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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從字詞對應關係切入，探討上古漢語遞進標記「且」與未來時標
記「且」之關係，提出二者屬於同音同形字，來源並不相同。前者源
自「 」的篇章指示用法，而後者則由表前往之動詞「徂」虛化而
成。遞進標記「且」其基本功能為註記「與此同時還有另一需要注意
的事況」，後來又發展出註記「超乎預期」的轉折標記與註記「說話
人還要提供更多、更進一步訊息」的追加標記。未來時標記「且」其
基本功能是註記「行為或事況發生在參照點之後」，後來又發展出註
記「選擇關係」的選擇標記。二者循著各自的演變路徑發展。

關鍵詞: 且, 遞進, 轉折, 未來時, 選擇

1. 前言

上古漢語「且」具有多項功能。從使用頻率來看，其主要功能是作連
詞表遞進，其次是作副詞表未來時。本文把前者稱為「且1」，並把後
者稱為「且2」。本文關注的是上古漢語「且」的來源及發展。在來源
方面，「且1」與「且2」是否由同一個詞虛化而來？若然，究竟是虛化
自哪個詞？若不然，則「且1」與「且2」又是由不同的詞虛化而來，還
是存在著發展關係？若是前者，它們分別虛化自哪個詞？若是後者，
則又是「且1」發展出「且2」，還是「且2」發展出「且1」？在發展方
面，則「且1」與「且2」有著怎樣的後續演變？本文的目的，即試圖將
上古漢語「且」各個功能的演變脈絡梳理出來。

探討「且1」與「且2」的來源需考量「且」及相關字形的字詞對應
關係。由出土上古文獻可知，「且」及相關字形的字詞對應是變動且
複雜的，亦即原本寫作「且」的字並不是「且1」與「且2」這兩個詞，
而是其他詞；反之，「且1」與「且2」這兩個詞原本也不寫作「且」，
而是另有其他字形。因此，釐清「且」這個字與各詞的對應及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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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將有助於探討「且1」與「且2」的來源，而這正是本文研究的切入
點。

本文分六節。第一節指出本文問題意識與切入點。第二節回顧以
往的研究成果，並說明本文的研究基礎。第三節探討「且1」與「且2」
的來源，指出二者虛化自不同的詞。第四節描述「且1」的功能及其如
何發展出表轉折與表追加等功能。第五節描述「且2」的功能及其如何
發展出表選擇的功能。第六節是結語。

2. 文獻回顧

本節首先評述以往研究對於「且」的功能、來源及演變的各種觀點，
指出這些觀點所面對的難題，以及對本文的啟發。接著是描述以往研
究對於「且2」與「將」的討論，再加入「且1」進行比較，說明本文的
立論基礎。

2.1 「且」的功能及演變

以往研究大多按詞性把上古漢語「且」分成兩大類，其一是作連詞，
另一是作副詞。副詞「且」一般認為可以表將要和表姑且，前者相當
於「將」，後者相當於「姑」。連詞「且」的語義功能與用法比較繁
複，以往研究的歸類並不很一致，總括起來有表並列、表遞進、表
選擇、表讓步等；「且」表讓步時相當於「尚」、「猶」，表選擇時
相當於「或」，至於表並列或表遞進則沒有與其相當的語詞。其實，
「且」表並列或表遞進並不容易區分，有不少研究直以「並列」或
「遞進」來統稱。周法高(1961:326)就認為「且」如果聯結兩組謂語
式，1就有遞進的意味，而如果連結兩組主謂式，則遞進意味更顯著；
另，楊伯峻、何樂時(1989:462)也認為「且」可理解為「在並列的同時
兼有進層之義」。

連詞「且」和副詞「且」有何關係？主流的觀點是前者由後者發
展而來。藍鷹、洪波(2001)提出，表並列和表選擇的連詞「且」都是從
副詞虛化而來；周守晉(2005)認為連詞「且」和表姑且的副詞「且」都
是從表將要的副詞「且」發展而成；2而張玉金(2011)也主張表並列、

1. 原文所謂「謂語式」是指動詞組。
2. 其所舉連詞例句包括「並列」和「選擇」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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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選擇的連詞「且」分別源於表將要的副詞「且」，其中並列又發
展出遞進，至於表讓步的連詞「且」則源於表姑且之副詞「且」（見
圖 1）｡這些假設都是以各語義之間的關聯性為推理基礎。

圖 1. 副詞「且」演變的三種看法

本文所謂「且1」即是統括以上表並列與表遞進之連詞，「且2」則是表
將要之副詞，而上述觀點一致認為「且1」源自「且2」。

至於「且2」的來源，一說源自「暫且」之「且」，一說源自「前
往」之「徂」。Meisterernst(2004)推測「且2」或許與「且」的其他副
詞用法如表「暫且」有關，但或受限於語料不足，也沒有明顯證
據，這也僅止於推測。另一方面，張博(2003)、周守晉(2005)、巫雪如
(2015)及石毓智、白解紅(2007)均認為是由表「前往」或「行進」的動
詞演變而成。除了後者之外，其餘都認為「且」的演變過程與「將」
相同。3這些研究的重點幾乎都在「將」，雖然對於「將」的分析有些
不同，但都是取「將」和「且」的共同點以相互印證與類推，假設它
們如何由動詞虛化為副詞。

按周守晉(2005)，上古漢語「且」即依循「動詞-副詞-連詞」的
路徑發展。這種假説面對的最大挑戰是：語料顯示，「且1」早出於
「且2」，前者大量見於春秋早期文獻，後者卻主要見於春秋之後的文
獻。4換言之，這種假説很難解釋後出者反而大量出現在更早文獻的事
實。

3. 石毓智、白解紅(2007)主張時間副詞「將」是由其「攜帶」義發展而來。
4. 《詩經．齊風．雞鳴》「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中的
「且」歷來有不同解釋，是否為例外，見仁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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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這種單一來源的觀點之外，也有研究認為上古漢語「且」有
多重來源。解惠全等(2008)似乎贊同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1996)聲
訓的説法，亦即表將要的副詞「且」是「將」的假借字；此外，又認
為表姑且的副詞「且」源自表茍且、馬虎的形容詞，而表遞進的連詞
「且」則或如段玉裁《說文解字注》(2005)所言由「俎」引申而來。不
過，「且」在上古並沒有所謂作形容詞的用例；又，名詞轉用作虛詞
通常是通過假借（如「而」），「俎」因承藉進物之作用而直接引申
為表示更進一層的連詞，5在句法上也難以解釋。

對於「且1」的由來，游文福(2018)提出它源於指示詞「 」。6

「 」在西周金文的其中一個用法是「指示以甲事為乙事的時間
參照」，而後引申表遞進，註記「與此同時還有另一需要注意的事
況」，因秦書同文的緣故才統一寫作「且」。這在形成年代上與語料
現實相符，在句法上亦可接受。

以上可以歸結出兩個要點：一、「且1」源自「且2」的可能性不
高，「且1」若是由指示詞發展而來，則「且2」在來源上有三種可能，
或源自「且1」，或也是源自指示詞，否則另有來源；二、「且2」與
「將」的關係，儘管前人所持看法不盡相同，但一致認為兩者密切相
關。

2.2 「且」與「將」之比較

把「且2」與「將」相提並論，最早見於東漢學者的注疏中，例如：

(1) 智伯帥三國之眾，以攻趙襄主於晉陽，决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戰
國策．秦策一》）高誘注(1974a: 62)：且，將也。

(2) 黃鐘之月，土事無作，慎無發蓋，以固天閉地，陽氣且泄。（《呂氏春秋．
季夏紀》）高誘注(1974b: 139)：且，將也。

(3)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詩經．邶風．簡兮》）鄭玄箋(1989:99)：將，且
也。

(4)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詩經．小雅．谷風》）鄭
玄箋(1989: 435)：將，且也。

5.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且，古音俎，所以承藉進物者；引申之，凡有藉之辭
皆曰且，凡語助云且者，必其義有二，有藉而加之也」。
6. 此字在出土文獻中有不同寫法，詳見第三節。以往研究均以「 」為代表形式，本
文除引用原文外，也一律採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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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疏中所見「且」、「將」互訓之例，都是表未來的用例，例 (1–2)是
以「將」訓「且」，而例 (3–4)則是以「且」訓「將」。裴學海在《古
書虛字集釋．卷八》「且、徂」條目下指出，「且」與「將」之所以
可互訓是因為「且」精母魚韻、「將」精母陽韻，二字雙聲而魚陽對
轉。

大西克也(2002)認為「且」、「將」不僅僅是讀音相近，而且還
是同源關係。他比較秦系文獻與反映東土六國語言的文獻，指出表未
來時前者基本上用「且」，後者則基本上用「將」，明顯呈現地方差
異。另外，在其他用法上「且」與「將」通常不相混。因此，它們應
該不是通假關係，可能是同源關係，或者是方言異形。

陸宗達(1987)、馮寬平(2002)對於「且」與「爿」的考釋，亦指
向「且」、「將」是同源詞。陸宗達認為「且」本為古「俎」字，是
古代禮祭時薦肉之器，而「爿」則為古「牀」字，是病人倚著安臥
之器，二字均取其物之形，而且都有薦藉之義。換言之，「且」、
「爿」在形音義上都有聯繫。馮寬平進一步指出，由「且」與「爿」
孳乳出的詞彙，經常音義相近，如「粗」（清母魚部）、「壯」（崇
母陽部）都有「大」義，「助」（崇母魚部）、「將」（精母陽部）
都有「助」義，此外「且」與「將」又都有「將要」義。

巫雪如(2015)在這同源基礎上，假設上古漢語有個與表前往之
「徂」同源的「將」，7兩者依循同樣的引申路徑發展成「未來時標
記」(future marker)，亦即表未來之時間副詞。「將」作未來時標記的
用例轉引如下：

(5) 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
（《左傳．成公二年》，轉引自巫雪如(2015: 261)）

(6) 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轉引自巫雪如(2015: 261)）

(7) 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
（《左傳．文公十六年》，轉引自巫雪如(2015: 262)）

(8) 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
（《左傳．桓公二年》，轉引自巫雪如(2015: 262)）

7. 她之所以假設有這樣一個「將」存在，是因為根據她的判讀，上古漢語語料中
「將」沒有真正或純粹表前往的用例。又，她認為這個「將」另有他字，而且與表執
行、率領的「將」字形不同，它們最終統一寫作「將」是秦人字形整理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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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賢而已。
（《墨子．尚賢上》，轉引自巫雪如(2015: 262)）

巫雪如認為未來時標記「將」的用法有五類。例 (5)「將」表未
來時間，把「及華泉」定位在參照點「逢丑父與公易位」之後；
例 (6)「將」表未來預期或推測，表達說話人「陳文子」推測禍亂發生
於說話當下之後；例 (7)「將」表意圖，表達主事者「襄夫人」意圖指
使宋昭公去孟諸田獵而殺死公孫壽；例 (8)「將」表應當，表達說話人
認為「昭德塞違」實現之必要性；例 (9)「將」表當前推測，表達說話
人對於「眾賢」是掌權者之任務的推測或委婉態度。

其他研究如 Pulleyblank (1995)、大西克也 (2002)、Meisterernst
(2004)對於「未來時標記」的描述不如巫雪如(2015)詳細，但是都認為
「且」作為未來時標記，其語義功能與「將」基本一致。

