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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特指式疑问句分析

宋 哓 蓉

内容提要 本文在对《论语》特指式疑问句进行详尽统计的基础上 ,对 其句式特

点、疑问焦点、答问方式及疑问语气词的使用情况进行 了定性、定量分析,为 汉语语法

史问句系统的建立和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参考。、

关键词 《论语》 特指式疑问句 疑问焦点 特指问 疑问词

《论语》是我国先秦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语录体散文著作之一 ,记载着孔子及其学生的言论 ,比

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口语。《论语》著笔始于春秋末期 ,成书于战国初期 ,它的编纂并非出

自一人之手 ,这些作者的年代相距或者不止于三 五十年 ,在语法研究中可以代表一个历史横面

的语言现象。《论语》多问答 ,疑问句很多 ,且颇有特色,因 此以《论语沉己载的语言为材料 ,分析以

孔子为中心的语言里特指式疑问句的特点 ,是很有意义的。

-、关于问句的分类

吕叔湘先生在《中国文法要略》中,将问句分为两类 :1。 特指问句 ,对于事情的某一部分有疑

问 ,这类问句不能用
“
然

”
或

“
否

”
来回答 ;2.是 非问句 ,疑点不在这件事的哪一部分 ,而在整个事情

的正确性 ,这类问句可以用
“
然

”
和

“
否

”
回答。吕先生在《疑问 ·否定 ·肯定》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指

出 :“ 问句有四种格式 :甲 、特指问,乙 、是非问 ,丙 、正反问,丁 、选择问。其中甲和乙是基本 ,丙和丁

是从乙派生的。甲和乙的区别 :甲句中必有疑问词 ,乙句中没有疑问词。乙可以用对和不对回答 ,

甲不能这样回答。甲和乙提问的依据不同 ,也就是说 ,作为这两种问句的出发点的陈述句不同。甲

的句子里有一个成分是未知数 ,是 ×;乙是-个完整的句子 ,没有×,但这个句子的真实性有疑

问。
”
由此可见 ,形式上 ,能互相区别的疑问结构的形式标志是疑问词 ,特指式问句是在形式上有

疑问词的问句。

语义上 ,根据有疑而问 ,还是无疑而问,问句又分为疑问句和反问句。如果疑问词是疑问焦

点 ,答问时就焦点回答 ,是疑问句 ;如形式上有疑问词 ,实际上并未负载疑问信息 ,只是一种否定

方式 ,它施行否定的结果是使问句的意义与句面表达的意义相反 ,则为反问句。疑问句和反问句

在形式上有时难以区分 ,因 此 ,疑问词是否是疑问焦点 ,是否负载疑问信息 ,对于区分疑问句和反

问句十分关键。

二、《论语》特指式问句使用情况统计

《论语》特指式问句中出现过的疑问词有何、焉、奚、谁、孰、安、恶和盍。根据上述分类标准 ,我

们对《论语》的问句进行了详尽地统计、分析 ,其 中特指式问句使用情况如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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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硅1 86 127 22 32

(全 书共有特指式问句 181例 ,其 中疑问句 63例 ,占 35%)

1.《 论语》特指式问句各疑问词使用频率如下 :

何(包括由何构成的固定结构 ,下同):111次  61.7%
焉:26次   14。 4%  孰:16次  8.9%
谁:12次  6.7%  奚:11次  6.1%
安、恶、盍:4次   2.2%
2.在 181例特指式问句中,只有 55例 用了疑问语气词 ,占 30%,说 明在特指式问句中,疑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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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气词并非必用◇

3.据统计 ,《 论语》共有疑问句 136例 ,特指式疑问句有 63例 ,占 46%,接近半数。比例不小。

分析特指式疑问句很有必要。

三、特指式疑问句的特点

为叙述方便 ,文 中以疑问词为代表字 ,简称
“
何

”
字疑问句、

“
焉

”
字疑问句、

“
奚

”
字疑问句等

等。

(一 )“何
”
字疑问句

由
“
何

”
构成的特指式疑问句在《论语》中使用频率最高。主要有两类 :工是曲

“
何

”
作为疑问焦

点 ,用
“
何⋯⋯”

、
“
何⋯⋯也

”
、
“
何⋯⋯哉 (焉 、与 )1”等结构形式在句中充当某种句子成分 ;二是由

“
何

”
构成的固定结构

“
何如

”
、
“
如之何

”
作为疑问焦点 ,充当某种句子成分。

1,何⋯⋯,何⋯⋯也 ,何⋯⋯哉 (焉 ,与 )

