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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构形中的句法信息

冯胜利

提 要 : 本 文 在 以往 研 究 的基 础 之 上 匚1〕 ,讨论 上 古 文 宇 构 形 部 件 所 反 映 的句 法 信

息 。文 章对《说 文 》攴 部 77个字进 行 逐一 分 析 后 ,认为 其 中 40余字 可 理 解 为 动 词 标 记

性 派 生 词 ,其 中之
“
攴

”
可解 释 为

“
使 动 CAUsE”“

直 动 D⊙”
等轻 动词标 记 。文 章 最 后 指

出 ,如果 上 述 现象 属 实 ,那 么
“
汉宇 构 形 句 法 说

”
就 不 失 为 上 古文 字 学 中一个 值 得 深入 开

发 的新课 题 。

关 键 词 : 古 文 字 古 文 字构形 构 形 句 法 字 中词

引 言

从训诂上看 ,“使之正
”
为

“
政

”
,“ 使之至

”
为

“
致

”
。

“
正

”“
至

”
的使动用法可以独立成

词 ,于是造
“
政

”“
致

”
字以当之。(冯 胜利 20O5)“政

”
比

“
正

”
只多一个意符

“
攴

”
,段 玉裁

说 :“ (故 )从攴 ,取使之之意。
”

(《 说文 ·攴部》
“
故

”
下注解 )所 以 ,“ 政

”
的构形之意 (构意 )

就是
“
攴之使正

”
。胡敕瑞(2008)更 明确地指出 :“ 反文 (即攴)旁 ’这类偏旁可以说是一

些反映早期形态特征的化石。
”
本文即从这一思路出发 ,考察上古汉字构形中所反映出

来的上古汉语的句法信息。

文章首先考察《说文》攴部字的构形。大量的
“
攴

”
旁字反映了上古汉语轻动词的句

法现象 (攴 =DO/CAUSE)。 其次 ,表示
“
施受同辞

”
的古字构形中也反映了上古轻动词

句法运作的痕迹。最有趣 的是舁 (冫笥)与共 (栉 )的 古文构意 (或 “
造意

”
,参 陆宗达、王

宁
(2〕

)。 前者为
“
两人共举

”
,后者为

“
两人对举

”
。二者的

“
构形之意氵’反映出上古句法

(1〕 参 冯 胜 利 《轻 动 词 移 位 与 古 今 汉 语 的 动 宾 关 系 》,《 汉 语 韵 律 语 法 研 究 》,北 京 大 学 出版 社 ,

2005年 ;齐元 涛《重 新 分 析 与 汉 字 的发 展 》,《 中 国语 文 》2008年 第 1期 ;胡 敕 瑞 《两 类 事 件 结 构 —— 位

移 事 件 和 作 为 事 件 》,第 六 届 海 峡 两 岸 语 法 史 研 讨 会 论 文 ,台 北 :⒛09年 。

〔2〕 陆 宗 达 、王 宁《说 文 解 字 与本 字 本 义 的探 求 》,《 词 典 和 词 典 编 纂 的 学 问 》,上 海 辞 书 出版 社 ,

1985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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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语义之间的题元关系。它们在用法上有许多共通之处 ,其 中最基本的是
“
一起

”
之义

(t管子 ·君臣上》:“ 为人臣者 ,上共专于上 ,则 人主失威。
”
这里的

“
共专

”
是

“
侵分上柄 ,

国如两君
”
。《汉书 ·陈胜传》

“
尝与人佣耕

”
,颜师古注 :“ 与人 ,与 人俱也。

”
),而后来二

字的
“
受惠

”
之义 (《 周礼 ·春官 ·大祝》

“
九 日共祭

”
,郑注 :“ 共犹受也。

”
《史记正义 ·谥

法解》
“
爱民好与曰惠

”
,旧 注 :“ 与 ,施也。

”
)即 源于

“
使某物和某人共处

”
的轻动词句法运

作
⑴〕。文章认为 ,这里

“
共处

”
的语义基础如果没有上古字形的帮助 ,“ 与

”
和

“
共

”
白勺句

法历史 ,则 失其线索而无法溯源。

文章最后从
“
使人有

”
为

“
给

”
而

“
使人无

”
则为

“
求

”
的句法语义的角度 ,分析了

“
甸

”

字构形的句法原理 ,认为它是
“
亡人为句

”
而非

“
人有所无必求诸人

”(见《段注》)。 上古

句法常以
“
使人加

”
的题元结构派生出

“
给予

”
类词汇 (如 “

益贝为赐、增贝为赠
”
等 ),由 此

推断 ,“ 使人无 (亡 )” 的题元结构也应该可以派生出
“
乞求

”
之义的词语。汉字

“
丐

”
的古

体构形证明了这一点 :《 说文》
“
亡人为句

”(=使人无 ,为句 )。 这是上古汉语句法运作在

古文字构形里的具体体现。

综上所述 ,上古文字的构形中潜藏 (包含 )着宝贵的语义和语法信息。因此 ,至今对

此未尝关注或关注不够的古文字学及句法学 ,应给予充分的注意和足够的重视。

二 汉字构形中的
“
意

”
与

“
义

”

2.1构 形 有
“
意

”

《说文解字 ·自部》:“ 自,鼻也。象鼻形⋯⋯囹,古文自。”《段注》:“ 此以鼻训自。而

又曰象鼻形。王部曰:自 读若鼻。今俗以作始生子为鼻子是。然则许谓自与鼻义同音

同。而用自为鼻者绝少也D凡从自之字 ,如《尸部》眉(×i),卧息也。《言部》言自(hu丨 ),胆

气满声在人上也。亦皆于鼻息会意。今义
‘
从’也 ,‘ 己

’也 ,‘ 自然’也,皆 引伸之义。”段

氏注意到古文献中用
“
自〃为

“
鼻

”
者绝少 ,但从

“
自
”之字f皆 于鼻息会意

'’

,这就是段氏从

“
字中字

”
考证

“
字之义

”的典型范例。其他如 :“ 眉
”(俗讹质 ,又讹质)下注曰:“今学者罕

知其本字矣。眉之本义为卧息。《鼻部》所谓鼾也。用力者必鼓其息。故引伸之为作力

〔3〕 参冯 胜利 、蔡维天 、黄 正德《传统训诂与形式 句法 的综合 解 释—— 以
“
共 、与

”
为例 谈

“
给 予

”

