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骨文虛詞探索

趙誡

←辭襄出現的虛詞，接不完全統計，約七十來個。和後代比較，的確相當貧乏。但

從它們在當時所處的地位及所起的作用來看，完全可以說已初具規模，並且自成體系。

一、副詞

1.兌。甲骨文寫作~' ，構形不明。卡辭用為銳，有急速、趕快之義:

戊申卡，馬其先，王兌以。(粹一一五四)一一一馬，職官名。先，動詞，走在

前面。從，動詞，追趕、跟從之義。 “兌本人"即“銳以"，急速追上之義。兌、銳

為古今字。

2. 雄。甲骨文寫作丸，或寫作先、。均像矢(箭)射向人之形。本義位為人

受外傷。 卡辭用來表示急速、趕快之義:

大生歸于牢。(粹一五八六)一一趕快歸于牢地。

從現代的詞義觀念來看， “人受外傷"和“急速"之間沒有意義的的聯繫，則大食用為副

詞只是借音字。如果當時的人們認為人被矢射傷包含有急速之義，則大長用為副詞為本義

之引申。

3. 果。甲骨文寫作會，也有的寫作勢。均象果實在樹木之上。本義當為果實之

果。卡辭用作副詞，大體有兩種意義。其一是“果然"之義:

貞，直其果佐載。(丙二O四)一-.-13 果然被捕。豆，直方。這襄指直方之人。

佳，表示被動的助詞。載即執，動詞，有執拿、捕捉之義。

其二是“能夠"之義:

乙商卡，王果令，另果令? (軍一五O六)一一是說商主能否命令。“果令"是

說“能夠命令"， “拐果令"是說不能命令。商玉，作為當時的最高統治者，按照

一般人的理解，應該有至高無上的權威，要想命令就命令，不打算命令就不命令，

根本就不存在能否命令的問題。但是商代人崇尚鬼神，迷信上帝，認為人間的一切

皆決定於上帝鬼神。作為商王，為了鞏國他的統治，就要經常考慮他的一言一行是

否符合上帝神靈的意志，因而在商玉的觀念中就時時存在一個“可不可以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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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夠這樣做"的問題。卡辭中大量存在著為一件事反復貞間的事實，就是這

種觀念的反映，如“王征居方"，“勿征告方" (鐵二四四、二)、“令尹乍大田"，

“勿令尹乍大田" (丙七一)。在這些反復貞問中，很顯然包含著“能否這樣"、

“可否這樣"的意思，其潛台詞當然是“做符合天意呢? "還是“不做符合天意

呢? "由此來看前面列的“王果令"和“拐果令"這兩條辭以及“果"字的含義，

就相當清楚了。 “果"這個虛詞的這一種意義，近缸倒l於後代的助動詞“能

不盡相同;趴和否定副詞“不

叉和“果然"義的果不盡相合，所以分列。

4. 克。甲骨文寫作1 ，或寫作1 ，以出趴出同。或簡寫作會、窄。均象人直立
躬身以手揹膝而肩有所負之形，乃會意字。卡辭用作副詞，有“能夠"之義，似為本義

之引申:

另擻，乎歸，克卿王事。(甲四二七)一一不要執捕而呼其歸來，能為王事盡

力。椒，執字之異體，有捕捉、執拿之義。乎即呼，有命令之義。卿，用作嚮，動

詞，本為面向，趨向之義。嚮王事，為王事盡力，則為本義之引申。克的這種用

法，近似于後代的能，像是助動詞。但多少又有一熙“將會"， “將能"之“將"

的語意，則又不完全像助動詞。

5. 允。甲骨文寫作干，象人鞠躬低頭雙手向後下垂，以表示恭敬、誠信的樣

子。用象形字來表示一種較為抽象的意思，是極為罕見的現象。卡辭用作副詞，有“果

然"、 “的確"、 “真的"之義，似為本義之引申:

庚午卡，圭申雨。圭申允雨。(續、六、一)一一庚午那一天占卡，主申日會

下雨。到了主申那一天果然下雨了。

戊申卡，己用。允悶。(乙四四九)一一戊申那一天占卡，己日天晴。真的晴

了。所即顱，近倒於現代有些人所說的“天開了"，有天晴的意思。 “己"，這襄

是己圓的省略說法，是戊申的第二天。“允敵"也是省略語，說全了應是“己商允

戲"，意思是“己茵那一天真的晴了"。

卡辭襄允字下面經常連接的動詞主要有:雨、霍、戲、風、獲、司、y:' (有)、亡

(無)、出、來、步、征、用、之、涉、見。允和後面的動詞組成←辭中驗辭的主要部

分。從這種意義上可以說這是副詞允的特殊功能。

6. 吹。甲骨文寫作1 ， 象口被外流之形。或寫作臂、守，象以手拂口被之形。
即後世垂誕之挺，本義為口水外流，或外流之口液。卡辭用作副詞，有“連接"， “延

續"之義，似為本義之引申:

王寅吹令五族皮蒐方。(後下四二六)一一吹令即延令，繼續命令之義。

7. 址。甲骨文寫作祉，或寫作件，左右無剔。均象正(趾)行走於道路之形。

此為本義。一切行走均有繼續之義，則為本義之引申。 卡辭用作副詞，有“連綿"、

“繼續"之義，應為進一步之引申。從詞義發展的角度來說，當是一種抽象、虛化的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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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商卡，貞，今日祉雨。(續四，一五，一)一一一今天繼續下雨。

貞，今日扯獻。(甲二一二五)一一今天繼續天晴。甲骨文征字或釋作祉，讀

作延。

8. 七。甲骨文寫作句。有人以為象七(與後世之匙類倒)之形。但出土之七與

同字形體不合，而商代人又把有些七字寫成象人( ~ )的形狀，從反面證明七字在當時

人們的心目中並不是匕(匙)的象形，而是象人站立拱手側面之形。這是尚待進一步研

究的問題。甲骨文的匕，除用為祖批之舵，還用作副詞，有“連續"之義:

于丰田，單。王匕型。(甲六七三)一一在辛日那一天敵獵有擒獲，商王接二

三地擒獲。

這種用法的七，當讀為比，為借音字。比在古代有“頻"義，如〈史記﹒呂后本紀〉

“又比殺三趟王"之比，即有連續之義。與卡辭匕用法近似。

9. 自。甲骨文寫作W ，象鼻子的形狀。本義為鼻子，引申為自己。卡辭用作副

詞，有“親自"之義，則又為進一步之引申:

王自往以默。(快一一五) 商王親自去追趕野獸。

且方出，王自征。(郭一﹒四一﹒七)一一一旦方出動，商王親自征伐。

10. 來。甲骨文寫作役，象目垂泊之形，即古涕字。卡辭用作副詞，有“共同"、

“一道"之義:

癸孟卡，彭貞，大乙、且乙、且丁東卿。(合四六)一一大乙、祖乙、祖丁共

同受饗。卿，象兩人相對就食之形，即古饗字。祭饗之饗典籍寫作享。

從一般的詞義觀念來看，眼誤與“共同"之義似無聯繫，則果用作副詞為借音字。如果

古人以為眼淚是紛紛然福落，有同時下垂之義，則東用作副詞的“共同"，“一道"之義

應是本義之引申，也可以說是詞義的抽象、虛化。這是一個尚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11 愛。甲骨文寫作， '構形不明。或寫作~ ，以戶以氓無別。即後字的古文。
←辭用作副詞有兩種含義。一為“向後"之義:

長束。(乙六八九七)一一即後牙利，向後刺殺。東為刺之古文。

一為“先後"義:

愛國多。(文五二三)一一一後鄙。後進行膨祭。

從詞義發展的歷史來看，後作為副詞，在商代正處於由“向後"義轉變為“先後"義的

過渡時期。

12. 先。甲骨文寫作干，以之以人。或寫作才，以正(趾)以人。本義是走在人
前。←辭用作副詞有三義，一為“向前"之義，當為本義之引申:

甲于扒先表束。(乙八七二八、八八一四)一一即先後刺，向前向後刺殺。

一為“先後"義，用得較多，當是進一步之引申:

先曲多。(合四四六)一一先進行百多祭。

辛卯卡，爭貞，勿令望乘先歸。(前、四、三)一一望乘，人召。

從詞義發展的歷史來看，先作為副詞在商代後期正處在由“向前"義轉變為“先後"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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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時期;而“向前"義已逐步消失，即處在逐步消失的過程之中，所以用得極少。僅

僅由於“先"作為動詞在當時還有“走在前面"的含義，而又有“先後刺"這一條卡辭

把先和後同時對立地用在一起，才使人看清正在消失中的“向前"之義。這是甲骨文先

這個詞的特別之處。

13. 逆。甲骨文寫作咚，以千 本人正以 ~o ~象人從前面過來之形;以f b人正(趾)
表示行走於道路，所以有“相迎"之義。卡辭作為動詞，即用其本義。作為副詞，有

“迎面"、 “迎上前去"的意思，也與本義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貞，暑方其來，王逆伐。(金五O八)一一吾方來侵犯，商王迎上前去擊伐。

品方，與商王室為敵之方國。

王勿逆伐告方。(後上一七﹒三)

逆有迎義，後代還有所保留，如“逆水行舟"即迎著水流往上行船， “逆潮流而進"即

迎著潮流前進。一般說來， “逆"在後代基本上由“迎"所代替。

14. 憂。甲骨文寫作罪，也寫作9 、頁。構形不明。甲骨文有一些與行走有關的

字，到了後代都增加一個才旁，如是 q) 字後來寫作後;室(主)字後寫作待(往)。 夏

字後來寫作復也是如此。←辭用作副詞，有“文"、 “再"之義:

丁卯卡，戊辰菱旦。(南明四四七)一一丁卯那一天古卡，第二天戊辰日再一

次出太陽。且，動詞， 日出。

其夏伐。(京四一四八)

15. 鼎。甲骨文寫作裳，象鼎的形狀。卡辭用作副詞，表示時間上的“現在"，

有“方"、 “正當"、 “正"的忌思，則為借音字:

鼎世龍。(合一七0) 一一一鼎用作正。 T用作有。龍用作寵。鼎T龍即正有

寵，正受先祖神靈寵佑之意。

鼎正，王平。(寧一﹒三八0) 一一鼎用作“正"，有“方"、“正在"之義。

正即征，這襄是“征野獸"的省略語，近缸l於說“強獸"。鼎正即正征，正在獵獸

之意。學即後代的擒，王單，商王有擒獲。

16. 既。甲骨文寫作錯，象人食畢要離去之形，本義當是“吃飯完畢"。卡辭用

作動詞，表示一般意義上的“結束"、 “完畢"、 “盡"的意思，前人以為是引申義，

其實是具體意義的抽象。用作副詞，表示完成，有“已經"的意思，或有“全"、 “盡"

的意思，按照古人的觀熙來解釋，當是進一步的引申義，其實是具體意義的虛化。

臨伐，大獻。(前七、二四、一)一一伐，動詞，殺人以祭。臨伐，己經進行

了伐祭。顱，烏雲過去天開了，可以說是天睛。大顱，近似現代說的大晴天。全辭

的意思是:伐祭過後天大睛。

師卯。(寧一、七三)一一卯日已經過去，即卯日之後。

丁丑卡，翠戊寅旺雨。(乙五二七八)一一丁丑那一天占卡，第二天戊寅日盡

下雨。

17. 戲。甲骨文寫作臂，構形不明。卡辭用作副詞，表示完成，有“盡"、“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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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之義:

戚伐，亦雨。(丙二O九)一一全都進行了伐祭仍然下雨。孤立起來看，威和

既似乎完全一樣。如果參看它們用在同一條辭裹的情況就能感到它們之間的差別:

丙申卡，想貞，來乙己影下乙。王固日，彰，佐出脅。其型設。乙己彰，明

雨，伐現雨，戚伐亦雨。岐卯鳥星。(丙二O七) -一一靚僅表完成;成不僅表完

成，而且還表示全部。

18. 母。甲骨文寫作臂，從女突出乳房，表示哺育過子女的女人。此即母字之本

義。←辭用作副詞，表示禁11::或否定，近缸i於後代的毋，則為借音字:

母其境倍。(丙一)一一不要擊伐倍方。母表示禁止。吭，動詞，打擊、征伐

之義。倍，方國名。

貞，百牛母其至。(乙三二一九)一一一百條牛沒有到來。母表示否定。

母，也可以寫作女(穿)。

19. 弗。甲骨文寫作蟬，象用繩索將物品細在一起而使之直的形狀，似為縛之初

義。本義可能就是細縛。卡辭用作副詞，表示否定，則為借音字:

貞，帝弗令雨。(人六三)

