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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最近两三年，现代汉语中出现了“被自杀”、“被自愿”这样的不含他动性的

动词进入被字结构的情况，我们称之为新型被动表达方式。本文针对这类句子考

察其句法及语用特征，以期对其受容的动因与机制进行分析和探讨，并试图通过

这一视角来观察汉语被动句的总体特征。

1．传统“被”字句的句法特征

1. 1 讨论的范围

如何界定被动句一直是有争议的。主要是对于没有标记的、如“报纸送来

了。”这类句子是否表达被动语态大家的看法各有不同。用“给 /让 /叫”等这

类标记的被动句跟用“被”字的句子相比还有很多不同，有学者称之为“准标记

被动句”，也有人把这类句子叫做“使役性被动句”。由于新型被动式都使用“被”

字标记，因此我们对没有标记和准标记的被动句暂时不涉及。先来观察被字句的

句法特征。

1. 2 形式特征

被字句的分析主要关注谓语的构成、受事的性质、施事是否出现等。如：�

1）我的电脑被弟弟弄坏了。

2）他被老张说了一顿。　　

3）我也在车上被人偷了钱包。

4）裙子被姐姐送给别人了。

新型被动表达方式受容的动因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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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种娱乐方式很快就被当地农民所接受。

从谓语的构成来说，只有少量光杆动词（如例 5）可以单独构成被动句的谓

语，而且即使是光杆动词其本身也是带有结果语义的。大部分的被动句动词后边

要有附加成分，具体说有补语（例 1、2）、名词性成分如直接宾语（也有人称之

为部分格宾语）（例 3）或间接宾语（例 4）等。从受事的性质来说，既有指物体

或事物的（例 1、4、5），也有指人的（例 2、3）。从被字结构来说，施事可以完

全省略不在被字后边出现，也可以用“人”来泛指（例 3），还可以用具体名称来

专指（例 1、2、4、5）。

除了这些典型的被字句以外，还有一些更为复杂的句子，如：

6）被他抢了头彩，你想不到吧。

7）偏偏被我遇上了这种事儿。

这两例虽然分别与“头彩被他抢了。”/“这种事儿偏偏被我遇上了。”所陈

述的事实相同，但很明显从语法结构来看主语是个空位。被字句复杂多样的形式

构成引发了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使被字句及汉语相关的被动句研究一直牵动着

学者们的视线。

1. 3 引发的问题

对谓语部分的分析引发出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样的动词能进入被字句?为什

么动词往往要带有补语等附加成分?施事的可省略使被字的属性发生混乱，因为

如果说被字是介词的话，其后必须有名词性成分出现。主语空位的被字句能不能

算被动语态也让人感到很棘手。至于如何解释被字句的语义，也众说纷纭。当然，

对被字句的疑问还远不止这些，历史语法研究、对比语法研究等不同的研究方法

也会从各自的层面提出很多问题。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被字句又出现了新的发

展。

2．新型被字句

2. 1 使用范围及语义确认

新型的被字句是最近两三年才渐渐流行起来的，王开文（2010）明确指出，

52

二
一
七



新型被动表达方式受容的动因与机制

（　

）

其最早接触到这类句子是在 2005 年，其后 08 年收集到 3 例，其余例句都是在 09

年后收集的。有的资料说最早的新型被字句是某大学生发现自己的名字已经在学

校的已就业名单中出现，可是他本人完全不知情，在网上发帖时使用了“被就

业”。也有资料说，是从“被自杀”使用之后才大量出现这类新用法的。最早用

“被自杀”是说安徽某局局长李国福被监察机关逮捕后，在监狱的医院突然死亡，

检查机关公布死亡结果是自杀，但李的家人认为值得怀疑，这件事引起媒体注意，

网民出于对检查机关的怀疑，将这个很可能与事实不符的所谓“自杀”命名为

“被自杀”。这一被动表达方式中所传递出的不满、怀疑和无奈的心情立即被大家

所接受，之后迅速出现了大量的这类新型被动用法。毕竟这类被动用法出现的时

间还不长，对于接触网络语言较少的人来说往往不能准确掌握确实的语义。比如

