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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小說數字化應用研究

上 田 望 (日本金澤大學)

1.序言

從 20 世紀末到現在，已經出現了許多種的中國古代小說的文本資料，我們一按鍵，就能

找到很多的例子。如《三國演義》有幾十種版本，目前已有多種版本被制作成了電子文本，

雖然電子版本的種類有限，但為版本的對照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以前我在桌子上擺滿了各種版本的復印件和影印本做過版本研究，喫了不少苦頭，可是

現在，高科技的迅速發展，電腦已能代我做這份辛苦的工作了，而且既快又准確，看來今後

我們愈來愈離不開電子文本了。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似乎我們已經到了我們必須作出抉擇

的關鍵時候了，也就是對于今後不斷地增加的電子文本我們應該如何利用？ 曾經我寫了一篇

文章《日本的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在前往哪里發展？──20 世紀末的小說研究的回顧》，闡述

過一些想法。在本搞中我將利用檢索系統軟件（Gramatical Pattern Scanner for 《三國演義》和

統計處理軟件（自己組織化圖解 Self-Organizing Maps）從詞匯、語法等角度對《三國演義》的

電子文本加以具體分析。

普遍認為，《三國演義》是出於“元末明初的雜劇作家”羅貫中之手。但是對這箇中國

文學史上的定說，我卻持懷疑的眼光來看。為甚麼這麼說，一般認為《三國演義》是一種比

較完美的文本，到現在除了清初的毛父子和近人沈伯俊先生以外沒有人輕易敢修改這部文學

經典。但是我覺得《三國演義》中也存在著語體不一致的問題。本搞中我將用如上所述的方

法來探究《三國演義》的語體的不等質性。進而通過其語體特徵對《三國演義》的成書時期、

成書過程略加說明。

２.先行的研究情況及選題意義

最初利用電腦通過古代小說的詞匯、語法來探討語體不等質的研究著作是吳競存主編

的《紅樓夢的語言》。他們利用電腦對《紅樓夢》中某些詞匯的出現頻率進行分析，由此

發現《紅樓夢》中有些詞匯的出現頻率在前８０回和後４０回的差異很明顯，從而得出《紅

樓夢》的後４０回不是曹雪芹作著的結論。另外，《水滸傳》也存在著類似的情況。佐藤

晴夫先生根據“li”在作品中的分布情況，對容與堂本《水滸傳》進行了研究，得出多用〈裡〉

的回目是作者一直修改到成書時期，也是很具有代表性的故事。最近又出現小松謙和高野

陽子的研究作品，他們注視分析了《水滸傳》的人稱代詞、指示代詞、疑問代詞和說書人

常用的專門詞匯。統計指出，《水滸傳》的第３５回前後，在詞語使用上發生了一些變化，

繼而在第６０回前後發生了更大的變化，到第７０回以後語體則完全發生了變化。

就《三國演義》而言，在日本還沒有出現關於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前錢玄同先生在

亞東圖書館版《三國演義》序言里指出《三國演義》有時使用艱澀的文言，有時使用通俗

的口語，其語體不夠統一。但是只有少數的研究者注重錢先生的這種看法。錢先生認為，

《三國演義》的半文半白的文體是從文言文學向口語文學發展的過渡現象，所以給予較高

的評價。香川順一先生大約四十年以前對此說進行過反論。他在《三國演義的語言》一文

里指出，武將、官人講的話都屬於文言，而老百姓、兵士、女性講的話均帶口語色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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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指出《三國演義》的作者是有意識地通過語言來體現人物的身份性質。香川先生把這樣

