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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税明它耩成判断句的能力强；反之，则携成判断句的能力不

强。“是”耩成的判断句敷舆被韶焉是近指代祠的 “是”的腮数

之比，焉 “是”耩成的判断句敷舆自身敷量的比植，如果 “是”

耩成的判断句敷，在被韶焉是指代祠 “是”的掘敷中估的比植越

高，貌明它的判断性强；反之，别不强。

    上古共有 “兹”“之”“斯”“此”和 “是”一粗五涸近指代

祠，其中 “兹”“之”在商代甲骨 卜龄中就已握出现，特代最早，

戟圃後，作焉指代祠的 “兹”逐渐徙口藉中消失③；“是”“斯”
最早晃於西周金文，峙简稍晚；作篇近指代祠的 “此”是繁随

“是，, “斯，，出现的。如果 “兹”舆 “是”“斯，, “此”是新曹祠的

阴保，它舆 “是”“斯”“此”业存，没有特别之虚；可是，西周

以後出现三涸近指代祠来替换 “兹”就很不寻常。通畿涸近指代

洞畏期业存，其中尤以 “是”“此”共存峙简最是。中外藉言登

，展的糜史告拆我俏，藉言有握酒原则，不可能同特存在雨侗以上

藉羲和藉法功能完全没有差具的祠藉。逗些近指代祠能同峙存

在，一定各有特定戳青或分工，而遏特定的辙青或分工必定反映

它俏各自镯特的藉羲藉法性矍。16部上古文献中，“之”共出现

431抖次，未登现有耩成判断句的例子。“兹”共出现 211次，谨

登现 1例可能礴成了判断句；“斯”共出现 397次，登现有一例

媾成判断句：

        君富朴季氏，而大朴鲁囤，兹降虎所欲倾覆也。”（《左

    傅 ·定公九年》）

        曾子寝疾，病。染正子春坐矜床下，曾元、曾申坐补

    足，童子隅坐而轨蜀。童子曰：“革而脘，大夫之青典？’’ 子

    春曰：“止！”曾子闻之，瞿然曰：“呼！”曰：“革而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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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句的句子内部，j青况可能比较腹雅，“此”榕成的判断句未必

能用 “是”替换；反遏来， “是”礴成的判断句，也未必能用

“此”替换，例如： “知之篇知之，不知篇不知，是知也’，⑤的
“是”就不能用 “此”替换。篇了封 “是”“此”椿成判断句的

情况有一涸碓切的了解，需要捉雨涸方面来考察 “是”“此”槽

成判断句的情况：

    第一，形式方面。熬瑜在古漠藉遗是现代漠藉中，判断句的

情况都具常腹雅，所渭判断句的 “判断”，似乎指藉羲，但育隙

上不是。寅隙上，现代漠藉中，是根檬 “X＋是 ＋丫，遏一形式

来界定判断句的；古代漠藉中，则以雨部分道接粗合的名祠判断

句形式，即 A + B拮礴焉镖率的，其中 A是主藉，B是渭藉。凡

以 A + B拮礴粗合的代祠句，燕输 A是代洞，遗是 B是代祠，都

被韶焉是代祠判断句。“此”抵能在 A 的位置椿成判断句；“是”

别既可在 A 的位置，也可以在 B 的位置榕成判断句，後者即

“·一 是也”形式。因此，封 “是”来蒲，有 “是⋯⋯也”式和
“⋯⋯是也”式。

    第二，藉羲方面。既然判断句形式相同，而 “是”“此”谷卩

不能互相替换，逭貌明 “是”“此”有着不篇人所知的某模差奚。

由於不知到它俏的差具是什麽，而遣恰恰正是我们探求的，因此

需要毅法将存在差具的 “是”“此”句敲析出来，替换法可以莆

助我俏做到通一默。具艘做法是：以 “是”舄参照，凡 “是”

“此”可互相替换的焉一顺，不能替换的焉另一烦。封替换後形

成的雨烦 A + B精礴的句子遭行分析，登现可互相替换的句子主

要表示判断，而不能被 “是”替换的 “此”句主要表示赚述、解

貌。因此，用替换法镬得的育隙是藉羲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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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拣未曹不章，虞、夏、商、周

    是也。（《囤捂 ·郸捂》）

          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漠是也。 （《孟子 ·滕文公
      下》）

        有其育而典其名者，商人是也。（《戟国策 ·秦四》）

        濡需者，豕虱是也。（《获子 ·徐无鬼》）
    2 . “此”判断句

        庖有肥肉，厩有肥．禹，民有机色，野有饿莩，此率默而

    食人也。（《孟子 ·梁惠王上》）

        此小大之辫也。（（获子 ·逍遥进》）

        故未终其天年而中道已夭朴斧斤，此材之患也。（《获子
    ．人 简世》）

        锗侯莫不镶交接怨而不忘其敲 ，伺强大之 简，承强大之

    敝，此强大之殆待也。（《荀子 ·王制》）

        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翰非子 ·

    奸劫拭臣》）

        用兵逾年，未见一城，今坐而得城，此大利也。（《戟因

    策 ·趁一》）

    促艳封敷看， “是”耩成判断句速速高於 “此”。如果促

“是”“此”判断句舆 “是”“此”自身糖敷的比植看，情况也是

追檬。1474亻固礴成判断句的 “是”，估全部 3293涸所猬指代祠

“是”的 44.76% ; 402亻固橇成判断句的 “此”, ｛占全部 2761亻固

“此”的 14 .65％。将糖字敷、艳封敷、比植列表如下：

        上古 A + B式判断句稠查表

藻薪门甲事履厂下碾画颤－ 比值％

科 ．76

  14 . 56

孟一一一卜』
住刀｛作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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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橙充 ·橙器》）

