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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金　平

摘要

　　作为上古汉语代表性文献之一的《史记》中的方位词有其自身特点，在汉

语方位词的发展演变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本文对《史记》中的方位词的语

法功能作了概括性的探讨，考察了方位词在不同概念域中的分布状况，并对方

位词的语义特征进行了深入而详尽的分析。对上古汉语语料的初步综合分析将

有助于我们揭示汉语方位词发展演变的规律。

关键词：《史记》；方位词；方位短语；语法功能；概念域；语义分析。

　　方位词近年来颇受关注，一直是语法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相对于现代

汉语方位词的研究深度来说，对方位词历史演变的研究尚显不足。古汉语专

书方位词的研究是建立汉语方位词发展演变史的可靠基础。而汉语言拥有丰

富的历史语料，使得我们有了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与可能。
　　被誉为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的《史记》是中国纪传体史学

的奠基之作，也是传记文学的典范，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
无不令后代史学家和文学家翕然宗之。《史记》在语言上平易简洁而又富有

表现力，把许多诘屈聱牙的古书词句译成汉代书面语，还适当地引用口语、
谚语，显得生动鲜活，既有对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也有对历史人物的评议，
因此能够反映西汉时期的实际语言面貌。本文将《史记》中的方位词作为考

察对象，以期展现上古汉语方位词及方位短语的一些基本面貌。

一．《史记》方位词概况

　　方位词古已有之。早在甲骨文里便已出现了方位词。据甘露统计，甲骨

文中有单音节方位词 “东、西、南、北、上、中、下、左、右、后” 十个，
还有几个复音节方位词如 “东北、西南” 等。
　　我们以中华书局1997年版本《史记》为语料来源，进行了调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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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史记》中出现的方位词：

　　单纯的（16个）：上、下、前、后、东、西、南、北、左、右、内、外、
中、侧、旁、间。
　　合成的（15个）：南方、北方、东方、西方；上方、下方、上下、左右、
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前后、内外，中央。
　　对比张世禄先生对先秦汉语方位词的归纳，我们可以看到，《史记》中

单纯方位词多了一个 “侧”，但没有 “里”，其实这个词是后来到了东汉以后

才出现的1）；合成方位词中多了 “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中央” 五个。
　　在《史记》里也出现了 “之上、之下、之中、之前、之后、之内、之外、
之间，以下，东面、南面、北面” 等，但与现代汉语不同，他们还不是方位

词，而是词语组合。因此本文视之为方位短语的一种。比如 “之＋Ｘ” 是 “助
词＋方位词” 的组合，后来通过语法化，重新分析为派生方位词，其中的 “之”
成为词缀，Ｘ成为方位词根。“Ｘ＋面” 是 “方位词＋动词” 的状中结构，“面”
作动词用，后来才从 “脸” 的语义，引申出 “方面” 的意思，并虚化为方位

词的后缀。另外《史记》中还有 “中上、上中、下下、下中、下上、上上、
中下” 等等，我们也视之为临时组合，不能当作新出现的方位词。

二．《史记》方位词的语法功能

　　在《史记》中，方位词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和其他词语组合成方位

短语。单独使用时，可以出现在多个位置上，充当句子的主语、宾语、谓语、
定语、状语。由于合成类方位词比较简单，一般用作主语或宾语，下面我们

主要探讨单纯方位词的语法功能。
１．做主语

　　在《史记》中，能够单独作主语的方位词有 “上、下、内、外、前、后、
东、西、南、北”，这类主语可以分析为话题主语或处所主语。例如：

　　（１）	 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秦

始皇本纪）

　　（２）	 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

天神。（封禅书）

　　（３）	 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五帝本纪）

　　（４）	 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本纪）

　　（５）	 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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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勃海之利。（高祖本纪）

