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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语序:汉语表达被动的基本手段

王　艳
(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汉语中存在大量的“O(＋S)＋V”结构的句子,此类句子与有标记被动句都是 OV 语序结构.对比 VO
语序句子可以发现,现代汉语中“O(＋S)＋V”结构的句子具有被动意义;从历史角度看,汉语句子在没有被动标记

的情况下也可以表达被动意义.被动标记具有区分论元的作用和主观化作用,OV语序是汉语表达被动的基本语法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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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数据显示汉语普通话具有强烈的SVO 语

序倾向[１Ｇ４],同时汉语中也存在很多 OV 语序的句

子.通常所说的“受事主语句”就是其中的一种,例
如:

例１．房子卖了.
例２．芦苇捆好了.
例３．资料他找到了.
例４．这本书我看过.
例１和例２的语序结构是“O＋V”,例３和例４

的语序结构是“O＋S＋V”,此类句子在汉语中很常

见,传统语法研究认为这类句子中的句首名词是受

事论元做主语.董秀芳[５]、潘海华[６]等将“O＋S＋
V”结构中的O看作话题,袁健惠[７]将“O(＋S)＋V”
结构的句子称为“受事话题句”.潘海华认为“O＋
V”结构的句子是话题句① ,句首名词性成分是汉语

中典型的话题,句子的结构是“话题＋述题”,句子中

省略了S.这种观点从逻辑上看确实是合理的,但
是如果仅仅是省略的缘故,为什么要采用 OV 语序

呢?
笔者注意到,“O(＋S)＋V”结构的句子与“被”

字句的语序结构相同,那么两者是否存在相通之处?

“O(＋S)＋V”结构的句子是否具有被动意义? 有

关汉语被动句范围争议的核心问题在于受事主语句

是否属于“被动句”,本文试图在语言类型学背景下

重新思考这一问题.

一、“被动”和“被动句”

OV语序是汉语的重要语法手段,笔者在«汉语

OV语序手段的指称化效用»[４]一文中曾论证过汉

语中 VO语序通常具有陈述功能,OV 语序则表现

出强烈的指称化倾向,VO 语序和 OV 语序表现出

相对的语法功能.汉语中的 VO语序句子通常表示

主动,那么 OV语序句子是否具有表示被动的功能?
展开讨论之前,需要对相关问题作简要的说明.

(一)“被动”与“被动句”不能等同

“被动”问题是汉语语法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汉
语学界关于“被动”问题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是

对于汉语“被动句”的范围仍然存在争议.“被动”与
“被动句”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必须理清

“被动”和“被动句”的关系.
“被动”是与“主动”相对的概念,属于语义范畴,

它的特征是“非自主性”“非意愿性”“非能动性”.屈



哨兵[８]认为“被动观念是基于对客体(受事)处于被

某种主体(施事)掌控之下所经历或形成的状态而出

现的一种判断”,其产生基础是“人类思维与认知上

的客体凸显能力和因果推论能力”.被动概念广泛

存在于多种语言中,与人的认知思维能力密不可分.
“被动句”属于句法范畴,指的是表达被动关系

的句式.“被动句”这一术语最早是由印欧语语法研

究中引入,马建忠[９]在«马氏文通»中已经列出了被

动句,王力[１０]将谓语所叙述的行为是施于主动者的

句子称为“被动式”.戴维克里斯特尔[１１]在«现代

语言学词典»中对“被动式(passive)”的解释是“对
态作语法分析的术语,指句子、小句或动词的一种形

式,其语法主语一般是动词代表的动作的接受者或

‘目标’.与主动式对立,有时还与其他形式,如‘中
间式’(middle)(如希腊语)对立”.