的文體叫做“演義體”。他還有一箇重要的指出說，《三國演義》的某些地方突然湧現出

來大量的口語，這箇現象應該從小說的成書過程來加以研討。關于這箇問題，遺憾的是，

很長時間內依然沒有研究成果。最近竹內真彥先生發表了《〈三國演義〉里的關羽的稱呼》

一文，指出《三國演義》里“關公”、“公”的稱呼集中在千里獨行與走麥城兩箇故事當

中，以此強調這兩部分均是在成書過程的最後階段被編改和編入的。我認為竹內先生的發

現在《三國演義》研究史上是很有特殊價值的，那麼，在這些關於關羽的故事中，除了關

羽的稱呼以外在詞匯、語法上有沒有更明顯的特徵？ 關羽以外的英雄故事，比如呂布、趙

雲的故事里從詞匯、語法的角度能否看出從他書引用而來的“跡象”？ 借於以上的研

究，本人也受到了很大的啟發，繼而產生了一種想法；能否通過某些語體現象來解釋《三

國演義》的成書情況呢？

下面，我就簡單地說明一下具體的研究方法及其過程。

３．研究方法與本論

針對此研究課題，本人利用了如下研究資源：

A）首都師範大學周文業先生負責制作的８種《三國演義》的電子文本中的６種：嘉靖本、

周曰校本、李卓吾本、葉逢春本、黃正甫本、毛評本。

B）本人委託專家制作的檢索系統“Gramatical Pattern Scanner for 《三國演義》”（PLATEA.Inc

以下略稱“GPS”），這軟件便於檢索６種版本中的例子，還具有計算各箇則目中的詞語的

出現頻率，以及根據此數據而顯示圖表的功能。

C）“自己組織化圖解”軟件，這是一種統計解析軟件（Viscovery SOMine）

對分類如下的例子加以檢討：

１）出現在《三國演義》中的特定則目中的宋元時代的詞匯

２）出現在《三國演義》中的特定則目中的明清時代的詞匯

３）在《三國演義》前後部中出現頻率不均等（差異程度很大）的詞匯

４）在《三國演義》中使用頻率高的漢字

１）出現在《三國演義》中的特定則目中的宋元時代的詞匯

＜白話＞

・【辱沒】嘉靖本有１例。又作“辱莫”“辱末”。在《三國志平話》中沒有例子，但雑劇

以及宋元話本有。

俺哥哥大漢皇叔，也不辱没嫂嫂 第１２１則

・【兀的】嘉靖本２例，如第５５則，第６９則。在元雜劇中見到不少例子，而在《三國志

平話》中沒有。

飛把手一指：“兀的不是軍馬來也！” 第５５則 千里獨行 張飛的賓白

小童曰：“與襄陽龐德公、龐統為友，兀的那林中便是莊也。 第６９則 童子的賓白

・【委實】嘉靖本、葉本僅有 1 例，相當於長坂坡的一段。而在黃本、周本被用在第５２則

的千里獨行故事。在元雑劇中大量出現，《三國志平話》也有１例。見於明清小説的例子并

不多，例如《水滸傳》有５例。

妾身委實不去也，休得兩誤！” 第８２則 麋夫人的賓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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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今委實有在河北。 第５２則 關羽的賓白(在黃本以及周本有例子)

・【下落】嘉靖本６例。葉本３例，黃本５例。都用作賓語，搭配的動詞都是“知”。除了

千里獨行（第５０則、５５②則、５６則）與長坂坡（第８２則②）的一段以外沒有出現。

在宋元話本、元雜劇以及宋元典籍中有較多例子。到明清時代用得更普遍，見於《西遊記》、

三言、《儒林外史》等小說以外，在《平妖傳》出現１２例，《水滸傳》９例，《北宋志傳》

６例。這詞語在《明史》以前的正史中未見。《朱子語類》中用得較多，大多作動詞用，但

是明代以後多作名詞用，從詞的意義上看，有所不同。

・【去處】 被用為“地方”的例子，在嘉靖本有２４例。見於呂布故事、古城聚義、七擒孟

獲等等，用得比較廣泛。在葉本有２０例。這類例子大多用於賓白中。分布情況顯得不均衡，

譬如第５７則到第９８則之間，第１８１則到第２２９則之間沒有例子，可是第１４０則到

第１４３則的征漢中故事里數６例之多。很可能到南宋現這種用法，在《五代史平話》、雑

劇、《宣和遺事》等宋元話本、雜劇中也見到不少例子。可用得多起來的是明代以後，例如

《平妖傳》有２６例、《水滸傳》有３０例。《三國志平話》有１箇例子（“今無去處”），

《武王伐紂平話》有３例（“客館不見姜尚去處”“知汝去處”“便知去處”）， 可是在這

些例子里“去”字均帶有動詞的功能。

・【便了】用在句末的助詞，意思相當於“就是”。這用法在嘉靖本共有１２例。第１５１

則以後卻沒有出現，大多用於對話中。這類例子集中於古城聚義、博望燒屯、赤壁鏖兵、單

刀會等有名的故事里，出現最晚的例子見於關羽刮骨療毒的故事中。雑劇與《水滸傳》中也

有例子。

・【半點】嘉靖本有７例，如第２９則，第８２②則，第１５９則，第１６２則，第１７２

則，第２２４則。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兩箇例子在長坂坡故事里出現。唐詩、宋詩中早已有

用例，宋元白話文獻中也可以看到一些例子，可在《三國志平話》中沒有。在明清小説中用

得不算多，而在《水滸傳》中見到２７例（包括兒化的例子）。

・【會(助動詞、動詞)】嘉靖本有１０例。“會”字原有多義，在《三國演義》中出現次數

非常多，但是用於動詞前面而表示有能力做某事的助動詞用法一共 5例，意謂“熟習、通曉”