２．做宾语

　　在《史记》中方位词可以用作动词宾语。例如：

　　（６）	 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後，

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後。（高祖本纪）

　　（７）	 二世入内，谓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秦始皇本纪）

　　（８）	 附耳摇动，有谗乱臣在侧。（天官书）

　　（９）	 夏，遂还泰山，五年之礼如前，而加以禅祠石闾。（封禅书）

　　在《史记》中方位词除了做动词宾语，还可以做介词宾语，与介词一起

充当句子的状语或补语：

　　（10）	 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秦始皇本纪）

　　（11）	 日归于西，起明於东；月归於东，起明于西。（历书）

　　（12）	 夫先王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楚世家）

３．做谓语

　　上古时期，名词用如动词颇为常见，甚至可以是使动、意动或处动，《史

记》中的方位词也是这种情况。例如：

　　（13）	 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殷本纪）

　　（14）	 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越

王句践世家）

　　（15）	 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周本纪）

　　（16）	 乃前，拔剑击斩蛇。（高祖本纪）

　　（17）	 欲左，左。（殷本纪）

　　（18）	 漕从山东西，岁百馀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河

渠书）

　　（19）	 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

帷西向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眦尽裂。（项羽本纪）

４．做状语

　　方位词在动词前边作状语，可以表示动作行为的处所，可以表示动作行

为的趋向，可以表示动作行为的来源，还可以表示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例

如：

　　（20）	 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河渠书）

　　（21）	 大臣内叛，诸侯外反，亡可翘足而待也。（高祖本纪）

　　（22）	 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项羽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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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以摄提格岁：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天官书）

　　（24）	 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五

帝本纪）

５．做定语

　　《史记》中除 “侧、间” 之外，都有资格担任定语。例如：

　　（25）	 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封禅书）

　　（26）	 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於大树下。（封禅书）

　　（27）	 高帝豫具武士，见信至，即执缚之，载後车。（陈丞相世家）

　　（28）	 齐桓公闻晋内乱，亦率诸侯如晋。（晋世家）

　　（29）	 晋使郤克以车八百乘为中军将，士燮将上军，栾书将下军，以救鲁、

卫，伐齐。（齐太公世家）

　　例（29）中的 “中军” “上军”、“下军” 因为有比较固定的含义，可以

看作一个双音词了。

三．《史记》中的方位短语及语法功能

１．方位短语的类型

　　《史记》中的方位短语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１）名词＋方位词。这种类型最多，可以说奠定了后世方位短语的基础。例

如：

　　（30）	 刘季乃书帛射城上，谓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高祖本纪）

　　（31）	 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周本纪）

　　（32）	 出太白右，去三尺，军急约战。（天官书）

　　（33）	 当是时，秦嘉已立景驹为楚王，军彭城东，欲距项梁。（项羽本纪）

２）名词＋之＋方位词。例如：

　　（34）	 今君相楚而攻魏，破军杀将，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楚

世家）

　　（35）	 还反国，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句践为人可与同患，

难与处安，为书辞句践曰：“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越王

句践世家）

　　（36）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高祖本纪）

　　（37）	 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毕从。（周本纪）

　　（38）	 因留略地於齐鲁之南。（吴太伯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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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锺鼓美

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秦始皇本纪）

　　（40）	 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锺鼓之间。（楚世家）

３）方位词＋名词。早在《诗经》时期 “中” 就可以倒置于名词前，构成方

位短语，在《史记》一书中仍延续了这一结构方式，可以看作是上古汉语或

原始汉藏语的用法残留，中古已少见。现代汉语常说的 “中途” 实际上就是

这种格式的遗存。例如：

　　（41）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上山河之固，

此为国之宝也！”。（孙子吴起列传）

　　（42）	 伍胥未至吴而疾，止中道，乞食。（伍子胥列传）

　　（43）	 青虬蚴蟉於东箱，象舆婉蝉於西清，灵圉燕於间观，偓佺之伦暴

於南荣，醴泉涌於清室，通川过乎中庭。（司马相如列传）

　　上面例中的 “中流”、“中道”、“中庭” 就是 “流中”、“道中”、“庭中”
的意思。
２．方位短语的语法功能

１）做主语：

　　（44）	 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封禅书）

　　（45）	 君陈、蔡，方城外属焉。（楚世家）

　　（46）	 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儒林列传）

２）做宾语：

　　（47）	 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与语帝前。（夏本纪）

　　（48）	 出太白右，去三尺，军急约战。（天官书）

　　可以做介词的宾语，共同在句中做补语或状语。例如：

　　（49）	 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秦始皇本纪）

　　（50）	 汉军方围锺离眛於荥阳东，项王至，汉军畏楚，尽走险阻。（项

羽本纪）

３）做定语：

　　（51）	 犁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虽然，妾待子。（晋世家）

　　（52）	 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周本纪）

　　（53）	 房南众星曰骑官。（天官书）

４）做状语：

　　（54）	 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秦始皇本纪）

　　（55）	 而孔仅之使天下铸作器，三年中拜为大农，列於九卿。（平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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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死後，景帝乃封王信为盖侯。（梁孝王世家）

