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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语》看“所”字用法
车勒格尔

（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2）

摘要：《论语》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儒家经典之一，深受世人的尊崇和喜爱。其中，“所”字作为一种重要的语法成分，其用法和

含义在经典文献中被广泛讨论。通过深入研究《论语》中“所”字的用法，可以更好地理解儒家经典的语言表达方式，探寻其中蕴含的

思想内涵，对于推动对儒家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深入分析了《论语》中“所”字的用法，旨在研究其发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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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论语》是儒家经典之一，其中的“所”字用法具有丰富的

语法功能和多样化的语义表达，以及显著的修辞效果。研究发现，

《论语》中的“所”字用法既有与古代汉语其他文献相似之处，

也有显著差异。本文还分析了“所”字用法在现代汉语中的传承

与演变，发现其在语法功能、语义表达和修辞效果等方面都发生

了一定程度的变化。通过对《论语》中“所”字用法的深入研究，

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汉语的语法、语义和修辞特点，为更好地理

解和运用古代文化瑰宝提供帮助。

二、所字用法在《论语》中的类型及特点

（一）所字用法的基本类型

1. 所字作名词

在我国古代经典《论语》中，有一个独特的现象，那就是“所”

字经常被用作名词。这种情况下的“所”字，并非作为动词使用，

而是作为名词，表示地方或住所。这种用法在文言文中相当普遍，

有助于提升语言表达的精准性和丰富性。例如，《论语》中有两

处使用“所”字作为名词，表示“地方、场所”。一是“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篇》）这句话意指用道

德来治理国政，就像北极星一样，在特定的位置上，其他星辰环

绕着它。另一处是：“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

得其所。”（《子罕篇》）这句话描述的是，我从卫国回到鲁国，

才把音乐（的篇章）整理出来，使《雅》归《雅》，《颂》归《颂》，

各有适当的安置。这两处“所”字的使用，展现了文言文在表达

上的严谨与优美，也为我们的古代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2. 所字作连词

“所”字在汉语句子中具有重要作用，它作为连词，能够有

效地连接各个语句，使整个句子更加流畅。在《论语》的翻译和

注释中，杨伯峻先生认为，“所”字在这里是假设连词，表示“如果”

或“假若”的意思，但这种用法仅限于誓言。而朱熹则在《论语集注》

中提出，“所”字在这里是表示誓言的词语。以一句例句来说，

这里的“所”字连接了两个句子，表达了“我假若不对的话，天

厌弃我罢！天厌弃我罢！”的意思。总的来说，“所”字作为连词，

在句子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使得句子连贯，表达清晰。

3. 所字结构的使用

（1）“所 + 动”结构

“所 + 动”结构是指“所”字与动词相结合，形成一个名词

性词组，具有指称功能。这种结构在《论语》中频繁出现，通常

指代动词或动词性短语的受事者，表示“……的人”“……的事

物”或“……的情况”。例如：1.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

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篇》）这里的“所损益”

是指“所废除的，所增加的（礼仪制度）”。2. 达巷党人曰：“大

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罕篇》）这里的“无所成名”

是指“树立名声”。3. 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子张篇》）这里的“所亡”是指“所已能的（东西）”。4. 夫

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

（《子张篇》）这里的“所谓”是指“所说的（内容）”。此外，“所

+ 动”结构还衍生出其他一些形式，如“动（宾）+ 所 + 动”和“名

+（之）+ 所 + 动（宾）”。在《论语》中的例子有：1. 视其所以，

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为政篇》）这里的“所以”是指“所

采用的方法”。2.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

政篇》）这里的“从心所欲”是指“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总之，

“所 + 动”结构在《论语》中广泛应用，起到了指代和修饰的作用，

使文本更加丰富和生动。

（2）“所 + 名（形）”结构

“所 + 名（形）”结构是由“所”字和其后的名词或形容词

结合而成的。在这个结构中，名词或形容词通常会被活用为动词，

并与“所”字结合，形成一个名词性的“所”字结构。例如：1. 在

第一句话中，“所”字后的名词“雅言”被活用为动词，意为“讲

雅言”。2. 第二句话中的“所慎”是一个名词，由形容词“慎”

活用而来，表示“小心慎重的事”。3. 在第三句话中，“所贵”

