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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汉语词汇使役结构和句法使役结构的构成进行了描写，对汉语这两种使役性
结构的同形转换和异形转换进行了研究。并且在本体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日韩留学生学习汉语

使役结构时出现的遗漏和句式误选等偏误类型，分析了日韩留学生受母语影响而产生负迁移这一

主要偏误原因，最后提出了几点教学建议。

关键词：使役结构；描写；转换；偏误类型；偏误原因

中图分类号：Ｈ１９５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２２２１９０５６（２０１６）０５０６４７０９
ＤＯＩ编码：１０．１４０９５／ｊ．ｃｎｋｉ．ｏｃｅ．２０１６．０５．００９

一、汉语使役结构的描写与转换研究

跨语言研究发现人类语言使役化结构分为词汇使役化结构和句法使役化结构，这两种结构都

极为普遍（张京鱼，２００１）。汉语的使役结构同样也有词汇使役结构及句法使役结构两种。
（一）句法使役结构“Ｓ＋使＋Ｏ＋Ｖ”
所谓句法使役结构是指以轻动词（让、使等）加上其他动词表达的使役结构（张京鱼，２００４），使

役轻动词指词汇意义已经弱化、在语法结构中基本上仅剩下致使义的词，如英语中的“ｍａｋｅ、ｌｅｔ”
等，汉语中的“使、让、叫、令”等（常辉，２０１１）。我们可以把这些轻动词看作是识别汉语使役结构最
直接的或最明显而且也是最有效的形式标记。这个句法结构是一个兼语句，例如：

（１）这件事情让我很高兴
獉獉

。

（２）我真的不想再让他们失望
獉獉

了。

（３）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让人满意
獉獉

的答案。

（４）奶奶的身体实在令人担心
獉獉

。

因为汉语中某事物出现某种行为或变化、产生某种结果是使役概念的语义特征。不具备结果

义、变化义的单个动词是不能表现出以上意义的，当Ｖ由形容词或形容词短语构成时，同样要描述
出某种状态的变化（杨程程，２０１０）。即“Ｓ＋使／令／叫／让＋Ｏ＋Ｖ”中的 Ｖ一般不能是光杆动词，要
在其前后加上一些成分，而留学生学汉语会出现这样的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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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我第一次碰到这种场合时，令我惊吓了。
（６）我的决定让爸爸生气。
例（５）心理状态动词“惊吓”前应该加上“受到”，例（６）应该为“我的决定让爸爸很生气”或者

“我的决定让爸爸生气极了”。

但是如果“Ｓ＋使／令／叫／让＋Ｏ＋Ｖ”中的兼语“Ｏ”由泛指的“人”来充当，构成“令人／叫人＋双音
节心理谓词”结构，此时的“Ｖ”可以是光杆动词，如例（４）。因为这种组合结合的很紧密，并且日趋
词汇化，如：令人满意、令人失望、叫人着急、叫人心疼等。

（二）词汇使役结构“Ｓ＋Ｖ使＋Ｏ”。
词汇使役结构是指由使役动词带宾语构成的句子，在句法表层上这些句子和一般及物动词句

型“Ｓ＋Ｖ＋Ｏ”并无区别，但是动词本身含有使役义。如：
（７）中国经济的发展更是惊人

獉獉
。

（８）得了，你别恶心
獉獉

我了。

（９）她优美的歌声陶醉
獉獉

了在场所有的观众。

（１０）这个消息兴奋
獉獉

了屋子里所有的人。

（１１）他的话感动
獉獉

了在座的人。

（１２）年轻护士的话激怒
獉獉

了老护士长。

以上例句中的“惊”、“恶心”、“陶醉”、“兴奋”、“感动”和“激怒”在语义上都表示主语使宾语

出现某种行为、变化或者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例（１２）中的“激怒”一词是复合动补使役形式。常辉（２０１１）认为复合使役动词
常常由一些表示施事动作的词（如激、惹）加上一个表示受事状态的一价动词或形容词（如怒、恼）

