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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琳儀列舉過出土戰國文獻中“往”的字形和字義。 〔１〕他認爲在這種文獻中

“往”作“■”、“■”等形。 “■”讀爲“往”，“以往”的意思是“以後”，“往庫”讀爲“襄庫”，

“往坪”讀爲“廣平”。

但是該書没有使用１９９８年以後出土發表的新材料，也没有從語法角度對出土戰

國文獻中的動詞“往”進行研究。

到目前爲止，還没有人全面使用業已出土發表的戰國文獻，從語法學的角度對

其中的動詞 “往”進行系統研究，所以從事本題目的研究是很有意義的，也是必

要的。

一、“往”的義項

在我們所使用的出土戰國文獻中，“往”共出現５３次。

“往”的本義是“去、到……去”。 這種意義的“往”最爲常見，共出現４２次，占總次

數的７９．２％。 例如：

（１）即令令史己往執。（睡虎地秦簡《封診式》）

（２）甲謀遣乙盜。一日，乙且往盜，未到，得。（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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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往”是歸向的意思，這種“往”出現２次：

（３）執大象，天下往。（郭店楚簡《老子》丙本）

依據《漢語大詞典》，“去、到……去”這種意義的“往”讀於兩切（狑ǎ狀犵），“歸向”這

種意義的“往”讀於放切（狑à狀犵）。 “歸向”這種意義的“往”在傳世文獻中可以見到，如

“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穀梁傳》莊公三年）。

有些“往”應是“逃亡”的意思，這種“往”出現３次。

（４）正月七日，二月旬四日，三月二日，四月八日，五月旬六日，六月二旬

四日，七月九日，八月旬八日，九月旬七日， 二旬，凡是往亡，［必得］，不得必

死。（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

“逃亡”這種意義的“往”，在傳世文獻中可以見到，如“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

也”（《管子·權修》），尹知章注：“往，謂亡去也。”

有的“往”是過去的意思，這種“往”只出現１次：

（５）■（興）■（興）民事，行■（往）視逨（來）。（上博楚簡五《三德》）

比較“夫《易》，彰往而察來，則微顯闡幽” （《周易·繫辭下》）， “行■ （往）視逨

（來）”是説行動已經過去，要看未來。

例（５）中的“行”指行動，“往”指過去，動詞。 這種意義的“往”在傳世文獻中可以

見到，如“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吕氏春秋·任地》）。

有的“往”是“後”的意思，這種“往”出現在“以往”這個複音詞中，只見到１次：

（６）今日隹（惟）不■（敏）既■（蒞）矣，自■（望）日■（以）■（往）必五六

日，皆■（敝）邑之■（期）也。（上博楚簡七《吴命》）

在出土戰國文獻中，“往”還可以表幾種假借義。 有些“往”讀爲“襄”（３次）：

（７）十六年，■（鄭）■（令）肖（趙）距、司寇彭璋、■（襄）庫工帀（師）皇

隹，冶■。（《六年鄭令趙距戈銘》，《集成》１１３８９）

有的“往”讀爲“廣”（２次）：

（８）往（廣）德女（如）不足。（郭店楚簡《老子》乙本）

有的“往”讀爲“枉”（１次）：

（９）■（治）樂和■（哀），民不可惑也。反之，此往（枉）矣。（郭店楚簡

《尊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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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討論“往”的句法語義時，不涉及“往”的假借義，也不涉及“後”這種引申義。

“後”這種意義的“往”只出現在複音詞“以往”中，“以往”義同“以後”，應是方位詞。 所

以下文的分析，主要涉及“往”的下述四種意義： 去；歸向；逃亡；過去。 主要分析“去”

