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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指示代词的中称

一一以山东省博山方言等为例

山下辉彦

斗斗

一、目。吕

近来日本汉语研究界对汉语中指示代词的讨论非常热烈，很多人都想通

过对汉语中“这”“那”的用法的考察，探求“这”“那”的意义范畴。因

为日语的指示代词是“ζk。”“毛 s。”“忘 a”三分法（王力在对指示代

词的不同体系定义时使用“二分法”“三分法”）〈注 1>, 而汉语普通话中

只有“这”“那”两分法，因此研究汉语指示代词对日本的汉语教育也有其

实用意义。

据笔者了解，最近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在考察汉语指示代词与日语指示代

词所表示的意义范畴的不同之处，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日汉对译文章中指示

代词的用法来进行考察。本文不准备对汉语指示代词的用法等进行具体详细

的探讨，而侧重于指示代词的体系方面，试图以山东省博山方言为例，介绍

汉语方言中三分法的存在，并探讨汉语普通话中类似三分法的一些现象。

二、指示代词的性质

不言而喻，语言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一种表达形式。对于同样的客

观世界，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常常有不同的认识。语言是用来指称事物的，要

指称，首先要对事物进行分类，这种分类，各种语言之间有很大区别。指示

代词表达了人们对于对象事物的一种分类：对于与说话人同样距离的指示对

象，有的语言用亘称表达，有的语言用近称表达，有的语言则用中称表达。

因为人们对事物的分类不同，指示代词的体系也因语言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因此，可以说指示代词也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一种认识。

一 376 一 (13) 



三、指示代词的体系

世界上的语言中像汉语普通话的“这”“那”一样分近称与远称的二分

法多，还是像日语的“ζ和 kore，，“毛 ti sore”“£＞才L are”一样分近称、

中称、远称的三分法多，日前尚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字。笔者为了了解有关

指示代词大致的倾向，对中国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指示代词的体系进行了简单

的调查。之所以选择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来调查指示代词的体系，并非有特

别的意图，主要基于下述两个原因：

1.现在有介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比较完整的、记述形式比较统→的资料

一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以下简称《丛书》）〈注2>;

2.该丛书中所记录的少数民族语言包括各种类型的语言，容易寻找倾向，

初步调查结果发现，指示代词的体系，与语言的类型似乎没有太直接的

关系，而与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的文化、生活习惯有密切关系。这些语言中

除了有二分法、三分法以外，还有四分法、五分法等等。

我们暂且把指示代词的体系称为二分法、多分法（三分法以上）。所调

查的26 种语言中，多分法为 1 4 ，二分法为 1 2 。

对这个调查数字需要加以说明。本丛书中所介绍的语言中有的并没有明

确写明某语言是二分法还是多分法，有一部分是由笔者根据指示代词部分的

说明来判断的。另外，调查这些语言的调查者也可能把一些应该独立分出来

的指示代词看作是远称或近称的同义词而不另外分立系列。也可能有相反的

情况，即我认作多分法的语言，调查者所列的指示代词表中的词汇之间没有

意义上的对立，只是词汇性的区别。因此，多分法和二分法的实际比率也许

会跟上述数字不同，这个调查结果只能作为参考。

四、指示代词的意义范畴

正如人称代词绝大部分语言有“我”“你”“他”三称一样，绝大部分

语言的指示代词起码都是二分法。二分法一般是根据说话人与指示对象的距

离分为“远称”“近称”（为说明方便起见， “远称”有时用“那”代替，

近称有时用“这”代替）。三分法一般是在“远”“近”之间有中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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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远”、 “近”、 “中”除了表示空间距离以外，还表示心理上的距离。

但是《丛书》所记述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中，有些语言的“远称”中还按照

以下两个标准再分类：

a.所指示的对象与说话人是否在同一高度。

b.所指示的对象是否在场（即说话人和听话人是否能格看到）。

属于a 类型的有景颇族的景载语、载瓦语、藏语、怒苏语等。在这些语

言中，远称的“那”又分三种，即在高度上与说话人 (1）平行；（2）高于说话

人； (3）低于说话人。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怒苏语，上下的标准不仅以说话人

与指示对象的位置为标准，还要看指示对象是在河流的上游还是下游。这些

可能是由于少数民族生活在山区，指示对象的高低对说话人和昕话人来说也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属于 b 类型的有高山语、德昂语、布努语等。 在这些语言中，远称的

