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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式是漢語語法裹的一種特殊的句法，從歷史句法的發展看，它的形式較多，

並不全以介詞「被j作為標誌。在古漢語裹，就有以「於xJ 、「為 xJ 、「見 xJ和上述幾

種形式混用等方式去表被動， I被J字句是漢朝以後逐漸發展出來的。 1 在近代文學語

言里，還出現男一個表被動的「吃J (嘆) ，潘允中〈漢語語法史概要〉十七暈〈被動式的

產生和發展〉說:

又說:

「吃」常見於元人戲曲和元明小說里，有兩種意義:一是和「被」同義，凡是用

「被」的，都可以換為「吃J( 嘆) ;二是遭受的意思'這卻不能換用「被J 0 2 

以上「吃」的兩種用法，在當時正統的文言著作里是沒有的。「吃」的來源還不清

建，很可能是當時的一種方言。 2

按〈廣韻〉入聲「迄J 韻「吃J : I語難J ;入聲「錫j 韻「嘆J : I嘆食J '表示飲食義原用

「嘆J '用「吃J是假借，現在一般用「吃」表示「食J '故下文除特別注明外，都用「吃J

字。「吃」作為表被動的介詞的這個用法，很多現代的字書辭書都有收入，如〈新華字

典H吃」的第五個義項是:

被(宋元小說戲曲里常用) : -那廝騙了。 3

又如〈現代漢語詞典H吃」的第八個義項:

被(多見於早期白話) : -他笑話。 4

對「吃」表示被動的說法，筆者一直有懷疑，最大的理由是假如近代真有這樣的一種被

動式，為甚麼到了現代完全消失，如權威的〈現代漢語八百詞〉分析了「吃J的六種用

法，皆用為動詞，而完全沒有表被動這種用法。 5 一種語言現象的完全消失不留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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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難理解的，所以「吃J的這種被動式有可能以其他方式保存在某些方言中，閩方言

中以「乞」表示被動很有獻發性。事實上近代文學作品中，有一些例子是以「乞」表示被

動的。更有例證是先用「乞」其後才改用「吃J的。袁賓的〈近代漢語概論〉說:

明代以後，吃字旬在書面上用例漸少。現代方言里，僅福州、潮州等地仍以

「乞(吃 )J作為被動介詞(據〈漢語方言詞匯)) 0 6 

袁氏看到了「吃」和「乞」的關係， 7 卻沒有指出兩者誰先誰後、誰假借誰的事實。說這

種句式保留在福州、潮州等地，不如說它保留在閩方言襄。下面以泉州話為例于，結

合一些近代文學作品的資料談談這個問題。

近年出版的大型字書〈漢語大字典〉和〈漢語大詞典〉都收「乞」字表示被動的這個義

項， 8 但〈漢語大字典〉的處理明顯的出了錯誤。按「乞J字在〈廣韻〉有去入兩讀，入聲

迄韻溪母，意為「求也J '這是最常見的「乞討」義。去聲未韻溪母，意為「與人物也」。

〈集韻〉未韻: I乞，與也。 J(左傳〉昭十六年「毋或臼奪」一甸的孔疏云: I乞之與乞，

一字也，取則入聲，與則去聲也。 J 9 I乞」讀去聲表示給與義歷代皆有用例，如杜甫

〈戲簡鄭廣丈兼星蘇司業〉詩: I賴有蘇司業，時時乞酒錢。 J 10 I乞J之所以有表被動

的用法，正是由「給與」義這個動詞虛化而成的，其情形，正和現代漢語以「給J表示被

動相同。〈漢語大字典〉的編者沒有注意到「乞」字的這種演化，而把「用同『吃』。受;

被」這個用法作為「乞」讀入聲的第五個義項，並不是放在去聲與義的項下，這是不妥

當的。而且把「受」和「被」視為相同的用法也有問題。只有詳細的考察「乞」字在近代的

用例，對「乞J表被動用法的來龍去服，才能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

初步來看， I乞、吃、嗅」表示被動在古典白話小說裹的應有幾種情形，第一種純

用「吃」或「嘆J的，這種用法的例于不難找，這襄就不引例說明了。第二種是純用「乞」

的，如〈金瓶梅詞話〉第一回:

端的不知誰家婦女，誰的妻小，後日乞何人佔用，死於何人之手? 11 

又如〈清平山堂話本) : 

那和尚猛可地乞他拌住，連忙應他: I只有佛毆上燈最明。 J((花燈轎蓮女成佛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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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怕你乞打，將包袱出首，你便招了罷。({曹伯明錯勘臟記) ) 12 

