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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汉语中的第一人称代词主要有“吾、我、余(予)、朕、印、台”几个，在不断地发展演变后

“我”在现代汉语第一人称代词中占据了主体地位。汉语语言历时长久，第一人称代词从古至

今在数量、称数、格各方面都经历了深刻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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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研究主要涉及第一人称代

词的数量、称数、句法功能等方面。就文献资料展

开研究的，如张玉金L11对西周、春秋时期使用的

第一人称代词做了详细分析。其主要针对的是这

一时期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的“余(予)、吾、我、朕、

印、台”等词的数量变化、使用频率变化以及这些

词在语料文献中的句法功能。就第一人称代词的

地域性和时间性问题做出相关论述的，如黄盛

璋怛j、周生亚口j、贾则夫H3等，这些学者对于第一

人称代词的研究主要也集中在先秦上古汉语时

期，对这一时期使用率最高的几个第一人称代词

“余(予)、吾、我、朕”，从称数和格位的变化上进

行论述，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做了相关分析。

前人对第一人称代词的研究集中于先秦上古

汉语以及西周春秋时期，但是汉语语言历时长久，

第一人称代词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变。本

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通过选取一些代表性

的古今义献资料并对其中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做

历时统计，从数量、称数、句法功能上论述其在古

今汉语中的对比发展。

一、古文献中第一人称代词的历时统计

古代汉语文献资料中保存了大量有关第一人

称代词的使用情况，通过整理文言文典籍不难发

现，同样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吾、余(予)、我、朕”

等分布情况存在差异。

“余(予)、吾、我、朕、印、台”这几个第一人称

代词在古汉语时期使用最为普遍，选取最能反映

上古汉语语言特点的文献《诗经》、《尚书》、《周

易》为例，分析第一人称代词的分布情况，可以看

出“余(予)、吾、我、朕、印、台”这几个第一人称代

词虽然都存在使用情况，但是“我”使用的最多。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和人类对于古代文化了解的

不断深入，甲骨文作为我国最早的文字一步步被

探索。张玉金先生在对殷墟甲骨研究以后得出：

“我”共出现611次，“余”出现170次，因此可以

得出结论：在春秋时期，第一人称代词使用的主要

是“我”和“余”。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文献占据主流位

置，因此要研究这一时期第一人称代词的分布情

况当以诸子文献为基础。根据统计研究结果显

示：到战国时期，各第一人称代词总使用率依次

为：“吾”、“我”、“余”、“朕”。在这一时期第一人

称代词“吾”的使用率逐渐增加甚至跃居第一位，

而在上古汉语中占主流位置的“我”使用率虽然

也很高但已经退居二位了，且“余”、“朕”的使用

率急剧下降，“余”从上古时期总使用率25．1％到

表二中选取的最后一书《吕氏春秋》中仅占4．1％，

“朕”作为第一人称代词来使用已经处于边缘位

置上了，“朕”在此之后作为第一人称代词使用大

部分是出现在例证所引用的古文中，秦统一六国

以后，秦始皇自称始皇帝，用“朕”作为皇帝专称，

自此，“朕”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的功能完全消失。

还有“印”、“台”等词在上古汉语中主要存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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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尚书》中，到战国后期已经消失。

秦王朝统一天下的短暂历史过去以后是汉朝

六百多年的统治，两汉时期我国的政治、经济、文

化都取得了空前的繁荣，这一时期出现史学为主

的诸多著作，如《三国志》、《汉书》、《史记》等等，

并影响后世史家文学的兴盛。

选取从两汉至明朝时期的史学著作《汉书》、

《三国志》、《隋书》、《新唐书》、《南宋史》、《明史》

作为统计对象，统计结果显示：在从两汉至明清这

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以

“我”和“吾”为主。这二者共同分担第一人称代

词的功能。不难看出，两汉以后第一人称代词的

使用是对战国后第一人称代词使用的一个继承与

发展。此外，单就“我”和“吾”这两个第一人称代

词的使用也存在差异，二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内交替占据第一人称代词的主体地位。

上古汉语时期结束后一些词逐渐失去第一人

称代词的功用，从这一时期到现代汉语时期主要

的第一人称代词的历时发展演变过程大体如图1。

爿>戮．胃)我高>——耠我
上古溺夏春秋战国后 朗活 现代i又语时期

图1 汉语历史上第一人称代词的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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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第一人称代词只是表单数的“我”