义 的来源及发展 》,《 古汉语研究 》2008年第 3期 ,第 2-1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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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完。驷 ,息也。音义略同。
”
这是段氏用

“
字中字

”
考本字和本义者。我曾在《

“
造意语

`境
”
考义法刍议》∈4〕一文中谈到 ,有些字在经典中很难找到书证 ,但 我们可以用

“
字 中

字
”
证明它们的古义的存在。如

“
言自、眉、辜 (犯 法也 ,从辛从 自)”等字中 ,“ 自

”
不可能不

是鼻子。
“
臬

”
字的构形也说明这个问题。请看《段注》:

÷ll,刖 鼻也。刖 ,绝 也。《周礼》注 日
“
戳鼻

”
。从刀臬声。臬 ,法 也。形声包会

意。鱼器切。《易 ·音义》引《说文》牛列反。《易》日 :“ 天且剽。
”
睽六三爻辞。马、

虞皆云 :“ 黥颌为天。劓 ,臬 或从鼻。刀、鼻会意 ,今 经典如此作。
”

“
臬刂

”
或从

“
鼻

”
作

“
劓

”
,可知臬 =鼻 。

“
臬

”
从木 ,训

“
法也

”
,而其所以从

“
自
”
是

“
自
”
为

“
鼻

”
的缘故。《说文 》臬训

“
射犟的

”
而《史记》

“
隆辈

”
即

“
高鼻梁

”
,是

“
辈

”
可指鼻 。

“
臬

”
从

“
自
”
而训

“
辈

”
,可 见

“
自
”
为

“
鼻

”
为

“
辈

”
之义。因此 ,字 中之字义和文献用字

之义 ,可互为佐证 。

然而 ,何 以传世文献中用
“
自
”
为鼻者绝少呢?我们认为可能是

“
远古义

”
和

“
后 出

义
”
的不同。汉字字形中的文字构件保留了很多远古的意义 ,后世文献反失古义。为

什么古人说
“
鼻祖

”
而不是

“
耳祖

”?扬 雄《方言 》
“
兽之初生谓 之鼻 ,人 之初生谓 之

首
”
,这是原始社会的观察和意念 。因此 自E+NP]"的 原始意义应该是

“
始 于 NP”

(亦 即
“
自古 =始于古

”
)。 后来从这些原始意义引申出经典中常用的意义 ,譬 如

“
息

”

的意群有 :

喘气¨

休 `息

生息、消息 (Ed司 -appear)、 信息

子、利息、媳妇

止息

这些意义系统的
“
义核

”
是

“
鼻息

”
。换言之 ,“ 自

”
等于

“
鼻子

”
是

“
息

”
这一义系的原始义。

2.2构 件 有
“
义

”

“
构件有义

”
指的是汉字的部件有的以

“
词

”
为单位。正因如此 ,作 为部件的词有其

自身的词义 ,尽管这些词的词义有的没有文献的直接证据。如 :

(1)A:癃 =氵 +篇 (独角兽)+去 :蔫按公平的方法 (水 )去 (罪人 )。

B:辈 =氵 (标尺)+隼声 :水平仪。《释名》水 ,准也 ,准平物也。

古文献中
“
水

”
很少用为

“
法

”
的意思。由

“
涯

”
f辈

”二字从
“
水

”
可以看出 ,“ 法

”
的理念和

水的功能一致 :“水
”
有

“
法

”
义不仅是字中之

“
字义

”
,也促发我们发掘它在文献中的实际

(4〕 冯 胜 利《
“
造 意 语 境

”
考 义 法 刍 议 》:《 古 汉 语 研 究 》1993年 第 2期 ,第 18-2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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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古文字构形中的语法信息

3.1上古 语 言 中 的 语 法 信 息

上古句法与后世句法不同者,这可以从下面例子看出来 :

(7)a.《 孟子》:“作之君、作之师。
”
赵岐《章句》:“ 为作君、为作师。”

b.《合集》:“ 帝其乍我薛(=作我孽)。
”(l4184)

上古动词
“
作
”
的后面可以带两个宾语 ,后面的宾语可以移到第一个宾语前做动词。譬如 :

(8)《 合集》:“祖乙孽我。”(1632正 )

结果双宾语结构变成了单宾语结构。这就是上古轻动词句法运作的结果。请看 :

〔5〕 “
u丨 |” 左 边 言旁 ,郭 店楚 简 又作

“
丿刂+心”

,心 在 下 。可见 ,“ 言
”“

心
”
互 通 ,或

“
言 为 心 声

”
之

谓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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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行为

V动作

|

作

NP对象

|

革

轩件VP

丬咋辶 V NP涉 及者 V’行为

V动作

|

推

NP对象

|

孽

注意 :这种轻动词 (v)促发 的宾语提前式 的句法运作 (冯 胜利 ⒛ 14),如 下文所示 ,也在

汉字构形的
“
造字语言

”
中有所表现。

3.2古 字 构 形 中 形 反 映 的 词 性 变 体

我们知道 ,字 (和字的形体构造)是书写形式而不是语言本身的形式。因此 ,字体的

形式不是语法的标志。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
“
外在形式

”
丝毫都不反映内部的信息。事

实上很多汉字构形中的部件可以从语法的角度来理解。譬如表示
“
行走

”
之义 ,甲 骨文

可以用
“
彳+人+亍”

这个字形结构来表示。后来用
“
彳+亍 (=行 )”表示动词 ,而

“
彳+

人+亍”
表示名词。郭店楚简正好反映了这一对立 :换言之 ,用

“
彳+人 +亍”

表示
“
道

路
”
可能是当时楚地的一个特点。事实上 ,用 字形表示语法对立 ,无独有偶。请看 :

(1ω动词/名 词 :立 /位 、莆/构 、坐/座 ⋯¨

名词/动词 :包 =抱 、鱼/渔 P·
·⋯

自动/使动 :至 /致 、正/政⋯⋯

在上面的例子中 ,我们看到标识名词的符号有
“
人 =名 符、木=名 符、广 =名 符

”
;而表示

动词的符号有
“
手 =动符、力 =动符、攴 =动符

”
。当然 ,这些标记可能只是一种

“
偶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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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巧合 ,然而下面的事实告诉我们 ,用构形部件来标记语法 ,并非无稽之谈。譬如 ,《 说

