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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衡》是东汉时期一部论辩性强、口语化程度高的著作 ,该书中有大量的特指

式反问句。语法上 ,以“何”、“谁”等为代表的疑问词在这些反问句中可充当各种主要句子成份 ;

疑问代词仍以前置为主 ,但后置结构已有少数用例。语义语用上 ,各疑问词用于反问均表否定 ,

并使原句句意或转表否定或转表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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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指问句的形式标志是疑问词。 如果疑问词是疑问焦点 ,答问时就焦点回答 ,发问人是为求取信息

而用疑问句式 ,则为特指式询问句 ;如果形式上有疑问词 ,实际上并未负载疑问信息 ,发问人把它作为一

种否定方式 ,否定的结果是使问句的意义与句面表达的意义相反 ,则为特指式反问句 ;如果发问人用特

指式问句发问 ,接下来又自己对疑问焦点做回答 ,则为特指式设问句。这 3种特指问句都可在《论衡》中

见到 ,限于篇幅 ,我们只讨论《论衡》中的特指式反问句。

《论衡》一书中 ,反问句占大多数 ,其中又以特指问形式的反问句为最多 ,有 790多句 ,使用了 43个

疑问代词。

一、“何”字反问句

“何”字反问句最多 ,约 610句。

(一 )“何”单用 (不含习惯性组合 )

1. 充当状语。

A、“何”后的谓语部分 ,本是表肯定的 ,加“何”后 ,句子转表否定 ,含有“不”、“没有”、“不应该”等意

思。 “何”所否定的绝大多数是其后的谓语动词 ,少数是其后的副词。例如:

( 1)如实论之 ,天 ,体 ,非气也。人生于天 ,
·
何嫌天无气? (谈天篇 )

( 2)如以人贵能为鬼 ,则死者皆当为鬼 ,杜伯、庄子义
·
何独为鬼也? (死伪篇 )

B、“何”后的谓语部分本是表否定的 ,加“何”后构成双重否定 ,句子转表肯定 ,意谓“有”、“应该”等。

例如:

( 3)曾子怒曰: “商 ,汝
·
何
·
无罪也?” (祸虚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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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火胜金 ,蛇
·
何
·
不食猕猴? (物势篇 )

2. 充当定语。

A.一般为“何· N”的形式 ,反问表示“无 /没有· N” ,含有周遍性意思。 例如:

( 5)文公日昃不暇食 ,周公一沐三握发 ,
·
何
·
暇优游为丽美之文于笔札? (书解篇 )

( 6)君子也 ,以忠言招患 ,以高行招耻 ,
·
何
·
世不然? (累害篇 )

B.用“何· N·不 /之· V”的格式 ,“何· N”在句中作前置宾语。 “何· N之 V”的反问 ,是否定谓语

动词 ,即“没有什么· N” ,“不· V什么· N” ,含有周遍性的意思。例如:

( 7)若其富人谷食饶足者 ,廪 不空 ,口腹不饥 ,
·
何
·
愁
·
之
·
有? (艺增篇 )

( 8)颜渊箪食瓢饮 ,
·
何
·
财
·
之
·
让? (定贤篇 )

例 ( 7)“何愁之有”即“没有什么愁” ,此类“何· N之有”的例句共有 20例。

3. 充当谓语。

“何”在句中作谓语 ,一般用“ S· 非· P而何”或“ S· 非· P如何”的格式 ( S为主语 , P为谓语 ) ,此

“如”通“而” [1 ] (第 302页 )。全句意思是“ S不是 P是谁 (什么 )” ,即“ S只能是 P”。全书共 5例“非……而

何” , 1例“非……如何”。 例如:

( 9)人事未为 ,天气已见 ,
·
非时

·
而
·
何? (治期篇 )

( 10)不学自能 ,无师自达 ,
·
非神

·
如
·
何? (实知篇 )

例 ( 9)、例 ( 10)中“ S”为“非…何”前的短语 ,“ P”为“时”、“神”。

4. 充当动词宾语

“何”作动词宾语 ,常用“何· V1不· V2”的格式 ,“何”作 V 1的宾语。意思是“V1谁 (什么 )而不 V 2?”

