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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of Mora1Cultivation

WL1Min-ying
(IPETD,s忆 huan Normal Un卜 ersity,Chengdu,s忆 huan610068,China)

AbstraCt: Moral cultivation is an ancient topic, which st⒒ l has a fascination for the modern

man。 To expand its scope and reach a higher extent, one should analyze its connotation fea-

tures, discuss its place and function in modern society and people’ s behavior as we1l as the culti-

vational idea the modern man should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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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札记

上古无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补证一例

“
之

”
、
“
其

”
等古汉语代词 ,曾经被当作第三人称代词。比如王力先生主编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1979年版的
“
其

”
字下第一个义项即明确为

“
第三人称代词

”
。⒛ 世纪 BO年代后 ,郭锡良先生主编的《古

代汉语》指出先秦没有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 ,本来是指示代词的
“
之

”
、
“
其

”
等可以起第三人称代词的作

用。考察当今四川南部某些方言的第三人称代词 ,可 以为这个结论提供在当今方言中仍有遗存的例证。

川南泸州市方言和邻近的宜宾市辖的江安县、南溪县方言中 ,“ 他 (它 )” 、
“
他 (它 )们

”
读为

“
[h]” 、

“
[h]们

”
,“ 这边

”
、
“
刀阝边

”
的

“
那

”
也读为

“
[h]”。句子中,如

“
他们叙永那个烟笋子硬是好吃

”
,读 为

“
[h]们叙永[h]个⋯⋯”

。不与泸州以及江安县、南溪县交界的宜宾市筠连县方言中 ,“ 他 (它 )” 、
“
他

(它 )们
”
读

“
la” 、

“
⒗们

”
,“这个

”
、
“
刀阝个

”
的

“
那

”
也读

“
la” 。

“
他也是我们那筠连的人 ,他们家那生意做得

大
”
,读为

“
⒗也是我们 ⒗筠连的人 ,la们家 la生意做得大

”
。

很显然 ,在上述方言中,指示代词
“
那

”
与第三人称代词

“
他

”
是同一个词。我们都知道

“
他

”
是近代汉

语中才转变为第三人称代词的,然而有些方言中并未实现这一转变。上述方言中至今仍无独立的第三

人称代词而由指示代词
“
那

”
兼职的语言事实 ,可以为郭锡良先生提出的上古没有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

的结论提供一条有力的补充证明,也有助于教学中加深学生的理解。(佘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