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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其”是古代汉语中的一个常用虚词，语气副词是“其”的主要功能之一。对中古汉语

八部语料中的语气副词“其”进行了穷尽性考察后发现，“其”可以表示推测判断、反诘、命令或对

听话者的希望、疑问、决心或愿望等五种语气，其中表示命令、希望等祈使语气的用法占据一半以

上，与上古时期主要表示推测判断语气有所不同。表示命令或希望等祈使语气的“其”主要用于

诏令、策命、册封、终制、移檄等公文中，句子大多无主语，无句尾语气词，命令语气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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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是古代汉语中最常用的虚词之一，可用
作代词、副词、连词、助词等［１］，其中语气副词用

法是“其”的主要功能之一。深入调查“其”在不

同历史阶段的意义和用法在汉语史研究中具有重

要的价值。由于“其”出现的数量极为庞大，首先

进行专书调查较为可行，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何乐士先生对《左传》语气副词“其”的详尽调

查［２］，杨海峰对《史记》的语气副词“其”进行的调

查［３］，以及栗学英对《三国志》及裴注的语气副词

“其”进行的统计分析［４］。在此基础上，笔者对整

个中古汉语中的语气副词“其”进行了深入分析，

并与以《左传》为代表的上古汉语语气副词“其”

作比较，以期发现“其”用法的继承与发展情况，

对“其”发展趋势作出预测。

这里说的“中古”，是指东汉末至隋这段时

期。我们选取了这一时期的八部语料进行穷尽性

调查研究（以下简称“中古八书”），具体是：汉朝

王充《论衡》［５］，晋朝陈寿《三国志》（以下简称

“三国”）［６］，南朝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以下简

称“裴注”）［６］，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

下简称“世说”）［７］，南朝梁释慧皎的《高僧传》

（以下简称“高僧”）［８］，南朝萧齐求那毗地译的

《百喻经》（以下简称“百喻”）［９］，南朝梁的宝唱

等编的《经律异相》（以下简称“经律”）［１０］，后魏

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以下简称“齐民”）［１１］。这

八部书籍包括史书、笔记、佛经等，都是中古时期

较有代表性的重要语料，基本上贯穿了中古汉语

整个发展时期，以上就是大体按照八部语料的时

代顺序排列的。对这八部语料的语气副词“其”

进行详尽的调查，可以大致反映中古汉语语气副

词“其”的基本面貌。

一、用法与分布

“其”的本义为簸箕。《说文解字·竹部》：

“箕，所以簸者也。……其，籀文箕。”朱骏声《说

文通训定声》：“其，假借为助语之词，……又发声

之词。”段玉裁注：“经籍通用此字（引者按：即

‘其’）为语词。”虚词“其”的用法与本义无关，是

一个假借字。

我们对中古八书中出现的语气副词“其”进

行了穷尽性统计，发现语气副词“其”大致表达五

种语气，即推测判断语气，反诘语气，命令或对听

话者的希望等祈使语气，疑问语气，决心或愿望

等。具体使用情况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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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古八书中的语气副词“其”

语气分类 论衡 三国 裴注 世说 高僧 百喻 经律 齐民 总计 比例

推测判断 １４ ２８ ５６ ２ １１ １１１ ２７．９％
反　　诘 １３ １０ ３１ ２ １ ５７ １４．３％
命令希望 ２ １３１ ６１ ５ １ １ ２０１ ５０．５％
疑　　问 １３ １ ５ ３ １ ２３ ５．８％
决心愿望 １ ２ １ ２ ６ １．５％
总　　计 ４２ １７１ １５５ １３ １５ ０ ２ ０ ３９８ １００％

　　下面笔者对语气副词“其”所表达的五种语
气进行举例分析。

（一）表示推测判断语气

“其”表示推测判断语气，即说话者对事物的

性质、属性、发展趋势或变化等作出推测或判断，

大致相当于“大概、恐怕、还是”等，含有不太确定

的语气。“其”用于主谓之间，多与句尾语气词配

合使用，如“乎”、“也”、“与（欤）”等。

（１）孔子曰：“龙食于清，游于清。龟食于
清，游于浊。鱼食于浊，游于清。丘上不及龙，下

不为鱼，中止其
獉
龟与！”（论衡·龙虚，２８５①）

（２）如以詹何之徒，性能知之，不用术数，是
则巢居者先知风，穴处者先知雨，智明早成，项托、

尹方其
獉
是也。（论衡·实知，４０１）

（３）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
能济也，能安之者，其

獉
在君乎！”（三国，２）

（４）绍将济河，沮授谏曰：“胜负变化，不可
不详。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获，还迎

