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狀語	

	

一、狀語的一般情況	

	

狀語是用來修飾和限制動詞或者形容詞的句子成分，它表明動作的時間、處所、

原因和方式。常常用副詞、形容詞、名詞和介賓詞組等充當。	

	

○1 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	(莊子·盜跖)	

接待的人進去通報，跖聽到這事(孔子來訪)，特別生氣。	

	

②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	(史記·信陵君列傳)	

諸侯只聽說有魏公子，沒聽說有魏王。	

	

③先生(倉卒以手)搏之。	(馬中錫:	中山狼傳)	

東郭先生匆忙地用手和狼搏鬥。	

	

④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	(韓非子·內儲說下·六微)	

靖郭君做齊國的宰相，和老朋友長時間地談話，老朋友就富起來了。	

	

⑤白圭相魏，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以魏)貧子於韓，

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白圭在魏做宰相，暴譴在韓做宰相。白圭對暴譴說：你憑憑韓國的力量輔助我

在魏國掌權，我憑藉魏國的力量扶持你在韓國掌權;我長久地把持魏政，你長久

地把持韓權。	

	

二、「名詞」作狀語	

	

①有狼當道，(人)立而啼。	(馬中錫:	中山狼傳)	

有一隻狼站在道路中央，將人那樣站立著嚎叫。	

	

②十九人相與(目)笑而未廢也。	(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	

十九個人互相用眼睛示意譏笑，但也沒有阻止他。	

	

③及敵槍再去，寨中人又(鶩)伏矣。	(清稗類鈔·馮婉貞勝英人於謝莊)	

等到敵人第二次開槍射擊，寨子裡邊的人又像野鴨那樣伏在地上了。	

	

④鄉民(蟻)擁(蜂)攢，佈滿山麓。	(三元里抗英)	

鄉民像螞蟻那樣擁來，像蜜蜂那樣聚集，佈滿山腳下。	

	

	

三、「動詞」作狀語	

動詞作狀語，一般地講只限於不及物動詞。	

	

①壁有瑕，請(指)示王。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美玉上有斑，請您允許我指給您看。	

	

②躡跡(披)求。	(聊齋誌異·促織)	

(成名)跟踪逃跑的促織，撥開(草叢)尋找。	

	

③歌畢，(盤旋)而起。	(聊齋誌異·嶗山道士)	

喝完，旋轉著站起來。	

	

④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置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	(左傳·宣公二年)	

廚師燉熊掌沒熟，(晉靈公)把他殺了，放在筐里，讓婦女用車裝著經過朝廷。	

	

-	來源：康瑞琮《古代漢語語法》2008，頁 442-4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