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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使役动词的使用看谁的“京味儿”更浓* 

——以损公、剑胆和尹箴明的作品为中心 

 

 

今村圭  汪维辉 

 

提要 清末民初出现在北京的很多白话报纸上的作品都是用当时的北京话口语写作的。然而，即使都是

用北京话写的，不同的作品在反映北京话的程度上依然存在着差异。文章以三位京话作家――损公（蔡

友梅）、剑胆和尹箴明的作品为例，从使役动词的使用情况来探讨谁的作品反映北京话的程度更高。通过

语料调查和分析，我们初步认为，反映北京话口语程度最高的是损公作品，其次是尹箴明作品，第三是

剑胆作品。 

关键词 “让” “叫/教” 使役句 北京话 语料性质 

 

 

1．引言 

根据今村圭(2020，2024)的考察，在清末民国时期反映北京话口语的作品中最常用的使役动词

是“让”，“让”替代“叫”的过程已经完成1，因此“让”占优势的作品反映北京话口语的程度比“叫”

占优势的作品高，或者说“京味儿”更浓。本文拟从使役动词的使用情况来探讨清末民初三位京话

作家——损公、剑胆和尹箴明中谁的作品反映北京话的程度更高。 

 

2．对象资料和分析方法 

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搜集了一系列早期北京话的作

品，本文拟从中选出三种刊载于清末民初白话报纸上的作品――损公（即蔡友梅）著《新鲜滋味》

（刘云校注，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剑胆著《花鞋成老》（姜安校注，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和尹箴明著《评讲聊斋》（王金花校注，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进行考察。众所周知，这一时期

北京出现的很多白话报纸都是用当时的北京话口语写作的2，因此，这些小说作品适合用来探讨谁的

“京味儿”更浓的问题，从而为深入认识当时的北京口语实况找出更优质的语料。 

关于分析方法，为了与今村圭(2020，2024)的统计结果进行比较，本文也同样以木村英树(2012)
提出的三种使役句――指示使役句、许容使役句、诱发使役句（下文一般简称“指示句、许容句、

诱发句”）为基准进行调查。 

    指示句（X 叫 Y V3）表示人物 X 积极地使令、支使人物 Y 做 V 代表的动作或行为的情况。 
(1)“是民政局让你写的？”“不是。”“是公社要你写的？”“不是。”（《小鲍庄》第 202

页）4 

 
* 本文原为作者今村圭博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后在「中国近世語学会」（2024.6.8）上宣读。投寄《雲漢》后，

审稿专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于此统致谢忱。文章谬误之处，概由作者本人负责。 

1 在清代前期和后期的北京话代表语料《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中“叫”是最常用的使役动词。关于“叫”

和“让”的发展关系，参见今村圭(2012)。 

2 关于在清末民初时期的白话报纸上出现的北京话语言现象，参看顾迎新(2009)、刘一之(2011)和刘云、李卉

(2015)等。 

3 X表示主语名词，V表示谓语，Y表示 V代表的动作或作用的主体，即兼语。 

4 与今村圭(2020)相同，例（1）到例（3）源自王安忆《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王安忆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王安忆《王安忆短篇小说编年》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万方《空镜子》（北京出版社出版集

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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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是鲍彦荣和要写小说的鲍仁文的问答。两个疑问句中，一个用“让”，另一个用“要”。“让”

和“要”都同样用于指示句。 
许容句（X 让 Y V）表示人物 X 容许、任凭人物 Y 做 V 代表的动作或行为的情况。 
(2)他想：是让弟弟玩还是不让弟弟玩。（《救命车》第 281页） 

例(2)是选择疑问句，前面使用“让”表示允许，后面使用否定形式“不让～”表示不允许。这

两个“让”都用于许容句。 
在被使役者 Y 做某种动作或行为这点上指示句和许容句是共同的，不同点在于 X 对 Y 的干预

方式。指示句是 X 用积极地使令、支使的方式来干预 Y，而许容句则相反，是 X 用不做什么积极的

动作――不妨碍 Y 的动作或行为让 Y 做动作或行为的方式来干预。我们可以说，如果把指示句的 X
当作积极的使役者，那么许容句的 X就是消极的使役者。 

    诱发句（X 使 Y V）表示 X致使、导致 Y呈现某种状态变化的情况，谓语是无意志性的，典型

的谓语是跟心理活动或身体状况有关的无意志动词或形容词。 
(3)结婚以后的情形让她不由得有点失望。（《空镜子》第 34页） 

 