和表示复数的“我们”。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第一

人称代词在数量、称数和格位等各方面都发生了

变化。

二、古汉语与现代汉语第一人称代词

各方面的变化

(一)在古今汉语中使用数量上的变化

就我们所接触到的现代汉语而言，作为第一

人称代词使用的仅“我”这一词(“我们”用来表示

复数)，而从上古到明清时期被用作第一人称代

词的有：我、吾、余、予、朕、台、印。

殷商汉语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只有三个，即

“我”、“余”、“朕”。现今出土的文献上记载的我

国最早的文字当属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而在甲骨

文字中作为第一人称代词被频繁使用的就是

“我”字。《尚书·商书》的文献记载中“余”是被

公认的第一人称代词，“朕”一词在秦以前虽然使

用次数较少但是也在第一人称代词的适用范围之

内，直到秦统一六国以后“朕”才成为皇帝专称。

到了西周时代，第一人称代词的数量明显增

多。西周汉语中的第一人称代词有五个，即“我、

余(予)、朕、印、吾”，比殷商汉语增加了两个。

“印”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在古代汉语中使用情况

记载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其一如：“招招舟子，

人涉印否。人涉[f】否，印须我友”(《诗经·邶风

·匏有苦叶》)。至于“吾”充当第一人称代词被

使用，记载存在一些争议。此外，在西周语料中还

可以见到第一人称代词“台”，只不过出现次数比

较少罢了，“戎生编钟”属于西周晚期的铜器，其

中已出现第一人称代词“台”(写作“辞”)。所以

西周汉语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可以说是六个。

到了春秋时期，文言文文献典籍数量增加，第

一人称代词使用的频率也有所增加，但在数量上

并没有增加，即“我、余(予)、朕、印、吾、台”。春

秋战国以后，随着朝代更替和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等因素的发展，原本的一些第一人称代词逐渐

消亡，两汉以后的文献中第一人称代词以“我、

吾、余(予)”为主，在上古汉语中出现过的“朕、

台、印”等词已经退出第一人称代词使用范畴，

“朕”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的功能在秦以后完全消

失，还有“印”、“台”等词在上古汉语中主要存在

于《诗经》、《尚书》等古语料中，到战国后期已消

失。

现存的大量明清小说所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

主要以“我、吾”为主，如清代著名的口语体长篇

小说《红楼梦》中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有：我、吾、

俺、侬。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中

国汉语就以单一的“我”作为第一人称代词。

至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完成其在数量上的

变革。

(二)在古今汉语中称数方面的差异

在汉语人称上，都是以单一的一字表示单数

形式(第一人称代词是我，第二人称代词是你，第

三人称代词因对象不同用他、她、它表示)，在单

数形式后面加词尾“们”表示复数形式，如我们、

你们、他们(她们、它们)。“们”的作用是附着在

人称代词之后用来表示复数形式的，不可以单独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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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古代汉语中，第一人称代词的单复数相

对于现代汉语就要复杂得多。在现有的语料中，

春秋时期第一人称代词使用的数量最多，一般认

为有六个，即：我、吾、余(予)、朕、台、印。黄盛璋

指出，关于代词称数的问题，可能的情形不外三

种：一是只能表示单数，二是能表示单数也能表示

复数，三是只能表示复数。凡是汉语的代词，都能

表示单数，只能表示复数不能表示单数的情形是

没有的。黄盛璋的上述说法不完全正确，因为在

甲骨文中“我”只表示复数，也就是说存在他所说

的第三种情况。这里就古汉语文献中出现的六个

第一人称代词把它们分成两类：一类是只表示单

数的第一人称代词，另一类是既可以表示单数也

可以表示复数的第一人称代词。

1．只表示单数的第一人称代词

整理各代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在上古汉语时

期，在殷商汉语中，“余”和“朕”都是表示单数的。

在西周汉语中，“余(予)”、“朕”、“印”只表单数。

“吾”作为第一人称代词使用有表示单数的情况，

例如“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

之”(《周易·中孚》)，这个例子中的“吾”就是表

示单数的，其余情况基本是表示复数的。“台”在

西周语料中只出现两次，都是表示单数的。到了

春秋汉语中，表示单数的第一人称代词主要是

“余(予)”、“朕”、“印”、“台”。

余(予) 在春秋时代的语料中，“余(予)”

