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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感知心理动词研究

陈　练　文

[摘　要] 甲骨文感知心理动词指甲骨文中与人的感觉 、知觉 、言语 、心理等相关联的词

语 ,分为认知和情感两类 ,共有 25个。在句法功能方面 ,它们主要作谓语 ,作其他成分的极少;

所带宾语绝大多数是对象宾语 ,受事宾语很少;大多可以带副词作状语;补语一般是“于”字结

构 ,其位置比较自由 ,可以在动词前 ,也可以位于动词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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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感知心理动词的判定

感知心理动词一般指表示人的喜爱 、怨恨 、感觉 、认知等和心理活动密切相关的动词 。但是 ,由于各

家研究的角度 、方法 、原则不一 ,其内涵往往或大或小。本文对甲骨文中感知心理动词进行研究时 ,坚持

功能和意义并举的原则。一方面 ,甲骨文承载的是一种较为成熟的语言 ,其语法体系自成系统 ,后代语

言中所出现的词类在甲骨文中已基本具备 ,在对词语进行分类时 ,应以句法功能为标准 ,根据词语在整

个甲骨文语法体系中的作用来判定其词类;另一方面 ,甲骨文中的词语与后代语言比较起来并不丰富 ,

因为卜辞的文体和句式特点 ,有时一个词在整个系统中出现的频率很低 ,仅仅一例或数例 ,有时相同的

辞例在卜辞中大量出现 ,但它只是同一句式的重复 ,要据此来确定其句法功能 ,仅仅依靠功能标准是不

够的 ,必须要同时参照当时的词汇语义系统。因此 ,我们在划分甲骨文感知心理动词的时候 ,主要参照

两个标准:(1)意义标准:凡是与人的心理活动 、状态 、感觉 、知觉 、言语等相关的词语 ,都在我们考察的范

围之中。(2)功能标准:参照甲骨文的语法系统 ,感知心理动词首先要具备动词的一般特征 ,即能作句子

谓语 ,被副词修饰;其次 ,主语能由有生名词担任;第三 ,有学者曾指出研究古代汉语时有一个原则是“例

不十 ,法不立” ,对于甲骨文来说却是苛刻了点 ,因为甲骨文本身的语句数量相比先秦之后的文献少了很

多 ,但为了考察的准确性 ,我们认为 ,要判定一个动词是感知心理动词 ,其在《殷墟甲骨刻辞类纂》①中能

够确知为感知心理动词释义的辞例起码要 2例以上。

具体研究时 ,本文采取排除法:第一步 ,先参考前贤学者的研究成果 ,将他们所认定的感知心理动词

全部纳入我们考察的范围;此外 ,检索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 ,根据该字典的解释和提供的例句 ,将

意义上与感知 、心理相关的词语择出。第二步 ,将《类纂》中含有上述词语的刻辞全部选出 ,参照上面所

说的两个原则 ,用定性分析和定量考察相结合的方法 ,最终界定它们是否属于感知心理动词范畴。

统计学者们已经认定为感知心理动词的词语有:张玉金《甲骨文语法学》动词一节中有心理活动动

词一类 ,但未进行穷尽式列举 ,只举“每(悔)、疑 、畏”三词为例[ 1]
(第 4 页);陈年福在其著作《甲骨文动词

词汇研究》和博士论文《甲骨文词义研究》中共提出视听 、言语使令 、心理三类相关动词 40个 ,分别为目 、

直 、省 、见 、监 、望 、听 、闻 、雚(观)、鸣 、聖 、视 、眡 、相 、令 、曰 、告 、言 、史 、乎(呼)、允 、臾 、从 、术 、呪 、吢 、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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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 、口 、召 、畏 、每(悔)、子 、疑 、匄 、气(乞)、壬 、求 、祈 、念
[ 2]
(第 15、16 页)[ 3](第 63 页) 。杨逢彬师的《殷墟甲

骨刻辞词类研究》中列有感知心理动词一类 ,共有闻 、悔 、讯 、听 、占甲 、见 、刍 、省 、监 、遘 、若 、佐 、佑 、畏 、

告 、梦 、观 、曰 、贞 、占乙 、呼 21个词[ 4]
(第 54-63 页)。本人根据《甲骨文字典》的释义 ,找出了除此之外 ,3个

较符合我们关于感知心理动词释义的词语 ,分别是丑 、企 、柲[ 5]
(第 1023 , 877 , 714 页) 。这样 ,除去重复计

算的词语 ,共有 53个词。

根据《类纂》中的辞例分析 ,这 53个词语中 ,求 、念 、眡 、相 、臾 、呪 、聖 、委 、口 、子 、疑 、壬 、丑 、企 、柲或者因

为本身辞例很少 ,或者其作为动词出现的辞例不多 ,因而不能肯定有感知心理动词的意义;直 、鸣 、史 、允 、

从 、吢 、祈 、术在句法功能上不符合标准 ,有的根本没有作动词的例句 ,有的主语不是有生名词 ,也可排除;

