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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动词动力性的一种初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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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选择从动力性的强弱角度来观察动词，并且尝试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汉语历史

上的动词的演变趋势和原因。文章根据这个思路观察了唐代佛经中与“说”有关的!)个动词的情

况，从而对这些动词的分布、源流情况、演变趋势和原因有了一些比较清晰的认识。文章最后认为，

这种思路对于研究古代汉语词汇系统及其演变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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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自《马氏文通》以来，动词就是汉语语法研究的

一个中心课题。《马氏文通》一书中对动词的考察是

相当深入细致的，许多认识迄今仍然未能被超越。同

时，动词与其他任何语言现象一样，是立体的，应该

有各种各样的观察角度。每一种深入细致全面的观

察角度，都总是能告诉我们新的知识。现代语言学的

许多有影响的理论，就是建立在对动词的分析之上。

但动词中的许多问题继续在引发我们的思考。比如，

常用动词的历时替换，经过人们的深入观察，我们已

经可以比较准确地描写其演变与替换的详细过程。

这些对描写汉语词汇系统的面貌及其演变也是非常

重要的。

但是产生各种演变与替换的原因，尚缺乏深入

的研究。我们想进一步追问，动词系统的演变与替换

是怎样进行的？《马氏文通》说：“凡实字以言事物之

行者，曰动字。”可见动词自身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动

力性，它在一句话中的作用犹如发动机之于汽车。我

们很想观察动词的这种动力性，看它是否在动词演

变与替换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来，我们可以设想

和发掘好几种观察的途径，这里考虑首先在同一个

语义场中来观察。某词动力性强的时候，正是其活动

能力，即组合能力最强的时候。一旦其动力性降低甚

至消失的时候，就可能失去活动能力，就会被取代直

至死去。

在本文中，我们打算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

破僧事》第一卷!与“说”有关的词看作是一个语义

场，首先对之作共时平面的分析，考察其成员的历史

来源、使用频率、分布环境以及相互之间的组合关

系；然后据此分析它们的动力性强弱情况。希望对研

究动词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角度。当然，这种观察还是

比较初步的，深入细致的观察分析应当可以提供更

多的认识。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二十卷，约%-
万字。唐代高僧义净（&(#$)%(）译。该书主要通过讲

故事的方式记述了释迦牟尼与其堂弟提婆达多之间

发生的各种斗争，纪录了早期佛教的许多史实，反映

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用语通俗平易，可读性较

强，在许多方面反映了初唐时期的语言面貌。在全书

中，各层次人物间的对话较多，语词丰富。据笔者调

查，在第一卷中有以下一些词可以归入表言说类聚

合：问、答、说、告、曰、言、报、念、白、唱、陈、思念、思

惟、唤、教、谓、敕、呼、赞、次、咨论、咨议。虽然这些词

在语义方面存在差别，但本文所关注的是它们都能

发出言语这一共同点。

二、以动作点"为单位全面观察表言说词

据笔者考察，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

事》第一卷约.千字的语料中，有%.&个表言说的动作

点。以下按动作点作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有的动作

点可以由一个词充当，有的则需要两个词组合充当，

但本文都只以第一个词为标记点，因为笔者认为第

一个词才是动作的主要发出者，详见后文所论。这些

词共有!)个，可以分为两类。（文中引例均见大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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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身可以完成言说动作的词

这类词有!"个，下面按出现频率排列举例。

“告”：占据#$个动作点，占总数的$%&%’。"处独

用，!(处合用，其中，"处与“言”组合，!#处与“曰”组

合。如：

尔时彼王知其子心毕欲出家，即便
·
告

·
言：“我今

放汝，随意而去。”（$)!*）

时彼使女先于大家有所嫌恨，便
·
告

·
彼

·
曰：“我之

大家非未庄饰，意欲以汝璎珞及衣，庄饰其身，别看

余婿。”（$)!+）

时后父王闻斯语已，即令使者持书，
·
告增长王：

“何因今者违先立誓？若违先誓，我当兴兵往罚汝国。

汝当严兵，以待于我。”（$)",）

先秦文献已经出现，《书·甘誓》：“王曰：‘嗟！六

事之人，予誓告汝。’”