“那”又分两种，即说话人与昕话人看得见的是一类，看不见的是另一类。

此外还有傣族语，根据指示对象的距离分八种，其中最常用的就有四种 c

从以上少数民族语言中指示代词的种类和用法可以看出，人们在使用指

示代词时可以根据说话人与指示对象的空间距离（远近高低等）和心理上感

觉到的距离（可见、不可见等）来选择适当的指示代词。有的语言指示代词

分类比较细致，有的语言指示代词分类比较笼统。指示代词的分类因语言之

不同而不同，各个语言中的远称、近称，中称等所表达的意义范畴也不尽相

同。

五、汉语方言中的三分法

我们平常所接触的语言，属于二分法的，例如英语、法语、德语等很常

见；然而，多分法特别是三分法的语言也占很大的比重，日语、朝鲜语、越

南语就是三分法。汉语普通话是二分法，汉语方言是不是都是二分法呢？汉

语普通话与汉语方言，以往有很多人误认为只是语音与一些词汇不同，语法

几乎完全一样。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语法方面细微之处不同的地方也相当

多，指示代词体系的差异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关于汉语方言中三分法的存在很早就有人指出。王力在《中国语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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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阁述指示代词的章节中这样说：“有些语言里，指示代词分为近称和

远称两种，例如中国古代语言里的‘此’和‘彼’，现代官话的‘这’和‘

那’。另有些语言里，除了近指远指以外，还有第三种指示代词，就是非远

非近，只指的是某一定的人物。例如，现代苏州话（吴语区域准此），近指

用‘该’ （‘该个’ ‘该搭’），远指用‘规’ （‘规个’ ‘规搭’），普

通非远非近用‘格’ （‘格个’ ‘格搭’）；．．．．．．”王力把这个“非远非

近的指示代词”叫作“普通的指示代词”，认为在苏州话里， “若非用手指

出来说，就用辛辛通的指示代词。”而苏州话里的“格”， “在北京话里只好

用‘这’守γ 。

关于苏州Ii者的这个“格”的用法， 《上海话·苏州话－学习与研究》

（以下简称《上海话》）〈注。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苏州话中还有 6 日

个’ [ gd2扑kd2l~ ］‘野搭’［ Q;;).2扑ta2l川两个指示词，在不同的场合

下，可指近或远，指近时与‘哀搭’ ‘该搭’ ‘哀个’ ‘该个’意义相同，

远指时与 6 日畏个’ ‘归个’ ‘ E畏搭’ ‘归搭’意义相同。 只有在‘哀个’

‘部个’ ‘归个’；‘该搭’ ‘自搭’ ‘ E畏搭’这样三者对比的情况下，

‘部个’ ‘部搭’在某种程度上有中指的意味。”

从上面引用的两处说明中，我们虽然还不能了解到“格”（或写为“

’）作为中称的具体意义范畴和用法，但是可以说苏州话在某种场合下是

三分法的。

至于汉语其他方言指示代词的体系，日本小川环树的《苏州方言的指示

代词》〈注5＞一文，在介绍了苏州方言的三分法之后，引用日本汉学家的著

作说：“我看松下大三郎（Matushita Daizabur功的《标准汉文法》（东京 1

927 ），忽然发现山东某处方言里有‘中称’。松下说‘近时（中国）俗语

已无中称，唯山东之一部有＜它个＞一词。〈它＞系俗字，是中称代词。，

(103页）这‘它’怎么读，松下没有记音，是很可惜的。”

明确指出山东方言中的中称并有记音的资料是日本太田斋在 1981～ 1982

对山东方言进行词查后发表的《博山方言语汇调查稿》〈注6＞，在该笔记中

太臼采用了俗字“它”，标音为［币i;::i31 ］，因为是词汇集，没有例句及其

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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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它’究竟是不是中称，笔者认为可以同其他语言的中称的用法作

王：i ＂是对立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到

下面就与日语：2

一比较，如果用法类似，而且与“这日

N;；立 f三中称。日语的中扫：“号和 sore”是大家所承认的

行比较。 Jp是日 i苔， Bf元、自山方言， Ph是苦涩话：

二乳白~1\0~· 也0、号和，；在志在7 元 （｝） 毛ωτ：·1－。

这是我的，它是化的。

[t\d31 n.31 飞咐：214 1让031 5飞31 1毛i:214]

<l>Jp 

Bf 

这是我的，这／那是你的。L
川

DL 

日语的中柯：“号和 sore”的用法，按照一般的说明，它3民运科：“岛批

（那个）的不同点是距说话人较远而距i!Ji二话’人较远。从这一4点上看，are ” 

