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法、修辭與意義
———１９２０ 至 １９４０ 年代關於

漢字“多義性”的討論

鄭毓瑜

提　 　 要

本文以 １９２０ 至 １９４０ 年代相關論著爲研究範圍，由“文法”與“修辭”的語

義分合出發，討論背後一個根本的焦慮：漢字或漢語究竟該如何對應以英語爲

主的文法。其中，一方面思考西方以詞類、句法爲主的文法，如何可能規範漢語

語境下的讀書作文；另一方面思考，修辭如果並不全等於標準文法，那麽不同

於拼音符號的漢語或漢字，如何在認知、指涉之外，透過本義的引申、假借、類比

來引發同情共感。更重要的是，討論漢字或漢語會如何表述那些牽引在説寫 ／

閲聽雙方的經驗、心理狀態之間紛繁如“詩”的意義線索。而這股關於漢字“多

義性”的論述潮流，明顯不同於當時漢字拼音化、符號化的“現代”工程，反倒可

能是 ２０ 世紀上半葉，一種翻轉“現代視線”的重要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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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法的“革新”： 詞類、句法或語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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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修辭格： 變格的語法與類比、聯想

ùT³Û，{�ý��IILÛ°�，>�éf«ÆDmêå?hj�ý

e°，\`�&WD １９２０ pS¥�，¥“Ê©”�õ1Ú“³Û”0，Xúc)

H。《�8³]》�n�，１８９７ p《B:·》X§¨�I“³:´÷”B=，@�

“z�”、“E�”、“R�”åF?�u�å、Í59:³，K0ËüD0vÏm

J��ý，4B“:0³Û”，ú$Wh¨Ï�ÍýÛ。瑐瑦 3 １８９８ py© １９０１

p，《B:·》�KäñLþ)Ä4ò《³Û§'》}v，瑐瑧æ*�“ì�,L

Û”，qW´)Úçk“bÇ�}”、“òT³å”，È6Bì�ýÌy,Lm,

³。瑐瑨 >4B“�}”，\Á“z�”、“E�”、“�ø�”¡，*aÇ-Wj�“�

@�”%"，\�{+©1g³Û�I-ý�K}，'¿{W)Á±£8²L

Û-²Ó；“�@�”Iý�-o�IoÆ-e°，W)ÁýLI�LIÂê-

l*，>@�êå-}Ç?�D，�{WLÛQ6-}Ç。4¥þ)ÄD“�

@�”\µK，ùTf«“½³”}、“Ì”}、“@”}、“ ”}¡4�D-�

@，\ÙKÇ�{Wf«“ý}”，>Wf«“å}”。

１９１７ p¥�，ë)“³Û”，zT“Ê©”-³�，&Òúh，1¿2K《�³

Ût²》，ä%�XWTRS-“³�ùû”，äº�W“³Ûæ*”，{�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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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瑥
瑐瑦

瑐瑧
瑐瑨

¬《�Q:eT》äu�äºC;“I��-Vh”%Ù，̧ _，t １５９—１６０。
W©“³:´÷”=orú:;5u，¥]=o�cg�，Z¬《B:·》，１８９７ pä ５ ä，
t ３６。²³4À�;《B:·》$r，��3“JÊäñ{³k«Î（１８３３—１９１１）”。
þ)Ä：《³Û§'》，K¬《B:·》，１８９８—１９０１ pä ２３—４６ ä。
¬þ)Ä：《³Û§'》，《B:·》，１８９８ pä ２３ ä，《̄ 5》，t ２０—２３。



“r5”、“j¢”、“Ê©”?K®，́ )“³¥5)<，¥¢)�”，Úçå¿

¼，È¶i$³5，È6D�、Ø、j、x¦j�31；�>T“Ê©”，�Rk�

¨¥*，�½��-�ö©“”、“©”¾)-§¨I÷L，*�ìD)“:;µ

»，{¸<�©�¨《T》、《h》;�，x、�、�、ú;³，M0NO;¾，sP[

�ëý，¥)�b，QR;K»q”。瑐瑩 ú$，\ 4B“�³Û”Wµ³ÛIÊ

©e，�{W�f«ý}、LÛ-1Ú³Û。D《�8³]》�n¢qº£p

�，“³Û”%ýìWö¥�?�^ÃÄÊ©Iµ³-Û�，>D¸%ý�I÷

ÈhÃÄm1Û¾å。1Su¯ １９２０ p-《h×³Û》，ùT《h×》�I-�

�、ÍL、j¢、Tv，p19�JW�、ÍL*�R，1g起筆、aìm°¢，�

1g@�RÝ、p¶?Ò}²ê¡，瑑瑠qJö¥5W ２０ ³|´äK“³Û”;ë

>ùT“Ê©”-g8cd。瑑瑡

?n_D １９２３ pÒÂ《I�³Û:;ÆÁ》，XaÇbv9:“³Û:”-

{¸，́ )《�8³]》;�I�q¶o~©KÇý}、ý;>1¸~:³Û:

