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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经》
“

之
”

字 用 法 初 探

萧海波 萧海峰

《 诗经 》里
“

之
”

字的使用频率 l卜常高
,

在只 百零 互首诗耿甩
,

共出现了一千零 只十九次
。

一个
“

之
”

字在一本诗欣集
一

-r 里出现这样多次
,

这在 占今任何诗歌集 r 见都是罕见的
。
《 诗经 》

里的
“

之
”

字不仅使用得多
,

而且用法相当复杂
。

从词性上看
“

之
” ’

多可以作代词
、

助词
、

动词

和介词 ,
从句法功能上看

,

它可以充当主语
、

谓语
、

宾语
、

定语
、

兼语
,

并能同其他名词或

名词性词组组合成介词结构在句子里充当状语等
。

“

之
”

字的这多而复杂的用法
,

给初学《 诗经》的人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

本文试图从词性和

句法功能两方面
,

对《诗经 》里的
“

之
”

字进行初步探索
。

为了引文的方便
,

在分析句子成分时

采用下列符号表示
: 主语用— 表示 , 谓语用— 表示 , 宾语用—

表示 ,
状语用 < > 表

示 ,
定语用 ( ) 表示 , 补语用 〔 〕 表示

,
兼语用

护

二甚当
`

表示 , 虚字用△表示 , “

之
”

字作代

词用时的前词用 O 表示
。

一 代词性用法

“

之
”

字作代词用
,

是它的最常见的用法
。 “

之
”

字在《诗经 》里有人称代词
、

指示代词两种

用法
。 “

之
”

字的人称代词用法可以代人
,

可以代物
,

也可 以代一个事物的性状
。 “

之
”

字称代

的对象在前面句子里出现
。 “

之
”

字在句子里主要充当宾语
。

例如
:

(1 ) 窈窕淑女
,

<客寐 >求之
。

((( 周南
·

关唯》 )

野有死居
,

(白茅 )包之
。

((( 召南
·

野有死音 )))

有女怀春
,

吉士诱之
。

((( 召南
·

野有死魔肺

妾彼诸姬
,

聊 <与之>谋
。

((( 邺风
·

泉水 )))

谁谓河广
,

<一苇>杭之
。

((( 卫风
·

河广 )))

焉得谈草 ? 言树之 〔背〕
。

((( 卫风
·

伯兮 》 )

<与子>宜之
。

((( 郑风
·

女 日鸡鸣 )))

窦之〔河之干〕兮
。

((( 魏风
·

伐植 )))

亢亢黍苗
,

阴雨膏之
。

( 1 0 ) 召彼仆夫
,

( 1 1 ) 或肆之筵
,

遁基鳌冬
。

或授之几
。

((( 曹风
·

下泉 }))

((( 小雅
·

出车 )))

((( 大雅
·

行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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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这些例句里
, “

之
”

字的前词所表示的概念不管是人
、

动物
、

植物或是一个事物的

性状
,

它们在句子里所处的地位不外乎三种情况
。

一是作为偏正词组的中心词 , 二是放在动

词的后面充当宾语
多
三是与形容词组成主谓词组充当前面分句的宾语

。 “

之
”

字所在的分句里
,

谓语动词的前面可以带状语
,

宾语
“

之
”

字的后面还可以有补语
。

这种句子的结构形式与现代



汉语是一样的
。

但是
,

如果仔细地观察各个句子
,

就可 以发现仍然有不同的地方
。

象例 ( 2 ) 的
“

白茅
” 、

例 ( 5 ) 的
“

一苇
” 、

例 ( 7) 的
“

弋
” ,

如果从现代汉语的角度来分析
,

很可能看作主语而

不看作状语
,

因为在现代汉语里名词和名词为 中心的偏正词组是不能作工具状语的
。

我们把

它看作工具状语
,

是因为从逻辑意义上来分析
,

发出
“

包
” 、 “

杭
” 、 “

加
”

等动作行为的
,

决不

是
“

白茅
” 、 “

一苇
” 、 “

弋
” ,

而是另外一个未被说出来的人
。 “

白茅
” 、 “

一苇
” 、 “

弋
”