(二)关于汉语“被动句”范围的争议

英语等印欧语系语言的被动句通常有特殊的形

态标记,«现代语言学词典»[１１]对“被动式”的定义显

然是以印欧语为基础的,这些语言中被动句的范围

一般是比较明确的.汉语中存在“被动概念”,在句

法上表现为表达被动意义的句式,但汉语被动句的

范围存在争议.目前讨论的汉语“被动句”主要涉及

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类,有标记被动句.
例５．a．洗衣机被我拆了.

b．洗衣机被拆了.
例６．a．洗衣机叫我拆了.

b．洗衣机让我拆了.

c．洗衣机给我拆了.

d．洗衣机给拆了.
第二类,“O＋V”结构无标记被动句.
例７．洗衣机拆了.
第三类,“O＋S＋V”结构无标记被动句.
例８．洗衣机我拆了.
第一类“有标记被动句”以“被”字句为典型,口

语中的被动标记词还包括“叫”“教”“让”“给”等.此

类句子中有被动标记词,是汉语中最为典型的被动

句,基本上没有争议.第二类和第三类就是通常所

说的“受事主语句”,有的学者将这两种形式称为“无
标记被动句”或“意念被动句”[１２Ｇ１３].这两种句式是

否属于被动句在汉语学界仍然存在争议,不同学者

的看法存在一些差异.比如,梁东汉[１４]、刘叔新[１５]

认为没有“被”字的句式不是被动句;龚千炎[１６]、沈
家煊[１７]、王家年[１８]认为受事主语句属于被动句;王

起澜[１９]、王还[２０]则认为受事主语句中叙述性强的是

被动句,描写性强的则不属于被动句.

二、OV语序是汉语表达被动的语法手段

(一)OV语序能够表达被动意义

虽然学界关于被动句范围的观点存在差异,但
是本文首先要探讨的问题是 OV语序结构是否表达

被动意义,然后再考虑 OV 语序结构是否属于被动

句.
首先,从历时角度来看,汉语句子在没有被动标

记的情况下可以表达被动意义.洪诚[２１]认为“名受

＋动”是上古汉语被动式的基本句式.张赪[２２]指

出,“名受 (＋名施 )＋动”句式在先秦文献中已经很普

遍了.王力[２３]认为原始汉语里并不存在被动式,但
上古汉语中存在用于被动意义的动词,并一直沿用

到汉代以后.王力认为这类句子的形式与主动句相

同,不能看作被动式.不论这类句子是否属于被动

式,可以确定的是它们能够表达被动意义.汉语自

古以来就能进行主动Ｇ被动转换,这是受“施受同辞

机制”的影响,同一个动词既可表主动义,又可表被

动义[２４].下面是具体的用例:
例９．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史记

越王勾践世家»)
例１０．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 («左传

郑伯克段于鄢»)
例１１．鲁酒薄而邯郸围.(«庄子胠箧»)
例９中的“良弓”是“藏”的受事,“走狗”是“烹”

的受事;例１０中的“蔓草”是“除”的受事;例１１中的

“邯郸”是“围”的受事.这三个句子都采用了 OV语

序,句中没有出现被动标记词,但都表达了被动意

义.
其次,现代汉语中,与主动性的 VO 语序相比

较,OV语序表现出被动意义[２５].例如:
例１２．a．庄稼收完了.

b．收完了庄稼.
例１３．a．衣服撕破了.

b．撕破了衣服.
例１４．a．鱼捞不到.

b．捞不到鱼.
这三组例句中的a句描述的是一种状态,而b

句则是陈述一种事件.“a句中 O位于句首,从受事

视角描述 O的某种性状,O 是动作的承受者,对于

这种状态没有控制力,由此产生一定的被动义.”[２５]

语序不同,表意功能一定有差别,OV 语序结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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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由被动造成的某种性状,因此给人一种不是被动

的感觉[２５].
从 VO语序与 OV 语序对比的角度来看,汉语

中的 VO语序句子通常表示主动意义,而 OV 语序

句子则通常表示被动意义.OV语序是汉语表达被

动的语法手段,OV语序作为汉语的一种语法手段,
具有被动化效用.OV语序实际上也是一种形式标

记,只是相对于被动标记来说,它是一种弱标记形

式.类型学研究普遍采用句法Ｇ语义标准,因此笔者

综合句法和语义两方面的特征,将 OV 语序表示被

动关系的句子都称作“被动句”.笔者根据被动标记

的有无将被动句分为有标记被动句和 OV语序被动

句,后者包括“O＋V”结构和“O＋S＋V”结构两种.
为了行文简洁,下文的表述中将“O＋V”结构和“O
＋S＋V”结构分别简缩为 OV结构和 OSV结构.