构成，常表示由外界原因促使宾语发生某种状态的变化。复合法是现代汉语最重要的构词方法，因

而由复合使役动词构成的词汇使役结构在汉语中非常普遍。像这样的复合动补使役动词有：激怒、

惹怒、触怒、激恼、惹恼、吓呆、取悦、警醒等。

（三）两种结构之间的转换

彭利贞（１９９５）认为由使宾动词生成的句法结构“Ｓ＋Ｖ使＋Ｏ”，都可以从语义深层中找到它的镜
像“Ｓ＋使＋Ｏ＋Ｖ”。这就意味着“Ｓ＋使＋Ｏ＋Ｖ”和“Ｓ＋Ｖ使＋Ｏ”之间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下面我们来分
析这两种句式间的“同形转换”和“变形转换”两种方式。

１．直接同形转换
同形转换指的是句中的谓词不需要改变，直接进行转换。即“Ｓ＋Ｖ使＋Ｏ”中的“Ｖ使”，直接转换

为“Ｓ＋使＋Ｏ＋Ｖ”中的“Ｖ”。如：
（１３）这个消息兴奋

獉獉
了屋子里所有的人。

→这个消息使
獉
屋子里所有的人都兴奋

獉獉
了。

（１４）这回是爸爸满足
獉獉

了她。

→这回是爸爸使
獉
她满足
獉獉

了。

（１５）这个故事感动
獉獉

了很多人。

→这个故事使
獉
很多人都感动

獉獉
了。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两种句式间可以直接同形转换的谓词有：感动、安定、恶

心、警醒、迷惑、兴奋、恼怒、慑服、振奋、震动、震惊、满足、镇定、陶醉、迷醉、激动、困扰。

另外需要个别分析的心理使役动词是“激动”和“安定”。对于“激动”一词，先看以下例句：

（１６）激动
獉獉

人心的时刻到了。

→令
獉
人激动
獉獉

的时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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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天安门广场的悲壮场面和庄严气氛深深地激动
獉獉

了这位老革命家。

→天安门广场的悲壮场面和庄严气氛使
獉
这位老革命家非常激动

獉獉
。

（１８）这个消息激动
獉獉

了在场所有的人。

→这个消息使
獉
在场所有的人都激动

獉獉
了。

通过以上３个例句，可见“激动”一词在与“人心”构成四字格结构“激动人心”，或者后面接定
语较长的定中结构宾语，如“这位老革命家”、“在场所有的人”等时，由其构成的词汇使役结构和句

法使役结构可以同形转换。否则“激动”多用于句法使役结构，如：

（１９）她的话非常激动
獉獉

了我。

正确的句子应改为“她的话让我非常激动。”

“安定”一词在表示“使安定”的意义时，多用于“安定人心”、“安定军心”四字格形式。如：

（２０）你们要安定军心，共同抗敌。
（２１）物价稳定也可以安定人心。
２．加上其他成分之后的同形转换
在“Ｓ＋Ｖ使＋Ｏ”转换为“Ｓ＋使＋Ｏ＋Ｖ”的过程中，“Ｖ”前后还需要加上其他成分，这可以说是汉语

句法使役结构的完句条件。

（１）“Ｖ”前加“受”、“受到”等动词，这样的“Ｖ”有“苦、委屈、惊吓”等。
（２２）这里的粗茶淡饭，还真委屈

獉獉
你了。

→这里的粗茶淡饭，还真让你受委屈
獉獉獉

了。

（２３）妈……真苦
獉
了你！

→妈……真让你受苦
獉獉

了！

（２）“Ｖ”前加感觉类心理动词“感到、觉得”等。这样的“Ｖ”有：迷惑、震惊、安慰、害怕、可怕
等。

（２４）安慰病人。
→使病人感到／觉得安慰。
其中例（２４）“安慰”前后也可以加上程度副词“很、非常”等，或者后面接程度补语“极了”等。

如：“使病人很安慰。”／“使病人安慰极了。”
３．两种句式间的变形转换
我们发现有时候两种句式之间是不能直接进行同形转换的，如：

（２５）这些主张都很惊
獉
人，但毫无根据。

→这些主张都很令
獉
人惊
獉
，但毫无根据。

（２６）这些主张都很令
獉
人吃惊
獉獉

，但毫无根据。

→这些主张都很吃惊
獉獉

人，但毫无根据。

（２７）他的不良行为激怒
獉獉

了父亲。

→他的不良行为使
獉
父亲激怒

獉獉
了。

（２８）他的不良行为使
獉
父亲愤怒

獉獉
了。

→他的不良行为愤怒
獉獉

了父亲。

如果要转换，以上例句中的谓词就需要进行变形，即把“Ｓ＋Ｖ使＋Ｏ”中的“Ｖ使”转换为另外一个
与其意义相关但已变形的“Ｖ１”；反过来，“Ｓ＋使＋Ｏ＋Ｖ”中的“Ｖ”就要转换为与其意义相关但已变
形的“Ｖ使１”下面我们将对两类变形转换进行具体说明。

