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师 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 � �年第�期

近代汉语中
“
被

�

施事
十

谓语
”

式
“
被

”
字句

刁 晏 斌

提要 本文衬不同于
‘
受事�被�谓语

”
式

“
被

”
字句 �简称

“
被字句 �

”

的另一类
“
被

”
字句—

“
被�施事十谓语

”
式 �简称

“
被字句 �

”
�进行分析

，

主要谈 以下四个问题
�

一
、

被字句�的结构类型
�
二

、

被字句�的表意类型
� 三

、

被字句�与被字句 �的区别
� 四

、

被字句�的演变轨迹
。

在近代汉语中
，
有许多

“

被
，
字句 不 是 以

“

受 事�被�谓 语
”
�以 下 简 称

“

被 字

句 �
’
�这种形式出现的

，
而是取

“
被�施事十谓语

，
的形式 �以下简称

“

被字句 �
’
�

�

那么
，
这种句式在结构上

、

表意上有哪些特点
，
它与被字句 �有哪些不 同

，
它本身又经

历了一个怎样的产生
、

发展的过程呢� 本文拟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探讨
。

一
、

被字句 �的结构类型

�
� “

被�施事�述�宾
，
式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形式
，
例如

�

���如今讨了你来
，
被你沾污我的门风

�

�话本 《 错认尸 》 �
�� �用言语将他调戏

，
倒被他骂我七代先灵

�

�元杂剧 《 秋胡戏妻 》 第二折 �
以上用例

，
宾语都是句中的受事

。

�
� ‘

被十施事�述�补
，
式

这类用例不如前一类多
，
但为数也不算太少

，
例如

�

�� �夏侯胜受 《 尚书 》 于狱中，
又岂得本子

，
只被他读得透彻

，
后来著述

，
诸公皆以

闻名
�

�《 朱子语类
·

大学一 》 �

�� �来这里被他骂得我百节酸痛…… �元杂剧 《 诈妮子调风月 ��第三折 �
�� �被薛家五虎追杀数十里

，
唐兵十表八九

�

�《 大唐秦王词话 》 四十七回 �
以上用例

，
例 �� �中的

“

被
，
大致是表示原因的

，

其他两例可分为两类
�

例 �� �句

中的受事包含在补语中
，
也就是主谓短语补语中的主 语

�

例 �� �中 的 受 事 �直接 或 间

接 �
，
则是后一分句中的主语

�

�
� “

被�把 �将 �字句
”

式

这样的用例比较多见
，
例如

�

�� �不然
，
被人将愉石来唤作黄金

，
辨认不过

，
便生疑惑

�

�《 上蔡语录 》 卷上 �
�� �常氏将饭食送往田间

，
在中路忽被大风将常氏吹过隔岸龙归村

，
为一 巨蛇将常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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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住
。

�《 五代史平话 》周上 �
�� �我是卢俊义

，
被贼反将我行李都抢去了

�

�明杂剧 《 梁山七虎闹铜台 》 �
例 �� �后半段中用

“
为

” ，
意思和作用与

“

被
”