以上是「且」與「將」的共同點。兩者聲韻相近，可能具有語源
關係，作未來時標記時語義功能亦相當，這也是以往研究認為未來時
標記「且」由表前往的動詞「徂」發展而來的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以往有不少研究主張連詞「且」乃是副詞「且」進一
步發展的結果，不過本文認為這種假設成立的可能性並不高，這除了
年代有所出入之外，還可以從「且」與「將」的差異中得到證實。

「且」、「將」有哪些差異？大西克也(2002)曾指出，上古漢語表
遞進時總是用「且」不用「將」字，8反之，「將」當名詞或動詞時則
絕對不用「且」字。名詞「將」指的是將軍、將領之「將」，而動詞
「將」當指與「捧持、扶持」相關之行為動作，例如：

(10) 趙襄子最怨知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
（《戰國策．趙策一》，轉引自巫雪如(2015: 255)）

(11) 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
（《周禮．春官宗伯》，轉引自巫雪如(2015: 255)）

(12) 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詩經．周南．樛木》，轉引自巫雪如(2015: 256)）

(13) 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詩經．召南．鵲巢》，轉引自巫雪如(2015: 256)）

(14) （《論語．憲問》，轉引自巫雪如(2015: 257)）闕黨童子將命。

8. 他還認為表選擇時用「且」不用「將」，但出土與傳世的文獻都有不少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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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
（《左傳．莊公二十一年》，轉引自巫雪如(2015: 257)）

巫雪如認為上古漢語「將」的本義是表示雙手具體捧持、扶持的動
作，在不同語境中也可有不同理解及引申。如例 (10)「將」是本義
用法，表示捧持；例 (11)「將」表示奉獻；例 (12)「將」表示扶持；
例 (13)「將」表示護送；例 (14)「將」表示奉行；例 (15)「將」表示率
領。這些動詞用法一律只以「將」來表示。

除此之外，游文福(2018)指出上古漢語「且」有指示用法，而這又
是另一個「且」與「將」的差異。例如：

(16)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詩經．周頌．載芟》，轉引自游文福(2018: 41)）

(17) 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左傳．僖公七年》，轉引自游文福(2018: 24)）

例 (16)「匪且有且」有兩種解讀，一說「不獨此有此」（馬持盈1978；
高亨1980），一說「不料此竟有此」（周振甫2002）；然而，無論是哪
一種解讀，也無論「且」指稱處所還是詩中的景象，「且」的作用都
是指示。例 (17)「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是解說上一句，表明鄭國殺死
申侯是因為這時採信了陳國轅濤塗的譖言，「且」相當於「這時」。9

「且」的這些指示用法是「將」所沒有的。
「且」與「將」的這些異同可藉以下圖 2來呈現：

圖 2. 上古漢語「且」、「將」語義功能之異同10

9. 「且」亦可能相當於「此」，指代前述的主題事件，然《左傳》凡此類解經文句中
的「且」都適合解釋以「這時」。因此，本文認為這裡也解釋為「這時」更符合《左
傳》的書寫習慣。
10. 為使圖表簡潔，以「捧持」代表上述各種由「捧持、扶持」引申出的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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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顯示，「且」的「指示」與「遞進」用法「將」無，而「將」的
「將領」與「捧持」等語義「且」無，「且」與「將」語義功能的重
疊主要在於作未來時標記及其「前往」義。值得注意的是，圖 2還反
映了各語義功能之間的關聯性，亦即「指示與遞進」、「前往與未
來」、「捧持與將領」各成一組語義功能相關聯的組別。以游文福
(2018)、巫雪如(2015)的研究結果解說，就是「且」的「遞進」用法
從「指示」發展而來，而「將」沒有「指示」功能，所以沒有發展出
「遞進」用法；另一方面，「將」的未來時標記由「前往」義引申而
來，與「將領」、「捧持」等義無直接關聯，11因此雖然「且（徂）」
不表示「將領」、「捧持」等，但因為可表「前往」，所以還是發展
成未來時標記。

由此推之，上古漢語未來時標記「且2」與遞進標記「且1」之間
恐怕並不存在著發展關係，既不是後者的來源，也不是後者的發展結
果。它應由表前往的動詞發展而來。換言之，「且1」和「且2」應該來
源不同。

由於以往研究並沒有明確指出「且（徂）」由動詞過渡到未來時
標記的過程，描述最多者巫雪如(2015)也只是援引Bybee et al. (1994)的
說法，認為「且（徂）」符合後者所提出的「實施者在軌道上朝向終
點趨近」的條件，12因此這發展過程還有待進一步論證。

3. 「且1」與「且2」的來源

這一節，我們首先梳理相關語義或功能在出土文獻中的字形及其改
變，並論說此現象可以支持上述假設，即「且1」和「且2」來源不同，
前者源自指示詞「 」，而後者源自動詞「徂」。接著是舉例論證其
演變過程。

11. 涉及位移概念的「將」是否與「捧持」相關之語義如「護送」、「奉行」、「率
領」等有引申關係，目前沒有一致看法。即使周守晉(2005)、陳斯鵬(2011)、魏培泉
(2015)同樣認為它們之間存在引申關係，但看法也不完全一樣，前者認為是「行走」引
申爲「執行、率領」，而後二者認為是「將持/攜帶」引申爲「行將/行進」。由於這與
本文論旨沒有直接關係，故暫且擱置。
12. 原文為 “the agent is on a path moving toward a goal” (Bybee et al. 1994: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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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相關語義或功能的字詞對應

上古出土文獻中字詞的關係錯綜複雜，往往是一個字對應多個詞，
或反過來多個字對應一個詞，甚至是一組字對應一組詞。此外，出
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用字也不必然一致。與「且」密切相關的字就
有「俎」、「祖」、「沮」、「 」和「徂」。「且」（ ）的造字本
義主要有兩種說法，一說是盛祭品禮器俎，或說是牡器之象形；13然
而，這個字在商周出土文獻主要對應的詞其實是「祖」，亦即表示
「先人」，如例 (18)。謝㑉霓(2009)、田煒(2016)均認為這是借「且」
為「祖」。14田煒還指出，「且」在西周時期也經常對應另一個詞
「沮」，也就是被假借來表示「敗壞」，如例 (19)。另外，這兩個詞
偶爾也寫作「 」，（金文作「 」），如例 (20–21)，「 」可視為
「且」的異體字。總而言之，商周時期字形「且」主要對應的詞是
「祖」，其次是「沮」。

(18) 乙亥， 易（賜）孝貝，用乍（作）且（祖）丁彞。
（〈孝卣〉(05377)商代晚期）

(19) 寧史易（賜）耳，耳休弗敢且（沮），用乍（作）父乙寶 （尊）彞。
（〈耳卣〉(05384)西周早期）

(20) （〈 簋〉(04194)西周中期）既 拜首，升于氒（厥）文 （祖）考……

(21) 牆弗敢 （沮），對揚天子不（丕）顯休令……
（〈史牆盤〉(10175)西周中期）

借「且」為「祖」的情形一直持續到春秋戰國時期，如例 (22–24)。楚
系出土文獻所見之「且」經常下方多一橫筆，如〈王孫遺者鐘〉寫作
「 」，而楚簡的「且」上方還出現變化寫作「 」。

(22) 余不敢為喬（驕），我以享孝，樂我先且（祖），以 （祈） （眉）壽
（〈郘 鐘〉(00233)春秋晚期）……

(23) ……用享台（以）孝，于我皇且（祖）文考，用 （祈） （眉）壽……
（〈王孫遺者鐘〉(00261)春秋晚期）

13. 主張第一種說法的有徐灝、王筠、朱駿聲、林義光、徐中舒、王國維、唐蘭、
季旭昇和陳劍，而主張第二種說法的有高本漢、郭沫若、董蓮池和許進雄（Karlgren
1930；陳劍2008；許進雄2009；季旭昇2014；田煒2016；胡安順2018）｡
14. 兩位所用術語不同，前者說是「通假」，後者稱為「假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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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時事山川，教民又（有）敬也，新（親）事且（祖）廟，教民又（有）孝
（《郭店．唐虞5》戰國中/晚期）也。

不過，春秋中期也開始出現了「祖」字，如例 (25)〈 鎛〉銘文中
的「皇祖」的「祖」即寫作「 」。添加意符「示」的字形似乎起於
齊魯一帶，到了春秋晚期，河北、江蘇等地文獻也使用「祖」字，
如例 (26)。根據謝㑉霓 (2009)的統計，「祖」在戰國開始逐漸取代
「且」表示「先人」。這個時期還有少數「 」字，其之於「祖」，
猶如西周時期的「 」之於「且」，應視為「祖」的異體字，如
例 (27–28)。15

(25) ……用享用考（孝）于皇祖聖弔（叔）、皇 （妣）聖姜⋯⋯
（〈 鎛〉(00271)春秋中期）

(26) ……乍（作）鑄龢鐘，台（以）享我先祖。
（〈 鐘〉(NA1256)春秋晚期）

(27) （陳）氏裔孫逆，乍（作）為 （皇） (祖)）大宗簋……
（〈陳逆簋〉(04096)戰國早期）

(28) 隹（唯） （朕）皇 （祖)文武，𧻚（桓） (祖)成考……
（〈中山王 壺〉(09735)戰國晚期）

至於「且」字用以表遞進、未來時，主要見於秦系出土文獻。「且」
字作遞進標記首見於《詛楚文》(謝㑉霓2009)，例 (29)「且」即表明秦
王期盼的不只是戰勝楚軍，還有重奪秦國邊境的失地。「且」字表遞
進的用例也見於秦代的睡虎地竹簡和里耶竹簡。比如例 (30)「且」連接
兩種性質「美」和「長」，表示「不僅形貌好，還身材頎長」；又如
例 (31)「且」連接兩種情況「有徒而弗令田」和「徒少不傳于奏」，說
明「弗令田」不是只指「有人員而不指使他們去墾田」，還包括「人
員缺乏不奏陳」這一情況。

(29) （《詛楚文》戰國中晚期）……克劑楚師，且復略我邊城。

(30) （《睡虎地．日書甲種32正》秦）以生子，既美且長，有賢等。

(31) 弗令田即有徒而弗令田，且徒少不傳于奏。
（《里耶8–758》秦，轉引自伊強(2017: 173)）

15. 其他零星出現的異體字還有「俎」、「 」、「 」等。嚴格而言，例 (28)的「
」字應該是从「俎」不是「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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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字作未來時標記的用例主要見於睡虎地竹簡。例 (32–33)都是表
未來時間的例句，前一例「且」把「上有以賞之」定位在參照點「謁
上」之後，後一例「且」則把「有二喪」定位在參照點「辰」之後。
例 (34–35)則是表意圖的例句，前一例「且」表達竊賊意圖偷竊，後一
例「且」表達同伍之人意圖以所告狀使人獲罪，或以所告狀使自己脫
罪。16