不晚，设其有难，众弗可还。”绍弗从。授临济叹

曰：“上盈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吾其
獉
不反

乎！”遂以疾辞。（裴注，２００）
（５）王丞相尝谓马斐曰：“孔愉有公才而无

公望，丁潭有公望而无公才，兼之者其
獉
在卿乎？”

（世说·品藻，４７９）
（６）虎尝昼寝，梦见群羊负鱼从东北来。寤

以访澄，当仁不让曰：“不祥也，鲜卑其
獉
有中原

乎？”（高僧，３５４）
（二）表示反诘语气

“其”表示反诘语气，即说话者无疑而问，用

疑问的形式表达与字面相反的意义，相当于“难

道”、“还”。“其”用于谓词性结构之前，有时与句

尾语气词“乎”、“哉”、“邪”等配合使用，不与句

尾语气词搭配时，反诘的语气更为强烈。

（７）公曰：“民饥，必死。为人君而欲杀其民
以自活也，其

獉
谁以我为君者乎？是寡人命固尽也，

子毋复言。”（论衡·变虚，２０２）
（８）修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将斗

而断其右手，而曰‘我必胜’，若是者可乎？夫弃

兄弟而不亲，天下其
獉
谁亲之！……”（三国，３４６）

（９）吕蒙曰：“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
逅，敌步骑蹙人，不暇及水，其

獉
得入船乎？”（裴注，

１２７５）
（１０）余以为前世偶有此耳，而今徐、严复参

之，若皆非似龙之志也，其
獉
何能至於此哉？（裴

注，６７６）
（１１）宣武集诸名胜讲《易》，日说一卦。简

文欲听，闻此便还，曰：“义自当有难易，其
獉
以一卦

为限邪？”（世说·文学，１８８）
（１２）众咸流涕固请，调曰：“生死命也，其

獉
可

请乎！”（高僧，３６３）
（三）表示命令、希望等祈使语气

“其”表示祈使语气，即说话者对听话者发出

命令、提出希望或劝诫等，可译为“请”、“务必”

等，或不译。“其”用于主谓之间，或用于谓词性

结构之前，较少与句尾语气词搭配使用。

（１３）狐突对曰：“臣闻之，神不歆非类，民不
祀非族，君祀无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

其
獉
图之！”（论衡·死伪，８８８）
（１４）平公曰：“寡人好者音也，子其

獉
使遂

之。”师涓鼓究之。（论衡·纪妖，９１０）
（１５）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难，其

獉
令无

出今年租赋！”（三国，２６）
（１６）诏报曰：“盖礼贤亲旧，帝王之常务也。

以亲则君有辅弼之勋焉，以贤则君有醇固之茂焉。

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今君疾虽未瘳，神明听之

矣。君其
獉
即安，以顺朕意。”（三国，３８１）

（１７）帝执宣王手，目太子曰：“死乃复可忍，
朕忍死待君，君其

獉
与爽辅此。”（裴注，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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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括号中所标数字即例证在引用书目中出现的页码。



（１８）每语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
豁平昔时意，今吾处之不易。贫者，士之常，焉得

登枝而捐其本？尔曹其
獉
存之。”（世说·德行，３４）

（１９）焘因下书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绪，思
阐洪基，恢隆万代。……其

獉
令皇太子副理万机，总

统百揆，更举良贤，以备列职。”（高僧，４１１）
（２０）佛告王曰：“王宿奉三尊，今受宿福，得

生人道，去女为男，获世上位。夫王者之法当以圣

人教令制御其心，恕己育民。妖言烧国之火也，王

其
獉
慎之。”（经律卷十五，５３／７９／１①）
（四）表示疑问语气

“其”表示说话者的疑问语气，用于疑问词之

前或之后，没有疑问词则用于主谓之间，多与句尾

语气词“也”、“乎”、“哉”等搭配使用。

（２１）如必有命，何其
獉
秦、齐同也？（论衡·

命义，４５）
（２２）朕用夙兴假寐，震悼於厥心，曰“惟祖

惟父，股肱先正，其
獉
孰能恤朕躬”？（三国，３７）

（２３）帝曰：“然。如卿言，当为吾远虑所图。
今日可参平、勃，侔金、霍，双刘章者，其

獉
谁哉？”