文》攴部有 77字 ,其 中 40余字可分析为
“
动词性的派生词

”
;另 有 28个仍有待考的可

能。就是说 ,“ 攴
”
形的构件功能可能就是造字时的一种语法标记 (如使动、为动等相关

语法标记 )。 下面是我们对这 77个字所做的一初步分析。挂一漏万 ,在所难免 ;修葺补

苴 ,则 容待来 日。

3.3《 说 文 》攴 部 字 考

《说文》:“ 攴 ,小 击也。从又 卜声。凡攴之属皆从攴。
”

《段注》日:手 部日
“
击 ,攴 也

”
,此 去

“
小击也

”
,同 义而微有别。按此字从又 卜

声。
“
又

”
者手也。经典撅变作扑。凡《尚书》、三礼

“
鞭扑

”
字皆作

“
扑

”
。又变为手 ,

卜声不改 ,盖 汉石经之体。此《手部》无扑之原也。唐石经初刻作
“
朴

”
,从 木者,唐

元度覆校正之从手 ,是 也。《豳风》:“ 八月剥枣。
”
假

“
剥

”
为

“
攴

”
。毛曰 :“ 击也。

”
《音

义》曰:“ 普 卜反。
”

今按 ,“ 攴
”
可以分析为从又、从 卜,会意 ;“ 扑

”
则是从手从 卜,形声。

“
攴

”
作为实动词训

“
击

”
,作为轻动词相当于今天的

“
打

”
。今天说

“
打鱼

”
,《 周礼》

“
澈人

”
亦作

“
攸

”
(《 周礼音

义》:“觳本作攸
”
),从攴、从鱼 ,正是今天的

“
打鱼

”
,相 当于英文的

“DO” ,因 此
“
攴

”
在文

字构建中可以用为轻动词标记 :DO(直 动 )、 CAUSE(使动 )、 CONSIDER(意 动 )等 等 ,

如下文所示 (所引说解皆本《说文》,故不一一标出)。

1.启 ,教也 。从攴启声 。今按 ,从 攴 ,使 之启之谓也 。《论语 ·述而》曰 :“ 不愤

不启 。
”

2,彻 ,通 也。从彳从攴从育。

《段注》:《 孟子》日:彻 者 ,彻 也。郑注《论语》日:彻 ,通也。为天下通法也。按 ,

《诗》
“
彻彼桑土

”
,传 曰:裂 也。

“
彻我墙屋

”
,日 毁也。

“
天命不彻

”
,日 道也。

“
彻我

疆土
”
,日 治也。各随文解之 ,而

“
通

”
字可以隐栝。古有

“
彻

”
无

“
辙

”
。从彳从攴从

育。盖合三字会意。攵之而养育之 ,而 行之 ,则 无不通矣。毛传所谓治也。

今按 ,段谓
“
攵之而养育之而行之△卩

“
使育之、使行之

”
。

3.敏 ,疾也。从攴每声。(“ 每
”
待考 ,或为做

“
每

”
之事E攴 =DO])。

4.败 ,强也。从攴民声。 (“ 民
”
待考 )

5.歇 ,强 也。从攴矛声。(“矛
”
待考 )

6.畋 ,迮 也。从攴白声。《周书 ·立政》曰 :“ 常故常任。
”

《段注》:迮 ,起 也。畋者 ,起 之也。与迫音义同。

今按 ,乍 、白皆铎部字。疑
“
故

”
者即

“
攴 +作 =使作

”
之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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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整 ,齐也。

《段注》:齐 者 ,禾 麦吐采上平也。引伸为凡齐之偶。从攴从束正,正 亦声。

,此 正EA cause B become今按,“ 从攴从束正”可分析为
“
构形句”

,亦 即:“使收束为正”

0]之句法格式也。

8.效 ,象也 。从攴交声 。

《段注》:象 当作像。人部 日:像 ,似 也。《毛诗》:君 子是则是效 。又 民胥效矣。

皆效法字之或体。《左传》引诗 民胥效矣是也1彼行之而此效之 ,故 俗云报效 ,云 效

力 ,云 效验。《广韵》云 :俗 字作劾。今俗分别效力作劾 ,效 法效验作效 ,尤 为鄙俚。

效法之字亦作爻 ,《 毅辞》
“
爻法之谓坤

”
是。亦作

“
骰

”
,《 礼运》

“
骰 以降命

”
是。亦作

“
敲

”
,《 仪礼》注引《诗》

“
君子是则是皎

”
是。皆假借也。

今按 ,据本文
“
语法造字

”
原理 ,则

“
力

”
为

“
直动符 (=D○ )”

—— “
劾

”=效力 ;而
“
攴

”
乃

“
使动符 (=CAUSE)’’— “

效
”=效法 (使之像 )。 故

“
劾

”“
效

”
二字之异在于直动、使动

之别也。

9.故 ,使为之也 。从攴 ,古声 。

《段注》:今俗云原故是也。凡为之必有使之者。使之 而为之则成故事矣。引

伸之为故 旧。故 日古 ,故 也。《墨子 ·经上》日:故 ,所 得而后成也。许本之 。从攴 ,

取使之之意。

今按 ,许慎
“
故 ,使为之也

”
之

“
使

”
显然源于

“
攴〃的

“
使动符

”
作用 。此汉人将

“
攴

”
解 为

“
使

”
的例证 。又 ,段 氏

“
从攴 ,取使之之意

”
则深知许慎解字之f意”

。

10.政 ,正也。从攴 、正 ,正亦声 。

今按 ,《 论语 》:“ 孑1子 曰 :政者 ,正 也 。
”
谓使之正也 。

11.故 ,敦也。从攴也声 。读与施 同。待考(或可解为
“
使之施

”
,参《段注》)。

《段注》:今 字作施 ,施 行而敝废矣。施 ,旗 旖施也。经传 多假借 。

12.敷 ,故也 。从攴荨声 。

《段注》:此 与寸部
“
草

”
音义 同。俗作敷 。古寸与方多通用。《周书》日 :“ 用敷

遗后人。
”
《顾命》文。

今按 ,据《段注》,敷即
“
使之荨

”
。

13.欺 ,主也。从攴典声 。

《段注》:《 广韵》
“
典

”
字下 日 :“ 主也 ,常 也 ,法 也 ,经 也。

”
按凡典 法、典 守字皆当

作欺。经传多作典 ,典 行而欺废矣。

今按 ,使成典要为欺 。

l吐 .殿 ,数也 。从攴 ,丽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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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注》:《 大雅》:其 丽不亿。毛 日:丽 ,数 也。《方言》作殷 ,亦 云数也。盖
“
殿