(32) 能先期成學者謁上，上且有以賞之。
（《睡虎地．秦律十八種111–112》秦）

(33) 辰不可以哭、穿肄（肂），且有二喪，不可卜筭、為屋。
（《睡虎地．日書乙種191貳》秦）

(34) 抉之，且欲有盜，弗能啟即去，若未啟而得，當贖黥。
（《睡虎地．法律答問30–31》秦）

(35) 伍人相告，且以辟罪，不審，以所辟罪罪之。
（《睡虎地．法律答問96》秦）

另一方面，在戰國時期的楚系出土文獻中，這些表遞進、未來時的詞
並不是寫作「且」，而是「 」（ ）或「虘」（ ）｡這個字在較早
的出土文獻中多寫作「 」（ 或 ），亦即「虘」、「又」原先是左
右組合，到戰國變成上下組合。

「 」在例 (36–37)中作未來時標記。這兩例「 」表未來時間。
前一例陳說的是常理，「事」可以指涉任何事情，因此「 」是把
「成」定位在任何事情的開始之後。後一例「 」分別把「有病」和
「亡」定位在「惡菜與食」和「惡聖人之謀」之後。這種用法與上述
例 (32–33)的「且」大同小異。

(36) （慎）冬（終）若 （始），則無敗事壴（矣）｡人之敗也，亙（恆）於
（《郭店．老子丙12》戰國中/晚期）亓（其） (且)城（成）也敗之。

(37) 身 (且)有 （病），亞（惡） （菜）與飤（食）；邦 (且)亡，亞
（《上博三．三德13》戰國中/晚期）（惡）聖人之 （謀）｡

16. 「辟罪」有二解，或說加罪於人，或說避罪。另，以往研究都把例 (35)中的
「且」歸為並列或遞進連詞，但「以辟罪」其實並不是「相告」之外的另一事件，
而是「相告」的目的。「相吿」非「互相控告」（關於「相V」的語義，請參游文福
(2013)）｡這段話是說，同伍之中有人控訴另一人，想要以此來使對方獲罪，或使自己
脫罪，經查證為不實，則以他所指控別人的罪狀來定罪他。下文的案例「今甲曰伍人
乙賊殺人，即執乙，問不殺人，甲言不審……」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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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例 (38–39)中作遞進標記。例 (38)「 」連接兩種性質「恭」
和「儉」，表示吾大夫具有「恭敬」的特質之外，還具有「節儉」的
特質。例 (39)「 」連接兩種情況「少有惡於王事」和「有憂於躬身」
以說明「恆貞吉」，17即通常貞問結果是好的，18會在王事方面有一些
過錯，還會在身體方面有疾病——但不至於有禍患。此二例「 」的用
法分別與例 (30–31)的「且」相當。

(38) （吾）大夫龏（恭）虘（且） （儉）， （靡）人不 （斂）｡
（《上博一．緇衣14》戰國）

(39) 占之：恆貞吉，少又（有）亞（惡）於王事， (且)又（有） （憂）於
（《包山2.213》戰國中/晚期）（躬）身。

需要指出的是，表遞進的「 」又寫作「 」，但這種寫法目前僅
見於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如例 (40)「 」連接兩種情況「大疫」
和「飢」，表示晉師發生嚴重的瘟疫之外，還遭遇糧食不足；再如
例 (41)「 」連接兩個行為「命」和「召」，表示晉景公派遣駒伯到齊
國召請齊侯參加盟會，此外還召見高固。這兩例「 」的用法與上述
各例表遞進的「且」或「 」相同，只是字形不一樣。

(40) 晉𠂤（師）大疫 （且）飢，飤（食）人。
（《清華二．繫年101–102》戰國）

(41) 公命邭（駒）之克先 （聘）于齊， （且）卲（召）高之固，曰……
（《清華二．繫年66》戰國）

「 」在春秋早期開始用作表遞進，在戰國中晚期開始用作表未來
時，而在這之前又另有其他用法。根據游文福(2018)，「 」在西周時

17. ，或釋「慼」，或釋「憂」。在字形方面，「 」與「憂」有共同部件；在語
義方面，「 」幾乎都與「躬身」同現在句子中，而上古「憂」可表「疾病」，因此
釋「憂」較佳。
18. 按邴尚白(2009:206)，「恆貞吉」中的「恆」並非「長久」之意，而是表示「平
常」、「一般」，「恆貞吉」是「大體而言所得貞問結果為吉」。「恆」在動詞前
譯為「通常」更恰當，如「貞疾，恆不死」（《周易．豫》）、「如是者，恆有子
禍」（《左傳．襄公二十八年》）的後一句都可以譯為「通常不會死」、「通常會有
兒子的禍害」；又，例 (36)中「恆於其且成也敗之」在部分傳世文獻中寫作「常於幾
成而敗之」，無論是「恆」或「常」都相當於現在之「通常」。另，在卜筮禱祠記錄
中，會發生負面事情，也都經常言「吉」，可見吉否並不取決於事情的好壞，而是結
果的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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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主要是作名詞和指示詞。19主要是作名詞和指示詞。作名詞時，「
」表人名、方國或族名，如例 (42–43)。作指示詞時，「 」或者在對
話中指示聽話人把注意力轉移到說話人身上，或者處於兩個事件中指
示以甲事為乙事的時間參照。第一種用法相當於傳世文獻中的「嗟」
和「咨」，如例 (44)的「 」是伯屖父指示女兒注意他說話的用語；
第二種用法則相當於後世的「是時」，如例 (45)「 厥反」即「是時
彔子聽造反」，而「 」指示的參照時間就是「王伐彔子聽」這個時
候。

(42) 隹（唯）正月初吉丁亥， 乍（作）寶鐘，用追孝于己白（伯）……
（〈 鐘〉(00088)西周中期）

(43) 圉武王，遹征四方，達（撻）殷畯民，永不（丕）巩（恐）狄虘𡵉，伐尸
（〈史牆盤〉(10175)西周中期）（夷）童。

(44) 隹（唯）十又二月既朢（望），辰才（在）壬午，白（伯）屖父休于縣妀
曰：「 ，乃任縣白（伯）室，易（賜）汝婦爵、 之戈琱玉……」

（〈縣妀簋〉(04269)西周中期）

(45) （〈大保簋〉(04140)西周早期）王伐彔子聽， 厥反。

除了上述用法，「 」在出土上古文獻中也借用作動詞，表病癒和表
前往。前者多寫作「 」，後者又寫作「 」，20分別對應傳世文獻
所見之「瘥」與「徂」，其中的「疒」和「彳」為意符，而「 」、
「差」或「且」均為音符。例 (46)表示庚辛這一天病情稍微好轉，很快
就會痊癒；而例 (47)文句相仿，比對可知句中的「 」當為「瘥」，表
示病癒。再來，例 (48)是夨、散兩國因土地紛爭而履勘為界的記錄，
大意為履勘範圍是到了邊柳之後再延伸到 、 二地，其中「
」即「前往 、 二地」；21而例 (49)「 省朔方」意指「前往省視北
方」。

(46) 恆貞吉，庚辛又（有） （間）， （病）速 （瘥），不……
（《包山2.220》戰國中/晚期）

(47) （《望山1.67》戰國中/晚期）己未又（有） （間），辛、壬 （瘥）｡

19. 這時期的字形偶爾寫作「虘」。
20. 游文福(2018)指出，「徂」在包山楚簡寫作「 」，但因此字在簡文中用作名詞，
故將它排除。
21. 關於本篇銘文內容的考釋，請參王輝(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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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以陟，二奉（封），至于邊柳，復涉 ，陟𩁹（越）， （徂） 。
（〈散氏盤〉(10176)西周晚期）

(49) 穆穆魯辟， （徂）省朔旁（方）……。
（〈梁十九年亡智鼎〉(02746)戰國晚期）

與表遞進的情形相同，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中表前往之「 」有它獨
特的字形，上頭多個「艸」寫作「 」。例 (50)的「 亳」即例 (51)的
「徂亳」。

(50) 隹（惟）尹自 （夏） (徂）白（亳）， （逯）至才（在）湯。
（《清華一．尹至1》戰國）

(51) 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
（《國語．楚語上》）道。

以上「且」字詞對應的改變有兩種觀察的視角。從字的角度看，是
「且」字的語義或功能由表先人轉移到表遞進和表未來時；從詞的
角度看，則是表先人的詞其字形由「且」演變成「祖」。就此案例而
言，後者才是更全面、更具解釋力的視角。茲將與「且」相關之語義
或功能的字詞對應整理如表 1，並說明如下。

若以語義或功能的最初字形來分類，表 1中的各項語義或功能可
粗略地分成兩組：一組原先以「且」為主要形式，後來在「且」的
基礎上增添意符，形成「祖」和「沮」；22另一組原先以「 」為主
要形式，後來有些簡寫為「且」，有些增添意符並以「且」為音符
（「徂」），有些增添意符並以「差」為音符（「嗟」和「瘥」）｡

這些改變與漢字發展的兩大趨勢「簡化」與「形聲化」完全一
致。23從表 1可以看出，表先人、表敗壞、表前往、表病癒的實義詞
(content words)都在春秋戰國時期增添了相關的意符，以明確其意
涵；24連原來起著指示作用的「 」，因後來引申爲嘆詞，也增添意
符，以指明其功能。添加意符之後，既有的部件不管原本是表意還是
表音，都變成音符，這就是形聲化。

22. 「沮」有「阻止」義，與「阻」同源。「水」作為意符，是相對於「阜」而言，
古人經常因語義側重點不同而採用不同意符來加以區辨，這類的字還有「濕」與
「隰」、「決」與「䦼」等。
23. 關於漢字的發展趨勢 ，請參裘錫圭(2013)。
24. 表前往的「 」僅見於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屬於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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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與「且」相關之語義或功能的字詞對應*

語義/功能**

出土文獻 傳世文獻

西周 春秋 戰國 秦代 西周-漢

先人 且/ 且/祖 祖/ 祖 祖

敗壞 且/ – – 沮

篇章指示 – – 且

遞進 – / /且 且 且

情境指示 – – – 嗟

病癒 – – / – 瘥

前往 – / – 徂

未來時 – – 且 且

*囿於出土文獻闕如，有些詞若未見於某時代出土文獻，一概以「-」表示。
又，有些詞在同時代出土文獻中如有不同字形，則按字頻高低順序排列；有
些字形只是偶見，對增進整體演變趨勢的認識幫助不大，如以「俎」字表先
人，或其所對應的詞與本文論旨無關，如以「 」表示詛祝，這些都不納入
表一。
**為使圖表簡潔，分別以「篇章指示」和「情境指示」代表游文福(2018)所謂
「指示以甲事為乙事的時間參照」和「指示聽話人把注意力轉移到說話人身
上」。

另一方面，表指示、表遞進、表未來時的功能詞(function words)，沒
有實指內容，因此字形往簡化的方向發展，省去「虍」、「又」。其
實，上述形聲化的字當中部分也一樣經歷簡化的過程，以筆畫比較少
的「且」和「差」取代了筆畫較多的「 」。

這些改變起於春秋晚期，在戰國時期大勢發展，到了秦代大抵定
形，故而秦代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用字高度吻合。謝㑉霓(2009)將改
變的結果歸因於秦人對字形的整理，25而游文福(2018)把改變的發生歸
因於一字多用。