由于被动标记词“被”和“叫”“教”“让”“给”等主

要是书面语与口语的区别,笔者在下面的讨论中以

“被”字句为代表句型来说明有标记被动句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OSV结构被动句在汉语中有时也被

称为“主谓谓语句”,此类句子受话题化因素的影响

较大,表达的被动意义不突显,但不能因此否认它表

达的被动意义.
(二)OV语序被动句在汉语被动句中占很大比例

利用语序表示被动是汉语中的常见现象,无标

记被动句实际上就是利用 OV 语序来表示被动的.
王还[２０]指出,“主语是受事而不用“被”字的句子,在
汉语中比“被”字句要多得多”.杜荣[２６]也认为汉语

中不含被字的隐性被动句的出现率远高于“被”字句

的出现率.宋文辉等[２７]统计了总计２７０万字的语

料中有标记被动句和意念被动句(即本文所指的

OV结构被动句)的出现次数,分别为１９０１、１４８３
次,占总数的比例分别是５６％和４４％.

以上统计数据没有包含 OSV 结构被动句,即
便如此,OV结构被动句的数量已经足以引起我们

的注意,汉语中存在大量的 OV 语序被动句是不容

忽视的语言现象.
(三)汉语“被动句”范围产生争议的主要原因是

判定标准不同

从意义上看,受事主语句有被动意义;从形式上

看,受事主语句中没有被动标记.从句法形式角度

划分,有标记与无标记相对;从语义角度划分,被动

与主动相对.以意义为标准和以形式为标准来判定

受事主语句自然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实际上,语序

也是一种标记形式,相对于被动标记词来说,语序的

标记程度较低,容易被忽视.
采用形式标准来判定“被动句”的范围主要是受

到印欧语语法研究的影响,印欧语系语言的形态系

统比较发达,所以研究者们特别关注形式上的标记.
而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句法上,汉语的组合是“磁性”
的吸附,而不是形态的嫁接.仅仅依据形式上的标

记来判定被动句是不够的.“被动”是与“主动”相对

的概念,我们不能忽视这一语义特征,只有综合句

法、语义两方面的特征才能作出更为准确的判断.

三、不同形式被动句之间的区别

汉语中同时存在三种不同形式的被动句:有标

记被动句、OV结构被动句和 OSV结构被动句.既

然 OV语序能够表示被动,那么为什么有的句子中

会出现被动标记? OV 结构被动句和 OSV 结构被

动句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

思考的问题.
已有很多学者注意到有标记被动句与 OV语序

被动句之间存在差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表意

功能———叙述事件或描写状态[２８];主观色彩———是

否如意[２９];适 用 句 型 和 句 子 独 立 性[２９];语 体 色

彩———口语色彩或书面语色彩[２９].在此基础上,笔
者进一步探讨汉语中三种不同形式被动句之间的差

别,通过考察笔者注意到以下两点.
(一)被动标记具有区分论元的作用和主观化作用

第一,被动标记可以区分施事和受事.

