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6 · 漠藉史研究集刊 第七辑

也作勤言司使用。

    例如 ：

    ( l） 今真人锐尚如此，俗人冥冥是也，失天法明矣。 （卷

36)

    (2）愚者盔凶，是也，以其守李之以恶案也。（卷 92)

    (3） 离不但赏相随，老者去，少者长，各以其年命雳燮化，

比若天地明明以来，人形燮化不同是也。（卷 92)

    在具艘的藉言瑕境裹，有些 “是”有了意勤用法，意思是

“韶焉⋯⋯正榷，肯定，簧同”，全文共出现 4次。

    例如：

    (4）吾是所言，以戒真人，不失之也。（卷 42)

    (5） 常以月支朔旦见封矜天、主正理除隆、是尊卑之神吏，

魂魄属之愁，至减乃已。（卷 96)

    (6） 神宅所居，勤概人所属，不自是，知有及，赏相承事，

去揭就福，不宜有小不裤天心也。（卷 112)

    (7）不赏是善行孝顺之人邪？（卷 114)

二 “是”字用作指示代铜

    “是”在古代漠藉中，主要用法是作指示代蒯。檬有人杭舒，

《孟子》中共出现 “是”字 255次，除去 6涸来自引文，其除 249

次，作指示代祠使用出现了 210次④。“《输藉》中 ‘是’字出现

58次，作指示代祠 42例⋯⋯作判断祠 2例。”⑤“是护字用作指

示代祠 ，表示近指，通常指示或代替上文 已握 出现的事物和现

象。促祠量意羲上蒲，可以指代人、事物、峙简、虚所等，多数

吟候可以用 “此”巡行替换，或在上文中找到被指代的人或事

物，翻释焉 “遏，’. “逗涸”、“追檬”。它所指代的封象，或是前

面的一段韶或句子，或指代前面句子中的一涸祠粗或祠。促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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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作寅藉，共 220次。其中作勤祠寰藉 128次，作介祠寰

藉 92次。《太平握》中 “是”字作寰藉，可出现在 “背”、“言”、

“晃”、“捉”、“行”、“冤”、“知”、“夏”、“念”、“尚”、。‘焉，，、
“受”、“靴”、“在”、“怨”、“考”、“名”、“青”、“及”、“有”、

“用”、“明”、“晃”、“教”、“承夤”、“椽”、“有”、“坐”等勤祠

後面。

    例如 ：

          （巧）一氛不和，辄有不是者，故不能悉和除降而平其

    治也。（卷 42)

          ( 16）行，去，夫上德之君，天自使有璧心，且缘是自

    有善意，自有善令。（卷 86)

          ( 17）令至道德龄不得通速者，悉坐是。（卷 91)

          ( 18）天下悉邪，不能自知，帝王一人，雏有莴人之

    德，镯能如是何？（卷 37)

    “是”作介祠寰藉，出现在介祠 “焉”、“於”、“以”、“自”

之後。

    例如 ：

          ( 19）子补是言者，更愚，略冥冥典知。（卷 93)

          (20）故此害直属是出也。（卷 37)

          (21）上士因是乃至度世，中士至朴典属，下士至矜平

    平。（卷 92)

    5、作兼韶，《太平握》中共出现 7次，逗 7次中，第二涸勤

言司都是 “焉”。

    例如 ：

          (22）愚人或牲易忽然，不知是焉大遇也。（卷 45)

        (23）子何以言是属天命乎？（卷 93)

        (24）而民臣自下共焉凶恶之行，得天地灾者，反以逞

    罪责其君，百姓愁苦，矜是猾吏亦援共上责矜天，名是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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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天数，十月乃出，故数终矜十，故一者乘十。（卷 93)

        (29）故一者，延象天也；二者，适象地也；人者，乃

    是天地之子，故赏象其父母。（卷 35)

      (30）子今染知天地之常法· 除降之明橙，此即尽也。
    （卷 44)

        (31）今天雨雪，同是其施化之道 ，见可靓 ，而言降施

    精微不可靓乎？（卷 119)

前燕副言司的：
        （犯）此者，是吾害上首一大界也，恐俗人猜愚迷惑日

  久，不信吾文，故敏示，使典古今守一之文合之，以颇相
    徒，乃以相橙明也。（卷％ )

        (33）篱物须雨而生，是其钦食也。（卷 36)

        ( 34）右是李者得失诀。（卷 70)

    (35）子高忽然，夫俗人镶冤结而死尽也，诚穷乎！（卷
    67)

    《太平握》中 “是”字判断句共四植句式：

    A．主藉＋者＋是＋寰藉＋也，共 10例，估 12. 7% ;

    B．主韶 ＋者＋是＋寰藉，共 2例，估 2 . 5% ;

    C．主藉＋是＋寰藉＋也，共 54例，估 68 . 4%;

    D．主藉 ＋是＋寰韶，共 13例，估 16. 4％。
    可晃 “是”的出现取代了藉氟祠 “者”，但 “是”遗未完全

撰脱藉氟祠 “也”，翠镯承澹表示判断的暇能；文中没有出现

“主藉＋是 ＋宣韶 ＋其他藉氟祠”的句子。遏些现象、貌明 “是”

字作判断祠的用法雕出现得比较早，但是在 《太平握》成害峙，

仍然没有叠展成熟。

〔注释〕
①晃王力 《漠藉史稿》，中苹害局，198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