５）做补语：

　　（57）	 齐使至晋，克执齐使者四人河内，杀之。（齐太公世家）

　　（58）	 汉王听其计，使卢绾、刘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

楚地，与彭越复击破楚军燕郭西，遂复下梁地十馀城。（高祖本纪）

　　（59）	 如朔等，所谓避世於朝廷间者也。（滑稽列传）

四．《史记》方位词在不同概念域中的分布

　　认知语法认为，空间范畴在人们认知其他抽象度较高的范畴时具有隐喻

扩展的基础地位，语法化理论为人们勾勒出了 “空间域→时间域→性质域”
的演变链条。因此，方位词从空间范畴演变出时间范畴乃至更为抽象的性质

范畴的用法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李宇明等人从不同角度都说明了这一点。现

代汉语方位词是古代汉语方位词语义和语法功能分化的结果。因此从源头上

考察一下方位词表达的概念域是很有意义的。下面来分析一下《史记》中方

位词的概念域分布状况。
１．表示空间。方位词最基本的用法是表达空间，其他用法都是在此基础上

通过引申、投射发展而来。例如：

　　（60）	 谋与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车上，弃竹中而亡去。（齐太公世家）

　　（61）	 门内六星，诸侯。其内五星，五帝坐。（天官书）

　　（62）	 物乃岁具，生於东，次顺四时，卒于冬分。（历书）

　　（63）	 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周本纪）

２．表示抽象空间。例如：

　　（64）	 我祖遂陈於上，纣沈湎於酒，妇人是用，乱败汤德於下。（宋微

子世家）

　　（65）	 或言鹿，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秦始皇本纪）

　　在抽象空间的表达中，方位词经常用来表示社会关系。这其实是空间关

系的一种隐喻。隐喻的空间关系的出现与人类的思维方式密不可分，是人类

的思维发展与语言能力提高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随着人类对空间方位概

念的不断熟悉以及对整个世界认识的逐步深化，关于空间方位的一些具体概

念，如：“上─下”，“前─后”，“中心─边缘”，“内─外” 等等，逐渐被人

们投射到情绪、社会地位、行为活动等等抽象的概念上。于是就产生了这样

的情况，原先用来表示空间方位关系的方位词如 “里、中、上、下、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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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发生了功能上的变化与扩展，它们不再单纯地表示空间方位关系了。
　　在《史记》一书中，一些方位词被用来喻指社会关系。“上、下” 常被

用于隐喻等级关系，这是一种地势隐喻，即以地势的高低来隐喻地位等级的

高低。这种 “上、下” 的隐喻是对称的。“内、外” 常被用于隐喻亲疏关系，
内表示亲，外表示疏。这是一种容器隐喻，以容器的内外来隐喻社会关系的

亲疏。和其他语言单位组合时该类 “内、外” 少数情况下是对称的，如 “内
臣─外臣” 等，而多数情况下是不对称的，如 “*内人─外人、*内姓─外姓”
等。例如：

　　（66）	 下冒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晋世家）

　　（67）	 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夏本纪）

　　（68）	 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

斗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始皇本纪）

　　（69）	 惠、怀无亲，外内弃之。（晋世家）

３．表示范围。在《史记》中方位词可以虚指某个范围或某个方面，而非具

体的空间方位或时间。表示范围义的方位词主要有 “中、内、上、下、外”。
例如：

　　（70）	 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天

官书）

　　（71）	 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秦始皇本纪）

　　（72）	 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

亦在从死之中。（秦本纪）

　　（73）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秦始皇本纪）

４．表示时间。《史记》中表时间的方位词有 “上、下、前、后、间”。例如：

　　（74）	 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秦始皇本纪）

　　（75）	 晋文公重耳伐卫，分其地予宋，讨前过无礼及不救宋患也。（卫

康叔世家）

　　（76）	 自窦长君在时，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顾得侯。（绛侯周

勃世家）

　　（77）	 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於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儒

林列传）

５．表示指代。我们发现，《史记》一书中有时候方位词或方位短语不指示

空间方位，而是发生了语义漂移，转指特定的人或事物。例如：

　　（78）	 诸侯不附，百姓不亲，天下畔之，故身死国亡。（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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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项羽本纪）

