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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漢語「是」油滴的繋詞的産生温血示代詞的露出

西山　猛

1伽

　　關於古代漢語繋詞“是”的産生問題，學術界有多種不同的見解。但是総的

説來，論多時論鮎可聴概括爲以下幾馳。

　　甲所周知，關一町詞“是”的産生時間，王力11989（p．194－197）有如下

世羅占主張1：「一、漢語眞正繋詞的産生，大約在公元旦一世紀前後，即西漢末年

或東塔初年；二、繋詞在判断句中起経常作用，暦博句在口語裏完全代替壁上古

的判断句，則是中古時期時事。」

　　針四這個問題，恨多年者開始進行手討2。溜允中1982（pp．195－198）提

出了不同意見，他以《筍子》、　《史記》、及出土文献資料等爲例，封王力的見

解提出了質疑。三局爲：「一、　“是”由指弔詞嗣子一興詞，在戦國後期周秦之

堅甲錬於成熟；二、到了西漢時代，繋悪戦経獲展完成，判断句已経漸漸使用繋

詞。」唐年明1991也章章半神法，説：「用“是”的判断句與不用“是”的判断

寄生戦國後期巳併行不悸。」男呼，他還列墾了戦國後期的出土文献資料，提出

了「先秦町有判断動詞“是”」的看法。

　　郭早良1990封先秦已有判断動詞“是”的看法問刷了懐疑。他首先從爾個方

面指出先秦語言的材料問題：「一、把《早撃策》作爲先制語言材料進行研究，

有根大問題；二、先秦古籍難免混入後代的語法成分，因此，《墨子》《韓非子》

《史記》中的零星材料恨難作爲依糠。」此外，關於出土文献資料中的誓詞“是”

的問題，他介紹尊王力的意見，即「“是是”連用只見於個別出土資料，形式又

頗特殊，所以只能持保留態度。」3

　　此外，鷹春…田1992詳細地考察了東漢王充《論衡》中的“是”的用例情況。

他押出：「《論衡》裏有一些類似後門繋詞的例子，但是官椚正庭回開始向完全

繋詞性過渡的状態，就是尚未完成的状態。」

　　孫錫信1992指出：「東野以後，繋詞“是”的運用更爲習見，不過尚未占糠

優勢，上古時“是”的内官用法也還没萎縮。」　“上古時‘是’華燭官用法也還

没萎縮”這一分析極爲重要。孫錫信1989也提出了富有啓獲性的意見，説：「一

般學者認爲繋詞“是”來源於代詞“是”。……即繋詞“是”是從代詞“是”虚

化而來的。這種説法難以解繹一種現象，即上古指示詞與“是”用法近似的還有

“此”字。何以“是”攣成了繋詞，而“此”却不能演攣爲繋詞？」

　　爾漢時期的資料正庭於過渡的状態。如果没有明確的分析方法，根因解決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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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漢語二三“是”的産生時期這一重大問題。我認爲分析的重黒占在於“此”字和

“是”三二用法差異。本文把典型的上古時期資料眼典型的中古時期資料作一比

較，明確上古時期指示代詞謄系和中古時期指示代詞騰系的共同黒占和差異6

2．

　　郭錫良1989考察了《孟子》所用的全部“此”和“是”，指出了官三三用法

上的雨下差異。　「一、凡丁丁“有形可　”，且“近而可指”的事物，只用“此”，

没有用“是”的；二、　“是”三指抽象的事理或不在目前旧事物。」我賛成這種

看法，不心魂有進一歩解繹的鯨地。

　　王室1944－45（1984，p．294）説：「繭づ｝法箱三秀法一一有些語言裏，指

示代三分爲近指和遠指爾種，引言些語言裏，除了近指遠回之外，還有第三種指

示代詞，就是非遠非近，只指骨穿通一定的人物。」他還相出了解子骨三越南語

中的三分法指示代詞的例子。

　　一般説來，世界各國語言的指示代詞膿系可以分爲雨分法和三分法。其中，

町有三分法指示代詞的語言有：西班牙語、日語、韓國語、泰語、漢語方言中的

蘇州話、山東下等。

　　封此，西山1989提出了「上古漢語指示代三七膿系是三分法」的看法。通過

分析《孟子》的一百零三例的“此”字和二百二十八例的“是”字的用法，可以

弁理上古漢語指示代詞有近指“此”、中指“是”、遠指“彼”和“夫”這三種

用法，如下：

［孟子指示代詞］

　‘‘止ヒ”　　一・…　　1　03伊」

　　　主語26例

　　　定語19例

　　　回忌58例

“是”　　・228例

　　主語131例

　　定語39例

　　島根58例

〈上古漢語指示詞〉

近指……此

中指……是

遠指……彼／夫

　　這裏門説明的是，三指、中指、遠指這三種指示詞三三法上的差異。近指指

示代詞　“此”　指的是「離説話者比較近的事物」；中指“是”指的是「三三話

者比較近的事物」；遠指“彼”和“夫”指的是「離説話、聴話爾者比較遠的事

物」。

　　爲了讃明上古漢語的指示代詞艦系属於三分法，在此我初歩考察了《孟子》

原文的指示代詞忌日、韓課文的指示代詞的封鷹情況，特別是二面指“此”、中

指“是”的用法三日語、韓語的鳥指、中指的用法進行了細緻的考察。因爲日語、

韓語的指示代二二膿二二是三分法，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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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漢語〉

