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漢語羨餘現象述略

韓陳其

壹、引言

REDUND.ANCY ，有人譯為“羨餘性" CD • 有人譯為“剩餘信息，多餘信息"，

@ 有人譯為“羨餘現象" @ 本文取“羨餘現象"這一譯名，但並不否認其餘譯

名的合理性。

一切自然語言都具有羨餘現象。羨餘現象反映了語言的本質特徵。R.R.K ﹒哈特

曼和F.C ﹒斯托克在〈語言和語言學詞典〉中給redundancy下了定義:

指超過傳遞最少需要量的信息量，可以說，語言就是利用剩餘信息，因為在正

常情況下，為了保證理解，總是給出比實際需要多得多的信息。這種方法包括詞灌項

的重覆，如It was terrible , dreadful , awful (這多麼可怕) ，或語法特徵的重誼，

如在The boy goes out (那個男孩子走出去)和The boys go out (那些男該走

出去)這兩個句子中“單數"或“種數"的一致。@

漢語作為自然語言也具有自己獨特的。不同於其它語言的接餘現象。趙元任先生曾對漢

語的羨餘現象有過描寫，@ 但基本上是舉例性質的，而且大都是詞種方面的例子。

“語言，包括說話和文字" (湯廷池〈國語變形語法研究﹒移位變形﹒前言) )，因此

個人以為，漢語羨餘現象，不但包括“詞程項的重疆"和“語法特徵的重疆"，而且亦

應把漢字形體結構的重龍也算在內。漢字是記錄漢語的符號系統，其羨餘現象同詞涯和

語法方面的羨餘現象一起反映了漢語的一個本質特徵。

本文對漢語在文字、詞腫、語法諸方面的羨餘現象作一初步的概略的描述，試圖從

中找出若干有規律性的造成羨餘現象的語言慷件，以提供研究漢字和漢語規範化的參考。

貳、漢字方面的美餘現象

李榮先生〈漢字演變的幾個趨勢〉一文指出: “語言是交際工具，文字記錄語言，

也是一種交際工具。交際工具有收發雙方。發的一方要求簡單，收的一方要求明白。這

兩項要求是矛盾的。交際有來有往，同一個人配是收到信息的人，又是發出信息的人。

過分強調哪一個要求都會影響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兩種要求互相牽制，為求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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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之道就是簡明，簡單而不含混，明白而不囉慶，並且有適當的羨餘率。這本來是符

號系統的共同要求，語言文字是最根本的符號系統，當然不能例外。" @ 這從理論

上闡明了漢字羨餘現象產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漢字是表意文字，據通行的說法，大約已有六千年左右的歷史。因此。漢字的羨餘

現象同表音文字是根本不同的;歷史的悠久更造成了漢字羨餘現象的複雜性。

漢字的歷史說明， “‘文字為了便於書寫，有簡化的趨勢，。簡化是有道理的。﹒

‘文字為了便於理解，要求音義明確，有繁化的趨勢。'繁化也是有道理的。 " (j) 

所謂“繁化"就是一種羨餘現象。但是，本文所說的漢字羨餘現象是指形體結構有聯係

的一組漢字。例如“頁:頭，'， “頁，'，音胡結切，頭也(說文) , “頭，首也(說文) , 

“頭"之於“頁"多了一個羨餘的表音成分“豆"。而像以下為繁化而繁化而造成白的3一

組字，本文不加以討論，伊例u如: “一:壹"， “二:貳"， “三:晝

我們在分析漢字的羨餘現象時，既立足於漢字是交際工具這一根本觀點、，文注意把

握漢字古今演變的歷史特熙。從字義是否分化考慮，漢字羨餘現象可分成兩大類:一頓

是意義分化而造成的羨餘，一類是意義沒分化而造成的羨餘;兩頓又可分為若干小額。

因漢字形、晉、義交互影響，分成小類時或有所交叉，那也難一刀切了。

漢字起初大抵是一字一義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字一義已不能適應交際的需要;

因此，一字形成了多義。一字多義，加重了漢字個體的負荷，增加了理解的困難，形和

義的矛盾從而促使漢字形體發生分化。這是因字義分化而造成的漢字羨餘現象，可分為

以下兩個小額:

一、實字虛化後的黨餘現象

虛字大都是“本無其字，依聲托事"的。 “依聲"，依原有的實字之聲，這樣實字

同虛化後的虛字起初共用一字，後來逐漸分化形成新字，造成羨餘現象。下面舉三組例

子進行分析:

1.莫→暮:

〈說文〉云: “莫，日且冥也。從日在峙中，踹亦聲。" ( ~~部)這是“莫"

的本義。後來表示無定代詞的和否定副詞的詞借“莫"來表示，虛實係於一字。一般情

況下並無歧義，但下面這首詞里的“莫"卸是一個千年未決的懸案。

獨自莫兌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李

煜:浪淘沙)

俞平伯〈唐宋詞選釋〉對這首詞中“莫"的注解很有典型性: “各本多作‘莫'， ‘莫'

字原為‘暮'的本字。故有兩解:一讀入聾，解為勿，一讀去聾，解為黃昏。各家說亦

不同。我前在〈讀詞偶得〉襄讀為入聾，作否定語講，並引後主男詞‘高樓誰與上，來

作比較。一人兩作固不必全同，說亦未必是。下丹從‘竟闌'生出，略熙晚景， ‘無限

江山，以下，轉入沈思境界，作‘暮'字自好。" @ 俞先生對“莫"認識發生過變

化:先作否定語講，現在又作“黃昏"講。然而至今把“莫"當否定語講的還大有書在，

例如龍輸生〈唐宋名家詞選〉等。季煜(公元937-978 )時代， “莫"、 “暮"早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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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字， “暮"之於“莫"已添加了羨餘成分“曰"，但由於表示黃昏之義的“暮"和

“莫"還處於和平共處階段，所以在詞中才引起了歧義。而今“暮"、 “莫"已絕不會

混用[，原因是帶有品餘成分的“暮"取代了“莫"的本義，積習之久，一般人絕不會

布“莫"是黃昏的語感 r 。

2. 然→燃:

〈說丈〉云: “要是，燒也。"這是“然"的本義。能來dJl I 為“如此、這樣"的指示

代詞也用“然"表示。這樣虛實系於」字後，有的也會引起歧義，李榮先生曾舉了一例:

!蚓言〈哀江南賦} : 

