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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说话人的表述中，在变文表“客观导致”义使役式中，“致使事件”发生之后，“致使
结果”必然会成为现实。
 在变文四种语义类型的使役式中，表“客观导致”义使役式中的“致使者”对“被使者”的作用力最
强，“被使者”的“意愿性”、“自主性”在说话人的表述中是被忽略掉的，当“致使事件”发生之
后，“被使者”必然会去完成“被使事件”，因此这种使役式的致使性是最强的。
这在变文中还可以通过以下两点得到验证：（一） “致使力”表示的是一种抽象的“泛力”，它明确
标示出了“致使事件”与“被使事件”之间的“致使关系”。
因此这种使役式是一种显性致使句式。
（二）使役动词前可以出现由“必”、“须”等表示确定无疑意义的副词充当的状语，这些状语在语
义上都是指向“致使结果”的，这些状语的使用表明“致使事件”的发生一定会导致“被使事件”的
发生。
 表“主观指令”义使役式、表“明确允许”义使役式和表“消极听凭”义使役式中的“致使者”都是
“实体致使者”。
变文中这三种语义类型的使役式具有一些共同点：（一）“致使者”和“被使者”都是有生命、有意
志的人或由人组成的团体机构；（二）“致使力”都表现为某种特殊的具体的动作力；（三）“致使
力”都是“致使事件”的组成部份；（四）当“致使事件”发生之后，“被使者”不一定会使“致使
结果”成为现实。
 在由“实体致使者”构成的这三种语义类型的使役式中，句子致使性的强弱与“致使者”对“被使者
”的作用力成正比，与“被使者”的“意愿性”、“自主性”成反比。
在“表‘主观指令’义使役式）表‘明确允许’义使役式）表‘消极听凭’义使役式”这个序列中，
使役式的致使性是不断减弱的，“致使者”对“被使者”的作用力是不断减弱的，而“被使者”的“
意愿性”、“自主性”不断增强。
在表“主观指令”义使役式中， “致使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主动发出指令，它是“致使情景”
的激发者，如果没有“致使者”发出指令就不会有“被使事件”的发生，因此它对“被使者”的作用
力在这三种语义类型的使役式中是最强的。
其中的“被使者”大多会按照“致使者”的指令要求行事，从而使“致使结果”成为现实，但有时“
被使者”也会选择不执行“致使者”的指令，从而使“致使者”的愿望落空。
也就是说，“被使者”的意愿、行动在“致使情景”中是发挥了作用的，因此它的“意愿性”、“自
主性”比表“客观导致”义使役式中的“被使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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