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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Yǒu 有 and Wú 無 Aren’t Indefinite Pronouns 
 in Ancient Chinese

Lin 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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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re are indefinite pronouns in ancient Chinese, which means 
“someone, something”, or “none, nothing”, like Mò 莫 and Huò.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yǒu 有 and wú 無, the originally existential verbs, also converted to indefinite pro-
nouns in pre-Qin Dynasty. By describing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the related construc-
tions of yǒu 有 and wú 無,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verbs yǒu 有 and wú 無 cannot 
derive the usage of pronouns. Then, by reductive fallacy, assuming that yǒu 有 and wú 無 
can be used as indefinite pronoun, it will face some problems, such as how to differentiate 
the word-classes between verbs and indefinite pronouns, the divergence of referent, and 
the contradiction with the definite reference. Finally, double negation constructions can-
not prove that wú 無 and other negative existential verbs are indefinite pronouns. In a 
word, in ancient Chinese, yǒu 有 and wú 無 aren’t indefinite pronouns. They are positive/
negative existential verbs, indicating whether an action or event exists or not. When yǒu 
有 and wú 無 are followed by VP, VP is referentialized, as the object of verbs yǒu 有 and 
wú 無.

Key words: Indefinite Pronouns, Negatives, Yǒu 有, Wú 無, Existential V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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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國國��科基金重大項目“�典語��中國�”（項目��：20&ZD304）��助。��
�作��中，���朱冠明、�江�、�玉�、邵永�、�洪�、萬群、��洵等前�學者���指正，
�此����，�中�漏，�由作者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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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無 /�”為無指代���點
一��為上古漢語���無指代詞（��無�代詞）�一詞性，�示“（沒）

有人 /物”，典型�是“莫”“或”。有學者�一��為�早為動詞�“有”“無”（�
�“�”“�”“�”）也�先����了無指代詞�用�。
�武�玉（2006a: 108–111）、王利�（2009），學���：“有”“�”自甲⻣

�時期���，�早都是�示���否�動詞。“有”“�”��僅可� NP，�可
�� VP時，此時是否已�成為副詞，學�頗有�議。��喻�生（2002: 57–64）
�為“�”、���（2015）�為“有”已��現了副詞用�。���（1992: 24）
則�為�面� VP可��為動詞“�”��語。��可���武�玉（2006a: 108–
109、2006b）、武�玉、�浩（2013）等相���。甲⻣�時期“無”�形只�示“�”
一詞，但��周金�中已然作為否�動詞�現，�“�”用�基�相同、並漸漸�
代“�”。
�了�傳���為主���戰國時期，《馬���》�早提�“有”“無”有�

指代詞�用�，����二“指示代�二��”（1954: 97）：“〔又���列傳〕項
王��無�殘滅者。⸺＜無＞者，項王����，無一����殘滅也。……〔孟
告�〕二王我�有���。⸺＜有＞者二王中有一也。�上���指代�，��
�子者。”1����有學者��（或者只針對“有”“無”其一，或一併��），�
��榮（1981）、�玉珂（1983）、朱�琦（1984、1985）、��君（1991）、�其�
（1992）、�石青（1996）、楊伯�、何�士（2001: 157–160）、�有國（2002: 228–
2422、2015）、潘玉坤（2015）、董��、郝琦（2019）、楊��、潘玉坤（2020）等。
相對�“有”��，人們往往更易�承�“無”為無指代詞 3。

學者往往��几例“有”“無”為典型�無指代詞用�：

（1）  城�，�人�，有
4

�登丘�呼曰：“�有�！”（《左傳・僖�十�年》）

（2）   ��有
4

�夢負��登�，�日中，負�����，���殉。（《左傳・成
�十年》）

（3）  三年�王二月，己巳，日有
4

��。（《���・��三年》）

1  又《馬���・同動助動》：“凡�人物�有無，�有止詞�無�詞，�指代��内，〈有〉〈無〉��
或��代�者，�其�指某人故�。��〈有〉〈無〉��列�同動，故類��。”但是�“有”為無指
代詞��學者���前人研�時或�為《馬���》沒有提�，�朱�琦（1984）、李璐、曹�（2022）。
2  ���為“指代性動詞”，�有代詞性、又有動詞性。
3  ��楊伯�（1981: 293）、楊伯�、何�士（2001: 159）�為“有”作“或”����指�某人。�
���，�乎並��為�種用�是“有”����有。��書都�為“無”是無指代詞。另可��朱�
琦（1984）、�其�（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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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自七十�上，無
4

