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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对比复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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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墨子》中对比复句数量众多、形式多样，须对其进行全面细致地分类研究。《墨子》对比复句
以两分句为主，两两对立是对比复句的主要形式。单重对比复句最多，层次单一的对比是体现两两对立的最佳

方式。对比复句分句意义相反或相对、结构基本对称。研究《墨子》句法有助于正确理解这部经典的深刻含义，

并为汉语史研究提供一些可靠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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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是先秦的一部重要作品，集中反映了先

秦墨家学派及其创始人墨子的思想学说。由于历代

统治阶级不重视墨学，自秦汉至清中叶研究墨子的人

很少，以致对该书的断句、理解分歧较大。研究《墨

子》句法，可以纠正错伪，正确断句，有助于我们正确

理解这部经典的深刻含义；同时对我们认识战国初期

汉语语言面貌也有重要意义。

据我们粗略的调查与统计，《墨子》一书共有对

比复句１６６例。①《墨子》一书逻辑性很强，论辩色彩

浓厚，对比复句出现的频率极高，作用独特、突出。

“对比是指两个内容相对待的分句的并列，在并列之

中使对比更加鲜明。”［１］“对比复句是指两个分句不

仅在形式上互相并列，而且在内容上相互对待。这类

复句，在结构层次上有单层与多层之分（两个分句本

身又成复句，但内容并不一定对待），在句式上有各分

句皆有主语、共一主语和无主语之分，在语义上有以

不同内容相对待和以肯定和否定相对比之分。”［２］对

立的事物易于显示矛盾和对立。分句结构上的严格

对应使语言工整、精巧，使文章产生整齐的美感，韵律

感增强，便于记诵，因此对比复句常常使用在论辩色

彩浓厚的文章中。

一、单重对比复句

单重对比复句指只有对比这一层关系的复句。

《墨子》中的单重对比复句共１２３例。单重对比复句

中，有的是以肯定和否定表示对比；有的是两个分句

在语义上以不同的内容相对待，形成对照；有的既用

肯定、否定词表示对比，也包含语义上不同的内容相

对待。

（一）肯定和否定相对比，共２６例

按照否定分句位置，可分为否定在前与否定在后

两种，前者１３例，后者１３例。

〈１〉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非攻上》）

〈２〉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于天子之正天下也，

而不明于天之正天子也。（《天志下》）

〈３〉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

（《辞过》）

〈４〉彼非所谓攻，谓诛也。（《非攻下》）

〈５〉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掺火者之意。

（《耕柱》）

〈６〉尚同义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尚同中》）

〈７〉则此岂刑不善哉？用刑则不善也。（《尚同

中》）

〈８〉夫岂可以为命哉？故以为其力也。（《非命

下》）

例〈１〉〈２〉否定词为“不”，例〈３〉〈４〉〈５〉否定词

为“非”。例〈１〉—〈４〉有共同主语，中心动词相同，宾

语相对，通过否定一种事物、情况来肯定另一种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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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肯定、否定形成鲜明的对比，尤其例〈１〉〈２〉中

两个分句之间用连词“而”连接，对比之意更加明显。

例〈４〉也有共同主语，谓语动词意义相反，宾语结构

相同意义相对。例〈６〉否定词为“毋”，两个分句无主

语，动词意义相对，分句意义对待而结构不一。例

〈７〉〈８〉第一个分句用表反问的副词“岂”，反问句表

达强烈的否定意义，与第二个分句形成鲜明的对照。

例〈７〉意为“不是刑不善，是用刑不善”，例〈８〉意为

“不可以认为是‘命’造成的，而是‘力’造成的”。在

前一分句使用反问句能够加强对比，使后分句的肯定

意义更加突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类对比复句

中，无论否定在前分句还是在后分句，根据信息结构

理论，句子的焦点都在后分句。如例〈１〉〈３〉〈４〉〈７〉

〈８〉否定在前分句，前分句为后分句而设，目的在于

提示后分句，强调肯定之意，如例〈１〉强调“人”之较

于“水”的重要性；例〈３〉对比的意义在于揭示“民苦”