即谓“什么 (谁 )都 V 2 ,不 V 1” ,含有周遍性意思。 类似的例子全书约 3例。例如:

( 11)苟有时日 ,诚有祸祟 ,圣人
·
何
·
惜
·
不
·
言?

·
何
·
畏
·
不
·
说? (辨祟篇 )

( 12)如经失之 ,传家左丘明、公羊、谷梁
·
何
·
讳
·
不
·
言? (书虚篇 )

也有以“何· V”形式用于反问的 ,用例不多 ,表示“不 V· 何”。 例如:

( 13) (如天瑞为故 )无为
·
何
·
居? (自然篇 )

例 ( 13)“何居”本问“在什么地方” ,反问则表示“不居 /在什么地方”。

(二 )何以、何为、何缘、何用、用何

这些都是“何”与介词组成的习用介词结构。它们或本表原因 ,相当于“为什么” ,反问则表示“应该 /

不应该 V” ;或本表凭借 ,相当于“凭 /用什么” ,反问则表示“不可能”。 《论衡》中有 100多例这样的反问

句。例如:

( 14)光武皇帝龙兴凤举 ,取天下若拾遗 ,
·
何
·
以不及殷汤、周武? (齐世篇 )

( 15)圣王骨法未必同 ,太平之瑞
·
何
·
为当等? (宣汉篇 )

( 16)人怒喜异声 ,天怒喜同声 ,与人乖异 ,则人
·
何
·
缘谓之天怒? (雷虚篇 )

以上各例介词结构均本表原因。 例 ( 15)“何为”、例 ( 16)“何缘”后面跟的是肯定式 ,因此反问表示否

定“不应该”。 例 ( 14)“何以”后面跟的否定式 ,因此反问表示肯定 ,即“应该· V”。

( 17)事理如此 ,
·
何
·
用自解于尸位素餐乎? (量知篇 )

( 18)大之则为桀、纣 ,小之则为酒徒 ,
·
用
·
何以立德成化 ,表名垂誉乎? (语增篇 )

( 19)绣之未刺 ,锦之未织 ,恒丝庸帛 ,
·
何
·
以异哉? (量知篇 )

以上各例介词结构均本表凭借 ,后面接肯定形式 ,因此 ,用于反问 ,表示“不可能”。 例 ( 18)中“何”置

于介词“用”后 ,《论衡》中 ,“何”作动词或介词宾语时 ,后置的情况还不多 ,共约 13例 ,仍以前置为主 ,这

说明到汉代 ,“疑问代词宾语后置的结构逐渐发展起来了”
[2 ]

(第 365页 )。

(三 )何可、何肯、何能、何敢、何须

“何”与助动词“可、肯、能、敢、须”组合 ,常用于反诘问 ,位于主要谓语动词前 ,相当于“怎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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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怎么能”、“怎么敢” ,即否定助动词 ,表示不能、不肯、不会、不敢、不必。 助动词后的谓语多为

肯定形式 ,也有少数是否定式谓语。 用得最多的是“何能” ( 30例 ) ,其次是“何可” ( 6例 )、“何须” ( 4例 )、

“何肯” ( 3例 ) ,用得最少的是“何敢” ,仅 1例。例如:

( 20)人同性类 ,好恶均等 ,尚不相知 ,鸟兽与人异性 ,
·
何
·
能知之? (指瑞篇 )

( 21)闽虻不能避贤者之舍 ,蝗虫
·
何
·
能不入卓公之县? (感虚篇 )

( 22)今人以为天地所陶冶矣 ,形已成定 ,
·
何
·
可复更也? (无形篇 )

( 23)夫改葬 ,私怨也 ,上帝 ,公神也 ,以私怨争于公神 ,
·
何
·
肯听之? (死伪篇 )

( 24)曰: “赐也
·
何
·
敢望回? 回也闻一知十 ,赐也闻十以知一。” (问孔篇 )

( 25)使孔子徒欲表善颜渊 ,门人莫及 ,于名多矣 ,
·
何
·
须问于子贡? (问孔篇 )