　　（80）	 其後匈奴王唯徐卢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劝後。（绛侯周勃世家）

　　（81）	 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秦始皇本纪）

　　例（78）中 “天下” 指天下的人，后来演化为一个双音词。例（79）“江
西” 指代江西地区的人民，（80）“後” 指代后来的人，例（81）“左右” 指

代旁边的人。

五．《史记》单纯方位词的语义具体分析

　　我们在第四节中讨论了方位词的概念域分布，在句子中，这些概念域体

现为每个方位词的具体语义。下面我们对《史记》中的单纯方位词的语义逐

一进行分析。
１． “上” 的语义分析

１）“上” 表示具体空间方位，在一个三维空间内，参照物和目的物分别处

于一垂直坐标的高低两端，目的物位于坐标的高点；参照物位于坐标的低点，
目的物和参照物有承附关系。参照物多是有承附表面的无生实体名词，既可

以是平面状的物体，也可以是有非平面但凸现其承载性的立体物体。例如：

　　（82）	 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周本纪）

　　（83）	 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为器。（吴太伯世家）

２）在某三维空间中，参照物和目的物分别处于垂直坐标的高低两端，目的

物位于坐标的高点，参照物位于坐标的低点，目的物和参照物互不接触。例

如：

　　（84）	 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本纪）

　　（85）	 云气有兽居上者，胜。（天官书）

３）“上” 表示具体空间方位，参照物和目的物分别处于一垂直坐标的高低

两端，目的物位于坐标的高点；参照物位于坐标的低点，目的物位于参照物

的内部空间，目的物和参照物有承附关系。例如：

　　（86）	 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对之。（封禅书）

　　（87）	 谋与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车上，弃竹中而亡去。（齐太公世家）

４）“上” 表示空间方位，参照物内有一定的空间，目的物可以位于其中。
参照物为有生植物。例如：

　　（88）	 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封禅书）

　　（89）	 齐女侍者在桑上闻之，以告其主。（晋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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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上” 表示目的物在参照物的一侧及其附近，可理解为 “Ｎ边／侧”，参

照物一般为河流等表示条状或线状无生实体名词，在《史记》中这个义项最

多。例如：

　　（90）	 共王游於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周本纪）

　　（91）	 十年，楚庄王服郑，北败晋兵於河上。（秦本纪）

６）“上” 表示具体空间方位，通过互为参照定位。例如：

　　（92）	 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

以建五丈旗。（秦始皇本纪）

　　（93）	 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

（周本纪）

７）　“上” 表示参照实体内部的上端 “部位”，通过与 “下” 互为参照才使

方位义显现出来，参照物与目的物此时是同指的。例如：

　　（94）	 其下圜如数顷田处，上兑者则有黄色，千里破军杀将。（天官书）

　　（95）	 平王幼，抱其上而拜，压纽。（楚世家）

８）“上” 表示空间方位，在地势的相对高处，用在定语位置。例如：

　　（96）	 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高祖本纪）

９）“上” 表示抽象意义上的空间，语义通过互为参照的 “下” 显现出来。
例如：

　　（97）	 今上出，不因此时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

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秦始皇本纪）

　　（98）	 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宋微

子世家）

10）“上” 表示地位等级，即表示地位等级的隐喻空间内的高等级区域。可

以用于定语、宾语位置，以定语为多，有时还可以活用为动词。例如：

　　（99）	 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平准书）

　　（100）	乃与晋君盟，许归之，更舍上舍，而馈之七牢。（秦本纪）

11）“上” 表示次序。例如：

　　（101）	太上郤德，其次郤政，其次郤救，其次郤禳，正下无之。（天官书）

　　（102）	其田上中，赋中中。（夏本纪）

12）“上” 表示时间，指较早的时间，用在定语位置。例如：

　　（103）	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虽有淫骄之

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秦始皇本纪）

　　（104）	正月上甲，风从东方，宜蚕；风从西方，若旦黄云，恶。（天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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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下” 的语义分析