OV语序能够表示被动,但不能标记论元,因此

需要被动标记来区分施事和受事.部分有标记被动

句中,S成分不出现,句首只有一个名词性成分.在

脱离语境的情况下,有时句首名词既可以用作受事

成分也可以用作施事成分,容易产生歧义.例如:
例１５．a．威尔逊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b．威尔逊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例１６．a．主任调走了.

b．主任被调走了.
例１５a中的“威尔逊”和例１６a中的“主任”既可

能是施事,也可能是受事,句子有歧义;例１５b、１６b
通过“被”字标明句首名词是受事成分,句中的语义

关系很明确.
在出现S成分的有标记被动句中,句首出现两

个名词性成分.如果不出现被动标记,有时也会造

成歧义.例如:
例１７．a．小王老张抓到了.

b．小王被老张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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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１７a中的“小王”和“老张”可能都是“抓”的施

事,受事隐省;或两者都是“抓”的受事,施事隐省;也
可能“小王”是受事,“老张”是施事.例１７b中“被”
字表明“老张”是施事,“小王”是受事.

无论句子中是否出现S,被动标记都能够起到

区分论元的作用,从而避免句子产生歧义.被动标

记前的名词性成分是受事,被动标记后的名词性成

分是施事.宋文辉等[２７]的统计结果显示,OV 语序

被动句在小说和会话文体中出现得较多.这两种语

体的口语性较强,且都含有大量的语境信息,这些信

息往往具有帮助区分施事和受事的作用,因此对被

动标记的依赖性相对较弱.
第二,被动标记可以表达“不如意”的主观态度.
从历时角度来看,大部分“被”字句都用于表达

“不如意”的事件.刁晏斌[２９]对宋代至清代的６６９
个“被”字句和４２７个受事主语句进行了统计分析,
将句子的表意功能分为“不幸”、“中性”和“好”三类.
统计结果显示８９％的“被”字句表示“不幸”的事情,

１０％为“中性”,１％为“好”,而受事主语句中约６７％
表示“中性”,２８％表示“不幸”,６％为“好”.笔者认

为,“被”字句的“不如意”意义与“被”字虚化为介词

前的“遭受”义有密切关系.
现代汉语中,有标记被动句的典型语义被描述

为“不如意或不企望的事”[３０]、“有损”[３１]、“意外事

件”[３２]等.张敏[３３]认为汉语中的有标记被动句通常

含有不幸意味,这是一项区域特征,在东亚、南亚和

东南亚包括汉藏语、台语、孟高棉语在内的多种语言

中都存在这种情况.李宗江[３１]在观察多种语言事

实的基础上推测,表示“有损”义的被动句在任何语

言里都应该是最自然、最常见的;表示“受益”语义的

被动句在任何语言中都是数量最少、结构也是最受

限的.
在没有施受歧义的情况下,被动标记通常起到

主观化作用,表达“不如意”的主观态度.“被”字通

常用于表达“不如意”事件的句子中,表达“中性”事
件或“如意”事件时,一般不太适合采用有标记被动

句形式,用 OV语序被动句形式更合适.看下面两

组例句:
例１８．a．∗书被买了.

b．书买了.

c．书被买走了.
例１９．a．∗书被看了.

b．书看了.

c．书被看烂了.

“买书”和“看书”都是“获益”的行为,说话人没

有表现“不如意”的态度,所以例１８b和１９b可以成

立,而例１８a和１９a不能成立.例１８c和１９c中的

动词也是“买”和“看”,句子却能够成立,因为动词后

的补语成分使句子产生了“受损”义.“买走”和“看
烂”会使物体的形态或领属关系产生一定的变化,这
种变化可能会使物体的领有者因为“受损”而产生

“不如意”的主观态度.
上面讨论的是未出现S的情况,再看出现S的

情况:
例２０．a．粮食被官兵抢了.

b．粮食官兵抢了.
例２１．a．马被她卖了.

b．马她卖了.
例２２．a．会场被老张订了.

