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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然淡令鬓鲜
黔秒署龚粼淤
晃 ，副I｝岛 “乃，，的

作用，相富於 “竟”

是正榷的。

“曾”是一涸韶氧副祠，在句中起加强韶氟的
。《大祠典》所立第一涸羲项 “乃、竟”熬疑

蓄注中封 “曾”的另一涸比较常晃的解释是 “具刂”。《玉篇

八部》
言司典》

、《魔胡 · 登胡》、
所引 《淮南子 ·

《集胡 · 登胡》都锐：“曾，则也。”《大

修移vlI》高锈注也锐：“曾，具刂也。”但

是，道涸

，嚷疑了。

“具刂”字是不是如 《大洞典》所貌 “表示相承”就值得
因海 “具刂”字不谨可以作速祠表示相承，同峙也可以作

韶氧副祠 ，相富於 “乃”、“

脆，粢盛矍愉，何则不信？"

竟”。《左傅 ·桓公六年》：“吾牲拴肥
“何则不信”猫 “何乃不信”、“何竟

不信”。可晃，“具刂”舆 “曾，，相同，

法。我俏韶高，凡曹注中以 “则”

“具刂”

典》
全 ，

的藉氧副言司“乃”、“竟”羲

在上古都有韶氧副洞的用
副｝“曾”的地方，都是取
而不是表示相承羲。《大祠

第一羲项下所引王引之

《握傅释祠》的原韶是：

《握傅释祠》的解释其育业没有引
“曾，乃也，具刂也。

‘曾，祠之舒也。’高注 （（淮南 ·修移》篇曰：
《檀弓》曰：‘则之言曾。’《爵 ·河魔》曰：

《锐文》曰：

具刂也。’郸注

‘曾不容刀。’ ‘曾不

崇朝。’《板》

⋯⋯ 《输藉 ·

曰 ： ‘曾莫惠我肺。’《召吴》 曰： ‘曾不知其玷。

八佾））曰：‘曾猬泰山不如林放乎？’《先巡》曰：
‘吾以子海异之简 ，

是以 “曾”、“乃”、

的表示相承的用法 。

曾由舆求之尚。’皆是也。”很明颖，王引之
“则”三者高同羲的藉氧副洞，
更明颖的例子是褚家封 《输藉

是以岛孝乎”的解释：唐陵德明释文引焉云：“曾

不涉及 “具刂”

· 岛政》“曾
具刂也。”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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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遏一步是很容易的，因乌 “乃不”、“竟不”藉氧加深，自然

就是 “绝不”了。然後再由 “绝不”意癸展出 “促来不”、“捉来
没有”的意思。道一步要困靴一些，因岛涉及到韶知域 （cogna-
tive domain） 的搏移：“绝不”履於藉氟的韶知域，强稠的是貌

韶人的主颧慈度；“促来不”屡於峙简的韶知域，强稠的是峙简

上的 “徒来没有”。但是，通模韶知域的搏移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 “曾不”拮榕中，由於藉氟副祠 “曾”的存在，其表逢否定的
藉氟要比罩用一涸 “不”字强烈得多。在韶用遇程中，籍韶人可
以主颧地以高，貌韶人之所以要使用遏涸 “曾”，除了表示封富
峙的否定之外，也同峙包含了封以往的否定，於是将 “曾不”理
解高 “促来不”，促而育现韶知域的蒋移。遏涸搏移的遇程非常

阴键，是由 “曾 l”登展到 “曾2”的决定性儇筋。
    “曾不”由藉氧韶知域搏到峙简韶知域的遏程舆英藉藉氧副

祠 “never’’ 的崖生正好相反，作海峙简副祠 “ever”的否定式，
" never”可以舆 “ever”一檬，表示峙简羲，意舄 “促不”:

    He has never been abroad. （他促来没有出遇圃。）

    she neve: goes to the cinema. （她向来不看雷影。）
    同峙也可以作乌藉氧副洞，表逢壑决的藉氧，意九 “绝不”:
    That will never do. （那绝封不行。）

    Never fear ! （别害怕。）③

    其表藉氧羲的用法富由表峙简羲癸展而来，相反的解释是不

能成立的。
    但是，即使 “曾不”登展出表示峙简羲的用法，我们也遗不

能貌通涸 “曾”就不再是 “曾，’’ 而已握是 “曾2”了。因岛
“曾2”的崖生有雨涸明颗的漂能：其一是覆音的改燮，由 “子登
切”燮岛 “才登切”；其二是句法位置的改燮，在否定句中，
“曾 l”位於否定副祠之前，而 “曾2”位於否定副祠之後。崖生
通涸燮化的原因在於藉氧副祠舆特简副祠藉法功能的不一致。作
岛藉氧副祠，“曾1”主要用於封相阴的命题或述题遭行主戳砰
注④，其特黠是具有述渭性和露活性，基本功能在於充富高唇渭
藉，因此位置比较露活。作岛峙简副祠的 “曾：”具刂不然，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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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如此，安得乌仁？（闷孔）

        膜曾以引篮率矣，垂硕落汗，行不能退。（状留）

        使世人有鄙陋之行，天曾厩投之，可引以誓；子路闻

    之，可信以解。（闷孔）
        高祖之先到媪曾息大泽之陂，笋典神遇。（雷虚）

遏五涸例子中的 “曾”因岛出现於特定的上下文中，可以肯定其
舄峙简副祠。道五例舆五涸 “曾未”的用例足以锐明通峙期

“曾2”已握崖生了。
    “曾2”崖生以後，作高藉氧副祠的 “曾1”业没有立刻促漠

藉裹消失 ，相反 ， “曾 1”舆 “曾 2”业存了相富畏 的一段峙 简。

促漠代一道到清代，文献中都可以兑到 “曾1”和 “曾2”的用
例。但是在今天的现代漠藉中，“曾 l”已握完全消失了。道涸遇
程很好地艘现了藉法化的渐燮原则和藉羲的滞留原则 （persist-

ence）。“A > A胆＞B’ ’通涸式子貌明，促 A 到 B必然握屋一涸
A 舆 B共存的陪段。促漠代到清代，“曾1”舆 “曾：”共存了千
年之久。

    因此，《大祠典》所列第四羲项的雨涸例子雌然促峙简上锐
晚於漠代 （一岛晋代，一岛清代），那涸峙候，“曾2”已握崖生
了，但它俏却不是 “曾：”而是 “曾1"，仍然是作高藉氟副祠来
用的，大祠典将它俏列入 “曾 1”之下，但却将它们解作 “一
道”、“促来”，似乎是一涸特简副祠，溥致解释舆蹄顺互相矛盾。

其寅它俏都是 “曾1" ，完全可以舆第一和第二涸羲项合讲。
    促 “曾1”到 “曾：”的登展遇程岛藉法化的罩向性假锐

( unidirectionality ）和伴随藉法化遇程登生的主颧化 （subj ectifi -
cation） 现象提供了一涸较好的反例。藉法化的罩向性指的是韶

法化逸行的方向糖是由寅燮虚，虚的燮得更虚。在藉法化的遇程
中，必然伴随着主颧化。E. C, Traugott ( 1 9 95） 提出藉羲的虚

化是一梗主颧化，在虚化的遇程中 “意羲燮得越来越依袒於貌韶
人封命题内容的主颧信念和慈度”，换言之，即某一藉羲或功能
在上下文的影髻下由命题功能 （propositional）逐渐燮成藉言表

现功能 （expressive)，减弱了客戳意羲，增强了主颧意羲。H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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