-5Û，cWò7�Ä³Û_�。y©°0³Û:¶4B“起aì£、TvÈ

$;Û»”，%µKq°+©~:;“Ê©:”，CW“¶4B�×5Ï»”，ë

“�;�q”，ö¬�©¤6û�j�5Ï、�{,*-Ê©:;�A。瑑瑢

?n_îé¢Ê©:�³Û:Ib-�®，o�Ì，34éq�M\`¥Ê©

95?g-³Û-0ä，$>MWaÇÒ{ １９２３ púU《Ê©�》\²=�-

�n，OÊ©:�qÁ%`�$.。#$I�W¶“Ê©”%ë（12Sþ§6

《Ê©V\》），C+�{WBTÊ©-¾Ä;µ，áMúU，{CW*°�zü

５０１文法、修辭與意義　

瑐瑩

瑑瑠
瑑瑡

瑑瑢

¥_5ÛZ¬þ)Ä：《�³Ût²》（µK），ñw©《ÏT》7k １９１７ pä ３ ä，s １，t
１—１２，À%Z³�¬t ８。
Su¯：《h×³Û》，ñw©《�:Y》，１９２０ pä １ ä，s １，t １—２３。
W©“³Û”%ý�^-g8，0zö¥;_ÆèMÊ¥，cX©《Ê¥“³Û”-�¦———
�〈�8³]〉M〈�³n〉》%³I，X��Ê¥（3FYy�起）£kp¦，“³Û”Ò}
ö¥÷fÃÄ³�µÛ、�Û]Ê©Û¡å`og8-ø�。Z¬《I�³::·》，
２０１３ p １２ ´ä ４ ä，t ５５—８４。
?n_：《I�³Û:;ÆÁ》，ñw©《êZ》7k，１９２３ pä ３ %，s ４，t １—６，À%Z
³�¬t １。



ºâ，>ªK�[�（á³）µ³:¤¥Í5�n，Ô�ÁÊ©、³Û-g8

ä。瑑瑣 å+OÞ¨[�34é《Ê©:Ò»》WI�ä%µ“Ê©:”�，瑑瑤R

àúU-《Ê©�》q°ö¥5WI�“Ê©:”ÒÓ-ì\j。

$>，³ÛmÊ©-K£，̈ jö6{pWH�:º¡0，>W~“³Û”

{��Têå}Ç]0oW-Íý、�L、Tv，Rà“Ê©”W1gDÃÄm

[�-T¦8�_，̈ �ùT�Lmêå;¦-�7Wó？~³Û:,)\

lý}Iæ（k）¦（�）LÛ°�-ÒÓ，Ê©:�W1gD\ -ÒÓÂ_

��;[，̈ �°l��II��DÆDÂ__-� ö6Ü？\ÈWcS

“Ê©”:*¨*-W~。

Ê©:x${W³Û:，n{Ú*°eWx±£ÒÓ-�=�m，Ë>É

*ãêO§[-±!。úUD《Ê©�》æT�Ìä%Ù，X5：

凡語文中因爲要增大或者確定詞句所有的效力，不用通常語氣而用變

格的語法，這種地方叫做修辭格（又稱語格）。譬如不説“你是我的知

己”，而説“你是我的鮑叔”；把鮑叔代表知己，這是變格的口氣，就是一

種叫做隱比的修辭格。瑑瑥

4B“Ê©�”WÊ©:-%µK，æ*Wë0Ñ{±-%Ù�³�Û，Ú�

¾Ä，K0W�RÙö¥%+ýL`î-“±�-�Û”，úUÅ�5-“�

Û”，��4{-“¢p”ºâ———¥“»�”]S“ù8”，ö¬W�%#5ö²

ê-��Û，mLÛ:1ÙW。>《Ê©�》{�0zWª«á³µ³:?K

}-，瑑瑦íQ;，\²�WW©1g@��ý，¤#ýLêåI¢ÆDÂ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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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瑣

瑑瑤

瑑瑥
瑑瑦

¡�úU-5Û，�334é １９３２ p�n-《Ê©:Ò»》ä%v《ÀQ》、ä£ºv《°
�》4¦，Å�f«9ÔYæl：《34é{*》（[：?m+:�no，２０１１ p），s ４，
t ７９—８０、２９９—３０４。
å+OD １９３２ p《Ê©:Ò»》́ n¹IÒ{34é\²�W“I�ä%µÊ©:�”，
m １８９８ p-《�8³]》µ)ä%²µ³Û�，ö¥op�，¬t ３０６。
À3úU：《Ê©�》（_Y：ó¸^�D，１９２３ p），《æT》，t １。
úU5Ê©�-K}WZ° Ｎｅｓｆｉｅｌｄｓ Ｓｅｎｉｏｒ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Z¬¸_，t
２—３。



