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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并提”与“互文”是古代汉语常用的两种修辞手法。“并提”可使句子紧凑，文辞简练；“互文”可使语

意含蕴丰富，避免重复。

关键词：并提；互文；修辞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 * ##,( * #"

学习古代汉语修辞的目的，为的是通晓古人常用的

修辞表达方式，以减少阅读古籍所带来的障碍，增强我们

理解古代书面语言的能力，提高我们的语言素养和对古代

作品的欣赏水平。古代汉语中的“并提”和“互文”两种修

辞手法，一般的古代汉语书籍阐述得不多，而现代汉语的

书则更少提及，因此，给我们不少人阅读古籍带来一定的

困难，本文试就这两种修辞略作说明。

一、并提

并提，顾名思义，就是把两件相关的事并列在一个句

子中来提及。有的修辞书称之为“分承”或“合叙”。使用

“并提”修辞手法，可以使句子紧凑，文辞简练。在对并提

式句子作理解或翻译时，我们一般要把并提的两件事情分

开来表述，意思才能说清楚。例如：“夫种蠡无一罪，身死

亡。”（《史记·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如果，我们把“死

亡”当作一个词来解释，那就错了。据历史记载，文种和范

蠡都是春秋末年越国的大夫。越国被吴国击败后，他们都

辅助越王勾践励精图治，消灭了吴国。后因勾践听信谗

言，致使文种被迫自杀，范蠡亡命出逃。所以上面这个句

子中的“种”只能和“死”搭配，“蠡”只能和“亡”搭配。正确

的理解应是“文种没有一点罪，却被迫自杀身亡；范蠡没有

一点罪，却被迫亡命出逃。”由此可见，理解并提式的句子，

主要从文意方面分析句子的搭配关系。例如：

（(）饮食则温淳甘月毳，月呈酉农肥厚，衣裳则杂暧曼，火覃烁

热暑。（汉·枚乘《七发》）

“月呈”指肉，“酉农”指酒，“月呈酉农”与“肥厚”是主谓关系。

其中“月呈”与“肥”搭配，“酉农”与“厚”搭配，译成现代汉语是

“肉肥酒浓”。

（!）普施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后

汉书·华佗传》）

“耳目”与“聪明”是主谓关系。其中“耳”与“聪”搭配，

“目”与“明”搭配。译成现代汉语是“耳朵听力好，眼睛视

力强”。

（$）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山海经

·大荒北经》）

“风伯雨师”与“纵大风雨”是主谓关系。译成现代汉

语是“蚩尤请风伯刮大风，请雨师降大雨”。

（"）王有孽子不害，最长，王不爱，后、太子皆不以为子

兄数。（《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

魏人如淳注：“后不以为子，太子不以为兄数。”这一注

释就清楚地说明，在这个并提式的句子中，“后”与“不以为

子数”搭配，而“太子”则与“不以为兄数”搭配。译成现代

汉语，意思大致是：“太后不把不害看作儿子，太子不把不

害看作兄长。”

（&）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汉

书·爰盎晁错传第十九》）

“劲弩长戟”与“射疏及远”是主谓关系。其中“劲弩”

与“射疏”搭配，“长戟”与“及远”搭配。译成现代汉语意思

是“劲弩可以射中疏散的敌人，长戟可以击中距离较远的

敌人。”

（,）齐、楚遣项它、田巴将兵，随市救魏。（《汉书·魏豹

田儋韩王信传第三》）

唐人颜师古注：“楚遣项它，齐遣田巴”。显然，“齐”和

“田巴”搭配，“楚”和“项它”搭配。

（-）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周昌孙子为列侯。（《汉书·景

帝纪第五》）

“故御史大夫周苛、周昌”与“孙子”（此处的“子”应重

读）为偏正关系。据《史记·孝景本纪》记载：“封故御史大

夫周苛孙平为绳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车为安阳侯。”可

知“周苛”与“孙”搭配，“周昌”与“子”搭配。译成现代汉语

意思是“封故御史大夫周苛之孙周平和周昌之子周左车为

列侯”。

（)）然则耳目所闻见，不过十里，使参天之鸣，人不能

闻也。（《论衡·艺增》）

“耳目”与“所闻见”是偏正关系，其中“耳”与“所闻”搭

配，“目”与“（所）见”搭配。译成现代汉语意思是“耳朵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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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事情，眼睛看到的事情，不超过十里”。

