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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汉语关系从句 的

类型学考察
＊

陈丹丹

【提 要 】 本文把 中 古时期的本土文献与 翻译佛经相 结合 ，
分 别 考察这两 种语料 中 关

系从 句 的 类型 、 所使用 的 关 系 化策略等 ，
以 期描 写 中 古汉语关 系 从句 的全貌 ， 并把它们

与 上古汉语关 系从 句 进行对比 ， 找 出 中 古汉语关 系 从 句 的 主要发展变化 ，
尝试分析其 中

的 原 因 。

【关键词 】 关 系从 句 中 古汉语 类型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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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核关系从句
—

、 引言中古汉语的有核关系从句可 以分为前置型和

中古作为上古汉语与近代汉语的衔接时期 ，

后置型两种 。 前置
￥
关系从句既可 以

￥
有标记的

在汉语发触±地針分重要 。 汉语贼躲
ｍ

＾
Ｈ） ’￥

句也是如此 ， 在 中古时期 ，
汉语的关系从句也＃（ Ｅｉ５

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 因这
一

时期本土文献ｈ

中能反映实际 口 语的语料有限 ， 本文把本土文由
“

之
”

标记的 、 、

献与翻译雛相结合 ， 分别考銳两种麵文

献中关系从句的慨 ， 并把它ｎ与上古汉语关
細本土文献巾 ， 雜关系 从＿細与上古

系从句进行对 比 ， 找 出 中古时期 的发展变化 ，

类似 ， 仍然主要用于关系化主语”如？ ：

尝试分析其中 的原因 。


＊ 此文根据笔者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 ， 并在中古译经词汇语

二
、 中古汉语关系从句的类型法学术研讨会 （湖南师范大学 ，

２０Ｗ ． ９） 上宣读 。 除得到导师

１ｉ曹广顺先生的悉心指导之外 ， 答辩委员会各位老师和与会专

总体来看 ， 中古汉语关系从句按核心名 词ｉｆ
ｊ
ｉｆｃｇｃ％。

：

＊巾？

的有无 ，
可 以分为有核关系从句和无核关系从① 有关上古汉语关系从句的情况 ， 请参考陈丹丹 ： 《 上古汉语

句两种 ， 有核关系从句又依关系从句与核心名关系从句 的类型学考察 》 ， 《历史语言学研究 》 第 ８ 辑 ， 商

词位置的不同 ， 分为前置型 （ＲｅｌＮ ） 和后置型务印书馆 ２〇１ ４年版 。

（ＮＲｅ ｌ
） 两种 。 现分另！

Ｊ考察女Ｕ下 ：② 例句 中黑体 为核心 名 词 ， 加下划线 的 部分为关系 从句 。

。、

下同 。

９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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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卫青 比 岁 十余 万 众 击 胡 ， 斩 捕首

虚车
士 受赐黄金二十余 万斤 。 （ 《汉 书 ． 食（ １ １ ） 今我迸坯胎 ， 必是摩诃萨 。 （ 《修

货去 》 ）行本起经 》 上卷

？

）

（ ２ ） 海上有里差 冬夫 ， 里 内 有堊垄 冬（ １ ２ ） 其人怖 急 ， 失
草逛刀 。 （ 《 百 喻

妇 ， 以卿言之 ， 即 是 （ 《 洛 阳 伽 蓝记＾经 》 卷 ３ ）
＂

卷 ３ ）

上古汉语的
“

所
”

类关系从句 与核心名词

也可以用 于关系 化 时间 、 地 点 等旁格形之间有时可以插人
“

之
”

， 这种用法中古汉语仍

式 。 如 ：然沿用 ，
只是在本土文献 中 的使用有限 ， 数量

很少 。 但该类例句在翻译佛经中大量存在 。 如 ：

（ ３ ） 高 宗享 国 百 年 ， 周 穆 王享 国 百年 ，

并未 享 国 ＋ 时 ， 皆 出 百 三 十 四 十 岁 矣 。（ １ ３ ）

摩过车
国

，
国 无贫 民 。 （ 《 六度集

（ 《论衡 ？

４寿篇 》 ）经 》 卷 １ ）

？
＿

（４ ） 成 山 无藏船＋处 。 （ 《三 国 志
？ 魏 （Ｍ ）—弟 子行 ， 其 一弟 子捉其 所 当 按

书 二十 六 》 ＞
＇

塵车脚 ， 以 石 打折 。 彼 既来 已
， 忿其

’

