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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新瑞

國于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I 業精於勤荒於嬉，行

成於思毀於隨。才今聖賢相逢，治具畢雄。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Ij、

善者牢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l使羅剔抉，刮垢磨光。蓋布幸而獲遷，

孰云多而不揚?諸生素思不能椅，無忌有司之司已明;行忘本能成，無惡

布司之不必。」一一第一段

壹、句法分析

一、國于先生晨入太學 敏事句。「國子先生」是起詞， I晨」是時間補詞，說明述

詞「入」的時間， I大學」是處所補詞，說明到達的地方。「國于先生」是詞組

結構: I 國子」是加詞，用以表示端詞「先生」的身分。「國于」、「太學」同

是組合式合義種詞， I先生」是結合式合義種詞。

二、召諸生立館下 遞繫式設事句。「召」是述詞，召的起詞「國于先生」承上省略

, I諸生」是兼詞:臣是述詞「召」的正詞，同時又是下一述詞「立」的起詞 Q

「立」的動作是由「召」一手帶動的，這種由一述詞帶動正詞產生另一動作的句

式，叫做遞繫式。「館下」是處所補詞，說明「立」的地方。「諸生」是詞組:

「諸」是加詞， I 生」是端詞。「館下」也是詞組: I館」是加詞， I下」是端

詞。

三、誨之 敏事句。「誨」是述詞， I誨 J 之上的起詞「國于先生」承上省略， I之

」是受事補詞。說明接受教誨的對象，就是指上旬的「諸生」。

四、曰: I 業精於勤荒於嬉.......無患有司之不公。」 敏事句。「日」是述詞， I業

精於勤......無患有司之不公」是正詞。正詞是種句，依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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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業精於勤荒於嬉 表態句。「業」是主語， r精於勤荒於嬉」是謂語。「精於勤

荒於嬉」是種詞結: r精於勤」是謂語形式詞結: r精」是表詞， r於」是介詞

, r勤」是原因補詞。「荒於嬉」也是謂語形式詞結，結構同「精於勤」。

亡3行成於思毀於隨 表態句。結構同上句。

以上兩旬，也可以分成四句表態旬，即「業精於勤」、「行成於思」主謂語完全

的兩旬，以及「荒於嬉」、「毀於隨」分別省略主語「業」和「行」的兩句。分

為兩旬，語氣直貫而下，分成四旬，其中兩句領重新提示主語，雖略嫌瑣碎，但

仍然合理可說。

臼方今 「今」是時間補詞，由介詞「方」介進，它提示「聖賢相逢......無患有司

之不公」的時間，所以它不是屬於單獨一旬的時間補詞。

個聖賢相逢 表態句。「聖賢」是主語， r 相逢」是謂語。「聖賢」是詞聯: r里」

和「賢」都是名詞。「相逢」是謂語形式詞結: r 相」是限制詞， r逢」是述詞。

田治具畢張 表態句。「治具」是主語， r畢張」是謂語。「治具」是詞組: r治

」是加詞， r具」是端詞。「畢張」是謂語形式詞結: r畢」是限制詞， r張」

是述詞。

的拔去兇邪 設事句。「拔去」是述詞， r兇邪」是正詞。拔去的起詞是聖賢組成

的政府(朝廷) ，概括性省略。「拔去」是聯合式合義夜詞， r兇邪」是詞聯:

「兇」、「邪」都是形容詞，形容人，如果用代詞「者」字代替人，那麼「兇邪

」應寫成「兇邪者」才算完全，但因古文筆法尚簡鍊，端詞「者」字往往被省略

，因此， r 兇邪」從表面看來，是獨立的詞聯，其實它是眼端詞「者」連帶在一

塊見的。

的登崇俊頁 餃事句。「登崇」是述詞， r俊頁」是正詞。其他說明同上句。

(i\) 占小善者率以錄 鼓事句。「占小善者」是正詞，正詞提前，正詞後的起詞「朝

廷j ，概括性省略， r率」是限制詞， r錄」是述詞，連詞「以」連接限制詞與

述詞，古文限制詞與述詞之間常用「以」、「而」連接。「占小善者」是詞組:

「占小善」是加詞，說明端詞「者J 0 r 占小善」是謂語形式詞結:~占J:是述詞，

「小善」是正詞。「小善 I :是詞組: r 小」是加詞， r善」是端詞。「善」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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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形容詞，此地活用做名詞。

。I)名一藝者無不庸 鼓事句。「名一藝者」是止詞，止詞提前，止詞後之起詞「朝

廷J '概括性省略， r無」、「不」是限制詞， r庸」是述詞。「名一藝者」是

詞組: r名一藝」是加詞， r者」是端詞。「名一藝」也就是「名以一藝J '即

「以一藝而出名」的意思。「名」本是名詞，在這裡當動詞用，r以」是介詞，

省略。「一藝」是憑藉補詞，所以「名一藝」是述詞後直接加憑藉補詞構成的謂

語形式詞結。「一藝」是詞組: r 一」是加詞， r藝」是端詞。

什)爬羅 敏事句。「爬羅」是述詞，起詞「朝廷J '概括性省略，止詞是上所學之

人才，承上省略。「爬羅」是聯合式合義種詞。

的剔抉敏事句。說明同上句。

通常閱讀，習慣以語氣語勢之方便為起止，像爬羅剔抉，就念在一起，說在一起

，看成一旬，其實兩個動詞各自獨立，應有前後之分，實不能合併為一旬的結構。

的刮垢 設事句。「刮」是述詞， r垢」是止詞。起詞「朝廷」省略。

臼磨光 敏事句。「磨光」為「磨之使之光」的省略說法。「磨之」是謂語形式詞

結: r磨」是述詞， r之」是正詞，正詞省略。「使之光」也是謂語形式詞結:

「使」是致使述詞， r之」是兼詞:是「使」的止詞，又是謂語「光」的主詞。

以上兩詞結各以部分省略之後，前一詞結的述詞「磨」與後一詞結的誦語「光」

便緊密的連在一起而成一結合式合義種詞當述詞用，起詞「朝廷J '止詞「人才

」都省略。

國蓋有幸而獲選 有無句。「蓋」是限制詞， r有」是述詞， r幸而獲選」是正詞

。「幸而獲選」是種詞結: r幸」是謂語形式詞結， r幸」是謂語，主語「人」

省略。「獲選」也是謂語形詞結: r獲」是述詞， r選」是止詞。前後兩詞結用

連詞「而」連接。

由孰云多而不揚 敏事句。[孰」是起詞， r云」是述詞， r多而不揚」是I上詞。

「多而不揚」是種詞結: r 多」是謂語形式詞結: r 多」是謂語，主語「才能」

省略。「不揚」是謂語形式詞結:r不」是限制詞， r揚」是述詞。前後兩詞結

也是用連詞「而」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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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諸生業患不能精 設事句。本句與前「業精於勤」句比較，語序應作「諸生唐、業