���也，時加�珍�。（《左傳・��十�年》）

（5）  ��子，�人無
4

���，���河。（《左傳・��十一年》）

（6）  相人��，無
4

�季相。（《史�・���》）

“有”�指�為無指代詞�����主�是�“或”“莫”句�語義相�、常常
��對�（例 7）或有��、注�（例 8）��。

（7）  有
4

��，有
4

見�，��有
4

�莫
4

��，莫
4

�見，���
4

。（《墨子・非命中》）

（8）   “或”者，《�子》“�其�或
4

�正��”，《史�・���》作“��有
4

�政，
����”�《洪範》“無有

4

作�”，《吕���・貴�》�作“無或
4

作�”，
��注�：“或

4

，有
4

也。”《��・�保》�“無�爾或
4

承”，鄭箋�：“或
4

��有
4 4 4

也。”（《����・��上》）

�“有”為無指代詞�����括“有 VP”�“有 VP者”�者語義等價，
有��替�、注���（例 9），�明“有（＋ VP）”��了“者”�代詞��。

（9）   ���曰，事有�可知者，有�可�知者；有
4

�可�者，有
4 4

�可��者
4

。（《戰
國策・�策�》）

  物有
4

�可�，或有
4

�可��。（《史�・��子列傳》）

�“無”�指�為無指代詞���主����“莫”一樣語義上�周�性全量
否�，常��“� /非”等否�副詞構成�重否�。
�對���自然也有，�于��（1980）、��（1986）、蘇��（1988）、大

�克也（1989）4、��國、���（1996）、�國光（2002: 94–104）等。���同
�些學者對“有”“無”無指代詞��駁斥：“有 /無 VP”中 VP�生指��，作
動詞“有 /無”��語，且可�用“�”�指。�“有 VP”�“有 VP者”語義
上等價���明�句�上“有（＋ VP）”�有“者”�代詞作用。�上是從共時平
面�⻆�。蘇��（1988）更�查“有 VP者”�《尚書》《�語》《孟子》中�例
��，����構��、故“有 VP”�可�來自“者”��略���。��同樣
採�歷時⻆�，���查可���為無指代詞“有”“無”來��相�句式�歷時
��，��動詞“有”“無”�可����代詞�用�。
����明�一點是，“有（����合�三等上�）”�“或（����合�

4  作者�附注 4中提��對�“無”�為“無指代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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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短�）”，“無（明�魚�合�三等平�）”�“莫（明���開�一等短�）”，
上古�十�相�，��可�����同���。那�有沒有可���為無指代詞�
“有 /無”是“或 /莫”�假借呢�事�上，除了楊伯�（1981: 293）、楊伯�、何
�士（2001: 159）中�“有”�為“或”�假借�，其��無指代詞�者，基�都�
為���“有 /無”����用，�����假問題。�是�為��學者���榮
（1981）、�有國（2002: 240–241）等都注��“有 /無”作無指代詞�“或 /莫”並
�相同，�現��者只�指代�事，�前者除�事��可�指代受事，�例 5、425。
楊��、潘玉坤（2020）���測“莫”�無指代詞用�來自�假，並�“�、無”
有�。��，��是否�無指代詞�點，學�都�同��例 1-6�“有 /無＋ VP”
是���用。

2．無指代�“有 /無”從何�來�
�然，假�“有 /無”�無指代詞用�成�，也是來自動詞用�並晚�。那�

����答：�個代詞用���是��形成��但目前�種����並��。�玉
珂（1983）�為“有 VP者”�略“者”，形成了“有”�代詞用�。�有國（2015: 
318）提�沒有大主語�“有 /無＋ NP（兼語）＋ VP”中，兼語�略或移�，�
�“有 /無”轉�為代詞。此�，�有國（2002: 233–236）�然沒有對無指代詞用
��來�加��明，但提�“有 /無（＋ VP）”或��了一個�詞、相當�“有 /
無＋ NP（兼語）＋ VP”，或��了“�”，或��了“者”。
��上���，學者們是找��“有 /無＋ VP”語義等義�其他���構，

�����者�衍���。�些��格式中無���了一個�詞性成�（兼語）或
�詞�標�（“者”），�無指代詞�“有 /無”�來自�些�詞性成�或�詞�標
���略���。那�合理��，�些��格式���生�前，�無指代詞“有 /
無（＋ VP）”��。
但是事��然相�。

2.1　“有 /無＋ VP”���情況
甲⻣�時期“有 /無”便可����� VP。�此帶來了“有 /無”是否已有

副詞用����。相�例句有（例 10轉�自喻�生（2002: 57–64）、例 11、12自
���（2015））：

5  �楊伯�、何�士（2001: 160）則提�“有”作“或”用�見����前。��者��同點，��“有”
前沒有先行詞，�“或”前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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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貞：���
4

�我�（《甲⻣�合�》2095。“��我”�“��我”）

（11）  戊午�，貞，��，�有�
4 4

。（《甲⻣�合�》6947）

（12） 貞，�北，史有��
4 4 4

。（《甲⻣�合�》00914正）

��“有�”�“有��”，���為前者“�”轉指“�����物”、“有”
是動詞，�者�“��”則��示動作�未�生指��、“有”是肯�事物��或
�生�副詞。���為，�例中“有”都是動詞，“�”�“��”都是行為動作
自指�，�示“有��（�人）（�件事）”。
�武�玉、�浩（2013），�周金�中“有 VP”同樣�見，；VP可�是光杆動

