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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卜辞“有”字作为一般动词时，其后出现名词词组，可表达领属以及存在。其中“有＋VP”属于特殊句式，在句法方面，透过有无

对贞，可知表达动貌中完成体与非完成体，亦作为情态词标记实然。语意则是由存在延伸而出，作为表达动作或事件是否存在或发生与否。

在语用方面，不同的语气有不同态度。在问句中，问卜者主观表达出，事件能否在真实社会中发生。在占辞中，判断出应该会发生。验辞中，

表达已然发生。 

[关键词] “有＋VP”；句法；语意；语用 

中图分类号：K877.1  文献标识码：A 

 

前言 

“ ”、“又”两字作“有”时，用为动词时，其后常出现名词词组，在

现代汉语广泛论及“有”字的语意，吕淑湘分作“领属”、“存在”之外，

以及表“性质、数量到达某种程度”，胡裕树、范晓的分类，则为“领属”、

“存在”，以及表估量的“有”字句。李佐丰则针对古代汉语提出“存现”、

“领有”，相当于现代汉语论述的“领属”、“存在”。卜辞亦有作为“领

属”的用法，如：“妇好有子”（《集》94 正）。而存在的用法，如：“兹

夕有大雨”（《集》38165）。然而，卜辞另有“有＋VP”的特殊句式，如：

“其有出”（《集》3830）、“今丁有来”（《集》21727）、“王有作祸”（《集》

536）等。以下即透过前人研究述评，并从“有＋VP”的句式中“有”字

句与“有”、“无”对贞辞例，论述其相关句法、语意，以及语用层次。 

1 前人研究述评 

杨树达将“日有食之”（春秋‧隐公三年）中的“有”当作是“传疑

副词”。李佐丰提及“有”字句时，发现有一类归为“记异句”：“除了一

般地表示存现之外，“有”还可以表示出现了通常并不出现的事物或事实，

或表示短时间的出现。这种用法在《春秋》经传中常见，其他书中也可

见到。”张文国则调查分析了《尚书》、《左传》、《荀子》、《墨子》、《论语》、

《孟子》、《韩非子》等先秦文献中“有（无）＋VP”结构用例，通过对该

句式的结构、句法语义特点等问题分析，得出结论：“有”“无”带谓词

性成分时仍然是存现动词。VP 前的““有”“无”，其性能应该是统一的，

但却被分裂为副词、代词、连词等。其实，大量的先秦汉语语言事实表

明，“有”、“无”依然是动词，VP 作宾语，“有（无）＋VP”结构为动宾

结构。 

至于，现代汉语中，“有＋动词”亦有多人论及，朱德熙指出：“有

政治影响”、“有历史研究”中的“影响”、“研究”为名动词，而“有”

则做为“准谓宾动词”。刘月华提及“有＋VP”的用法，并列举了“近年

来中小学教育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例”，其中“有”的语意为“发生、出

现”，其后的“发展”可归属为名动词，加以“有”其后出现“了”，故

仍视之为动词。蔡维天则认为“有＋VP”的“有”是一个表达动貌（aspect），

其可能是由某事件的存在而引申为该事件已完成之意。汤廷池认为汉语

的“有”与“了”是属于完成貌语素“有”的两个同位语。 

以上有关“有＋VP”中的“有”，作为传疑副词，针对“日有食之”

而论，究竟传递出何种疑问，并未仔细深论，即便“日食”天象有其疑

惑，这也是内容所致，而无法作为词类的依据。李佐丰提出“有”作为

记异，并非“有”的因素，同样也是其后该语句的内容所致。其中列举

“秋，有蜮”（春秋‧庄公十八年）、“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都

是因其后内容才会“出现了通常并不出现的事物或事实，或表示短时间

的出现。”实则与“有”字本身用法无关。此种记异句式，也呈现在“有

＋VP”，如：“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翟人有献丰狐、玄豹之皮给晋

文公”、“（颍考叔）闻之，有献于公”、“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

等例。然而“有晨梦负公”或可算是“记异”内容，但“有献”、“有赐”

