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蓬生｜上古汉语的大名冠小名语序

大名冠小名i吾序是指
”

帝尧
阳

城旗
n

这一类修饰成分在后的偏正结构所采用的语序。 继｝盲

儒王引之、 俞槌之后① ， 已经奋不少人在其论著中涉及这个问题， 但一直未能引起语言学界

的足够重视， 有些学者甚至忽略了这种语序的存在。 ②本文拟对上古汉语中大名冠小名的材

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 ， 澄清一些模糊乃至错误的认识 ， 并探索一下大名冠小名语序的发展过

程与消亡原因。

一 大鲁冠小鲁结梅综类③

因为以往的研究者能够举出的例子奋限 ， 许多人都以为大名冠小名是一种罕见的语法现

象。 其实就上古汉语而言， 大名冠小名结掏是屡见不鲜的。 以下我们把从甲骨文、 金文及传

世典籍中搜集来的例子分国名、 地名、 人名、 星名、 动物名、 植物名、 水土名等七类开列出

来， 并略加申论。

（－）圄鲁

传世典籍中， 古国名前往往冠以
”

有
M

宇． 如：有虞（左哀一）、 ④有夏（左襄四）、 有

苗（尚书·辜陶漠）。

这个
M

奋
M

字，

一般看成词头或助词， 真说均不可取 ， 当以训11
＂

国
M

为是． 《诗经·玄鸟》
”

奄

奋丸奋
”

， 韩诗作
M

丸域：又《长发》
M

丸葡萄载
”

， 《晋书·乐志》召｜作
”

九域奋载
”

， 是
M

丸

霄
’

即
M

丸域：《说文解字》：
M

或， 邦也。 域 ， 或又从土。
”

段注：
”

或国在周时为古今字 ，

古文只有或字 ， 既乃复制国字。
H

是
”

丸域
M

即
M

丸国气古国名前的
M

有
”

字正是
M

丸有
”

之
M

有
II

亦即后代所称之
M

国气所谓有虞、 有夏、 有苗就是虞国、 夏国、 苗国 ， 只是语序不同罢了。

⑤ 

称
M

国
”

为
”

有
”

， 大约是夏代以前的事情． 我们在上面所列的古国， 真活动时代均当夏代

前后． 到了商代 ， 国不再称
M

布
”

而称
”

方
”

（如
”

人方
””

鬼方
M

等）， 颇疑奋商、 在殷、 高周的说

法已经是出于模仿。

眼
”

再
”

字用法相似的还杳一个
M

句
M

字。 于省吾先生以为商代童文中的
”

句须
”

即春秋时代

的
”

须句
II

D ⑥ 

《左传》中称
M

旬
”

的地名凡3例：

句须（文十五）、 旬绎（袁二）、 旬渥（文十六）．

疑旬须、 旬绎、 句：墨皆古代小国名， 后来成为鲁国和楚国的属邑。

《史记·吴太伯世家》：
”

太伯奔荆蛮， 自号句吴。
”

关于
”

旬
”

字之义 ， 唐以前人阙而不

说， 至唐颜师古始以
M

旬
H

为
”

夷俗语之发声
M

， ⑦近人多从真说。 考太伯奔荆蛮时当商末， 约

与
M

旬须
M

同时，故
M

旬吴
H

当与
M

旬须
M

同例 ， 均为大名冠小名结构。

（＝）地鲁

《说文解字》：
II

Ji ， 土之高也。 人所居在E南，故从:I to 

II

许慎据小篆说字形， 不足为

训｜｜， 但先民多依傍高地而居则是事实，故阜期地邑多以
”

E
”

