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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代汉语中，“衣”字一直被列入名词范畴，但在诸多先秦文献中，“衣”常常受副词修饰或带宾语

作谓语中心，为了解释这一用法，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一种名词活用现象。实际上，在先秦汉语中，

“衣”作谓语，并非名词活用为动词，而是由于“衣”在先秦时期是一个兼类词。本文通过检索和查阅

大量先秦文献资料，并引用相关例证，从词义、语法功能、动词义出现次数和频率三个方面来证实“衣”

字在先秦时期是名动兼类词，并对“衣”的词类活用说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就如何进一步明确“活用”

和“兼用”的界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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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odern Chinese, the word “yi” has always been included in the noun category, but in many 
pre-Qin literatures, “yi” is often modified by adverbs or takes an object as the predicate center. In 
order to explain this usage, it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as a phenomenon of noun used as verb. In 
fact, in pre-Qin Chinese, “yi” as a predicate is not a noun used as a verb, but because “yi” in pre-Qin 
period is a kind of multi-category word. Through searching and looking up a large number of 
pre-Qin literature and citing relevant examples, this paper confirms that “yi” was a multi-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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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 in the pre-Qin period from three aspects: Meaning, grammatical function and frequency of 
verb word, and analyzes the reason of the active use of “yi”,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its own views 
on how to further clarify the boundary of “active use” and “dual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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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衣”字出现的时期较早，最早可见于甲骨文及金文。东汉许慎在其所著《说文解字》中释为：“衣，

所以蔽体者也。上曰衣，下为裳。”在有关辞典中可见“衣”的本义为“上衣，衣服”，属名词。在先

秦诸子百家及各类经典文献作品中，“衣”字的使用十分广泛，几乎随处可见，并且被大量用作动词，

如：《韩非子·八说》中“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饥不寒，又不恶死，则无事上之意”；《论语·阳货》中

有“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等。其中的“衣”字显然是作谓语，而做谓语又是动词的基本句法

功能，这就与“衣”字为名词的观点相矛盾。所以在一些古代汉语教学中，当“衣”字作谓语时，一般

认为其用法属于词类活用，但也有一些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其属于名动兼类词，而非活用现象[1]。所

以，对该字类的定性对于学习分析相关古籍文献十分重要，会直接影响到文义理解，因此需要进行深入

研究，进一步判断其用法类型。 

2. 先秦汉语中“衣”字的名词动用说 

“衣”字在古代汉语传统教学中，一直被归入名词范畴。然而，通过翻阅相关古籍资料，可发现在

一些先秦文献中，“衣”字在句子中常常具有动词特性，如单独使用作谓语，受副词修饰或带宾语作谓

语中心等，相关例句有：“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左传·闵公二年》)；“妾不衣帛，马

不食粟，可不谓忠乎？”(《左传·成公十六年》)等。为了解释说明这一现象，目前学术界几乎一致认为

“衣”充当谓语是因为名词动用，即词类活用现象[2]。通过查阅各具有代表性的古汉教程，统计出持有

这一观点的古汉教程见表 1 [3] [4] [5]。 
 
Table 1. Ancient Chinese tutorials on the use of the word “yi” with the view that “nouns are used as verbs” 
表 1. 对“衣”字用法持“活用”观点的古汉教程 

                     例字 
举例 

教材 
衣 

《古代汉语》 
(郭锡良主编，北京出版社，1981.9.) 从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缯单衣。(《史记·西门豹治邺》) 

《古代汉语》 
(宋农学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8.) 不耕而食，不蚕而衣。(《盐铁论·相刺》) 

《古代汉语》 
(余行达主编，东北师大出版社，1987.7.) 许子衣褐。(《孟子·滕文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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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衣”的词类活用观点，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看法，王力在 1978 年出版的《古代汉语》一书中