只是那个

人在进行这种动作行为时所使用的工具
。

这是古代汉语所特有的语法现象
,

在古代散文中可

以找到许多例证
。

例如
:

( 12 ) 叩石垦壤
,

<箕备>运〔于渤海之尾〕
。

(列子
·

汤问》 )

( 13 ) 秦惠王 <车 >裂商君 〔以拘〕
。

((( 史记
·

商君列传 》 )

( 14 ) 群臣后应者
,

臣请 <剑 >斩之
。

((( 汉书
·

霍光传 》 )

至于表 示处所意义的词或词组在句子里直接充当谓语动词的补语
,

这在现代汉语里也是

没有的
。

例 ( 6 )
、

例 ( 8 ) 的句子结构就是这样的
。

于是有人就认为这些表示处所意义的词或

词组的前面 省略了一个介词
“

于
” , “

树之背
”

就是
“

树之于背
” , “

寅之河之干
”

就是
“

宾之于河之

千
” 。

这种看法
,

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

诚然
,

这些处所补语如果译成现代汉语都得在前

面加一个介词
,

然而我们决不能根据这一种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现象就论断这个介词是被省

略了的
。

其实
,

这是《诗经》里表示处所意义的词或词组作补语的一种结构形式
。

这种结构形

式
,

在《诗经 》里还可以找出例证
。

例如
: 《大雅

·

文王》中就有
“

思皇多士
,

生此王国
” 。 “

此王

国
”

不用介词介绍
,

直接作
“

生
”

的补语
。

如果译成现代汉语
,

就是
“

生在这个国家
” ,

增加了

介词
“

在
” 。

《诗经 》里
, “

之
”

字充当句子的宾语
,

动词谓语所 带的状语或补语
,

和现代汉语还有不同

的地方
。

例如
:

(15 ) 投我以木瓜
,

报之 〔以琼据〕
。

((( 卫风
·

木瓜》 )

( 1 6 ) 知子之来之
,

<杂佩以 ) 赠之
。

((( 郑风
·

女 日鸡 鸣》 )

( 1 7 )

(1 8 )

(1 9 )

尚之 〔以琼华〕乎而 ! ((( 齐风
·

著》 )

<何以 >赠之
,

路车乘黄
。

((( 秦风
·

渭阳》 )

墓 门有棘
, <斧以 >斯之

。

((( 陈风
·

墓门》 )

这些句子里的介词结构
,

都是 由表示方式的介词
“

以
”

与名词或疑问代词构成的
。

它们作

状语的时候
,

介词只能放在所介名词或代词的后面与动词紧紧相连
,

不能放在所介名词或代

词的前面
。

这种结构特点与现代汉语正好相反
。

如果我们要把这些句子译成现代汉语
,

只能

译成
“

拿杂佩赠送给你
”

(例 ( 1 6) )
, “

拿什么赠送他呢
”

(例 ( 18 ) )
, “

用斧头劈它
”

(例 ( 19 ) )
,

决

不能 以其他 的句式出现
。

介词结构作补语时
,

介词放在所介名词的前面
,

这与现代汉语是相

同的
。

但是
,

问题在于当这种作补语的介词结构是用表示方式意义的介词
“

以
”

构成时
,

这就

与现代汉语又出现了区别
。

在现代汉语里
,

由表示方式意义的介词
“

以
”

所构成的介词结构
,

在句子里只能作状语
,

不能作补语
。

例如
:

我们只能说
“ <以革命的名誉 )塑遮共索

” ,

不能说
“

想想过去以革命的名誉
” , 只能说

“

工人们 <以无比的热情 >遂五黔照鲤
” ,

不能说
“

工人们

进行 四化建设以无比的热情
” 。

因此
,

我们要把例 ( 15 )
、

例 ( 17 ) 译成现代汉语
,

就只能把作

补语的介词结构移到谓语动词的前面变成状语
。

人称代词
“

之
” ,

除了单独作宾语外
,

还有几种用法
。

这几种用法都是在作宾语的情况下

生发出来的
,

象例 ( 10 ) 里作兼语
,

例 ( n ) 里作间接宾语
。

除此之外
,

再如
:



( 2 0 ) 所 . ,
j
’

j红也
,

( 2 1 ) 嫂蛛在月(
.