3．三种作品中的使役句 

3.1  损公作品中的使役句 

“新鲜滋味”是一系列刊登在《京话日报》上的小说名称，一共收录二十六部作品。很多研究

者指出，蔡友梅的小说作品有鲜明的北京话特色5。如谭中华、彭爽(2018:256)认为：“蔡友梅‘新

鲜滋味’系列小说中的词语忠实地记录了清末民初时期北京话的真实面貌，特点鲜明，价值重大。” 

这次我们以《姑作婆》（第一种）、《苦哥哥》（第二种）、《铁王三》（第十种）、《花甲姻缘》（第十

一种）、《非慈论》（第二十种）、《贞魂义魄》（第二十一种）和《回头岸》（第二十二种）等作品为研

究对象，考察其中使役动词的使用情况。结果显示，在这七部作品中，与“叫”相比，“让”占有明

显的优势。“让”字使役句一共出现了 119次，三种使役句的例子都有。 

【指示句】 

(4)狗爷说：“……我打算让你嫂子往前走。”二小说：“你让我嫂子改嫁？开玩笑哇，是怎么

着？”（《姑作婆》第 7页） 

(5)铁王三说：“我又不是侦缉队长，那里来的包探？”范三说：“现放着于二，你让他回去一

趟不好么？”（《铁王三》第 17页） 

例(4)、(5)都用于对话。例(4)是狗爷和二小的对话。在两个人对话的其他地方，同样的内容使

用了其他使役动词表达：“逼他妹妹往前走”。据此我们可以确认此句是使役者积极地干预。使役

者是狗爷，被使役者是全氏。例(5)是铁王三和范三的对话。范三给铁王三提供建议，铁王三回家之

前，先派人去探明现在家里的情况。使役者是铁王三，被使役者是于二。 

【许容句】 

(6)二小说：“你是个续弦，人家是坐家女儿，人家是得要瞧瞧你。”狗爷说：“瞧就让他瞧去，

反正我也不缺鼻子，也不短眼睛。”（《姑作婆》第 17页） 

(7)招哥儿说：“我父亲作事胡涂，无可讳言。大叔已然责备啦，我父亲也认了错啦。不让我父

亲干预我赵家的事情，这原可以。”（《姑作婆》第 25页） 

例(6)、(7)都用于对话。例(6)是狗爷和二小的对话。狗爷答应对方要求的情景。使役者是狗爷，

被使役者是姑娘。例(7)是招哥儿对赵爷说的话。在这个例子前面，同样的内容使用了其他使役动词

表达：“不准干预赵家的事情”。由此我们可以确认例(7)的“让”是用于许容使役。使役者是赵爷，

被使役者是招哥儿的父亲。这个例子使用否定形式“不让～”，表示不允许。 

【诱发句】 

 
5 参见刘一之(2011)、雷晓彤(2005)和谭中华、彭爽(201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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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吴大爷叹了一口气，说：“大哥，我遇见这宗手足，让我有甚么法子。”（《苦哥哥》第 43
页） 

(9)范三说：“蒋大姑娘，你母亲好点儿没有？”姑娘说：“让三叔挂念，这两天倒是好了。”