不能精」才合理恰當，其不如此，想作者有意把患字作整齊排比，都擺在句于的

第四個字位置而成「諸生業患不能精」與「諸生無患有司之不公」。這樣，r患

」字的位置雖然整齊化一了，可是句于的結構卸不合理。因此句型應作「諸生息

業不能精」為恰當。「諸生」是起詞，r患」是述詞， r業不能精」是正詞。「

業不能精」是句于形式詞結: r 業」是主語， r不能精」是謂語。「不能精」是

謂語形式詞結: r不」、「能」是限制詞， r精」是表詞。

的無患有司之不明 設事句。起詞「諸生」承上省略，r無」是限制詞， r患」是

述誨， r有司之不明」是正詞。「有司之不明」是句于形式詞結:r有司」是主

語， r 不明」是謂語，主謂語間加語助詞「之」以餒衝語氣。「有司」是結合式

合義夜詞， r 不明」是謂語形式詞結: r不」是限制詞， r 明」是表詞。

的行患不能成 餃事句。語序應作「患行不能成」。說明同偽句。

w無患有司之不公 餃事句。分析同目句。

言本鈍，布笑於?IJ者曰: r 先生欺余哉!弟于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

生口本絕吟於六蟄之丈，子本停放於百家之騙。紀事者.~、提其耍，暴言

者采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萃，恆兀兀以窮年。先

生之輩，可謂勤矣。紙排異端，才襄斥佛、是;輔芷縛竭，于長皇晶砂;尋

聾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束之，建狂湖於說倒。先生之於

儒，可謂布勞矣!此漫釀郁，合其咀莘;作為丈章，其書滿家o J:.規桃

、椒，渾渾無涯，周譜、殷壺，信~聾牙;春我謹嚴，左氏浮誇;易奇

而法，詩正而絕;下達莊、騷，太史所錯，于雲、相去世，同L異曲。先

生之於丈，可謂閑其中而肆其汁矣!少始知亭，男於敢為;長通於才，

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而公本見信於人，私本見助於友

。跟前霆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i是竄南夷。三年博士，亢本見治。

命典仇謀，取敗幾時!存放而兒，說寒，年堂而妻啼飢。頭童齒喜盔，竟元

何梓?本知慮此，而反教人為!J 一一第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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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未旺 表態句。「言」是主語， r未旺」是謂語。「未旺」是謂語形式詞結:

「未」是限制詞， r旺」是表詞。

二、有笑於列者自: r先生欺余哉.......而反教人為!J 遞繫式有無句。「有」是述

詞， r笑於列者」是兼詞:旺是前一述詞「有」的正詞，同時又是後一述詞「日

」的起詞， r 先生欺余哉.... I'l'l'而反教人為! J 是「日」的正詞。「笑於列者」是1

詞組: r笑於列」是加詞， r者」是端詞。「笑於列」是謂語形式詞結: r笑」

是述詞， r於」是介詞， r列」是處所補詞。「日」的正詞是種句，分析於後:

付先生欺余哉 設事句。「先生」是起詞， r欺」是述詞， r余」是正詞， r 哉」

是句末語助詞，表示驚歎。「先生」是結合式合義援詞。

亡3弟于事先生於茲有年矣 表態句。「弟于事先生於茲」是主語， r有年」是謂語

, r 矣」是句末語助詞，表示完結。「弟于事先生於茲」是謂語形式詞結: r弟

于」是起詞， r事」是述詞， r先生」是止詞， r於」是介詞， r茲」是時間補

詞。「有年」是謂語形式詞結: r有」是述詞， r年」是正詞。「弟于」是聯合

式合義援詞。

臼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 設事句。「先生口」是起詞， r不絕」是限制詞， r
吟」是述詞， r於」是連詞，用以餒衝語氣， r六藝之文」是正詞。「先生口」

是詞組: r先生」是加詞， r 口」是端詞。「不絕」是謂語形式詞結: r不」是

限制詞， r絕」是表詞。「六藝之文」是詞組: r六藝」是加詞， r之」是介詞

, r 文」是端詞。「六藝」也是詞組: r六」是加詞， r藝」是端詞。

個手不停按於百家之編 餃事句。起詞「手」的加詞「先生」承上省略， r百家」

是詞組: r百」是加詞， r家」是端詞。其他分析同上句。

田紀事者必提其要 設事句。「紀事者」原應與「要」字直接連在一起，作「必提

紀事者(之〉要J '但作者為了著重「紀事者」的設述，便把它提到句前，而在

被提空的位置上男加指示代詞「其」字補足空虛，一如本旬的句式。「紀事者」

旺脫離本位，便稱外位，它又是「要」的加詞，因此總稱外位加詞。「必」是限

制詞， r提」是述詞， r其要」是正詞。「紀事者」是詞組: r紀事」是加詞，、

「者」是端詞。「紀事」是謂語形式詞結: r紀」是述詞， r事」是正詞。「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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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詞組: r其」是加詞， r要」是端詞。在意義上說，外位加詞「紀事者」

是實， r其」是虛，虛稱形式加詞。這樣，一貫一虛，前後便不衝突了。本句與

後數旬之起詞「先生」都承上省略。

的寡言者必鉤其玄敏事句。分析同前句。

的貪多 敏事句。「貪」是述詞， r多」本來是形容詞，但對述詞「貪」來說，它

是貪的對象，所以是貪的正詞，就像「貪小」、「失大」的「小」、「大」一般。

(t\)務得 敏事句。「務」是限制詞， r得」是述詞。

。I)細大不捐 敏事句。「細大」是正詞提前， r 不」是限制詞， r 捐」是述詞。「

細大」是「細者大者」的省略說法，它是形容詞與形容詞並列的詞聯。

什)焚膏油 餃事句。「焚」是述詞， r膏油」是正詞。「膏油」是聯合式合義種詞。

的繼暑 設事句。「繼」是述詞， r暑」是止詞。

上句與本句語意密切，用連接詞「以」連接。

的值兀兀以窮年 表態句。主語「先生」省略， r值兀兀以窮年」是謂話。「值亢

兀以窮年」是謂語形式詞結: r值兀兀」是表詞， r以J 是「介詞J '與「於」

同。「窮年」是時間補詞，終年之意。「值兀兀」是帶詞尾f兀兀」齣衍聲援詞

「窮年」是結合式合義種詞。

由先生之業可謂勤矣 準判斷句。從意義說: r勤」字是弟于稱讚先生在學問(業

〉方面所下的功夫，而不是指先生所獲得的學問本身有「勤」的特性，因此把主

題說成「先生之業」並不妥當;又與後三句「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先生

之於文可謂閑其中而肆其外矣」、「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比較，先生與相對

待之對象間，都有「於」字介於其間，可見「先生之業」應作「先生之於業」才

合理。而本句作「先生之業」想是作者有意省略「於」字。這旬的結構:r先生

之於業」是主話， r可」是限制詞， r謂」是不完全外動詞作單繫詞用， r勤」

是謂語， r矣」是句末語助詞。「先生之於業」是句子形式詞結:r先生」是起

詞， r於」是述詞， r業」是止詞，再加語助詞「之」字，使語氣通腸。

國自丘掛異端 餃事句。本旬以下至包旬的起詞「先生」都是承上省略。「低排」是

述詞， r異端」是正詞。「值排」是聯合式合義援詞，r異端」是組合式合義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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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攘斥佛老 故事句。「攘斥」是述詞， r佛老」是止詞。「攘斥」是聯合式合義