“白”：占据!-个动作点，占总数的$"’。#处独

用，!%处合用，其中，$!处与“言”组合，$#处与“曰”组

合。如：

使者
·
白

·
彼

·
王

·
曰：“我军将王国大夫人已终殒殁，

闻王有女堪为国后，故遣我来咨论此事。”（$)#+）

臣复
·
白

·
曰：“云何回去，不入园内？”（$)",）

时增长王即敕曰：“谁为此乐？”诸臣
·
白

·
言：“是四

王子在中娱乐。”（$)",）

合掌
·
白

·
王：“我等四子请乞一愿，所有眷属欲随

去者，愿王怀慈许其随去。”（$)"*）

汉代已经出现，《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厉王母

弟赵兼因辟阳侯言吕后，吕后妒，弗肯白，辟阳侯不

彊争。”

“次”：占据!#个动作点，占总数的$$&%’。!#处

独用。如：复
·
次诸人，梵授王于象造城中子孙更王，乃

至三万二千代，正法化世。（$)$*）

复
·
次诸仁，海天王于欢喜城中子孙更王，乃至一

万八千代，正法化世。（$)$+）

《汉语大词典》：$、叙事时后项对前项之称。《书·

洪范》：“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

八政⋯⋯次九曰向用五福，”此处用“复次”，相当于

“又说”，表示说话者在叙述过程中说了一件事之后，

接着说另外的事。

“报”：占据$"个动作点，占总数的(’。有一处独

用，$#处与“曰”组合使用，如：时蜜捺罗闻此语已，欲

心便息而生害意，便告侍女言：“汝
·
报淫女，庄饰既

了，来某园林。”（$)!+）

此人
·
报

·
曰：“汝自取去。我旦来取稻，已兼两时粮

讫。汝应自去。我不烦去。”（$))+）

淫女
·
报

·
曰：“圣子！女人常有如是过失，愿恕其

过。”（$)!+）

《汉语大词典》：.、复命。奉命办事完毕，回来报

告。《礼记·郊特牲》：“祭之日，王皮弁以听祭报，示民

严上也。”后泛称报告；告知。唐杜甫《秦州杂诗》之

十三：“船人近相报，但恐失桃花。”由此看来，还是一

个比较新的用法。

“说”：占据$!个动作点，占总数的/’。$!处独

用。如：

我等宜共诣世尊所，问知此事。如佛所
·
说，我当

奉持。（..,）

复生是念：“我弟子中谁能
·
说此释迦族者。”知大

目连善说斯事。（..*）

《汉语大词典》：$、叙说，讲述。《易·咸》：“咸其辅

颊舌，滕口说也。”

“问”：占据$$个动作点，占总数的%&%’。"处独

用，(处与他词组合。如：诸人
·
问

·
曰：“此二童子是谁种

族？”（$)#*）

世尊，若有人
·
问我：“释迦种从何而生？谁最为

先？谁为尊贵？有何胄族？”云何而答？（..0）

王
·
问

·
使

·
曰：“此国幽僻，如何至此？”（$)#+）

《汉语大词典》：$、询问；诘问。《书·吕刑》：“皇帝

清问下民。”

“陈”：占据-个动作点，占总数的"’。-处独用。

如：

彼 侍 从 女 奉 此 语 已 ， 诣 蜜 捺 罗 所 具
·
陈 上 事 。

（$)!,）

使者闻已，白彼王曰：“我还本国，当具
·
陈此意。”

（$)#+）

《汉语大词典》：(、上言；陈述；陈说。《书·咸有一

德》：“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乃陈戒于德。”