詞、�中、動�、��、�動、並列；�見主��構（�“有”�兼語式）。��喻
�生（2002: 62）、武�玉（2006b）、王利�（2009）�我們��查 6，“� /無 VP”中，
“VP”往往�是簡單動詞，其�是動�（�括“助動詞＋ VP”）、�中（“� /�
VP”），��。同樣�見主��構（�“無”�兼語式），但�例�乎可���一�：

（13）  萬�（�）��，��自�
4 4 4 4

，��（�），同�（�）�利。（�王朱句�
（�利�、吴王�）铭，《�周金��成》171）

曹錦�（1996: 91）注：“��”，�無�。此句��沒有自�面�上面（君王）
帶來��。“自�”�然是對“�”��明，此例是否��為“無”�兼語式�早
��例，�是�為“自�”為�語��，�有��者賜教。
�了先��傳���。《��》，�向熹（1987: 333、335），“有＋ adj”有 116例、

“有＋ v”7例。��“無＋ VP”��量，類�“大夫夙�，�使君劳。（《�風・
碩人》）”有�種理��可�性，�事�陳�（沒有（人）使國君操勞）或是�禁�
�情�語氣（��使國君操勞），�為上��語�有�，故暫���。�我們��，
《左傳》（�括《���》）中“有＋ VP”��有 171例，�掉重��（�“日有�
�”），也��有 120例。�“��”，是�為�果��對�動兼類（�未��“有
�（��）”）��詞�（未��“有�利”等）��制，“有 VP”��量�大大�
�。只�示事�陳���帶禁�語氣主�情��“無＋ VP”也��有 132例。值
��明�是，�����中，為“有 /無”��光杆成����動詞類���一個
���標�，是十����。�個����是有主�性�，��：

（14） ��大�賂�，�、陳、鄭�有賂
4 4

，故�相��。（《左傳・��二年》）

6  ���用金�語料�來自“先�甲⻣金�簡�詞��”，��《�周金��成》、《���周青銅器銘
�暨器���》，� 2005年�前�土�青銅銘�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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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看“賂”可�是�詞，但此�“有賂”�可��前�“賂�”�一事件
呼�，且“�、陳、鄭”都是���物�對�，�此��“有賂”是指“有���
物”�非“有�物”；故�為“有＋ VP”中。

2.2　“有 /無＋ NP兼�＋ VP”���情況
先�“有”�兼語式。��鄭��（1996）、�鳳�（2002）、�玉金（2001: 

109）7、���（2015: 61），“有”�兼語式早�甲⻣���現了，但�其�見。可
��用例只有：有�大星並�。（《甲⻣�合�》11503。有大��星���星嗎�）
��周金�中，武�玉、�浩（2013）未提�“有＋ VP”中 VP可�是主�

�構，�未�現“有”�兼語式。�王�軍（2003: 165），“有”�兼語式是�先�
��現� 8。�：

（15） 有���，吉士��。（《�・召�・野有��》）

（16） �七月，有��于�。（《左傳・��三十二年》）

�我們��，《��》中“有”�兼語式，重�疊唱�只算 1���，那��
式⸺�一個句��（例 15）⸺有 21例 9，�果算上�式⸺��句間（例 17）
⸺則可�再� 5例左右 10：

（17）  �有�泉，����。（《�・�風・�風》）|君子有酒，旨且�。（《�・
��・魚�》）

���明�是，��我們並�����“有”��個義項：��有、�人物為
�有者作主語，���現、無主語或�時地為�有者作主語，�為�胡敕�（2017），
��個義項�“有”�句����、���同；��大�克也（2011），��有�“有”
�句�生了��現� 11。

�我們��，《左傳》中“有”�兼語式有 61例左右，�括�有��現：

7  �書� 109页指�兼語短語有一例“有�大星並�”，但� 229页“兼语句”�后说甲⻣�只有使�
�兼语句�無“有 /無”兼語句。
8  但是王�軍（2003: 167）�从李佐丰（1994: 148）���，�為����“有＋主谓”�“有”�兼
语，��“有”��否�前��词�间�顿、“有”��否脱落。但我們�為��種���無��且�
式無�，“有＋主�”�“有”�兼語式。
9  向熹（1987: 334）认为“有命��”“有命自�”�“有”是词头，我們�為可���兼語式，�為“命”
�是專�。
10  �“左右”是�為有些例子���格算兼語句，但�構十�相�：乐彼�园，�有树�，其�维�。（《�
�・�鳴》）
11  也有�然相���點，可��大�克也（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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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仲子生�有��其手
4 4 4 4 4

，曰�魯夫人。（《左傳・��元年》）

（19） 古人有�曰
4 4 4

“知�莫若君”。（《左傳・僖�七年》）

（20） ��，�有��牛。
4 4 4 4

（《左傳・僖�三十二年》，此例“�”�前�可�開）

�果算上�式，則用例�更�：

（21） 昔�鴻�有��子，掩義��，�行��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左傳・��十�年》）