25. 也就是「書同文」的結果。有關秦代「書同文」的實質內容的探討，請參陳昭容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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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多用，或出於詞的功能分化，亦或因為不同的詞共用一個字
形。字形相同的兩個詞，如果詞性不一樣，比如表先人的「且」是名
詞，表敗壞的「且」是動詞，一般不致於產生歧義。但是，如果詞性
一樣，就可能造成歧義，如例 (52)的「 」，整理者（湖北省荊沙鐵路
考古隊 1991）認為表前往，而大西克也(2002:153)則認為表病癒，其大
意是「吉，到了 之月，病就會好，可以見王了」。其實，如果套用
大西克也的句式，把這句話解讀為「 之月，就可以去見王了」，亦
合情合理。可見，添加意符有助於避免同形詞所帶來的問題。26

(52) （《包山2.208》戰國中/晚期）占之曰：吉。 （荊） 虘見王。

一個詞在使用中會產生新功能，而詞的功能分化，也可能將帶動字
形分化。游文福(2018)指出，「 」在西周金文中的基本功能是「指
示」，有篇章指示和情境指示兩種用法，這兩種用法後來又各自引
申，分化出表遞進和表感嘆的功能，於是字形隨之分化出「且」和
「嗟」。

本文認為，表未來時之「且」的發展與表遞進之「且」雷同。「
」在西周時期被假借作表前往的動詞，因為發展出了新功能——
表未來時，所以字形亦開始分化，表前往之實義詞「 」添加意符
「彳」，而表未來時之功能詞則保留其字形。這兩個字後來又經歷字
形簡化，省去了「虍」、「又」，分別寫作「徂」和「且」。

總而言之，表未來時之「且」和表遞進之「且」由始至終都只是
同音同形字，兩者之間並不具有任何語義聯繫，也不存在著發展關
係。

3.2 從指示到遞進「且1」

呂叔湘(1956:336)認為，單用在後句的「且1」一般都有「遞進」的意
味，而所謂「遞進」就是一件事分輕重深淺，一層更進一層地表述。
這可以從程度、項目、範圍、數量等方面來觀察，請看例：

(53) （《國語．晉語一》）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

26. 由於「 」也可以作未來時標記，陳偉(2009)將之釋為「且」，並讀為「將要」。
但是，當表示未來時，包山楚簡都用「將」，因此例 (52)中的「 」該怎麼解讀，未
有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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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齊與戉（越）成，以建昜（陽）、䢹陵之田， （且）男女服。
（《清華簡2．繫年120》戰國））

(55) 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亡人
苟入掃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

（《國語．晉語二》）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

(56)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
（《左傳．僖公三十年》）

例 (53)國家遭受破壞，還面臨嚴重動盪，是敗壞程度的加深。例 (54)除
了割讓建陽和 陵的田地，還要附送男女奴隸，是和議條件項目的增
多。例 (55)擁有自己的郡縣，還獲贈黃河以南的五座城邑，是國家領土
範圍的擴大。例 (56)對晉國無禮，還對晉國有貳心親近楚國，是罪狀數
量的增加。

甲乙二事之所以有「一層進一層」的意味，是因為「且1」註記
「與此同時還有另一需要注意的事況」（游文福2018）｡也就是說，說
話人認為甲事並非談論對象的全部，還有一個需要注意的乙事。比如
例 (55)「且」表示秦國的郡縣還不是秦穆公所有領土的全部，它還會包
括公子夷吾要進獻的五座城邑。又如例 (56)「且」表示「無禮於晉」並
不是晉秦圍攻鄭國的唯一原因，還有一個更無法容忍或更具正當性的
原因「貳於楚」。

游文福(2018)提出，「且1」源自用作篇章指示的「 」，「 」
在西周金文的主要功能是「指示以甲事為乙事的時間參照」，例如：

(57) 眉敖者膚卓事見于王，王大黹。矩取眚（省）車 、 （幩） （鞃）、
虎冟（幎）、蔡 （轄）、畫 、 （鞭） （席）𩌈、帛 （繐）乘、
金麃（鑣） （鋞），舍矩姜帛三兩，廼舍裘衛林 里。 氒（厥）隹
（唯）顏林，我舍顏陳大馬兩，舍顏始（姒） ，舍顏有 （司）壽商
（貂）裘、盠冟……。

（〈衛鼎〉(02831)西周中期，轉引自游文福(2018: 22)）

(58) 懋父令曰：「義（宜） （播）， 氒（厥）不從氒（厥）右征；今母
（毋） （播）， （其）有（又）內（納）于師旂。」

（〈師旂鼎〉(02809)西周早期或中期，轉引自游文福(2018: 21)）

例 (57)矩伯在周王的賞賜中獲得車等物品，於是賞賜他的夫人縑帛，
又賞賜裘衛 里這塊林地。但是這時 里為顏氏所有，於是裘衛獲
得 里後，就贈送顏氏夫妻及他們的官員馬、衣物、貉裘等物，以
作補償。「 」是指示以「舍裘衛林 里」為「唯顏林」的時間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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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表示 里這片林地在矩伯贈送給裘衛的這個時候是屬於顏氏的。
例 (58)「宜播， 厥不從厥右征」與「今毋播，其又納于師旂」分別是
過去與現在的判決及其說明：以前判定應該施行懲罰，因為這時候師
旂的眾僕不跟從部隊出征；現在判定不用施行懲罰，因為他們又將重
歸部隊。「 」在句中是指示以「宜播」為「厥不從厥右征」的時間
參照。

他也指出，這種篇章指示功能的「 」，在傳世文獻中寫作
「且」，例如：

(59)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
（《左傳．文公十二年》，轉引自游文福(2018: 25)）

(60) 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
（《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這兩例的句式與例 (58)相仿，「且」所引出的內容都是說明前句，而
「且」也都指示以前一事件發生的時間爲時間參照。如例 (59)「且請
絕叔姬而無絕昏」相當於「這時候請求跟叔姬斷絕關係但繼續跟魯國
維持婚姻聯繫」，陳述杞桓公初次朝見時的情形；例 (60)「且其民未
至為之禱」的大意則是「當時他們的人民都沒有到他們那裡為他們祈
禱」，說明堯、舜生病時的情形。

我們發現這種用例也見於戰國出土文獻。如以下例 (61)「晉人 有
范氏與中行氏之禍」的大意就是「晉人這個時候有范氏與中行氏的內
患」，而「 」的時間參照就是楚昭王為了報復方城之役而侵略伊、
洛二地的這個時候。「 」在例中的位置還相當自由，與一般介於兩
個謂詞性成分的遞進連詞很不一樣。因此，僅管它多少帶有遞進意
味，但在例中的主要作用仍然是指示。

(61) 楚卲（昭）王 （侵）洢（伊）、洛以 （復）方城之𠂤（師）｡晉人
(且)有𨊠（范）氏与（與）中行氏之 （禍），七 （歲）不解 （甲）｡

（《清華二．繫年102》戰國）

當「且」處於兩個謂詞性成分「V1」和「V2」之間，27而「V1」和
「V2」又是陳述同一個對象，「且」就可能引起新的理解，即在句法

27. 為行為簡潔，本文以「V」概括形容詞、光桿動詞和動詞性詞組。必要區分時，將
會在文內特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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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起著連接謂詞性成分的作用，而語義方面則是註記「與此同時還有
另一需要注意的事況」。請看例：

(62)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
（《左傳．成公三年》，轉引自游文福(2018: 34)）

(63) 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順羽，且興，執弦而
（《儀禮．鄉射禮》）左還，退反位，東面揖。

(64) 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
（《儀禮．大射禮》）

例 (62)是解經的句子，經文為「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
良夫來聘」，兩句「且尋盟」分別解釋經文的「晉侯使荀庚來聘」和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相當於「這時重溫舊盟」。由於重溫舊盟就
發生在前來拜候的這個時候，而且又是同一人所為，「且」就有了重
新解讀的可能，「且尋盟」理解為「這時/並且重溫舊盟」均可。又，
例 (63–64)中的「且」本來也是指示時間，「且興」和「且左還」是表
示「理順矢的羽毛這個時候起身或向左回轉」——這與其他動作一個完
成之後再進行下一個不同。因為同一時間又同一人所為，「且」在語
境中同樣產生了新的解讀。也就是說，這種語境使得「且」的語義功
能由時間的銜接轉移為事理的連接。

如果「V1」和「V2」之後還有評斷語句，「且」的新功能則將進
一步確立。請看例：

(65)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
「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

（《論語．季氏》，轉引自游文福(2018: 24)）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例 (65)「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有兩種解讀：「以
前上代君王讓顓臾擔任東蒙山主祭者，這時他已經在魯國的封疆境
內了」，又或是「以前上代君王讓顓臾擔任東蒙山主祭者，而且他已
經在魯國的封疆境內了」。然而，因為後一句「是社稷之臣也」是對
前述情形的評斷，「V2」成了「V1」以外的更進一步的憑據，「V1」
和「V2」之間的時間關係於是隱沒，「且」連接事理的作用也就更明
確。

簡言之，「V1」和「V2」本來是兩個獨立事況，隨著介於兩者之
間的指示詞「且」經常將兩者連結在一起，它們的語義關係從時間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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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到事理，並與「且」共同凝固成[V1且V2]構式，表示「V1存在或發生
的同時還有一個需要注意的V2」。28

3.3 從前往到未來「且2」

「且2」與未來時標記「將」的語義功能大致相當。巫雪如(2015)主
張未來時標記「將」的基本功能是「將動作或事態定位於參照點之
後」，亦即表未來時間，其他各類情態語義，都是此基本功能在語境
或語用因素下進一步延伸的附帶語義。根據本文考察，「且2」也有
表未來預期或推測、表意圖及表應當的情態語義，而這些也都不是
「且2」的基本功能；同樣的，「且2」基本功能是表未來時間。請看
例：

(66)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
（《禮記．月令》）民，毋有所使。

(67) 臣鄰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
（《戰國策．燕策一》

(68) （《戰國策．秦策一》）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

(69) （《戰國策．趙策三》）魏因富丁且合於秦，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

「且2」位於謂詞性成分前面，把該謂詞所表示的事況定位在某個參照
點之後。例 (66)「且更始」的參照點是「是月」，亦即「冬季之月」，
意謂年重新開始會發生在冬季之月之後。例 (67)「且歸」的參照點是
「其妻私人」，也就是這位在遠方當官的人會回到家發生在他的妻子
與人私通之後。例 (68)「且不起」的參照點是「疾」，表示秦孝公會臥

28. 我們臆測表姑且或暫且之「且」也是由篇章指示「且」演變而來。以下例句中
「且」以說話當下為時間參照，而其後的行為即在眼前，很容易引起「且V」有「目前
或暫時就選擇V」之意。但限於語料，無法進一步論證。
a. 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詩經．唐風．山有樞》）
b. 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
「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
矣。」（《左傳．桓公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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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不起發生在生病之後。例 (69)「且合於秦」的參照點隱含於「因富
丁」，也就是魏跟秦聯合會發生在富丁遊說魏國之後。29

誠如巫雪如(2015)所言，這類事況大多是時間流中可自然循序
發生的，說話人基本上只是以客觀的時間定位方式來描述，不帶有
明顯言說主觀性(subjectivity of utterance)，即「說話人在言說中的自
我表達」(Lyons 1995:337)。比如例 (66)「更始」屬於大自然的變化，
例 (67)「歸」是往原來方向位移的自然結果，而例 (68)「不起」是
「疾」的惡化，並非出於秦孝公的意志。至於例 (69)，說話人只是從
第三者視角敘述事件的經過，以及趙國得知後的反應，因此，「合於
秦」雖然與魏國的意圖有關，但是並沒有顯現出來。

