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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汉语
“
把

”
字句与

“
将

”
字句的区别

刁 晏 斌

摘 要 近代汉语处置式主要包括
“
把

”
字句和

“

将
”
字句两种形式

，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

述了这两种形式的区别
��

�

产生的时代不同
，�

�

使用频率不同 ��
�

语体色彩不同 ，�
�

使用

范围不同
。

关健词 近代汉语 �“ 把
”
字句 �“ 将

”
字句 �领率

�语体色彩

近代汉语处置式主要包括
“
把

”
字句和

“
将

”
字句两种形式

，

一般来说
，

这两种形式可以

互用
，

意义没有区别
，

并且这种情况延续了相当长的时期
。

正因为如此
，

许多人把它们看成

是完全相同的了
，

因而没能去探寻它们之间的不同
。

但是
，

在一种语言中
，

两种不同的形式表达完全相同的意义
，

或者是具有完全相同的

作用
，

这种情况是不会长期存在的
，

而这一点
，
正是我们探讨

“
把

”
字句与

“
将

”
字句之间的

区别的认识基础
。

我们认为
“
把

”
字句与

“
将

”
字句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
�

产生的时代不同
“
将

”
字句产生得远比

“
把

”
字句早

，

我们发现的最早用例
，

见于公

元 �世纪的汉译佛经中
，

例如
�

王见 已谛
，

得果 自证
，

终不信异学所为
，

便谓旁臣
� “
急将是梵志释逐出我国界去

。 ”

�《佛说义足经 》卷上�

佛知王意
，

寻即变身
，

化作乾阔婆王
，

将天神般遮尸弃
。

�《撰集百缘经 》卷二�

如果以此为
“
将

”
字句的产生时代

，

那么
，“
把

”
字句的产生大约比

“
将

”
字句的产生晚了

近 ���年
，

因为最早的
“
把

”
字句用例见于唐代初年�公元 �世纪初�

。

例如
�

不敢望你出来性躁
，

把老僧打一捆
。

���匡真禅师广录 》卷上�

莫言鲁国书生懦
，

莫把杭州刺史欺
。

�自居易《戏醉客 》�

一般的论者在讨论这个问题时
，

都只笼统地说处置式产生于何时
，

或
“
把

”
字句�习惯

上也包括
“
将

”
字句�起源于何时

，

而没能对二者的产生过程及时间分别考察
，

这样做至少

是很不严密的
，

同时也是在一个方面忽略了
“
把

”
字句与

“
将

”
字句的区别

。

�
�

使用频率不同
“
把

”
字句与

“
将

”
字句的使用频率是很不相同的

，

并且其中还有一

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

在两种形式都开始运用的初期 〔唐代�
， “
将

”
字句的使用频率远 比

“
把

”
字句高

，

而到后代�比如明清�
，

情况又颠倒了过来
， “
把

”
字句的使用频率远比

“
将

”
字

句高
。

我们曾经对两种形式在各时代的使用情况进行过统计
，

所得结果如下
�

本文于 ����年 �月 ��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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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时代
“
把