（裴注，４６１）
（２４）顾长康拜桓宣武墓，作诗云：“山崩溟

海竭，鱼鸟将何依！”人问之曰：“卿凭重桓乃尔，

哭之状其
獉
可见乎？”顾曰：“鼻如广莫长风，眼如悬

河决溜。”或曰：“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

（世说·言语，１２７）
（五）表示决心或愿望

“其”表示说话者的主观愿望或决心做某事，

有时含有坚决、决绝的语气，可译为“将要”，用于

主谓之间，多与句尾语气词“矣”配合使用。

（２５）同郡繁钦数见奇於表，袭喻之曰：“吾
所以与子俱来者，徒欲龙蟠幽薮，待时凤翔。岂谓

刘牧当为拨乱之主，而规长者委身哉？子若见能

不已，非吾徒也。吾其
獉
与子绝矣！”（三国，６６５）

（２６）吾其
獉
出命以报国，仗义以整乱，天道与

顺，克之必矣。（裴注，２３０）
（２７）支道林丧法虔之后，精神閗丧，风味转

坠。常谓人曰：“昔匠石废斤于郢人，牙生辍弦于

锺子，推己外求，良不虚也。冥契既逝，发言莫赏，

中心蕴结，余其
獉
亡矣！”（世说·伤逝，６２８）

（２８）有顷，什母辞往天竺，谓龟兹王白纯曰：
“汝国寻衰，吾其

獉
去矣。”（高僧，４８）

杨逢彬、陈练文对上古汉语中的语气副词

“其”进行了讨论，认为上古汉语的语气副词“其”

并不能表达多种语法意义，从整个语法体系来判

断，它是一个表强调语气的单功能虚词［１２］。笔者

认同杨、陈文中对汉语虚词的总体论述。从理论

上讲，汉语中表示语法意义的虚词应该遵循语言

的经济性和系统性原则，各个成员之间应该会有

比较明显的区别，以避免造成信息冗余，同时各个

成员本身所负担的语法功能不会太多，以免造成

交际的歧义，而且虚词的虚化程度越高，词语本身

所带有的词汇意义越少，语法意义就越明显，而语

法意义的抽象程度非常高，不可能在同一个共时

层面由一个词语负担多种语法意义［１２］１０２。不过，

就汉语虚词的发展过程来看，虚词意义的虚化、语

法功能的专职化是经过一定时期语法化的结果，

而在语法化的初期，该词可能存在表义和语法功

能多样化的现象。如上古汉语中一词多义现象非

常突出，随着语言表达的精确化和精密化，很多词

实现了表义的精确化和功能的专职化。但这一过

程大多发生在中古汉语到近代汉语时期，从对中

古汉语副词的调查研究［１３］来看，副词的兼职表义

现象非常突出。如副词“颇”在中古汉语中可以

表示程度高或程度微弱，可以表示范围的总括，还

可以表示频繁多次以及疑问语气等。

就语气副词“其”而言，以上五种语气也只是

一个大致的分类，有些语气之间可能存在着界限

模糊、可此可彼或互相交叉的现象，如表示揣测判

断语气与表示决心或愿望的语气似乎都可以用

“将要”来解释，但这些语气之间又确实存在着差

异，不能等同起来。如果我们不从表达的语气上

进行区分，又该如何说明语气副词“其”的使用特

点呢？单单说“强调”，语气副词“其”的功能似乎

变得简明单一，问题是表达强调的功能显得含混。

什么是“强调”？什么情况下使用“其”表达强调

语气？同样表达强调语气，不同的副词之间是否

完全等同或者有所区别？这些问题恐怕还要从具

体语境中分析才能得出结论，所以我们不妨选取

具体语料进行详尽的分析、归纳、统计，从具体用

例出发，用具体数据说话。

二、语用分析

我们对中古八书中的语气副词“其”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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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分析，发现表示不同语气的“其”用法有所

不同，主要表现在句尾语气词使用情况不同。

“其”表示推测判断语气、反诘语气、疑问语

气及决心或愿望等时，一般都与句尾语气词配合

使用，如推测判断语气多用“乎”、“与（欤）”、

“也”、“矣”，反诘语气多用“哉”、“乎”、“邪”，疑

问语气用“也”、“哉”、“乎”，表示决心、愿望多用

“矣”，而表示命令、希望等祈使语气大多不用句

尾语气词。中古八书中凡２０１例语气副词“其”，
仅有７例出现句尾语气词，所占比例为３．５％。

在语气副词“其”出现的句子里，是否使用句

尾语气词，使用哪一个句尾语气词，这是与“其”

所表示的语气密切相关的。如“其”表示推测判

断语气，有时含有不确定的因素，因此句尾出现

“乎”、“与（欤）”等表示问句的语气词；有时主观

判断较为确定，则句尾出现“也”、“矣”等表示陈

述的语气词。

（２９）事或难知而易晓，其
獉
此之谓也

獉
。（论

衡·讲瑞，７３８）
（３０）诗云：“?兮

!