的動詞用法也有５例，不算多。據《中國語歷史語法》，從宋代起出現這助動詞的用法，舉

《朱子語類》為例證。第２０４則中的兩箇例子恐怕是繼承《三國志平話》的文字表現。在

《三國志平話》里有“軍師又說，有天地，三人而會祭風。”“乃是武侯親筆寫來，言，自

古將材，無五人會造木牛流馬。”文字。如上所說的事實說明，作者羅貫中很少用助動詞的

“會”，或者可以說他沒有習慣用，其他３例的文字或不是羅貫中的親筆。

一个姓鮑，名隆，都是桂陽嶺山鄉獵户出身。陳應會使飛叉， 第１０４則 助動詞

雲長急閃，又無箭。只作黃忠不會射，放心趕來，將近吊橋， 第１０５則 動詞

皆死於水中。其會水者亦無去路，其投降者不下萬餘。 第１４８則 動詞

蒙拜谢，點兵三萬，快舡八十餘隻，會水者皆穿白衣，扮作商人， 第１５０則 動詞

司馬懿在後趕來，傳令曰：“孔明善會八門遁甲，能驅六丁六甲之神， 第２０１則 動詞

懿喜曰：“汝既會用此法，吾何不用之？”便令巧匠百餘人， 第２０４則 助動詞

不數日，人報說魏人也會造木牛流馬，往隴西搬運糧草。 第２０４則 助動詞

乃與二子曰：“孔明善會六丁六甲遁法，今見吾久不出戰，故以此術詐死，誘我追之。 第２

０８則 動詞

艾笑曰：“汝只道此陣汝師傅能布，天下人豈不會布也？ 第２２６則 助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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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大笑曰：“吾既能布之，豈不會變？ 此陣有九九八十一變。” 第２２６則 助動詞

・【好生】 嘉靖本有９例。宋元話本，雜劇中找到豐富的例子，偏偏在《三國志平話》中沒

有。明代以後，成為更普遍的用法，《平妖傳》有１９例，《水滸傳》多至５０餘例。《三

國演義》第１４８則以後沒有用例，需要引起我們的注意。

曹操出馬，大叫：“逆賊！遷天子，徙百姓，好生都留下！” 第１１則

布同郡騎都尉李肅，近日好生怨卓不與昇用，令布說此人去，卓必不疑。 第１７則

卻說吕布見王則說曹公相敬之意，好生重待。 第３２則

杜遠劫上山去就要與廖化各分一人為妻。廖化問起根由，好生拜敬，杜遠不從，已被廖化殺

之。 第５３則

好歹尋主母來，如不見，能死在沙場上矣！”教扶雍上馬，令跟随之人盡脱衣甲，好生扶侍

而去。 第８２則

國太親自要見，好生在意。玄德與赵雲、孫乾商議，   第１０８則 

國太好生病重，旦夕只是想念夫人， 第１２１則

休要驚恐，好生換那幾箇百姓來。 第１３９則

我若被他所殺，汝好生看養吾兒，吾兒有異相，長大必與吾報仇雪恨也。 第１４７則

・【A 也不 A】 “是 A 或者不是 A”式的問句，在嘉靖本見到７例。這句式早在敦煌變文中

出現過。

看他起也不起！ 第７５則 三顧草廬 張飛的賓白

我們且看他的計應也不應 第７８則 博望燒屯 張飛的賓白

肅乃來見孔明，看他知也不知。 第８９則 赤壁鏖兵 周瑜的賓白

子敬試以言釣之，看他知也不知 第９０則 赤壁鏖兵 周瑜的賓白

看吾斬將，老也不老！ 第１６５則 劉先主猇亭大戰 黃忠的賓白

今番服也不服？ 第１７２則 魏主伐吳 徐盛的賓白

看丞相羞也不羞！ 第１９９則 四出祁山 陳式的賓白

・【只管】做副詞用的例子在嘉靖本有６例（葉本３例）。這詞宋代早已出現過，《五代史

平話》、雑劇也有例子。見於明清小說的例子也不少，例如《平妖傳》有２１例，《水滸傳》

有７例，《醒世姻緣傳》多至８５例等等。

關公自思想：“呼我字者，必不是害吾之人。”遂教車仗從人只管大路緊行 第５３則

方今天下未定，休只管哭而廢大事。 第５８則

孔明曰：“汝只管打來。” 第２００則

三將不能相顧，只管亂撞，但見愁雲漠漠， 第２００則

郃生性急暴，只管追之 第２０２則

玄德是我妹夫，只管遷延不還， 第１１２則 孫權的賓白 只見於黃本、葉本

淵曰：“若待他人建了功勞，吾與汝何颜見魏王乎？汝只管守寨 第１４１則 只見於黃

本、葉本

＜文語＞

・【沙場】嘉靖本有５例，如第２４則，第４９則，第８２則，第８３則，第１０９則。在

唐詩以及正史中可以看到，宋元話本沒有例子，卻在雜劇里有一些例子。到了明代，如三言

有例子。這詞在《三國演義》中出現的場面都是千里獨行，長坂坡等有名的故事。而且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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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集中於前半部。有趣的是與這詞意思一樣的“戰場”纔出現於第１０２則以後。