五十年中，江表無事。......豈知山岳間然，江湖鼎沸。梅、陽有閻左戌卒， l'Íjff 
而有將兵都尉。

李先生指出: “‘漁陽句指陳勝，離石句指劉淵。 ‘山岳闇然，與‘江湖潛沸， "是 L穩

的對仗， ‘闇然，是暗中燃燒。前人為此特別加注，就是怕人把“闇然"誤解為黯然銷

魂的‘黯然，。要是然燃分化，就無須注解了。" @ 俊來，表示“燃燒"義的字還

傾向於用本字“然"，而不用後起字“燃"。例如〈切三} (唐寫本切的殘卷，存倫敦

大英博物館)中“然"和“燃"已分化為二' 。 但是，其後有人未置可杏，如徐控

對〈說文〉 “然"的注: “俗作燃，蓋後人增加";有人則極力反對，如段玉裁〈說文

解字注) : “然，俗作燃，非是。"盡管如此，作為燃燒的“然"終究被帶有羨餘成分

“火"的“燃"取代了。由此可見，交際需要文字有一定的羨餘成分，這類發生虛實變

化的漢字尤是如此。

3. 四→賢(其)→冀:

〈說丈} : “糞，所以籬者也。......涉，古丈翼。"今天的“其"，甲骨丈作

苗，象其形。鍾鼎文中添加了聲符“丌"。這是第一個羨餘成分。後來又把“其"

變作聲符，添加義符“竹"。這是第二個羨餘成分。從“百"至IJ “集"。雙重羨餘了

除了以上三組外。 “孰一熟"。 “余一餘"等也屬於這一類。 “余 餘"是解放後

簡化漢字而形成的，古書中“余"和“餘"極少通用。由於單用“余"，可造成歧義。

因此， “余" (剩余)的羨餘形式“餘"被合法地保留 F來了。

二、一字多義後的羨餘現象

實宇總是向著→字多義的方向發展的。由於交際需要簡明、迅速，因而具有多義的

單字往往分化成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後起的字就是帶有羨餘成分的字。這種分化是完

全必要的，下面略舉三組例于:

1 .賈一→價:

〈說丈〉云: “賈，市也。"段玉裁注:“市，買賣所之也。因之凡買凡賣皆曰市。

賈者，凡買賣之稱也。......引申之。凡賣者之所得，買者之所出皆曰賈。俗文則其字作

價，則其昔入嗎曲，古無是也。 ““賈"的引申義寫作“價"，多了個羨餘成分“ f "。

這種區別是有必要的，可以避免歧義。 例如:

于貢曰: “有美玉於斯，輯!實而藏諸?求善賈而沾諸? "于曰:“沾之哉!沾之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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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賈者也。" (論語﹒于罕)

這里“買"當“商賣"的“賣"講可通，作其引申義的“價(價) "講也可通; 。如

果字形分化為二“買一一價"，也就沒有歧義了。

2. 感→憾:

〈說文〉云: “感，動人心也;從心，威聲。"段玉裁注: “許書有感無憾。<左

傳〉、〈漢書〉憾多作感。" (說丈〉無“憾"字，但“憾"義在古書中是屢見不鮮的，

不過有時它是用“感"來表示的。例如:

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左傳﹒昭公11年)

哥﹒杜預住曰: “禁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JI聞服。"可見這真“感"就是“憾，'，

就是“'I~" 。再如:

何感而上書，歸衛侯軍富平侯印。(漢書﹒張安傳)

顏師古注曰: “憾，恨也。"其實古書中用“憾"字而早於〈說文〉時代的例于也是不

少的，例如:

請君釋憾於宋，敝且為道。(左傳﹒隱公 5 年)

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論語.公治長)

許慎不承認認、“憾"，大約因為“感"巳經有了個“心

了。但是，“憾" ~~還是獨立出來了，交際需要，人心所向，什麼力量也阻11:.不了的。

3. 益→溢:

〈說文〉云: “益， 饒也;從水血。血， 益之意也。"這是“益"的本義，

“益"是“溢"的本字。後來“益"字引申出若干義項，如“利益、富饒、更加"等，

本義的“益"卸寫成了“溢，'，在相當一個時期內，溢出的意，思，有兩種書寫形式，例

如:

荊人欲龔宋，使人先表j雍水，擁水暴益。(呂氏春秋﹒察今)

王道盈而不溢，今君主未盈而墟。(國語﹒越語下)

〈說文〉 “水部"收了“溢"字，曰: “隘，器滿也;從水，益聲。"這與“益"的解

釋大致是一樣的。許慎在〈說丈〉中收“溢"而不收“憾"，反映了他對於同一種語言

文字現象認識的不一致性。

一字多義後的文字羨餘現象定常見的，後起字與本字形成一組古今字，例如:

昏一一婚 取一一娶 禽 擒

景一一影 虛一一一墟 知一一智

責一一債 尊一一樽 竟一一境

下面討論不因字義分化而造成的漢字羨餘現象。根據這種羨餘現象產生的降件和原

因，大致可分成以下四個小類:

三、字形互相感染而獨化後的讀餘現象

一個雙音詞中，如果兩個字的偏旁在形式上不一致(有的形式上不一致，而實質上

是一致的。如“慌一一忽"其偏旁即義符都是“心" )。往往就會添加一個羨餘的偏旁，



韓陳其/漢語羨餘現象述略

而使文字形式呈現一種整齊、協調羹。例如下面的三組例子:

1 .恍忽→恍惚:

、. 41 

〈說文〉云: “忽，從心，勿聲。" “恍"雖不見於〈說文). @ 但其結構也

是極清聾的一一從心、光聲。因此， “恍"與“忽"都是從心的，但“恍"是左右結構，

“忽"是上下結構，形式上不一致。在古書中眼有寫作“恍忽"的一一一如〈史記﹒司馬

相如列傳﹒上林賦〉 “芒芒恍忽"，又有寫作“恍惚"的一一如〈後漢書﹒董祖妻(蔡

攻)傳﹒悲憤詩〉“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痴"。查〈說文〉不見“惚"字。顯然，在

“忽"字左邊加上個豎心(中) .就成了左右結構的字，形式上與“恍"一樣了。今天

的〈現代漢語詞典〉說收了“恍忽"，又收了“恍惚"。

2. 咨訪→諮訪:

〈說丈〉云: “咨，謀事日咨;從口，次聲。"又:“訪，泛謀日訪;從言，方聲。"

“咨"是上下結構。 “訪"是左右結構，形式上不整齊。為了求得文字結構的整齊美。

在“咨"的左邊添了一個羨餘成分“言"，使“諮"成為左右結構而與“訪"相同一一

從言， x聲。這樣同一古籍中往往就有兩種書寫形式，如〈三國志﹒魏﹒高柔傳〉“宜

數以咨訪三公"作“咨訪"， (三國志﹒吳闌傳〉 “輒諮訪之"卸作“諮訪"，類似的

還有“咨詢一一一諮詢"。 “咨"和“哇"同一形旁，但“咨塵"連用時不發生羨餘現象，

原因大約是:如果加個“言"同從口的“睦"比起來形式上反而不整齊，如果加個“口"，同

“咨"下的“口"形式一樣，卸使整個字失去了平衡。{說文解字〉沒有“諮"字. (康

熙字典〉也沒有“語"字，這說明正規的辭書是不承認它的地位的。(現代漢語詞典〉

收了“諮"，是作為“咨"的異體處理的;但現在真正這樣寫的(香港、台灣除外)是

極少的。

3. 丁軍→叮寧→阿嚀

最早的形式是“丁軍"，如〈漢書﹒谷永傳) : “二者同臼俱發，以丁寧陸下。"