遘(遭遇)、佐(辅佐)、佑(保佑)三词的语义与感知心理关联不大 ,看作行为动词应该更好些 。

告 、言二词意义相同 ,《甲骨文字典》解“言”字时说言“实与告 、舌为一字之异构 ,告 、舌 、言三字初义

相同 ,后世乃分化为三字 。” [ 5](第 221 页)而《类纂》中类似于“告祖先”的辞例极多 ,相比“言”后并无接人

名的相似辞例 ,而有许多“今夕王西言”一类的句子 ,似乎从《甲骨文字典》解释为祭名更合适些 ,所以完

全可以把这两个词合为一个来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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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感知心理动词的句法功能

(一)感知心理动词在句中充任的句法成分

甲骨文中的感知心理动词能在句中充任的句法成分不多 ,最常见的是作叙述句的谓语 ,少数词可以

作宾语 ,一般不能作主语 、状语 、补语。

充任谓语是一般动词 ,也是感知心理动词最主要的职能 ,例如:

贞:王勿往省黍 ? 合 9612

贞:若王? 弗若王? 合 5096正

戫其启雀? 合 10863正

庚戌卜 ,宾贞:其讯? 合 19127

丙子卜 ,王贞曰:雨? 合 22765

癸酉王卜 ,贞:旬无祸 ?在三月 。 英 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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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中感知心理动词作宾语的情况很少 ,我们所统计的 25个感知心理动词中 ,虽然有“令 、若 、

讯 、省 、见 、望 、曰 、告 、启 、召 、梦”11个动词能出现在宾语的位置 ,但是所有辞例加起来只有 109次 ,与这

些动词在卜辞中作为感知心理动词出现的总次数相比 ,比例很小 。详细统计见表 1:

表 1　甲骨文感知心理动词作宾语的情况

令 若 讯 省 见 望 曰 告 启 召 梦

作宾语的次数 1 50 2 3 6 1 13 2 1 3 27

作为感知心理动词出现的总次数 237 极多 21 146 35 51 极多 极多 16 9 201

　　除了 “召”(3:9)之外 ,其它动词作宾语的次数往往不到该动词出现总次数的十分之一 ,且这些动词

只作“有 、无 、往”的宾语 ,出现的语言环境单一 。所以我们认为 ,殷商时代的感知心理动词也许有作宾语

的功能 ,但是在甲骨卜辞中 ,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与此同时 ,甲骨卜辞中有将近一半的感知

心理动词可以出现在宾语的位置上 ,说明这种用法很可能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已经开始萌芽和发展 ,只

不过我们缺乏具体的文献材料加以证明 。

王占甲 :有祟 ,有梦? 其有来艰? 七日已丑 ,允有来艰自…… 合 137反

王梦 ,其有匄? 合 17476

贞:有不若于父乙? 合 3255正

妇好有讯 ,循? 合 19134

贞:王其……有告父正? 二告 合 811正

由此可见 ,甲骨文感知心理动词的句法功能还比较单一 ,主要的功能只是作谓语 ,即使是作宾语的“

梦 、若 、省”等也只出现在“有 、无 、往”等词后面 ,其他功能暂时未得到发展。

(二)感知心理动词与其他句法成分的结合能力

1.感知心理动词与宾语

前面在进行句法功能分类时 ,我们已经讨论了其带宾语的情况 。甲骨文中的感知心理动词主要带

体词性的对象宾语和谓词性宾语 ,也有一部分不带宾语的感知心理动词。这些词语在语义上往往自给

自足 ,不涉及其他的事物 ,所以表现在句法上也不带宾语。一般而言 ,及物动词也可以不带宾语 ,能带谓

词性宾语的动词也能带体词性宾语 。感知心理动词的宾语位置很不固定 ,常常可以提到动词前面 ,这种

前置有时用“其 、惟”进行修饰 。

2.感知心理动词与状语

甲骨文感知心理动词作谓语时可以带状语。例如:

贞:示 ,弗若 ? 合 14269

丙戌子卜 ,贞:丁不刍我? 合 21727

贞:勿呼归 ?五月 合 6812正

贞:不曰之 ?