指出，“衣”字带宾语、受副词修饰、用在“而”字前后等用法，属于“兼类词”，而不是当作名词活

用为动词[6]。在该书常用词(四)部分，关于“衣”的解释有两个义项，一为名词本义：“衣服，有吋候

特指上衣。”另一为动词引申义，“读 yì，去声。动词。穿(衣)。”王力将“衣”的动词义列为正式义项，

并各引句例说明。但前后矛盾的是，王力在其“通论”部分又把“衣”当作“名词用如动词”，列入了

“词类的活用”。 

3. 先秦汉语中“衣”字实为名动兼类词 

实际上，“衣”字在先秦汉语中的谓词用法，并不属于词类活用现象，而是因为该词是一个名动兼

类词，它既有名词语法特点，又兼有动词用法。 
为了证实这一观点，我们首先需要对词类活用与兼类的界限标准有一定认识。对于“词类活用”和

“兼类”，各家都对其下了定义，通过对各家观点的梳理总结，我们可以看出“兼类”与“活用”的本

质差别在于：词性和其基本语法功能是否具有临时性。即在一定语境下，词类活用是临时地具有了另一

类词的语法特征，其意义是不固定的；而词的兼类，则是因为词义引申等原因发展成了两种或者两种以

上词类的语法功能，成为了该词义的固定义项。换言之，如果一个词同时兼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词类的语

法功能，其意义是约定俗成的而不是临时的，那么它就是一个兼类词[7]。 
因此，要判断先秦时期“衣”字是一个名动兼类词还是属于词类活用现象，可从这三个方面来入手：

1) “衣”的动词义是否是固定的；2) 该动词用法在先秦汉语中是否是临时运用的；3) 该动词用法在先

秦汉语中出现的次数是否多、频率是否高。 
(一) “衣”的本义具有明显的动词意义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在历史发展中，汉字也经历了大量的演变，某些意义也因为引申等

原因而消失或词性转移。因此，当分析词义时，需要追溯到其产生之时的意义。“衣”字出现的历史较

早，在甲骨文、金文时期便有相关例证，除《说文解字》等字书外，相关权威辞典对其意义的解释也具

有一定说服力，通过查阅发现，在以下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工具书中对“衣”字的解释，都列出了其动词

义。具体统计见表 2。 
 
Table 2. The verbal meaning of the word “yi” in the reference book 
表 2. “衣”字在工具书中的动词义 

                       例字 
举例 

教材 
衣 

《中华大字典》 
(中华书局，1915) 谓服之也。以衣被人也。覆被也。(p. 1982) 

《中文大辞典》 
(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76) 谓服着之也。以衣被人也。服行也。(p. 13068) 

《辞源》(修订本) 
(商务印书馆，1979) 穿着。给人穿衣。覆盖。(p. 2811)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商务印书馆，1979) 穿(衣服)。(p. 451) 

 
众所周知，辞书是对字词的权威注解，收录了各字词的本义及引申义，具有一定稳定性。上面提到

的几本主要参考辞书中，都收录了“衣”字的名词义和动词义。这表明，“衣”字的动词义在当时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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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了一种固定用法，在古代文献中广泛使用，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所以需要另立词项来进行单独说明。

另外，从甲骨文、金文中对“衣”字的认识来看，我们可以看出“衣”最初是作为名词的形式出现的，

属于象形字。追溯其发展过程，可发现其动词义是后来由名词意义引申而得，由名词义“衣服”引申为

动词“穿衣”义，再引申为表达“穿着”意义的动词，由“穿着”义再引申为“遮盖、包扎”等动词义，

由此其相关动词义被大量使用并逐渐固定了下来。 
另外，是否有破读现象也是判断某字是否为兼类词的一种依据[8]。在古代汉语中，有些词兼有两种

词性，大多数词兼有名词和动词两种词性，为了区分两者，往往采用破读方法，本义为如字，引申义为

破读。因此兼类词，尤其是兼有名词动词的，大部分都是多音词，辞书中也大都把它们归为多音多义词。

破读主要是把原来读为平声或上声的字变读为去声，如“王”当名词用时，读阳平 wáng，当动词用时读

去声 wàng。当名词活用为动词时，因为其用法并不固定，属于偶然现象，所以在字词典中都不会将其列

为多音多义词，也一般不用破读方法来进行区分。因此，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列为多音多义词，