        夫大曹神，升歌 《清廊》，下而管 《象》，朱干玉戚，以

    舞 《大武》，八佾以舞 《大夏》，此天子之柴也。（《橙记 ·祭

      统》）

    以上逼些 “此”判断句的 “此”都不能用 “是”替换。通烦

句子多敷出现於貌明瞪材的文献中，即主要兑於 《公羊傅》《觳

梁傅》《覆韶》《曦覆》《周覆》⑥等，其中 《公羊傅》通烦 “此”

判断句蓬 126例。运些不能用 “是”替换的 “此”判断句表示的

不是判断。它要磨表示的是本磨孩如此，随後繁跟着解释没能如

此的原因，如 《公羊傅》《觳梁傅》中的 “此”句；要麽表示的

是之所以如此的道理或原因，如 《覆韶》《曦覆》《周覆》中的

“此”句。

    徒全部 402涸耩成判断句的 “此”中减去遏 195涸 “此”,

有 207涸 “此”判断句舆 “是”判断句表意功能大致相同。退

207例 “此”判断句，雌然在所表示的意羲上不完全相同，但它

们大都有一涸共同默― 真正表示判断。所猬真正表示判断，就

是燕输封税韶人，遗是黔韶人来耩，疽些 “是”“此”都表示了

一涸具艘的新内容或新信息。例如，“我是成都人”和 “氯化纳

就是薰”退檬的句子，封媳韶人来蒲，是新信息，但封观韶人来

蒲，则不新，如果不再作巡一步逼分，可将遏雨烦句子通稠焉隙

藐句；但貌 “籍口音，你是成都人”则是判断句。就上古的

“是”“此”句来貌，《左傅 ·昭公二十八年》言己伯石始生降，其姑

视之，及堂，背其聱而遗，曰：“是豺狼之臀也”，道顺句子就是

判断；而 《载圃策 ·辑二》言己晶政之姊抱着晶政的尸瞪貌 “此吾

弟，积深井里晶政也”，则不是表示判断。由此可知，上古真正表

示判断和业非表示判断的句子之简，没有形式镖韶，它俏共享同

一藉言形式― A + B句型。而寅隙上，上古 “是”携成的 A + B

句子，抵有桠涸别 （估全部 “是”句的 0 .14%）表示隙貌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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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寅隙上，如果除去 《尚害》《爵握》《左傅》中 “是 V 是 v’ ,

式、“（唯）X是 丫’式中的指代祠 “是”, “是”表示断定的比例

遗要高，可以肯定地貌，如果 “是”焉指代祠，它的主要功能就

是椿成断定句，就是表示断定。

    焉什麽 “是”句主要表示断定，原因瞧敲在 “是”的性臀

上，“是”句高频率的表示断定，表明 “是”有很强的断定功能；

其他近指代祠要磨根本没有道接椿成断定句的能力，要麽椿成断

定句的能力不强。“是”主要用於椿成断定句，焉解释上古 “是”

焉什磨能舆其它近指代祠业存提供了挂索，更焉解释焉什磨是

“是”，而不是 “此”翌展焉判断祠提供了重要依檬。

    〔注释 〕

    ①藉法化理输 （孚朋ullatic应zation）是研究新典藉法手段崖生的烽件和

遇程的理输，在近一二十年登展成熟。主要代表著作有：Heine, Bemd，砚－

rike Claudi, and Friederike Hunnemeyer . 1 99 1 . Cramrnaticallzation: a ConcePtual

Franlework二C址cago: The Unive面 ty of Chicago Press .H叩per, Pa沮J .and皿zaheth

C扬55 Traligott .1 993 .Cralnnltic曲zation．玩ndonC歇nhrid罗 University Press.

  ，②输文稠查的16部上古文献焉：《易袒》《尚害》《爵握》《左傅》《圃
藉》《输藉》《孟子》《驻子》《荀子》《翰非子》《戟圃策》《周覆》《曦覆》

《覆韶》《公羊傅》《敦梁傅》。

    ③篇了不刹躔别的尚题，本文 “是”的查料未包括作指代祠用的
“峙”。封 “之”，有近指代祠和速指代洞雨梗看法，王力 《漠藉史稿》、向

熹 《筒明漠藉史》韶焉 “之”捉甲骨文始就是近指代祠；强玉金在 《甲骨

文虚祠言司典》中，将 “之”看作舆 “兹”相封的速指代祠。
    ④ 《十三粳注疏》：“呼，虚悠之臀。”

    ⑤ 《输藉 ·微子》。

    ⑥ 注：道裹按不能被 “是”替换的 “此”句敷的多少排序。

（肖娅曼 四川大李中文系 部编 61以义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