（22） 有�����，其�有��，學擾�于���
4 4 4 4 4 4 4 4 4 4

。（《左傳・昭�二十九年》）

再看否��“無”�兼語式。王�軍（2003: 179–180）�為晚�、���例�
早�中古：

（23） 其中無物���
4 4 4 4 4

。（《�衡・��》）

（24）  �無人開門
4 4 4 4

。（《大�便����・�品�七》，����������� 12）

�我們��，�周金�除了例 13“��自�”一例���性，沒有“� /無”�
兼語式。�先�時期有些例子“無”��了主��構，但未�都可��性為兼語式 13：

（25）  �、��易，無人��
4 4 4 4

。（《左傳・僖�七年》）|無草��，無���。（《�・
��・谷風》）

（26）  無日������門
4 4 4 4 4 4 4 4 4

。（《左傳・��十�年》，�玉成�：沒有一���
�����大門。）|�朝�間，無���

4 4 4 4

，無��從。（《左傳・��
二十二年》）

（27）  �我�人，無人�我
4 4 4 4

。（《左傳・��十二年》，��：�可我們���人，
���人��我們。）

（28） 無��善��人
4 4 4 4 4 4 4

，無刑已��呼�
4 4 4 4 4 4 4

。（《荀子・�行》）

12  ��史光�，《從語�⻆�看〈大�便����〉�翻�時代》，《古漢語研�》2009年� 3期，44–50。
�一�、�列�，《從�教詞語��〈大�便����〉�時代》，《浙江大學學�（人��會科學�）》
2012年� 3期，139–147。
13  ��主��查了《��》《尚書》《左傳》《國語》《�語》《孟子》《老子》《�子》《荀子》《�非子》《呂
���》《戰國策》《�羊傳》《��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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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主，……��其國，無��大�
4 4 4 4 4

，何����（《左傳・��三十年》）

（30）  �人���也，無�人��，無�人��，則�無人�
4 4 4

，無人�則��人，
故曰：“�行����。”（《�非子・�老》）14

（31）  �士�其大門，則無人門�
4 4 4 4

者，�其閨，則無人閨�者�上其堂，則無人
�。（《�羊傳・���年》）

例 25、26其���同一構式“無＋ N＋�＋ VP”，其�義是“� N� VP”、
��重否��肯�且�有周�義，往往是��人�一種�括性��。其中��詞可
�是�事主語�例 25，也可�是�格�語、�例 26為時間。��“無�� VP”
也���個構式、其中�“�”從其�義看����語。�早見�《��》��構
式��早見�金��“NP�（無）＋�（�）VP”語義、形式都�相�，前者�
可�是由�者���來，���者�������有��一�研�。��，例 25、
26��當�為“無”�兼語式。
�例 27也���為兼語式，��“� X無 Y”也是一種固�搭配，�示“�

可 X，也�� Y”且 X、Y��詞上往往有�重�，��《戰國策・�策�》：“�
吾�也，��三城��，無危咸陽��也。”��例 28，也���為兼語式，�為“無”
�� VP是一個“��”���並列�構，�前項恰�為主��構�已。
��，�正�“無”�兼語式�可�只有 29、30、31� 3例�已。�“無”

�兼語式���先��沒有�正���來。

2.3　“有 /無＋（VP者）”“有 /無＋（�＋ VP）”���情況
�構助詞“者”“�”��生都��晚。
���一�（2012: 7）、李�征（2012: 163–164），�構助詞“者”�早�現

�《尚書》1例、《��》60例；金�中則是��戰國時期��現，�《中�王�》
“昔者”。

�我們�查，�構助詞“�”�早�現�《尚書》5例、《��》42例；金�
中同樣����戰國時期�金�中��現，�《王子午�》“命（�）尹子���
���（�）”。��構助詞“攸”��周金�中已�現，但�此 1例 15：

14  �例�“人�”也可�理�為�中�構“（他）人��”。類��有《�子 ·��》：“故知��者，無
��，無人非，無物�，無⻤責。”�《�子 ·��》：“故無�災，無物�，無人非，無⻤責。”�“無
��”為例，可��析“��”為�語前�����構、或�析為“���”��中�構。“無物�”，
可��析為兼語式“無＋物＋�”，也可��析“物�”為“物��”��中�構。���《��》中“無
�災”�對�格式，我們�一�《�子》例都�析成�中�構。
15  ��永�（2017），�有 1例是《曶�銘》：“余無卣��正（足）（�）”。但是�馬承�（1988: 170），“卣”
同“由”，�“我無從�����全��（�）”�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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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敬�，��（攸）�
4 4 4

。（班�，《�成》4341）

�我們��，“有＋（VP者）”�《��》中有 5例（�掉重�用例�），且都
是“有＋ adj＋者＋ n”、都�自《�》。“有＋（VP者）”《左傳》21例。“無＋ VP者”
則《��》0例、《左傳》1例。