以後由“丁寧"發展成“叮寧"和“叮嚀"，大約起初是由於聯想: “告誡"和“叮囑"

都是要用“口"的，所以給“丁軍"各加了一個羨餘成分“口"。如:陸游〈和張功父

見寄) : “叮寧一語宜探聽，信筆題詩勿太工。"朱熹〈朱文公集﹒答沈侍郎書) :“而

今得窈窺訓誨，叮嚀之意，尤使人皇恐震慄而不敢當。"從“叮寧"到“叮嚀"這是由

字形互相感染而類化造成的。

這種因字形互相感染而穎化造成的有羨餘成分的漢字，有的在歷史上就一直得不到

正式承認。因此到現代已罕用或者掏汰。可見，這種羨餘現象是不可取的。但也有少數

例外的。例如: “火伴"→“伙伴"。 “火伴"，意思是“古兵制以十人為火，共仕起

火，故稱同火者為火伴"0 @ 如〈木蘭詩) : “出門看火伴，火伴始﹒(皆)驚忙。"

後來另造了“伙"代替了“火伴"中的“火"，但在〈康熙字典〉中還沒有“伙"。現

在，有羨餘成分的“伙伴"取代了“火伴"。還有“鳳皇"變成了“鳳凰"，這也是極

個別的例子。

四、字義聯想歸類後的費餘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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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實在意義的字都有一定的顛屬。這種類屬有時在字的形體結構上得不到反映(例

如凡是同人有關的宇並不是都有一個“人"作偏旁的) ，因此，為了求得相關文字形體

結構上的一致性，往往給某些字添加羨餘成分。下面舉三組例子來說:

1.云→雲

〈說文〉日: “雲，山川氣也;從雨，云象回轉之形。凡雲之屬皆從雲。 ε 。古

文省省、雨。"段玉裁注: “古文上無雨，非省也。"段玉裁是對白的3。開始是“云

加了個羨餘成分“雨"變成了“雲"，現在叉簡化成“云，"，\，返本了。類似的例于還有

“屯→電→咆"等。

2. 男→愣

〈說文〉云: “男，丈夫也;從田力，言男子用力於田也。"這是個會意字。後來有

人加了個表示類屬的羨餘成分“人，'，寫成了“愣" (見〈康熙字典〉子集中﹒人部)。凡

凡是同人的動作行為有關的字，如果本無“人"作偏旁的，往往加上一個“人" (或

“ 1" )。例如: “劫→{劫"， “舞→f舞"， “窘→僧"， “待→f待"， “刑→仰IJ" , 

等等。@ 這種添加羨餘成分的字，雖常常出現在古人的筆下，但辭書卸往往不予承

認，或斥之為俗字，或不予收錄。例如: (苟于﹒仲尼} :“可炊而傷也。"這個“借"

就是“竟"字。王先謙〈茍子集解〉引郭慶藩語:“字書無償字， 1借竟當讀為竟。"再如:

笑(段玉裁考證〈說文〉原作笑，曰: “鼎臣竟改〈說文〉笑作笑，而〈集訥} (類篇〉

仍有笑無笑。宋以後經籍無笑字矣。" )扒， (宋本廣音由每〉和〈畫鉅巨宋廣詢〉寫f作乍“笑，"，\' 
都釋為: “欣也，喜也;亦作笑。"緊接著艾皈了一個

今人也有造這種類型的有羨餘成分白的3字白的']，例如廣東中山古鎮家用電器廠出品的“青春"

電熱杯說明書: “本品......甚稱簡便。睬早餐，夜宵者之良友"。 “略"當是“系"的

羨餘形式。有些字的寫法，現代因人而異，如“zfxf" ，老先生一般寫作“子細"，年

青人一般寫作“仔細" 0 @ 

3. 要→腰:

〈墨子﹒兼愛中} : “楚靈王好細要。"這是“要yao" 的本義。鑫文作旬，，象

雙手交腰。後來加了一個羨餘成分一一“月" (即“肉" )，寫成“腰"。後來由於“要"

引申為“要求，需要，重要，簡要"等意思，所以“腰"取代了“要"。今天，如果

中學生把“腰"寫成“要"，那是一定要吃紅“ X" 字的。由此可知:通過字義聯想而

造成的帶有羨餘成分的後起字，如果原字不涉及到字義的變化，則一般得不到承認;如

果原字涉及到字義的變化，則可能得到承認而分化為兩個字。

五、改變造字芳法後的龔餘現象

漢字一般地說都可用“六書"來說明其結構。有一些字最初是屬於象形字或會意字，

後來在其基礎上增加羨餘成分構成新字。結果新字行，而本字廢。例如下面的三組例子:

1.兒→貌:

〈說丈〉云: “見，從JL見自象人面形。......貌。搞文見。" “貌"的聲旁是“豹"，

從豹省(見大徐本)。今天“貌"行而“兒"廢，因為“兒"與“見，.，太易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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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幽→齒

〈說文〉云: “齒，口斷骨也;象口齒之形，正聲。凡齒之屬皆從齒。因 ，古文齒

字。"段玉裁注: “古文獨體象形，不加聾旁。"甲骨文“齒"字寫作圈 ，因

區rt ，象齒形。至IJ金文中才加了聲旁“庄"，變成了形聲字，一直沿用至今;雖經簡化，

但只是簡化了形旁一一出→凶。

3. 頁→頭:

〈說丈〉云:“頁 (xiè) ，頭也;從百(首) ，從JL (人) 0" @ 叉云:“頭，

首也;從頁，豆聲。" “頭"是後起字，取代了“頁"。

六、借用它牢籠的黨齡現象

一個字被另一個字借用，這借字與被借字之問在字形上是有聯繫的。被借字久假不

歸而代替了借字，造成了另一種文字羨餘現象。下面學兩組例子:

1. .Á→私:

〈說文〉云: “ J么，姦 也。韓非曰:倉頡作字，自營為.Á 0 "段玉裁注: “公私

字本如此。今字私行而五、廢矣。私者，禾名也。" (說丈〉叉云: “私，禾也;從禾，

A聲。"段玉裁注: “蓋未有名私者也。今則自私為公A。倉頡作字，自營為五、，背五、

為公。然、則古只作」久，不作私。"段注極精確地說明了“.Á"被"私"代替的情況。因

為公私的“私"，其本字“五、" (凸)與“眩" (l!) 它們的小筆字形是相近的，而楷

書字形則幾乎一樣了;所以用“私"代替“五、"是可行的。

2. 老→佬:

〈說丈〉有“老"字，而無“佬"字。 “佬"見於〈玉篇) ，其反切是“力影切"，

今音是liáo; 其義是“大貌"，同“老"是互不相干的。後來表示成年男子之義(帶有

輕觀的口助)的“老"用“佬"來代替，並且習非成是，積習不返了。究其原因，大約

有二:甲、 “佬"是罕用字，代替了“老"一般不會引起誤解，這是關鍵;乙、 “老"

表示成年男子，加個“{ "旁，從心理過程來說也是很自然的。現代有些人把“包于"的

“包"寫作“飽"， 。 這“飽"字不像“私"、 “佬"那樣罕用，所以看了只能使

人發笑，恐怕可以斷言“飽子"要代替“包子"是不會得到公認的。

漢字羨餘現象，無論是因字義分化而形成的，還是不因字義分化而形成的，都有其

複雜性。這種種雜性表現為兩個方面:

一、雙重獲餘，如“Á→直→眩"

〈說文〉云: “玄，臂上也;從叉，從古文求。 ù (.Á)古文玄，象形。眩，左

或從肉。"這說明表示“臂上" (路轉)的字，最初是象形字一“ ù " (楷書作“.Á" ) ; 

後來“小寡以A太古，故加文" (段玉裁語)， @ 成了形聲字一一“兮" (本) ; 

現在通行的是一一“眩，'，又添了一個“月" (肉)。因此，從“.Á"到“立"是一層

羨餘，從“.Á"到“眩"則是雙重羨餘了。

二、連鎖嚷餘，如“放→垂→醒" . 

〈說文〉云: “采鼠， 艸;木花葉改;象形。"段玉裁注: “引申為凡下《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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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今字垂行而來廢矣。"表示“下垂"之義自拌， (說丈〉寫作“派"，後來寫

作“垂"一一多了一個羨餘成分“土"。 “垂"的原義是“遠邊也;從土，~聲"(許

慎語)。但“俗書邊垂字作陣，乃由用垂為娥，不得不用陸為垂矣" (段玉裁語)。

@ 而“陣"的原義是“危也" (許慎語) ，今種音詞“垂危"應是“陣危"，同義

聯合。由上可知， “垂"是“系"是羨餘形式， “陣"是“垂"的羨餘形式，一環套

一環地連鎖形式的，因此口I叫做連鎖羨餘。

漢字羨餘現象早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唐代陣德明〈經典釋文﹒序〉說: “豈必飛

禽必須安鳥，水族必應著魚，蟲額要作蟲旁，草類皆從兩l/J (chè) 。由此之類，實

不可依。今並校量，不從流俗。"著名文字學家唐蘭先生也說: “秦漢以後的文字，也

有加繁的，那就是種益字， ‘暴'字加日作‘曝'， ‘然，字加火作‘燃'， ‘岡'字

加山作‘崗'， ‘梁，字加木作棵'，這種新字的發生，大抵是認為舊有文字的意義已

不夠明暸。" @ 我們認為，帶有羨餘成分的新字(即所謂“組益字" )的是非得失

如何，根據前面的分析可小結如下:

一、漢字有形、晉、義三個要素，其中“義"是最重要的，是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

l甜，起看決定性的作用。因此，當漢字的“義"發生變化時，“形" (有時也包括“昔" ) 

也隨之變化，這種變化適應了文字作為交際工具的需要。前面所述因字義變化而產生的

文字羨餘現象(如:莫一一暮，然 燃，它一一蛇，賈 價，感一一憾，益一一溢，

等等) ，有人食古不化，竭力反對， @ 然而今天這額漢字大都得到了公認。

二、當漢字的“義"未發生變化， “形"卸發生了變化，其羨餘現象錯綜複雜，說

不能一味否定，也不宜一概肯定。大致說來，除涉及字義變化的特例外，因字形互相感

染類化和字義聯想歸類後造成的羨餘現象，是不足為訓的。但因改變造字方法(特指使

象形字或會意字變成形偉字)和借用它字而造成的羨餘現象，有時卸可以獲得承認。

金、漢語詞涯方面的羨餘現象

漢語詞腥的羨餘現象，一是反映在構詞中，一是反映在用詞中。構詞中的羨餘成分

是明顯的，一般不涉及字義變化的問題;用詞中的羨餘成分臨有明顯的，也有隱含的，

往往要涉及字義歷史變化的問題。

一、構詞中的讀餘現象

(一)、其中某一成分是完全羨餘的，例如:

種急=急 得失=失

利害=害 安危=危

成敗=敗

國家=國

窗戶=窗

人物=人

質量=質

表
首
弟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衰
領
弟

盛
首
兄

以上未加熙的只起到陪襯作用，沒有一熙實在意義，是完全羨餘的成分，這種詞通常叫

做偏義種詞，古代比較多，而現代卸少了。造成這種羨餘現象的原因大約有三額。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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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上的原因:一對互為對待的反義詞素聯合而造成的偏義復詞，其義一般只偏在表示

消極意義的一方;如果用單音節的表示消極意義的詞或者用表示消極意義的詞素聯合而

成的同義復詞，或是音節上不協調，或者給聽者的刺激性太直接，使其不易接受。而用

了一個表示積極意義的羨餘成分作為表示消極意義的陪襯，音節種慢、語氣委婉，交際

妓果也較理想、(篇幅所限，例略)。其二、語言形式上的原因:古代文人在字句方面刻

意求工，追求結構相同，字數相等，硬把一個單音詞說成雙音詞，這在商文中更明顯。

其三、語言使用上的訛錯:現代漢語中的“質量"一詞往往偏指“質"，是運用時顧此失

彼而造成的，一錯再錯，習非成是。

(二)、其中某一成分是半羨餘的，例如:

晴綸毛錢

晴綸棉花

塑料皮鞋

晴綸毛衣

錦綸棕絲

錦綸毛驢

錦綸棉花

泡沫皮鞋

氯綸毛衣

晴綸羊毛衫

氯綸毛能

氯綸棉花

塑料皮球

錦綸毛衣

毛晴毛鶴

以上這穎語詞隨著化學工業的發展，正源源不斷地產生。報紙上、商店的廣告上可以隨

時見到，交談中也可以隨時聽到，耳儒目染，習焉不察，誰也沒感覺其中有什麼逆耳礙

眼的。以上加熙的成分是半羨餘的，所謂半羨餘就是說此成分少了是不行的，但形式上

是羨餘的;而前面說的完全羨餘的成分，少了也不會影響詞義。例如: “毛錢"， (現

代漢語詞典〉釋為“用獸類的毛紡成的錢，通常指羊毛紡成的蝕。"但“晴綸毛棧"，

“錦綸毛鶴"， “氯綸毛錢"並不是指某種化學纖維同羊毛混紡的錢，而只指用晴綸或

者錦綸或者氯綸紡出來的顛倒毛蝕的紡織品，由此看來其中“毛"是羨餘的成分。但是，

如果少了“毛"，變成“晴綸棧"、 “錦綸鶴"、 “氯綸棧"又會使人以為是家用縫制

機上用的額似棉臨的棧或者是其它什麼蝕。因此，這個“毛"又少不得;在“毛錢"中

它修飾“棧"表示質料，而在“晴綸毛錢"、 “錦綸毛鶴"、 “氯綸毛錢"中它雖還修

飾“棧"，但不再表示質料了。其餘各例可的此推之。

以上兩頓詞語從字面上看，沒有完全重薩的，因此其中的羨餘現象不易察覺;而相

連的兩個相同詞素的重覆，這羨餘現象則是顯而易見的，例如。:

小小子

老老頭

牛肉肉鬆

小小孩

大大後天

小小菜

鶴肉肉鬆

這些詞語在口語中是很活躍的。 “小小菜"和“小小弦"趙元任先生曾經作過分析。

@ “老老頭"有強調“老"的意味， “大大後天"是指緊接大後天之後的那一天。

“肉鬆"一般指豬肉的;有“魚鬆、蛋鬆"等說法，但無“豬鬆、牛鬆"等說法。因此為

了區別用豬肉做的“肉鬆"，用鸚肉傲的就稱作“鸚肉肉露"，用牛肉傲的就稱作“牛

肉肉鬆"，也偶i有叫作“聽肉鬆、牛肉鬆"的，但實際使用時遠不如前者普遍，可見

言語交際中需要有一定的羨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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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元任先生說: “措辭矛盾不過是羨餘現象的男一方面，原則上沒什麼新的內容。P

@ 這種措辭矛盾的羨餘現象在構詞中也有反映，例如下面幾個句子中加熙的詞語:

@ 

1.不是念書的料子就不要活現世，白白花費錢!想做大小姐，投錯娘胎了。

2. 兩位“少年老人"相會在美國。@

3. 年逾六旬的大小伙子。@

4. 詩文采到新先輩，聾薔幾成活死人。@

5. 三角球是預報敵機轟炸坡市的信號。@

以上“大小姐"和“大小伙子"中的“大"與“小"是矛盾的。茅盾〈子夜) 235 頁:

“大小姐六寶跪在地下拾一些碎碗盞。" (1982年單行本)其中的“小大姐"正好同“

大小姐"相反，“小"與“大"也是矛盾的。 “少年老人"，一個是八歲，一個是九歲，

年齡上是少年，但體態上是老人。 “三角球"中的“三角"與“球"是矛盾的。 “活死

人"中的“活"與“死"是根本對立的。盡管以上這些詞語內在矛盾是很顯著的，但是

人們並沒有感到很別扭，其原因大約是互相矛盾的兩個成分在誦讀的時候有適當的語音

停頓，例如:念“大 j 小姐

l 人"。
二、用詞中的讀餘現象

趙元任先生說: “現代漢語口語結構中，有一種穩定的、不大不小的單位，我把它

吽作‘句法詞，。圍繞著這種詞，常常發生羨餘、矛盾等問題。在小單位和大單位之間

的羨餘(或其他脫節)現象是不可容忍，饒有趣味，過得去，這是完全無傷大雅，全依

句法詞中各成分的意義的活力強弱或衰竭程度而定。" @ 我們認為這種羨餘現象就

是用詞中的羨餘現象， @ 不但在現代漢語中有所反映，而且在古代漢語中也有所反

映，因此下面舉例時兼及古今。

(一)其中某一成分的本義已經消失或衰竭，例如下面幾個句子中加鼎的字:

1.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史記﹒汲鄭列傳)

2. 大夫種，范轟存亡越，霸勾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史記﹒准陰侯列傳)

3. 端而言，嘯而動，一可以為法則。(筍于﹒勸學) (端通喘 7

例 1 中白的告 “然" 是“如此

2 中的“亡"是“逃胞"、 “逃亡"的意思思、，而今天要表達〈史言記巴吟〉中的“死亡"， 則

要說成“死亡逃跑";例 3 中白的3 “以"是“用"或“拿"的意思，而“可以"譯成現代

漢語就一定要說成“可以用"或“可以拿"。今天，當人們說“果然如此"、 “死亡逃

跑"、 “可以拿"的時候，誰也不感到有什麼別扭的地方，其原因是“然"、 “亡"、

“以"的本義(或古代的通用義)已經消失或僅保存在成語或複音詞的詞素中(如“亡

羊補牢" )。

如何判斷和對待因某一成分的本意已經消失或衰竭而造成的羨餘形式，往往有爭議。

例如， (中國語文) 1983年第 2 期〈常見語病〉一文對“懸殊很大"提出了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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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漢語詞典} 1294頁“懸"字下有“懸殊"，解釋是“相差很遠"0 (辭

源) 1178頁也有“懸殊"，注釋是“差別很大"。按: “殊"是差別的意思，“懸"

是遠的意思，所以“懸殊"是差別很大。那末“懸殊很大"就是“差別很大"加

“很大"了。

有時也看見有的文章里寫“差別懸殊"，那重複的就不是“懸"而是“殊"了。

同樣不足為訓。

王力先生〈為祖國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門爭〉一文很贊同以上的看法。

以上對“懸"和“殊"的解釋是無可非議的。但問題在於:“懸"表示“遠，'，“殊"

表示“差別"這樣的用法已極少見於，甚至完全不見於現代漢語;也就是說， “懸"單

用時在現代人的語感中一般是“掛"、 “殊"除在複音詞中出現外(現代某些人的舊體

詩詞中偶而也有單用的)在現代絕大多數甚至幾乎全體寫說漢語的人的言語活動中已經

死亡。因此， “懸殊"的意義已發生變化，從“差別很大"變成一般人所理解的“差別"，

所以就有“懸殊很大"的說法;偶而也有說“差別懸殊"的，那是把“懸殊"理解成“遠"

了。王力先生的文章發表後不久， 8 月 9 日〈光明日報〉上就有: “飯要給招聘人員以

適當照顱，同時也不能與當地科技人員待遇懸殊太大" 0 (轉引自 1983年〈文摘報) 9 

月 16 日第 102 期第 3 版)說實在的，說成“待遇懸殊"，遠不如“待遇懸殊很大"使人

易懂。這種語言事實說明詞義是在變化的。只從理論上承認，而不從具體詞語上承認詞

義的發展變化，那是說不過去的。

如果按照王力先生贊同的分析“懸殊"的方法，硬摳住古義不放，那麼現代漢語中

的許多通行的為幾乎是全體寫、說現代漢語的人所公認的說法，就會被說得一無是處。

前學“果然如此"、 “死亡逃跑"等，如把“然"分析成“如此"把“亡"分析成“逃"，

這些極正常的說法也都不合法了;然而誰又會投贊成票呢?

