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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淺說 l

田志軍*

一 、 司l 子

朱熹的 《 四書章句集注》和《詩集傳》等書 ， 長期以來成為封建時代的官定教

科書， 具有不可動搖的權威性﹒且朱子學識淵博 ，著述謹嚴， 因此他的著作也具有

很高的學術價值 ，可以為我們研究漢語史提供可靠的歷史依據 。

朱熹在 《 四書章句集?主》和《詩集傳〉 中都標注7嚴謹的音讀 ， 其中 《論語集

注)卷三 :

于曰 I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譜上也。 J (雍也第六)

在這句話的後面，他注解道 I 以上之上，上聲。」說明在這句話中 I 以上 」的

「上」字 I 語仁 」 的「 上」字 ， 在朱熹看來讀音並不一樣 。「 以上 」 的 「 上」

字 ， 他認為讀站上聾 ﹒ 那麼根據朱熹注音的體例 I 語上」的「上」 字就一定不是

上聲， 這兩個「上 」 字聲調有別 ， 構成一組破音字。而我們根據訓詰實踐中「四聲

別義」的規律 ， 這兩個 「 上 」字的詞性和詞義在朱熹看來應該是有區別的 。

又《論語集注 》 卷凹:

于曰 I 自行束備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 J (述而第七)

這稟又出現一例 「 以上 J 2 I 但朱熹卻未再給出音注 。這是怎麼回事呢?從 「 中

人以上」和「束情以上 」 結構差不多相同這一點看來 I 以上 」 的「上 」字 ，可能

在朱熹的時代仍普遍的讀為上聾 ， 所以不由音注。之所以在前面一條出注 ， 只是因

為 「以上」的 「 上 」 和「語上」的 「 上」 音讀出現嚴格對立，所以朱于為此特意出

注提醒當時初學的童蒙 。

而在現代漢語普通話中 ， 這兩個 「 上」字 ， 並無二讀 。 而且 I 以上」雖然早

就凝固成詞，但在我們看來 ， 其中的「上」字，和「上面」的 「仁 」 、「 上頭 」的

「 仁」一樣都是體詞性成分 ， 都是從單純方位訶 「 上」發展而來的語素 ， 語義上似

乎是一脈相連的 。

ξ ± 弋學-:t ~'f:~克 、 ;工問師範大學初等教育學院 ο

τ: 三 三 ~_: R í官污 lj'~'魯國寧主先生為博士付之所開{論語} Jr' èí: â果所佈宜的一個問題 ，在此嘗試作山解答，就教
t ‘三呵呵?去 可1畫了魯先生的指教表示感謝 。

， 二三謊言Ë tH量此兩見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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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 ﹒我們現代人和朱 F在「以上 」 的 「 上 」字上頭 ， 語音不同 ， 意義也可能

有刑 。要解決這個分歧 ﹒ 我們還得從 「 上」 字的歷史音義考察入手 。

二、「上」字的音義考察

之占三要三章讀謹 ﹒ 他的音注往往有所本 ﹒ 其中參照最多的應當是隔代陸傳明的

-三三至三 查 《經典釋文》卷二十四 ， 上面所舉行由語 》 巾的兩條語料中 的

\、 一二 三三 上 陸德明都注為「 時草皮 J 而這個反切音韻地位是神母養韻上

主 三兵第一條語料中的朱熹 上聲音注相合 。 在第二條語料中朱熹未出沌，說明他

三有亨三等明在此所注的上聲讀音。 有了隆德明這兩個音:玉，也正好說明我們在上

一之士 -- ，三三推測不無道理 。

三至三百 i 人;主目 的是， { 經典釋文》 中華!包括 《論語 》 這兩例在內的所有的 「 以

-- 上」字，陸德明都注為 「 時掌皮 J 無 一例外 。 而 「 土 」 字有《經典釋

土有 一如字」和「時掌反 」兩種音注， 是個破音字 ， 如 「 上下 」的 I t J '有

三 三弓，如字 J '有的就注為 「時草反 J 而「以土 」 中的 「 上」字 ， 貝 lJf逆 時德、明

于失 主要 ﹒ 都是讀搞上聲的 ，顯然跟讀為如字的 「 上 」 字意義有例 。

民、、

草種這兩種讀法的意義有何區別呢? 我們看 《說文》及有關韻書的解釋:

說文〉 : 上 ，高也 。 《 廣韻 》 上聲養韻 : 時草切。哥也 ， 升也 。 去聲漾韻 :

芳三句 含 君 也， 猶天子也 。 《 集韻>> : 是掌切。《說文》商也 υ 此古文 ，指事也。

- 3 外也 。 時亮切 。 君也 。《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上聲養韻 : 是掌切 。 登也 ， 自 1、

