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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动词$可以%的词汇化机制和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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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3要#助动词"可以#来源于非结构形式"助动词j介词#的"可以#$在非结构形式"可以#中$"可#是助动词$"以#

是介词$二者不在同一个层次上% 当介词"以#后不出现显性宾语$造成功能悬空$其词性弱化'如果前文找不到与"以#

零形式宾语同指的成分时$"以#的介词功能丧失$从而引起构式语法化$"可#和"以#进而发生重新分析$词汇化为助动

词% 词汇话的动因是上古汉语介词宾语可不用代词复指而话题化'介词零形式宾语可以用于回指% 这些特点是汉语作

为话题优先型的语言类型决定的%

关键词#可以'非结构'助动词'词汇化'机制和动因

中图分类号#g"*333文献标志码#4333文章编号#"#1!

2

1%*+!!$"%"$#

2

$"!"

2

$%

33

一3先秦时期的$可%$以%和$可以%

!一"先秦时期的$可%

先秦时期的&可'主要作为助动词使用#相当

于现代汉语的&能'&能够'&可以'#在西周金文(

)诗经*)尚书*等文献中有大量用例% 例如!

""#王若曰*师蛈! 才昔先王小学!

女敏可吏!既令女更乃且考嗣小辅%,

".师蛈簋/引管燮初例#

!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 汉有游

女!不可求思% ".诗经0国风0周南0

汉广/#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 我心匪

席!不可卷也% ".诗经0国风0邶风0

柏舟/

"5#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

逭".尚书0太甲/#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

可扑灭% ".尚书0盘庚上/#

上述例句中的用法一直延续到今天%

!二"先秦时期的$以%

&以'最早用作动词#本义应是提携(携带,到

西周金文时期就已经虚化为介词#进而虚化为连

词% 由于&以'的连词用法与本文关系不大#我们

主要讨论&以'的介词用法% 作为介词#&以'可以

引进工具(对象(方式(原因等% 下面转引郭锡良

例句!

"## 汝以我车宕伐捡犹于高陵%

"不其簋盖#

"1#余献妇氏以壶% "五年雕生簋#

"%#虢仲以王南征% "虢仲簋盖#

"

例"#$ &以'引进动作的工具&我车'#例"1$

&以'引进动作的对象&壶'#例"%$引进动作的原

因&王'#即&因王的原因'% 自此以后#&以'作为

介词#一直是古代汉语中的主要用法%

!三"先秦时期的$可以%

先秦时期#&可' &以'经常毗连在一起#形成

&可以'形式#这一时期的&可以'具有不同的性

质#一种是&助动词j介词'的非结构形式#一种是

助动词%

")+可以,是非结构形式

先秦时期#介词&以'既可以带宾语#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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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带宾语#因此在&助动词j介词'非结构形式中#

介词&以'可以有宾语#也可以没有宾语% 先看介

词&以'有宾语的情况!

"6#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

吾说当之% ".韩非子0说难/#

""$#故曰*贵名不可以比周争也!

不可以夸诞有也!不可以势重胁也!必将

诚此然后就也% ".荀子0儒效篇/#

"""#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

焉智某也% 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

之某也!智某可也% ".墨子0大取第四

十四/#

上述例句中#&可以'是两个词#&可'为助动

词#&以'为介词#二者不在一个层次上#其中&以'

带有宾语#例"6$ &以'的宾语为&吾说'#例""$$

&以'的宾语分别为&比周'&夸诞'和&势重'% 例

"""$的&以形貌命者'和&不可以形貌命者'是对

举形式#&以'的宾语都是&形貌'%

再看&以'不带宾语的情况!

""!# .诗/

(

可以
E(

兴!可以
E(

观!可

以
E(

群!可以
E(

怨".论语0阳货/#

""*#美言
(

可以
E(

市尊!美行
(

可以
E(

加人% ".老子0第六十二章/#

例""!$四个介词&以'后均没有宾语#传统上

认为这类句子中&以'的宾语承前省略#就这个句

子来看#&以'的宾语承前主语&)诗*'而省略,例

""*$两个&以'分别承前主语&美言'和&美行'而

省略%

上述两个例句中介词&以'的宾语承前省略

的成分均是本句的主语#有些句子介词&以'的宾

语可承前一小句的主语或宾语省略% 例如!

