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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 Old Chinese, “也 yě” is a frequent particle and normally appears in sentences as a pred-
icate marker or after phrases and clauses as a topic marker. Particles “� yì” and “施 shā” are 
dialect variations of “也 yě.” “� yì” is used in � Qin. Ohnishi (1998) researched excavated 
documents from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revealed that in the 
unification of Chinese writing systems by � Qin, “� yì” and “也 yě” had a complex pro-
cess of replacement. � Qin forced conquered regions to use “� yì” and stop using “也 yě” 
first, but later “也 yě” became an official word before the era of 二�皇� (�二� Qin Er Shi).
“施 shā” appears in excavated documents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三� San Jin (or 中
� Zhong Yuan). It might have been originally used in this area; “也 ye” is used in � Chu, 
� Qi, and 燕 Yan. “施 shā” also appears in excavated documents of �Wu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e consider that � Wu borrowed the particle from � Jin in spite of 
the geographical distance, because � Jin and � Wu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to compete 
against � Chu at that time.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也 ye” was assumed to 
replace “施 shā” in the countries of 三� San Jin, that is, another particle replacement in 
eastern regions before the replacement of “� yì” and “也 yě” by � Qin.
Particles “也 yě,” “施 shā,” and “� yì” represent regional diversity and interaction among 
regions in Old Chinese, including a dynamic process of change and its complex motivation.

Key words: Old Chines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Excavated documents, Particle,  
“也 yě/� yì/施 shā”

���：上古漢�　地理�佈　�土��　助�　“也/�/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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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吉先生、戶��介教授、野��揮教授、�老�量介教授、李�奎教授、馬曉�教授��貴�
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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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

����上古漢�助�“也”ﾠ“�”ﾠ“施”，�其是東周時代東�地��“也”
�“施”�地理�佈�其��。�三個�都�有相同���，�當是����。
大�克也（1998）��“�”�來�����，“也”則是東�地�����，�
�國一����“�”成為標�書面�用�，但�來“也”�漸��標�書面�
�面，��“也”成為一個�行�、標���，代替“�”。��基��同�個看
�，但�著�土����加，�現�個�替現��前也�生������現�，
��東�地�“也”�“施”�傳播��替。��主����土��中�“也”
�“施”，���更精�地�明當時各地書面��地域性����相��。

2．“也”�“�”

2.1　“也”�用�
“也”是�上古漢�當中�常見�助�，東周（��戰國）時代���現�書

面�上。其用����樣，���何�一�性其����義��，歷來有���
�未有��。����、�江�（2019: 96–98），“也”�主�用�有�種，一是用
�句末，加上��、����味，�1：

（1） �，器也。（《��・���》）

（2） �子��，苛政猛��也。（《��・���》）

另一類則是用�句中��或從句��，把�當作主題，�：

（3） 賜也何���。�也�一�知十，賜也�一�知二。（《��・���》）

（4） 子��從政也，���使�。（《左傳》��三十一年）

2.2　“也”�“�”���
“�”�用�、���“也”相同，�：

（5） 丙，乙�殹。（��地�簡《封�式》42�簡）

1ﾠ �例（1）–（4）�自���、�江�（2019: 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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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司�勿�為僕、�、����除有為   。（��地�簡《�律十�種》 
150�簡）

（7）  其大�、中大�、��馬牛殹，�其筋革⻆�其賈錢�。（��地�簡 
《�律十�種》17–18�簡）

（8）  有事�殹，��書，���，�羅�。（��地�簡《�律十�種》188
�簡）

“也”�“�”���同，“也”是����（*laiʔ）2，“�”是��脂（或
�）�（*ʔi ĥ），�者並�是普���假或假借��，當是���� 3。�� 
來�，“�”�當�來是�國����，“也”則是�行�東�地��形式4。歷 
史上，特�是從�代�漢��生�“�”�“也”��替，大�克也（1998, 2001）
�查�漢時代��土��來描�、�析其�替��，�其��為��：