”

是正字 ,“ 丽
”
是假借字。从丽者 ,丽 ,网 也。网网而数之也。

今按 ,“ 网网(丽丽)数之
”
,此殿所 以从攴也。

“
攴

”
亦

“
直动符

”
也 。

15.数 ,计也 。

《段注》:六 艺六 日九数 ,今《九章算术》是也。今人谓在物者去声 ,在 人者上声。

昔人不尽然。又引伸之义、分析之音甚多 ,大 约速 与密二义可包之。

今按 ,“做数 sh山
”
为

“
数 sh凶

”
,是攴用为

“
直动符

”
。(算从廾 ,也是直动

“DD=弄”
的构意 )

16.漱 ,辟漱铁也 。从攴涑 。涑亦声 。

《段注》:张 协《七命》:乃 炼乃铄 ,万 辟千灌。李注 :辟 谓叠之。灌谓铸之 。引

《典论》魏太子丕造百辟 宝剑 ,又 引王灿《刀铭 》灌辟 以数 ,质 象 以呈。按
“
辟

”
者 ,

“
襞

”
之假借也。

“
漱

”
者 ,段 也。简取精铁 ,不 计数折叠段之 ,因 名为

“
辟漱铁

”
也。

从攴涑。从攴者 ,取段意。涑者 ,潲 也。从涑 ,取 简择之意。

今按 ,据段注 ,则
“
漱

”
的构意为

“
使之成涑 (简择 )” 。

17.孜 ,孜孜 。从攴子声 。二字段补 ,姑置不论 。

18.敛 ,分也 。从攴分声 。

《段注》:此 形声包会意。《周书》日 :“ 乃惟孺子放。
”
《雒诰》文。今《尚书》作颁 ,

盖孔安国以今文字易之。《周礼》亦作颁。当是放为正字 ,颁 为假借字。郑司农云 :

颁读为班布之班。据许所偶古文则 当云颁 当为放 ,不 尔者汉时放字不行也。马注

《尚书》:颁 犹分也。云犹者 ,颁 训大 ,大 则必分 ,非 可径训分也 ,故 云犹。读与膨 同。

今按 ,敛为颁布正字 ,使分为颁也 。

19.敫 ,止也 。从攴旱声 。《周书》曰 :“ 敦我于艰 。
”

(《 文侯之命》篇文。今作扦 )。

《段注》:敫 、扦古今字 ,扦 行而敫废矣。《毛诗 》传 日 :干 ,扦 也。谓干为扦之假

借 ,实 则干为敫之假借也。手部 日 :扦 ,忮 也。

今按 ,干 为盾 ,用 (=D○ )盾为捍 ;用 干为扦。敦 、扦古今字 ,故其从攴 、从手 ,一也 ;皆直

动符也 。

20.鼓 ,有所治也 。从攴岂声 。读若狠 。(待考 )

21.敞 ,平治高土 ,可 目远望也 。从攴 尚声 。

《段注》:惟
“
平治

”
故字从

“
攴

”
。后人乃谓高土可以远望为敞 ,而 昧其本始矣。

今按 ,段得从攴之解 ,“ 敞
”
之构意为

“
使之为尚(高土 )” 。

22.做 ,理也 。从攴伸声 。

《段注》:直 刃乃误 同瞅音耳。《东京赋 》:振 天维 ,揄 地络。揄谓 申布也。《玉

篇》:余 忍切。桁 当是做之或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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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⒈今按,使 申布(伸 )为
“
做”。

≡ .23.改 ,更也。从攴己(声 )。 (待考)
i=∶  r印 ·叭 ’-ˉ ° //′ ^ˉ ˇ  'v `∶ ~

∶
∷t∶ ∷zz1.变 ,更也 。从攴繇声 。(待考 )

∶ =25.更 ,改也。从攴丙声。(待考 )

《段注》:更训改 ,亦 训继。不改为继 ,改 之亦为继 ,故《小雅》毛传 日:庚 ,续 也。

用部庸下日:庚 ,更 事也。《列子》云 :五 年之后 ,心 庚念是非 ,口 庚言利害。七年之

后 ,从 心之所念庚无是非 ,从 口之所言庚无利害。皆假庚为更。今人分别平、去二

音 ,非 古也。

26,敕 ,诫也。从攴束 (声 )。

《段注》:“ 各本有
‘
声

’
,误 ;今 删。攴而收束之 ,二 义 皆于此会意 ,非 束声也。

”

“
言部日:诫 ,敕 也。二字互训。”《段注》又日 :“ 一日二字今补。

‘
膏地 日敕

’
,此 别一

义。凡植物地中谓之
‘
曹

’
,或 作

‘
停事剽罅

’。侧吏、初吏二切 ,敕 与初吏一切 ,正 同

部双声也。
‘
膏

’
者今之

‘
插

’
字 ,汉 人只作膏。

”

今按 ,段 氏得此字会意之 旨,但未达此字为
“
句法会意

”
。攴 ,使也 ,“攴而收束之

”
当是

“
使收束

”
之义。攴为使动符 ,手为直动符 ,故

“
插

”
是

“
做茜之事

”
。

27.瑕 ,使也。从攴 ,TL省声。(此可证
“
攴=使”

,但语源待考 )

28.敛 ,收也。从攴佥声。(使 收为敛?待考 )

29.敕 ,择也。从攴案。《周书》曰 :“ 敕乃甲胄。
”(待考 )