如果说话人使用远称悖山方言的“它”具有同样的意义。在博山方言中，

“那”，一般指距离说话人和！lfi·l舌人都较远的才象。

不妨再举一个更明显的例子：假定AlE~B 在谈话， B手里拿着一本书，

A问B:

t!Gt.主先力~ ＇－＇＇虫子：二持？ τ ＼－16 号 （｝）本以｛司0)本-r·-t 如。

你现在手里头拿着的它本书是啥书？

[Ri55 Bia31 tsE:31 s;ou55 lill t'ou3 日a:55

1让d31 p£55 s;ull B131 s;α31 s;ull c3] 

你现在手里拿着的那本书是什么书？

<2>Jp 

Bf 

’hu hut 

因此日语用“书”距听话人B近，而距说话人A远。在普通情况下，

“号和 sore”，博山方言用“七”，汉语普通话使用“那”。如果说话人与

昕话人的距离非常近，指示对象商说话人和昕话人距离几乎相等，那么汉语

普通话则可以使用“这”，日语与博山方言也分别可以使用近称“ζ和 kor

e”和“这”。如果A B两个人是在打电话，对于听话人一侧的事物，汉语

普通话→定用远称“那”，但日语与博山方言一般使用中称“号和 sore”

“它”，使用远称：就觉得不自然。在这一点上，博山方言的“ 12 ”与日语中

称“毛才L sore”的用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下面我们观察→下表示处所的词汇，这些是指示代i司加名词性词尾组成

(17) -37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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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p 之二亿本护→阳:t> IJ 、毛之 ω辞蓄力f→而 :t> IJ 、 :t> 号二亿以

雄2志为立一而 '5 IJ 京 '9＂。

Bf 这儿有一本书，它儿有→本字典，那儿有一本杂志。

[t~d:311 iu55 ill pf,55 G'ull ni83l iu55 ill p£55 ts131 tia55 

口a:31 iu55 ill p[S) tsa55 tH31] 

Ph 这儿有一本书，那儿有干本字典，那儿有一本杂志。

在处所词中，日语的“号之 soko”与博山方言的“它儿”的话感也基

本上相同。这儿用“它儿”所表示的场所位置是距说话人远距听话人近的地

方。在博山方言中，只有在所指的场所距离说话人和听话人都远的时候才使

用“那儿”，这是与日语相同之处。

以上主要是表示空间距离的“远”“近”“中”的概念。下面我们看→

下有关时间距离的例句。

假定在一个委员会上大家安决定一些问题：

<4>Jp 毛ω件忆。们 τl土之 （］） ζJ: -) ~二~泊之3 二 t ~： L.,τ 、 ζ （］）件口

。们τ ：在他φ委员会~： {f世去 L 式击。

Bf t件事咱这样走下来，这件事巴就交给其他委员会去决定吧。

[I飞i;::i31 t.;iall ~1ll tsa55 b;iu31 t~a2H tib55 Biα31 I日

t)031 sia31 3lll tsa55 tBiu31 tBio31 keil 

te 'i 55 t ‘α11 uill ya55 xui31 tB'y31 t.Gy;::i55 t句31 pal] 

Ph 这（前一）件孚咱们这样定下来，这件事，咱们就交给其他委

员会去决定吧。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例句中，日语“毛 （］） son。”和博

山方言“它 9’后面的“事”（假定为 C ！ 事 1”）日语“二 （］） kono”和博山万

言“这”后面的“事”（假定为“事2”〉所发生的时间顺序，应该是“事 1”

早于“事2”，给人的感觉是，在一个委员会上，先讨论“事1”，然后讨论

“事2”，就在讨论“事2”的时候有人提出说把“事2”“交给其他委员会

去决定。” 就是说，如果以现在为起点，讨论的两件事的时间顺序是“事

1” “事2”，说博山方言的人可以使用指示代词来区别这个时间顺序，而

汉语普通话中的指示代词本身则没有这种区别功能，只能用阔前一”之类的

词汇来表示。在这种场合，如果博山方言使用“那”，贝rj表示在这个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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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场合，如果博山方言使用“那”，则表示在这个委员会以前或以外谈及