兮，凄其以风。”其
獉
此之

谓乎
獉
！（裴注，１６８）
（３１）传曰“楚则失之矣。而齐亦未为得

也”，其
獉
此之谓欤

獉
！（三国，５７７）

而当“其”表示命令希望等祈使语气时，就要

视祈使的强弱程度来定是否使用句尾语气词了：命

令语气强烈，则句尾语气词不出现；表示希望、请

求，命令的语气减弱，则会出现“哉”等语气词。

（３２）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册
曰：“咨尔魏王……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

天禄永终；君其
獉
祗顺大礼，飨兹万国，以肃承天

命。”（三国，６２）
（３３）秋八月，令曰：“……其

獉
各举所知，勿有

所遗。”（裴注，４９）
（３４）此既易试之事，又马氏巧名已定，犹忽

而不察，况幽深之才，无名之璞乎？后之君子其
獉
鉴

之哉
獉
！（裴注，８０７）
（３５）建安二十四年，立为汉中王后。章武元

年夏五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临万国。今

以后为皇后，遣使持节丞相亮授玺绶，承宗庙，母

天下，皇后其
獉
敬之哉

獉
！”（三国，９０６）

以上四例都是祈使句，但表达的命令语气程度

不一：例（３２）、（３３）是皇帝的册封、诏令，命令语气
强烈，无句尾语气词；例（３４）是希望的语气，希望后

代的君子明鉴，不具有强制性，因而使用了语气词

“哉”；例（３５）虽然也是皇帝的策令，但对象是皇
后，地位不同寻常，因此也使用了语气词“哉”。

有句尾语气词的，整个句子语气较为舒缓，配

合“其”所表示的各种语气，显得更为委婉、缓和。

对于这一现象，何乐士先生解释为：“各种语气之

间有时很难截然区分，特别是推测判断语气常或

多或少地蕴含在多种语气之中，成为‘其’的基本

用法。……这种表推测判断的基本特征使‘其’

在表达各种语气时都带有比较委婉、缓和的味

道。”［２］４０９因为《左传》中推测判断语气占一半以

上，多数与句尾语气词配合使用，所以何文将句子

语气委婉、缓和的原因归于“其”表示推测判断。

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句尾语气词发挥的作用。

那么，语气副词“其”与句尾语气词的表达功

能有何联系与区别呢？语气副词“其”属于“式

（语气）（ｍｏｏｄ）”的范畴，而句尾语气词属于“式”
下面的小类“口气”。刘丹青对语言中“式”与“口

气”的范畴表达形态进行了说明：“言语行为类别

在不少语言中由动词的形态表示（如陈述式、祈

使式等），而许多情态则常由助动词一类词汇 句

法手段表示”［１４］４７７，“由于式在意义上所辖的对象

是整个小句，因此其意义除了由动词的式形态表

示外，也常由附加在整个句子上的虚词如语气词

来表达，特别是在综合性形态不丰富的语言

中”［１４］４７９，“汉语的句末语气词可以看作表示式的

分析性虚词手段，其中少数可能与基本的式（陈

述、疑问、祈使等）有关，而大量的是表示说话人

具体态度的，因此可以认为主要是表示口气

的”［１４］４７９。

因此笔者认为，语气副词“其”是用于谓语动

词之前，表达祈使、疑问、推测等式范畴的形式手

段，而句尾语气词则有配合“其”表示委婉、缓和

等具体口气的作用。

三、继承与发展

语气副词“其”表达的五种语气早在先秦时

期就已产生，何乐士先生对《左传》中的语气副

词“其”进行过详细的统计分析，并总结出“其”

的特点：“‘其’大约有 ９５％出现在主谓之间或
谓语之前，５％在主语之前。‘其’配合上下文可
以表示推测、判断、决心、愿望、命令、劝诫、祈

使、反诘、疑问、假设等多种语气。”［２］４０９再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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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张玉金对甲骨文、金文中的“其”进行了深