（１）“Ｖ使＋人”结构
这种“Ｖ使＋人”结构，“Ｖ使”是单音节动词，“人”是宾语，它们结合得非常紧密。由“Ｖ使＋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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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词汇使役结构（Ｓ＋Ｖ使＋Ｏ）转化为句法使役结构（Ｓ＋使＋Ｏ＋Ｖ）时就要把单音节使役动词“Ｖ使”
改成与其意义相近的双音节“Ｖ”。

例（２５）中的“惊”可以变成“吃惊”来完成转换。反过来例（２６）中“吃惊”不能直接用于词汇使
役结构中，可以将“吃惊”缩为“惊”，用“惊＋人”这样的组合完成向词汇使役结构的转换。例（２５）
和例（２６）相互转换形式为：

（２９）这些主张都很惊人
獉獉

，但毫无根据。

这些主张都很令
獉
人吃惊
獉獉

，但毫无根据。

（３０）这些主张都很令
獉
人吃惊
獉獉

，但毫无根据。

这些主张都很惊人
獉獉

，但毫无根据。

再如：

（３１）这个孩子真气人
獉獉

。

这个孩子真让人生气
獉獉

。

（３２）这件事真急人
獉獉

。

这件事真让
獉
人着急
獉獉

。

上述例（３１）（３２）中，有“气”→ “生气”、“急”→ “着急”这样的变形。

“Ｖ使＋人”结构有“怕人、惊人、迷人 、吓人、醉人、气人、恼人、累人、喜人、怡人、急人、烦人”等。

（２）使役动补复合词
使役动补复合词的第一个语素如“激”、“惹”等可以说是“准使役轻动词”，由这样的动词加上

一个单音节的补语比如“怒”、“恼”等构成使役动补复合词：“激怒”、“惹恼”等。因此由句法使役

结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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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遗漏Ｖ前后其他成分
（３７）每一个人都不做自己的任务，所以他们最后只好让自己苦。（日本）
（３８）这件事使我们为难。（日本）
（３９）最近，有一个事情让我高兴。（日本）
（４０）这消息让我伤心。（韩国）
（４１）这鬼故事让孩子惊吓。（韩国）
（４２）这个鬼故事让孩子可怕。（韩国）
以上６个例句遗漏了Ｖ前后的其他成分，没有满足汉语句法使役结构的完句条件，使得句子

结构不完整。我们具体分析如下：

例（３７）、（４１）、（４２）日语、韩语和汉语的对比：
（３７＇）日语：最後に、彼达は自分を苦

!

させるしかない。

字译：最后　　他们 自己　苦 （使动词尾）只好

汉语：他们最后只好让自己受苦。

（４１＇）韩语：
字译：这　鬼　　故事　　孩子 惊吓（使动词尾）

汉语：这个鬼故事使孩子受到了惊吓。

（４２＇）韩语：
字译：这个 鬼　故事　　孩子　可怕（使动词尾）
汉语：这个鬼故事让孩子觉得可怕。

日语使役义是在动词上加以形变标记来表示的，即在动词后加表示使役义的词尾“せゐ或さ

せゐ”。例（３７＇）中“苦
!

させる”是动词“苦
!

する”的使役态，单独一个使役态动词就可以完成使

役结构。根据我们在上文中的分析，汉语使役结构的完句条件除了要用轻动词“使”以外，还应该

在“苦”前面加上“受”。而日语“苦
!