例 ( 20)、 ( 22)、 ( 23)、 ( 24)、 ( 25)中 ,助词动后面的谓语动词是肯定的 ,因此句意都表示否定 ,即“不能

· V”、“不可· V”、“不敢· V”、“不必· V”。例 ( 21)中 ,助动词后的谓语是否定式 ,因此反问后 ,句意表

示肯定 ,即“能 入卓 公之 县 ”。

(四 )何必、何 尝

“何 ”与副 词 “必 ”组 合 ,常用于反诘问 ,位于谓语动词之前 ,表示“不 必 ”。 “何 ”与 表 示 时 间 的 副 词

“尝 ”组 合 ,用于反诘问 ,表示“不 曾有 ” ,从时间的角度进行否定 ,书中仅 1例。 这些 副词 后面 的谓 语均 为

肯 定形 式。 例 如 :

( 26)夫宋人父子 ,修善如此 ,神报之 ,
·
何
·
必使 之先 盲后 视哉 ? (福虚篇 )

( 27)海陵麋田 ,若象耕状 ,
·
何
·
尝帝 王葬 海陵 者耶 ? (书虚篇 )

(五 )何故、何 事

这 些都是 “何 · N”形 式的 偏正 短语 ,常组合在一起询问原因 ,相当于“为 什么 ”、“怎么 ”等 ,用在反问

句里 ,表示“应 该 /不应该· V” ,谓语多为肯定式 ,所以多表示“不 应该 ”。 “何 故 ”用于 反问 的 共约 49例 ,

“何 事 ”用于反 问的 共约 3例。 例 如 :

( 28)贫贱
·
何
·
故 当言 “得 之 ”? 顾当言“去 ” ,不当言“得 ”。 (问孔篇 )

( 29)民人入都 ,不谓之凶 ;野草生朝 ,
·
何
·
故不 吉 ? (异虚篇 )

( 30)古有史官典历主日 ,王者何事而自数荚? (是应篇 )

(六 )如何 (而何 )、何 如 、奈何

这 几个含 “何 ”的固 定结 构 ,本用来询问原因或方法 ,反问句中表示“不 应 该 ”或 “不 可能 ”。 它 们或 居

于 谓语 前作状 语 ,或居于句末作谓语。

1. 充当状语。 例如 :

( 31)或时诸虫之生 ,自与时气相应 ,
·
如
·
何辄 归罪 于部 吏乎 ? (商虫篇 )

( 32)如非君臣 ,阴阳之气偶时运也 ,击鼓攻社 ,
·
而
·
何救 止 ? (顺鼓篇 )

( 33)骨法不同 ,姓名不等 ,…… ,虽复有圣 ,
·
何
·
如 知之 ? (讲瑞篇 )

( 34)臣贤 ,君明之验 ,
·
奈
·
何谓 之有 乱 ? (书虚篇 )

2. 充当谓语。 例如 :

( 35)成王改过 ,《春 秋 》攻社 ,两经二义 ,行之
·
如
·
何 ? (顺鼓篇 )

( 36)如中断以备三世之数 ,则隐公之元不合 ,
·
何
·
如 ? (正说篇 )

( 37)二者 ,死人为鬼之验 ,鬼之有知、能 害人 之效 也。 无之 ,
·
奈
·
何 ? (死伪篇 )

(七 )何等

“何 ”与 “等 ”组 合 ,用于反问 ,作定语 ,表示“不 是 什么 ” ,“没 什么 ” ,含有贬低、讥 讽的 色彩 ;作状语 ,表

示“怎 么 会 ”的 意思 。 例 如 :

( 38)年五十击壤于路 ,与竖子未成人者为伍 ,
·
何
·
等贤 者 ? (艺增篇 )

( 39)夫肉当内于口 ,口之所食 ,宜洁不辱。 今言 男女 倮相 逐其 间 ,
·
何
·
等洁 者 ? (语增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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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何其· S· V也 ;何· S· V乎 /也

这两种格式中 ,“何 ”用 在句 首作 状语 ,句末多用语气词“也 ”、“乎 ”。 其 反问 用法 表示 “ S· 不 应该 /应

该· V”。 例如 :