中的“贵”字被活用为“以 ... 为贵”，即“注重”的意思。此外，“所

+ 形”结构是由“所”字和其后的形容词结合而成的。在这个结构中，

形容词也被活用为动词，与“所”字结合，仍构成一个名词性的“所”

字结构。例如：1. 在第二句话中，“所慎”的形容词“慎”表示

“小心慎重（的事）”。2. 在第三句话中，“所贵”的形容词“贵”

表示“注重”。在“所 + 断。如果形 + 介（于）+ 名 + 者”结构中，“所

贵”之后会使用介词如“于”来引出名词“道”，然后再加上“者”

字，以区别“所 + 形”这一结构与其后被用作谓语成分的部分。

（3）“所 + 介”结构

“所”字可以附着在介词前，形成“所 + 介”的结构，如“所

以”“所与”等。在这个结构中，“所”字的意义根据上下文和

介词的不同含义有所变化。有时它在句子中表示动作行为发生的

地点，有时表示实现行为所使用的工具、方式、方法、行为产生

的原因，或与行为有关的人物等。例如：在《公冶长篇》中，“吾

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中的“所以”表示

无法裁剪的原因。而在《里仁篇》中，“不患无位，患所以立。”

中的“所以”则表示立足的方法。

（4）其他“所”字结构

在中文语法中，有一种特殊的结构被称为“所”字结构。在

这种结构中，“所”字与动词或动宾词组结合，形成一个名词性

的结构，充当动词“有”或“无”的宾语。这种结构可以看作是“有

（无、何）+ 所 + 动（宾）”的形式。在这个结构中，“有”字、

“无”字以及“何”字出现在“所 + 动”之前。从语法角度来说，

这些字都是动词。例如，“有”字表示拥有，“无”字表示没有，“何”

字则表示什么。它们与“所”字结合，形成一个名词性的结构，

表示某种状态或情况。以《子罕篇》中的一句为例：“既竭吾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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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所立卓尔。”这里的“如有所立”就是一个“所”字结构，

表示一种状态。同样，在《卫灵公》中的一句话：“如有所誉者，

其有所试矣。”也使用了类似的“所”字结构。总之，这种“所”

字结构在古文中非常常见，它是一种具有名词性质的结构，表示

某种状态或情况。通过理解这种结构，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古文

的意思和语法特点。

（二）所字用法在《论语》中的特点

1. 语法功能丰富

《论语》中，所字具有丰富的语法功能。它主要用于构建名

词性词组，以表示特定范围的行为、事物或人物。例如，在“所

学”“所行”“所思”等词组中，所字起到了明确指代的作用，

分别表示某人的学习、行为和思考。这体现了所字在组合词语时，

对于表达清晰、准确的重要性。除此之外，所字还与其他词组相

结合，表达被动关系。如在“所遇”“所闻”等词组中，所字所

表示的意义分别为遭遇和听闻。这种用法展现了所字在古汉语语

境中的灵活性，以及在表达复杂语义关系时的独特优势。《论语》

中的所字具有丰富的语法功能，既能够单独构建名词性词组，明

确指代特定范围的行为、事物或人，又可以与其他词组结合，表

达被动关系。这为古代汉语的表述提供了多样化的方式，丰富了

语言表达的内涵。在研究《论语》以及其他古代文献时，深入探

讨所字的语法功能，对于更好地理解古人的思想、文化及语言特

点具有重要意义。

2. 语义表达多样

所字在《论语》中的含义丰富多样，可以用来表示动作的对象、

范围、原因等多个方面。例如，在句子中，“所欲”一词用来表

示某人的愿望或追求，它揭示了这个人努力追求的目标；而“所以”

一词则表示行为的方式或依据，它阐述了行动的动机或理由；此外，

“所谓”一词表示所说的意思，它是对某一概念或说法的解释说明；

而“所在”则表示处所或位置，明确了某一事物或人物所在的具

体地点。这种丰富的语义表达使得《论语》在传达儒家思想的同时，

也展现了语言的生动性和灵活性。

3. 修辞效果显著

通过巧妙地运用“所行”这一表达方式，强调了行为的特定性，

使读者能够更加明确地了解到行为的实施者和行为本身的特点。

同时，利用“所思”这一表述，突出了思考的对象或内容，让读

者对人物的内心世界有更深入的洞察。除此之外，所字在《论语》

中的运用还能构建对仗、排比等修辞手法，增强了文本的表现力，

使语句更加优美、和谐，体现了我国古代文学的韵味和美感。通

过对《论语》中所字用法的深入分析，可以看到，这一修辞手法

在塑造人物形象、揭示心理活动、强化文本韵律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为后世文学作品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启示。