如 是 。

复４其人 ， ｆ迭车
脚寻复打折 。 （ 《 百喻经 》

翻译佛经 中 的这类关系从句与本土文献差卷 ３ ）
＇

异不大 ，
也同样用于以上两种情况 。 如 ：

无标记的

（ ５ ） 赶座车人 有应 相者 ， 立之 为 王 。朱冠明 （ ２０ １ ５ ） 指 出 ， 作为人称代词和 助

（ 《 六度集经 》 ‘ ４ ）词的
“

之
”

在中古急剧衰落 ， 给汉语的句法演

（ ６ ） 此 身有 四 种 ， 犹 如巧 能屋土车士 。变带来了深刻 的影响 ， 其中该类无标记关系从

（ 《增 壹 阿含经 》 卷 ５ ）
？

句的产生与
“

之
”

的衰落有关 。

①

（７ ） 至 于天地 一 劫 崩 坏 空荒 冬 时 ，

一

从西汉开始 ，

“

之
，，

类关系从句与中心语之

劫始成 。 人物初兴 。 （ 《修行本起经
＇

》 下卷 ） 间的标记
“

之
”

开始脱落 ， 出现了一些无标记

（ ８ ） 誓 已
， 于 河深 驶 回 波覆 涌 之处 ，的关系从句 。 如 ：

欲投其 中 。 （ 《 贤愚 经 》 卷 ４ ）
＇

＿（ １ ５ ） 且太子所 与 俱诸将 ， 皆 尝 与 上定

由
“

所
”

标记的互王枭将也 。 （ 《 史记 ？ 留侯世家 》 ）

上古汉语的
“

所
”

类关系从句 主要用于关（１ ６ ） 匈 奴使答 曰 ：

“

魏 王雅望 非 常 ，

系化宾语 。 中古汉语 的
“

所
”

类关系从句也和然床 头捉 刀人
， 此乃英雄也 。

，，

（ 《 世说新

上古汉语一样 ， 主要关系化宾语 。 如 ：语 ？ 容止 》）

（１ ７ ） 见 前为 琅邪 时 种柳 ， 皆 已 十 围 。

（ ９ ） 外 国
０献

经像 皆在此寺 。 （ 《 洛 阳（ 《世说新语 ？ 言语 》 ）

伽蓝记 》 卷 １ ）（ １ ８ ） 草 中逃人 ， 弥 勒作彿 时 当 得 应 真

（ １ ０） 因语草產小
人 曰 ：

“

汝 怀 刃 密来度脱 。 正 坐 博颊人 ， 过 千佛 当 于最 后 佛得

我侧 ，

……
’’

（ 《世说新语 ？ 假谲 》 ）应真度脱 。 產差人 ， 未央得度也 。 （ 《 旧 杂

譬喻经 》）

该类关系从句在本土文献 中 的使用不多 ，


但在翻译佛经中 多有使用 ，
也主要用于关系

① 朱冠明 ： 《

“

之
”

的衰落及其对句法的影响 》 ，
《语言科学 》

宾语的情况 。 如 ：２０ １ ５年第 ３期 。

９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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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佛经主要在以下两种情况下使用
“

者
”

类

２ ． 后置型关系从句后置型关系从句结构 。

上古汉语后置型关系从句 由
“

者
”

标记 ，


一

是用于
“

有无
”

句 。 如 ：

主要用于关系化主语的情况 。 中古汉语的后置

型关系从句也是如此 ， 由
“

者
”

