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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诗经》介词“以”继承和发展了西周金文介词“以”的用法。它引进与动作行为

有关的凭借 、对象 、原因和时间等。它既可位于谓语中心语前 ,又可位于谓语中心语后 。其宾

语常常前置 ,有时也可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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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介词“以”把名词 、代词和名词性短语介绍给动词 ,以表示某种语法关系和意义关系。

由于《诗经》的介词“以”是从及物动词“以”虚化而来的 ,这就使得在具体确认的时候 ,往往受及物动

词“以”的干扰。又由于它后来又发展为连词“以” ,故而在确认的时候 ,有时还受连词“以”的纠缠。因

此 ,在本研究展开之前 ,有必要先谈谈确立判定《诗经》介词的标准。我们的标准是① :

(一)介词连同其宾语不能单独作谓语或谓语中心语(由于《诗经》的格式 ,偶尔也有省略谓语动词的

情况 ,但这种省略须有证据)。

(二)介词连同其宾语必须是对谓语中心语起修饰 、限定作用 。

(三)介词主要表示语法意义(即它的主要功能是介引),词汇意义较虚 。

(四)要在历史发展和语言系统中来看某一个介词 。

现举例说明:

(1)无以下体(《邶风 谷风》)

诗云:“采葑采菲 ,无以下体 ”《郑笺》:“此二菜者 ,蔓菁与葍之类也。” 陈奂《诗毛氏传疏》:“无以下体 ,

言不用其根茎也。” 余冠英《诗经选》:“以 ,用 。下体 ,指根茎 。” 诗意:采萝卜采蔓菁 ,不用它的根和茎 

(2)不大声以色 ,不长夏以革(《大雅 皇矣》)

诗云:“不大声以色 ,不长夏以革。” 马瑞辰《通释》:“按以 、与古通用。声以色 ,犹云声与色也 。夏以

革 ,犹云夏与革也。 ……汪氏德钺曰:‘……夏谓夏楚 ,朴作教刑也。革谓鞭革 ,鞭作官刑也。’ ” 戴震《毛

郑诗考正》:“按声与色 ,谓言貌 。夏与革 ,当谓威力。不大 ,不暴著之也 。不长 ,不尊尚之也。” 诗意:不

发怒声和怒色 ,不用荆条和皮鞭。

(3)酌以大斗(《大雅 行苇》)

诗云:“酌以大斗 ,以祈黄耇。”《诗集传》:“祈 ,求也。黄耇 ,老人之称 。”诗意:用大斗酌酒 ,以祈求老

年人长寿 。

以上三例 ,例(1)中的“以”显然是动词 ,因为它单独作谓语。“以”连同其宾语“下体”不修饰或限定

任何成份 ,而是对主语的陈述 。例(2)中的两个“以”显然是连词 ,因为“以”前后的“声”“色”之间 ,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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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语境中 ,动词“以”就语法化为介词 。西周金文中 ,介词“以”可引进凭借(包括工具等)、对象 、原

因 ,偶尔也引进时间 。

《诗经》中的介词“以”如上文所述 ,它也可引进凭借 、对象 、原因和时间等 ,无疑继承和发展了西周金

文介词“以”的用法。中古以后 ,介词“以”逐渐衰落 ,被新的介词所取代。但它作为古语成分仍一直保留

到现代汉语中。

注　释:

①　本标准参考了杨逢彬《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第七章有关介词确立的标准 ,见花城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278 -337 页。

②　本文统计数据包括重复的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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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epo sitio n Yi(以) in The Book of Song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i ts usage in

Xizhou JinWen(西周金文). It int roduced w ords or phrases , which meaning s concerns means , object ,

cause , time and so on , to the predicate. It w as si tuated in the f ront of predicate or behind it . It s

object w as placed in the f ront o f the prepo sitio n f requently and omit ted some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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