夜詞， r佛老」是詞聯:兩個名詞並列。

偽補宜串串漏 餃事句。「補宜」是述詞， r縛漏」是正詞。「補宜」是結合式合義

誼詞， r鱷漏」是聯合式合義種詞。

的張皇幽砂 餃事句。「張皇」是述詞，幽砂」是正詞。「張皇」、「幽砂」都

是聯合式合義夜詞。

的尋墜緒之茫茫 設事句。「尋」是述詞， r墜緒之茫茫」是止詞。「墜緒之茫茫

」是詞組: r墜緒」是端詞， r之」是分詞， r茫茫」是加詞。詞組的端詞，多

數在加詞之後，但少部分在加詞之前，去日本句止詞的結構就是端詞在加詞之前。

「墜緒」是詞組: r 墜」是加詞， r緒」是端詞。「茫茫」是疊宇衍聲夜詞。

的獨旁搜 餃事句。「獨」是限制詞， r 旁」是處所補詞，又因它緊接在述詞「搜

」之前，也可看做限制詞。「搜」是述誦。

偏遠紹 故事句。「遠」是限制詞， r紹」是述詞。前此兩句的止詞，皆因儡句提

示之「儒」而省略。

「獨旁搜」、「遠紹」兩句，用連詞「而」連接。

信障百川 敏事句。「障」是述詞， r 百)11 J 是止詞。「百)11j是詞組: r百」是

加詞， r川」是端誦。

由東之 餃事句。「東」是述詞， r之」是止詞。「之」代替上句的百川。其實，

「束之J 是由致使句「使之東流」簡化來的，其過程是:先省略第一個述詞一一

致使述詞「使」字，接著「東流」往上提到「使」宇省略的位置，即成「東流之

J '第二個述詞「流」字再省略，於是原來是名詞的「東」字，便代替「流」字

地位，一變而為動詞了。這樣的變化，句式雖然簡化了，可是理解上，還是要依

復原來致使句式的含意一一一使它(百JII) 往東流去，較通順明腸。

但古姐狂瀾於儷倒 敏事句。「姐」是述詞， r狂瀾於臨倒」是止詞。王引之經傳釋

詞: r於'猶之也;之猶於也，互丈耳。」本句的「於」字，解為「之」字較妥

。「狂瀾於旺倒」也就是「旺倒之狂湖J 0 因此， r狂瀾」是端詞， r於」是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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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臨倒」是加詞， r 姐狂瀾於臨倒」是詞組。「狂瀾」是詞組: r狂」是加詞

, r瀾」是端詞。「臨倒」是謂語形式詞結: r旺」是限制詞， r倒」是述詞。

國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 準判斷句。「先生之於儒」是主語， r可」是限制詞，

「謂」是準繫詞， r有勞」是謂語， r矣」是句末語助詞。「有勞」是謂語形式

詞結: r有」是述詞， r勞」是止詞。其他參見白句。

魯吉沈漫釀郁 敏事句。「沈浸」是述詞， r釀郁」是處所補詞。「沈浸J 、「釀郁

」都是聯合式合義援詞。

局含英設事句。「含」是述詞， r英」是止詞。

但3咀華餃事句。「咀」是述詞， r華」是止詞。

開作為文章 餃事句。「作為」是述詞， r文章」是止詞。「作為」、「文章」都

是聯合式合義援詞。

聞其書滿家 表態句。「其書」是主語， r滿家」是謂語。「其書」是詞組 :T 其

」是加詞， r書」是端詞。「滿家」是謂語形式詞結: r滿」是表詞， r家」是

處所補詞。

開上規姚、似渾渾無涯，周話殷盤估屈聲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

正而由 敏事句。「上」是時間副詞， r規J 是述詞， r 姚似......詩正而由」是

止詞。止詞是被詞組:共有六個詞組。分析於下:

CD r 姚似渾渾無涯」是詞組: r姚似」是端詞， r渾渾無直」是加詞。語序可變

為「渾渾無涯(之〉姚似 J 0 r 姚似」是詞聯， r渾渾無直」是夜詞結: r渾

渾」是謂語形式詞結: r渾渾」是謂語。「渾渾」是疊字衍聲援詞。「無置」

是謂語形式詞結: r無」是述詞， r 避」是止詞。

® r 周詰殷盤佑屈聲牙」是詞組: r周話殷盤」是端詞， r估屈聲牙」是加詞，

語序可變為「佑屈聲牙(之〉周話殷盤」。佑屈，同詰屈。類書真要: r聲者

，語不聽;牙者，齒不正。聲牙，語不相聽也。」言文辭艱澀，說者口齒不易

發聲，聽者難予意會。「佑屈」、「聲牙」同屬聯合式合義種詞。「佑屈聲牙

」是兩個形容詞並列的詞聯。「周話」是詞組: r周」是加詞， r話」是端詞

。「殷盤」的結構同「周譜J '故「周詰殷盤」是夜詞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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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春秋謹嚴」是詞組: r春秋」是端詞， r謹嚴」是加詞。語序亦可作「謹嚴

(之〉春秋J 0 r 春秋」、「謹嚴」都是聯合式合義援詞。

@ r 左民浮誇」是詞組: r左民」是端詞， r浮誇」是加詞。端詞、加詞的前後

語序可交換。「左民」是組合式合義援詞， r浮誇」是聯合式合義援詞。

® r 易奇而法」是詞組: r 易」是端詞， r奇而法」是加詞。語序可作「奇而法

(之〉易J 0 r奇而法」是詞聯:形容詞「奇」與「法」之間加連詞「而」連

接。

®r詩正而誼」也是詞組。分析同@。

從形式上看，以上六個詞組容易看做主語(如春秋〉和謂語(如謹嚴〉組合的句

于形式詞結，其實對述詞「規」字說，它要說的是自己作文章所取法的乃春秋以

前經于史諸典籍，如詩、書、易等，而目的不在對諸典籍做說明。所以把它看成

詞組的結構。

由下逮莊騷太史所錄于雲相如同工異曲 敘事句。「下」是時間副詞，由戰國而下

至西漠。「逮」是述詞， r莊騷太史所錄于雲相如同工異曲」是正詞。正詞是包

括單詞與詞組構成的詞聯，分析如下:

CDr莊騷J '指莊于、離騷。

® r太史所錄」是指太史公撰者的史記，因此它的結構應作「太史(著〉錐之史

記」才算完整。「太史錄」是謂語形式詞結: r太史」是起詞， r錄」是述詞

。這個詞結是不能代表「史記」的，因為它的身分只是作為形容端詞的加詞而

已。但是古代有個常見具備指示兼稱代作用的「所」字，當它加在動詞之前，

便可以使這個動詞或這個動詞為主的詞結結構，產生詞組的意義，進而稱代端

詞省略端詞。「太史錄」固然不能說就是史記，但是作者要說的卸是史記，於

是就用「所」字的語法作用，把「它」加在動詞「錄」上，以顯示端詞「史記

J '再省略端詞。這就是形式上要把「太史所錄」看作詞結，而實際上要把它

看成詞組的道理。

® r于雲相如同工異曲」是詞組「于雲相如之文同工異曲」的省略說法， r于雲

相如之文」是端詞， r 同工異曲」是加詞， r于雲相如之文」是詞組，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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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省略，剩下加詞「子雲相如J ' r于雲相如」是詞聯: r子雲」、「相如