则否，即便如此，还是无法知道“有”字应在句中担任何种功能？宋金

兰已观察到早在殷商时代，“有”是汉语体助词最早源头，因此现代汉语

中“有”演变为体助词是具有某种必然性。然而，“体助词”是何种句法

功能，也未细说分明。将“有＋VP”视为“存现动词”看待，则无法解

决，一般的存现动词其后出现名词词组，何以在“有＋VP”句式中，出

现“谓词性”成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前人并未关注：古代汉语中

“有”作为完成的动貌词，由本身所具有存在的语意，引申为完成，而此

则为本文探论的重点所在。 

2 卜辞“有＋VP”句型 

“有＋VP”在卜辞中，分作两种句例探论。一是，“有”字句例。二

是，“有”、“无”对贞辞例。 

2.1“有”字句例 

卜辞的“有”字，其后可出现不同类型的动词。如： 

（1）《集》72 正      乙丑卜，羽（翌）丙 （有）至？ 

（2）《集》3830      甲戌卜， 贞：其 （有）出？ 

（3）《集》21727     乙丑子卜贞：今丁又（有）来？ 

（4）《集》6150      贞： 方不隹 ﹝闻﹞？ 

（5）《集》2333      癸亥卜，贞：多父 （有） ﹝王﹞？ 

（6）《集》7685      丙午卜， 贞：戉其 （有） （灾）？ 

（7）《集》21745      壬戌贞：又（有）取？ 

（8）《集》7629 正   壬戌卜， 贞： 其亦 （有）围？ 

（9）《集》914 反    王 曰：其自东 （有）来。 

（10）《集》875 反   王 曰： （有） （追）。 

（11）《集》559      癸丑卜， 贞：五百寇用？旬壬申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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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寇百。 

（12）《集》9620     □□﹝亥﹞卜， ：羽（翌）庚子 （有）

告麦？允 （有）   

      告麦。 

（13）《集》1773 正   王咡（听），隹 （有） ？ 

（14）《怀》1901   辛亥卜，在攸贞：大左族，又（有） （擒）？ 

（15）《集》6947 正 戊午卜， 贞：雀 （追） ， （有）

只（获）？ 

（16）《集》6605     己丑卜，今出羌， （有）只（获）围？  

（17）《花》197（3） 子 （御）匕（妣）庚，又（有）乡（飨）？ 

  

例（1）〜（3）“至”、“出”、 “来”等例，皆是与方向动作有关，

在问卜是否“已然抵达”、“已然离开”、 “已然来到”。而例（4）则在

问卜是否“有 方消息”。例（5）〜（6）则是与灾祸有关。例（7）〜

（8）则与攻取捕获有关，在问卜“能否获取”、“能否围获”。例（9）〜

（10）属于 辞，“有来”、“有追”皆是判断会发生“来”与“追”的活

动。例（11）〜（12）属于验辞，分别为“已然使用”、“已然告麦”。例

（13）〜（17）“有＋VP”皆是针对前面事件，作为复句中的句末询问语。

句末的“有 “、“有擒”、 “有获”、 “有获围”、“有飨”、“有佑”

