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名詞用作狀語 
"日"、"月"、"歲" 

 
第一，放在具有行動性的動詞前，表示"每日"、"每月"、"每年"的意思。 
 
○1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 (苟子·勸學) 
品德高尚的人學習的面很寬廣，而又每天對自己的行為參驗反省。 
 
②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 。 (莊子·養生主) 
好的廚師每年換一次刀，(他是用刀)割肉;一般的廚師每月換一次刀，(他是用
刀)砍骨頭。 
 
③歲賦其二。 （柳宗元:«捕蛇者說) 
每年徵集兩次。 
 
第二， "日"放在形容詞之前，可表示事物性質、狀態一天天地變化。 
 
①干戈日滋。 (漢書·食貨志) 
軍事行動(戰亂）一天天地嚴重。 
 
②道明則國日強，道幽則國日削。 (商君書·錯法) 
(君主頒賞爵祿)原則清楚，國家就一天天地強盛，原則不清楚，國家就一天天
地衰弱下去。 
 
 
第三，“日”在句首主語前，當作"往日"或"從前"，作狀語。 
 
①日君以驪姬為夫人。 (國語·晉語 II) 

從前，晉君以驪姬為夫人。 
 
②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 (戰國策· 趙策) 

從前，秦國和楚國在藍田交戰，韓國派遣精銳部隊來幫助秦國。 
 
 

-	來源：康瑞琮《古代漢語語法》2008，頁 46-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