的事。看来，从时间层次上看，博山方言的“t”跟日语的“毛 （］） ~on。”，

一致，给人在时间距离上的感觉也是相似的。

最后我们看一下“它”作为副词使用的例子。

<5>JP 哥当们否 t 去。先〈望亦为~t;t v 飞 t 们吾儿？？如。

Bf 照你它说就无指望了？

[t~o31 ni55 ni21:113 G'u211l teiu31 mu55 tHll vCi55 Iial] 

Ph 照你那样说就没有指望了吗？

关于作为副词使用的“它”，有几点需要说明。

第一，按照博山方言的习惯，作为副词使用的词汇是革延长韵尾来表示

词性的。同样地写作“它”，但是发音不是［ I让2131 ］，而是［ ni21113 ] ; 

第二， “它”与其他指示代词不同， 没有“～样”的形式。汉语苦通

话中有“这样” zheyang、 “那样” nayang，日语有“ ζ 儿念巳 ko「mani”

“号，ι态；二 sonnani”“岛儿去亿 annani”，仨是“它”没有相当于“号儿

主主 l之 sonnani”的“仓样”。 i尊山方言中只有近称、远称有“～样”的形

式， im “这样” i t~aull3 J “那样”［ nCi113 ］。

笔者认为通过上这例句，我们应该承认“它”是一种中称，而且这种中

和具有独白的意义范畴，与日语刊号 so”系列基本上类似，可以表达说话

人与指示对象之间在空间、时间和心理上的距离。这种语感是不泛用汉语普

通话的“这”和“那”来表达的。

六、汉语普通话中类似中称的现象

如上所述，汉语普通话是二分法的，至少从文字上看普通话的指示代词

只有近称“这”和远称“那”。据笔者观察，汉语普通话的口语中也有类似

中称的现象。众所周知，朝鲜语跟日语一样是三分法，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为

中国学生写的朝鲜语的技科书是怎样解释朝鲜语的三分法的。引自《朝鲜语

实用语法》〈注7>

“指示代词是指示事物、场所的代词。指示代词根据指示的对象、距离

分为以下各种情况：

-370 一 (19) 



揭示3吻： 01 （这）， 立（ j]~ ) ' A~ （那）。

指示场所：什 71 （这边）， 巧巧（那边）， Al 71 （那边） ι

（中略）

主i卫至~坠主j孟盐旦旦旦立!2.fllitUI习来表示，而旦也至用词来表毛，因

此，要注：三区别使用中称‘三王’， ‘ 7171 ’，和j~称‘／＼l ’， ‘ Al 

71 ’。”（下钱是笔者汩的）

笔者认为下线部分的说明证明汉语普通话中有用语调来表示中称与远称

的区别出现象。可惜的是该书的作者没有明确指出用什么样的语调来表示这

种区别 c 丁丽就笔者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来探讨c

笔者认为这里的所谓用语词来区别中称与远称，可能是指“那”的语调。

在日常会活中， “那”如果用完整的第四声（以下暂称为“童读”）来读，

给人的感党是所指示的对象或场所距说话人和昕话人都远。如果用比较弱

（短而且不降到最低一一以下暂称为“轻读”）的第四声来读，可以使人感

到指示的对象距说话人较丘， ~＇.！ 听话人较近；或者在说话人和昕活人之间，

但是不会太远。

请看下面的例句：

<6＞这是我的，那是你的，那是他的。

在这个例句中，第一个“那”轻读，第二个“那”重读，这样可以把两

个“那”区别开来。只是这种读法，不仅仅在区别中称与远称时使用，有时

1l更有强调第二个“那”所指示的对象的作用。但是在这样并列使用的时候，

可以说大部分是为了区别中称和远称。

用语i恩来区别近柯：和远1~~在少数民族语言中有同样的现象，景颇载瓦语

的远称“那个”母音部分拉的越长表示的距离越远。〈注8>

很多语言使用语调强调语气或表达某种意义，在汉语中也是很普通的现

象，可以从下面这个例句中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特点：

①他们②明天③去④北京⑤旅行。

①②③④⑤每一部分都可以重读。重读的意义如下：

重读①表示去旅行的不是别人是“他们”

童读②表示去旅行的时间不是别的日子而是“明天”

(20) 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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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7:！~： i'J1~0示对“去”的呐？人，表示一定“去”；