洪用拖刀背砍計，轉身一踅，砍中何曼，再一刀中腿，遂死沙場。 第２４則 敘述語言

死戰沙場，其名萬古不朽， 第４９則 張遼的賓白

如不見，寧死在沙場上矣！ 第８２則 趙雲的賓白

擲鎧甲於沙場 第８３則 祖龍圖賦

若劉備戰死荆州沙場，夫人再不更事豪傑 第１０９則 劉備的賓白

・【事故】嘉靖本有７例，如第６則，第４１則，第６８則，第７２則，第８２則，第１５

１則，第１６３則。其中５例都是“必有事故”套語，大多見於長坂坡、走麥城等有名的故

事里。這詞起源於唐代，宋元話本、雜劇里很少見，除了《宣和遺事》以外幾乎沒有，明代

小說中也出現不多，《水滸傳》與三言里有若幹例子而已。

・【健將】嘉靖本有１３例，如第１３②則，第１４則，第２２④則，第２４則，第２７則，

第３３則，第３８則，第８２則，第１１５則。一目了然，大多數的例子都集中於第１０則

到第３０則之間。第８２則講的是長坂坡故事，第１１５則是戰潼關，第１４０則是黃忠嚴

顔雙獻功的故事。在《三國志平話》有７例，均是呂布的“八健將”。“健將”這詞可能起

源於《後漢書》的《呂布傳》，宋元明清的話本、小說里似未見。

・【一切】嘉靖本有１３例，如第９７則（祭東風），第１０８則（娶孫夫人），第１４５

則（進漢中王），第１５３則（玉泉山），第１８０則③（七擒孟獲），第１９３則（再上

出師表）②，第２０８則、第２０９則（孔明之死），第２１２②則。其中９例用在與孔明

有關的故事中。這詞無疑是文言，在宋元話本中除了《五代史平話》以外似乎沒有例子。

２）出現在《三國演義》中的特定則目中的明清時代的詞匯

＜口語＞

・【人伴】是“陪伴的人”的意思，嘉靖本有８例，如第５３則，第５４則，第５５則③、

第５６則③。都用在千里獨行故事中。葉本１例，黃本５例。在《水滸傳》與三言中能見到

若幹例子而已。

・【喫了一驚】嘉靖本有５例。全部用於如下有名的故事中。“喫驚”的搭配見於《宣和遺

事》，而“喫了一驚”在宋元話本、雜劇中似未見。在《三國志平話》中出現過以“喫”作

動詞用的４箇例子，可沒有“喫／驚”的搭配。明代以後用得很普遍，如《平妖傳》有３１

例等，從以上這批材料可以看出《三國演義》確實受到明代語言的影響。

卻說孔明偶來江邊，見說玄德與都督相會，喫了一驚， 第８９則 敘述語言

鲁肅喫了一驚 第１０３則 敘述語言

雲長喫了一驚，帶箭回寨 第１０５則 敘述語言

國太喫了一驚。 第１０８則 敘述語言

權喫了一驚，問曰：“那里得這話來？” 第１０８則 敘述語言

原來巡哨方回，聽得這箇消息，喫了一驚， 第１２１則 敘述語言（受驚的是趙雲）

・【險些】 據說“險不”比“險些”出現得早一些，後來慢慢取代下去。嘉靖本有２例，見

於千里獨行（第５４則）與興兵伐呉（第１６５則）的故事。在黃本卻見於趙子龍磐河大戰

（第１３則）與華容道（第１００則）故事中。宋元話本以及明清小說中能找到大量的例子。

班看畢，嘆曰：“險些誤害忠良！” 第５４則 胡班的賓白

被馬忠一箭射中肩窝，險些兒落馬。 第１６５則 敘述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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瓚曰：“若非三位救助，險些受害。” 第１３則（只見於黃本） 公孫瓚的賓白

