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副詞 
"且"、"將" 、"方"、"適"、"正" 、"卒"、"終" 、"今" 、"昔"、"初"、"向
"、"囊" 、"尋"、"旋" 、"遂"、"乃" 、"曾"、"嘗"、"既"、"己" 

可在句中作狀語 
 
 
"且"、"將" 表示動作行為將要發生。 
 
①若屬皆且為所虜!(史記·項羽本紀) 
你們都將被他們俘虜! 
 
②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 (史記·淮陰侯
列傳) 
趙王，成安君陳餘聽說漢軍將要襲擊自己的時候，聚兵在井陘口，號稱二十萬
大軍。 
 
③公將鼓之。 （左傳。莊公十年） 
魯莊公將要擊鼓進軍。 
 
④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 （左傳。莊公十年） 
魯莊公十年的春天，齊國的軍隊攻打我國，魯莊公將要打仗。 
 
"方"、"適"、"正" 表示動作行為剛剛或正在發生。 
 
①天下之勢，方病大瘇。 (賈誼: 治安策) 
天下的形勢，(好像一個人)剛剛得了浮腫病一樣 
 
②民方苦於侵漁，果所在響應。 (方勺。方臘起義) 
老百姓正苦於被剝削和掠奪，果然到處得到響應。 
 
③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草具，書成呈之。 (三 國志·魏志·阮碼傳) 
當時曹操正好在附近出巡，阮瑀跟隨前往，於是就在馬背上起草，寫好文書呈

獻給曹操。  
 
④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灌夫身上受了十幾處大的創傷，恰巧有萬全良藥，所以才沒有死。 
 
⑤丞相曾夏月至石頭看皮公，庾公正料事。 (世說新語· 政事) 
丞相王導曾經在夏天到石頭城去看望庾亮，庾亮正在料理事情。 
 
"始" 表示動作行為剛剛開始。 
 
①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 (列子·湯問) 
姓京城的寡婦有個遺腹子，剛剛換牙，蹦跳著去幫助他們。 
 



②自馮藏王始印五經，以後典籍皆為板本。 (沈括: «夢溪筆談) 
從馮道開始印五經，以後的重要文獻和書籍都是木刻版本。 
 
"卒"、"終" 表示動作行為最終發生。 
 
①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民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 (史記·淮陰
侯列傳) 
劉邦利用韓信、張耳的兵力東進，在泯水的南面殺死成安君，頭腳異處，終究
被天下人恥笑。 
 
②今項羽強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

西略地。 (史記·高祖本紀) 
項羽強悍，不能派遣;只有劉邦一向是寬厚的長者，可以派遣。終究不准許項羽
去，而派劉邦往西面去攻打城池。 
 
③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 禽矣。 (史記·淮陰侯
列傳) 
現在您雖然自己認為與劉邦交情深，為他盡力用兵打仗，(但)最後一定會被他
逮捕了。 
 
④韓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 (史記·淮陰侯列傳) 
韓信猶豫，不忍心背叛漢王，又自認為功勞多，漢王最終不會奪走自己的齊

地。 
 
"今" 表示現在。 
 
①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 (晃錯:論貴粟疏) 
現在法律認為商人低賤，(但)商人已經富貴了。 
 
②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 (史記·信陵君列) 
現在趙國的都城邯鄲或是早上或是晚上就要投降秦國了，可是魏國的援兵還沒

有到達。 
 
 
"昔"、"初"、"向"、"曩" 追溯過去。 
 
①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 (諸葛亮: 出師表) 
從前，和崔州平初交時，多次聽到他關於哪些正確，哪些錯誤的評論 
 
②初，鄭式公娶於申，曰武姜。 (左傳·隱公元年) 
從前，鄭式公從申國娶個妻子，叫做武姜。 
 
③先生曰:向者草木無知，謬言害事，今牛禽獸耳，更何問為? (馬中錫:中山狼
傳) 



東郭先生說：先前(那些)草木不懂事理，胡說害事，這個牛隻不過是個禽獸，
問它做什麼? 
 
④予向者入而哭之。 (王充: 論衡·問孔) 
我先前進去哭他。 
 
⑤曩令樊、酈、絳據數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 (漢書·賈誼傳) 
從前，如果讓樊噲、酈商、周勃、灌嬰佔有幾個城池為王，到現在已經滅亡了

也是可能的。 
 
⑥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 (柳宗元:«捕蛇者說) 
從前和我祖父同時居住在這裡的人，現在他們十家中剩不到一家了。 
 
 
"尋"、"旋" 表示短暫的時間。 
 
①(劉子驥)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 (陶淵明: 桃花源記 ) 
(劉子驥)很高興地計劃著前去訪問。沒有實現，不久病死了。 
 
②尋轉功曹。 (後漢書·陳吏傳) 
(陳寔)不久轉為功曹。 
 
③卓 既殺瓊、珌，旋亦悔之。 (後漢書·董卓傳) 
董卒殺了伍瓊、週珌兩人後，不久也後悔了。 
 
④一日晌午，諜報敵騎至。旋見一白酋督印度卒約百人。 (清樣類鈔·馮婉貞勝
英人於謝莊) 
一天中午，偵察敵情的人報告說敵人的騎兵到村。一會兒，看到一個英國侵略
軍頭目督率印度兵大約有一百人。 
 
"遂"、"乃" 表示時間的承接。 
 
①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史記·扁鵲列傳) 
扁鵲已經逃跑，桓侯就死了。 
 
②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臥軍中。 (柳宗元: 段太尉
逸事狀) 
(段太尉)說：我的病犯了，想留宿在軍營中。 "命令牽馬的人離去，明天再來。
於是在軍營中睡下。 
 
③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 (史記·淮陰侯列傳) 
人們說你反叛，陛下一定不相信;(你反叛的消息)第二次傳來，陛下就懷疑了。 
 



④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為大將軍。 (史記·魏其武安
侯列傳) 
在這個時候皇上說"天下正有緊急情況，(你們這些)皇親國戚難道可以推辭不管
嗎?"於是拜竇嬰為大將軍。 
 
"曾"、"嘗"、"既"、"己" 表示動作行為已 經發生。 
 
①孟嘗君曾待客夜食。 (史記·孟嘗君列傳) 
孟嘗君主經在夜裡待客吃飯。 
 
②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 (史記·陳涉世家) 
陳涉年輕的時候，曾經同別人一道受人僱用，耕種田地。 
 
③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 (後漢書·鄭玄傳) 
鄭玄日夜不斷地誦讀，不曾倦怠。 
 
④既克，公問其故。 (左傳·莊公十年) 
已經打了勝仗，莊公問他勝利的原因。 
 
⑤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 (國語·越語) 
就好像蓑笠一樣，雨已經未了，(人們)一定找尋它們。 
 
⑥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 今已服矣，又何求焉？ (同上) 
我聽說古代攻打別的國家的人，使他們降服就算了，現在敵國已經降服了，又
向他們要求什麼呢? 
 
⑦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陶淵明: 詠荊柯) 
那個人雖然已經死了，(但)千年以後仍有感人之情。 
 

-	來源：康瑞琮《古代漢語語法》2008，頁 212-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