“被离婚”并不是完全等同于日文的「離婚された」的意思，而是夫妇两个人中

有一个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办理了离婚手续，过了很长时间另一个人才知道，

惊呼“我已经被离婚了 !”主要是说自己的不知情，因为婚姻法规定离婚结婚都

应该是当事人双方同意才能办理手续的。在海外的人接触到这类句子就更晚一步，

很多句子乍一看甚至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以下实例都是今年在网上看到的，

我们先来确认一下各句中被字结构的语义。

8）我们在茫然不知的时候已经“被就业”了。

9）这个纯洁无辜的姑娘就这样“被绯闻”了。

10）今年的收入又“被增长”了。

11）我每年都被自愿捐款。�

中国某些大学一味追求毕业生就业率，让实际上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应届毕业

生签订形式上的就业合同，以造成就业率高的假象。学生们在搞清楚了事件真像

后，在因特网上发帖，说自己这种与实际不符的所谓就业是“被就业”。同样例 9）

中的主人公完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绯闻的主角，“被绯闻”就是指这种莫名

其妙陷入绯闻的情况。例 10）的“被增长”和例 11）的“被自愿捐款”都是与

事实不符的情况，收入根本没有增长，但在统计数据中却增长了。新闻媒体不顾

事实，非自愿地去捐款最后被虚假报道说是“自愿”的，对这些现象网民无奈地

用被动句来表现自己没有话语权的被动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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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仅是网络媒体，纸质媒体上也可以看到这类新型的被动表现形式。如1）：

12）市长来夺地，村民‘被学习’（2009 年 8 月 7 日，《钱江晚报》）

13）近千员工‘被自愿’自费查乙肝（2009 年 8 月 11 日 A21 版《羊城晚报》）

14）物价‘被下降’？专家析内情（2009 年 8 月 12 日 A2 版《羊城晚报》）

15）北京‘被富裕’我们‘被繁荣’（2009 年 8 月 30 日 A2 版《燕赵都市报》）

16）捐款双倍返还疑似‘被爱心’（2009 年 9 月 1 日 A3 版《三晋都市报》）

17）乔志峰：�67% 赞成汉字整形有点蒙人，网友“被赞成”了。（《齐鲁晚报》

2009. 8. 24）

这些句子中的被动形式都必须借助于具体的语境才能确定语义，也许正因为

如此，往往用来做新闻标题，使读者看到这样的新奇的语句而欲罢不能，必得将

整个记事内容读完。不过，尽管出现的时间还不长，一小部分在网络中使用频度

较高的新型被动结构已经可以脱离具体语境而自由使用，如“被自愿”、“被增长”、

“被和谐”、“被失踪”等。

2. 2 句法特征

2. 2. 1 ［被 V］的动词位置上出现的词汇特征

与传统的被动句相比，新型被动句的动词以不含他动性的动词为主，并且允

许形容词、甚至名词出现在原本的动词位置上。彭咏梅、甘于恩（2010）、王开文

（2010）对此也都作了类似的归纳。综合起来说，各个小类中使用频度较高的有：

a　不及物动词:自杀、自愿、就业、失踪、增长、下降、退休、离婚

b　形容词:和谐、幸福、小康、慈善、富裕、光荣

c　名词:绯闻、爱心、富豪、小三、专家、全勤

d　及物动词:代表、学习、支持、发展、满意

e　动宾词组:捐款、买房

及物动词原本就可以进入传统的被字句，但并不是所有的及物动词都可以构

成被字句。对于什么样的动词可以进入被字句的讨论很多，共同的认识是动词必

须是强及物性的。也就是说动作行为结束后，受事一定发生了明显的状态变化。

张伯江（2009）称之为“影响性”，并指出“‘被’字句的‘影响性’可以不是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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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O 的，而是针对当事人的”。d 小类中的动词虽然可以带宾语，如“代表大家”、