名。



甲骨文中大名冠小名用＂

..Ei
”字的例子如：

"..Ei商”（合9774）。周代金文中则已写作”商E
”（商E叔臣，集成04557）。 《左传》

50例E名中有5例（异地同名重复计算，下域名同）保留了大名冠小名的语序：
E皇（昭二五）、 E藉（昭四）、 E舆（成二、 成三、 僵五）． ③
”城”当是较M丘”后起的地名。 《左传》中城名凡17例，其中8例是大名冠小名结掏：
城父（昭丸、 昭 一丸）、 ⑨城部（成十八）、 城攘（襄五）、 城组（哀十一）、 城额

（隐一）、 城廉（襄二六）、 城法（宣十二）．
（三）人鲁
1 . 君主名

从传世典籍来看，夏代以前的君主一般称”帝”：帝尧（尚书·尧典）、 帝舜（尚书·尧
典），帝鸿（左昭二丸）、 帝夷界（左襄四）．

布夏一 代君主称”后”：后界（左襄四）、 后要（左昭二丸）、 后缰（左哀一）、 后楞
（左襄四）。

商代亦有称真君为”帝”的，如”帝丁 ”（合27372）。 这种称谓在典籍中也留有痕迹，
如M帝乙”（尚书·酒i告）。 但从 甲骨文来看，商王生前一般称” 王”，死后一般称”祖””父”等
（见下 ” 庙号 ”） ． 甲骨文常见的冠以 ” 王 ”字的 先祖有两位：王亥（合358），王恒（合
14764) 0 殷人称同时的方国首领为”侯”：侯屯（合32187）、 侯喜（合36482) 0 

2.庙号
所谓庙号是指举行祭祀时对于祖先的称谓。殷商及周初的庙号一般是亲属称谓加十干名

组成的。在甲骨文革口金文中，这种庙号很多。见于 甲骨文的，如：
祖甲（合1775）、 祖乙（合1520）、 9比甲（合787）、 9比 丙（合32175）、 父甲（合

779正） 、 父 庚 （ 合 438正） 、 母丙 （ 合2530正） ，母己 （ 合 2537 ） 、 兄乙（ 合
32729）、 见丁（合2537）、 子 丁（合21885）、 子 庚（合22079 乙）。

见于金文的，如：
祖甲（祖甲爵，集成07845）、 祖庚（作祖庚尊，集成05605）、 9比Z,（我鼎，集成

02763）、 批戊（戊辰彝，（集成04144）、 父乙（臣卿鼎，集成02595）、 父庚（父庚
鼎，集成01624）、 母辛（田告母辛鼎，集成02145）、 母葵 （ 王作母类尊，集成
05807）、 兄葵（兄类白，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3.31）。

传世典籍中也可看到这类庙号。 《尚书》中有如下几例：
祖甲（无逸）、 祖乙（君英）、 祖 己（高宗膨日）。

3.臣工名
上古汉语中臣工名的构成是在专名前冠以官位或职业。 例如 甲骨文：
亚雀（合22902）、 师贮（合28195）、 师般（合2837）、 小臣妥（台27890）、 小

臣啬（台27888）。
金文：
史颂（史颂匮，集成10220），师望（ 师望鼎，集成02812）、 小臣单（小臣单牌，集

成06512）、 小臣岳（小臣告鼎，集成02653），作册大（作册大鼎，集成02758）、 作册
般（作册般靡，集成00944）。

《左传》也有如下的例子：
史侠（僵十五）、 史苏（僵十五）、 师惺（襄十一）、 师旷（襄 十四）、 宰孔（僵

丸）、 �iii （闵一）、医和（昭一）、医衍（僵三 十）、匠庆（襄四）、 竖牛（昭四）、 巫



息（襄十八）、 寺人披（僵五）、 行人子羽（哀十一）、 行人子朱（哀二六）、 大史克（哀

十一）、 大史固（文十八）、 大司马固（僵二二）、 大司马孔父（隐三）。

真他如《庄子》书中的
”

轮扁
”

（天道）、
M

工僵
”

rn去筐）、
”

盗距
”