É�。

úU~$¼�LÛmý}-�K，p1“úp”，X�Mµ³5|0，“[[

¢²è¸p¶ß,�DLÛ”，1“8Dò^”m“8êòQ”；>ùT“¢p”

0，ÉWf«“ëý”、“�øý”、“üý”¡ý}?5u¢p-�,。瑑瑧 CW\

�{W)ÁK®LI-:1mQ6，>W*5u1g�b¾`{¸}-è ，

¥r)[¬>f<-µ)p¶，�²è（I²m）CdPüÌ�c�?，K0W

¥¶�-ï1?pî=æÆD；瑑瑨�I»b{¥ý�Ie�,ý4�,-p

¶，C{W)ÁK®ýÜ，>W#÷¢pD}²���，ö¥á]¢p¶µ)

²å?��，p1“_ô（r©ê）”、“l（=）”、“¤（Q）”、“̀ a（©i>）”

¡。瑑瑩 W©�»，úU���üÖ-《b�》¹ÀP@.c+¤-5Û：

若言雨降（案降，下也。本謂人自陵阜而下），風吹（案吹，噓也。本謂人

口出氣急），皆略以人事表象，繇是進而爲抽象思想之言，則其特徵愈

著。若言思想之深遠，度量之寬宏：深者所以度水，遠者所以記里，寬宏

者所以形狀空中之器，莫非有形者也；而精神見象以此爲表矣。瑒瑠

¢3$¡-í“*”、�“A”î@�，I»W¥f<-l�ý?pî�d-¯y

I¿�，\Ùe°{¸}Ç-¢p，0zWd"��»-ed，O�ýDêå

_�D�e#P，̧ 0qX#PÁf¶�ê-�ý。

XÊ©Iµ³>Q，���Q³�{cW*<±£³ÛÓë，¥U_,ö

¥Í、̈ ]-“́ ù”µ�，É¨*-WÀÒ“Ææ”_-µ�，¥`-i6p

¶¯ei6，�{WD5u¯eX“W”̀ ，0zW@Ê¯ef¶m`% {ö

=Þ、c¥)@-�ø；̧ 0q¢e²�{+©“̄ e”²å-z+å———

“（1）̀ i”，j1)DÆ-<=，Uµ»+WD\`z+êå_，¡Ò¸Æ·

７０１文法、修辭與意義　

瑑瑧
瑑瑨
瑑瑩
瑒瑠

¸_，ä%�;（１）、（２），“úp�”，æ*¬t ５—６、１５—１９。
¸_，“úp�”，t ８、１１。
¸_，“¢p�”，t １５—１９。
¸_，t ２０—２１。



D，è�µ»-ê¯�ê，>\§¨{WùT³Û�=，>WùT�Qj½1

gö¥3i±�mÉ�，¥UÉ<�¯emÆD。瑒瑡

úU-yq¡�\`ª²�m�D¯°，D《Ê©�》�n�，１９２７ pÒÂ

-《�Q�©¯e-ËÔ》%³，瑒瑢�$a´�Qp�ÃüµÉ6Â_�7-

¯e，̧ 0q6Â_8Éyd，¶�©}²-m�。CW\v³�*æ*Wj

v�Qqö6D¥r¤`g.ÓÔ¯e-Í，÷W�¸åbIå¸�b-

cd，�»W%��å，1“³”、“u”，D²å_�¶{¸-e�ÀG；�»1

[�mº-“_Î”，DI�ö6�©)“½”，W0�°�ýp·�ý�-{8

§ßÛ。\ÁÀGIK�，]húUj�“%`|�n4*Âv-ê¯{��

o~”，瑒瑣\W�%Ú#÷5|»-æÒUA，K0W�¤��，4È¶-ê¯

;;�zü4SÂ-èz。úU-\Ù°l，uú§¨�Ê©Û-5u，�

%ÚWã�QDÂ_êå�7I，5ömU¸Jgö6D´V�ýêå_-

FFKLÁ。

1a¥P@.c+¤W©¢p-\Ù|)0i，\ÁúU，１９３０ pS1-

Ú~-《Q�:eT》、E³B-《�Q:eT》qJuúãêMIó�À�\

Ù|，q°+ö¥�?5u“êå”-P,I��，W~0�jI��ýÒÓ-

¨=;%。-Ú~�MI��Q-ÒÓ，+dK,¤`.&，0%W@�,Î

>e�-�ý，1¸%,}，,¸åq（1�、f、g），Iêåo�>�,J,

h×ý，1½ ／Ì、° ／¨，I»¸%ÎÂv�å，I»Îb�¸>Âv{¸êå

（1“}”â、P“}”）。瑒瑤 0ºW�êå_-É¶IÀG>?，-Ú~�}ò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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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瑡

