，不僅是依法《說文》，這是該書的字樣特色，

                                                 
36 李景遠著：《張參五經文字之研究》，頁253-262。 
37 李蘇和著：《唐玄度《九經字樣》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民國97年12月），

頁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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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與《經典文字辨證書》相比，也就是差異在此，畢沅較信守《說文》，而唐玄度則

否。 

其四，郭忠恕之《佩觿》是一本於漢語辨似學中舉足輕重的書籍，雖非卷帙浩繁，

但當中蘊涵不少辨似的概念。是書分三卷，上卷是郭氏對於文字的看法，包括造字、

音訛字異、傳寫之差等問題，分析得相當透澈，中、下卷則分辨許多相似的字例。陳

姞淨《《佩觿》字樣理論研究》中，分析《佩觿》所呈現的字樣學理有四項： 

一、注重文字實用原則 

二、重視文字形體流變，以為訂定正字之依歸 

三、訂定標準之形音義，以明其字用 

四、辨別字體正異，以求文字使用之正確38 

《佩觿》為重要的辨似書籍，所以將此書與《經典文字辨證書》相較，發現僅有第四

項「辨別字體正異，以求文字使用之正確」，二者接近，其他的觀念並未相合，因為

《佩觿》屬「時宜派」之字樣觀，所以注重用字的場合，如何「用」，才是郭氏所看

重。 

其五，《復古編》是北宋張有「據古《說文》以為正」39的字樣書，由於張有並未

撰有自序，必須由書中所收錄之字例探究，拙著《張有《復古編》綜合研究》中，曾

析論《復古編》所涵有的字樣觀念，可分為三點： 

一、視《說文》為文字學之圭臬 

二、嚴格區分字體之原則 

三、明確辨析形似字之觀念40 

這三個觀念都見於《經典文字辨證書》，也就是說，畢沅與張有的字樣觀念頗為類似，

和《復古編》性質雷同。 

綜觀以上五本字樣書的字樣觀念，《干祿字書》、《九經字樣》、《佩觿》三者

在正字的取用標準雷同，因為三位作者對於當代的實際用字情況，或是用字的場合較

                                                 
38 陳姞淨著：《佩觿字樣理論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3年12月），頁

169-170。 
39 ［宋］張有撰：《復古編》，《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冊1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6月1版據影宋

鈔本影印），頁255。 
40 邱永祺著：《張有《復古編》綜合研究》（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民國100年7

月），頁12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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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重，不同的時機點，要用不同的字，不能以一統萬；而《五經文字》、《復古編》，

前者是為了經典的正統地位，後者則是為了糾正時俗，兩者方以文字學上非常重要的

《說文解字》為標準。畢沅此書的正字觀與《復古編》一致，皆以《說文解字》為宗，

而在辨別正確用字的用心上，亦皆相近，據此，可以判斷《經典文字辨證書》確實為

一本以辨析字形為主的「字樣書」，並且在前賢的基礎上，做出許多修正，所謂「後

出轉精」，作為清代的重要辨似書，算是相當稱職。 

 

六、結論 

一本字書，乃編纂者絞盡腦汁，曠日廢時，甚至投下畢生心力的嘔心瀝血之作，

所以優點不少，然思慮再縝密，終有其缺失。畢沅編纂《經典文字辨證書》亦同，有

其欠周詳之處。該書〈自敘〉中，他批評《干祿字書》、《復古編》的錯誤，但他的

批評，還是有百密一疏之處，李慈銘曾云： 

畢氏《經典文字辨證書》五卷，最為簡要明通，有功來學。其序備言古今文字

正變，足以上繼《說文》之序，尤不可不讀。然亦有小誤。如云冑 莫析，陜

陝不殊，（今刻本及下注字皆作挾，蓋刻者之誤。）句下自注云，陜字从牙，

夾从大，从兩人；陝字从 ， 从大从 刀。按陜即俗狹隘字，其字从夾，夾

在大部，从大从二人左右相向，故作 形，以兩人一大人為夾 義也。陝即今

陝西字，其字从 ， 在 部，从 象褱物形，即後出之閃字也。 即俗腋字，

間褱物，故作 形。 者非人非入，所謂指事也。自隸體便俗，故變夾作 ，

以取易別。畢氏似尚未瞭其義。又譏張有《復古編》以莩為 別，而不知二文

竝有，然莩實俗字，因 變為 ，遂為莩，俗又造殍字。畢氏謂古有莩字，不

知何據？其書亦間有誤者。如：「夭部云： 正，幸通。凡偏旁从幸放此，又

見幸部，幸部云： 正幸通，凡偏旁从幸放此，又見夭部。」案夭部之 ，覬

幸之幸也，幸乃隸變。 部首 字，訓曰驚人，讀若 ，其字从大从 。今段

注據《五經文字》改作 ， 即隸干字，其說甚确。今从 偏旁之字，如

等，隸皆作幸，遂與徼幸字亂，故俗又造倖字，而其聲義自別。畢氏似誤仞為

一字矣，此千慮之失，不為小也。41 

 

                                                 
41 ［清］李慈銘撰：《越縵堂筆記》（中）（臺北：世界書局，民國64年7月再版），頁545-546。 



畢沅《經典文字辨證書》字樣觀析探 77 

 

李氏將畢沅〈自敘〉中的錯誤及其對張有《復古編》的指摘一一辯駁，反批他這樣錯

誤的指摘，可說是「千慮之失，不為小也」。雖然話說得很重，但李氏還是稱讚《經

典文字辨證書》是「最為簡要明通，有功來學」，甚至稱其敘為「備言古今文字正變，

足以上繼《說文》之序，尤不可不讀」。將其〈自敘〉地位媲美《說文‧敘》，更是

對畢沅此書最大的認同。 

綜合前五節的探討，已明《經典文字辨證書》的作者背景、成書用意、編輯體例

及字樣觀念，亦與其他著名的字樣書相較，可以知道此書是一本立意良好的字樣書。

歸納前論所述，可知此書擁有四點字樣學觀念： 

(一)堅守《說文》正篆的正字觀念 

(二)區分正、省、通、別、俗的字級觀念 

(三)分別近似字形的辨似觀念 

(四)斠正相似書籍的勘誤觀念 

如此看來，雖然收字不似《康熙字典》如此的宏偉，但就字樣觀念的蘊涵而論，《經

典文字辨證書》當是重要而不可磨滅的字樣書，往後諸家探討文字學或傳統小學歷史

之際，對於此書之探究，皆應有所涵括。 

未來若能對此書作修訂，理應先將此書的「正字觀」稍作修正，再將五類的字級

概念重新區分，並且還原書證，詳實考察，或作補正，或再續寫，方能擴大此書最大

的效用，亦能為字樣學研究添助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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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經典文字辨證書》書影 

 

 
《百部叢書集成‧初編》（據清乾隆中鎮洋畢氏刋本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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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人文藝術學院中國語文學系 2016年6月 

 

《詩經‧魏風》語言音韻風格探析 
 

戴 光 宇 
 

【 摘 要 】 

《詩經‧魏風》在十五國風中是比較特別的，其七篇皆為對現實政治腐敗、民生

疾苦表達強烈之抗議。對於詩意的內涵前人多已論及，今試從分析各篇詩的用字語音

上考察其語言風格特性，並綜合整理此七篇所展現的共同點，以明《詩經‧魏風》在

語言的音韻上所呈現的風格。研究結果得出如下結論：（1）押韻使用韻部而言，七篇

中有半數以上詩篇使用了入聲韻職部；（2）韻腳皆非一韻到底，半數以上以陽聲鼻音

搭配入聲塞音；（3）詩的用字以陰聲韻尾字為主；（4）詩的用字以聲母發音部位為

舌尖者為主；（5）詩的用字以帶細音者為主；（6）詩的用字大部分考慮了聲調平仄

的均衡。 

 

關鍵詞：詩經、魏風、語言風格、韻腳、陰聲韻尾 

 

                                                 
 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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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Phonological Style of Wei 
Feng in the Book of Poetry 

 

Tai, Kuang-Yu 
 

Abstract 
Wei Feng is a special collected poems of 15 States Songs in the Book of Poetry. There’s 

7 poems in Wei Feng which reflect the 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hardship life. Many scholars 

have been discussed the connotation of Wei Feng’s poems. The research will analyze the 

phonological style of them, and get six conclusions: (1) more than half of poems’ rhyme 

with stop ending are central vowels and plosive velars which belong to zhi（職）rhyme groups 

in old Chinese; (2) there aren’t the same rhymes, most of mixing nasal consonants and 

plosive checked tones; (3) the main rhymes of the poems are open syllables; (4) the words of 

the poems are the apical consonants mainly; (5) the words of the poems are almost 

front-open vowels; (6) the words of the poems considered the balance on level and oblique 

tones. 

 

Keywords: the Book of Poetry, Wei Feng, phonological style, rhyme, open syllables 

                                                 
 Ph. 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aipe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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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唐‧陸德明對《詩經‧魏風》所指稱的魏國曾作如下簡介： 

〈魏世家〉及《左氏傳》云：「姬姓國也。」《詩譜》云：「周以封同姓，其

地虞舜、夏禹所都之域，地在古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

水。」1 

是魏為周初姬姓之國，其地約當今山西中部汾水流域芮城縣境。其於「魯閔公二年（周

惠王十七年）（660 B.C.），晉獻公滅魏，以為畢萬采邑，此魏遂亡。其後畢萬裔孫與

韓趙分晉，則是七國之魏，非此魏矣」2，是魏詩之作當在東周初年。關於魏詩風格，

石夫曾說： 

在十五國風之中，魏風是比較特殊的，它一共只有短短的七首詩，就內容看，

大致可以說是一意貫串的，正所謂「亂世之音怨以怒」，都是些貧苦小民的不

平之鳴，籲天之聲，也唯其如此，差不多每一首詩都表現出很強烈的個性。3 

至於魏風何以會有這樣的風格，可以從其地理位置與物產資源來看，谷毓闡釋為： 

古魏國受封時就是小國，西接秦壤，北鄰晉國。春秋初年，秦國領土向東擴張，

佔領了西周王畿故地。可以想見，魏時常受到秦、晉的侵奪，食不飽、穿不暖，

內受本國剝削，外受敵國侵略，腹背受敵、四面楚歌的境地讓勞動人民只能以

詩泄憤。……另外，魏國位於黃河中游，黃土高原東部，地貌類型複雜多樣，

山多川少，土地質量較差，水熱資源不協調，非常不利於耕種，因而可說是地

瘠民貧、物產匱乏。4 

就是在這樣一個天然環境不佳，橫強環伺，內政不修的背景下，產生了這樣色彩鮮明、

強烈抗議政治腐敗、民生疾苦的不朽詩篇。 

 

                                                 
1 見漢‧毛公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詩經》，收入於《十三經注疏》（臺北市：藝文印書館，

2013年3月，清嘉慶江西南昌府學原刻本），頁206，下所引〈詩序〉等皆同出此。 
2 屈萬里：《詩經詮釋》，收入於《屈萬里先生全集》第5冊（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年10月），

頁181。 
3 石夫：〈詩魏風〉，收入於林慶彰編：《詩經研究論集》（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83年11月，初版），

頁329-340。 
4 谷毓：〈解讀《詩經‧魏風》特色〉，《太原大學學報》，第8卷，第4期（總第32期），2007年12月，頁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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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試從語音角度分析《詩經‧魏風》的語言風格，還原其可能之原始語音，以窺

其詩用字語音之特色，冀能裨益於從另一角度來欣賞此二千多年來中華之瑰寶。 

 

二、《詩經‧魏風》各篇語音特性分述 

今據陳新雄《古音研究》一書所分之古聲古韻部，5試擬《詩經‧魏風》各篇之古

音，以分析其特點於下文，並於文末附錄每字語音特性。 

（一）葛屨：〈詩序〉曰：「〈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

褊急，而無德以將之。」；對此裴普賢、糜文開認為：「這是一個婢妾身分的

女子，自己生活困苦，勞動的成果，却被別人享受，因而作詩以刺，稍洩內心

的怨情。」6。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1.韻腳： 

（1）第一章：陽部—霜［srjaŋ］、裳［sd'jaŋ］；職部—襋［kjǝk］、服［b'juǝk］。 

（2）第二章：錫部—辟［pjɐk］、揥［t'rjɐk］、刺［ts'jɐk］。 

特色： 韻腳皆為細音，第一章前組為陽聲韻，後組為入聲韻；第二章為入聲韻，與第

一章後組韻尾皆為舌根音。 

 

2.韻尾： 

（1）第一章：24字中有14字為陰聲韻尾。 

  糾 糾 葛 屨  可 以 履 霜  摻 摻 女 手  

  -u -u  -u  -i -ǝ -i     -a -u  

  可 以 縫 裳  要 之 襋 之  好 人 服 之  

  -i -ǝ    -u -ǝ  -ǝ  -u   -ǝ  

 

                                                 
5 陳新雄：《古音研究》（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年4月），古韻分部、《詩經》韻字表、諧聲偏

旁表見頁344-368；介音擬測見頁376：開口二等［r］、開口三等［j］、開口四等［i］，合口一等［u］、

合口二等［ru］、合口三等［ju］、合口四等［iu］；三十二部主要元音擬測見頁435；聲母擬測則見頁634-677。 
6 糜文開、裴普賢：《詩經欣賞與研究》（三）（臺北市：三民書局，1989年8月），冊3，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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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章：20字中有11字為陰聲韻尾。 

  好 人 提 提  宛 然 左 辟  佩 其 象 揥  

  -u  -ɐ -ɐ    -i   -ǝ -ǝ    

  維 是 褊 心  是 以 為 刺       

  -i -ɐ    -ɐ -ǝ -i        

是全詩44字中半數以上，即25字為陰聲韻尾字。 

 

3.聲母： 

（1）第一章24個字中有13個為舌尖音，就發音方法看亦有13個塞音，舌尖音如下： 

  糾 糾 葛 屨  可 以 履 霜  摻 摻 女 手  

        r l s  s s n st'  

  可 以 縫 裳  要 之 襋 之  好 人 服 之  

   r  sd'   t  t   n  t  

 

（2）第二章20個字中有13個為舌尖音。 

  好 人 提 提  宛 然 左 辟  佩 其 象 揥  

   n d' d'   n ts     r t'  

  維 是 褊 心  是 以 為 刺       

  r sd'  s  sd' r  ts'       

 

4.介音：全詩44個字中有29個為細音字。 

糾、糾、屨、履、霜、女、手、縫、裳、要、之、襋、之、人、服、之、人、

宛、然、辟、其、象、揥、是、褊、心、是、為、刺。（介音為［-j-］） 

提、提。（介音為［-i-］） 

其洪細變化為： 

（1）第一章：細細洪細，洪洪細細，洪洪細細，洪洪細細，細細細細，洪細細細。 

（2）第二章：洪細細細，細細洪細，洪細細細，洪細細細，細洪細細。 

第一章第2、3、4句皆作「洪洪細細」，第5句全為細音字，末句為「洪細細細」帶入

第二章第1句亦作「洪細細細」，連貫不絕之韻律，尤其第二章每句皆是「三細一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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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纖細輕柔的音後接一響度較大的音。 

 

5.聲調： 

（1）第一章：平仄的規律是每一句第一個字之平仄，同前一句末字的平仄，有如修辭

法所謂的「頂真」，使聲調的抑揚頓挫連綿持續，中間二句更是交錯：平平仄仄、

仄仄平平。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仄仄仄仄  仄仄仄平  平平仄仄  仄仄平平  平平仄平  仄平仄平 

（2）第二章：第2、3句有著同樣的平仄：仄平仄仄，即升降－舒平－升降－升降的

音調變化。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仄平平平  仄平仄仄  仄平仄仄  平仄仄平  仄仄平仄 

 

（二）汾沮洳：〈詩序〉曰：「〈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季旭昇認為此詩「是魏人藉著歌頌 氏之子以刺其君子（或君）儉不中禮」7。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1.韻腳： 

（1）第一章：鐸部—莫［mak］、度［d'ak］、度［d'ak］、路［luak］。 

（2）第二章：陽部—方［pjaŋ］、桑［saŋ］、英［ʔjaŋ］、英［ʔjaŋ］、行［ɤaŋ］。 

（3）第三章：屋部—曲［k'juauk］、藚［rjuauk］、玉［ŋjuauk］、玉［ŋjuauk］、族

［dz'auk］。 

特色：第一、三章押入聲韻，韻尾皆為舌根塞音；第二章押陽聲韻，韻尾為舌根鼻音。 

 

                                                 
7 季旭昇：〈《詩經》「彼其之子」古義新證〉，收入於《詩經古義新證》增訂版（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

1995年3月，增訂版），頁187-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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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韻尾： 

（1）第一章：23字中有15字為陰聲韻尾。 

  彼 汾 沮 洳  言 采 其 莫  彼 其 之 子  

  -i  -a -a   -ǝ -ǝ   -i -ǝ -ǝ -ǝ  

  美 無 度  美 無 度  殊 異 乎 公 路   

  -i -a   -i -a   -u  -a     

 

（2）第二章：23字中有13字為陰聲韻尾。 

  彼 汾 一 方  言 采 其 桑  彼 其 之 子  

  -i      -ǝ -ǝ   -i -ǝ -ǝ -ǝ  

  美 如 英  美 如 英  殊 異 乎 公 行   

  -i -a   -i -a   -u  -a     

 

（3）第三章：23字中有13字為陰聲韻尾。 

  彼 汾 一 曲  言 采 其 藚  彼 其 之 子  

  -i      -ǝ -ǝ   -i -ǝ -ǝ -ǝ  

  美 如 玉  美 如 玉  殊 異 乎 公 族   

  -i -a   -i -a   -u  -a     

全詩69字中有41字為陰聲韻尾字。 

 

3.聲母： 

（1）第一章23個字音中10個屬舌尖音、8個為雙脣音、5個舌根音，發音部位大部分為

口腔前。 

（2）第二章：23個字音中8個舌尖音、6個雙脣音、6個舌根音、3個喉音，發音部位較

為平均。 

（3）第三章：23個字音中9個舌尖音、8個舌根音、5個雙脣音、1個喉音，發音部位亦

較為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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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介音：全詩69個字中有50個為細音字。 

彼、汾、沮、洳、言、其、彼、其、之、子、美、無、美、無、殊、彼、汾、

一、方、言、其、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彼、汾、

一、曲、言、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介

音為［-j-］） 

其洪細變化為： 

（1）第一章：細細細細，細洪細洪，細細細細，細細洪，細細洪，細洪洪洪洪。 

（2）第二章：細細細細，細洪細洪，細細細細，細細細，細細細，細洪洪洪洪。 

（3）第三章：細細細細，細洪細細，細細細細，細細細，細細細，細洪洪洪洪。 

全篇幾由細音字構成，每章末句後四字轉為洪音，似在低迴綿延悠揚之情緒後突轉開

闊高昂之態。 

 

5.聲調： 

（1）第一章：每句皆以仄聲收尾，1、3句平仄相同。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仄平平仄  平仄平仄  仄平平仄  仄平仄  仄平仄  平仄平平仄 

（2）第二章：除第3句外皆以平聲收尾，與第一章有呼應之勢。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仄平仄平  平仄平平  仄平平仄  仄平平  仄平平  平仄平平平 

（3）第三章：同第一章每句皆以仄聲收尾。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仄平仄仄  平仄平仄  仄平平仄  仄平仄  仄平仄  平仄平平仄 

 

（三） 園有桃：〈詩序〉曰：「〈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

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侯玲解釋此篇為：「表

現了詩人對國家局勢動蕩不安、危機四伏的憂慮、不滿和批判。但自己的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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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思想又無人理解無人知曉，內心的苦悶、彷徨向誰傾訴啊？」8，是詩人

憂國憂民若如後來戰國時之屈原所處境遇般。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

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

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1.韻腳： 

（1） 第一章：宵部—桃［d'ɐu］、殽［ɤrɐu］、謠［rɐu］、驕［kjɐu］；之部—矣［ɤjǝ］、

哉［tsǝ］、其［ɤjǝ］、矣［ɤjǝ］、之［tjǝ］、之［tjǝ］、思［sjǝ］。 

（2） 第二章：職部—棘［kjǝk］、食［d'jǝk］、國［kuǝk］、極［ɤjǝk］；之部—矣［

ɤjǝ］、哉［tsǝ］、其［ɤjǝ］、矣［ɤjǝ］、之［tjǝ］、之［tjǝ］、思［sjǝ］。 

特色：全詩韻腳皆以央元音為主要元音。第一章押陰聲韻；第二章前組為入聲韻，後

組為陰聲韻。 

 

2.韻尾： 

（1）第一章：48字中有38字為陰聲韻尾。 

  園 有 桃  其 實 之 殽  心 之 憂 矣   

   -ǝ -u  -ǝ  -ǝ -u   -ǝ -u -ǝ   

  我 歌 且 謠  不 我 知 者  謂 我 士 也 驕

  -i -i -a -u  -ǝ -i -ɐ -a   -i -ǝ -i -u

  彼 人 是 哉  子 曰 何 其  心 之 憂 矣  

  -i  -ɐ -ǝ  -ǝ  -i -ǝ   -ǝ -u -ǝ  

  其 誰 知 之  其 誰 知 之  蓋 亦 勿 思  

  -ǝ -i -ɐ -ǝ  -ǝ -i -ɐ -ǝ     -ǝ  

 

 

 

                                                 
8 侯玲：《《詩經‧魏風》研究》，山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5月，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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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章：49字中有33字為陰聲韻尾。 