标记 ， 主要用（ ２５ ） 其 有 比 丘 著 衣 裳 者 ， 我 不 说 此

于关系化主语 。 如 ：人 。

……其有 比丘著是食ｆ ，

？

我 不说 此人 。

（ 《增 壹 阿含经 》 卷 ２ １ ）

＇

（ １ ９ ） 至 期遣妻 ， 百姓号 泣 追呼 ｆ数 万（ ２６ ） 其有 众生 睹 见之ｆ ， 癃残 百病 ，

人 。 （ 《世说 新语 ？ 方 正 》 ）
＇

皆蒙 除愈 。 （ 《 贤 愚经 》 卷 ６ ^

（ ２０ ） 求 怀子鲤 鱼 长 三 尺者二 十 头 ， 牡

鲤鱼长 三尺ｆ
四 头 。 （ 《齐 民ｉ 术 ？

养 鱼 》 ）二是位于句首 ， 用 于关系 化 主语 或者话

（２ １ ） ７^ 宁元年 ，
邓 太后 诏黄 门 令选 中题 。 如 ：

黄 门 从 官年 少 温谨ｆ
配 皇 太子 书 ， 腾应 其

选 。
（ 《 三 国 志

？ 魏卓 一 》）（ ２７） 诸 来 明 士 在 会 坐 者 率 皆 妙 行 。

（ 《佛说成具光 明 定意 经 》）

＇

“

者
”

类关系从句 与
“

所
”

类关系从句一（２ ８） 其中 远来 比丘初 学道 ＿ ， 新来 入

样 ， 关系 从句 与 核 心 名 词 之 间 也 可 以 插 入法 中 ， 未觐尊 颜 。 （ 《增 壹阿含￥ 》 卷 ４ １ ）

“

之
”

。 如 ：

两类文献使用上的差异 ， 可能显示这类后

（２２ ） 愿 陛下沛然 下 诏 ， 万 几之事有 无置型关系从句在中古汉语中正在慢慢消失 （详

益 而 有损 者悉 除 去之 ， 以 所 除 无 益 之 费 ， 见本文第 四节的讨论 ） 。 本土文献继承上古汉语

厚赐将士 父母 妻子车包蹇聿 ， 问 民 所疾 而而来 ， 不可避免地有仿古成分 ， 该句式的消失

除 其所恶 。 （ 《 三 国 士
？ 魏 ４ 三 》 ）相对慢一些 。 而佛经的 翻译者大多是外 国人 ，

（ ２３ ） 刘 曰
：

‘‘

亦 名 士之高操者 。

”

（ 《世他们接触的主要是中古时期 的 口语 ， 没有太多

说新语 ？

赏誉 》 ）
＇？

历史因素干扰 ， 所 以他们没有完全习得这种后

置型关系从句 ， 只是在翻译 的过程中对译特定

以上两种情况的后置型关系从句在翻译佛的句式中时才使用这种结构 。

经 中都不常见 ， 尤其是由
“

之
”

和
“

者
”

共 同
（
二

）
无核关系从句

标记的 。 在我们 目 前査找 到的例句 中 ， 只有
一

中古汉语的无核关系从句与上古汉语的类

例 由
“

之
”

和
“

者
”

共同标记的 ， 即 ：别一样 ， 分别由
“

所
”

和
“

者
”

标记 。 如 ：

ｃ

（ ２４ ） 以今秽 身 惠 众生 之饥渴 者 ， 乞获（ ２９ ） 太后 横杀我ｆ 宠 爱
， 此无复母子

男 躬 受决为佛 。 （ 《 六度集‘ 》 卷 ６

＇

）恩 。 （ 《 三 国 志
？ 魏 书 龠 》 ）

Ｕ ＣＯ 女亦无草屋 ， 女亦 无单ｆｃ 。 （ 《木

翻译佛经中 由
“

者
”

单独标记的例句有一兰辞 》 ）
＇｜

些 ， 但是数量也不多 ， 而且与本土文献有差别 。（ ３１ ） 坑杀儒士 者 ， 言其 皆 挟经传 文 书

本土文献中 的
“

者
”

类关系从句结构 ， 作为名之人也 。 （ 《论衡 ？ 毒增篇 》 ）

词短语 ， 可以 自 由地在句 中作主语 （如例 １ ９ ） ，（３ ２） 建安 十 六年 ， 百姓 闻 马超 叛 ， 逡

或者作宾语 （如例 ２ ０）
， 还可以作兼语 （例 ２１ ） 。兵入 山

ｆ
千余家 。 （ 《 三 国 志

？ 魏书 十 一 》）

而翻译佛经众的
“

者
”

类关系从句结构一般只
^

用于固定的句式中 。 据我们查找到的例句来看 ，翻译佛经中该类关系从句 的使用十分普遍 ，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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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很多 。 如 ：传 ？ 襄公 十九年 》 ）