""5#子玉
(

刚而无礼!不可以
E(

治

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 ".左传)

僖公二十七年/#

""+#维南有箕
(

!不可以簸扬$维北

有斗
(

!不可以
E(

挹酒浆% ".诗经0小雅

0大东/#

例""5$介词&以'的宾语承上一小句的主语

&子玉'而省略,例""+$两个介词&以'的宾语分

别承上一小句的宾语&箕'和&斗'而省略%

!)+可以,是助动词

助动词&可以'形成很早% 据傅庭林!考察#

助动词在)论语* )左传* )孟子*中已经广泛使

用#刘利也断言#助动词&可以'至少在战国初期

就已经形成并在先秦文献中得到较为广泛的使

用"

% 例如!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

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论语

0雍也/#

""1#公谓公冶曰*+吾可以入乎),

".左传0襄公二十九年/#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

取伤廉% 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 可

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 ".孟子)离娄

下/#

""6#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广也!其

中不可以不知也% ".荀子0君道篇/#

例""#$#杨伯峻翻译为!&孔子说!-中等水平

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中等水平以下的

人#不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

#可见#杨先生已

经把&可以'当成了助动词,例""1$ ""%$引用话

语#没有前文#&以'不可能有宾语省略,例""6$的

&可以'位于&不++不++'之间#&以'后根本

不可能存在宾语空位#&可以'作为助动词的性质

已无疑%

二3助动词$可以%词汇化的过程与

机制

!一"$可以%的词汇化过程

对语料的研究发现#助动词&可以'来源于非

结构形式&助动词j介词'的&可以'% 在非结构形

式&可以'中#&可'是助动词#&以'是介词#二者

不在同一个层次上#最后二者粘合在一起词汇化

为助动词#其动因在于介词&以'后不出现显性宾

语#造成功能悬空#从而引起构式语法化#进而发

生重新分析%

语言成分的毗连使用是其词汇化的前提条

件% 助动词&可'功能上修饰谓词性成分#&以j

n'介词短语功能上也可以修饰谓词性成分#当它

!!"

!

"

#

傅庭林!)试论上古汉语的&可以'*#)辽宁大学学报*"6%1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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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均处于谓词性成分之前时#其排列顺序为&可

以j

n

j

lO'#其结构层次是!7可77以j

n8

j

lO88#

例如!

"!$#霸者之善箸焉!可以时托也$

王者之功名!不可胜日志也% ".荀子0

强国篇/#

"!"#天下太上之士!不可以赏劝

也$天下太下之士!不可以刑禁也%

".韩非子0卷六/#

上述例句中#&可'与&以'不在一个层次上#

二者没有结构上的关系#韵律上&可'&以'之间有

停顿#不能连读% 如例"!$$ "!"$中的&可以j

n

j

lO'#其停顿分别为!&可,以时,托也' &不可,以

赏,劝也'&不可,以刑,禁也'% 这里的介词&以'

不具备与&可'粘合起来的条件%

当介词&以'的宾语以零形式出现的时候#

&以'的介词功能悬空#其后果是&以'的介词性弱

化,由于其宾语为零形式#没有实际读音#减弱了

它与助动词&可'之间的停顿% 例如!

"!!#故曰*+1邦之利器2

(

!不可以
E(

示人%, ".韩非子0喻老/#

"!*#市南有1熊宜僚者2

(

!若得之!

可以
E(

当五百人矣% ".诗经0哀公十六

年/#

"!5#子曰*+1孟公绰2

(

为赵魏老则

优!不可以
E(

为滕薛大夫%, ".论语0宪

政/#

尽管上述例句中介词&以'功能悬空#未有显

性宾语#只有零形式宾语#但其先行词均有名词性

成分充当#在上文中很容易找到#可以用代词

&之'回指#说明这里的&以'仍然具有介词的功

能#传统上认为是介词&以'承前省略宾语% 这里

的&可'和&以'不具备词汇化为双音词的条件%

当介词&以'零形式宾语的先行词为小句时#

&可以'具有了重新分析的可能#既可以分析为

&助动词j介词'非结构形式#也可以分析为助动

词% 如下面的例句!

