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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詩經〉的「加詞」

1司益屆寧夏

(一〉

1 .1 中國是詩之圖，詩歌薔街的傳統源遠流長。而〈詩經〉更是說國第一部詩歌鏢，

對自負世詩歌的發展，從內容到形式，都有極其深貴的影響。耍弄請我國詩歌的特點， <:詩

經〉研究是一把很好的總匙。蘭人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主要側重於內容和醫衛手

蔭的探討，至於對語言特點，特別是句法特點作專門研究的，則甚霉事。@怎樣把《詩

經》和後世詩歌的句怯有機地聯繫起來，整體考察，以弄清我國詩歌句法緝的特點及其

成因，造方面，基本還是個空白。本文授就這一問題進行初步的探討。

1.2 <:詩經〉三百零五篇詩都是人樂的，它們就是我國最早一批歌曲的歌辭。《書﹒

完典〉云: r詩吉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J ，節奏鮮明，悅耳動蟬，是對詩和歌

的共同要求。但除此之外，作為「吉志」的詩，還要求胡耀、權街，用最經濟、最集中

的語吉手段，在有限的形式中抒發強烈的倩感，表達雋永、深刻的內容;而作為「詠

吉J 的歌(無論是眾教頌歌、宮廷樂歌或是一股民歌) ，又要求令人鵲起來感到清楚明

了。遺蟻，簡約與明晰兩個方面，便構成了一對矛盾，它們和別的因素一起，互相制約，

互相依存，形成了《詩經》有別於散文的一整套語浩特點。其具體表現有下面幾點:

一、句子任何地方都可以插進語氣助詞。

二、各種成分都可以攪壘。

三、句子任何部分都可以省略。

四、詞序、語序可以靈活變擻，適當調整。

五、音句重於義旬，當聲律和語義發生矛盾的時帳，往往首先照顧聲律的要求。

(二〉

2.1 在《詩經〉聾，只要需要，幾乎任何位置都可以插進語氣助詞。這種靈活的句法

結構，是一般散文所沒有的，我們謂之為「加詞」。這是《詩經〉句站最顯著的特點之

一。倒姐:

擊鼓其鐘，踴躍用兵。( (:1插風﹒擊鼓))

線?在兮，縛在黃要......蜂?蜍兮，汝所治兮。 C(都風﹒銬在))

哀致人斯，亦孔芝嘉! C <:國風﹒破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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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例「其」插在補語乏前。第二例「兮」插在形容詞定詞典中心調乏間。在散文中，

這里不加助詞，充其量也只能加結構助調 rZJ 。第三側的「孔」是程度副詞(即很、

甚)作脫語，後面不能帶結構助詞「之 J ;句中的 rZJ 是語氣助詞。試比較: r 其

新孔嘉，其舊如主何? J ((國風﹒東山)) r孔嘉元戚，用盤飲酒。 J (金文《挽兒

鐘:>) r九江孔殷。 J ((尚書﹒禹貢))末句《史記﹒夏本自己》對譚l:t. r九江甚中j 。

均無「之」字。

以上是語助詞插進偏正結構中。 H下是插進聯合結構和連動結構中:

錦兮給兮，讓其以風。((;ßß風﹒姆在))

[比較: r當暑，捨締結，必衰而出。 J ((說語 .8黨)) ] 

父兮母兮，畜我不卒。( (J臨風﹒日月))

[比較: r哀哀父母，生我制勞。 J (<:小雅﹒警報) ) ] 

載笑載富。((衛風﹒氓))

弋宮加乏，與子宜之。((鄭風﹒女日雞鳴))

甚至它還可JtJ.插入到結合緊密的聯舖詢、蠱音詞中去。姐:

優哉游哉，亦是庚矣。((小雅﹒果鼓))

[比較: r伴負爾游矣，僅游爾休矣。 J (<:大雅﹒卷阿))朱注: r伴典，

優游，聞暇主意。 J 輯:優游，古同屬幽郁，壘韻聯錦詞。 1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周南﹒闢雌))

[比較: r實實子椅，悠悠我心。 J (<:鄭風﹒子椅)) ] 