」間是人名種詞。「同工異曲」是被詞組: r 同工」是詞組: r 岡」是加詞，

「工」是端詞。「異曲」分析同「同工」。

偈先生之於文可謂閔其中而肆其外矣 準判斷句。「先生之於文」是主語， r 可」

是限制詞， r謂」是準繫詞， r閑其中而肆其外」是謂語， r矣」是句末語助詞

。「閑其中而肆其外」是種詞結: r閑其中」是謂語形式詞結: r 聞」是表詞，

「其中」是處所補詞，處所補詞與表詞之間可加介詞「於」作「閑於其中J 0 r
肆其外」分析同「閑其中 J '詞結與詞結間用連詞「而」連接。「其中」、「其

外」都是詞組: r其J 是加詞， r中」、「外」是端詞。

皇島少始知學 表態句。本句與以下三句的主語都承上省略， r少始知學」是謂語。

「少始知學」是謂語形式詞結: r少」是時間補詞， r始」是限制詞， r 知」是

述詞， r學」是正詞。

偈勇於敢為 表態句。「勇於敢為」是謂語。「勇於敢為」是謂語形式詞結: r勇

」是表詞， r於」是介詞， r敢為」是表示方面的處所補詞。「敢為」是謂語形

式詞結: r 敢」是限制詞， r為」是述詞。

團長通於方 表態句。謂語「長通於方」是謂語形式詞結: r長」是時間補詞， r
通」是表詞， r於」是介詞， r方」是處所補詞，表示方面。

開左右具宜 表態句。謂語「左右具宜」是謂形式詞結: r左右」是處所補詞， r
具」是限制詞， r宜」是表詞。「左右」是詞聯:兩個名詞並列。

傳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 準判斷句。「先生之於為人」是主語， r可」是限制詞

, r 謂」是準繫詞， r成」是謂語， r矣」是句末語助詞。「為人」是結合式合

義葭詞。其他分析同包句。

開「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一段是弟子言先生治

學之勤，衛道之勞，作文之工，為人之成。先生觀已業精行成，正可大展長才，

可是先生的際遇卸「公不見信於人.......竟死何褲 ?J 先生不平凡的成就，卸換來

冷落的待遇，前後兩相違逆，因此用轉折連詞「然而」轉接。「然而」是聯

合義葭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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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公不見信於人 被動式敏事句。「公」是處所補詞，指公的一面。「不」是限制

詞， r信」是述詞， r於」是介詞， r人」是起詞， r見」是加在述詞前的詞頭

，也可以不加。

用私不見助於友 被動式做事句。分析同前句。

問跋前 敏事句。「跋」是述詞， r前」是處所補詞。本句及以下三旬的起詞「先

生」皆承上省略。

罔顧後 敏事句。分析同前句。

由動敏事句。「動」是述詞。

個輒得咎 餃事句。「輒」是限制詞， r 得」是述詞， r咎」是止詞。

串串暫為御史 車判斷句。「暫」是限制詞， r 為」是準繫詞， r御史」是謂語，主

語「先生」承上省略。「御史」是組合式合義稜詞。

開進竄南夷 被動式做事句。本句指先生被貶為陽山令，故屬被動句。止詞「先生

」承上省略， r遂」是限制詞， r竄」是述詞，起詞「朝廷」概括性省略， r南

夷」是處所補詞。「南夷」是組合式合義夜詞。

情三年博士冗不見治 表態句。「三年博士」是主語， r冗不見治」是謂語。「三

年博士」是句子形式詞結: r三年」是謂語， r博士」是主語。「博士」是「當

博士」的省略說法。「三年」是詞組: r三」、是加詞， r年」是端詞。「博士」

是組合式合義夜詞。「冗不見治」是種詞結: r冗」是謂語形式詞結: r冗」是

謂語; r 不見治」是謂語形式詢描: r不」是限制詞， r見」是述詞， r治」是

止詞。

開命與仇謀 餃事句。「命」是起詞， r與」是介詞， r仇」是交與補詞， r謀」

是述詞。

開取敗幾時 表態句。「取敗」是主語， r幾時」是謂語。「取敗」是謂語形式詞

結: r取」是述詞， r敗」是止詞。「幾時」是詞組: r幾」是加詞， r時」是

端詞。

開冬媛 表態句。「冬」是主語， r媛」是謂語。

由兒號寒敘事句。「見」是起詞， r號」是述詞， r 寒」是止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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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媛」句是說明「兒號寒」句的時間，後者是主句，前者是附屬旬，兩者關係

密切，於是用連詞「而」連接。

由年豐 表態句。分析同情句。

團妻啼飢 敏事句。分析同同句。

儡頭量 表態句。「頭」是主語， r 童」是謂語。

但自齒豁 表態句。分析同國句。

開竟 表態句。「竟」是謂語，老之意。主語「先生」省略。

個死表態句。「死」是謂語，主語「先生」省略。

開何禪 有無句。述詞「有」省略， r何碑」是正詞，本句與下兩旬的起詞「先生」

都承上省略。「何禪」是詞組: r何」是加詞， r碑」是端詞。

由不知慮此 設事句。「不」是限制詞， r知」是述詞， r慮此」是正詞。「慮此

」是謂語形式詞結: r 慮」是述詞， r此」是正詞。

問反教人為 致使句。「反」是限制詞， r教」是致使述詞， r人」是兼詞:教的

正詞，述詞「為」的起詞。

何句與開句意思相反，故用轉折連詞「而」連接。

先生曰: r呀，于永前!夫大本為末，細本為梢，樽爐、侏儒、棍、閥

、虐、揍，各得其宜，施以成主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

青芝、牛漫、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連者，醫師之良也。

登明還公，雜進巧拙，好餘為折，辛辛為保，枝鍾量長， 't在器是適者，

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軒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旁於行。前卿守

正，大論是弘，迷魂於楚，廢瓦蘭陵。是二儒者，吐辭品經，學足為法

，絕類離倫，優入聖城;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辦、其鈍，

言雖多而本要其中，丈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是。猶且月費

倖錢，歲藤犀泉，于本知耕，婦不知織，乘馬i足徒，安坐而食。種常途

之促仗，窺陳品以盜竊。展而聖主不加誰，宰臣不見斥，茲持其幸與I:..?

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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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之崇埠，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區氏之本以代為扭

，而會醫師以昌陽引年，放進其神苓也。」一一第三段

197

一、先生曰: r時!于來前......欲進其豬苓也。」 設事句。「先生」是起詞， r 日

」是述詞， r時!子來前......欲進其豬苓也。」是正詞。正詞是被句結構，依次

分析於後:

村時獨立語助詞，表示感歎。

口子來前 敏事句。「于」是起詞， r來J 是述詞， r前」是處所補詞。

臼夫大木為茱細木為梢樽驢侏儒棋聞唐模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 判斷句

。「夫」是句首語助詞， r大木為某......施以成室」是主語， r 者」是句中語助

詞， r匠氏之工」是謂語， r也」是句末語助詞。「匠氏之工」是詞組: r 匠氏

」是加詞， r之」是介詞， r工」是端詞。「匠氏」是組合式合義翟詞。主語是

種旬，分析於後:

@大木為茱 敏事句。「大木」是憑藉補詞，補詞之前省略介詞「以J ' r 為」

是述詞， r 茱」是正詞，起詞「匠氏」省略。「大木」是詞組: r大」是加詞

「木」是端詞。

@細木為桶 敏事句。分析同前句。

@樽硨侏儒棋聞 模各得其宜 致使句。完全的句式為「匠氏使樽幢侏儒樓閣居

模各得其所宜之木」。起詞「匠氏」省略，致使述詞「使」省略， r樽幢侏儒

喂闇居模」是兼詞:致使述詞「使」的正詞;第二述詞「得」的起詞， r 各」

是限制詞， r其宜」是正詞。「樽攝」是非雙聲疊韻衍聲鼓詞， r侏儒」是疊

韻衍聲被詞。兼詞是六個名詞並列的詞聯:兩個夜詞和四個單詞。「其宜」是

詞組: r其」是加詞; r宜」原是形容詞，形容「木」當加詞用，因端詞「木

」省略， r宜」便代替「木」的地位當端詞用。

@施 餃事句。「施」是述詞'll:詞承上省略。起詞「匠氏」省略。

@成室餃事句。「成」是述詞， r室」是it詞。起詞「匠氏」省略。

上兩句語意密切，故用連詞「以」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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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要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巨也判斷句。

「玉札丹砂......待用無遺」是主語， I"者」是句中語助詞， I"醫師之頁」是謂語

, I"也」是句末語助詞。「醫師之其」是詞組: I"醫師」是加詞， I"之」是分詞

, I"夏」是端詞，為「良方」之省略說法。「醫師」是組合式合義種詞。主語是

接句，分析於後:

@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漫馬勃敗鼓之皮俱收 敏事句。「玉札丹砂......敗鼓之皮

」是止詞，正詞提在述詞「收」之前， I"俱」是限制詞。起詞「醫師」省略。

止詞是六個名詞與斗固詞組並列的詞聯: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要是五個

組合式合義援詞; I"馬勃」是非雙聲疊韻衍聲援詞; I"敗鼓之皮」是詞組: I"

敗鼓」是加詞， I"之」是介詞， I"皮」是端詞。「敗鼓」是詞組: I"敗」是加

詞， I"皮」是端詞。

@並蓄 蝕事句。「並」是限制詞， I"蓄」是述詞，止詞承上省略，起詞「醫師

」省略。

@待用 餃事句。待用是「待 2頁用之時用之」的意思，因此， I"待」是分詞，時

間補詞「時」省略， I"用」是述詞，起詞「醫師」省略，正詞承上省略。

@無遺 遞繫式有無句。無遺是「無一物被遺漏」之意。「無」是述詞， I"無」

的起詞概括性省略， I"一物」是兼詞:是「無」的止詞，同時也是「遺漏」的

止詞，兼詞省略;介詞「被」下的起詞「醫師」省略，連帶分詞也省略，而只

留下述詞「遺」。

個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籽餘為賄卓館為傑校起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 判斷句。

「登明選公.......惟器是適」是主語， I"者」是句中語助詞， I"宰相之方」是謂語

, I"也」是句末語助詞。「宰相之方」是詞組: I"宰相」是加詞， I"之」是分詞

, I"方」是端詞。「宰相」是聯合式合義直詞。主語是種旬，分析於後:

@登明 表態句。「登」是主語， I"明」是謂語。從形式上看，主語只是個單詞

而已，但論實質意義，它應該是個詞結結構:述詞「登」下，應有止詞「人l 。

@選公表態句。分析同前句。

@雜進巧拙 餃事句。「雜」是限制詞， I"進」是述詞， I"巧拙」是止詞。「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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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是接詞組「巧者拙者」的省略，因端詞「者」省略，兩個詞組的加詞便儕

列為詞聯。

@車于餘為何 單判斷句。「軒餘」是主語， r為」是單繫詞， r賄」是謂語。「籽

餘」是聯合式合義種詞。

@卓峰為傑 準判斷句。分析同前句。

@校起 蝕事句。「校」是述詞， r起」是止詞，起詞省略。

@量長 敏事句。分析同前句。

@椎器是適 敏事句。「椎」是限制詞， r器」是止詞， r適」是述詞。餃事句

的語序，止詞通常在述詞後，唯少部分提在述詞前，這時就在止詞與述詞之間

加上語助詞「是」以調適語氣。

的「昔者」是時間補詞。提示「孟朝好辯......廢死蘭陵」發生的時間。「昔者」是

組合式合義種詞。

的孟朝好辯 敏事句。「孟朝」是起詞， r好」是述詞， r 辯」是止詞。「孟朝」

是組合式合義種詞(人名種詞)。

v\)孔道以明 表態句。「孔道」是主語， r以明」是謂語。「孔道」是詞組: r孔

J 是加詞， r道」是端詞。「以明」是謂語形式詞結，是「以是而明」的省略:

「以」是介詞， r是」是原因補詞，它本身是代名詞，代替「孟朝好辯J '省略

, r 明」是表詞。

。I)轍環天下 餃事句。「轍J 是起詞， r環」是述詞， r天下」是處所補詞。「天

下」是組合式合義種詞。

(科卒老於行 表態句。「卒老於行」是謂語，主語「孟軒」省略。「卒老於行」是

謂語形式詞結: r卒」是限制詞， r老」是表詞， r於」是介詞， r行」是處所

補詞，當行道、路途說。

的萄卿守正 餃事句。「萄卿」是起詞， r守」是述詞， r正」是止詞。「苟卿」

是組合式合義種詞(人名種詞)。

的大論是弘 敏事句。「大論」是止詞， r弘」是述詞，止詞提在述詞前，於是加

語助詞「是」於兩者之間。「大論」是詞組: r大」是加詞， r論」是端詞。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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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有卿」省略。以下兩句同。

倡逃言集 餃事句。「逃」是述詞， r言語」是止詞。

關於楚 設事句。為「至於楚」之省文。述詞「至」省略，r於」是介詞， r楚」

是處所補詞。

由廢 被動式餃事句。「廢」是述詞，被免除蘭陵令，故有被動意思。起詞為楚，

省略。

偽死蘭陵 設事句。「死」是述詞， r蘭優」是處所補詞。通常處所補詞須有分詞

介進句中，但往往省略，此句就是介詞省略。「蘭健」是組合式合義種詞(地名

夜詞)。廢、死的事都在蘭陵發生，故並列於同一補詞之上。

的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蛾判斷句。「是二儒」是主語， r
者」是句中語助詞， r 吐辭為經......優入聖域」是謂語。「是二儒」是詞組: r
是」是加詞， r二儒」是端詞; r二儒」也是詞組: r二」是加詞， r 儒」是端

詞。謂語是夜句，分析如下:

@吐辭為經 準判斷句。「吐辭」是主語， r為」是準繫詞， r經」是謂語。「

吐辭J '意為所吐之辭; r吐」是加詞， r辭」是端詞。

@舉足為法 準判斷句。分析同前句。「足」指行為動作，整句的意思是所表現

的行為可以當模範。

@絕類離倫 表態句。主語承上省略， r絕類離倫」是謂語。「絕類離倫」是種

詞結: r絕類」是謂語形式詞結: r絕」是表詞， r類」是表示方面的處所補

詞; r離倫」分析同「絕類」。

@優入聖城 設事句。起詞承上省略， r 優」是限制詞， r入」是述詞， r聖域

」是處所補詞。「聖域」是詞組: r聖」是加詞， r域」是端詞。

的其遇於世何如也 表態句。「其遇於世」是主語， r何如」是謂語， r也」是句

末語助詞，表示疑問。「其遇於世」是句子形式詞結: r其」是主語， r遇於世

」是謂語。「遇於世」是謂語形式詞結: r遇」是述詞， r於」是介詞， r世」

是處所補詞。「何如」是結合式合義援詞。

開「今」是時間補詞，說明的範圖自「先生學雖勤」至「欲進其豬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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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生學雖勤而不縣某統 表態句。「先生」是主語， r學雖勤而不訴其統」是謂