都属于兼类词。 
通过查阅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可发现，“衣”有名词和动词两个义项：(一) yī，

上衣；衣服；(二) <旧读 yì>穿(衣服)。由此可见，“衣”字在辞书中已有破读义，并具有固定动词义，

再由此推断出“衣”字是一个名动兼类词，“衣”在先秦汉语中作谓语使用时，并非词类活用现象。 
(二) 先秦作品中“衣”的动词语法功能相对完善 
“衣”在先秦汉语中使用广泛，通过逐字索引各类工具书及各语料库，从先秦著作中检索出一些具

有代表性的例句，并对“衣”字的各种用法进行了整理分析，将“衣”字有关动词语法功能分类如下： 
1) 单独充当句子的谓语 

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于群臣，奚能以封为哉？(《墨子·鲁问》) 

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庄子·盗跖》) 

许子必织布然后衣乎？(《孟子·滕文公上》) 

2) 受副词修饰 

士不衣织，无君者不贰采。(《礼记·玉藻第十三》) 

幼子常视毋诳，童子不衣裘裳。(《礼记·曲礼》) 

君子虽贫，不粥祭器；虽寒，不衣祭服。(《礼记·曲礼》) 

3) 带衣服类名词性成分作宾语 

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戏于朝。(《左传·宣公九年》) 

老者衣帛食肉。(《孟子·梁惠王上》) 

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论语·子罕》) 

4) 带表人的体词性成分作宾语 

若见费人，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左传•昭公十三年》 )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易·系辞下》) 

载衣之裳，载弄之璋。(《诗经·小雅·斯干》) 

已知判断某一个字的词性时可从其语法特征来进行分析。在先秦文学作品中，“衣”可以单独做谓

语，可以带单、双宾语，可以受副词修饰，具有动词的一般特征[8]，如果说仅仅是活用的话，就不可能

具有这么多的动用功能，那么从侧面就可以得出“衣”在先秦时期属于兼类词并非活用现象。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2089


冯淇 
 

 

DOI: 10.12677/ml.2024.122089 639 现代语言学 
 

(三) “衣”的动词用法在先秦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次数多、频率高 
参考张文国对“衣”在先秦诸子百家以及史书等著作中出现次数的统计资料[9]，并收集统计各大语

料库中“衣”字的使用情况见表 3。 
 
Table 3. The use of the word “yi” in pre-Qin writings 
表 3. 先秦著作中“衣”字使用情况 

       书籍 
次数 

用法 

诗

经 
左

传 
谷

梁 
公

羊 
论

语 
孟

子 
墨

子 
荀

子 
庄

子 
国

语 战国策 韩非子 合计 

名用 28 18 2 3 9 9 58 19 7 13 24 28 218 

动用 4 16 1 0 6 9 11 10 9 10 9 31 116 

 
通过分析上表，可以计算出“衣”在先秦汉语中名用和动用在所有用法中所占的比例。“衣”的动

词用法在这统计到的 12 部古籍文献中占名动总用法的 34.7%，并且在其中的 11 部文学作品都出现了其

动词用法。 
由此可见，在先秦时期，“衣”的动词用法并非个别现象，在当时各类文学作品中都有了广泛应用。

并且，其 34.7%的使用频率也足以证明其动词用法在当时是一种常见句法，而并非临时偶尔的活用。 
综上所述，通过以上三方面的分析考察，“衣”的动词义不仅已成为一种固定义项，而且早在先秦