這種意義，因爲它最常見。

二、“往”的配價及語義特徵

前面説過，“去、到……去”這種意義的“往”最爲常見，占總次數的７９．２％。 這種

動詞“往”的配價如何？

殷國光認爲《莊子》中的“往”爲一價動作動詞。 〔１〕依據他的考察，《莊子》中共

出現“往”７０次，用作謂語或謂語一部分的“往”有６１次，處於非典型位置上（用作主

語、賓語，跟“者”、“所”構成“者”字短語、“所”字短語）的“往”有９次。 處於謂語位

置上的 “往”從來不帶賓語，或者作謂語或謂語中心，或者作連謂句中的第一個

動詞。

又據張雙棣等統計，在《吕氏春秋》中，“去”這種意義的“往”共出現７８次，其中只

有２次帶體詞性賓語，如“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吕氏春

秋·去宥》）。 帶賓語的“往”的次數只占總次數的２．６％。 〔２〕

依據上述兩項研究，應知所謂一價動詞，或者從來不帶賓語，或者偶爾帶賓語（没

有超過總次數的５％）。

根據我們的考察，在出土戰國文獻中，動詞“往”從來不帶體詞性賓語，這跟《莊

子》中的動詞“往”是一致的，所以把“往”看成一價動詞應是没有問題的。

動詞“往”的配價，應即是它的施事。 例如“公往，必得死焉”（《吕氏春秋·知士》）

中的“公”，“子往矣”（《莊子·天地》）中的“子”。

動詞“往”的意義是“去、到……去”。 它具有“動作”、“自主”、“位移”的語義特徵。

歸向意義的“往”、逃亡意義的“往”、過去意義的“往”跟 “去、到……去”這種意義的

“往”在語義特徵方面具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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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國光： 《〈莊子〉動詞配價研究》第４６３頁，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９年。

張雙棣、殷國光、陳濤： 《吕氏春秋詞典》（修訂本）第４３９—４４０頁，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９年。



三、“往”的施事

在出土戰國文獻中，表示動詞“往”施事的詞語有如下一些： 甲，乙，君子，湯，天

下，女，三軍，余之客，其御史，徒守者，令史己，令史某，良車、良士。

上列這些詞語，基本上都是表人的。 這説明，去、歸向、逃亡這些動作都是由人發

出來的。

在上列這些詞語中，“甲、乙、女、湯、君子、天下、三軍”都可視爲詞。 其中“女”爲

第二人稱代詞，“甲”、“乙”爲虚指代詞。 “湯”、“君子”、“天下”、“三軍”均爲名詞。 如

前引例（２）、例（３），又如：

（１０）吏亡，君子往役，來歸爲喪殹。（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

（１１）湯往征弗附。（清華簡壹《尹至》）【弗附：不歸順的方國———引注】

上列詞語中的“余之客，其御史，徒守者，令史己，令史某，良車、良士”都是短語。

其中“余之客，其御史，徒守者”是定中短語，“令史己，令史某”是同位短語，“良車、良

士”整體是並列短語，如下引例（２９）。 再如前引例（１），又如：

（１２）即令令史某往診。（睡虎地秦簡《封診式》）

（１３）其御史往行。（里耶秦簡壹８—５２８）

上述這些施事詞語，在語句中通常是作主語的，如前引例（２）、例（３）、例（１０）、例

（１１）、例（１３）。 也可以作兼語（這時“往”是兼語句的第二個動詞），如前引例（１）、例

（１２）。 還可以作由主謂短語構成的賓語裏的主語。 例如：

（１４）子惇惇女（如）也，其聖（聽）子■（路）■（往）■（乎）？（上博楚簡五

《弟子問》）

四、“往”字句的句式

這種句式可以分爲兩種： 一是由“往”作謂語中心的單動句句式，二是由“往”作謂

語一部分的複雜謂語句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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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單動句句式

