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者"的作用 
 
"者"在文言代替詞組的中心詞，可以用來指人，也可以指事物。 
 
吾未見剛者。 (論語。公治長) 
我沒看見剛直的人。 
 
夫蜻蛉其小者也。 (戰國策。楚策) 
蜻蛉還是那渺小的(東西)呢。 
 
君子務其遠者大者。 (左傅·襄三十一年) 
君子專心用力在那遠大的事情上 
 

代替定語的中心詞 
 
但這定語必須是修飾性的 
 
確指的  代替的事物，必須見於上文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

繩。 《莊子·馬蹄篇》 
陶者說：我很會治黏土，做出來圓的合乎規，方的合乎矩。匠人說：我很會治木，做

出來曲的合乎鉤，直的合乎繩。 
 
贏兵為人馬所蹈籍,陷泥中, 死者甚眾。 (資治通鑑·赤壁之戰) 
老弱的兵被人馬所踐蹈，陷在泥裹，死的很多。 
 
 
泛指的  一般是指人，也有是指事物的。 
 
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史記。貨殖列傳) 
巧的人有多馀，拙的人就不夠。 
 
其賢者使使賢王。 (晏子春秋·內篇。雜下) 
那賢能的，就被派遣出使賢王。 
 
往者東走，逐者亦東走。 (韓非子。說林上） 
去的人向東方跑，追的人也向東方跑。 
 
行者甚眾，豈唯刑臣。 (左傅·僖二十四年） 
離開的人將很多，何止我這刑馀之人。 
 
為此詩者，其知道乎? (孟子·公孫醜上) 
做這詩的人，大概是懂道的吧? 
 



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 （左傅·襄三十一年） 
我聽說君子專心用力在那遠大的事情。 
 
仲尼不為已甚者。 (孟子·離婁下) 
孔子不行那太過分的(事情)。 
 
 
兼指的 -- 
 
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 (孟子。告子上) 
(魚和熊掌)兩樣不能夠兼而有之，就捨掉魚要熊掌。 
 
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禮記·中庸） 
智、仁、勇，三項是天下通行的德行。 
 
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 (蘇軾。論養士) 
智、勇、辮、力，這四種(人)都是天生人民中的優秀的，傑出的。 
 
 

"者"在句中的指代方式 
 
用"者"變更定語和中心詞的次序 
 
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 （戰國策·齊策) 
派吏人叫百姓中應當還債的，都來對債券。 
 
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論語·惠靈公） 
居住在這個邦土，就奉事那大夫中的賢者，跟那士中的仁者交往。 
 
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 (韓愈。馬說） 
馬能日行千里的，一頓有時就吃完一石粟。 
 
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 (鼂錯。論貴粟疏) 
商賈裏大的囤積貨物，獲取加倍的利息；小的開設店鋪，販賣貨物。 
 
僧富者不能至，而貧者至焉。 (彭端叔。為學) 
和尚中富的不能(朝香)到(南海)，可是貧的倒到那兒了。 
 
 
用"者"翻換主語和謂語的位置 
 
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 (史記·項羽本紀) 
奪取項王的天下的，一定是沛公。 
 
啟予者商也。 (論語·八佾) 



啟發我的，是商。 
 
具存者書，莫繼者事。 (強惠言。祭金先生文) 
完整保存下來的是書，沒有人能接著去做的是事。 
 
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 (史記·蕭相國世家） 
君在死後，什麽人是可以代替你的? 
 
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 (左傅·宣二年) 
(要是)這樣，那麽能夠補救(自己)過失的很少了。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 (孟子·公孫醜上) 
世上的人不幫助苗長的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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