ｂ． ［荆 王 所爱 ０］ 妾 有 郑 袖者 。

（ ３３ ） 败乱
０
求愿 ， 断人布施 心 。 （ 《修（ 《韩非 子 ． 内储说下 》 ）

行本起经 》 卷 ６ｃ． 荀 息 牵 ［曩 所遗虞 屈 产 ０ 之］

（ ３４ ） 凡 世 耆 友 ， 男 吾 父之 ， 女 吾 母乘马 奉之献公 。 （ 《 史 记 ？ 晋世家 》 ）

焉 。 岂 况师之草１乎
？ （ 《 六度集经 》 卷 ４ ）ｄ

． 周 恐 ， 必 以 国 合 于 ［所 与 ０

（ ３５ ） 夫人

？

处世 ， 有过能 自 改 ｆ ， 斯 名粟之 ］ 国 。 （ 《 战 国 策 ． 东周 策 》 ）

上人 。 （ 《增 壹 阿含经 》 卷 ３９ ）
＇

（ ３６ ） 欲求妙胜 大果报者 ， 应 勤 修法 出上举例 （ ３８ ａ） 是关系化主语 ， 例 （ ３ ８ｂ ） 是关

家 学道 。 （ 《 贤 愚经 》 卷 ３／系化 宾 语 ， 例 （ ３８ ｃ ） 关 系 化 直接 宾 语 ， 例

＿ （３８ ｄ） 关系化间接宾语 。 从以上四例可 以看出 ，

二 、 古汉语所使用＠上古汉语无论是关系化主语还是宾语 ， 都使用
关系化策略空缺型关系化策略 。

据类 型 学家 们 的 考察 （ Ｃｏｍｒ ｉｅ１ ９８１
？

，中古汉语 的关系 化策略仍然 以 空缺 型为

Ｋｅ ｅｎａｎ１ ９８ ５
？

，
Ａｎｄｒ ｅｗ ｓ２００ ７

？
）

， 世界上的语主 。 如 ．

言主要使用 四种关系化策略 ： 非缩略型 （
ｎ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 ｉｏｎ
，ｏｒａｆｕ ｌ ｌＮＰ） 、关系代词型（ ｒ ｅｌａｔ

ｉｖ ｅ
（３ ９ ） 吾 为 人君 ， 民 饥者吾 自 饥 ， 寒者

ｐｒｏｎｏｕｎｓ ） 、 代词 保 留 型 （ ｐｒｏｎｏｕｎ
－

ｒｅｔｅｎ ｔ
ｉ
ｏｎ

，即 衣 单 ， 岂 况 ［０ 怀 道 施 德 ］ 之 士 乎？

ｏｒ ａｒ ｅｓｕｍｐ ｔ ｉｖｅ
ｐｒｏｎｏｕｎ）（ ｇａｐ ） ． （ 《 六度集经 》 卷

５ ）

－种语言总是使用 以上－种或几种关系化
（

巧
）

ｆ
官 ［０ 治 民 功绩 不 著 而

巧
财

策略 。 如 现代汉 语使 用 空缺 型 和 代 词保 留
ｃ

型 如 ．志 ． 魏 书 十 二 》）

（ ４１ ） 后 贼 追 至
， 王 欲 舍 ［所 携 ０ ］

⑶ ａ
．［０ 吃饭的 ］ 人人 。 （ 《世说新语 ？ 德行 》 ）

ｂ．

［你 吃 ０ 的 ］ 饭
（ ４２ ） 及 诸群 臣 后 宫綵女 ， 皆 悉 如故 ，

ｃ ．

［你送小王 ０ 的 ］ 那本 书［所生 ０］ 太子亦 自 然活 。 （
：
《 六度集经 》 ＆

ｄ．

 （４ ３ ） 其 ［所 与 太 子 ０ ］ 书 ，
记 喉 转

通常情况下 ， 现代汉语使用空缺型策略来表达
意 三 国

曰ｕ
书

关系化 ， 如例 （ ３７ ａ
—

ｃ ） ， 即当小句 中 的名词性Ｉ

成分被提取出 来之后 ， 只 留下—个空位 。 但当
而去 。 还？ 落“＇ 惟 忆 念 佛 ［所 与 ０ ］

间接宾语被关系化的时候 ， 则倾向于在空位上

使用代词进行填充 ， 如例 （ ３７ ｄ ）
， 间 接宾语

？

ｐｏ ｌｏｇｙ ＊
Ｃ ａｍｂｎｄｇ

ｅ
：Ｃａｍｂ 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Ｐｒｅｓ ｓ

，
１ ９ ８１

，

“

小王
”