���一各國���中，“�”���了��國�地域。�當時�行政上使用
隸書，並�制���書類上使用“�”�。此時，�書面�水平上，“�”�
��性已大為淡�。�使�［��地�簡�：�用者］《為吏��》�［馬
王��書�：�用者］《五十二��》等����國���中，也�現了使
用“�”���。��，把��國�一��現�使用“�”���，�成是
���書���點是���。然�，��朝，���了二�皇�元年�時
期，�“�”��為�“也”來��。�樣，來自��國地域�“也”��
�了標���地�。�項�革�漢代��了�承。可見，�種“�”ﾠ“也”�
�替，���是�採用��氣助�������，各地��頭��上�然可
�使用各自���。也�是�，“�”ﾠ“也”��替是��有����背��人
為���5。

���同�個看�。但��東周時代“也”�其������乎更為��，�
�來��東�地�除了“也”������“施”，“施”�“也”�間���也是
值��注�。其�大�先生也指���氣助�“施”���6，然�沒有�行���
���。�來�著相�材料��加，對�“施”��形、用�等有了����，

2ﾠ 擬���ﾠSchuessler（2009），�同。
3ﾠ �見大�克也（1998: 4）。大�克也（1998: 4）也指�“也”���也有魚�或佳（支）��。
4ﾠ �見陳昭�（1993: 599）��大�克也（1998: 4, 2001: 614）等。
5ﾠ 大�克也（2001: 625）。
6ﾠ 大�克也（2001: 625注4）�：“《中�王昔�》、《中�王昔�》中‘�’［�“施”：�用者］用�� 
‘也’相同，但��中有問題”。

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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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先行研�對“施”���析��，����東周時代�氣助
�“施”ﾠ“也”�地理�佈�其��，��明東周時代書面���樣性�各地�間
���。

3．“施施”

3.1　“施施”�用����
正�朱��（1979/1995: 92）、大�克也（1998: 20注4，2001: 625注4）等�

�，“施”用��“也”相同，�：

（9） 則上���，��順�人施。（中�王昔��，《�成》09735）

（10）���從，克有�，智施。（中�王昔�，《�成》02840）

（11） �人��，�其��人施，����。（中�王昔�）

�其是（11），�此相��句子�見�傳���《大���・武王踐阼》中 
（�例12），其中作“也”7，可見“也”�“施”相對�：

（12）�其��人也，����。（《大���・武王踐阼》）

上��例“施”�形作ﾠ“  ”8，��大�學者�此��為“�”，�為“也”9。
然��個看��作ﾠ“  ”ﾠ��ﾠ“  ”ﾠ看成是“�”��形，�形���勉�，並
且“�”�“也”���上也有��10。�來��武（2006）指�此��ﾠ“  ”ﾠ�
自��（��戈上��色�子）�ﾠ“�”ﾠ��形��，“  ”ﾠ是從“㫃”、“�”�
�一個�，目前此看�可�已����學者��同11。��也�為�個看��合
理，然���武（2006）�“�”�“也”����，“施”可�為“也”，�此則
�有����地。�為“�”是生���（*srâi），�上�“也”是����
（*laiʔ），“也”�“施”���，特�是��有��同，�乎��看做是一��

7ﾠ �見Takashima（1997: 184–185）。
8ﾠ �自中國�會科學��古研��（2007: 5143）。
9ﾠ �朱��（1979/1995: 92）、�玉金（2011: 531）等。另�也有�為“�”ﾠ“�”�看�，都��可�
（�見��武2006: 74）。
10ﾠ �見��武（2006: 74）。�際上，上�朱��（1979/1995）�來1995年��加�“��”�：“�來我
們���此�為‘�’���足，�且‘�’ﾠ‘也’古�有�，‘�’�怕���為‘也’”，���為“�”
�看�。�玉金（2011: 531）�為“�”從“也”��“�”可�為“也”，�怕��當。
11ﾠ �見李�奎（2014/2015: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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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此���為����有�種可�性：一是正�“�”�“也”，“施”
�“也”也是�������12；另�是�氣���形式�一�是���，�此其
��形式或�有�個��，也�是��然“施”�“也”����同，也� 
“也”�“施”��者��著同一個�。��目前�為前者�可�性��大，但�
��全否��一�，�此暫時提���種看�。