"!+#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论语0为政/#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

可以衣帛矣& ".孟子0梁惠王上/#

"!1#王使周公召郑伯!曰*+吾抚女

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 ".左传

0僖公五年/#

如果将上述例句中的&可以'看做&助动词j

介词'非结构形式#其结构可以表述如下!

"!+v# 1温故而知新 2

(

!可以
E(

为

师矣%

"!#v#1五亩之宅!树之以桑2

(

!五十

者可以
E(

衣帛矣&

"!1v#王使周公召郑伯!曰*+1吾抚

女以从楚!辅之以晋2

(

!可以
E(

少安%,

如果将例"!+v$的&以'当介词看#其宾语应

该是能够做到&温故而知新'的人#不可能是&温

故而知新'本身#这里的&温故而知新'发生转指#

意思是&温习旧知识而有新体会#可以把这样的

人当做老师',例"!#v$介词&以'的零形式宾语应

该理解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的自指形式#全

句的意思是&五亩的宅园#在上面栽种桑树#五十

岁的人可以凭借这种情况穿上丝棉袄了%'例

"!1v$介词&以'的零形式宾语是&吾抚女以从楚#

辅之以晋'的自指形式%

当然#上述例句中的&可以'也可以分析为助

动词% 先看杨伯峻先生对例"!+$"!#$的翻译%

"!+w$孔子说!&在温习旧知识时#能有新体

会(新发现#就可以做老师了%' "杨伯峻译注 )论

语译注*$

!

"!#w$在五亩大的宅园中#种植桑树#那么#五

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穿上丝棉袄了% "杨伯峻译

注 )孟子译注*$

"

从译文中可以看出#杨伯峻先生把例"!+$

"!#$的&可以'当作了助动词% 依此#我们可以将

例"!1$翻译成下面的表述!

"!1w$周惠王让周公叫来郑伯#说道!&我扶

持你并希望你听命于楚国#以晋国作为辅助#可以

使你们国家稍微安定下来%'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例句中的&可以'还不能

认为是典型的助动词#因为在这样的句法环境中#

&可以'可以分析为助动词#也可以分析为&助动

词j介词'非结构形式% 只有在前文中找不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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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的宾语时#&可以'才真正词汇化为助动词%

例如!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

重而道远,".论语0泰伯/#

"!6#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

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 ".孟

子0公孙丑上/#

"*$#叶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

以入矣%,".左传0僖公五年/#

上述例句#前文根本不存在与介词&以'零形

式宾语同指的先行词#这里的&可以'已经彻底词

汇化为助动词%

春秋战国时期#是助动词&可以'的词汇化进

行和完成时期#其词汇化经历了以下过程!&助动

词j介词'非结构形式阶段q&助动词j介词'非结

构形式(助动词两解阶段q助动词阶段%

!二"$可以%的词汇化机制

")古今汉语介词功能差异

现代汉语介词与古代汉语介词功能上存在着

重要差异#现代汉语介词必须带宾语#即必须实现

其功能#否则句子不合法% 例如!

"*"#衣服和食物是人安身立命的

根本!我不敢占为自己独有!一定把它分

给其他人%

"*!#

&

衣服和食物是人安身立命

的根本!我不敢占为自己独有!一定把分

给其他人%

例"*"$是正确的句子#例"*!$则不能成立#

原因是介词&把'没带上宾语#其介词功能没能

实现%

但在上古汉语中#介词可以带宾语#也可以不

带宾语% 例如!

"**#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

焉智某也% 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

之某也!智某可也% ".墨子0大取第四

十四/#

"*5#天下太上之士!不可以赏劝

也$天下太下之士!不可以刑禁也%

".韩非子0忠孝第五十一/#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

也与%,".论语0颜渊/#

"*##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

人% ".左传0庄公/#

上面前两个例句介词&以'均带有宾语% 其

中例"**$&以'的宾语是&形貌',例"*5$两个介

词&以'的宾语分别是&赏'和&刑'%

后两个例句介词&以'后未出现宾语#尽管如

此#在理解句义的时候#都能在上文中找到省略的

成分#例"*+$是&片言'#例"*#$是&衣食'% 但这

些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时必须补出&以'的宾语#

否则不合法% 如将例"*#$翻译成现代汉语的例

"*"$%

上古汉语允许介词不带宾语#以往把这种现

象称为省略#常见的介词有&与' &为' &以'等%

尤以介词&以'为多% )马氏文通*说!&-以.字先

乎动字#间蒙上文而不言所司#助动后-以.字#必

以为例%'