操曰：“險些與你不相見矣！” 第１００則（只見於黃本） 曹操的鬢白

＜文語＞

・【土兵】嘉靖本僅有１例，周本、李卓吾本也有，但是葉本、黃本中未見。據《明代漢語

詞匯研究》的考證，土兵指鄉兵，這土兵之役大約始於成化初年。但是據《宋語言詞典》這

詞匯早在《西湖老人繁勝錄》中出現，因此決不是明代才產生的詞形。在宋元白話文獻中沒

有用例，可見於《水滸傳》與《平妖傳》。

關公遙望四山之上，皆是荆州土兵也， 第１５２則 走麥城

・【白糧】嘉靖本無例（嘉靖本作白米），葉本有１例。據《明代漢語詞匯研究》，明初都

南京時，向江南五府徵糯米與糙米以供官府，稱為“白糧”。的確見於明代以後的歷史典籍。

宋元白話文獻中沒有例子，可在明清小說里可以看到。 這“白糧”與前面提到的“土兵”都

出現於關羽昇天故事，從而可以推測這一段經過明人加工改寫。

忽報關公有使至。接入公廳，使曰：目今軍士缺糧，特來南郡、公安二處，取白粮十萬，星

夜令二將軍解赴軍前。 第１５１則

・【軍政司】嘉靖本有１例，葉本、黃本都有。據《明代漢語詞匯研究》，本為明代軍隊中

負責日常軍務的機構，後來代指軍政司的官員。這詞匯在《清史稿》中出現，可《清史稿》

以前的正史上查不到。宋元明清的白話文獻中也很難找到，只能在《英烈傳》《北宋志傳》

等明代講史小說中有少數的例子。

周瑜大喜，換軍政司當面要了文書，置酒相待： 第９１則

３）在《三國演義》前後部中出現頻率不均等（差異程度很大）的詞匯

＜集中於前半部的例子＞

・【和（介詞・共同；連詞）】嘉靖本有３０例，在對話與敘述語言中比較廣泛地出現。但

是分布情況不均衡。例如，第５５則到第９９則之間沒有這類用例，從第１７７則到結尾也

沒有出現過。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大多例子都見於以孔明、周瑜、呂布、黃忠為主角的故事中。。

在《五代史平話》、《三國志平話》等宋元白話文獻中都有作介詞、連詞用的例子。

卓尋入後園，見吕布倚戟，和貂蟬在鳳儀亭下。 第１６則 敘述語言

卓曰：“吾明日和你歸郿塢去受快樂。” 第１７則 董卓的賓白

李傕兄之子李别恨樊稠，見和韩遂耳语，回報其叔曰：  第１９則 李別的賓白 

你來，我和你斗三百合！ 第２５則 張飛的賓白

張飛躍馬横槍而來，叫：“吕布，我和你拼三百合！ 第２５則 張飛的賓白

傕曰：“如今張濟兵据長安，未敢動兵，我和你合兵一處， 第２６則 李傕的賓白

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拼个你死我活！”  第２９則 大史慈的賓白 

策取槍上馬冲殺。一千餘軍和十三騎混戰，迤邐殺到神亭嶺下。 第２９則 敘述語言

只見張飛已出城外和張遼厮殺。   第３６則 敘述語言 

陳宮一軍和吕布軍自相掩殺。   第３７則 敘述語言 

汜、楷谢了，和郝萌回。 第３８則 敘述語言

雲長答曰：“聽知丞相和兄飲酒，特來舞劍， 第４１則 關羽的賓白

忠曰：“我和你一般名爵，同引兵去。” 第４３則 王忠的賓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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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忠曰：“丞相豈和你一般。”關公大怒， 第４４則 敘述語言