（!）分决狐疑，发皇耳目。（汉·枚乘《七发》）

“发皇耳目”，是由两个使动结构组成的句子，即“发

耳”与“皇目”。如果说“发目”还能说得通的话，“皇耳”是

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可是，当我们把它作并提式的句子

分析时，就讲得通了。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是“振耳明目”。

（"#）无鬼生于贫贱，未尝敢饮食君之酒肉，将来劳君

也。（《庄子·徐无鬼》）

“饮食”与“酒肉”是动宾关系。其中“饮”与“酒”搭配，

“食”与“肉”搭配。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是“饮君之酒，食

君之肉”。

（""）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藏于秋冬，是又禹、桀

之所同也。（《荀子·天论》）

“繁启、蕃长”与“于春夏”，“畜积、收藏”与“于秋冬”分

别为动补关系。其中“繁启”与“于春”、“蕃长”与“（于）

夏”、“畜积”与“于秋”、“收藏”与“（于）冬”搭配。译成现代

汉语意思是“农作物出土抽芽、生长茂盛都是在春、夏两

季，收获、蓄藏都是在秋、冬两季。”

（"$）掾、主吏萧何、曹参曰：“君为秦吏，今欲背之，帅

沛子弟，恐不听⋯⋯”（《汉书·高帝纪第一上》）

颜师古注：“曹参为掾，萧何为主吏。”可知“曹参”与同

位语“掾”搭配，即“掾”是修饰“曹参”的；“萧何”与同位语

“主吏”搭配，即“主吏”是修饰“萧何”的。译成现代汉语意

思是“掾史曹参和主吏萧何说：‘⋯⋯’”。

（"%）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水经注·巫山·巫

峡》）

“亭午”和“夜分”是两个不能并存的时间，“曦”与“月”

是两种不同的自然现象，合起来就难以讲得通，而分开来

表述为“自非亭午不见曦”；“自非夜分不见月”。这样文意

就顺畅了。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礻韦、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

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第五》）

据《三国志·蜀书十四·蒋琬费礻韦姜维传第十四》载：

“还（费礻韦，作者注），迁为侍中。”又据《三国志·蜀书九·董

刘马陈董吕传第九》载“侍中郭攸之、费礻韦、侍郎董允等，先

帝简拔以遗陛下，至于斟酌规益，进尽忠言，则其任也。”由

此可知，例句中“侍中”指郭攸之、费礻韦二人，而“侍郎”则单

指董允一人。

（"’）封故楚、赵傅相内史前死事者四人子皆为列侯。

（《汉书·景帝纪第五》）

文颖注：“楚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赵相建德，内史王

悍，此四人各谏其王无使反，不听，皆杀之，故封其子。”

以上所举 "( 例，都是把两件（甚或多件）事情并提在

一个句子中来表述的，其目的是简省文句。但是，这种修

辞方式容易产生“以辞害义”的毛病，尤其是读者在不了解

有关历史事件的情况下（如例 )、"’），所以，我们在阅读古

书时要多加注意。

二、互文

互文，就是文中前后词语互相呼应，彼此补充，叫互文

见义，简称为互文，也叫“互言”、“互体”、“互见”、“参互”

等。互文主要是为了精简，一个词能顶两个词用。诗歌韵

文因受了句中字数的限制，使用互文的机会也就比较多一

些。用了互文的文句，往往语意含蕴丰富，并且，能避免重

复，使行文错落有致。例如：“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

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唐·柳宗元

《捕蛇者说》）其中“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两句，如果就

字面上讲，似乎悍吏只在村东村西叫喊，只在村南村北冲

撞。其实，这里“东西”和“南北”是互文的表达方式。“叫

嚣乎东西”，等于说“叫嚣乎东西南北”；“隳突乎南北”，等

于说“隳突乎南北东西”。因此，我们在阅读古籍中互文这

种句式时，必须把前后文意互相拼合起来理解，才能明白

畅通。互文的表达方式，大致有以下四种：

"、同句互文

在同一句子中某些词语互文，这是互文修辞手法中较

为常见的、也是较容易识别的一种，古典诗词中用得尤多。

例如：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唐·王昌龄

《出塞》）

在“秦时明月汉时关”一句中，“秦”和“汉”互文，“秦”

