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動詞	

	

動詞是表示人或者事物的動作行為、心理活動、發展變化以及其他活動現象的

詞。	

	

動詞的語法特點	

	

一、動詞能接受副詞的修飾。	

	

①於是遂焚宮室。	(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	

在這時就焚燒了宮室。	

	

②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史記·司馬穰茸列傳)	

穰苴說：國君的使臣不可以殺死他們。	(於是)就殺了使臣的僕人……	

	

③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孟子·梁惠王上)	

(一戶給)一百畝田地，(並且)不妨礙他們的生產，一個八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挨

餓了。	

	

	

二、動詞的前面能加上能願動詞，以表示動作行為的意願和可能。	

	

①臣願奉璧往。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我願意拿著這塊寶玉前往(秦國)。	

	

②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我已經知道將軍您能指揮軍隊了。	

	

③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	(淮南子·主術訓)	

魚不長到一尺長，不能捕;豬不養到一年，不能吃	

	

④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孟子·梁

惠王上)	

君子對於鳥獸，看見它們活著，就不忍看到它們死去，聽到它們的叫聲，就不

忍吃它們的肉。	

	

三、及物動詞的後面可以加帶名詞或代詞，用為賓語，構成動賓關係。	

	

①孟嘗君待客坐語。	(史記·孟嘗君列傳)	

孟嘗君招待賓客坐著談話。	

	

②孟子見梁襄王。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謁見梁襄王。	

	



③願為寡人言之。	(孟子·梁惠王上)	

希望(你)對我說說這個事。	

	

	

四、動詞能與特殊的指示代詞"所"字結合為「所字詞組」。	

	

①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	(史記·範蟬蔡澤列傳)	

昏庸的君主獎賞他喜歡的人，懲罰他討厭的人。	

	

②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莊子·庚桑楚)	

小孩子行動卻不知道做什麼，走路卻不知道去哪裡。	

	

③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	(韓非子·顯學)	

(君主)供養的人使用的人，不是(君主)使用的人。	(君主)使用的人，不是(君主)

供養的人。	

	

④此寡人之所見者也。	(莊子·達生)	

這是我看見的那種東西。	

	

	

動詞的造句功能	

	

一、動詞的一般用法	

	

①齊師伐我。	(左傳·莊公十年)	

齊國的軍隊攻打我國。	

	

②聖人知治國之要。	(商君書·農戰)	

賢明的君主知道治理國家的根本辦法。	

	

③莊子釣于濮水。	(莊子·秋水)	

莊子在濮水釣魚。	

	

動詞可以直接放在動詞謂語之前作狀語，表示動作行為的手段、方式或狀態等。	

	

第一	動詞直接放在動詞前，構成狀語和中心語的偏正關係。	

	

①(美人)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劉向:說苑·复

恩)	

(美人)告訴楚莊王說：剛才燈燭滅了，有個人拉我的衣服，我拽到了他的帽子

帶….."	

	

②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世說新語·容止)	

魏武帝(曹操)聽到這話，(就)追殺了這個使者。	



	

③(東郭先生)因頓首杖下，俯伏聽命。	(馬中錫:	中山狼傳)	

(東郭先生)於是在(丈人的)杖下叩頭，趴伏著聽聽憑(丈人的)裁決。	

	

④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	(史記·李將軍列傳)	

李廣自己射那三個人，射死其中的兩個人，活著捉到一個人。	

	

⑤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	(史記·李將軍列傳)	

單于向來聽說李廣賢德，命令(他的部下)說：抓到李廣，一定要活著把它送來!	