的根本原因是“厚敛”；例〈４〉否定“攻”，强调“诛”，

“攻”“诛”之对比来显示战争性质的不同；例〈７〉强调

“用刑”较之于“刑”本身的重要性；例〈８〉为“命”与

“力”之对比，通过否定“命运”来达到强调“人力”的

目的。例〈２〉〈４〉〈６〉都是否定在后分句，复句意义焦

点也在否定方面，如例〈２〉强调“天之正天子”的重要

性。

（二）以不同的内容相对待，共８７例

这一类对比复句的两个分句中往往有意义相反

或相对的内容，即使用反义词或短语来形成鲜明的对

照。“两个词的某一意义相反或相对，就构成了反义

词。”［３］《墨子》中大量运用成对的反义词，反义词“不

但揭示事物的矛盾，而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人们

在鲜明对比下认清事物的是非、善恶、轻重、缓急，收

到良好的表达效果”［４］。根据反义词是否固定，可以

将反义词分为“普遍反义词”和“临时反义词”。

１．使用普遍反义词或短语形成对比

（１）名词性

〈１〉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七患》）

〈２〉曩与女为苟生，今与女为苟义。（《非儒下》）

〈３〉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功也；天下之乱也，桀纣

之罪也。（《非命下》）

〈４〉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

必祸之。（《法仪》）

〈５〉中吾规者谓之圆，不中吾规者谓之不圆。

（《天志中》）

该类复句两个分句意义相反、结构严格对称。反

义词虽然在意义上相反或相对，但属于同一语义范畴

或语义场，“它们从两个对立的方面去表示同一运动、

变化、过程，同一方面的性质、状态”［５］。如例〈１〉

“上”与“下”表示方位的对比，“乐”与“苦”表示感情

状态的对比。例〈２〉“曩”与“今”表时间的对比。例

〈３〉为两个判断句之对比，主语与主语相对，如“天下

之治”与“天下之乱”，宾语与宾语相对，如“汤武之

功”与“桀纣之罪”，分句内容对待而结构一致。例

〈４〉〈５〉“爱人利人者”与“恶人贼人者”表人物的对

比，“福”与“祸”、“中吾规者”与“不中吾规者”、

“圆”与“不圆”表事物情况的对比。

（２）动词性

〈６〉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此顺天意而得赏也。

昔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此反天意而得罚者也。

（《天志上》）

〈７〉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

（《尚同中》）

〈８〉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

害。（《兼爱中》）

例〈６〉〈７〉〈８〉中，两分句意义相反结构对称。例

〈６〉中“圣王禹汤文武”与“暴王桀纣幽厉”表示人物

的鲜明对比，“顺”和“反”、“赏”与“罚”表示动作、行

为之间的对比；例〈７〉〈８〉“是”与“非”、“兴”与“除”

表示存现、状态之间的对比。

（３）形容词性

〈９〉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

（《亲士》）

〈１０〉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公输》）

例〈９〉中的“难”与“易”，例〈１０〉中的“有余”和

“不足”，都表示了事物性质、状态之间的对比。

２．使用临时反义词或短语形成对照

（１）名词性

〈１１〉凡此五者，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

也。（《辞过》）

〈１２〉己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

中》）

例〈１１〉〈１２〉中的“圣人”与“小人”，“善”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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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不是严格的对立面，但是处于前后相对待的格式

和语境中，其表达的意义前后相反，形成临时对比。

（２）动词性

〈１３〉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赏誉，而畏上

之毁罚。（《尚同中》）

〈１４〉是以遍若国之人，皆欲得其长上之赏誉，避

其毁罚。（《尚同下》）

〈１５〉凡我国之忠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忠信之

士，我将罪贱之。（《尚贤下》）

例〈１３〉〈１４〉〈１５〉中，“得”与“畏”、“得”与

“避”、“赏贵”与“罪贱”在动作行为上形成临时对比，

分句结构一致而意义相对。

（３）形容词性

〈１６〉我以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惧。

（《尚贤下》）

〈１７〉故其乐逾繁者，其治愈寡。（《三辩》）

例〈１６〉〈１７〉表达了两种相反性质的事物或情况

的对比，语义上差别明显。由于分句格式和语境的支

持，“喜”与“惧”、“繁”和“寡”在性质或状态上临时

形成对比。

（三）两个分句既用肯定、否定表示对比，也以不

同的内容相对待，共１０例

〈１８〉是故义者不自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

出。（《天志下》）

〈１９〉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天志

上》）

〈２０〉世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鲁

问》）

〈２１〉从事兼，不从事别。（《天志中》）

〈２２〉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

贼也。（《七患》）

〈２３〉往者可知，来者不可知。（《鲁问》）

例〈１８〉分句有共同主语“义者”，中心动词相同。

前分句用否定词“不”，对该分句语义内容进行否定，

与后面肯定分句形成对比。同时两分句内容也形成

对照，“愚且贱者”与“贵且知者”结构相同而语义相

反。例〈１９〉两分句无主语，动词相同，前分句用否定

词“无”，与后分句肯定意义形成对比，宾语“下之政

上”与“上之政下”结构相同意义相反。例〈２０〉分句

有共同主语“世之君子”，中心动词相同，后分句用否

定词“不”，与前分句肯定意义对比，同时宾语以“小

物”与“大物”相对待。例〈２１〉分句无主语，前分句肯

定，后分句否定，动词相同，宾语“兼”与“别”对照。

例〈２２〉两分句共同主语为“天”，语义上以前分句肯

定、后分句否定对比，宾语“相爱相利”与“相恶相贼”

