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者" - 代詞 
 

一、"者"字詞組的類型 
 
第一  "動詞+者" 
 
①卜者知其指意。 (史記·陳涉世家) 
占卜的人知道他們的意圖。 
 
②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戰國策·燕
策) 
(燕昭王求士)，郭隗先生回答說：成就帝業的人(對待士人的態度)像和老師交往一樣; 
成就王業的人(對待士人的態度)像與朋友交往一樣; 成就霸業的人(對待士人的態度)像
與他的臣子共事一樣，亡國之君(對待士人的態度)像驅使奴役一樣……" 
 
③古之學者必有師。 (韓愈: 師說) 
古代學習的人一定要有老師。 
 
 
第二  "形容詞+者" 
 
①此乃兩主之事，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 (韓非子·內儲說下·六微) 
這是兩方君主之間的事情，(我)和你沒有私仇，好的辦法是互相迴避。 
 
②嶢嶢者易缺，皎皎者易污。 (後漢書·黃瓊傳) 
高高的東西容易折斷，白白的東西容易污染。 
 
③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
長) 
子路說：希望聽聽您的志向。孔子說：老年人使他們安逸，平輩的人使他們信任我，

年輕的人使他們歸附於我。 
 
④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 (商君書·史法) 
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創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約束。 
 
第三 "數詞+者" 
 
①孟子曰：魚，我所欲也; 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 
(孟子·告子上) 
孟子說：魚，是我喜愛的食物; 熊掌，也是我喜歡的食物。如果兩樣東西不能並有，便
捨棄魚而要熊掌。 
 
②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 (苟子·王制) 
兩種人分別清楚，那麼好人與壞人就不相混雜，是與非也就不會混淆了。 
 



③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 
這七種辦法，是君主用的那些辦法。 
 
④此五者，邦之蠹也。 (韓非子·五蠹) 
這五種人，是國家的蛀蟲。 
 
 
第四  "詞組+者" 
 
①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 (李斯: 諫逐客書) 
土地遼闊的國家米糧就豐富，國家大的人口就多。 
 
②鐵銛矩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 (韓非子·五蠹) 
鐵矛長的人，就能刺到敵人，鎧甲不堅固的人，就會傷了身體。 
 
③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 (苟子·天論) 
在天上的東西，沒有什麼比太陽和月亮更明亮的了;在地上的東西，沒有什麼比水和火
更明亮的了。 
 
④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 (商君書·更法) 
談論高尚道德的人，不與世俗的看法吻合；成就大事葉的人，不與群眾中謀劃事情。 
 
⑤夫山居而谷汲者， 膢臘而相遺以水。 (韓非子·五蠹) 
在山上居住而要到山谷裏打水的人們，逢年過節時用水做禮物互相贈送。 
 
⑥捷禽鷙獸應弦而倒者不可勝數。 （馬中錫:中山狼傳) 
敏捷的飛禽，兇猛的野獸，應和著箭弦的響聲而倒下的數也數不清。 
 
 
第五  "若(似)+者" 
 
①言之，貌若甚戚者。 (柳宗元: 捕蛇者說) 
說這話時，臉上的表情好像很悲痛似的。 
 
②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 (史記·日者列傳) 
司馬季主看他們(指賈誼和宋忠)的形象和容貌，(他們)好像很有智能的樣子。 
 
③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 (禮記·檀弓下) 
你哭的時候，實在像有很多傷心的事情似的。 
 
④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 (呂氏春秋·疑似) 
老頭兒的頭腦被像他兒子的樣貌所迷惑。 
 
⑤東野之役於江南也，若有不釋然者。 (韓愈: 送孟東野序) 
孟東野(孟郊)在江南任職的時候，好像有些不愉快的樣子。 



 
另外，也有代詞"者"字的前面不用"若"、"似"呼應的，"者"字仍然表示"……的樣子"、
"……似的"的意思。 
 
①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 (柳宗元:三戒·黔之驢) 
可是來回觀察它(驢)，覺得它好像沒有什麼本領似的。 
 
②陽虎偽不見冉猛者。 (左傳·定公八年) 
陽虎裝作沒有看見冉猛的樣子。 
 
③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偽將改立君者……（左傳·成公九年) ) 
公孫中出主意說：我們發兵包圍許國，裝作將要改立國君的樣子…… 
 
 
 

二、"者"字詞組的造句功能 
 
1. 作主語 
 
①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 （史記·項羽本紀) 
奪取項王天下的人，一定是沛公劉邦。 
 
②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 （莊子·胠篋) 
偷鉤的要處死，篡奪政權的人反倒成為諸侯。 。 
 
 
2. 作謂語 
 
①齊諧者，志怪者也。 (莊子·逍遙遊) 
齊諧(這本書)是記述怪異事情的書。 
 
②不知子都之美者，無目者也。 (孟子·告子上) 
不知道(不認識)子都漂亮的人，是沒有眼珠的人。 
 
 
3. 作賓語 
 
①滿堂寂然，無敢嘩者。 (林嗣環:秋聲詩自序) 
整個屋子都靜悄悄的，沒有敢喧嘩的人。 
 
②吾未見力不足者。 (論語·里仁) 
我沒有見過力量不足的人。 
 
③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 (莊子·秋水) 
我曾經聽說過認為孔子的見聞少，又認為伯夷的義氣輕的人。 



 
 
4. 作介詞的賓語 
 
①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 (史記·刺客列傳) ) 
士人願意為賞識自己的人獻身，女人願意為欣賞自己的人妝扮。 
- 
②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論語·子罕) 
穿著破舊的袍子，與穿著狐貉裘皮衣服的人站在一起，而不覺得羞恥的，大概只有仲

由吧！ 
 
③餘將告於蒞事者。 (柳宗元:捕蛇者說) 
我將(把這件事)告訴給有權位的人。 
 
 
5. 放在名詞的前面作定語 
 
①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摻火者之意。 （墨子·耕柱) 
巫馬子說:我肯定(贊同)那捧水的人的想法，而反對那拿著火的人的想法。 
 
②適鬻金者之所（列子·說符) 
(齊人)到賣金子的人的處所。 
 
 
6. 者字詞組用在"有"的後面，作賓語，同時又是下文的主語 
 
①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韓非子·難勢) 
楚國有個賣矛和盾的人，讚美它們(矛和盾)說… 
 
②宋人有酷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宋國有個賣酒的人，量酒特別公平，招待顧客特別謹慎...... 
 
③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郢地有個給燕國的相國寫信的人，夜裡寫…… 
 
④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鄭固有個打算買鞋的人，先自己量一下自己的腳，又把量的尺碼放在自己的座位上。 
 
 

-	來源：康瑞琮《古代漢語語法》2008，頁 140-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