被提取出来作为核心名词 ， 其留下的空ＰＰ． １３ ８
－

１６ ４ ．

位使用代词
“

他
”

填充 。②ＥｄｗａｒｄＫｅ ｅｎａｎ
，
Ｒｅｌａ ｔ ｉｖｅＣ

ｌ
ａｕｓ ｅｓ． ＩｎＴ ｉｍｏ

ｔｈｙＳｈｏ ｐｅｎｅｄ．
，

上古汉语只使用二种关系化策略——空 缺ｆ
Ｌ

（ｃｏｍｐｌ ｅｘ（Ｊｏｎｓ ｔＴｕｃ ｔ ｉｏｎｓ ？（Ｊａｍｂｎａ
ｇ
ｅ ：Ｃａｍｂｒ ｉｄｇ ｅＵ 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型来表达关系化 ， 这主要与上古汉语普遍存在Ｐｒｅｓ ｓ
，
１ ９ ８５

， ｐｐ．１ ４ １
－

１ ７ ０ ．

的省略现象有关 。 如 ：？ＡｖｅｒｙＤ． Ａｎｄｒ ｅｗｓ
，Ｒｅ ｌ

ａ ｔ ｉｖｅｃ ｌａｕｓ ｅｓ．  ＩｎＴｉｍｏｔｈｙＳｈｏｐｅｎ

ｅ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ａ ｎｄＳｙｎｔａｃｔ ｉｃ Ｄｅｓｃ ｒｉｐｔ ｉｏｎ（２
ｎｄ

ｅｄｉｔ ｉｏｎ）ＶｏＬＵ ：Ｃｏｍｐｌ ｅｘＣｏｎｓｔ ｒｕｃ ｔ ｉｏｎｓ ？ ＱｅｉｃＡｉｎｄ
ｇ
＾ ｉ

（ ３８ ）ａ ？ 大夫 ［０先 归 者 ］ 皆反 。 （ 《左Ｃａｍｂｒｉｄｇ ｅＵｎｉｖｅ ｒｓｉ ｔｙ
Ｐ ｒｅｓｓ

， ２００ ７ ， ｐｐ
．
２０６

—

２３６ ．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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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 （ 《 贤愚 经 》 卷 ４ ）系化宾语的职责也主要由
“

所
”

来承担 。

（４ ５ ） 【受 ０ 经 】 之人欲得 闻 般若波罗中古的 翻译佛经与上古汉语 的情况类似 ，

蜜 。 （ 《道行般若经 》 卷 ４）在
“

所
”

的使用上很严格 ， 关系化宾语
——

尤

其是有核关系从句关系化宾语时 ， 通常都会使

从上面的例句可以看出 ， 中古汉语在关系化主用
“

所
”

字 。

语 （例 ３９ 、 ４０ ）
、 宾语 （例 ４ １ 、

４２ ）
、 直接宾语而在本土文献 中 ， 这种情况有所改变 。 我

（例 ４３ 、 ４４ ） 、 间接宾语 （例 ４５ ） 时 ， 都使用空们找到一些
“

之
”

类关系从句 ，
在关系化宾语

缺型策略 。的时候可 以 不使 用
“

所
”

， 由
“

之
”

单 独 标

记 。 如 ：

四 、 中古汉语关系从句的发展

变化及其原因（ ４９ ） 项 羽 侵夺＋
地 ， 谓 之番君 。 （ 《 汉

明确 始

’

模糊

者
＂

、

“

所
”
三者的分工不再书 ＾

＾
纪

＾ 主 处 ， 观 者 如 堵 ， 迭 相 践

＾汉 之
，， “

者
，，

“

所
， ， 二个关跃 ， 常 有死人 。 （ 《洛 阳伽蓝 记 》 卷 １ ）

？？
例 亂 咖 中的关系从句 ， 如果按照上

ＳＳ语之Ｕ仑ｆ
系

中

化

＝后 Ｉ种 柔
古汉语语法删 ， 应该分别作

“

所侵夺之地＇
“

像所停之处＇ 但在这里都没有使用
“

所
”