  園 有 棘  其 實 之 食  心 之 憂 矣  聊 
   -ǝ   -ǝ  -ǝ    -ǝ -u -ǝ  -u 

  以 行 國  不 我 知 者  謂 我 士 也 罔 極 
  -ǝ    -ǝ -i -ɐ -a   -i -ǝ -i   

  彼 人 是 哉  子 曰 何 其  心 之 憂 矣  
  -i  -ɐ -ǝ  -ǝ  -i -ǝ   -ǝ -u -ǝ  

  其 誰 知 之  其 誰 知 之  蓋 亦 勿 思  
  -ǝ -i -ɐ -ǝ  -ǝ -i -ɐ -ǝ     -ǝ  

全詩97字中有71字為陰聲韻尾字。 

 

3.聲母： 

（1）第一章48字有25個字為舌尖音。 

  園 有 桃  其 實 之 殽  心 之 憂 矣   
    d'   d' t   s t     

  我 歌 且 謠  不 我 知 者  謂 我 士 也 驕 
    ts r    t t    dz r  

  彼 人 是 哉  子 曰 何 其  心 之 憂 矣  
   n sd' ts  ts     s t    

  其 誰 知 之  其 誰 知 之  蓋 亦 勿 思  
   sd' t t   sd' t t   r  s  

 

（2）第二章49字有25個字亦為舌尖音。 

  園 有 棘  其 實 之 食  心 之 憂 矣  聊 
       d' t d'  s t    l 

  以 行 國  不 我 知 者  謂 我 士 也 罔 極 
  r      t t    dz r   

  彼 人 是 哉  子 曰 何 其  心 之 憂 矣  
   n sd' ts  ts     s t    

  其 誰 知 之  其 誰 知 之  蓋 亦 勿 思  
   sd' t t   sd' t t   r  s  

由是知全詩大部分聲母皆為舌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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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介音：全詩97個字中有75個為細音字。 

園、有、其、實、之、心、之、憂、矣、且、不、知、者、謂、士、驕、彼、

人、是、子、曰、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

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不、知、者、謂、

士、罔、極、彼、人、是、子、曰、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其、誰、知、之、勿、思。（介音為［-j-］） 

聊。（介音為［-i-］） 

其洪細變化為： 

（1） 第一章：細細洪，細細細洪，細細細細，洪洪細洪，細洪細細，細洪細洪細，細

細細洪，細細洪細，細細細細，細細細細，細細細細，洪洪細細。 

（2） 第二章：細細細，細細細細，細細細細，細洪洪洪，細洪細細，細洪細洪細細，

細細細洪，細細洪細，細細細細，細細細細，細細細細，洪洪細細。 

第一章全句為細音者有3、9、10、11句；第二章全句皆細音者為2、3、10、11句；

全詩24句，末字收洪音者為6句，其餘18句皆收細音，全詩是以細音收尾取向。 

 

5.聲調： 

（1）第一章：12句中收仄聲者3句，有9句為平聲收尾；有2句全為平聲。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

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平仄平  平仄平平  平平平仄  仄平平平  仄仄平仄  仄仄仄仄平 仄平仄平  

仄仄平平  平平平仄  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  仄仄仄平   

（2） 第二章：12句中收仄聲者7句，平聲收尾者5句；全平聲2句，全仄聲1句，恰與第

一章成對照，聲調由大部分為平聲轉為仄聲。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

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平仄仄  平仄平仄  平平平仄  平仄平仄  仄仄平仄  仄仄仄仄仄仄 仄平仄

平  仄仄平平  平平平仄  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  仄仄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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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陟岵9：〈詩序〉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

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程俊英、蔣見元更進一步解說為：「這

是一首征人思家的詩……無休止的勞役，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使征人難免聯

想到死亡，他只希望能在死亡線上掙扎到回家鄉。詩反映了當時勞役生活的痛

苦和勞動人民對統治者征役無已的極度憎恨」10。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1.韻腳： 

（1） 第一章：魚部—岵［ɤa］、父［b'ja］；之部—子［tsjǝ］、已［rǝ］、哉［tsǝ］、

止［tjǝ］。 

（2） 第二章：之部—屺［k'jǝ］、母［mǝ］、哉［tsǝ］；沒部—季［kjuǝt］、寐［mjǝt］。 

（3） 第三章：陽部—岡［kaŋ］、兄［xjuaŋ］；脂部—弟［d'iɐi］、偕［krɐi］、死［

sjɐi］。 

特色： 第一章前後組皆押陰聲韻，第二章前組陰聲韻、後組為入聲韻，第三章前組為

陽聲韻、後組為陰聲韻。 

 

2.韻尾： 

（1）第一章27字有16字是陰聲韻尾。 

  陟 彼 岵 兮  瞻 望 父 兮  父 曰 嗟 予 子 

   -i -a -ɐ    -a -ɐ  -a  -i -a -ǝ 

 行 役 夙 夜 無 已  上 慎 旃 哉  猶 來 無 止 

     -a -ǝ     -ǝ  -u -ǝ -a -ǝ 

 

 

                                                 
9 按屈萬里：《詩經詮釋》，頁187，將此詩斷句為「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下二句皆同；

陳新雄：〈古音學與詩經〉，收入於《鍥不捨齋論學集》（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84年8月），頁19-35，

據江有誥、陳奐、王先謙、高本漢、戴璉璋等說法斷為「父曰嗟予子」，今從之。 
10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北京市：中華書局，1999年10月），頁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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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章27字中陰聲韻尾字有13個，陽聲韻尾6個，入聲韻尾字8個，皆未達半數以

上。 

（3）第三章27字中陰聲韻尾字有12個，陽聲韻尾9個，入聲韻尾字6個，亦皆未達半數

以上。 

總的來說，全詩81字中有41字為陰聲韻尾字，亦占了半數。 

 

3.聲母： 

（1）第一章27字有16字為舌尖音。 

  陟 彼 岵 兮  瞻 望 父 兮  父 曰 嗟 予 子

  t     t       ts r ts

 行 役 夙 夜 無 已  上 慎 旃 哉  猶 來 無 止

  r s r  r  d' sd' t ts  r l  t 

（2）第二章27字有13字為舌尖音，未達本章半數。 

（3）第三章27字有15字為舌尖音。 

  陟 彼 岡 兮  瞻 望 兄 兮  兄 曰 嗟 予 弟

  t     t       ts r d'

 行 役 夙 夜 必 偕  上 慎 旃 哉  猶 來 無 死

  r s r    d' sd' t ts  r l  s 

全詩81字有44字為舌尖音，即過半數字聲母發音部位為舌尖。 

 

4.介音：全詩81個字中有54個為細音字。 

陟、彼、瞻、望、父、父、曰、嗟、子、夙、無、上、慎、旃、無、止、陟、

彼、屺、瞻、望、曰、嗟、季、夙、無、寐、上、慎、旃、無、棄、陟、彼、

瞻、望、兄、兄、曰、嗟、夙、必、上、慎、旃、無、死。（介音為［-j-］） 

兮、兮、兮、兮、兮、兮、弟。（介音為［-i-］） 

其洪細變化為： 

（1） 第一章：細細洪細，細細細細，細細細洪細，洪洪細洪細洪，細細細洪，洪洪細

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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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章：細細細細，細細洪細，洪細細洪細，洪洪細洪細細，細細細洪，洪洪細

細。 

（3） 第三章：細細洪細，細細細細，細細細洪細，洪洪細洪細洪，細細細洪，洪洪細

細。 

全詩大部分為細音字。第一章和第三章洪細全同，第二章除第5句末字洪音外，其

餘句尾皆收細音字。 

 

5.聲調： 

（1）第一章：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仄仄仄平  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仄  平仄仄仄平仄  仄仄平平  平平平仄   

（2）第二章：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仄仄仄平  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仄  平仄仄仄平仄  仄仄平平  平平平仄 

（3）第三章：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仄仄平平  平仄平平  平仄平平仄  平仄仄仄仄平  仄仄平平  平平平仄 

第一章與第二章之平仄完全相同，第三章第1句與第5句平仄相同。 

 

（五）十畝之閒：〈詩序〉曰：「〈十畝之閒〉，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今人李白對歷來此詩主旨之「刺時說」、「歸隱說」、「采桑說」、「情歌說」

等觀點經考察詩的字詞含義及上下文之間的邏輯關係後說：「此詩的主旨是歸

隱，而且是夫婦擇地偕隱，抒發了一位男子與其妻子共同歸隱桑園的愿望」11。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1.韻腳： 

                                                 
11 主要是「十畝」、「閑閑」、「泄泄」這三個關鍵詞語及詩歌的人稱關係。見李白：〈《詩經‧魏風‧十畝之

間》主旨辨析〉，《學術論壇》，第7期（總第222期），2009年，頁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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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元部—間［kran］、閑［ɤran］、還［ɤruan］。 

（2） 第二章：月部—外［ŋuat］、泄［rat］、逝［sd'jat］。 

特色： 第一章押陽聲韻、第二章押入聲韻；全詩押韻字主要元音皆為前低展脣元音［a］。 

 

2.韻尾： 

（1）第一章15字有8字是陰聲韻尾。 

十 畝 之 間 兮  桑 者 閑 閑 兮  行 與 子 還 兮

 -ǝ -ǝ  -ɐ   -a   -ɐ   -a -ǝ  -ɐ

 

（2）第二章15字有8字是陰聲韻尾。 

十 畝 之 外 兮  桑 者 泄 泄 兮  行 與 子 逝 兮

 -ǝ -ǝ  -ɐ   -a   -ɐ   -a -ǝ  -ɐ

全詩30字中有16字為陰聲韻尾字，陰聲韻尾字的位置相當整齊。 

 

3.聲母： 

（1）第一章15字有7字為舌尖音、7字為舌根音、1字雙脣音，聲母發音部位分配平均

為舌尖與舌根。 

（2）第二章：15字有9字為舌尖音。 

十 畝 之 外 兮  桑 者 泄 泄 兮  行 與 子 逝 兮

sd'  t    s t r r    r ts sd'  

 

4.介音：全詩30個字中有15個為細音字。 

十、之、者、子、十、之、者、子、逝。（介音為［-j-］） 

兮、兮、兮、兮、兮、兮。（介音為［-i-］） 

其洪細變化為： 

（1）第一章：細洪細洪細，洪細洪洪細，洪洪細洪細。 

（2）第二章：細洪細洪細，洪細洪洪細，洪洪細細細。 

全詩一半為細音字，洪細的搭配相當平均整齊，每句皆收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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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聲調： 

（1）第一章：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仄仄平仄平  平仄平平平  平仄仄平平 

（2）第二章：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仄仄平仄平  平仄仄仄平  平仄仄仄平 

每句皆收平聲，每一句第一個字之平仄，同前一句末字的平仄，亦是「頂真」式

的聲調用法，全詩舒緩連綿。 

 

（六）伐檀：〈詩序〉曰：「〈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

仕爾。」；程俊英、蔣見元解釋為：「這是一首諷刺剝削者不勞而獲的詩。……

詩中明確地提出了不勞而獲和勞而不獲的尖銳矛盾，對剝削者的寄生生活表達

了強烈的憎恨和辛辣的嘲諷，是《詩經》中鬪爭性最強的現實主義作品」12。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1.韻腳： 

（1）第一章：元部—檀［d'an］、干［kan］、漣［ljan］、廛［d'rjan］、貆［xjuan］、

餐［ts'an］。 

（2）第二章：職部—輻［pjuǝk］、側［tsrjǝk］、直［d'rjǝk］、億［ʔjǝk］、特［d'ǝk］、

食［d'jǝk］。 

（3）第三章：諄部—輪［ljuǝn］、漘［d'juǝn］、囷［k'juǝn］、鶉［sd'juǝn］、飧［

suǝn］。 

                                                 
12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頁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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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第一、三章押陽聲韻，第二章押入聲韻；一、三章韻腳字為收舌尖鼻音，二、

三章韻腳字主要元音為央元音［ǝ］；第三章韻腳為合口介音。 

 
2.韻尾： 

（1）第一章48字，陰聲韻尾者29個。 

  坎 坎 伐 檀 兮  寘 之 河 之 干 兮  河 水

      -ɐ   -ǝ -i -ǝ  -ɐ  -i -i

  清 且 漣 猗  不 稼 不 穡  胡 取 禾 三 百

   -a  -i  -ǝ -a -ǝ   -a -u -i   

  廛 兮  不 狩 不 獵  胡 瞻 爾 庭 有 縣 貆

   -ɐ  -ǝ -u -ǝ   -a  -i  -ǝ   

  兮  彼 君 子 兮  不 素 餐 兮     
  -ɐ  -i  -ǝ -ɐ  -ǝ -a  -ɐ     

 
（2）第二章48字，陰聲韻尾者亦為29個。 

  坎 坎 伐 輻 兮  寘 之 河 之 側 兮  河 水

      -ɐ   -ǝ -i -ǝ  -ɐ  -i -i

  清 且 直 猗  不 稼 不 穡  胡 取 禾 三 百

   -a  -i  -ǝ -a -ǝ   -a -u -i   

  億 兮  不 狩 不 獵  胡 瞻 爾 庭 有 縣 特

   -ɐ  -ǝ -u -ǝ   -a  -i  -ǝ   

  兮  彼 君 子 兮  不 素 食 兮     
  -ɐ  -i  -ǝ -ɐ  -ǝ -a  -ɐ     

 
（3）第三章48字，陰聲韻尾者亦同為29個。 

  坎 坎 伐 輪 兮  寘 之 河 之 漘 兮  河 水

      -ɐ   -ǝ -i -ǝ  -ɐ  -i -i

  清 且 淪 猗  不 稼 不 穡  胡 取 禾 三 百

   -a  -i  -ǝ -a -ǝ   -a -u -i   

  囷 兮  不 狩 不 獵  胡 瞻 爾 庭 有 縣 鶉

   -ɐ  -ǝ -u -ǝ   -a  -i  -ǝ   

  兮  彼 君 子 兮  不 素 飧 兮     
  -ɐ  -i  -ǝ -ɐ  -ǝ -a  -ɐ     

全篇144字有87字為陰聲韻尾字，陰聲韻尾字的位置排列相當整齊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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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聲母： 

（1）第一章48字有20個為舌尖音，18個舌根音，含塞音者則有28個字： 

  坎 坎 伐 檀 兮  寘 之 河 之 干 兮  河 水 
  k' k' b' d'   t t  t k    st' 

  清 且 漣 猗  不 稼 不 穡  胡 取 禾 三 百 
  ts' ts  ʔ  p k p    ts'   p 

  廛 兮  不 狩 不 獵  胡 瞻 爾 庭 有 縣 貆 
  d'r   p st' p    t  d'    

  兮  彼 君 子 兮  不 素 餐 兮     
    p k ts   p  ts'      

 

（2） 第二章48字有20個為舌尖音，17個為舌根音，亦大致各半，含塞音者則有30個字，

如下： 

  坎 坎 伐 輻 兮  寘 之 河 之 側 兮  河 水 
  k' k' b' p   t t  t ts    st' 

  清 且 直 猗  不 稼 不 穡  胡 取 禾 三 百 
  ts' ts d' ʔ  p k p    ts'   p 

  億 兮  不 狩 不 獵  胡 瞻 爾 庭 有 縣 特 
  ʔ   p st' p    t  d'   d' 
  兮  彼 君 子 兮  不 素 食 兮     
    p k ts   p  d'      

 

（3） 第三章48字有21個為舌尖音，18個為舌根音，同樣大致各半，含塞音者則有27個

字，如下： 

  坎 坎 伐 輪 兮  寘 之 河 之 漘 兮  河 水 
  k' k' b'    t t  t d'    st' 

  清 且 淪 猗  不 稼 不 穡  胡 取 禾 三 百 
  ts' ts  ʔ  p k p    ts'   p 

  囷 兮  不 狩 不 獵  胡 瞻 爾 庭 有 縣 鶉 
  k'   p st' p    t  d'   sd' 

  兮  彼 君 子 兮  不 素 飧 兮     
    p k ts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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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詩聲母大致是以塞音為主，舌尖、舌根音約略相等；塞音又稱「全閉音」、「破裂

音」、「爆發音」、「閉塞音」，13可以想見其情緒之暴發、憤懣充斥全詩。 

 

4.介音：全詩144個字中有100個為細音字。 

寘、之、之、水、清、且、漣、猗、不、不、穡、廛、不、狩、不、獵、瞻、

爾、有、貆、彼、君、子、不、輻、寘、之、之、側、水、清、且、直、猗、

不、不、穡、億、不、狩、不、獵、瞻、爾、有、彼、君、子、不、食、輪、

寘、之、之、漘、水、清、且、淪、猗、不、不、穡、囷、不、狩、不、獵、

瞻、爾、有、鶉、彼、君、子、不。（介音為［-j-］） 

兮、兮、兮、庭、縣、兮、兮、兮、兮、兮、兮、庭、縣、兮、兮、兮、兮、

兮、兮、庭、縣、兮、兮、兮（介音為［-i-］） 

其洪細變化為： 

（1）第一章：洪洪洪洪細，細細洪細洪細，洪細細細細細，細洪細細，洪洪洪洪洪細

細，細細細細，洪細細細細細細細，細細細細，細洪洪細。 

（2）第二章：洪洪洪細細，細細洪細細細，洪細細細細細，細洪細細，洪洪洪洪洪細

細，細細細細，洪細細細細細洪細，細細細細，細洪細細。 

（3）第一章：洪洪洪細細，細細洪細細細，洪細細細細細，細洪細細，洪洪洪洪洪細

細，細細細細，洪細細細細細細細，細細細細，細洪洪細。 

全詩接近百分之七十為細音字，每句尾皆收細音，尤可注意者為每章首句一開頭

即連續三個洪音字（第一章四個），在「胡取禾三百廛兮？」、「胡取禾三百億兮？」、

「胡取禾三百囷兮？」這三句上則是連續五個洪音字，可以說全詩的洪音字集中於此，

表現出其強烈的情緒。 

 

5.聲調： 

（1）第一章：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

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13 塞音（Stop Sound），陳新雄等編著：《語言學辭典》（臺北市：三民書局，1989年10月），頁93-94說：「塞

音是發音器官的接觸造成氣流阻塞，或阻塞後再突然打開，讓氣流衝出而發的音。……因為有閉塞和爆

發的動作，所以又稱『全閉音』、『破裂音』、『爆發音』、『閉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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仄仄仄平平  仄平平平平平  平仄平平平平  仄仄仄仄  平仄平平仄平平  仄

仄仄仄  平平仄平仄平平平  仄平仄平  仄仄平平 

（2）第二章：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

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仄仄仄仄平  仄平平平仄平  平仄平平仄平  仄仄仄仄  平仄平平仄仄平  仄

仄仄仄  平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平仄平  仄仄仄平 

（3）第三章：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

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仄仄仄平平  仄平平平平平  平仄平平平平  仄仄仄仄  平仄平平仄平平  仄

仄仄仄  平平仄平仄平平平  仄平仄平  仄仄平平 

全詩三章，每章皆有六句以仄聲開始，三句以平聲開始；仄聲開始者除二句為全仄聲

外，皆是以平聲收尾，平聲三句則頭尾皆為平聲。 

 

（七）碩鼠：〈詩序〉曰：「〈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

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裴普賢、糜文開亦贊同說：「統治者的貪婪

重歛，使得老百姓困苦無告，因將統治者比作大鼠而責之，並說他們將棄此而

去，遷往樂土，以發洩他們心中鬱積的怨憤」14。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

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

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

誰之永號！ 

 

 

                                                 
14 糜文開、裴普賢：《詩經欣賞與研究》（臺北市：三民書局，1985年9月，7版），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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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韻腳： 

（1） 第一章：魚部—鼠［st'ja］、黍［st'ja］、女［nrja］、顧［ka］、女［nrja］、土

［d'ua］、土［d'ua］、所［srja］。 

（2） 第二章：魚部—鼠［st'ja］、女［nrja］、女［nrja］；職部—麥［mrǝk］、德［

tǝk］、國［kuǝk］、國［kuǝk］、直［d'rjǝk］。 

（3） 第三章：魚部—鼠［st'ja］、女［nrja］、女［nrja］；宵部—苗［mjɐu］、勞［

lɐu］、郊［krɐu］、郊［krɐu］、號［ɤɐu］。 

特色： 第一章押陰聲韻；第二章前組押陰聲韻，後組押入聲韻；第三章前後組皆押陰

聲韻。 

 

2.韻尾：  

（1）第一章32字，陰聲韻尾者16個，其中12個收前低展脣音［a］；另入聲韻尾字有

11個，陽聲韻尾字5個。 

  碩 鼠 碩 鼠  無 食 我 黍  三 歲 貫 女  

   -a  -a  -a  -i -a     -a  

  莫 我 肯 顧  逝 將 去 女  適 彼 樂 土  

   -i  -a    -a -a   -i  -a  

  樂 土 樂 土  爰 得 我 所       

   -a  -a    -i -a       

 

（2）第二章32字，入聲韻尾者17個，其中15個收舌根塞音［k］；另陰聲韻尾字有10

個，陽聲韻尾字7個。 

  碩 鼠 碩 鼠  無 食 我 麥  三 歲 貫 女  

  -k  -k    -k  -k   -t    

  莫 我 肯 德  逝 將 去 女  適 彼 樂 國  

  -k   -k  -t     -k  -k -k  

  樂 國 樂 國  爰 得 我 直       

  -k -k -k -k   -k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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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章32字，陰聲韻尾者17個；另入聲韻尾字有10個，陽聲韻尾字5個。 