貞，父辛弗老王。(乙四五一六)

20. 坊。甲骨文寫作衫，從二弓，表示保護調正弓的工具。或寫作勢，表意性更

強。本義當為弓繁。卡辭用作副詞，表示否定，則為借音字:

庚寅扒王拐入哉。(粹六二六)一一一入，動詞，進入。戳，地名。

王拐正召方。(寧一、四二三)一一一正用作征伐之征。召方，方國名。

丁妥←，拐又大庚。(京三九九四)一一文用作備祭之備。大庚，商王某先祖

之名。

21 勿。甲骨文寫作兮，或寫作令，左右無剔。構形不明。卡辭用作副詞，表示
否定:

貞，勿乎伐吾方。(存一﹒五五九)一一乎即呼，有命令之意。岳方，與商王

室為敵之方園。

貞，勿令帝耕囊。(續四、二七、六)一一蒂阱，人名。蠢，動詞，近似現在

說“種菜"。

勿字，有人隸定作事。

22. 不。甲骨文寫作高。或寫作中、而，構形之意悶，均象草根之形。卡辭用作

副詞，表示否定，則為借音字:

貞，于不其':f:' r-o (前四、三二、二)一一-':f:'用作有。「即疾。

王不蒂雨。(京三八五三)一一壽即邁，有碰上，遭遇之義。

23 非。甲骨文寫作'H. 構形不明。或寫作霖楠、綿，為繁體。因為繁體從
手，所以也有人隸定作排。其實是一個字的兩種寫法。卡辭用作副詞，表示否定，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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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音字:

丁丑貞，旬艾布，非因。(粹一二六二)一一文用作有。脅，禍祟。凹，此用

作災害之義。有脅，非囚，意思是有禍祟而沒有造成災害。

站雨非囚。(盡天三七)一一這一次下雨沒有造成災害，玄武即茲，此也。

非固和亡田文例近蝕，但結構不同，語重也有區別。非田之田為動詞，非為副詞。'亡田

之因為名詞，亡用作有無之無，不是副詞。

24. 日。甲骨文寫作日，或寫作白，從口從一，一在口外，表示人說話要從口出

聾，為會重字，也可以看成指事字。←辭用作虛詞，則為借音字:

東方日析，霍日脅。(接二﹒一五八)一一霍用作風。只從這一個例于來看，

可以把本辭理解為“東方叫做析，風叫做脅，因為後世文獻的日就有這種意思。如

果參考下列的一條卡辭，就會發現上面那樣的看法不符合當時的語言實際:

貞，帝于東方日析，霍曰窈。(合二六一)一一帝用作蹄祭之蹄。窈是脅的異

體。

這一條辭的意思是對“東方日析"和“風日弱"進行“神"祭，則“東方日析"或“風

日弱"都是一個整體。在每一個整體中， “曰"的上下兩項是同位關係，因此應該理解

為“東方即析"、 “風即高"，而不是“東方叫做析"， “風叫做弱"。很顯然，日是

表示同位關係的虛詞，近似於文獻的“即"，為副詞。

25. 呵。甲骨文一般寫作三，中間一畫較鈕，和三字三晝一樣長不同。構形不

明。←辭用作副詞，有終龍之義:

之日『也來錯。(前七﹒三一﹒三)一一這一天終於有凶咎到來。

26. 亦。甲骨文寫作7年，在人的兩臂之下左右各加一熙，表示服下所在之處，可

以看成會意字，也可以說是指事字，最好是說成表意字。 卡辭用作副詞，有“文"、

“也"、 “還"之類的意義，則應是借音字:

癸巳卡，想貞，旬亡田，丁囡雨，巳雨，庚亦雨。(續四﹒ -0. 一)一一己，

己玄之省語，丁圓的第三天。庚，庚子之省，己玄的第二天。

四日庚申亦也來姑自北。(菁五) 世用作有。結讀作艱，有凶咎之義。

己玄←，想貞，'f:l伐于黃尹，亦出于蟻。(前一﹒五三﹒三)一一出用作備祭

之俏。伐，祭名，亦用牲之法。黃尹和攤陡祭爾巴對象，為商王室之舊臣。

27. 迺。甲骨文寫作會，構形不明。←辭用作副詞和乃近似:

王于圭適田，楣日亡呢。(京四五二六)一一商王于主日歐獵，終日無災。

28. 乃。甲骨文寫作7 ，構形不明。卡辭用作副詞，和迺近似:

王令吳以于方乃奠于并。(後下三六三)一一商王命令吳與于方祭奠于并地。

以用作興。

29. 其。甲骨文寫作區，或寫作凶，1:2f，構形之意同，本象糞形， l即糞字之初

丈。後來其被借用為虛詞，才有增加竹頭的黨字。從卡辭來看， “其"大部分用作副

詞，一般用在句中，只有在省略的情況下才用在句首。這一類“其"，表示多種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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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有下列幾種:

一、表示該當:

貞，來庚寅其雨。(己四五一一)一一即將到來的庚寅日該會下雨吧!

二、表示假設:

丙戌其雨不吉。(京一二五六)一一一丙戌那一天如果下雨就不吉利。

三、表示決定，即表示在未來要做某一件事:

甲寅卡，行貞，王其田，亡災。(抉二七一)一一商王要去做獵，沒有災害!

四、表示原因:

乙丑卡，王弱扯往田，其雨。(後上三0- 一六)一一商王不繼續去做獵，因

為將要下雨。

五、表示將要。

王其田，其告批辛。(存二﹒七六九)一一商王要去做獵，將要告祭批辛。

其字表示的語氣相當豐富，在表示大體相同的語氣裹，有的還有很細繳的差別，今後將

另丈討論。總起來說，不管“其"字表示甚麼語氣，都含有一種“將要"， “該當"之

義，即表示未來時。這一類“其"字在卡辭中大量存在，應該說是甲骨文時代的一大特

熙。因為這一類“其"字之下都是動詞而又大量被運用，所以研究甲骨文的學者常常用

“其"字作為鑑定動詞的標準之一。

“其"表示“將要"、 “該當"之義在卡辭時代大量存在，到了周代雖然還有所保

留，如〈詩經〉的“其雨其雨"，但顯著地減少了。到了後代則完全消失。那麼，這種

用法在甚麼時代開始衷弱而逐步消失的呢?從卡辭來看，甲骨文時代已經有這種適象:

乙丑卡， pp貞，王其田，童來亡災。(京四五二九)