三上 。去聲漾韻﹒ 時亮切。 在上之上 。 尊也 o ...... 太 仁極尊之桶 。 ......又崇也 。

〈 洪武正韻 》 上聲養韻: 是賞切 。 壹也， 進也 。去聲漾韻: 時亮切 。 在上之上 。 尊

也。 ...... 太上極尊之稱 。 ... ...崇也 ο

從上面這些解釋中我們可以得出上字歷史上高兩個讀音 : 表示 「 登也 ， 升也 」

勵作的動詞 ， 讀上聲。表示「 在上之上 J 是方位詞 ，表示 「 尊也 ， 崇也」 是形容

詞 ，都是讀去聲 。 換句話說，即上聲表動詞性，去聲表方位及形容詞性 。《經典釋

文〉中的「 時掌反」 是上聲 ， 對應於動詞詞性 ， 而 「 如字」 則必定對應於去聲 ，是

方位詞和形容詞 。 如上文提及的「上下 J 3 ，顯然 可作單j詞和方位詞兩種何解 ﹒ 戶'ff

3 其實「 下 」字也中目應有上波、去聲兩種讀音 ，豆豆真就不展開討論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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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陸德明分別標為 「時掌皮 」 和「如字」 。 而發生「全濁上歸去」 音變之後，現在

普通話和許多方言中 「上 」 字這兩種讀法就合二為一 ， 只剩了去聲一個讀音。「上

下 」 的歧義只能從語義上去領會 ， 而無法從語音上進行區別7 。

「 以上」的「 上」 字 ， 陸德明 、朱熹都注~上聲 ， 那麼根據以上對 「上」字所

作的音義分析 ， 它也就只能是動詞性的 。 這似乎與我們現代人的語惡不合 ， 但是大

量的文獻書證擺在那囊，不容我們懷疑 。

三 、現代方言的誰據

現代漢語方言中， 全濁上米歸去 ﹒「上」 字保留上聲 、 去聲兩讀， J'1.分別對應

於動詞、方位詞的方言 4還有不少 司 根據對 《 漢語方言大詞典》 的統計， 何一金華 、

梅縣、零都、南昌、 黎川、 萍鄉 、建歐、績i菜等點 。這數點分別為吳方言、 客家方

吉、輩輩方言、 閩方言不日徽語 。

但是對 《漢語方言大詞典》 所錄， 以上- 詞條約讀音進行調查﹒發現多數都已

記作去聲 ， 這幾個方言點中沒有一個有上聲讀法 。這可能是實際情沮如此 ， 但也不

排除有調 ;在不需之嫌 。因為 「 以上」這個詞可能在有些方言口語中不常說， 很容易

受到其讀書音或者普通話強勢的影響 弓 c

實際上 ，根據筆者對自己母方言江西上描客家話的調查 ， 因為客家話 「濁

上部分歸陰平 」 的特點 ﹒ 作為 iFJJ詞的原來為上聲的「 上」 ﹒ 如 「 上樓、上山」的

「 上 」 ﹒跟梅縣、穹都一樣歸陰平 ，表方位及形容詞性的則念去聲 。 而 「 以上 」的

「 上 J 根據筆者對包括自己私內許多發音人，特別是年紀較大的發音人的調查，

律念 |信平﹒說明我的方 言， 中 「 以 r_ J 的「上 」 就是源於巾古的上聲讀法，是重VJ也

言司性的 ﹒ 這印諦「傳世立;獻的讀法。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 跟「 以上」相對的「以 F J 中 的 I f J 字 ﹒ 上文

註腳中提到歷史上有 i二聲 、 去聲兩個來源 ， 跟 「 上」 字完全對應。《漢語方言大詞

典 ~ I 以下 」 詞條中，有南昌 、黎川 、建國三個點「下 」字標搞 上聾，而三個點中

「 干 」 字都有上 、去二讀，上聲讀法表動作， 去聲讀 il~表方忱 。 c1酋客家話中 「以

~_ J 的 「 下 l 也讀陰平 ， 說明源於巾古濁上﹒同樣是動詞性的 。

- -要指令 j蜀十未歸去或者木，李:古巴歸去的11言 G

三事J 人、中史是如此 ，所以我試若伐(幾位各地的[iî[學進行調在 ﹒ f l:! ~效果不伴 同 只奸暫時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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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上」結構的解釋

「 以上」中的 「 上」字中古以來的讀音 ， 詞|笠、詞義我們基本弄清了 ，現在不

禁要問以上」中 「 以 」 和戶上 」 是什!要關係 'ì ' 以 」在這襄作何解釋?它的詞

性 、詞義又當如何?查 《說文》

巴 (以) . 用也 。 從反已 。賈侍中說 : 己 ， 意已實也， 象形。

「 用也 」這個釋義顯然無法解釋通 「 以上 」 的 「以」字 。我們還是來看看

「以」字古文形體;