需要指出的是，「且」表未來時，與「將」並沒有本質差異。
王力(1999: 607)認為「且」表示「快要」，與「將」表示「一般的未
來」，稍有不同；不過，Meisterernst (2004:125)認為，「且」和「將」
都可以表示「一般的未來」(the future in general)和「立即的未來」(the
immediate future)。本文認為，「立即的未來」的意涵來自語境。其中
一種情形，就是梅廣(2015:445–446)所說的「有一個時間定點表說話時
間，使一個未來情況與之產生現時的關聯(current relevance)」，也就是
「且」或「將」與「矣」共現。請看例：

(70) 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71) 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左傳．閔公二年》）

這種用例一般出現在對話中，「且」或「將」都只是表示「一般的
未來」，但因為「矣」將之聯繫到說話當下的狀態，於是產生了
「立即的未來」的意味。如果把例 (70–71)中的「矣」去掉，「且柔
之」和「將至」就失去立即性。可見，「立即」的意味來自語境中的
「矣」。

另一種常見情形是「且V」或「將V」出現在一個假設狀況之後。
由於該假設狀況同時是「且」或「將」的參照時間，假設狀況一旦實

29. 此句的大意是「魏國透過富丁將跟秦國聯合」。「因富丁且合於秦」形式似[V1且
V2]構式，但構式中的「V1」和「V2」都能分別與主語搭配獨立成句，而「魏因富丁」
的語義卻不完整或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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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V」所表示的事況隨即發生，因而「且」或「將」在語境中多了
「立即」的意味。請看例：

(72)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
（《孟子．滕文公上》）且往見，夷子不來！」

(73) 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
（《左傳．桓公十一年》）

例 (72)「病愈」為「往見」的假設狀況，例 (73)「不立突」是「死」的
假設狀況。這兩例中的「且」或「將」之所以會有「立即的未來」的
意思，是因為「且往見」和「將死」這些未來事況，會隨著前述假設
狀況的實現而發生。

以往研究大多主張「且2」是由表前往的動詞「徂」演變而來，
不過都沒有指出由「前往」過渡到「未來」的例證。主要原因是二
者在傳世文獻中的字形不同，歷來對文句的解釋又高度依賴字形，
寫作「徂」者以「前往」解釋它，而寫作「且」者則以「且」的各種
語義功能去解讀它。如例 (74)「且謝焉」因受限於字形，一般解讀為
「將（想要）跟樂間道歉」，但解讀為「去到那邊跟樂間道歉」更
佳，因為樂間確實收到了致歉書。「且謝焉」應該是「徂謝焉」，與
例 (75)「往請焉」一樣表示去到某處做某事。

(74) 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
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
寡人之不肖明矣……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間、樂乘怨不用其

（《戰國策．燕策三》）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75) 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矞，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卻馬於門而狂矞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

「且」可表前往，還有以下例證：

(76)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
（《詩經．鄭風．出其東門》）

(77)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
（《詩經．鄭風．溱洧》）且」。

由於漢字經過秦人整理，傳世文獻中原來或可反映「徂（ / ）」由
「前往」過渡到「未來時」的用例，恐怕在當時大多都已經被改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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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了——因為表未來時的語義功能至遲戰國早期就已確立。因此，
跳脫字形的限制，將有助於我們看到更多演變證據。

討論這演變過程以前，先請看上古漢語文獻「徂」的用例。
「徂」主要見於《詩經》及援引其詩句的文獻中，例如：

(78) （《詩經．豳風．東山》）我徂東山，慆慆不歸。

(79) （《詩經．小雅．四月》）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80) （《詩經．周頌．絲衣》）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81)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
（《詩經．周頌．天作》）

表前往「徂」屬於過程類位移動詞。這類動詞「陳述位移主體在時間
定點上發生位置變化，而變化持續發生以至目標達成」，一般搭配位
移行為者和目的地（游文福2016:44）｡例 (78)是「徂」的典型用例，搭
配位移行為者「我」和目的地「東山」，表示位移行為者「我」前往
目的地「東山」。例 (79)「六月徂暑」是隱喻用法，藉由表述人在物
理空間裡往某目的地前行的構式來描述自然的運行，表示六月走向盛
暑。例 (80)以「自」註記位移起點，表示從廟堂走向台階，從羊的位置
走去牛的位置。例 (81)目的地「高山」（岐山）承前省略，「彼徂矣，
岐有夷之行」即指太王去岐山了以後，岐山才有平坦的道路。

游文福(2016)指出，位移經常與另一個目的事件有關。也就是說，
位移有時是為了實現某事。這時，出現在過程類位移動詞之後的是另
一個謂詞性成分，如例 (82)的「求定」和例 (83)的「征厥罪」，30它們
都是「徂」的目的事件。

(82)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
（《詩經．周頌．賚》）

(83) 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
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

（《史記．三王世家》）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期奔師。

30. 例 (82)「維」一方面是強調「求定」，一方面是為了音節的對稱，並不影響
「徂」和「求定」的語義關係。例 (83)出自冊命內容，遣詞用字更為正式、莊重，
「徂征厥罪」刻意不採用當時比較通行的「往征」或「出征」和「其」，明顯具有擬
古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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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徂」的語義在連動結構中逐漸虛化。Bybee & Pagliuca (1987)指出，英
語的「be going to」結構丟失位置改變的概念，用以表示趨向一個事
件、狀態或活動，是它發展出表未來的語義功能的關鍵。「徂」初始
的虛化也是這樣。「徂」在上述例 (78–80)中與目的地構成[徂N目的地]構
式，表示「去目的地N」，這應該是「徂」最初的用法。隨後，「徂」
進一步與目的事件構成[徂V目的事件]構式，表示「去進行目的事件V」。
這時，目的地不在構式中，如例 (82)是周武王克商歸告於廟之詩，
「徂」的目的地隱含在交際語境中，而例 (83)「徂」的目的地也只出現
在交際語境中。從述賓結構[徂N目的地]到連動結構[徂V目的事件]，「徂」
的語義特徵隨著搭配成分發生變化，「位移」概念不如原來顯著。再
請看例：

(84) （《詩經．小雅．楚茨》）工祝致告，徂賚孝孫。

例 (84)描述祭祀時，主持人祝告神明，神明接受以後，就去賞賜子
孫。由於祝告的目的是希望神明賜福於子孫，神明的位移只是達成目
的的過程，「徂賚孝孫」的語義重心落在目的事件上，使得「徂」的
「前往」義不再顯著。加之「徂」介於「致告」與「賚孝孫」之間，
而「賚孝孫」是「致告」的未來事件，於是「徂」開始有了被解讀為
註記「賚孝孫」會發生在「致告」之後的可能。

「徂」在連動結構中進一步虛化為未來時標記。張誼生(2014:347)
指出，漢語的動詞在連動結構中發展成副詞，因為表義重點經常落在
後一個動詞上，致使前一個動詞趨向虛化。例 (84)即呈現這種發展跡
象。事實上，我們也可以在「且」的用例中看到這種現象，例如：

(85) 乃下令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
（《韓非子．內儲說上》）

(86) 趙王許諾，為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常約兩王之
（《戰國策．魏策三》）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

因文獻寫作「且」的緣故，一般都把例 (85–86)中的「且」解讀為表未
來時。但是，如果將「且」改成「徂」，即「明日徂攻亭」、「今秦
徂攻魏」，意思其實大抵相同，只有位移的顯著性的差異。可見，兩
例都可視為「徂」由「前往」過渡到「未來」的用例。兩例的共同點
是，「且V」之後的內容都指向事件「V」，如例 (85)「能先登」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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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亭」的假設情形，例 (86)「救之」是因為「攻魏」，這正是表義重
點落在「V」致使「徂」虛化的最好說明。

值得注意的是，「徂V」從連動結構[徂V目的事件]發展為狀中結
構 [徂未來V]的過程中，「V」的「目的性」會隨著「徂」的「位移
性」一同弱化，因為它是「徂」與「V」之間的語義關係的一部分。
例 (85–86)的「徂/且」一旦被解讀為表未來時，「V」就不再是個目的
事件，只是一個將會發生的事件。因此，僅管「V」是由具有意志性的
行為者所發出，行為者的意圖卻不一定彰顯。在演變過程中，「V」的
「目的性」隨著「徂」的「位移性」丟失，或許就是「且2」的基本功
能是表未來時，而不是表意圖的關鍵。

「且2」表未來時的語義功能源自語境。當[徂V目的事件]的語義後
傾，「徂」的語義虛化，「V」與「徂」之前的成分的語義關係就變得
更加緊密。如例 (85–86)「攻亭」、「攻魏」分別與語義高度依賴交際
情境的「明日」、「今」直接聯繫起來，以說話當下為參照點。參照
點在時間軸上，都座落在事件「V」之前。介於其間的「徂」語義空
泛，吸收了語境中參照點與事件「V」的語義聯繫所產生的「未來」概
念，成為未來時標記。

當狀中結構 [徂未來V]確立，「徂」的「位移」概念完全丟失，
「V」就不再受限於行為者必須離開所在位置才能進行的事件，若要表
示位移，還得再出現位移動詞，如例 (72)的「我且往見」。

4. 「且1」的語義功能及其發展

上古漢語「且1」的基本功能是註記「與此同時還有另一需要注意的事
況」。由於「V1」和「V2」相關連，而「V2」又是說話人希望聽話人注
意的事況，因此「且1」總含有「遞進」意味。另一方面，因為「且1」
源自指示以「V1」為「V2」的時間參照的用法，所以也具有「同時」的
語義特徵。不過，隨著「且1」所連接成分「V1」和「V2」的語義與搭
配情況的不同，「遞進」和「同時」的顯著性將有所消長。

這一節，我們將說明以往研究或詞典給連詞「且」列舉的語義功
能或義項，有些只是「且1」在語境中的理解或引申，而這些不同的解
讀往往是「遞進」和「同時」的顯著性不同所致。此外，我們也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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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且1」如何進一步引申註記「超乎預期」及註記「說話人還要提供
更多、更進一步的訊息」。

4.1 「且1」的語義功能與用法

歷來學者提出很多關於連詞「且」的功能，其中與「且1」最密切相
關的有三種，即表示同時具有兩種性質或狀態、表示行為動作同時進
行，以及表示進層關係。前二者歸入並列連詞，後者歸入遞進連詞。
區分的條件就在於，「且」在使用時是「同時」比較顯著，還是「遞
進」比較顯著。而這則取決於「V1」和「V2」的語義與搭配情況。

表示同時具有兩種性質或狀態的「且」一般連接兩個狀態動詞。
狀態動詞指涉人事物的性質或狀態，而性質或狀態與人事物穩定地共
存，這種靜態的存現通常持續一段時間。[V1且V2]構式中的「V1」和
「V2」陳述同一個主語，如果「V1」和「V2」都是狀態動詞，那麼這兩
種性質或狀態的存現在時間上就是完全重疊，這時「同時」就會非常
顯著。如例 (87)「貧」和「微」都是狀態動詞，分別陳述周王朝的財力
與勢力，兩者與周王朝共存，時間完全重疊，因此「且」就會被理解
為表示同時存在。

