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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代词是先秦汉语一种常见的语法单位，是体现上古语法特点的重要环节，也是人们觉得古汉语简洁的原因之
一。

　　１. 零代词概说

　　零代词的能指是零，而它的所指是指代。零代词跟普通代词有相同之处：要有前词，并占有一定的句法位置。先
秦语法整体性强，语法单位个体的特性，经常存在于句法和语义的整体关系之中。正是这种特性，使得零形式能产生
指代作用，而产生了零代词。

　　王力先生曾提出“隐去”，吕叔湘先生曾提出“隐含”，零代词跟这两个术语表示大体相同的意义。省略和零代
词都是在不使用词语的情况下，来表达一定的语义；二者的不同之处，简略地说是：对于那个没有使用的词语来说，
省略是用否两可，零代词是通常不用。

　　零代词表示称代，通常属于第三人称代词。可以用作主语、宾语和补语（简称：零主语、零宾语和零补语）。

　　２. 零代词作主语

　　第三人称做主语时，不使用代词“之、其”，而是用零代词。零主语最常用在复句中，少数用在主谓性宾语中。

　　由于零主语要有前词，所以很少用于单句，而主要用于复句中第一分句之后的分句。零主语可用于各种复句，最
常用于承接复句。零代词经常指代前分句的主语，也可以指代前面的宾语、补语、定语等其他句法成分。

　　零主语用于主谓性宾语时，其前主要使用动词“请、愿”。

　　３. 零代词作宾语

　　零代词常给动词作宾语，也用作介词宾语。

　　零代词作宾语时，通常用于由“不、弗、勿、毋”构成的否定句，肯定句和否定句常分别表示行为的实现与否。
在句中使用及物动词时，它们在行为指向外在事物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而在用第三人称代词作宾语时，行为的实现与
否分别表现为“之”和零代词。

　　动词带零宾语跟不带宾语，从形式来看是相同的，但二者并不相同。

　　在否定副词不同的情况下，其后零宾语的使用情况也不相同。零代词最常用在“不、弗”修饰的及物动词之后，
这些动词一般表示针对上文所述的事实而采取的行为，宾语大多是受事宾语，也可以是与事宾语。带零宾语的数
量，“勿”远少于“不、弗”，并主要构成祈使句。在否定副词中，“毋”的数量最少，极少带零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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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句中零宾语数量不多，有两种形式：个别动词带有“于”字补语时，可带零宾语；存现动词和及物性不强的
动词，在带有“焉”之后，可以构成零宾语。

　　在先秦的否定句中，可以见到很少量“之”字宾语；这是一种边缘用法，它跟零宾语形成交叉，但并不影响否定
句通常不带“之”字宾语的结论。

　　零代词也用做介词宾语，在常用介词中，“以”时常带零宾语。

　　4. 零代词作补语

　　零补语通常用助词“焉”作标记，述语是常带“于”字补语的谓词性词语。这样的谓词性词语有两类：一类是不
及物动词（包括准不及物动词）、形容词；另一类是述宾短语，述语通常由及物动词或存现动词“有”“无”等构
成。

　　“焉”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句末标记零代词，由于其前常用带“于”字补语的谓词性词语，这些谓词性词语在直接
带零代词时，便产生一个语法意义：“于”，便构成“于＋零代词”形式的零补语。

　　零补语最常表示与事、处所，也表示时间、原因和比较。

　　用做补语的零代词跟“之、是、此”都不同，所以“于＋零代词”跟“于之、于是、于此”也不相同。

　　零代词跟“于之”不同。先秦汉语中，“于”字补语和“之”字宾语是两种不同的后加成分，它们表示的是相互
排斥的语义关系，所以“于”和“之”并不组合，也就不存在“于之”。

　　零补语和“于是、于此”不同。零代词是人称代词，“是、此”是指示代词，代词类别不同，构成“于”字介宾
时特点也多不同。

　　“于是”最常用于句首，表示事实之间的关联，这是它的基础用法。“是”指代前面句子所述事实，来说明本句
的时间或背景，以表示两件事的关联。表示处所、比较是它的边缘用法。

　　零补语最常表示与事、处所，其前最常用的动词，例如“问、与、有、存、死”等，“于是”前都不使用，所以
这些动词性词语后的零补语，一般都跟“于是”不同。

　　零补语和“于此”都常表示处所，但语用特点不同。零补语指代的一般是所交谈的处所，尤其是本句内说过的处
所；“于此”指代的一般是交谈者所在的处所。

　　表示比较时，最常使用零补语，使用“于此”的数量不多，“于是”只有个别例句，它们在表示比较时还各有特
点。

　　零补语跟“于是、于此”在主要方面并不相同，但也有个别交叉之处。根据这点儿交叉，来断定它们相同，并
将“焉”归入代词，证据不充足。

　　5. 零代词和汉语史研究

　　引入零代词对汉语史的研究有两点启发。

　　１）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

　　在先秦语法的研究中，存在有描写和译注两种不同的方法。描写性研究是在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对先秦语料进
行分析、归纳，进而产生结论。译注性研究是先对先秦语料进行翻译或解释，而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语法分析。

　　在翻译或解释的基础上来进行语法分析，常以今律古，肯定会跟描写性的研究结果不同。

　　２）零不等于没有

　　在数学上零不等于没有，语言学中零形式同样不等于没有；先秦汉语使用零代词是它的重要特点，引入零代词与
否会影响有关的语法结论。

　　零主语利于思考上古汉语的主谓结构，零宾语有助于认识肯定句和否定句，并可深入对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
认识，零补语有助于认识它跟“于之、于是、于此”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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