第三種情形是同一個句子，有的版本用「吃J '有的版本用「乞」。如〈水滸傳〉五十二田

的這幾個句子:

李達乞宋江央及不過，便道: r我不是怕你， ......J李遠乞宋江逼住了，只得撇

了雙斧，拜了朱全兩拜。朱仝方縷消了這口氣。

李遠說: r柴大官人因去高唐州看親叔叔柴皇城病症， ......乞我打死了殷天錫

那廝。」

戴宗答道: r去到柴大官人莊上， ......只見滿城人傳說殷天錫因爭柴皇城莊

屋，被一個黑大漢打死了。......J 13 

這是這起鍾的幾百字中出現的幾個被動式句子，上文引用的是鄭振鐸等根據明萬曆十

七年天都外臣序刻本為底本作校點整理的〈水滸全傳〉本，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被動

旬，除了用「乞」外(共三例) ，也用「被J(一例)。稍後於天都外臣序刻本的容與堂本

〈水滸傳卜除這一例仍用「乞J外，其餘兩例皆用「吃J 0 14 而其他〈水滸傳〉的版本，

如貫華堂〈第五才子書水滸傳〉等大多數的版本，這幾個「乞J字都用「嘆J或「吃J字代。

15 可見當時被動式使用的積雜情形。

第四種情形是先用「乞J '其後的整理者則改用為「吃J的。如〈清平堂話本〉有下列

幾個句子:

(1) 周氏不敢言語，乞這大娘罵了三四日。({錯認屍))

(2) 你乞何人弄了身體，這妳(奶)大了。({錯認屍))

(3) 周氏乞罵得沒奈何，只得去房襄取了麻索，還與大娘。({錯認屍) )16 

〈警世通言〉卷三十三〈喬彥傑一妾破家〉改編自〈錯認屍) ，編者把這些句子連同話本中

的「乞了一驚J ' 17 r叫你乞一場人命官司J等句子，時一律改用「嘆J (吃) ，其實編者

要是了解「乞」的用法，上述三個例旬改用「嘆」字反而是多此一舉。

四

閩南方言表被動的方式不只一種，以泉州話為例，所用的介詞有三個，分別是:

(1) (k'it5 J '本字當是「乞」。
(2) (tng24 J '本字當是「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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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o31 J / ( t'o31122 J '本字當是「互」。泉州話較少說 (ho31/22 J '用
( t'o31122 J 較多，這個詞和「傳」雙聲(只送氣有別) ，和「互」疊韻，是否

由這兩個字綜合而來，一時未能判斷，而用法則和「互」全同。

這三個表示被動的介祠，都是由動詞虛化而來的。上面第二節談到「乞」一直以來都可

以用作動詞表示給與。「傳J有「由一方交給男一方;由一代交給下一代」的意義，在閩

南方言中也有「給予J的意思。 19 r互」在閩南方言有「交付、送與」的意義， 2。這三者

在意義上有相通的地方，而表示被動正是由這個意義發展出來的。這三者在閩方言中

的差別是， r傳J和「互J仍作為動詞使用，而「乞」只是表示被動的介詞，如用作動詞，

只留下「乞討J義，如「乞食」。

比較其他方言表示被的句式，可以看到，用「被J作為表動祠的情形反而少見。如

廣州話用「昇/俾J (pei3肘，意為「給J '既是動詞又是介詞。而北方話口語襄表被動

用「教(吽)、讓」和「給J '前二者使用甚至此「被」普遍。 21 近代漢語至現代漢語用

「給」的意義表示被動可以說是一種趨勢。

因此，上面第三節引用的一些白話小說的資料，凡是「乞、吃、嘆」表被動的地

方，都用閩南話的「乞」去讀的話，便會感到文從句順，意義完滿，如讀成「吃J反而欠

通順兼費解。要解釋為甚麼會混用「乞J和「吃J '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乞」的「給與」義

比較少見，因為不知道「乞J的被動義是由這個意義發展出來的，所以就把這個字改用

有「遭受」義的「吃(噢 )'J 。三是讀音的關係， r乞」表「給與」據韻書說是讀去聲，但在閩

南話中和表「乞討」義「乞J同讀入聲，並無分別，而且表示「進食」義的詞用「食」不用

「吃J '所以「乞」、「吃J在閩南話中分別得很清楚。在入聲消失和舌根聲母額化的北

方， r乞、吃、嘆」三者音近因而在用「乞J表達被動義時，便隨便用一個音近的字記

音，因而有三者混用的情形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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