( 2 2 ) 公 1 1左之
,

( 2 3) 民之计七

“ 之 11也
。

((( 哪 风
·

城 有茨》 )

<莫 之敢指
。

(《 哪风
·

奴蛛 }))

台找则获
。

((( 染风
·

胭党》 )

’

j
, <莫 ) 之惩

。

( (( 小雅
·

护断水》 )

例 ( 2 0 )
、

(2 2 )是
“

之
”

’

;
..

与
z

力朴q构成
r

力宾词组在左,
J r .4t允代 !毛11} , .

戈宾语
。

例 ( 2一)
、

( 2 3 )

“

之
” `

笋是前皿宾语
。

这种句
一

r 是带否定刚词
“

莫
”

的否定句
,

似要注意的是
, 《 诗经 l)} 巨井 “ 所

有带
“

莫
”

的句 子都要 前撇宾语
“

之
” ,

也有不 而! 的例 广
`,

例如
:

( 2 4 ) 维仲山甫 举之
,

爱 <莫 ) 助之
。

拭大雅
·

杰民 》 )

那么
,

这两种句子形
J亡

,

哪 一种是
·

般规律
,

哪
曲

种楚特殊现象呢 ? 前一种足一般规

律
。

因为这种句子形式在《 诗经》里鱼然只有四个
,

但在古代散文中却是屡见不鲜的
,

只不过

否定副词不一定用
“

莫
”

罢了
。

例如
:

( 2 5 ) 谏而不入
,

则 <莫>之继也
。

((( 左传
.

宜公二年》① )

( 2 6 ) 大道之行也
,

与三代之英
,

丘 (未 >之逮也
。

(《礼记
.

礼运》② )

《诗经》里
“

之
”

字的指示代词用法比较简单
,

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

一是放在名词前

面
,

与名词构成复指成分
,

在句子里作主语或宾语
。 “

之
”

字表示
“

这个
” 、 “

那个
” 、 “

这样
”

等

意思
。

例如
:

(2 7 ) 之子于归
,

远送于野
。

((( 邺风
·

燕燕 )))

( 2 8 )

( 2 9 )

( 3 0 )

( 3 1 )

( 3 2 )

乃如之人兮
,

逝不古处
。

((( 邺风
·

日月》 )

天 <实>为之
,

谓之何哉 l ((( 邺风
·

北门 )))

心之忧矣
,

之子无裳
。

((( 卫风
·

有狐 )))

我遴之子
,

芝豆有践
。

(《 幽风
·

伐柯 》 )

欲报之德
,

昊天周极
。

((( 小雅
·

要我 )))

例 (2 7) 的
“

之子
”

是
“

这个女子
” 。

例 ( 3 0)
“

之子
”

是
“

那个男子
” 。

例 ( 2 5 )的
“

之人
”

是
“

这样

的人
” 。

例 ( 3 2) 的
“

之德
”

是
“

这样的恩德
” 。

例 ( 29 ) 的
“

之
”

字未构成复指成分
,

但作宾语
, “

天

实为之
”

就是
“

天老爷已安排成这样
” 。

二是
“

之
”

字与名词构成复指成分后
,

还可以与其他代词构成较复杂的复指成分
,

在句子

里作主语
。

例如
:

( 3 3 ) 彼其之子
,

<不 )( 与我>戍申
。

((( 王风
·

扬之水 )))

( 3 4 ) 彼其之子
,

舍命〔不渝〕
。

((( 郑风
·

羔裘 )))

( 3 5 ) 彼其之子
,

<不 )称其服
。

((( 曹风
·

候人》 )

这种较复杂的复指成分
,

郑笺孔疏已经注意到了
。

例 (3 3) 郑笺云
: “

之子
,

是子也
。

彼其

是子独处乡里
,

不与我来守申
。 ”