“曰”：占据-个动作点，占总数的"’。-处独用。

如：

王
·
曰：“可尔。”（$)#+）

王
·
曰：“我有长子。彼设生子，岂令绍位！”（$)#+）

《汉语大词典》：$、说；说道。《书·舜典》：“帝曰：

‘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

位。’”

“言”：占据(个动作点，占总数的#&%’。(处独

用。如：

尔时别有一伴，闻此语已，复
·
言：“我取三日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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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汝痴妇女人，或
·
言未庄饰，或

·
言庄饰了。（!"$%）

《汉语大词典》：&、说；说话。《书·无逸》：“三年不

言。”

“答”：占据’个动作点，占总数的()。$处独用，*
处与“曰”合用。如：师

·
答

·
曰：“善子，如外道真婆罗门

法说：无子者不得善道。汝有子不？”（!"(#）

有此问者，我云何
·
答？（++#）

《汉语大词典》：!、回话，回答。《论语·宪问》：“夫

子不答。”

“唤”：占据*个动作点，占总数的$)。(处独用，!
处与“言”组合。如：时此世界，无有日月星辰昼夜时

节，亦莫能辨男女贵贱，但相
·
唤

·
言：“萨埵萨埵。”

（++,）

复有一伴，来
·
唤其人共相取稻。（!""#）

《汉语大词典》：!、呼叫。汉王褒《洞箫赋》：“哮呷

口玄唤，跻踬连绝。”

“念”!：占据*个动作点，占总数的$)。*处独用。

如：

我今被伤，极至酸痛，节节支分如被刀割。唯
·
念

舍命，如何更有而起余想？（!"(#）

·
念往昔淫欲之事，于是身中遂有两氵帝精血，从

身落地。（!"(#）

《汉语大词典》：$、思考，考虑。《史记·廉颇蔺相

如列传》：“故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

徒以吾两人在也。”

“议”：占据*个动作点，占总数的$)。!处独用，

(处与“曰”合用。如：诸臣共
·
议：“王恐无子，令谁继

嗣？”（!"(,）

时诸群臣共王
·
议

·
曰：“王但册取。彼或生男，或复

生女，或是石女。王今如何先忧此事？愿王早索，共

为欢乐。”（!"(%）

《汉语大词典》：!、谋度；斟酌；商议。《易·节》：

“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思惟”：占据(个动作点，占总数的!-&)。(处独

用。如：

彼时有情，咸皆
·
思

·
惟，互相咨议，分别好恶，各习

一艺。（!""%）

《汉语大词典》：!、思量。《汉书·张汤传》：“使专

精神，忧念天下，思惟得失。”

“赞”：占据$个动作点，占总数的!)。!处独用，!
处与“曰”组合。如：

沙门乔答摩，自
·
赞释种族望尊高。（++,）

时彼同伴闻斯语已，心便
·
赞

·
曰：“此亦大好，我今

取时亦兼二日粮稻来耳。”（!""#）

《汉语大词典》：.、赞美；称颂。《韩诗外传》卷五：

“若夫无类之说，不性之形，不赞之辞，君子慎之。”

“唱”：占据$个动作点，占总数的!)。$处与“言”

组合。如：

彼人闻已，心复欢喜
·
唱

·
言：“此是好便。我今日去

取若半月或一月稻来。”（!""#）

时彼从女即
·
唱

·
是

·
言：“贼！贼！杀我大家！”（!"$%）

《汉语大词典》：&、叫喊，高呼。《北史·孙修义

传》：“居大言不逊，修义命左右牵曳出，居对大众呼

天唱贼。”

“劝”：占据$个动作点，占总数的!)。!处独用，!
处与“语”合用。如：

频
·
劝不休。有诸有情，便行推捉，往诣众中。

（!"",）

众共告曰：“汝自有田，何以三度盗他田谷？”
·
劝

·
此

·
语已，便即放之。（!"",）

《汉语大词典》：劝导，劝说。《书·顾命》：“柔远能

迩，安劝大小庶邦。”