１）“下” 表示具体空间，参照物和目的物分别处于以垂直坐标的高、低两端，
参照物只占据垂直方向上的高端，目的物位于坐标的低点，“下” 表示方位

辖域处在此垂直方向上高端以下的一定范围内的区域。参照物为无生名词。
例如：

　　（105）	负羁乃私遗重耳食，置璧其下。（晋世家）

　　（106）	所见，下有乱；乱者亡，有德者昌。（天官书）

２）“下” 表示具体空间，参照物本身占据垂直坐标的高低两端，“下” 表示

的方位辖域处在此垂直方向的下端部位或其周边区域。参照物是无生实体名

词，多为山、河（因为河道堤坝一般高于地面之故）、建筑物或树木。例如：

　　（107）	六月壬申，与齐侯兵合靡笄下。（齐太公世家）

　　（108）	八年，吴为邹伐鲁，至城下，盟而去。（鲁周公世家）

３）表示具体空间，参照物是表示处所的地名，“下” 并无特别含义。例如：

　　（109）	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项羽

本纪）

　　（110）	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封禅书）

４）“下” 表示参照实体的下端 “部位”，通过与 “上” 互为参照才使方位义

显现出来，参照物与目的物此时是同指的。例如：

　　（111）	下大，上兑。（天官书）

　　（112）	自华以南，气下黑上赤。（天官书）

５）“下” 表示具体空间方位，通过与 “上” 互为参照定位：

　　（113）	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

（周本纪）

　　（114）	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秦

始皇本纪）

６）“下” 表示抽象意义上的空间，并不特指某个空间，语义通过互为参照

的 “上” 显现出来。例如：

　　（115）	今上出，不因此时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

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秦始皇本纪）

　　（116）	我祖遂陈於上，纣沈湎於酒，妇人是用，乱败汤德於下。（宋微

子世家）

７）　表示喻义空间，参照物为表示人的名词。可以用于谓语位置。例如：

　　（117）	辰嬴贱，班在九人下，其子何震之有！（晋世家）



─  ─253

《史记》方位词研究

　　（118）	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项羽本纪）

８）“下” 表示等级地位较低，用作定语位置。例如：

　　（119）	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

（秦始皇本纪）

　　（120）	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

两，重如其文，为下币。（平准书）

９）“下” 表示次序。例如：

　　（121）	田上上，赋中下。（夏本纪）

10）表示较晚的时间。例如：

　　（122）	旦至食，为麦；食至昳，为稷；昳至餔，为黍；至下餔，为菽；

下餔至日入，为麻。（天官书）

３． “中” 的语义分析

１）“中” 表示具体的空间，指某参照物（或隐含参照物）实体的内部空间。
参照物一般为有较封闭三维空间的无生实体名词。可以将其视为某种容器。
例如：

　　（123）	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宫中空，莫敢棺。（齐太公世家）

　　（124）	秦将渡河，已在船中，顿首谢，卒不反。（晋世家）

２）“中” 表示具体空间方位，指处在参照物的界限范围内。第一类参照物

为三维空间特征不明显的有一定界限范围的无生实体名词，如 “山”、“湖”等。
这些名词大都在形态上并不是有封闭的内部空间，但具有明显的容纳力。例

如：

　　（125）	灵王於是独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楚世家）

　　（126）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等起大泽中。（项羽本纪）

　　第二类参照物是专有的地名词、一些行政区划名称，“中” 表示处在特

定地方或者行政区域的范围之内。例如：

　　（127）	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秦始皇本纪）

　　（128）	十八年，幽公淫妇人，夜窃出邑中，盗杀幽公。（晋世家）

３）“中” 表示集合范围，参照物为有生的集合名词。“Ｎ＋中” 也就是指在

集合的范围之内。例如：

　　（129）	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羽本纪）

　　（130）	徒中壮士愿从者十馀人。（高祖本纪）

４）表示在某两点距离的中间。参照物是隐性的。用于定语、状语和谓语位

置。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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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南四星，执法；中，端门；门左右，掖门。（天官书）