（盗距）。 孟子书中

的
M

弈秋
II

（告子上）， 也都属于同样的结掏．

春秋时王室或公室成员常常在专名前冠以表明真贵族身份的通名。

以下是《左传》中的例子：

王子带（僵十一）、 王子猛（昭二二）、 王孙满（僵三三）、 王孙苏（文十四）、 公子

起（哀十七）、 公子僵（庄十）、 公孙固（僵二t）、 公孙侨（襄二二）、 大子忽（桓

六）、 大子友（哀十二）。

《史记》中高萧相国、 陈?B相、 灌将军、 李将军、 吕太后、 薄太后、 邢夫人、 李夫人等

称谓， 说明西汉时大名冠小名的臣工名就已经被小名冠大名所取代了。

4. 普通人名

普通人名是指在专名前冠以表示性别的通名而构成的人名。 传说中夏代以前的女人或女

神， 一般在专名前冠以
”

女
”

宇：

女娟（楚辞·天问）、 女歧（楚辞·天问）、 女妻（楚辞·离骚）、 女夷（淮南子·天

文）、 女娃（山海经·北山经）、 女祭（山海经·大荒西经）、 女匿（大戴礼·帝系）、 女志

（大戴礼·帝系）， 支华（史记·秦本主己）、 支修（史记·秦本纪）．

甲骨文中的普通人名主要有子名、 妇名、 母名三类， 反映了商代奴隶主贵族男性

称
”

子
H

， 女性称
M

妇
”

或
M

母
”

的习俗。 例如子名：子渔（合2978）、 子汰（合3061正）、 子

雍（合3123）。 春秋时子贡、 子张等是这种称谓方式的继承， 而孔子、 崔子等则是新兴的

说法。 又如妇名：妇好（合2653）、 妇良（合13936），一般认为是由
M

妇
M

加国族名称掏成

的。 再如母名：

母犬（《甲骨文台集补编》6925）、 母丁（合19136）、 母子（台787)

这类母名跟前所举母名奋两点不同 ：一是这类母名是生称而不是庙号， 其中专名部分不

是天干， 而眼妇名一样属于国族名称。 二是这类母名眼前所举母名相比， 可以看到小名冠大

名的现象。 如
”

母丁
H

亦称
M

丁母
II

（合21785）、
M

母子
”

（合7870 编接：此为
”

女子
M

误释）亦

称
M

子母
II

（合14125）。

周代男子于专名后加
”

父
”

， 女子于专名后加
M

母
H

， ⑩跟甲骨文中的祖、 航、 父、 母、

子、 妇一样，都是性别的标志， 只不过语序不同罢了．

5. 神名

传说中神和人的界线是分不清楚的。 《山海经》中神名大都采用大名冠小名的语序，

如：

神天愚（中山经）、 神耕父（中山经）、 神雷童（西山经）、 神陆吾（西山经）、 神蘑

收（西山经）、 神红光（西山经）。

真他如《论衡》中的
M

神荼
”

（订鬼）， 《礼记》中的
M

神农
”

（月令）， 亦属同类结掏。

《山海经》中已有小名冠大名的神名出现， 如
M

泰逢神
”

（东山经）、 H二八神
”

（海外南

经）， 但为数较少。 《山海经》成书于战国， 后经秦汉人增删， 则小名冠大名神名的出现当

不晚于汉代。

（四）星鲁

大名冠小名的星名只见于《尚书·尧典》， 凡4例：星鸟， 星火、 星虚、 星昂。 郑玄

曰：
”

星鸟， 剪火之方。 星火， 大火之属。
”

＠孔疏：
”

马融郑玄以为星皂、 火星， 谓正在南



方。 春 分之昏t星中， 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虚心中， 冬至之昏昂星中。
”

