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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詞「當然」的始見年代

張海媚*

唐賢清先生在 < < 朱子語類〉 副詞研究》頁 143認為副詞 「 當然 」 在南宋時期

已經出現 ，明清時期也有一些用例，而以晚清為多 ﹒ 現代沿襲 。 然而檢其所舉南宋

和明代的例子，都有問題 。 副詞 「 當然 」 究竟起於何時?導致「 當然」出現副詞兼

類用法的機制有哪些 ?這是本文要解決的問題 。

一 、唐先生所舉例證分析

唐先生(2004 : l43)所舉清代以前副詞 「 當然 」 的用例一共有三個，下面逐一加

以分析 。

(1) r 四十而不惑 」 ﹒ 於事物當然更無所疑 。 「五十知天命 J .則窮理盡性，

而知極其至矣。( ~語類> 1 卷23 . 556頁)

聯繫該句所出現的語言環境 ，發現「當然」 與 「 當然之理」互見 。 如:

r w 四十而不惑~ 是於事物當然之理，如君之仁 ， 臣之敬，父之慈， 子之孝之

類 ﹒ 皆曉之而不疑 。『五十而知天命 ~ .是天道流行賦與萬物 ，在人則所受之性 ，

所謂仁義禮智，渾然無不該之全體，知之而無不盡 。 J ( 552頁 ) r 不惑， 則主日事物

當然之理矣。然此事此物當然之理， 必有所從來 。 知天命 ， 是知其所從來也 。」

(557頁 )可見唐書中所舉「於事物當然更無所疑 」 也應該是 「 於事物當然之理更無

所疑 」 。 此句中的「 當然」作定語 ，釋為「應當如此 J 後面省略了中心詞「之

理」 。同書中「當然」作定語的用例很多，如 r 一出言 ，則言必有當然之則， 不

司失也 ; 一行事，則事必有當然之則 ，不可失也 。 J ( <語類》巷 口. 386頁)

由此可以證明居所舉此例中的 「當然 」視為副詞是站不住腳的 。《朱子語類〉

是朱熹門人弟子記載的朱熹講學語錄 。 對同一個問題 ， 不同的弟子有不同的紀錄 ，

要真正理解文意﹒ 需聯繫句子出現的上下文語境 ， 而非割裂式地從中抽出一個例子

不加分析地拿來使用 。

尋司京大學文學院 2

三 :這、篤信 ﹒ 可 |仔件J 〈朱子語類}均簡稱{語類 >> . 且不再注明編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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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 。 ( {語類》卷 100 • 2542頁)

此句出現在卷一百「邵子之書」的開頭，如果僅從這句話的語義理解，似乎無

法否認該句中的「 當然 」是副詞 。其實不然， 此句的原文是 : r 康節學於李挺之，

請曰 w 願先生微聞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

便好 。 」聯繫「當然」一詞前面的話語. r 學者當然」 後面要斷開，指的是「學者

應該這樣 J .即應該像康節學於李挺之那樣，要求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

正與下面的「自理會出來 」 相呼應，此句中的「當然」仍是「應當這樣 J .作謂

語，而非副詞 。

(3) 觸犯卻得網繆，當然可以，但二者很難兼得。( <焚書》 卷二 《書答} ) 

不知唐先生所引此句出自哪個版本?因書後的參考書 目未列《焚書} .其所使

用的版本便不得而知。筆者查了明刻本的《李氏焚書 } . 在卷二《書答》 的 「 與周

友山」中有「以觸犯致網繆，此亦可也，然不可有二也」的話;同時翻檢了 1961

年、 1974年和 1975年中華書局出版的《焚書} .分別在卷二 〈書答》的第 191 、

67和 69頁看到相同的一句話，即「以觸犯致綱繆， 此亦可也， 然不可有二也」 。

1990年岳麓書社出版的 《焚書 ﹒ 續焚書》和1998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李蟄文