瑒瑢

瑒瑣
瑒瑤

Å�Z°ñ�Ý-5Û，J´)ÃÄ-�ê:{¬86ÍÎ³:I�7-�ê�m，f
)³:µäh¨@��Q³�ÂcÆæDO，qXW5Df¶“́ ùêå”（1AáCj）
-�L;[，³:µäÉ�Wz{�¨�â«CWMf¶“Ææêå”-�L。>)Áy
#�XD，µ»Él*�Í�-¢¶，¢¾F)${oW-è oe°，¥ÕÒ�-Ææ
DO。Z¬ñ�Ý：《��ê:)³:》，wñ�Ý：《p·m�ê;¦》（æ�：�¨�n
�X，１９７６ p），t ６７—８２。
《�Q�©¯e-ËÔ》%³，¥“iñ”（úU;�）ÒÂ©《cSUT》，１９２７ pä １１７
ä，s ５，t ７—１０。
À%Z³�¬《�Q�©¯e-ËÔ》，t ９。
Z¬-Ú~：《Q�:eT》，ä£º�《I��Q;ÒÓ》�åj，²³4À�Ì １９３１ p
ó¸^�Dn，Å�《ê�ý�》，ä １ l“�Q³�} ５１”，t １３７—１４３（Ù¯tG）。



ÀG�ýå-dEÅP，p1e²h©æjB;“�”，�?4¶mwè -�

�、kGml-,ä，Xy��、�<Jö¥©;)“�”，\W�ý@�²åÀ

G>d+��Ý{。瑒瑥 û[，�“�î”?�¢p，0I1�'5;“A”、r·

;“*”�>5“�A”、“·*”，�·、̀ ;“�i”、“Ur”�¬e、ùÏ;�

i，mÌ;、76;Ur，�1“·çóÆ”、“àvmñ”，uúmúU4À.c

+¤-5Ûo'Æ，JW¥“¶�;è ”，“ò]©�d;è ”，“¥¶ùè 

;üµþI，îÙùè ;üµþI”。瑒瑦 \WD{¸}-è ¦，§<·D-

êå，O�ýÀPÆæ_-�¨·ç。¸ -，E³BD《�Q:eT》�M

《�Q-�±》，qaÇj�“}p”-�±cd，#÷-+Wêå_-}p、�

e，%g.Ö��Î��_-¸�，1“Î¸å]”，o}$-Ò}[[��%

Fo¸-�Î��?Â_；û%g.q�,“ýå-ì�”，K0÷W¢¶，X

¹ÀÁmúU《Ê©�》I%í% -.c+¤-RÙ|，?5uýå-e}，

�8°�ý-ÂêQ6ö¥3��P，D°¶�ý_Xö¥�Ò�ê，>{Ú

À*Íµ�ý。瑒瑧

ý�-��¨E�1aW�êå-�e、}p?æT，X{Ú$m³Û:

_W©ý}、LÛ-²Ýo%d。³ÛI-ý}（Iýä）�K，1ëý、þý、

üý¡，f²Àc6Òuè -%µK（I²RIþIIDü），$>，{TW

�,ÎIW�êåe�-�ý，,¸åq、%Î�åI%��å-Æ��¬{

X，D,Îme}、��mêå;¦�Oý%.&-á]�Æ，~$WX�

ý}²Ý。E³BÞ¨\ 5é：

中國各個字體在實際語文當中的應用，並不是固定的；各自都有它的本

義，但是在實際的辭句當中，並不必定要用它的本義，往往用它的引申

９０１文法、修辭與意義　

瑒瑥

瑒瑦

瑒瑧

Z¬-Ú~：《Q�:eT》，ä£º�《I��Q;ÒÓ》“u、�}ò>e�;�ý”，̧
_，t １４４—１４６。
ÅÙ4¦，Z¬-Ú~：《Q�:eT》，ä£º�《I��Q;ÒÓ》“w、��î>e�
;�ý”，̧ _，t １４３。
Z¬E³B：《�Q:eT》，ä��《�Q-�±》ä%C;“}p-�±”%Ù，《ê�ý
�》，ä １ l“�Q³�} ５１”，t １８０—１８９。