!董秀芳不把这种语法现象称为省略#

而是称为零形回指% 董文认为省略和零形回指虽

然可以同指一种现象#但是有优劣之分#&省略'

只能指明某个位置有成分没有出现#对这种现象

的揭示是孤立的,而零形回指这一术语则有利于

说明某个非显性成分在语段中的地位#指出它与

语段中其他成分的联系"

% 我们赞同董文的观

点#但鉴于本文研究旨趣#我们称为零形式宾语%

!)+以,零形式宾语的先行词语

介词后出现宾语#介词功能完全实现,介词后

如果不出现宾语#其功能就没有实现#造成功能悬

空#即&一个句法成分由于某种原因在所处的语

法位置上失去或减弱了它的结构功能'

#

% 上古

汉语非结构形式&可以'中&以'经常处于功能悬

空状态#在宾语位置上留下空位#即零形式宾语#

但这并不影响句义的理解#因为在前文中可以找

到充当&以'宾语的显性成分#这类显性成分是零

形式宾语的先行词语%

考察发现#上古汉语非结构形式&可以'中

&以'零形式宾语的先行词语有以下几种!

第一#先行词语是名词性成分% 例如!

"*1#鱼不可脱于渊!1国之利器2

(

不可以
E(

视人".老子0第三十六章/#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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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秀芳!)古汉语中介宾位置上的零形回指及其演变*#)当代语言学*"66%年第 5期%

李宗江!)句法成分的功能悬空与语法化*#吴福祥(洪波主编)语法化和语法研究*"一$#商务印书馆 !$$*年版#第 *$6页%



第 !"卷 刘顺!助动词&可以'的词汇化机制和动因

"*%#有1瓦器2

(

而不漏!可以
E(

盛酒

乎) ".韩非子0外储说右上/#

例"*1$先行词语是&国之利器'与&以'的零

形式宾语在同一个小句中,例"*%$先行词语&瓦

器'处于上一个小句中%

当先行词语与&以'的零形式宾语在一个小

句中#先行词语往往是句子的主语#更多的情况是

主语后有停顿% 例如!

"*6# 1七世之庙2

(

!可以
E(

观德%

".今文尚书/#

"5$# 1它山之石2

(

!可以
E(

攻玉%

".诗经0小雅0鹤鸣/#

例"*6$"5$$的&七世之庙'和&他山之石'分

别是句子主语#与谓语之间有停顿#与&以'的零

形式宾语同指%

第二#先行词语是谓词性成分% 例如!

"5"# 梁其胫谓穆子曰*+有货!以

卫身也% 1出货2

(

而可以
E(

免!子何爱

焉),".国语0鲁语/#

"5!#今以为1足民2

(

而可以
E(

治!是

以民为皆知如老聃也% ".韩非子0六

反/#

"5*#然则1小2

(

固不可以
E(

敌大!

1寡2

(

固不可以
E(

敌众!1弱2

(

固不可以
E(

敌强% ".孟子0梁惠王上/#

例"5"$"5!$&以'零形式宾语的先行词语分

别是动词性短语&出货'和&足民'#意思是&拿出

财物'和&使老百姓富足',例"5*$&以'零形式宾

语的先行词语是形容词性成分&小'&寡'&弱'%

我们之所以认为上述例句中&以'后存在零

形式宾语#是因为我们发现这一时期就有谓词性

成分作&以'显性宾语的例子#例如同样在)国语

2鲁语*中发现了下面的例句!

"55#苟如是!则又可以出货而成私

欲乎) ".国语0鲁语下/#

上述例句中#&出货'充当了介词&以'的显性

宾语% 需要指出的是#介词&以'后的谓词性宾语

在语义平面上已经名物化和指称化了%

第三#先行词语是小句形式% 例如!

