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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现代汉语被字句研究》主要包括五方面的内容：第一章是绪论，主要对被字句的研究
现状进行了梳理，并厘清了一些基本的概念，如被动句和被字句。第二章是被字句的基
本格式，我们对被字句的五类下位句式进行了分析，归纳了其句法语义特点，并利用语
料库，进行了定量分析。第三章是被字句的成分隐现及其制约因素，通过对被字句成分
隐现状况的分析，说明被字句成分的隐现不仅是组形的问题，还受到深层的语义表达和
信息传递规律的制约。第四章是被字句与话题句的转换，讨论“被”能否去除而成功地
变为话题句，本章同样利用语料库进行了定量分析。第五章是被字的新用法，讨论了“
被××”（“被就业”“被增长”等）这类流行语的句法语义语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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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现代汉语被字句，这并非一个新题目，相反是已有成果比较多的。不过，其研究仍有清
晰化和深入化的必要，如王振来在《现代汉语被动表述立体化研究�后记》中所说，“
深入进去之后，才知道这里还有许多未开采的矿藏，虽然有的已经开采了，但还有继续
挖掘的必要。”
本书主要包括五方面的内容：第一章是绪论，主要对被字句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并
厘清了一些基本的概念，如被动句和被字句。第二章是被字句的基本格式，我们对被字
句的五类下位句式进行了分析，归纳了其句法语义特点，并利用语料库，进行了定量分
析。第三章是被字句的成分隐现及其制约因素，通过对被字句成分隐现状况的分析，说
明被字句成分的隐现不仅是组形的问题，还受到深层的语义表达和信息传递规律的制约
。第四章是被字句与话题句的转换，讨论“被”能否去除而成功地变为话题句，本章同
样利用语料库进行了定量分析。第五章是被字的新用法，讨论了“被××”（“被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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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增长”等）这类流行语的句法语义语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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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现代汉语被字句研究》：
1.2关于隐含
关于隐含（implication），吕叔湘（1979）也有一段说明：“‘你一言，我一语’，可以
在‘一言’和‘一语’前边添补‘说’或者‘来’，但不能限定是‘说’或者是‘来’
，并且实际上都不能这么说，我们就只能说这里隐含着一个‘说’或者‘来’，不能说
省略了一个‘说’或‘来’，至多只能说省略了一个动词。同样，在‘他要求参加’和
‘他要求放他走’里边，可以说‘参加’前边隐含着‘他’，‘放’前边隐含着‘别人
’，但是不能说省略了‘他’和‘别人’，因为实际上这两个词不可能出现。”据此，
张国宪（1993）指出，所谓的“隐含”，就是不能添补但在语义上暗含着某个词语，或
者可以添补但添补的词语不止一种可能的语言现象。可见，如果说省略主要是语用学的
范畴的话，隐含则主要涉及句法和语义层面。
关于省略和隐含的区别，张文进一步指出，省略和隐含都具有省略成分的确定性和省略
成分添补后结构的合法性特征，但是，省略要求两个特征共现，而对隐含而言，这两个
特征是互补关系，即或具备隐含成分的确定性，或具备隐含成分补回后结构的合法性，
二者只居其一。实际上，隐含存在既不具有隐含成分的确定性，又不具有结构合法性的
情况。比如吕叔湘先生举的例子“你一言，我一语”，就既不具有添补成分的明确性（
说？来？），又不具有添补后结构的合法性。
1.3三个世界的语法观
句法成分的隐现问题有很多人做过专门研究，但专门对被字句的成分隐现进行研究的，
还不多见。研究被字句的成分隐现有一定的意义，比如：1）被字句成分的消隐对被字句
组形与意义表达有什么影响72）被字句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省略成分，在什么情况下不能
省略成分，这中间的规律，受什么因素的制约？本章拟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被字句中，包含A、B、被和VP四个可能消隐的成分，对于它们的隐现规律，我们从句
子语息表达的角度进行切人。选择这种角度，是出于我们对“三个世界”语法研究，尤
其是其中前人工作做得较少的传息语法研究的学术追求（萧国政，2001）。
“三个世界”的语法研究，主张语法研究应从组形、释义、传息三个方面来进行，语法
这三个方面的规律就构成了语法的“三个世界”，这三个世界是各自独立却又相互联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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