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漢語中的古代漢語「手遺」現象

一一以便動式為例

刁晏斌

遼寧師範大學中文系

「近代漢語J 這一稱名，提出的時間並不很長，黎錦熙先生在1927年發表《中國近代

漢語研究一提草動〉一文，並~吹年在北京師範大學開設了「近代語研究J選修課; 1947年，

呂叔湘先生在《國文月刊》上發表了n這J r哥們考原》一文，正式使用了「近代漢語」這一

名稱。然而，這一名稱比較廣泛的使用，則是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

「近代漢語」中的「近代」與「中國近代史」中的「近代」有完全不同的含義，它們所指

稱的時間範闡可以說是大相徑庭的。那麼， r近代漢語」中的「近代」所指為何，或者說，

「近代漢語」的上下限應確定在哪呢?目前，人們較多提到和比較普遍接受的一種意見

是，所謂「近代漢語J '就是指唐代到清代初年這個歷史時期的漢語。 l

長期以來，在近代漢語句法的研究中，人們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以下兩種現象上

面:一是近代漢語中新產生的句于形式，如「把」字句等;二是那些雖然產生在古代漢語

中，但是在近代漢語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的句于形式，如「被」字句等，以上兩個方面，

雖然應該成為近代漢語句法研究的主流和主要內容，但卻不應該是它的全部，隨著研究

的不斷深入和研究範圍的不斷拓展，另外一些現象必然會進入我們的視野，並進而成為

新的研究對象，這就是近代漢語中的古代漢語「辛遺」現象。

我們所說的近代漢語中的古代漢語手遺現象，指的是那些在古代漢語中產生並且大

量運用，但是沿用到近代漢語中卻明顯萎縮的現象，它們的使用範閻明顯縮小，使用頻

率也大幅度降低 3 所以我們才以「辛遺」稱之。

在近代漢語中，古代漢語的辛遺現象是比較普遍地存在的，在詞匯和語法方面都是

如此。即以句法方面而盲，如古代漢語中的使動用法、意動用法、為動用法，以及某些

省略、移位等，在近代漢語中都有辛遣，而其中有不少還一直沿續到近代漢語中。

l 參見張永綿《近代漢語概要þl頁，洛陽出版社1989年 II月第l版。這是蔣紹愚先生的觀點，見《近代漢語研

究概沒Þ 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 II月第l版。此外，還有其他一些略有不同的觀點，參見袁賓《近代

漢語概論》卜6頁，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第 I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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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古代漢語中最為常見的使動式為例，對上述辛遺現象作一討論。

從總體上看，辛遺現象是在原有的基礎上有所萎縮，其具體表現除了上邊提到的範

圍縮小和頓率降低外，還有某些小類的消失等。但是，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

面，在長期的流傳和使用中，原有形式本身也會產生某些發展變化，並進而造成某些新

的形式。

使動式在近代漢語中的使用情況就是如此。

一、沿用原有形式

古代漢語中的使動用法，表達的是「使賓動」的意思，即主語使賓語發出述語所表示

的動作或行為，或者是具有述語所表示的性質狀態，它的述語(可稱為「使動詞J) 幾乎都

是單音節祠，經常由動詞和影容詞充當，另外也有用名詞的，但是較少。保留在近代漢

語中的使動用法，只有由動詞和影容詞充當述語的用例，以下我們分別來訣。

1.動詞使動式

古代漢語中，用於使動式中的可以是及物動祠，也可以是不及物動詞，前者較少，

後者很多，而在近代漢語中，使動式中所用的都是不及物動詞，但是用例不太多。例

如:

(1 )蕃家了箭為上，射雕落雁，供養夫役。(韓擒虎話本)

按?此例的「落雁」意即「使雁落J '也就是「射落J '以下各例均可作如是觀。

(2) 能療藥不能痊損，累日連宵，受諸大苦。(驢山速公話)