经言星虚、

星昂， 而注疏言虚星、 昂星， E好反映了语序的变化。

（五）动物鲁

虫膜行春令， 则虫膜为败。 （吕氏春秋·伸夏纪）

虫醒行春令， 则虫醒为败。 （吕氏春秋·孟夏纪）

虫蛇 人 民不胜禽兽虫蛇。 （韩非子·定法）

虫蚁淳化鸟兽虫蚁。 （史记·五帝本纪）

鱼筋故龙以为畜， 故鱼笛不j念． （礼记·礼运）

鸟马师旷告晋侯曰：
”

鸟马之声乐， 齐师真 遁。
”

（左襄十八）

鸟雀见无视于真君者，如鹰－唱之逐鸟雀 也。 （左文十八）

兽鹿若如臣者， 犹 兽鹿也，唯荐草而就． （韩非子·内储说上）

禽鹿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 比禽鹿视肉， 人面而能强行者耳。 （史记·李斯列传）
M

鸟鸟
”

只是
M

鸟飞故继师旷之后叔向又告晋侯曰：
M

城上有鸟， 齐师真遁。
”

（左襄十

八）一言
M

鸟鸟
”

一言
H

鸟
”

， 所指相同。 上举鸟雀、 虫膜， 虫惶、 兽鹿均与单言 雀、 腰、 惶、

鹿无异。

小名冠大名的动物名在先秦便产生了 ， 如
”

筋鱼
”

（诗经·汝坟）、
”

马鸟
II

（管子·形

势）． 在小名冠大名i吾序取代大名冠小名i吾序后， 原来的大名冠小名结构在两种不同 的命

运： 一是消亡， 二是保留下来获得泛指意义。 如上文
”

虫蛇
”

与
M

虫蚁
”

， 均与禽兽并列， 已经

由专指变成泛指。 《说文解字》：
”

莹， 禽兽虫醒之怪谓之置
”

。
M

虫煌
”

与
M

禽兽
”

并提， 亦系

泛指。 。L记》中的
M

鱼筒
”

， 与下文
M

鸟兽
M

对言， 不得目为专指。 鹿非食肉动物而《史记》

言
”

禽鹿视肉
”

， 显属泛擂，故司马贞《索隐》云：
”

禽鹿， 犹禽兽也。
”

杜甫《羌村三

首》：
”

柴门鸟雀噪， 归害干里至．
”

真中
M

鸟雀
”

亦泛指鸟类。

（六）植物鲁

1.草名

草芥 视天下悦而归己， 犹草芥也， 唯舜为然。 （孟子·离粪上）

草莱主好本， 则民好垦草菜。 （管子•t臣七主）

草曹真视杀人如艾草曹然。 （大戴礼·保傅）

草茅宁诛锄草茅以为耕乎， 将游大人以成名乎？ （楚辞·卡居）

草直 鸟兽u鸟而群号兮， 草直比而不芳． （楚辞·丸章·悲回风）

草剧 直， 草剧也． （《吕氏春秋·贵生》高注）

王逸注《楚辞》
M

草直
H

曰：
”

生日草，怕曰草。
”

从《吕氏春秋》高注可以看出， 这是不知

上古汉语高大名冠小名结构而作的错误解释。

小名冠大名的草名 也很旱就产生了。 《诗经》中高
M

谩草
”

（伯兮）、 《韩非子》萄
”

荐

草
”

（内储说上）． 《 山海经》此类草名更多， 如
”

莽草
II

（中山经）、
”

华草
”

（北山经）,"iIE 

草
II

（西山经）。

大名冠小名的草名眼上文的动物名一样， 在大名冠小名的i吾序被取代以后， 仍有一些保

存下来， 只是 获得了泛指的意义。 《悲回凤》以
”

草直
H

与
”

鸟兽
M

对言， 则
M

草直
”

己是泛指。

汉以后人用
”

草芥
”

等， 皆取真泛指义， 并非专指一草。

2.树名

《i寺经》中高于木名前加
M

树
M

字者， 如：



树祀（将仲子）、 树桑（将仲子）、 树檀（将仲子）、 树榷（晨风）、 树檀（鹤鸣）、

树桃（园奇桃树）。

这些
M

树
”

