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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语史专书语法研究丛书：词类研究（繁体版）》是记载春秋末年齐国名相晏婴言行的一部书
。
晏婴与孔子同时，他在当时以及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裹是一个備受尊敬甚至崇拜的人物，影响非常大
。
其事迹常见于先秦典籍。
　　《汉语史专书语法研究丛书：词类研究（繁体版）》由一个个短篇故事组成。
内容多为君臣对话，语言生动活泼，口语性强，刻画人物鲜明。
吴则虞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也可以说是一部最早的‘外傅’‘外史’。
”这样一部长期被忽视的战国中期的文献，作为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材料，当然是十分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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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振武，男，1954年生，198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华业。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一室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从事古代汉语语法、词滙研究，发表论文数十篇。
曾获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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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2 古指称词　　2.2.1 古指称词概念　　这里所谓古指称词，一般语法书称为指示代词或第三人
称代词，它们包括此、是、彼、其、厥、之、诸、若、乃等。
我们不采用指示代词或第三人称代词这样的术语，是因为我们通过《晏子春秋》，发现在整个上古汉
语中，实际上不存在指示代词与第三人称代词的分别。
也就是说，上古汉语用一套代词承担了指示代词和第三身代词两套代词的功能。
而在现代汉语以及印欧语裹，指示代词与第三人称代词是两分的，前者的功能是指别或指别兼称代，
后者的功能则是单纯的称代，两者属于不同的概念。
所以我们把上古汉语这一套代词称为古指称词。
指，含义指别；称，含义称代。
　　古指称词是代词的一种。
与实体名词不同，古指称词没有固定的实义，这是它“虚”的一面。
但是它所称代的对象往往是实的，这又是它“实”的一面。
因此，古指称词的性质祇能由它与它所称代的对象的关系来决定，它自己不能决定自己。
　　古指称词可从多个方面来观察。
从称代关系来看，可分为特指、承指（或曰回指、复指）；从语义功能上看可分为单纯指别、指别兼
称代、单纯称代；从句法功能来看，可以作主语、宾语、定语。
从称代对象的空间位置看，又可分为远指、近指等。
速指用“彼”，近指用“是”“此”。
有的学者则区分为远指（彼）、中指（是）、近指（此）。
关于远指、近指，历来的语法书都多有介绍，我们不再重复。
这里着重讨论《晏子春秋》所提示的上古汉语指示代词与第三身代词不分的问题。
　　特指就是特别指示，常伴以手势或其他动作以示指别，有时近指、远指对举，有时并不对举，祇
是指示一个以别其余，或者说话者心目中有其他个体作为指别的参照。
特指有指别兼称代或单纯指别的作用。
前者一般作主语、宾语；后者一般作定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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