完全相同
�

在所有这类句子中
，
受事者都是

“

把 �将 �
”
的宾语

。

�
� “

被�施事�单动
”
式

这里的
“

单动
” ，

是指排除了宾语
、

补语等单个动词构成的谓语
，

这样的用例不多
，
谓

语动词的选择范围也极窄
，
最多见的是

“
走

”
字

�

例如
�

�� �万一被他走了
，
可不输了我梁山泊上的气概

。

�元杂剧 《 李遴负荆 》 第四折 �
����那鬼王直冲九天上去

�

不见来赶
，
暗忖道

� “

这番被我走了
” 。

�《 杨 家 府 演
义 》 卷七 �

�
� “

被�施事�述�宾�施事
”
式

这里的两个
“

施事
”
所指相同

，
但是形式不 同

，
前者是人称代词

，
而后者则为具体的称

呼或称名
。

这类句子含有较强的倾诉
、

感叹色彩
，
用例也较少

，
似乎仅见于元 杂 剧 中

�

例

如
�

����子被你闪杀我也张孝友生 �元杂剧 《 公孙汗衫记 》 第四折 �

����不争你杀了他楚使命
，
则被你送了我也汉随和， �元杂剧 《 汉高祖灌足气英布 》

第一折 �

实际上
，
这样的形式可 以看成是下面的形式的转换

�

��� �大嫂
，
直被你痛杀我也� �元杂剧 《 货郎担 》 第一折 �

此句
“

大嫂
，
如果后移

，
就与前两个用例相同了

�

�
� “

被�施事�复杂谓语式

这类用例比较多
�

就
“
被

”
与复杂谓语的关系等进行分析

，
可以把所有的用例分为三小

类
�

第一类的用例如
�

��� �自此被鲁智深要行便行
，
要歇便歇

，
那里敢扭他� �《 水浒传 》 第九回 �

����正不从时
，
又被他做媒的做媒

，
保案的保案

，
主婚的主婚

，
我立誓不肯

。

�《 西
游记 》 六十三回 �

����今主上来此
，
仅有五十骑 自随

，
莫是被潞王继位后

，
废了主上

，
驱迫来此

，
亦未

可知
。

�《 五代史平话 》 汉上 �
这类用例中

， “

被
”
与多项谓语中的每一项都发生关系

，
其中前两例谓语结构相 同

，
形

式整齐
，
表意上则有较强的铺陈意味

，
后一例中谓语形式上不拘一格

，
意思上递相承接

，
不

具有前两例那样的铺陈意味
�

第二类的用例如
�

����四位在那里吃酒
，
被杨温拿一条棒

，

突入庄去
，
就草厅上

，
将手中棒觑着杨达

，

劈面一棒
�

�话本 《 杨温拦路虎记 》 �
����我与师父只走到十字街彩楼之下

，
可可的被当朝公主抛绣球打中了师父

。

�《 西

游记 》 九十三回 �
�

这类句子中的
“

被
口

只与几个谓语中的最后一个发生关系
，
除了这最后一个谓语外

，
其

� ����



他的谓语大致只起一个修饰
、

限制或补充的作用
，
如例 ����

，
主要的表意结构是

“

被当朝

公主打中了师父
” ，

而
“

抛绣球
，
则只是在情境

、

方式等方面限制和补充 了
“

打
”
的外延和

内涵
。

第三类用例如
�

�
�

�� �被谁家
，
数声管弦

，
惊何好梦难省

。

�宋无名氏 《 摸鱼儿 》 �
��� �倒被他笑我空有钱

，
无个好媳妇

。

�元杂剧 《 秋胡戏妻 》 第二折 �
这样的用例

，
谓语部分是一个兼语式一 如例 ��� �可以分析为

�

惊回好 梦—好 梦 难

省
， ，

而例 ��� �则是
“

笑我—我空有钱
，
无个好媳妇

”
此例后半段既是

“

笑
”
�嘲笑

、

耻笑 �的内容
，
又是引发

“
笑

，
的原因

。

句中的兼语
，
是全句的受事

。

二
、

被字句�的表惫类型

总的看来
，
被字句�的表意比被字句 �更加丰富

，
如果细加区分

，
则主要有以下四种类

型
。

�
�

表示不幸或不如意的意味

很多被字句 �的用例也能表达这样的意味
，

这一点
，
许多人都已论及

�

而在被字句 �中
，

含有这种意味的用例也相当多
，
我们曾对搜集到的���个被字句 �的用例进行统计

，
结 果 发

现有���个句子有这种意味
，
占统计用例总数的��

�

�帕强
。

在被字句 �中
，
不幸或不如意的意味的针对情况比较复杂

，
至少可 以分为以下四类

�

第一类
，
针对受事者

，
即谓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对受事者来说是一种不幸或不如意

的遭遇或经历
，
而受事者在句中是以宾语的形式出现的

，
它们都是指人的名词

�

例如
�

一

���忽被一阵妖风
，
吹向栏干上挂住姐己

，
被殷交捉住姐己

，
拥见太公

�

�《 武王伐

封平话 》 卷下 � 一
在

“
被�

一把 �将 �
· ” … 句中

，
针对的则是

“

把 �将 �
”
的宾语

，
例如

�

�� �郭威待至三更后
，
被郭威将阿里罕杀了

�

�《 五代史平话 》 周上 �
第二类

，
针对叙述 �说话 �者或

“

叙述主人公
”
即作者

，
句中叙述的事实对他们来说是

不幸或不如意
�

这样的用例最多
，
例如

�

�� �是夜
，
被耿靠劫了高祖寨

�

�《 前汉书平话 》 卷中 �
这类句子中

，
受事者都是指事物的名词

�

第三类
，
前两类的重合

�

当受事者是指人的名词时
，
不少句子中不幸或不如意的意味的

针对者既可以看成是受事者
，
也可以认为是叙述者

，
或者干脆可 以看成是同时针对 这 两 者

的
。

例如
�

�� �如今被殷交坏了三员将也
�

�《 武王伐封平话 》 卷下 �
第四类

，
针对出现于句中的其他对象

。

这样的用例不算太多
，
例如

�

�� �又被方员外分付尽一襄阳府开茶坊底行院
，
这陶铁僧没经纪

，
无讨饭吃处

。

�话

本 《 万秀娘报仇山亭儿 》 �
�� �辽兵不防单骑杀来

，
被七郎走出谷 口去了

�

���杨家府演义 》 卷二 �
例 �� �针对的是

“

陶铁僧
” ，

例 �� �针对的是
“

辽兵
” 。

� ����



就绝大多数的用例来看
， “

被
”
的使用

，
这样的意思的表达必须依赖句中谓语动词在意

义上的配合
，
即只有当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具有使某一对象遭受不幸或不如意 �直接或间