　　（132）	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於大树下。（封禅书）

５）“中” 表示喻义空间，即信息来源空间，参照物指信息的承载空间，参

照是无实际内部空间的事物名词。例如：

　　（133）	其事在商君语中。（秦本纪）

　　（134）	语具在李斯传中。（秦始皇本纪）

６）表示抽象空间。例如：

　　（135）	或言鹿，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秦始皇本纪）

７）表示等级次序。例如：

　　（136）	今高素小贱，陛下幸称举，令在上位，管中事。（始皇本纪）

　　（137）	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陈

涉世家）

８）“中” 表示时间，用在谓语及定语位置，共22例。例如：

　　（138）	十二月中，遂至戏。（高祖本纪）

　　（139）	夜中，星虚，以正中秋。（五帝本纪）

４． “内” 的语义分析

１）“内” 表示具体空间，指参照物的内部空间辖域，参照物可以是有界限

的地域，如 “疆内” “境内” “城内”，也可以是建筑等。例如：

　　（140）	乃望祭群神，请神决之，使主社稷，而阴与巴姬埋璧於室内，召

五公子斋而入。（楚世家）

　　（141）	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内而专属於将军，国家安危，在

此一举。（项羽本纪）

２）“内” 表示具体空间，指以参照物为空间界限的观察点一侧的空间范围，
参照物具有［＋隐含立体空间］的语义特征，例如：

　　（142）	二十一年，错攻魏河内。（秦本纪）

　　（143）	门内六星，诸侯。（天官书）

３）“内” 表示喻义空间，指人的内心或心灵，多与 “外” 对用使意思显现，
用在状语位置，表示动作的指向空间。例如：

　　（144）	平康正直，郤不友刚克，内友柔克，沈渐刚克，高明柔克。（宋微

子世家）

　　（145）	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奋愿父子死之，虽未战，可谓义形於内。（平

准书）

４）“内” 指转喻空间，指一定的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的范围之中，多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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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国家、机构、家庭等，往往与 “外” 对举来表达。例如：

　　（146）	方今吴外困於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柰我何。（吴太伯世家）

　　（147）	十三年，晋惠公病，内有数子。（晋世家）

５）“内” 表示在一定的数量范围之内。例如：

　　（148）	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皆令自赍粮食，咸

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秦始皇本纪）

５． “外” 的语义分析

１）“外” 表示具体空间，指参照物的空间之外的一定部位或区域，参照物

是具有三维立体空间的无生实体。例如：

　　（149）	待宫外，令茀先入。（齐太公世家）

　　（150）	梁乃出，诫籍持剑居外待。（项羽本纪）

２）“外” 表示具体空间，指参照物的范围之外的一定部位或区域，参照物

是能侧重表示二维地域范围的无生名词，如地名、城郭等。例如：

　　（151）	君陈、蔡，方城外属焉。（楚世家）

　　（152）	三年，与韩襄王会临晋外。（秦本纪）

３）“外” 表示具体空间，指参照物的界限范围之外，参照物是作为空间或

范围分界线的事物，大都为垂直平面的无生名词，例如 “门、墙、河” 等。如：

　　（153）	汉王之出关至陕，抚关外父老，还，张耳来见，汉王厚遇之。（高

祖本纪）

　　（154）	圉人荦自墙外与梁氏女戏。（鲁周公世家）

４）“外” 表示转喻空间，指一定的社会结构或范围之外，常常与 “内” 对

举来表达。可以是国家内外、王室内外、家庭内外，也可以是其它内外。例

如：

　　（155）	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

平外成。（五帝本纪）

　　（156）	外举不隐仇，内举不隐子。（晋世家）

６． “前” 的语义分析

１）“前” 表示具体空间，指表示参照物（或隐含参照物）面向方向的部位

或者一定区域，参照物为有生名词。例如：

　　（157）	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与语帝前。（夏本纪）

　　（158）	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宫属。（天官书）

２）“前” 表示靠前的空间方位，为隐性参照，例如：

　　（159）	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者，兑；後兑而卑者，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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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书）

