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	

	

金文從「戶」從「斤」，「戶」象一扇門，引申表示處所。一說會以斧斤守衛

門戶之意。	

「所」字後虛化為助詞，置於動詞前，構成名詞性詞組，稱代人或物。中山王

方壺：「因載所美」。	

	

所欲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piscis	est	quod	ego	appeto;	ursina	palma	est	etiam	quod	ego	appeto: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	

Vita	item	est	quod	ego	exopto;	aequitas	quoque,	quod	ego	exopto:	

	

所惡	

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Mors	est	quidem	quod	ego	aversor:	at	quod	aversor	extat	gravius	quam	mors;		

ideo	calamitates	obtingent	quas	non	fugiam.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		

Itaque	quod	optemus	extat	praestabilius	quam	vita,		

所惡有甚於死者。	

quod	aversemur	extat	gravius	quam	mors:	

	

quod:	連上代詞、中類、單數、主格/賓格	

	

"所"	

實詞	

為名詞，表處所，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安之"。«論語·為政»	
- 居其所"即居其處所。	

	

虛詞	

(一)	"所"+動詞，成為名詞詞組。	

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

者，莫不尊親。	(禮記·中庸)	

- 車船所到之處，人力所通之地，天之所覆蓋，地之所容載，日月所照臨

的各方，霜露所墜落的每點，一切有血氣的人，沒有人不尊敬而親愛

他。	

	



問女何所思?	問女何所憶?	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	(木蘭辭〉	

- 問姑娘思量的是什麼?	惦念的是什麼?	姑娘也沒有什麼思量的，姑娘也沒

有什麼惦念的。	

	

此百世之怨，而趙辛所羞。	(史記·平原君列傳〉	

- 這是百代的怨仇，趙國的恥辱。	

	

"所"+介詞，成為名詞詞組。	

	

撫軍不忘所自。	(聊齋誌異·促織〉	

- 巡撫不忘記好處的來源。	

	

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易·坤卦·文言〉	

- 臣殺君，兒殺父，不是一天一晚造成的，來由是逐漸積成的。	

	

所從必言諸大夫曰。	〈左傳·哀公六年)	

- 每次相隨從，一定講到一群大夫，說。	

	

(二)	"所"	字詞組後若還有名詞，該詞組便成定語，形容或修飾該名詞。	

	

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	抑亦盜跖之所築與?	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

抑亦盜跖之所樹與?	(孟子·滕文公)	

- 陳仲子所住的房屋，是廉潔如伯夷之類的人所建築的呢。還是像跖一類

強盜所建築的呢?他所吃的穀物，是廉潔如伯夷之類的人所種植申呢?還

是像跖一類強盜所種植的呢？	

	

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	(史記·項羽本紀)	

- 項梁於是召集過去所認識的強豪，把起義的緣由告訴他們。	

	

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	(史記·廉頗簡相如列傳〉	

- 和氏璧玉，是天下所共傳的寶物。	

	

夜則以兵圍所寓舍。	(文天祥:指南錄後序〉	

- 晚上就用兵包圍我所寄居的房舍。	

	

(三)"所"字在動詞前，表示被動，也屬於助詞一類。	

	

世子申生為驪姬所譖。	（禮記·檀弓上〉	

- 太子申生被驪姬所誣陷。	

	

太祖為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	(三國志·魏志·太祖紀〉	

- 曹操被流箭所中，所騎的馬受傷。	

	

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	(三國志·魏志·武帝紀〉	



- 劉岱不聽從，於是跟黃巾軍相戰，果然被(黃巾軍〉所殺死。	

	

	

(四)"所"，在誓辭中作假設連詞。	

	

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左傳·宣公十七年〉	

- 如果不報復這仇恨，我不能再渡過黃河。	

	

范蠡請退。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于越“(國語·越
語）	

- 范蠡請求辭職。越王句踐說:	"如果我不掩蓋你的壞處，宣揚你的好處

的，使我本身在越國不得好死“	

	

(五)"所"字於數量詞之後，可作"許"(相當)字用。	

	

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	〈史記·留侯世家)	

- 張良極大驚駭，眼睛跟隨望他。老頭走了里把路，又回來。	

	

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陣二里所止。(史記·李將軍列傳)	

- 李廣命令騎兵說："前進!	離匈奴陣二里上下便停住。	

	

皆生毛，長一寸所。	(漢書·郊祀志下〉	

- 都長了毛，毛長寸把。	

	

(六)	"所以"一詞中，	

"以"作為「因、由」時，是"的緣故"之義;	

"以"作為「用」時，是"的方法"之義。	

"所以"作連詞，是相當於"是故"之義。	

	

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	〈史記·廉頗簡相如列傳)	

- 我離開父母而跟隨您的緣故，僅僅是仰慕您的高尚節義。	

	

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	〈史記項羽本紀〉	

- 我派邊將領把守函谷關的緣故，是防備別的盜賊的進進出出和意外事

件。	

	

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公輸篇）	

- 公輸盤敗得沒有辦法了，卻說：我知道抗拒的辦法了，我不講。	

	

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	〈孟子·梁惠王下〕	

- 君子不因為養人的生活資料來為害人民。	

	

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立，所以反也。	〈列子。說符〉	

- 岔路之中又有岔路，我不曉得要走哪條路，因此回來了。	



	

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複全交友主道，重虧忠孝之名乎?	所以忍悲揮戈，

收淚告絕。(後漢書。臧洪傳答陳琳書）	

- 我小小志節，沒有地方申訴，難道能夠再保存交友的義氣，加重虧損我

忠孝的名望嗎?因此忍住悲傷作戰，收起淚珠絕交。	

	

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世說新語。言語篇)	

- 偷盜本不合禮節，因此不行禮。	

	

楊伯駿：《古漢語虛詞》1981，	頁 164-1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