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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话的虚词批评与近代文章学的新诠

常方舟

摘!要! 唐宋古文家有意识地在行文中凸显虚词的修辞技巧!使得虚词批评成为传统文章学理论的重要一环" 在清代
虚词阐释研究中!修辞派侧重从文气层面阐发虚词的修辞意义!其与训诂派的分化彰显治学取径的不同" 在充分认知西
学分科而治的前提下!近代文章学尝试以整体性理论思路揭示古典散文特点!将虚词的修辞因素融入语法分析!虚词不
仅是文章散文化%笔体化的重要特征!也成为#文气论$范畴的具象表征"
关键词! 虚词&!文话&!近代文章学&!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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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毛亨%孔安国用&辞'训释+诗经,中不具
有实在意义的词#也写作&词'或&语词'#凸显了
&非义训词'区别于&义训词'的特征#!

渐启古代

汉语史上实词与虚词的概念之分$ +说文解字,
释&词'谓-&词者#意内而言外也$')许慎 +(%*段
注云-&言此谓摹绘物状及发声助语之文字也$'
)许慎 +("*在古代汉语语境之中#&词'一般指涉
助语文字#直到近代才取代&字' )I/5@*的内涵#

成为兼具形式与内容%声音与意义的语言符号概
念$ 东汉郑玄训释+礼记, &何居'#创为&语助'
一词- &居#读为姬姓之姬#齐鲁之间语助也'
)%*+*#亦作&语之助'$ 在训诂学和汉语史的范
畴内#词%语助%助字%助词%助语辞%虚字等诸多专
名的能指虽是人言言殊#其所指大致与汉语虚
词

"
的范畴相当$ 对文言虚词的客观体认虽源于

传统经学阐释学#但文言虚词作为古典诗文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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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诗学和文章学理论中始
终占有一席之地$ 历代文话中的虚词批评固然有
别于传统训诂学和现代语法学的虚词研究视角#
且较之于诗话和词话仅囿于字法层面的虚词批评

也更为宏深$ 本文尝试爬梳古文文章学的虚词批
评理论#凸显文言虚词在古文之学中的修辞面向#
并从清代虚词阐释修辞派和训诂派的差异出发#
考察修辞派对虚词和文章辞气关系的阐发#继而
结合近代文章学融合修辞语法要素对虚词批评的

理论创新#揭示处置文章学传统概念范畴的现实
意义#以期凸显传统文章学整体性认知和阐释的
理论思路$

+文心雕龙"章句,为专论语助之始-&至于
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
扎句之旧体(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 据事
似闲#在用实切$')刘勰 '&)*此段文字初步揭示
了语助在文章之中以无用为用%为实义之助的基
本特点#充分肯定了文言虚词在行文中发挥的修
辞作用$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认识文言虚词的作
用#表征了古代文章学虚词批评的一次突破性发
展$ 刘知几+史通,云-&夫人枢机之发#亹亹不
穷#必有徐音足句#为其始末$ 是以伊%惟%夫%盖#
发语之端也(焉%哉%矣%兮#断句之助也$ 去之则
言语不足#加之则章句获全$' )%&**认为虚词具
有补足词句完整性的作用$ 柳宗元+复杜温夫
书,提出#文章助字用法有规律可循#故于写作至
关重要-&但见生用助字#不当律令#唯以此奉答$
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
决辞也$ 今生则一之'))$#*#明确标举助字使用
关乎文章技法#并按照语气将助字划分为疑辞和
决辞两类$ 与唐代出现的零散虚词批评材料相
比#宋人文话之中的虚词批评不仅篇幅剧增#并且
由于同时语言学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其在相关批
评理论方面的触角亦更为深入$ 南宋郑樵云-
&凡语辞#惟哉%乎%兮%於%只%乃有义#他并假借$
以语辞之类#虚言难象#故因音而借焉')''%*#明
确将虚词视为调节文章音节的手段#为此后将虚
词与文章音节乃至文气概念相联系的文论作了铺

垫$ 可以说#在早期训诂学和文章论的基础上#唐
宋古文运动为虚词在文章中的技巧性运用提供了

丰富的范式和鲜活的用例#对虚词的关注和体认
正是在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成立期得到凸显$

一" 唐宋文章学的虚词批评

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韩柳对虚词在古文

创作中的运用已有相当的自觉意识$ 韩愈+祭十
二郎文,连用三&邪'字%三&乎'字%四&也'字%七
&矣'字#+画记,连用数十&者'字#+贺册尊号表,
连用八次 &之谓'#其 +南山诗,连用五十多个
&或'&或如'和&又如'#其诗文创作皆体现出炫
技式虚词使用的自觉$ 韩文叠用虚词的现象又曾
为后世如南宋陈骙+文则,等多种文话反复指陈
和强调#由自觉的创作技巧演化为相对成熟的理
论总结$ 由于虚词技巧被视为古文修辞的题中应
有之义#韩诗的虚词迭用也成为造就韩愈以文为
诗这一定评的重要原因$ 唐宋时期的诗歌创作出
现了大量以虚词入诗的实践#罗大经+鹤林玉露,
&诗用助语'条云-&诗用助语#字贵妥帖$ 如杜少
陵云-.古人称逝矣#吾道卜终焉$/又云-.去矣英
雄事#荒哉割据心$/山谷云-.且然聊尔耳#得也
自知之$/韩子苍云-.曲槛以南青嶂合#高堂其上
白云深$/皆浑然帖妥')罗大经 %&(*$ 钱锺书曾
指出诗用助语的现象#在唐代五言诗尤为特出-
&五言则唐以前#斯体不多'#而从其胪列的唐前
诗赋杂体歌行来看#诗中语助多半仅仅集中在
&而'&之' &哉'等数字$ 他以王安石诗为例#指
出以虚词入诗是韩愈和王安石打通诗文界限的重