字 ，

再像上古那么严格 ’ 尤其是关系化兵■时候 。

酿由
“

之
，，

軸标记 。

：古汉语关系 化宾语－定要ｍ麟繼在
“

所
，，

雜社 比本土文献严
＞Ｂ ｏｉａ ：

格得多 ， 可能与译经本身的性质有关 。 由 于译

＜ 、＾经的底本大多是梵文 、 巴利文等写成的 ， 这些
⑷ ） 艇＿妾 有賴者 。 （ 《韩 非

语言■有时細语言 ， 糊在句 巾要带有相
＾
、应的时态标记 。 根据 《妙法莲华经 》 的梵汉校

（４ ７ ） 阜皇 车 国
， 而 独 利 之 ； 摩每 勘材料 ， 可 以看到此类

“

所
，，

对译 的是梵文 中
国 ’ 而独 害之 。

、

（ 《 管 子 ？ 七法 》 ）的被动态 。

① 汉语关系化宾语所涉及的名词性成
（４ ８） 古之为《 ’ 以卿■其駐 分臟动作的对象 ， 把动細縣提取出 来作

聿 。 （ 《孟子 ？ 公孙丑下 》 ）核心名词 ， 其余 的部分作修饰语修饰该名 词 ，

汉语采用的方法是使用
“

所
”

、

“

之
”

等词汇形
例 （４ ７ ） 中 的

：
所 ＶＰ＋之＋ Ｎ

’’

，

“

之
”

不
式表示关系化 ， 酿似的表达梵文选择使用被

是典型的关系从句标记 ， 只起连接作用 ， 上古 动态 。 比如例 （ ４ ７ ） 的
“

所爱之国
， ’

、

“

所恶之

汉语更加常用 的格式是像例 （ ４ ６ ） 这样的
“

所固
，
， “

固
”
即可 看作县

“

麥 ，，
“

平
” 的 定语

ｖｐ＋ｎ
？

，ｖｐ
？

没有任何标记 ； 例 （ ４８ ） 中 的
“

所 ＶＰ 者
”

， 其 和梵文想要表达的语义是
一样 的 ， 只是采用了

语法格式应该为
“

所 ＶＰ
＋者

”

， 这里 的
“

者
”

不同的方式来表达 。

“

梵语的被动是一种
‘

态
，

没有实际意义 ， 删除之后整个结构的意思不变 。

（ｖｏ ｉ ｃｅ） 而不是汉语 的
‘

式
，

（ ｆｏ ｒｍ） ， 换句话
比如例 （ ４８ ）—句之 中就使用 了

“

所有
”

和 说
，
就是汉语被动用特殊的词序和特定的虚词

“

所无者
”

两个无核关系从句 ， 是否使用
“

者
”

构成
一种特别的格式 ， 而梵语只是在其谓语动

在语义上没有本质的差异 。 由此可见 ， 除了像

例 （４ ６） 这样的 由
“

所
”

单独标记的关系从句
① 感谢姜南提供 《妙法莲华经 》 中关于此类

“

所
” 的梵汉对

之外 ， 例 （４ ７ ）（ ４８ ） 两种格式的关系从句 中关勘材料
，
特此致樹。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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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后面
‘

粘
’

上一个特定的
‘

记号
’

， 而与其他记
，
其作用主要是提取动词或介词的宾语 。

② 中

因素没有直接的关系 。 如在及物动词词基上后古 以后 ，

“

所
”

的功能不断衰退 ，

“

所
”

不再是

加一个－

ｙａ
－

， 就构成了该动词的被动谓语的词干提取宾语的必要条件 ，

“

之
”

和
“

者
”

都可以不

形式 。 类似 的被动态意义的 曲折词缀还有构成带
“

所
”

字单独提取宾语 。 袁毓林？—文简单地

过去分词的
－

ｔａ
－和－ｎａ－

， 构成将来分词 的－

ｙａ
－

／
－提到过

“

所
”

类有核关系从句 的消亡 ：

“

所 ＶＰ＋

ｔａｖｙａ
－

和
－

ａｎ ｉｙａ
－等 。 从汉梵对勘材料里我们可以ＮＰ

”

这种结构生不逢时 ， 赶上 了
“

所
”

的功能

很容易地发现这样一种普遍现象 ， 大凡带有上衰退 ，

“

者
”