近指……此
中指……是

〈日語〉

近指……こ
中指……そ

く韓語〉

近指……Oi

中指……ユ

　　日本及韓國均有儒鉢物傳統歴史，儒學経典的八三睾本仁多。比如《孟子》，

在日本、韓國各有配、七種翻講。我從多種日、韓翻課中各選一種，與《孟子》

原文相封比來進行考察，如下4：

〈主語〉

1．高率獣而食人也。　（梁上L4上p．62）
（日借）これでは、獣どもをひきつれて人間を食わせているようなものです。

　　　（上p．264）

（韓i澤）旦Ll…召合引暑0に1フ1引僧予予讐α卑洲を契エト二言E〔二卜暑
　　　　目トフト　叡モ三　…廻創し1［二卜．　（p．58）

2．是．観睨之肉也。　（縢下6．10上p．469）

（日繹）至ればあのガアガア鳥の肉だぞ。　（上p．264）

（韓言睾）　ユ　…菱｛呂　理理フ1己1と　フ1♀191　工1フ1こト．　（p195）

〈定語〉

3．二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梁上1．7上p．84）

（日’繹）三の心があれば十分王者になれるというのは、なぜだろう。　（上p．55）

（即言睾）．ΩLiヨを01801王』昊暑δ1平日1含9遇刀1欝8早喫留し1刀卜？（P．66）

4．是心足以王　。　（梁上1．7上p。82）

（日詳i）一のお心こそ、天下の王者となるのに十分なのです。　（上p．53）

（韓繹）ユ引回01801円目目δ1王」昊暑δ1響÷瓢LlOl［：1．（p．63）

〈志津〉

5．賢者亦樂豊乎？（梁上1．2上p．44）

（日言睾）賢者も二うしたものを見て楽しむのだろうか。　（上p．37）

（韓言睾）（囲｛型　人1営三　禦人1旦L引　契｛垂§…否フiし10i刀1？　（P．51）

6．答是也何有？（告下12．1下p．806）

（日繹）至れに答えるぐらいは、なんでもないことだ。　（下p．272）
（車章言睾）　ユ…廻蓬｝　〔二H∈｝δU三　〔ヨ1　早望Oi　O4己翻葦垂　引1　烈⊆≧a？　（p．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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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此率獣心食人也。」　（現在的情況和朝領着禽獣喫人一様。）近指

　“此”指的是説話人孟輌面前的現實情況，所以用“此”字。日語的「これでは」、

韓語的「Ol｛三」，都是近指。

　　第二，　「是蜆蜆之肉也。」　（這就是那唖唖叫的東西的肉啄。）中指“是”

指的野聴話人陳仲子正在喫的東西，所以用“是”字。日語的「それは」、韓語

的「コ契8」，都是中指。

　　第三，　「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我二種心情和王道相合，又是什

麿道理口尼・）二二“回心”三三是説話人齊宣王的心情，所以用・此・字。日語

的「この心」、韓語的「0旧遇Ol｛書」，二二近指。

　　第四，　「是二足三王　。」　（態這種好心就可以統一天下了。）中指“是心”

指的是聴話人齊宣王的好心，所以用“是”字。日語的「そのお心」、韓語的「コ引

遇ロト暑」，都是中指。

　　第五，　「賢者亦樂此乎？」　（有道徳的人也高興享受這一種快樂歴？）近指

“此”面的是説話人跡恵王面前的風景，所以用“此”字。日語的「こうしたも

の」、韓語的「Ol引…証拠」，無涯似指。

　　第六，　「答是也何有？」　（因由這個有什歴困難歴？）中指“是”指的是聴

話人屋辛子提出的問題，所以用“是”字。日語的「それに」、韓語的「〕契暑」，

都是中指。

　　以上考察説明，上古漢語耳近指“此”掬日語的「こ」、韓語的「α」大膿

上相一致，上古漢語的中指“是”和日語的「そ」、韓語的「〕」大農上相一致。

　　當然日面和韓語的翻課者没有意識到這種封鷹，有的部分根糠原文的大意來

翻i澤，蛇不合乎上述的封土規律。但大部分都是相互封磨的，這一一象決不是偶

然的。

3．

　　本節看中古漢語《世説新語》中指示代詞使用的情況。

　　張振徳等1995（pp．201－205，321，407－420）詳細考察了《世説新語》的

語言，是這一領域的出色下作。該書考察了整整三百例的“此”字和七十六例的

“是”字的使用情況。

［世説新語指示代詞］

“此”……300例　　“是”……76例

　主語57例　　　　主語1例（指人物1）
　定語155例　　　　定型2例（“怪猫”1、　“是時”1）

　賓語88例　　　　賓語73例（“於是”55、“是以”6、“由是”3、其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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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擦該書的考察，《世説新語》“此”字的用法銀《孟子》的用法幾乎相同，