  碩 鼠 碩 鼠  無 食 我 苗  三 歲 貫 女  

   -a  -a  -a  -i -u     -a  

  莫 我 肯 勞  逝 將 去 女  適 彼 樂 郊  

   -i  -u    -a -a   -i  -u  

  樂 郊 樂 郊  誰 之 永 號       

   -u  -u     -u       

全詩96字中有43字為陰聲韻尾字，入聲韻尾字38字，陽聲韻字17字。韻尾的變化是從

收前低展脣音到舌根塞音，第三章韻腳韻尾收後高圓脣音［u］，即是由前低展脣到舌

根塞音到後高圓脣，發音從低開到深沉氣塞，最後收高處合口有如呼號般。 

 

3.聲母： 

（1）第一章32字，21個字聲母為舌尖音。 

  碩 鼠 碩 鼠  無 食 我 黍  三 歲 貫 女  

  sd' st' sd' st'   d'  st'  s s  n  

  莫 我 肯 顧  逝 將 去 女  適 彼 樂 土  

       sd' ts  n  st'  l d'  

  樂 土 樂 土  爰 得 我 所       

  l d' l d'   t  s       

 

（2）第二章32字，18個字聲母為舌尖音。 

  碩 鼠 碩 鼠  無 食 我 麥  三 歲 貫 女  

  sd' st' sd' st'   d'    s s  n  

  莫 我 肯 德  逝 將 去 女  適 彼 樂 國  

     t  sd' ts  n  st'  l   

  樂 國 樂 國  爰 得 我 直       

  l  l    t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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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章32字，18個字聲母為舌尖音。 

  碩 鼠 碩 鼠  無 食 我 苗  三 歲 貫 女  

  sd' st' sd' st'   d'    s s  n  

  莫 我 肯 勞  逝 將 去 女  適 彼 樂 郊  

     l  sd' ts  n  st'  l   

  樂 郊 樂 郊  誰 之 永 號       

  l  l   sd' t         

全詩96字有半數以上字聲母為舌尖音。 

 

4.介音：全詩96個字中有51個為細音字。 

碩、鼠、碩、鼠、無、食、黍、歲、女、逝、將、去、女、適、彼、爰、所、

碩、鼠、碩、鼠、無、食、歲、女、逝、將、去、女、適、彼、爰、直、碩、

鼠、碩、鼠、無、食、苗、歲、女、逝、將、去、女、適、彼、誰、之、永。

（介音為［-j-］） 

其洪細變化為： 

（1）第一章：細細細細，細細洪細，洪細洪細，洪洪洪洪，細細細細，細細洪洪，洪

洪洪洪，細洪洪細。 

（2）第二章：細細細細，細細洪洪，洪細洪細，洪洪洪洪，細細細細，細細洪洪，洪

洪洪洪，細洪洪細。 

（3）第三章：細細細細，細細洪細，洪細洪細，洪洪洪洪，細細細細，細細洪洪，洪

洪洪洪，細細細洪。 

每章之洪細音變化甚有規律，各章分別有二句為全細音、二句為全洪音，雜以洪細洪

細或細細洪洪等變化，可見纖細輕述與高昂宏亮之音交互跌宕。 
 

5.聲調： 

（1）第一章：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

爰得我所！ 

仄仄仄仄  平仄仄仄  平仄仄仄  仄仄仄仄  仄平仄仄  仄仄仄仄 仄仄仄仄  

平仄仄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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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章：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

爰得我直！ 

仄仄仄仄  平仄仄仄  平仄仄仄  仄仄仄仄  仄平仄仄  仄仄仄仄 仄仄仄仄  

平仄仄仄 

（3）第三章：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

誰之永號！ 

仄仄仄仄  平仄仄平  平仄仄仄  仄仄仄仄  仄平仄仄  仄仄仄平 仄平仄平  

平平仄平 

第一章與第二章之平仄完全相同，共有四句為全仄聲，其餘四句每句也只雜一平聲；

第三章也是以仄聲居多，惟最後一句平聲較多。 

 

三、《詩經‧魏風》語音綜合析論 

現將上述內容整理如下，以窺《詩經‧魏風》這七篇之語音共同特性。 

（一）韻腳 

1. 〈葛屨〉：陽部、職部、錫部；韻腳皆為細音，第一章陽聲韻、入聲韻，第二章入

聲韻，與第一章後組韻尾皆為舌根音。 

2. 〈汾沮洳〉：鐸部、陽部、屋部；第一、三章押入聲韻，韻尾舌根塞音，第二章押

陽聲韻，韻尾為舌根鼻音；第三章韻腳皆為細音字。 

3. 〈園有桃〉：宵部、之部、職部；全詩韻腳皆以央元音為主要元音；第一章陰聲韻，

第二章入聲韻、陰聲韻。 

4. 〈陟岵〉：魚部、之部、沒部、陽部、脂部；第一章陰聲韻，第二章陰聲韻、入聲

韻，第三章陽聲韻、陰聲韻。 

5. 〈十畝之間〉：元部、月部；第一章陽聲韻、第二章入聲韻；全詩押韻字主要元音

皆為前低展脣元音［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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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伐檀〉：元部、職部、諄部；第一、三章押陽聲韻，第二章押入聲韻；一、三章

韻腳字為收舌尖鼻音；二、三章韻腳字主要元音為央元音［ǝ］；第三章韻腳為合口

介音。 

7. 〈碩鼠〉：魚部、職部、宵部；第一章陰聲韻，第二章陰聲韻、入聲韻，第三章陰

聲韻。 

韻腳韻部使用特性歸納如下： 

（1） 押職部［ǝk］的有4首，韻腳字共17字；陽部［aŋ］3首，韻腳字共9字；宵部［ɐu］

2首，韻腳字共9字；之部［ǝ］2首，韻腳字共21字；魚部［a］2首，韻腳字共16

字；元部［an］2首，韻腳字共9字；錫部［ɐk］1首，韻腳字共3字；鐸部［ak］1

首，韻腳字共4字；屋部［auk］1首，韻腳字共5字；沒部［ǝt］1首，韻腳字共2

字；脂部［ɐi］1首，韻腳字共3字；月部［at］1首，韻腳字共3字；諄部［ǝn］1

首，韻腳字共5字。就押韻使用韻部而言，即是《詩經‧魏風》七篇中有半數以

上詩篇使用了入聲韻職部。 

（2） 這七首詩皆非一韻到底，有陽聲韻、入聲韻搭配（〈葛屨〉、〈汾沮洳〉、〈十

畝之閒〉、〈伐檀〉），有陰聲韻、入聲韻搭配（〈園有桃〉、〈碩鼠〉），有

陰、陽、入三者皆具（〈陟岵〉）等。以陽聲韻（陽部舌根鼻音、元部舌尖鼻音、

諄部舌尖鼻音）搭配入聲韻（職部舌根塞音、錫部舌根塞音、鐸部舌根塞音、屋

部舌根塞音、月部舌尖塞音）為4首最多，即是陽聲鼻音搭配入聲塞音。對於換

韻，申小龍曾說： 

頻頻換韻，形成推波助瀾之勢，象徵著感情的曲折與回蕩。中國古曲詩歌就是

以這種聲意同構的音律形象聲情並茂地闡發詩意的。15 

 頻頻換韻，象徵感情之迂迴曲折，正好為《詩經‧魏風》這幾篇做一註腳。 

（3） 陳新雄認為塞音韻尾-k： 

是一個唯閉音（implosive），舌根與軟顎一成阻塞，即戛然而止，最足以表達

作者內心的焦急與迫切之情了。16 

 

                                                 
15 申小龍：〈漢語音韻的人文理據及其詩性價值〉，收入於《申小龍自選集》（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社，1999年1月），頁188-200。 
16 陳新雄：〈聲韻與文情之關係－以東坡詩為例〉，《漢學研究集刊》，第8期，2009年6月，頁1-22。 



106 《北市大語文學報》•第十五期•2016 年 6 月 

 周世箴亦說最響亮的鼻音韻尾江陽韻傳遞歡暢激昂情緒，短促斷裂的入聲韻可表

沉痛低調的情感訊息；17這些韻腳語音所表達的焦迫、激昂、沉痛、低廻的心情

正符合了《詩經‧魏風》這幾篇所呈現的篇旨大意和作者情緒。 

（二）韻尾 

1. 〈葛屨〉：全詩44字中有25字為陰聲韻尾字。（57%） 

2. 〈汾沮洳〉：全詩69字中有41字為陰聲韻尾字。（59%） 

3. 〈園有桃〉：全詩97字中有71字為陰聲韻尾字。（73%） 

4. 〈陟岵〉：全詩81字中有41字為陰聲韻尾字。（51%） 

5. 〈十畝之間〉：全詩30字中有16字為陰聲韻尾字。（53%） 

6. 〈伐檀〉：全詩144字有87字為陰聲韻尾字。（60%） 

7. 〈碩鼠〉：全詩96字中有43字為陰聲韻尾字（44.8%），入聲韻尾字38字（39.9%），

陽聲韻字17字（17.7%）。 

韻尾特性歸納如下： 

（1） 除〈碩鼠〉外，每首詩收陰聲韻尾字者皆過半數，而〈碩鼠〉一篇雖未達半數以

上，但也接近半數（44.8%），且其入聲韻尾、陽聲韻尾字所占比例皆小於陰聲

韻尾字，可說是以陰聲韻尾字為主體。故總的來說，《詩經‧魏風》是以陰聲韻

尾字作為詩的主要用字。 

（2） 陰聲韻尾也就是以元音收尾的字，18元音是一種樂音，19在發音的受阻上最少，聲

音可以延長持續，適合表現情緒的悠揚綿延；再加上前所述入聲韻部的押韻「焦

迫、激昂、沉痛、低廻」的特性，使詩更有跌宕起伏、綿延開展之勢。 

 

 

 

                                                 
17 原文是以杜甫詩為例所做的賞析，故有所謂「江陽韻」，然其所論聲情亦符合本文情境，故引述之。見

周世箴：〈聲韻與詩歌：聲韻類聚的聲情作用〉，《聲韻論叢》，第8輯，1998年5月，頁35-90。 
18 上古陰聲韻尾有一派學者認為為輔音收尾，另一派學者認為沒有輔音，為元音收尾，本文採後一看法。

二派學者之論述詳陳新雄：《古音研究》，有關古韻音讀擬測之「韻尾問題」，頁383-407。 
19 見謝雲飛：《語音學大綱》（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11月），頁22說：「在語音中，也可分出樂音

和噪音，例如元音就是純粹的樂音；輔音則是含有噪音的音，清輔音全是噪音，濁輔音和半元音是樂音

和噪音的混合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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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聲母 

1. 〈葛屨〉：全詩44字聲母發音部位為舌尖者26個。（59%） 

2. 〈汾沮洳〉：全詩69字聲母發音部位為舌尖者27個（39%），舌根者19個（27.5%），

雙脣者19個（27.5%），喉音4個（6%），舌尖音占多數。 

3. 〈園有桃〉：全詩97字聲母發音部位為舌尖者50個。（52%） 

4. 〈陟岵〉：全詩81字聲母發音部位為舌尖者44個。（54%） 

5. 〈十畝之間〉：全詩30字聲母發音部位為舌尖者16個。（53%） 

6. 〈伐檀〉：全詩144字聲母發音部位為舌尖者61個（42.4%），舌根者53個（36.8%），

雙脣者25個（17.4%）喉音者4個（2.7%），舌尖音亦占多數。 

7. 〈碩鼠〉：全詩96字聲母發音部位為舌尖者57個。（59%） 

聲母特性歸納如下： 

（1） 〈汾沮洳〉、〈伐檀〉二首聲母為舌尖音者未過半數，其餘五首皆為聲母發音部

位為舌尖音者過半數以上；而〈汾沮洳〉、〈伐檀〉其聲母為舌尖音者雖未過半，

但仍在全詩用字上占最多數；整體而言，《詩經‧魏風》是以聲母為舌尖音者作

為詩的主要用字。 

（2） 舌頭是最靈活的發音器官，發舌尖音主要為輕快省力，適合表現在詩歌接連不

斷、綿延的開展情緒上。 

（四）介音洪細 

1. 〈葛屨〉：全詩44字中有29個為細音字（66%） 

2. 〈汾沮洳〉：全詩69字中有50個為細音字。（72%） 

3. 〈園有桃〉：全詩97字中有75個為細音字。（77%） 

4. 〈陟岵〉：全詩81字中有54個為細音字。（67%） 

5. 〈十畝之間〉：全詩30字中有15個為細音字。（50%） 

6. 〈伐檀〉：全詩144字有100個為細音字。（69%） 

7. 〈碩鼠〉：全詩96字中有51個為細音字。（53%） 

介音洪細特性歸納如下： 

（1） 七首詩所用字為細音字者皆過半數，甚有高達百分之七十七者。 

（2） 細音者帶［j］或［i］介音，屬前高展脣音，開展而細長，「細音數量多，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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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悠遠綿長的語音效果」20，此即為《詩經‧魏風》用字的特色與造成的音響效

果。 

（五）聲調平仄 

1. 〈葛屨〉：全詩44字平聲為18字（41%），仄聲為26字（59%）。 

2. 〈汾沮洳〉：全詩69字平聲為36字（52%），仄聲為33字（48%）。 

3. 〈園有桃〉：全詩97字平聲為54字（56%），仄聲為43字（44%）。 

4. 〈陟岵〉：全詩81字平聲為39字（48%），仄聲為42字（52%）。 

5. 〈十畝之間〉：全詩30字平聲為15字（50%），仄聲為15字（50%）。 

6. 〈伐檀〉：全詩144字平聲為74字（51%），仄聲為70字（49%）。 

7. 〈碩鼠〉：全詩96字平聲為18字（19%），仄聲為78字（81%）。 

  聲調平仄特性歸納如下： 

（1） 除〈碩鼠〉一篇外，每篇之聲調平仄皆接近各半，頗有規律。 

（2） 〈碩鼠〉一詩幾皆為仄聲，配合篇旨來看，亦頗為配合其情緒之抑揚頓挫，故平

聲特少。但以總體來看，《詩經‧魏風》用字的聲調應是有考慮平仄之安排。另

竺家寧說： 

根據古音學者的研究，上古聲調中，平上聲的調值接近，所以常相通轉，去入

聲的調值接近，也常相通轉。調類雖與中古相同，各調的關係並不相同。21 

雖然上古的聲調研究尚未有一確切、取得學界一致的認定，但以「平仄」為詩韻的特

徵來說，王力認為： 

就漢語來說，有了字音就不可能沒有平仄，……聲調自然是以「音高」（Pitch）

為主要的特徵，但是長短和升降也有關係。……平聲是長的，不升不降的；上

去入三聲都是短的，或升或降的。這樣，自然地分為平仄兩類了。……平仄遞

用也就是長短遞用，平調與升降調或促調遞用。22 

是以漢語中的「平仄」所產生的平、升降或促的音高特徵自然也表現了詩中的情緒意

涵，謝雲飛對此解釋為： 

                                                 
20 見郭懿儀：〈敦煌所藏《雲謠集‧鳳歸雲》音韻風格初探〉，《嶺東學報》，第33期，2013年6月，頁119-158。 
21 竺家寧：《語言風格與文學韻律》（臺北市：五南圖書公司，2014年10月，2版），頁163-164。 
22 王力：《漢語詩律學》（上），收入於《王力文集》第14卷（濟南市：山東教育出版社，1989年11月），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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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近體詩中的「平仄」遞用，主要的就是要把音的長短作適切的調配，使產

生長短律或短長律所表現的節奏之美。23 

也就是以「平仄」遞用來做「音的長短」調配，產生的「長短律」或「短長律」之節

奏表現，這就使我們很容易理解〈碩鼠〉一詩中何以多為仄聲字，乃作者情緒起伏變

化的緣故。 

 

四、結論 

綜合上述對《詩經‧魏風》的語音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1）押韻使用韻部而言，七篇中有半數以上詩篇使用了入聲韻職部。 

（2）韻腳皆非一韻到底，半數以上以陽聲鼻音搭配入聲塞音。 

（3）詩的用字以陰聲韻尾字為主。 

（4）詩的用字以聲母發音部位為舌尖者為主。 

（5）詩的用字以帶細音者為主。 

（6）詩的用字大部分考慮了聲調平仄的均衡。 

這些語音上的特點對《詩經‧魏風》所表達出詩歌外在音樂性、韻律性以及內在情意、

情感的顯露上有著它的特色。必須進一步說明的是，本文實際從《詩經‧魏風》所有

詩的用字考察其音韻，依統計結果得到的語音分析，代表的是《詩經‧魏風》所呈現

的狀況，至於這種情形是否是上古音的通則（如：上古漢語多數字為舌尖音聲母、陰

聲韻尾字亦為上古多數字等可能性），則有待更進一步的探索，本文僅就《詩經‧魏

風》詩的用字音韻所看到的樣貌做一陳述。另外，若能將整部《詩經》每首詩或每個

地區的詩，做通盤的語音分析，瞭解它們的音韻風格，則我們在研讀《詩經》時除了

修辭、詞彙、句法等特性外，當能從音韻的角度更能賞析詩歌本質的《詩經》所帶來

音韻節奏的感觸，更能體會詩歌的意境。 

 

                                                 
23 謝雲飛：《文學與音律》（臺北市：東大圖書公司，1994年12月，再版），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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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詩經‧魏風》各篇文字語音分析24 

【葛屨】 

 擬音 聲紐 聲母特性 韻部 韻母特性 聲調 
平

仄 

糾 kjǝu 見 舌根塞音 幽 央元音（細） 上 仄 

糾 kjǝu 見 舌根塞音 幽 央元音（細） 上 仄 

葛 kat 見 舌根塞音 月 前低展+舌尖塞音 入 仄 

屨 kjuau 見 舌根塞音 侯 前低展合口（細） 去 仄 

 

可 k'ai 溪 舌根塞音 歌 前低展 上 仄 

以 rǝ 定* 舌尖顫音 之 央元音 上 仄 

履 ljɐi 來 舌尖邊音 脂 低央音（細） 上 仄 

霜 srjaŋ 心 舌尖擦音 陽 前低展（細）+舌根鼻音 平 平 

 

摻 srǝm 心 舌尖擦音 侵 央+雙脣鼻音 平 平 

摻 srǝm 心 舌尖擦音 侵 央+雙脣鼻音 平 平 

女 nrja 泥 舌尖鼻音 魚 低前展（細） 上 仄 

手 st'jǝu 透 舌尖擦、塞音 幽 央元音（細） 上 仄 

 

可 k'ai 溪 舌根塞音 歌 前低展 上 仄 

以 rǝ 定* 舌尖顫音 之 央元音 上 仄 

縫 b'juauŋ 並 雙脣塞音 東 前低展合口（細）+舌根鼻音 平 平 

裳 sd'jaŋ 定 舌尖擦、塞音 陽 前低展（細）+舌根鼻音 平 平 

 

                                                 
24 按，聲紐名稱為方便計，依黃侃所定古聲十九紐為目，然中古喻母四等與邪母者，陳新雄：《古音研究》，

頁651-652，將中古喻四等字在上古時擬作［r］，中古邪母字在上古時擬作［rj］；又同書頁674，上古聲

母單聲母系統中實有20聲紐，即比對古聲十九紐多了［r］這一組，根據「喻四古歸定」、「邪紐古歸定」，

故將此類聲母聲紐標示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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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音 聲紐 聲母特性 韻部 韻母特性 聲調
平

仄

要 ʔjɐu 影 喉塞音 宵 低央音（細） 平 平

之 tjǝ 端 舌尖塞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襋 kjǝk 見 舌根塞音 職 央元音（細）+舌根塞音 入 仄

之 tjǝ 端 舌尖塞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好 xǝu 曉 舌根擦音 幽 央元音 上 仄

人 njɐn 泥 舌尖鼻音 真 低央音（細）+舌尖鼻音 平 平

服 b'juǝk 並 雙脣塞音 職 央合口（細）+舌根塞音 入 仄

之 tjǝ 端 舌尖塞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好 xǝu 曉 舌根擦音 幽 央元音 上 仄

人 njɐn 泥 舌尖鼻音 真 低央音（細）+舌尖鼻音 平 平

提 d'iɐ 定 舌尖塞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提 d'iɐ 定 舌尖塞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宛 ʔjuan 影 喉塞音 元 前低展合口（細）+舌尖鼻音 上 仄

然 njan 泥 舌尖鼻音 元 前低展（細）+舌尖鼻音 平 平

左 tsai 精 舌尖塞擦音 歌 前低展元音 上 仄

辟 pjɐk 幫 雙脣塞音 錫 低央音（細）+舌根塞音 入 仄

 

佩 b'uǝ 並 雙脣塞音 之 央元音合口 去 仄

其 ɤjǝ 匣 舌根擦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象 rjaŋ 定* 舌尖顫音 陽 前低展（細）+舌根鼻音 上 仄

揥 t'rjɐk 透 舌尖塞、顫音 錫 低央音（細）+舌根塞音 入 仄

 

維 ruǝi 定* 舌尖顫音 微 央元音合口 平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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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音 聲紐 聲母特性 韻部 韻母特性 聲調 
平

仄 

是 sd'jɐ 定 舌尖擦、塞音 支 低央音（細） 上 仄 

褊 pjɐn 幫 雙脣塞音 真 低央音（細）+舌尖鼻音 上 仄 

心 sjǝm 心 舌尖擦音 侵 央元音（細）+雙脣鼻音 平 平 

 