对照。例〈２３〉以“往者”与“来者”相对待，“可知”与

“不可知”对比。此类复句分句之间既使用肯定、否

定形式来进行对比，语义上又有相反或相对的内容对

待，使对比之意更加鲜明、突出。

二、二重对比复句

二重对比复句是指分句中包含第二个层次且第

一层次为对比关系的复句。《墨子》中的二重对比复

句共３２例。二重对比复句中，往往两个分句都包含

第二层次，且复句关系相同，分句结构一致。第二层

为假设关系的有 １５例，第二层为按断关系的有 １２

例，为等立关系的有２例，为因果关系的有１例。二

重对比复句中只有一个分句包含有第二层次的有２

例。

（一）第二层次为假设关系

〈１〉五谷尽收，则五味尽御于王；不尽收，则不尽

御。（《七患》）

〈２〉地得其任则功成，不得其任则劳而无功。

（《号令》）

〈３〉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非乐上》）

〈４〉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

（《耕柱》）

〈５〉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

且恶。（《七患》）

〈６〉上有隐事遗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积害，

上得而除之。（《尚同中》）

〈７〉是故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

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尚贤上》）

二重对比复句中，第二层次为假设关系的较多，

这是由于假设复句常用于偏重抽象说理的论辩中，能

够增强辩论的逻辑性，而抽象说理是墨子论辩技巧之

一。例〈１〉—〈４〉两分句为肯定、否定之对比，肯定在

前，否定在后。例〈１〉〈２〉前分句先虚拟一种肯定的

情况，得出肯定的结论，后分句再虚拟一种否定的情

况，得出与前面完全相反的结论。正反对比，使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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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可靠，说服力强。例〈３〉〈４〉前分句假定一种事

实，然后提出应对措施，后分句假定一种相反的事实，

然后以相反的措施来应对。如例〈３〉，如果是“利人”

的事情，就去做，如果是“不利人”的事情，就不能做。

两两对比使条件结果关系清楚，比简单的说教效果更

好。例〈５〉〈６〉〈７〉中两个假设分句意义对待而结构

相同。如例〈５〉“善”与“凶”、“仁且良”与“吝与恶”

对待；例〈６〉“上”与“下”、“利”与“除”对照；例〈７〉

“众”与“寡”、“厚”与“薄”相对比。前分句假设一种

条件，得出一个结论，后分句假设一个相反的条件，得

出相反的论断。两种相反的条件，导致两种相反的结

果，对比使层次清晰，事理逻辑关系清楚。

（二）第二层次为按断关系

〈１〉于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于所既

有而弃焉，是害之中取小也。（《大取》）

〈２〉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

已也。（《大取》）

〈３〉天子为政于三公、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

君子固明知；天之为政于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

也。（《天志上》）

〈４〉子兼爱天下，未云利也；我不爱天下，未云贼

也。（《耕柱》）

〈５〉故计上之赏誉，不足以劝善，计其毁罚，不足

以沮暴。（《尚同下》）

按断复句也常用于论辩，两个按断复句的鲜明对

比，尤其能增加语言的气势，增强论辩的力量。例

〈１〉〈２〉〈３〉前分句按语指出一种情况，断语判明性

质，后分句按语指出与前相反或相对的事实，断语进

行性质相反的判定。分句意义相对待而结构一致，如

“未有”与“既有”、“取”与“弃”、“利”与“害”之对立。

例〈４〉〈５〉前分句按语说明事实，断语进行评价，后分

句按语陈述相反的事实，断语作相反的评论。对比的

意义在于突出评论，吸引人的注意。

（三）第二层次为因果关系

〈１〉昔者三代之圣王禹汤文武，百里之诸侯也，

说忠行义，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仇怨行暴，

失天下。（《鲁问》）

第二层次为因果关系的对比复句较少，例〈１〉为

两个因果复句的对比，前分句指出一种因果关系，即

“说行忠义”就会“取天下”，后分句指出相反的原因

导致相反的结果，即“仇怨行暴”就会“失天下”。对

比使因果逻辑关系清晰，给人印象深刻。

（四）第二层次为等立关系

〈１〉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

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

（《兼爱中》）

这是两个等立复句的对比，分句内容对待，词性

相同，结构严格对应，显示了语言的整齐美。

（五）复句仅在一个分句中包含第二层次

〈１〉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为不足也，我欲以义

名立于天下，以德求诸侯也。（《非攻下》）

这是一个单句与一个等立复句对比，把“义”

