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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哨兵的《现代汉语被动标记研究》，突出地感到有三个方面的长处。
　　第一，本书有相当好的结构安排，有效地显示了内容的丰满厚实。
　　书的导言部分，作者重点检察既往研究的有关成果，检讨其不足，从而确定自己的研究出发点、
所用方法与预期目标。
正文共九章。
第一章带有通论性质，从认知的角度分析现代汉语的一些特定被标和可能被标。
首先讨论被动原型，并以此为基础对被动观念的图式进行预测，预测线索涉及“面——向（点）——
线——合——感”各个侧面；接着对相关被标和可能被标的被动图式做个案分析，认为至少可以立出
“上下、前后、路径、密合”四种图式来显示现代汉语中的被动观念框架；再接着分析不同被动图式
彼此之间的共性、关系与差异。
第二章至第八章，分别讨论特定被标“给”、特定被标“让”、特定被标“着”、可能被标“经（过
）”、可能被标“在⋯⋯下”、可能被标“用来”和可能被标“值得”。
论述中，作者提出了不少富于个性化的见解。
比如关于特定被标“让”，书中不仅进行历时考察，从角色与地位、行让与言让、诱转与类推不同的
角度论证其出现的语义动因、语用动因和结构动因，而且对此被标的共时势态进行考察，分析其跨区
串片、通滞不均、共存难专、口书两存的使用状况，还将此被标与其他相关的被标进行比较，说明此
被标的使用在空间、时间认知框架中的表现。
书的第九章是结语，表明作者的总体认识。
总的说来，全书结构的铺展，内容的阐发，都给人以步步逼进、层层加深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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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汉语被动标记研究（语言文学类）》的研究对象是现代汉语中的被动标记，除开导言外共
有九章，第一章 带有通论性质，对现代汉语的被动标记进行认知分析。
中间七章对现代汉语的七个被动标记进行个案研究：第二章 至第四章 研究三个特定被标，分别是“
给”、“让”、“着”；第五章 至第八章 研究四个可能被标，分别是“经（过）”、“在⋯⋯下”
、“用来”、“值得”。
第九章 带有总结性质，重点讨论被动观念与语言表现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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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导言一 被动句标式研究概观二 被动句标记研究的检讨三 本书的研究第一章 被动标记的认知分析第
一节 被动原型和图式预测一 被动原型二 图式预测第二节 被动图式的个案分析一 上下图式二 前后图式
三 路径图式四 密合图式第三节 余论一 不同图式之间的共性二 不同图式之间的关系三 同一图式内部的
差异第二章 特定被标：给第一节 基本情况第二节 比较考辨一 地域分布二 共处情况第三节 成因探析一
认知反转二 语用补分第三章 特定被标：让第一节 “让”标的历时考察一 基本情况二 动因辨察第二节 
“让”标的共时铺展一 基本情况二 跨区串片三 通滞不均四 共存难专五 口书两存第三节 比较与解释一
空间：同中存异二 时间：异中有同三 标体：单复有别第四章 特定被标：着第一节 “着”标的共时分
布一 基本情况二 跨区串片三 通滞不均四 专共不五 口语留存第二节 “着”标在宣恩话中的表现一 文
·白可分二 介·动有别三 施为者不省第三节 “着”标的历时分布一 唐宋时用“著”二 元时用“着”
三 明时用“着”四 清时用“着”第四节 “着”标意义衍推的两条路径一 路径A：源于遭受义的“着
”标衍推二 路径B：源于使役义的“着”标衍推第五节 “着”与相关被标的共时叠变一 “着”与相关
被标的共存数目二 “着”与相关被标的叠变类型三 “着”与相关被标的共现成因第五章 可能被标：
经（过）第一节 “经过+VP”结构的分析一 双重受动特性二 施受选择不平衡第二节 “经+VP”结构
的分析一 表现形式可变二 受动始发特性第三节 比较：语用势能的格、力、量一 格：语体风格上的差
异二 力：施为力上的差异三 量：启因量上的差异第六章 可能被标：在下第一节 受动格局与受事分布
一 受动格局二 受事分布第二节 始发与现存一 事件始发二 事件现存第三节 动因辨察一 历时条件二 框
架蕴含三 动性显化四 语际诱发第七章 可能被标：用来第一节 “用来”和“用来”一 “用来”的使用
二 “用”、“来”和“用来”第二节 “用来”成立的动因一 视点转移二 关系调整三 事件切分四 施为
者缺位第三节 与其他相关形式的比较一 显性和隐性二 定向和定点三 强式和弱式四 他指和自指五 余论
：“用来”与“被”、“把”的共现第八章 可能被标：值得第一节 基本情况一 “值得”结构的肯定
形式二 “值得”结构的否定形式第二节 动因辨察一 语义与结构的历时衍推二 语用主观的共时驱动第
三节 与相关形式的比较一 “值得”——“记得”类的比较二 “值得”——“吃得”类的比较第九章 
结语第一节 被动观念的形成条件一 客体凸显能力二 因果推论能力第二节 被动观念的选择使用一 选择
的三个层次二 事件与被动观念三 句子与被动观念四 语种与被动观念第三节 被动观念的标现级度一 A1
级度：强标一受动者凸显二 A2级度：强标一施受分显三 A3级度：次强标一受果旁显四 A4级度：次强
标一受弱果隐五 B1级度：弱标一受动者凸显六 B2级度：弱标一受动者弱显附录：现代汉语各方言区
片点被动标记辑例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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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然，我们进行如上诸端链接式研究的罗列并不意味着能够在本书研究中毕其功于一役，实际上
这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考虑选择一定量的被动标记做一些个案研究，实践下来，或许能对现代汉
语被动句的标式研究工作有所推动。
　　（三）观察、描写与解释　　可以肯定的情况是，现代汉语的被动标记种类繁多，根据我们在（
一）的开头列举出的通标或个标，少则四五种，多则数十种，这些大都可以从现代汉语通论性著作或
者教材中寻见。
除此之外，如前所述，各种可以标现被动观念的词语或者格式有的也可能或可以看成一种被动标记。
还有现代汉语各方言区片点中的被动标记，给人的感觉更是琳琅满目。
既往的被动句的标式方面被动标记的研究，既有重在描写的成果，也有对相关被标何以如此进行解释
的探索。
当然，语法研究强调的三个充分：观察充分、描写充分、解释充分，都还有若干工作要做。
观察或有死角已见前述，随着而来的重通标轻个标必然也会影响到描写充分。
对于被动标记解释充分的检讨，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解释点：既往的被动句的标式研究中
，人们更看重的是对被动格式（句式）何以如此的解释，详细地探讨了一个被动格式（句式）的来源
，标记本身没有成为解释的重点，现在看来，被动标记本身也应该是一个解释的重点；　　解释面：
由于对被动标记的偏爱与偏废，有的标记获得的解释多一些，如“被”，有的标记获得的解释就少一
些，如“叫、教、给”，有的几乎没有获得何以如此的解释，如“让”。
至于方言研究中的被动标记，也多是处于一种被列举的状态，有时也与其他方言和普通话做一下简单
的对比，至于我们提及的可能充当被动标记的一些对象，则更没有给予解释的机会，现在有必要在更
大的范围内对相关的被动标记进行解释；　　解释的角度：既往对被动标记本身的关注解释更多的只
是局限于对其词汇的语义来源进行的例说，对一个被动标记由何衍推而来的具体路径常常缺乏系统的
论证。
同时，随着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等语言学学科的发展，新的解释方法、研究角度有必要被利用起
来对被动标记进行更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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