集} .在卷二《書答》的第68和93頁也是如上的一句話，獨不見唐書中所引例句。

可見此例也不能作為副詞「當然」的不二證據。

二、副詞「當然」的始見年代

據我們調查的資料看. r 當然 」從中古產生一直到清代前、中葉， 多是助動詞

「 當 」和「 然 J 2的組合， 其主導義位是「應當這樣 J .作謂語和定語。

1.宋以前文獻中「當然」的用法 3

宋以前文獻中的 「 當然」主要作謂語，所不同的是，東漢六朝時期的「當然」

前僅出現副詞「亦」的修飾，而隅唐五代時期的「當然 」前有更豐富的副詞修飾，

像「固、正、豈、不、亦、實」等。如:

(1) 又問優陀夷言 í 唯此人死?餘亦當然 ? J 即復答言 r 一切社人，皆

基主些。 J (求那跋陀羅譯 《過去現在因果經〉 卷二. 3-631a) 

2 除助動詞「當 j +f弋詞「 然」組成的短語外，還有副詞 「當 j +{-弋詞「 然」、 助動詞「當 j +動詞「然」

( r 燃繞 」 義)組成的短語 ，但是後兩種與本文的論證無闕 ，不做討論。同時為節省篇幅﹒例證只舉2-3

個有代表性的 。

3 每個時期 「當然 」 的用法只統計與出現副詞兼類用法有闋的，像用作賓語等對出現副詞兼類不起作用的

不在統計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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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和J 員正喜 因 當然 ﹒ 往是來譽宜可俟 " ( z 全唐詩~>卷九八趙冬日義 { ;~ïi i'tj] 

作 > ) 

水言奉 j去，事豈當然。中敕長史﹒日月力口禁l針。( 《 全唐文》卷六 卡二仗名

《 亢旱撫恤百姓德音> ) 

例( 1 )中「 當然」 和 「應如此 」 對文 ， 是 「 當然 」 釋為「 應當如此 」的明證 。

「 當然 」 受副詞修飾的用法和現代漢語有很大的不同 。 現代漢語中 I 當然 」

很少受副詞修飾 I 不加:r 1.良 ~作謂語時 ， 主語多用『這、那~或用在『是

﹒的』格式中 。 J 4顯然、 ﹒此時期的「當然 」 是 「 應當這樣」 ﹒ 其語法功能主要是

在句中充當謂語﹒ 「 當 」和「然」都有實在的句注意義 u

2.宋代「當然」的用法

此時期的 「當然 J 除了一些後來成為問定的習語外，如 「 理所當然」 ，按照

呂 叔;相先生在《現代漢語八百詞> (增訂本)頁 149的 看法理所當然」 中的「當

然 」站形容詞，釋為 「 照道理應當這樣」 。 又增加了一項新的語法功能，即作定

語﹒ 進一步地請明7直到宋代 「當然 」 仍沒有出現副詞的兼類用法 c

檢其可親的宋代出土文獻 I 當然」集中山現在《宋六大家集 〉 和《朱子語

類》中 ， 我們窮盡性地統計了兩種文獻中的 「 當然」用例，前者出現72例 ， 其中 23

例作謂語﹒ 12例作定語; 使者出現 141 例， 作定詣的71 侈1) .作謂語者{堇 13例 。同時

期其他文1獄中的用例為 <人天眼目 > 1 例，作謂語; 〈宏智禪師廣錄> 1 例，作謂

語: {雲笈七籤 > 2例， 作謂語; <東坡志林} 3例 ﹒作謂語者 i 例，作定語者 1 {)ÎIJ ; 

(宋朝事實} 1 例﹒作謂語 ; < 涼水記聞 } 1 例，作謂話;《夢溪筆談 > 1 例 ﹒ 作謂

《 全宋詞> 2例，作謂語者 l 例; < 張載集> 5例 ， 作謂語 : < 河南程氏遺書> 5 三三五 • 
口口 , 

例，作謂語者2例; 《三朝北盟會編 } 1 例 ， 作定ZE l3 

4 

作謂語例 :

(4) 

(5) 

(6) 

凜凜成光滿世間 ， >去玉號令合當然。門前萬 古 長安道 ， 一舉鵬持萬 里

夭 。 (宋智 日召 集《人天眼目 》 卷六 ， 48/329b ) 