隐含着“汉”，“汉”隐含着“秦”，应该理解成“秦汉时的明月

秦汉时的关”。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唐·白居易

《琵琶行》）

在“主人下马客在船”一句中，“主人”和“客”互文。

“主人”隐含着“客”，“客”隐含着“主人”，意思是“主人和客

人都下了马，客人和主人又都上了船”。

（%）奴温婢饱身晏起，致兹快活良有因。（唐·白居易

《雪中晏起偶咏所怀兼呈张常侍韦庶子皇甫郎中》）

“奴温婢饱身晏起”句中的“奴”与“婢”互文，“奴温婢

饱”就是“奴婢温奴婢饱”的意思。

（&）陵阳佳地昔年游，谢月兆青山李白楼。（唐·陆龟蒙

《怀宛陵旧游》）

“陵阳”在今安徽宣城县。南朝齐时著名诗人谢月兆曾

任宣城太守，宣城有敬亭山和谢公楼（又名谪仙楼），李白

曾游览过宣城，并写有《宣州谢月兆楼饯别校书叔云》、《秋登

宣城谢月兆楼》等诗。此句中“青山”和“楼”并不分属于谢月兆

和李白，“谢月兆”和“李白”互文，所谓“谢月兆青山李白楼，”意

思是“谢月兆李白登过的山，谢月兆李白到过的楼”。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唐·杜牧《泊

秦淮》）

“烟”指水上升腾的雾气；“笼”是“笼罩”的意思。“烟

笼寒水月笼沙”一句中，“烟”和“月”互文，意思是“雾气和

月光笼罩着河水和崖边的沙地”。

$、对句互文

上下两句互文，这也是较为常见的互文表达方式。作

者利用互文见义的手法，将意思比较复杂的话分开来说，

即上句隐含着下句，下句隐含着上句，它们在意义上其实

是一个整体，我们在阅读时，就要将上下两句的意思整合

起来理解，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例如：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古诗十九首》）

“迢迢”与“皎皎”互文，意思是：“遥远的、明亮的牵牛

星和织女星。”

（$）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木兰诗》）

“当窗”与“对镜”互文，意即：“当着窗子、对着镜子理

云鬓、帖花黄。”

（%）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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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剽掠其人，倚叠如山。（唐·杜牧《阿房宫赋》）

这里三小句互文，意思是：“燕、赵、韩、魏、齐、楚经营

所得的和所收藏的精英。”

（!）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

城。（唐·沈亻全期《杂诗》之三）

“今春”实指年年，“昨夜”实指夜夜。这两句是说闺中

“少妇”和军中“良人”为着早日团聚，年年、夜夜都在想着

同一件事：“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唐·岑参《白

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将军”和“都护”互文，意思是“将军

和都护连角弓都拉不开，铠甲也难以披上”，这是对边塞寒

苦情景的描写。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马可食。（汉乐府《战城

南》）

“战城南，死郭北”上下两句中，“城南”和“郭北”互文。

意思是“战争在城南城北同时进行，士兵们战死在城南城

北”。

（$）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孔雀东南飞》）

“覆盖”和“交通”互文，意思是“枝枝叶叶既互相覆盖，

又互相交通”。

（%）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唐·杜甫《潼关吏》）

“大城”和“小城”互文。意思是说“潼关上的大城和小

城都既坚固，又高峻”。

（&）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

哲。（唐·杜甫《北征》）

这是杜甫《北征》诗中的句子，上句只说“夏”“殷”，不

说“周”，从下句“褒”（褒姒是周幽王的宠妃）可以看出上句

含有“周”；下句应有“妹喜”（夏桀的宠妃），因上句的“夏”