威
“
何

”
代表的疑问焦点和语法功能看 ,“何

”
的基本用法是 :

a。 问物 ,相当于
“
什么

”
,在句中充当主语、动词或介词宾语及名词谓语。

例(1) 子张曰 :“ 何谓惠而不费?/子曰 :“ 因民之利而利之 ,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尧
曰》)

“
何

”
为疑问句的主语。

例(2) 哀公问曰 :“ 何为则民服?”厅1子 对曰 :“举直错诸枉 ,则 民服 ;举枉错诸直 ,则 民不

服。
”
《《为政》)

例(3) 子夏之门人 卜问交于子张。子张曰 :“子夏云何?” /7扌 曰 :“子夏曰 :‘可者与之 ,其不可

者拒之。9”巛子张>
“
何

”
在以上两例中均为动词宾语。例(2)为动作对象 ,例 〈3)为言语的具体内容。

例(4) 子贡闷曰 :“ 孔文子何以渭之
‘
文

’
也?”/子 曰 :“ 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是以谓之

‘
文

’

也。
”

(《公冶长》)

例 (5) 子牡曰 :“ 何为莫知子也?”/子曰 :“不怨天 ,不尤人 ,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 宪问>

例 (砝 )、 例 (5)中 ,“ 何
”
与介词

“
以

”
、
“
为

”
构成介宾短语 ,“何以

”
是询问凭借的对象 ,“ 河

”
是对

象宾语 ;“ 何为
”
是询问原问 ,“ 何

”
是原困宾语 ,都相当于

“
什么

”
。

例(6) 子曰:f何哉 ,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 :“在邦必闻 ,在家必闻。
”

(《颜渊》)

此属直接问事”充当名词谓语 ,为强调疑问焦点 ,置于主浯之前。

b。 用于询问人或事物的性状 ,修饰名词 ,构成体词性偏正短语 ,在句中充当名词谓语。

例(7) (子 贡)入 ,国 :“ 伯夷、叔齐何人也?”/曰 :“古之贤人也。
”

(《述而》)

例(8) 子贡问曰 :“赐也何如?”/子 曰 J“女 ,器也。γ曰 :“ 何器也?”/曰 :“瑚琏也。
”

(《 公冶长》)

c。
“
何

”
询闷原因,直接位于谓语之前 ,作状语。

例(9) (曾皙)曰 :“夫子何哂由包?”/曰 :“为国以礻L∫ ,其言不让 ,是故晒之。
”

(《 先进》)     ′·

例(10) 冉子退朝 ,子臼 :“何晏也?”″扌臼 :“有政。
”

(《子路》)

例 (9)“何
”
修饰动词渭语 9例 (1ω“

何
”
修饰形容词谓语。

在问答关系上 ,有两种情况。

-是直接答问。特指式疑问旬和与之相对应的答句之间(不包括简略答问),结构上存在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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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整齐的对应现象 ,相应的特指疑问句 ,用 各种具体词语代替其中的疑问词语 ,再加上陈述语调 ,

就成了与之对应的答句。

如例(7)答句可变为 :伯夷 ,叔齐古之贤人也。例 (1)例 (2)例 (7)例 (9)等都是直接回答。

形式相近的疑问句 ,若将答问词代替具体的疑问词 ,会看出其不同之处。

例(1D “
何谓惠而不费?”/子 曰 :“ 因民之利而利之 ,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尧曰》)

答句可以变换成 :子曰 :“ 因民之利而利之 ,斯谓惠而不费。
”

例(12)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 ,美 目盼兮 ,素 以为绚兮
’
,何谓也?”/子 曰 :“ 缯事后素。

”
(《八

佾》)

此句亦可变换成 :子曰:“巧笑倩兮 ,美 目盼兮 ,素 以为绚兮’
,谓缯事后素。

”冖

在以上两例中,“ 何
”
都在谓语之前,前者表示陈述的对象是未知的事物,在 f可句中作主语,答

。  问词替代它时,只能出现在主语位置上。后者表示陈述的对象已知,陈述的内容是未知的,在句中
作宾语 ,答问词替代它时,可以移至动词谓语之后。

二是间接答问。答问时,将具体词语代替疑问词语,加上陈述语调,不能形成与特指疑问句相
对应的答句。这是因为有时某些特指问提问的方式与其它特指问有所不同,难以直接回答。