戊辰扒貞，王田，奎來亡災(續三﹒三二﹒九)

這兩條辭辭例一樣，文意相同。但是一用了“其"，一不用“其

要的作用已經衰弱，所以可省去不用。這可以說是“其"在發展過程中的特鼎，即基本

上不表示或很少表示某種語氣，是即將被淘汰的成份。

肌佳。甲骨文寫作身，象禽類有羽毛之形，本指稱禽類。 卡辭用作副詞，有

“將要"之義，以表示推測:

癸未扒芳貞，站看佳降田。(丙五七)一一這場電子將要降來災禍。

王些夢佐田。(合二一一)一一王做了夢，將要產生災害。

二、助詞

31.見。甲骨文寫作霄，從人突出眼睛，表示看見，乃其本義。卡辭用作助詞，

表示被動，則為借音字:

余見者。(前七﹒三三﹒一)一一我被災害。

己茵卡，方貞，今日王其步，見雨，亡災。(續六 --0- 四)一一一今日商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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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被雨淋，無災。

見字表示被動，後代一直沿用，如“見嫂"， “見散"。

32. 佳。本指羽禽。←辭用作助詞，則為借音詞。

一，表示被動:

貞，互其果佳翱。(乙五三O三)一一互果然被捕提。

二、用在旬首，無義，有人稱為發語詞:

佳王來征人方。(前二﹒一五﹒三)一一，商王前來征伐人方。人方，與商王室

為敵之方國。

辛亥扒殼貞，勿佳王往伐岳方。(後上一六﹒一二)一一勿，否定副詞，用

在住之前，是甲骨文語法的特熙之一。岳方，與商王室為敵之方國。

佳的這種用法後來寫作唯。“勿佳"這一形式後來被淘汰。

三、表示原因:

貞，世疾佳黃尹右。(六雙十七)一一有疾病，是因為黃尹傷害。世用作有。

黃尹，商王室之舊臣。後世商玉不僅祭祖先玉，也祭耙舊臣，可見舊臣之地位崇

高。

貞.r佳艾乙告。(乙三四O三)

四、表示假設:

其佳甲虫至，吉。(盡典-0三)一一一如果甲日有來的，就吉利。

其世設，其佳庚，吉。(前七三二﹒三)一一將要有設立之兆象，如果是在

庚日，就會吉利。設:自然界有時會有某種異常現象，商代人以為這是上帝有意的

設置，是某種吉凶的預兆，所以把這種現象稱之為設。庚指庚日。

五、可以將實語提前，而無其它意義:

王勿佳龍方伐。(丙二三，京一二六)一一即王勿伐龍方。龍方，方園。

六、用來表示時間，有“在"的意思:

帝佳癸其雨。(前三﹒二一﹒三)一一近位於說帝“于"英日下雨，即“在"

癸日下雨。這種用法的佳，近缸l於“于"，有“在"的意思，好像是介詞。但“佐

癸"所說的時間帶有推測的成分。從這一熙來說， “佳"又不完全等於“于"，而

只能看作是表示某種意義的助詞。

王固曰:觀其出，其佳丁。丁不出，其出疾。(存附一)一一一風要出來，在丁

日。丁日不出，將有疾病。觀用作風。“其佳丁"，近似於“其于丁"，即“在丁

日"之義。但不像說“于丁"那樣肯定，而帶有推測的語意。

七、用來表示時間，有“到"的聶哥、:

己卯卡，享受貞，雨?王間日，雨佳圭。圭午允雨。(丙二三五、乙四五二四)

一一乙卯那一天占卡，事童貞間，下雨嗎?商王固固，到圭日那一天下雨。主午那一

天果然下雨。"“雨佳主"即“佳圭雨"，乍一看似與“于圭雨"同，其實有剔。

圭午是己卯的第四天，於己卯日說王午日下雨是預卡之詞，不像一般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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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樣肯定。表面看來佳的這種用法和第六類的“帝佳癸其雨"相同。從語感上來體

味卻略有差別。 “雨佳圭"雖然是預卡，但其推測的意味不如“帝佳癸其雨"那樣

重，後者還多少有一無“大概"的成分。

33. 其。甲骨文寫作\:1，為黨之本字。卡辭用作助詞，為借音字:

庚其T設，吉，受艾。其佳圭不吉。(筆典-0五)一一-庚臼有陳設，吉利，

受福佑;圭日〔有陳設〕不吉利。“其佳圭不古"是“其佳圭有設，不古"的省略

說法。

這條卡辭裹的第三個字即助詞，因用在句首，所以有人稱之為發語詞。

34. 面。甲骨文寫作過。或寫作費、學，隸定作車，讀作惠。構形不明。卡辭用

作助詞，似為借音字:

一、用在句首:

乙己卡，爭貞，由王往伐岳方，受世艾。(粹-0八一)一一苦方，與商王室

為敵之方園。 T用作有。又用作佑。

直王出，伐方。(甲五五六)

這種用法的自(直)無實義，由(直)後面一般是一個完整的句子，所以有人把這種自

(頁)稱為發語詞。

二、把賓語提前

癸卯卡，旁貞，由聞乎令址盡美方。(前六、六0、六)一一一呼國命令祖上打擊

美方。乎即呼，有命令之意; “由圍乎"即“呼園"，由由把賓語園提前就成了

“由圍乎"。圈，人名。址，人名。壺，動詞，有打擊，傷害之義。蒐方，與商王

室為敵之方園。

庚戌卡，直咬令。(快一八七)一一哎，人名。“車皮令"就是“令瘦"，直

把賓語提前就成了“車拉令"0 <寧〉一，五九六作“王令夜"，沒有用由字，

實語就沒有提到動詞之前，整個句子語序為典型的主動實。這可以證明“車技令"

的直有提前實語的作用，但無實義;也說明直不是非用不可。

車回音。(南甫一﹒一六0) 一一會用作省觀之省。“車回會"即省田，省祖

田地之義。車回音也可以說成“直田" (明五八五) ，省去田後面的動詞。又“王

直孟田音" (截十一﹒七)可以說成“賣孟田" (截十一﹒六) ，也是省去後面的

動詞。在祭祖卡辭襄也有這種現象:

由當取。(拾二﹒八)一一管，祭記對象。取，用作照，祭名。“由當取"即

“ 頁醇照享哀、 曾
的動詞。可見由的語法意義很強，不僅可以提前實語，而且可以使後面動詞省去。

也可能這省去的部分正好是甲骨殘損所致，後宙的動詞根本不是省略，這是可以再

研究的。但能提前賓語卻是事實。

由或直作為助詞典佳有相同之處，後代典籍均寫作唯、惟或維。

35. 唯。甲骨文寫作嘿，從口佐聲。卡辭晚期從佳分化出唯，用作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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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唯自司祐正。(文六六0) 一一一桐，祭耙對象。福和正都是祭名。唯在這真使

賓語提前，只起語法作用，無實際意義。

整條←辭的意思是對娟進行祐祭和正祭。卡辭前期的佳有好幾種用法:一，用作羽

禽之總名，如“隻佐百卅八" (續三﹒三四﹒二) (隻即獲) ;二，用作做，有災禍之

義，如“貞，帝不降佳" (續存下六八) ;三，用作虛詞，從略。一個佳字用作好幾個

詞，從漢字和漢語的關係而言，我們稱之為同形詞。任何一種語言，同形詞多了都是一

種不利的因素，語言在使用中必然按照自己的需要加以調整。唯從佳分化出來並加上一

個口，就是屬於這樣的調整。從語言的發展來看，這種調整是一種進步。

36. 筒。甲骨文寫作申，或寫作也、由、宙，構形不明。卡辭用作助詞，似為借

音字:

甲子扎 笛末于耍。(續一﹒一一)一一向要進行來祭。塾，祭爾巴對象。笛用

在句首，無義。

上古從才從商之字因為音近，常常通用，如說通訊制通惱。←辭的笛字亦通作贅，如

“笛朕事" (快一五) (這個笛不是虛詞)亦作“費朕事" (續存下三三六)。而吃字

典籍通作載字。因此可以認為卡辭的笛字和後代用作語首助闊的載字有著某種繼承關

係。

--一、 語氣詞

37. 不。本象草根之形。卡辭用作語氣詞，則為借音字:

辛未卡，貞，自今至乙云雨不? (前三﹒三o. 四)

丁未卡，扶，也成戊牛不? (綴六)一一用牛來出祭威戊否?

這種用在句末的不，後世文獻作否。

38. 呵。本象護弓的工具。←辭用作表示疑問的語氣詞，則是借昔字:

其吱哥哥? (南甫一.四一)一一嗯，動詞，有征伐打擊之義。

這種用法的弱，相當於後世文獻的否。

39. 非。其繁體或寫作排。構形不明。卡辭用作表示疑問的語氣詞，應為借音字:

癸未卡，旬亡回非。(京四七五八)一一亡用作無。田，災禍之義。

這種用法的非，相當於後世丈獻的否。

40. 以。甲骨文寫作Ò' 或寫作 J，左右無別。構形不明。卡辭用作語氣詞:

大霍自北以。(京二九一五)一一霍用作風。

這種用法的“以"，相當於後世文獻中常見的“矣"。

41.乎。甲骨文寫作于或于，構形不明。甲骨文用作語氣詞，表提間，近似於現

代的“嗎"。

丁未扒扶，日成戊、學戊乎? (京二九三八)一一向成戊和學戊進行出祭

嗎?扶，貞人名。':r:'即世之異體，此用作祭名。威戊和學戊為商之舊臣，此作為祭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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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己←，抉，:1'乎? (甲釋圖版零零伍)一一進行世祭嗎?

四、連詞

42. ~。甲骨文寫作兮，象眼睛垂誤之形，即古涕字。卡辭用作連詞，表並列:

貞，三祖丁眾毓祖丁萬多，王受叉。(快三六0) 一一彭祭三祖丁和毓祖丁，商

王受福佑。影，祭名。

父己原父庚百多。(粹三一三)

界的這種用法，有“和"“與"“同"“及"之義，在卡辭裹，一般用來連接詞典詞，

有時也連接詞組和詞組:

癸未卡，行貞，王父丁E\三牛原兄己一牛...... (後上一九﹒一四)一一王字下

原辭漏刻一室字，為動詞。“父丁EI\;三牛"和兄己一牛" 為兩個並列的詞組， 中間

用眾相連接。 “兄己一牛"承上省-E\;字，說全了當是“兄己眨一牛"。如果不認

為原辭有漏刻，則此條卡辭文例比較特殊。從全辭來看，只是主要動詞，為祭名，

又是用牲之法，按常例應是“王R父丁三牛原兄己一牛"，原連接的仍然是兩個詞

組。

43. 以。甲骨丈寫作2"構形不明。←辭用作連詞， 有“和"“與"“同"“及"之

義，則為借音字:

r=丘'.

一-

辛商貞，王令吳以于方奠于并。(存一-一九一六)一一商王命令吳與子方於

并地進行奠祭。

44. 于。甲骨文寫作于，構形不明。←辭用作連詞，表並列，似為借昔字:

余其以多由于多自征孟方白。(甲二四一六)一一一我偕間多甸與多伯征伐孟方

伯。

45. 兄。甲骨文寫作罩，構形不明，字不識。卡辭用作連詞，表並列，似為借音

辛己卡，其告水入于上甲巨大乙一牛，王受叉。(粹一四八)

從字形來看，此字旺不是祝宇也不是兄字。由於曾經有人把這個字釋為兄，為了不增加

人為的混亂，這里姑且仍隸定作兄。但與←辭中大量出現的兄很不相同。

46. 車。甲骨文寫作學或書，構形不明。卡辭用作連詞，表並列，則為借音字:

丁未貞， t ~直祭，幕。(粹四二二)一-:(、悶、祭，均為祭名;直在這里
起連接作用;意思是進行4 祭、~祭和祭祭。蒂即遵遇之遷，這襄是指按祭者的神

靈降臨就食，主祭者在靈感上與之相遇。

乙己貞，不~直弱， 幕。(南明八三)一一一弱，祭名。

直這個連詞在連接兩個以上的成份時用在最後一個成份之前，和現代漢語的詞序同。

47. 文。甲骨文寫作司，象右手之形。卡辭用作連詞，表並列，則為借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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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寅卡，舵庚召，牢又一牛。(林一-二七﹒一五)一一向批庚進行吉祭，用

牢和一頭牛。

有人以為這種用法的“又"仍然是再叉之艾。以上面引的這條卡辭而言， “牢又一牛"

就是“用牢再用一條牛"。這樣講從文意而言也可以通;但要聯繫有關辭例來看，就使

人感到不太貼切。“牢又一牛"這種語式在卡辭襄似乎是一種慣用型，如:

貞，其牢又一牛。(截二四﹒六)

..Et其牢又一牛。(存二﹒八00)

其牢又一牛茲用。(續二﹒二四﹒二)

一般說來，慣用型的詞組在語感上總是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則牢和一牛應是平列地位，

沒有再叉之叉的強調意味。

另外，又和T在卡辭襄關係蜜切，常可通用。作為表示並列的連詞，在卡辭襄不僅

有叉，而且有':f:'，完全可以認為這也是它們互相通用的現象之一。由此可以進一步證明

用作連詞的又不是再又之艾。

48. ':l::'。甲骨文寫作世，構形不明。卡辭用作連詞，表並列，則為借音字:

自幽牛也黃牛。(丙一二九)

主辰卡，墾甲午求于醋，羊世家。( ~糞土九﹒十一)一一向輯進行求祭時用羊

和豬。

49. 比。甲骨文寫作作，象二人拱手並立之形。卡辭用作連詞，表示並列，似與

本義有闕，可能為本義之引申:

令多于族比犬民撲周。(續五﹒二﹒二)一一摸(此字釋撲不一定確切，為了

方便，姑且如此) ，動詞，有征伐，打擊之義。多子族，子姓貴族的武裝組織。犬

侯，人名。周，方國之名。

因為“比"在卡辭中常用作動詞，有偕同之義，所以很容易把上列這一條辭理解為商王

命令多于族聯合犬侯去打擊聞方，也可以說通。如果和下列的一條←辭聯繫起來細讀，

就會清楚地判斷出比和寫在旬中的地位，用法完全相同，很明顯是連詞，而不是動詞:

令多子接東犬侯撲周。(前五﹒七﹒七和前六﹒五一﹒七拼合)

50. 拙。即後代並字的古體。甲骨文寫作趟，或寫作的，構形之意同，均象二人

並立之形。卡辭用作連詞，表示並列，似與本義之引申有關:

貞，批庚間的彭。(快八七八一一)一一向批庚進行Et祭和影祭。同和麗多是祭

名，而卡辭都用作動詞，則持有昇熙東近似於現代漢語的“並且

代的“並且"有表示進一層的意思思、， ←辭的話只表示並列。

51 若。甲骨文寫哼，都不明。卡帕作連詞，表示假設，似輔音字:

圭寅卡，穿貞，若茲不雨，帝佳茲昆龜，不若。(遺六二0) 一一圭寅那一天

占卡， 卡人穿貞間，如果此地不下雨，就是上帝要懲罰此臣，不好。第一個若為假

設連詞。第二個若是形容詞，有順的意思，引申有“嘉"、 “好"之義。佳，助

詞，起提前實語的作用。“佳茲芭轟"即“矗茲芭"。喔，動詞，有懲罰、災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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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害之義。

52. 乍。甲骨文寫作眩，構形不明。或寫作步，正反無別。卡辭用作連詞，表示

順承，似為借音字:

我其巳穿，乍帝降若。(前七﹒二八﹒一)一一我如果向穿進行祭靶，則上帝

會降以福佑。其，助詞。巳即祭爾巴之紀的古字，此用作動詞。穿字不識，在此為祭

耙對象。若有“順"義，引申有“福佑"之義。

甲骨文乍的這種用法，近似於後代的則，但不能說乍、則同字。

五、介詞

53. 白。甲骨文寫作甜，象鼻子之形， 卡辭用作介詞，則為借音字。其用法大體

可以分為三類:

一、介紹時間的起迄:

甲戌卡，穿貞，自今至于戊寅雨。(前三﹒二一﹒五)

自今癸巳至于丁商雨。(前三﹒二o. 一)

二、介絡地無和方位:

癸丑卡，行貞，王其步自吳于書亡災。(快三七一)一一步，動詞，本義為步

行。這里用來表示從某地到某地，詞義已經抽象化。美、學均為地名。

乙閏←，兩自東。(乙一四四)

主、介紹被祭租的對象:

王室自武了至于武乙衣，亡尤。(後上二O. 六)一一一衣，祭名。

自三亡至父乙。(粹一一九)一一三亡指皂、匣、巨。

54. 以。甲骨文寫作神，以兩人一前一後，象跟從，相隨之形。卡辭用作介詞，

似為本義之引申:

之日玉往于回以東，允隻家三。(林三﹒二二﹒十一)一一一隻用作獲。

貞，王其往出本人西，告于祖丁。(快五五八)

55. 呵。甲骨文寫作三，兩長畫一起畫，構形不明。卡辭用作介詞，似為借音字:

丙寅『圭申。(粹一二五0) 一一丙寅日至圭申目。『用作迄，有“至于"、

“終于"之義。

癸卯卡，想貞，旬亡田。王固日，'::1:'絮，其也來站，~至七日己巴，允世來結

自西。(菁一)一-'::1:'用作有。乖，災害、禍祟之義。『至即迄至。

56. 至。甲骨文寫作豆，從矢從一，表示矢有所丘，即到達之義。卡辭用作介

詞，為本義之引申。其用法大體可分為兩類:

一、介紹時問:

貞，自今主寅至于甲辰子腎咒糞方。(乙六六九二)一一子脅，人名。哦，動

詞，征伐、打擊之義。糞方，此時是與商王室為敵之方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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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丁日至于庚申不雨。(合四二一)

二、介紹被祭記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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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卯卡，翠庚辰世于大庚至于中丁一宰。(後下四o. 一一)一-':f:l，祭名。

庚申卡，百多自上甲一牛至于示真一牛。(人二九七九)一一一直手，祭名。

57. 于。甲骨文寫作于。或寫作妒，為繁體。構形不明。卡辭用作介詞，則為借

音字。其用法大體可分為三類:

名。

一、介紹地無和方位:

甲戌卡，讀貞，今六月王入千商。(前三﹒一-一)一一商指商巴。

貞，我勿涉于東忱。(抉六四七)一一東址，水名。

五日甲子允彰，':f:l設于東。(乙三三三四)一-':f:l用作有。東，東方。

二、介紹時間:

己丑貞，王于庚寅步自衣。(粹~O四一)一一庚寅，己丑的第二天。衣，地

甲申扒主于八月入于商。(續三﹒一間﹒一)

三、介紹被祭租的對象:

丙午夕←，坦問于父丁，羊。(合二五六)一一夕，夜襄。世和~都是祭名。

父丁，祭耙對象。

祭于祖丁。(文二九九)

