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詞	

	

副詞能在程度、時間、範圍等方面修飾或限制動作的行為、性質狀態	。	

	

副詞的語法特點	

	

一、副詞一般能修飾限制形容詞和動詞，有的副詞可以修飾副詞	。	

	

①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	(左傳·昭公十二年)	

四國都有份，我單單沒有。	

	

②外黃富人女甚美。	(史記·張耳陳餘列傳)	

外黃有一富人，(他的)女兒非常美麗。	

	

二、副詞不能修飾名詞，如果副詞放在名詞的前面，這個名詞便失去其名詞特

點，活用為動詞。	

乃梯而過	/	今京不度	

	

副詞的造句功能	

	

一、副詞作狀語	

	

①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	(莊子·秋水)	

惠子說：我不是你，當然不了解你。	

副詞"固"修飾副詞"不"，副詞"不"作動詞"知"的狀語	

	

②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己之寶，聲色甚厲。	(世說新語·汰侈)	

王愷既惋惜，又認為(石崇)妒忌自己的寶貝，說話時聲音和臉色非常嚴厲。	

副詞"既、又、甚"分別放在形容詞"惋惜"、動詞"以為"、形容詞"厲"之前，作狀

語。	

	

二、副詞作補語	

	

①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禮記·檀弓上)	

死了不如快點腐爛好。	

	

②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	(柳宗元:	捕蛇者說)	

那麼，我這個差使的不幸，不如恢復我交納賦稅不幸得厲害。	

	

三、	副詞有時能作謂語	

	

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	(史記·淮陰侯列傳)	

因此，我認為您確信劉邦不會害您，也是錯誤的。	

	



程度副詞	

	

表示程度達到最高的，有	"極"、"最"、"甚"、"殊"、"太"、"至"、"尤"、"頗"等。	

表示程度加深的，有"俞"、"益"、"滋"、"彌"等	

表示動作行為的程度很輕，有漸進過程的，有"益"、"稍"、"少"等。	

	

範圍副詞	

	

表示總括範圍的有	"皆"、"盡"、"悉"、"並"、"威"、"俱"、"凡"、"畢"、"舉"等。	

 
①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	(史記·李將軍列傳)	

李廣率領的一百餘騎兵都非常恐懼，想要向回奔跑。	

	

②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孟子·盡心下)	

大家都愛戴他，(可是)那些士(卻)譏笑他。	

	

	

表示限定範圍有	"直"、"第"、"但"、"特"、"唯"、"徒"、"獨"、"只"、"僅"等。	

	

①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	（史記:	列傳:	劉敬叔孫通列傳）	

高帝說：你算了吧！我只不過開個玩笑而已。	

	

②陰使人至豨所，曰：“弟舉兵，吾從此助公。（史記·淮陽候列傳）	

韓信暗地里派人到陳豨那里說：只管發兵我從這里幫助你。	

	

情態副詞	

	

表示動作行為的情態的副詞可用	"固"、"必"、"宜"、"亦"、"誠"、"尚"等。	

	

①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	(晏子春秋·內篇雜下)	

楚王看著晏子說：齊國人本來就喜歡偷東西嗎？	

	

②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孟子·公孫丑下）	

（每過）五百年一定有位聖君出現，那期間一定有命世之才出現。	

	

③天下英雄氣，千秋尚凜然。	(劉禹錫	.	蜀先主廟).	

(劉備作為)天下英雄的氣概，經過了多年仍然令人敬畏。	

	

	

否定副詞	

	

對行為、活動或性狀表示否定的副詞一般用	"不"、"弗"、"非"、"勿"、"毋"等來

表示。	

	



	

謙敬副詞	

	

在古代，	常用一些表示自己謙卑和對對方恭敬的副詞來表達客氣態度，		

常見的有	"敬"、"請"、"謹"等。	

	

①徒屬皆曰:	敬受命。(史記·陳涉世家)	

陳勝的部下都說:	聽從您的命令。	

	

②顏淵曰:	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論語·顏淵）	

顏淵說：我雖然不聰敏，(也要)按照這話去做。	

	

⑤陳稀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	(史記·淮陰侯列傳)	

陳稀平素知道韓信的才能，相信他。說：聽從(您的)指導!	

	

表示自己謙卑的副詞有	"敢"、"竊"等。	

	

①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孟子·公孫醜上)	

(我)冒昧地問問，什麼叫浩然之氣?	

	

②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	(漢書·賈誼傳)	

陛下又不憂慮自己，(我)私下為陛下惋惜。	

	

	

表示謙敬的副詞	"忝"，意近"辱"，表示	"辱沒他人，自己有愧"。	

	

①臣忝當重任，義在安國。	(三國志·魏志·少帝紀)	

我擔當重任，按義的原則(我)要使國家安定。	

	

	

語氣副詞	

	

表示推測、反詰等語氣的副詞包括	"其"、"豈"、"獨"、"寧"、"庸"等。	

	

①一之為甚，其可再乎?	(左傳.僖公五年)	

一次已經算是過分了，難道可以來第二次嗎?	

	

②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	君其禮焉。	(左傳·千僖公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有三件特殊的事，上天也許要立他做國君吧？你還是以禮節接待他

吧。	

- 來源：康瑞琮《古代漢語語法》2008，頁 197-231 	

	

時間副詞見另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