三、《论语》中所字用法与古代汉语其他文献的比较

（一）与《孟子》所字用法的比较

《孟子》与《论语》在“所”字用法上的比较可以概括为以

下几点，二者皆具有相同之处，皆存在“所”字结构，这一结构

用于表示动作的对象或范围，同时，它们也都用于表达被动关系。

然而，在具体用法上，《论语》与《孟子》存在明显差异。一方面，

《论语》中的“所”字结构相对简单，主要用以表达动作对象或

范围，而在《孟子》中，“所”字结构则更为复杂，有时甚至与

其他词组合，形成特定的意义表达。另一方面，《孟子》中的“所”

字结构的使用场景更为广泛，不仅可以用于表达动作对象或范围，

还可以适应多种语法环境。《孟子》与《论语》在“所”字用法

上的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它们都使用“所”字结构来表示动作的

对象或范围，以及表达被动关系。而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孟子》

中的“所”字结构更为复杂，且使用场景更为广泛。

（二）与《诗经》所字用法的比较

《诗经》《论语》和《孟子》中的“所”字用法存在一定的

相似性和差异性。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三者均运用“所”字结

构来表示动作的对象或范围，并且在表达被动关系方面有共通之

处。然而，在具体使用中，三者也展现出明显的差异。首先，《诗

经》中的“所”字结构多用于诗句中，起到修饰和限定作用，使

得诗句更具表现力。相比之下，《论语》和《孟子》中的“所”

字结构则更多用于叙述句子，强调动作的发生范围或对象。其次，

在表达被动关系方面，《诗经》中的“所”字结构有时会蕴含强

调情感的意味，如表现爱情、战争等主题时，用以强调主人公的

无奈或痛苦。而《论语》和《孟子》中的“所”字结构则较为中立，

仅用于表示被动关系，而没有过多的情感渲染。

四、《论语》所字用法在现代汉语中的传承与演变

在现代汉语的传承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到《论语》中所字用

法的基本形式和用法得到了保留。例如，在现代汉语中，所谓的“所”

字结构，其实就是一种名词性短语修饰成分的用法。除此之外，

现代汉语中的“所”字用法还在原有基础上发展出了新的用法。

比如，“所”字后面跟动词，表示动作的对象。这种用法在《论语》

中较少见，但在现代汉语中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常说“所

期待”“所关注”“所涉及”等，这里的“所”字就表示了动作

的对象。这种用法使“所”字的含义更加丰富，也使现代汉语的

表达更加灵活和多样化。

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汉语的语言特点和用法也在不断地调

整和发展。以《论语》和现代汉语中的“所”字用法为例，可以

从语法功能、语义表达和修辞效果三个方面来观察其演变情况。

首先，在语法功能方面，《论语》中的“所”字用法具有较为广

泛的应用，如用作助词、介词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

用法在现代汉语中的语法功能逐渐减弱。虽然“所”字在现代汉

语中仍然存在，但它的使用范围已不再像古代汉语那样广泛，表

明语法功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缩减。在语义表达方面，《论语》

时代的“所”字用法表达相对较为复杂，如“所”字结构短语。

而在现代汉语中，这种表达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变得更加简洁。

现代汉语中的“所”字用法更多地表现为单纯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

如“所想”“所说”等，这与《论语》时代的用法有明显差异。

五、结论

在本文的研究中，总结了《论语》中“所”字的用法特点和规律。

发现“所”字在《论语》中具有多重含义和用法，包括指代、补语等。

通过对其出现上下文及言外之意的分析，总结了其基本用法和相

关特点，并对其在古代文学中的独特运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尽管

已经深入探讨了《论语》中“所”字的用法，但依然存在一些问

题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未来的工作可以包括拓展到其他古代文

献中对“所”字用法的比较研究，寻找更多情境下的语法用法规律。

同时，也可以结合当代语境，深入探究“所”字在当今语言环境

中的演变和应用，以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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