王力先生所贊同的分析“懸殊"的方法，不僅顯然不適合本義在現代漢語中已經消

失或嚴重衰竭的語詞，而且有時也不適合本義在現代漢語中還相當活躍的語詞。例如:

“宿"及其相關的語詞:

〈現代漢語詞典} :宿sù夜襄睡覺;過夜:宿舍|宿營|住宿|露宿。

這裹的“宿舍"就是在“舍" (房屋)襄過夜， “宿營"就是在“營" (房)襄過夜。

種意義的“宿舍"古書中是常見的，例如:

乃言趙玉，發金幣車馬，使人徵隨張，與同宿舍。(史記﹒張儀列傳)

但在現代漢語中“宿舍"又指“企業、機關、學校等供給工作人員及其家屬或供給學生

住的房屋"。因為“宿"在現代還有“夜襄睡覺、過夜"的意思，按照、王力先生所贊同

的方法，下面的兩個句子也可作這樣理解:

白天在宿舍里睡覺=白天+在+夜襄睡覺+舍+裹+睡覺

夜裹在宿舍襄睡覺=夜里+在+夜襄睡覺+舍+襄+睡覺

孰是孰非，何必再發一言呢!

古龍在現代漢語中消失或嚴重衰竭後，用詞中的羨餘現象不斷出現，有的已被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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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還有爭議。這都是語言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現象。

例如:

凱旋而歸

勝利凱歌傳四方(歌詞)

中國語文研究/第 9期

“旋"表示“歸還"， “凱旋而歸"是個羨餘形式; “凱"表示“勝利"，“勝利凱歌"

是個羨餘形式。這兩個羨餘形式已漸趨穩定，儘管目前還有一些人反對。

(二)其中某一成分的意義已經包含了另一成分的意義，例如:

1.這個文學沿革圖，表示了表中所列中國各體文學發展的時代起草，讀者看

了一目了然，極為方便。(隔樹森譯〈中國文學概說) 48頁注Q)，重慶出版社，

1982年)

2. 再三囑咐相遮隱，此話牢控方寸。(明﹒高擁〈玉曾記〉第三十六出)

3. 再四嘩嘩說，莫教推讓。(明﹒吳炳〈綠牡丹〉第十九出)

4. 祝你光榮地衣錦還鄉。(約﹒哈代〈馴馬手莫蘭特)，南澳大利亞電影公司)

5. 咱們大王的龍準是很高的。(倪寶元〈古詞新用)， (語文戰能) 1980年

第 1 期)

例 1 的“一目了然"，“目"就是看，“看了一目了然"是個羨餘形式。例 2 的“囑咐"。

例 3 的“叮嚀"已含有“反復"的意味，再分別加上“再三"、 “再四"，羨餘了。例

4 是外國電影中的人物對話，原文不知如何，但譯成的漢語卸是個羨餘形式: “衣錦還

鄉"已經有“光榮、榮耀"的意思，但又加了個“光榮";與此類似的羨餘形式是“衣

錦榮歸"。例 5 “龍準"就是皇帝的鼻子， “龍"就是“皇帝"， “大王"，但定語文

加了個“大王"，羨餘了。這類羨餘形式還說得過去，是因為某個成分的隱含意義不為

一般人所察覺，形式上沒有別扭的感覺

用詞方面的羨餘現象也常常同措辭矛盾分不開的，例如下面兩個句子中加熙的詞:

6. 我原來是一個患有肝炎、萎縮性胃炎、慢性腸炎、慢性咽炎、慢性中耳炎

等多種疾病的年輕老病號， ...... ( (徐州衛生) 1983年 7 月第 7 期)

7. 有三個同時走上教育戰蝕的青年教師，兩個堅持天天聽同頭課教師的課，

聽了一年之久。他們講課很受學生歡迎，學生贊譽他們是“年輕的手執金鑰匙的老

教師" ...... ( (人民教育) 1983年第 5 期，第53頁)

“年輕" +“老"字面上矛盾而對立，似乎是說不過去的，但在例 6 中“老"用的是引

申義“經常"，例 7 中“老"用的是引申義“富有經驗"，分別同“年輕"相對，反而

顯得饒有趣味。

肆、漢語語法方面的美餘現象

漢語語法的羨餘現象，一是表現為句式的繁化，一是表現為句中虛詞的羨餘。句式

的繁化有一個發展演變的歷史過程，而句中虛詞的羨餘，則往往是因為人們對古詞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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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解或者是出於表達等方面的需要而造成的。

一、旬:i.t繁化中的黨餘現象

(一)所字結構的羨餘現象，例如:

1.仲子所居，或時盜之所築，仲子不知而居之，謂之不充其操，唯蚓然後可

者也。(王充〈論衡﹒刺孟} ) 

2. 仲于之所居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臨之所築與? (同上)

3. 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距之所築與? ({孟子﹒勝丈公下})

以上三句所言之事大致相仙。例 1 “所居" =例 2 “所居室" =例 3 “所居之室"。雖

然孟丈早於王文，但比較起來， “所居之室"和“所居室"應是“所居了的羨餘形式。

這種“所字結構"的繁化過程可用一個公式表示:

區王E

|所+動+者|

|所+動+名|

而甘于動+之+名|

這幾種“所字結構"並存於古今漢語中，原因是後一種相對前一種來講，語義表達比較

明白，較少歧義。換言之， “所字結構"逐漸繁化的過程也就是消除前一種句式可能產

生歧義的過程。

(二)分類表示法的羨餘現象，例如:

1.會天寒，士卒墮指者十二三。(史記﹒高祖本紀)

2. 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左傳﹒隱公元年)

3. 于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史記﹒天官書)

4. 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史記﹒貨殖列傳)

5. 法，一月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漢書﹒律曆志)

很顯然，從例 1 至例 5 分數表示法是逐漸繁化的。例 1 “十三三"，分母分子之間無任

何成分;例 2 、例 3 分別在分母、分于之間加上“之"和“分'，;例 4 在分母、分子之

間加上“分之";例 5 在分母、分子之間加上“分......之"，並在“分......之"之間又

加上一個名詞“日"。相對例 1 來說，其餘 4 例都是羨餘形式。而今通行的分數表示法

是例 4 的“分母+分之+分于"這種羨餘形式，因為相對例 2 、例 3 和例 5 來說，這種

形式是折衷的，易於被採用。

(三)被動表示法的現象，例如:

1 .欲與秦，秦域恐不可得，徒見散。(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2. 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漠中，兵挫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史記﹒楚世

家)

3. 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散於張儀，則王必怨之。(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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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用“見" +“散"表示被動，例 2 用“擻" +“於張儀"表示被動(哥|進主動者) , 

把二者相加得一羨餘形式，就是例 3 的鼓動表示法，用公式表示如下:

見歡+其次於張儀=見欺於張儀

其中“欺"重麓，只用斗圓。這種羨餘形式加重了被動的意味。

二、旬中虛祠的費餘現象

(一)“於"的羨餘，例如:

1.作者無奈只好求諸於讀者: ..••.. ( (報刊文摘) 1983年 8 月 16 日，第 3 版)

2. 導演陳雨田在 5 月 4 臼北京晚報公開“答覆"說:對於這額之“作

好莫過於公諸於世， ...... ( (文摘報) 1983年 5 月 27 日，第 5 版)

3. 以我一生最好的時光和第谷在一起所追求的那個目標，終於要公諸於世了。

(王梓坤〈科學發現縱橫談) 5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 8 月版)

4. 現在美國新聞界將該案作為醜聞公諸於世。( (文摘報) 1983年 9 月 2 日，

第100期，第 7版)

5. 大學生馮大興盜萄殺人的事件公諸於眾了。( (南京日報) 1983年 7 月 22

日，第四版)

6. ......否則她得把這些年所幹的不法之事公諸於眾，送他入獄。( (戲劇電

影報) 1983年 9 月 18 日，第38期，第 2 版)

7. ......陸續將商家父子虐待費莉的案情公諸於眾。( (人民日報) 1983年 9

月 17日，第四版)

8. 那公瞬是一個勤奮的學者，多年來不斷有科研成果公諸於眾。( (中國現

代語言學家﹒第二分冊) 261頁，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9. 試想，如果具有寫作能力的人完全不顧社會，敷果地將自己“愛情川的“真

實"公諸於刊物，那將是一種什麼文學局面， ..•... ( (報刊文摘) 1983年 9 月 20 日，

第195期，第 3 版)

“諸"是合音字，這是略有古代漢語常識的人都知道的。現代各種辭書都明確規定了它

的用法，例如:

〈現代漢語詞典) (1344頁， 1973年版) : “諸〈書〉 ‘之於(於) ，或‘之

乎，的合音:付諸實施(=之于) I 數易其稿，而後公諸社會(=之于) I 有諸?

(=之乎) 0 " 

〈新華字典) (561頁， 1971年版) : “諸‘之于，或‘之乎，二字的連用:反

求諸己﹒付諸實施﹒有諸? " 

由此可知，以上九個句子中的“于"都是羨餘成分。不厭其煩地舉了九個句子，說明現

代嘆語中這樣說的人是越來越多了，其中也不乏在古代漢語方面有相當功底的人。但是，

在現代按律用語中，在現代語言學家(尤其是文獻語言學家)以及格守文言語法者的筆

下，是絕不允許加這個表示羨餘成分的“于"字的，例如:

10. 憲法修改草案經過這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和正式通過以後，就要作為

具有最大權威性和最高法律效力的國家根本大法，付諸實施了。( (中華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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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憲法)77頁，人民出版社， 19位年12月版)

11.我自己也覺得有責任把這些年學習〈說文解字〉的一熙心得公諸研究語文

的同志， •..•.. (陸宗達〈說文解字通論﹒後記) ，北京出版社， 1981年10月版)

12. 它不是改造世界的哲學，因為它只是訴諸抽象的人類心軍區而否定實際的門

爭; ...... ( <文涯報) , 1983年 9 月 28 日，第 3 版)

因此，在現代漢語中“動詞+諸+補語"同它的羨餘形式“動詞+諸于+補語"共存。

有人認為“動詞+諸于+補語"這種說法是不合法的;其實這種“不合法"只是不合文

言之法，而對現代漢語來說卸應承認是合法的。從發展的趨勢來看，羨餘形式將取代非

羨餘形式，使“諸=之于"的意義從現代漢語中完全消亡。

(二)“所"的羨餘，例如:

這是我希望的=這是我所希望的

這是我喜歡的=這是我所喜歡的

這是我厭惡的=這是我所厭惡的

這種“所"字用在表示心理活動的動詞前，去掉它絲毫不影響詞義的表達，因此，明IT"

是羨餘成分。還有一種“所"字用在能態動詞(或稱助動詞)前，也是羨餘成分，例如:

這是我能辦的=這是我所能辦的

這是我要傲的=這是我所要傲的

這是我應傲的=這是我所應傲的

以上帶“所"的句子加上否定詞後， “所"字放在襄面也無礙大局，否定詞可有兩種加

法，例如:

這不是我所希望的

這是我所不能辦的

還有一種“所"字用在“有" (或“無" )和名詞性賓語之間，也是羨餘成分，例如:

有準備=有所準備

有發現=有所發現

有創造=有所創造

有成就=有所成就

去掉“所"字，語義完全不變。無“所"字的，實語可以帶修飾成分，有“所"字的，

實語不可以帶修飾成分(即不可以擴展)。例如，可以說:

有足夠的準備 有驚人的發現

有偉大的創造 有顯著的成就

但是卸不能這樣說:

有所足夠的準備 有所驚人的發現

有所偉大的創造 有所顯著的成就

由此可知，帶有“所"字的羨餘形式運用起來是有很大的限制的。有位先生認為:“‘所

欲，的‘所'，至IJ 口語襄轉換成‘的，改放到‘欲'的譯文後面去，說‘想要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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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文襄也有寫成‘所想要的、這是一種疊床架屋的說法，其實口語里是沒有的，不會受

到文言文影響的工農草眾的口頭上是沒有的。要求文章的口語化規範化，就不必再用這

樣的‘所'字。" @ 其實，帶有羨餘成分“所"字的句式還是有一定作用的，例如:

因此，人頓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

(毛澤東語，見〈毛主席語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 

如果去掉以上加熙的“所"字的話，也能講通， @ 但就不如原來的說法好。“有所

前進"四個普節， “總結經驗"也是四個音節，其闊的三吹停頓，也是四個音節，讀起

來聽起來有一種勻稱協調之美;如去掉“所"字成了三個音節，這種語言美就沒有了。

(三)否定詞的羨餘，例如:

好容易=好不容易

好熱鬧=好不熱鬧

不用“不"字，其義亦明，可見“不"是個羨餘成分。這樣的“不

是上古漢語)中是常見白的告， @ 或稱為語辭，或稱為辭， “辭者，可有可無之謂"