（《铁王三》第 12页） 

在这七部作品中，“叫”字使役句仅出现了 3次，均用于指示句。 
【指示句】 

(10)全氏点了点头，也没言语，狗爷也就不理他了。这就找裱糊匠糊棚，撒帖子请人，讲轿子

搭棚，叫厨子备酒席，喜事就算办起活儿来。（《姑作婆》第 18页） 

(11)大家吃完了，铁王三在正房头里，叫人放了张桌子，上头铺了块红毡子。（《铁王三》第 8
页） 

(12)马氏以为是哈尔滨反了呢，当时说道：“怎么著，那个地方反了？咱们孩子倒平安哪？兵

荒马乱的，写信叫他辞差罢。”（《非慈论》第 92页） 

例(10)、(11)都用于陈述句。例(10)是狗爷做喜事时准备的情景。使役者是狗爷，被使役者是

厨子。例(11)是铁王三命令下人做准备的情景。使役者是铁王三，被使役者是下人。例(12)用于对

话，是马氏对牛兰谷说的话。使役者是马氏，被使役者是崇格。例(10)和例(11)的“叫”都不能完

全排除有“呼唤”义的可能性，但是例(12)是写信给予指示，很难看出“叫”有“呼唤”义，由此我

们能确认“叫”是作为表使役的标记使用的。 
我们把《新鲜滋味》七部作品中“让”和“叫”的用法进行比较，统计结果如下： 

 

表 1  损公作品中“让”和“叫”字使役句用法分布 

 指示句 许容句 诱发句 合计 

“让” 72(32) 29(13) 18(15) 119(60) 
“叫” 3(1) 0 0 3(1) 

＊表中的（ ）内数字表示用于对话的数量。下同。 

 

由表 1可知，在《新鲜滋味》七部作品中，相较于“叫”，“让”占有明显的优势。 

 

3.2  剑胆作品中的使役句 

《花鞋成老》收录了六部作品：《花鞋成老》《阜大奶奶》《何喜珠》《劫后再生缘》《李傻子》和

《张铁汉》。作者剑胆，是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代表作家之一。他很多产，刘云(2013)列举的晚清民

国时期的北京话材料中就有两百部左右剑胆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山田忠司(2012)指出，《阜大奶

奶》的语言具有很鲜明的北京话特色。 

我们以《花鞋成老》《阜大奶奶》和《李傻子》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中使用了哪些使役动词。

结果显示，虽然在这三部作品之间存在一些差异，但是总的倾向具有一致性，即与“让”相比，“叫

（教）”占有明显的优势。在这三部作品中，“叫（教）”字使役句共有 123个，三种使役句的例子都

有。 

【指示句】 

(13)写完遂教成老画押，又教成老按上一个中指的斗迹。（《花鞋成老》第 9页） 

(14)阜大少道：“你住在这里最清净，短什么用什么，就叫人告诉管事龚二去办。”（《阜大奶

奶》第 48页） 

例(13)用于陈述句，是花鞋成老等写下字据的情景。使役者是狗蝇德子，被使役者是花鞋成老。

例(14)用于对话，是阜大少对玉蚨说的话。使役者是玉蚨，被使役者是下人。 
【许容句】 

(15)成老一看，遂硬着头皮说道：“你们诸位什么事拦着街门，不教我出去？”（《花鞋成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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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页） 