　　（160）	使长史欣为上将军，将秦军为前行。（楚世家）

３）“前” 表示方向，用在谓语位置或状语位置，如：

　　（161）	楚闻之，发兵距之阳夏，不得前。（高祖本纪）

　　（162）	已又见死人手，二人前谏。（晋世家）

４）“前” 表示时间，指早于参照事件的时间域，例如：

　　（163）	事在二年前，皆勿听治。（封禅书）

５）“前” 表示较早的时间。大多用在定语位置或状语位置，也可以用在主

语宾语位置。例如：

　　（164）	今又将兵出塞，过两周，倍韩，攻梁，一举不得，前功尽弃。（周

本纪）

　　（165）	晋文公重耳伐卫，分其地予宋，讨前过无礼及不救宋患也。（卫

康叔世家）

７． “后 （後）” 的语义分析

１）“后” 表示具体空间，指表示参照物（或隐含参照物）背向方向的部位

或者一定区域，参照物为有生名词。如：

　　（166）	伍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後。（伍子胥列传）

　　（167）	秦攻齐，则楚绝其後，韩守城皋，魏塞其道，赵涉河漳、博关，

燕出锐师以佐之。（苏秦列传）

２）“后” 表示靠后的空间方位，为隐性参照，例如：

　　（168）	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後，即视背。（孙子吴

起列传）

　　（169）	若角动绕环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天官书）

３）“后” 表示时间，指晚于参照事件的时间，例如：

　　（170）	王孙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独在。（外戚世家）

　　（171）	其後从攻东郡尉军，破之成武南。（曹相国世家）

４）“后” 表示较晚的时间。大多用在定语位置或状语位置，也可以用在主

语宾语位置。例如：

　　（172）	後数日，帝谴责钩弋夫人。（外戚世家）

　　（173）	婴後闻陈王已立，因杀襄强，还报。（陈涉世家）

８． “左” 的语义分析

１）表示具体空间，参照物为人自己，在说话人的左手一边的区域。即使前

边有名词，参照作用也是人赋予的，可以说这种情况下的Ｎ是傀儡参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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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174）	紫宫左三星曰天枪，右五星曰天郤，後六星绝汉抵营室，曰阁道。

（天官书）

　　（175）	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天官书）

２）表示空间，指参照物本身靠左的部分。例如：

　　（176）	还射圉之东，解魏左肘而外击定陶，则魏之东外弃而大宋、方与

二郡者举矣。（楚世家）

　　（177）	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周本纪）

９． “右” 的语义分析

１）“右”表示具体空间，指从人的角度出发所观察到的参照物的右边的区域。
例如：

　　（178）	左角，李；右角，将。（天官书）

　　（179）	更令梁繇靡御，虢射为右，辂秦缪公。（晋世家）

２）表示空间，指参照物本身靠右的部分。例如：

　　（180）	故曰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

傅楚鄢郢，膺击韩魏，垂头中国……（楚世家）

　　（181）	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锺鼓之间。（楚世家）

３）“右” 表示上尊。例如：

　　（182）	晋卜御右，庆郑皆吉。（晋世家）

　　（183）	先轸曰‘军事胜为右’，吾用之以胜。（晋世家）

10． “东” 的语义分析

１）“东” 表示具体空间，指参照物以东的一定空间辖域，参照物一般是表

示地名或江河等名词，例如：

　　（184）	东壁居不周风东，主辟生气而东之。（律书）

　　（185）	当是时，越兵横行於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越王句

践世家）

２）“东” 表示具体空间，指参照物内的东部区域，参照物为国家名。例如：

　　（186）	元君十四年，秦拔魏东地，秦初置东郡，更徙卫野王县，而并濮

阳为东郡。（卫康叔世家）

３）“东” 表示空间地域，大部分放在定语位置，也可以放在主宾语位置。
例如：

　　（187）	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秦始皇本纪）

　　（188）	物乃岁具，生於东，次顺四时，卒于冬分。（历书）



─  ─258

愛知県立大学外国語学部紀要第44号（言語・文学編）

４）“东” 表示方向，出现在状语位置或谓语位置。例如：

　　（189）	三十三年春，秦兵遂东，更晋地，过周北门。（秦本纪）

　　（190）	与纣为靡靡之乐，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自投濮水之中，故闻此

声必於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国削。（乐书）

11． “西” 的语义分析

１）“西” 表示具体空间，指参照物以西的一定区域，参照物为地点或河流。
例如：

　　（191）	东阳甯君、沛公引兵西，与战萧西，不利。（高祖本纪）

　　（192）	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项羽本纪）

２）“西” 表示具体空间，指参照物内的西部区域，参照物为国家名。例如：

　　（193）	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封禅书）

３）“西” 表示具体空间，放在定语位置或主宾语位置。例如：

　　（194）	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

并阴山至辽东。（秦始皇本纪）

　　（195）	出东至西，正东国吉。（天官书）

４）“西” 表示方向，放在状语和谓语位置。例如：

　　（196）	汉败楚，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项羽本纪）

　　（197）	武公九年春，武公与长子括，少子戏，西朝周宣王。（鲁周公世家）

12． “南” 的语义分析

１）“南” 表示具体空间，指参照物外以南的一定区域，参照物为处所专有

名词、星座名词、或河流、道路。例如：

　　（198）	於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封禅书）

　　（199）	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夏本纪）

２）“南” 表示具体空间，指参照物内的南部区域，参照物为国家名。例如：

　　（200）	秦使将军王贲从燕南攻齐，得齐王建。（秦始皇本纪）

３）“南” 表示具体空间地域，用在定语位置或主宾语位置。例如：

　　（201）	十年，伐齐南边。（鲁周公世家）

　　（202）	天齐渊水，居临淄南郊山下者。（封禅书）

４）“南” 表示方向，指动作所由的方向或者移动的方向，大多用在状语位置、
谓语位置。例如：

　　（203）	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夏本纪）

　　（204）	三十七年，齐桓公伐蔡，蔡败；南侵楚，至召陵，还过陈。（陈

杞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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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北” 的语义分析