的功能扩张的浪潮 ， 还没得到充分

述被动标记的梵语词 ， 都或被译成
‘

所？
”’

。

？的发展就消亡了 。 袁文认为
“

所
”

已经蜕化为

所以翻译者在翻译佛经的过程 中 ， 凡是遇 到关结构上的非必有 （ ｏｐｔ
ｉ
ｏｎａｌ ） 成分。

系化宾语的地方 ， 都加 上
“

所
”

来对译梵文 中
“

者
”

类有核关系从句 的情况更 复杂
一些

，

的被动态标记 。董秀芳？讨论了现代汉语中一类比较特殊的后置

除了
“

之
”

之外 ，

“

者
”

有时也可 以单独关型关系从句 。 如 ：

系化宾语 。 如 ：

（ ５ ５ ） 司 法工作人 员 私放罪 犯 的 ， 处五

（ ５ １ ） 慈 明 曰 ：

‘‘

足 下 相难 ， 依据 者何年 以 下有 期徒刑或 者拘 役 。 （ 《 中 华 人 民 共

经 ？

”
（ 《世说新语 ？ 言语 》 ）

＂

和 国 刑法 》 第 一 百九十条 ）

（ ５２ ） 齐主客 郎 李 恕 问 梁使 曰 ：

“

江 南

有露葵否 ？

”

答 曰
：

“

露葵是莼 ， 水 乡 所 出 。事实上 ，
不仅是现代汉语 ， 近代汉语中也

卿今食ｆ 绿葵菜耳 。

”

（ 《颜 氏 家训 ？ 勉学 》 ） 存在类似的后置型关系从句 。 如 ：

例 （ ５１ ）
、

（ ５２ ） 中的
“

ＶＰ 者
”

都是关系化（ ５ ６ ）—件楼板寨 南侧 为 界底 ， 前 曰 已

宾语 ， 按照上古汉语的语法规则 ， 应该分别作咨 闻
，
全没 交 涉 。 （ 《 乙 卯入国 奏请 》 ）

“

所依据者
”

、

“

所食者
”

。 这里都没有使用
“

所
”（ ５７ ） 外任 官 员 但有公 田 的 ， 并依 旧 制

字 ， 而是单独由
“

者
”

标记 。支给 。 （ 《元典章 ？

户 部 》 ）

“

之
”

、

“

者
”

、

“

所
”

这三个关系从句标记除

了分工上不再严格区分 ， 在语序上也有所变化 ，董文还指 出 ， 这类句子直接继承了上古汉

尤其是
“

者
”

。 上古汉语
“

者
”

只能用于后置型语
“

者
”

类后置型关系从句 的用法 。 但从上面

关系从句和无核关系从句 ， 西汉以后
，

“

者
”

开所举的例句可 以看 出 ， 从近代开始 ， 该类后置

始前移 ， 与
“

之
”

在句中所处的位置相同 。 如 ：型关系从句就只 出 现在一种特殊的文体——法

律文书中 。 也就是说 ， 中古以后 ，

“

者
”

类后置

（ ５３ ） 项王怒 ， 将诛定殷ｆ将吏 。 （ 《史型关系从句只保留在特定的书面语中 ， 在 口语

记 ． 陈 丞相 世家 》 ）
＿

中则慢慢消失 。

（ ５４） 后卓故部 曲 收 所烧者灰 ， 并 以 一从类型学的角度看 ，

“

所
”

类 、

“

者
”

类有

棺棺之 ， 葬 于郿 。 （ 《 三 国 志 ？

‘

魏 书 》 ）

① 朱庆之 ： 《汉译佛典中的
“

所 Ｖ
”

式被动句及其来源 》 ， 《古

（
二

）

＂

所
，，

类 、

“

者
， ，

类有核关系从句的汉语研究 》 １ ９ ９ ５ 年第 １ 期 。

② 朱德熙 ： 《 自指和转指 》 ， 《方言 》 １９ ８３ 年第 １ 期 。

③ 袁毓林 ： 《

“

者
”

的语法功能及其历史演变 》
， 《庆祝 中国社

“

所”

类 、

“

者
”

类有核关系从句在中 古之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建所 ４５ 周 年学术论文集 》 ， 商务 印书