例 ( 3 4) 孔疏云
: “

彼服羔裘之是子
,

其自处性命
,

躬行善道
,

至死不变
。 ”

例 ( 35 )孔疏云
: “

彼其曹朝之子
,

谓卿大夫等
,

其人无德
,

不能称其尊服
。 ” “

彼其

之子
” ,

相当于现代汉语的
“

他那个人
” 、 “

他们那些人
” 。

二 助词性用法

“

之
”

字在《诗经》里的助词性用法有两种
:

一是作结构助词
,

一是作语气助词
。

“

之
”

字作结构助词用比较复杂
。

它可以放在 中心词与限制成分或修饰成分之间
,

表示领

属关系或修饰关系
,

在这种情况下它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结构助词
“

的
” 。

它可以放在主语和调

7 4



语之 间
、

谓语和宾语之间
,

改变句子结构的形式
。

它还可以插在句子中间
,

不表示任何意义
,

只起一个衬字的作用
。

在
“

之
”

字表示领属关系的结构里
,

处于领位的可以是名词 (包括方位词和处所词 )
、

代词
、

主谓词组
、

偏正词组等
。

例如
:

(3 6) 彼美人兮
,

(西方之 )人兮 ! ((( 邺风
·

简兮 》 )

( 37 ) 磋兮磋兮
,

(其之 ) 展也
。

((( 那风

( 3 8 )

( 3 9 )

( 4 0 )

( 4 1 )

( 4 2 )

( 4 3 )

(我生之 ) <初 >
,

尚无为
。

((( 王风

匪鸡则鸣
,

(苍蝇之 )声
。

((( 齐风

(东门之 ) 杨
,

其叶样样
。

((( 陈风

·

君子偕老》 )

·

兔爱 )))
·

鸡鸣》 )
·

东 门之杨劝

彼路斯何? (君子之 )车
。

((( 小雅
·

采截劝

(舟人之 ) 子
,

熊黑是裘
。

((( 小雅
·

大东 》 )

(京师之 ) <野 >
,

于时处处
。

((( 大雅
·

公刘 )))

例 ( 3 9 )
、

( 4 1 ) 的领位是名词
。

例 ( 3 6 )
、

(4 0 )
、

( 4 3 ) 的领位是方位词或处所词
。

例 ( 3 7) 的

领位是代词
。

例 ( 38 )的领位是主谓词组
。

例 (42 ) 的领位是偏正词组
。

它们的中心词在句子里

的作用也不相同
。

例 (3 6)
、

( 37 )
、

( 3 9)
、

( 41 )都是判断句
,

有的有主语
,

有的没有主语
,

领

位的中心词可以看作判断句合成谓语的一部分
。

例 ( 36 )可译成
“

那个美人是西方的人
” 。

例 ( 3 7)

可译成
“

那鲜艳夺目的是她的朝服
” 。

例 (3 9) 可译成
“
那是苍蝇的声音

” 。

例 ( 4 1) 可译成
“

那是

贵人的车
” 。

例 (3 8) 的
“

我生之初
”

是表示时间的状语
。

例 ( 40 ) 的
“

杨
”

和
“

其
”

是称代式复指成

分
,

全句可译成
“

东门的白杨
,

它的叶子长得很茂盛
, 。

例 (4 2) 的
“

舟人之子
”

是主语
, “

熊署

是裘
”

是谓语
。

例 ( 4 3) 的
“

京师之野
”

是表示处所的状语
。

领位还可以与中心词共同作谓语动词 的宾语
,

从结构上看它们是个偏正词组
。

例如
:

(4 4) 关关唯鸿
,

在

( 4 5 ) 于以采萦? 于

(河之 )洲
。

((( 周南
·

关唯 )))

(涧之 ) 中
。

(4 6 ) 殷其嚣
,

在

(4 7 ) 于以求之 ?