語。「學雖勤而不在系其統」是夜詞結: r學勤」與「不都其統」前後兩詞結語意

不協，故用容忍連詞「雖」與轉折連詞「而」連接，以下三旬同。「學勤」是句

于形式詞結: r學」是主語， r 勤」是謂語。「不訴其統」是謂語形式詞結: r
不」是限制詞， r縣」是述詞， r其統」是正詞。「其統」是詞組: r其」是加

詞， r統」是端詞。

倡言雖多而不要其中 表態句。主語承上省略， r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是謂語。分

析同前句。

由文雖奇而不濟於用 表態句。主語承上省略， r丈雖奇而不濟於用」是謂語。「

不濟於用」是謂語形式詞結: r不」是限制詞， r濟」是表詞， r於」是介詞，

「用」是表示方面的處所補詞。其他分析同(司句。

信行雖修而不顯於眾 表態句。分析同前句。

國先生用以上四句說明自己狀況，意猶未盡，為繼續陳述，加強語勢，用連詞「猶

且」連接，以為遞進說明之意。「猶且」是聯合式合義種詞。

國月費倖錢 做事句。「月」是限制詞， r費」是述詞， r倖錢」是止詞，起詞「

先生」承上省略。「倖錢」是組合式合羲夜詞。

開歲廳廳栗 敏事句。「廳票」是詞組: r廳」是加詞， r栗」是端詞。其他分析

同前句。

母子不知韓 鼓事句。「于」是起詞， r不」是限制詞， r知」是述詞， r耕」是

止詞。

開歸不知識 敏事句。分析向前句。

00乘馬 餃事句。「乘J 是述詞， r馬」是止詞。本句與以下五旬之起詞「先生」

承上省略。

開從徒 敏事句。分析同前句。

信安坐而食 敘事句。「安坐」是限制詞， r而」是限制詞與述詞「食」之間的連

詞。「安坐」是謂語形式詞結: r安」是限制詞， r坐」是述詞。

-由腫常途之促促 餃事句。「腫」是述詞， r常途之促促」是處所補詞。「常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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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促」是詞組: r常途」是端詞， r之」是分詞， r促促」是加詞。「常途」是

詞組: r常」是加詞， r途」是端詞。「促促」是疊字衍聲誼詞。

甸窺陳編 鼓事句。「窺」是述詞， r陳編」是正詞。「陳編」是組合式合義種詞。

偈盜竊 鼓事句。「盜竊」是述詞。「盜竊」是聯合式合義援詞。

上兩句意思密切，用連詞「以」連接。

由由「先生學雖勤而不智、其統」至「窺陳編以盜竊J '先生自言學行未盡美善，徒

然尸位素餐，應受責備，而接下兩句說:朝廷反而寬容，不加貶斥。因前後丈意

相反，故以轉折連詞「然而」承接。

開聖主不加誅 餃事句。「聖主」是起詞， r不」是限制詞， r加」是述詞， r誅

」是正詞。正詞後之受事補詞「先生」省略。「聖主」是詞組: r聖」是加詞，

「主」是端詞。

借書宰臣不見斥 設事句。「宰臣」是起詞， r不」是限制詞， r斥」是述詞， r見

」是加在述詞之前的詞頭，作用在增加一音節，方便語氣而已。正詞「先生」省

略。「宰臣」是聯合式會義誼詞。

開茲非其幸蠍 判斷句。「茲」是主語，它是代詞，代替「先生學雖勤」至「宰臣

不見斥」一段敏述。「非」是否定繫詞， r其幸」是謂語， r蠍」是句末語助詞

，表示反話而肯定的語氣。「其幸」是詞組: r其」是加詞， r幸」是端詞。「

其」指自己。

開動 設事句。「動」是述詞，起詞「先生」省略， r動」是內動詞，故無正詞。

鬧得謗 設事句。「得」是述詞， r謗」是正詞。起詞省略。以上兩句意思緊密關

聯，故用連詞「而」相接。

聞名亦隨之 餃事句。「名」是起詞， r亦」是限制詞， r隨」是述詞， r之」是

正詞。「之」是指上旬之「謗」。

由投閒置散乃分之宜 判斷句。「投閒置散」是主語， r乃」是繫詞， r分之宜」

是謂語。「投閒置散」是接詞結: r投胡」是謂語形式詞結: r投」是述詞， r
閒」是處所補詞，它是「閒地」、「閒位」之省略; r置散」分析與「投閒」同

。「分之宜」是謂語形式詞結: r分」是處所補詞，指「本分J ' r 宜」是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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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之」是語助詞，用以餒和語氣。

由本篇行文至乃分之宜，已經為自己的「才高數棚，官又下遷J '一一解說完畢，

實毋庸再說下去。但是作者為對自己所作解說，表示庸撮，故用假設連詞「若夫

」更端續起下文。「若夫」是聯合式合義援詞。

個商財賄之有無 敏事句。「商」是述詞， r財賄之有無」是止詞，起詞「先生」

省略，下三句同。「財賄之有無」是謂語形式詞結: r財賄」是止詞，提在述詞

「有無」之前， r之」是語助詞。「財賄」是聯合式合義援詞， r有無」是詞聯

:動詞和動詞並列。

面計盟資之崇庫 餃事句。「計」是述詞， r班資之崇庫」是止詞。「班資之崇庫

」是詞組: r班資」是加詞， r之」是分詞， r崇庫」是端詞。「班資」是聯合

式合義種詞。「崇庫」兩詞，原屬形容詞，但因它們在此地的身分是詞組的端詞

，端詞必須由名詞搶當，因此「崇庫」已變成名詞和名祠并列的詞聯了。

開忘己量之所稱 敏事句。「忘」是述詞， r己量之所稱」是止詞。「己量之所稱

」是詞組: r 己量」是加詞， r之」是分詞， r所稱」是端詞。「己量」是詞組

: r 己」是加詞， r量」是端詞。「所稱」是「所稱之職j 的省略說法， r 職」

本是述詞「稱」的止詞，因為餃述的主要對象在「職」不在「稱J '因此把詞結

的結構改為詞組的結構，也就是把「稱職」改為「稱之職J 0 r稱之職」加上詞

頭「所」成「所稱之職J '又因「所」有稱代端詞的作用，端詞「職」便被省略

而保留加詞「所稱J '因此「所稱」雖然是述詞「稱」上加詞頭「所」的結構，

但實質上卸是詞組的意義。

甸指前人之瑕疵 餃事句。「指」是述詞， r前人之瑕疵」是止詞。「前人之瑕疵

」是詞組: r前人」是加詞， r之」是介詞， r瑕疵」是端詞。「前人」是組合

式合義夜詞， r瑕疵」是聯合式合義種詞。

倒是所謂話匠氏之不以代為極而醬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豬苓也 判斷句。「是」

是主語，它本身是代詞，代替「今先生學雖勤......指前人之瑕疵」一段餃述。「

所謂話匠民... -..欲進其豬苓」是謂語， r也」是表肯定的句末語助詞。「匠氏之

不以代為極......欲進其豬苓」本是述詞「謂」的止詞，假設「謂」的起詞是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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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句子就是「某人謂(日或去同〉話匠氏......其豬苓」了。假使作者要引證某

