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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 时间范畴研究》内容简介：目前，在上古汉语时间范畴的研究领域，学者大多阐注的是某些相对单
一的时间表达手段（多是时间名词和时间副词），在研究中以对这些手段的孤立描写为主，对这些表
时手段的功能属性（表“时”遏是表“体”）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讨论得还不够深入。
针对这种状况，笔者从方法和材料两方面入手：在方法上，以时间范畴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这样就可
以将各种时间表达手段统摄到一个体系当中，在共性中找差异，从区别中看联蘩；在材料上，以上古
时期的重要典籍《左传》作为基本语料，这样就可以将语料内部的时代、地区差异减小到最低程度，
并有利于量化的考察和对比。
基于上述两方面，《 时间范畴研究》重点考察上古汉语时间范畴的相阙概念及其表达方式，以及这些
表达方式在遣一时期的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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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例（232）中，“初”所引入的事件是对其后面“冬，王使凡伯来聘。
还，戎伐之于楚丘以归”一事的解释。
而例（233）按照正常的叙述，在交代过“乙亥，臧纥斩鹿门之关以出奔邾”之后，接下来的事件是“
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贾，且致大蔡焉”。
但臧贾在前文中并未出现，若直言其事，不免会让人难以明白事件的来龙去脉。
所以用“初”引入臧贾的来历。
 我们同时也看到了“初”并列使用的例子： （234）初，子四与尉止有争，将御诸侯之师，而黜其车
。
尉止获，又与之争。
王塑抑尉止曰：“尔车非礼也。
”遂弗使献。
初，子四为田洫，动丘、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
故五族聚苇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乱。
于是子四当国，子国为司马，王互为司空，王丑为司徒。
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师贼以入，晨攻执政于西宫之朝，杀子四、子国、
子耳，劫郑伯以如北宫。
（襄10.9） 在这个例子中，两个由“初”所限定的事件都以襄公十年子驷当国之时作为参照时间，并
且都是导致该年十月戊辰暴乱的直接原因。
但两个事件的发生孰先孰后却无从知晓，未必书于前者便是先发生的事件，两者的顺序很可能只是为
了与下文“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帅贼以人”的说明顺序保持一致。
 还有一些例子不属于“初”并列的情况，两个“初”之间没有相关的联系。
如下面这个例子： （235）初，灵王卜曰：“余尚得天下！
”不吉。
投龟，诟天而呼曰：“是区区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
”民患王之无厌也，故从乱如归。
初，共王无冢适，有宠子五人，无适立焉。
乃大有事于韦望，而祈曰：“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
”乃褊以璧见于苇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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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时间范畴研究》以先秦时期的重要典籍《左传》作为基本语料，考察了其所反映的时间范畴的相关
概念及其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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