例(13)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 /孑L子曰:“ 非敢为佞也 ,疾固
也 。

”
(《 宪问》)

先用一个特指式疑问句提问,后接一个带有揣测意味的是非式问句提供一种选择。答问时 ,

先否定这种揣测 ,再用一个陈述句间按回答。

从句末疑问语气词使用情况看 ,63例 待指式疑问句中,有 22例有句尾疑问语气词 ,其 中
“
也

”
出现的次数最多 ,共 16例 ,都出现在上述这类疑问句中。

“
也

”
语气较和缓 ,“哉

”
含有感叹的

语气 ,“与
”
较

“
也

”
显得相对急促。这几个语气词在特指式疑问句中均可译为

“
呢

”
。不用语气词时 ,

语气更直接了当。

2、 固定结构构成的特指式疑问句
嘹

何如 ,何如⋯⋯矣
“
何如

”
大多数情况下用在问句末尾 ,有 4例用于句首 ,基本语义相当于

“
怎么样

”
,但其代表

的疑问焦点不同。

a.用在句尾 ,询问对人、事、言语、行为的性质 ,充当问句的谓语。

例 (1连 ) 子贡问曰 :“乡人皆好之 ,何如 ?”/子 臼 :“未可也。
”

(《 子路》)

例(15) 季康子问政於孔子曰 :“如杀无道 ,以 就有道 ,何如?” /孑L子对曰 :“ 子为政 ,焉用杀。

子欲善而民善矣。
”

(《 颜渊》)

例(16)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 :“不知也。
”“
求也何如 ?”/子曰 :“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

家 ,可侠谓之宰也 ,不知其仁也。
”

(《公冶长》)

例(17) 曾皙曰 :“夫三子者之言河如 ?”/子曰 :“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

(《 先进》)

|    以上四例 ,例 (14)是询问某人的性质 ,好坏与否;例 (15)是 询问某事的作法正确与否 ;例 (1⑴

询问冉求是否
“
仁

”
;例 (17)询问言语是否正确。

b。 询问行为实现的方式 ,相当于
“
怎样做

”
。

例 (18) “赤 ,尔何如 ?”/7扌 曰 :“爿u能之 ,愿学焉。宗庙之事 ,如 会同 ,端章甫 ,愿为小相焉。
”

《《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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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问句答问时 ,一般是间接回答 ,如 :例 (16)是 问
“
求

”
是否

“
仁

”
,孔子答问是 :“不知其仁。

”

例 (15),是 先用一个肯否式反问(用肯定形式表示否定意义),否定
“
杀无道

”
的行为 ,再从正面提

出自己的看法 ,比直接否定更婉转。

例(19) (子路)曰 :“今之从政者何如 ?”/子 曰 :“ 噫!斗筲之人 ,何足算也?” (《 子路》)

先用了一个带有蔑视意味的语气词 ,后接肯否式反问 ,表示
“
今之从政者

”
不配评价。

这种疑问句答问方式 ,接近于是非问句的答问,评价
“
是

”
与

“
非

”
、
“
可

”
与

“
不可

”
或正确与否 ,

有的虽未正面回答 ,但肯、否之义隐含在答句之中。答问中也有少数直接回答的 ,如例 (1吐 )。

“
何如

”
用于句尾时不再用疑问语气词。

b。 用在句苜 ,充当主语 ,询问成为某种人或从事某项活动所具备的条件。

例(20) “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 曰 :“行己有耻 ,使于四方 ,不辱君命 ,可谓士矣。
”

(《子路》)

例(2D 子路问曰 :“何如斯可谓士矣?”/子曰 :“切切倔锶,怡怡如也 ,可谓士也。
”

(《子路》)

以上两例句式相同 ,询问的话题似乎也相同,但从答问内容看 ,前者回答的是所采取的具体

行动 ,意义指向是行为。后者回答的是具有的某种状态 ,意义指向是状态。因此我们可以说 :“何

如
”
用在句首 ,疑问焦点是行为或状态。这种用法全书只有四例。句末都有疑问语气词

“
矣

”
。疑

问语气较弱 ,其 中含有从条件到现实的某种变化之义 ,可译为
“
了呢

”
。

如之何

由固定结构
“
如之何

”
构成的疑问句全书出现 3例 。都在句尾 ,充当谓语 ,询 问

“
某事应怎样

做
”
,不用疑问语气词。

例(22) 季康子问 :“使民敬 ,忠 以劝 ,如之何?”/子曰 :“ 临之以庄 ,则敬 ;孝 慈 ,则 忠 ;举善而

教不能 ,则劝。
”