させる”一词按字面只是“使……苦”的意思，没有汉语“受”

相应的形式。所以例（３７）是日本留学生受到母语的影响，遗漏了汉语动词“受”。
韩国语主要是通过在动词或者形容词后面加上使役词尾“

） 词 以 （ 该 尾 “ 孩 ”
使 独”词 ” 使 影怕。

通

役 学生“
的 以就 以例（

受 ”。

本 句 学 故主通让せ 苦 语 る 以例（

面。形本 相

的

ゐ ：

例（

３７）、（

４１�c�\ �é �á

�å�é 。而

到 了 语 成 ： 比 比 日 要 语

さ惊 译 鬼 从 根 子 从 自怕 过 动 ” 汉 这 事 生 孩 错 语 生 比 （ ） 语 ゐ受 标 这 ） 惊 。 译最后

，有一 最后 子 陶 怕 使 词 ） 语 さ 每 个 事 生 陶 孩 比 比 さ 有 事 陶 惊 本 （ ） 钻 字 ： 比个 鬼让我 怕 过 动汉 ： 事 生 我 子 有 事 我 国 文 个 鬼 中 动到 以 苦。学 只 个 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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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程度副词“很、非常”、程度补语“极了”等，以达到结构的完整。而例（３８）、（３９）和（４０）中单用
了“为难”、“高兴”和“伤心”，没有满足汉语使役结构的完句条件。

日韩使役句中只要句子主要信息“致事”、“感事”齐全，并且将动词转化为使役态就可构成使

役结构，例（３８＇）、（３９＇）和（４０＇）中，就是由“困惑させる”、“喜ばせる”和“ ”构成日／韩
语的使役结构，即使其他成分不存在句子也是成立的，而汉语则不然。例（３８）、（３９）和（４０）都是母
语负迁移造成了遗漏偏误。

值得注意的是，此遗漏类偏误所占比例较大，说明学生对句法使役结构的使用条件掌握得不

好，应加强对句法使役结构使用条件的教学。

２．遗漏句法使役结构中的轻动词和兼语
（４３）我国日本的吸烟率是比别的先进的国家多。这个事实很遗憾。（日本）
（４４）不少父母在孩子的面前吸烟呀、整天打麻将呀，那样的话，孩子的未来很担心。（日本）
（４５）以前在韩国有一个很吃惊的事情发生了。（韩国）
（４６）已经可以含着微笑回忆当时愉快的一段事情。但到目前为止，开车的时候，也把这一

段插话当作教训。（韩国）

（４７）但妈妈一次也没打过我，只是用感动的几句话说服我。（韩国）
根据上文的分析，汉语句法使役结构可以由轻动词“令／使／叫”和兼语“人”构成比较紧密的结

构，然后再加上Ｖ构成。而例（４３）（４７）中，遗漏了“令人／使人／叫人”，使得句子结构和语义都不
完整。改正的方法是在“遗憾”、“担心”、“吃惊”、“愉快”、“懊恼”、“感动”前加上“令人”等。我们

对此进行语言对比，来说明产生偏误的原因。

例（４３）（４７）日／韩语与汉语对比：
（４３＇）日语：この事

!

は人に遗憾させる。

字译：这个事实　人　遗憾（使动词尾）
汉语：这个事实很让人遗憾。

（４４＇）日语：子供の未来は人に心配させる。
字译：孩子的未来　人　担心（使动词尾）
汉语：孩子的未来很让人担心。

（４５＇）韩语：
字译：以前　在韩国　吃惊（使动词尾）　一　事情 发生

汉语：以前韩国发生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

（４６＇）韩语：
字译：笑　含着 当时 回忆　我们　愉快（使动词尾）的 事情 是

汉语：含着微笑回忆当时令人愉快的一段事情。

（４７＇）韩语：
字译：只是 感动（使动词尾）几句话 我　说服
汉语：只是用令人感动的几句话说服我。

汉语中最常用的句法使役结构是由实词“叫／令／让／使”等构成，而且表示“感事”的兼语一般情
况下也是不能省略的。而日／韩语里没有与汉语“叫／令／让／使”相应的单词，主要是词汇使役结构，用
动词的使役态即可。例（４３＇）（４７＇）中是“遗憾させる、心配させる、

”。这种用动词的使役态来完成的使役结构与汉语句法使役结构之间是不对等的，

所以日韩留学生很可能受到母语的影响，在输出汉语时，遗漏了“叫／令／让／使”等，连带结构紧密
的兼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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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译：中国队的　努力　足球迷　　满意（使动词尾）
汉语：中国队的努力使足球迷非常满意。