義或假借義。而各字的引申義假借義，又不限定只是一種，往往可以有

許多種。因之各字在實際辭句裏的文法功用，也自然不能固定。……所

以各字在辭句組織當中的功用———就是詞性———當然要看它所代表的

意義而定。瑒瑨

E³B¥“�”�)º，�µ)“Ãn”>�eM“{�”、“²�”、“'�”、“þ

�”、“s�”¡，\ÙÀGåö¥WëýIüý，JÚç�{L-¯êå_?v

´。瑒瑩 -Ú~�%Ú�MzýXyö¥<ì)Rý;�，XÉ{ø÷Oýä²

ÝÁ。1ÂG$-“I”�，e)ëý-o、�;ê；e)üý-“y”，ö�)¥

ý；“#”�+Ö（$pq）ì)e]ý;�¡，-Ú~´)，I�-ýC�p1

ÚÜ·�Él*Rý，f)Ü·�ø÷bK�;、klm0I，I��ëÚç

f��zýe�-+lRý，È6÷Cý�;¦-°£Wó，>�0Â_¯

e。瑓瑠 �Å)?，I��Dý�;¦-êåe°ú$pýä-:1WóÉ)¨

*，-Ú~fÅ5M，K{6¢ýä��ýg¸)%，ýäW“���;0^>

ôP; ，m�;²<，¿ÙoW”，“¿{Kýä，'Ïgr”。K0I�D《�

8³]》;�，�Ùýä、³Û;5，:P*�³Û、Kýä，0zä%*¸XW

“f«�ý;²ê”，$�È6°j�ý-�Í、ãê�ýDLI-�6。瑓瑡

四、 意義學： 如“詩”的語言表達

I��DÂ_¯e_，x$æ*Wf«�ýêå（1²å]0ÀG、jK

å）¥]ö¥÷Cý�Wó-Rý，Rà¥ý}、LÛ)Ó-³ÛX{Ú$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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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瑨

瑒瑩
瑓瑠

瑓瑡

À3E³B：《³�:m³Û:》，ÒÂ©《:_7k》，１９４０ p ３ ´ä ２ �，�Å�《I�
³Û!�Tý》，t １３１—１３６，Å�4À，¬t １３５。
¸_，t １３４。
Z¬-Ú~：《Q�:eT》，ä£º�《I��Q;ÒÓ》“w、�zý<ì>e�;�
ý”，Å�《ê�ý�》，ä １ l“�Q³�} ５１”，t １４７—１４９。
Z¬-Ú~：《Q�:eT》，ä£u�《ýäT》，t １７９—１８５，À%Z³�，K¬t １８０、
１８１、１８２。



�%I»£N-K®gÛ，*l*Wã-Ë�W1gD�öI0Î�7I，ê

ÏM��-�åÜ，�>�c��II��DêåÂ__-*+ö6M6。

qWD １９３０ pS�ä，�å©© １９３３ p�ñ,《êå:》%�，瑓瑢X1¸W\

`0äW©��Âê�m-Bãj，qö¥5W¡� １９２０ pSùT��³Û

¥?，I¦�¨�mÊ©:-K£，�>j�-û%Fo�©³Û-�Q�

jÛ。

�å©j]，~0%f@¥)�j�Q³�，¶³Ûm��XÃtÁ，\

W“f){u�³Û4lir- ÓÔm%f4B��-cþ”。º1“]8

�”I“�Wö¥�l-”，�»µ)�øý，$Q“�”W�d-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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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餓了的野獸們本能地想攫著些鮮血和肉一般，

他們也被什麽驅迫著似的，

想攫著些黯淡的銅板，白亮的角子！

在他們眼裏，

艙裏擁擠著的堆疊著的，

正是些銅元和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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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飾著人形罷了，

只飾著人形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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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艙的一切裏，

這樣，這樣，

悄然認識了那窒著息似的現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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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語：“多義性”與“如何現代”

�³:!Í¥?，T]��cS�¥7，~${öÞô~0><:Î�

（¢��）、L�IXyÓ\��，¥��³umº:�0S-5Û。1a¥²

³4ùT-0ä>Q，G�6D １９２３—１９３３ p¦4¯4ö，�?Å�© １９３３

p�n-《�Q:Tý》I，瑖瑦÷f����iÀ�，¥]W©:ÎmãÎ-5

Û，q°öß)~0%Ù)Û-SÂ。１９１７ pG�6ò�%(��äiÛ，\

(gÛW¥“�¢”VS“µ�”，f)µ��¹c¥m�，MÅ;¦�Ù�]-

¾，�Ûc*m�u`8²�¢“�”、“á”、“j”、“£”、“¤”-;�X�，

uO�¶&。瑖瑧 ~0¥2£-¹³©[\W“¥1³��;º，Æ�©Á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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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瑦

瑖瑧

G�6：《�Q:Tý》，Å�《ê�ý�》，ä １ l“�Q³�} ５１”，ª«�u�$ １９３３
pnÓ^。
G�6：《��iÀ�5u》，¬《�Q:Tý》，t ２７３—２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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³u�4oý<，��[¦���W“º:Æ�”、“ó¸Æ�”_-��，Ég

�¦��§¨¶“c,-§·��、��、Ö¨��、G�)”；瑘瑠\Yö¥SÂ

~0%Fñ{><U`6、+��-�=，�é©Í��e¶�、Î、å-�7

e°，�¨�ÕÍ,�-¥f。

4²ÐXÞ¨��K®G�6Òu-��G�)，�M� １９ ³|¥¥?，

.�{Þ�-ÓÔ，���D“Âê-（ｉｄ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m“��-（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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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º:-、 RÜ-�6，h���1g&1gI³¡Ü-“��

¾Ä”�-ö6，4j�-%F��“cS�”-¨'，�?ìò�Á§®¯

�Û，,)öF�ÕÜ-º:z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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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瑨
瑖瑩
瑘瑠
瑘瑡

¸_，t ２７６—２８０。¹m.KÇµ© １９１７、１９１８ p。
�¬¸：《��%GiÀÛ》，w《�Q:Tý》，t ２８１—２８２。
Z¬G�6：《��¦��:Îmº:gÛ》，w《�Q:Tý》，t ３５５—３６５。
Z¬ Ｊｉｎｇ Ｔｓｕ，“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ｒｉｐｔｓ，Ｃｏｄｅｓ，ａｎｄ Ｔｙｐｅｗｒｉ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ｉｎ Ｊｉｎｇ Ｔｓｕ ａｎｄ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Ａ． Ｅｌｍａｎ，ｅｄ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１８８０ｓ １９４０ｓ，
（Ｌｅｉｄｅｎ：Ｂｒｉｌｌ，２０１４），ｐｐ． １１５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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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Ú®ÍÎ��DêåÂ__-8�；û%g.，pã¨:Î�&<，

qYcñÚ5u，D¦�:Î、�¥¢HIãÎ±%�ß¶VS��- １９２０—

１９４０ pS，I��ZW©��T¦ì¶0JXà -ö6Ü。²³fÅV'

©“³Û”、“Ê©”Ìy©“êå:”，Òc １９２０—１９４０ pS，.�1Ú³ÛI:

Î�-,ñ，ÿ¶{s�³:»，�©��（I��）-“�åÜ”¶h#�ª%

#-3]mWã。%g.，�§¨“�¹”，>O“ý}”�Ò，�ý¦@�E3

�7-²å、ÀGå、jKåoüe°，�>¨\}p、�e�,-úp、¢¶I

Þv¡Ê©Û；û%g.，qXfÅ°eMDÃ_�7¦，5ömU¸Jg-

¯e、ÆD、I6;FFUb4PÒ-,�“êå”。\uúì«8©:Î��

4lÄ-³Û²Ý-ëAÜ，�é@����Q»-=±�、��Æ�，#

÷“@”1gD�QÂ_�7I-æT、��m÷Ú，>{WO³ÛIÒj±%

{.]Å。X~0��（I��）-�jÛ>Q，hj�åoP]04�,-

³²[Ò，ú$pá]|�1Ú³Û，ÀÒÉ)GõxM-ùT，~$q{Æ

ô'IßD:Î�-ý%'& 。

K0�JÊê´¥?，��¤QW�ß¶³Û<¾M*<��³Û，]h

��ËM³Û，�Bã©“�åÜ”?íîý}、LÛ-ÕL，\“. ／v”-�7

1a?Æ“³Û”4;Þ-“cS\0（ｍｏｄｅｒｎ ｇａｚｅ）”QmI，ÀÒc，“�å

Ü”{cW%`�Q-�m，>ÉW%`“1gcS”-D]I¯° �-

�m。

4B“cS\0”，WP²:»F¬°ø（Ｓｈｕｎｙａ Ｙｏｓｈｉｍｉ）©《V�À-�

¤:》�I4j�-%FùTcSoÀ- ¡，J´)+±Y0S�OcW�

９１１文法、修辭與意義　

瑘瑢 1G�65��¦�:Î“Îm�{Æô¶faWó。Îm�¶Wó，ÚÀWª«ÒÎ
)<-;½（UU）mþ�（QT）>Í�，ÅF�¸<��-²ë，Ú²{Mz�-U
0”，0I“ÒÎ)<（ｏｒｇａｎｉｃ）”¿ÒÎ0$ ² Ø û-�þmÆ�，�Á]ÒÎ)<，X
ÙÛ“̂ ê�Í（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Á。Z¬G�6：《��¦��:Îmº:gÛ》，w《�
Q:Tý》，K¬t ３５７、３６２。



?Ì_-+Òc，ÉW%F“\0（ｇａｚｅ）”-Òc。K0K��³《ým 》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jv，¢V�À、V :、�¸K®m³Û，JX� １７ ³

|¥?]�m�、K}、C½4l�-\2，Xy:ºl�、é�D、\��XJ

ö¥9+©\F“cS\0-´¹”。瑘瑣\`\0-,Ä，“W¢ m �½È

p©@u�×þ-´Ï�¦”，瑘瑤D\`�þ、éÂ�-�¦I，4¶\];[

-*]、Ï]¡J'È\，Xy\]I-*Yq{�W�y2ú，C+f¶�

CÜ-WÂ.�I、+Ü-klmC½。瑘瑥 >¸ +©cS\0r-³Û（I

�Û），�³´)D³Û¡�;r，�QÙÛ�_�c¯e-Ú<，>WÚçë

¯e-E`µKåÈ�%`0Ü´¹?Í；“ë]�Û（ｇｅｎｅｒ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ｒ）”

