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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近代漢語中“把”字句的“把個”句特點和語法意義 

 

郭卓祺* 

 

 

摘要 “把”字句是近代和現代漢語中的一種典型特殊句式，具有明顯特點。

本文以近代漢語中的“把”字句為研究對象，重點探討“把個”句的結構、語法

功能和語言現象。本文以《兒女英雄傳》為語料，分析“把個”句中“個”和其

他量詞的分別，定義“把個”句，並探討“把個”句中主語的特點，最後通過探

討“把”字句的語法意義帶出“把個”句的語法意義。 

 

關鍵詞 把字句  把個句  王力  零主語句  語法意義 

 

 

一   前言 

 

王力根據語音特徵將漢語劃分為不同階段，西元 13 世紀到 19 世紀為近代漢

語，1804 年鴉片戰爭至 1919 年五四運動為過渡階段，而五四運動後則為現代漢

語。1 《兒女英雄傳》成書時代在清同治（1861—1875）年間，2 若按照王力的

劃分方法，成書時代應在近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的過渡階段。又，“把個”句在現

代漢語中較少出現，《兒女英雄傳》中“把個”句的特徵較符合近代漢語而非現

代漢語，加上陶紅印和張伯江在研究“把個”句時也把《兒女英雄傳》的語料歸

為近代漢語。3 本文因此會按照這個劃分方法來分析《兒女英雄傳》中的“把個”

句。本文將以《兒女英雄傳》為語料，分析了“把個”句中的“個”和其他量詞

的分別，定義了“把個”句，以及探討了“把個”句的主語特點，最後通過探討

“把”字句的語法意義來帶出“把個”句的語法意義。 

 

 

二   “把個”句中的“個”和“其他量詞” 

 

不同學者在研究“把個”句時，所指的“把個”都只是指“把+個”的組合，

但陶紅印和張伯江所指的“把個”句其實是“把 X”句，X 包括“個”和其他量

詞 4 。我認為“把個”句的“個”不能是其他量詞，所以應把“把個”句和“把

 
* 香港大學文學院本科生，主修中國語言文學。 
1  王力：《王力文集 第 9 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8 年），頁 48。 
2  本篇論文引用《兒女英雄傳》皆引自［清］文康：《兒女英雄傳》（北京：華夏出版社，1994 年）。 
3  陶紅印、張伯江：〈無定式把字句在近、現代漢語中的地位問題及其理論意義〉，《中國語文》，

2000 年 5 期，頁 434。 
4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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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句分開理解，“把 X”句中的“X”應指“個”之外的其他量詞。杉村博文

在研究現代漢語中指出“把個”句中，除了“個”之外，很少有其他量詞出現只

有“根、塊、只”，例句總共有四句。5 我發現在《兒女英雄傳》中有其他量詞，

不只是“把+個”，以下會把書中所有“把 X”句列出來，以作分析： 

 

1）及至何玉鳳見安老爺、安太太命公子穿孝扶靈，心中卻有老大的過不

去，纔把張冰冷的面孔放和了些…… 

2）……把條鐵硬的腸子回暖了些。 

3）說着，一路低着腦袋來到他屋裡，抓了個小枕頭兒，支着耳跟台子躺

下，只把條小手巾兒蓋了臉，暗暗的垂淚。 

4）只見他從頭至尾看了一遍，撂在桌兒上，把張一團青白煞氣的臉，漸

漸的紅暈過來…… 

5）愁的是這姑娘好容易把條冷腸子熱過來了…… 

6）……這一左，倒誤打誤撞的把件事左成了，一時喜出望外…… 

7）要眼睜睜兒的把只煮熟了的鴨子給鬧飛了…… 

8）大家聽了，連忙望外一看，果見公子忙兜兜的從二門外跑進來，忙着

跑的把枝翎子也甩掉了。 

9）……以致會把位大聖人傷到喟然而歎…… 
10）恰巧張姑娘忍著笑過來要合何小姐說話，見他把隻手拄著肋叉窩…… 
11）……無心中把件東西捂住了。 
12）……左三扣右三扣的把隻手反捆在閂上。 
13）站起來，趕著過來就要攙起來，不想袖子一帶，把雙筷子拐在地下…… 
14）……把盅酒也拐倒了，灑了一桌子…… 
15）那燕北閒人早輕輕兒的把位舅太太放在中間…… 
16）……把枝箭碰回去了…… 
17）……把隻煮熟的鴨子飛了…… 
18）……到底為甚麼把位安老爺算作尹先生？ 
19）便同先生來到箭道，叫了許多家丁把些兵器搬來…… 
20）他起初還把些官職、門戶、年歲都不相當不敢攀附的套話推辭…… 
21）……把些粗重傢伙並罈子裡的鹹菜…… 
22）……倒把座能仁寺募化的重修廟宇，再塑金身…… 
23）……把位安太太忙得頭臉也不曾好生梳洗得。 
24）誤把些使氣角力好勇鬥狠的認作英雄…… 
25）……又把些調脂弄粉、斷袖餘桃的認作兒女…… 