(16)那罗五糟儿知道这件事情，未免也有些气闷，每每端起酒盅来就叨翻，先将阜大少骂了一

顿，复又数说罗白氏，不该叫儿子常福去打架。（《阜大奶奶》第 66页） 

例(15)用于对话，是巡警等将成老围住的情景。使役者是巡警等，被使役者是花鞋成老。这个

例子使用否定形式“不教～”，表示不允许。例(16)用于陈述句。罗白氏将在阜府呕气抓打一事告诉

常福，常福一听就生气，马上到阜府打了一架。至于这件事，罗五糟儿觉得罗白氏应该阻止常福去

打架。使役者是罗白氏，被使役者是常福。 

【诱发句】 

(17)这们办，一切闲言暂时收起，听在下我把这花鞋成老的故事演讲出来，管保叫您开心解闷。

（《花鞋成老》第 1页） 

(18)老太太交给我的这套话，要照样儿同人家一提，岂不叫人多心吗？（《李傻子》第 183页） 

在三部作品中，“让”字使役句一共有 6个。其中 3例很相似。 
(19)文氏一听，连忙答应了一声，只好让玉二姑娘同成老一齐走入，回手将门关上。（《花鞋

成老》第 19页） 

(20)不行不行，那天在饭馆子里，已然碰了他的钉子，再说又与玉禄他们爷俩，当时弄了挺僵，

满打怔往里走，也不能让我上房去坐。（《花鞋成老》第 20页） 

(21)王聋子怔怔道：“他找崔二升的吗？那就让他屋里坐去。”（《阜大奶奶》第 47页） 

这 3例都是主人等请人进来的情景。这种情况在“让”以“礼让”义用于兼语式的时候较多见。

此外，下面例(22)也是“让”作为保留“礼让”义的动词用于兼语式时较为多见的情况。 

(22)这里阜大少便叫小虎把点心盒子打开，让玉蚨随便用些点心。（《阜大奶奶》第 48页） 

这 4例中的“让”都存在还带有“礼让”义的可能性。剩下 2例的使用情况与上面 4例不一样，

很难看出“礼让”义，如下。 

【指示句】 

(23)黎泽福一面卷画，一面说道：“还是去找贾老西，让他看看再说。”（《阜大奶奶》第 68
页） 

例(23)用于对话,是阜大少和玉蚨为了准备钱，与黎泽福商量一下变卖什么的情景。使役者是黎

泽福，被使役者是贾老西。 

【许容句】 

(24)愣爷见傻爷闹这种怪现象，遂说：“二爷，您算啦吧，这们出拾金，也直得这样的叫好儿？

要是让您听上小叫天儿，那还记得李爷贵姓啊！”（《李傻子》第 163页） 

例(24)用于对话，是愣爷和李憨云一起来听戏的时候，愣爷看到李憨云一直叫好的样子，对李

憨云说的话。使役者是愣爷，被使役者是李憨云。 

由此可见，在这三部作品中，“让”字使役句不仅使用数量不多，而且用法也受到限制。 

我们把《花鞋成老》《李傻子》和《阜大奶奶》中“让”和“叫（教）”的用法进行比较，统计

结果如下： 

 

 表 2  剑胆作品中“让”和“叫（教）”字使役句用法分布6 

 指示句 许容句 诱发句 合计 

“让” 1(1) 1(1) 0 6(4) 
“叫”(教) 94(47) 14(13) 15(12) 123(72) 

 

 
6 《花鞋成老》和《阜大奶奶》中的“让”字使役句，大部分都是“让”还带有“礼让”义的可能性比较高的用

例，因此我们对例(19)到例(22)没有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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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可知，在三部作品中，“叫（教）”比“让”占有明显的优势。 

 

3.3  尹箴明作品中的使役句 

《评讲聊斋》收录了五部作品：《曾友于》《花姑子》《婴宁》《胭脂》和《凤仙》。在清末民初时

期，把《聊斋志异》改写为京味儿小说很受欢迎，已有研究指出，它们大量运用了北京土语7。 

我们调查了这五部作品里使役动词的使用情况，发现这五部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一种是使役动