(3) 石霜雖有殺人之刀，且無活人之劍，岩頭亦有殺人之刀，亦有括人之劍。(祖

堂集.岩頭和尚)

(性ω4ω) 淨所為，直是英俊，論硬直?最最』怕人。(張協狀元)

2 

造樣的用例最多，例如:

(5) 迷人唸佛生彼，悟者自淨其心。(六祖壇經)

按， ["淨其心」也就是「使其心淨J '以下各例也都如此。

(6) 但臣妾一遍梳裝，須飲此酒一盞，一為軟髮?三要~T顏。(韓擒虎話本)

(7) 須是大其心，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腳須得。(河南程氏遺書﹒卷

二上)

(8) 此非務廣土地，本為邊州及天德、雲內地分，若不屯守肪把，夏人定來出沒。

(燕雲奉使錄)

(9) 夫子說古時大學教人的方法，當先用功夫明那自己光明之德。(魯齋遺書﹒大

學宜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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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拾來的糞將來，樞著些火熱手腳。(老乞大)

以上用例與古代漢語幾無二致，其中有的使動詞也用於古代漢語中，如例 (8) 的

「廣」等。這樣的形式，是古代影式的直接沿用，它反映了近代漢語對古代漢語

直接繼承的一面。

二、在原有形式的基礎上有所變化

1.使用雙音節使動詞

前邊提到，古代漢語中的使動詞幾乎都是單音節的，而在近代漢語中，隨著雙音詞

使用頻率的提高，雙音節的使動詞也就比較多見了。

[1]雙音節動詞

(11) 葉淨能移山覆海，變動乾坤，制約宇宙。(葉淨能詩)

( 12) 其廣邀歲幣，聾吉巡邊，皆所以疑懼朝廷而自防也。(茅齋自敘)

(1 3) 小行者去買菜至午不回，法師日: r煩惱我心...... J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上)

( 14) 到那襄便早時也好，咱們歇息頭口。(老乞大)

(2) 雙音節形容詞

這樣的用例相對較多，例如:

( 15) 此乃混沌法律，顛倒禮儀。(伍于胥變文)

( 16) 枯稿其心，全與物不接，卻使此理自現，萬無是事。(朱子語類﹒總訓門人)

(1 7) 是個破敗家私鐵掃帝，沒些兒發旺夫家處。(元雜劇詐蛇子調風月)

( 18) 若要端正自家的心，必先誠實那心之所發處。(魯齋遺書﹒大學直講)

雙音節使動詞的用例還有一些，其中有些還帶有別的附加成分?我們在後邊還要舉

一些這樣的用例。

2.使用「動(形)+附加成分」使動詞

古代漢語中，使動詞與其賓語總是緊密結合，中間一般不能插進其他成分，而在近

代漢語中 3 這樣的用例卻時能見到，我們根據附加成分的不同，分別來訣。

(1)1動+卻」式

(19) 奉霸王巡營，營內並無動靜，今擬散卻兵馬各歸營幕。(漢將王陵變)

(20) 耐遮賊，臨陣交鋒，識認親情，壤卻阿奴社哩。(韓擒虎話本)

這樣的用例不多，因為表示動作完成的「卻」多用於唐及唐以前，到宋代，基本上就

讓位於「了」了，所以，下一類即「動(;:位)+了」的用例更多一些。

(2)1動(形)+了」式

(21) 似憑統領底人敗了軍國大計，汝家有甚賞罰? (茅齋自敘)

(22) 家住應州金城縣，為罹亂傷殘了土田。(劉知遠諸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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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病了我腿，折了我于，天蜴我這幾般歹徵候?尚

兀自不肯休。(關漢卿﹒不服老)

的) ["動(形) +得J 式

這裹的「得J是表示可能的。

(24) 臣能止得吳兵，不須寸兵尺劍。(伍子胥變文)

(25)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胸，便可見。(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