要方法之一-&荆公五七古善用语助#有以文为
诗%浑灏古茂之致#此祕尤得昌黎之传' )钱锺书
*$!+#*$ 明代李东阳说-&诗用实字易#用虚字
难$ 盛唐人善用虚#其开合呼唤%悠扬委曲#皆在
于此$')+*虚词入诗%诗用助语#实际上是将散文
习用的一种句法或字法引入到篇幅有限的诗歌之

中#从而塑造了特殊的文学景观#遂打开了以文为
诗%破体为新的一条通路$ 不过#历代诗话虽不乏
虚词入诗的零星批评材料#但往往拘于字法#且远
不及文话之盛#这与诗歌篇幅所限难以施展有关#
也与虚词更偏重句法功能结构有关$ 前揭柳宗元
+复杜温夫书,对后世亦影响深远#开启后人论文
专讲助字之风气#如洪迈谓助字之开合变化难以
言喻#&使人之意飞动#此难以为温夫辈言也'
)&+*#元人胡长孺为卢以纬+语助,作序#也首引
柳书为证$#

至于柳文#虽不似韩文反复叠用虚
词#其虚词之用亦属意匠经营#确有心得#楼昉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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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严厚舆论师道
书,二书之助辞虚字&过接斡旋%千转万化' )+过
庭录, &(&*$

以韩柳为代表的唐代古文家对虚词的运用规

律总体仍处于欲道还休的状态#而建立在对唐代
古文运动及其创作容受的基础上#宋代尤其是南
宋文学批评家明确将虚字批评建构为古代文章学

理论的重要一环#通过对文中虚词的增删改订而
获得&牵一机而动全身'的行文效果#不少都传为
文坛佳话$ &+昼锦堂记,成#已送韩公矣$ 继而
又取去#云欲重定$ 其重定本初无大改易#唯于首
二句各增一而字耳$ +岘山亭记,一置兹山之上#
一沉汉水之渊#初云一置兹山#一沉汉水#因章子
厚言而增改焉' )严元照 &+#*#两者都成为欧文
勇于猛改的典型范例$ 欧阳修为韩琦作+相州昼
锦堂记,#初作&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后改
作&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添两&而'字#
较之原文增添了&文义尤畅'的表达效果#此事经
过最早载于范公偁+过庭录,$

中#其后经久传诵
不衰#清人+宋稗类钞, +退庵论文,皆辗转辑录$
章惇分别以&壮士斟酒之体'和&美人斟酒之体'
形容+岘山亭记,一文修改前后#足见虚词对古文
音乐性和形式美的造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又如王銍+默记,卷下记载-&熙宁初#欧公作史照
+岘山亭记,#以示章子厚$ 子厚读至.元凯铭功
于二石#一置兹山#一投汉水/#曰-.一置兹山#一
投汉水/亦可#然终是突兀$ 惇欲改曰-.一置兹
山之上#一投汉水之渊/为中节$ 文忠公喜而用
之$')王銍 &)*增补&之上'&之渊'后#语句音节
有所延展#文气亦复逡巡绕梁#较之原文既平添几
分婉约风韵#也与欧阳修的一贯文风更为契合$
虚词的使用习惯直接影响了作者的散文风格#欧
文常有纡徐委曲之态#及其所获&六一风神'的定
评#与其善用虚词有着不言而喻的关联-&永叔情
致纡徐#故虚字多')蒋湘南 %'(*$

随着文言虚词在文章的篇章%句式%语汇层面
发挥的修辞性效用日益凸显#南宋出现大量文章
学专书及深入阐发文言虚词在篇章句法层面的修

辞功能的撰述$ 唐宋时期文本于经的思想深入人
心#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成为文学创作和批评鉴
识的典范性文本#批评家的论述对象亦由唐宋古
文扩展至更为宽泛的散文系统#虚词使用典范化
的时间节点不断前移#更有以唐宋古文为津梁而

上溯先秦两汉散文之势$ 陈骙+文则,云-&文有
助辞#犹礼之有傧#乐之有相也$ 礼无傧则不行#
乐无相则不谐#文无助则不顺$' )%&"*此书大量
引据+礼记,+论语,+孟子,+左传,经典中频用助
辞句#从文章修辞的角度细致阐发虚词的意义和
作用#如其标举+礼记"檀弓, &美哉奂焉'%+论
语,&富哉言乎'等四字句#谓&助辞半之#不如是#
文不健也')%&"*#通过对经文原典的征引来证成
虚词批评的重要性$

南宋楼昉+崇古文诀,评李斯+上秦皇逐客
书,云-&此先秦古书也$ 中间两三节#一反一覆#
一起一伏#略加转换数个字#而精神愈出#意思愈
明#无限曲折变态#谁谓文章之妙不在虚字助词
乎3')+崇古文诀, &*%*秦汉文章固然奠定了文
言语法的基本轨范#成为古文写作的取法章式#但
唐宋时期毋庸置疑是虚词技巧闪现成为文章学理

论焦点的关键节点$ 不仅文言虚词在唐宋诗文中
得到有意识的广泛运用#也正是从唐宋时期开始#
着眼于虚词技巧的文章学批评渐入佳境#虚词批
评理论的迭进也有助于从侧面印证中国古代文章

学成立和发展的时间断限$ 此一时期#通过对虚
词的调整而改变行文表达效果的例子不再囿于古

文#而是延伸至时文领域$ 吴曾+能改斋漫录,记
载范镇与宋祁同赋+长啸却边骑,#范镇&破题云
.制动以静#善胜不争/'#宋祁虽自认不敌#仍然
提出改进意见-&公赋甚善#更当添以二.者/字#
蜀公从其说#故谓之制动者以静#善胜者不争'
)吴曾 '&$*$ 添二&者'字后#通过调整句中停
顿#使得节奏铿锵而更有力度$ 因此虚词不仅在
唐宋文章学的批评语境中独擅胜场#亦适用于时
文创作与批评领域#这也为其之后招致的指摘和
引发的反思埋下了伏笔$