"5+#若使1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

吾主蒲与屈2

(

!则可以
E(

威民而惧戎!且

旌君伐% ".左传0庄公二十八年/#

"5##故1知足不辱!知止不殆2

(

!可

以
E(

长久% ".道德经0第四十四章/#

当先行词语为小句形式时#&以'既可以分析

为介词#也可以分析助动词&可以'的词内成分%

当分析为介词时#其零形式宾语要理解为小句的

自指意义!

% 如例"5+$ &以'的零形式宾语可以

理解为&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与屈这种

安排'% 但更多的是将其分析为助动词&可以'的

词内成分% 看今人对上面两句的翻译!

"51#如果让太子主管曲沃!又让重

耳(夷吾主管蒲地和二屈!就可以使百姓

畏惧!戎狄害怕!而且可以宣扬国君您的

功绩% "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左

传/第 !1+页!中华书局 !$"!年#

"5%#所以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屈

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带来危险!这样

才可以保持长久% "陈鼓应注译.老子

今注今译/第 !5! 页!商务印书馆!!$$#

年#

上述例句中的&可以'之所以能够重新分析

为助动词#是因为在这样的句法结构中&以'的介

词功能极度弱化#以至于可以不当介词看待%

&以'作为介词#其介词性最好的体现就是其后带

名词性宾语#实现其介词功能,当其后无宾语#但

在前文中能够明确找到与其零形式宾语同指的名

词性成分时#其介词性就有所弱化,当前文中无法

明确找到与其零形式宾语同指的名词性成分#只

能找到用小句叙述的行为#还必须通过转指或自

指的方式与其零形式宾语同指时#&以'的介词性

极度衰减#因为这种形式即违背了宾语在介词后

的规律#也违背了宾语为名词性成分的规律% 在

这种情况下#可以不把&以'当做介词#这样#其所

在的句法结构发生语法化#即谓语前只有助动词

状语#而没有了介词短语状语#&以'只好与&可'

融合#在使用频率的作用下而词汇化%

当上文中找不到与&以'零形式宾语同指的

先行小句时#助动词 &可以' 的词汇化完成%

例如!

"56#夫失其政者!必毒于人!鲁惧

及焉!不可以不恭% ".国语0鲁语/#

+!"

!

朱德熙!)自指和转指111汉语名词化标记的&的(者(所(之'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方言*"6%*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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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

哉),曰*+可%,".孟子0梁惠王上/#

假如将例"56$的&以'当作介词#但上文中根

本找不到与&以'零形式宾语同指的先行词语#因

此#只能将&以'理解为助动词&可以'的词内成

分,例" +$$是问答句#问句用 &可以'#答句用

&可'#可见#&可以'与&可'是等值的%

三3助动词$可以%的词汇化动因

初步考察发现#造成上古汉语非结构形式

&可以'中介词&以'功能悬空的动因大概有两个!

一是介词宾语可不用代词复指而话题化,二是介

词零形式宾语可以用于回指%

!一"上古汉语介词宾语可不用代词复指而

话题化

上古汉语非结构形式&可以'中介词&以'不

用代词复指而话题化与汉语类型有着密切的关

系% _(DXB'SPH'/ 将世界上的语言分为主语优

先型语言和话题优先型语言!

% 曹逢甫"

(徐烈

炯(刘丹青#等对汉语话题的性质(特点(功能(结

构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讨论% 目前#汉语语法理

论学界基本形成共识!认为汉语是一种话题优先

型语言% 刘丹青更是将话题结构列为汉语的显赫

范畴#即&在一种语言中既凸显(又强势的范畴'%

显赫范畴本身语法化程度高#句法功能强#使用频

率高#除了用于该范畴本身的原型功能之外#都被

用来表达其他相邻的甚至有一定距离的语义语用

范畴#即扩展范畴或边缘范畴$

%

话题结构是汉语的显赫结构#很多成分都可

以占据话题位置#主语与话题有一种自然的关联#

典型的主语是施事和话题的重合#

%主语与话题

经常重合自不必说,动词宾语可以通过话题化占

据话题位置,介词宾语也可以通过话题化占据话

题位置#从而形成话题句% 但在介词宾语话题化

上#古今汉语有着明显的差异% 看下面的例句!

"+"#L你可以用这把刀切西瓜%

] 1这把刀2

(

你可以用 1它2

(

切

西瓜%

.

