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古 “是”“此”判断句比蛟

肖女亚曼

名言司舆名言司性言司藉不需判断

一
正是由於它自身遣一内在特性登展的精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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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是”“此”出於判断句句首的情况所做的全面羽查⑥，拮
果如下 ：

    “是”在 《左傅》中共出现 837次，其中被公韶焉是指代祠

的 “是”拘 372亻固⑦； “此”豹 242亻固。372亻固公韶的指代洞

“是”中，有 140涸居於判断句句首，钓估被公韶焉指代祠的

“是”的近 37 . 63% ; 242亻固“此”中谨有 10亻固“此”居於判断
句句首，豹估全部 “此”的 4 . 13％ 。

    “是”在 《孟子》中共的出现 256涸，其中公韶的指代祠

“是”的 179亻固； “此”豹 112亻固。追 179亻固公韶指代祠 “是”

中，有 89涸 “是”居於判断句句首，豹估公韶指代祠的 49. 72

% ; 112亻固“此”中，有 6亻固“此”居於判断句句首，拘估全部
“此”的 5 . 36％。

    焉使上面的查料阴保更清楚，我们将上述查料阴保分析焉以

下三涸查料表：

    表二

                        “此”碉查表

                      全部 “JL匕” 判断句首 “此” %

          左傅 242 104 , 13

          孟子 112 6 5. 36

表  三

        “是”稠查表

全部“是” 公韶指代“是”判断句“是” %

左傅

孟子

837

256

37 . 63

49 . 72

促碉查的情况看，“此”居判断句句首的比率非常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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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判断句舆 “此”判断句在性矍上也很不同：“是”主要出於

言箭司性判断句句首，“此”主要出於瞪祠性判断句句首。

    具艘稠查情况如下：

    嗒左》了孟》中 “是”判断句共 229句，其中霜言可性 “是”判

断句 176句，估 “是”判断句的 76 . 86% ；艘祠性判断句 “是”

53句，估 “是”判断句的 23 . 14％ 。“此”判断句共 16句，其

中渭言司性 “此”判断句 l 句，估 “此”判断句的6. 25% ；艘祠
性 “此”判断句 15句，估 “此”判断句的 93 . 75% ，如下表：

    表五

    判断句式 句数 渭言司性 ％ 艘祠性 ％

    “是”句 229 1 76 76 . 86 53 23 . 14

    “此”句 16 1 6 . 25 15 93 . 75

现将 “是”“此”判断句各顺句式攀例如下：

瞪言司性 “是”判断句 ：

    荣季 曰： “死而利 囤，猫或属之 ，况厦玉乎？是真土也 ，而

可以湃饰，将何爱焉？" （《左傅 ·禧公二十八年》）

    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遇也。”（《僖

公三十年》）
    骰之役，晋人既蹄秦 帅，秦大夫及左右皆言补秦伯 曰：“是

效也，孟明之罪也，必投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文公

元年》）

    楚子属属之役故，伐郸。晋部缺救郸，郸伯效楚饰补柳棼。

国人皆喜，唯子良爱曰：“是国之灾也，吾死典日矣。”（《宣公九

年》）

    是家之祸也，非子之遇也。（《襄公二十三年》）

    然明谓子崖 曰： “毁娜校何如？”子崖 曰： “⋯⋯其所善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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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4%，但却比全部 “此”判断句多出畿倍。查料表明：即使

“是”焉舆 “此”性黄完全相同的指代祠，“是”也比 “此”更多

出於判断句句首，“是”也更多的舆判断粉繁在一起。

    言胃言司性 “是”判断句例：
    楚、郸方恶，而使余往，是投余也。（《左傅 ·襄公二九年》）

    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属肾，使主社稷，若弃德不镶，

是磨先君之率也。”（《隐公三年》）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又求其育剑。叔曰：“是典