 
以上的“把+其他量詞”句共有 25 例，遠比杉村博文的研究多，《兒女英雄

 
5  杉村博文：〈論現代漢語“把”字句 “把”的賓語帶量詞“個”〉，《世界漢語教學》，2002 年 1 期，

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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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僅 25 萬字，6 而杉村博文調查了近 600 萬字的現代小說。7 我推斷“把 X”

句在近代漢語中較常出現，而後隨著語言的演變，“把+其他量詞”句的使用逐

漸變少。雖然《兒女英雄傳》這部小說不能代表整個時代的語言特點，但由於“把

個”句在現代漢語中的出現也越來越少，相信“把 X”句有同樣情況。《兒女英

雄傳》“把個”句一共有 111 例，“把個”句和“把 X”句的比例為 4.44:1，可

見“把個”句遠比“把+其他量詞”句多。 

 

在以上“把 X”例子中，出現最多的是“些”，共五次，出現四次的量詞有

“隻”和“位”，三次的有“條”，兩次的有“張”和“枝”，出現了一次的有

“盅”、“雙”和“座”。8 在 25 個例子中，有 9 個不同的量詞，均省略了數

量詞“一”。因此，我認為“把個”句不應和“把 X”句混為一談，不能以“把

個”句統稱“把個”和“把 X”句，因為兩者有不同的特徵，“把個”句不只是

“把一個”句的省略，“個”字有從量詞到助詞的虛化過程，在很多情況下“把

個”句不能和“把一個”句互換。而由於“X”沒有虛化，依然是量詞，因此和

“把一 X”可以互換。例如：“把條小手巾兒”可以寫為“把一條小手巾兒”。 

 

石毓智指出“個”虛化成了賓語標記，在標記賓語時失去量詞的功能，不再

表示數量。量詞中只有“個”發展成了賓語標記。9 本文同意這個說法，這也能

解釋為什麼“把個”句的出現遠比“把 X”句多，因為其他量詞並沒有虛化現象。

石毓智認為量詞中只有“個”虛化的原因是因為“個”的使用頻率最高，加上較

抽象，能搭配眾多名詞。10  

 

此外，“把個”句和“把 X”句的最大分別為“把個”句的後面經常會加人

物名詞或感覺類心理動詞，而其他量詞其他量詞不配搭人物，因此沒有該特點。

在以上“把X”例子中，有該特點的只有“位”，“位”和“個”都能配搭人物，

所以例 9 中有“傷”、例 23 有“忙”這類感覺類心理動詞。 

 

 

三   “把個”句的主語特點 

 

“把個”句最明顯的特點是零主語現象很普遍。11  這些零主語句可以分為

省略型、蘊涵型和隱含型三種情況。12  

 
6  同注 3，頁 438。 
7  同注 5。 
8   “隻”字出現了三次，計四次的原因是“只”應為“隻”的誤寫，在小說中“只”和“隻”

同樣是用來作鴨子的量詞。 
9  石毓智：《漢語語法演化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6 年），頁 773。 
10  同上注，頁 783。 
11  張誼生：〈近代漢語“把個”句研究〉，《語言研究》，2005 年 3 期，頁 14。 
12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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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略型指的是主語在前句或前分句中已經出現，“把”字前面就不再重複該

主語。13 例如： 

 

26）當元宗天寶改元以後，把個楊貴妃寵得迭蕩驕縱，幃薄不修。 

27）他卻有賊不討，轉把個不穩的天下丟開不問…… 

28）那跑堂兒的答應了一聲，踅身就往外取壺去了，把個公子就同泥塑一

般塑在那裡。 

29）只見那女子左手把弓靶一託，右手將弓梢一按，釣魚兒的一般輕輕的

就把個安公子釣了起來。 

 

這三個例子都屬於省略型，主語在前面已經出現，為免累贅便不再重複。例

26 中，“把個楊貴妃寵”的是元宗，例 27 中，“把個不穩的天下丟開不問”的

是前句中的“他”，指元宗。例 28 中，“把個公子塑在那裡”的是那跑堂兒。

省略型很容易理解，因為在平常寫作中，主語相同的情況下我們也不會再重複。 

 

蘊涵型指語義層面上，主語成分雖然在形式上並沒有在前文出現過，但是可

以根據上文較為明確地推斷出來。14 例如： 

 

30）那女子趕上一步，喝道：“狗男女，那裡走？”在背後舉起刀來，照

他的右肩膀一刀，喀嚓，從左助裡砍將過來，把個和尚弄成了“黃瓜醃葱”。 

 