-^¸fÅ{WDÂ_¯e，Xy{WDKv`Çýê，>W'Í)W©%

ew�Q±%-T¦（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瑘瑦

�³¥ １６、１７ ³|-ý])K¡j，ÒcáM １６ ³|¥，JìW¥“o$

Ü”（1N£、}ò、ò`、ýD）?l�ùÏ、Í³¡，EF±%、³�、ý�+

W)Á�u\`“o$Ü”，OJr�cDPu;r、Dn3�-u0rµ¶，

“o$Ü”4D³¡，“÷%+²G�h-�（ｌｉｋｅ ａ ｖａｓｔ ｏｐｅｎ ｂｏｏｋ），n-OÁ

¢¦”。瑘瑧 \0E“+3$�Q�6tÙLÌoü¬o，�)RÙµÍ»j>

�+-�%-³²”；瑘瑨“+3$²�XW�Qmm%、nèm³�、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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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瑣

瑘瑤

瑘瑥
瑘瑦

瑘瑧

瑘瑨

Z¬F¬°øh；̀ <·¡I·：《V�À�¤:》（æ�：�:�n¶L�X，２０１０ p），
��《dæÌµ»》，t ｖｉ，]《¹�———ë)V�À-cS》äºC“V :\0-{
+”，t ７—１５。
À%Z³��3F¬°ø：《V�À�¤:》，《¹�———ë)V�À-cS》äºC“V
 :\0-{+”，t ８。
¸_，t ９。
Z¬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１９７０），
ｐｐ． ８２ ８３，I·Z°H½êp·：《ým ———@³º:°9:》（_Y：_Yå���，
２００１ p），äw�äºC《ë]�Û》，t １０８—１１１。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ｐｐ． ２５ ２７．I·Z¬H½êp·：《ým ———
@³º:°9:》，äº�，t ３５—３７。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ｐ． ３４．I·Z¬H½êp·：《ým ———@³º
:°9:》，äº�，t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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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u�IÄ0ä”。瑝瑠

“}ò”µ�DI、1��I�©e]�Qm d-¨*Ü，ö¥ûDù

T。瑝瑡 \ 4*#÷-W，１７ ³|¥�，I»5W|�³ÛK®;�，#÷U

bvÏ、K�C½、0Ü´¹¡，�©¯eÚ<IDB�]-È\I¸¹，\{

CWQ“º:”m“.”I“R^”m“º:”-{¸，ÉWW©�Q±%j½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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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êå:-FFùT，Òc ２０ ³|¥?�©��（��）“1gcS”-¯i，

�Op¶%F“cS（Iº:、)«）”ìo-V&———÷f1g���、@u�

I0Ü�，Ë>W�?l“¶)<”4ö6ÒP-“�å”Æ�，\ÙG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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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１２１文法、修辭與意義　

瑘瑩

瑝瑠

瑝瑡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ｐｐ． ３９ ４０．I·Z¬H½êp·：《ým ———
@³º:°9:》，äº�，t ５４，�$µÊû。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ｐｐ． ５４ ５６．I·Z¬H½êp·：《ým ———
@³º:°9:》，äå�，t ７３—７５。
ö¥Z°�º»：《ÀÉe}———³:�j-W~ý》（æ�：�¨�n�X，２０１２ p�
n，２０１４ p�n）%�I�©ÃÄ��“ÀÉe}”̄ yí�-ùT，K0WW©“}”m
“ ”;¦1ge°、1gl�mÉ�,(-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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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