字， 前人多解为
”

种植
M

或
M

植立
”

， ⑨实际是随文释义， 不足为训。 如见《郑风·

将伸子》全句作
M

无折我树把
M

， 便把
M

树
M

解为
”

种植
”

， 把整句话理解成
M

不要攀折我种檀的把

树
”

，以区别于他人所植。 果如莫说， 则
M

麦有树檀
”

便是
M

那里有种植的檀树
”

， M园有树桃
M

便

是
M

园子里有种植的桃树
”

， 古人会说出这种话吗？又见《秦风·晨风》全旬作
”

山有苞棍， 隐

有树楼飞便解
”

树
”

为
M

植立
H

， 以与
M

苞（丛生）
”

相对． 实则根与榷均蔷薇科落叶小乔木，并

无
M

植立
”

与
”

丛生
”

的区别。 考
M

树
M

字在先秦已有
M

树木
”

义． 《左昭二》
”

有嘉树焉．
”

《管子－

t臣七主》：
M

大风漂屋折树飞皆真明证。 余冠英先生《诗经选译》说
M

树把
”

就是
M

把树
”

，

可谓得之。 其余几例亦应分别理解成桑树、 檀树等才是。

《山海经·海内西经》里说：
”

开明北高视肉、 珠树、 文玉树、 吁琪树、 不死树
M

，
”

又奋

离朱、 木禾、 柏树。
”

看来至迟在汉代便有小名冠大名的树名了。

（乞）水土名

水潦土釜、 蓄水潦、 积土垒。 （左襄丸）

河漳 秦赵战于河漳之上， 再战而再胜秦． （战国策·齐策一）

《说文解字》：
M

潦， 雨水也。 n《广韵》：盏， 泥也。
””

泥， 水和土也。 M可见水潦、土

釜均为大名冠小名结构。 《战国策》高注：
M

河漳， 漳水也O II则
”

河漳
M

亦为大名冠小名结构

无疑。
M

水潦
M

， 后代一般说成
”

潦水
H

， 如王勃《滕王阁序》
”

潦水尽而寒潭清气

二大鲁冠小鲁语厚的发展与消亡

大名冠小名在上古汉语中是一种常见的语序， 同时也是一种走向消亡的语序。 根据我们

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 大名冠小名i吾序的发展约经历了三个阶段。

夏代以前为第一个阶段， 是大名冠小名i吾序占据一统天下的时期。 我们虽然不能直接看

到夏代以前的文献材料， 但从保留至后代的语言化石来推测，这个阶段是应该存在过的． 我

们在前一节所举的古国名、 古君主名、 古女名反映的都是夏代及真以前的文化现象， 而这些

名称中没有发现小名冠大名的例子。

商周两代为第二个阶段， 是大名冠小名语序与小名冠大名语序并存的时期。 在这一阶段

的前期（商代）， 所谓并存主要是指不同类别的名称往往采用不同的语序． 甲骨文中采用小

名冠大名语序的主要是万名和 一些地名， 采用大名冠小名语序的主要有人名等。 虽然人名中

也可以发现小名冠大名的例子， 但为数极少． 这一阶段的后期（周代）， 所谓并存主要是指

同一名称中两种语序并见。 《左传》中丘名和城名反映的便是这种情况。

秦汉两代为第三个阶段， 是大名冠小名i吾序消亡的时期。 这一时期，除去反映古代文化

的历史名词之外， 小名与大名组合时一律采用小名冠大名的语序， 口语中残留的大名冠小名

结构也大都获得了泛指的意义。 ⑩《山海经》中山川草木虫鱼鸟鲁之名统统采用小名冠大名

的语序， 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的语言现象。

从上面可以看出， 大名冠小名语序很阜就受到了小名冠大名语序的威胁， 并终于没能在

竞争中获胜而走向消亡。 为什么一种曾经占布绝对优势地位的语序会让位给另外一种语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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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消亡呢？根据我们的初步观察，这大概是由上古汉语语法系统内部非线性结构的不平衡
性决定的。