在例 30 中，主語並不是女子，而是兩人，但前文只出現過女子這人物，所

以需要推斷。女子一刀砍在和尚的右肩膀，同時有人從左邊砍他，前文中女子的

夥伴是公子，故此“把個和尚弄成了‘黃瓜醃葱’的”是他們兩人。 

 

隱含型是指主語的形式和語義都不太清楚，依照前文後理也難以準確概括出

主語。15 這類主語包括言行、情勢、場景等各種情境，大部分是導向某個結果的

動因。16 比如： 

 

31）那老兩口兒也只得跟出來。及至出了房門一看，只見那月光之下，滿

院橫倒豎臥七長八短的一地死和尚。把個老婆兒嚇得跌了一跤…… 

32）你沒見你妹夫，是作了一任芝麻大的外官兒，把個心傷透了。 

33）如今見事成了，閒中便把這話回了婆婆，把個安太太樂的…… 

 

 
13  同上注。 
14  同上注。 
15  同上注。 
16  同上注，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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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1 中的主語為場景，院子中一地死和尚的場景嚇得老婆兒跌了一跤。例

32 中的主語是妹夫當了一任芝麻大的外官兒，結果是他自己傷心不已。例 33 的

主語是和婆婆說的話，結果是這番話使安太太非常開心。這三個主語都是導向某

個結果的原因。 

 

雖然零主語現象很普遍，但在《兒女英雄傳》中也有不少“把個”句是有主

語的，例如： 

 

34）……那個孩子早把個咂兒從嘴裡脫落出來。 

35）……那手就把個簽帖兒接過來。 

36）……那隻手還把個二拇指頭擱在嘴裡叼著…… 

37）怎麼公公樂的把個煙袋遞給婆婆了？ 

38）……他把個腳步眼界鬧高了⋯⋯ 

 

上述例子中的主語分別是“那隻手”、“公公”、“他”等。 

 

 

四   “把”字句的語法意義 

 

由於“把個”句也是一種“把”字句，“把個”句的語法意義理應和“把”

字句有相近之處，因此需先理清“把”字句的語法意義，以下是不同學者的說法。 

 

王力最先指出“把”字句的語法意義：“處置式是把人怎樣安排，怎樣支使，

怎樣對付；或把物怎樣處理，或把事情怎樣進行。它既然專為處置而設，如果行

為不帶處置性質，就不能用處置式”。17 呂叔湘認為並不是所有“把”字句都表

示處置。18 薛風生和戴浩—等將“把”字句的語法意義重新歸納為“致使”。19 
而沈家煊認為“把”字句的語法意義是表達“主觀處置”：“說話人認定甲（不

一定是施事）對乙（不一定是受事）作某種處置（不一定是有意識的和實在

的）。”20  

 

黃錦章歸納了不同學者的說法，指出“把”字句有三種語法意義：處置、遭

遇和致使，並把它們的關係整理成圖，如下所示：21  
 

 
17  同上注。 
18  沈家煊：〈如何處置“處置式”？：論把字句的主觀性〉，《中國語文》，2000 年 5 期，頁 387。 
19  同上注。 
20  同上注，頁 388。 
21  戴耀晶：《語言的描寫與解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 年），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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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稱“遭遇”類為“處置的活用”，脫離了處置的範圍：“此事是受另一

事影響的結果”，通常表現一種不幸或是不愉快的事。22 戴耀晶認為“遭遇”類

“把”字句是處置類“把”字句及“致使”類“把”字句的過渡類型，也是“致

使”類“把”字句的雛形。23 他把三種不同語法意義的“把”字句整理成下表：
24  

 

 

 

本文認為這表格清楚表達了如何分辨不同語法意義的“把字句”，極具參考

價值。 

 

 

五   “把個”句的語法意義 

 

杉村博文論述“把個”句的作用時，引用了王惠的說法： 

 

一般“把”字句都基本上是客觀敘述性的，回答“S 的行為使 O 產生了什麼

變化？”，句子沒有什麼特別的語用附加義，⋯⋯。25 “把個 NV 了”句則不

 
22  同注 20，頁 129。 
23  同注 25，頁 188。 
24  同上注。 
25 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論叢》編委會編：《語言學論叢（第 19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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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無論句中動詞褒貶如何，句子都表達一種語用附加義：說話人對所發

生的事件情景感到“出乎意外”，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施事 A 的隱隱的“不
滿”、“責備” 等主觀評價意義……26 

 

