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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世说新语》 代表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特征
,

其中的存在类兼语句尤其是
“

有
”

字

兼语句能揭示这时期语言的有关特色
,

体现兼语句的句法
、

语义
、

语用特征
。

【关键词】 《世说新语》 ; “ 有
”

字兼语句 ; 语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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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王力先生说
: “

如果我们把
`

有
’

字认为是外

动词
,

那么
`

有
’

字也有递系式
。 ”

这儿说的递系

式就是兼语句
。 “

有
”

字引导的兼语句属于存在类

兼语句
,

与其他类兼语句有不同的特点
,

值得单独

研究
。

下面我们就以代表魏晋南北朝时期语言特征

的 《世说新语》 为语料
,

对其
“

有
”

引导的兼语句

的句法
、

语义
、

语用特征做具体考察
,

以窥这一时

期的语言特色
。

一
、

《世说新语》
“

有
”

字引导的兼语

句的基本情况

在 ((世说新语》 中
“

有
”

字引导的兼语句「Vl

(有 ) + N + V :

]很多
,

总共有 8 5 句
。

“

有
”

是一个表示存在的动词
,

它不能给 V
Z

施加一种影响力
,

即 V :

并不是因为 V l “

有
”

而发

生 的
,

V : “

有
”

与其后 的 V
:

动 词 彼此 独 立
,

“

有
”

更多的是提供一种新信息
,

即引进一个人或

事物
、

事件
,

说明他 / 它有什么样一个情况
,

而这

兼语可能是听话者所不了解或不用 了解的人或物
,

甚至说话者都不清楚这个人或物
,

表现在多数的兼

语都用上
“

人
” ,

甚至是
“

一人
” ,

也可能人数较

多
,

如
“

数千人
” ,

共有 27 个句子
。

如
:

①有人向张华说此事
,

张曰
: “

王之学华
,

皆

是形骸之外
,

去之所 以更 远
。 ”

《德行第一
.

12》

②后有人向庚道此
,

庚曰
: “

可谓以小人之

虑
,

度君子之心
。 ”

《雅量第六
.

1的

③有人 目杜弘治
“

标鲜清令
,

盛德之风
,

可乐

静也
。 ”

《赏誉第八
.

7 1》

④后遭乱渡江
,

每经危急
,

常有一人左右己
,

问其所以
,

乃受炙人也
。

《德行第一 2 5》

⑤语桓宣 武云 : “

恨不 更有 一人配 卿 !
”

《任诞第二十三
.

3 7》

⑥少时
,

还 有一人声及之
,

便杀 恶性者
。

《忿捐第三十一
1》

⑦一 日虽有数千人归投
,

其逃散而去亦复如

此
。

((尤悔第三十三
.

4》

即使兼语为一般名词
,

这一名词所代表的人也

非确指
,

正因为这一点
,

未见兼语为代词的句例
,

非确指这一性质在兼语是一般名词时 (有时用上数

词
“

一
”

等修饰 时更为明显 ) 也可以看出
,

共有

4 4 句
,

如
:

①谢奕作炎U令
,

有一老翁犯法
,

谢以醇酒罚

之
,

乃至过醉而尤未已
。

《德行第一 3 3》

②又云 :
尝发所在竹篙

,

有一官长连根取之
,

仍当足
,

乃超两阶用之
。

《政事第三
.

16》

③须臾
,

复有 一脾来
,

问 曰
: “

胡为乎 泥

中?
”

《文学第四
.

3》

④有参军见鼠白日行
,

以手板批杀之
,

抚军意

色不说
。

《德行第一 3 7》

⑤有小沙弥在坐末 曰 : “

世尊默然
,

则为许

可
。 ”

《言语第二
.

9 7》

⑥傍有客 曰 : “

此年少戏乃不恶
。 ”

《方正

第五
.

4 2》

⑦石崇厕
,

常有十余脾侍列
,

皆丽服藻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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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侈第三十
.

2》

由于
“

有
”

仅表示存在
,

其后的 v Z 由兼语自

主发 出
,

故兼语可以为事物名词
,

这一类共有 14

句
,

如
:

①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
。

家有一李树
,

结

子殊好
,

母恒使守之
。

《德行第一
14》

②时庭中有大树
,

上有鹊巢
,

平子脱衣巾
,

径上树取鹊子
,

凉衣拘阂树枝
,

便复脱去
。

《简

傲第二十四
.