云？Ji~：行的地点不是别处是“ :il: tr ”; 
,, 

。气、，予于；北京不是为其他~l'J ［］肉，而是为去们
＿，元

,}- 1·-1 

川军主 T"<[ 叫于“甘、立τ丁二·民泛’币;I‘可￥ 1；疯了？’ j i 气、，..，.＿，川啊 l＂ ~i. J- ：：乌兰？”’、！
口气 1'-1 王二，J' λ、J 丁－ iu t:c1 ~r·; ·1 : ＿；哑 5 : ...，唱／八，人 －r 扣，斗，－＇－飞口 ν

tj 1 7,,: ！~： ~ :r:＜，象CJi吾中寻 ｝＼，＿，＇；可科。；又iii1>::I t§ 中夕~I i王 j二

只 ）｝、文字上

山方言牛，中

括：有其不同于远玲、云？壮的记音吴三式，汉语辛辛i二百的这种类以中称的现象只

在·~~：殊的情况下才注但成立，就是说是右一是：条件的，而日 mx;111辛山；苟言的

当 i'.': .. ~主？于汪东与以上验证的1导山方言的’活况不同。

牛羊,j'；是立~~｝｛＇；二守在的。

对于苏州活的中称，还没有见到详细的报告，但£拓宅，~； l可儿 t~:o)]:;:1 人

工：· （；斗i .;k →了
'j ·- J 乒L；二， ／Jl}lj盔的情况来看，好像没有 B ig: 11-;J TJ r. IJ 方言！；；称的用

与i二：三菩迂洁白情况夫以。正扣上ilif引烈的《上海话》牛的说，i~［j ：“只有在

'::fl搭’这样三若对 tt？汗搭’‘百；挠’人
户
’

/ 才
斗

J
川
”JIt'J: 个’‘哀气

；罢’在某种程度仁有中挡的立睐。”这就表胡‘ τAl
J11;-个’‘ Fit 的情况下，

苏州话的中称的佼用是有条件的。

量士、王二
．，口 H::;

以上以 f！~山方言为主对于汉语中的指示代词多分法的问题作了一旦探讨，

考察恨不充分，仅是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抛E专引玉，作为大家讨论的一个

资料。对于为什么方言中存在中称指示代词而立自~｛：i-迫击中不存在 1 小川：平

树；在本文上百引用的文章中说：“我禁不住抗；_fij, 远古古DZ罚，（ eiif又c~语系

的共通母f?I) m示代词很可能本来是三分法？→些非汉族汪古有£.￥~ 白的$而

汉语方言｛虽然极少数）也有保臼的，这可民都民出一源。 f／..汩的北方话大

多已经失掉这三封沽，或许是受了 ~f<Jq坊泰采语言的影响也未可知，因为絮语

和满语的指示i司只有两种（近指和远指），是两分法的。”

三分法是否是远古的汉语所具有的， i叉i吾普通话没有三分法是否是受到

何防泰系语言的影响，笔者没有充分的知识对此作评论。但是汉语方言中三

封法是不是极少数，似乎还不能断言。因为以往的汉语）;T言调查工作主要目

OO 
R
H问U

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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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于了解汉语方言的概况，特别是了解方言的汉字读音体系，因此调查结

果在音韵方面最详细，其次是词汇，语法方面的调查则很不充分。许多方言

即使是三分法，由于调查人把一部分指示代词作为同义词处理，使人们难以

发现。小川教授曾在上述文章的后记中介绍说，他在后来的调查中了解到，

湖北罗田县方言、黄安等几个县、苏州近郊的无锡和常熟两处方言中也存在

三分法。北方方言中除了笔者介绍的山东方言以外，山西省乾县话也是三分

法。〈注 9＞看来三分法在汉语方言中也许不是极少数，如果详细地进行调查，

今后很有可能在更多的方言中发现三分法。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三分法的语言的指示代词的用法都完全一致，有的

如博山方言和日语，有中称，有的如上述少数民族语言中的高山话，远称中

有可见称与不见称。我们有必要把词汇性的东西与体系性的东西，把有条件

的与无条泞的加以辨别，这样才能判断某语言是否真正是三分法。

有关指示代刊的中括：问题，笔否认为有必要对更多的方言进行调查，这

样我们可以对汉语中的指示代词的体系有更深的了解，也可以使汉语普通话

的研究向前更进一步。

本文是将在一九九0年七月在早稻田庆应大学中国学会上发表的讲演稿

的主创土加以修改补充完成的。思wt在该学术会议上与会者对笔者的讲演内

容；；1t~1二1 ~；·＇. ,i ('1：多宝贵的非专营见，特别感谢庆应义塾大学的~~：主过伸久教授

对此讲法？可提出了许多有启发性；：3建议，使本人改正了许多观点上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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