( 40)饥馑之岁 ,饿者满道 ,温气疫病 ,千户灭门 ,如必有命 ,
·
何
·
其 秦 、齐 同

·
也 ? (命义篇 )

( 41)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 ,不使圣王性自知之 ,或佞人本不生出 ,必复更生。 一物 以指 明之 ,
·
何

天 之不 惮烦
·
也 ? (是应篇 )

( 42)一夫冤而叹 ,天轧下霜 ,
·
何气 之易 变 ,时之易转

·
也 ? (感虚篇 )

二、“安 ”字 反 问 句

(一 )安、安 所

“安 ”、“安 所 ”在句 中作 状语 或宾 语 ,本询问处所 ,用于反问表“无 处 /没有地方” ,也有“安 ”单 用 (不包

含习用组合 )相当于“怎 么 ” ,表示“不 可能· V”。 这两 种用 例 《论 衡 》中不 多 ,约 9例。 例 如 :

( 43)在镬中之时 ,其神
·
安居 ? (书虚篇 )

( 44)刑赏失实 ,恶也 ,为恶气以应之 ,恶恶之义 ,
·
安
·
所 施哉 ? (谴告篇 )

( 45)今之所见鹊、獐 之 属 ,
·
安 知非 凤凰 、骐马 也 ? (讲瑞篇 )

例 ( 43)中“安 ”作 动 词 “居 ”的 宾语 ,例 ( 44)中“安 所 ”作 动 词 “施 ”的 状语 ,均表示“无 处 /没地方” ,例

( 45)中的“安 ”均作 动词 “知 ”的状 语 ,表示“怎 么 知 ”。

(二 )安能 (安耐
③

)、安 得 、安 可 、安 肯 、安足 以 、安 敢 、安可以

“安 ”和 各 种助 动 词 (“足 以 ”是 助 动 词性 结 构 )的上述组合 ,常用于反诘问 ,相当于“哪 里 能 ”、“怎 么

能 ”、“怎 么会 /肯”、“怎 么可 以 ”、“哪里 值得 ”、“哪 里敢 ”、“哪里 可以 ”等等 。句末 有时 有疑 问语 气词 。例如 :

( 46)梦之精神不能害人 ,死之精神
·
安
·
能 为害 ? (论死篇 )

( 47)是反为非 ,虚转为实 ,
·
安
·
能不 言 ? (对作篇 )

( 48)犹以昼也 ,则一日出 ,九日宜留 ,
·
安
·
得俱 出十 日 ? (说日篇 )

( 49)孝子丧亲不笑 ,可也 ;
·
安
·
得不 言 ? 言 ,

·
安
·
得不 见齿 ? (儒增篇 )

( 50)人不耐损益苞瓜之汁 ,天
·
安
·
耐增减 人之 年 ? (无形篇 )

( 51)正攻蝗之身 ,蝗犹不止 ,况徒攻阴之类 ,雨
·
安
·
肯霁 ? (顺鼓篇 )

( 52)太平之时 ,无商人则可 ,如有必求便利以为业 ,买物
·
安
·
肯不 求贱 ? (是应篇 )

( 53)在体之色 ,不可以言行灭 ;在天之妖 ,
·
安
·
可以 治除 乎 ? (变虚篇 )

( 54)夫鸿儒希有 ,而文人比然 ,将相长吏 ,
·
安
·
可不 贵 ? (超奇篇 )

( 55)毁行之人 ,昼夜不卧 ,
·
安
·
足
·
以 成善 ? (问孔篇 )

( 56)青曰: “人 奴之 道 ,得不笞骂足矣 ,
·
安
·
敢 望封 侯 ?” (骨相篇 )

( 57)多少不可以验善恶 ,有无
·
安
·
可
·
以明 贤不 肖也 ? (感类篇 )

以上各例 ,“安 ”均 否 定 其 后的 助 动 词 。 当 助 动 词 后 面跟 的 谓 语 为 肯 定 式 时 ,句意转表否定 ,如例

( 46)、 ( 48)、 ( 50)均表“不 能 V” ,例 ( 51)表示“不 肯 V” ,例 ( 53)、 ( 57)表示“不 可以 V” ,例 ( 55)表示“不 足