接 �的意义时
， “

被
”
在这类句子中的运用才成为可能

，
如前边例句中的

“

坏
，
等

，
都是这

样的动词
。

有些
“

中性
”
的动词

，
因为带上了某些修饰限制语或其他连带成分

，
因而 也 有 了

“

消

极
”
的意味

，
所 以也可 以与

“

被
”
配合使用了

，
例如

�

�� �礼数过当
，
被人不答

，
岂不为耻� �《 朱子语类

·

论语四 》 �
也有的句子

，
不幸或不如意的意味由句意而生

，
这一点也就成了

“
被

，
字运用的条件

，

上引例 �� ��� �大致都属于这一类
�

比如例 �� �
“

七郎走出谷 口去了
，
本是单纯的行

动
，
没有什么情感的因素和色彩

，
但这一行动对于辽兵来说

，
却无疑是不如意乃至 于 不 幸

的
，
而这就是整个句子所表达的意思

�

�
�

表示
“

中性
”
意味

这里的
“

中性
” ，

是与前一类相对而言的
，
即指无所谓幸与不幸

、

如意还是不如意
�

在

我们统计的���个用例中
，
有此意味的共��例

，
占总数的�

�

�肠强
。

例如
�

�� �想见当时被管仲做出这事来
�

�《 朱子语类
·

孟子四 》 �
�� �被姜尚推一大石坠岸

，
如人落水之声

�

�《 武王伐封平话 》 卷中 �
有的句子中的谓语动词有使受事者遭受不幸的意味

，
但全句却并无这种意味

，
因而也是

“
中性

”
的

，
例如

�

����晃宋二人笑道
� “

被你杀了四个猛虎
，
今日山寨里又添得两个活虎上山

，
正宜作

庆� ’
�《 水浒传 》 四十四回 �

此例及上引各例的出现
，
可能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理由

，
大概唯一的解释是

，
语言是丰富

多彩的
，
而它本身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
因此

，
主流分出了支流

，

某一形式在主要的用法和

意义之外又产生了不同乃至于相反的用法和意义
，
都是非常自然的

。

�
�

表示原因

前边第一节在谈到
“

只被他读得透彻
”
一例时

，
我们曾经说过

， 一

句中 的
“

被
”
是 表 示

原因的
，
其实

，
从古到今

， “

被
”
从来就不是一个表示原因的介词

，
但是

，
我们也 确 实 看

到
，
在近代汉语一些被字句 �的用例中

， “

被
”
在表示不幸

、

不如意的意味的 同 时
，
兼 有

揭示原因的作用
，
甚至在后来的一些用例中

，
前一意味已不甚明显

，
而后一作用却 比 较 突

出
。

在前边提到的���个用例中
，
可 以认定是兼表原因或主要表示原因的有��例

，
约 占 总 数

的�
�

�肠
。

以下就是这样的用例
�

����哀矜
，
谓如有一般大奸大恶

，
方欲治之

，
被他哀鸣恳告

，
却便恕之

。

�《 朱 子语

类
·

大学三 》 �
此例中

，
对

“

被他哀鸣恳告
”
的人甚至于叙述者来说

，
这首先是一件不如意的事情

，

但

对
“

却便恕之
”
而言

， “

被他哀鸣恳告
”
却成了原因

，
这样

，
句子本身就赋予了

“

被
，
字些

许
“
因

”
的意义和作用

。

�
�

表示夸饰

�����



在有的句子中
， “

被
’
的使用

，
主要是帮助表达一种夸饰或突出的意味

，
但这样的用例

不多
，
在我们的统计范围内

，
只见到��例

，
约占总数的�

�

�肠
�

例如
�

����人都贪财好色
，
都重生死

，
却被他不贪财

，
不好色

，
不重生死

，
这般处也

，
可以

降服得鬼神
。

�《 朱子语类
·

论语二十九 》 �
�����老残 �想道

�

今 日亲又见了一个酷吏
，

却被一封书便救活了两条人命
，
比吃了

人参果心里还快活里 �《 老残游记 》 第十七回 �
这类句子有一个共同点

�

谓语动词都不含
“

消极
，
意味

，
亦即不表示使受事者遭遇不幸

或不如意的意义
。

许多
“

被
，
字句 �被字句 �

、

被字句 ��
，
在表示不幸

、

不如意以外
，
往往还兼有

‘
意

外
，
的意味

，
这其实很好理解

�

不幸或不如意的事情大都是意外发生的
。

比如下边这句话
�

��� �到得三更
，
被一伙强盗却入店来

�

�话本 ��杨温拦路虎记 》 �
这句话中

，
意外和不幸的意味就是重合的

。

我们认为
，
上述第四类意义

，
正是由一般

“
被

，
字句的

“
意外

”
意味而来的� 正因为是

意外的
，

所 以在表述时才要夸饰
、

突出
，
由此形成了这样一类

�

此外
，
还有一些句子

，
在表示不幸

、

不如意的同时
，
往往也兼有一定的夸 饰 意 味

，
例

如
�

����俺的妻
，
则被你想杀我也� �明杂剧 《 金翠寒衣记 》 �

我们把这样的句子归入了第一类
�

三
、

被字句 �与被字句 �的区别

两种类型的
“

被
，
字句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表意上都有一些区别

�

�

� 形式上的区别
�

形式上最主要的区别有以下两点
�

第一
，
被字句 �是 以无主句的形式出现的

，
对绝大多数的用例来说

，
我们很难甚至于根

本就无法补出一个主语来
，
而被字句 �则都是主谓句

，
它的主语有时虽然可以省略

，
但却可

以十分容易地补出
。

第二
，
被字句 �形式多样

，
结构比被字句 �复杂

�

例如
�

�� �却被刘邪将五千军在河曲田地里藏伏了
，
四面鼓噪

，
围了晋王数重

。

�《 五代史

平话 》 卷上 �
这句可 以简缩为

“

却被刘部围了晋王数重
” ，

如果是这样的形式
，
尚可 以转换为

“

晋王

却被刘寻挤围了数重
” ，

但是
，
由于原句中还有

“

将五千军在河曲田地里藏伏
，
四面鼓噪

” ，

而这些成分是无法插进被字句 �的
“

被
”