這種“往”的一個配價成分投射到最小的抽象句中，可以構成下述句法格式：

ＮＰ＋往（ＮＰ可省）（７次）

這裏的“ＮＰ”代表施事詞語。 例如：

（１５）一出言，三軍皆■（往），又（有）之虖？（上博楚簡四《曹沫之陣》）

在出土戰國文獻中，在“ＮＰ”和“往”之間可以出現狀語，這是非配價成分。 如前引

例（１５）出現了副詞狀語“皆”。 此外還可以出現副詞狀語“弗”和“乃”，例如：

（１６）勇而行之不果，其■（疑）也弗枉（往）■（矣）。（郭店楚簡《成之

聞之》）

（１７）乃■（往），既見■（將）反（返）。（上博楚簡九《舉治王天下》）

在“ＮＰ”和“往”之間還可以出現疑問代詞狀語，例如：

（１８） ■（將）安（焉）■（往）？（上博楚簡八《子道餓》）

這種例子在傳世文獻中也可以見到，如“惡往而不暇”（《莊子·達生》）。 “ＮＰ＋

往”中的“ＮＰ”可省，如前引例（１７）。

在祈使句中，“往”還可以前置於主語，這樣就構成了主謂倒置句式：

往已＋ＮＰ（１次）

這種例子如：

（１９）■（往）已，余之客。（《越王朱句鐘銘》，《集成》１７１）

這種用例，在春秋晚期的金文中已經可以見到，例如：“往已，弔（叔）姬！ 虔敬乃

後，子孫勿忘。”（《吴王光鑒銘》，《集成》１６·１０２９９）“往已，弔（叔）姬！ 虔敬命勿忘。”

（《蔡侯甬鐘銘》，《集成》１·２２３—２２４）

（二） 複雜謂語句式

這種句式主要有並列句式、轉折句式、連謂句式、兼語句式、兼語連謂複合句式。

１．並列句式（６次）

這種句式中的兩個謂詞性成分 （其中一個是動詞 “往”）是並列關係，如前引例

（４）、例（１３），又如：

（２０）卅五年七月戊戌，御史大夫綰下將軍下□叚（假）御史謸往行 。

（里耶秦簡壹８—５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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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又若席舞，上下行往，莫中吾步。（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

（２２）正月七日，二月旬，三月旬一日，四月八日，五月旬六日，六月二旬，

七月九日，八月旬八日，九月二旬七日，十月旬，十一月旬，十二月二旬，凡以

此往亡，必得；不得，必死。（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

例（１３）、例（２０）都説“往行”，而例（２１）又説“行往”，前後可以顛倒。 另外，“往”和

“行”的意義也比較接近，一個是説“到……去”，一個是説“行走”。 可見“往行”是並列

關係。

例（４）、例（２２）中都有“往亡”。 如前所述，“往”可以訓爲逃亡。 這樣看來，“往”和

“亡”是同義並列。

２．轉折句式（１次）

所謂轉折句式，是指這種句式中的兩個謂詞性成分（其中一個是動詞“往”）是轉

折關係。

（２３）往而不害，安坪（平）大。（郭店楚簡《老子》丙本）

這個例子中的“往而不害”，是説（天下）都歸靠卻没有災害。

３．兼語句式（１次）

這種句式中的謂語部分是兼語短語，“往”作兼語短語中的第二個動詞，例如：

（２４）堯乃就禹曰：气（乞）女（汝）亓（其）■（往），疋（疏）汌（川）■（起）

浴（谷）。（上博楚簡九《舉治王天下》）

這個例子中的“气女亓■”，就是説求你前往。

４．連謂句式（１１次）

這種句式中的謂語部分是連謂短語，“往”作連謂短語的第一個動詞。 根據連謂

短語後一個動詞的不同，這種句式可以分爲兩種：

ＮＰ＋往＋Ｖ

ＮＰ＋往＋Ｖ＋Ｏ

“ＮＰ＋往＋Ｖ”中的“Ｖ”是不及物動詞（一價動詞），如前引例（１０）中的“君子行

役”。 “役”爲不及物動詞，指服役戍守邊疆。

“ＮＰ＋往＋Ｖ＋Ｏ”這種例子常見。 其中的“Ｖ”是及物動詞，它帶賓語“Ｏ”。 “Ｖ＋

Ｏ”表示“往”的目的。 如前引例（１１）。 又如：

（２５）甲乙雅不相智（知），甲往盜丙，毚（纔）到，乙亦往盜丙。（睡虎地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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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法律答問》）