是 sd'jɐ 定 舌尖擦、塞音 支 低央音（細） 上 仄 

以 rǝ 定* 舌尖顫音 之 央元音 上 仄 

為 ɤjuai 匣 舌根擦音 歌 前低展合口（細） 平 平 

刺 ts'jɐk 清 舌尖塞擦音 錫 低央音（細）+舌根塞音 入 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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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沮洳】 

 擬音 聲紐 聲母特性 韻部 韻母特性 聲調
平

仄

彼 pjai 幫 雙脣塞音 歌 前低展（細） 上 仄

汾 b'juǝn 並 雙脣塞音 諄 央合口（細）+舌尖鼻音 平 平

沮 ts'ja 清 舌尖塞擦音 魚 前低展（細） 平 平

洳 nja 泥 舌尖鼻音 魚 前低展（細） 去 仄

 

言 ŋjan 疑 舌根鼻音 元 前低展（細）+舌尖鼻音 平 平

采 ts'ǝ 清 舌尖塞擦音 之 央元音 上 仄

其 ɤjǝ 匣 舌根擦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莫 mak 明 雙脣鼻音 鐸 前低展+舌根塞音 入 仄

 

彼 pjai 幫 雙脣塞音 歌 前低展（細） 上 仄

其 ɤjǝ 匣 舌根擦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之 tjǝ 端 舌尖塞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子 tsjǝ 精 舌尖塞擦音 之 央元音（細） 上 仄

 

美 mjɐi 明 雙脣鼻音 脂 低央音（細） 上 仄

無 mjua 明 雙脣鼻音 魚 前低展合口（細） 平 平

度 d'ak 定 舌尖塞音 鐸 前低展+舌根塞音 入 仄

 

美 mjɐi 明 雙脣鼻音 脂 低央音（細） 上 仄

無 mjua 明 雙脣鼻音 魚 前低展合口（細） 平 平

度 d'ak 定 舌尖塞音 鐸 前低展+舌根塞音 入 仄

 

殊 sd'juau 定 舌尖擦、塞音 侯 前低展合口（細） 平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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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音 聲紐 聲母特性 韻部 韻母特性 聲調 
平

仄 

異 rǝk 定* 舌尖顫音 職 央+舌根塞音 入 仄 

乎 ɤa 匣 舌根擦音 魚 前低展元音 平 平 

公 kauŋ 見 舌根塞音 東 前低展+舌根鼻音 平 平 

路 luak 來 舌尖邊音 鐸 前低展合口+舌根塞音 入 仄 

 

彼 pjai 幫 雙脣塞音 歌 前低展（細） 上 仄 

汾 b'juǝn 並 雙脣塞音 諄 央合口（細）+舌尖鼻音 平 平 

一 ʔjɐt 影 喉塞音 質 低央音（細）+舌尖塞音 入 仄 

方 pjaŋ 幫 雙脣塞音 陽 前低展（細）+舌根鼻音 平 平 

 

言 ŋjan 疑 舌根鼻音 元 前低展（細）+舌尖鼻音 平 平 

采 ts'ǝ 清 舌尖塞擦音 之 央元音 上 仄 

其 ɤjǝ 匣 舌根擦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桑 saŋ 心 舌尖擦音 陽 前低展+舌根鼻音 平 平 

 

彼 pjai 幫 雙脣塞音 歌 前低展（細） 上 仄 

其 ɤjǝ 匣 舌根擦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之 tjǝ 端 舌尖塞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子 tsjǝ 精 舌尖塞擦音 之 央元音（細） 上 仄 

 

美 mjɐi 明 雙脣鼻音 脂 低央音（細） 上 仄 

如 nja 泥 舌尖鼻音 魚 前低展（細） 平 平 

英 ʔjaŋ 影 喉塞音 陽 前低展（細）+舌根鼻音 平 平 

 

美 mjɐi 明 雙脣鼻音 脂 低央音（細） 上 仄 

如 nja 泥 舌尖鼻音 魚 前低展（細） 平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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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音 聲紐 聲母特性 韻部 韻母特性 聲調
平

仄

英 ʔjaŋ 影 喉塞音 陽 前低展（細）+舌根鼻音 平 平

 

殊 sd'juau 定 舌尖擦、塞音 侯 前低展合口（細） 平 平

異 rǝk 定* 舌尖顫音 職 央+舌根塞音 入 仄

乎 ɤa 匣 舌根擦音 魚 前低展元音 平 平

公 kauŋ 見 舌根塞音 東 前低展+舌根鼻音 平 平

行 ɤaŋ 匣 舌根擦音 陽 前低展+舌根鼻音 平 平

 

彼 pjai 幫 雙脣塞音 歌 前低展（細） 上 仄

汾 b'juǝn 並 雙脣塞音 諄 央合口（細）+舌尖鼻音 平 平

一 ʔjɐt 影 喉塞音 質 低央音（細）+舌尖塞音 入 仄

曲 k'juauk 溪 舌根塞音 屋 前低展合口（細）+舌根塞音 入 仄

 

言 ŋjan 疑 舌根鼻音 元 前低展（細）+舌尖鼻音 平 平

采 ts'ǝ 清 舌尖塞擦音 之 央元音 上 仄

其 ɤjǝ 匣 舌根擦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藚 rjuauk 定* 舌尖顫音 屋 前低展合口（細）+舌根塞音 入 仄

 

彼 pjai 幫 雙脣塞音 歌 前低展（細） 上 仄

其 ɤjǝ 匣 舌根擦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之 tjǝ 端 舌尖塞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子 tsjǝ 精 舌尖塞擦音 之 央元音（細） 上 仄

 

美 mjɐi 明 雙脣鼻音 脂 低央音（細） 上 仄

如 nja 泥 舌尖鼻音 魚 前低展（細） 平 平

玉 ŋjuauk 疑 舌根鼻音 屋 前低展合口（細）+舌根塞音 入 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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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音 聲紐 聲母特性 韻部 韻母特性 聲調 
平

仄 

 

美 mjɐi 明 雙脣鼻音 脂 低央音（細） 上 仄 

如 nja 泥 舌尖鼻音 魚 前低展（細） 平 平 

玉 ŋjuauk 疑 舌根鼻音 屋 前低展合口（細）+舌根塞音 入 仄 

 

殊 sd'juau 定 舌尖擦、塞音 侯 前低展合口（細） 平 平 

異 rǝk 定* 舌尖顫音 職 央+舌根塞音 入 仄 

乎 ɤa 匣 舌根擦音 魚 前低展元音 平 平 

公 kauŋ 見 舌根塞音 東 前低展+舌根鼻音 平 平 

族 dz'auk 從 舌尖塞擦音 屋 前低展+舌根塞音 入 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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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有桃】 

 擬音 聲紐 聲母特性 韻部 韻母特性 聲調
平

仄

園 ɤjuan 匣 舌根擦音 元 前低展合口（細）+舌尖鼻音 平 平

有 ɤjǝ 匣 舌根擦音 之 央元音（細） 上 仄

桃 d'ɐu 定 舌尖塞音 宵 低央音 平 平

 

其 ɤjǝ 匣 舌根擦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實 d'jɐt 定 舌尖塞音 質 低央音（細）+舌尖塞音 入 仄

之 tjǝ 端 舌尖塞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殽 ɤrɐu 匣 舌根擦音 宵 低央音 平 平

 

心 sjǝm 心 舌尖擦音 侵 央元音（細）+雙脣鼻音 平 平

之 tjǝ 端 舌尖塞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憂 ʔjǝu 影 喉塞音 幽 央元音（細） 平 平

矣 ɤjǝ 匣 舌根擦音 之 央元音（細） 上 仄

 

我 ŋai 疑 舌根鼻音 歌 前低展 上 仄

歌 kai 見 舌根塞音 歌 前低展 平 平

且 tsja 精 舌尖塞擦音 魚 前低展（細） 平 平

謠 rɐu 定* 舌尖顫音 宵 低央音 平 平

 

不 pjuǝ 幫 雙脣塞音 之 央合口（細） 入 仄

我 ŋai 疑 舌根鼻音 歌 前低展 上 仄

知 trjɐ 端 舌尖塞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者 tja 端 舌尖塞音 魚 前低展（細） 上 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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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音 聲紐 聲母特性 韻部 韻母特性 聲調 
平

仄 

謂 ɤjuǝt 匣 舌根擦音 沒 央合口（細）+舌尖塞音 入 仄 

我 ŋai 疑 舌根鼻音 歌 前低展 上 仄 

士 dz'rjǝ 從 舌尖塞擦音 之 央元音（細） 上 仄 

也 rai 定* 舌尖顫音 歌 前低展 上 仄 

驕 kjɐu 見 舌根塞音 宵 低央音（細） 平 平 

 

彼 pjai 幫 雙脣塞音 歌 前低展（細） 上 仄 

人 njɐn 泥 舌尖鼻音 真 低央音（細）+舌尖鼻音 平 平 

是 sd'jɐ 定 舌尖擦、塞音 支 低央音（細） 上 仄 

哉 tsǝ 精 舌尖塞擦音 之 央元音 平 平 

 

子 tsjǝ 精 舌尖塞擦音 之 央元音（細） 上 仄 

曰 ɤjat 匣 舌根擦音 月 前低展（細）+舌尖塞音 入 仄 

何 ɤai 匣 舌根擦音 歌 前低展 平 平 

其 ɤjǝ 匣 舌根擦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心 sjǝm 心 舌尖擦音 侵 央元音（細）+雙脣鼻音 平 平 

之 tjǝ 端 舌尖塞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憂 ʔjǝu 影 喉塞音 幽 央元音（細） 平 平 

矣 ɤjǝ 匣 舌根擦音 之 央元音（細） 上 仄 

 

其 ɤjǝ 匣 舌根擦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誰 sd'juǝi 定 舌尖擦、塞音 微 央合口（細） 平 平 

知 trjɐ 端 舌尖塞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之 tjǝ 端 舌尖塞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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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音 聲紐 聲母特性 韻部 韻母特性 聲調
平

仄

其 ɤjǝ 匣 舌根擦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誰 sd'juǝi 定 舌尖擦、塞音 微 央合口（細） 平 平

知 trjɐ 端 舌尖塞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之 tjǝ 端 舌尖塞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蓋 ɤap 匣 舌根擦音 盍 前低展+雙脣塞音 入 仄

亦 rak 定* 舌尖顫音 鐸 前低展+舌根塞音 入 仄

勿 mjuǝt 明 雙脣鼻音 沒 央合口（細）+舌尖塞音 入 仄

思 sjǝ 心 舌尖擦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園 ɤjuan 匣 舌根擦音 元 前低展合口（細）+舌尖鼻音 平 平

有 ɤjǝ 匣 舌根擦音 之 央元音（細） 上 仄

棘 kjǝk 見 舌根塞音 職 央元音（細）+舌根塞音 入 仄

 

其 ɤjǝ 匣 舌根擦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實 d'jɐt 定 舌尖塞音 質 低央音（細）+舌尖塞音 入 仄

之 tjǝ 端 舌尖塞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食 d'jǝk 定 舌尖塞音 職 央元音（細）+舌根塞音 入 仄

 

心 sjǝm 心 舌尖擦音 侵 央元音（細）+雙脣鼻音 平 平

之 tjǝ 端 舌尖塞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憂 ʔjǝu 影 喉塞音 幽 央元音（細） 平 平

矣 ɤjǝ 匣 舌根擦音 之 央元音（細） 上 仄

 

聊 liǝu 來 舌尖邊音 幽 央元音（細） 平 平

以 rǝ 定* 舌尖顫音 之 央元音 上 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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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音 聲紐 聲母特性 韻部 韻母特性 聲調 
平

仄 

行 ɤraŋ 匣 舌根擦音 陽 前低展+舌根鼻音 平 平 

國 kuǝk 見 舌根塞音 職 央合口+舌根塞音 入 仄 

 

不 pjuǝ 幫 雙脣塞音 之 央合口（細） 入 仄 

我 ŋai 疑 舌根鼻音 歌 前低展 上 仄 

知 trjɐ 端 舌尖塞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者 tja 端 舌尖塞音 魚 前低展（細） 上 仄 

 

謂 ɤjuǝt 匣 舌根擦音 沒 央合口（細）+舌尖塞音 去 仄 

我 ŋai 疑 舌根鼻音 歌 前低展 上 仄 

士 dz'rjǝ 從 舌尖塞擦音 之 央元音（細） 上 仄 

也 rai 定* 舌尖顫音 歌 前低展 上 仄 

罔 mjuaŋ 明 雙脣鼻音 陽 前低展合口（細）+舌根鼻音 上 仄 

極 ɤjǝk 匣 舌根擦音 職 央元音（細）+舌根塞音 入 仄 

 

彼 pjai 幫 雙脣塞音 歌 前低展（細） 上 仄 

人 njɐn 泥 舌尖鼻音 真 低央音（細）+舌尖鼻音 平 平 

是 sd'jɐ 定 舌尖擦、塞音 支 低央音（細） 上 仄 

哉 tsǝ 精 舌尖塞擦音 之 央元音 平 平 

 

子 tsjǝ 精 舌尖塞擦音 之 央元音（細） 上 仄 

曰 ɤjat 匣 舌根擦音 月 前低展（細）+舌尖塞音 入 仄 

何 ɤai 匣 舌根擦音 歌 前低展 平 平 

其 ɤjǝ 匣 舌根擦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心 sjǝm 心 舌尖擦音 侵 央元音（細）+雙脣鼻音 平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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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音 聲紐 聲母特性 韻部 韻母特性 聲調
平

仄

之 tjǝ 端 舌尖塞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憂 ʔjǝu 影 喉塞音 幽 央元音（細） 平 平

矣 ɤjǝ 匣 舌根擦音 之 央元音（細） 上 仄

 

其 ɤjǝ 匣 舌根擦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誰 sd'juǝi 定 舌尖擦、塞音 微 央合口（細） 平 平

知 trjɐ 端 舌尖塞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之 tjǝ 端 舌尖塞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其 ɤjǝ 匣 舌根擦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誰 sd'juǝi 定 舌尖擦、塞音 微 央合口（細） 平 平

知 trjɐ 端 舌尖塞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之 tjǝ 端 舌尖塞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蓋 ɤap 匣 舌根擦音 盍 前低展+雙脣塞音 入 仄

亦 rak 定* 舌尖顫音 鐸 前低展+舌根塞音 入 仄

勿 mjuǝt 明 雙脣鼻音 沒 央合口（細）+舌尖塞音 入 仄

思 sjǝ 心 舌尖擦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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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陟岵】 

 擬音 聲紐 聲母特性 韻部 韻母特性 聲調 
平

仄 

陟 trjǝk 端 舌尖塞音 職 央元音（細）+舌根塞音 入 仄 

彼 pjai 幫 雙脣塞音 歌 前低展（細） 上 仄 

岵 ɤa 匣 舌根擦音 魚 前低展元音 上 仄 

兮 ɤiɐ 匣 舌根擦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瞻 tjam 端 舌尖塞音 談 前低展（細）+雙脣鼻音 平 平 

望 mjuaŋ 明 雙脣鼻音 陽 前低展合口（細）+舌根鼻音 去 仄 

父 b'ja 並 雙脣塞音 魚 前低展（細） 上 仄 

兮 ɤiɐ 匣 舌根擦音 支 低央（細） 平 平 

 

父 b'ja 並 雙脣塞音 魚 前低展（細） 上 仄 

曰 ɤjat 匣 舌根擦音 月 前低展（細）+舌尖塞音 入 仄 

嗟 tsjai 精 舌尖塞擦音 歌 前低展（細） 平 平 

予 ra 定* 舌尖顫音 魚 前低展元音 平 平 

子 tsjǝ 精 舌尖塞擦音 之 央元音（細） 上 仄 

 

行 ɤraŋ 匣 舌根擦音 陽 前低展+舌根鼻音 平 平 

役 rɐk 定* 舌尖顫音 錫 低央音+舌根塞音 入 仄 

夙 sjuǝuk 心 舌尖擦音 覺 央合口（細）+舌根塞音 入 仄 

夜 rak 定* 舌尖顫音 鐸 前低展+舌根塞音 去 仄 

無 mjua 明 雙脣鼻音 魚 前低展合口（細） 平 平 

已 rǝ 定* 舌尖顫音 之 央元音 上 仄 

 

上 d'jaŋ 定 舌尖塞音 陽 前低展（細）+舌根鼻音 去 仄 



《詩經•魏風》語言音韻風格探析 125 

 

 擬音 聲紐 聲母特性 韻部 韻母特性 聲調
平

仄

慎 sd'jɐn 定 舌尖擦、塞音 真 低央音（細）+舌尖鼻音 去 仄

旃 tjan 端 舌尖塞音 元 前低展（細）+舌尖鼻音 平 平

哉 tsǝ 精 舌尖塞擦音 之 央元音 平 平

 

猶 rǝu 定* 舌尖顫音 幽 央元音 平 平

來 lǝ 來 舌尖邊音 之 央元音 平 平

無 mjua 明 雙脣鼻音 魚 前低展合口（細） 平 平

止 tjǝ 端 舌尖塞音 之 央元音（細） 上 仄

 

陟 trjǝk 端 舌尖塞音 職 央元音（細）+舌根塞音 入 仄

彼 pjai 幫 雙脣塞音 歌 前低展（細） 上 仄

屺 k'jǝ 溪 舌根塞音 之 央元音（細） 上 仄

兮 ɤiɐ 匣 舌根擦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瞻 tjam 端 舌尖塞音 談 前低展（細）+雙脣鼻音 平 平

望 mjuaŋ 明 雙脣鼻音 陽 前低展合口（細）+舌根鼻音 去 仄

母 mǝ 明 雙脣鼻音 之 央元音 上 仄

兮 ɤiɐ 匣 舌根擦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母 mǝ 明 雙脣鼻音 之 央元音 上 仄

曰 ɤjat 匣 舌根擦音 月 前低展（細）+舌尖塞音 入 仄

嗟 tsjai 精 舌尖塞擦音 歌 前低展（細） 平 平

予 ra 定* 舌尖顫音 魚 前低展元音 平 平

季 kjuǝt 見 舌根塞音 沒 央合口（細）+舌尖塞音 入 仄

 

行 ɤraŋ 匣 舌根擦音 陽 前低展+舌根鼻音 平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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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音 聲紐 聲母特性 韻部 韻母特性 聲調 
平

仄 

役 rɐk 定* 舌尖顫音 錫 低央音+舌根塞音 入 仄 

夙 sjuǝuk 心 舌尖擦音 覺 央合口（細）+舌根塞音 入 仄 

夜 rak 定* 舌尖顫音 鐸 前低展+舌根塞音 去 仄 

無 mjua 明 雙脣鼻音 魚 前低展合口（細） 平 平 

寐 mjǝt 明 雙脣鼻音 沒 央元音（細）+舌尖塞音 入 仄 

 

上 d'jaŋ 定 舌尖塞音 陽 前低展（細）+舌根鼻音 去 仄 

慎 sd'jɐn 定 舌尖擦、塞音 真 低央音（細）+舌尖鼻音 去 仄 

旃 tjan 端 舌尖塞音 元 前低展（細）+舌尖鼻音 平 平 

哉 tsǝ 精 舌尖塞擦音 之 央元音 平 平 

 

猶 rǝu 定* 舌尖顫音 幽 央元音 平 平 

來 lǝ 來 舌尖邊音 之 央元音 平 平 

無 mjua 明 雙脣鼻音 魚 前低展合口（細） 平 平 

棄 k'jɐt 溪 舌根塞音 質 低央音（細）+舌尖塞音 入 仄 

 

陟 trjǝk 端 舌尖塞、顫音 職 央元音（細）+舌根塞音 入 仄 

彼 pjai 幫 雙脣塞音 歌 前低展（細） 上 仄 

岡 kaŋ 見 舌根塞音 陽 前低展元音+舌根鼻音 平 平 

兮 ɤiɐ 匣 舌根擦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瞻 tjam 端 舌尖塞音 談 前低展（細）+雙脣鼻音 平 平 

望 mjuaŋ 明 雙脣鼻音 陽 前低展合口（細）+舌根鼻音 去 仄 

兄 xjuaŋ 曉 舌根擦音 陽 前低展合口（細）+舌根鼻音 平 平 

兮 ɤiɐ 匣 舌根擦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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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音 聲紐 聲母特性 韻部 韻母特性 聲調
平

仄

兄 xjuaŋ 曉 舌根擦音 陽 前低展合口（細）+舌根鼻音 平 平

曰 ɤjat 匣 舌根擦音 月 前低展（細）+舌尖塞音 入 仄

嗟 tsjai 精 舌尖塞擦音 歌 前低展（細） 平 平

予 ra 定* 舌尖顫音 魚 前低展元音 平 平

弟 d'iɐi 定 舌尖塞音 脂 低央音（細） 去 仄

 

行 ɤraŋ 匣 舌根擦音 陽 前低展+舌根鼻音 平 平

役 rɐk 定* 舌尖顫音 錫 低央音+舌根塞音 入 仄

夙 sjuǝuk 心 舌尖擦音 覺 央合口（細）+舌根塞音 入 仄

夜 rak 定* 舌尖顫音 鐸 前低展+舌根塞音 去 仄

必 pjɐt 幫 雙脣塞音 質 低央音（細）+舌尖塞音 入 仄

偕 krɐi 見 舌根塞音 脂 低央音 平 平

 