时期就已用得相当普遍，而且这种用法几乎贯穿了古代汉语使用的全过程。如“旰食宵衣”、“衣锦还

乡”、“衣褐怀宝”、“衣绣夜游”等典故都已形成了成语而流传至今，其中的“衣”都取动词义。如

果硬说它是偶然用之的“活用”现象，未免难使人信服。我们知道，从本义发展出引申义，这是词义发

展的一般规律；而“衣”从名词本义引申出动词义，又体现了词义引申从具体到抽象的基本方式。因此，

我们认为“衣”的本义虽属名词，但有理由把它的动词义看作已经固定的动词引申义，“衣”就是个名

动兼类词。 

4. 衣字活用说原因 

把“兼类”说成“活用”的原因很多，当前学术界对两者混用辨析也有一定研究，通过分析总结各

家观点，概括出了以下几点原因： 
1) 为了教学、知识普及的方便。当前论者们对活用和兼类现象判断各持一说，而词类活用的使用范

围也越来越大，大部分本该是兼类词的字被误认为活用现象，而相关教材也遵循主流而误用。 
2) 词类活用和兼类词关系密切，难以辨别。两个概念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标准，两者既有联系又有

区别，极易混淆。 
3) 犯了以今律古的毛病。当前时期，人们理所当然将某些名词转动用法看作词类活用现象，是因为

人们在理解一个字的意义时，往往会受其现代意义的影响[10]。以“衣”为例，古代汉语中并无专门表“穿”

义的动词，只有“衣”身兼两职，既表示“穿”的对象又表示“穿”的动作。但是汉语进入了现代阶段，

词义引申越广泛，词汇发展愈趋丰富，在动词“穿”终于产生后，“衣”便由古代兼表名词义和动词义

的兼类词而演变为一般名词。如果我们以今义去推古义，便只能得出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片面结论。 
目前这种混用现象应当引起语法学界的关注。兼类和活用之间的区别在于“偶尔”与“经常”，这

是一个比较含糊的概念，学界的看法一时难以统一，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学习古代汉语基础知识的

人来说，或者一些普及性读物介绍上述知识包括选注古文，判定“词类活用”还是“兼类”时，需要牢

记两个原则：临时性和共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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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兼类”与“词类活用”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其“临时性”。辨析两者时，需要按照约定俗成的原

则，以权威辞书如《辞源》等为依据，看其义项是否固定，即：凡在这类辞书上，某词义项收进某跨类

引申义的，其跨类用法均属本义的引申用法，统一划入“词的兼类”，只有那些在义项中不见其跨关引

申义的，当它们跨类使用时，才叫“词类活用”。 
2) 在古汉语中，判定词类的活用时，必须遵守“共时”的原则。要考察它在先秦时期汉语中的应用，

就必须考察先秦时代文献作品中实例，而不能被历史所左右。一个名词用作动词，在某一时期其用法可

能只是临时不固定的活用现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用法逐渐被大众所理解接受而固定下来，形成了

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固定形式，那么就成为了一种兼类词[11]。所以，在辨析活用和兼类用法时，需要以先

秦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一批典籍作为考察对象，分析论证“衣”在先秦时期的用法，这样才不受社会发展，

时代演变的影响，基于此得出的结论才具有一定说服力。 

5. 结语 

“衣”在现汉中一直被归入名词类范畴。追溯其本义及其发展可发现，“衣”的本义是一个一般名

词，随着社会发展，词汇演变，它被引申为表达“穿着”意义的动词，由“穿着”义再引申为“遮盖、

包扎”等动词义。在先秦汉语中，“衣”作动词可以单独做谓语，可以带单、双宾语，可受副词修饰，

“衣”不仅具有动词特征，而且在大量文学作品中常见和稳固地表达了动词的语法功能，所以，“衣”

的动词用法并非偶然和临时的。综上所述，在先秦时期，“衣”作谓语时，不应看作是名词活用为动词，

而是应该把“衣”看作兼类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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