(87) （《戰國策．趙策三》）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

抽象名詞和普通名詞如果進入[V1且V2]構式，其語義則猶如狀態動詞，
表示某種性質或狀態。如例 (88)「仁」指人的德行，在例中表示具有這
種德行的表現，又如例 (89)「騂」與「角」分別指紅色毛髮的馬和動物
頭上的硬質突狀物，在例中表示具有紅色和雄性的屬性。這些表現或
特質都與所陳述的主語共存，在時間上也是完全重疊，所以「且」一
樣被理解為同時存在。

(88)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
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左傳．僖公八年》）

(89) （《論語．雍也》）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當「同時」的語義特徵非常顯著，「遞進」的意味往往就會減弱。其
實，以上各例的[V1且V2]都有遞進的意味。例 (87)諸侯不朝拜周王主要
是因為周王朝弱小，也就是「微」；例 (88)從子魚辭謝的內容可知，
當時立君的標準是以嫡庶為首要考量，德行次之，年紀再次之，茲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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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舉子魚為國君主要也是因為子魚的德行，也就是「仁」；例 (89)山
川之神不會捨棄犁牛之子，不只因為它是紅色的，更重要的是它是特
牛。31可見，「貧且微」、「長且仁」、「騂且角」都是前輕後重，只
是「遞進」不如「同時」顯著而已。

表示行為動作同時進行與表示進層關係的「且」通常連接表示行
為、活動及變化的動詞，或由這些動詞構成的詞組。行為、活動及變
化都涉及時間的流動，或持續一段時間，或瞬間達成。如果[V1且V2]構
式中的「V1」和「V2」所涉及的時間不重疊，這時凸顯的就不是「同
時」，而是「遞進」。請看例：

(90)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

(91) （《左傳．成公七年》）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例 (90)「召王，以諸侯見」與「使王狩」都發生在溫地會盟這個時候，
而例 (91)「見」與「拜師」都發生在鄭子良和魯成公在晉國的時候，都
具有同時性。然而，「召王，以諸侯見」與「使王狩」終究是一先一
後的行為，而「見」與「拜師」也是相繼發生，「同時」的語義特徵
無法彰顯，因此「且」都被解讀為表示進層關係。

如果「V1」和「V2」所涉及的時間是重疊的，這時凸顯的就不
是「遞進」，而是「同時」。時間的重疊大致有三種情形。首先，
「V1」和「V2」都指涉持續性的行為活動，在某一時段內由同一人進
行。如例 (92)的「戰」與「扶」及例 (93)的「耕」與「為」（指「為百
工之事」和「治天下」）｡這些行為活動進行的時間重疊，「且」的
「同時」語義特徵比「遞進」顯著，因而這些例句一般都解讀為「一
邊打仗一邊扶人」、「邊耕種邊進行百工之事」及「邊耕種邊治理國
家」。

(92) 不可，夫知者必量亓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
（《墨子．公孟》，轉引自游文福(2018: 38)）

(93)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
（《孟子．滕文公上》）之事，有小人之事……」

31. 夏崇尚黑色、商崇尚白色、周崇尚紅色，犧牲的顏色也因此不同（見《禮記．檀
弓上》），但祭祀都用特牲。顯然，犧牲的性別比顏色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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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V1」和「V2」其中一個雖不指涉持續性的行為，但可重複發
生。比如「出」表示由內而外地離開所在位置，是非持續性行為，但
在例 (94)打鬥時停停走走的過程中伴隨「鬬」而重複發生，32可視為與
「鬬」時間重疊。因此，相較於「遞進」，「且」的「同時」語義特
徵也比較顯著。

(94) 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
（《左傳．宣公二年》，轉引自游文福(2018: 38)）

再來，就是游文福(2018)所指出的，「V1」和「V2」所指涉的行為活
動由不同的行為者來執行，兩事可以分頭並進，因此時間重疊。如
例 (95)「攻郤氏」和「爇之」是鄢將師的命令，分別由不同的人執行；
例 (96)「拘宛春於衛」與「私許復曹、衛」亦然，執行者也是不同人。
時間的重疊，使得用例中的「且」有顯著的「同時」意味。

(95) （《左傳．昭公二十七年》）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

(96) 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需要指出的是，「同時」與「遞進」的顯著性也取決於聽話人或讀
者的對語境內容的理解。例 (97)「曰……且泣」一般不會理解為「邊
說……邊流淚」，因為「曰」的內容已引述完畢，「泣」應為後續事
況。不過，例 (98)「泣，且請曰……」，是「邊流淚邊請求說……」還
是「流淚，並且請求說……」，則取決於讀者對「泣」的持續性的理解
與判斷。

(97) 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
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

（《左傳．昭公十三年》）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

(98) 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
（《左傳．昭公三年》）

以上分析顯示，上古漢語「且1」兼具「同時」與「遞進」的語義特
徵，兩者在語境中互相消長。當「V1」和「V2」的存在或發生的時間
重疊，「同時」將顯著於「遞進」；反之，時間不重疊，則「遞進」

32. 我們同意游文福(2018)認為「出」伴隨「鬬」發生的說法，但也強調「重複」，因
為在一段時間內一再重複某非持續性行為，是這個行為可被理解為持續發生的重要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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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於「同時」。所謂表示同時具有兩種性質或狀態、表示行為動
作同時進行及表示進層關係，與其說是「且」的語義功能，不如說是
「且1」的語義功能在語境中的不同用法。

4.2 從遞進到轉折

轉折標記「且」出現在[X且V]構式中，傳統將之歸作讓步連詞，但本
文認為它是個語氣副詞，或是西方語言學界所謂評價副詞(evaluative
adverbs)。評價副詞的功能在於表達說話人對命題的內容抱持的觀
點或態度，也就是將命題與預期或心願比對後作出評價（謝佳玲
2006），而轉折標記「且」即是註記「超乎預期」。如例 (99)「鬼且不
知」若沒有「且」，就只是對命題的陳述，而「且」註記「鬼不知」
是超乎預期的情況，因為一般可能認為鬼是無所不知的。同樣地，
例 (100)「且」註記「聖人有過」是超乎預期的情況，因為一般認為聖
人不會有過錯。

(99) 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
弔？」曰：「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魯君曰：
「子以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

（《戰國策．齊策一》）

(100)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
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孟子．公孫丑下》）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

由於所陳述的命題已超出一般情況，那一般情況當然也是這樣。所
以，例 (99)「鬼且不知」又隱含著「我不是鬼，我當然不知道」，而
例 (100)「聖人且有過」也隱含著「齊王不是聖人，齊王當然也會有過
錯」。

[X且V]構式也常後接「況Y乎？」以作反詰，請看例：

(101) 郭隗先生曰：「……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
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
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
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

（《戰國策．燕策一》）

(102) 曰：「……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
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

（《孟子．告子下》）道者，大桀小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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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的這個功能是從表遞進的用法發展而來，其所在構式 [V1且
V2]因為「V1」和「V2」的語義相對立或相違，產生轉折意味。如
例 (103–104)「且」突顯的都是「同時」的語義特徵，但後一句又含有
轉折意味，因為狄國表裡不一，表面上答應秦國，心裡卻憎恨秦國。
再如例 (105–106)「且」突顯的都是「遞進」的語義特徵，「死且無
後」和「死且有罪」是表示「死，而且還會後代沒有俸祿/有罪」，但
後一句因為「有罪」軼出一般對「死」的預期——死就無罪——所以又
多了轉折意味，相當於「死卻還會有罪」。

(103)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左傳．文公五年》）

(104) 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
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

（《左傳．成公十三年》）「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

(105) 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
（《左傳．莊公三十二年》）魯國；不然，死且無後。」

(106) 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
之，不及。將死，眾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
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

「V1」與「V2」之間的轉折關係致使[V1且V2]被重新解讀，表示「V1」
和「V2」違反因果預期，如例 (107)「忠且見棄」意謂忠於君卻還遭到
遺棄。例 (108)亦然，只是「V1」由「然」來指代。「然」是指代性的
謂語，33在例中回指「識其不可」，「然且至」的大意是「是這樣（曉
得齊王不可以成為商湯、周武），卻還到齊國來」。

(107) 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
「儀之言果信也。」曰：「……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

（《戰國策．秦策一》）棄，吾不之楚，何適乎？」

(108)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
（《孟子．公孫丑下》）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

以上例句中的「且」容或多少還有遞進意味，但明顯不如轉折。當以
「然」指代「V1」時，「且」的前項往往不表示是一種具體作為，而

33. 指示代詞「然」及其功能衍生，請參劉承慧(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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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情況，而且經常是極端情況。如例 (109)「其累百年之欲，易
一時之嫌」與例 (110)「利夫秋豪，害靡國家」都是害遠大於利的情
況。這些用例顯示，[然且V]已經成為一個轉折句，表示「這種情況
（下），還V」。34

(109) 以兩易一，人莫之為，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離道
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為

（《荀子．正名》）之，不明其數也。

(110) 公行子之之燕，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志卑
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舉﹖氐羌之虜也，不憂其係壘
也，而憂其不焚也。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為之，幾為知計哉！」

（《荀子．大略》）

「然」雖然是謂詞性的，但其指代性也促使具有回指作用的名詞性成
分，如指示詞組及名詞組，進入這個構式，形成[X且V]。例 (111)「此
三者」的功能與前二例中的「然」相似，是指代前述「好田、好酒、
好色」三種情況；而例 (112)「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也是指稱
上文提及的事物。此外，一而再再而三的肯定或否定，程度層層
推進，「此三者」和「萬民、室屋、六畜、樹木」幾近極端，也與
例 (109–110)的「然」指代極端情況一樣。

(111) 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
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田莫不見禽而後反。諸
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
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
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
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
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

（《管子．小匡》）為不可，優則亡眾，不敏不及事。」

(112)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藉
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
「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

34. 以下用例中的「然且」應為一個單位，表轉折，其結合很可能是因為吸收了構式
意義，而不是同義並列。
a. 即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
（《墨子．兼愛下》）

b. 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
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韓非子．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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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
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

（《管子．輕重甲》）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名詞性成分也進入這個構式，「然/X」與「V」之
間的語義關係也出現變化。兩者之間不必然是事理關係，也可以是主
題與評述的關係。仔細比較可以發現，其實例 (111)更傾向於事理的解
讀，即「我有這三種缺點，還能把國家治好」，而例 (112)則更傾向於
主題與評述的解讀，即「人口稅、房屋稅、六畜稅、樹木稅都不能徵
收」。35無論何種解讀，「且」都註記相關命題超乎說話人的預期。兩
例中「公作色」、「桓公忽然作色」都生動描繪出齊桓公的意外。

不過，轉折標記「且」更常用以強調相關命題確實超乎聽話人或
一般人的預期，而他就是這麼認為。如例 (99)「鬼且不知」並沒有超
乎張丐的預期，他就是這麼認為的。「且」的這種用法應該是經歷了
「交互主觀化」(intersubjectification)，亦即意義變得越來越倚重說話人
對聽話人的注意的過程。36請看例：

(113)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
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