高這在“是”字的用法上，二者有相當的差異。在《世説新語》中，　“是”眞正

作爲主語的例子只有一個，而且是指人物的。西語的竜子也只地雨個，蛇楽都庭

山凝固結構中，像“是故” @“三時”等。賓語的段子油然有七十三個，但也恵庭

於凝固結構中，像“山骨”　“是以”等。遠聞可強盛爲：《世説新語》中“是”

字指示冠詞的用法已経鼠落，　“是”字只保留在凝固結構中。

　　此外，根接該書的考察，　《世説新語》的判断血中，鼻差語法標誌的判断句

有一百七十八例，　“是”　字判断句有一百七十例，雨種判断句的総数幾乎相同。

因此可以認爲：用“是”　的判断句和不用“是”　的判断自在中古時期還是併行

的。

　　中古時期一点的明治特徴是“是”字前身副詞作修飾成分，根直立書的考察，

《世説新語》裏一共有七十五個實例，比如“便是”、　“定是”、　“居然是”

等。　《孟子》裏没有爵種用法。以前有人指出過《孟子》裏“鈎是”孤例子，主

張「先藍汁有繋詞」。封此郭錫良1990指出這個例子只不過是“副詞”加　“指

示代詞定語”加　“名詞”的結構，銀《左傳》的“必此人也”相同。因此建仁認

爲：上古時期的確没有品種“是”言前用副詞作修飾成分塩山子。

4．

　　本文的結論可臨納爲以下三鮎：一、上古漢語指示面出商工系是三分法，所

以在上古時期，除了近二代詞“此”以外，無血中指代馬“是”。二、錐面上古

時期的確有“是”宇指示忌詞的用法，但中古時期“是”字指示代熊鼠用法已経

衰落。三、中古時期忌詞的明顯特徴是，有的“是”字前用副詞作修飾成分，而

上古時期没有田種用法。

　　如第一心中所説，想出遠忌這三二溢出，並使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來考察過渡

状態的雨漢資料，就能弄清古代漢語繋詞“是”産生的複雑過程。

　　最後考察爲什慶指示代詠中“是”字演三盆繋詞，而“此”字鳥指有演唱的

問題。一般認爲繋詞“是”來源於代官“是”，面繋詞“是”是從代詞“是”同

化而來的。封此郭錫良1990説：「“是”字是一個指示性較弱皇猷指（或中指）

代詞，官有一個同形的形容詞“是”，形容詞“是”細紐就攣成表示確認、肯定

語氣的副詞，表示複指湯代詞“是”受同形的表示確認意義的副詞“是”的影響，

自然容易演二成表示判断的繋詞“是”。」梅丘麟1998説：「正因爲指代詞“是”

男有“是”　“非”搭配，而“斯、此”没有動詞直配，所以指訳詞“是”能鉤攣

成繋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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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爲：“是非”的“是”和“此是”的“是”當然有關係，但是指示代詞

中“是”字三瀬爲繋詞肩摩因拉不在此。真正原因可能在三分指示代詞的用法上。

比如，在日語、韓語裏，三分指示代詞中経常承上文的一般是中指，當然也有的

時候用近指、遠回來承上文，四這三三一種強調的用法。旧記，　“是”字是從代

詞虚化以後，演攣爲扁虫的。　“此”字並出演攣爲繋詞的原因即在此。

　　在漫長的歴史中，語言的演攣是根大的，語法也不例外。比如，英語和徳語

同是一個語族，帯封馴者的句法間有根大的差異。中國的中古時期銀上古時期相

隔有五百多年，因此，指示代詞的膿系興野重大的攣化是極爲正常的。

　　　　　　　　　　　　　　　　　　　　　　　　　　　　（2000年12，月）

注　繹

1王力1989第十二章《動詞的産生駐日獲展》是由王力1958第四十一節腰骨而

成的。四三的原型是王冠1937。

2郭錫良1990詳細介紹了三十年來的研究情況。

3在諸家手順百中，我賛成士力和知錫良的看法。一般認爲出土文献反映着當時
口語的用法，我却認爲出土資料中的馨學、法律、天文學等實用文献有官椚的特
殊句法，正如現代的法律文献有官的特殊句法相同，在法院審議罪案時，法律條
文本身的野繹是甲骨鍵的。因此，我椚磨該把出土資料中的實用文献，當作一種
特殊文髄來看待，不適於用官來解繹一般的歴史、思想、文學等文七中的歴史語
法現象。

4　（中国）焦循撰《孟子正義（上・下）》　（中華書局1987年）、　（日本）小林

勝人課注《孟子（上・下）》　（岩波文庫1968・1972年）　　（韓國）朴一峰繹

著《孟子》　（育文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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