上 d'jaŋ 定 舌尖塞音 陽 前低展（細）+舌根鼻音 去 仄

慎 sd'jɐn 定 舌尖擦、塞音 真 低央音（細）+舌尖鼻音 去 仄

旃 tjan 端 舌尖塞音 元 前低展（細）+舌尖鼻音 平 平

哉 tsǝ 精 舌尖塞擦音 之 央元音 平 平

 

猶 rǝu 定* 舌尖顫音 幽 央元音 平 平

來 lǝ 來 舌尖邊音 之 央元音 平 平

無 mjua 明 雙脣鼻音 魚 前低展合口（細） 平 平

死 sjɐi 心 舌尖擦音 脂 低央音（細） 上 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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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畝之間】 

 擬音 聲紐 聲母特性 韻部 韻母特性 聲調 
平

仄 

十 sd'jǝp 定 舌尖擦、塞音 緝 央元音（細）+雙脣塞音 入 仄 

畝 mǝ 明 雙脣鼻音 之 央元音 上 仄 

之 tjǝ 端 舌尖塞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間 kran 見 舌根塞音 元 前低展元音+舌尖鼻音 去 仄 

兮 ɤiɐ 匣 舌根擦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桑 saŋ 心 舌尖擦音 陽 前低展+舌根鼻音 平 平 

者 tja 端 舌尖塞音 魚 前低展（細） 上 仄 

閑 ɤran 匣 舌根擦音 元 前低展元音+舌尖鼻音 平 平 

閑 ɤran 匣 舌根擦音 元 前低展元音+舌尖鼻音 平 平 

兮 ɤiɐ 匣 舌根擦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行 ɤraŋ 匣 舌根擦音 陽 前低展元音+舌根鼻音 平 平 

與 ra 定* 舌尖顫音 魚 前低展元音 上 仄 

子 tsjǝ 精 舌尖塞擦音 之 央元音（細） 上 仄 

還 ɤruan 匣 舌根擦音 元 前低展合口+舌尖鼻音 平 平 

兮 ɤiɐ 匣 舌根擦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十 sd'jǝp 定 舌尖擦、塞音 緝 央元音（細）+雙脣塞音 入 仄 

畝 mǝ 明 雙脣鼻音 之 央元音 上 仄 

之 tjǝ 端 舌尖塞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外 ŋuat 疑 舌根鼻音 月 前低展合口+舌尖塞音 入 仄 

兮 ɤiɐ 匣 舌根擦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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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音 聲紐 聲母特性 韻部 韻母特性 聲調
平

仄

桑 saŋ 心 舌尖擦音 陽 前低展元音+舌根鼻音 平 平

者 tja 端 舌尖塞音 魚 前低展（細） 上 仄

泄 rat 定* 舌尖顫音 月 前低展元音+舌尖塞音 入 仄

泄 rat 定* 舌尖顫音 月 前低展元音+舌尖塞音 入 仄

兮 ɤiɐ 匣 舌根擦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行 ɤraŋ 匣 舌根擦音 陽 前低展元音+舌根鼻音 平 平

與 ra 定* 舌尖顫音 魚 前低展元音 上 仄

子 tsjǝ 精 舌尖塞擦音 之 央元音（細） 上 仄

逝 sd'jat 定 舌尖擦、塞音 月 前低展（細）+舌尖塞音 入 仄

兮 ɤiɐ 匣 舌根擦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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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檀】 

 擬音 聲紐 聲母特性 韻部 韻母特性 聲調 
平

仄 

坎 k'ɐm 溪 舌根塞音 添 低央音+雙脣鼻音 上 仄 

坎 k'ɐm 溪 舌根塞音 添 低央音+雙脣鼻音 上 仄 

伐 b'uat 並 雙脣塞音 月 前低展合口+舌尖塞音 入 仄 

檀 d'an 定 舌尖塞音 元 前低展+舌尖鼻音 平 平 

兮 ɤiɐ 匣 舌根擦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寘 tjuɐn 端 舌尖塞音 真 低央音合口（細）+舌尖鼻音 去 仄 

之 tjǝ 端 舌尖塞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河 ɤai 匣 舌根擦音 歌 前低展元音 平 平 

之 tjǝ 端 舌尖塞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干 kan 見 舌根塞音 元 前低展+舌尖鼻音 平 平 

兮 ɤiɐ 匣 舌根擦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河 ɤai 匣 舌根擦音 歌 前低展元音 平 平 

水 st'juǝi 透 舌尖擦、塞音 微 央合口（細） 上 仄 

清 ts'jɐŋ 清 舌尖塞擦音 耕 低央音（細）+舌根鼻音 平 平 

且 tsja 精 舌尖塞擦音 魚 前低展（細） 平 平 

漣 ljan 來 舌尖邊音 元 前低展（細）+舌尖鼻音 平 平 

猗 ʔjai 影 喉塞音 歌 前低展（細） 平 平 

 

不 pjuǝ 幫 雙脣塞音 之 央合口（細） 入 仄 

稼 kra 見 舌根塞音 魚 前低展元音 去 仄 

不 pjuǝ 幫 雙脣塞音 之 央合口（細） 入 仄 

穡 srjǝk 心 舌尖擦音 職 央元音（細）+舌根塞音 入 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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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音 聲紐 聲母特性 韻部 韻母特性 聲調
平

仄

 

胡 ɤa 匣 舌根擦音 魚 前低展元音 平 平

取 ts'au 清 舌尖塞擦音 侯 前低展元音 上 仄

禾 ɤuai 匣 舌根擦音 歌 前低展合口 平 平

三 sǝm 心 舌尖擦音 侵 央+雙脣鼻音 平 平

百 prak 幫 雙脣塞音 鐸 前低展+舌根塞音 入 仄

廛 d'rjan 定 舌尖塞、顫音 元 前低展（細）+舌尖鼻音 平 平

兮 ɤiɐ 匣 舌根擦音 支 低央（細） 平 平

 

不 pjuǝ 幫 雙脣塞音 之 央合口（細） 入 仄

狩 st'jǝu 透 舌尖擦、塞音 幽 央元音（細） 去 仄

不 pjuǝ 幫 雙脣塞音 之 央合口（細） 入 仄

獵 ljap 來 舌尖邊音 盍 低前展（細）+雙脣塞音 入 仄

 

胡 ɤa 匣 舌根擦音 魚 前低展元音 平 平

瞻 tjam 端 舌尖塞音 談 前低展（細）+雙脣鼻音 平 平

爾 njɐi 泥 舌尖鼻音 脂 低央音（細） 上 仄

庭 d'iɐŋ 定 舌尖塞音 耕 低央音（細）+舌根鼻音 平 平

有 ɤjǝ 匣 舌根擦音 之 央元音（細） 上 仄

縣 ɤiuan 匣 舌根擦音 元 前低展合口（細）+舌尖鼻音 平 平

貆 xjuan 曉 舌根擦音 元 前低展合口（細）+舌尖鼻音 平 平

兮 ɤiɐ 匣 舌根擦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彼 pjai 幫 雙脣塞音 歌 前低展（細） 上 仄

君 kjuǝn 見 舌根塞音 諄 央合口（細）+舌尖鼻音 平 平

子 tsjǝ 精 舌尖塞擦音 之 央元音（細） 上 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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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音 聲紐 聲母特性 韻部 韻母特性 聲調 
平

仄 

兮 ɤiɐ 匣 舌根擦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不 pjuǝ 幫 雙脣塞音 之 央合口（細） 入 仄 

素 sa 心 舌尖擦音 魚 前低展元音 去 仄 

餐 ts'an 清 舌尖塞擦音 元 前低展+舌尖鼻音 平 平 

兮 ɤiɐ 匣 舌根擦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坎 k'ɐm 溪 舌根塞音 添 低央音+雙脣鼻音 上 仄 

坎 k'ɐm 溪 舌根塞音 添 低央音+雙脣鼻音 上 仄 

伐 b'uat 並 雙脣塞音 月 前低展合口+舌尖塞音 入 仄 

輻 pjuǝk 幫 雙脣塞音 職 央合口（細）+舌根塞音 入 仄 

兮 ɤiɐ 匣 舌根擦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寘 tjuɐn 端 舌尖塞音 真 低央音合口（細）+舌尖鼻音 去 仄 

之 tjǝ 端 舌尖塞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河 ɤai 匣 舌根擦音 歌 前低展元音 平 平 

之 tjǝ 端 舌尖塞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側 tsrjǝk 精 舌尖塞擦音 職 央元音（細）+舌根塞音 入 仄 

兮 ɤiɐ 匣 舌根擦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河 ɤai 匣 舌根擦音 歌 前低展元音 平 平 

水 st'juǝi 透 舌尖擦、塞音 微 央合口（細） 上 仄 

清 ts'jɐŋ 清 舌尖塞擦音 耕 低央音（細）+舌根鼻音 平 平 

且 tsja 精 舌尖塞擦音 魚 前低展（細） 平 平 

直 d'rjǝk 定 舌尖塞音 職 央元音（細）+舌根塞音 入 仄 

猗 ʔjai 影 喉塞音 歌 前低展（細） 平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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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音 聲紐 聲母特性 韻部 韻母特性 聲調
平

仄

 

不 pjuǝ 幫 雙脣塞音 之 央合口（細） 入 仄

稼 kra 見 舌根塞音 魚 前低展元音 去 仄

不 pjuǝ 幫 雙脣塞音 之 央合口（細） 入 仄

穡 srjǝk 心 舌尖擦音 職 央元音（細）+舌根塞音 入 仄

 

胡 ɤa 匣 舌根擦音 魚 前低展元音 平 平

取 ts'au 清 舌尖塞擦音 侯 前低展元音 上 仄

禾 ɤuai 匣 舌根擦音 歌 前低展合口 平 平

三 sǝm 心 舌尖擦音 侵 央+雙脣鼻音 平 平

百 prak 幫 雙脣塞音 鐸 前低展+舌根塞音 入 仄

億 ʔjǝk 影 喉塞音 職 央元音（細）+舌根塞音 入 仄

兮 ɤiɐ 匣 舌根擦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不 pjuǝ 幫 雙脣塞音 之 央合口（細） 入 仄

狩 st'jǝu 透 舌尖擦、塞音 幽 央元音（細） 去 仄

不 pjuǝ 幫 雙脣塞音 之 央合口（細） 入 仄

獵 ljap 來 舌尖邊音 盍 低前展（細）+雙脣塞音 入 仄

 

胡 ɤa 匣 舌根擦音 魚 前低展元音 平 平

瞻 tjam 端 舌尖塞音 談 前低展（細）+雙脣鼻音 平 平

爾 njɐi 泥 舌尖鼻音 脂 低央音（細） 上 仄

庭 d'iɐŋ 定 舌尖塞音 耕 低央音（細）+舌根鼻音 平 平

有 ɤjǝ 匣 舌根擦音 之 央元音（細） 上 仄

縣 ɤiuan 匣 舌根擦音 元 前低展合口（細）+舌尖鼻音 平 平

特 d'ǝk 定 舌尖塞音 職 央+舌根塞音 入 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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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音 聲紐 聲母特性 韻部 韻母特性 聲調 
平

仄 

兮 ɤiɐ 匣 舌根擦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彼 pjai 幫 雙脣塞音 歌 前低展（細） 上 仄 

君 kjuǝn 見 舌根塞音 諄 央合口（細）+舌尖鼻音 平 平 

子 tsjǝ 精 舌尖塞擦音 之 央元音（細） 上 仄 

兮 ɤiɐ 匣 舌根擦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不 pjuǝ 幫 雙脣塞音 之 央合口（細） 入 仄 

素 sa 心 舌尖擦音 魚 前低展元音 去 仄 

食 d'jǝk 定 舌尖塞音 職 央元音（細）+舌根塞音 入 仄 

兮 ɤiɐ 匣 舌根擦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坎 k'ɐm 溪 舌根塞音 添 低央音+雙脣鼻音 上 仄 

坎 k'ɐm 溪 舌根塞音 添 低央音+雙脣鼻音 上 仄 

伐 b'uat 並 雙脣塞音 月 前低展合口+舌尖塞音 入 仄 

輪 ljuǝn 來 舌尖邊音 諄 央合口（細）+舌尖鼻音 平 平 

兮 ɤiɐ 匣 舌根擦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寘 tjuɐn 端 舌尖塞音 真 低央音合口（細）+舌尖鼻音 去 仄 

之 tjǝ 端 舌尖塞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河 ɤai 匣 舌根擦音 歌 前低展元音 平 平 

之 tjǝ 端 舌尖塞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漘 d'juǝn 定 舌尖塞音 諄 央合口（細）+舌尖鼻音 平 平 

兮 ɤiɐ 匣 舌根擦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河 ɤai 匣 舌根擦音 歌 前低展元音 平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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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音 聲紐 聲母特性 韻部 韻母特性 聲調
平

仄

水 st'juǝi 透 舌尖擦、塞音 微 央合口（細） 上 仄

清 ts'jɐŋ 清 舌尖塞擦音 耕 低央音（細）+舌根鼻音 平 平

且 tsja 精 舌尖塞擦音 魚 前低展（細） 平 平

淪 ljuǝn 來 舌尖邊音 諄 央合口（細）+舌尖鼻音 平 平

猗 ʔjai 影 喉塞音 歌 前低展（細） 平 平

 

不 pjuǝ 幫 雙脣塞音 之 央合口（細） 入 仄

稼 kra 見 舌根塞音 魚 前低展元音 去 仄

不 pjuǝ 幫 雙脣塞音 之 央合口（細） 入 仄

穡 srjǝk 心 舌尖擦音 職 央元音（細）+舌根塞音 入 仄

 

胡 ɤa 匣 舌根擦音 魚 前低展元音 平 平

取 ts'au 清 舌尖塞擦音 侯 前低展元音 上 仄

禾 ɤuai 匣 舌根擦音 歌 前低展合口 平 平

三 sǝm 心 舌尖擦音 侵 央+雙脣鼻音 平 平

百 prak 幫 雙脣塞音 鐸 前低展+舌根塞音 入 仄

囷 k'juǝn 溪 舌根塞音 諄 央合口（細）+舌尖鼻音 平 平

兮 ɤiɐ 匣 舌根擦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不 pjuǝ 幫 雙脣塞音 之 央合口（細） 入 仄

狩 st'jǝu 透 舌尖擦、塞音 幽 央元音（細） 去 仄

不 pjuǝ 幫 雙脣塞音 之 央合口（細） 入 仄

獵 ljap 來 舌尖邊音 盍 低前展（細）+雙脣塞音 入 仄

 

胡 ɤa 匣 舌根擦音 魚 前低展元音 平 平

瞻 tjam 端 舌尖塞音 談 前低展（細）+雙脣鼻音 平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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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音 聲紐 聲母特性 韻部 韻母特性 聲調 
平

仄 

爾 njɐi 泥 舌尖鼻音 脂 低央音（細） 上 仄 

庭 d'iɐŋ 定 舌尖塞音 耕 低央音（細）+舌根鼻音 平 平 

有 ɤjǝ 匣 舌根擦音 之 央元音（細） 上 仄 

縣 ɤiuan 匣 舌根擦音 元 前低展合口（細）+舌尖鼻音 平 平 

鶉 sd'juǝn 定 舌尖擦、塞音 諄 央合口（細）+舌尖鼻音 平 平 

兮 ɤiɐ 匣 舌根擦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彼 pjai 幫 雙脣塞音 歌 前低展（細） 上 仄 

君 kjuǝn 見 舌根塞音 諄 央合口（細）+舌尖鼻音 平 平 

子 tsjǝ 精 舌尖塞擦音 之 央元音（細） 上 仄 

兮 ɤiɐ 匣 舌根擦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不 pjuǝ 幫 雙脣塞音 之 央合口（細） 入 仄 

素 sa 心 舌尖擦音 魚 前低展元音 去 仄 

飧 suǝn 心 舌尖擦音 諄 央合口+舌尖鼻音 平 平 

兮 ɤiɐ 匣 舌根擦音 支 低央音（細） 平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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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鼠】 

 擬音 聲紐 聲母特性 韻部 韻母特性 聲調
平

仄

碩 sd'jak 定 舌尖擦、塞音 鐸 前低展（細）+舌根塞音 入 仄

鼠 st'ja 透 舌尖擦、塞音 魚 前低展（細） 上 仄

碩 sd'jak 定 舌尖擦、塞音 鐸 前低展（細）+舌根塞音 入 仄

鼠 st'ja 透 舌尖擦、塞音 魚 前低展（細） 上 仄

 

無 mjua 明 雙脣鼻音 魚 前低展合口（細） 平 平

食 d'jǝk 定 舌尖塞音 職 央元音（細）+舌根塞音 入 仄

我 ŋai 疑 舌根鼻音 歌 前低展元音 上 仄

黍 st'ja 透 舌尖擦、塞音 魚 前低展（細） 上 仄

 

三 sǝm 心 舌尖擦音 侵 央+雙脣鼻音 平 平

歲 sjuat 心 舌尖擦音 月 前低展合口（細）+舌尖塞音 入 仄

貫 kuan 見 舌根塞音 元 前低展合口+舌尖鼻音 去 仄

女 nrja 泥 舌尖鼻音 魚 前低展（細） 上 仄

 

莫 mak 明 雙脣鼻音 鐸 前低展+舌根塞音 入 仄

我 ŋai 疑 舌根鼻音 歌 前低展元音 上 仄

肯 k'ǝŋ 溪 舌根塞音 蒸 央+舌根鼻音 上 仄

顧 ka 見 舌根塞音 魚 前低展元音 去 仄

 

逝 sd'jat 定 舌尖擦、塞音 月 前低展（細）+舌尖塞音 入 仄

將 tsjaŋ 精 舌尖塞擦音 陽 前低展（細）+舌根鼻音 平 平

去 k'ja 溪 舌根塞音 魚 低前展（細） 去 仄

女 nrja 泥 舌尖鼻音 魚 低前展（細） 上 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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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音 聲紐 聲母特性 韻部 韻母特性 聲調 
平

仄 

 

適 st'jɐk 透 舌尖擦、塞音 錫 低央音（細）+舌根塞音 入 仄 

彼 pjai 幫 雙脣塞音 歌 前低展（細） 上 仄 

樂 lɐuk 來 舌尖邊音 藥 低央音+舌根塞音 入 仄 

土 d'ua 定 舌尖塞音 魚 前低展合口 上 仄 

 

樂 lɐuk 來 舌尖邊音 藥 低央音+舌根塞音 入 仄 

土 d'ua 定 舌尖塞音 魚 前低展合口 上 仄 

樂 lɐuk 來 舌尖邊音 藥 低央音+舌根塞音 入 仄 

土 d'ua 定 舌尖塞音 魚 前低展合口 上 仄 

 

爰 ɤjuan 匣 舌根擦音 元 前低展合口（細）+舌尖鼻音 平 平 

得 tǝk 端 舌尖塞音 職 央+舌根塞音 入 仄 

我 ŋai 疑 舌根鼻音 歌 前低展元音 上 仄 

所 srja 心 舌尖擦音 魚 前低展（細） 上 仄 

 

碩 sd'jak 定 舌尖擦、塞音 鐸 前低展（細）+舌根塞音 入 仄 

鼠 st'ja 透 舌尖擦、塞音 魚 前低展（細） 上 仄 

碩 sd'jak 定 舌尖擦、塞音 鐸 前低展（細）+舌根塞音 入 仄 

鼠 st'ja 透 舌尖擦、塞音 魚 前低展（細） 上 仄 

 

無 mjua 明 雙脣鼻音 魚 前低展合口（細） 平 平 

食 d'jǝk 定 舌尖塞音 職 央元音（細）+舌根塞音 入 仄 

我 ŋai 疑 舌根鼻音 歌 前低展元音 上 仄 

麥 mrǝk 明 雙脣鼻音 職 央+舌根塞音 入 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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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音 聲紐 聲母特性 韻部 韻母特性 聲調
平

仄

三 sǝm 心 舌尖擦音 侵 央+雙脣鼻音 平 平

歲 sjuat 心 舌尖擦音 月 前低展合口（細）+舌尖塞音 入 仄

貫 kuan 見 舌根塞音 元 前低展合口+舌尖鼻音 去 仄

女 nrja 泥 舌尖鼻音 魚 前低展（細） 上 仄

 

莫 mak 明 雙脣鼻音 鐸 前低展+舌根塞音 入 仄

我 ŋai 疑 舌根鼻音 歌 前低展元音 上 仄

肯 k'ǝŋ 溪 舌根塞音 蒸 央+舌根鼻音 上 仄

德 tǝk 端 舌尖塞音 職 央+舌根塞音 入 仄

 

逝 sd'jat 定 舌尖擦、塞音 月 前低展（細）+舌尖塞音 入 仄

將 tsjaŋ 精 舌尖塞擦音 陽 前低展（細）+舌根鼻音 平 平

去 k'ja 溪 舌根塞音 魚 低前展（細） 去 仄

女 nrja 泥 舌尖鼻音 魚 低前展（細） 上 仄

 

適 st'jɐk 透 舌尖擦、塞音 錫 低央音（細）+舌根塞音 入 仄

彼 pjai 幫 雙脣塞音 歌 前低展（細） 上 仄

樂 lɐuk 來 舌尖邊音 藥 低央音+舌根塞音 入 仄

國 kuǝk 見 舌根塞音 職 央合口+舌根塞音 入 仄

 

樂 lɐuk 來 舌尖邊音 藥 低央音+舌根塞音 入 仄

國 kuǝk 見 舌根塞音 職 央合口+舌根塞音 入 仄

樂 lɐuk 來 舌尖邊音 藥 低央音+舌根塞音 入 仄

國 kuǝk 見 舌根塞音 職 央合口+舌根塞音 入 仄

 