6》

③昔羊叔子有鹤善舞
,

尝向客称之
。

《排调

第二十五
.

4 7》

④有大牛重 千斤
,

当豆十倍于常牛
,

负重

致远
,

曾不若一赢
。

《轻低第二十六
.

1 1》

二
、

《世说新语》
“

有
”

字引导的兼语

句的特点

“

有
”

字引导的兼语句 IV
,

(有 ) + N + V
Z

]表

示客观存在某一对象
,

V
:

表示这一对象发出的动

作或具有的某种状态
。

常用于首次提及某一对象

或引进突然出现的主语
。

下 面我们从句法
、

语

义
、

语用三个平面具体分析 《世说新语》
“

有
”

字引导的兼语句的特点
。

1
、

主语情况
“

有
”

字兼语句前大多无主语
。 “

有
”

字兼

语句主要表示客观上存在某一对象
,

因而有许多

都无法补 出主语
。

少数虽有施事主语但无需补

出
。

如果有主语而又需要加以强调
,

则在
“

有
”

前出现主语
。

无主语的如
:

①有人葬母
,

意欲借而不敢言
。

《德行第一
.

3 2》

②有人遗其双鹤
,

少时翅长欲飞
。

《言语第

二
.

7 6》

③有人答曰 : “

无省
。 ”

《言语第二
.

10 7》

④阮宣子伐社树
,

有人止之
。

《方正第五
.

2 1》

有主语的如
:

①殷有一参军在坐
,

云 : “

盲人骑瞎马
,

夜

半临深池
。 ”

《排调第二十五
.

6 1》

这句中
,

兼语
“

一参军
”

正是主语
“

殷
”

的

所属
。

2
、

兼语既可以是人
,

也可以是事物或事件

兼语是人的
,

如
:

①会允有客至
,

妇令脾视之
,

还
,

答曰
: “

是

桓郎
。 ”

《贤媛第十九
.

6》

②后有一 田父耕于野
,

得周时玉尺
,

便是天下

正尺
。

((术解第二十
.

1》

兼语是事物或事件的
,

如
:

①音调始遒
,

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
,

定是庚

公
。

《容止第十四
.

2 4》

②时有群猪来饮
,

直接去上
,

便共饮之
。

《任诞第二十三
.

12》
“

有
”

字兼语句的兼语从结构上来看有三种情

况
:

第一种
:
兼语为普通名词甚至是专有名词

,

不

用语气词
“

者
”

等来表示
,

甚至还在这专有名词前

加上
“

一
”

表示这一人对听话人 (甚至说话人 ) 而

言不太熟悉
,

这体现出很强的口语化倾向
,

这种用

法保留到了现代汉语中
。

如
:

①桓玄出射
,

有一刘参军与周参军朋赌
,

垂

成
,

唯少一破
。

《排调第二十五
.

6 2》

②孝武不知是殷公
,

问仲堪
: “

有一殷
,

病如

此不?
”

《纸漏第三十四
.

6》

第二种
:
少数句子

,

兼语保留了上古汉语的
“

者
”

字结构
,

即兼语为专名时
,

在
“

有
·

专名
”

后有语气词
“

者
” ,

在 《世说新语》 中有 1 句
。

即 :

①有济尼者
,

并游张
、

谢二家
。

《贤媛第十

九
.

3时

这种句式都用于专名在文中第一次出现之时
。

它很自然地把叙述对象引进来
,

并能引起人的注

意
。 “

者
”

在这里只在语气上起停顿和强调作用
,

并不在兼语的结构之内
。

第三种
:
兼语为

“

者
”

字结构的
。

如
:

①颇有嫉己者
,

于坐 问张
: “

北方何物可

贵 ?
”

《言语第二
.

9 4》

②有往来者云 : “

庚公有东下意
。 ”

《雅量

第六
.

1 3》

③都出觅之
,

王 曰 : “

向有大力者负之 而

趋
。 ”

《任诞第二十三
.

3 9》

与上面的
“

有济尼者
”

结构不同
,

比较如下
:

A
.

直挤玺者 (并游张
、

谢二家 ) B
.