(《为政》)

例 (23) 定公问 :“君使臣,臣 使君 ,如 之何?” /孑1子对曰 :“ 君使臣以礼 ,臣 使君以忠。
”

(《 八

佾》)

例(24) 哀公问于有若曰 :“年饥 ,用 不足 ,如之何?”/有若对曰 :“盍彻乎?” (《颜渊》)

前两例是直接就疑点答问 ,后一例则是用了一个反问,表示肯定的意义 ,相当于
“
应该用彻

”
。

“
盍

”
是

“
何不

”
的合音 ,用含有商量的语气词

“
乎

”
,显得谦虚、恭敬 ,可译为

“
呢

”
。

(二 )“焉
”
字疑问句与

“
奚

”
字疑问句

由
“
焉

”
构成的特指式问句大多用于反问 ,用 于表示询问只有 2例 ,“奚

”
字问句用于询问也只

出现 5例 ,这两类疑问句使用频率不高。
“
焉

”
可以直接置于动词谓语之前 ,充当状语 ,疑问焦点是实现行为方法、行为发生的处所。

例(25) 仲弓曰 :“焉知贤才雨举之?”/子曰 :“举尔所知 ,尔所不知 ,人其舍诸 ?” (《 子路》)
“
焉

”
相当于

“
怎样

”
,询问

“
知贤才

”
的方法。

例(26)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 :“仲尼焉学?”/子贡曰 :“
·⋯⋯夫子焉不学 ,而亦何常师之有?”

(《 子张》)
“
焉叶目当于

“
在哪里

”
,询问

“
学

”
的处所。

例(25)只 回答了
“
举所知之人

”
,没有正面回答

“
知

”
的方法 ;例 (2ω用反问的方式 ,间接回答。

“
焉不学

”
相当于

“
无处不学

”
。

“
奚

”
也用于询问地点,与介词

“
自
”
构成介宾短语。这种用法全书仅一例。

例(27) 晨门曰 :“奚自?”/子路曰 :“ 自孔门。
”

(《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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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话中虽无动词谓语 ,但从上下文中可以看出询问的是动作开始的地点。与
“
焉

”
的不同之处

在于
“
焉

”
直接位于动词前作状语 ,询问动作行为发生的处所 ,是个面 ;“奚

”
则是个点 ,介词

“
自
”
隐

含动作的开始。
“
奚

”
和

“
奚而

”
还用于询问原因 ,这是

“
焉

”
没有的用法。

“
奚

”
、
“
奚而

”
与

“
何

”
字疑问句询问原

因有所不同。
“
何

”
问原因,出 现在下面几种句式中 :a。 何以+动词谓语 ,b。 何+动词(或形容词)谓

语 ,c。 何为+莫 +动词谓语。在这三种情况中,谓语之前都无否定副词
“
不

”
,只 出现在有无定指示

代词
“
莫

”
的句式中。

“
奚

”
字疑问句询问原因 ,有三例 ,其 中有两例的谓语之前用了否定副间

“
不

”
。

例(28) 或谓孔子曰 :“子奚不为政 ?”/子曰 :“书云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施于有政。’是亦

为政 ,奚其为为政 ?” (《为政》)

例(29)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 ,康子曰 :“夫如是 ,奚而不丧 ?” /孑L子曰 :“仲叔圉治宾客 ,祝鲍

治宗庙 ,王孙贾治军旅 ,夫如是 ,奚其丧?” (《 宪问》)

我们是否可以推测 ,同 是询问原因 ,“ 何
”
多与

“
以

”“
为

”
结合使用 ,主要用于从正面提问。

“
奚

”
单用或与

“
而

”
结合 ,可从反面提问。

三例
“
奚

”
字疑问句询问原因 ,在答问时都是先解释原因 ,后用

“
奚其

”
构成的反问,加强肯定

或否定意义。
“
焉

”
字疑问句和

“
奚

”
字疑问句之后都不用疑问语气词。

(三 )“孰
”
字疑问句和

“
谁

”
字疑问句

“
孰

”
和

“
谁

”
字问句 ,大多用于反问,用 于询问 ,“孰

”
字疑问句全书只有四洌 ,“谁

”
字疑问句只

有三例。
“
孰

’’·J谁”
询问的焦点都是人 ,但二者又有区别。

1.由
“
孰

”
构成的疑问句 ,是特指式选择问 ,句尾都无疑问语气词。

例(30) 季康子问 :“弟子孰为好学?”/孑1子对曰 :“ 有颜回者好学 ,不幸短命死矣 ,今也则

亡。
”

