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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语前置现象古已有之。先秦时期疑问代词作宾语一

般要前置，这个规律比较严格，很少有意外。到了汉代以

后，一些宾语前置现象逐渐消失了。王力（1980）指出，

到了汉代，疑问代词宾语后置的结构逐渐发展出来了。至

于否定句中的代词宾语，后置的情况表现得更为明显了。

到了南北朝以后，这种疑问代词宾语和否定句中代词宾语

后置的发展已经在口语中完成了。从此以后，凡是在书面

语言里运用先秦时代那种代词宾语前置的结构的（如古文

作家），那只是仿古，而并不反映口语。

本文的考察南方出土文献中的疑问代词宾语语序情况。

南方出土文献包括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马王堆汉墓帛

书、马王堆汉墓出土医简、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张家山

汉简奏谳书、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等。

1　南方出土文献中的疑问代词宾语语序调查

1.1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的疑问代词宾语语序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的疑问句有“何”字句、“安”

字句和“奚”字句。

1.1.1　“何”字句

“何”字句既可作动词宾语。“何”作动词宾语可前

置，也可后置。

前置共有10例。与“何”搭配的动词有“得”“

失”“是”，其中“何得”6例，“何失”3例，“何是”1

例。例如：

（1）黄帝问于天师曰：“万勿何得而行？草木何得而

长？日月何得而明？”（一）

（2）黄帝问于大成曰：“民何失而顾色鹿鲤，黑而

苍？民何得而奏理靡曼，鲜白有光？”（一一）

（3）王子巧父问彭祖曰：“人气何是为精虖？”彭祖

合曰：“人气莫如竣精。”（四八）

疑问代词“何”作动词宾语也可后置。后置共有3例。

与之搭配的词为“奈”，组成“奈何”。例如：

（1）禹问于师癸曰：“明耳目之智，以治天下，上

均湛地，下因江水，至会稽之山，处水十年矣。今四枝不

用，家大糺，治之奈何？”（六六~七三）

1.1.2　“安”字句

“安”字句中“安”作动词宾语。“安”作动词宾语为

前置，共1例。与“安”搭配的动词为“在”。如下：

（1）死生安在，彻士制之。（五四）

1.1.3　“奚”字句

“奚”字句中“奚”作介词宾语。

“奚”作介词宾语为前置，共1例。与“奚”搭配的介

词为“以”。如下：

（1）为之合坐，阙、尻、畀、口，各当其时，物往物

来，至精将失，吾奚以止之？（二〇）

疑问代词“奚”在汉代出土文献中已经较为少见了。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疑问代词作宾语语序情况统计表

动宾 介宾

前置 后置 前置 后置

何 15 0 0 0

曷 1 0 0 0

安 1 0 0 0

总计 17 0 0 0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疑问代词作宾语前置的共有12

例，后置的3例。具体地说，动宾中，前置的共有11例，后

置的3例；介宾中，前置的1例，后置的无。

1.2　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疑问代词宾语语序

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疑问代词作宾语的有“何”字句、  

“胡”字句和“奚”字句。

1.2.1　“何”字句

马王堆汉墓帛书中“何”字句疑问代词作宾语的例子共

3例，均是作动词宾语，前置的1例，后置的2例。如下：

（1）●禹问幼频曰：我欲埴（殖）人产子，何如而

有？幼频合（答）曰：月朔已去汁□，三日中从之，有

子。（胎产书）

（2）汤斿（游）于摇（瑶）台，陈□□于南宫，

问◎◎男女之齐至相当、毋伤于身者若可（何）？（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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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方）

（3）□□□□□□□□□□□□□□□□我欲合气，

男女蕃兹，为之若何？（养生方）

例（1）中“何如而有”为疑问代词宾语前置，例（2

）、例（3）中“若何（可）”为疑问代词宾语后置。“

如何”“若何”“何如”“何若”这些写用法在先秦时期

就已经较多地使用了，到两汉时期这些说法可以视作固定

用法。

1.2.2　“胡”字句

马王堆汉墓帛书中“胡”字句疑问代词作动词宾语1

例，为后置的情况。如下：

（1）令尤（疣）者抱禾，令人呼（呼）曰：‘若胡为

是？’应曰：‘吾尤（疣）。’置去禾，勿顾。（五十二

病方）

1.2.3　“奚”字句

马王堆汉墓帛书中“奚”字句疑问代词作介词宾语1

例，为前置的情况。如下：

（1）为之合坐，阙尻畀（鼻）口，各当其时，物（

忽）往物（忽）来，至精将失，吾奚以止之？（天下至

道谈）

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疑问代词作宾语语序情况统计表

动宾 介宾

前置 后置 前置 后置

何 1 2 0 0

胡 0 1 0 0

奚 0 0 1 0

总计 1 3 1 0

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疑问代词作宾语前置的共有2例，后

置的3例。具体地说，动宾中，前置的共有1例，后置的3

例；介宾中，前置的1例，后置的无。

1.3　马王堆汉墓出土医简中的疑问代词宾语语序

马王堆汉墓医简中的疑问代词作宾语的情况主要有“

何”字句和“安”字句。

1.3.1　“何”字句

疑问代词“何”主要是作动词宾语，共有14例。其中，

作动词宾语前置的10例，后置的4例。与疑问代词“何”搭

配的动词有“得”“失”“曳”“奈”“食”等。例如：

（1）●黄帝问於天师曰：“万勿（物）何得而行？草

木何得而长？日月何得而明？”（十问·一）

（2）黄帝问于容成曰；“民始蒲淳溜刑，何得而生？

溜刑成醴，何失而死？何曳之人也，有恶有好，有夭有

寿？”（十问·二三~二四）

（3）尧曰：“治生奈何？”舜曰：“审夫阴阳。”   