（%）B�

O@Ä、�âØ·；G�¡z：《êå;êå》。��：��ÝÝ+:�no，２０００ p。

F¬°øh；̀ <·¡·：《V�À�¤:》。æ�：�:�n¶L�X，２０１０ p。

!3Ê：《!3Ê{*》。~�：m`tu�no，１９９９ p。

9ÔYæl：《34é{*》。[：?m+:�no，２０１１ p。

�å©：《êå:》，Å�《ê�ý�》。_Y：_Y��，１９８９ p。

-Ú~：《Q�:eT》，Å�《ê�ý�》。_Y：_Y��，１９８９ p。

-ìl：《ÕN:_³*———�Q³��j》。��：IÁ�$，１９９３ p。

G�6：《�Q:Tý》，Å�《ê�ý�》。_Y：_Y��，１９８９ p。

ÕNh、)*Gæl：《ÕN{*》。£Ä：å+tu�no，２００３ p。

úU：《Ê©�》。_Y：ó¸^�D，１９２３ p。

Ü|Ël：《Åûv：º:m.》。��：ÊÁ+:�no，２００３ p。

E³Blò：《�Q:eT》，Å�《ê�ý�》。_Y：_Y��，１９８９ p。

E6u：《³QmO|———%`³|-7°》。_Y：ÁïÝÝ+:�no，２０１４ p。

H½êp·：《ým ———@³º:°9:》。_Y：_Yå���，２００１ p。

34éæl：《I�³Û!�Tý》。¨â：³=�no，１９４３ p。

�4þæl：《I��³:+¾》。æ�：ð#�no，１９９０ p。

�º»：《ÀÉe}———³:�j-W~ý》。æ�：�¨�n�X，２０１２ p�n，２０１４ p

�n。

.Ìãl：《�h��³Û》。}Ñ：½~tu�no，２００７ p。

（º）T³

þ)Ä：《³Û§'》，《B:·》，１８９８—１９０１ pä ２３—４６ ä。

þ)Ä：《�³Ût²》，《ÏT》，１９１７ pä ３ ä，s １，t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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ÕN：《TLµ]³�±%》，《º:》。_Y：º:o，１９１５—１９５０ p。ä １ ä，s ２，t ９—３４。

úU：《�Q�©¯e-ËÔ》，《cSUT》，１９２７ pä １１７ ä，s ５，t ７—１０。

3�Þ：《³:�Uµ)I�³:�j-gÛ》，w《þâ�t<:_����* ２０１２》（æ�：

�¤+:I�³:¾，２０１４ p），t ５４—９４。

cX《Ê¥“³Û”-�¦———�〈�8³]〉M〈�³n〉》，《I�³::·》，２０１３ p １２ ´ä

４ ä，t ５５—８４。

ñ�Ý：《��ê:)³:》，wñ�Ý：《p·m�ê;¦》（æ�：�¨�n�X，１９７６ p），

t ６７—８２。

?n_：《I�³Û:;ÆÁ》，《êZ》，１９２３ pä ３ %，s ４，t １—６。

Su¯：《h×³Û》，《�:Y》，１９２０ pä １ ä，s １，t １—２３。

Ú3$：《I�³Û��-¾��{》，《��´ñ》，１９２５ pä ３ ä，s ２，t １—１０。

二、英文

（%）B�

Ｃ． Ｋ． Ｏｇｄｅｎ ａｎｄ Ｉ． Ａ．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ｒｃｏｕｒｔ，Ｂ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１９２３）．

Ｉ． Ａ．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ｅｔｒｙ （Ｌｏｎｄｏｎ：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Ｔｒｅｎｃｈ，Ｔｒｕｂｎｅｒ，１９２６）．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１９７０）．

（º）T³

Ｊｉｎｇ Ｔｓｕ，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ｒｉｐｔｓ，Ｃｏｄｅｓ，ａｎｄ Ｔｙｐｅｗｒｉ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ｉｎ Ｊｉｎｇ Ｔｓｕ ａｎｄ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Ａ．

Ｅｌｍａｎ，ｅｄ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１８８０ｓ １９４０ｓ （Ｌｅｉｄｅｎ：Ｂｒｉｌｌ，２０１４），

ｐｐ． １１５ １５１．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ÒÂ©《ÊÁ:·》，１９３０ pä １ ä，s ６，t

１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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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ｍｍａｒ，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ｙｓｅｍ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９２０ ａｎｄ １９４０

ＣＨＥＮＧ ＹｕＹｕ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ｉｗ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ｅｓｓａｙ ｉｓ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ａｎｄ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９２０ ａｎｄ １９４０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ａ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ｂｅｈｉｎｄ：ｈｏｗ ｃ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ｂａｓｅｄ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Ｉ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ｗａｙ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ｇｒａｍｍａｒ，ｗｈｉｃｈ

ｒｅｌｉｅ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ｏｎ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ａｘ，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Ｉ ｐｏｎｄ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ｔｈａｔ，ｉｆ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ｃｏｎｆ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ｇｒａｍｍａｒ，ｔｈｅｎ ｈｏ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ｄｏ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ａ ｓｙｌｌａｂ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ｇｏ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ｏｉｎｔ ｏｒ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ｃｅ ｅｍｐａｔｈｅｔｉｃ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ｌｏａｎｉｎｇ，ａｎｄ ａｎａｌｏｇｙ．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ｔｈｉｓ ｅｓｓａｙ ｐｒｏｂ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ｗａ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ｉｃａｌｌｙｒｉｃｈ”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 ／ ｒｅａｄｅｒ． Ｔｈｉｓ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ｔｒｅｎｄ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ｏｌｙｓｅｍ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ｉｓ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ｙｌｌ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ｐｏｌｙｓｅｍ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ｎ ｂｅ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ａ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ｏｖｅｒｔｕ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ｇａｚ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ｐｏｌｙｓｅｍｉｃｉｔｙ，ｇｒａｍｍａｒ，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ｍｅａｎｉｎｇ

４２１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