（33）  有�者
4 4 4

�，��淠淠。（《��・��》，�傳：�，�貌。淠淠，�也。）
|�是����刑，有�踊者

4 4 4 4

。（《左傳・昭�三年》）

（34） ���相，�敬��，�無�者。（《左傳・昭�三年》）

“有＋� VP”�《��》0例，《左傳》17例。“無＋� VP”《��》0例（但有“�
� VP”8例），《左傳》32例。

（35） �國�政�有��
4 4 4

，未���，�未�也。（《左傳・��二十九年》）

（36）  �成���，無���
4 4 4 4

，����。（《左傳・��十�年》）|自�徂東，
����
4 4 4 4

�（《大�・桑柔》）

�上，�“有 /無＋ VP”有語義等價���相����構可��為��：16

� 1　“有 /無＋VP”�相����構用例�量��

甲⻣� 金� 《��》《左傳》

有＋VP + + +（《左》120）

無 /�＋VP + + +（《左》132）

有＋NP＋VP（兼語式） 1 0 《�》21，《左》61

無＋NP＋VP（兼語式） 0 1�（��自�） 《�》0，《左》0

有＋（VP者） 0 0 《�》5，《左》21

無＋（VP者） 0 0 《�》0，《左》1

有＋� VP 0 0 《�》0，《左》17

無＋� VP 0 0（��（攸）�） 《�》（0/8）16，《左》32

�明����掉重�用例。“＋”�示�量�、占主�，��勞�����值。

�明�，從歷時來��用例�量看，“有 /無”兼語式、“者”��構、“�”
��構��都是����戰國�開���使用，���可��其��伊�����

16  《��》中�然沒有“無� VP”，但有“�� VP”8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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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指代詞“有 /無（＋ VP）”。當然，�無指代詞�者，或�並��為《��》《左傳》
中�有�“有 /無＋ VP”都是無指代詞，但�“有 /無”�可�指代�事也可�
指代受事、可�指人也可�指物��點，大��“有 /無＋ VP”都�做�代詞��，
�此��������問題是��“有 /無＋ VP”中“有 /無”詞性，�一點�
� 3.1�會��。
從�構����，“有”兼語式、“有 /無＋ VP者”、“有 /無＋� VP”也�可

��生無指代詞。�一，對“有”�兼語式��，“有”��兼語是否可�移��“有”
�前或�略�“有”��有�是�現往往是�可�，�此“有”��兼語�詞�可
�自由地移��“有”�前。且“有”�兼語式往往有���作用，其�兼語�詞
往往是語�中首����人或事物，更�可����略。�果�“有”��略�是
“人”��，為何《左傳》《��》��更早�語料中��沒有“有＋人＋ VP”�
兼語式呢��二，“有 /無＋ VP者”中“者”��落或�略也�可�使“有 /無”
�生無指代詞�用�。�為“者”���是使 VP�指�性��、�“有 /無”�
�無� 17。�“有 /無＋� VP”也是同樣��理，“�”������是其�� VP，
沒有大量用例支�，“�”�“有 /無”�合�可�性��。
��，無指代詞�者����語義上“有 /無＋ VP”或相當�“有 /無�

VP”、或相當�“有 /無 VP者”、或相當�“有 /無＋ NP兼語＋ VP”，�是事�。
�何����來��詞性成���無指代詞�者��乎�� 3種��：

1、�為先有帶�詞性成��相��構，�有代詞“有 /無＋ VP”。��有國
（2015）、�玉珂（1983）。�是照�了“有 /無”詞性：動詞＞代詞���順�，
但��一��现�语�发�事�相矛盾。

2、�為先有代詞�“有 /無＋ VP”，����了帶�詞性成��相��構（“有
/無”為動詞）。��有國（2002: 235、237）�為“有 /無”�指代��為“者”
��代替。相當�“有 /無”�歷了動詞＞無指代詞（“有 /無＋ VP”）＞動詞（“有
/無＋ VP＋者”）���。照�了相��構��生順�，�牲了“有 /無”�詞性
�生�合理性。

3、�為“者”是語氣詞。�“有 /無＋（VP者）”中“有 /無”��可�是
無指代詞。�朱�琦（1984、1985）、潘玉坤（2015）。�是照�了“有 /無”�詞
性�生�相��構��生順�，�牲了“者”�作為�詞�標� /�構助詞��一
性�“有 /無＋（VP者）”�����。

可見無指代詞���也�點無��一，且無����一種���式，都�面�
或來自歷時�語�事�、或共時�語���性��戰，����從。

17  再者，�玉珂（1983）提��“者”��略�件都是個例（其可�性��也值�質疑），�足�上升
為規律使一個�構��某個詞�詞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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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指代詞��問題用指��理�可���圓���決。“有 /無＋ VP”�“有
/無＋� VP”“有 /無＋ VP者”“有 /無＋ NP兼語＋ VP”，其中“有 /無”�“VP”
�詞性詞義都沒有�生��。只��前者� VP�生了無標�指��，�指�標�
�現為�三者。