(南山之 )下
。

于

( 4 8 ) 执 (子之 ) 手
,

(林之 )下
。

与子偕老
。

((( 召南
·

采萦 }))

(《召南
·

殷其贾》 )

((( 邺风
·

击鼓 )))

((( 邺风
·

击鼓 )})

( 4 9 )

( 5 0 )

无信 (人之 )言
,

人实廷女
。

((( 郑风
·

扬之水》 )

哟哟鹿鸣
,

食 (野之 )苹 ((( 小雅
·

鹿鸣 ) 》

例 ( 44 )至 ( 47 )都是用
“

在 (于 ) + 处所词 + 之 十 处所词 (或方位词 )
”

这样的格式构成的
。

这

种结构比较紧凑
,

翻译成现代汉语领位与 中心词之间可以加
“

的
” ,

但更多的是不能加
“

的
” 。

象例 ( 4 5 )可译成
“

在润中
” 。

例 ( 4 6 ) 可译成
“

在南山下
” 。

例 ( 4 7 )可译成
“

在林下
” 。

例 ( 4 9 ) 的
“

无信人之言
”

结构比较复杂
,

它是由偏正
、

动宾
、

动宾三个词组迭合成的
。 “

人之言
”

是偏正

词组
,

是
“

信
”

的宾语 , “

信人之言
”

是动宾词组
,

是
“

无
”

的宾语
。

表示修饰关系的结构助词
“

之
” ,

在《诗经 》里也较多
。

修饰成分可以是名词
,

也可以是形

容词
。

例如
:

(5 1 )

(5 2 )

( 5 3 )

(旎丘之 ) 葛兮
,

何 (诞之 ) 节兮 ! ((( 邺风
·

施丘 )))

琐兮尾兮
,

(流离之 )子
。

((( 邺风
·

(玉之 )琪也
,

(象之 )掩也
。

((( 娜风
“

何诞之节
”

是
“

为什么那么疏阔的枝节
” 。

旎丘 )))
·

君子偕老 )))

“

流离之子
”

是
“

漂散的人
” 。 “

玉之填
”

是
“

玉石



的 耳塞
” , “

象之摘
”

脸
“

象牙的发钗
” 。

从 L血的分妇lIJ 似优扮山
,

这线修饰成分与
.

卜心回在一起

可以 作
’

1花i ,t
,

也可以作旧 i了份
。

“

之
” `

补放在 1抓卜和阴语之间的句法功能
,

历 来 (j 不 ..lJ 的 斤法
。

有人认 为它纯悴怂
·

个丰
·

t

宁
。

有人认为它 .叮以取消句 .[ 的独认性
,

使其变成
·

个洲组
,

在句 .r 爪充” 一个成分
。

这两

利
,

吞法都不够全而
,

应当 111 为补充
。

第 , ,.种肴法比较泞遗
。

马建忠楚这种粉法的代表
。

他说
: “

凡读于起词坐动之间
,

nd以

`

之
’

字
,

一若级共辞
尸 C考然

。

又凡读为起词
,

为止网
,

竹可间以
`

之
,

字
。

… … 要之 ,

读兀
`

之
’ `

多者其常
,

I范有
`

之
’ `

补者
,

必读也
,

1卜,dJ 也
。 ”

⑧ `寿氏对
“

之
”

字的这种用法的作用说币, {及

清楚
:

一是
“

缓其辞
沪
扩 ,

一

几楚变句子为词组
,

他所说的
“

必读也
,

非句也
”

就是指这种变化后

的主谓词组
。

这种看法不仅在先秦散文里可以得到印证
,

就是在 《诗经》 里也可以找不少例

证
。

但是
,

如果把《诗经》里主语和主 i时之间的
“

之
”

字进行全面的考察
,

我们就会着到有的例

句并不能概括进去
。

《诗经》里主语和谓语之间的
“

之
”

字有两个作用
。

第一
、 “

之
”

字表示这个句子的语愈未完
,

必须读完了下面的句子才能了解要说的是什么
,

但
“

之
”

字所在的句子从结构上看仍然是独立

的
。

例如
:

( 5 4 )

( 5 5 )

( 5 6 )

( 5 7 )

( 5 8 )

汉之广矣
,

不可泳思
。

((( 周南
·

汉广 )))

我之怀矣
,

自治伊阻
。

((( 邺风
,

雄雄 }))

子之 <不>淑
,

云如之何 l ((( 娜风
·

君子偕老》 )

桑之 <未 >落
,

其叶沃若
。

((( 卫风
.