眩，濟重見大患，始信老婆心切﹒古既如是，今亦當然 。

等 1為 《宏智禪師廣錄》 卷四. 48/36c) 

(JE 覺;其、宗法

未至於聖人﹒ 必擇善，然後能實明是~ ﹒必 閻執，然後1月三得是善﹒此人

事當然 ﹒ 即人之道也 。 ( {語類》卷64 . 1564 頁 )

~.' :j fZ 制 n~ 代!)1 g吾代白詞) (增百 j 本)(北京 ﹒商務[11;雪白的 ﹒ 1 999 年﹒ ;;\ l liI\i l ' f-( 14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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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定語例:

竊望廟堂不以繪疏遠f誓言國事為罪 ﹒ 而所 F東或有可采，乞賜詳酌，審其

所當然者亟施行之 。 ( z 三朝北盟會編 ﹒ 紹興甲寅通和錄 þ ) 

(7) 

親愛 、貝克惡 、 畏敬 、 哀矜、 教情各自有當然之貝1] ‘ 只 不可偽。 ( z 語類 》(8) 

卷的 ， 351 ) 

不惑，則知事物當然之理矣。然此事此物當然之理﹒必有所從來 o ( z語

類》卷23 ' 557 頁)

(9) 

單從統計資料上看 ，此時期的 「當然」作定語者較多﹒與 巾心語之間常用

「 之 」 連接 ， 如「 當然之極、當然之事 、 當然之故 、 當然之節」等 ， 這也許是「當

然 」 到南宋仍然沒有出現兼類的原因之- 0 I 定語的位置也很難發牛虛 1t . r大| 為定

語是修飾限制名詞的，而虛詞不能起這個作用。」 弓這便從某種程度上阻礙了-當

然」 由形容詞充當謂語、定語擴展至兼有副詞充當狀語用法的進程 u 不過作謂語的

I 當然」前出現了助動詞 「合 」的修飾 I 台 」 即「當 ， 該 J (>義， 這就弱化了戶當

然 」中 「 當 」 的意義 。詞義的改變是「當然」 出現副詞兼類用法的基本條件 c

3 元明時期 「 當然」的用法

作定語的用例明顯減少， 作謂語者呈上升趨勢 ， 而且 「 名祠+之十當然」或

「 名詞 +所+當然」的用例也還不少， 這種用法到現代漢譜襄已經成了 「 理所當

然 」 的習慣表達，此時的 「 當然」仍是「當」 和 「然 」 的組合 。 如J : 

有功者賞 ﹒ 有 罪者罰， Jt[當然也 。 ( z 元典章 ﹒ 刑部 〉 卷二 「 繫1次 J ) 

也是數今當然，不知怎地一扯，那褲子主褪下來， 霈出那件話兒 c (馮 夢

龍《醒1世 '1豆言 》 卷十 五 「 材、大卿遺恨鴛鴦練 J ) 

、
‘
E
E
'，
/

AU l ( 

) l l f
ttk 

就地 F拾起一塊磚來 ﹒ 望王公擲去 ， 誰知較合當然﹒這磚不 歪不斜 ， 正

中王公太陽， 一交跌倒 ﹒ 再不則峰 。 (馮夢龍 《醒世怯言 》 卷三 卡四 「 一

(1 2) 

文錢小隙造奇冤 J ) 

值得注意的是 ， 此時出現了一例看似處於狀位的用法 :

竊怪今之所謂「牡丹頭 」 、「荷花頭 」 、 「 林豆豆 豆員 」 ﹒ 種稜新式 ﹒非不

窮新極異 ﹒ 令人改觀 ﹒ 然於當然應有、形色相類之義 ，貝小-無取焉 。(李

;我 〈 間情偶寄 ﹒ 車都 þ ) 

(1 3) 

解惠余 <談賀詞的血化〉 ﹒ 載吳福祥 =1:編 { i要譜語法化研究} ( ~t 東

第 l 版) .民 1 41 " 