擅用虚词成为唐宋古文创作的特点和文章学

理论的重点#这部分归功于对古代汉语语法规律
认知的深化$ 宋代多种笔记明确提出了&实字'
&虚字'等术语#&

丰富和完善了以训诂学为本的

传统语义学框架#并为以虚词为切入点的文章学
批评的展开奠定了基础条件$ 陈骙+文则,论及
语助修辞的部分后来悉数为明代朱荃宰+文通,
所纂辑#而它所采用的&列条目%排例证的方式实
为汉语 .词例式/ 虚词研究的滥觞' )孙良明
"$(*$ 以陈骙+文则,%陈绎曾+文说,%朱荃宰+文
通,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传统文话虚词批评#既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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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了虚词的修辞作用#又证以大量经典文字对虚
词使用规律进行类推#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到虚词
由经典训释词例累积而创生意义的原始训诂学语

境#融合修辞作用与训诂类比为一体$ 现存最早
的古汉语虚词研究专著为元代卢以纬+语助,一
书#书序云&是编也#匪语助之与明#乃文法之与
授')助语辞集注 %)'*#点明助词是关涉文法)即
作文方法*的一大枢纽#并用字词训释%句中位
置%表达效果%经典举例等分析路数辨析常见助词
的使用规律#虽有语焉不详处#如释&初'&始'&先
是'三者-&意则同#但随文势用之')卢以纬 ++*#
也反映出文言虚词理论认知的深入对着眼于修辞

效用的文章学理论产生的积极影响$
伴随唐宋古文的大量创作实践#作为修辞技

巧之一的虚词运用也引发了不少负面反弹议论$
如南宋费袞+梁溪漫志,将虚词泛滥视作流行一
时的文病-&文中字用语助太多#或令文气卑弱$
典谟训诰之文#其末句初无.耶/ .欤/ .者/ .也/
之辞#而浑浑灏灏噩噩#列于六经$ 然后之文人多
因难以见巧' )费袞 *'*$ 金人王若虚+文辨,四
卷纵论唐宋古文名家诸作#对各家虚词用法亦有
严格分说$ 其论欧阳修文云-&+五代史论,曲折
大过#往往支离蹉跌#或至涣散而不收$ 助词虚
字#亦多不惬$ 如+吴越世家论,尤甚也')王若虚
%%&&*#认为欧文过度信用虚词#反有损于六一风
神$ 即便于其推赏备至的苏轼文亦有说焉-&东
坡用.矣/字有不妥者' )王若虚 %%&**$ 其复引
+超然台记,+大悲阁记,+韩文公庙碑,句#谓&此
三.矣/字皆不安#明者自见#盖难言也' )王若虚
%%&**$ 此虽为一家之见#文气脉络和语感节奏
也往往难以言喻#却如实反映了对唐宋古文以虚
词为修辞技巧的范式反拨$

祝允明响应明代复古文学思潮#否定唐宋古
文#即力陈滥用虚词%以至枯瘦一项-&正言曲证#
前引后申#所引不过举业之书#所申不过举业之
义#实义无几#助词累倍$ .乎/% .而/ 亹亹#
.之/%.也/纷纷#皆滥觞于韩氏#而极乎宋家四氏
之习也')祝允明 *')*#将虚词泛滥的矛头对准
唐宋古文$ 同时#由于虚词的使用技巧被引入时
文写作#极易引发消极后果$ 明清举子为另辟蹊
径#或从题中虚字入手破题#剑走偏锋#如刘熙载
+艺概"经义概,云-&题有题眼#文有文眼$ 题眼
或在题中实字%或在虚字%或在无字处(文眼即文

之注意实字%虚字%无字处是也' )刘熙载 (&$*#
+缙山书院文话,亦谓-&文之奇妙在虚字#不在实
字')孙万春 *#%'*$ 和虚词入诗制造以文为诗
这一观感路径颇为相似的是#时文对虚词技巧的
推崇和运用#是在以古文为时文的实践中逐渐生
发的#这从侧面再次确证了虚词与古文创作之间
的密切关系$ 清人严元照+与汪汉郊书二,曾举
&逸马杀犬于道'为例#'

指出为避免时文习气而

刻意削减助字数量的做法#反于古文创作有所滞
碍$ 可见#虚词在明清时文中的浮泛运用导致的
消极影响颇为严重#甚至倒逼古文作者有意减少
虚词以示与时文创作的区隔$

二" 清代虚词阐释的修辞派与文气论

尽管虚词的文章学批评理论在唐宋时期发展

迅速#虚词阐释研究仍然受制于训诂学的整体发
展水平$ 随着古汉语语法体系渐趋成熟#清代虚
词研究蔚为大观#虚词研究专著不断涌现#如张文
炳+虚字注释,%丁守存+四书虚字讲义,%吕坚+虚
字浅说,%谢鼎卿+虚字阐义,等等#而其中影响最
大的当属刘淇+助字辨略,和王引之+经传释词,
两书#通过将虚词从具体作品的语境中抽绎出来#
归纳一般语法规律#代表了清代汉学在考据和训
诂方面取得的成就和高度$ 古汉语研究者曾将文
言虚词的研究著作划分为训诂派和修辞派-&卢
以纬的+语助,和清代袁仁林的+虚字说,属于修
辞派(刘淇的+助字辨略,和王引之的+经传释词,
属于训诂派$' )何九盈 ")#*这一分类标准主要
是基于虚词词例的生成类比方式#修辞派着眼于
虚词的修辞功能#而训诂派渊源于传统语文学的
治学方法$

如前所述#元代卢以纬+语助,作为最早的虚
词研究专著#实兼有修辞派和训诂派的立场$ 一
方面#以刘淇+助字辨略,%王引之+经传释词,为
代表的清代虚词研究训诂派#客观上侧重揭示虚
词在上下文的搭配规律#昭示文言语法典范#不太
关注行文的修辞效果#所论虚词皆建立在训释词
例的基础上#成为训诂派的嫡传$ 另一方面#以作
文修辞为最终目的尤其是遵循辞气探究虚词使用