氓 )))

神之吊矣
,

上面这些例子
,

治尔多福
。

((( 小雅
·

天保 )))
“

之
”

字所在的句子并没有取消独立性
,

它没有变成主谓词组而包含在别

的句子里充 当一个成分
。 “

之
”

字在这里只是表示语意未完
,

让前后两个句予构成复句
。

第二
、 “

之
”

字插入主语和谓语之间
,

使其在结构上失去独立性
,

在句子里充当一个成

分
。

例如
:

匪一一知( 5 9 )

( 6 0 )

( 6 1)

(6 2 )

女之为美
,

子之好之
,

美人之贻
。

((( 郊风
·

静女 )})

杂佩以报之
。

(《郑风
·

女日鸡鸣》 )

夭之沃沃
,

乐子之无室
。

((( 桧风
·

佩有葛楚》 )

如川之方至
,

以莫不增
。

((( 小雅
·

天保 )})

例 ( 59 ) 的
“

女为美
”

本来具备了作为句子的条件
,

擂入
“

之
”

字后就变成了主谓词组作
“

匪
”

的宾语
。

例 ( 6 0) 的
“

子
”

和
“

好之
”

本来是主语和谓语
、

宾语的关系
,

具备了作为句子的条件
,

插入
“

之
”

字后就变成了主谓词组作
“

知
”

的宾语
。

例 ( 61 )
、

( 6 2) 的结构也是这样的
,

插入
“

之
”

字后使
“

子无室
” 、 “

川方至
”

变成主谓词组作
“

乐
” 、 “

如
”

的宾语
。

“

之
”

字放在谓语动词和宾语之间
,

可以把宾语提到动词的前面
, “

之
”

字起着倒皿宾语的

作用
。

例如
:

( 6 3) 先君之思
-

( 6 4 ) 鱼网之设
,

( 6 5 ) 云谁之思?

上面这三个句子
,

语动词 的前面了
。

以歇寡人
。

(《邺风
.

燕燕 》 )

鸿则离之
。

((( 邺风
·

新台 )))

美孟姜矣
。

(《哪风
·

桑中》 )

本来是
“

思先君
” 、 “

设鱼网
” 、 “

思谁
” ,

插入
“

之
”

字后
,

把宾语提到谓



`
之

”

字插入句子 中间
,

除了上面的几种用法外
,

还有一种不表示任何语法意义
,

只是起

着凑足音节
,

使句子整齐的用法
。 “

之
”

字的这种用法仍可看作助词
。

《诗经》里
“

之
”

字 的这种

用法有三种情况
。

第一
、 “

之
”

字插入谓语动词和宾语之间
。

例如
:

( 6 6) 树之棒栗
,

椅桐梓漆
,

爱伐琴瑟
。

((( 都风
·

定之方中》 )

(6 7 ) 丘 中有李
,

彼留之子
。

((( 王风
·

丘中有麻》 )

(6 8 ) 谁能亨鱼? 溉之釜蓄
。

(《桧风
·

匪风 )))

“

树之棒栗
,

椅桐梓漆
” ,

就是
“

种植棒栗椅桐梓漆
” 。 “

彼留之子
”

就是
“

那里留下 了他
” 。

“ 溉之釜斋
”

就是
“

洗涤釜锅
” 。

这些句子都是四言
,

插入
“

之
”

字可使句子整齐划一
。

第二
·、 “

之
”

字插入定语和中心词之间
。

例如
:

(6 9 ) 哀我人斯
,

(亦孔 ) 之将
。

((( 幽风
·

破斧 )))

(7 0 ) 日有食之
,

(亦孔 ) 之丑
。

( (( 小雅
.