&

1这把刀2

(

你可以用
E(

切西瓜%

从上述例句中可以看出#介词宾语话题化之

后#必须在原介词宾语位置上用代词回指#如例

"+"$]句,否子句子不合法#如例"+"$.句%

上古汉语介词宾语话题化后#可以不在原介

词宾语位置上用代词回指#而用零形式回指%

例如!

"+!# 1它山之石2

(

!可以为错".诗

经0小雅0鹤鸣/#

上述例句也可以说成&可以它山之石为错'#

例"+!$的话题&它山之石'#可以认为是经过了一

个话题化的操作过程而形成的#是将介词&以'的

宾语提到句首#原位置用零形式宾语对其回指%

下面例子中介词&以'功能悬空都是这个原因造

成的%

"+*#詹请往!郑伯弗许!詹固请曰*

+1一臣2

(

可以
E(

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

爱于臣也), ".国语0晋语/#

"+5#1百里之地2

(

可以
E(

取天下!是

不虚!其难者在于人主之知之也".荀子

0王霸/#

例"+*$的&一臣'作为话题#经过了话题化操

作#介词&以'后用零形式宾语进行回指,例"+5$

的&百里之地'可作相同解释%

上述两个例句进行话题化操作的都是名词性

成分#在上古汉语中#谓词性成分(小句也可以进

行话题化操作% 例如!

"++#1厚葬久丧2

(

!实可以
E(

富贫众

寡(定危治乱乎& ".墨子0节用下/#

"+## 1克(伐(怨(欲不行焉2

(

!可

以
E(

为仁矣) ".论语0宪问/#

例"++$的话题&厚葬久丧'是谓词性成分#例

"+#$的话题&克(伐(怨(欲不行焉'是小句%

从这里可以看到#上古汉语的话题结构是非

常强势的表达形式#从某种程度上超过了现代汉

语#因为现代汉语只有动词宾语话题化操作后原

#!"

!

"

#

$

%

_(#RBLMFEH̀ # TL/&ML4XB'SPH'/)=$@F%8-3#< -)+"8! ?#%G-B+),)4B)2,3#4$34%CG/ RBLMFEH̀ )_("E&)$#=$@F%8-3#< -)+"8# È\U'M0!

4.L&ES(.OMEHH#"61##OO5+1

2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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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刘顺!助动词&可以'的词汇化机制和动因

位置可以用零形式回指#绝对不允许介词宾语话

题化操作后原位置用零形式回指#而上古汉语的

某些介词是可以用零形式回指的#除了这里讨论

的介词&以'#还有介词&与'&为'等!

%

!二"介词零形式宾语可以用于回指

介词零形式宾语用于回指指的是与介词零形

式宾语同指的成分"先行词语$已经在前文中出

现#介词以零形式宾语的形式与其同指#先行词语

主要有主语和宾语两种句法位置%

第二#先行词语出现在主语位置上% 例如!

"+1#今1吾子之言2

(

!乱之道也!不

可以
E(

为法% ".左传0成公/#

"+%#1良马2

(

难乘!然可以
E(

任重致

远% ".墨子) 亲士/#

"+6#夫1瓦器2

(

!至贱也!不漏!可

以
E(

盛酒% ".韩非子0外储说/#

"#$#有孺子歌曰*+1沧浪之水2

(

清

兮!可以
E(

濯我缨$1沧浪之水2

(

浊兮!可

以
E(

濯我足%,".孟子0离娄/#

在我们考察的例句中#介词&以'的先行词语

出现主语位置上占绝大部分#或紧承上一句的主

语#如例"+1$"+%$"#$$#也可以中间隔有句子#如

例"+6$中间隔了&"瓦器$不漏'这个小句% 典型

的主语就是话题#是句子的起点#为已知信息#启

后性最为强烈#最便于与介词零形式宾语建立联

系#从而理解零形式宾语的意义%

第一#先行词语出现在宾语位置上% 例如!

"#"#国有1大命2

(

!不可以
E(

告人!