我們��點是，�漢語早期，甲⻣�、金���上古漢語時期，漢語詞類中�
動兼類��無標�指���現�十�普����，�“有 /無＋ NP”＞“有 /無
＋ V”＞“有 /無 VP”。“有 /無＋ VP”其�是“有 /無＋ NP”自然�然����
�，�早 VP往往是一些簡單�光杆動詞、可�用�動兼類來��；��� VP漸
漸���，正可�用無標�指���理�來��。
此�，無指代詞���只�負責“有 /無＋ VP”�一種格式，�其�理為主

��構。�指���理�����更��“VP＋ VP”、�理為動���，且�種
現�一�為現漢�承�、符合�語者�語�，��例“�成列”���助任何指�
標�便�生了轉指“沒有成列�軍�”（����（1986））：

（37） �人��國��，�鼓�成列
4 4 4

。（《左傳・僖�二十二年》）

�一����，�“有 /無”�為無指代詞��面�更���戰。

3．“有 /無”無指代��帶來�問題
��共時�面上，�果為“有 /無”��一個無指代詞詞性，�面���問題：

1）���普��動詞（或副詞）用�相��。2）指代對��生�歧。3）無指代
詞�指��對��前�已��現等指�上�矛盾。前�個問題“有”“無”都會面對，
�三個問題目前看只有“有”�有。

3.1　�性��標��明
我们已���動詞“有 /無”�可�從晚��兼語式、�“者”或“�”��

構�格式中���代詞�詞性。那�無指代詞“有 /無（＋ VP）”�果����，
也只可�是從動詞“有 /無（＋ VP）”中���來。但是�個���件，�質上�
是“有 /無”�代詞 VS動詞 /副詞�詞性�類標�，是否�����18

18  �有國（2015: 320）只提�“無”�代詞 -副詞����式為�指��詞是個��是群�。�玉珂（1983）
�然描�了“有代詞”�現�句式且����現于 NP（�括“VP者”）�前，但是沒有��“有＋VP”
是否可�為動詞或副詞，���者���標�。����學者�提議更���可操作性。��榮（1981）
提�看“有 /無”���成��句�����是否指代行為��事�受事等。朱�琦（1984、1985）、
�其�（1992）、潘玉坤（2015）都是�類�例、�語���“有 VP者”中“有”是動詞�是代詞，沒
有對“有（＋VP）”�何��詞性加��明。�朱�琦（1984）�然��為�有�“有（＋VP）”都是一
個詞性，�為他提�《�語》有無指代詞“有”8例，��然�會是《�語》�“有＋VP”�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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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為例。支�無指代詞�者未�承��有�“有（＋ VP）”都是無指
代詞，��� VP�語義、前面（大）主語��量特征�整�語��行��，��
�常��例為無指代詞用��典型例句往往是���生�某一特�事件或動作，�
例 1–3。�一些簡單�易��物��動詞、且前有單�主語�情況�，“有”�然
是動詞。�：

（38） �人有
4

����。（《左傳・成�十七年》）

（39） ��叔��谷封人，��，有
4

���。（《左傳・��元年》）

但是�有�樣�例子：

（40） ��有
4

��鄭，未捷。（《左傳・僖�七年》）

（41） �人有
4

����豹�皮����。（《韩非子・喻老》）

�有國（2015: 315）�為�上 40、41�例為無指代詞，指代大主語“��”“�
人”中���人。但是�例 38、39��對�，�語���全一�，只是主語��
量�同，是否由此�動“有”�生了動詞 -代詞��呢�我們�為�會。��董�
�（2010），上古漢語�光杆�詞是沒有�範疇特征�（��現代漢語也是�此），
��類指是其�質特征；漢語��詞都�為��同質、�勻�物質�詞（故無��
標�），�非�示�散�個��可��詞（有��標�）。也�是�，光杆�詞�便
�際指�是��，也可��為�“類”���為單�；���然。�例 40、41�
主語�然�際指��是��，但�全可���為一個整��為單�。主語��量�
��可�成為詞性�����。事�上��人����主語�單����一使用了
“有”。其��是��事件�����，句�語義���全一�，���行��為�
種詞性。

3.2　指代對��明
“有＋ VP”可�隐�� VP相���事、受事，那���指代词说者，对于“有”

��是指代�事�是受事也會�生�議。�：

（42）  士有
4

��國君。（《�记・曲��》，孔颖��：士有�者，�士有物�貢
�君也。）

例 42�例 39、41�構語義相�。那�可��見��有國（2015），例 42 
“有”也是無指代詞指“士”中���人、是�事。但��榮（1981）���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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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有”指代���物、是受事。可見若�無指代詞�，�僅對用例是�是
代詞����有主�性，�且��為代詞����指代�對�上也�有主�性。