操怒曰：“先有七人，和你共八人耶？” 第４６則 曹操的賓白

孟坦曰：“先將鹿角攔定關口，待他到时，小將引軍和他交鋒， 第５４則 孟担的賓白 

操見雲長勒回馬，便乘空和眾將一齊衝將過去。第１００則 敘述語言

瑜曰：“我自去和他說話。 第１０１則 周瑜的賓白

卻說周瑜和鲁肅回寨，肅曰：  第１０１則 敘述語言 

先教孫乾和吕範去同見吳侯， 第１０７則 孔明的賓白 

玄德曰：“必須與夫人商議。”子龍曰：“若和夫人商議， 第１０９則 趙雲的賓白

孔明教休追趕，自和玄德歸荆州慶喜，賞賜眾將。 第１１１則 敘述語言 

孔明曰：“必是不曾見吳候，只到柴桑和周瑜商量了計又來。 第１１２則 孔明的賓白

酒至半酣，松和兄張肅獻酬交錯 第１２３則 敘述語言

“黃忠、魏延正和川將吳蘭、雷銅交鋒， 第１２７則 斥候的賓白

卻說張飛和魏延連日攻打關隘不下。 第１３９則 敘述語言

卻和魏延引數十騎，自來關兩邊哨探小路。１３９則 敘述語言

韩浩曰：“我在長沙，足知老賊利害。他和魏延獻了城池 第１４０則 韓浩的賓白

黃忠應允，和法正領本部兵去了。 第１４１則 敘述語言

孟獲曰：“丞相若肯放我兄弟回去，收拾家下親丁，和丞相大戰一場， 第１７６則 孟獲

的賓白

・【你】“你”字在嘉靖本出現３３７次，其中在前半有２５０例，在後半有８７例，不難

看出前後部差異程度很大。就前半部而言，２３例集中於“千里獨行”的結尾“斬蔡陽”的

第５５則。與“你”相對的一人稱代詞“我”也有類似的情況，前半部的出現次數較多，出

現最多的則目是第５５則以及第１１０則（均有２４例）。另外，更口語化的一人稱代詞“俺”

在嘉靖本中一共１９例，這些用例全部出現於第１２７則以前的正文。順便說，二人稱代詞

“汝”屬于典型的文言詞匯，在嘉靖本中多達１５０６例，從出現頻率上看，沒有多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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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副詞用法）】出現於句子中的副詞用法，在嘉靖本多達１１３例，分布情況還是不

均衡，比如４４例集中於第９１則到第１２０則之間，反而第１８０則以後只有７例。反過

來，跟“也”字意思大約相同的文言“亦”字在《三國演義》中出現得比較均衡，前後部出

現頻率沒有多大的差異。

・【甚（疑問・不定）】嘉靖本有４６例（包括“甚麼”詞形）。見於後半部的有１１例，

見於前半部的有３５例，前半部的出現次數多兩倍，用得不太均衡。

・【喫】嘉靖本中意謂“飲，食”的動詞用法有１２例（不包括“喫驚”的詞組６例），都

偏在於第１３５則以前。如“喫酒”類的動賓結構常見於宋元白話文獻，在《三國志平話》

中也有４條動詞的用例。到了明代，在《水滸傳》、《平妖傳》等白話小說中大量出現。

＜集中於後半部的例子＞

・【忽然】嘉靖本１５５例，其中前半部只有３７例，後半部卻有１１８例，大概多兩倍。

《宣和遺事》、《三國志平話》等宋元話本，雜劇中也有若幹用例。

・【于是】嘉靖本有１９５例，但在前半部只有３３例，比後半部少得多。第１００則以前

的正文中僅僅有２４例，而在第１７０則到第１８０則之間的七擒孟獲故事，第２１０則到

第２２０則之間用得非常多。

・【卻説】嘉靖本的７５３例中，前半部有２６１例，後半部有４９２例。出現頻率不均衡，

譬如，從第２０１則到第２０５則的５則中有３５例，但是第１６則到第２０則的５則中僅

有３例。

・【只見】嘉靖本有１２３例，其中在前半部只有２３例，而後半部有１００例，比前半部

多了４倍，還是分布情況很不均衡。特別引起注意得的是在第１則到第３５則之間連一條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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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用例。《水滸傳》也用得不多，只有１１例，而在《平妖傳》中出現１９２例。

４）在《三國演義》中使用頻率高的漢字

在《三國演義》的嘉靖本中使用的文字共有４１１０種，其中從使用頻率上看排在前面

２０種的漢字如下：

【嘉靖本】總文字種類４１１０字

１．之 11030 次 ２．曰 9810 次 ３．不 7787 次 ４．人 6384 次 ５．軍 5475 次

６．兵 5007 次 ７．大 4749 次 ８．一 4551 次 ９．馬 4310 次 10．將 4232 次

11．也 4080 次 12．有 3729 次 13．來 3678 次 14．下 3478 次 15．此 3475 次

16．于 3472 次 17．而 3355 次 18．操 3151 次 19．以 3006 次 20．何 2844 次

“之”、“此”等代詞、虛詞之類占上位，這不難預料，但是“兵”、“馬”、“將”、

“操”等名詞排在前面２０位之內卻是出乎預料的。在對上面２０箇文字的用法分別進行討

論之前，用 GPS 作了初步的探討。先按在各箇則目中某些詞匯的出現頻率做了“自己組織化

圖解”。如下：

這次選擇上述的２０種文字作變數（parameter）進行了測定。在圖解里我們發現比較接

近的則目大致集中在一起，按照測定結果，《三國演義》的各箇則目可以分為如上所示的５

類，值得注意的是，第１２１則以後的則目大約占圖解的上邊，第１２０則以前的則目占圖

解的下邊。雖然這只是一種初探，可是通過這“自己組織化圖解”的嘗試，我們就會發現各

箇則目之間的親疏關系以及前後部的語言風格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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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對上面２０種文字中除了名詞以外的代詞、動詞、虚詞用 GPS 加以分析，使用次