58. 面。甲骨文寫作過，構形不明。卡辭用作介詞，近似後代的“於"或“于"，

則為借音字:

自今二月宅東害。(前四﹒一五﹒一)一一於今二月建造東面之寢室。宅，動

詞，建造之義。事即寢之古字。

乙茵扒兄貞，由今夕告于南室。(前三﹒三三﹒七)一一于今夜在南室進行

告祭。南室，祭耙之處。

又〈丙〉二六二同版有這樣兩條卡辭:

雀由今日蠅一一一陣，動詞，意義不明。

雀于翠甲戌

辭例相同，而且都表示時間，一作面，一作于，可見其用法相近。

59. 以。甲骨文寫作b 或 J ， 左右無剔。構形不明。卡辭用作介詞，則為借音字:

i 以眾Ø3伐召方。(人三五二三)一一壘，人名，商王室之大臣。副主、伐均為

動詞。 “以眾"即“以眾人"，為介賓結構。召方，方國名。

60. 才。在字之初丈。甲骨文寫作中，或寫作寸，中間一畫是否穿過無剔。也有

的寫作卒，正倒無剔。構形不明。卡辭用作介詞，當為借音字。這種才的用法大體可分

為三類。

一、介紹地點:

辛未貞，今日告其步于父丁，一牛，才祭 ~o (寧一﹒三四六)一一今天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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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之事告于父丁，用一牛，於祭地卡。告，祭名。祭，地名。

庚辰貞，其業生于批庚、批丙，才祖乙宗卡。(拾一 .-0) 一一幸為祈求之

義。生，生育之事。幸生，近似於後代的求子。宗即宗廟建築物，祖乙宗為祖乙神

主所在之宗廟。

二、介紹時間。

己未扒行貞，王室~二牛，亡尤，才十三月，才大卡。(丈四五六)一一室，

室祭之室。間，祭名，亦用牲之法。大，地名。

癸未扒王才宣貞，旬亡田，才六月甲申工典，其間多芽。(後上一O. 九)一一

荳，地名。工用作貢。貢典是於祭祖時獻上典冊。自多和 iZ 都是祭名。

三、介紹被祭祖之對象。

主于卡，即貞，祭其國多奏其才父丁，七月。(快一七二)一一直多，祭名，祭爾巴

時一般用酒。奏，祭名，祭爾巴時一般用樂、舞。父丁，祭爾巴對象。

其主主才父甲，王受叉。(粹三三五)一一幸有祈求之義。

六、代詞

61.余。甲骨文寫作令，或寫作@、令、令。構形不明。卡辭用作人稱代詞，似
為借音字。

丙辰扒王貞，余'::f:l夢。(截三九﹒六)一一王，商王。余，商王自指。因用

作有。

丁未卡，王貞，余由主倍。(拾五﹒一)一一一“自完擋"即“惰主"，監棍、

觀察美方。余，商王自指。

62.我。甲骨文寫作呵，象一種武器的形狀，本為象形字。 b 辭用作人稱代詞，

則為借音字:

甲辰卡，爭貞，我伐馬方，帝受我又。(丙一一四)一一我指的是商，是商這

個集體，而不是商王自指，不是個體。這是我和余不同的根本熙。

戊午卡，項貞，我戰塾，平。之日獸，允單。隻虎一、鹿四十，近百六十四、

覽百五十九。(周二八四)一一一次符獵擒獲如此之多，絕非商王個人所能辦到。

但也不會整個商傾巢出動，可見這個我眼不是商王自指，也不是指整體的商，而是

指“我們"，是指由商王所帶領的“我們"。戰用作做獵之義，轍，地名。

癸巳卡，想貞，旬亡田。王固日，世布，其T來賠。司至五日丁圈，允型來揮

自西。址雷拉告曰:土方雖干我東齒，究二皂，甚方亦輯我西酋田。(菁二)一一土量

方攻擊我東面邊境，還是害了兩個巴;西面邊境也受到岳方侵犯。在這種情況下稱

“我"，當指商王統治下的廣大地區。

由上列三辭所說的“我"可以看出: “我"不是商王自指，但卻是指以商王為中心的集

體，或“我們"，或指商王政權所及的國家。可見我和余的區別是明顯的。卡辭的我和



30 中國語文研究/第 8 期

後代的我也有差別，即後代的我可以代個人，也可以代集體， 卡辭的我未見代個人者。

63. 朕。甲骨文寫作峭或刑，左右無剔。構形不明。小華演化作品結 ，隸定當作

峙，從舟卉聾，後來楷化寫作朕。卡辭用作代詞大體有三種用法:

一、商王自指:

庚辰卡，王貞，朕倩旁。(甲二三O四) 王，商玉。惰，動詞，此有視察之

義。旁，地名。朕(商王自指)的這一用法和余同，與我有剔。

二，用如“我們" . 

貞，朕歸于鬥。(丙一二八)一一誨，放牧。鬥，地名。放牧和歐獵一樣，絕

非商王個人的行動。這個朕當指商王所率領的“我們"。這一用法和“我"近似而

和“余"有剔。

三、用如“我的"

甲戌卡，王，余令角帝笛朕事。(粹一二四四)一一玉，王貞之省語。角帝，

人名。笛，動詞，讀載，有“行"義，近似於現在所說的“辦理"、“處理"、“完

成xx交辦的任務"。朕事，我的事。朕的這種用法和“余"有則，和“我"也不

同。

64. 女。甲骨文寫作舜，或寫作會，左右無剔。均象女子側面俯首斂手曲膝形。

卡辭用作人稱代詞，則為借音字。

一、用如“你"，即後代的“汝"女一人。(京三00八)一一汝一人。

二、用如“你的" • 

己支扒項貞，王曰:民虎，余其敗女史。(菁七)一一“女史"即“汝使"，

近似今天講“你的使"，此指展虎之使。

65. 乃。甲骨文寫作]，構形不明。卡辭用作人稱代詞，則為借音字:

民乃史歸。(前七﹒三六﹒一)一一氏，後代寫作忌，動詞。此用作致，有召

致之義。史用作使。“乃史"和“女史"間，即“你的使"。

氏乃旦。(卡一七三)一一“乃芭"即“你的旦"。

卡辭的乃均為“你的"之義，嚴格講來，和後代的汝並不完全相同。

66. 它。甲骨文寫作缸，象長虫之形。或寫作》、 lr 、為線條化的寫法。本為象

形字。 卡辭用作代詞，則為借音字:

辛商卡，旁貞，勿于它示暈。(續三﹒一-一)一一它示指旁系先生。商代的

先王分直系、旁系兩類，而以直系為主。旁系當是直系以外其它的先王，所以稱為

它示。“它"就是用來指代旁系者。案，祈求之義。

它字甲骨文或寫作抖，從木它聲:

庚申卡，彭，自匣一牛至示癸一牛，自大乙九示一牢，拉示一牛。(人二九七

九)一一彭、祭名。大乙九示指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氏、中丁、祖乙、祖

辛、祖丁等九位直系先王。拉示指直系以外其它的旁系先王。

事?字也有人釋作驢，是把Y看成是木和臥合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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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錯。甲骨文寫作的，象兩束並列的絲，當為絲之本字。卡辭用作茲，為指示

代詞或指示詞，則為借音字:

貞，帝弗冬越旦。(丙六六)冬用作終，動詞，終絕之義。站即茲，此也。冬

茲且即終絕此芭之命運。

結夕亡大雨。(甲六一六)一一此夜無大雨。

結霍。(前六.四﹒一)一一此風。

路云。(京四三0) 一一此雲。

乍昆才路。(丙八六)一一作且在此。

這些紹，不管指地、指時或指事，均用作近指的此。

68. 之。甲骨文寫作止，表示人所之，本為會意字。卡辭用作指示代詞或指示詞，

則為借音字。之與;l(j{不同之處是“之"為遠指，猶言“彼"，猶言“那" . 

辛商卡，哩，整圭虎不雨，之日夕雨。(乙五三七八)一一“之曰"指辛圓的

第二天圭戌，所以“之日夕"應是“那一天夜里"。

甲午卡，爭貞，翠乙未用亮，用，之日霍。(合一六五)一一一之日指甲午的第

二天乙未。霍，霧之本字，此用作動詞。

己玄卡，內貞，王T石才戶北東，作芭于之。(乙三二一二)一一商王有石在

戶北束，所以在南北東那襄建築坡臣。

69. 11::。甲骨文寫作1('，象足趾之形，為趾之初女，為象形字。卡辭用作指示代

詞，與“之"同，則為借音字。

吐白、。(續一.四一﹒二) -一一即之日。

70. 齒。甲骨文寫作也或由，構形不明。←辭用作指示代詞，與“之"同，則為
借音字:

丁未卡，王貞，用不住喪羊，笛若。(前八﹒一一﹒四)一一用，人名。喪，

動詞，喪失之義。笛，用作之，近似於此也，實際上是說彼，復指前面不喪羊那件

事。 “笛若"， (庫〉一五五三作“之若"，從文例證明值與之同。

七、餘論

1.漢語虛詞和實詞的界限至今還沒有一個共同認為的胡確劃分。根本的分歧是代

詞和副詞算不算虛詞。從卡辭的現實來看，本文基本上傾向於把代詞和副詞列入虛詞。

2. 前人研究詞義，有“明訓詰"和“審辭氣"之分。 “明訓話"主要在於辨別實

詞均意義， “審辭氣"著重於了解虛詞的作用，兩者領然有所區別。但這兩者又是相互

關連、互相影響的兩個方面，不能機械地割裂而孤立地對待。〈經傳釋詞〉、 〈詞詮〉

等虛詞研究專著，不僅水平高，影響大，有助於研究;而且便於初學，實用價值高，重

要的一點、是把“審辭氣"和“明訓詰"這兩方面緊緊地結合在一起。從古代漢語虛詞含

義的豐富性來看，這種兩結合的方法顯然是符合實情的。(馬氏丈通〉發表之後，某些

研究古代漢語虛詞的學者，僅僅指出虛詞所屬的詞類及其在句中的地位，把某些虛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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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義或語氣上的不同色彩和細徵區別掩蓋了下來，飯不利於研究也不便於初學。筆者大

體依從兩結合的方法。稍有不同者，本文所結合的基本上只限於卡辭的文意和語氣 比，

如“其"，“佳"、“果"等。

3. 後代有一些常用的虛詞，如不、弗、勿、非、亦、其、唯、以、于、自、從、余、

我等等，甲骨文時代已經出現，而基本用法有一些與後代相同或近似。由此可見古今漢

語的繼承性，從這種意義上還可以認為某些虛詞也可以歸入基本詞灌一類，因為它們一

直沿用下來，在語言中屬於穩定成份。但是，不能因為用法有一些相同或相近，就簡單

地認為卡辭的某即後代之某。

4. 甲骨文中也有一些虛詞，如兌、 kj; 、吹、社、匕、潔、鼎、筒、瓷、逆等等，

後代極少使用或根本不用。但這些詞所具有的某些意義或起的某些作用，卻在後代的另

一些虛詞中得到反應。這，一方面可以看到語言的因革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從中歸納出

虛詞中所具有的某些意義和作用是漢語為了表達思想而必讀具備的。即使某一些詞不再

作為虛詞，但它們所具有的那些意義和作用也可以通過內部調整由另外一些詞來承擔。

這可以說是漢語發展、變化很重要的一個內容。

5. 按照一般的理解，虛詞只起語法作用，與實義無關。從卡辭來看，情況並不完

全如此。比如副詞的椒、克、允、吹、社、自、民先、逆、缸，連詞的東、比、並，

介詞的從、至、它們有的是、有的可能是由實詞引申而來，即由實義虛化、抽象而來。

由此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認為:虛詞按照與實義的關係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純粹的

借音詞(從文字學的角度來講為假借字，本文稱之為借音字) ，與實義毫無關係。從卡

辭來看，包括助詞、語氣詞、代詞和副誦、連詞、介詞的大部分。另一類多少與實義有

一定聯繫，雖然它們只是實詞詞義的抽象和虛化，但多少還能讓人感到有一熙實義的意

味。這些詞包括副詞、連詞、介詞中的一小部分。在這種意義上，是否可以進一步從卡

辭虛詞和實詞詞義的關係得出這樣的結論:虛詞中的助詞、語氣詞、代詞要更虛一熙，

或者說是純虛的。副詞、連詞、介詞多少偏貫一熙，或者說是非純虛詞。令辭虛詞的這

種情況，如果只從結構、關係指出詞在句中的地位、詞所屬的類則，很難總結出來。由

此我們可以這樣說，研究上古漢語虛詞，至少對於甲骨文虛詞的探索，不能不考慮意義

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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