以 V” ,例 ( 56)表示“不 敢 V”。 当 助 动词 后面 的 谓语 为否 定式 时 ,句意转表肯定 ,如例 ( 47)、例 ( 49)表示

“能 言 ” ,“能 见齿 ” ,例 ( 52)表示“会 极力 求 贱 ” ,例 ( 54)表示“会 贵 ”。 注 意 ,例 ( 53)和例 ( 57)中两个“安 可

以 ”不一 样 ,前者“以 ”为 介词 ,后者“可 以 ”为 助动 词。

上 述 组合 在 《论 衡 》中 出现 的 频率 大 致 是 : “安 能 ”出 现 82次 ,其中 4次后面跟了否定形式的谓语 ;

“安 得 ”出 现 74次 ,其中 8次后面跟了否定形式的谓语 ;“安 可 ”出 现 14次 ,其中 1次后面跟了否定形式

的谓语 ;“安 肯 ”出 现 11次 ,其中 2次后面跟了否定形式的谓语 ;“安 耐 ”出现 5次 ,“安 足 以 ”出 现 3次 ,

“安 敢 ”和 “安 可以 ”各出 现 1次 ,均跟肯定式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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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 ”字 和 “奚 ”字 反 问 句

《论 衡 》中 ,由“焉 ”字和 “奚 ”字 构成 的特 指 问主 要用 于反 问 ,这两类反问句的使用频率不高 ,“焉 ”字

句 14例 ,“奚 ”字句 4例。

(一 )焉、焉 得 、焉敢 、焉 可 、焉 能

疑 问代词 “焉 ”用于 反诘 问 ,相当于“哪 里 ”或 “怎 么 ” ,在句中作状语或宾语。 例 如 :

( 58)无处而归之 ,是货之也 ,
·
焉有 君子 而可 以货 取乎 ? (刺孟篇 )

( 59)如天瑞为故 ,自然
·
焉在 ? (自然篇 )

例 ( 58)中“焉 ”作状 语 ,例 ( 59)中“焉 ”作 静态 动词 “在 ”的宾 语。

“焉 ”和助 词 “敢 ”、“得 ”、“可 ”、“能 ”的组 合常 用于 反诘 句 ,相当于“怎 么敢 ”、“哪 里敢 ”、“怎么 能 ”、“哪

里 能 ”、“怎 么 可以 ”等 ,意谓“不 敢 ”、“不 能 ”、“不 得 ”、“不可 ” ,《论 衡 》中 “焉敢 ”、“焉 可 ”、“焉 能 ”各 1例 ,

“焉 得 ” 3例。 例 如 :

( 60)观读之者 ,惶恐畏忌 ,虽见乖不合 ,
·
焉
·
敢 谴一 字 ? (自纪篇 )

( 61)谓仁 ,
·
焉
·
得不 可 ? (问孔篇 )

( 62)如卓与人殊 ,禀天性而自然 ,
·
焉
·
可 学 ? (知实篇 )

( 63)子曰: “……吾 岂匏 瓜也 哉 ?
·
焉
·
能 系而 不食 ?” (问孔篇 )

(二 )奚、奚 得

“奚 ”询 问方 法 ,相当于“怎 么 ” ,用于反问 ,表示“怎 么会 ” ,即“不 会 ” ;询问处所 ,相当于“哪 里 ” ,用于

反问 ,表示“无 处 /无地方”。 全书 中用 “奚 ”和 “奚 得 ”的例 子不 多 ,分别为 3例和 1例。 例如 :

( 64)今言告以阴盛阳微 ,攻尊之难 ,
·
奚 从来 哉 ? (顺鼓篇 )

( 65)对曰: “言 而见 用 ,臣
·
奚 死焉 ? 谏而见从 ,终身不亡 ,臣

·
奚送 焉 ? ……” (定贤篇 )

例 ( 64)中 ,“奚 从来 ”即 表示 “无处 可来 ” ,例 ( 65)中前一个“奚 ”询问处 所 ,后一个“奚 ”询 问方 法。

“奚 得 ” ,由疑问代词“奚 ”和 助动 词 “得 ”构成 ,用于反诘问 ,相当于“怎 么能 ”。 例如 :