“学习文件”、“支持民主党”、“发展农业”、“满意这个结果”等，但都只能是对施

事者的动作行为的描述而不能对受事本身产生影响使之改变，所以无法构成被字

句。正是出于对传统被字句中的动词的“影响性”的认识，为区别于能否带宾语

的及物性概念，我们从本文一开始就使用“他动性”这一名词，而没有采用“及

物”的说法。那么，在新型被字句中的及物动词由于是不含他动性的，所以跟以

往的被字句的动词明显不同。比如“被支持”是指中国农业专家袁隆平没表态支

持转基因粮食，可是莫名其妙地报纸上出现报道宣称转基因粮食受到袁隆平专家

的支持，为表达对这种无视事实的报道的不满，网民用了“袁隆平被支持了。”

2. 2. 2 音节特征

目前所见到的新型被动句中在“被”字后边出现的词语，词性虽不都是动词，

不过从音节的特征来说，双音节的占绝对多数，如上一小节中例举的各个小类的

常用词汇都是双音节的。不过也有少量两个音节以上的，如：

18）本人一不小心就“被下等人”了。（《信息时报》2009. 7. 21）

19）大三男生李耕说:我就这么“被凤姐夫”了。（新闻热点吧�2010. 3. 14）

2. 2. 3 主语的性质

从以上例句可以看出，新型被动句的主语并不是直接的受事成分，如上文提

到的“被支持”，如果是“转基因粮食被支持了。”主语“转基因粮食”是直接的

受事，而新型被字句“袁隆平被支持了。”的主语“袁隆平”并不是直接的受事

成分。新型的“被V”在句法上等同于去掉“被”字的动词或形容词，等同于“是

/有 +名词”。具体用 a ～ e 各组中的一个例子来说就是：

20）我们“被就业”了。⇒ 我们就业了。

21）北京“被富裕”了。⇒ 北京富裕了。

22）这个姑娘“被绯闻”了。⇒ 这个姑娘有绯闻了。

23）群众“被满意”了。⇒ 群众满意了。

24）我每年都“被捐款”。⇒ 我每年都捐款。

当然有“被”字和没有“被”字的句子在语义上完全不同，前者是非真实性

的，而后者则是真实的事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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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4 施事的特征

所有的新型被动句无一例外省略了可以在“被”字后边出现的施事，出于对

这一明显特征的注目，彭咏梅、甘于恩（2010）直接就在他们的论文标题中将这

一特征描写为“被 V双”。

2. 3 语义特征

实际语料显示，新型被动句总体的句义都表示非现实性。从紧跟在“被”字

后边出现的词语特征来看，具体的表达方式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A ）褒义词:如“增长、发展、幸福、专家”等

B ）贬义词:如“绯闻、小三、离婚、自杀”等

C ）中性词:如“代表、投票、就业、捐款”等

原本是褒义的词语表达的是通常所希望出现的结果，但是“被”字的出现，

使句子本身表达一种与事实不符的非现实语义，传递了说话人调侃的语气。

贬义词是通常不希望出现的情况，在新型被动句中表达了说话人在不知情的

时候成为某种贬义的对象，往往含有委屈、愤怒、无奈的语气。

原本不带褒贬义色彩的中性词语在非现实性的被动句中出现，表达了并非出

于本人意愿的被强迫的心情。

不管原本的修辞色彩如何，在新型被动句中都表达了非可控的语义，是说话

人意外发现与真实情况完全不符的报道、政府机关的结论时所选择的一种表达不

满的语言方式。

3．新型被字句产生的原因

3. 1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看

在共同的社会环境中运用同一种语言进行交流时，如果某一新的事物成为社

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存在，那就自然需要对其命名以便交流。在原有语言中实在

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就会有外来语的产生，比如“咖啡”、“沙发”之类。而如果

原有的语言中有近似的词汇，往往会在其基础上稍加变动从而使人们更容易记忆

和接受，如“啤酒”等。语法的变动不像词汇那么容易产生 ,很难有一个完全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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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语法规则出现，而只能是在语用上对原有的句型或语法规则有所突破。新型