《段注》:各本有
“
声

”
,误 ;今 删。桌或呆字 ,冒 也。从攴棠者 ,毅其冒昧而择之。

30.敌 ,系 连也。从攴乔声。《周书》曰 :“ 敌乃干。
”
读若矫。

《段注》:许 云
“
系连

”
者 ,谓 系而连之

今按 ,“ 系而连之
”
即

“
使系

”
之义。

31.敛 ,合会也。从攴合 ,合亦声。

今按 ,使合为敛。

32.嗽 ,列也。从攴陈声。

《段注》:《 韩诗》:信 彼南山,惟 禹嗽之。《尔雅》:郊 外谓之田。李巡云 :田 ,敕

也。谓敕列种谷之处。敕者陬之省。《素问》注云 :敕 ,古 陈字。是也。此本嗽列

字 ,后 人假借陈为之 ,陈 行而漱废矣。亦本
“
军瞰

”
字。甬下云 :读 若军瞰之暾是也。

后人别制无理之阵字 ,阵 行而陬又废矣。《广韵》十七真日:陬者 ,陈 之古文。古文

当作古字。

今按 ,敕 、阵兼表动名 (用字之事),然据造字之例 :敕 =动词 (从攴 )、 阵=名词 (从 阝),偏

旁不同 ,词性亦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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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敌 ,仇也 。从攴啻声 。

《段注》:仇 ,雠 也。《左传》日:怨 耦 日仇。仇者 ,兼 好 恶之词 。相等为敌 ,因 之  :
相角尢敌 。古多假借适为敌 。《礼记 》:计 于适者。《史记》:适 人开户。适不及 拒。 j
《荀卿子》:天 子 四海之 内无客礼 ,告 无适也。《文子》日:一 也者 ,无 敌之道也。按 ,

后人取文子注《论语》日:敬 者 ,主 一无适之谓。适读如字。夫主一则有适矣 ,乃 云

无适乎。敬者持事振敬 ,非 谓主一也。《淮南书》曰 :一 者 ,万 物之本也 ,无 适之 道

也。与文子同。正作敌 。

今按 ,“ 敞
”
疑是会意 :“ 做 (攴 )对 (啻 )”为

“
敌

”
。

“。熬 ,止也 。从攴求声 。(失考 :疑或
“
使求

”
之义 )

35.敖 ,强 取也 。从攴兑声 。(失考 )

《段注》:此 是
“
争敖

”
正字。《周书》日 :“ 放攘矫虔。

”
今《尚书》作夺 ,此 唐天宝卫

包所改。《陆宣公集》有放敷是也。

36.教 ,解也 。从攴鼙声 。(失考 :疑或
“
使释

”
之义)  ¨

《段注》:此 与
“
释

”
音义 同 ,后 人 区别之。

37.赦 ,置也 。从攴赤声 。赦 ,赦或从亦 。

《段注》:网 部 日:置 ,赦 也。二字互训。赦与
“
舍

”
音义 同 ,非 专谓赦罪也。后舍

行而赦废 ,赦 专为赦罪矣。

今按 ,疑
“
做舍之事为舍

”
,“使舍弃 (罪 )为 赦

”
,故 从手 (拾 )=直 动符 ,从攴 =使动符 。

(待考 )

38.攸 ,行水也 。从攴从人 ,水省 。

今按 ,《 卫风》毛传 :“ 敝敝 ,流 完。
”
《段注》:“ 借为迪字 ,迪 ,气行完 。水行之攸 ,气行之迪 ,

皆主和缓 ,故 或用攸 ,或用迪 。从攴从人 ,攴 取引导之意 。人谓引导者 :”是
“
水行

”
目敝

敝 ,“行水
”
曰攸 ,故字从

“
攴

”
。

`39。 歧 ,抚也 。从攴亡声 。读与抚同。

《段注》:亡 在九部 ,无 在五部。古借亡为无 ,故 改读如抚也。芳武切 。

今按 ,亡声与抚同 ,则
“
歧

”
是

“
抚

”
的变体 ,从攴、从手或无别 ,或有别 ,其 中差异有待续考 。

40.敉 ,抚也 。见释言。从攴米声 。《周书》曰 :“亦未克敉公功。
”
读若弭。

今按 ,“敉
”
从攴 ,训

“
抚

”
,符合

“
攴

”
的动符功能。但是

“
敉

”
或从

“
人

”
作

“
倮

”
,则 待考

“
人

”

符的语法功能 (或“
侏

”
字的用途 )。

41.皴 ,侮也 。从攴从易 ,易 亦声 。(待考 )

《段注》:此 与人部惕义略同。

42.敖 ,戾 也 。从攴韦声 。(待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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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注》:王 注《离骚》日 :纬 艟 ,乖 戾也。《广雅 ·释训》日 :纬 憧 ,乖 剌 也。《广

韵》艹一麦 日:徽 碹 ,乖 违也。《说文》无缱。纬、徽 皆
“
散

”
之假借也。

43.敦 ,怒也。从攴辜声 。(待考 )

∷   《段注》:诋 也。一日谁何也。皆责问之意。《J邯 风》:王 事敦我。毛日:敦 厚也 。

| 按心部悖 ,厚 也。然则凡云敦厚者 ,皆 假 敦为悖。此字本意训责 问 ,故 从攵。谁何

见言部。

∷ 44.歙 ,朋 侵也。从鼻 、攴 ,罩亦声 。

《段注》:覃 ,朋 也。攴 ,侵 也。

今按 ,此
“
攴

”
乃

“
构形实词

”
,而非

“
构形虚词

”(=语法功能符 )。 亦 即 :攴 =侵害 。上古

造字 ,一形多用 。此其例也 。

45.败 ,毁也。从攴 、贝 ,贝 亦声 。

《段注》:贼 、败 皆从贝 ,二 字 同意。古者货贝 ,故 从贝会意。戈部云 :贼 从戈则

声。与此不合。歌 ,籀 文败从殿。从二贝也。《老子》日:多 藏必厚亡 :

今按 ,此
“
攴

”
与

“
致

”
字之

“
攴 =侵害

”
同 ,均 为构形实词 。

46.散 ,烦也 。从攴罱声 。

《段注》∶烦 ,热 头痛也。引伸为烦乱。按 ,敞 与更部
“
罱

”
,乙 部

“
乱

”
,言 部

“
繇

”
,

音义 皆同。烦 甲敞。治其烦亦 日乱也。

今按 ,此
“
散

”
的构意当据所从构形功能符

“
攴

”
之语法功能理解为

“
添乱

”
之 义。

“
攴

”
为

直动用法 。

47.寇 ,暴也 。从攴 、完 。与败贼 同义 。

《段注》:暴 当是夺部之桑。暴疾之字引伸为暴乱也。

今按 ,与
“
败 、贼 同意

”
者 ,“ 攴

”
用为构形实词也 。

48.擞 ,剌也 。从攴蚩声 。(待考 )