( 66)圣主德盛功立 ,若不褒颂纪载 ,
·
奚
·
得传 驰流 去无 疆乎 ? (须颂篇 )

四 、“谁 ”字 和 “孰 ”字 反 问 句

(一 )疑问代词“谁 ”本是 询问 人 ,用于反问 ,表示“没 有 人 ” ,含有无一例外的意思 ,“谁 ”可 在句 中作 主

语 、谓语 和宾 语

大 致可分 为以 下几 种格 式 :

1.“非 · O· V而谁· K”式 。 (“ O”是宾 语 ,“ V”是动 词 , K是介词 )

“谁 ”在句 中作 宾 语 ,全句意思相当于“不 · K· O· V· K谁” ,也就是“只 K· O· V” ,书中用此式

的仅 1例。 如 下 :

( 67)门人曰: “子 恸 矣。”“吾
·
非斯 人之恸

·
而
·
谁 为 ?” (刺孟篇 )

2.“舍 · O而谁”式

“谁 ”作谓 语 ,全句意思是“除 了 O还有谁” ,也就是“只 有 O” ,书中用此式的有 2例。 如下 :

( 68)“如 欲平 治天 下 ,当今之世 ,
·
舍我

·
而
·
谁也 ?” (刺孟篇 )

( 69)“夫 天未 欲平 治天 下也 。 如 欲治天 下 ,
·
舍予

·
而
·
谁 也 ?” (刺孟篇 )

3.“ S· 谁 ”式

此 式中 “谁 ”作 谓语 ,全句意思是“ S不是谁” ,即“谁 都 不是 S” ,用此式的全书有 2例。 如 下 :

( 70)夫日当实满 ,以亏为变 ,必谓有蚀之者 ,山崩地动 ,蚀者
·
谁 也 ? (说日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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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孰是孰非? 可信者
·
谁 ? (自纪篇 )

4.“谁 · V”式

“谁 ”多 在句 中充 当主语 ,表示“谁 都不 V” ,也即“没 有 人· V” ,有无一例外的意思。也有 少数 在句 中

充 当宾 语 ,表示“不 · V谁”。

( 72)以子日沐 ,
·
谁 使可 爱 ? 卯日沐 ,

·
谁 使凝 白者 ? (讥日篇 )

( 73)公曰: “民 死 ,寡人将
·
谁 为也 ? 宁独死耳。” (变虚篇 )

( 74)当其雨也 ,
·
谁 求之 者 ? 当其 也 ,

·
谁止 之者 ? (明云篇 )

(二 )“孰 ”字反 问句

这 主要有 “孰 ”和 “孰与 ”两类 反问 句。

“孰 ”用于 反问 ,作状语、主 语 或宾 语 ,有时表示“怎 么 能 ”即 “不 能 ” ,有时表示“没 有 人 ”。 例如 :

( 75)山之秃也 ,
·
孰 其茂 也 ? 地之泻也 ,

·
孰其 滋也 ? (超奇篇 )

( 76)以危为宁 ,以困为通 ,五帝、三 王 ,
·
孰能 堪斯 哉 ? (恢国篇 )

( 77)当时周世
·
孰有 不惑 乎 ? 后《氏鸟 》作而 《黍 离 》兴 ,讽咏之者 ,乃悲伤之。 (累害篇 )

“孰 与 ”连 用 ,本表比较 ,用于反问 ,表示否定 ,意即“不 如……”、“比不 上……”。 此 类用 例仅 2例。

( 78)见列人之面 ,
·
孰
·
与 观其 言行 ? (别通篇 )

( 79)且丧明之病 ,
·
孰
·
与 被厉 之病 ? (祸虚篇 )

限于篇幅 ,“恶 ”、“曷 ”、“胡 ”字反 问句的 分析 略 ,兹将《论衡 》中 的疑问 词使 用情 况列 表如 下 :