被动句就是如此，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出现一种新的社会现象，需要一种新的表达

方式，新型的被动句应运而生。但同时这种表达方式是在已有的被动句的基础上

对一些词汇的进入更加宽泛，而不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全新的表达方式。

但是，正如王开文（2010）所指出的，在以往的中国社会也存在类似的社会

现象，比如新闻报道的不实，却并没有出现“被代表”这样的被动表达方式。究

其原因至少有网络的普及和民众对政府监督的可能性提高这两点。我们认为除此

之外，也许还有英语对汉语的影响。中国大陆的英语热已经持续多年，会英文的

人数与十年前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对外来语言的熟悉和运用往往会不知不觉

地对母语的表达产生影响。更何况网民中占绝大多数的年轻人对英语的熟悉程度

也远远超过整体中国人的英文平均水平。年轻人正是新词新语的积极创造者，从

英语借用一些语法规则而创造新的表达方式的例子不止一个。比如最近流行的

“ungeiliveble”就是借用英文的“un”词头和“～ ble”词尾，套在“给力”这个

词的汉语拼音上而组成的新词，表示否定意思的“不给力”。对于新型被动句的

出现，我们还无法提供确实的证据来说明英语的被动态是如何影响并促使这一新

型表达方式形成的，但至少我们可以怀疑汉语的被动语态的新型表达方式更容易

被接受的原因之一是英语的影响。由于本文主要不是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讨论这

一问题的，在这里只是提出一个假设而已。

3. 2 新型被字句受容的句法原因和语义基础

3. 2. 1 传统被字句的句式语义

木村（1992）指出 :“汉语的被动句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只叙述充任主语

的某一客体承受了某种动作行为，还不能构成一个合格的被动句……必须用形式

显示或者语义隐含的办法来表明承受动作行为之后客体身上会发生什么或者发生

了什么，才能构成合格的被动句。”2）在此基础上，杉村（2006）认为，汉语被动

句所表达的被动概念应该理解为“以受事为视角（perspective）叙述一件出乎说

话人意外地发生的事件”。［意外事件］的这一概括，更好地解决了包括像“他们

的谈话被我听见了。”这类感知动词的被动句的语义理解。并且，杉村先生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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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意外的直接感受主要是针对动作行为的结果，这也是被动句动词后多带有补

语等明示结果而极少用光杆动词结束的一个重要原因。拿一个比较典型的被字句

“茶被弟弟喝光了。”来说，可以表示为:

���������������S

������������NP���VP

��������������茶��被���S′

�����������������NP′��VP′

����������������弟弟��喝��光了

这个图示是把［NP′+  VP′］作为一个独立小句、“被”字作为被动标志来处理

的。我们认为，在被字句里“被”仍然保留了原本的“遭受”、“遭到”的动词语

义。但是“被”字作为动词处理也有很多问题。比如李珊（1994）就指出，“被”

不能独立充当谓语 ,无成句能力，不能带时态助词，也不能重叠。与一般的动词

相比，在被动句中出现的“被”字显然不够典型。所以很多学者认为“被”是介

词3）。可是把“被”字看作介词所遇到的最大麻烦是“被”字后边的名词性成分

往往不出现，这样一来就违背了汉语的介词不能悬空的规则。对此，有的学者认

为“被”字可以分成两个，当紧跟其后出现的是动词时可以把“被”字看作是助

动词，而当名词性成分在“被”字后出现时可以把“被”字看作是个介词4）。黄

正得（1988）的附注中提到，当“被”字后边不出现名词性成分时，“被”不是介

词而是一个“语态助词”。并用“在”分属介词和表示进行态的情貌助词两个语

法范畴来支持“被”分属介词和助词两个不同范畴的观点。我们觉得这样的分类

处理也未尝不可，不过黄正得先生把“被”字看作语态助词的依据是，“李四被

打了。”的动作行为的施事者无法确定，“被”字后边没有空范畴，因而不是介词

宾语的省略。这一解释有待商榷。因为即使“打”这个动作的发出者无法确定也

仍然可以用表示不确定人物的泛指或特指疑问词来标示施事者，比如“李四不知

被什么人打了。”、“李四被谁打了 ?”等。和“李四被人打了。”相同，虽然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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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确指，但仍然存在一个空范畴。因此，我们认为，“被”字后边的施事者不