（十问·四二~四三）

（4）威王曰：“子泽（绎）之，卧时食何氏（是）

有？”（十问·七六）

例（1）、例（2）中“何失”“何得”“何曳”均为

疑问代词宾语前置；例（5）、例（3）中的“奈何”是个

固定短语了，从结构上分析是动宾关系，是后置了；例（4

）“食何”也是动宾关系，是后置了。

1.3.2　“安”字句

疑问代词“安”作动词宾语前置，共2例。与之搭配的

动词有“生”“在”。例如：

（1）尚下皆精，塞温安生？（十问·三〇）

（2）死生安在，彻士制之。（十问·五四）

例（1）中“安生”、例（2）中的“安在”均为疑问代

词宾语前置。

马王堆汉墓出土医简中疑问代词作宾语语序情况统计表

动宾 介宾

前置 后置 前置 后置

何 10 4 0 0

安 2 0 0 0

总计 12 4 0 0

马王堆汉墓出土医简中疑问代词作宾语前置的共有12

例，后置的4例。具体地说，动宾中，前置的共有12例，后

置的4例；介宾的无。

1.4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疑问代词宾语语序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疑问代词作宾语的句式1例，疑

问代词为“谁”，为介词宾语后置，连接的介词为“以”

。其例如下：

（1）县各署食尽日，前县以谁续食。（二年律令）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疑问代词作宾语语序情况统计表

动宾 介宾

前置 后置 前置 后置

谁 0 0 0 1

总计 0 0 0 1

马王堆汉墓出土医简中疑问代词作宾语前置的共1例，

为介宾后置例。

1.5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的疑问代词宾语语序

疑问句有“何”字句和“谁”字句。

1.5.1　“何”字句

“何”字句既可作动词宾语，又可作介词宾语。

“何”作动词宾语均为前置，共有14例。与“何”搭配

的动词有“解”“如”“论”，其中“何解”10例，“何

如”2例，“何论”2例。例如：

（1）及丙、赘备盗贼，捕苍，苍虽 曰为信，信

非得擅杀人，而纵苍，皆何解？丙等皆曰：罪，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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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2）复谓讲盗牛状何如，讲谓实不盗牛，铫有（又）

磔讲地，以水责（渍）讲北（背）。毛坐讲旁，铫谓毛，

毛与讲盗牛状何如，毛曰：以十月中见讲，与谋盗牛。    

（一七）

（3）有（又）曰：夫为吏居官，妻居家，日与他男

子奸，吏捕之 弗得，£之，何论？㝅等曰：不当论。   

（二一）

“何”作介词宾语均为前置。共有2例。例如：

（1）吏以论库，库何以解之？库曰：毋以解之，罪。

（一八）

1.5.2　“谁”字句

“谁”字句中“谁”只作介词宾语。

“谁”作介词宾语均为前置，共有5例。与“谁”搭配

的介词为“与”。例如：

（1）有子不听生 父教，谁与不听死父教罪重？㝅

等曰：不听死父教，毋罪。有（又）曰：夫生而自嫁，罪

谁与夫死而自 嫁罪重？廷尉㝅等曰：夫生而自嫁，及取   

（娶）者，皆黥为城旦舂。夫死而自嫁，取（娶）者毋

罪。有（又）曰：欺 生夫，谁与欺死夫罪重？㝅等曰：

欺死夫，毋论。（二一）

（2）毛改曰：诚独盗牛，初得£时，史腾讯毛谓盗牦

牛，腾曰谁与盗？毛谓独也，腾曰非请（情），即笞毛北

（背），可六伐。（一七）

例（1）中的疑问句为选择疑问句，表现为“有子不听

生 父教，谁与不听死父教罪重”“生而自嫁，罪谁与夫

死而自 嫁罪重”“欺 生夫，谁与欺死夫罪重”，与先秦

选择问句式“我孰与城北徐公美（《战国策卷八》）”相

似，只是疑问代词用“谁”来表示。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疑问代词作宾语语序情况统计表

动宾 介宾

前置 后置 前置 后置

何 14 0 2 0

谁 0 0 5 0

总计 14 0 7 0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疑问代词作宾语前置的共有21例，

后置的无。具体地说，动宾中，前置的共有14例，后置的

无；介宾中，前置的7例，后置的无。

1.6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中的疑问代词宾语语序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中的疑问代词既可作动词宾语，又

可作介词宾语，均为前置。例如：

（1）张、昔何缘强夺建田？（五3）

（2）名朝东谷，昨何在？（一四三2）

例（1）中“何缘”为疑问代词介词宾语前置，例（2）

中“何在”为疑问代词动词宾语前置。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中疑问代词作宾语语序情况统计表

动宾 介宾

前置 后置 前置 后置

何 2 0 1 0

总计 2 0 1 0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中疑问代词作宾语前置的共有3

例，后置的无。具体地说，动宾中，前置的共有2例，后置

的无；介宾中，前置的1例，后置的无。

2　结论

我们将上面调查的情况汇总如下：

南方出土文献中疑问代词宾语语序情况统计表

文献
类别

疑问代词宾语

前置 后置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 12 3

马王堆汉墓帛书 2 3

马王堆出土医简 12 4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 0 1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 21 0

东牌楼东汉简牍 3 0

总计 50 11

由上可见，南方出土文献中宾语前置50例，后置的11

例，宾语前置远比后置的多。从这组数据来看，在汉代

在宾语语序上，仍然以宾语前置为主，同时也证实了王力

（1980）所言的“到了汉代，疑问代词宾语后置的结构逐

渐发展出来了”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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