爰 ɤjuan 匣 舌根擦音 元 前低展合口（細）+舌尖鼻音 平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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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音 聲紐 聲母特性 韻部 韻母特性 聲調 
平

仄 

得 tǝk 端 舌尖塞音 職 央+舌根塞音 入 仄 

我 ŋai 疑 舌根鼻音 歌 前低展元音 上 仄 

直 d'rjǝk 定 舌尖塞音 職 央元音（細）+舌根塞音 入 仄 

 

碩 sd'jak 定 舌尖擦、塞音 鐸 前低展（細）+舌根塞音 入 仄 

鼠 st'ja 透 舌尖擦、塞音 魚 前低展（細） 上 仄 

碩 sd'jak 定 舌尖擦、塞音 鐸 前低展（細）+舌根塞音 入 仄 

鼠 st'ja 透 舌尖擦、塞音 魚 前低展（細） 上 仄 

 

無 mjua 明 雙脣鼻音 魚 前低展合口（細） 平 平 

食 d'jǝk 定 舌尖塞音 職 央元音（細）+舌根塞音 入 仄 

我 ŋai 疑 舌根鼻音 歌 前低展元音 上 仄 

苗 mjɐu 明 雙脣鼻音 宵 低央音（細） 平 平 

 

三 sǝm 心 舌尖擦音 侵 央+雙脣鼻音 平 平 

歲 sjuat 心 舌尖擦音 月 前低展合口（細）+舌尖塞音 入 仄 

貫 kuan 見 舌根塞音 元 前低展合口+舌尖鼻音 去 仄 

女 nrja 泥 舌尖鼻音 魚 前低展（細） 上 仄 

 

莫 mak 明 雙脣鼻音 鐸 前低展+舌根塞音 入 仄 

我 ŋai 疑 舌根鼻音 歌 前低展元音 上 仄 

肯 k'ǝŋ 溪 舌根塞音 蒸 央+舌根鼻音 上 仄 

勞 lɐu 來 舌尖邊音 宵 低央音 去 仄 

 

逝 sd'jat 定 舌尖擦、塞音 月 前低展（細）+舌尖塞音 入 仄 

將 tsjaŋ 精 舌尖塞擦音 陽 前低展（細）+舌根鼻音 平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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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音 聲紐 聲母特性 韻部 韻母特性 聲調
平

仄

去 k'ja 溪 舌根塞音 魚 低前展（細） 去 仄

女 nrja 泥 舌尖鼻音 魚 低前展（細） 上 仄

 

適 st'jɐk 透 舌尖擦、塞音 錫 低央音（細）+舌根塞音 入 仄

彼 pjai 幫 雙脣塞音 歌 前低展（細） 上 仄

樂 lɐuk 來 舌尖邊音 藥 低央音+舌根塞音 入 仄

郊 krɐu 見 舌根塞音 宵 低央音 平 平

 

樂 lɐuk 來 舌尖邊音 藥 低央音+舌根塞音 入 仄

郊 krɐu 見 舌根塞音 宵 低央音 平 平

樂 lɐuk 來 舌尖邊音 藥 低央音+舌根塞音 入 仄

郊 krɐu 見 舌根塞音 宵 低央音 平 平

 

誰 sd'juǝi 定 舌尖擦、塞音 微 央合口（細） 平 平

之 tjǝ 端 舌尖塞音 之 央元音（細） 平 平

永 ɤjuaŋ 匣 舌根擦音 陽 前低展合口（細）+舌根鼻音 上 仄

號 ɤɐu 匣 舌根擦音 宵 低央音 平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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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人文藝術學院中國語文學系 2016年6月 

 

論石成金《笑得好》之寓意內涵與表現手法 
 

林 怡 君 
 

【 摘 要 】 

石成金是清代著名的詼諧寓言作家，其代表作為《笑得好》。石成金認為言行卑

劣的人，用正言訓之未必能見效，反而透過聽讀笑話的方式，可使其產生怵惕之心，

進而導正其劣行。在《笑得好》中，作者透過嘲諷人性醜陋卑劣的一面、批判不當的

言行，來達到醒世的目的，並提供後人在立身處世上的借鑑及思索。故本文欲透過《笑

得好》之分析，呈現其中豐富、深刻之寓意內涵。此外，在表現手法上，透過言行滑

稽的人物、誇張荒誕的情節、聲調與情境的搭配，一方面彰顯寓意，另一方面也為故

事增添笑果，達到作者欲以笑話醒人的目的。 

 

關鍵詞：石成金、笑得好、清代寓言 

 

                                                 
 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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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hi Chengjin's Implication 
and Performance Techniques in 

Xiao De Hao 
 

Lin, I-Chun 
 

Abstract 
Shi Chengjin is a renowned humorous fable writer on the Ching dynasty, one of whose 

representative works is Xiao De Hao. Shi cheng jin thinks those who behave badly may not 

draw a bitter lesson from severe criticism. On the contrary, by reading jokes, the readers may 

have a fear of what fateful conseguences their behariors will bring about and thus come to 

mend their ways anxiously. In Xiao De Hao, the author ridicules ugly side of human nature, 

and criticizes their unsuitable words and deeds, so as to inspire and awaken the public. In 

short,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Xiao De Hao, and display its rich and profound implication. 

In terms of the performance techniques, through words and deeds of funny characters, 

exaggerated absurd plots, and tonal and situational collocation, the author not only highlights 

the moral, but also adds funny effects to the story, with an eye to rousing the world. 

 

Keywords: Shi cheng jin, Xiao De Hao, the Ching dynasty's fable 

                                                 
 A PhD Student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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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明清時期的寓言稱為「詼諧寓言」1，在明代中葉之後湧現大量的詼諧寓言作品，

這與當時的背景、環境有密切關聯2，代表作品有劉元卿的《賢奕編》、江盈科的《雪

濤小說》、趙南星的《笑贊》等，而這些寓言作品也受到研究者的關注3。到了清初，

著名的詼諧寓言作家為石成金4，其寓言作品有《笑得好》初集、二集，共有一百四十

七則寓言故事，收錄在他的《傳家寶》5一書中。在《中國寓言史》裡提到：「石成金

寓言展示了清代前期詼諧諷刺寓言的風貌，是這一時期最好的作品。在他的寓言之後，

清代這一類寓言的發展不大，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晚清。」6當中可見對石成金寓言作

品的高度肯定。而《笑得好》初集序中云：「人以笑話為笑，我以笑話醒人。雖然遊

戲三昧，可謂度世金針。」7由此可知，作者的創作目的在於醒人，不過他要點醒何種

人？直指人性中的哪些弱點？又用怎麼樣的情節、角色、對話來呈現？都是值得探討

的問題。在《笑得好》中，作者通常使用對話的方式，來凸顯人物性格，角色的形象

也因此鮮明；而作者設計角色間的巧妙趣答、話中有話，不僅達到諷刺、嘲笑的目的，

也讓讀者產生共鳴、會心一笑。特別的是，在某些寓言故事的標題下，作者還加上念

此則故事時，所要注意的語氣、表情、動作、速度，如此更能增添故事的趣味性，也

同時強化警醒世人的力道。此外，作者通常在文末或是標題下方點明寓意，讓讀者能 

 

                                                 
1 詼諧寓言的特色是：「藉笑聲以發不平之鳴，表面上看來只是嘲笑生活中的瑣事和微不足道的人物，骨

子裡卻是指向封建專制的各種弊端。」參見陳蒲清，《寓言文學理論．歷史與應用》（臺北：駱駝出版社，

1992年），頁220。 
2 「到了明代中葉，社會情況發生顯著變化，社會矛盾日益激化，政治腐朽，皇帝荒淫，宦官專政，內閣

紛爭，土地兼併，饑民遍野，整個明帝國呈現一派衰敗景象。於是一大批作家，以寓言為武器辛辣地嘲

諷各種黑暗腐朽勢力。」參見陳蒲清，《中國古代寓言史》（臺北：駱駝出版社，1987年8月），頁237。 
3 相關研究有：李昭鴻，〈《賢奕編》研究－－劉元卿教育方式的多元呈現〉，《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

第19期，2009年10月，頁65-90；陳新怡，《江盈科寓言小品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

論文，顏瑞芳指導，2011年；吳俐雯，〈《笑贊》中的「讀書人」〉，《耕莘學報》，第9期，2011年6月，頁

51-64。 
4 石成金（公元1658－？），字天基，號惺齋，清揚州人，撰有《傳家寶》四集。 
5 游子安，《善與人同－－明清以來的慈善與教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4月）云：「《傳家寶》既是

教人修身齊家之善書，亦是一套居家必備的日用類書：『大而仁義道德孝弟忠信之類，小而居家日用衣

食雜事，凡有益於身家者皆是也。』舉凡起居飲食、讀書方法、日用禮節、觀測天氣、出門須知、防火

防盜要訣、生育常識等無所不包。《傳家寶》共分四集，每集八卷，收入著述共一百二十種。四集名為

福壽根基、修身齊家、警醒明通和怡情悅性。」 
6 吳秋林，《中國寓言史》（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頁274。 
7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臺北：世界書局，1996年），《笑得好初集》，〈序〉，頁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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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清楚掌握故事中所要傳達的道理。從《笑得好》中確實可見石成金的寓言寫作功力，

及其欲警醒世俗的良善美意。可惜的是，目前對於石成金《笑得好》的相關研究並不

多8，因此筆者欲透過本文，將《笑得好》兩集加以深入探討9，擬從「度世金針之寓意

分析」、「笑話醒人之手法探討」兩個面向，來分析、說明當中所呈現的思想意涵、

人物形象、敘述方式、表現手法，從而論證石成金《笑得好》的醒世動機、豐富寓意、

特色風格與價值所在。 

 

二、度世金針之寓意分析 

綜觀石成金《笑得好》之作品寓意，大致是對時人的惡性劣行有所嘲弄、批判，

在《石成金研究》中云：「有笑人鄙嗇的，如〈蠢才〉、〈拔毛〉、〈剝核桃〉、〈鋸

酒杯〉等；有嘲諷上層統治階級的貪吝的，如〈爛盤盒〉、〈官妻飲敘〉等；有諷刺

愚蠢行為的，如〈慮兩百歲壽誕〉、〈瞎子墜橋〉、〈偷鋤〉等，題材為各種人、事、

物之現象，對於人情世態之譏諷，妙趣橫生。」10本章分從「人性」與「處世」兩方面，

來探討《笑得好》的豐富寓意與深刻意涵。 

（一）人性 

石成金云：「人性皆善，要知世無不好之人，其人之不好者，總由物欲昏蔽，俗

習熏陶，染成痼疾，醫藥難痊。……予乃著笑話書一部，評列警醒，令讀者凡有過愆、

偏私、朦昧、貪癡之種種，聞予之笑，悉皆慚愧悔改，俱得成良善之好人矣。」11可見

石成金肯定人性之善，但他認為當人被物欲所蒙蔽時，便有惡的行為產生，因此，他

撰寫《笑得好》一書，內容針對人之種種過愆、偏私、朦昧、貪癡加以嘲諷，期使讀

者能慚愧悔改，成為良善的人。石成金認為善是至寶，人終其一生須時時奉行之，如 

 

                                                 
8 目前關於石成金《笑得好》之研究有：許美雲，〈度世之金針——《笑得好》對清代社會弊病之批評〉，

《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34期，2016年6月，頁57-79；洪竟值，《石成金笑得好研究》，臺北：中

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陳勁榛指導，2014年；楊芳，《石成金研究》，江蘇：揚州大學中國古

代文學系碩士論文，董國炎指導，2006年。 
9 本文採用版本為收錄在楊家駱《中國笑話書》中的《笑得好初集》、《笑得好二集》，因為此書所收錄的

作品較完備。 
10 楊芳，《石成金研究》，頁37。 
11 石成金，《傳家寶》卷7，《笑得好初集》，〈自敘〉，頁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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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僅有益自身，亦造福子孫。12那麼在《笑得好》的寓言故事中，嘲諷哪些人性的表

現？以下分別從「貪婪妄想」、「無知自誇」、「恣意妄為」、「惰不力行」來談： 

1. 貪婪妄想 

當人對自己所擁有的不滿足，會想向外界尋求更多。但當欲求已超過己身所需，

就是貪婪，甚至是痴心妄想。在石成金的筆下提及兩類人：第一類是對錢財貪婪的人，

他們甚至可以為了錢而不要命；第二類則是想超越命限，達到長生不老的人，可說是

痴心妄想。以下先舉第一類的例子說明，在〈莫砍虎皮〉中，一位正在虎口的父親向

救他的兒子高喊道：「不可砍壞了虎皮，才賣得銀子多。」13作者強調這種情況並非特

例14，但當人心被金錢欲望所蒙蔽時，便迷失在其中了。而且財迷心竅時，很容易受到

別人的利用或是陷害，如〈代綁〉一文，作者沒有賦予主角名字，而直接以「呆子」

名之，諷刺意味濃厚，此位呆子被他人以百兩銀誘惑、哄騙，下場竟是代人受斬刑，

而在死到臨頭的那一刻，呆子對親友說的話卻是：「我只為不聽好話，致有今日。我

而今已乖了，吃虧也只是這一遭。」15由呆子將自己的過錯歸為「不聽好話」，將自己

喪失生命當作「吃虧」，可見其尚未醒悟之心。另外，在〈願換手指〉中，敘述一位

能點石成金的仙人欲試驗人心，尋找貪財少之人來度他成仙，後來終於遇到一位大小

金都不要的人，正當仙人以為那人全無貪財之心，那人卻表示想要仙人可點石成金的

手指，因為如此便有不計其數之金錢可花用。本文展現了人心的貪婪與不滿足，作者

於文末嘲諷說：「只要這手指，敵過別樣萬千，此人眼力不錯。」16直指此人眼中除了

錢已別無他物。石成金認為喜好富貴是人之常情，但要如何安享，便需要智慧，他說： 

人無不好富貴。不知「富貴」二字，豈是容易享受？其上以道德享之，其次以

功業當之，統以學問識見駕馭之。不然，雖得富貴，何能安享？是以君子當此，

每兢兢以守之，業業以保之，非慮富貴之去也，懼禍害隨之也。有功名富貴之 

 

                                                 
12 石成金云：「『善』此一字，乃人生日用之至寶也。凡存心說話、行事，此字俱刻不可離。此寶不獨自身

受用不盡，即子孫亦受用不盡。古人云：『善為至寶生生用，心作良田世世耕。』但不可始勤終怠，更

不可望效心急，包管大有受用。」參見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長春：吉林文史出

版社，2005年）三集，卷2《群珠》，〈一字寶〉，頁481。 
13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初集》，〈莫砍虎皮〉，頁455。 
14 石成金云：「死在頃刻，尚顧銀子，世人每多如此，但不自知耳。」參見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

好初集》，〈莫砍虎皮〉，頁455。 
15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二集》，〈代綁〉，頁475。 
16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初集》，〈願換手指〉，頁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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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遠近怨妒、覬覦者，往往甚多。不如此保守，不取辱則取禍，自然之勢。

但薄福之人，妄自尊大，妄自放肆，雖有功名富貴，亦不能享也。17 

說明有功名富貴者，往往遭人覬覦、怨妒，若恣意妄為，則羞辱災禍將會降臨己身。

故君子才懂得兢兢業業，以德享之。 

接著，再舉第二類的三則故事為例： 

一老翁年登百歲，有慶壽者祝曰：「願吾翁壽過一百二十歲。」翁大怒曰：「我

又不會吃了你家的飯，為何限定我的歲數，不許我多過幾百年？」人心難足，

百歲上壽，既至百歲，則又思再倍於前，少亦不喜，即過千萬年，還說不多。18

（〈限定歲數〉） 

 

有祝壽曰：「願翁壽如松柏。」翁愁眉不喜，曰：「松柏終有枯時。」又有祝

壽曰：「願翁壽比南山。」翁也愁眉不喜，曰：「山也終有爛時。」二人問曰：

「松柏南山，如此長久，俱不喜歡，請問翁意如何，才得如願？」翁點頭曰：

「依我的心願，不論過幾千幾萬年，只是不得死。」。19（〈不得死〉） 

 

一老翁形容枯槁，衰朽不堪。人但說他衰老，他便惱恨不已；人但誇他少嫩，

他就喜歡不了。有一人知其意，乃假言討他便宜曰：「老翁雖然鬚髮盡白，而

容顏嬌嫩，不獨可比幼童，竟與我新生的孩兒皮膚一樣。」老翁大喜曰：「若

得容顏能少嫩，老夫情願做你兒。」唐伯虎曰：「休逞姿容，難逃青鏡中。」

李笠翁曰：「欲識容顏惟照鏡，人言不老是庾詞。」予謂慣喜說人不老者，諂

也；慣喜人說不老者，癡也；朱顏綠鬢，倏而變為雞皮老人，豈不慘傷。20（〈情

願做兒〉） 

第一則的老翁已年登百歲，還希望多活幾百年，凸顯人心的貪婪與對非分之想的奢求。

第二則的老翁不希望如松柏南山一般長壽，理由竟是因為不願死，相較於第一則不願

被人限定歲數的想法，又更執迷不悟了。第三則的老翁恨人說他衰老，喜人誇他少嫩，

甚至為了返老還童，寧願做他人兒。作者點出世上有諂媚之人，也有癡迷之人，並且

                                                 
17 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三集，卷2《紳瑜第一》，頁499。 
18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初集》，〈限定歲數〉，頁446。 
19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初集》，〈不得死〉，頁447。 
20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初集》，〈情願做兒〉，頁446-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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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世人正視逐漸衰老的生命現實。故石成金云：「勸世人，莫痴迷，年漸老，雪鬢堆，

此生聚散如萍會。……試看你形容枯槁，還不肯意轉心回。」21點出即使逃避現實，執

迷不悟，終究還是得面對不斷衰老的事實。 

2. 無知自誇 

當人缺少自知之明，或是為了滿足一己的虛榮心，便會過度放大自我，吹噓、誇

口自己的能力，而這種人的下場不是自曝其短，就是被人識破、讓人笑話。在《笑得

好》中的這類人物，有的是誇耀自己為聖人，如〈連我才得三人〉，描述一位士子將

自己與盤古王、孔子，並列為三聖，其大言不慚的言論，讓作者不得不直言「吾知其

極厚的面孔」22；有的是炫耀自己與富貴者往來甚密，如〈剩個窮花子與我〉中的張氏

作為，作者認為「向人說與富貴人如何往來，如何厚密，是大沒見識人；即親友中真

有富貴者，頻對人說，亦惹人厭謗；何況更有假言誑說的，大為可恥。」23批評如此行

為是沒見識，若是胡亂捏造則更加可恥；有的是吹噓自己的學識見聞，如〈方蛇〉一

文，主角誇說自己遇見寬十丈，長百丈的大蛇，卻沒人相信，遂心虛地一改再改，到

最後連自己都覺察到將蛇講成方形了。於是文末作者言「世有虛語，未有不被人識破，

奈不能自悟何。」24又如〈老虎詩〉一文，主角原本想要展現學識，結果不禁旁人的一

再追問，竟只能答出「甚的甚的虎」、「甚的甚的苦」、「忘了」，因此文末作者引

古人之言勸人云：「『寧在人前全不會，莫在人前會不全。』若有學問，不妨講說；

如或有頭無尾，不如不說。」25石成金希望假言誇口者能夠自我省悟，並且對自己有正

確的認識，否則被人識破是遲早且難堪之事。 

3. 恣意妄為 

石成金云：「有一等人，好撒酒風，飲至酒醉之後，不知天理，不怕王法，不通

人情。此時昏迷放肆，亂打亂罵，每每極大的禍事，都從這醉中做出。」26可見有一種

人會藉酒裝瘋，假借醉酒而放肆胡鬧，這種人的言行也反映出，其對於己身的欲望、

情感缺少自制，甚至是故意的放肆妄為，將人性的醜惡面表露無遺。以下三則故事，

石成金皆在譏諷撒酒風者的行為，第一則為〈撒不來〉，敘述有一位習慣撒酒風之人， 

 

                                                 
21 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初集，卷3《有福歌》，〈痴迷〉，頁50。 
22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初集》，〈連我才得三人〉，頁436。 
23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初集》，〈剩個窮花子與我〉，頁429。 
24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初集》，〈方蛇〉，頁437。 
25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初集》，〈老虎詩〉，頁452。 
26 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初集，卷3《快活方第一》，〈莫爛醉（酗）〉，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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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向妻子要酒喝，結果在喝下妻子故意羼了苧麻水的酒後，竟然又開始手舞足蹈，