与谓语动词之间的
，
因此

，

这句话就无法转换成字

句 �
。

被字句 �中
，
谓语部分常采取多项并列的形式

，
比出现于被字句 �中的复杂

�

例如
�

�� �被两个道童
，
一条索子先缚了班犬

，
后缚了红衫女

�

�话 本 《 崔 衙 内 百 鹤 招

妖 》 �
�� �被他把佛像推倒垫坐

，
木植搬来烧火

�

�《 西游记 》 七十七回 �
这样的句子

，
因为涉及到不止一个动作和不止一个受事者

，
所以无法直接转换成被字句

“ ����



�
，
如果要转换的话

，
就只好让每个受事者都做主语

，
形成一个个并列的被字句 �

，
而这样

的表达
，
会使人感到笨拙而又拘泥

�

这样一比较
，
我们还可 以看到

，
这类被字句�的结构形式虽比被字句 �复杂

，
但就其表

意和句子的容量而言
，
却仍不失为一种用比较简单的形式表达比较复杂的内容的句子形式

，

这一点
，
应该说也是被字句 �的一个特点

。

有些被字句 �中
，
多项谓语不是并列的

，
它们所表达的动作行为前后相接

，
连贯而下

�

例如
�

�� �吃那朱友裕张着那弓
，
放着个箭

，
箭到处

，
那白兔死倒在地

�

�《 五代史平话 �
梁上 �

这一句也无法转换成被字句 �
�

此外
，
像下边的形式

，
也是被字句�中所独有的

�

�� �官校挥拳卷袖
，
正要动手

，
被程咬金转身从外就跑

，
跑得快

，
脊背上也 着 了 几

棍
。

�《 大唐秦王词话 》 五十七回 �
�

�

表意上的区别

两种句子在表意上的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
，
最主要的表现有 以下两点

�

第一
，
句中谓语动词的语意指向不完全相同

�

在被字句 �中
，
谓语动词是针对 受 事 者

�主语 �而发出的动作行为
，
而在被字句 �中

，
更多的用例却并非如此

�

在我们考察
、

统计

的���个用例中
，
谓语动 词 直 接 指 向 受 事 者 �包括 宾 语

、 “

被 ”
一把�将

·
� �

· ，
句 中

“

把�将
”
的宾语

、

由
“

得
”
引出的主谓结构补语中主 语 等 �的 有���例

，
约 占 总 数 的

��
�

�肠
，
而在另外的����例中

，
则指向其他的对象

，
如叙述者等

�

第二
，
表意范围不完全相同

。

在第二节中
，
我们谈了被字句�表意的四种类型

，
其中表

示原因和夸饰两类
，
是此类句子所独有的

，
不见于被字句 �中

�

仅就这一点来看
，
被字句 �

的表意范围就要比被字句 �大一些
。

除此之外
，

某些具体意思的表达
，
也有范围的不 同

�

比如
，
被字句 �通常只用于叙述已

然事实
，
几乎不用于其他的方面

，
相对来说

，
被字句 �的适用面则要广一些

，
所以

，
以下的

用例就仅见于被字句 �中
�

�� �被他欲夺子童为妻
�

���前汉书平话 》 卷上 �
�� �被黄飞虎出阵

，
用大刀便劈封王

�

�《 武王伐封平话 》 卷下 �
这两例一表意欲

，
一表将然

，
都是尚未发生的事情

�

四
、

被字句 �的演变轨迹

早在南北朝以前
，
就出现了下边这样的用例