１）“北” 表示具体空间，指参照物以北的一定区域，参照物为处所专有名

词或河流、道路等能表示处所的普通名词。例如：

　　（205）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大宛列传）

　　（206）	陈余为将，将卒数万人而军钜鹿之北，此所谓河北之军也。（项

羽本纪）

２）“北” 表示具体空间，指参照物内的北部区域，参照物为国名、区域名。
例如：

　　（207）	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留侯世家）

　　（208）	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匈奴列传）

３）“北” 表示具体空间地域，多用在主宾语位置。例如：

　　（209）	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殷

本纪）

　　（210）	为秦开地益众，北靡匈奴，据河为塞，因山为固，建榆中。（太

史公自序）

４）“北” 表示方向，用在状语或谓语位置，表示动作发生的处所或移动的

方向。例如：

　　（211）	七年，吴王夫差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新君弱，乃兴师北伐齐。

（吴太伯世家）

　　（212）	请为君北，必相之。（魏世家）

14． “侧” 的语义分析

　　侧表示具体空间，指在参照物旁边。例如：

　　（213）	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世家）

　　（214）	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於前，而随

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於侧也。（李斯列传）

15． “旁” 的语义分析

　　旁表示具体空间，指在参照物旁边或距离参照物很近的一个位置。例如：

　　（215）	其祠列火满坛，坛旁亨炊具。（封禅书）

　　（216）	於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泰山及其旁邑。（孝武本纪）

16． “间” 的语义分析

１）表示空间，参照物为集合名词，意思相当于 “之内”、“之中”。例如：

　　（217）	有矜在民间，曰虞舜。（五帝本纪）

　　（218）	大 乐戏於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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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夜之饮。（殷本纪）

　　（219）	出而留桑榆间，疾其下国。（天官书）

２）表示空间，参照物为两个或多个，物体在两点之间的某个位置。例如：

　　（220）	河、济之间，时有坠星。（天官书）

　　（221）	月出北辰间。（孝景本纪）

３）表示时间，指在一定数量的时间之内。例如：

　　（222）	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

是上毋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秦始皇本纪）

　　（223）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

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平准书）

４）表示时间，指某两个时代或年代中间的时间段。例如：

　　（224）	及殷夏之间微散。（秦始皇本纪）

　　（225）	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太

史公自序）

六．结语

　　从数量上看，现代汉语中的单纯方位词在《史记》中大多已经具备了，
没有的是 “里、边”。合成方位词增加了 “东南、东北、西南、西北” 等，
说明了人们对方位认识的深入和对方位表达的精确化。其他的双音节方位词

少，主要是因为派生的双音节方位词迟至中古时期才出现。
　　从语法功能上看，《史记》一书中方位词的语法功能已经很丰富了，大

量的谓语用法和状语用法构成了《史记》上古汉语的一大特色。另外，由于

处所词开始从名词中开始分离出来，人名、事物名、地名可以依赖空间动词

或介词来表示方所的动力开始减弱，导致方位词用在其他词语后面构成方位

短语的出现频率相比以前大幅增加，比如每千字中 “NP＋上” 方位短语出

现的频率在《左传》中为0.17，到了《史记》则增加到0.31，“NP 十下” 在《左

传》中为0.13，到《史记》增加到0.25，“NP＋中” 在《左传》中为0.12，《史

记》增加到了0.71。2） 由是可得出结论，从《史记》起方位词就开始了漫长

的语法化过程，实为近现代汉语方位词脱范畴化从而附着于名词以表达物体

方位之滥觞。
　　在语义方面，《史记》中与现代汉语最大的不同就是 “上” 可以表示 “边、
侧”。与《左传》相比，《史记》中的方位词的隐喻义大幅增加。先秦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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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词主要用来表示具体的方位处所，表示时间和范围的意义的用例在《史

记》以前很少见，《史记》以后方位词表示范围和时间意义的用例开始大量

出现。这可以看出《史记》在汉语从上古到中古的发展过程中起到的重要的

过渡作用。

注

１） 参见汪维辉．方位词 “里” 考源［J］．古汉语研究，1999，(2)．
２） 引程慧．中古汉语方位词研究［D］．安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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