和搭配的研究路数#与训诂派相对者为修辞派#因
考据未精#其在汉语史上的影响远不及训诂派之
盛$ 清代虚词研究修辞派尤其侧重于阐发虚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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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的辞气#与训诂派的理论分歧也趋于明显- 训
诂派&重视虚词词义的考证'#修辞派&注重考查
虚词的运用及语气神情')王莹 %&&*$

刊行于清康熙四十九年)%+%# 年*的袁仁林
+虚字说,即为清代虚词阐释修辞派的代表$ +虚
字说,序云-&圣贤垂训#学士摛辞#事理多端#语
言百出$ 凡其句中所用虚字#皆以讬精神#而传语
气者$ 通其实虚#容不审乎3')%%*#开宗明义#阐
发从语气角度切入分析虚词的基本立场$ 袁仁林
结合虚词不具有实际语义的判断#提出&气即义'
的观点-&虚字诚无义矣#独不有气之可言乎3 吾
谓气即其义耳')%%*#他之所谓&气'#渊源于韩愈
&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的文气论
)孙良明 &#(*$ +虚字说,全书共阐释一百多个
文言虚词#大都遵循经由文气以求得文义的阐释
方法$ 其通行撰述体例为#从文气的角度对一组
相近的虚词进行以类相从的汇辑#再一一辨析虚
词传达的语气#务求析出其间锱铢毫末的异同-
&句尾如.嗟乎/.嗟夫/.善乎/.善夫/之类#所争
似属毫芒$ 然试取相较#.乎/之气空洞无著#悠
长圆满#能写我意之无穷(.夫/之气回翔虚指#轻
清平缓#能写我意之盘旋')袁仁林 "*#紧扣文气
加以申发$ 又比如分说&乎'&与' &耶'等三字差
别时#亦由气之一字入手- &论其分界不同处#
.乎/字气足#.与/字气嫩#.耶/字气更柔婉')袁
仁林 '"!''*#若此之类#都是遵循气的不同属
性和意义来分辨虚词用法$ 较之原先相对抽象的
文气论#这些辨析具体而微#虽然不乏主观臆断的
成分#但都是从辞气出发#落实在行文的语气和口
气$ 据此#袁氏进而提出依托虚字的古文声情说-
&虚字者#所以传其声#声传而情见焉' )%")*#直
接挑明虚词技巧和古文音节之间的关系#奠定了
清代虚词阐释修辞派的重要理论根基$

虚词阐释训诂派与修辞派的分化与清代学术

史上的汉宋之争也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 清代汉
学和宋学在治学思想方面的分歧影响深远#波及
亦广$ 从经典的诠释方式来看#汉学擅义诂而宋
学究义理#明训诂与审辞气遂成为研判文献%解经
诠经的两种区别性治学路径$ 就文统和学统的关
系而言#清代桐城派诸家上承唐宋韩%柳%欧%苏构
建的古文道统#在治学取向上与宋学支持者过从
甚密$(

乾嘉考据学者和桐城派古文之士始终有

着潜在的对立关系-&夫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优

衍')章太炎 &+(*$ 从清代古文文章学思想的发
展来看#从修辞或者辞气的角度阐发虚词与古文
创作关系的理论#在桐城诸家已有先行构拟的
尝试$

姚鼐虽将声音之道列为文之粗者#前于此如
刘大櫆则谓-&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
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0112盖音
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刘大櫆
&%#$*#并下论断-&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刘
大櫆 &%#$*#之后被总结为广为流传的&因声求
气'说$ 其将文气与音节要素相勾连#又曰-&文
必虚字备而后神态出#何可节损3 然枝蔓软弱#少
古人厚重之气#自是后人文渐薄处' )刘大櫆
&%%'*#遂在虚字与行文神气之间建立起直接联
系#与袁仁林+虚字说,颇有合辙之处$ 姚门四弟
子之一梅曾亮亦谓-&其能成章者#一气者也$ 欲
得其气#必求之于古人$ 周秦汉及唐宋人文#其佳
者皆成诵乃可$ 夫观书者#用目之一官而已#诵之
而入于耳#益一官矣#且出于口#成于声#而畅于
气')梅曾亮 $%*#对古文声气说又有进一步阐
发#诵读由是成为体认文气论的不二法门$ 虚词
作为调整古文音节的手段#则是勾连抽象文气和
具象辞气的枢纽$ 其时持反论者亦有之$ 盛百二
+柚堂续笔谈,云-&济州黄洸洲维祺云- 文章虚
字#夫盖%然%而之类#如弩之牙#帆之脚#户之枢#
盖所借以转动者$ 其字原有限#贪用则易複#故可
不用处则且不用' )盛百二 )"#*#谓虚字虽能使
文章流转#亦不可贪多滥用$ 又云-&古人文字以
神气为转折#不甚用虚字#如+诚意传,是也$ 宋
儒文字则好用虚字#如+补格物致知传,是也$ 看
此两章可知古今文字之别' )盛百二 )"#*#也从
侧面反映出清代宋学及古文之士与汉学之间的对

立关系$ 包世臣+石笥山房集序,云-&其小文短
章则字棘句钩#急切不能了其指归$ 其要领在乎
节助字$ 盖多借助字#意与词适#以熟易滑#节之
则词生意窈' )钱仲联 &)"&*#可以见出#通过节
用助词追求行文拗折的表达效果#在古文修辞学
原是另辟蹊径%剑走偏锋的做法$