人的話作說明，自然不能引作「某人說什麼J '而要引作「某人說的什麼話J '

也就是要把造句結構改成詞組的結構。它的方法就在述詞「謂」上加詞頭「所」

以為指示， r所謂」一出現，原來正詞的部分一一詰匠氏之不以代為極而誓醫師

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豬苓J '就轉變成端詞， r所謂」便成加詞，謂語就成詞組的

結構了。端詞是種句結構，分析如下:

@詰匠氏之不以代為極 鼓事句。「話」是述詞， r匠氏之不以代為極」是正詞

。「匠氏之不以代為檻」是句子形式詞結: r匠氏」是起詞， r不」是限制詞

, r 以」是介詞， r代」是憑藉補詞， r為」是述詞， r揖」是正詞，再在中

間加上語助詞「之」以為餒衝。「匠氏」之結構見前。

@當「匠氏之不以中弋為檻」顯示一種意思後，想往後再推進一層，於是用平列連

詞「而」連接下文。

@誓醫師以昌陽引年做事句。「誓」是述詞， r醫師以冒陽引年」是ll::詞。「

醫師以冒陽引年」是謂語形式詞結: r醫師」是起詞， r以」是分詞， r 冒陽

」是憑藉補詞， r引」是述詞， r年」是正詞。「冒陽」為莒蒲別名，一作昌

羊，是疊韻衍聲接詞。

@欲進其豬苓 敏事句。「欲」是述詞， r進其豬苓」是正詞。「進其豬苓」是

謂語形式詞結: r進」是述詞， r其豬苓」是正詞。「其豬苓」是詞組: r其

」是加詞， r豬苓」是端詞。「豬苓」是非雙聲疊韻衍聲鼓詞。

貳、結論

7

甲、複詞結構

進學解全文共七百四十三字，其中合兩字為雙音詞者八十五個，合三字為三音詞

者一個，兩類合計共用種音詞八十六個，所佔字數一百七十三個。

全文字數扣除種音詞所佔字數，剩下五百七十字，這就是一字一用的單音詞數目

。單詞數與夜詞數乘除計算，大概是五與一的比率，由這個比率大略可看出古文中單



韓愈進學解旬法分析 205

詞夜詞使用的多寡狀況。

詞由字來，單詞以一字之音義獨立使用，一字即一詞;被詞不然，它必合二字或

二字以上縷能成詞。合字成詞，其間文字組合，方式有別，概略言之:由聲音推衍而

成者為衍聲援詞;由字義併合而成者為合義援詞;此外，我國族所歷時代縣邀，所處

幅員遼瀾，其所涵蓋之人物地方，黨雜狼多，致命名用字，雅俗不一，音義亦互有參廁

，若悉數加以意、會分說，難免愚妄，故人名地名分一類，較為允當。茲以本篇所見夜

詞，依其所屬類別，分列於下:

一、衍聲援詞

付疊韻衍聲種詞一一侏儒、冒陽。

已非雙聲疊韻衍聲接詞一一糟墟。馬勃。豬苓。

臼疊字衍聲種詞一一茫茫。渾渾i。促促。

的帶詞尾衍聲被詞一一值兀兀。

二、合義被詞

付聯合式合義被詞:

(1)由名詞典名詞合儕而成者一一弟子。膏泊。縛漏。文章。春秋。宰相。宰臣。

財賄。班資。瑕疵。

但)由動詞與動詞合儕而成者一一拔去。登崇。爬羅。剔抉。艦排。攘斥。張皇。

沈漫。作為。浮誇。盜竊。

包)由形容詞與形容詞合僻而成者一一幽砂。贖郁。估屈。聲牙。謹嚴。東于餘。卓

嘩。

(4)由副詞與副詞合僻而成者一一猶且。

(5)由連詞與語助詞合僻而成者一一若夫e

(6)由前旬之謂語與連詞合僻而成者一一然而(兩見〉。

已組合式合義種詞:

(1)由形容詞修飾名詞而成者一一太學。異端。太史。博士。丹砂。赤箭。青芝。

陳編。

(2)由動詞修飾名詞而成者一一御史。醫師(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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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名詞修飾名詞而成者一一圈子。左氏。南夷。匠氏(兩見〉。昔者。玉札。

牛渡。天下。倖錢。前人。

臼結合式合義援詞:

(I)由限制詞與述詞組合而成者一一先生(十見〉。

(2)由述詞與正詞組合而成者一一有司(兩見〉。補宜。為人。

(3)由表詞與時間補詞組合而成者一一窮年。

(4)由謂語與主語組合而成者一一月如。

(5)由相關兩詞結緊縮組合而成者一一磨光。

三、人名地名種詞:

村人名種詞一一于雲。相如。孟輛。苟卿。

已地名護詞一一蘭陵。

乙、詞語組合

詞指單詞或種詞;語指詞與詞或詞與語或語與語的組合，詞語組合則泛指詞或語

之各種配合。茲學本篇詞語配合方式於下:

一、詞聯(並列結構〉

付名詞和名詞並列一一聖賢。佛老。姚似。莊騷。左右。于雲相如。樽撞侏儒棋闇

居棋。

口名詞和詞組並列一一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漫馬勃敗鼓之皮。莊騷太史所錄于雲相

如同工具曲。

臼詞組和詞組並列一一姚似渾渾無涯周詰殷盤佑屈聲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

詩正而醋。

個動詞和動詞並列-一有無。

回形容詞典形容詞並列一一兇邪。俊頁。細大。巧拙。崇庫。估屈聲牙。奇而法。

正而醋。

最後兩例加連詞「而 j 連接。

二、詞組(主從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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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先加詞後端詞的組合:

(l)加詞(單詞) +端詞(單詞〉一一百川。三年。大木。細木。大論。幾時。里

域。車主。館下。廳栗。其要。其玄。其書。其中。其外。其宜。其統。何褲

。己量。

(2)加詞(單詞)+端詞(被詞〉一一其豬苓。

包)加詞(接詞)+端詞(接詞〉一一國于先生。

(4)加詞(單詞) +端詞(詞組〉一一是二儒。

(5)加詞(詞結)+端詞(單詞〉一一紀事者。寡言者。占小善者。名一藝者。笑

於列者。

(6)加詞(被詞)+端詞(詞頭+述詞〉一一太史所錄。

(7)加詞(被詞)+介詞+端詞(單詞〉一一匠氏之工。醫師之頁。宰相之方。

(8)加詞(被詞)+介詞+端詞(接詞〉一一前人之瑕疵。

(g)加詞(被詞)+介詞+端詞(詞聯〉一一直資之崇庫。

00)加詞(詞組)+介詞+端詞(單調〉一一六藝之丈。百家之編。敗鼓之皮。

仙加詞(詞組)+介詞+端詞(詞頭+述詞〉一一己量之所稱。

口先端詞後加詞的組合:

(n端詞(夜詞)+加詞(直詞〉一一春秋謹嚴4 左氏浮誇。

(2)端詞(單詞)+加詞(詞聯〉一一易奇而法。詩正而醋。

但)端詞(詞聯)+加詞(接詞組〉一一于雲相如同工具曲。

(4)端詞(直詞組)+加詞(詞聯〉一一周話殷盤佑屈贅牙。

(5)端詞(詞聯)+加詞(夜詞結〉一一姚似渾渾無涯。

(6)端詞(詞組)+介詞+加詞(接詞)一一墜緒之茫茫。常途之促促。

佇)端詞(詞組)+介詞+加詞(詞結〉一一狂瀾於臨倒。

三、詞結(造句結構〉

本項敏述與丙項句式敏述不同:句式指可獨立成句之成分說明;而本項則以包括

在句式中某一成分而為詞結之結構說明。

付餃事句型旬于形式詞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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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起詞+語助詞+述詞+正詞一一先生之於儒。先生之於為人。

(2)起詞+述詞+正詞+介詞+時間補詞一一弟子事先生於茲。

(3)起詞+介詞+憑藉補詞+述詞寸正詞一一醫師以冒陽引年。

(4)起詞+語助詞+限制詞+介詞+憑藉補詞+述詞+正詞一一匠氏之不以代為扭。

臼敏事句型謂語形式詞結:

(n述詞+正詞一一紀事。真言。得謗。

(2)限制詞+述詞一一相逢。畢張。安坐。

(3)限制詞+述詞+正詞一一不辭其統。不要其中。

(4)述詞+介詞+處所補詞一一笑於列。遇於世。

(5)述詞+處所補詞一一投閒。置散。

臼表態句型句子形式詞結:

(1)主語+謂語一一言多。文奇。行修。

(2)主語+語助詞+謂語一一有司之不明。有司之不公。

(3)謂語+主語一一三年博士。

個表態句型謂語形式詞結:

(1)限制詞+表詞一一不絕。不明。具宜。

(2)表詞+處所補詞一一絕額。離倫。滿家。

(3)處所補詞+語助詞+表詞一一分之宜。

(4)表詞+介詞+處所補詞一一通於方。

(5)表詞+介詞+原因補詞一一精於勤。荒於嬉。

(6)限制詞+表詞+介詞+處所補詞一一不濟於用。不顯於眾。

倒有無句型謂語形式詞結:

(1)述詞+正詞一一有年。有勞。

(2'正詞+語助詞+述詞一一財賄之有無。

的種詞結:

(n詞結+詞結一一幸而獲選。多而不揚。冗不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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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的句子，可分三層次說明，第一層次在前句法分析以國字數碼列於最前一格

的句子，共七句。包括敏事旬五旬，表態句一旬，有無句一句。

第二層次，即前句法分析國字數碼加引號部分句子，共一百十九句。包括餃事旬七

十入旬，表態句二十六旬，判斷句七旬，準判斷句五旬，有無旬二旬，致使旬一句。

第三層次，即阿拉伯數碼加圈部分的句子，共二十四句。包括餃事旬十五旬，表

態旬三旬，準判斷句四旬，有無句一句及致使句一句。

合計上列句子，敘事旬共九十八旬，佔所有句數三分之二，表態句三十旬，佔五

分之一，其他四種句子共計二十二旬，約佔七分之一。由此簡單的比率，可知對某主

題的說明，動作行為的餃述，最普遍，其次才是性質狀態的敘述。換言之，敏述旬和

表態句是架構文章的骨幹。

以下就根據前一部分句法分析狀況，依類列出其各種句式組織成分，並舉一例為

代表於下。因鼓事句句子較多，各成分本身的結構，不再標出，其他句子則分別列出。

付餃事句句式:

(I)起詞+述詞+止詞一一孰云多而不揚。

(2)起詞+限制詞+述詞一一聖賢相逢。

(3)起詞+限制詞+述詞+止詞一一子不知耕。

(4)起詞+限制詞+述詞+連詞+止詞一一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

(5)起詞+述詞+處所補詞一一子來前。

(6)起詞+時間補詞+述詞+處所補詞一一國子先生晨入太學。

(7)起詞+介詞+交與補詞+述詞一一命與仇謀。

以下起詞省略:

(8)述詞+止詞兼起詞+述詞+處所補詞一一召諸生立館下。

(9)限制詞+述詞一一務得。

QO)限制詞+述詞+止詞一一雜進巧拙。

自1)外位加詞+限制詞+述詞+止詞一一記事者必提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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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述詞十止詞一一拔去兇邪。

的限制詞+述詞+處所補詞一一遂竄南夷。

(14)限制詞十處所補詞+述詞一一獨旁搜。

。時述詞+處所補詞一一撞常途之促促。

(16)述詞十受事補詞一一誨之。

。可介詞十述詞一一待用。

制介詞+處所補詞一一(至j 於楚。

制述詞一一動(內動詞〉。盜竊(止詞省略〉。

制止詞+限制詞+述詞一一細大不捐。

制止詞+語助詞十述詞一一大論是弘。

絢限制詞+止詞+語助詞+述謂一一唯器是適。

制處所補詞+限制詞+詞頭、述詞+介詞+起詞一一公不見信於人。

已有無句句式:

(1)(述詞)+止詞(詞組〉一一(有〉何碑。

位)限制詞+述詞+止詞(被詞結)一一蓋有幸而獲選。

(3)述詞+止詞兼起詞(詞組)+述詞+止詞(複句)一一有笑於列者曰:r 先生~

余哉......而反教人為。」

(4)述詞+(止詞+介詞+起詞)+述詞一一無遣。

臼表態句句式:

(1)主語(單詞)+謂語(單詞〉一一頭量。

位)主語(單詞)+謂語(詞結〉一一言未旺。

(3)主語(詞組) +謂語(詞結〉一一其書滿家。

(4)主語(詞結)+謂語(被詞結〉一一三年博士冗不見治。

(5)主語(被詞)+謂語(被詞結〉一一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

(6)主語(詞結)+謂語(被詞)+語助詞一一其遇於世何如也。

以下省略主語:

佇)謂語(單詞〉一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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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謂語(詞結〉一一勇於敢為0

個判斷句句式:

(I)主語(單詞)+謂語(詞組)+語助詞一一是所謂話匠氏之不以代為權而醬醫師

以冒陽引年欲進其豬苓也。

(2)主語(詞組)+語助詞+謂語(直句〉一一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

優入聖域。

但)主語(夜句)+謂語+語助詞一一登明選公雜進巧拙軒餘為研卓館為傑校鎧量長

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

但)主語(甚詞結)+繫詞+謂語(詞結〉一一投閒置散乃分之宜。

回車判斷句句式:

(I)主語(接詞)+準繫詞+謂語(單詞〉一一籽餘為峙。

(2)主語(詞組)+準繫詞+謂語(單詞〉一一吐辭為經。

(3)主語(詞結)+限制詞+準繫詞+謂語(直句)+語助詞一一先生之於丈可謂閑

其中而肆其外矣。

以下省略主語:

但)限制詞+準繫詞+謂語(接詞〉一一暫為御史。

的致使句句式:

(1)(起詞)+限制詞十致使述詞+止詞兼起詞(單詞)+述詞一一反教人為。

(2) (起詞+致使述詞) +止詞兼起詞(詞聯)+限制詞+述詞+止詞(詞組〉一一

樽祖f朱儒棋聞居棋各得其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