《段注》:刺 ,备 本作剌。今按鼓与揿双声 ,定 作刺 。

逛9。 敫 ,闭 也 。从攴度声 。读若杜 。

《段注》:杜 门字当作此 ,杜 行而殿废 矣。丹部 引《周 书》惟其墩丹膜 ,此 假
“
嫩

”

为
“
涂

”
也。劂 :殿 ;或 从刀。按刀部 :“ 劐 ,判 也。

”
则此当删。   、

今按 ,“ 使之有度为敫
”
。《刀部》有

“
剡 ,判 也

”
,是从刀为

“
直动

”
,从攴是

“
使动

”
。故段氏

“
则此当删

”
不确 。造字或有类似重 出而语法有异者 ,如 前举

“
劾

”“
效

”
之不 同也。

50.敛 ,塞也 。从攴念声 。《周书》曰 :“叙乃弈。
”(待考 )

51.皲 ,尽也 。从攴毕声 。

今按 ,“ 毕 ,田 网也
”
。是

“
敷

”
乃

“
使之八网

”
而喻尽意耶?待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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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收 ,捕也 。从攴 叫声 。

《段注》:手 部 日:捕 ,取 也。

今按 ,使 叫聚 ,故从攴 。

53.鼓 ,击鼓也 。从攴童 ,直者鼓之省 。攴者击 。童亦声。

《段注》:《 周礼》:小 师掌教鼓鼗杌敌 ,填 箫管弦歌。注云 :出 音 日鼓 。按鼓 ,郭

也。故凡 出其音 皆日鼓 ,若 鼓训击也。鼗杌歌可云鼓。

今按 ,据段 氏 ,则攴为
“
出

”
意 ,若

“
攴

”
为

“
构形虚词

”
,则 训

“
击

”
亦无妨 。又 ,“ 出音

”
亦

“
为

音
”“

造音
”
之义也 。

54.考 ,攸也 。从攴丐声 。(待考 )

今按 ,《 唐风》
“
子有钟鼓 ,弗击弗考

”
,毛 传 :“ 考亦击也。

”
考 、攸叠韵 ,通假。从攴者 ,待考

“
攸 、敲、拷 、扣 、叩、殿 、攻 、敲

”
等动词语义 、语根而后可定 。

55.攸 ,击也 。从攴句声 。读若扣。(待考)          /

《段注》:《 周礼》:凡 四方之宾客敛关。宋书山居赋饭 弦 ,即 江赋之 叩舷也。舟

底 曲如 弓,故 其上 日弦。 自扣、叩行而铍废矣。手部扣 ,牵 马也。无叩字。

56.攻 ,击也 。从攴工声 。(待考 )

《段注》:《 考工记》攻木、攻皮、攻金 ,注 曰 :攻 犹治也。此引伸之义。

57,敲;横挹也 。从攴高声 。(待考 )

《段注》:挝 ,今 之掷字。横挝 ,横 投之也。《左传》:夺 之杖 以敲。《释文》日 :《 说

文》作敲。此谓左字当作敲也。横投不必 以杖。又按《公羊传》:以 十 (斗 )鼙 而杀

之。何云 :聱 犹擎也。擎谓旁击头项。擎即敲字 ,擎 即敲字 ,其 字义异 ,故 云犹。樾

或作樾 ,误 。

58.殿 ,击也 。从攴豕声 。(待考 :或 与
“
啄

”
才目关 )

《段注》:此 与木部椽音义 皆同。

59.数 ,放 也 。从攴圭声 。

《段注》:放 部 日:逐 也。《广韵》日 :叛 曲侵。

今按 ,使往 (逞 )为放逐。

60.严 ,坼也 。从攴 ,攴 可剖物 ,故从攴从厂 。厂之性坼 氵山石之厘岩多坼裂 ,故从

厂 。果孰有味亦坼 ,故从未 。

《段注》:各 本谓之产 ,从 未声。衍 四字。此说从未之意。非说形声 ,未 与产不

为声也。未下 日:味 也。六月滋味也。
“
刺

”
下 日:从 刀从未。未 ,物 成有滋味可裁

断也。未 即味。此云果孰有味亦坼故从未 ,正 同。果坼者 ,如 左思赋云
“
椐栗罅发 ,

石榴竞裂
”
也。此合三字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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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按 ,合三字会意者 ,大多是构形句。据段注则为
“
使成厂、未类坼裂

”
。

61,骰 ,去阴之刑也。从攴蜀声。《周书》曰 :“ 月刂劓骰黥。
”

《段注》:歇 ,斯也。《大雅》:昏 椽靡共。郑云 :昏 、橛 皆奄人也。昏,其 官名也。

涿 ,毁 阴者也。此假椽为歇也。 (《 周书》日 :“ 月刂劓戢黥。
”
)《 吕荆》文:刖 当作刖。

《尚书正义》日:贾 、马、郑古文《尚书》劓、刖、gll、 剌。大小夏侯、欧阳《尚书》作膑、

宫、劓、割头、庶剌。按贾、马、郑 皆作刖 ,许 必同。《释文》及《正义》卷二 皆云
“
劓、

耳刂
”
。本篇《正义》作

“
刖劓

”
。唐初本 固不同耳。歇、黥 ,据 《正义》贾、马、郑作

“
剿

京刂
”
。剿同歇 ,刺 同黥。卫包 因《正义》云

“
剿 ,椽人阴

”
,乃 易为

“
椽

”
字,而 不知歇、椽

字义之不同。椽 ,击 也。
“
去阴

”
不可云

“
椽

”
。

今按 ,“攴
”
相当于抽象动词

“
为

”“
做

”“D○”
。今语

“
做了牝

”
即谓去阴也 。又 ,蜀 为阴 ,故

去蜀为歇 。骰为抽象义 (故从
“
攴

”
),剔 为具体义 (故从刀 ),之 间不同犹今语

“
挖

”
与

“
挖

掘
”
之异耳。

62.敌 ,冒 也 。从攴 昏声 。(待考 )

63.敌 ,禁也 。从攴吾声 。

《段注》:与 圉御音 同。《释言》:御 圉禁也。《说 文》御 训祀 。 圉训 囹圉,所 以

拘罪人 。则敌为禁御本字 ,御 行而敌废矣。古假借作御 ,作 圉。⋯⋯《木部》控云

“
杌乐也″,褐 下不云

“
歌乐

”
者 ,敌 取义于遏 ,褐 为遏之假借耳。敌者所 以止乐 ,故

以敌名。

今按 ,据段氏 ,“使止 (=御 )”为
“
敌

”
故从

“
攴

”
。

64.敫 ,研治也 。从攴果声 (待考 )