贞:勿曰之 ? 合 18865正

据专家考证 ,甲骨文中的否定副词在修饰动词的时候 , `不' 、̀ 弗' 表示可能性和事实 , `勿' 表示意

愿 ,也就是说“不 、弗”是对客观事实的否定 , “勿”是对主观愿望的否定 。从我们的统计来看 ,甲骨文中感

知心理动词带否定副词作状语 ,受“勿”修饰的辞例远多于受“不 、弗”修饰的辞例 。可见 ,否定副词修饰

感知心理动词时 ,一般使用表主观愿望的“勿”
③
。甲骨文感知心理动词受副词修饰的统计情况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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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甲骨文感知心理动词受副词修饰的情况

勿(弜) 弗 不 其

省 9 18

见④ 3 6 8

望 3

听 2 2

闻 2

曰 8 3 6

告 大量 1 大量

启 1 2

悔 21 5 18

若 1 12 94 11

讯 2 2

刍 2

呼 大量 5 20 个以上

令 23 4 13

　　除否定副词外 ,甲骨文中的感知心理动词还可受“其”的修饰 ,表示强调 。其他能作感知心理动词状

语的词很少 ,只有“大”修饰过“刍 、令” , “允” 修饰过“若 、见” 。例如:

父乙大刍于王? 合 2220

贞:王大令 ? 合 5034

贞:王勿大令? 合 5038

……丙……允若 。 合 16395

丁巳卜 ,允见。六月 合 22184

3.感知心理动词与补语

甲骨文感知心理动词可以带介词“于”加名词构成的介宾结构作补语 ,这种补语与对象宾语有时能

够互换 ,而句子意义不发生改变。所以 ,感知心理动词后所带的“于”字结构到底是补语还是对象宾语有

时很难分辨清楚 。例如:

贞:父乙刍于王 ? 合 2221

贞:父乙刍王? 合 2222

贞:勿告于上甲 ? 合 1167正

其夕告上甲 ? 合 33043

有时 ,这种“于”字结构可以移到动词前面 ,这时 ,句子的意义也是一样的。这种情况 ,有的学者认为

动词前面的介词结构作状语 ,动词后面的介词结构作补语。由于这种情况在甲骨文中大量存在 ,我们倾

向于认为这种“于”字结构无论在动词前还是动词后都应看作是句子的补语 ,只是由于甲骨文时代句法

不严密 ,造成其位置不固定。例如:

贞:于大甲告? 合 1472

勿告于大甲 ? 合 6250

综上所述 ,感知心理动词在甲骨文中的句法功能主要是作谓语 ,作其他成分的极少;其宾语绝大多

数为对象宾语 ,受事宾语很少;感知心理动词一般可以带表肯定 、否定和程度的状语 ,状语由副词充当;

所带补语一般是“于”字结构 ,位置比较自由 ,可以在动词前 ,也可以位于动词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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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凡本文所讨论的甲骨文例句均引自《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后文简称《类纂》)所收《甲骨文合集》及《英国所藏甲骨

集》 , 文中简称为合 、英 , 其后的数字为《甲骨文合集》或《英国所藏甲骨集》片号。

②　每个动词右下角的数字代表的是该词在《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作为感知心理动词所出现的次数 , 甲 、乙等代表该字

在甲骨刻辞同一词类中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

③　“悔”“若”的情况与其他动词刚好相反 ,是否要据此怀疑其感知心理动词的身份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④　“见”有 6 例受到“不”的修饰 ,但考察这些辞例 , 可以发现 , 这些受“不”修饰的辞例一般是在表天象的句子中 , 如“不

见云” 。而天象动词只受“不”修饰 , 是甲骨文中一个显著的特征 ,这可能是“见”受“勿”修饰的辞例比受“不”修饰的

少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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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Verbs in Jiaguwen

Chen Lianwen

(Schoo l o f Chinese Language & Lite rature , Wuhan Univer sity ,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Abstract:From the view point of linguistics , this paper researches on a g roup of verbs about

psycho logical in Jiaguw en.After analy zing all the lingual data , this paper affi rms 25 psychological

verbs.With analy ses on syntax ,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primary function of psycho logical ve rbs is as

the predicate o f a sentence , these verbs can be fol low ed objects and adverbial modifier , their

complements are act as st ructure of Yu(于)and this structure can locate it self as the f ront o r the back

of verbs.

Key words:Jiaguw en;psycholo gical verbs;g rammar;semant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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