出现时，实际上和出现时并没有本质区别，应该同属一类。但不管是算作介词还

是看成动词都有很多令人无法信服的疑问存留，所以我们将其看作是一个尚处于

从动词向介词转变过程中的特殊标记，标示的范围是［NP′+ �VP′］�这个小句整

体。就是说，我们认为被字句是｛被 + ［NP′+��VP′］｝，而不是｛［被 +  NP］

+ VP｝。这样处理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在自然音读的切分上，“被 + NP”是连

在一起的而跟后边的 VP 分开。对于这一点我们的想法是，汉语最常见的自然音

读切分点是在主语和谓语之间，那么表施事的名词性成分跟后边表动作行为的谓

词性成分之间也当然最可能成为自然音读的切分点，由此 NP′就跟前边的“被”

字相连组成一个自然小节，反而跟 VP′隔断了。所以说并不能因为自然音读的切

分点而证明“被”所标示的范畴。

“茶被弟弟喝光了。”的语义中心是“茶光了”,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

“喝”这一行为，句子中出现或不出现动作者都不影响句子的成立，二者的语义

差异只是一次性传递的情报量的多少不同。有没有“被”字的区别在于，没有

“被”字的“茶喝光了。”只叙述“茶没有了”这一事实，而有“被”字出现时还

同时传递了说话人对“茶没有了”这一事实感到意外的语义。

3. 2. 2 新型被字句的隐含结构成分

在 2. 3 小节对新型被字句的语义分析中已经提到，不管“被”字后边出现的

词语的词性和修辞色彩如何不同 ,各句的共同特征是都表示非现实性。比如“我

被就业了。”实际上是“我被说成‘就业’了。”句子中总是隐含着类似“说成 /

造成 /宣传成”这样的改变事实的动词。新型被字句“我被就业了。”可以图示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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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NP�������VP

�����������我���被���S′

����������������NP′��VP′

�����������������Ø��MAKE��就业了

如果单纯从语义上来讲，我们确实还不能认定在句法成分上新型被字句隐含着这

样一个担当中心语义的空位，不过，新型被字句的另一个共同特征、即施事的不

出现，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重要证据。在谈话双方已知的前提下，新情报在句子

末尾出现的汉语最典型的句子结构中，承担传递新情报任务的宾语成分是必不可

少的，而承担旧情报的主语、甚至谓语都是可以省略的。拿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如果双方已知讨论的问题是“喝什么”，那么回答很可能只是类似“茶/咖啡 /啤

酒”这样的宾语，而无需用“我喝茶。”这样的完整句子。“我被就业了。”中没有

出现的施事也是所有中国网民所能推测到的，指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等拥有话语

权的一方，而这一共知的施事的行为、即不顾事实地断言、报道，作为人所共愤

的谴责的对象也是无需明言的部分，不出现完全不影响语句的传递。如图所示 ,

新型被字句的施事是个空位 Ø,施事的动作行为 MAKE 引出某种结果,跟传统被

字句的句子结构相同。所以说新型被字句隐含着「施事＋说成／造成 /宣传成」

这个部分，在形式上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新型句式，实际上跟传统的被字句并无区

别，只不过凸显了结果部分而已。正因为如此，新型被动表达方式才能够顺利地

融入社会交际中，并允许作为“结果”的不及物动词、形容词甚至名词、动宾词

组紧跟在“被”字之后出现。

我们把新型被字句结构中的“被”字仍然看作是处于从动词向介词转换过程

中的一个特殊标记。不过，有一些新型被字句提示我们，似乎“被”字在新型被

字句中作为动词的特征更为明显，如5）：

25）今天你被了没有?（新华网 2009 年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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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被时代，今天你被了吗?（凤凰网整评第九期）