按照训诂和修辞划分虚词阐释的研究范式#
在当时亦非畛域严明$ 主张汉宋调和的阮元为王
引之+经传释词,作序云-&高邮王氏乔梓#贯通经
训#兼及词气' )阮元 %*#称赞其在通达训诂之
余#同时能够考虑到文章辞气的问题#因此对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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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更为全面#是平衡训诂与修辞因素的表述$
李调元谓-&训诂之文#非词章之学也$ 而深于训
诂者#词章亦不外是焉' )李调元#卷四 (%"*#也
是主张训诂与词章并重的持平之论$ 刘师培+论
文杂记,曰-&近世巨儒#如高邮王氏#确山刘氏#
于小学之中#发明词气学#因字类而兼及文法#则
中国古代亦明助词%联词%副词之用矣$' )$&)"*
他指出刘淇+助字辨略,和王引之+经传释词,都
是兼字类与词气而论#故可通之于西方语法学$
细绎两书#确也不乏经由辞气&参臆解'的词例#
章太炎亦曾指出+经传释词,多有仅凭文气妄下
臆断处$ 不过#由于这些虚词阐释著述往往仅充
当工具书的角色#其用法全在读者自择自取而已#
如近人叶德辉为+助字辨略,撰序#谓其&本为考
据家之作#而实足为词章家笔削之资')刘淇 )*#
即把该书重心由训诂学和文字学拨向偏于修辞的

文章学)词章学*#视其用者而定的取向也正与
&诗无达诂'的诗学命题相通#在训诂不足以确证
的情况下借助文章学的阐释循环返求大意#与经
由完整辞气锁定句中虚词意义的逻辑一致$

三" 近代文章学的虚词论! 修辞语法因素
的融合

!!伴随西方语言学的传入和比较语言学的产
生#虚词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规律和作用#在不
同语言文字的彼此参照中得到了更为&科学'的
分梳#传统语文学内容的革新主要体现在初步判
分虚词的语法规律和修辞作用#即划定语法和修
辞的界限$ 近代文章学是我国文章学思想的转型
期#此时产生的文章学思想#既有传统文章学资源
的丰沛滋养#又面临西学东渐新思潮的挑战#具有
典型的过渡时代学术思想特征$ 就知识构成而
言#近代文章学受传统文章学学术形态的影响#往
往基于涵盖语言学%文学乃至哲学等&大文学'综
合性框架展开#包孕广泛$ 面对西学分而治之的
特点#近代文章学多以整体性的理论思路把握民
族文学的固有属性#对虚词在古典文章中的功能
性探讨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重温这一理论尤能洞
见中西文化思维的优长与局限#以经验感物%综合
连类%互文隐喻为特点的整体性认识论和阐释学#
适足以反击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元标准和差

异崇拜#甚至消解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碎片解构

和无尽循环$
晚清民初的国粹派文章学思想大多与桐城

派%湘乡派关系匪浅#其对虚词作用的阐发基本没
有脱离清代虚词阐释修辞派观点的范围$ 如林纾
+春觉斋论文,&用字四法'末两则专就&决辞'之
&矣'&也'用法而发#分别以+汉书,与+史记,为
例#详细分析&矣' &也'在上下文中所起的作用#
至有微言大义的妙处$ 他指出#+刘敬叔孙通传,
&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贵也/'一句中
的&也'字#是&以英雄作伧父语气')林纾 *&'(*#
如此贴近人物口气#方有活灵活现之效#由此得出
结论-&留心古文者#断不能将虚字略过' )林纾
*&'(*$ 王葆心+古文辞通义,援引邵博+邵氏闻
见后录, &文用助字#柳子厚论当否#不论重复'
)邵博 *(*的观点#进而提出&助字以传达其神
气#灵变其文心' )王葆心 +(+$*#也是承续清代
修辞派的见解#认为古文神气之妙尽系于虚词一
途#对袁仁林+虚字说,亦有重点阐发$

在语法学东渐的刺激下#中国近代第一部用
现代语言学理论系统研究古代汉语语法的专著

+马氏文通,应运而生$ +马氏文通,序云-&凡字
无义理可解#而惟用以助辞气之不足者#曰虚
字$')马建忠 "*在作者看来#助字是汉语特有的
属性-&助字者#华文所独#所以济夫动字不变之
穷')&%'*$ 该书亦单独辟出助字卷#将助字界定
为&凡用以结煞实字与句读者')&%'*$ 而从马建
忠对助字的读解来看#书中的大部分观点与清初
修辞派袁仁林+虚字说,一脉相承#)

按照助字传

达的语气划分词类$ +马氏文通,对助字与语气
关系的强调#且在论述中并不严格区分语气%辞
气%口气三者等特点#日后也成为其被指摘为臆断
且&不科学'的重要理由之一$+,3

尽管清代考据派

在文字学方面成就斐然#马建忠从文章写作的角
度深诋汉学者行文误用虚字实字#未明字法根本-
&读王怀祖%段茂堂诸书#虚实诸字#先后错用#自
无定例#读者无所适从$ 今以诸有解者为实字#无
解者为虚字#是为字法之大宗$' )"*这部曾招致
&忆了千千万%恨了千千万'讥评的专著#以拉丁
语系框架条理文言文材料#抉发出许多新议题#在
虚词问题上#其以修辞为文法的倾向在此后数十
年间持续引发争议$

尽管+马氏文通,以助字为汉语所独有的结
论不久就被比较语言学的实证研究结果所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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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虚词与古典散文的关系曾引起当时语言学界广

泛的关注$ 并且#伴随近代语言学的迅速发展#根
据中国语文的特殊性质建立本国修辞语法体系的

呼声也随之高涨#如 %$') 年陈望道主持的文法革
新讨论核心议题即在于此$ 尽管有学者主张修辞
语法之学的研究对象应同时兼容古典与现代文

学#+,-
但在语文学的实际应用中#对文言文和白话

文对象分而论之的做法显然更具有现实的可操作

性#也更合乎学理$ 围绕文言虚词与修辞面向展
开的传统文章学思想经历了科学化%系统化的知
识去魅#褪去了感性经验和光环#转向更能确证实
存联系的理论选择$ 具体到虚词阐释#修辞派对
虚词意义近乎直觉的演绎和诠释#逐渐转向须由
个别例证导引出一般规律的归纳逻辑$ 基于现代
语言学理论产生的新文言修辞学对清代修辞派和

