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矣」和「與及」

張雙慶

香港日常的口語是粵語，書面語則

是共同語的現代漢語，由於香港的普通

話教學不普及，很多人對於普通話詞彙

的了解並不深入透徹。例如他們可能只

記得某個普通話詞彙的讀音，到了真正

在書面上應用這個詞時，便會用一些音

義相近的字去表示，結果產生語病，寫

了別字。這種情形，以虛詞最為常見。

下面是兩個顯著的例子:

卜) 而矣. í而已」是一個用於旬

尾的語氣詞，它的來源很早，在先秦的

典籍中，如〈莊子〉、〈左傳〉、〈孟

子}CD等己見大量應用，而且一直沿用

到今天的現代漢語，用現代話對譯，就

是「不過......罷了 J 0 í而已」是一個

結合得很緊密的雙音詞，有一個固定的

格式，不能隨便用同音字去代替。但某

些人可能出於對「而已」一詞的不了解，

或者是認為「而已」是一個語氣詞，可

以用同樣是語氣詞的「矣」字去代替，

兼且「矣」、「已」兩字同音@'於是

便把「而已」寫成「而矣J '形成了寫

別字。

事實上，古書中是可以把「而已」

不口「矣」合在一起用的，成為「而已矣J ' 

表示出更強烈的語氣，例如〈莊子﹒徐

無鬼〉

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

〈孟子﹒公孫丑上〉

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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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句子中， í而已」表示限丘，而「矣」

則是加強語氣，二者各有不同的作用。

今天在書面語中見到的「而真J '並非

是「而已矣」的省略，其用法和意義和

「而已」全同，所以把「而已」寫成「而

矣」顯然是錯誤的。

(斗與及:普通話詞彙中有一個表

示並列的雙音連詞「以及J '但在香港

書面語中，則常寫成「與及J 0 í以及」

的意思是「和」、「同」及「與」。其

實「以」、「與」、「及」這三個詞在

古漢語都可以用作表示並列關係的連

詞，其中「與」和「及」現在還在應用，

大家都可以理解。「以」字用作表並列

的連詞，在現代漢語已極罕見，古漢語

則常見，如〈詩經﹒大雅﹒皇矣〉

帝謂文王:予慎明德，不大聲以

色，不長夏以草。

馬瑞辰〈毛詩傳婆通釋〉云:

按以、與古通用， í聲以色」猶云

「聲與色」也， í夏以革」猶云「夏

與革」也。

其他的例子極多，不一一引述。總乏，

「以」、「與」、「及」三字古代有通

用主處，因此無論是「以及」還是「與

及J '其構成的方式都是同義並列的雙

音詞@o í以及」用為連接並列的詞、

詞組或捏旬，大概始見於清代(1)，其後

在自話支學作品中常見應用，但無論古

代或現代漢語中則不見「與及」這個詞，

可知「與及」是一個粵方言詞，它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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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可能是導方會自行把「與」和「及J

合成一體並列武體音詞，也可能是從警

通話的詞囊中棋收γ 「以及」這個詞，

但因為一般人不γ解「以」竿的用法，

因而用意義較普暉常用，聽講音也梧當

接近的?與」字代替?以J 宇(5).造成

一館新的芳言詞。研1.;)，如果饗寫標準態

環代書雷諾，應該黨用「與及j 布改用

「以及」

rtJ及J 蓮問，在古漢語B f:l:I魂. 191J如

{輩子﹒梁慧，王上〉的 r

之者，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J ' 

家都很熟悉，這里的「以及J 雛1Þ.R::連

詞，但罵法不間，

練，和今天的「以至J • ftJ獲於j 梅

，還{變意義的「以及J今天也很少舟，

rtJJ 字在這里是表示承接的聽諦。

@ 昆周苑工{書影}卷三 r婚竭即主鑿，

論令見第輩取六經子史以及縛野乘，

皆以2平纜。」

Q) 如〈左傳〉誼余六年. r詩云 r白求

多福』。在我而日，大關何為? j (孟

子﹒梁蔥、王上) : r言學撕心加諸彼而 @ r與J 雙手晉 jy5. r以」 -F 

wb -ga ---zee 

B 0 j 

e 矣、己粵語聽音 ji5 0 

立發只有鸝署與不適唇街道粥。

賈志

本知UJ::紛紛漁翁之F線電廳，現實E正卸下，盤向作者讀醫務教睡眠。

糗 1E 

黨 9 '行 2 單單單矗 軍車蓋處

室主10第一軍發哩惡行 3 。i發m Di在背

主(10行 4 昏時買醫? ( ?級要支;發}

主(1 1畫畫干角爾繪畫藍111 溫哥掰一一紡車盟(~記後有誤} 河縣一千“事晶體事

童聲勢文字

買14右側行13 ......曹才食忘費量。 J 膺艾 ......對食綜餒。 j俐的也

學|咿...... 是本斃。 r喻J沒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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