	

	

第二	動詞放在動詞前作狀語，也可用連詞"而"或"以"連接，表示這種修飾性的

偏正關係。	

	

①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	(莊子·盜跖)	

孔子小步走向前邁進，離開座席，往後退著走。	

	

②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莊子·秋水)	

在這個時候，鷂鷹得到一隻腐爛的老鼠，鵷鶵從它面前經過，(鷂鷹)仰著頭看

他說"嚇!"(恐嚇對方)	

	

③(馮諼)驅而之薛。	(戰國策·齊策)	

(馮諼)駕著車子去到薛地。	

	

④孟嘗君笑而受之。	(戰國策·齊策)	

孟嘗君笑著收容了他	

	

⑤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	(柳宗元;«三戒·黔	之驢)	

貴州沒有驢子，有一個喜歡多事的人，用船裝著(驢)進入(貴州)。	

	

⑥宜問以發之。	(王充:	論衡街·問孔)	

應該追問以便使他(把問題)闡述清楚。	

	

	

第三動詞可以直接放在名詞的前面，起修飾限制的作用，充當定語。	

	

①民有飢色，野有餓莩。	(孟子·梁惠王上)	

百姓的臉上有飢餓的顏色，野外有餓死的屍體。	

	

②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鶉兮?	(詩經·魏風·伐檀)	

不出圍打獵，為什麼看到你的庭院中有懸掛著的鵪鶉呢?	

	

③吳王從台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吳王閨廬從台上往下看，看見(孫子)將要殺(他)寵愛的妾，特別吃驚。	



	

	

二、使動用法	

	

古漢語中主語	(可以是動詞、形容詞、名詞)可使賓語產生動詞所表示的動作行

為，稱為"使動詞"。	

	

第一	不及物動詞用作"使動詞"。	

	

①我能起死人。	(呂氏春秋·別類)	

我能使死人復活。	

	

②項伯殺人，臣活之。	(史記·項羽本紀)	

項伯殺了人(該被判為死罪)，我使他活了下來。	

	

③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	(荀子·天論)	

養生之物周備，活動適時，(那麼)上天就不能使之生病。	

	

④殷勤鄭重，欲必覺悟陛下。	(三國志·魏志·高堂隆傳)	

(他)殷勤鄭重，想要使陛下覺悟。	

	

⑤買臣深怨，常欲死之。	(	(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朱買臣非常憎恨(張湯)，常常想使他死。	

	

⑥先生舉手出狼。	(馬中錫:	中山狼傳)	

東郭先生伸手(進書囊中)使狼出來。	

	

第二	及物動詞用作"使動詞"。	

	

①於是信、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	(史記·淮陰侯列傳)	

在這時，韓信、張耳假裝拋棄戰鼓和軍旗，逃到水邊的軍營。水邊的軍營打開

營壘的大門，使他們進去。	

	

②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	(鄒陽:	獄中上樑王書)	

(人做事情)精誠能使天地改變意志，但是(對人主)忠信卻不能使兩位君主明白(自

己)，難道不可悲嗎?	

	

③蘇武罵衛律曰:	……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鬥兩主……	

(漢書·李廣蘇建傳)	

蘇武罵衛律說"……單于相信你，使你決定人的生與死，(你)不平心持正，反而

想讓兩國君主相爭鬥……	

	

④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	(戰國策·齊策)	

能在公共場所公開指出我的過錯，(並且)使我聽到的人，得到下等的獎賞。	



	

⑤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為開其資財之道也。	

(晁錯:	論貴粟疏)	

聖明的君主在上位，百姓不挨餓受凍，不是他自己能耕種，才使百姓有飯吃，

他自己織布，才使百姓有衣服穿，而是他有開闢資財的辦法。	

	

⑥爾飲曠，何也?(禮記·檀弓下)	

你讓師曠飲酒，為什麼?	

	

	

第三	名詞用作"使動詞"。	

	

①齊威王欲將孫臏。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齊威王想使孫臏作大將。	

	

②魏置相，相田文。	(資治通鑑，周紀一)	

魏設置相國一職,	並讓田文為相。	

	

③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	(荀子.王制)	

和別國爭奪民眾的可以使諸侯成為自己的臣子，和別國爭奪同盟國的可以使諸

侯成為自己的朋友。	

	

第四	形容詞用作"使動詞"。	

	

①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	(呂氏春秋·	疑似)	

黎丘的鬼摹仿黎丘丈人兒子的模樣，扶著老人，在道路上使老人受苦。	

	