(4) ["動(彤) +著J 式

這裹的「著J是表示動作或狀態持續的。

(26) 道夫辭拜還侍，更破著脊梁骨。(朱子語類﹒訓門人)

(27) 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裹，且要闊著心胸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同上)

(5) ["動(形) +補J 式

這大概是最具近代漢語特點和口語色彩的一類使動式了，它出現得比較早，如《古

詩十九首》中就有「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的句子，不過，大約到元代和元代以後，

這樣的形式才比較多見，而所用的補語，主要就是一個表示程度極高的「殺」。

教母)

(28) 寒時寒殺闇梨，熱時熱殺聞梨。(虛堂和尚語錄 喜興府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29) 負心人，窮劉大......日往日來，煩惱殺我。(劉知遠諸宮調)

(30) 棄了個小冤家，淒涼殺他，存得個老尊堂，快活殺我。(元雜劇-小孫屠焚兒

以下一例補語用的是「死J '意思與「殺J 相同:

(31)你說都是白銀，這的人成銀，只與我二雨，沒利錢，虧死我也。(樸通事)

這樣的用例，理解時要按「使賓語動(形) +補」來進行，如例 (29) ["煩惱殺我J 即「使

我煩惱殺卜亦即「使我煩惱死(了) J 。

這類句子幾乎都用於表示不希望有的動作行為或性質狀態，像例 (30) 中的「快活」只

是極個別的用例。就表達特點來說，它們大都有強調或誇飾的意味，這當然與表示程度

達到極點的「毅(死) J 的使用是分不開的。

我們把以下一例也歸入此類:

(32) 自從我兒鎖兒去了，哭的我眼睛花，塑的我肝腸斷。(朱有贖回園夢)

按，此句可以按「使我哭得眼睛花，使我塑得肝腸斷」來理解 >!W由語意關係而吉，

仍為使動式，但由形式來看，卻是一個動補式。這樣的用例始見於明代，後來逐漸增

多?直到現代漢語中，仍不失為一種有相當口語性的形式。

以上，對近代漢語中使動式的用例進行了分類介紹，以下，我們再從總體上簡單比

較一下近代和古代使動式的異同。

先看相同的方面。

二者的相同之處就在於近代漢語中那些沿用古代使動式的用例的存在，我們可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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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看作有意的「擬古J )但是也可以認為是古代的語吉形式在近代的自然再現，總之，

無論如何 9 二者都是完全一致的。

再看不同的方面。

應該說，近代漢語中的使動式與古代相比，還是異大於同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可

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1.二者的小類有所參互

這襄指的是有些使動式的小類近代有而古代無，同樣，也有相反的情況。

近代漢語中有而古代漢語中無的小類，前邊已經舉例說明了，以下，再簡單地看一

下古代漢語中有而近代漢語中無的小類。

古代漢語中 3 某些名詞可以用為使動詞，如「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

之J 0 ({史記﹒項羽本最iê})有一些及物動詞也可以用為使動詞，如「故善附民者，是乃善

用兵者也J 0 ({苟于﹒議兵})這兩類，近代漢語中都沒有。

此外，古代漢語中使動式還有省略賓語的用例，另外還有為數不多的雙賓語用例，

前者如「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J ({苟于﹒天論})後者如「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也」

({史記﹒廉頡藺相如列傳})這兩例中) r天不能貧」即「使秦負曲J (使秦國蒙受罪名) ) 

形式上「秦」和「曲」分別為「負」的兩個賓語。

這兩種形式也不見於近代漢語中。

2.二者的使用頻率有差異

總的說來，古代漢語中使動式的使用頓率比較高，而近代漢語中則相反。情況之所

以會這樣，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近代漢語中有更完備的同意形式可供選擇，這就是近代漢