入研究，认为甲骨文、金文中的“其”只有两个意

义：一是表示即将的意思，二是表示命令的语

气［１５］。可见表示命令语气的“其”由来已久，不

过早期较为少见。

就我们对中古八书中的语气副词“其”进行

的穷尽性统计来看，这些用法在先秦时期全部已

经产生，基本上继承了上古用法，不过使用比例等

产生了变化。通过与何文的统计结果进行比较，

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语气副词“其”从上古到中古

的用法变化。

（一）“其”的语气副词用法所占比例大幅减少

通过表２可以看出，语气副词“其”在书中出
现总数的所占比例明显减少，由《左传》的２３．９％
到《论衡》的１．９％，由《三国》的５．６％到《经律》
的０．１％，甚至《百喻》、《齐民》中未见一例，我们
由此可以预测“其”的语气副词用法最终将消失

殆尽。结合语气副词“其”的使用特点，笔者认

为，这可能和语料的性质有关：因为语气副词

“其”主要出现在诏令、册封、策命等公文中，所以

史书性质的《三国》及裴注中多见，而其他语料中

则少见或未见。

表２　《左传》及中古八书中语气副词“其”的比例

左传 论衡 三国 裴注 世说 高僧 百喻 经律 齐民

出现总数 ２４７０ ２１９３ ３０３９ ２８９０ ３８１ ８２８ ２４１ ２４７６ ２９７
语气副词数 ５９０① ４２ １７１ １５５ １３ １５ ０ ２ ０
所占比例 ２３．９％ １．９％ ５．６％ ５．４％ ３．４％ １．８％ ０ ０．１％ ０

　　（二）语气副词“其”由表示推测判断为主到
表示命令祈使为主

我们上文概括语气副词“其”主要表示五种

语气，与《左传》相比，这五种语气的比例发生了

较大的变化。具体情况如表３所示。

表３　《左传》与中古八书语气副词“其”的比较

文献 用例 推测判断 反诘 命令希望 疑问 决心愿望 总计

左传
数量

（百分比）

２９７
（５０．３％）

１６２
（２７．５％）

７７
（１３．１％）

４４
（７．５％）

１０
（１．７％）

５９０
（１００％）

中古

八书

数量

（百分比）

１１１
（２７．９％）

５７
（１４．３％）

２０１
（５０．５％）

２３
（５．８％）

６
（１．５％）

３９８
（１００％）

　　《左传》中语气副词“其”以表示推测判断为
主，所占比例达一半以上；其次为反诘语气，比例

占四分之一强；再次为命令、希望语气。中古八书

中命令、希望语气大大增多，已达一半以上，成为

“其”的主要用法，而推测判断语气、反诘语气同

时减少。

（三）“其”表示命令、希望等祈使语气时大

多无主语、无句尾语气词

中古八书中表示命令、希望语气的“其”多出

现在无主句中，且无句尾语气词，即“其”直接用

在谓语动词之前表示命令、希望等祈使语气。笔

者统计，这种用法的“其”一共有１３６例，占命令、

希望语气（２０１例）的比例高达 ６７．７％。而据何
乐士先生统计，《左传》中句末没有语气词且无主

语的“其”有３５例，占命令希望语气（７７例）的比
例为４５％［２］４００。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大量表示命令语气的

“其”出现在诏令、策命、册封、终制、移檄等公文中，

是帝王、君主等至高无上者对部下、军队、人民百姓

颁布的规定、法令等，主语不好补出或无需补出。

（３６）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难，其
獉
令无

出今年租赋！”（三国，２６）
（３７）其

獉
表高祖、光武陵四面百步，不得使民

耕牧樵采。（裴注，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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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何乐士先生文中总计为６２４例，为了便于比较，这里省略了何文中表假设的３４例。



这类无主句一般也无句尾语气词，命令语气

明显比有主语、有句尾语气词的句子强。试比较

下面两例。

（３８）吾疾甚，以后事属君，君其
獉
与爽辅少子。

（三国，１１４）
（３９）授曰：“今迎朝廷，至义也，又于时宜大

计也，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夫权不失机，功

在速捷，将军其
獉
图之！”绍弗能用。（裴注，１９５）

例（３８）虽也是帝王之语，但更多是希望和请
求的语气，例（３９）乃部下对将军的谏言，并不具
有强制性。当然，句尾出现语气词，整个句子的语

气就更为舒缓了。

四、小结

综上分析，中古汉语中语气副词“其”主要表

示命令、希望等祈使语气，与上古时期主要表示推

测判断语气有所不同。表示命令、希望等祈使语

气的“其”主要用于诏令、策命、册封、终制、移檄

等公文中，句子无主语，无句尾语气词，命令语气

强烈。这种用法大量出现于《三国》及裴注等史

书中，而中古其他语料如《百喻》、《经律》、《齐

民》中未见或极为少见，这可能与语料的性质有

关。我们由此可以预测，随着时代的发展，“其”

的语气副词用法最终会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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