都是表示单数的。例如：

(1)晋姜日：余唯司(嗣)朕先姑君晋邦。余

不段妄宁，经骓明德(《晋姜鼎铭》)。

在这一例句中“余”是晋姜的自称。在春秋

时代的语料中，绝大多数的“余(予)”都是表示单

数的。仅有的表示复数的例子如下：

(2)公及王姬日：余小子，余夙夕虔敬朕祀，

以受多福(《秦公钟铭》)。

朕各种史料中记载的“朕”写法都是一致

的，在西周和春秋时代的语料中，“朕”都是表示

单数的。如：

(3)泰公日：丕显朕皇祖受天命(《秦公簋

铭》)。

印“印”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在西周时期共

出现四次，也都是表示单数的。而到了春秋汉语

的语料中也，只出现了几次，都是表示单数的。其

一例为：

(4)招招舟子，人涉印否。人涉印否，印须我

友。(《诗经·邶风·匏有苦叶》)

至战国以后，“印”就退出了第一人称代词的

使用范畴。

台“台”作为一个仅在上古汉语中活动过

的第一人称代词，在西周晚期的语料中出现了两

次，写作“辞”。后来“台”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的使

用主要存在于《尚书》中，如：

(5)非台小子敢行称乱(《尚书·汤誓》)。

这里是用作第一人称单数。

2．既可以表示单数又可以表示复数的第一人

称代词

吾“吾”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在文言文中使

用时既可以表示单数又可以表示复数。如：

(6)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

靡之(《易经·中孚》)。

在这一例证中，“吾”是表示单数的。在春秋

时代的语料中，“吾”被用做第一人称代词一共在

金文文献中出现了7次，也都是表示单数的。而

在战国以后，“朕”、“台”、“印”等词消退，“余

(予)”也逐渐萎缩，此时“吾”和“我”成为主要第

一人称代词。“吾”作为第一人称代词，也从这一

时期开始既可以表示单数又可以用来表示复数

(只是在各朝代表示单数与表示复数的比例有所

差异)。

我“我”是我国汉语中可以追溯到的，历史

最久的，生命力最为长久的第一人称代词，它是唯

一一个在经历长久历史变迁后仍然保留下来并被

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我”这一词在古今汉语

中“数”的形式也有差异。“我”最早可以追溯到

甲骨文时期，在甲骨文献中“我”就被当做第一人

称代词来使用，这时的“我”都是表示复数的。在

此后各代文献中，“我”既可以用来表示单数又可

以用来表示复数。“我”指称复数的用例如下：

(7)殄资泽于下民，侵戎我国家纯(《尚书·

文侯之命》)。

“我”指称单数的用例如下：

(8)我以享孝，乐我先祖，以祈眉寿，世世子

孙，永以为宝(《鄙黛钟铭》)。

直至发展到现代汉语中，“我”成为第一人称

代词单数形式，“我们”表示复数形式，但是在某

些具体的语句和语境中，“我”也可以指代复数，

例如“我国”，在这一例中，“我”所指称的就是复

数。

这是第一人称代词在称数方面的一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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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各个第一人称代词称数的详细情况，还需结

合当时的具体语料加以具体分析。

(三)在古今汉语中“格”与句法功能方面的

差异

格表示名词、代词在句中和其他词的关系，是

汉语语法范畴的一个部分。名词、代词做主语时

用主格的形式，做及物动词的直接宾语时用宾格

形式，做间接宾语时用与格形式，表领属关系时用

属格形式。

在现代汉语中，“我”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在句

子中可以充当主语(我拿了一本书)、直接宾语

(就是我)、间接宾语(给我一本书)、定语(我的姐

姐)，所以在现代汉语中，第一人称代词可以用于

主格、宾格、与格、属格。

而在古代汉语中，充当过第一人称代词的

“余(予)、吾、我、朕、印、台”这几个词，在流传下

来的语料文献句子中所发挥的句法功能是存在差

异的。

余(予)在春秋时代，“余(予)”可作主语、

宾语、定语等句子成分，也可以作兼语，还可以与

别的词构成联合短语作判断句谓语。

作主语：(9)余不畏不差，惠于政德，淑于威

仪(《王子午鼎铭》)。

作宾语：(10)今女下民，或敢侮予(《诗经·

豳风·鸱鹗》)。

作定语：(11)唯正月吉日丁酉，徐王义楚择

余吉金，自作祭鳊(觯)(《徐王义楚觯铭》)。

朕前文分析显示，“朕“作为第一人称代

词，使用其存在的文献主要为《尚书》、《诗经》、

《论语》、《孟子》、《逸周书》等。在这一时期，

“朕”主要是用作主语和定语。到春秋时期，“朕”