65.敛 ,持也 。从攴金声 。读若琴 。(待考 )

66.颥 ,弃也 。从攴冒声 。(待考 )

67.畋 ,平 田也 。

《段注》:《 齐风》:无 田甫 田。上 田即畋 字。从 攴 田。 田亦声。待年切。十 二

部。《周书》日 :“ 畋余 田。
”
《多方》篇文。

今按 ,为 田有二 :一 为平 田、二为 田猎 。前者 由
“
为 D。 田

”
派生出

“
畋

”
,后 者田猎之田未造

新字。

68.改 ,毅改 ,大刚卯 ,目 逐鬼彪也 。见殳部 。从攴 巳声 。读若 巳。(失 考 )

69.叙 ,次弟也 。从攴余声 。(失考 )

《段注》:《 咎繇谟》曰:天 叙有典。《释诂》日:舒 业顺叙绪也。古或假
“
序

”
为之。

70.皲 ,毁也 。从攴卑声 。(失考 )

71.皴 ,皲也 。从攴儿声 。(失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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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注》:篇 、韵皆连举肢殿字 ,知 为叠韵无疑。广韵云 :敕肢 ,击 声也。

72.牧 ,养牛人也。从攴牛。会意。

《段注》:《 左传》日:马 有圉,牛 有牧。引伸为牧民之牧。《诗》日 :“ 牧人乃梦。
”

《小雅》文。

今按 ,打鱼为
“
攸

”
、放牛为

“
牧

”
;攴 =放 (牛 )。

73.敕 ,击马也。从攴束声。

《段注》:所 以击马者 日棰 ,亦 日策。以策击马日敕。策专行而敕废矣。

今按 ,“ 以束(策 )击马曰敕
”
,故

“
敕

”
从

“
攴

”
,意谓

“
E用 ⋯⋯击]=打 =DO”之义。

74.缴 ,小舂也。从攴算声。

《段注》:《 臼部》言舂者三字。此云
“
小舂

”
,谓

“
并肖舂之

”
。《广雅》言舂者十一

字。有
“
敫

”
字 ,教 亦作

“
雕

”
。    ′

今按 ,是否
“
攴 (小击 )”有

“
小

”
的标符功能 ,有待考证。

75.敫 ,聱 田也。从攴尧声。(后人增之 )

76.教 ,上所施 ,下所效也。从攴季。凡教之属皆从教。黠 ,古 文教。效 ,亦古文教。

《段注》:教 、效叠韵。辜 ,见 子部 ,效 也。上施故从攵。下效故从辜。

今按 ,“ 教=使之荸
”
,并非

“
上施故从 攵

”
;然 而许慎

“
下效故从莩

”
则是对的。古文

“
教

”

字即孝 (效亦古文教 ),其从攴从爻 ,即谓使之爻 (=肖 、像)或称为爻 (=肖 、像 )。
“
不肖

子孙
”
即

“
不像长辈的子孙

”
。是故

“
成爻为效 (孝 )、 使效为教

”
。

77.敦 ,觉 悟也。从教冂。冂 ,尚 蒙也。臼声。

《段注》:敦 、觉叠韵。《学记》日:学 然后知不足 ,知 不足然后能自反也。按知不

足所谓觉悟也。《记》又 日:教 然后知困,知 困然后能 自强也。故日教学相长也。

《兑命》日:学 学半。其此之谓乎。按《兑命》,上 学字谓教 ,言 教人乃益 已之学半。

教人谓之学者 ,学 所以自觉 ,下 之效也。教人所 以觉人 ,上 之施也。故古统谓之学

者也。枚颐伪《尚书 ·说命》上字作敦 ,下 字作学 ,乃 已下同《玉篇》之分别矣。从教

冂。会意。冂,尚 蒙也。冂下日:覆 也。尚童腊 ,故教而觉之。此说从冂之意 ,详 古

之制字 ,作 教从教 ,主 于觉人。秦 以来去攵作学 ,主 于 自觉。《学记》之文,学 教分

列 ,已 与《兑命》统名为学者殊矣。臼声。学 ,篆 文教省。此为篆文 ,则 教古文也。

今按 ,段 氏所释即
“
使教为敫、为学

”
的句法构意 ,其 句法造词 ∈6〕 和句法造字的运作程

序 ,可简示如下 :

〔6〕 参 冯 胜 利 《轻 动 词 移 位 与 古 今 汉 语 的 动 宾 关 系 》,《 汉 语 韵 律 语 法 研 究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

200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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㈩ 上辈 使 下辈 邸 ⒁
《 鏖 l[:∶ ∶I学

敬半

在 上辈让下辈仿效 (爻 、肖、效 )的 语义句法运作下产生 了
“
教 =敬 =使之学

”
的派生

结果 ;在下辈主动仿效 (爻 、肖、效 )的语义句法运作下就派生了
“
学 =觉 =妓”

的另一

撩结果。这两个系统
“
同源而不同向

”
,其结果就产生了

“
学教半

”
这样丰富多彩的语

言现象。

四 古字形中反映的上古综合类型的句法

由上可见 ,古文字字形中确有句法信息的编码 ,而从下面舁 (衤寻)、 共 (树 )二字的古文

构形中 ,也可见出二字形体结构上的句法信息 (冯胜利、蔡维天、黄正德 2008)。 先看它

们的构形 :

(12)F习 (两人共擎 )、 拙 (四 手对举 )之
“
构意

”
同

舁 (:哥 )的构形意图是
“
两人共举

”
、共 (树 )的 古文构意是

“
两人对举

”
。不难看出 ,二字的

“
构形之意

”
反映的正是上古句法和语义之间的题元关系 ;其核心就是它们构形上的

“一

起 (做 )”之义。请看 :