后并没有发扬光大 ，
而是慢慢衰落了 。馆 Ｉ＂ ７ 年版 ， 第 １ ６〇

？

Ｉ ？ ８ 页 。

“
Ｓｔ；” 米丑玄 ｔｌ ／ｔｎ且 “ 防” 沾斗祕盘

、

Ｈ④ 下面例 （ ５ ６
） 弓 Ｉ 自董秀芳 ： 《

“

的
”

字短语做后置关系小句
所 类关系从勺是随着 所 的 力能 ：ｇｊｉ的用法

＿

細
￡法律文献中 “

的
”

字短语的使用 》 ， 《 语言

而不断衰落的 。

“

所
”

在上古是重要的名词化标文字应用 》 ２ ００ ３年第 ４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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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关系从句之所以衰落 ， 与
“

所
”

和
“

者
”

字成这种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其违背了
“

联系项原

所处的位置有很大的关系 。 据唐正大？ 的统计 ， 则
”

。 由于
“

者
”

和
“

所
”

不处于核心名词与关

他所统计的 ２０ ８ 种语言中 ， 关系从句标记不处系从句之间 的联系项位置 ， 不易 于识别 ， 起不

在关系从句 和核心名词之间的语言 只有 １２ 种 ， 到标记应起的显著作用 ， 所 以最终被淘 汰 了 。

其他都位于关系从句 和核心名词之间 ， 也就是中古汉语关系从句 的这些变化 ， 正为近代之后

联系项的位置 。 Ｄｉ
ｋ？提出 ， 联系项的位置一般向

“

底
”

类关系从句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

遵循两个原则 ： １ ） 联系项总是位于被联系成分随着以上几类关系从句的相继衰落 ， 取而代

的外围 ， 也就是说 ， 联系项总是和其中一个被之的是
“

底
”

类关系从句 ； 与此同时 ， 原来由不

联系成分构成一个结构的两个直接成分 ， 而一 同虚词标记的关系从句改为由
“

底
”
一个词来标

般不会进人被联系成分的内部 ；
２ ） 联系项总是记 ，

“

底
”

集多种功能于一身 。 虽然由于语音的变

位于两个被联系成分之间 。 这种居于联系项的化 ，

“

底
”

后来被
“

的
”

取代 ， 但其功能基本没有

关系化标记有助于尽早区分主句 和关系从句 ， 改变 。 而且 ， 从近代开始 ，
汉语的前置型关系从

具有类型学上的共性 。 而
“

所
”

和
“

者
”

作为句就占绝对优势了 （有关近代汉语的
“

底
”

类和

关系从句标记 ， 不处在联系项的位置 ， 不便于
“

的
”

类关系从句 ， 笔者将有另文专述 ） 。

标记和 区 分 ， 缺 乏共性 。 这也许 是
“

所
”

和
“

者
”

类 有核关系 从 句后来 慢慢衰 落的 原 因本文作 者 ： 中 国 社会科 学 院语言研究所 助

之
一

。理研究 员 ， 中 国 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 院语

、言 系 ２ ００９ 届博士

责任编辑 ： 马光

由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 ， 中古汉语的关系

从句在类型上虽然与上古汉语基本相 同 ， 但已

经开始 出现一胜重要的变化 ， 主要为 ．

“

之
”

、

① 唐正大 ：

‘ ‘

汉语关系从句 的类鮮研究
”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所 、 者 这—？种关系从句标记之间 的界限开 ②Ｓｉｍｏｎ ０？Ｄ ｉｋ
，
Ｔｗｏｃｏｎｓｔ 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ｒｅｌａ ｔｏｒｓ ａｎｄ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ｄｏ

始松动 ， 不再像上古汉语那么严格 ；
所 类 、ｆｏｒｕｓ ＊ＩｎＳｍｏｎＣＤ

ｉｋｅｄ
，
Ａｉｍｗｃｅ ｓｉｎＦｗｎｔ ｒｔ ｉｆｌＭａＺ

Ｇｒａｍ
－

“

者
”

类关 系 从句 的 数量不 断减少 ， 尤其 是Ｄｏｒ ｄｒｅｃｈ
ｔ

：ＦｏｒｉｓＰｕｂ
ｌ

ｉｃ ａ ｔ ｉｏｎ
，

Ｉ ９ ８３
， ｐｐ

‘ ２ 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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