“谓”：占据!个动作点，占总数的"-&)。!处与

“言”组合。如：

共相
·
谓

·
曰：“若有人来问我等言：释迦种族谁为

最初？从何而生？有何继嗣尊贵胄族 ？有此问者，

我云何答？”（++#）

《汉语大词典》：$、对⋯⋯说；说。《书·盘庚下》：

“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

“思念”：占据!个动作点，占总数的"-&)。!处独

用。如：

彼女
·
思

·
念：“我今得五百银钱，何为不取？我若不

取，即不应理。”（!"$#）

《汉语大词典》：$、考虑；思考。汉董仲舒《春秋繁

露·玉杯》：“今全无悼远之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

之所甚疾也。”

“呼”：占据!个动作点，占总数的"-&)。!处与

“为”合用。如：

其王立时，众人
·
相

·
呼为有情大同意王。（!""%）

《汉语大词典》：*、称呼。《庄子·天道》：“昔者，子

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

“咨议”：占据!个动作点，占总数的"-&)。!处独

用。如：

彼时有情，咸皆思惟，互相
·
咨

·
议，分别好恶，各习

一艺。（!""%）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 卷!*· ·



《汉语大词典》：旧时备顾问的幕僚。引南朝宋刘

义庆《世说新语》。按此处应作“商讨”解。

“咨论”：占据!个动作点，占总数的"#$%。!处独

用。如：

我军将王国大夫人已终殒殁，闻王有女堪为国

后，故遣我来
·
咨

·
论此事。（!"&’）

《汉语大词典》：议论；商讨。《世说新语·政事》：

“亮亦寻为贿败。”南朝梁刘孝标注：“选用之事，与充

咨论，充每不得其所欲。”

“敕”：占据!个动作点，占总数的"#$%。!处与

“曰”合用。如：时增长王即
·
敕

·
曰：“谁为此乐？”（!"()）

《汉语大词典》：同“勅”、诫饬；告诫。《书·皋陶

谟》：“君将使婴勅其功乎？”

“谤”：占据!个动作点，占总数的"#$%。!处与

“言”合用。如：恐诸外道
·
谤

·
言：“沙门乔答摩，自赞释

种族望尊高。”（**+）

《汉语大词典》：,、诽谤；毁谤。《论语·子张》：“信

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二）本不用作表言说词、而在特定的语境里充

当动作点的助动系统的词

这类词共有&个，列举如下。

“作”：占据!-个动作点，占总数的.#$%。/处与

“言”合用，$处与“语”合用，(处与“念”合用，,处与

“议”合用。如：于时具寿大目扌建连而
·
作

·
是

·
念：“我今

可入如是定中，思惟观察，知释迦种族。”（**+）

悲啼愁恼，
·
作

·
如

·
是

·
语：“奇哉美味！奇哉美味！”

（**’）

便
·
作

·
是

·
言：“奇哉美味！奇哉美味！”（**’）

·
作

·
是

·
议已，便往变金色仙人所。（!"&+）

“发”：占据,个动作点，占总数的!%。,处与“语”

合用。如：“我
·
发

·
实

·
语曾不妄言，若我心行实不改者，

愿邬波驮耶黑颜变作金色。”
·
发

·
此

·
语已，而彼仙人变

为金色。（!"&)）

“生”：占据!个动作点，占总数的"#$%。!处与

“念”合用。如：复
·
生

·
是

·
念：“我弟子中，谁能说此释迦

族者？”（**+）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用语十分丰

富，来源情况比较复杂。

三、从动作点看表言说词的动力性强弱

通过观察，!*/个动作点主要有以下几种表达方

法：（用01代指表言说词）

01!