康也。”（《桓公十年》）
    今男女同赞，是冉别也。（《获公二十四年》）

    虢公效戎朴桑田。晋 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降不灌，而

又有功，是天牵之琴，而益其疾也。”（《禧公二年》）

    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颖也。（《僖公二十

四年》）
    ·⋯，’及楚投子玉，公喜而后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

晋再克而楚再效也。（《宣公十二年》）

    冬，藏宣叔令修赋缮完、具守情，曰 : “香、楚结好，我新

典晋盟，晋、楚争盟，香师必至。雏晋人伐杳，楚必救之，是

香、楚同我也

    师有功 ，

也，故不敢。

  （《成公元年》）
国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属耳目焉，是代钟受名

（《成公二年》）

    街唯信晋 ，

公六年》）

    君命典贰，

寡君不得事君也

故师在其郊而不段情。若囊之，是弃信也。（《成

失信不立。橙典加货，事典二成。君後锗侯，是

君暗侈而克献，

《成公八年》）

是天益其疾也。（《成公十七年》）
  劳师朴戎 ，而楚伐 味，必 弗能救 ，是 弃 味也 ，锗 革 必叛 。

《襄公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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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堕成，香人必至朴北阴。且成，孟氏之保障也，典成，是典

孟氏也。（《定公十二年》）

    香高强曰： “三折肱知属 良警。唯伐君 属不可，民弗典也 。

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盔克也。克之 ，君将锥典？若先

伐君，是使睦也。”（《定公十三年》）

    范、中行 氏雄信属乱，安朴刖登之 ，是安朴典谋 乱也。（《定

公十四年》）

    吴将伐香，越子率其泉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错路。吴人

皆喜，惟子胥灌，曰：“是豢吴也夫！” 《哀公十一年》）

    ⋯⋯今君命逆使人曰：“典以屁造朴阴。”是我寡君之命委朴

草莽也。（《哀公十五年》）
    盗绒之 矢若僵君 ，是绝民望也。⋯⋯国人望君如望咸焉，日

日以线。若兄君面，是得艾也。（《哀公十六年》）

    公宴矜五梧，武伯焉祝，恶郭重，曰： “何肥也！”⋯⋯公

曰：“是食言多矣，能典肥乎？" （《哀公二十五年》）

    谷典点鳌不可腾食 ，林木不可膝 用，是使 民餐 生丧死典憾

也。（《孟子 ·梁惠王上》）

    挟太山以超北海，捂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焉长者

折枝，捂人曰，“我不能。”是不属也，非不能也。（《梁惠王上》）

    若民，刖典恒崖，因典恒心。苟典恒心，放辟邪侈典不属

已。及陷补罪，然後提而刑之，是罔民也。（《梁惠王上》）

    天下固畏香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勤天下之兵

也。（《梁惠王下》）

    凶年俄咸，君之民老弱搏乎涛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线千

人矣；而君之含凛膏，府庳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

（《梁惠王下》）

    今囤家明暇，及是待，般染怠敖，是自求祸也。（《公拣丑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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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志朴仁 ，而求属之 强戟 ，是辅桀也。（《告子下》）

    俄者甘食，渴者甘钦，是未得钦食之正也，俄渴害之也。

（《盔心上》）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补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

有道，得之有命，是求冉益朴得也，求在外者也。（《宜心上》）

言胃言司性 “此”判断句：

    庖有肥肉，厩有肥岛，民有俄色，野有饿羊，此率默而食人

也。（《孟子 ·梁惠王上》）

    如用 A 代表 “是”判断句的主流形式 （言胃祠性猬藉判断

句），以 B代表 “此”判断句的主流形式 （艘洞性渭韶判断句）;

以 A代表 “是”判断句的非主要形式 （艘祠性谓韶判断句），以

断弋表 “此”判断句的非主流形式 （言胃祠性谓韶判断句），上述

四烦形式大致的百分比焉：

    表六

        频 型 百分比 （豹）

        A ⋯⋯，是弃信也 。 77%

        A’． ··⋯，是寡人之遇也。 23%

        B．··⋯，此人爵也。 94%

        B’⋯⋯，此率默而食人也。 6%

    以上敷搏和例句表明：居霜言司性判断句句首的基本上都焉
“是”, “此”基本不出於猬言司性判断句句首；“是”主要同猬言可性

祠韶拮合礴成猬言司性判断句，“此”一般不舆霜言司性祠韶椿成霜

言司性判断句。 ｛

    如将全部的猬言司性 “是”“此”判断句作一比较，遏一差别

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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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言胃言司性 “是”“此”