等例，皆是呼应前句中“王听”、“大左族”、“雀追 “、“今出羌”、“子

御妣庚”、“今出羌”、 “子御妣庚”、“岁苋祖甲”等例，是否能在真实

事件中产生“祸患”、“擒获”、“捕获”、“用飨”等，“有”字的出现更显

强调是否会在真实的世界中发生？ 

卜辞的“有＋VP”句式中的“有”为动貌的表现，有着“完成”语

意，又“语言的情态范畴建立在实然（realis）与非实然（irrealis）

的对立上。汉语的动貌基本对立（完成体/非完成体）”只存在实然情态

范畴中。在情态方面属于“实然”的状态，属于句子中的功能部件。梅

广又指出：古汉语的实然句是无目标；非实然句则靠情态词来做标记，

最常见的是‘将’，另外一个较少出现功能相同的是‘且’。”但透过卜辞

“有＋VP”的句式，可以发现“有”字除了表达完成貌之义，亦可作为情

态词标记实然句。只是命辞有属问句，故在辞例中是指：在实然的动作

或状态中事件会发生吗？而亡则多负担存在词（有），在实然的状态事件

无法达成或不会发生。“有”字作为情态词标记实然的状况，在以下的典

籍中，亦是可见。 

（1）客有见髨于梁惠王者，惠王屏左右独坐见之，终无言也。”（《史

记》.孟子荀卿列传 

（2）夏，有告于陈桓子曰：“子旗、子良将欲攻陈、鲍。”《左传‧昭

公十七年》） 

（3）燕人，其妻有私通于士。（《韩非子‧内储说》） 

（4）昔者有馈生鱼于子产，子产使校仁畜之池。（《孟子‧万章上》） 

（5）颍考叔为颖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左传‧隐公元年》） 

（6）故可以有夺人国，可以有夺人天下。（《荀子‧正论》） 

（7）有自门前射阳货杀之。（《左传‧定公八年》） 

上述的“有见”、“有告”、“有私通”、“有馈”、“有献”、“有夺”、“有

自门前射”中的“有”出现于陈述句，表示事件已然发生。 

2.2 正反对贞辞例 

“有＋VP”出现在正反对贞中，其中“有＋VP”即为正反对贞：如：

“有”、 “无”最为常见，而“有”、“弗”，“惟有”、“不惟有”对贞亦可

见。另外，“有＋VP”作为已然发生的事件，正反对贞卜问则是针对前句

的“有＋VP”。两类的 

辞例如下； 

（1）《集》6077    其 （有）闻？ 

                  贞： 方亡（无）闻？ 

（2）《集》16994    甲寅卜， 贞：王隹 （有） ？六月。一 

                   甲寅卜， 贞：王亡（无） ？六月。一 

（3）《集》13674    疾齿隹（惟） （有） ？ 

                   疾齿不隹（惟） （有） ？ 

（4）《集》536    辛卯卜，内贞：王又（有）乍 ？ 

             辛卯卜，争贞：王亡（无）乍 ？ 

（5）《集》914 正    贞：在北史， （有）只（获）羌？一 

           贞：在北史，亡（无）其只（获）羌？一 

（6）《集》1121 正   贞： ， （有）雨？ 

           贞： ，亡（无）其雨？ 

（7）《集》23532     癸亥卜，出贞：丁卯子 弗疾， （有）疾？ 

（8）《集》33694   癸酉贞：日月又（有）食，非若？ 

                  癸酉贞：日月又（有）食，隹（惟）若？ 

（9）《集》11506 正 贞： （有）疾自，隹 （有） ？ 

                   贞： （有）疾自，不隹 （有） ？ 

（10）《集》17404     王梦，不隹（惟） （祸）？ 

（11）《集》17401     王 （有）梦，隹（惟） （祸）？ 

（12）《集》17409 正  贞：王 （有）梦，其 （有） （祸）？ 

                    贞：王 （有）梦，亡 （祸）？ 

  

例（1）透过有无对贞，得知是否有着 方消息。例（2）〜（3）

卜问某个事件或疾病会对时王造成不利。例（4）问卜时王是否产生灾祸。

例（5）问卜能否捕获羌人。例（6）则是指进行祭祀，是否会带来降雨。

例（7）则是透过“弗疾”、“有疾”问卜“子 “是否生病。另外，尚

有“有＋VP”作为已然的发生事件，透过其后的分句，问卜该事件是否

出现或造成某种灾祸。例（8）针对日月食的事件，判断是否顺利。例（9）

则是透过“惟有”、“不惟有”来问卜“疾自”是否会造成祸害。例（10）

〜（12）有关“王梦”事件，例（10）“王梦”正好可以做为参照例（11）

“王有梦”，“有梦”代表已然作梦，例（12）透过“有祸”、“无祸”则是

作为其后占卜“王梦”，是否会带来祸患？ 

  

   “有＋VP”、“无（弗）＋VP”正好作为实然与非实然的对立，可

透过卜辞 

“有”、“无（弗）”对立，如“有闻”、“无闻”， “有 “、“无

“，“有祸”、“无祸”，“有获”、“无获”， “有雨”、“无雨”，“弗疾”、“有

疾”等例，代表了完成体与非完成体。 

3 结论 

“有+VP”的“有”作为助动词，属于实然的用法，表示这个动作会

发生，只是因为命辞属于疑问语气，而语气本身就涵盖全句，在此运作

之下，“有+ VP”的“有”更作为强调动作是否在真实世界中能否成就。

其与一般动词的“有”当是有所区别，作为实然的“有”为助词的用法，

因此不能如同一般动词有着明确的语意脚色，无法言明其后出现的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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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究竟属于受事者、工具、方位等。卜辞的“有＋VP”中的“有”如

同上文提及：“有”兼具了表达完成体，致使事件呈现状态以及结果，而

这也是由“有”字所具有存在的含意隐喻扩张而来。至于，现代汉语因

为“了”的分工，逐渐取代“有”字完成动貌，但卜辞的“有”、“无”

对贞恰可提供完成体与非完成体的对照。命辞中的问句，如：“有至”、

“有出”、“有来”、“有闻”、“有获围”、“有飨”、“有佑”皆是问卜者希冀

能在现实中确定的事情。占辞中，“有来”、“有追”皆是判断会在现实中

发生的事情。验辞的“有用”、“有告”则是表达现实中已经确定发生了。

透过正反对贞中的辞例，针对某一事件，有所疑惑，想要“上达天听”

确认此事。如：“有闻”、“无闻”，“有 “、“无 “，“有祸”、“无祸”，

“有获”、“无获”，“有雨”、“无雨”，“弗疾”、 “有疾”等例。 

卜辞能够透过句法表达的结构甚少，其中“有”作为一般动词时，

表达领属以及存在，但“有＋VP”的句式中，其与“无＋VP”可代表动

貌中的完成体与非完成体，其中“有”作为情态词标记实然与非实然。

其语意是透过存在延伸而来，主要是表现动作或事件、状态、性质的存

在、发生与否。语用上则视不同语气而有分别，问句则是发话者希冀能

确定某一事件，占辞则是判断某事件将发生，陈述句则是确定某事已然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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