十月之交》 )

“

亦孔之将
”

就是
“

也很大
” 。 “

亦孔之丑
”

就是
“

也很丑恶
” 。

第三
、

两个
“

之
”

字分别插入两个单音节词的前后
。

( 7 1 ) 燕燕于飞
,

领之顽之
。

((( 邺风
·

燕燕》 )

( 7 2 ) 颠之倒之
,

自公召之
。

((( 齐风
·

东方未明 }))

(7 3) 要之嗽之
,

好人服之
。

(《魏风
·

葛展 )))

( 74 ) 之纲之纪
,

燕及朋友
。

((( 大雅
·

假乐》 )

例 (7 1 ) 的
“

领
”

是
“

往下飞
” ; “

顽
”

是
“

往上飞
” 。 “

领之顽之
”

就是
“

上上下下地飞
” 。

例 ( 72 )

的
“

颠之倒之
”

就是
“

颠颠倒倒
” 。

例 (7 3) 的
“

要
” 、 “

琳
”

是名词作动词用
,

意思是
“

缝好衣服腰
,

缝好衣服领
” 。

例 ( 7 4 ) 的
“

之纲之纪
”

就是
“

纲纪
” 。

全句的意思是
“

国家的法度驯服各个臣子
” 。

从上面的例句可以看出
, “

之
”

字在这里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

它的作用是填补句子的空位
,

让

句子都成为四言
。

“

之
”

字作语气助词比较简单
,

主要放在句子末表示一种强烈的感情
。

这种句子大都是感

叹句或疑问句
。

例如
:

(7 5 ) <静 >言思之
,

( 7 6 ) (心之 )忧矣
,

不能奋飞
。

((( 邺风
·

柏舟》 )

其谁知之 ? ((( 魏风
·

园有桃》 )

例 (7 5) 的
“

静言思之
”

就是
“

静静地想一想呀
”

的意思
。 “

言
”

是虚字
, “

之
”

表示语气
。

例

(7 6) 的
“

心之优
”

是主语
, “

谁知
”

是主谓词组作谓语
,

可以译成
“

心里的优 闷呀
,

有谁知道呢 ?
”

“

之
”

字在句末表示疑问语气
。

三 动词性用法

《尔雅
·

释沽上》 : “

之
,

往也
。 ” “

之
”

字在《诗经》里训
“

往
”

的动词性用法
,

的谓语
,

或者与其他的词组成主谓词组充当宾语
。

(7 7 ) 百尔所思
,

(不 >如我所之
。

((( 都风
·

载驰》 )

(7 8 ) 自伯之〔东〕 ,

首如飞蓬
。

((( 卫风
·

伯兮 )))

例 (7 7) 的
“
不如我所之

”

就是
“

不如我所往
” 。 “

我所往
”

是
“

不如
”

的宾语
。

之东
”

就是
“

自从丈夫往东方
” 。 “

之
”

字用作谓语动词
。

主要是充当句子

例 ( 7 8) 的
“

自伯

(下转第 68 页 )



底色
,

延将 r 龙的风格的 爪要休现
。

特别要强调的楚
,

将
·

r 龙写这此人物 i乍

朴;是以斗争的冬加
.

行的 身份出现
,

在这
·

场

戚那一场斗争
,
!

, ,

而对 浦
、

接
·

个的困堆
,

形形色色的阻力
,

他同他的人物都是卜d呼吸
、

共爱愉并肩在紧张地话动扮
。

人物的栅冲状

态
,

斗争环境
,

以及人与人之 nl]的关系
,

郁

交融在他们如何战胜困难
,

克服阻力的斗争

之中
。

风格是作家精神而貌的显现
。

既然如

此
,

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态度
,

他的关学理想
,

他的革命康情
,

必然会在他热情欲顶的人物

的身上强烈地表现出来
。

炽烈情感的流露和精辟议论的士r发为蒋

子龙的风格增添
一

r 色彩
。

正是山于作家与他歌颂的人物同呼吸
、

共爱憎
,

所以在整个叙述和描写中
,

作家的

炽烈的爱憎情感随时都流露出来
。

甚至有时

作家还嫌字里行间的流露不够
,

禁不住自己

站出来议论一番
。

比如乔光朴
“

毛遂 自荐
”