b．会场老张订了.
以上三组例句中的a句都是站在受损者的角度

来陈述某种事件,表现出不如意的情感态度;而b句

的表达较为客观,没有明显的情感偏向.例２０a的

说话人是不希望“官兵抢粮食”这一事件发生的;例

２０b则没有直接表现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其它两组

例句也是类似的情况,不再赘述.
(二)OV结构被动句的描写性较强,OSV结构

被动句的陈述性较强

OSV结构被动句中充当谓语的是SV,SV与汉

语主动句的语序相同,句子的陈述性相对较强.OV
结构被动句中 VP成分单独作谓语,施事的隐省更

利于 VP部分的突显,强调 O成分承受的动作行为

及其结果,因此 OV 结构被动句的描写性更强.例

如:
例２３．a．行李整理好了.

b．行李爸爸整理好了.
例２４．a．大门锁着.

b．大门他锁着.
例２５．a．花瓶砸破了.

b．花瓶我砸破了.
对比上面三组例句中的a、b两句发现:a句描

述 O处于某种状态;b句中出现了S,S是施事,致
使 O处于某种状态,SV共同构成句子的谓语部分,
句子的陈述性比a句更强.

陈昌来[３４]认为 OSV结构被动句可能正处于从

叙述句向说明句(描写句)的过渡,具有说明由于某

种动作而产生的状态的作用,而 OV 结构被动句已

经由叙述句过渡为描写句,一个重要的证据是 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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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能加“正”或“正在”构成进行时态句.
前文已经提到,OSV结构被动句的形成在很大

程度上是话题化的结果,很多 OSV 结构被动句删

除S后语义不完整,句子不能成立.如:
例２６．a．牛肉我吃.

b．∗牛肉吃.
例２７．a．相片她看了.

b．∗相片看了.
例２８．a．这句话我不会忘记.

b．∗这句话不会忘记.
这三组例句中的a句都是对某种情况的说明,

删除S后不能表达完整的意义.
相对于 OV结构被动句来说,OSV结构被动句

的陈述性看似较强,但实际上这种陈述性还是很弱

的.将例２６—２８中的a句与相应的SVO语序主动

句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出:
例２９．我吃牛肉.
例３０．她看了相片.
例３１．我不会忘记这句话.
这三个句子都是对事件的陈述,而例２６—２８中

的a句都是对 O 的情况进行的说明.由此可见,

OSV结构被动句与SVO 语序主动句的差异较大,
与 OV结构被动句更为接近.

四、结　论

汉语中 VO 语序句子通常表达主动意义,OV
语序句子则通常表示被动意义.汉语中“O(＋S)＋
V”结构的句子具有被动意义,此类句子在汉语被动

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尤其是在口语性较强的文

体中.“O(＋S)＋V”结构被动句与有标记被动句

都是 OV语序结构,OV 语序是汉语表达被动的基

本语法手段.汉语中同时存在三种不同形式的被动

句:有标记被动句、OV 结构被动句和 OSV 结构被

动句.这三种形式同时存在的理据是:OV 语序可

以表达被动,但是语序不能起到区分论元的作用,需
要被动标记来区分施事和受事;被动标记还具有主

观化作用,表达“不如意”的主观态度;OV 结构被动

句的描写性较强,OSV结构被动句的陈述性较强.
语序是汉语语法的显赫手段,包括修饰语与中

心语的语序、OV语序等一系列现象.语序不同,意
义必定有差别.语序是汉语的基本语法手段,汉语

基本语序 VO与非基本语序 OV之间的联系和分工

是值得重视的课题.语序手段在汉语研究中也应该

继续得到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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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wordorder:BasicmeansofChinesetoexpresspa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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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arealargenumberofsentenceswith “O(＋S)＋V”structureinChinese．Such
sentencesand marked passivesentencesareof OV word orderstructure．Compared withthe VO
sentences,itcanbefoundthatthesentencesof“O(＋S)＋V”structureinmodernChineseexpresspassive
meaning．From ahistoricalperspective,Chinesesentencescanalsoexpresspassive meaning without
passivemark．Passivemarkhastheroleofdiscriminatingargumentsandsubjectivization．OVwordorder
isthebasicgrammaticalmeansofpassiveexpressionin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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