(《 先进》)

例(3D 子贡问 :“师与商也孰贤?”/子曰 :“师也过 ,商也不及。
”

(《先进》)

例(32) 子谓子贡曰 :“女与回也孰愈?”″寸曰 :“赐也河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 ,赐也闻一

以知二。
”

(《公冶长》)

这类疑问句,主语部分是表示
“
孰

”
选择的范围,谓语部分是主谓短语 ,“孰

”
充当主语。

“
孰

”
有

在主语部分提供的范围之中选择其-的意思,相当于
“
哪一个

”
。答问时,例 (30)、 例(3D的答问者

不在选择范围之中,直接回答。例(32)答问者在选择范围之内,答问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用
“
何

敢
”
反问,表示自己不如另一选择对象,含有谦虚的意味。

2.由
“
谁

”
构成的疑问句都是问人,在句中充当宾语,句尾无疑问语气词。

例(33) 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 ,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

惧 ,好谋而成者也。
”
((述而》)

答问时直接回答,答句相当于:子行三军,暴虎冯河,死而无悔,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

谋而成者也。

又如例(34) 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微子》)

例(35) 桀溺曰 :“子为谁?”/曰 :“为仲由。
”

(《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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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通过对《论语》特指式疑问句的分析 ,我 们对其中疑问词代表的疑问焦点有了进一步认识。

《论语》特指式疑问句只有两例用
“
奚

”
询问原因外 ,一般不从反面提问。

答问时 ,有直接回答和间接回答两种方式。答问形式灵活多样 ,同一问题 ,常 因语言环境和问

答对象不同,答复及语气相应变化。

疑问重点在疑问词 ,大多数疑问句中不用疑问语气词 ,有疑问语气词并不会改变疑问的重

点 ,只是语气的轻重、曲直有细微差别。

另外有一点值得注意 :一般认为在先秦汉语疑问句中,疑 问代词作宾语要置于动词之前 ,且

用法严格 ,几乎没有例外 (这里的疑问代词即本文所说的疑问词 )。 但在《论语》中却有几个疑问代

词作宾语在动词之后的用例。如 :子张曰 :“子夏云何?” (《 子张》)长沮曰 :“夫执舆者为谁 ?”桀溺曰 :

“
子为谁?” (《 微子》如何解释这些特例 ,有待进一步分析研究。

(作 者是我校中文糸进修学者 ,指 导教师张振德教授 )

¤书讯 ·

钟仕伦《南北文化与美学思潮》出版

四川师大中文系副教授、美学研究所副所长钟仕伦著《南北文化与美学思潮》最近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从文化寻根的角度 ,采用王国维先生的
“二重证明法

”
,运用文化地理学和美学的基本理论 ,对隋之前南

北文化的差异和交流及其对美学思潮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探索出这一阶段中国美学发展史的某些基本规律。作

者认为 ,南北两大文化区系自上古时期形成之后 ,便对南北美学思潮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南北文化区系的差

异和交流是促使美学思潮不断发展演变的重要原因。南北文化区系的互渗和交流则带来美学思潮的不断融汇 ,

这对多元一统的中华民族审美心理结构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古典艺术的美学精神和文化内涵之

所以不同于西方 ,历经数千年而从未中断 ,这是一个根本原因。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 隋之前的南北分裂时期 ,

如战国纷争、三国鼎立、南北朝对峙 ,文学艺术的创作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美学理论更获得丰硕的成果 ,并对

隋之后的美学发展泽溉甚远。作者创造性地在书中提出
“
地域审美观

”
概念 ,并以此为研究支点 ,对此论题进行了

深入的分析和论述。所谓地域审美观 ,“ 并非乡土观念 ,而是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在人们头脑中

的创造性反映
”
。作者这种理论创新的勇气值得肯定。

全书共六章 :一、绪论 ,二、上古时期的方国文化 ,三、南北美学思潮的形成 ,四 、南北美学思潮与文学审美品

格 ,五 、文化中心的迁移与美学思潮的流变 ,六 、南北文化交流与西府新文。《四川日报》、《成都晚报》、《当代文坛》

发文评价该书 ,认为该书的研究富有启发性和现实性。著名美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蒋孔阳先生称该书
“
为我国的

美学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途径
”
。(石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