�

�� �墓上人皆笑之
，
被石酒气冲入鼻中

，
亦各醉卧三月

�

�《 搜神记 》 卷十九 �
�� �如彼愚人

，
被他打头

。

�《 百喻经
·

以梨打破头喻 》 �
以上二例中

，
虽然各有受事主语

，
但是宾语

“

鼻中
”
和

“

头
”
也都是谓语动词 的 受 事

者
，
因而也可 以理解为

“

鼻中被石酒气冲入
”
和

“

头被他打
” ，

而如果仅就句子的后一部分

来看
，
与我们讨论的被字句 �是相同的

�

我们认为
，
真正的被字句 �就是由此而产生的

�

� ����



在这样的用例中
，
有些句首受事与后边谓语部分的结合并不紧密

，
比如以下这一例

，

��
一

�蒋子文者
，
广阳人也

·

一
‘
逐贼至山下

，
被贼击伤额

�

��
一

太平广记 》 卷���
一 “
蒋

虫
”
条引 《 搜神记 》

�

此例转引自董志翘 《 中世汉语的三类特 殊 句 式 》 ， 《 中 国 语 文 》
����

�

�
，
董氏称这样的句首受事为

“

间接受事
， 。

�

在不断的运用和发展中
，
句首受事者的位置极有可能出现空缺

，
一旦空缺

，
被字句 �的

形式就出现了
�

总的看来
，
被字句 �的发展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
即唐宋

，

元明和清代
。

�
�

唐宋时期

此期句中各成分相对还比较简单
，
特别是较复杂的补语和多项谓语的用 例

，
还 比 较 少

见
，
有的类型尚未产生

，
比如以下的用例就不见于此期

�

����雄信 �急切拔不出剑来
，
又被秦主纵马走在活路里去了

�

�《 大唐秦主词话 》

三十六回 �

���子被你闪杀我也张孝友� �元杂剧 《 公孙汗衫记 》第四折 �
�

�

元明时期

此期被字句 �的用例最多
，
也最复杂

，
我们前边讨论过的各种类型的句子在此期都有用

例
。

此期最主要的发展变化有以下几点
�

第一
，
补语复杂化

。

比如出现了由
“

得
”
引出的主谓结构补语

，
这样的用例前边举过

，

再如
�

�� �则被这枷扭得我左侧右偏
，
人拥得我前合后僵

。

�元杂剧 《 窦娥冤 》第三折 �
第二

，
谓语复杂化

，
主要是多项谓语 �并列

、

顺承等 �的较多运用
�

�� �被契丹大军当晋之前
，
密地遣其将萧翰帅百余骑出晋军之后

，
断晋粮道及归路

�

�《 五代史平话 》晋下 �
第三

，
产生了新的形式

�

比如前边 �� ����例
，
均为产生于此期的新形式

�

第四
，
某些用例范围扩大

。

比如
“

被
· ·

一把 �将 �…… ”
句

，
虽然产生于前一时期的宋

代
，
但是用例并不多

，
而在此期则大量运用

�
再 比如

， “

被
”
表示原因的用例

，
也以此期特

别是明代最多
。

�
�

清代

清代以后
，
被字句 �用例的数量和种类都大大减少

，
在 《 老残游记 》 等比较

“

文
”

一些

的作品中
，
用例还稍多

，
而在 《 儿女英雄传 》 等中，

用例则少而又少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