近代国粹派文章学思想皆有相当程度的吸收和化

用#而对以虚词为媒介的&文气论'的重新诠释即
是这一理论思路具象化的呈现$

与传统古代文章学思想有所不同的是#近代
文章学并非一味固守&大文学'综合性立场#而经
历了一个先分后合的过程#是在知识分科的认知
基础上返求和合$ 近人杨树达曾云-&余尝谓训
诂之学#明义诂为首要矣#而尤贵乎审辞气$')杨
树达#+积微居, "$+*其+词诠,之作#仿照+经传
释词,著述体例#秉承&训诂治其实#文法求其虚'
的原则)+词诠, (*#注意将传统语文学训诂方法
和现代语言学文法加以区别$ 而在处理文言文对
象时#其所著+汉文文言修辞学, &增益'条#曾引
及欧阳修+昼锦堂记,增补虚词例#谓添两&而'字
后#&.仕宦/ .富贵/语意加重#全文意思加多'
)+汉文, '"*$ 两相比较可知#+词诠,是虚词训
释的训诂学工具书#兼示文法规范#而+汉文文言
修辞学,虽亦区分词类#其著述纲领则以追求修
辞效果为要津#二者同是畅论虚词#前者以训诂义
解为纲#后者以文辞之美为目#明确体现了将语法
与修辞分立的意图-&语言之构造#无中外大都一
致#故其词品不能尽与他族殊异#治文法者乃不能
不因$ 若夫修辞之事#乃欲冀文辞之美#与治文法
惟求达者殊科' )+积微居, "$**$ 在他看来#中
外文法虽可以类推#但各语种的修辞方法皆具自
身民族特色#未可盲目求同$

正是在这样的逻辑先导之下#虚词在古文修
辞学中发挥的功能性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梳理和

凸显#并体现在对&文气论'内涵和外延的更新之
中$ 作为传统文章学的重要范畴#文气论的源头
可以追溯到+论语, &出辞气#斯远鄙倍矣' )杨伯
峻 +$*中的具象辞气#在文论思想的漫长发展过
程中逐渐被提炼并演化为抽象玄虚的宇宙因

素$+,.
类似文气论这般由形而下的指涉对象转为

形而上的精神要素是古代文论范畴演变的常见路

径#前述桐城派诸家如刘大櫆%姚鼐等亦以精粗之
义划分文气论的上下乘#亦与此间暗含的等级观
念一致$

然而#文气之缥缈玄远使得文气论除讽诵方
法外几于无迹可寻$ 基于对科学系统的文章教授
法和研究法的时代热望#文气论遂又回向形而下
的畛域#而虚词正是在近代文章学和现代修辞学
之间起到联结作用的关键所在$ 近人何家昇+古
文法纲要"炼气第八,谓-&若专弄虚字#而无真
气以振拔其间#则恐又如病夫之对客#辍息待续#
其有不令人厌倦者几希')何家昇#中编*#点明虚
词和文气之间的关联$ 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进而催
化了虚词和文气论的学理性联系$ 郭绍虞指出#
&文气论'主要是针对非韵文而言#因文气能够替
代声律发挥作用#而骈文本有严格的声律要求#因
而毋需文气为之周转-&古文家之好论文气#也不
外利用语势之浩瀚流利#以自然的音调见长而
已')%"%*$ 徐复观也认为文气范畴对古文而言
较之骈文尤为重要-&古文家为矫骈文的藻饰太
过#势必以声调的变化#代替色泽的华美$ 于是气
的艺术性#对古文家而言#较骈文家更为重要$ 加
以气之行于散文中者#较之行于骈文中者#实容易
而显著' )'%#*$ 而虚词则是实现古文文气贯通
的具体落脚点-&助词的作用不仅可以帮助复音
语词的增减#同时更可帮助复音语词的变化')郭
绍虞 )(*#尤其是&分用重言#使音节舒长')$(*$
他指出#虚词在音律节奏方面的修辞作用越出了
遵循语法规律的层面-&中国语言随语急语缓的
分别而有助声之辞#只在音节上有足句的作用#不
在语法上有意义的作用$ 易言之#只表现语句之
神态#而不表现语句之意义$' )郭绍虞 %#"*因
此#虚词成为古文文气的重要载体和表征$ 如此
一来#神而明之的&文气论'也有了颇为实在的归
宿$ 他以明代唐宋派的古文创作为例#反复申说
虚词在古文修辞方面所起的枢纽作用-&唐宋派
之学秦汉文则不然#先从唐宋文入手#善于运用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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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所以觉得丰神摇曳能表达语言的神态$ 又善
于运用连词#所以对于起伏照应开阖顺逆种种变
化也能在文章中表现出来')郭绍虞 "'%*$ 从语
法上把握虚词的用法固然有其必要性#但虚词承
载的修辞功能才是文章关键所系#是读解古典文
章的枢机所在$ 就文言虚词而言#其修辞和语法
要素实为密不可分#既要考虑语词搭配的横向组
合关系#也要把握修辞联想的纵向聚合关系$

&文气论'是古文文章学的枢纽性范畴$ 朱
自清曾指出#韩愈&力求以散行的句子换去排偶
的句子#句逗总弄得参参差差的$ 但他有他标准#
那就是.气/')+%&*$ 范宁也指出#古文运动是文
章&笔化'的经过#而以风骨和性情为内涵的文气
范畴的产生和笔体的兴起几乎在同一时期#因此
古文和文气始终相辅相成$+,/