（２６）■（往）攼（捍）庶盟，台（以）祇光■（朕）立（位）。（《者■鐘銘》，《集

成》１２１—１２２）

“ＮＰ＋往＋Ｖ＋Ｏ”中的 “Ｏ”可以省去，如前引例 （２）中的 “乙且往盜”，這時跟

“ＮＰ＋往＋Ｖ”這種句式同形。 但是仍有區别，省去的可以補出，而“ＮＰ＋往＋Ｖ不及物 ”

後不可加“Ｏ”。

５．兼語連謂複合句式（８次）

這種句式中的謂語部分，是由兼語短語和連謂短語複合而成，也就是説，第一個

動詞是使令動詞，而在兼語之後則是一個連謂短語，構成下述句式：

ＮＰ＋Ｖ使令＋ＯＳ＋往＋ＶＰ

這種句式如前引例（１）、例（１２），又如：

（２７）即令令史某往執丙。（睡虎地秦簡《封診式》）

（２８）即令令史己往執。（睡虎地秦簡《封診式》）

（２９）思（使）良車、良士往取之餌（耳）。（上博楚簡四《曹沫之陣》）

由上述可見，“往”常用來構成連謂句式。 如果把出現在連謂句式、兼語連謂複合

句式中的“往”的次數加在一起，則達到１９次，最爲常見。 這一點與傳世文獻也是一

致的，依據張雙棣等，在《吕氏春秋》中，“到……去”這種意義的“往”共出現７９次，其

中用來構成連謂句式的有５２次，占總次數的６５．８％。 〔１〕

五、“往”的指稱化與修飾化

（一） “往”的指稱化

１．構成“者”字短語（４次）

“往”或含有“往”的動詞性短語指稱化，加“者”作爲標記。 這種例子如：

（３０）又（有）或焉又（有）■（氣），又（有）■焉又（有）又（有），又（有）又

（有）焉又（有）■（始），又（有）■焉又（有）■（往）者。（上博楚簡三《亘先》）

（３１）望之不往者萬世不到。（嶽麓秦簡壹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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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今其後者少（小），未可别雄雌。至］五月［有往來者］，□ 。（里

耶秦簡壹８—１４９５）

（３３）攻□■（往）者■（復）。（郭店楚簡《尊德義》）

上引例（３０）中的 “者”應是自指，指“往”本身。 而例 （３１）、例 （３２）、例 （３３）中的

“者”應是轉指。 在傳世文獻中，“往”還可以跟“所”構成“所”字短語，如“行不知所之，

走不知所往”（《吕氏春秋·論威》）。 這種例子在出土戰國文獻中見不到。

２． “往”作賓語（２次）

如前引例（１４）中的“其聖（聽）子■（路）■（往）■（乎）”。 又如：

（３４）得其後參爲已爲往爲去。（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

例（１４）中的“子路往”作“聽”的賓語，“子路往”自指化了。 “子路往”不表陳述，而

是指“子路往”這件事。 例（３４）中的“往”作“爲”的賓語。 有的學者認爲這種“爲”准係

詞，這種係詞的賓語，並未指稱化。

（二） “往”的修飾化

依據郭鋭，定語的表述功能爲修飾。 〔１〕下引兩例中的“往”是出現在定語位置

上的：

（３５）言而狗（苟），墻又（有）耳。往言傷人，來言傷己。（郭店楚簡《語叢四》）

（３６）卅年十月盡九月，群往來書已事倉曹□笥。（里耶秦簡壹８

１７７７＋８ １８６８）

例（３５）中的“往言”應是指説出去的惡言，其中的“往”是作定語的。 例（３６）中的

“往來書”應是指往來的文書，其中的“往來”是作定語的。

六、由“往”構成的複音詞

在出土戰國文獻中，由“往”構成的複音詞有“以往”，只出現１次，即前引例（６）中

的“■（以）■（往）”。

這種“以往”，跟現代漢語裏的“以後”類似，試把“自望日以往”跟“從此以後”相比

較。 這種“以往”應視爲方位名詞。 這種例子在傳世文獻中也可以見到，如“自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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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郭鋭： 《現代漢語詞類研究》第８４—８７頁，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２年。