（《孟子．告子下》）「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例 (113)「一戰勝齊，遂有南陽」是魯國攻打齊國的終極目標，孟子
先舉這種情況，再表態認為這種情況都還是不能「不教民而用之」。
「然且不可」並沒有超出孟子的預期，但超出慎子的預期，因為慎子
要率兵攻打齊國，一舉拿下南陽是他的目標，他當然認為可以。在這
對話過程中，說話人是把注意轉移到聽話人身上，先考慮對方的立場
再表態。若不考慮對方，純粹表達個觀點，可以不用「且」。「且」
的使用就是強調命題（也是說話人的觀點）確實超乎聽話人的預期。

交互主觀化是主觀化的進一步延伸，因此轉折標記「且」的言
說主觀性非常強，主要用以表達說話人對命題內容的主觀態度。如
例 (114)王良拒絕為嬖奚駕車這一番話的大意以「御者羞與射者比」概
括即可，「且」是註記孟子對此命題的主觀態度，即他認為這超出了

35. 傾向於哪一種解讀也跟時間性有關。例 (111)「X」與「V」在時間上是一先一後
的，但例 (112)並不存在這種時間性。
36. 原文為 “Intersubjectification is the semasiological process whereby meanings come over
time to encode or externalise implicatures regarding SP/W’s attention to the ‘self ’ of AD/R in
both an epistemic and a social sense” (Traugott 2003: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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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預期。又如例 (115)豎刁為了治理後宮而自宮的做法，也以「身不
愛」來評述即可，「且」是註記管仲認為這是超乎一般預期的。

(114) 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

（《孟子．滕文公下》）射者比。

(115) 君妒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
（《韓非子．難一》）

遞進標記「且」因為連接具有轉折關係的「V1」與「V2」，而引發[V1

且V2]構式意義發生變化。由「然」指代「V1」的[然且V]進一步發展
為轉折句。處於違反因果預期的「V2」之前的「且」於是從語境中吸
收了轉折義。37隨著名詞性成分進入此構式，「然/X」與「V」之間的
語義關係發生變化，「且」最終失去連接作用，演變成註記「超乎預
期」的評價副詞。起初，「且」只是註記相關命題超乎說話人本身的
預期，因交互主觀化也用以註記相關命題超乎聽話人或一般人的預
期。

4.3 從遞進到追加

上古漢語「且」還可以註記「說話人還要提供更多、更進一步的訊
息」，相當於現代漢語之「況且」。按呂叔湘(1980)，「況且」的功能
是進一步申述或追加，因此本文稱之為追加標記。不沿用楊樹達(1954)
的術語「提起連詞」，主要原因是「提起」易引起誤解，以為只限於
「另提他事」。實際上，追加標記「且」除了「另提他事」，還可以
「進一步申論」、「補充理由」、「舉況說明」及「引出問題」。請
看例：

(116)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
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
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

（《左傳．僖公二年》）

(117)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
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為天下度也，非為其目

37. 許多具有轉折性的語氣副詞，如「偏」、「偏偏」、「竟然」、「居然」等也都
是在轉折語境中形成的，詳參張麗麗(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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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
（《墨子．非樂上》）弗為也。

例 (116)「懦而不能強諫」是評論宮之奇的為人，「少長於君，君暱
之；雖諫，將不聽」是評析宮之奇與虞公的關係，是為消除晉獻公的
疑慮而又另外提出的理由。例 (117)前半部的話題是「仁之事者」，
後半部則是「仁者之為天下度」，「且」出現在話題轉換時。不過，
兩個話題並非毫無關聯，後者實際上是前者的進一步申論──先提出實
行「仁」的人一定以天下為準則，再申論甚麼是以天下為準則。兩例
「且」，前者為「另提他事」，後者為「進一步申論」。再請看例：

(118)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
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

（《左傳．僖公四年》）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

(119) 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
可以為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
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

（《管子．輕重丁》）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

例 (118)卜人先表示龜卜比占筮靈驗，建議晉獻公按照龜卜結果行事，
不要娶驪姬為夫人。接著，再引繇辭為補充理由，以支持他的建議。
例 (119)齊國土地不適生產，面臨可能淪為依賴糧食於他國的國家。
管仲就此提出「動之以言，潰之以辭」的對策，再舉商人操縱貨幣、
農民操縱糧食的情況，說明採取此對策的成效。兩例「且」，前者是
「補充理由」，後者是「舉況說明」。

追加標記「且」有時是引出問題。引出問題表面看來是向聽話人
索求訊息，但所要傳達的訊息已在問題當中。例 (120)孔子一連提了四
個反詰句，後兩個以「且」起句，看似跟前面的關聯性不甚緊密，其
實都是針對「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這話題繼續提出的評論。
例 (121)由「且」帶出的雖不是詰問，但孟子明知故問的態度顯而易
見，他層層逼問就是在引導陳相說出他心目中的答案「百工之事，固
不可耕且為也」。

(120)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
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

（《論語．子罕》）﹖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121) 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
「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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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
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

（《孟子．滕文公上》）也。」

總括上述，凡說話人覺得所傳達的訊息尚未充足，均可透過「且」來
註記他還要提供更多、更進一步的信息。例 (120)「且」的一再出現，
即充分反映了這一點，也凸顯了孔子詰問一事完畢仍氣憤難平的心
情。

表追加之「且」所帶出的語句是說話人針對談話主旨所提供的更
多、更進一步的訊息，因此「且」往往含有更進一層之意，但它還有
明顯的「言說主觀性」。這與追加標記「且」的形成有很大的關係。
請看例：

(122)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
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
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
也。」「甚嚻，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

（《左傳．成公十六年》）

(123) 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楚、不羹、許、
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
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

（《左傳．昭公十三年》）

例 (122)楚共王登上巢車眺望晉軍陣營的動靜，太宰伯州犁待在身後
給他說解。「甚嚻，且塵上矣」是楚王對晉營的描述，說那邊一片喧
嘩，還有塵土上揚。不過，楚王每見一事就立刻描述，「且塵上矣」
應該是他在告知伯州犁晉營一片喧嘩的同時，又看到塵土上揚而隨即
追加的。「且」在這種陳述說話現場事物的情況下產生了表追加的語
義功能。例 (123)各國軍隊到了郊區，陳、蔡兩方的人為了正名，請
求築壁壘、樹旗幟，蔡公認為用笆隔離就夠了。他的主要理由是「欲
速」，而「役病矣」是他說話時看到現場役夫疲勞的樣子而追加的。
「欲速，且役病矣」在形式上與「甚嚻，且塵上矣」相同，但「V1」
和「V2」不再陳述相同對象，而「且」也偏離了原來的語義功能，側
重於追加說話人之所見。

「且」的這個用法再進一步延伸，就是用以追加說話人的觀點。
例 (124)子魚以自己不如太子茲父為由推辭了宋桓公，再追加自己的
觀點，認為立庶廢嫡不符合禮制，來鞏固立場。「臣不及也，且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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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表面上與「長且仁」相差不大，但「且」的語義功能卻已相去甚
遠。

(124)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
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左傳．僖公八年》）

隨著主要功能由連接「V1」和「V2」轉移到追加說話人的觀點，「且」
的獨立性與言說主觀性也逐漸提高。

5. 「且2」的語義功能及其發展

先秦「且2」的基本功能是註記「行為或事況發生在參照點之後」。
由於語境因素，「且2」又附帶其他語義，引申出表意圖、表未來預
期或推測、表應當的用法。本節將分析這些用法的語境因素，並論述
「且2」如何進一步引申註記「選擇關係」。

5.1 「且2」的語義功能與用法

「且2」在不同語境因素下可能引申出表意圖、表未來預期或推測及表
應當等用法。這些用法與行為的意志性、主語的指向、推論的條件及
說話人的立場或標準等語境因素密切相關，但這也不是絕對的，它也
取決於我們對這些語境因素的理解。

「且」表意圖，「V」必須是出自主語意志的行為。也就是說，
「V」是主語所可以自主決定的行為，而且它有明確的目標。目標越
明確或越對主語有利，「且」就越傾向於表意圖。例 (125)「之」出於
主語的意志，而且有非常明確的目標——齊國，因而「且」附帶表意
圖。反之，例 (126)「死」並非出自主語的意志，而且對主語不利，因
而「且」不附帶表意圖。

(125)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
（《戰國策．秦策二》）

(126) 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此外，「V」的主語指向也會影響「且」的解讀。一般而言，「V」的
主語如果指向說話人本身，「且」表意圖的傾向就相對明確，因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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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語句相當於「施行話語」(performative utterance)，說話人在表示未
來將進行「V」的同時，也宣布了自己的意圖。例 (127)共出現了兩次
「且」，一次處於敘事中，另一次處於對話中。對話中，「與天下伐
齊」的主語是說話人本身，相較之下「且」更明顯附帶表意圖。又，
「V」的主語如果指向聽話人，則通常是在疑問句中，說話人詢問聽
話人在未來將怎麼做。由於聽話人具備自主決定的能力才會被詢問，
所以「且」也大多附帶表意圖。例 (128)「大王且何以報魏」即相當於
「大王打算用什麼來回報魏國」。

(127)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
（《戰國策．燕策二》）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

(128) 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
（《戰國策．魏策三》）

「且」表未來預期或推測，「V」不必然是出自主語意志的行為，它是
說話人根據現實或假設條件推導出來的事況，因此推論的條件多見於
語境，而且總是先於「V」。例 (129)「折而入於魏」是張丐根據假設
條件「晚救之」推導出來的未來事況，因而「且」附帶表未來推測。
例 (130)「崩」並非出於主語的意志，而是朱英根據現實條件「今王疾
甚」推導出來的未來事況，「且」也是附帶表未來推測。

(129) 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曰：「晚救之，
（《戰國策．齊策一》）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

(130) 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為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
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

（《戰國策．楚策四》）伊尹、周公……」

指向說話人本身或聽話人的主語，如果搭配出於主語意志的「V」，
「且」傾向於表意圖，如果搭配非出於主語意志的「V」，則「且」傾
向於表未來預期。例 (131)「韓侈且伏於山中」與例 (132)「吾且不得及
彼」之前均有推論的條件，「V」的主語也都是說話人本身，但「到山
中隱居」是說話人可以自主決定的，而「趕不上別人」卻不行，因此
前者附帶表意圖，後者附帶表未來預期。值得注意的是，假如例 (131)
說話人不是韓侈，韓侈就成了說話人陳述的對象，「且」就會被理解
為表未來推測。再來，例 (133)「V」的主語指向聽話人「燕昭王」，
因為「能否得到好處」並不是燕昭王所能自主決定，所以「且」也是
附帶表未來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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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韓侈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
（《戰國策．韓策三》）召韓侈，韓侈且伏於山中矣。」

(132) 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
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
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

（《莊子．寓言》）乎！」

(133) 曰：「……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眾，以四
（《戰國策．魏策三》）國攻燕，王且何利？」

「且」表應當，「V」不一定是出自主語意志的行為，它是說話人根據
其立場或標準，如信念、社會規範或理念等，而認為必然會實現或要
執行的事況。說話人的認知高度依賴語境，比如說話人的背景、身分
地位，或者言談目的。例 (134)說話人主張有命，他是根據他的信念，
認為上位者所賞罰的人，他們命中本來就應當受罰還是獲賞。例 (135)
郤宛的職位是左尹，位階比令尹低，他根據社會規範，認為自己應該
拿什麼來招待令尹。例 (136)韓非子根據治國理念，認為君主對那些不
聽從的人應當以獎賞來勸進、以懲罰來懾退。