後上三五 ﹒七 粹八一 前五﹒凹六 .一

L 頌籃 超孟 ~ 石鼓
圖 1. í 以」字古文字形體的| 自 《 漢語大字典〉 第 105頁)

《漢語大字典》所加按語:

甲、金文「自」字象耕地的農具 í 以」 象人用「曰 」 形 ，

字出 。 所以古文借「曰」為「以 」 。 訓為 「 用 」

我們再看 「 始」字 古文字形體 :

哲 者蚵尊

如頌鼎

班蓋

說文﹒ 女部 柚

1日 」 字即從「日」

叔籃

兩詔精量

圍2. í 始」字古文字形體(iJ l 自《漢語大字典》第 1041 頁)

《漢語大字典》 中對 「 始 」 字字形的分析:

《說文~ : I 始 ，女之初也 。 從女 。台聲 。 」 王獻唐《釋醜 ~ : 金文 「 字從 I竹

聲， 或司 、以兩從」、「形體雖異 ，皆以所從之聲，變其製作，古自 (即以字 )、 台

同音 ， 從以亦猶從台 ， ......以齒音求之﹒司似同音 。 而齒音似字 ， 以時間及空間關

係 ﹒ 每與舌上音之以相混，亦或讀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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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通過 「 以( 巨 ) J 字和「始 ( 9以 ) J 字古文字形體的對比，就會發現 ， 其實

「 始 」 字就是「以(日) J 字在 「 起始」義上的後起字6 . í 呂 」 字殷代契文中已有，

「始」 宇兩周金文中方出現。「始 」 字通用後，

第87 -88期 (合刊 )2 009年9月

「 以( 自 ) J 字的 「 起始 」 義就逐漸

式微，而主要表示 「使用」 義了 。 後世 「以」 表 「 起始 」 義的文獻用例少見 ，

語大字典 > í 以」字第 15個義項是介詞 ， 其中第4點:表示行動或變化的起點 ， 相

常於「從 」 、 「自 」、 「 由 」 。 附有以下幾個用例:

《漢

《 墨子﹒迎敵詞 > : í 敵以東方來 ， 迎之東壇 。 J {史記﹒西南夷列傳 〉

「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 ，絕難行 。 J <潛失論﹒遇幸IJ > : í 自 古於今 ， 上以

天子 ， 下至庶人，蔑有好利而不亡者 。 」

但是， 我們認為 í 以 」 字的 「 起始」 義還保留在像「 以上 」 這樣的 「 以X J

結構中， 只不過這個結構至少在 《 論語 》 成書時代就已經凝固 ， 我們很難辨認了。

「以 」 在這個結構中就像上述幾個用例 「 以東方來 J 、 「 以長沙 、豫輩往 」

以夫子 」 一樣， 表示動作或變化的起始，只不過這些例子中 「 以 」 字 ?是帶的表動

作、變化起點的賓語成分 ，在 「以 X J 結構中被前置 了 ﹒ 形成了 「 中人以上 」

「 束備以上 」 這樣的格局，直到今天還是如此 。 實際上- 中人以上 」

上 」 就等同於「以中人上 」 、 「 以東情上 J r 以上」、 「 以 下 」

上

「 束惜以

「 以前 」

「 以 外 」 這些合成方位詞中 的 「 上、 下、 前 、 f瓷、內 、

'都應該是動詞性的，實際上以變化的趨向來表示事物的量的範圈 。 它們和

「 以來 」 、 「 以往 」 、「以至 」 、「以降」 等中 的 「 選 、

「 以 內」「 以 後 」

外 」

「 以及 」

及 、 東 、 往、 至 、 降」等動詞是平行的。

「 以還 」

通過以上對 「 上」 、 「 以 」、 「 以上 」等字 、 詞的文字 、 音韻、 訓詰 、 現代方

言和語法結構上的考察 ， 我們可以認識到 í 以上」中的 「 上」 字本非方位名詞 ，

「 以下 」 等 「 以X J 結構的表示界限的合成方位名詞中的“X門

本來都是動詞性的 ， 本表示變化的趨向 ， 進而限定事物量的範間 。「 始」字從 「 以

「胎 」 字也從 「 以( 日 ) J 得聲 í 以(且) J 自上古起就有 「 起始 」 義 ，

字在這個結構中表示動作或變化的起始 í 以」和“X"之間可以說省略了表

五、小結

「以上 」而是動詞 。

( 呂 ) J 得聾，

千三":"" 1三 m:變化起點的體詞性成分，但這個表起點的成分移到了 「 以X J 結構之前， 從

「 向東備以上 」 這樣的結構， 一直沿用到令天 。=二 六7 戶 中人以上」

、僻、 .... ， 始也 。 J 台是 r fi J 的分化石這手三 月也 。 從 |狗 、台盤 ， {爾雅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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