而省去，从上句的“夏”可以体会下句含有“妹喜”。上句的

“夏殷”，下句的“褒妲”交互补充发明，表达出夏桀、商纣、

周幽王三朝因沉湎女色而衰败，妹喜、妲己、褒姒终被诛杀

的历史故事。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宋·范仲淹《岳阳楼记》）

“喜”与“悲”互文。意思是“不因为外界事物（的好坏）

而悲哀欢喜，不因为个人（处境的好坏）而欢喜悲哀。”

)、上下文互文

这也是古汉语中较常见的一种互文手法，只是它不同

于在同一句子中的同句互文，也不同于紧挨着的上下两句

的对句互文，这种互文的两句有时相隔较远，我们只有在

认真揣摩语段的意思后才能注意到。

（’）夏，季孙宿如晋，拜莒田也。晋侯享之，有加笾。

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国之事大国也，苟免于讨，不敢求

贶。得贶不过三献。今豆有加，下臣弗堪，无 乃 戾 也？”

（《左传·昭公六年》）

唐·孔颖达疏：“上言加笾，此言豆者，笾豆并加，互举

其一也。”

（*）夏，楚子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丘，且抚其民。分

贫振穷⋯⋯使屈罢简东国之兵于召陵，亦如之。（《左传·

昭公十四年》）

晋·杜预注：“上国在国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谓之上

国。”孔颖达疏：“以水皆东流，西方居上流，故谓之上国。

西为上则东为下，下言东则此是西，互相见也。”使然丹简

“上国”之兵，知屈罢所简为下国。使屈罢简“东国”之兵，

则知然丹所简为西国。

!、文意互见

以上所说的同句互文、对句互文和上下文互文，是互

文见义修辞手法的一般形式，从语言的外观上比较容易辨

别。但是，古代汉语中的互文，还不仅仅指字句的互文，有

的则是意义上的相互渗透，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互文形

式，我们姑且称之为“文意互见”。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唐·杜甫

《客至》）

这两句诗，上句说“花径”，下句说“蓬门”；上句说“不

曾缘客扫”，下句说“今始为君开”，从字面上看，上下两句，

各述一事，互不关联，上句似乎只说了一个“头”而没有

“尾”，下句似乎只说了一个“尾”而没有“头”。实际上，这

两句诗表述部分互相补充，但又不是单纯字面上的补充，

而是意义上的相互渗透，如果给上句补上“尾”，给下句补

上“头”，则是“花径不曾缘客扫，今始为君扫；蓬门不曾为

客开，今始为君开。”（句中的“客”，泛指一般的客人；“君”