词“让”的使用多于“叫”；另一种情况却截然相反，即“叫”比“让”使用得多。我们首先看一下

“让”使用得多的《曾友于》《花姑子》和《婴宁》。在这三部作品中，“让”字使役句一共有 42个，

三种使役句的例子都有。 
【指示句】 

(25)却说友于一定让继祖归回家去，继祖无法，夫妻痛哭而去。（《曾友于》第 37页） 

例(25)用于陈述句，是曾友于命令不想归回的继祖归回家去的情景。使役者是曾友于，被使役

者是继祖。 

【许容句】 

(26)不如就依从着他，还让他照旧跟着你。（《曾友于》第 36页） 

例(26)用于对话，是曾孝听了继祖不想回家的理由以后，对曾友于说的话。使役者是曾孝，被

使役者是继祖。 
【诱发句】 

(27)再者他的消息灵通，不用上外国，就在山里一藏，就让人没法儿下手。（《花姑子》第 72
页） 

“叫”字使役句共 25例，主要用于指示句和诱发句。 

【指示句】 

(28)老太太又叫子服出去，把长工叫进来，让他在外院客厅吃点儿酒饭。（《婴宁》第 100页） 

例(28)用于陈述句，是为了给在外面等待的长工吃点儿酒饭，老太太命令王子服出去把长工叫

进来的情景。使役者是老太太，被使役者是王子服。 

【诱发句】 

(29)自己一想，离着这们远，还是不得安生，可又不肯听劝，这不是诚心叫我为难吗？（《曾

友于》第 20页） 

在《曾友于》《花姑子》和《婴宁》这三部作品中，“叫”用于许容句的情况只有以下《婴宁》中

的一例： 

【许容句】 

(30)我们娘儿两个，说了会子话儿，说不叫我惊动你，他老人家已经回去了。（《婴宁》第 112
页） 

例(30)用于对话，是婴宁告诉王子服昨天夜间老太太来我们这儿的情景。使役者是老太太，被

使役者是婴宁。这个例子表示不允许。 
我们把《曾友于》《花姑子》和《婴宁》中“让”和“叫”的用法进行比较，统计结果如下： 

 

 

 

 

 

 

 
7 参见孟兆臣(2009)和刘云(201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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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曾友于》《花姑子》和《婴宁》中“让”和“叫”字使役句用法分布 

  指示句 许容句 诱发句 合计 

《曾友于》 
“让” 9（2） 6（1） 0 15（3） 
“叫” 5（0） 0 2（1） 7（1） 

《花姑子》 
“让” 4（2） 7（3） 3（3） 14（8） 
“叫” 7（2） 0 1（1） 8（3） 

《婴宁》 
“让” 3（2） 6（2） 4（1） 13（5） 
“叫” 6（1） 1（1） 3（2） 10（4） 

 

通过表 3 我们可以发现，三部作品在表示许容使役时，与“叫”相比，“让”占有明显的优势。

不同之处在于表示指示使役时，在《曾友于》中“让”的使用数量多于“叫”，但《花姑子》和《婴

宁》中“叫”的使用数量比“让”多；表示诱发使役时，情况却相反，在《曾友于》中只用“叫”没

用“让”，但《花姑子》和《婴宁》中“让”的使用数量比“叫”多。据此可知，三部作品在许容句

上“让”占有明显的优势，而在指示句和诱发句上“让”和“叫”的使用则是平分秋色。 

按照今村圭(2012)，“让”替代“叫”的过程如下：“让”开始作为使役标记使用以后，首先在

许容句上的使用多于“叫”，之后又逐渐在其他两种使役句上占据优势，成为最常用的使役动词。根

据这个替换过程，我们可以说，在上述三部作品中“让”和“叫”的使用情况相当于“让”和“叫”

的替代已经处于颇有进展的状态。 

《凤仙》和《胭脂》里的使役句情况与前三部作品相反，即“叫”的使用数量多于“让”。两部

作品情况亦略有不同，因此，下文分别予以讨论。 

在《凤仙》中，“叫”字句出现了 8 次，“让”字句出现了 7 次。而“叫”字使役句则与上面讨

论的三部作品一样，只用于指示句和诱发句。 

【指示句】 

(31)于是两个人，就近打了座店住下，叫小二把马喂上，两个人要酒要菜。（《凤仙》第 190页） 

例(31)用于陈述句，是两个贼寇到店以后的情景。使役者是两个贼寇，被使役者是小二。 

【诱发句】 

(32)我既认了头，决不叫你们老爷们为难。（《凤仙》第 192页） 

至于“让”字，三种使役句的例子都有。 
【指示句】 

(33)你跟我说了个挺好，到是那一天，我上那儿娶去呀？你总得让你家姑娘给我一个准信儿，

我才能给他裤子哪！（《凤仙》第 158页） 

例(33)用于对话，是刘赤水对丫鬟说的话。刘赤水有点儿担心姑娘说了不算，因此说了这些话。

使役者是丫鬟，被使役者是姑娘。 
【许容句】 

(34)刘爷既跟人家是亲戚，不好推辞，想着大约也许住的是房子，要是山洞，能让我去吗？（《凤

仙》第 183页） 

例(34)用于陈述句，是丁二官人请刘赤水来自己家住一天的情景。使役者是丁二官人，被使役

者是刘赤水。这是一个反问句，意思是如果丁二官人住的地方是山洞，他不会允许刘赤水去他家。 

【诱发句】 

(35)我看娘子醉到这样，如何能顾得再脱衣服。真要这们穿着睡，倘或一个呕吐起来，脏了衣

服，未免可惜。即使没有还席的毛病儿，穿着也裹的慌啊，而且冻着，也不是玩儿的。……我得

尽点儿义务，替他脱脱吧，谁让人家孩子，醉到这步天地了呢。（《凤仙》第 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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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5)是“谁让～”形式特有的抽象用法8。“谁让”以后的部分表示的是替她脱衣服的原因9。 