參看注維輝 <東漢 -陷南!tJ詞演變6月先 } (南京 ﹒ 南京大學 1 1\妝品J'. • 20D。佇 ) . 丘 3 1 5 I 育 、 ~- / f.fJi ‘ 

三 Irxw J 1Þf';: 

奇才有印告 {if; . 200S 付 .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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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看起來修飾「應有 J -處於狀位 ，但是聯繫上文可以發現 「當然」和

「應有」為並列關係'和「形色相類」一樣均作定語。上文. r 凡以彼物肖此物，

必取其當然者肖之，必取其應有者肖之，又必取其形色相類者肖之，未有憑空捏

造，任意為之而不顧者 。 」

可見，此期的「當然」以作謂語為主，未見處於狀位的用例，代詞「然 」 仍有

實在的意義_ r 當然」還未出現副詞兼類的用法 。

4. 清朝時期「當然」的用法

從清朝前期和中葉7幾種重要的口語文獻來看_ r 當然」還是以作謂語為主，未

見副詞用例。〈十二樓} 1例，作謂語; <聊齋但由集 } 2例，作謂語; <見女英雄

傳 } 3例 -2例謂語- 1例定語; <東周列國志 } 3例 -2例「理所當然 J - 1 例謂語;

《紅樓夢 } (前八十回 )3例 -2例謂語- 1例「理之當然、 J ; <歧路燈} 2例，用為

「理所當然 J ; {晶花寶鑒 } 1例，作謂語 。例略不舉。據我們調查的文獻來看 ﹒

「當然」從形式和意義上都虛化為副詞是1904年以後的事了，因為光緒24年2月 15

日 (1898.3.7)到光緒24年 10月 15 日(1 898.10.15)間辦的《湘報》、光緒28年(1 902)

間創刊的 《新小說》、光緒29年(1 903.2.17)到光緒30年(1 904)間在日本東京創辦的

《漸江潮} -均不見副詞「當然」的用例。《孽海花》中有明確的一例，為唐書所

哥 I : 

(1 4) 我們四友哀頭，文章學問，當然要推你做龍頭，弟是婪尾。(第三回)

《孽海花》 創作於1904年，前二十回出版在1905和 1906年 。

董秀芳(2002 - 249頁)所舉「當然」詞彙化為副詞的例子是;元曲中語乃與經

疏暗令，當然雅訓，何止非俗。(清況周頤 《眉廬叢話 > )況周頤(1 859一 1926)是

清末民初人，其〈眉廬叢話》發表於 《東方雜誌} (第 11卷第5號至第 13卷第2號) 。

〈東方雜誌》由商務印書館創辦於1904年3月， 為我國期刊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綜

合性雜誌﹒初為月刊，後改半月刊，至1948年 12月停刊，共出四十四卷 。可見董書

所舉例證也應見於 1904年之後，與我們的調查結果不謀而合。

1905年 10月到 1910年2月聞發行的《民報 } -副詞「當然」用例已開始增多，

1915年9月到 1922年7月的 《新青年》中副詞「當然」己蔚為大觀了。如:

(15) 然皆已定諸條約，則為事者之合意，當然權力轉移無有問題 。( { 民報》

第四號 「排外與國際法 J ) 

7 我們粗略地分清朝為前期、中期 、 晚期，除晚清(1898一 1911)以外的稱為清前期和中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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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故中央對於地方絕無猜忌，而以誠意提攜之;地方對於中央﹒當然以愛

慕親摯相報，雖中央深閉而固拒之，地方不肯分裂也。( {新青年》第二

卷二號「世界說苑 J ) 