　　　　　　语用

　疑问词形式

询问 反问 设问 合计 　　　　　　语用

　疑问词形式

询问 反问 设问 合计

何
何不……
何…也 /乎
何· V /N

93 226 20 339

何必 0 12 0 12

何足 0 1 0 1

何故 14 49 1 64 何能 0 29 0 29

何缘 0 1 0 1 何其…也 0 8 0 8

何用 3 10 3 16 非…而何 /如何 0 5 0 5

用何 0 1 0 1 何…之有 0 20 0 20

何以 20 90 97 207 何则 0 0 93 93

何如 8 3 0 11 安 1 6 0 7

如何 6 34 7 47 安得 0 74 0 74

而何 0 1 0 1 安敢 0 1 0 1

如之何 3 0 0 3 安足以 /安可以 0 3 /1 0 3 /1

若何 1 0 0 1 安所 2 3 0 5

何谓 10 0 7 17 安可 /安肯 0 14 /11 0 14 /11

奈何 2 4 1 7 安能 0 82 0 82

奈…何 0 1 0 1 安耐 0 5 0 5

何等 2 3 2 7 孰 17 7 2 26

何为 4 35 2 41 孰其…也 0 2 0 2

为何 1 0 0 1 孰与 33 0 0 33

何可 0 6 0 6 孰者 (若 ) 7 0 0 7

谁 16 13 4 33 胡 1 2 0 3

奚 4 4 0 8 恶 1 3 0 4

曷 (为 /尝 ) 3 3 0 6 焉 0 8 0 8

何事 0 3 0 3 几 5 0 0 5

何敢 0 1 0 1 焉得 0 3 0 3

何肯 0 3 0 3 焉敢 /焉可 0 2 0 2

何须 0 4 0 4 焉能 0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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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1.《论衡 》中特 指式 反问 句的 语用 价值 。

从 语 用功 能上 讲 ,反问是传递说话人对对方 (听者、读 者 )的一种“约 束 ”力 量 [ 4] ,这种约束力量对交

际另一方有着潜在的导向性 ,即反问句虽然采取的是一种疑问形式 ,但实际上说话者心目中已有明确的

看法 ,而且是一种不容置疑、不 容 辩驳 的看 法。 《论衡 》不 是对 话体 ,因此王充在论辩时 ,大量地使用有修

辞效果的特指式反诘问加强自己的观点 ,驳斥唯心者。

《论 衡 》的 特指 式反 问句 在一 定程 度上 代表 了东 汉时 期驳 论文 或辩论 者们 的言 语交 际风 格。

2.《论衡 》中特 指式 反问 句的 使用 状况 。

我 们把 《论衡 》中特 指问 句按 各功 能类 型列 为上 表。 从上 表得 知 :特指式反问句共约 798句 ,特指式

询问句共约 257句 ,特指式设问句共约 239句。可见 ,特指问中反问句最多 ,这一方面证明文本的驳论性

特点 ,另一方面也说明特指问的询问程度低 ,易用于反问。东汉 时期 ,各种疑问词形式的特指问都可用于

反问 ,“安 ”、“焉 ”等 疑问 词更 是主 要用 于特 指式 反问 句中 。 另 外 ,各种疑问词用于反问时 ,可在句中充当

各种主要句法成份 ,但多在句中充当状语。 疑问 代词 在句 中仍 以前 置为 主 ,但已出现后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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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ly-pointed Rhetorical Sentences in Lunheng

FENG Ling-yu

(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 ersity ,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

Biography: FEN G Ling-yu( 1974-) , female, Docto ral candida te, Schoo l o f Humanities, Wuhan U-

niversi ty , majo ring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g rammar and vocabula ry.

Abstract: There are plenty of special-pointed-rhetorical-sentences in Lunheng of East Han. The

interrogativ e w ords like“what” (何 )、“ who” (谁 ) can act as every kind of major g rammatical uni ts in a

sentence; inter rog ativ e w ords sti ll lie ahead of verbs in sentences but there a re a few examples in

w hich they are behind verbs. All inter rog ativ e wo rds can be used in rheto rica l sentences in expressing

negativ e meaning , and so t ransfer th e fo rmer sentence 's meaning into negativ e one o r po sitiv e one.

Key words: Lunheng; specially-pointed; rheto rical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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