往，魯人不贖人矣”（《吕氏春秋·察微》）。

《漢語大詞典》 〔１〕收録“往亡”一詞，解釋爲“陰陽家語。 凶日名”。 所舉的例子如

“甲寅，李愬將攻吴房，諸家曰：‘今日往亡。’”（《資治通鑒·唐憲宗元和十二年》）出土

戰國文獻中亦可見到“往亡”，如前引例（４）、例（２２）。 但不是用作凶日名，而是用來表

示動作行爲。 如前引例（２２）中的“凡以此往亡，必得；不得，必死”，是説凡是在這些日

子逃亡，一定會被捕獲；如果不被抓獲，則一定會死。

《漢語大詞典》收録了“往行”一詞，有兩個義項： 一是指先賢的德行，如“君子多識

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周易·大畜》）；二是指過去的行爲，如 “事親孝，無悔往行”

（《晏子春秋·問下》）。 出土戰國文獻中也可以見到“往行”（也可以説成“行往”），如

前引例（１３）、例（２０）、例（２１），但不是用作名詞，而是用作動詞，指前去，前行。

《漢語大詞典》收録了“往言”一詞，指説出去的話，如“往言不可及也”（《國語·晉

語二》）。 在出土戰國文獻中亦可以見到“往言”，如前引例（３５），與傳世文獻的意義和

用法接近，但準確的訓釋應是説出去的惡言。

《漢語大詞典》收録了“往者”一詞，有四個義項： 一是指過去的事；二是指過去，從

前；三是指去的人，離開的人；四是指死者。 在出土戰國文獻中，亦可以見到“往者”，

如前引例（３０），意義就是指“往”，跟前四個義項都不同。

《漢語大詞典》還收録了“往來”一詞，有五個義項： 一是來去，往返；二是反覆，來

回；三是交往，交際；四是進退，指引薦與黜退；五是已往與未來。 在出土戰國文獻中，

也可以見到“往來”，但都是用作動詞，或指人的來去，或指文書的往來，並没有其他的

義項。

結　　語

本文首次對出土戰國文獻中“往”的句法語義問題進行研究。

在本文所使用的出土戰國文獻中，“往”共有下述一些義項： 一是本義“去”，二是

引申義“歸向”、“逃亡”、“過去”，三是假借義“襄”、“廣”、“枉”。 表本義的“往”最常見，

有４２次，占“往”出現總次數的７９．２％。

“往”爲一價動作動詞，它的一個配價是施事，具有“動作”、“自主”、“位移”的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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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羅竹風等： 《漢語大詞典》（上中下），漢語大詞典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特徵。 表示“往”施事的詞語，可以是名詞，也可以是第二人稱代詞和虚指代詞，還可

以是定中短語、同位短語、並列短語。 表施事的詞語可以作語句主語，也可以作兼語，

還可以作主謂短語中的主語。

由動詞“往”構成的單動句式有“ＮＰ＋往”（ＮＰ可省），也有“往已＋ＮＰ”，後者很少

見。 由動詞“往”構成的複雜謂語句式，有並列句式、轉折句式、連謂句式、兼語句式以

及兼語連謂複合句式，後兩種句式最常見。

“往”也可以不表陳述，而表指稱。 “往”或含有 “往”的動詞語可以跟 “者”構成

“者”字短語，也可以作賓語。 “往”還可以表修飾，這種“往”都是用作定語的。

“往”可以跟“以”構成複音詞“以往”，是以後的意思，爲方位名詞。 《漢語大詞典》

中收録的“往亡”、“往行”、“往言”、“往者”、“往來”，在出土戰國文獻中都可以見到，但

是除了“往言”之外，它們的意義和用法都不相同。

（張玉金　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１７１·

出土戰國文獻中的動詞“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