簡兮筒兮，方將萬舞。((都風﹒簡兮))

[比較: r奏鼓簡筒。 J ((商頌﹒那))鄭鑫: r其聲和大簡簡然。 J ] 

2.2 (詩經》畫還有一種「賀詞虛用」的特掛語法現象，那「虛用 J 的祠也是插到偏

正或連動結構中去。如:

為謀福峙，亂況斯則。((大雅﹒集柔))

擅:連慎。為謀撞慎，即慎於誨諜。第二個 r l:t. J 字是助祠，置於補語主閉。

匪安匪游，推夷來求。((大雅﹒江棋))

匪:即非。非安然出瓣。此例已經前人指出。@攝伯峻先生輯後一個「匪J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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襯字，甚確。@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小雅﹒軟杜))

[朱注: r 吉征夫不裝載而來歸。 J ]後一「匪J 字也是語氣助詞。

此外介崗虛用的一倒也附在這要: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大雅﹒大明))

[鄭審: r于周京主地。」朱注: r吉夫既命文王于周乏京矣。」後一個「于J

作助詞。]

這些例子主要見於《大雅) (僅一例見於《小雅::>) ，可見迪是一種比較古老的語

吉現象。這種「虛用 J 的詞容易引起誤解，所以後來在《國風〉喜已經絕跡。造反映了

漢語語怯正不斷趨於完善。

2. :5 (詩經》的「加祠 J 包括置於句首、句中和句末的語氣勘洞，k:J.及一般稱為詞頭、

3司尾或前續、後績的附加成分(姐「其 J 、 「有 J 、 「于 J 、 「恩」、 「斯 J )等。造

種附加成分，潘允中先生形象地研主為「鍋飯J 。並指出:它們是一種「頗為空軍的語

助詞 J ， r不是祠的組成部分，而是甸的足成部分 J ，其主要作用「是足成連個句子的

音節 J 0 @我完全贊同遣一看怯。但還須再作補克:在《詩經〉廈，所有那些「加3訓，

它們除了補足音節，使得節奏鮮明、聲調指美，從而增強詩甸的音樂性之外，還有另外

一些特餘的作用:

一、作為引子(表示歌曲的開始)、 「換頭J (表明新樂設的開始)或者簡短的「過

渡 J (帶出新的樂句) ，以引起聽鼠的注意。那些句首的語氣詞大都起著這樣的作用。，

惆如《大雅﹒生民》共八章，從第二軍到第t章，每章開頭部用上一個「誕J 字，便是

配合音樂，表示 rt勢頭J 的。

二、傅建各種微妙細致、豐富復雜的感情。比如同是揖及父母的幾首詩， (e嵐﹒

柏舟) : r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J 感情是何等的激切情憊;而 (J臨風﹒日月::> : r:父

兮母兮，畜我不卒! J 更是一片怨怨乏聾;可是在《小雅﹒薯義〉中: r文兮生哉，母

兮鞠我，捕我畜哉，長我寫我...... J 卻充滿了感人至深的痛悼乏惜。可k:J.想象，在歌唱

的時候，這些截然不同的感情色彩，一定是通過置於句中、句末的「也 J 、 「只 J 、

「兮」等語氣助祠委曲盡情地吐露出來的。這些字眼大致相當於一種「施腔J ，我們今天

在一些藝術歌曲和地方戲曲中，仍可以看到它們充分發展了的各種形態。聞一多先生分

析得好:我們先民那些「啊」、 「哦」、 「喝呼 J 、 「噫嘻 J 一類的聲音， r是音樂的

萌芽，也是孕而未他的語宮，聲音可以拉得很長，在聲調上也有相當的變性，所以是音

樂的萌芽。那不是一個詞旬，甚至不是一個字，然而代表一種頗複聾的涵義，所以是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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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他的語言 J 0 @ 