有往

来者 (云
: “

庚公有东下意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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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句的
“

者
”

是
“

动
·

宾
”

后 的语气词① ,

B

句的
“

者
”

是结构助词
,

把
“

往来
”

变成名词性

短语
,

指发 出或执行这一动作的人
,

去作
“

有
”

的宾语
。

在 A 句中
, “

济尼
”

是兼语 ; 在 B 句

中
, “

者
”

字结构
“

往来者
”

是兼语
。

它可 以对

具有某种特征或作出某种动作的人作出描述
,

因

而具有更广的适用性
,

发展到现代汉语中
,

这种

结构就有 了极大的活力
。

由于
“

有
”

引进 的是一种新情况
,

因而其兼

语不为听者所熟知
,

一定是一未定之人或物
,

故一定 不会出现代词作兼语的情况
,

而当用专

有名词 作兼语时
,

也要加 上
“

(一个叫 ) … …

的人
” ,

前面 的
“

者
”

的 讨论即 属 于 此种情

况
。

这种情况使得兼语所指极为广泛
,

为了适 当

地缩小范围
,

往往要添加一些限制成分
,

即使兼

语为表泛称的
“

人
” ,

也有对这一
“

人
”

作出了

一定的限制的
。

如
:

①有人戏之者曰 : “

奴价倍婶
。 ”

《德行第

一
2 6》

②有人叹王 恭形 茂者
,

云 : “

灌 灌如春月

柳
。 ”

《容止第十四
.

3 9》

3
、

V : 可以表示兼语发出的动作
,

也可以表示

兼语的状态

表示兼语的行为动作的
,

如
:

①有人 道孝伯
“

常有新意
,

不觉为烦
。 ”

《赏誉第八
.

1 5 5》

② 有人 问袁侍 中 日 : “

殷仲堪何 如韩康

伯 ?
”

《品藻第九
.

10))

③有人问谢安石
、

王坦之优劣于桓公
。

《品

藻第九
.

5 2》

表示兼语的性质状态的
,

如
:

①有北 来道 人好才理
,

与林公相 遇于 瓦官

寺
,

讲 《小品》
。

《文学第四
.

3 0》

②有兵家子
,

有俊才
,

欲 以妹妻之
,

乃 白

母
。

《贤媛第十九
.

1 2》

③桓公有主簿
,

善别酒
,

有酒辄令先尝
。

《术解第二十
.

0))

4
、 “

有
”

字兼语句可表过去
、

现在
、

将来之

事

通常表示存在某人或某事物
、

事件
,

他 / 它有

什么样的情况
,

这是对客观存在 的人或事进行叙

说
,

交待他 / 它实际存在的情况
,

因而后一动词是

表示一现实的事
,

它可以表示过去曾经发生过的

事
,

可以表示到现在或现在正在发生 的事
,

甚至可

以表示将来要发生的事
。

如
:

①华欲
、

王朗俱乘船避难
,

有一人欲依附
,

欲

辄难之
。

《德行第一
1 3))

三
、

对 《世说新语》
“

有
”

字引导的兼

语句规律的小结

1
、

句法上

①
“

有
”

引导的兼语句通常没有施事
,

少数前

有主语
,

其实是兼语所属的类概念
。

②
“

有
”

引导的兼语句兼语可 以是人
,

也可 以

是事物
、

事件
。

③
“

有
”

引导的兼语句兼语后动词使用较广
,

因为这一类兼语句是客观叙述兼语的情况
,

所以兼

语后动词可以有各种时态的表示
。

2
、

语义上
“

有
”

引导 的 兼语 句表示 存 在 的具 体情

况
,

V l 主要起引进叙述对象的作用
,

本身对兼

语的发展不施加影响
,

V Z 是兼语的实际发生情

况
。

3
、

语用上

存在义动词
“

有
”

的句法功能主要是引进一

话题
,

以便对这一人
、

事物或事件进行叙述
,

对

兼语之发出或执行后一行为动作不施加任何影

响
,

因而兼语发生的实际情况在其中体现得淋漓

尽致
,

即兼语不管发生 于说话人所在的时间之前

或已经结束或还未结束
,

或是发生于其后将要发

生
,

在
“

有
”

引导 的兼语句中都可以得到体现
。

这一类兼语句同样是由语义相承
,

首尾相连的两

个句子套合而成
,

但结构比较松散
,

合为一句

后
,

结构比用两个句子表示要紧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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