(清﹒朱彬〈經傳考證} ) 0 @ 這種“不"字有時會引起糾紛， (論語〉中的“四

體不勤，五谷不分"，有人就認為“兩‘不'字皆語詞"; @ (詩經〉中前人認為

是無義的語辭“不"，在今人的譯注中大都成了真正的否定詞。孰是孰非，應待進一步

考證。再看“沒"的羨餘，例如:

差點兒死了=差熙見沒死了=沒死

差熙見忘了=差熙見沒忘了=沒忘

呂叔湘先生主編〈現代漢語八百詞〉 “差熙見"條下說: “表示不希望實現的事情幾乎

實現而沒有實現，有慶幸的意思。動詞用肯定式或否定式，意思、相同。"可見這個“沒"

是羨餘成分，是硬加進去的。@ 還有一種是“非"的羨餘，例如:

被教姑娘非要愛我，我怎麼辦? ( (中國青年報) 1983年 3 月 1 日，第 3 版)

這是一個文章的標題。 “非要愛我"是“非要愛我不可"的簡縮形式，“不可"省略了，

“非"就是一個羨餘成分。但是，有人不承認“非"是羨餘成分，而把它當作真正的否

定詞，因而不久〈中國青年報〉上就有人說， “被救姑娘非要愛我"就是“不要愛我"。

其實辭書中對“非"作為羨餘成分的用法已有明確說明，例如:

〈現代漢語詞典} ( 281 頁， 1973年版) : “非〈口 〉必須:不行，我非去

(一定要去) ! 

〈現代漢語八百詞} ( 179 頁， 1980年版) : “口語中， ';;11"......'後也可以

不用‘不可'等詞，常用於承接上文或反問句中。

不讓他去，他非要去! I 幹這活夢冉早膽子大|他不來就算了，為什麼非叫他

來!

有人看不到口語中這種“非"字的用法，因而這一類句子統統被作為病句處理，例如:

廉頗很不服氣，他對別人說: “......我碰見他。非給他個下不去。" (全臼制

十年制小學〈 語文〉第九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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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與邏輯} 1983年第 1 期第31頁就是把這個句子放在〈病句求醫} (之四)的專

欄下的。如果我們追溯一下歷史，就會發現“非"字充當羨餘成分，至少已經有兩千年

了 , {:例研列u 如:

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

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 ( <史言記巴.准陰侯列傳) ，中華書局1959年標熙本， 2617 

頁)

這句話中“其勢非置之死地"就是“其勢非置之死地不可"， “非"是羨餘成分， <史

記〉三家注無注釋，可見這種用法當時是一般人都能懂的，不必另加注釋。但今人的〈史

記〉選本卸往往對此加注，例如，王伯祥〈史記選〉注曰: “使人人自為戰承上‘非'

字言，下當添‘不可'二字看。" @) 古證可能比今證更具有說服力，有了〈史記〉

這樣的例子，大約有羨餘成分“非"的這額句子再被放入〈病旬求醫〉專欄的情況是要

日見其少，甚至完全絕泣。

位、餘言

漢語羨餘現象紛繁種雜，涉及面廣，題為〈述略} ，並非謙詞，實在是只能述其大

略;而且所述掛一漏萬，社繆在所難免，希望得到諸位先生和同志們的指正。

1983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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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月版。

中國語文研究/第 9 期

@見〈中國語文) 1983年第 2 期，第146 頁。

@見黃長著等譯〈語言與語言學詞典〉第 292 頁，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1年10

@見〈國外語言學) 1981年第 1 期，第48頁。

@同@第292 -293頁。

@趙元任〈漢語結構各層次間形態與意義的脫節現象)， <國外語言學) 1981 

年第 1 期。

@見〈中國語文) 1980年第 1 期。

@同@。

@見該書6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9年10月版。

@同@。

@同@。

@ 參見: <十三經注疏〉第2490-2491頁，中華書局1980年10月影印本;楊伯

峻〈論語譯注〉第91頁，中華書局， 1980年12月版。

@ “恍忽"有作“忱忽"的，如宋玉〈神女賦) : “精神忱忽，若有所喜。"

〈說丈〉有“忱"字， “從心，兄聲"。

@見新〈辭源) 1909頁，商務印書館， 1981年12月版。

@ “傲、{舞"見於〈康熙字典﹒于集中﹒人部) , “僧"見於〈集詢〉 “悟"

字條。 “僻、棚"轉引自黃侃〈說文筆識四種) 9 頁， 9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

@李榮先生說: “‘子細'的子通常寫作‘仔'。"在其〈漢字演變的幾個趨

勢〉一文中是寫成“子細"的。見注@。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頁"字條認為這些話是“後人所改竄，非許氏原文"。

但王力主編的〈古代漢語) 635 頁( 1981年修訂本)認為“頁......從百(首) ，從兒

(人) ，指的是人頭。"此從王氏說。

@同@。

@見〈說文解字注〉 “立"字(燥。

@ 同上“垂"字條。

@見〈中國文字學} 13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新 1 版。

@ (履齋示見編〉卷二二引〈字譜總論訛字) ，說“莫、然、、果、席"分化為

“莫、燃、葉、庸"皆偏旁之贅。此材料轉引自李榮〈漢字演變的幾個趨勢〉一文，見

注@。

@見〈新華日報} 1983年 9 月 4 日，第 2 版。“棕"原作“綜"，誤。

@同@。

@同@。

@ 李黎〈西江月> 71頁，中國青年出版社， 1980年， 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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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刊文摘) 1983年 9 月 27 日，第196期，第 4 版。

@ (電影世界) 1983年第 3 期，第 8 頁。

@趙翼〈國北詩鈔﹒雅存說速庸侍郎近狀尚無羔喜賦〉詩。

@抗日戰爭時期，敵機常來轟炸坡市，我方用懸掛的三角球報響。此條為吾師

廖序東先生所提供，附此致態。

@同@

@用詞中的羨餘現象( redundancy)不等於語句中的同義反復( tautology )。

同義反復有時可有較好的修辭敷果，參看〈中國語文} 1980年第 1 期。

@見〈人民日報} 1983年 8 月 9 日，第 3 版。

@于在春〈文言散文的普通話翻譯﹒續編} 22頁，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年 3

月第 1 版;著重熙是引者所加。

@ “前進"是不及物動詞，而“發現、發明、創造"是及物動詞; “所"字的

有無對“前進"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有所前進"如少了個“所"則很別扭。

@參見鄭奠﹒麥梅翹〈古漢語語法學資料灌編} 13頁，中華書局， 1964年 3 月

版。

@同上， 3 頁。

@俞槌〈古書疑義舉例〉卷四。

@參看朱德熙〈漢語句法裹的歧義現象} ，載〈中國語文} 1980年第 2 期。

@該書35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2年10月 2 版。

引者按: “其勢"句同“使人"句是因果關係，可比較“今予之生地，皆走"，因

此，若舔“不可"理解，當加在“其勢"句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