在談論“把個”句前，需要先指出“把”字句不是客觀敘述性的，如上文所

述，它具有主觀性。在“把個”句方面，王惠的說法也並不完善，“把個”句確

實在某些情況是表達對施事 A（即主語）的不滿，但有些卻不是。例 37 中，如

果以王惠的說法去理解這句話，那麼便是說話人在批評公公因為開心得得意忘形

而把煙袋給了婆婆，但按前文後理分析，說話人沒有批評之意，因為原來說話人

在語句中倒轉了公公和婆婆，應該是婆婆把煙袋給了公公，而最後煙袋再次給了

公公。由此可見，這裏沒有不滿等主觀評價。又例如，例 32 有不滿的主觀評價，

妹夫當了個小官，當官的經歷卻使他自己非常傷心。只是當一個小官，不值得如

此傷心難過，可見說話者在批評妹夫。由此可見，有時候，“把個”句的內容是

在批評句中的主語。 

 

杉村博文同意以上說法並補充道，“把個”句有三種作用，一是如王惠所說

表達“出乎意外”的情況，二是強調 N 和 V 之間的扭曲關係，三是客觀地敘述

動作行為。27 張誼生和杉村博文有相近的看法，他指出“把個”句的 N 和 VC
之間的扭曲關係就是為了表達出乎意料的情況。28  他們對“把個”句語法意義

的分析都單從“把個”句出發，卻沒有和“把”字句的語法意義聯繫起來。 

 

我先前依照戴耀晶對“把”字句的分類，分析了《兒女英雄傳》中的“把個”

句的主語部分。先是有主語的“把個”句，確實符合“處置說”。例如在例 34
中，咂兒從孩子的嘴裡脫落出來，孩子處置了“咂兒”，改變了它的位置。又如

例 37，公公處置了煙袋，也改變了它的位置。 

 

由於“把個”句的特點為無主語句，所以大部分“把個”句都屬於“非處置

說”，而如我上文所述“非處置說”，即“遭遇”和“致使”，都表達“出乎意

外”的情況，便是張誼生和杉村博文所述“把個”句的語法意義。但我要指出不

是所有無主語句都是“非處置說”。在討論“把個”句的無主語句時，我引用了

張誼生的分析方法，把零主語句分為省略型、蘊涵型和隱含型，不同類型的零主

語句有不同的語法意義。先是省略型，我認為省略型的零主語句是“處置”。在

省略型句子中，主語在前句或前分句中出現，所以雖然是零主語句，但依然能清

楚知道主語是什麼。又再看例句 26，“元宗把個楊貴妃寵得迭蕩驕縱”，改變了

 
1997 年），頁 232。 
26  同上注，頁 232-233。 
27  同上注，頁 23。 
28  同注 11，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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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貴妃的性情，是“處置”，被寵自然會變得驕縱，這理所當然，沒有意外。當

然也有些較模糊的例子，如例 27，“元宗把個不穩的天下丟開不問”，可以是

“處置”，從管理天下事到不理政事，元宗不理政事，自然有臣子管理，改變了

國家的管理者。這裏也可以說是“遭遇”或“出乎意外”，天下不穩，元宗更應

管理天下事，卻丟開不理，出乎意外。至於蘊涵型，主語可以推斷出來，如例 30，
兩人把個和尚弄成了“黃瓜醃葱”，我在前文已經分析過這個例子，也同屬“處

置”，兩人從兩邊砍這和尚，他身體變成一段段這結果並不使人意外。真正屬於

“出乎意外”的是隱含型，隱含型主語很多都是不同情境並會導向某種類結果。

這正是“致使”，一件事影響人，多是負面和“出乎意外”。例 31 中，老婆兒

被一地死和尚的場景嚇得跌了一跤，她如果意料到會有一地死和尚便不會受驚。

這不是“處置”，一個滿是死和尚的場景不能處置一個人。例 32 如是，當外官

這事不能處置一個人，使他傷心，他也沒有自己想過會因當官而傷心。 

 

從此可見，不同的“把個”句有不同的語法意義，省略型和蘊涵型零主語句

都屬於“處置”，而隱含型屬於“致使”，有“出乎意外”的效果。本文通過以

上分析，證明“把個”句的語法意義確實和“把”字句相近，故此可以用同樣的

方法分析。 

 

 

六   結論 

 

總括而言，本文分析並列出了《兒女英雄傳》中的“把個”句和所有“把+

其他量詞”句，透過比較“個”和“其他量詞”發現兩者的特點不同，因此“把

個”句和“把 X”句亦有不同，以此定義“把個”句，並統計了其他量詞在“把

+量詞句”中的出現次數。然後，本文分析了“把個”句的主語特點，主要討論

書中不同類型的零主語句，包括省略型、蘊涵型和隱含型。又見先前學者分析“把

個句”語法意義時，多是單從“把個”句出發，並沒有聯繫“把”字句的語法意

義，本文便通過整合不同學者對“把”字句的語法意義的分析，探討“把個”句

的語法意義。由於不同“把個”句有不同語法意義，本文最後將先前分析的不同

類型主語句和“把”字句的語法意義：處置、遭遇和致使聯繫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