數分別排在前３位和後３位的則目如下所示：

１．之 11030 次

上位：第８５則（１４４例 舌戰群儒）、第１１９則（１１８例 張永年反難楊修）、第

７９則（獻荊州１１６例）

下位：第１０則（８例 虎牢關三戰呂布）、第２１５則（１５例 戰徐塘吳魏交兵）、第

９６則（１７例 祭東風）、第１則（１８例）

２．曰 9810 次

上位：第１７則（１００例 王允授計誅董卓）‧第３８則（１００例 白門樓）、第１１

９則（９７例 張永年反難楊修）

下位：第１０則（８例 虎牢關三戰呂布）、 第１０２則（９例 一氣周瑜）、第１０７則

（１２例 周瑜定計取荊州）

３．不 7787 次

上位：第１１９則（６９例 張永年反難楊修）‧第８５則（６９例 舌戰群儒）、第３８

則（６６例 白門樓）

下位：第１０則（８例 虎牢關三戰呂布）、第１２則（１１例 袁紹孫堅奪玉璽）、第１

６２則（１２例 劉先主興兵伐吳） ※第４８則（１３例 玄德匹馬奔冀州）‧９

６則（１ ３例 曹操三江調水軍）

11．也 4080 次

上位：第８５則（４２例 舌戰群儒）、第７９則（３９例 獻荊州）‧第１６３則（３９

例 吳臣趙咨説曹丕） 

下位：第１０則（１例 虎牢關三戰呂布）、第１６則（２例 鳳儀亭）、第９６則（３例

曹操三江調水軍）

12．有 3729 次

上位：第１１９則（５１例 張永年反難楊修）、第１７８則（３９例 五擒孟獲）、第２

１１則（３５例 司馬懿破公孫淵）、第９則（３３例 曹操起兵伐董卓）

下位：第１０２則（４例 一氣周瑜）、第１０則（４例 虎牢關三戰呂布）、第７４則（５

例 玄德風雪訪孔明）

13．來 3678 次

上位：第５５則（５１例 斬蔡陽）、第１６５則（３７例 劉先主猇亭大戰）、第１２９

則（３１例 葭萌張飛戰馬超）‧第２１則（３１例 轅門射戟）

下位：第２３８則（１例 司馬氏復奪受禪臺）、第１６０則（２例 漢中王成都稱帝）、

第２１３則（３例 司馬懿父子秉政）‧第２３０則（３例 姜維避禍屯田計）‧第

２３９則（３例 羊祜病中薦杜預）

14．下 3478 次

上位：第１５９則（６２例 廃獻帝曹丕簒漢）、第２１０則（３５例 魏拆長安承露盤）、

第１１９則（３１例 張永年反難楊修） ※第９則（２９例 曹操起兵伐董卓）‧

第５３則（２９例 千里獨行）

下位：第１４３則（３例 劉玄德智取漢中）、第７１則（４例 徐庶定計取樊城）・第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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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則（４例 諸葛亮計伏周瑜）‧第９４則（４例 龐統進計連環計）‧第２３６則