糖句敷

  177

句型

“是”句

“此”句

判断句封比表

  句数

  176

    l

99 . 43

0 . 57

    全部言箭可性判断句中，“此”判断句所估比例不到 1%；而

“是”判断句则估到 99％以上，遏充分貌明：“此”基本没有道

接舆渭言司性祠藉椿成判断句的能力，而 “是”舆渭言可性洞藉道接

椿成判断句的能力则很强。

    由此可冕，居於判断句句首的 “是”、“此”，表面上看来位

置相同，寅隙上并不相同。“此”的榷是居於主藉的位置，就如

“舜，人也”的名祠 “舜”是居於主藉位置一檬，其性臀也同

“舜”一檬是一涸艘祠性祠藉，是一涸钝粹的指代祠。但 “是”

却不同，“是”主要出於渭言司性祠藉前，遏一位置非常特别，逗

既是主韶的位置，也是保洞的位置，即王力先生所貌的 “主韶和

渭藉的中简”位置。既然通檬，“是”有没有可能寅隙是同峙估

朦着主藉和保祠雨涸位置。也就是貌，遥顺 “是”寅隙既有指代

性，又具判断性。

    如果我们把同峙具有指代性和判断性看作 “是”的内在特

性，薛多疑靴尚题就可迎刃而解。由於 “是”具有指代功能和判

断功能，同峙占朦着主藉和保祠的位置，所以它可以舆後面的渭

祠性祠藉椿成猬言司性判断句；正由於它的判断功能，在它前面出

现主藉和副祠状藉就自然而然，也正因此，它後来在中古叠展焉

判代祠。“是”之所以叠展焉判代祠，可能是它内在的判断性登
展 、指代性蜕化 的拮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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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输藉 ·焉政》。

②王力：《漠藉史稿》，第 353真，科李出版社 1958年版 ；《漠藉藉法

  史》，第 194真，商移印害能 1989年版。
③ 《覆言己·孔子简居》。

④ 《孟子 ·雕妻下》。
⑤以下敷橡以及後面未注明来源的数檬来自：（一）尹小林主持研制的

  《圃擎育典》（2田1年 3 月版）光雌敷檬库；（二）北大樱宇烈先生收

  集整理的光嫉敷檬库 （2仪刃年 9 月版）。雕然道些数檬不一定精榷 ，

  但可以反映出碉查字的概率，因此不影譬我们的拮输。

⑥杭豁方式：同一句子被引用不再重腹豁入；“是所以”、“此所以”和

  “是所渭”、“此所渭”等涉及其他简题，也不舒入 “是”“此”判断

  句敷。

⑦道裹貌 “公韶”，是因篇一些形式中的 “是”是否焉指代祠尚存争

  藏，如 “唯余焉首是瞻”中的 “是”是否焉擅指代祠就有不同意晃。
  遣一敷檬包括 “祸福之至 ，不是遇也”（《春秋左傅 ·哀公六年》）一

  鞭否定句前置的 “是”，但不包含下面三幢情况中的 “是”: （一）用

  作速祠、介祠的固定拮耩 “是以”、“是故”、“因是”、“以是”、“是

  则”等中的 “是”; （二） “唯余焉首是瞻”一颊句式中的 “是”;
  （三）《左傅》引 《爵握》之前的文献中的 “是”。

⑧本文 “是”判断句均指 “是”居句首的判断句，不含 “是也”句。

⑨参晃拙文 《＜输藉＞後擅判断句句首 “是”的性臀》，《漠藉史研究集

  刊》第四辑，巴蜀害社，2加1年 9月。

                    （肖娅曼 四川大李中文系 郊编 61(X又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