3.2　“施施”�地域性
“施”�見����期�國��馬盟書13（13）��溫�盟書14（14）（“馬” 

“搜”當是人�）；上例（9）（10）（11）是中�王��土�銅器銘�上�例子15，中
�國���一���三���中��（15），戰國�簡�清�簡《筮�》中��現
������相同�“也”，也見“施”，��李�奎（2014/2015b）清�簡《筮
�》中可見帶有三���特���，���三�有�����，�此清�簡《筮
�》中�“施”可�為受�三�地������或其殘�：

（13） 馬施�于…（一�五�九）16

（14） �施…（T1K1－3589）17

（15） 三吉同�，����，�施�。（清�簡《筮�》11�簡）

由此可見，“施”�三�（中�）地���相�，�當�有地域性特�。

4．“也”�“施施”�地理�佈�其��

4.1　“也”�“施施”�地理�佈
東周時代��、��燕��料中可見“也”18。特�是�、�，早���時代

12ﾠ Takashima（1997: 185注14）也提��“施”為東北地����特�或者“�”�“也”�形�上有�
���種可�性，但Takashima��“�”�為“�”（zhan），且�為“�”�示“�”（yi）��為 
“也”，��上�有問題。
13ﾠ �馬盟書�土�����馬�，其年代有���，������物工作�員會（1976: 1）、江村�樹
（2000: 658–661）等，���時代�國������其��盟�（《左傳》��十三年（前497年）�
載“十二月�未，�鞅�于�，盟于��”）有�，暫從此�。
14ﾠ 溫�盟書�土�河��溫�，其年代��為���十五年，�前497年（�見河���物研��1983）。
15ﾠ 中�王���河北�平��，中�王昔��、中�王昔�等��土�一���年代��為前310年左
右（�見河北��物�理�1979）。
16ﾠ ���自����物工作�員會（1976: 48）。
17ﾠ �見蘇�洲（2016: 138）。
18ﾠ �見陳昭�（1993: 599）��大�克也（1998: 20注4）（2001: 625: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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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中已��現“也”，��國�“���”（��晚期��19）、�國�“��”
（��晚期20），戰國時代�地�土�簡��料（除上�清�簡《筮�》中�“施”）
中也只見“也”。可見�些地��早�開�使用“也”。另�，戰國時代燕國��料
（“王后右�（曹）��”21）中也可見“也”。�上�，�國用“�”；“施”�當�
有三�（中�）地��特�，並且“施”見����期�溫�盟書中，頗有可�
�國當時已�用“施”。��料有�，�只是�粗略�描�，但由此可見，其地理
�佈�戰國時代為例大�可���為��22（“○”ﾠ“□”ﾠ“△”ﾠ各自代�“也”、 
“施”��“�”）：

也�是�，�東周時代��氣���，除了“�”�“也”��，�東�地
�中�乎���“施”�“也”�對�，�僅是�國�其他東�地�用�同�氣
�，�乎�東�地��國��間也�����。
從上�可�看見北��燕國�����國用“也”，中間�中�地�用“施”，

�乎呈現���“ABA”�佈，�味著“也”是�古老�形式，“施”則是��。
然�戰國時代�前未見燕國�料中�“也”，此��否成��疑。

4.2　“施施”�“也”���
����時代���“施”�“也”��佈情況大�上可��上�描�，但

仔�查檢相�材料��現，東周時代東�地�“施”�“也”�使用上�乎也有
��，�����行��。

19ﾠ �見黄錦前（2017: 135）。
20ﾠ �見中國�會科學��古研��（2007: 5368）。
21ﾠ �見黃盛�（1984: 61–62）
22ﾠ 地��自平�隆�（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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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國�“施施”
除了�三�（中�）地�有���料��，“施”�見���時代�國��料