”
字句和

“
将

”
字句用例统计表

时时代代

一���
“
把

”
字句句

“
将

�

字句句 合计计

唐唐代代 《大唐新语 》等 �� 种书①① ��� ���� ����

敦敦敦煌变文集集 ���� ���� ����

宋宋代代 《朱子语类 》前 �� 卷卷 ����� ����� �����

京京京本通俗小说说 ���� ���� ����

元元代代 金元散曲简编编 ����� ���� �����

元元元人杂剧选选 ����� ����� �����

明明代代 水浒传传 ������ ����� ������

大大大唐秦王词话话 ����� ����� �����

清清代代 《红楼梦 》前 �� 回回 ����� ����� ������

儒儒儒林外史史 ����� ����� �����

现现代代 骆驼祥子子 ����� ��� �����

上表虽然不一定十分精确
，

但基本上能够反映出
“
把

”
字句和

“
将

”
字句使用频率的变

化消长过程
。

当然
，

这个过程本身并不能直接反映这两种形式之间的内在差别
，

但是
，

它至

少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
，

即这种数量对比的变化不会是毫无原因的
，

因为在语言发展史

中
，

人们对某些语言形式的取向趋势的变化
，

总是有该语言形式内部的深刻原因的
，

对于
“
把

”
字句和

“
将

”
字句来说

，

这种内部原因应该就是它们之间的差别
。

所以
，

由两者使用频

率的变化
，

我们正可以进一步探寻它们之间的某些差别
。

�
�

语体色彩不同 我们考察的主要是叙事性作品
，

在这样的作品中
，

同时有叙述和对

话两种语言存在
。

相对来说
，

作者的叙述语言要
“
文

”
一些

，

用的大都是书面语
，

因而往往具

有书面语的一般特点
�而人物对话

，

虽然经过了作者的加工
，

但是一般来说
，

还是比较能够

体现出口语的一般特点的
，

另外
，

作者有时还可能直接模仿 口语
，

或者是某些情况下的
“
实

录
” ，

这就更接近于 口语的本来面 目了
。

在唐代散文中
，

全部 �� 个处置式的用例有 �� 个见于对话之中
，

而类似的意思
，

在叙

述语言中往往用别的句式来表达
，

例如
�

太宗大悦
，

称为至善
，

逮令以美人还某亲族
。

�《贞观政要 》卷上�

�武�则天曰
�“
汝欲将天下与韦玄贞

，

何得无罪�
”
���大唐新语���卷十一�

以上事实说明
，

在唐代
， “
将

”
字句还是有 口语性的

，

所以
，

在讲唱文学的变文 �这种文

体 口语性相当强�中
，

它仍大量运用
。

到金元散曲中
， “
把

”
字句的使用占了优势

，

出现的频率第一次超过 了
“
将

”
字句

，

一般

认为
，

散曲是元代 口语性最强的一种文学样式
，
因此

，

这种数量对比可能正反映了
“
把

”
字

句在当时 口语中的广泛运用
。

在明清作品中
， “
将

”
字句主要用在作者的叙述语中

，

而
“
把

”
字句则常见于对话中

，

这

一点
，

在 《红楼梦 》中最为明显
。

此书叙述语言较
“
文

” ，

因此才多用
“
将

”
字句

，

因而才使得
“
将

”
字句的使用频率远高于前代及同时代的其他作品

。

但是
，

在所有的用例中
，

见于对话

中的
“
将

”
字句只有 �� 个

，

而对话中的
“
把

”
字句却有 ��� 个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一

�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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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

”
字句与

“
特

”
字句的区别

的运用情况
。

另外
，

此书叙述语中也极常用
“
把

”
字句

，

而对话中
“
将

”
字句的用例却远少于

前代
，

并且
，

它们还多是出自文化层次较高
，

或者是喜欢咬文嚼字
，

一本正经的人 �如贾政

等�之 口的
，

又是在比较正式的场合中说出的
，

这表明
，

曹雪芹是有意识地利用这两种形式

的差别来为塑造人物形象及表现人物个性服务的
。

到了《骆驼祥子 》 ，

对话中的
“
将

”
字句全部消失

，
�个

“
将

”
字句的用例都见于叙述语

中
。

因此
，

我们可以说
， “
将

”
字句与

“
把

”
字句由产生的先后之分

，
在运用中逐渐地又产生

了文白之别
， “
把

”
字句后起

，

在后代的口语中大量运用
，

到现代终于成了口语中的唯一形

式 �“ 将
”
字句则逐渐地脱离了口语

，

最后只在书面语中占了一席之地
。

所以
，

对于处置式来

说
，

用
“
将

”
还是用

“
把

” ，

区别不在语意
，

而只在于语体色彩的不同
。

�
�

使用范围不同 这方面的不同是随着一些新的用法的出现而产生的
，

总的说来是

新的用法中多用
“
把

”
字句

，

一般不用或是很少用
“
将

”
字句

。

比如
，

有一类表示恐吓
，

威胁等意思的处置式
，

它的谓语动词被省略掉了
，

这样的例子

最早见于元杂剧
，

此后一直比较多见
，

直到现代的某些方言中
，

仍然有这样的用例② 。

例

如
�

……且是你这脸生得俊
，

把我们吓这一跳
，

我把你个无分晓的老无知� �元杂剧《生金

阁 》第 �折�

�行者�把那北海龙王唤来
�“
我把你这个带角的虹绷

，

有鳞的泥鳅 �你怎么助道士冷龙

护住锅底
，

教他显胜赢我� �《西游记 》四十六回�

这类句子只用于人物对话中
，

并且
，

我们尚未发现有
“
将

”
字句的用例

。

再比如
，

在元代还出现了一种无主语式处置式
，

它表示的是对叙述者来说是意外
、

不

幸或不如意的遭遇等
，

例如
�

你怎么不来接我
，

一路上把我跌下驴来
，

险不跌杀了我
。

�元杂剧《陈州集米 》第 �折�

那日把棉花不见了两包
。 “ 金瓶梅词话 》六十七回�

这类句子也几乎都见于对话中
，

并且仍然存在于今天的口语中
，

它一般也不能用
“
将

”

字句来取代
。

另外
， “
把

”
字句中还多有连用

“
把

”
和

“
个

”
的

，

例如
�

不想我的干女儿没的认我
，

倒把个亲女儿叫弟夫人拐了去了
。

�《儿女英雄传��三十二

回�

“
把个

”
因为常用

，

所以也具有了一定的习语性
，

而
“
将个

”
的用例却极少见到

。

所以
，
至少到元代

， “
把

”
字句的使用范围就比

“
将

”
字句大了

，

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今

天
。

① 笔者考寮的唐代语料约有 �� 种
、

发现处置式用例的有 �� 种
，

它们是
�《游仙窟 》 、 《隋唐嘉话 》 、 《大唐新语 》 、

《贞观政要 》 、 《北里志，、 《朝野金载 》 、 《临济惫照禅师语录 》 、 《洞山悟本禅师语录 》 、 《云门匡真禅师广录�
、 《伪山灵枯禅

师语录 》 、 《仰山愈寂禅师语录 》 �

② 刁晏斌
�《近代汉语

“
把

”
字句的省略式 》 �《大连教育学院院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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