(13)“一起
”
之义

共

a.《 管子 ·君臣上》:“ 为人臣者 ,上共专于上 ,则 人主失威。
”
这里的

“
共专

”
是

“
侵分

上柄 ,国 如两君
”
。

b。 《说文》:“ 粥 xiang,里中道也。从跪、共 ;言在邑中所共。
”
《段注》:“ 说会意之 J⒈

旨。

道在邑之中,人所共由。
”
从巷字的字中

“
共

”
可证 ,“ 共

”
有

“一起
”
的意思。

与

a。 《汉书 ·陈胜传》
“
尝与人佣耕

”
,颜师古注 :“ 与人 ,与人俱也。

”

b,同源派生词 :舆论(公众之论 )、 举国(=全 国)。 (按 ,《 说文》举 ,对举也 ,与舁同源 )

(14)“受惠
”
之义

共 :《 周礼 ·春官 ·大祝》
“
九 日共祭

”
,郑 注 :“ 共犹受也。

”

与 :《 史记正义 ·谥法解》
“
爱民好与曰惠

”
,旧 注 :“ 与 ,施也。

”

“
共

”
和

“
舁(=舆 )” 的上古字形告诉我们 ,它 们的语义系统中蕴含着

“
使某物和某人共

处
”
的意义 ,而这个意义正好就是当时语言轻动词句法运作的一种 〔7〕 。具体而言 ,“ 受

田 〕 参蔡维天《从 生成语法看汉语 蒙受结构 的源起 》,手稿 ,201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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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
”
或

“
受害

”
源 自

“
使某物和某人共处

”
,亦 即 Hale⒏ Keyser(2002)所 谓 中央遇合

(ce11trd cOhodence)关 系的使动化 ,并 由此衍生出蒙受、处置等用法 ,如下所示 :

(15)使 ⋯⋯共事 艹 受惠/受害(使动义失落 )

9 蒙受 (受惠/受 害合流为蒙受事件的影响)

一
 处置 (蒙受义进一步虚化为蒙受动作的影响 )

相对地 ,“ 给予
”“

供给
”
其实就是

“
使某人拥有某物

”
,亦 即所谓终端遇合 (termind coin~

odence)关 系的使动化 ,最后发展出使役、允让、被动等用法 ,亦 即 :

(16)使 ⋯⋯拥有 艹 使役/使动 (拥有义失落 )

9 允让 (使动义弱化 )

→ 被动 (使动义失落 )

罔与拙代表的是一种使事性 (ccausahty)加 上共事性 (comit缸访ty)的 用法 ,蒙受的现象暗

合。毫无疑问 ,这里
“
共处

”
的语义基础如果没有上古字形的帮助 ,“ 与

”
和

“
共

”
的句法历

史 ,则 失其线索而无法溯源。

不仅如此 ,古文字字形中的句法信息还可以从下面的例子看出来。

(17)《 说文解字 ·第十二卷 ·Δ部》:旬 ,气也。从亡 ,从人。亡人为句。逯安说。

“
句

”
的第一个问题是训诂。《段注》说 :

气者 ,云 气也 ,用 其声阪借为气求、气与字。俗以
“
气求

”
为入声 ,以

“
气与

”
为去

声。句训气 ,亦 分二义、二音。《西域传》:“ 气句亡所得。
”
此气求之义也 ,当 去声。

又日:“ 我句若马。
”
此气与之义也 ,当 入声。要皆强为分别耳。《左传》:“ 公子弃疾

不强句。
”
又子产 日:“ 世有盟誓 ,毋 或句夺。

”
皆言气求也。《通俗文》日 :“ 求愿 日

句。
”
则是求之日气句 ,因 而与之亦日气句也。今人以物与人日

“
给

”
,其 实当用

“
句

”

字。《广韵》古达切 ,其 字俗作
“
丐
”
,与

“
丐

”
不同。《广韵》日 :“ 二字同。

”
非是。

据段氏 ,则
“
句

”
有两个相反的意义 :乞丐和给予。此其一。第二是该字的构形的问题 :

从
“
亡

”
从

“
人

”
的构形意图是什么?段玉裁说

“
从亡人者 ,人有所无必求诸人

”
,显然很牵

强 ,我们需要的是
“
亡

”
和

“
人

”
这两个构件组合的

“
语义句法

”
的理由。事实上 ,从上古的

语义结构来考察 ,如下轻动词的句法运作就表现出古代语义句法的一大类型 (参章太炎

《文始》)。 请看 :                  、

(18)使人有为给 = 使人有为贿
(:〕

使人加为贺

使人益为赐 (益 、易皆锡部 )

∈8〕 《左 传 ·襄 公 二 十 年 》:“ 宋 人 重 贿 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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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增为赠

使人况多为贶

使人盈为腾 (盈 、腾皆青部 )

使人尚多为赏

使人被多为肢

“
使人有为给

”
,那么

“
使人无则为求

”
。

“
亡

”
就是

“
无

”
,“亡人

”
如果是使动结构 ,那

是
“
使人亡 (=无 )” 。据此 ,逯安说

“
亡人为句

”
即可 自然而然地解释为

“
使人无为

亦即 :

为 be    wkh0

有勃口  |  给予、赏赐

无=亡  |  祈求、乞丐

这是句法结构,而这一结构中的论元语义正好反映在
“
旬”

字的构形里。综合
“
攴
”的标动

功能、
“
与、共

”的构形句法,那么
“
旬”的

“亡人为求
”的句法构意就不能说是偶然的巧合。

五 结 语

如果本文所揭示 的大量的古文字构形 中的句法现象是事实 ,构 形句法理论可以成

立 ,那 么我们就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更富有挑战性的前沿课题 :

第一 ,有关字 中字 (或符号 )的 语法类别 (N一符 、V一符 )

1.一个部件有多少种构意功能 ?

2.—个部件有多少种语法功能 ?

第二 ,有关字 中字 (或符号)的词语意义

1.哪 些部件有意义 、哪些部件没有意义 ?

2.哪些部件是构形中使用的词 ?

3.哪些部件是构形 中使用的词义 ?

4.文字构意反映的句法特征有多少 ?

第三 ,有关构件组合反映的语法

1.哪些部件标识哪些语法特征 ?

2.哪些部件标识哪些词法特征 ?

使

眭~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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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哪些部件标识形态特征 ?

4.哪些部件是语义象征符号 ?

5.哪些部件标识类型性语法 ?

6.哪些部件标识移位性语法 ?

7.哪些部件标识词序语法 ?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古文字学
“
构形句法理论

”
所预示和有待深人研究的新课题 ,兹粗胪

于此 ,以待来贤。是耶非耶 ,尚 祈方家是正。

zO14年 12月 31曰于垫垣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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