其妻不禁罵道：「吃了浸苧麻的水也撒酒風。」27沒想到此人竟然大笑說出：「我也道

今日如何這等撒不來。」28明顯是在借酒裝瘋，故作者於文末云：「酒醉之人，鮮有墜

水食糞者，可見撒酒風的，都是倚風作邪。試問次日見人，可慚愧否？」29作者反問這

些藉酒醉鬧事之人，不會對自己的無禮行為感到慚愧嗎？第二則為〈醉猴〉，敘述有

一人購得猴猻後，將其穿戴衣帽，並教其跪拜之禮，頗似個人。但有一次這隻猴猻喝

下客人所賞之酒，便脫去衣帽、滿地打滾，被眾人嘲笑「不像個人」。在此則寓言中，

作者將撒酒風之人比喻為猴猻，強調喝醉後的表現已不是「人」所應有的言行，並於

文末勸人曰：「酒須少飲，若或大醉，則為害甚多，有人形者鮮矣。」30第三則為〈風

雨對〉，陳述一位會撒酒風的教書先生，與學生對對聯，其生以「席上常常撒酒風」

來譏笑其師的言行。教書先生聽到後，責備學生不該說老師的短處，而學生的回應則

是「若再不改過，我就是先生的先生了。」31文中以學生借對諷師，並以學生的身分批

評老師撒酒風之非，更加凸顯這種恣意妄為之心態的謬誤。 

4. 惰不力行 

人雖難免有惰性，但若是對所讀之聖賢書，無法吸收內化並加以身體力行，終究

是枉然，故石成金云：「讀書不在記誦，全要身體力行。若不身體力行，雖讀書五年，

究竟書是書，我是我，全不相干。夫聖賢垂訓教人之義，欲令天下後世凡讀聖賢書者，

皆效聖賢所為。若徒以記誦詞章之學，幸取科第功名，不亦為聖賢之罪人乎？」32在《笑

得好》中也刻畫了懶於讀書學習、無法將道理吸收內化之人，如〈書是印成的〉中，

描述一位兒子被動讀書，對於書中文字並無內化，看了三日書，唯一的發現在於書是

印成的。作者認為讀書不是做表面功夫，也不宜僅專注在字句上，更重要的是將領悟

的道理身體力行，才能達到讀書的效果。又如〈笑話一擔〉中云： 

秀才年將七十，忽生一子，即名曰年紀。未幾，又生一子，似可讀書者，因名

曰學問。次年又生一子，笑曰：「如此老年，還生此兒，真笑話也。」又名曰

笑話。及三人年長無事，俱命入山打柴，及歸，夫問曰：「三子之柴孰多？」

                                                 
27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初集》，〈撒不來〉，頁441。 
28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初集》，〈撒不來〉，頁441。 
29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初集》，〈撒不來〉，頁441。 
30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二集》，〈醉猴〉，頁471。 
31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二集》，〈風雨對〉，頁472。 
32 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二集，卷1《人事通第一》，頁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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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曰：「年紀有了一把，學問一些也無，笑話倒有一擔。」有年紀而無學問，

已是笑話，何況更有笑話乎！33 

當中作者運用三個小孩的取名，來譏諷一位七十歲秀才的一事無成，年紀一大把，卻

胸無點墨，實是可笑又可悲。此外，石成金也描寫不效法聖賢之道，卻生事害人的讀

書人，如〈放屁文章〉中云： 

一秀才能言，慣會幫人訟事，縣官憎嫌，教之曰：「為士者，只應閉戶讀書，

因何出入衙門，如此舉動？想汝文章必然荒疏，本縣且出題考汝，好歹定奪。」

因出題令其做文，半晌不能成句，反高聲曰：「太宗師所出題目甚難，所以遲

滯，求再出一題，若做不出，情願領罪。」官為一笑，正在另想題目時，忽撒

一屁，因以放屁為題，令其著筆。這秀才即拱揖進辭曰：「伏惟太宗師高聳金

臀，洪宣寶屁，依稀乎絲竹之音，仿佛乎麝蘭之氣，生員立於下風，不勝馨香

之至。」縣官聽完大笑曰：「這秀才，正經的好文章不會做，放屁的壞文章偏

做得好。本縣衙門東街，有個萬人糞坑，叫皂隸即押他在糞坑邊立著，每日領

略些麝蘭香味，免得他閒著生事害人。」秀才但做壞事害人者，即罰在糞坑邊

吸臭氣，只須罰不多人，其餘皆斂迹矣。34 

故事中的秀才仗勢自己善於言詞，便幫人打官司。後來縣官看過秀才寫的放屁文章後，

便處罰秀才每日站在糞坑邊領略些麝蘭香氣，以免又惹事害人。作者於文末云：「只

須罰不多人，其餘皆斂迹矣」，可見當時此種不讀書又生事害人者不是少數，透過文

中秀才的下場，讓這些作惡之人知所警惕。石成金認為「大凡好訟地方，多因有一種

遊手好閒的壞人，不能讀書，不會耕田，又不做工商買賣，終日流蕩搖擺，既沒本分，

事業家計，自無所出，遂而亂為。或倚著自己會說幾句巧話，或仗著自己能寫幾句刀

筆，或靠著自己多有幾斤臂力，便到處尋事挑唆，包寫包告，小事架做大事，大事喪

人身家。」35當中所說「遊手好閒的壞人」，正如上述秀才的作為。可見讀書必須思考

內化，並踐履聖賢之道，才能有所收穫與積累，若仗勢一己之口才或文筆，卻不願進

取向善，終究無所作為。石成金認為讀書即是將「聖賢垂訓教人之義」36，加以身體力 

 

                                                 
33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初集》，〈笑話一擔〉，頁440。 
34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二集》，〈放屁文章〉，頁479。 
35 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二集，卷1《人事通第一》，〈訟之起息利害〉，頁265。 
36 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二集，卷1《人事通第一》，頁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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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因此他對「假道學者」加以批判，假道學者即指滿口仁義道德，而實際行為卻相

反的人。如〈屎攮心窩〉中，一隻蛆自言有「讀書相公」之名，另一隻蚯蚓則請蛆將

書中的仁義道德講來聽聽，而蛆的回答卻是：「我如今因為屎攮了心窩子，那書上的

仁義道德，一些總不曉得了。」37故作者於文末曰：「書上載的仁義道德，俱是聖賢教

訓嘉言，應該力行，為何不行，非屎迷心而何。予見世間不讀書的，還有行仁義道德；

偏偏是讀書人，行起事來，說起話來，專一瞞心昧己，歪著肚腸，同人混賴，所以叫

吃屎的蛆為相公，就是此義。說之不改，變蛆無疑。」38強調讀書人不能只將仁義道德

掛在嘴上，而是要去身體力行，若是昧著良心做事，則與吃屎的蛆無異。 

（二）處世 

至於在待人處世上，石成金在《笑得好》中又直指、批評哪些不當的言行？分述

如下： 

1. 壞心害人 

在世間中除了善人，也有存壞心的害人者。有時他們會隱藏自身的壞心腸，刻意

做出一些行為來掩飾內心的邪念，讓人誤以為他們是善良的好人。如〈燒螞蟻用鄰箕〉

中，藉由一位時常念佛的婆婆，卻做出燒螞蟻、用鄰箕去火灰的行徑，來凸顯其殺心

及私心，作者認為「雖每日念佛萬遍而罪過仍在。全要心口相應，才有功德。」39說明

念佛不代表有佛心，若是存有殺心、私心，就會有罪過。石成金除了指出壞心害人者

的存在，亦針對「壞心」加以比擬，如〈鉤人骨髓〉一文中，將壞心比喻為「錐子」，

時常會釘他人的腦子；又將壞心比喻為「鉤子」，日日鉤他人的骨髓。作者如此設喻，

既寫實又諷刺。對於昧著良心行事之人，石成金也有所批判，在〈狗吃屎〉一文中云： 

或問：「狗子因何能吃骨頭？」答曰：「因他肚裡有化骨丹，所以能吃骨頭。」

又問：「狗子因何好吃屎？」答曰：「因他肚裡不明理，所以好吃屎。」昧著

良心做事的必變吃屎之狗。40 

作者運用狗愛吃屎的特性，比擬不明事理之人，更直言「昧著良心做事的必變吃屎之

狗」，是強而有力的諷刺，藉此讓壞心害人者知所醒悟。 

                                                 
37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初集》，〈屎攮心窩〉，頁428。 
38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初集》，〈屎攮心窩〉，頁428。 
39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初集》，〈燒螞蟻用鄰箕〉，頁435。 
40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初集》，〈狗吃屎〉，頁45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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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私刻薄 

在《笑得好》中透過主子對待僕人、東家對待老師，呈現某些人的自私刻薄。首

先，在〈只管衣服〉、〈四時不正〉二文，都刻劃了主子對待僕人過於吝嗇、苛刻。

前文中的僕人不僅要三餐自理，渾身竟無衣服，只用瓦兩片或是荷葉兩塊遮蔽下身前

後，藉此凸顯主人極度吝嗇；後文中藉由一富翁著重裘、圍爐聚飲、言冬月甚暖，與

僕人們在門外寒顫，衣單腹餓，寒風入骨作對比，藉此描寫富翁的吝嗇與自私，石成

金認為「富者需要存心寬厚，不可刻薄」41，又云：「好男兒，恤下情。奴婢們，最苦

辛，孤單凍餓誰來問？雖然貴賤尊卑體，也是爹娘一樣生。」42說明主人宜有體恤僕人

之心。石成金對富人的自私刻薄，有更深入的觀察，他說： 

積財富翁，只知晝夜盤算，錙銖必較。家雖陳柴爛米，有人來求救濟，即如剮

肉；有人來募化做好事，若修橋補路之類，即如抽筋；且又自己甘受苦惱，不

肯受用，都留為不肖子孫嫖賭浪費，甚至為有勢力豪攫取肥橐。全不醒悟。……

家貧妄想受用，固是痴愚；若有財富翁，不肯受用，所謂好時光、好山水、好

花鳥詩酒，都付虛度。豈非枉過一生！更為痴愚。誠可惜、可憐。43 

此處提及富翁為了積財，是日夜盤算、錙銖必較；對於需要救濟的人，或有益社會的

建設，則是一毛不拔；在自己身上又捨不得花用，徒留不肖子孫揮霍無度。石成金認

為不懂得享受人生美好的富翁，是痴愚又可憐的。此外，富貴人可能藉由權勢財力來

行不仁之事，故石成金云：「富貴人更宜學善良，……人在貧賤時，為善，善有限；

為惡，惡亦有限，無其力也。一當貴中，為善，善無窮；為惡，惡亦無窮，有其具也。

所以富貴者，乃成敗禍福之大關，不可不更加慎重也。」44說明富貴人若能存善心、為

善事，則可避免禍敗的發生。 

再者，石成金認為東家對於所請來教子的老師，應盡的禮數與節敬要做到，其云：

「身任師責者，固不可誤人；而事師者，尤不可無禮也」45、「父母為子延師，竭力借

辦束脩，加意供奉飲饌，安心委付」46，在下面兩則寓言中嘲諷了對老師吝嗇的東家： 

 

                                                 
41 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初集，卷1《俚言》，〈安分〉，頁24。 
42 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初集，卷2《有福歌》，〈奴婢〉，頁52。 
43 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三集，卷6，〈鐵菱角〉，頁591。 
44 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三集，卷2《群珠》，〈二宜學〉，頁482。 
45 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初集，卷2《師範》，〈授受行止〉，頁39。 
46 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初集，卷2《師範》，〈授受行止〉，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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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富人極吝，欲請師教子，又舍不得供膳，欲得先生不吃酒、肉、飯食者方

可。後有一先生，喜甘淡泊，每日惟吃粥三餐，有人荐來。翁聞而沉思半響，

對先生曰：「且莫造次，只這煮粥也費事，到不如每頓粥，我情願折錢二文，

與先生買兩個燒餅吃，若是先生食量小的，還可以省下一文錢來上腰，豈不兩

便？」47（〈折錢買餅〉） 

 

先生教書，適遇端午節，因無節敬，先生問學生曰：「你父親怎的不送節禮？」

學生歸家問父，父曰：「你回先生，只說父親忘記了。」學生依言回復先生，

先生曰：「我出一對與你對，若對得不好，定要打你。」因出對云：「漢有三

杰：張良韓信尉遲公。」學生不能對，怕打，哭告其父，父曰：「你向先生說：

這對子出錯了，尉遲公是唐人，不是漢人。」學生稟先生，先生曰：「你父親

幾千年前的事，都記得清白，怎麼昨日一個端午節就忘記了？」48（〈忘記端

午〉） 

第一則的富人請師教子，卻捨不得供膳，開出不提供酒、肉、飯的條件，後來雖有一

先生願三餐吃粥，此富人卻只肯給兩文錢去買燒餅。此則故事一來描寫富人的吝嗇，

二來顯現對老師的不禮敬。第二則的先生巧出對聯，戳破學生父親「忘記」端午節的

謊言，作者將「幾千年前的事」與「昨日的端午節」作對比，諷刺張力十足。上述兩

則故事，都展現了東家鄙吝的心態，凡事只顧自己的私利，甚至連束脩，都不肯付出。 

3. 勢利虛偽 

有些人為了獲取好處、錢財，或是名聲，便阿諛奉承、只做表面功夫，這種人表

裡不一、虛偽不誠。對於勢利奉承之人，石成金有云：「勸世人，莫巴高，富與貴，

天數招，榮枯得失誰能拗。眼前飽暖都為福，向後盈虛任長消，但萌妄想皆非道。不

知足時時苦海，能安分處處逍遙。」49以下三則寓言皆在刻劃勢利之人。第一則是〈麻

雀請宴〉，作者採取擬人及譬喻手法。文中將翠鳥比喻為穿著華麗衣服之人，是有錢

人的代表；將鷹比喻為穿著劣等衣服之人，是窮苦人的代表。再藉由麻雀對待二者的

態度差異，凸顯麻雀所表現的勢利眼性格。文末作者提出「敬衣不敬人，遍地皆是， 

 

                                                 
47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初集》，〈折錢買餅〉，頁452。 
48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二集》，〈忘記端午〉，頁469。 
49 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初集，卷2《有福歌》，〈覬望〉，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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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都是麻雀變來的。」50用麻雀來譏諷看對方財力多寡而行事之人。第二則是〈狗咬〉，

藉由他人對乞丐的提問，乞丐說出狗會視人外在穿戴，而有咬人與敬重的不同表現，

正是勢利之人的作為，故乞丐以「業障」稱狗加以貶抑。第三則是〈臭得更狠〉，敘

述一位有錢富翁於座中放屁，旁邊的兩位客人為了奉承富翁，分別以「不聞有一毫臭

氣」、「有一種異樣香味」來回應。當富翁正煩惱其屁不臭，是否為死期將近時，二

客又趕緊改口說「臭將來了」、「臭得更狠」。在此則故事中，作者欲以放屁這種小

事，來嘲諷過度奉承的離譜行徑。綜上所述，前兩則採用譬喻的方式，將勢利之人比

喻為「麻雀」和「狗」；末則是藉由二客對富翁放屁的奉承，凸顯勢利者的可笑行為。

人與人的相處是以誠信相待，若待人處世是依憑對方地位權勢來行事，也只不過是個

虛偽、不知足的人罷了。 

4. 妄不受教 

當人自恃聰明時，很容易聽不進他人的指教。下列二則寓言中的發問者，即是作

者所要糾正的行為心態： 

或問日月的日字如何寫，人教之曰：「口字長些，中橫一畫。」其人用筆依說

寫成，看了半響，大喊曰：「你捉弄我太甚，你只仰看天上日頭形象，是個圓

圓的，從來不曾有一個方日頭。」人曰：「這個真是日字，並不捉弄你。」或

人再看了，忽又大喜曰：「細看這字的樣子，分明就如個帽盒一般，此定然是

個盒字。」不聽好人指教，只憑一己混為，豈不錯誤。51（〈問日字〉） 

 

或問魚字如何寫，人即寫魚與之。或人細看魚字形體，搖頭曰：「頭上兩只角，

肚下四只腳，水裡行的魚，那有角與腳？」人問曰：「此真是魚字，你只說不

是，竟依你認是甚的字呢？」或人曰：「有角有腳，必定在陸地上走的東西，

只看魚字寫得大小何如，才有定准：若魚字寫大些，定是牛 字；寫中等些，即

是鹿字；倘如寫得細小，就是一只羊了。」雖有聰明，不肯聽教，也是枉然。52

（〈辯魚字〉） 

兩則中的發問者都振振有辭地反駁對方的說法，又以己意加以臆測。第二則的說法更

加謬誤，魚字寫大些是牛字，寫中些是鹿字，寫細小些是羊字，此話一出更顯露說者

                                                 
50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初集》，〈麻雀請宴〉，頁449。 
51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二集》，〈問日字〉，頁473。 
52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二集》，〈辯魚字〉，頁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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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識字，也印證了聰明反被聰明誤。人生是不斷學習的過程，透過與他人交流切磋

來增進學問，若固執己見、師心自用，終將自食惡果、無法成長。 

由以上各種負面的人物言行，可知石成金對於人性觀察的深刻、入微。至於要如

何修身，來避免出現上述不良的言行與心態，石成金云： 

勿謂一念可欺也，須知有天地鬼神之鑒察；勿謂一言可輕也，須知有左右前後

之假竊；勿謂一時可逞也，須知有子孫禍福之報應；勿謂一事可忽也，須知有

身家性命之關係。夫一念、一言、一時、一事之不可忽如此，是大有得於中庸

戒慎恐懼之說，魯論臨深履薄之語者。人之生斯世也，能守此四語，則自正心

誠意，以及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皆不出此範圍矣。53 

 
心無妄念，身無妄動，口無妄言，君子所以存誠；內不欺己，外不欺人，上不

欺天，君子所以慎獨；不愧父母，不愧兄弟，不愧妻子，君子所以宜家；不負

天子，不負生民，不負所學，君子所以用世。有此不妄、不欺、不愧、不負，

才不虛生。54 

 
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老時悔。見事不習，用時

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與其悔之於後，莫若慎之於先。

孔子曰：「慎行其餘，慎言其餘。」總是一段兢業心思。但人之一世，不堪數

悔，常銘此心，使不至或悔，則庶幾矣。55 

強調人對於任何念頭、言語、事情，以及在任何時刻，都宜保持著戒慎的心態，不可

輕忽；要做到不妄、不欺、不愧、不負，才是有德者的表現；石成金也勸人，在言行

前要多一份謹慎，才能避免事後的後悔。 

 

 

 

 

 

                                                 
53 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三集，卷2《群珠》，〈四勿謂〉，頁487。 
54 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三集，卷2《群珠》，〈四所以〉，頁487。 
55 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三集，卷2《群珠》，〈六悔〉，頁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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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笑話醒人之手法探討 

石成金在《笑得好初集》〈自序〉中云： 

即有賢者，雖以嘉言法語大聲疾呼，奈何迷而不悟，豈獨不警於心，更且不入

於耳，此則言如不言，彼則聽如不聽，真堪浩嘆哉。正言聞之欲睡，笑話聽之

恐後，今人之恆情。夫既以正言訓之而不聽，曷若以笑話怵之之為得乎。56 

石成金認為對於言行卑劣之人，以正言訓之未必見效，反而透過聽讀笑話的方式，讓

其產生怵惕、恐後之心，進而導正其劣行。本章主要在探討《笑得好》中寓言故事的

藝術手法，以下分從「製造笑果」、「顛覆形象」來談： 

（一）製造笑果 

1. 言行滑稽 

作者透過描寫故事中人物的滑稽可笑言行，使讀者在閱讀時感到好笑有趣，如〈看

寫緣簿〉云： 

有一軍人，穿布衣布鞋游寺。僧以為常人，不加禮貌。軍問僧曰：「我見你寺

中，也甚淡薄，若少甚的修造，可取緣簿來，我好寫布施。」僧人大喜，隨即

獻茶，意極恭敬。及寫緣簿，頭一行才寫了「總督部院」四個大字，僧以為大

官私行，驚懼跪下。其人於「總督部院」下邊又添寫「標下左營官兵」，僧以

為兵丁，臉即一惱，立起不跪。又見添寫「喜施三十」，僧以為三十兩銀子，

臉又一喜，重新跪下。及添寫「文錢」二字，僧見布施甚少，隨又立起不跪，

將身一揲，臉又變惱。先不禮貌，因無錢，後甚恭敬，因有錢；先一跪，為畏

勢，後一跪，為圖利。世人都是如此，豈不可嘆！57 

文中敘寫僧人對待一位到寺軍人的急遽變化，由「不加禮貌」→「意極恭敬」→「驚

懼跪下」→「立起不跪」→「重新跪下」→「又立起不跪」，文中的僧人待人勢利，

態度轉變迅速，因此臉上表情忽喜忽惱、動作時跪時起，作者將僧人滑稽的表情、動

作寫得逼真傳神，同時亦製造故事的引人發笑處。 

  

                                                 
56 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初集，卷7《笑得好初集》，〈自敘〉，頁174。 
57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初集》，〈看寫緣簿〉，頁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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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情節誇張 