作为第一人称代词使用开始变少，只出现了19

次，主要用作定语，例如：

(12)余夙夕虔敬朕祀，以受多福(《秦公钟

铭》)。

印“印“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在西周时代已

经出现，在《尚书》中出现2次，在《诗经》中出现

了4次，可以作为主语也可以作为宾语。作主语，

如：

(13)樵彼桑薪，印烘于堪(《诗经．白华》)。

(14)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

居歆，胡臭直时。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

(《诗经·大雅·生民》)。

作宾语如：

(15)哀哉!予造天役，遗大投艰于朕身。越

予冲人不印自恤(《尚书·大诰》)。

(16)肆予曷敢不越印敉宁王大命(《尚书·

大诰》)。

台据上表所示，“台”作为第一人称代词使

用次数与使用的实践都不是很长，不论是西周时

代还是春秋时代，“台”都是用作定语的。

我、吾“我”、“吾”这两个词作为第一人称

代词在汉语历史上占据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两

汉以后的语料文献中基本都是“我”、“吾”。

“吾”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在西周时期语料《周

易》中，只出现了一次且是作为主语，春秋时期

“吾”一共出现了7次，分别用作主语、定语。战

国后至明清时期，第一人称代词“吾”的使用率逐

渐增加，“吾”在句子中也主要充当主语、定语等，

即黄盛璋所认为的第一人称代词“吾”在文言文

中主要用于主格、领格，一般是不用作宾格的。

“我”作为古今汉语中使用最多的第一人称

代词，从殷商汉语至现代汉语“我”所充当的句子

成分大致是相同的，即文言文中的“我”也可以作

主语、宾语、定语、兼语等。

总的来说，现代汉语中第一人称代词“我”在

句子中发挥的句法功能，综合所有出现在古代汉

语文言文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其句法功能是大致

相当的。

三、结论

第一人称代词作为汉语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古

至今在格、数、量等方面都发生显著变化，由文言

文中的多个发展到今天的单一一个；由文言文中

只表示单数的和既可以表示单数又可以表示复数

的发展到现代汉语中独特的“我”。现代汉语中

的第一人称代词“我”所发挥的句法功能可以说

是文言文中第一人称代词的一个综合。所以就第

一人称代词这一系统而言，最早在文言文中出现

的第一人称代词是“我”，现代汉语中仅存的第一

人称代词也是“我”。“我”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的

典型代表，通过文言文和现代汉语中第一人称代

词的对比研究发现其本身也映射着从古至今、从

文言文至现代汉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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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i Painting：Its Origin and Reconstruction

FANG Hanwen，TANG ShengtiaJl

，1．S00chow University，Suzhou Ji肌萨u 215123，C11ina； 、

＼2．Art Research Institute，E船t china Nomal u血versity，shaIl曲ai 200032，c11ina／

Abst随d：A survey of its history is r；eqIlired for the reco璐tmcti∞of literati painting．The ori舀n of its aesthetic discourse can be ac—

tually dated back much eallier than the present aJl弘ments about it in the history《an and painting，which derived f南m the subjec-

ti、rity of“sym埘izing the essence of the u血verse”found in the paintin铲on Yan铲hao pottery．It uses lines as the main method，

while advocating the combination 0f c出graphy aIld painting，and cha瑚Ictedzed by the inteFation of poetry，prose，cal：bgmphy锄d

painting．Its aesthetics emphasizes the coIIlbination of 1ine吼d shade，aS wen as the ingenuity 0f strokes．

Ke”怖rds：Chinese painting；reconstmct literati painting；Cllinese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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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nd：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of the 6rst person pronouns are”wu”(吾)，”wo”(我)，”””(余)，”zhen”(朕)，”aJlg”

(印)，”tai”(台)and so 0n．In const粕t devel叩rIlent肌d evolution”wo”h船occcpied山e main body status in modem clIinese lan-

guage of first person pmnouns．Cllinese l蚰guage h黯a long history，dllring this time tIle first personal pmnollIls in number，called

nⅢnber，lattice鹊pects have undergDne profb叫d ch肌g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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