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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喻经》中的副词“都”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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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为群(1967-),女 ,重庆人 ,武汉大学留学生教育学院讲师 ,在职博士生 ,主要

从事近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

[摘　要] 《百喻经》中的“都”全为范围副词 。按其语义指向 ,可分为四类。拿它与现代汉

语范围副词“都”的用法相比较 ,有两点不同:《百喻经》“都”语义指向谓语时 ,句子主语一般是

表示个体概念的单数名词 ,“都”强调动作本身的彻底性 、周遍性 。这种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已消

失;《百喻经》“都”语义指向宾语时 ,总括宾语表示的全体对象 ,不受条件限制 。而现代汉语范

围副词“都”总括宾语时受限。

《百喻经》中的副词“相”主要有三种用法:“互相” 、“递相”和“偏指” ,与现代汉语副词“相”

的意义差不多 ,都主要表示“互相” ,“递相”义和偏指用法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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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喻经》全名《百句譬喻经》 ,它是由天竺僧伽斯那从《修多罗藏》十二部经中摘录譬喻事类辑集而

成的 ,目的是以故事为喻 ,向初入佛门的僧徒宣扬佛教教义 。《百喻经》原为焚文 ,南朝齐永明年间(公元

483—494),僧伽斯那的弟子求那毗地法师将它译成汉语。此书保存了颇多口语成分 ,是研究南北朝时

期汉语状况的一份极有价值的材料 。

南北朝时期的副词 ,较之先前有很大发展 。一方面 ,旧有的副词体系得到调整 ,一些旧副词逐渐衰

亡 ,另一方面 ,出现了一批新副词 ,较典型地体现了副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发展 。本文对《百喻经》

中颇有特色的副词“都” 、“相”进行考察 。

一 、都

《百喻经》中“都”字共出现 31次 ,全用作范围副词 ,按其语义指向 ,可分为以下 4类:

“都”字语义指向谓语 ,表明动作本身的彻底性 、周遍性 。例如:

(1)如彼伐树 ,复欲还活 ,都不可得。(斫树取果喻)

(2)纵可无村 ,及以无树 ,何有天下无东 、无时? 知尔妄语 ,都不可信 。(偷牦牛喻)

(3)后欲取火 ,而火都灭;欲取冷水 ,而水复热。(水火喻)

例(1)(2)“都”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完全” ,例(3)中“火”非复数 ,“都”是“全然”的意思。

“都”字语义指向主语 ,囊括主语所代表的全体对象 ,意谓“全部” 。例如:

(4)返败种子 ,所有甘蔗一切都失 。(灌甘蔗喻)

(5)便作念言:“我已破一戒 ,既不具足 ,何用持为?”一切都破 ,无一在者 。(杀群牛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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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人有七贫时 ,七富还相报 。(王梵志《吾富有钱时》)

(17)相迎不道远 ,直至长风沙。(李白《长干行》)

(18)金吾不禁夜 ,玉漏莫相催 。(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

(19)河桥不相送 ,江树远含情 。(宋之问《送别杜审言》)

此期“相”也不乏表“互相”义之例。例如:

(20)楼前相望不相知 ,陌上相逢讵相识 ? (卢照邻《长安古意》)

(21)欲知此后相思梦 ,长到荆门郢树烟 。(柳宗元《别舍弟宗一》)

到元明清时代 , “相”仍可表偏指义 。例如:

(22)卫弘曰:“既孟德有大志 ,愿将家资相助 。”(罗贯中 、施耐庵《三国演义》第五回)

(23)敌出不意 ,大惊扰 ,以枪上刺刀相搏击 ,而使捷猛鸷终弗逮。(《清稗类钞·冯婉贞胜英人于谢

庄》)

例(23)中的“相”不表“互相” ,而是偏指婉贞所率众青年。意为:(敌人)用枪上刺刀来还击婉贞他们。

现代汉语中 ,“相”主要表“互相” ,如:“相遇 、相逢 、互不相识 、相距太远” ;偏指的用法一般只见于文

言色彩重的词语中 ,如“好言相劝 、实不相瞒 、以礼相待” ;“递相”义用得不多 ,如:“相继发生了几件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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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ll(都)in 100 Buddhist parables are all adverbs of range.According to its points of limit , All

(都)may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Comparing All(都)in 100 Buddhist Parabls with All(都)in modern

Chinese , the difference shows as follows:

First , when All (都) in 100 Buddhist Parabls points to the predicate , All (都) emphasizes the

thoroughgoingness of the action itself.On the contrary , this kind of appliance of All(都)in modern Chinese has

disappeared.Secondly , when All(都) in 100 Buddhist Parabls points to the object , it isn' t restricted by

conditions.On the contrary , All(都)in modern Chinese is restricted by conditions , when it points to the object.

The appliance of Mutually (相)in 100 Buddhist Parabl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appliance of Mutually (相)in modern Chine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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