则专指来访的崔明府了。“缘”是因为的意思。）这两句诗

由于使用了互文见义的手法，因而具有婉转回环的特点，

格调新颖，别开境界，生动地表现了隐居草堂、交游冷落的

杜甫对崔明府来访时的无限喜悦的心情。

（*）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唐·储光羲《钓鱼湾》）

这是唐诗中的名句，作者只用了十个字便写出了生

动、逼真而又难以表达的意境。在这两句诗中，“疑”和

“知”是相关的。怀疑水浅是因为潭水很清，水太浅、太清

则往往无鱼，但潭里并不是无鱼，而是有鱼。知道有鱼是

因为荷叶动了，有鱼说明水不浅，因而“疑”也就是多余的

了。既然潭水清，游鱼应该很容易看见，却因为被荷叶遮

住了而看不见，只能根据荷动推断有鱼，因而“疑”又有了

道理。这种意义上的相互交叉与渗透，使得“潭清”、“水

浅”、“荷动”、“鱼散“四者层层相因，错综复杂，构成了一幅

栩栩如生的画面，真是绝妙之笔。

（)）申舟以孟诸之役恶宋，曰：“郑昭宋聋，晋使不害，

我则必死。”（《左传·昭公十四年》）

这里“郑昭”与“宋聋”在意义上也是互相渗透的。唐·

孔颖达正义曰：“‘郑昭’言其目明，则宋不明也，‘宋聋’言

其耳門音，则郑不門音也。耳目各举一事以相反。”这段话清楚

地指明“郑昭宋聋”互文的特点。应该理解为“郑昭宋暗，

宋聋郑聪”才是。

古人行文，为了求得文辞上的错落多变，避免重复，常

常在同一语言环境中，用同义词互训，有的修辞书把这种

表达方式称为“避复”，而古人所说的互文其实也包括了这

种避复。例如：

（!）吾再逐于鲁，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

陈蔡之间。（《庄子·山木》）

这里“宋”与商周的“商”是同义互训，因为宋国本是商

的后代，所以可以用商代宋。这几句话的大概意思是：“我

两次被鲁国国君放逐，在宋国的一棵树下与弟子讲习礼义

时，树被人砍倒了，在卫国只能隐身匿迹，在宋国和成周又

陷入困境。”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唐·王勃《滕王阁序》）

这里的“九月”和“三秋”同义，上下互文。意思是：“时

间正值九月，季节的次序正是三秋。”（“三秋”指秋天的第

三个月，即农历九月。）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而灭，何哉？与嬴而不助

·)#·万方数据



五国也。（宋·苏洵《六国论》）

“嬴”是秦王的姓氏，这里当指秦国。“秦”和“嬴”同义

互训。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

（《荀子·劝学》）

据《列子·汤问》：“瓠巴鼓琴而鸟舞鱼跃。”可知瓠巴和

伯牙一样，所“鼓”的都是“琴”。荀子为了避免与“伯牙鼓

琴”重复，而写成“瓠巴鼓瑟”，该句中的“瑟”和“琴”是同义

互训。（“仰秣”是“仰首而秣”的意思。“秣”即吃饲料。）

（"）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

杨》、《羽猎》之制。（梁·萧统《文选序》）

上句用“作”，下句用“制”，这里“作”和“制”为同义互

训。意思是：“描述都邑的就有《西京赋》、《上林赋》那样的

作品；劝戒游猎的则有《长杨》、《羽猎》那样的篇章。”

应该注意的是：用来互训的两个“同义词”，从语义学

角度说，有的本来并非同义词，只是在同一语言环境中，临

时具有同义性质，如例 # 中的“秦”和“嬴”。正因为这样，

有的用来互训的只是词组，并非一个词，如例 $ 中的“九

月”与“三秋”。也正因为这样，有些诗歌，为了避复，甚至

不顾事实，随意改变名称。遇到这种情况，只有懂得古人

为避复而用同义互训的表达习惯，才能理解正确。例如：

（%）弦高犒晋师，仲连却秦军。（南朝宋·谢灵运《述祖

德》）

根据《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弦高犒劳的是“秦

师”，而不是“晋师”，可谢灵运在诗里为了避开下文的“秦”

字，便改上文的“秦”为“晋”。显然，这里的“晋”和“秦”是

互文。

在传统的训诂学中，有时运用互文见义的方法，能够

解释古代汉语中某些词的词义和用法，这既是训诂学上研

究的问题，又是修辞学上研究的问题了。

（&’）（西门）豹曰：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史记·

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这两句的意思是“老百姓只可以和他们共享成果，不

可以和他们共商开创新的事业。”这里“以”和“与”为互文，

因而，可以证明“以”的用法之一同介词“与”。又，《史记·

商君列传》作“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正可作佐证。

（&&）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

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

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

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诗经·召南·行露》）

以上是《行露》诗中的第二、三两章。这两章诗的意思

相同，句式整齐，但用不同的词语分成不同的句子来表达，

其中的“狱”和“讼”是同义互训，都指诉讼事，即“打官司”。

（&(）足庶 越 者，或 以 舟，或 以 车，虽 异 路，所 极 一 也。

（《淮南子·说林》）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到越国去的人，有

的坐船，有的坐车，虽然走的路线不同，但是到达的地方是

一样的。”东汉·高诱注：“足庶，至也，极，亦至也，互文耳。”如

果知道“足庶”“极”互文同义，就可以由“足庶”推知“极”，或由

“极”推知“足庶”。但是，依据互文推求词义，也如同别的方

法推求词义一样，需要采取审慎的态度，不可滥用，不能只

据一点不及其余，否则，很容易把非互文误认为互文，而得

出不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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