(134) 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
（《墨子．非命上》）賞，非賢故賞也。」

(135) 郤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來辱，我且何以給待之？」
（《呂氏春秋．慎行》）

(136) 今民儇詗智慧，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
（《韓非子．忠孝》）罰然後不敢退。

以上各例中的「且」可以說都沒有真正脫離「未來」的概念。表意
圖、表未來預期或推測及表應當等語義都是「未來」在個別於境因素
下的延伸。然而，因為人們對語境的認識存在著差異性，所以對個別
例句的解讀也可能有所不同。比如，例 (128)的「且」也可能理解為
表應當，而這取決於我們對張倚的立場或標準的認定。無論如何，
「且」的基本功能仍然是註記「行為或事況發生在參照點之後」。

本節指出，影響「且2」的附帶意義的語境因素包括行為的意志
性、主語的指向、推論的條件及說話人的立場或標準。一般而言，只
要說話人具有特定的立場或標準，那麼「且」就會附帶表應當，不管
「V」是否出自主語的意志，也不管「V」的主語指向誰。在不具有特
定的立場或標準的情況下，如果「V」非出自主語的意志，那「且」就

558 游文福 [Boon Hock Yew]

/#q134
/#q135
/#q136
/#q128


會附帶表未來預期或推測；如果「V」出自主語的意志，則視主語的
指向而定。主語若指向說話人本身，「且」通常附帶表意圖，若非指
向說話人，則又取決於是否有推論的條件。38有則附帶表未來預期或
推測，無則或純粹表未來時，或附帶表意圖，視「V」是否有明確的目
標，目標越明顯就越傾向後者。

5.2 從未來時到選擇

上古漢語「且」也註記「選擇關係」。選擇標記「且」一般出現在
[NV1，且V2？]構式中，連接「V1」和「V2」兩個選項。這種用例多見
於秦系出土文獻。如例 (137)「且」連接「收」和「畀夫」，詢問的是
有罪而被收押的妻子，她的陪嫁奴婢和衣物應該沒收還是交予他的丈
夫。又如例 (138)「且」連接「為誣人」和「為告不審」，詢問的是控
告者故意扭曲偷竊的事物，他應該視為誣告，還是視為控告不實。

(137) 妻有罪以收，妻賸（媵）臣妾、衣器當收，且畀夫？畀夫。
（《睡虎地．法律答問171》秦）

(138) 甲盜羊，乙智（知），即端告曰甲盜牛，問乙為誣人，且為告不審？當為
（《睡虎地．法律答問45》秦）告盜駕（加）臧（贓）｡

在 有 些 用 例 中， 「V1」 和 「V2」 是 正 面 和 反 面 兩 個 選 擇。
例 (139)「且」連接「為盜主」和「不為」，詢問的是私家奴婢偷竊主
人父母的東西，這應該視為竊盜主人財物罪，還是不視為竊盜主人財
物罪。例 (140)「且」連接「封」和「非是」，詢問的是百畝田的田界
算作封，還是不算作封。

(139) 人奴妾盜其主之父母，為盜主，且不為？同居者為盜主？同居者為盜主，
（《睡虎地．法律答問20–21》秦）不同居者不為盜主。

(140) 可（何）如為「封」？「封」即田千佰。頃半（畔）「封」殹（也），且
（《睡虎地．法律答問64》秦）非是？

38. 按常理（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 1990），說話人無需推測自身行為。因此，主
語指向說話人，「且」通常附帶表意圖，而主語指向他人，「且」附帶表意圖的可能
性相對低。不過，疑問句常有例外，比如例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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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標記「且」偶爾也連接兩個小句。例 (141)「且」連接的是「主購
之」和「公購（之）」，39詢問的是捕獲私家奴婢偷竊的人，應該是
官府獎賞他，還是主人獎賞他。與上述諸例不同，此例詢問的焦點是
「V」的行為者，而不是「V」。這個非典型用例恰好證明「且」更加
獨立，不限於處在「V」之前，已經完全脫離了原來表未來時的功能。

(141) 或捕告人奴妾盜百一十錢，問主購之且公購？公購之之。
（《睡虎地．法律答問141》秦）

「且」表選擇的語義功能來自構式。請求別人在兩事之間做選擇，不
一定要使用選擇標記。接連提出相對立的疑問，一樣可以達到請求
選擇的目的。換言之，兩個並列的相對立的疑問句，即可形成選擇構
式。先秦常見的一個選擇構式是[NV1？V2？]。未來時標記「且」因經
常出現在這個構式中，而成為構式的標記，並吸收了構式的意義。請
看例：

(142)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
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
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
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
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

（《戰國策．魏策四》）

例 (142)共出現四次[NV1？V2？]選擇構式，首末兩次有「且」，而中間
兩次無「且」。「韓怨魏乎？怨秦乎？」與「韓強秦乎？強魏乎？」
都是請求魏安釐王在兩個選項之間擇一，問的是當前韓國對魏、秦二
國的態度與看法，40因而無「且」。「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
乎？」與「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
其所怨乎？」同樣是請求魏安釐王選擇，但問題以魏、秦一起攻打韓
國為假設條件，所問都是未然事況，「且」既表未來時，也附帶表推
測。顯然，請求聽話人選擇是[NV1？V2？]構式本身的意義，「且」進
入選擇構式是基於其表未來時的語義功能。

39. 按整理者（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 1990），最後一個「之」是衍文，筆跡不
同。我們猜測這個「之」本來是要補在上句之末的，亦即原文可能是「……問主購之且
公購之？公購之」，但在補充時寫錯位置。
40. 魏安釐王即位第三年便聯趙攻韓，韓魏早已結怨。可見，「韓怨魏乎？怨秦
乎？」未必指此次出兵之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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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選擇標記所連接的「V1」和「V2」一樣，[NV1？V2？]構式中的
「V1」和「V2也可以是正面和反面的兩個選擇。如例 (143)「有彼是乎
哉？」和「无彼是乎哉？」，還有例 (144)「有成與虧乎哉」和「无成
與虧乎哉」。

(143)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
（《莊子．齊物論》）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144) 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之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无成與虧乎哉？有成
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

（《莊子．齊物論》）

「且」進入 [NV1？V2？]選擇構式，往往是成雙的，亦即「V1」和
「V2」之前各有一個「且」，以上例 (142–144)皆然。前後兩個疑問句
形式對稱，有利於保留詞的功能。

不過，「且」成雙進入選擇構式並非必然。語料顯示，當[NV1？
V2？]成為某假設條件之下的選擇時，「且」也可以只出現在「V2」
之前。這個不對稱現象，促使「且」在形式上趨近於連接兩個抉
擇疑問句的成分，成為構式的標記，同時吸收構式的意義。以下
例 (145)「且」就有表未來時（應當）和表選擇兩讀，而例 (146)「且」
則有表未來時（推測）和表選擇兩讀。

(145) 曾子問曰：「葬引至於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
（《禮記．曾子問》）

(146) 蘇秦問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秦乎？且尊齊乎？」王
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

（《戰國策．齊策四》）秦。」

由於這樣的演變過程，表選擇之「且」只用於疑問句，而且都是針對
某特定情況做選擇。例 (137–141)，毫無例外都是如此。

6. 結語

本文從字詞對應關係切入，探討上古漢語遞進標記「且1」與未來時
標記「且2」的來源，認為兩者僅屬同音同形關係，不具任何語義與
發展上的聯繫。「且1」即如游文福(2018)所言源自指示詞「 」的篇
章指示用法，而「且2」則如許多學者所言源自表前往之動詞「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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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徂」在出土西周文獻中亦寫作「 」，是個假借字，在戰國時期經
歷形聲化演變而寫作「 」，唯由此虛化而來的未來時標記仍舊保
留其字形「 」。這樣的字形分化就是，實義詞添加意符以明確其語
義，而功能詞保持形體不變。而這使得兩個語義沒有聯繫的功能詞有
著同樣的字形。後來「 」簡化為「且」，而以「 」為音符的「 」
也隨之簡化「徂」，於是兩個詞又共用「且」這個字形。

上古漢語「且1」、「且2」的形成及發展，可以圖三來展示：

圖 3. 上古漢語「且」的來源及發展

「且1」與「且2」有著各自的來源與發展。「且1」源自「 」的篇章
指示用法，原來是指示「以V1為V2的參照時間」，約兩周之際發展成
遞進標記，在[V1且V2]構式中註記「與此同時還有另一需要注意的事
況」。隨後，又分別發展出轉折標記和追加標記。前者在[X且V]構式
中註記「超乎預期」，後者在語篇中註記「說話人還要提供更多、更
進一步的訊息」。另一方面，「且2」則源自從表前往的動詞「徂」，
「徂」在連動結構[徂V目的事件]中虛化為未來時標記，註記「行為或
事況發生在參照點之後」。到了戰國晚期，「且2」又因經常出現在
[NV1？V2？]選擇構式中，而吸收構式的意義，成為構式的標記，註記
「選擇關係」。

本文也梳理了影響「且1」與「且2」之解讀的語境因素。「且1」
所謂表示同時具有兩種性質或狀態、表示行為動作同時進行及表示進
層關係等解讀，實際上是「且1」的「同時」與「遞進」兩個語義特徵
消長的反映，而兩者之消長則取決於「V1」和「V2」語義與搭配。至於
「且2」所謂表意圖、表未來預期或推測及表應當等用法，則是行為的
意志性、主語的指向、推論的條件及說話人的立場或標準等因素影響
下的附帶意義。

「且2」形成的年代不易判斷。儘管從語料看來，「徂」在《詩
經》的時代就具備了虛化為未來時標記的條件，但是「且2」在《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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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只偶見幾例，在戰國末期的傳世文獻才大量出現。若以《左傳》
為依據，「且2」應該在春秋中晚期既已形成。不過，「且2」也可能
在戰國中期才形成，所以在戰國末期才大量見於文獻。例 (52)「 見
王」如果是表未來時，那這就是目前所見最早「徂」過渡到「且2」
的用例。至於《左傳》的「且2」，則可能是文本傳鈔所致，也就是
古人在傳鈔過程中把「將」寫成「且」。這種情形在傳世文獻並不罕
見，例如表使入之詞在《左傳》中大多寫作「納」，但也有少數寫作
「入」。「入」與「且」一樣都是秦人的習慣用字。

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對上古漢語「且」的來源及發展做了
比較全面的勾勒與描寫，提出了跟主流意見不一樣的看法，認為遞進
標記「且1」與未來時標記「且2」來源不同，二者各自循著不同路徑演
化。但囿於文獻材料，對於從「徂」到「且2」的演變未能完善描寫，
對於表姑且之「且」的來源也未能開展說明。這都只能在更多材料面
世時再作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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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ources and developments of qie且 in Old Chines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qiě且, showing two different sources for its
two major functions in Old Chinese. One is to indicate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following that
requires more attention, whereas the other is to locate a situation posterior to the time reference.
We trace the origins of the character qiě且 that serves the above functions, and conclude that
they are homonyms, namely words with an identical sound and graphic form, yet with differ-
ent meanings. This paper further suggests that the additive marker qiě且 was grammaticalized
from the textual deixis usage of cuó and later served as an adversative marker and a discourse
mark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future marker qiě且 was grammaticalized from the verb cú徂
and later turned into an alternative marker.

Keywords: qie, additive, adversative, future, altern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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