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者 
 
組成「者字結構」代詞： 作主語、定語、賓語，或判斷句的謂語。 
 
1.「動詞+者」-  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 (勸學) 
2. 「動詞性短語+者」- 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至千里。 (勸學) 
3.「主謂短語+者」-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 (諫逐客書) 
4.「復句+者」- 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 (秋水) 
5.「形容詞+者」- 賢者與民並耕而食 ，饔飧而治。 (許行) 
6.「形容詞性短語+者」 - 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 (勾踐滅吳) 
7.「數詞+者」- 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孫子兵法·謀攻) 
 
 
注意：「者」也可作語氣詞 
 
1.用在時間名詞後 - 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 (鴻門宴) 
2.用在句末  -  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 (呂氏春秋·察今) 
3.用在主語之後 - 彼吾君者，天子也。 (魯仲連義不帝秦) 
4.用在分句之後 - 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馮諼客孟嘗君) 
5.用在條件分句的句末 - 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為楚國患。 (史記·晉世家) 
 
 

所 
 
不能單獨使用，但組成「所字結構」代詞， 作句子的主語、賓語、定語。 
 
1.「所+動詞」- 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 (答司馬諫議書) 
2.「所+介詞+動詞」- 是吾劍之所從墜。 (呂氏春秋·察今) 
3. 「為…+所+動詞」 -- 表被動 - 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 (鴻門宴) 
 
 
注意： 
1.「所」後邊出現的名詞，一定會活用為動詞。 
賞施於民所義，則過不止。 (商君書·開塞) 
 
2.「所」後邊出現的形容詞，一定會活用為動詞。 
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 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 (諫逐客書) 
 
 

來源： 劉慶俄 《古漢語速成讀本》,頁 355-3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