我们把《凤仙》中“让”和“叫”的用法进行比较，统计结果如下： 

 

表 4  《凤仙》中“让”和“叫”字使役句用法分布 

 指示句 许容句 诱发句 合计 

“让” 4(2) 2(0) 1(1) 7(3) 
“叫” 5(3) 0 3(1) 8(4) 

 

由表 4 可知，在《凤仙》中“让”和“叫”的使用数量差别不大，此外“让”和“叫”的使用

倾向与上述《曾友于》《花姑子》和《婴宁》很相似，即“让”用于三种使役句，而“叫”只用于指

示句和诱发句。 

那么，为什么《凤仙》与三部作品不同，“叫”的使用数量比“让”多呢？我们初步推测，原因

在于许容句的使用上。在《凤仙》中使用兼语式表示允许或放任的例子本来就不多，除了两例“让”

字使役句外，仅有三例“容”字使役句10。 

(36)喝！这倒不错，我的床上，岂容你们在此睡觉？（《凤仙》第 156页） 

(37)你既愿意，容我再慢慢儿告诉您呀！（《凤仙》第 158页） 

这种由“容”构成的使役句的例子，也出现在《曾友于》《花姑子》和《婴宁》等三部作品中，

在《曾友于》和《婴宁》中我们还发现了用其他使役动词表示允许或放任的例子。 

(38)话表曾孝因为女儿死了，要去找亲家打群架，一约会友于，友于不应，刚要劝劝哥哥，奈

因在气头子上，如何能听，也只好任凭他去吧。（《曾友于》第 4页） 

(39)没有事故，不许子服出去闲游荡，就连喝个野茶儿都不让去，一则怕荒了学业，二则怕遇

著坏人勾引著胡跑去。（《婴宁》第 77页） 

我们认为，在《凤仙》中，这种使用兼语式表示允许或放任的场面本身就不多，因此影响到了

“让”的总数量。如果出现更多许容使役情况的话，“让”超过“叫”的使用数量的可能性较大。因

此，尽管在《凤仙》中“叫”的使用多于“让”，我们还是可以认为，在《凤仙》中“让”和“叫”

的使用情况与《曾友于》《花姑子》和《婴宁》这三部作品相近。 

最后我们看一下《胭脂》中“叫”和“让”的使用情况。与《凤仙》不同，在《胭脂》中“叫”

的使用明显多于“让”。“叫”字使役句一共有 18 个（《胭脂》中有一例“教”用于使役句，我们统

计时也计入“叫”字使役句），三种使役句的例子都有。 
【指示句】 

(40)吴公吩咐暂且停刑，叫宿介快快讲来。（《胭脂》第 143页） 

例(40)用于陈述句，是吴公在堂上命令宿介从实招来的情景。使役者是吴公，被使役者是宿介。 

【许容句】 

(41)吴公问到此处，吩咐衙役带鄂秋隼，并不叫胭脂下堂。（《胭脂》第 139页） 

例(41)用于陈述句，是使用否定形式“不叫～”表示吴公不允许胭脂下堂。使役者是吴公，被

使役者是胭脂。 

【诱发句】 

(42)如今这们干耗着，实在教人纳闷儿。（《胭脂》第 121页） 

“让”字使役句一共有 5个，只用于指示句和许容句。 

【指示句】 

 
8 参见平井和之(1986)和胡德明(2009)。 

9 例(35)看起来不同于三种使役句，之所以将其归入诱发句，是因为它更不符合指示句和许容句的特征。 

10 卢小群(2014)指出，“容”字句是北京话中的一个富有特色的句式，构成兼语式时只能表示“允让”义。在我

们所调查的《评讲聊斋》中出现的“容”字使役句基本上都用于表示允许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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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俗说施公听王氏所供，暗暗记下，然后又让他重叙了一遍，人名儿不错，这才叫书班，录