（５３＇）韩语：
字译：这个 鬼　故事 孩子　惊吓（使动词尾）
汉语：这个鬼故事使孩子受到了惊吓。

（５５＇）韩语：
字译：你们　　高兴（使动词尾）
汉语：使你们高兴。

（５６＇）韩语：
字译：但是　　我　您　　失望（使动词尾）
汉语：但是我让您失望了。

以上偏误原因主要是母语负迁移，同时也可能是目的语规则性泛化。汉语两种使役结构中，句

法使役结构应用较为广泛，词汇使役结构的应用却是受限的。留学生学过了诸如“感动了我”、“激

动人心”、“气人”等结构后，以此错误类推，突破条件限制，所以出现了像例（４８）—（５６）中“她的话
非常激动了我”、“任务气我”等偏误。

（三）错序

此处的错序是词汇使役结构中“致事”和“感事”颠倒错序的问题。我们发现“感动”一词的错

序偏误尤为突出：

（５７）我很感动
獉獉

她态度。（日本）

（５８）我很感动
獉獉

他的主张。（日本）

（５９）阿姨笑着脸送给我们泡菜，回到房间我们感动
獉獉

了阿姨的温暖和关怀。（韩国）

（６０）人们感动
獉獉

了他的爱国精神，为了纪念他就把这天当做节日了。（韩国）

“致事”主要表示某种使役动作行为产生的原因，其位置比较固定，都在使役动词之前，不能移

到其后，这一点日／韩语跟汉语一样。像例（５７）—（６０）中的“致事”“他的态度、他的主张、阿姨的
温暖和关怀、他的爱国精神”都必须在“感动”之前。我们应该做如下改正：

（５７＇）他的态度感动
獉獉

了我。／他的态度使我深受感动
獉獉

。

（５８＇）他的主张感动
獉獉

了我。／他的主张使我深受感动
獉獉

。

（５９＇）阿姨的温暖和关怀感动
獉獉

了我们。／阿姨的温暖和关怀使我们深受感动
獉獉

。

（６０＇）他的爱国精神感动
獉獉

了人们。／他的爱国精神使人深受感动
獉獉

。

（四）杂糅

（６１）去年我在人民大学上课的时候，每天听到令人吓死的大铃声。（韩国）
（６２）随着生活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很多方便，但也带来了令人恼人的方面。（韩国）
（６３）我们都要知道流行歌曲是令会感动我们，而不是歌手长貌等的问题。（韩国）
例（６１）中“吓死”是使役动补复合词，后面可以直接加“感事”，形成词汇使役结构：“听到吓死

人的大铃声”，而相应的句法使役结构是“听到令人非常害怕的大铃声”。留学生将词汇使役和句

法使役两种结构纠结在一起产生了杂糅“令人吓死”。

同理，例（６２）是“恼人”和“令人烦恼”的杂糅，例（６３）是“感动我们”和“令我们感动”的杂糅。

三、结　语

本文对汉语词汇使役结构和句法使役结构进行了描写和转换研究，并且对日韩留学生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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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使役结构过程中出现的偏误进行了分析。主要偏误类型是遗漏和句式误选，错序较少，基本是

“感动”这一个词；杂糅也很少，没有发现误加偏误。主要偏误成因是母语负迁移造成的语际偏误。

我们知道，汉语使役结构以句法使役结构“Ｓ＋使＋Ｏ＋Ｖ”为主，以词汇使役结构“Ｓ＋Ｖ使＋Ｏ”为
辅，日／韩语只有词汇使役结构“Ｓ＋Ｏ＋Ｖせる／させる”和“Ｓ＋Ｏ＋Ｖ ”，而偏误的主要原因是母

语的负面影响。那么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要帮助日韩留学生排除母语的干扰，顺利习得汉语的

使役结构。首先我们要让他们掌握汉语句法使役结构“Ｓ＋使＋Ｏ＋Ｖ”及其完句条件，减少遗漏偏误；
其次要让他们掌握哪些汉语词语本身具有使役义，以及这些词语是怎样构成的，用来生成词汇使役

结构“Ｓ＋Ｖ使＋Ｏ”，减少句式误选偏误；再次要让他们识别汉语句法／词汇使役结构的差异，减少杂糅
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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