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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作時間背景句的“其”字句和作主體動作句的“其”字句一同出現於一條貞辭之中。例如：

(68) 王其田，其告妣辛，王受祐？（合集27558）

(69) 王其田游，其射麋，亡□，擒？（合集28371）

(70) 庚午卜，貞：翌日辛王其田，馬其先，擒，不雨？（合集27948）

(71) □□貞：王其令望乘歸，其告于祖乙一牛？（合集32896）

(72) 丁丑貞：其禱生于高妣，其庚酒？（屯南1089）

(73) 貞：其登鬯，其在祖乙？（合集22925）

上引例（68）中的“王其田”為時間背景句，“其告妣辛”是主體動作句，“王受祐”是吉凶句，“王其
田”、“其告妣辛”，都是“其”字句。“王其田”中的“其”，過去我們認為是表示即將的意思，而“其告妣
辛”的“其”，過去我們認為是表示疑問的語氣，原因是“其告妣辛，王受祐”這個假設複句的句末要標
問號。現在看來，這個假設複句的疑問語氣，是由句調表示出來的，而不是由“其”字表示出來的。
其中的“其”仍是將要的意思。上引例（68）貞問：國王將要田獵，如果要把此事稟告妣辛，那麼國
王將會受到保佑嗎？上引例（69）中的“王其田游”，是時間背景句，“其射麋”是主體動作句，這兩個
句子中的“其”都是表示將要的意思。上引例（69）貞問：國王將要到游地田獵，若要射獵麋鹿，那
麼將不會有災禍而會有擒獲嗎？上引例（70）中的“翌日辛王其田”為時間背景句，“馬其先”為主體動
作句，兩句中的“其”意思是一樣的。上引例（71）至例（72）中的貞辭都是由兩個“其”字句所構成，
在前的“其”字句為時間背景句；在後的“其”字句，則是主體動作句。無論是時間背景句裡的“其”，還
是主體動作句裡的“其”，都應是表示動作行為將要進行的。只不過時間背景句是已確定將要進行，
而主體動作句是假設將要進行。例（73）亦然。
其三，作時間背景句的“其”字句和作吉凶句或客體變化句的“其”字句，一同出現在一條貞辭之

中。例如：

(74) 貞：王其去朿，弗告于祖乙，其有𡆥（憂）？（合集39572）

(75) 丁丑卜， 貞：其用茲卜，異其涉兕同？

貞：不同涉？（合集30439）

上引例（74）中的“王其去朿”是時間背景句，“其有𡆥”是吉凶句。“王其去朿”中的“其”肯定是將要的
意思，“其有𡆥”中的“其”也應該是這個意思。這條卜辭卜問：國王將要去平息兵亂，可是沒有向祖乙
稟告，（國王）將會有災禍嗎？上引例（75）中的“其用茲卜”是時間背景句，而“異其涉兕同”則是客
體變化句。兩句中的“其”都是將要的意思。這對卜辭卜問：將要採用這次占卜，會使犀牛一同渡過
河呢，還是不會這樣呢？

其四，作主體動作句的“其”字句和作吉凶句或客體變化句的“其”字句一同出現在同一條貞辭之
中。例如：

(76) 王其往逐兔于 ，不其獲？（合集14295）

(77) 辛丑卜，㱿貞：今日子商其 基方缶，弗其 （翦）？（合集6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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