01!201,

3201&

下面分别分析。

01!：动力性极强的表言说词，自身能发出动作，

不需要外力的助动。前面所列的,-个词中，除“作”、

“发”、“生”外，俱属此类。其中有的还会在01, 和

01&中出现。有的则仅在01!中出现，如“说”、“陈”、

“次”等，它们中的大多数在现代汉语中还继续存在，

说明其动力性确实较强。

01,：动力性不强的表言说词，自身不易发出动

作，一般需要外力的助动，其作用主要在于标记某处

将要或已经发生言语动作。前面所列的与 “报”、

“问 ”、“答 ”、“议 ”、“谤 ”、“敕 ”、“ 白 ”、“ 告 ”、“ 赞 ”、

“唱”、“唤”、“谓”组合使用的动词“曰”和“言”属于此

类。这类动词在本系统中共出现./次，其中“曰”/$
次，“言”,!次。二者在01!也出现过，但频率不高（.次

和-次），反映了正在走向弱势。

01&：完全失去动力，属于标准的名词，充当前面

动词的宾语。但是它的作用主要是与动词配合表达

一个完整的言说动作，在这个动作点上是不可或缺

的。在本系统中，与“作”、“发”、“生”三个动词配合的

“语”、“言”、“念”、“议”属于此类，共出现了,"次，其

中，“语”-次，“言”/次，“念”$次，“议”,次。它们在历

史上都曾在01! 和 01,中出现，其中“语”仅在01&中

出现，已经完成强势走向弱势的过程，其余的则正在

进行之中。

3：单独使用时不能用作表言说词而动力性极

强的助动词，相当于英语的45 65。在这些动作点中，

它们是真正的动力系统。上文所列的“作”、“发”、

“生”属于此类，这与今天的万能动词“打”的功用似

乎比较接近，适应性相当强。

四、结语

上面所提供的语言事实反映了汉语发展史中一

个局部的平面图，其组成成员或是承古而来，或是后

期新起。承古者由于自身因素或外部的影响，有的已

是余音绕梁，有的是几度沉浮，有的则方兴未艾。新

起者也有相同的命运。从现代汉语的角度审视该集

合，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已经不再使用，如“白”、

“曰”、“敕”、“咨议”、“咨论”、“次”、“谓”；有的则正在

使用或向双音节发展，如“说”是最常用的了，“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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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常常组合使用，构成双音节的“报告”。这种状况

与本文分析的该类动词的动力性强弱所反映出来演

变趋势基本是一致的。由此可见，从动力性的强弱这

个角度来观察动词的演变趋势，是一条可行的路子。

同时，本类研究对于探求古汉语的词汇系统及

其演变也是很有价值的。此处我们实际上运用了索

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阐述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观点，即组合和聚合理论。我们希望利用这个理

论来深入分析有关古汉语词汇系统及其演变的事实

和机制问题。关于古汉语词汇系统和面貌的研究，一

直是汉语史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蒋绍愚先生指出：

“我们对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做得还十分不够。第

一，对汉语各个历史时期的词汇的面貌，还处在若明

若暗的状态。先秦和西汉词汇的研究，前人给我们打

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是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搞

清楚。至于东汉以下，就以往的研究来说，几乎可以

说是空白。”!蒋先生的《白居易诗中与“口”有关的动

词》在纵横两方面对该类词作了深入全面的分析，给

我们作出了榜样。本项研究也是属于这方面思考的

一个尝试和努力。

!"#$%&’(
"只选第一卷主要是考虑语料不是太多，便于把握和操作。按说语料量越大，提供的信息才越准确。

#“动作点”是我自己想出的一个叫法，不一定准确。主要是用来对付下文的!"# 和 !"$。

$“念”本是表心理活动的词，但思维的工具是语言，因此本文亦纳入讨论。下面的“思念”、“思惟”亦同此。

!《古汉语词汇纲要·前言》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

〔#〕符淮青&汉语词汇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

〔$〕蒋绍愚&《白居易诗中与“口”有关的动词》&《语言研究》%’’$年第#期。

〔)〕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

〔(〕俞理明&佛经文献语言&巴蜀书社，%’’$。

〔’〕张联荣&汉语词汇的流变&大象出版社，%’’,。

〔%-〕张永言&词汇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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