尽皆主张文气范畴

为古文所特有#乃古文精神之所系$ 刘师培曾谓-
&文之音节本由文气而生#与调平仄讲对仗无关$
有作汉魏之文而音节甚佳#亦有作以下之四六文
而不能成诵者#要皆以文气疏朗与否为判$')+汉
魏六朝专家文研究, $(+&*他反对把&文气论'仅
视为古文的专属范畴#出于一力为骈文张目的初
衷#这一驳论恰从反面印证了时人对&文气论'和
古文密不可分的共识$ 因此#从虚词的角度解读
和把握&文气论'#不啻是打开古文批评和鉴赏门
户的一把钥匙$ 只有通过修辞和文法因素的融
合#才能完整揭示虚词在古文创作和批评当中的
特殊作用$

可以说#+马氏文通, &以修辞为文法'#是造
成该书启发性远超现实操作性的根本原因#其对
虚词的大肆阐发也不例外$ 近代文章学吸收了清
代修辞派和国粹派文章学思想#适当借鉴现代语
言学框架#通过对&文气论'的科学化追索还原虚
词在古文中的修辞作用#尝试弥缝中西新旧文学
思想的罅隙#揭示了古典散文的固有特性$ 这不
仅是郭绍虞之所以提出中国古代&有文字学而无
语言学#有修辞学%训诂学而无语法学' )郭绍虞
%)'*这一论断#并坚持主张将修辞因素融入汉语
语法分析之中的原因所在#揭示了民族思维的认
知和阐释特点#也是抉发古代文章学的现实意义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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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1(04(&0%2+>-EG:2JG:7- EG:2JG:7CG72464C;:667.6
P9>;76G72JZ/964# "##$-2

柳宗元- +柳宗元集, )第三册*$ 北京- 中华书局#%$+$

年$ !
0O79# _/2J<9:2-G(99"71"6 I(0S'();45 (̂$&>5%$-=/;-'-

Y47\72J- _G/2JG9:Y//K C/0A:2<# %$+$-2
楼昉-&崇古文诀'#+历代文话,第一册#王水照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年$ &(+!(%#$
0O/9# :̂2J-&V664237:;63/C;:667.:;P5/64-' E"-%0S'($ 1+"

=''%>()!577"''4#"C>$%'14"'< =/;-%- V@- M:2J
EG97RG:/-EG:2JG:7- 9̂@:2 T27L45673<P5466# "##+-
&(+ (%#-2

!!!-&过庭录'#+历代文话,第一册#王水照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年$ &(%!(*$
0 -&U4./5@6/FC/953<:5@-' E"-%0S'($ 1+"=''%>()

!577"''4#"C>$%'14"'<=/;-%-V@-M:2JEG97RG:/-
EG:2JG:7- 9̂@:2 T27L45673<P5466# "##+-&(% (*-2

卢以纬- +助语辞集注,#王克仲集注$ 北京- 中华书局#
%$)) 年$

0O9# [7I47-V%04(05- () 9̂2.37/2 M/5@6-V@-M:2J
a4RG/2J-Y47\72J- _G/2JG9:Y//K C/0A:2<# %$))-2

罗大经- +鹤林玉露,$ 北京- 中华书局#%$)' 年$
0O9/# H:\72J-*+"C"?()U%6"4$ 1+"R(0"'1()G0%$"<

Y47\72J- _G/2JG9:Y//K C/0A: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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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忠- +马氏文通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年$
0S:# N7:2RG/2J-S:]6̀ 5:00:5# ?41+ F$$(1%14($'<Y47\72J-

_G/2JG9:Y//K C/0A:2<# %$))-2

梅曾亮- +柏枧山房文集,$ 台北- 华文书局#%$*$ 年$
0S47# _42J;7:2J-G(99"71"6 I(0S')0(-1+"D(5$1%4$ !1564(

()G>20"''%$6 ,%-.((<B:7A47- CG72464O:2J9:J4
Y//K6# %$*$-2

钱仲联主编- +清诗纪事,)八*$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 年$

0c7:2# _G/2J;7:2# 4@-G+0($479"()[4$& 8("10><=/;-)-
d:2\72J- N7:2J69 D2.7423Y//K6P9>;76G72JZ/964#
%$)+-2!

钱锺书- +谈艺录,$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年$

0c7:2# _G/2J6G9-3$ 1+"F01()8("10>-Y47\72J- EHQN/723
P9>;76G72JC/0A:2<# "##)-2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柳宗元资料汇编, )上册*$ 北
京- 中华书局#%$*& 年$ *&!**$

0 EG:/# Y/- & E4W94;3/!+%(Y'!7+(9%0'+42'<' G(-249"6
D%1"04%9'($ ;45 (̂$&>5%$-=/;-%-Y47\72J- _G/2JG9:
Y//K C/0A:2<# %$*&-*& **-2

盛百二- +柚堂续笔谈,$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 年$

0EG42J# Y:7]45-!"X5"91(d/346F5/03G4E39@7//FP/04;/-
B:7A47- EG72 M42 4̂2JP9>;76G72JZ/964# %$))-2

孙良明- +中国古代语法学探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年$

0 E92# O7:2J072J- =:29(0%14($' () F$74"$1 G+4$"'"
/0%--%1(9(&>-Y47\72J- BG4C/0045.7:;P5466# "##"-2

孙万春-&缙山书院文话'#+历代文话,第六册#王水照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年$ ()*'!*#'#$
0 E92# M:2.G92-& E3<;7637.d/346F5/0 3G4D.:@40</F

N726G:2-' E"-%0S'($ 1+"=''%>()!577"''4#"C>$%'14"'<
=/;-*- V@- M:2J EG97RG:/- EG:2JG:7- 9̂@:2
T27L45673<P5466# "##+-()*' *#'#-2

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历代文话,第八册#王水照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年$ +#"$!)%&&$
0M:2J# Y:/872-&C/0A54G4267L41235/@9.37/2 3/C;:667.:;

P5/64-' E"-%0S'($ 1+"=''%>()!577"''4#"C>$%'14"'<
=/;-)- V@- M:2J EG97RG:/- EG:2JG:7- 9̂@:2
T27L45673<P5466# "##+-+#"$ )%&&-2