3.3　無指代��帶來�指�問題
無指代詞，也�無�代詞，指��一�是首��現�某個對�（��指）。但

����� 2例：

（43）  ����，�式王命，淫湎�常，王命伐�，則有
4

�捷。王�受�勞�，
����敬、�有�也。（《左傳・成�二年》）

（44） �子瑕��，人�，有
4

�告�子，�子矯駕君車��。（《�非子・��》）

�其�（1992）�為例 43“有”為無指代詞。��可�用“有人”代�，�
且前面有使�兼語式��形式兼語、�面有“（勞）�”�指，��看上��一個
代詞。但問題是，�命�對��“王命伐�”中是��指��形式兼語，但是“有
�捷”中則��是�指�了。《�非子》例同樣，“人�”�“人”�示��指�某
人，�����再用��指�“有”來指代。
“有”�����指�用�，也��為“�指”，楊伯�、何�士（2001: 

173）：“�某一範��，指其中一��人或事物”。�種理��式�乎�����例
子：

（45） ���利�勤，子有
4

�父，�有
4

�君。（《�子・�桑�》）

（46）  人主��，��獨�，�人�有
4

���主，則國��國�。（《�非子・三
�》）

但����：

（47）  陽��見孔子��無�。大夫有
4

賜�士，��受�其�，則往�其門。陽
��孔子��也，��孔子蒸�。《孟子・����》

上例 47�劃�句，是一種插敘，介�當時���規�。���“有”�非�
示�指、��指���、有些人，�是對�有大夫��明，“有”�示行為動作�
����。�樣�例子其���：

（48） �士仁人，無
4

求生��仁，有
4

���成仁。（《�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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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是故君有
4

責�其�，�有
4

��其�。（《��・��》）

（50） �有
4

�冠中，動作�。（《��・�行》）

�上�非����士仁人、��國君、���子、���士��有�行為，�
是對�有對����全�成員��一�求。�此�類指�主語“�士仁人”�，若
再加��指�“有”，則語義���類。“有”只�是動詞。

4．�重否�、周�性否��無指代�
典型�無指代詞“莫”可�用��重否�格式、�周�否� 19，�“溥���，

莫非王土（《�・��・北�》）”。楊伯�（1963）�早提�“�、�”也有無指代
詞�用�，其中�重否�占了大��（例 51），但也有非�重否��格式（例 52），
用例�轉�自楊�：

（51） �王���
4 4

�（�）井（刑）。《班�》20|������
4 4

��。《尚書・金�》

（52）  �
4

�湎于酒。《尚書・酒�》|自時��，��
4

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年，
或五�年，或�三年。《尚書・無�》

�來學者採�、��了�一�點，�楊��、潘玉坤（2020）�一�提���
對�為��、��生周�性�敘�語用��重否��構是否�動詞衍�為無指代詞
���。甲⻣��“�＋� VP”是動��構、“�”是動詞，��周金�則重��
析為主��構、“�”為無指代詞。
也有學者�對，�楊��（2004）�為“無”“�”“�”�否���詞可��

現，�此�是動詞。�：

（53）  無
4

草��，無
4

���。（《�・��・谷風》）|有�于�，�
4

日��。（《�・
�風・泉水》）

但��無指代詞���場上，也可���：只有否�詞���現�詞��重否
�句中�否�詞（�例 51），�是無指代詞。例 53�否�詞�為動詞。

19  但是我們其�對上古漢語��是否��無指代詞�一詞性����質疑，��我們�研�，“莫”更
��是一個�示���副詞。
20  �句���：�王����（�）井（刑，“��”），�克��剌（烈）（沒有人��他�����業
更大）。���無指代詞�者�乎都�把�二個“�”�為動詞。
����陳��，湯��《古��學��（���）》，��人����，2017年，� 2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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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質疑無指代詞���路主�有二：
�一，從歷時來�上�。�重否��可��生無指代詞。
�二，從共時平面來�。形式上��重否�、語義上�周�性否�，“無、�、

�、�”���典型無指代詞“莫”�句�語義�現一�；但是�果�����個
�件來��“無”等否�詞為無指代詞，�����：��個�件是否為無指代詞
�特有�
���明�是，�未��詞性�前，��“無”等詞�指�性（是否��）來

作為��詞性���，是�無�義�，��然是一種先�為主�循���，�指�
性��已�預�了詞性���。

4.1　歷時來�
�楊��、潘玉坤（2020），甲⻣�中“�”�共�現了 24602�，其中，�

22000例作否�動詞，� 500例作否�副詞；�重否�（�為“��”）30��、
��為動詞。�金�中，“�”共�現 123�，動詞 43�、副詞 15�，�重否�
格式 22�（已�為代詞）；金�“無”共�現 580�，動詞 480�、副詞 15�，
�重否� 1�（已�為代詞）。
��個����來看，甲⻣���重否�儘占了����重、且其中“�”�

�是動詞，從語����量���語義基�看都�占優�，為何�了金�時期，�
可���重否�中�生�大�例�代詞用例�其語���動�、�件�何�
楊、潘�為甲⻣��“��若”�“�”�是動詞，金�中“���”是代詞，