語中最終產生和大量運用的「便成式」。比如) r春風又綠江南岸J )這是典型的形容詞使

動式，而在近代漢語中更多用的卻是「春風吹綠湖邊草J (高觀國《菩薩蠻}) ，這樣的使成

式不僅交代了動作的結果(這一點與使動式一樣) )而且混繪出了造成這一結果的方式(這

是使動式所無法作到的) )因而容量更大，同時也使得表達更加細密。

此外，近代漢語中大量使用的使令性兼語式(用「使、教、著」等動詞)、「把」字句、

「被」字旬和受事主語旬等，都可以，而且實際上也已經部分地取代了使動式，從而使它

的使用範圍縮小，頓率降低。

3.二者結構有差異

這一點，通過前邊的例子和敘述可以清楚地看到。總的說來，古代漢語中的使動式

比較簡單，而近代漢語使動式相對就要複賺得多，這一複雜性，集中表現在使動祠的構

成方面。

最後，我們談一下對近代漢語中的古代漢語辛遺現象進行研究的意義。

1.可以拓展近代漢語的研究範圖

關於這一點，在本文開頭已經略為談及。嚴格說來，缺了為數眾多的字遺現象，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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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漢語的研究是不全筒、不完聾的。在研究中，要不酷地放閱視野多擴大範鸝，在往意

科研究近代漢語中新產生和發生章大變化的形式的掏時，也應該對各韓三F權現象予以重

視和進行研究，權樣，輕個近代漢語的研究才能趨於全苗。

2.可以深化對踅代漢語譜法的認艷，主主使這種認攝鱷於全體

在們認為 3 從宏觀的角度來者近代漢語譜法的發展變化，應該把握以下F每個女f由?

或者說，近代漢語語法的發展變化，本身就聽該起括追樣兩個古龍:其一， r壯大j 的心 4

謹，那以古代為參照，能無到有 3 從少到多 3 能簡單對權雜的一間，時以前的研究者的

往意力大致也都集中提!lt;其二， r衰徽j 的一面，即在當代的基聽上從有到無，從多到

少，稜複雜韶相對簡單的一商 z 應該說，造一方面以前著本上是被忽略掉了。 以上帶個

方商合-，才可能構成近代漢語言費、法發廳變化能全貌?而只有把鐘兩個方商結合起來事

我們對近代漢語譜法的認識才能較深入和全商。

急，可j丟盟黨朝兌賞?漢語史的研究

我倒倍以攪動式為倒來談這一問題。

現代漢語中型有為數不步的使動式多其中有一控日盤成為接臨影式雪另有一峙的使

用獨率在此較高，前者如「美容H發面卜後者如「嚴肅紀律H豐窩文化生活j 等。漢語

史的研究，既可以由上割下，由由某一形式的最胡但用一直考察到當前，也可以出下到

上，部由當前一直追溯對最初。詞就使動式來說，無論由下到上還是由上到下，我們都

無法錯過近代漢語誼…千年的時餌，話只有對使動式在近代漢語中便用及發展變化的事

實基本清楚了，我們才能對漢語攪動式整體的發展據黨和過程容基本的撩解和掌握。使

動式是惡樣，其他許多單式也是如此。

4.是近代漢語乃至於漠語史研究進一步潔化和達到更高庸灰的樣誌

前攘攘醋，畏期以來，人們，忽略了乎還現象的存在，認把住意力集中在那將 f主要j

的方頭。我們頭測，連種局部可能讓會持續提畏的時閉，盟為近代漢語畢竟譯是一個年

輕的學軒 3 需要研究和解決的情擺擺有很多，過塞拉使得許多人一時提無暇顧及其龍的方

霞。但是，嚼著近代漢語乃至於繫個漢語史研究位本斷進入和研究水平的不聲音提高，包

括手還現象在內的以前人們很少或者被本沒有注意的問題擺早會攝入人們的視野，立主運藍

而成為穎的研究熱點?商到那時帳，我們時可以欣慰地說，我們的近代漢語和漢語史的

研究己態進入一個新的階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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