“德”与“金玉、子女、壤地”作对比，孰轻孰重、高尚和

低俗一目了然。

二重对比复句中，以单句与复句对比的例子极少

见，仅１例。大多二重对比复句分句结构关系、结构

层次都相同，内容意义相反或相对。

三、多重对比复句

多重对比复句，指分句之间含有三个及三个以上

的语义关系，且第一层次为对比关系的复句。《墨

子》中的多重对比复句共１１例。

〈１〉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

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天志下》）

〈２〉若见爱利家以告，亦犹爱利家者也，上得且

赏之，众闻则誉之；若见恶贼家不以告，亦犹恶贼家者

也，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尚同下》）

〈３〉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

非，从而誉之，谓之义。（《非攻下》）

〈４〉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

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尚贤中》）

〈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

犹逾己。（《法仪》）

〈６〉故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不能为

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意，然国逾危，身逾辱。（《所

染》）

例〈１〉是两个因果复句的对比，言说相反的原因

导致相反的结果。第一层次在分号处，第二层次在

“必得赏（罚）”之前，是因果关系，第三层次在“兼相

爱，交相利”之间和“别相恶，交相贼”之间，是等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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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分句结构层次、结构关系相同，意义、内容对待而

结构形式一致。例〈２〉〈３〉为两个假设复句的对比。

例〈２〉包含对立、假设、承接、等立四个层次，是不同

的条件与不同的结果之对比。第一层次在分号处，第

二层次到“亦犹爱利（恶贼）家者也”之前，第三层次

到“上得且赏（罚）之”前，承接上述内容，第四层次在

“上得且赏（罚）之，众闻则誉（非）之”之间，为等立关

系。分句语义相对、结构相似。例〈３〉前分句为假设

关系，后分句假设复句中又包含转折和按断两个层

次，分句内容对待、结构不一。例〈４〉是两个按断复

句之对比，包含对比、按断、等立三个层次，两分句结

构层次、结构关系相同，词性相同，意义相反而结构对

称，如“贤者”与“不肖者”相对，“举而上之”与“抑而

废之”相对，“富而贵之”与“贫而贱之”对比，“官长”

与“徒役”相对。对比的目的在于判明不同的性质和

归属。例〈５〉是一个单句与一个让步复句的对比，让

步复句最后一个分句前又是按断关系，对比的内容是

“巧者”与“不巧者”两类人物。例〈６〉是两个转折复

句的对比，第一层次到分号处，为对比关系，第二层次

分别到连接词“而”和“然”前，为转折关系，后分句还

有第三层次，即在“伤形费神，愁心劳意”之间和“然

国逾危，身逾辱”之间，都是等立关系。此例为“善为

君者”与“不能为君者”之对比，对比的意义是强调不

同的君主有不同的命运。

多重对比复句中，以一个单句与复句对比的例子

也很少见，仅１例。大多复句各分句结构关系、结构

层次都相同，分句长度也相同，除肯定否定相对比的

例子外，分句词性也相对。

《墨子》对比复句具有鲜明的特点：对比复句以

两分句为主，两两对立是对比复句的主要形式。单重

对比复句最多，共１２３例，占总数的７５％。二重对比

复句和多重对比复句分别为３２例和１１例，占总数的

１８％和７％。这说明层次单一的对比是体现两两对

立的最佳方式。单重对比复句中，以肯定否定表示对

比的２６例；两个分句在语义上以不同的内容相对待，

形成对照的有８７例；既用肯定、否定词表示对比，也

包含语义上不同的内容相对待的有１０例。可见，《墨

子》主要使用语义内容对待的方式展开对比，特别是

通过语义的相反或相对来体现对立。

从意义上看，对比复句分句意义相反或相对，但

属于同一语义范畴，是从对立的方面来表现同一事

理、过程或同一性质、状态。从结构上看，无论是单重

对比复句、二重对比复句还是多重对比复句，除开肯

定否定形式表示对比的例子，和极少数以单句和复句

对比的用例，复句各分句结构关系、结构层次、分句长

度都相同，词性相对，结构平行对称。这突出表现了

对比复句两分句语义无偏正之分，主次之分。同时结

构的对称也显现出墨子的文章语言工整、韵律感强的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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