�����前者����主語對�往往是單�（��王），��者則可�是��、
作周���。但事��是�此���例楊、潘�為“�”是無指代詞，轉�自��
� 16例：

（54）  ��休命�朕邦，有����，克順克�，��
4 4

�仁，敬順��。（中�
王昔�，《�成》5.2840，戰國晚期）

�句�是對����敘�，�為他“���仁（沒有��循仁義�事）”，�然
是單�主語，“�”是動詞，�面�“��仁”無標�指��作�語。��甲⻣�“王
��若”是一��。�果�為例 54�“�”指�是“沒有什�事情（��循仁義）”
是無指代詞，那�甲⻣��“�”也可�理�為“沒有什�事情（�順利）”，是否
��為甲⻣�時期已�現無指代詞呢�可見，“�� X”並���歷時��問題，
�是�人對詞性���。
且上�已�董��（2010）�明，漢語�光杆�詞是沒有�範疇特征�，�是

古�一��。古人是否會�為例 51中“�王�”“����”是��、�例
54“���”是單�，便對“�”�詞性語義作�同��，�怕�����更��
�����來�明，否則�會��循���中。�我們看來，無�是例 5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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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51、52，其中�“�、�”都是否�動詞。
��，�重否�格式並�會�生無指代詞。���主語�單�來對“�”等否

�詞�詞性作��，�共時平面已��可�；��一���作為歷時����件，
更是無從��。

4.2　共時�析
�重否��周�性否�，�是無指代詞�獨有特征，����作為無指代詞�

��標�。
首先，“無”等否�詞�指�為無指代詞，��其周�性否��語義，��重

否�格式��無�。理由有三：1）典型�無指代詞“莫”也����重否�格式。
2）其他�重否�“�無”“非無”更�周�性否�、無指代詞無�。3）上�例 6、
52，也�明�用��重否��構�“無”“�”也可��周�性否�、從���為
無指代詞。�明�重否����無指代詞並沒有�然��，�正�決�性作用�是
語義上�周�性否�。
其�，無�是�重否�格式�是單用一個否�詞，都��現�種周�性語義 21。

�一點可�從�面�對當�陣看�：

Every S is P (A) —contrary— No S is P (E)

Some S is P (I) —subcontrary— Some S is not P (O)

A: 無人不死。 E: 無人死。

I: 有人死。 O: 有人不死。

subaltern subalterncontradictory

A、E����為全�肯�命題�全�否�命題。“全�（universal）”�周�
性其��質相同，用�否�時�們��輯語義都是主語��合��詞��合���
�成員�量為 0。�正�英語用 no，現代漢語用“沒有”，上古漢語用“無、�、�、
�”等，否�性��動詞��便可���全�否�命題、�示全量�周�性否�，
�僅�� NP時�此（例 55），�� VP時��此（例 56）：

21  ��為什��重否�格式相��單用一個否�詞�乎更����種周�性語義，�有��一�研�。
暫時�測：�重否��“無人��”，相對�正面肯��“人�有一�”，�了一種��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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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主，����，�王��，��其國，無��大�，何����（《左
傳・��三十年》）

（56） 子無失�，何��人�（《左傳・��十五年》）

或�有人對例 56�周�性特征尚有疑�，��看其�輯��式：~∃ x（子�
為（x）∧失�（x））＝∀ x（子�為（x）→合�（x）），�“子”�行為�為一
個�合，其中��一個元�都�隸���詞“失�”��合，�此可�更�易理�
���周�性否�特征。可見，周�性否��非無指代詞�獨有 22。

�上，�形式上��重否�、語義上�周�性否�，來��“無、�、�、�”
等為無指代詞，是��住腳�。�些詞��都是否�性��動詞，例 51����
析為：

�王�（主）  ��
4 4

�井（�）
       �（動） ��井（�，指�� 23）

5．��
上古漢語“有”“無”（�“�”“�”“�”）是否��無指代詞�一詞性，學

��有�議。����描�“有 /無＋ VP”�相�語義等義���句式�歷時��，
��動詞“有”“無”�可����代詞�用�。然������，假�“有”“無”
無指代詞用�成�，會面�詞性��標�、指代對��歧、指�矛盾等問題，�此
�可�。�����明��重否�中�周�性否�，並非無指代詞�獨有����
現，�此���明�格式中�“無”“�”“�”“�”為無指代詞。事�上，�便
是“莫”“或”，其��無指代詞�詞性�怕也值�重���，我們�另���上古
漢語是否��無指代詞。
��，上古漢語“有”“無”（�“�”“�”“�”）都是��動詞，或�肯�

或�否�，�示行為動作������否；當其�� VP時，VP都�生了指��、
作“有 /無”��語，��非“有”“無”為無指代詞作�� VP�主語。

22  �� Haspelmath（2005: 466），除了無指代詞��，有�語�（�大洋洲� Nêlêmwa語）會���否
���動詞為�語�否����構來��類� nobody、nothing、nowhere�一類全量否����。�正
�明無指代詞���可�由否���動詞來�任。
23  �����指��是自指（��刑�事＝������行為）�是轉指（��刑�人＝������
人），則見仁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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