②禮儀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禮記。禮運)	

制定禮儀作為綱紀，用來確定君臣關係，使父子關係淳厚，使兄弟關係和睦，

使夫妻關係和諧。	

	

③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曹操.讓縣自明本志令)	

這時我可以招集更多的兵馬，然而我卻常常裁減，不想使兵士增多。	

	

三、意動用法	

	

名詞和形容詞在它們活用作動詞以後，對它們的賓語含有主觀上"認為它是什麼

"或"認為它怎樣"的意思。	

	

名詞用作意動詞	

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	（史記·張耳陳餘列傳)	

外黃有一個富人的女兒，非常美麗，（她)把她的丈夫當成奴僕。	

	

	



形容詞用作意動詞	

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	（莊子·秋水)	

認為孔子的見聞少，認為伯夷的節義輕。	

	

	

四、為動用法	

	

除了有使動、意動的用法外，還有“為動用法”；即(替/為了)賓語所代表的人

或事物去施行這個動詞所表示的動作。	

	

①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	

(韓非子·和氏)	

和氏說：我不是為被刖(受刖刑)而悲哀，我悲哀的是把寶玉說成是石頭，把貞

士當成騙子，這是我悲哀的原因。	

	

②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	(韓非子·難二)	

管仲不為他的主人(被殺)而死，卻歸順了齊桓公。	

	

③故墨子見歧道而哭之。	(呂氏春秋·疑似)	

所以墨子看見岔道就為此（可以向南走，也可以向北走，難以選擇）而哭泣。	

	

④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

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辯之疾，故脯鄂侯。	(戰國策·趙策)	

從前，鬼侯、鄂侯、文王，是殷紂王的三公。鬼侯有個女兒很美，所以進獻給

殷紂王。紂王認為她醜陋，就把鬼侯做成了肉醬。鄂侯為這件事情諫爭得很急，

為這件事辯得很激烈，所以紂王又把鄂侯做成肉乾。	

	

⑤邴夏禦齊侯。	(左傳·成公二年)	

邴為齊侯趕車。	

	

⑥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來，將襲鄭。夫人將啟之。	(左傳·隱公元年)	

京城大叔修築了城池，聚集了百姓，修造了鎧甲，準備好軍隊及兵車，將要偷

襲鄭國國都。武姜將要全他開城門(作內應)。	

	

	

五、動詞用作名詞	

	

動詞作名詞，在句子充當主語、賓語和定語。	

	

①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劉向:	說苑·建本)	

子路說：學習有好處嗎?	

	

②上下相反，好惡乖迕。	(晁錯:	論貴粟疏)	

上面的人和下面的人看法相反，喜歡的事物和厭惡的事物相違背。	



	

③先生之恩，生死而肉骨也。	(馬中錫:	中山狼傳)	

先生的恩德，(就好比)是使死人復活，使枯骨上長出肉來'阿!	

	

④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	(莊子·盜跖)	

現在你宣揚周文王、周武王的思想，控制天下的輿論，用來教育後代人。	

	

⑤以士人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乎?	(孟子·萬章下)	

用(召喚)士人的旗幟去召喚老百姓，老百姓怎麼敢去呢?	

	

⑥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論語·雍也)	

孔子說"賢德啊，顏回!一小筐飯，一瓢水，住在狹窄簡阻的街巷裡，別人都忍

受不了這種愁苦的生活，顏回卻不改變他的快樂精神。	

	

	

六、象聲詞用作動詞	

	

①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	』出而哇之	(孟子·滕文公下)	

陳仲子的哥哥從外面回來，便說"這是那呢呢叫的東西的肉呀。他便跑出門去，

吐了出來。	

	

②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莊子·秋水)	

這時鷂鷹找到一隻腐爛的老鼠，鵷雛從他面前飛過。鴣鷂鷹仰起頭來看著鵷雛，

發出了"嚇"的聲音。現在你打算用你的梁國來"嚇"我嗎?	

	

	

-	來源：康瑞琮《古代漢語語法》2008，頁 50-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