王若虚-&文辨'#+历代文话,第二册#王水照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年$ %%&&!&*$
0M:2J# U9/89-&D2:;<676/FP5/64-' E"-%0S'($ 1+"=''%>

()!577"''4#"C>$%'14"'<=/;-"-V@-M:2JEG97RG:/-
EG:2JG:7- 9̂@:2 T27L45673<P5466# "##+-%%&& &*-2

王引之- +经传释词,$ 长沙- 岳麓书社#%$)( 年$

0M:2J# [72RG7-*+",((S()=:29"14#"'<CG:2J6G:- [94;9
P5466# %$)(-2

王莹-&古代修辞派与训诂派虚词词典释词方法研究'#
+辞书研究,*)"#%%*- %'&!&($

0M:2J# [72J-&E39@746/2 3G4E.G//;/FUG43/57.]6:2@ 3G4
E.G//;/FPG7;/;/J<]6O487./J5:AG7.:;12345A543:37/26/F
9̂2.37/2 M/5@6-' ;":47(&0%2+47%9!1564"'* ) "#%% *-

%'& &(-2
王銍- +默记,$ 北京- 中华书局#%$)% 年$
0M:2J# _G7-E"7(06'4$ !49"$7"-Y47\72J- _G/2JG9:Y//K

C/0A:2<# %$)%-2

吴曾- +能改斋漫录,$ 北京- 中华书局#%$)( 年$
0M9# _42J-H(1"')0(-1+"!1564(()G(00"714($-Y47\72J-

_G/2JG9:Y//K C/0A:2<# %$)(-2
徐复观-&中国文学中的气的问题'#+徐复观全集,$ 北

京- 九州出版社#"#%& 年$ "+"!'%)$
0Q9# 9̂J9:2-&BG4C/2.4A3/F[472 CG72464O7345:3954-'

G(-29"1"I(0S'()T5 R5&5%$<Y47\72J- N79RG/9 P5466#
"#%&-"+" '%)-2

许慎- +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注$ 南京- 凤凰出版社#
"##+ 年$ +(%!("$

0Q9# EG42-=:29%4$4$& /0%2+'%$6 F$%9>̀4$& G+%0%71"0'-
V@-H9:2 [9.:7-d:2\72J- PG/4278P9>;76G72JZ/964#
"##+-+(% ("-2

严元照- +悔庵学文,#+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 册$ 上
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

0[:2# [9:2RG:/-F$$(1%1"6 ,4.94(&0%2+>)0(-1+"!1564(()
E"&0"1<FG(-249%14($ ()8("10>%$6 =''%>G(99"714($'()
1+"[4$& C>$%'1>- =/;-(#)- EG:2JG:7- EG:2JG:7
CG72464C;:667.6P9>;76G72JZ/964# "#%#-2

杨伯峻- +论语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年$
0[:2J# Y/\92-D2:;4.36/FC/2F9.796- *0%$'9%14($ ?41+

F$$(1%14($'< Y47\72J- _G/2JG9: Y//K C/0A:2<#
%$)#-2!

杨树达- +词诠,$ 北京- 中华书局#%$(& 年$
0[:2J# EG9@:-FC4714($%0>()G9%''47%9G+4$"'"Y'R5$714($

I(06'-Y47\72J- _G/2JG9:Y//K C/0A:2<# %$(&-2
!!!- +积微居小学述林,$ 北京- 中华书局#%$)' 年$
0 -8+49(9(&47%9*0"%14'"')0(-1+"!1564(()F775-59%14($<

Y47\72J- _G/2JG9:Y//K C/0A:2<# %$)'-2
!!!- +汉文文言修辞学,$ 北京- 中华书局#%$)# 年$
0 -*+"E+"1(047()G9%''47%9G+4$"'"<Y47\72J- _G/2JG9:

Y//K C/0A:2<# %$)#-2
袁仁林- +虚字说,$ 北京- 中华书局#%$)$ 年$
0[9:2# U42;72-3$ R5$714($ I(06'-Y47\72J- _G/2JG9:

Y//K C/0A:2<# %$)$-2
章太炎-&检论'#+章太炎全集,)三*$ 上海- 上海人民出

"%"""



传统文话的虚词批评与近代文章学的新诠

版社#%$)& 年$ '&$!*")$
0_G:2J# B:7<:2-&DU4L74I/FCG72464C9;3954-' G(-29"1"

I(0S'()̂ +%$& *%4>%$-=/;-'-EG:2JG:7- EG:2JG:7
P4/A;4]6P9>;76G72JZ/964# %$)&-'&$ *")-2

郑樵- +通志,#王树民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年$
0_G42J# c7:/-G(-20"+"$'4#"E"7(06'-V@-M:2JEG9072-

Y47\72J- _G/2JG9:Y//K C/0A:2<# %$$(-2
郑玄- +礼记正义,$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
0_G42J# Q9:2-G(00"71"6 A$1"020"1%14($ ()Y//K /FU7346-

Y47\72J- P4K72JT27L45673<P5466# %$$$-2
祝允明- +祝子罪知录,#+续修四库全书,第 %%"" 册$ 上

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

0_G9# [92072J-B5-.9"!7+(9%0'+42'() +̂5 W5$-4$&-
!"X5"9 1( BG4 C/0A;434 C/;;4.37/2 /F 3G4 /̂95
B54:695746-=/;-%%""- EG:2JG:7- EG:2JG:7CG72464
C;:667.6P9>;76G72JZ/964# "##"-2

朱自清- +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 上海- 上海古
籍出版社#"##$ 年$

0_G9# _7W72J-FG(99"714($ () +̂5 4̂X4$&Y'*0"%14'"'($
G9%''47%9G+4$"'";41"0%150"-=/;-"-EG:2JG:7- EG:2JG:7
CG72464C;:667.6P9>;76G72JZ/96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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