27） 自从“被自杀”、“被增长”、“被小康”、“被就业”、“被代表”……等多

起事件的发生，“被××”在网络上 行，似乎这个世界没有谁不被

“被”着。（科技紫微网 2010 年 3 月 8 日）

28）我被幸福过。（凤凰网）

动态助词“了 /着 /过”无一例外地出现在新型被字句中，虽然数量很少，而且

可以说是一种文学语言，不过至少从侧面说明即使在新型被字句中“被”的动词

性仍然有很大保留。

4．新型被字结构词组

新型的被动表达方式更多见的形式不是被字句而是在句子中充当定语、主语、

宾语等句子成分的被字词组。如：

29） 他们的所谓幸福生活 ,其实是一种典型的“被幸福”了的“被生活”。

而那些“被自杀”、“被就业”、“被小康”的人们 ,他们的“被生活”又

能比张大民幸福多少呢?�

跟被字句相比，被字词组的语法特征几乎完全相同，也是由以双音节为主的

不及物动词、形容词、名词紧跟在“被”字后出现，省略施事，所表达的语气也

相同。但是，众所周知，传统的被字句和被字结构的词组并不完全等同，很多动

词可以进入被字词组，但不能构成被动句。比如，以动词“爱”、“道歉”为例:

30）X 我被爱了。

　　����→我被那家伙爱上了。

31）爱与被爱都是一种幸福。

32）X 我被道歉了。

　　����→对方向我道歉了。

33）道歉的一方和被道歉的一方都有各自的想法。

被字句的动词必须是有他动性的，而作为词组出现的被字结构就没有这个限

制，这样一来很多动词虽然无法构成被字句，但可以构成被字结构的词组。李胜

梅（2006）指出，“被 V”中的“被”具有“定位语素”的特点，可以看作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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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缀”、“类前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鉴于在历史上是先有“被 V”，而后才

出现的引出施事的“被 +N+V”，作为词组的传统被字结构都没有施事，也许并

不是跟新型的被字结构词组相同的一类。在语义上，词组中的意外性、遭受义都

有很多减弱，更多的是只表达与主动性相对应的被动意义。

李胜梅（2006）还提到，在“对举”格式中，“被 V”表现出一定的能产性，

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审和被审”、“看与被看”等等。

我们看到，新型被字结构也有类似的能产性，也用于“对举”格式，如彭咏梅、

甘于恩（2010）中的一个例句：

34）从“被幸福”走向“真幸福”。��

显然，与“真幸福”相对应的“被幸福”表示一种状态，类似于“假幸福”,是

个名词性词组。这样的话，就不能再认作是跟被字句相同的结构，因为新型被字

句即使省略了施事及其谓语动词而只剩表示结果的部分，但仍然是个谓词性的结

构。所以，我们不妨把新型被字句和新型被字结构词组分开来，前者的动词性特

征仍然比较明显，而后者完全可以看作是个能产性较高的前缀。

5．结论

我们在考察了新型被字句及被字结构词组的语法特征后发现，之所以能够产

生这样的新型被动表达方式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句法结构的类似性，包括被字

句的句法构成与新型被字句的句法构成的一致，也包括词组中的词缀“被”字的

存在，使句子和词组都有依附的结构来源；二是语义表达的相容性，传统被动意

义中的意外语义及由此而引发的非可控义都与新型被动表达方式所要传递的言外

义―说话人的不知情、无话语权―相容，使“被”字成为一个含义多多的载体。

注釋

1）� 例 11）-17）转引《人民论坛》2010 年第 8 期李康澄〈新兴被动格式的语用价值〉

中的部分例句

2）� 转引杉村博文（2006）

3）� 如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朱德熙《语法讲义》、胡裕树等《现代汉语》、黄伯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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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现代汉语》等。

4）� 持这一观点的始见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王力《中国现代语法》中也有助动词

的提法，不过没有分成介词和助动词两类。

5）� 资料来自中国期刊网 2010 年 10 月 27 日盛春芳〈被字句的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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