（４例 鄧艾鍾會大爭功）

15．此 3475 次

上位：第１７８則（３９例 五擒孟獲） 、第５５則（３７例 斬蔡陽）、 第１１９則（３

４例 張永年反難楊修）

下位：第９６則（１例 曹操三江調水軍）、第１０則（２例 虎牢關三戰呂布）‧第８３

則（２例 断橋） 

16．于 3472 次

上位：第８５則（３５例 舌戰群儒）、第１６９則（３４例 白帝城先主托孤）、第２０

７則（３３例 秋風五丈原）

※ 在第５７則和第５８則中“于吉”的姓“于”字極多，因此這兩則除外。

下位：第４４則（３例 關張擒劉公王忠）‧第１４３則（３例 劉玄德智取漢中）‧第２

０８則（３例 死諸葛走生仲達）

17．而 3355 次

上位：第２０７則（４４例 秋風五丈原）、第７３則（３９例 三顧草廬）、第８５則（３

４例 舌戰群儒）

下位：第３１則（３例 轅門射戟）‧第４４則（３例 關張擒劉公王忠）‧第１９６則（３

例 三出祁山）

19．以 3006 次

上位：第２１０則（４７例 魏拆長安承露盤）、第８５則（４６例 舌戰群儒）、第３３

則（４１例 袁術七路下徐州）

下位：第１０８則（０例 劉玄德娶孫夫人）、第１６８例（１例 八陣圖石伏陸遜） １

９則（２例 李傕郭汜殺樊稠）‧第６８則（２例 襄陽會）‧１３９則（２例 瓦

口張飛戰張郃）

20．何 2844 次

上位：第１１９則（３３例 張永年反難楊修）、第１７１則（２８例 難張温秦宓論天）、

第３８則（２６例 白門樓）‧第２１３則（２６例 司馬懿父子秉政）

※ 在第４則和第５則中“何進”的姓“何”字占多數，因此這兩則除外。

下位：第２３２則（３例 姜維大戰劍門關）第３則（４例 鞭督郵）・第１０則（４例 虎

牢關三戰呂布）・第１９４（４例 二出祁山） 

上面總結出的如“何”“之“等字使用頻率均排在前３位的則目有：“張永年反難楊

修”、“舌戰群儒”、“白門樓”、“七擒孟獲”、“斬蔡陽”等。反之，使用頻率均排在

後３位的有：“虎牢關三戰呂布”、“曹操三江調水軍”、“一氣周瑜”等則目。《三國演

義》中使用頻率很高的這些漢字幾乎無例外地都是在文言中最常用的基礎文字，從上面的測

定結果可以得出，排在前３名的“張永年反難楊修”等則目就語體特點而言，是以淺易的文

言為主的，排在後３位的“虎牢關三戰呂布”等則目，則少用文言，比其他則目更具有口語

色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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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小結

《三國演義》的語體解析剛剛就緒，這次只是初探而已，可綜合上文所述，對《三國演

義》的文體特點得到如下幾點認識。

（１）存在於特定則目中的詞匯、語體 (可看下表）。

上述種種事實來表明，這大概是因為來源不同的一批三國故事，幾乎未經作者羅貫中的修

改和整理而直接移栽到《三國演義》中的原因。《三國演義》中的語體差異也比以往研究所

提的更加明顯。

從語言風格來看，《三國演義》在詞匯、語法上與元代的《三國志平話》竟有甚多不同，

元雜劇的常用詞也不多見於《三國演義》。另外，要強調的一點是，在有些特定的故事中，

有明代以後常用的一些具有口語性的詞匯、語法結構，由此可見，《三國演義》的原本似乎

不可能出現於明初乃至元末。我并不是要否定《三國志平話》和元雜劇的三國故事對《三國

演義》的成書過程所產生的巨大影響，不過，由于元刊《三國志平話》的文筆很粗糙，羅貫

中當時無法全部照樣抄襲，只能用自己的語言，就是用明代漢語或明代的話本編改這些三國

故事。當然現在的《三國演義》仍然遺有被羅貫中忽略而未修改的元代漢語，如聖朝，兀的

等。

（２）前半部分與後半部分的語體相差懸殊，後半部分文言使用得多一些，這部分羅貫中自

己寫的可能性很大。

在《三國演義》中家喻戶曉的都是關羽去世以前的故事。如上所述，這些故事當中元明

的口語表現很突出。另外，這些故事的情節除了少數例外都在《三國志平話》中見到。關羽

去世之後，除了七擒孟獲、七出祁山，秋風五丈原以外有名的故事幾乎沒有，語體偏向於通

俗的文言。關於關羽死去以後的部分在《三國志平話》中敘述得很少，而在《三國演義》中

卻增寫了許多故事內容，這一部分則可視為出自羅貫中之手。

當然，關羽之死以前也在有些故事中大量地使用了文言，如張永年反難楊修、舌戦群儒

等。但是在《三國志平話》這些故事寫得非常簡單，而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卻對這些故

事進行了細致的描寫，文言成分因而大量增多，羅貫中的典型語體在這里得到充分表現。

最後，《三國演義》各箇則目的語言特點可以試試表示為下面的“自己組織化圖解”，

是以小文中所提到的２０種漢字和３０種詞匯作為變數，重新制做的。

雖然這圖解尚有不足之處，但我們可以明確地看到，從詞匯、語法的角度來看，《三國

演義》大體可劃分為六箇部分。其中千里獨行故事（第５２則到第５５則）和長坂坡故事（第

８２則）分別位於圖解的左、右下，它們所占比率很小，卻是獨立不可忽略的組成部分。隨

著有效變數的增加，圖解會變得更加精確。

此項研究尚雖不夠成熟，但我認為這還是很可取的。比如，利用 GPS 和“自己組織化圖

解”對《三國演義》以外的古代小說的電子文本加以解析的話，應該一定會發現小說本身具

有的語體特點等。而且在我們閱讀時并沒有意識到的古代小說之間的親疏關系、繼承關系也

未必不能發現。更深入的研究恐怕全在我們今後的努力中。同時還有待於古代小說電子文本

的增加和擴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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