要之， <孽海花〉和《眉廬叢話》中的「當然 J '從語法功能上來說，已經用

作狀語;從詞義特徵上看，已非「應當如此 J '而是表達一種「合於事理或情理，

沒有疑問」的語氣。因此我們認為此時的「當然」已經出現了副詞的兼類用法 。

三、「當然」由現副詞兼類用法的機制

1.句位

「就名、動、形三類實詞虛化的句法位置而言，充當狀語 或者說進入狀

位，無疑是一條極為重要的途徑。 J 8 因為 「 作狀語是副詞的本質特徵， 一個詞只有

能處於或經常處於句法結構中謂語的前面，才具備了成為副詞的關鍵條件」仆「當

然 」即是如此，魏晉六朝和陪唐時代， r 當然」主要作謂語，而且隔唐時期， r 當

然」之前出現了豐富的副詞修飾。這是「當然」句式發展過程中複雜性的表現，依

照實詞發展虛化的一般規律，到宋代，就應該出現副詞的兼類用?去了。然而到7宋

代， r 當然」又增加了一項作定語的功能，阻礙了其出現副詞兼類的進程。到7元

明和清朝前中期， r 當然」的謂語用法保持強勢，通常情況下，如果它的後面再出

現一個謂詞性成分，而且隨著詞義重點落在這樣一個成分上，那麼，本來處於謂語

地位的詞則會退居次位，僅作修飾性成分。然而「當然 」 的發展偏離了這一軌道，

當時並未出現其後跟一謂詞性成分的用例，而是以用於句尾為主， r 然」的代詞性

特徵明顯，直到清中葉仍未出現副詞的兼類用法。晚清， r 當然」開始出現在狀語

的位置修飾謂語， r 狀語和補語的位置較容易虛化，這是因為表示範團、程度、時

間、方式、語氣等語法範疇的詞彙一般都出現在這兩個位置上。」加之其後「當

然」處在狀位的頻率越來越高，出現副詞的兼類用法便順理成章了。正是由於出現

了「當然+謂詞性成分」的連動結構決定了後來作狀語的「當然」多用在主語之

後，事實證明確實如此，我們調查了現代作家曹閏的 《雷雨> '用在主龍後7例、

主語前 1例;錢鍾書〈圍城> ' 主語後的例、王語前 12例;張愛玲 《創世紀》﹒主

語後4例、主語前3例;老舍《駱駝祥子> ' 主語後 11例、主語前0例。

8 張誼生: <論與漢語副詞相闋的虛化機制 兼論現代漢語副詞的性質 、分類與範圈 〉 ﹒載吳福祥主

編(漢語語法化研究) (北京:商務印書館 '2∞5年) ，頁383 。

9 楊榮祥: <漢語~U詞形成串串議 〉 ﹒ {語言學論叢}第23輯(北京:商務印書館 '2∞1 年) ，真 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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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詞義的引申、虛化

「當然」由助動詞「 當」和代詞 「然」的組合擴展至兼有副詞的用法，其實

是詞義的一種引申、虛化。「因為詞義引申在多數情況下是由具體到抽象 ，而詞

義虛化則常常是在引申的基礎上進一步的抽象化 。 J ï 當然」本來的意思是「應當

如此、應當這樣」﹒本身即含有一種「事實本該這樣而非其他」的排他性語氣，由

此可聯想到「表示對事理或情理的肯定」的意味 。「一般說來，意義具體， 實在的

義位很難發生語法化，而比較抽象、不太實在的義位則較容易發生語法化，這是因

為比較抽象的義位，其動作性和狀態性較弱，如果進一步抽象、虛化，很容易虛化

而變為語法單位。 J r 當然」就符合這個特點，其意義抽象而不具體。因此當「當

然」前面有助動詞「合」修飾時， r 當」的「應當」義有所減弱，為出現副詞的兼

類用法創造了條件 。 同時，由於作定語的「當然 」和中心語之間多用「 之」連接，

而這種用法元及以後已固定化、模式化，成為習語，定語功能相應衰減，謂語功能

隨之凸顯 。這些都為「 當然」出現副詞的兼類用法打下了基礎。因此，隨著「當

然」頻繁地處於狀位，語義的演變和句法結構位置的改變，使「當然」從形式和意

義兩方面都完成了向副詞的轉化 。

四、結論

本文的目的不在於理論的探討，而在於事實的認定，從所考察的文獻資料來

看，我們認為副詞「當然」見諸文獻不早於 1904年，寬泛一點說， r 當然」虛化為

副詞應該不會早於晚清 。 宋代文獻中的「當然」絕不可能是副詞。

【附記】本文寫作得到業師汪維輝先生的悉心指導，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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