徐通锵先生在《结构的不平衡性和语言演变的原因》 一文中指出： H结掏上不平衡，不
对称的单位最窑易发生变异，这使我们作出 如下的假设：非线性结构中结掏的不平衡性是变
异之源，从这里发出变异的指令而敞开结构的开放之门。 ”⑩我们把甲骨文中以名词为中心
语的偏正结构分成五类，然后根据定语的位置把官们分为两组，如下表所示：

定语前置 定i吾后置
形窑词＋名词        ————

指示词＋名词        ————

方位词＋名词        ————

数词＋名词             ————

名词＋名词 大名＋小名
说明： ( 1）”名词＋名词”中不包括”大名＋小名气 (2）数词作定语亦可后置，但没有

构成对立的条件，所以表上未列。
不难发现，大名冠小名结构正是处在非线性结构中不平衡、 不对称位置上的单位，因此

芭很容易受定语前置的偏正结构的类化而发生变异。

三余论

大名冠小名i吾序的发现与认定，对于汉藏语系诸语言的比较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
眼汉语同系的真他三个语族中，壮伺语族诸语言形容词或名词作定语是放在中心语后面的，
藏缅语族、 苗瑶i吾族诸语言形容词作定语也是放在中心语后面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在
原始汉语或原始汉藤语中定语是后置的．

但我们必须指出，大名冠小名语序是已经能够确认的语言事实， 而定语后置到目前为止｜
还仅仅是一种高待证实的推论。我们在上古汉语中不但找不到形容词作定语时后置的足够证
据，而且也不能找到名词作定语时后置（大名冠小名除外）的足够证据．因此 高人把本文所
讨论的语言现象简单地称为”定语后置”，甚至有意无意地把这种现象眼名词或形容词作定语
时后置的语言相提并论，⑥便有视推论为事实的嫌疑，很容易使人产生误会，从 而忽略后置
的范围和条件．

引用甲盒文著录书简称

合 《甲骨文台集》
集成 《殷周金文集成（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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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说见《经义述闺》卷十四，俞说见《古书疑义举例》卷三．

2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中册、 潘允中先生《汉语语法史概要》、 史存直先生《汉语语法史纲

要》部设有专章谈语序的发展， 但均未曾提及大名冠小名语序． 主先生并且认为：
M

修饰语在被修

饰语前面，数干年如－日．，，

3帝尧、 城漂等是词还是词组， 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 为避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我们姑称之

为
，，

大名冠小名结掏
M

4 ，，

左哀－＂t旨《左｛专．哀公元军》． 下文仿此，不另注．

5参看秦建明、 张德摇《也谈古国名前的
M

有
”

宇》，《中国语文》1985年第4期．

6《释
”

提
n

和
M

亚提
”

》，《社会科学战线》1983军第1期．

7《汉书·地理志》注．

8三
”

丘舆
”

分别在齐地、 郑地和鲁地．
9二”

城父
”

均系楚地， 前者又名夷， 后者又名北城父．
10参看王国维《支字说》，《观望集林》卷三．
11《诗经·七月》疏引郑注．
12参看向禀《诗经词典》．

13这是就通语而言，不排除大名冠小名i吾序在方言中继续存在的可能性． 高诱为东汉末年人，但

他注《吕氏春秋》称
”

酬
”

为
H

草剧
”

，注《战国策》以
u

河漳
”

为
M

漳水
M

， 似真时高所操方言尚保留着

大名冠小名语序．

14《中国语文》1990年第1期．

15参看邢公畹《汉台语构调法的一个比较研究》，载《中国语文研究参考资料选辑》；李瑾《卡

辞王妇名称所反映之殷代构词法分析》，《重庆师院学报》1983年第1、 2期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