中23：

（16） 攻（句）慮（�）王��烏�曰：“余壽夢�子，余歔劬（句）餘（�）
�媚�。歔劬（句）此餘（�）命�伐�，敗�，���。命禦荊，荊
奔。王�施�北�殃，�我�當。”24

（17）攻（句）五（�）王光施�吉金自作用劍。25

（16）中�“攻（句）慮（�）王��烏�”��王�眛26。�曹錦�（2015: 
147）�����（2018: 86–87）“王�”���王，“命禦荊，荊奔。王�施�北�
殃，�我�當”�一句可�理�為“歔句�（�王��）命��眛�禦�國��
攻，�國�打敗�跑。��王他兵敗、有災�，���禦我們（�國）”27。（17）
�“攻五王光”則是�王��28。�種���人��“也/施”，也可��為是�氣
�29。
�國���江��，�都��蘇（現��蘇州），地理上��國���，� 

��三�（中�地�）相�����。�理��國更有可�受��國����
用“也”，（16）（17）中�用“施”。
�此器中�“施”，李�奎（2014/2015: 218）�“�［�武：�用者］老師指

�三��������地域��，�何�生������。…［中略］…���
見����古�������中�現，可�是有共同�來�，也可�是����
��果。�也是未來可���研��一個�題。”，�來蘇�洲（2016: 139）則指
�：“�王光劍［���例（17）：�用者］‘也’作‘施’形�怕也���除受�
三������。”
���為，（16）（17）中使用“施”（或者��國使用“施”）��是受��國

書面����30，且�當時歷史背�有�。大�從前7��末�國��國�烈對
�，�國為了�制�國，��國�合，《左傳》成�七年（前584年）�載�國��

23ﾠ �見李�奎（2014/2015: 211–214）、蘇�洲（2016: 138–139）。
24ﾠ ���見�義、�軍政（2015）、���（2018: 82）。
25ﾠ ���見李�奎（2014/2015: 211），但��有��整。
26ﾠ �見�義、�軍政（2015: 77）、���（2018: 82）。�《史�》，�����期間為前530–前527年
（���《左傳》��載，其��期間則為前543–前527年）。
27ﾠ �見曹錦�（2015: 147–148）、���（2018: 82–83、87）。
28ﾠ �《史�》十二��年�，�����期間為前514–前496年。
29ﾠ �見李�奎（2014/2015: 216）。但����（2018: 86），也有研��為�種“也”是一種��。
30ﾠ �當然也�是���味著�國��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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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于�”���國背��國31，從此�國��國則一����對��32。當
時�當�是�國開�使用漢��時�，��陳昭�（2016: 159–161），����中
期（前6���）�開��現�史書中33，並且目前�早有銘���國青銅器 
“者減�”也是�乎相同時期�（前600年左右），“〈者減�〉�器形���中�相
同，銘��格式也�中�器物�格式一�，…［中略］…〈者減�〉�銘��
�，�其他國�����銘相���”34，可見��當時已��受漢���。也�
是�，�國�受漢��時���國����且��，��國則�相對�，頗有可
���個歷史背���國�受中��“施”�未�受�國等�“也”35。

4.2.2　三��“施施”�“也”��替
除了上��料��，其�“也”�戰國時代三�地�有���土��中也可見：

（18） 卅三年單父上�乳＝（�子）��受坪（平）�君者也。（平�君�，《� 
成》02793）36

相同�例也見�“卅二年平�君�”（《�成》2764）。��有�同（2009），�
些“平��”�年代為戰國晚期。�其國�則有��，���（2009）�為�、
��可�性都��37。�此����做���，但可��頗有可�是三�或�此�
�相��國��器，��其器中�用“也”38。另�，馬王��書《戰國�橫�

31ﾠ “巫��使��，����。�子壽夢��。���于�，���一���，舍���一�。�其�
御，教�乘車，教�戰陳，教���。�其子���，使為行人��。��伐�、伐巢、伐徐，子重
奔命。馬��會，��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是乎一�七奔命。�����者，�盡�
�，是��大，���上國。”
32ﾠ �見曹錦�（2015: 145）。
33ﾠ 《���》成�七年（前584年）“�伐�”、“��州來”是其�早��載（�見陳昭�2016: 159）。
34ﾠ 陳昭�（2016: 159–160）。
35ﾠ 馬曉�（2017: 777）對������其他地�����指�，“����，�其是�國��整�面貌�
���大同���，���其�����是�有�理�。當然我們也可��現，����一些�形�
���有些�同，��個��形受�了�������”，並且�用��注31���《左傳》成�七年
��載，�“壽夢�前�國���附�，�����整�面貌�����相�。申�巫����，�
國��了��國���，��有些�形合���，��類��。目前見���國���料時間都�壽
夢��，��也可��，《左傳》����正是�國��特征來��歷史闡�”，���看�相�。�國
����、����間���，�有��一���。
另�，2014年��������土��件戈上�載�王�同����國�“���”共同鑄�了三百
件戈，�也�明��������（�見佐���2021: 146–147，陳光軍2016則�為是�地鑄���國
兵器）。
36ﾠ ���見�永秉（2018: 111）。
37ﾠ �此也�見�永秉（2020: 111–114）。
38ﾠ 李�奎（2014/2015: 208）�用上�平��中�“也”��“從相������料來看，���‘施’ 
‘也’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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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然是�漢早期���，但��保�戰國時代中�地����39，其中未�
現“施”，只見“也”。
���為，�些戰國時代三�（中�）有���土��中�見�“也”，有可

�代��當地�生�“也”替代“施”���，�����示，������期
中�地�開�用“施”，��了戰國晚期則已�常用“施”。值��注�是，平�君
�銘�是�用性�，中�王器銘�則���重，��也��性��，�此中�王
器銘�中�“施”或�可��為�古現�40；清�簡《筮�》中“也”�“施”�
用，有可��僅是其���三����殘�，也�現�三�地�“施”�“也”
�����行�面貌。

東�地��書面�共性�大，大�克也（2006: 156–159）指�，�����其
用��������東�地��間一�性��，���國時間副�用“且”、其他
東�地�則用“牆”（�），��當是（��是有����是無���）�相���
�果。同樣，���來往��相���中，書���便�“也”�三�也�開�
使用且代替“施”，也是�有可��。其��“�”�“也”相�，“施”�“也”
��相對��（�也��示著東�地����共性��，��國則有一���
�），�“施”替�為“也”�門�也���。也�是�，�國�“�”替代 
“也”�前，有可��東�地�書面�中�生��“也”�“�一”41。�果“也”
�“施”為�個����，����2.2中�用�大�克也（1998，2001）�指�
�，“也”代替“施”�時�也�一��生��頭��上���，只是�書面�上

39ﾠ �見�大�克也、大���（2015: 37–39）。
40ﾠ ��介�“于”�“�”，頗有可��者是同一個���同��形式，歷史上大��生�“�”替
代“于”���。戰國時代�地書面�已��乎只用“�”，但銅器銘�等��重�場面也可見古老
�“于”（�見風儀�2007: 85、���2010: 284、���也2015、2017）。
41ﾠ 李�奎（2014/2015: 209）指�“值�注��是，從相��土材料來看戰國晚期各���都�同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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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頭��上則各地��有可���使用自己���形
式。

5．��

��主���“也”�“施”�地理�佈�其��，���闡明上古漢��
氣�“�”ﾠ“也”�“施”�����，�主�：①“施”是�有三�（中�）地�
地域性特���（或��），東�地��呈現�“也”�“施”�地理�佈上�對
�；②��時代“施”�當時歷史背��從�國傳播��國，�國�料中� 
“施”�現�當時�國��國�間�����；③“�”代替“也”�前，�東�地
��生�“也”代替“施”�現�，�是�相����果。
�����“也”ﾠ“�”�“施”�現��種東周時代各地書面��其���

�樣性���性�一面。同時�是利用�土���可�更精�地了���，也�
示著�土��對漢�史研�上�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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