三、在表達語氣、愷染氣氛的同時，做成意念上的「停頓 J ，護人可~從容品昧詞

甸的含義，充分領略其中的佳趣。

上述三點，再加土「上下五百年，鑑橫鑽千里J 的時間和地壩囡蠢的影響，所有追些，

便是《詩經〉中語助詞特別多，出現頓率特別高，而有些用怯亦分列顯得與鼠不闊的緣

故。

除土面提到的主外，還有姐下面一些語助詞(或其用法)是罕見甚至不見於其他典

語的:

呆呆京首，薄吉果之。((周南﹒宋首))

不念昔者，伊予東聾。((都風﹒谷風))

續在驀巾，珊，將裁員。((鄭風﹒出其東門))

叔善射忌，又良御忌。((鄭風﹒大扭于回))

日居月措，照臨下土。( (J臨風﹒日月))

其虛其邪，眼亟只且! ((J臨風. :11:;風))

候讀于著乎而。((齊風。著))

閉攝斯響。((國風 .t月) ) 

恩皇多士。((大雅﹒文王))

居于樂胥。((小雅﹒轟盧))

2.4 (詩經〉適種聞處可以嚴人助謂的特點，是撞承口語而策的，不但為散文所無，

便是後世的詩詞一般也是沒有的。只有樂府詩、曲和民歌能加「攝字J 遣一點和它比較

相蝕。姐:

副主街之，公出辱之......鵲緝鶴鶴，往歌來哭。((左傳) ~I 魯國童謠《鷗偈

歌))

[嚴入聯組詞中。 1

過攝銀箏，暫也那消停。(李唐寶《望遠行))

[酸人偏正結構中。]

聽了些農鍾的適暮鼓。(王實甫《西廂記))

[撮人嘟合結惜中。]

我司便聽也坡路。(元﹒無名民《楓樵記))

[撮人聯錦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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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蛋殼殼點燈半睡于統明。(近代峽北民歌《拿上個死命和你交))

[敵人偏正錯構中，兼檀壘。 1

鐘起τ那哥哥呀走西呀口，止不住小蜍蜍祖蛋蛋斑。一把想哪位住那哥哥的手，

說下個日子呀你再走。你要那個走來我不叫你走，扭住你路轉呀拉住你手。扯

燭你的袖口呀我給你鏈，壇一道口外你走不成! (山西民歌《提起哥哥走西

口))

[分別敵人動實結構、主調結構、偏正結構、聯合錯構和檀合詞中。]

這正是口語文學，特別是歌唱性口語文學的特色。

@研究《詩經〉句法的文章主要有:翠錦嘿《三百篇「主 J r述」倒文句樹)，載〈師

大月刊〉第二期， 19努年;楊伯峻《詩經句怯倡議)，載《中國語文) 1978年一

期。

@見楊伯幢《詩經句法儡談〉引黃臥周說。黃說中尚有「匪安匪舒 J (<:江棋)) , 

「匪紹匪游 J (<:常武))兩側，亦與此同。另有「囊蛤最謀 J ((錦))， r迺

宣迺敵 J (同上)， r是剝是誼 J ((小雅﹒信南山))三倒則非是。董「始J 有

「謀J 義(馬瑞罷說) 0 r宣 J 謂「導其講恤J (呆熹說) ，與「敵J (整治回敵〉

是平列字。末句兩「是」字均指示代誨，作前置賓語。這三側皆與「實詞虛用」的

句式不同。

@楊文中還補充了「匪居匪康J 與「何斯違斯」兩憫。按: r居J 釋為「安J ，與「康J

同義，兩字平列， r匪 J 仍作「不J 解。 r何斯 J Z r斯」確施助祠，但「斯」字

常作助祠，故不算實認虛用。而語助祠插入接閱代詞就語與動祠謂語乏間，造種現

象亦見於散文， (如《國語﹒越語) : r姐寡人者，安與知恥? J )故本文不列入

適方面的例子。《小雅 .tlt木) : r神主聽之，絡和且平。 J 情視亦與此相頌。

@見擂允中師《漢語語怯史價要) (打開本)第四軍第二筒。關於「有」、 f 其 J 、

「恩 J 、 「斯 J 等的調控，筆者有另文專門論述，連聲不詳加討論。

@問一多《歌典詩)，載於全集還刊主一《神話典詩〉。古籍出版社， 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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