后
,

委员们大吃一惊
,

这里
,

作家有一番议论
:

“

是啊
,

他的请求太出人意外了
,

因为他现在

的位子太好了
。 `

公司经理
,

—
上有局长

,

下有厂长
,

能进能退
,

可攻可守
。

形势稳定
,

可进到局一级
,

出了问题
,

可上推下卸
,

躲

在二道门内转发一下原则号令
,

愿千者可以

多劳
,

不愿干者也可少千
,

全无凭据
,

权力

不
,

J
、 ,

。{才{〔不人
,

{
、

、 j邑有屯低
,

费心 InL不多
。

这达 i
’

l 多 l
几

部 妙寐以求而 义份不到手的
`

关

缺
’ , 、 “

这 1之i义i仑尖锐泼辣二 !`
,

.
,

要宵
。

有人提

出蒋 .I 佗的作品议沦过 多
,

存在八和实的间

题
,

对这个问越要作 J冬体分析
,

不能一概而

i仑
。

这段 议论
,

l抚交代 J
`

乔光朴
“

毛遂 f l荐
怜

的客观势态
,

映李妇 ! }他学高的梢冲境界
,

又

写 I l l J
`

徐进 心̀
、

呱 . 11等
`

I’ r旅
、

一li f会
、

言昆仕会
_

l三义的贪赞
,

几恶的心理
,

直是画龙点睛
,

不

嫌 Jt 多
。

类似例 .r
,

在作粼
:
中不少

。

_

l二业题材的小说创作
,

正处在新发展的

开端
,

蒋 子龙 已经作出了可弃的贡献
。

但是
,

从工业题材的创作现状看
,

具有历史深度和

震撼人心的艺术力派的大型画卷
,

还没有出

现 , _

〔 人 , 1
,

的
“

四化
”

创业者典型和其他更多

更大的典型还有待于创造
, 题材开拓也不够

宽
。

希望蒋子龙能作出更大的
、

更与我们时

代相称的贡献
。

注释
:

① 这篇作品与现在写真人真事的特写不 同
,

它可以作为短篇小说看
。

② 艾芜
: 《关于三十年文艺的一些感想 .))

③至⑧ 均见蒋子龙谈创作的文章
: 《杂 记 三

篇》
、 《时代

·

文学
·

作家 》
、 《 `

雷达站
,

及其他 》
、

《跟上生活前进的脚步》
、

《大地和天空》
、

《加 速生

活的脉搏的跳动》等
。

知记二令心 屯` 夺` 知` 知峪 :知心知心 :知` 知峪 ;知心 知心 勺` 知心 ;知心 ;知` 知` 知̀ 令叱 勺记二勺嘴二知心二知̀ 知` 知` 知心 知心知心 》 ` 二知心二如心 二知心知记
:知` 勺心冻心知心知心知心 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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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介词性用法

“

之
”

字的介词性用法
,

主要是与其他的词组成介词结构在句子里作状语
。

在这些句子里
,

“

之
”

字相当于现代汉语的
“

到
” 。

例如
:

(7 9) 贫彼两髦
,

实维我仪
。

<之死>叁魔炙
。

((( 那风
·

柏舟》 )

(8 0) 姚彼两髦
,

实维我特
。

<之死>叁魔黑
砂。

((( 那风
·

柏舟》 )

毛传
: “

矢
,

誓
。

靡
,

无
。

之
,

至也
。

至己之死信无它心
。 ” “

之死
”

就是
“

到死的时候
”

的意思
。

可译成
“

到死发誓没有它心
” , “

到死发誓没有邪念
” 。 “

之死
”

表示
“

矢
”

的时间
,

所以是状语
。

注释
:

①② 《四书五经 》第 2 5 5
、

1 20 页
。 ⑧ 《马氏文通校注 》下册

,

第 3 16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