故事情節若是誇張、荒誕，不僅讓讀者感到驚奇，更能增添笑果。如〈不識自妻〉

一文云： 

有一人最忘事：行路則忘止，睡下則忘起。其妻患之，向說曰：「聞某處有個

艾夫子，滑稽多知，能愈膏肓之病，何不往求治之？」其人喜從，於是乘馬挾

箭而行。才出門，走未多遠，忽然大恭急迫，因而下馬出恭，將箭插於地下，

將馬繫於樹上。出恭完，向左邊一看，見自己原插的箭，即大驚曰：「怕殺人，

怕殺人，這枝飛箭還虧射在地下，若再近一些，射著了我身子，我的性命休矣，

此天大之幸也。」向右邊一看，見自己原繫的馬，即大喜曰：「雖受虛驚，且

喜牽得他人遺下的一匹馬來，落得騎騎。」因引轡將旋，忽自己踏著適才所出

的大糞，頓足大恨曰：「是誰人出的大恭，將我一雙好靴子，竟污髒了，真是

可惜！」於是鞭馬反向原路而回，少刻抵家，徘徊自己門外曰：「此處不知是

何人居住的房屋，莫不是艾夫子所寓之處耶？」其妻聞聲自內出見，知其又忘

也，因而罵之。其人失張失志怨恨曰：「大娘子，你與我素不相識，與你並不

干涉，何苦就出語傷人，豈不是自己多事耶？」58 

當中作者為描述一位健忘者，設計一連串誇張情節，來凸顯此人的易忘事，如被自己

插的箭所驚嚇、看到自己的馬卻大喜、踩到自己的大恭而頓足大恨。此人對於自己做

過的事，旋即忘卻，且產生種種令人發笑的反應。作者還安排讀者意想不到的情節：

在自家門口卻不知是誰住處；面對自己的妻子卻說素不相識，這種情形既誇張荒誕，

又達到嘲笑故事人物的目的。 

3. 聲調搭配 

在《笑得好》初集的某些寓言標題下方，石成金會標註念此則故事所要強調的語

氣、表情、動作，透過聲調與情境的搭配，讓人物角色更活靈活現，也能彰顯人物性

格，增強嘲諷力道。如〈黑齒妓與白齒妓〉一文云： 

有二娼妓，一妓牙齒生得烏黑，一妓牙齒生得雪白，一欲掩黑，一欲顯白。有

人問齒黑者姓甚，其妓將口謹閉，鼓一鼓，在喉中答應姓顧。問多少年紀，又

鼓起腮答年十五。問能甚的，又在喉中答會敲鼓。又問齒白者何姓，其妓將口

一呲，答姓秦。問青春幾歲，口又一呲，答年十七。問會件什麼事，又將口一

                                                 
58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二集》，〈不識自妻〉，頁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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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呲，白齒盡露，說道會彈琴。今人略有壞事就多方遮掩，略有好事，就逢人

賣弄，如此二娼者，正自不少。最可笑者：才有些銀錢，便滿臉堆富；才讀得

幾句書，便到處批評人，顯得自己大有才學；才做得幾件平常事，便誇張許多

能幹。看起來，總是此齒白之娼婦也。59 

此文透過黑齒妓急欲掩黑、白齒妓欣喜顯白的應答，來刻劃做壞事頻遮掩、有好事則

愛賣弄之人。作者在故事標題下方云：「黑齒妓白齒妓要閉口藏齒說，要呲口露齒說，

臉上妝得像，才發笑。」60可知引人發笑處，正是黑齒妓不敢露牙與白齒妓故意露齒的

表現，故作者安排黑妓講的是可藏齒說的顧、五、鼓等字，安排白妓講的是需露齒說

的秦、七、琴等字。又如〈燒螞蟻用鄰箕〉一文中，「阿彌陀佛」一詞屢次出現，作

者在故事標題下強調「要一頭念佛，一頭說，才發笑。」61目的就在於凸出主角只知念

佛卻無佛心的形象。 

（二）顛覆形象 

石成金透過自身對現世的觀察體悟，在《笑得好》中選用了一些特定的人物形象

來呈顯寓意。他觀察到僧、官、醫、師等人物的負面表現，因此欲透過寓言的表述方

式讓人有所警惕反省。比較特別的是，石成金並不是讓角色表現出正面美好的形象，

也不是直接告訴讀者應該怎麼做才是正確的行為；而是藉由角色的可笑舉止與卑劣心

態，來加以批判。也就是說，作者有意顛覆世人對這些人物形象的既定印象，特意突

出故事人物出人意料、不符合身分的作為，讓讀者在驚奇訝異、否定取笑的同時，亦

進行反思。以下分述石成金對「僧」、「官」、「醫」、「師」等形象的顛覆： 

1. 僧 

在下列寓言中出現的僧人，相較於普遍對僧人守戒修行的認知印象有所不同。第

一則是〈不吃素〉，當中出現一位笑著說「酒倒也用些，只不吃素」62的僧人，身為出

家人卻違反戒律不吃素，且對自己的破戒不以為意。第二則為〈聽見鈴聲〉，敘述一

位在江邊寺內誦經的僧人，聽見殿角的鈴聲響動，便呼叫徒弟前來，告訴他說：「鈴

聲響得緊，風起得大，江中自然有翻的船；我在這裡念經拜佛，不得工夫，你快些代

                                                 
59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初集》，〈黑齒妓與白齒妓〉，頁429。 
60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初集》，〈黑齒妓與白齒妓〉，頁429。 
61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初集》，〈燒螞蟻用鄰箕〉，頁435。 
62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初集》，〈不吃素〉，頁445。 



160 《北市大語文學報》•第十五期•2016 年 6 月 

我去，撈多少衣物來，若淹的人不必救。」63由此段話可知，寺僧之心並未專注在唸經

拜佛上，而是想著去撈翻船之人的衣物，即使叫弟子前往，亦無法掩飾其圖利之心。

第三則為〈想出欠帳〉，當中的禪師教徒弟透過靜坐參悟來明心見性，但是徒弟才坐

了一會兒，便開心地告訴師父說：「蒙師指教，果然大有利益。我方才靜悟不多時，

就將十餘年前，人該我的欠帳，雖三分二分的小事，都想將出來；待我去上緊的同人

打罵，討出銀子來，送與師父買東西吃，好為奉謝。」64由此段話可知，此徒並沒有因

靜坐而使內心平靜，反倒想起十多年前他人欠帳的往事，可知其無心於靜坐上。綜上

所述，作者描寫的不是清心寡欲的僧人，而是凸顯僧者不合於出家人遵守戒律、虔心

修行的行為，也從僧者身上看出人性中的虛偽，表面上出家，實際作為與在家無異。

故石成金云： 

世人貪戀妻財子祿，不肯捨離，殊不知死期倏忽而至，絲毫難帶，豈非痴耶？

世人只以歲月尚多，不妨姑待，殊不知死期倏忽而至，懊惱何及？豈非痴

耶？……出家原為脫離罣礙。余每見有等僧人，貪戀之心仍在，名雖出家，實

則與在家之人無異，如此出家，反不如在家，而有出家之行者，轉為上等。65 

此處道出世人對妻財子祿的貪戀，即使出家了，也未捨離貪戀之心。因此他欲透過寓

言來呈現社會現實，凸顯當時僧人的種種不良行為。又石成金在〈出家人十反〉中云：

「不甘淡泊，而反戀繁華」66、「不吃蔬而反好飲酒食肉」67、「不守戒律，反自放

縱」68，當中強調出家人不宜有的行為、心態，要僧人「捫心自問，可悔改者，急當

改悔，莫貽人笑也。」69 

2. 官 

對於為官，石成金云：「為官清慎，可以遠辱」70、「為官之道，以不取為與，以

不擾為安，以不害為利」71、「好男兒，要盡忠。事君王，禮鞠躬，赤心報國成梁棟。 

 

                                                 
63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初集》，〈聽見鈴聲〉，頁445。 
64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初集》，〈想出欠帳〉，頁445。 
65 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四集，卷4，〈亦佛歌〉，頁767。 
66 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初集，卷3《正得是》，〈出家人十反〉，頁70。 
67 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初集，卷3《正得是》，〈出家人十反〉，頁70。 
68 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初集，卷3《正得是》，〈出家人十反〉，頁70。 
69 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初集，卷3《正得是》，〈自敘〉，頁67。 
70 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二集，卷7《嘉官捷徑》，頁405。 
71 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二集，卷7《嘉官捷徑》，頁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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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正直無私曲，不愛民財秉至公，流傳萬古芳名重。行仁惠恩加百姓，不枉了祿享

千鍾」72、「清是做官本等，卻不可矜清傲濁。以立品言。慎是居上細心，卻不可慎大

忽小。以存心言。勤是從政實地，卻不可勤始怠終。以行事言。此三不可，是居官最

妙之法。」73當中可見他認為官吏應做到清廉、謹慎、勤勞、正直無私、行仁愛民。但

是在《笑得好》中，描寫的是許多具有強烈貪念的官吏，如〈爛盤盒〉中，敘述一位

官員向神明發誓，若拿人錢財就爛手。後來他竟想出一個解套的辦法，叫欲行賄之人

將銀子放入盤盒中，如此便可無所顧忌地收賄。作者認為「官府受賄，必致屈陷良善，

刑罰無辜。此等壞心錢，雖然賺來，吾恐手未爛而心先爛矣。」74批判官吏收賄，賺這

種黑心錢，不僅會陷害忠良、傷及無辜，他們的良心都已經喪失了。又如〈誓聯〉中，

陳述一位官吏貼了一副對聯於大門，其內容為「若受暮夜錢財，天誅地滅；如聽衙役

說話，男盜女娼」75，使百姓以為他清正，結果卻是在白日收賄，且要求犯人親送，以

免違反前誓。上述兩則，都是假裝自誓清白的官吏，背地裡卻做出違法犯紀之事。此

外，如〈夫人屬牛〉，描寫一位官員收到里民所送的黃金壽禮後，竟開口向眾人說：

「汝等可知道我夫人生日，只在目下，千萬記著夫人是屬牛的，更要厚重實惠些，但

牛像肚裡，切不可鑄空的。」76如此公然索賄毫不避諱，且要求黃金牛像內不得是空心

的，顯然不顧及百姓是否能夠維生。石成金批判官吏賄賂虐民的作為是「不公不法、

不仁不義」77，又云： 

官若貪贓，自必壞法徇私，縱惡屠善，此等貲財，欲自受享，欲遺子孫。予恐

上天難容，利未沾而害己隨，……此事不列貪官姓名，因彼現有親族，不欲揚

人之短，觀者勿疑予造言非實也。78 

 
朝廷以民膏俸祿，給養各官；又百般供役，何等尊榮！原為教養子民，興利除

害、賞善罰惡。奈有一種貪婪官員，受人囑託，得人賄賂，以直為曲，將無作

有，律法空懸，真可浩歎哉！79 

                                                 
72 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初集，卷3《好男兒歌》，〈主上〉，頁51。 
73 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三集，卷2《群珠》，〈三不可〉，頁484。 
74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初集》，〈爛盤盒〉，頁442。 
75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初集》，〈誓聯〉，頁442。 
76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二集》，〈夫人屬牛〉，頁477。 
77 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二集，卷7《嘉官捷徑》，頁405。 
78 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四集，卷4，〈枉貪贓〉，頁770。 
79 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三集，卷8《天基狂言》，〈求天普懲贓官〉，頁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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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強調壞法徇私的貪官確實存在，並非出自虛構。 

3. 醫 

石成金本身學醫，並著有醫書，因此對醫生所需具備的醫術、醫德有更深刻的體

悟，他說： 

不是聰明莫學醫，浮沉指下少人知。死生只系須臾命，切莫粗心悔後遲。人命

關天，功罪不小，全要仔細。我說醫家好濟貧，病來最苦是貧人。臥床不能生

活餬口。與他良藥休言利，半積陰功半養身。80 

 

予笑世之淺學者，恃有簡捷歌括，並不熟究群書，亦不深知醫理，即便率出行

道，將人性命，看為兒戲，損己大德，真可浩歎。予勸學醫者自量，若無大才，

即當改業營生，切不可以救人之技，反為害人之事也。81 

當中說明醫者的職責在治病救人，必須熟讀群書、深究醫理，若是淺學而輕率行醫，

反而害人性命。此外，他也希望醫者有濟貧之心，體恤貧病之人，而非為利行醫。在

《笑得好》寓言中，石成金所刻劃的醫生，不是懸壺濟世的美好形象，反倒是自私推

諉的，再藉此加以嘲諷。如〈醫駝背〉中，有一位醫者自誇能治駝背，卻把人醫死了，

再推托說：「我只知治駝背，我那裡管人的死活呢。」82作者藉此諷刺「只圖利己，不

顧損人」的醫者。又如〈剪箭管〉中，一位外科名醫替中箭之兵將露在外面的箭管剪

去，卻不管留在體內的箭鏃，要離去時說：「我外科的事已完，這是內科的事，怎麼

也叫我醫治？」83由此可見其推諉的行事態度。再者，如〈罵的人多〉中，陳述一病家

深受庸醫所害，其後向醫者討公道時，才發現受害者眾多，故作者於文末評曰：「不

該罵，還該重打，打他個不肯用心習學。」84深責醫者不肯用心學習、深究醫術，不僅

是淪為庸醫，更害人無數。 

4. 師 

石成金認為老師應該具備的專業能力與素養，其云： 

 

                                                 
80 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三集，卷4《常歌》，《勸善歌》〈勸醫生〉，頁548。 
81 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四集，卷7《救命針》，〈自量無才，切莫學醫〉，頁841。 
82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二集》，〈醫駝背〉，頁462。 
83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二集》，〈剪箭管〉，頁463。 
84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二集》，〈罵的人多〉，頁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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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師者，全要老成自重，既係教書，就要專一，時時與學生講論，不可懶惰，

不可間斷，此即先生積德好事，在東家自然敬服。85 

 
自古傳經可代耕，書齋珍重莫閑行。得人修脯難消受，竭力專心教後生。絳帳

高懸莫蕩遊，百城南面自風流。若還閑曠兼蒙蔽，敗壞聲名也可羞。86 

當中說明老師肩負傳道、授業、解惑之任，當盡心盡力，始受人尊敬。此外，亦應深厚

自身的學養，竭盡教導學生，否則誤人子弟的下場則是身敗名裂。在《笑得好》中，石

成金有意由反面刻畫老師的不專業，同時亦藉此反映人性的偷懶與貪婪。如〈川字〉云： 

一蒙師止識一川字，見弟子呈書，欲尋「川」字教之，連揭數頁無有，忽見「三」

字，乃指而罵曰：「我各處尋你都不見，你到睡在這裏。」87 

身為蒙師卻只識一川字，當然會鬧出笑話，連三、川都不分，更是令人質疑其專業。

透過本則寓言，讓讀者反思自身專業的重要。另外，如〈教詩〉中，文中的老師因主

人不請吃飯而動怒，甚至影響到教學品質，其在意的是主人的對待，而非學生的學習

狀況，是欠缺專業素養的表現。 

 

四、結論 

綜上所述，可知《笑得好》中的豐富寓意，以及作者對社會現實、人性弱點的深

刻觀察。石成金欲透過寓言作品，嘲笑、諷刺人性中醜陋卑劣的一面，並且批判不當

的處世言行，來達到醒世的目的。可見《笑得好》一書所表現的深層寓意，可提供後

人對立身處世的借鑑及思索，其價值就在於幫助人類自我覺察、向上提升。此外，在

《笑得好》的人物寓言中，作者成功地將形象類型化，以一種形象來突出一種主要性

格，如僧的形象在反映人性的虛偽；官的形象表現出人性的貪婪；醫的形象則展現人

性的自私推諉；師的形象在呈現出人性的怠惰。再者，在藝術手法上，透過言行滑稽

的人物、誇張荒誕的情節、聲調與情境的搭配，一方面彰顯寓意，另一方面也為故事

增添笑果，達到作者欲以笑話醒人的目的。 

 
                                                 
85 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初集，卷2《學堂條約》，頁33。 
86 文中「修」宜作「脩」，參見清．石成金編撰、趙嘉朱等點校，《傳家寶》三集，卷4《常歌》，《勸善歌》

〈勸師傅〉，頁548。 
87 楊家駱，《中國笑話書》，《笑得好二集》，〈川字〉，頁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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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範圍 

本學報每年出版兩期（六月及十二月），園地公開。所收學術論文分為「中

國語文領域」與「華語文教學領域」兩部分，刊載以下稿件，歡迎海內外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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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文教育等學術論文。 

二、 「華語文教學領域」刊載與華語文有關的文字學、音韻學、語言結構分析、

語言習得、教學理論、教學方法、實證研究、數位學習等中英文學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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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稿件內涉及版權部分（如圖片及較長篇之引文），請事先取得原作者同

意，或出版者書面同意。本學報不負版權責任。 

3. 來稿經本學報接受刊登後，作者同意將著作財產權讓與本學報，作者享

有著作人格權；日後除作者本人將其個人著作集結出版外，凡任何人任

何目的之重製、轉載（包括網路）、翻譯等皆須事先徵得本學報同意，始

得為之。 

4. 來稿請勿發生侵害第三人權利之情事。發表人須簽具聲明書，如有抄襲、

重製或侵害等情形發生時，概由投稿者負擔法律責任，與本學報無關。 

5. 本學報編輯對擬刊登之文稿有權做編輯上之修正。 

6. 凡論文經採用刊登者，每一撰稿人致送本學報二本、抽印本二十份，不

另致酬。 

7. 來稿請使用以電腦打字印出的稿件。請避免用特殊字體及複雜編輯方

式，並請詳細註明使用軟體名稱及版本。英文以 Times New Roman12 號

字，中文以細明體 12 號字打在 A4 紙上，並以 Word 原始格式（上下留

2.54 公分，左右各 3.18 公分）排版（請勿做任何特殊排版，以一般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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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儲存即可。 

二、審查與退稿 

1. 本學報所有投稿文章均送審，審查完畢後，編輯小組會將審查意見寄給

作者。 

2. 本學報來稿一律送請兩位學者專家審查，審查採雙匿名制，文稿中請避

免留下作者相關資訊，以利審查作業。 

3. 編輯委員會得就審查意見綜合討論議決，要求撰稿人對其稿件作適當之

修訂。本學報責任校對亦得根據「撰稿格式」作適當之校正。 

4. 來稿未獲刊登，一律密退。本學報將通知作者，但不退還文稿，請作者

於投稿前自行留存底稿。 

三、文稿內容 

 「中國語文領域」 

1. 著者：來稿請附個人簡介（註明最高學歷及畢業學校、所屬學校機構及

職稱、學術專長），並附通訊地址、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等聯絡資料。 

2. 標題：請附中英文標題，文字力求精簡；若加副標題，亦以簡要為尚。 

3. 摘要、關鍵字：來稿請附中英文摘要（中文摘要限五百字以內；英文摘

要以一頁為限）、中英文關鍵詞（五個為限）。 

4. 字數：以中英文稿件為限，中文稿以 10,000 字至 30,000 字（以電腦字元

計，並含空白及註解）為原則，英文稿以 15 頁至 30 頁打字稿（隔行打

字）為原則。特約稿件則不在此限。譯稿以學術名著為限，並須附考釋

及註解。所有來稿務請按本學報「中國語文領域撰稿格式」寫作，以利

作業。 

5. 撰稿格式：本學報「中國語文領域」論文之撰寫，請依照《漢學研究》

所定之寫作格式，內容參見 http://ccs.ncl.edu.tw/files/《漢學研究》稿約

10301 網路.doc。 

 

「華語文教學領域」 

1. 著者：來稿請附個人簡介（註明最高學歷及畢業學校、所屬學校機構及

職稱、學術專長），並附通訊地址、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等聯絡資料。 

2. 標題：請附中英文標題，文字力求精簡；若加副標題，亦以簡要為尚。 

3. 摘要、關鍵字：來稿請附中英文摘要（中英文各一頁），各約 500 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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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關鍵字，各 3-5 個。 

4. 字數：中文稿，請維持在 10,000-30,000 字，英文稿則為 10,000-16,000

字，含中英文摘要、參考書目與圖表。 

5. 撰稿格式：本學報「華語文教學領域」參考資料登錄方式依據 APA 格式，

中文排列方式以作者姓名筆劃由少到多排列。 

四、文稿交寄 

來稿（包括文件稿三份、姓名資料（另紙書寫）及前述內容之電子檔）請

寄：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北市大語文學報》編輯委員會 

  電子檔請寄至：utch201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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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大語文學報》投稿者資料表 
姓名 投 稿 序 號           （免填） 

字數 語 文 類 別 □ 中文       □ 英文  

論 文 

名 稱 

中文： 

英文： 

作者資料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及 職 稱（全銜） 

第一作者 
中文：  中文： 

英文： 英文： 

共作者 A 
中文：  中文： 

英文： 英文： 

共作者 B 
中文：  中文： 

英文： 英文： 

通訊 

作者 

中文： 中文： 

英文： 英文： 

TEL：（H）                （O）              FAX： 

e-mail：                                手機： 

通訊處：（郵遞區號□□□）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論文類別 □ A、教育類                            □ B、人文社會類    

論文 

遞送方式 

□ 郵寄論文三份紙本及電子檔磁片 

□ 郵寄論文三份紙本、電子檔以 e-mail 傳送至 utch2013@gmail.com 

作者簽章：                                                年      月     日  

1.如有兩位以上作者，每位作者均需簽名；2.投稿者保證所投稿件為尚未公開發表之原創性論

著。） 

投稿地址：10048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電話：02-23113040#4412/4413 

臺北市立大學《北市大語文學報》編輯委員會（中國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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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大語文學報》 

投稿者聲明及著作授權書 
 
著作名稱： 

一、 茲聲明本稿件為授權人自行創作，內容未侵犯他人著作權，且未曾以任何

形式正式出版，如有聲明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二、 授權人同意將上述著作無償授權予臺北市立大學及本校認可之其他資料

庫，得不限時間、地域與次數，以紙本、微縮、光碟或其他數位化方式重

製、典藏、發行或上網，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及教育目的之檢索、

瀏覽、列印或下載，以利學術資訊交流。另為符合典藏及網路服務之需求，

被授權單位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三、 本授權為非專屬授權，授權人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此致  臺北市立大學 

授權人（第一作者）簽名：【                          】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電子郵件： 
戶籍地址： 

授權人（第二作者）簽名：【                          】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電子郵件： 
戶籍地址： 

授權人（第三作者）簽名：【                          】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電子郵件：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稿件編號： 
註：1. 本授權書請作者務必親筆簽名；如為合著，每位作者得分開簽名，或有三位以

上作者（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複製本表使用。 
  2. 本授權同意書填妥後請逕擲刊物編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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