妨其躬身".荀子0臣道/#

"#!#堂鸡公谓昭候曰*+今有1千金

之玉卮2

(

!通而无当!可以
E(

盛水乎),

.韩非子0外储说右上/

"#*#是以为君慎1器与名2

(

!不可

以
E(

假人".左传0昭公/#

先行词语出现在宾语位置上的例句数量不

多#这类例句介词&以'零形式宾语的先行词语主

要以存现动词后的名词性成分出现#基本上是新

信息% 如例"#"$"#!$#也有少部分以一般及物动

词后的名词性成分出现#如例"#*$%

陈平指出!&以上句的主题或者评述部分中

新的信息成分的身分出现的所指对象最容易成为

下句的主题#因而启后性最为强烈%'

"也就是这

类成分最容易提取#后面的零形式成分最容易与

之联系起来#从而理解其所指%

介词&以'的宾语不用代词复指就可以话题

化和其零形式宾语可以用于回指之所以能够实

现#关键在于介词零形式宾语先行词语的可提取

性#受话者很容易将介词零形式宾语与其先行词

联系起来#在语言经济性原则的作用下#&以'的

宾语可以零形式的面貌出现#从而造成其介词功

能悬空%

四3余论

在上古汉语中#&可'和&可以'都是助动词#

但是二者对句式的选择性完全不同#&可'出现在

具有被动意念的句式中#&可以'出现在主动句

中% 这个规律早被学者们发现% 马建忠)马氏文

通*说!&-可.-足.两助动字后% 所续其他动字#

盖有受动之解%'

#王力更是明确指出&可'和&可

以'的两点差异!""$&可'字后面的动词是被动意

义的# &可以'后面的动词是主动意义的, " !$

&可'字后面的动词不能带宾语,而&可以'后面的

动词经常带宾语$

% 遗憾的是#两位前辈均没解

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语言共时平面的功能是历时演变的投影#或

者说#共时平面的差异可以从历时演变中获得解

释% 汉语是话题优先型语言#施事(受事(工具(时

间(地点等诸多语义角色均可以话题化#出现在句

首位置% 考察发现#上古汉语中#&可'作助动词

出现的句子都是对受事进行话题化而形成的受事

话题句% 例如!

"#5#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

朽也% ".论语0公冶长/#

"#+#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

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庄子0知北游/#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荀子

1!"

!

"

#

$

董秀芳!)古汉语中介宾位置上的零形回指及其演变*#)当代语言学*"66%年第 5期%

陈平!)汉语零形回指的话语分析*#)中国语文*"6%1年第 +期%

马建忠!)马氏文通*重印本#商务印书馆 "6%*年版#第 "%*页%

王力!)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 "6%6年版#第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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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劝学/#

"#1#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孟子0梁惠王上/#

上述例句受事话题化后#受事放在谓语动词

前面#句子自然具有被动意义,汉语的受事话题化

之后#原位置一般不允许再出现宾语#这也是

&可'字后面动词不能带宾语的原因%

助动词&可以'来源于&助动词j介词'的非短

语结构形式#其词汇化机制是介词&以'宾语话题

化造成&以'功能悬空#从而造成句法构式的重新

分析#形成助动词&可以'% 可以说#助动词&可

以'词汇化的触动因素是介词&以'宾语的话题

化#从语义角色上看#&以'的宾语角色主要是工

具(方式(对象(原因等#绝不可能是受事% 因此#

助动词&可以'词汇化完成之后#也只能出现在主

动句中#不会出现在被动意义的句式中%

助动词&可以'来源于非结构形式&助动词j

介词'的&可以'#在非结构形式&可以'中#&可'

是助动词#&以'是介词#二者不在同一个层次上#

最后二者粘合在一起词汇化为助动词#其动因在

于介词&以'后不出现显性宾语#造成功能悬空#

从而引起构式语法化#&可'和&以'进而发生重新

分析#词汇化为助动词% 造成上古汉语非结构形

式&可以'中介词&以'功能悬空的动因大概有两

个!一是介词宾语可不用代词复指而话题化,二是

介词零形式宾语可以用于回指% 这些动因都跟汉

语是话题优先型语言有关% 助动词 &可以'和

&可'在上古汉语中有着不同的句式选择性#&可

以'选择主动句#&可'选择被动句#造成这种现象

的原因是话题化的语义成分不同#在&可'出现的

句子中#话题化的语义成分是受事,在&可以'出

现的句子中#话题化的语义成分是工具(方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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