了一套供，画上十字，印了斗箕。（《胭脂》第 147页） 

例(43)用于陈述句，是施公在堂上命令王氏再讲一次的情景。使役者是施公，被使役者是王氏。 

【许容句】 

(44)一会儿掌上灯烛，王氏预备了点儿酒菜，让宿介喝，自己坐在一旁打牙撂嘴儿。（《胭脂》

第 124页） 

例(44)用于陈述句，使役者是王氏，被使役者是宿介。在这个例子中确实存在王氏对宿介的干

预，但这种干预不像指示句那种强力干预，是王氏好意劝宿介喝的，可以说是一种微弱的干预，因

此算许容句或许更合适。 
我们把《胭脂》中“让”和“叫”的用法进行比较，统计结果如下： 

 

表 5  《胭脂》中“让”和“叫”字使役句用法分布 

 指示句 许容句 诱发句 合计 

“让” 4(2) 1(0) 0 5(2) 
“叫” 13(3) 1(0) 4(3) 18(6) 

 

由表 5 可知，《胭脂》与《评讲聊斋》中的其他四部作品有很大差异：“叫”占有明显的优势。

如前所述，当时在反映北京话口语的作品中最常用的使役动词是“让”，“让”替代“叫”的过程已

经完成，因此“让”占优势的作品反映北京话口语的程度比“叫”占优势的作品高，由此看来，《胭

脂》反映北京话的程度要比其他四部作品低一些。 

 

3.4  三位作家作品之间的比较 

前面我们对使役动词在三位作家每部作品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写，并具体分析了

同一个作者不同作品之间存在的差异。基于上文的语料调查和分析，我们将三位作家作品中使役动

词的用法归纳为表 6。其中，《评讲聊斋》中使役动词的使用情况可以分为两类，以《曾友于》《花姑

子》《婴宁》和《凤仙》为一组，《胭脂》为另一组。 

 

表 6  三位作家作品中“让”和“叫(教)”字使役句用法分布 

  指示句 许容句 诱发句 合计 

损公作品 
“让” 72（32） 29（13） 18（15） 119（60） 
“叫” 3（1） 0 0 3（1） 

《曾友于》等 
“让” 20（8） 21（6） 8（5） 49（19） 
“叫” 23（6） 1（1） 9（5） 33（12） 

《胭脂》 
“让” 4（2） 1（0） 0 5（2） 
“叫” 13（3） 1（0） 4（3） 18（6） 

剑胆作品 
“让” 1（1） 1（1） 0 6（4） 

“叫(教)” 94（47） 14（13） 15（12） 123（72） 
 

如前所述，我们认为“让”占优势的作品反映北京话口语的程度比“叫”占优势的作品高。从

表 6 来看，三位作家作品在使役动词的使用上有明显的差异，这意味着它们在反映北京话口语的程

度上存在着差异。在这些作品中，“让”使用得最积极的是损公作品，在损公作品中“让”占有明显

的优势。许多研究者都发现他的作品京味儿特征很突出，比如刘一之(2011:565)明确指出：“在这

些作者（按：清末民初时期的办报人）中，蔡友梅的京味儿最浓，其文中出现的北京话语词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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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在反映北京话口语的程度上，损公（蔡友梅）的作品比其他同时期的作者都要高。 

“让”的使用多于“叫”的现象也体现在《评讲聊斋》四部作品中，但损公作品中“让”占优势

的情况更明显。据此，我们认为损公作品反映北京话口语的程度更高。 

与损公作品和《评讲聊斋》中四部作品不同，《胭脂》和剑胆作品都是“叫(教)”占有明显的优

势。相比之下，《胭脂》和剑胆作品反映北京话的程度低一些。 

剑胆作品也有很多北京话特有的词汇等，但是按照翟赟(2018)，剑胆作品可能受到了南方话的

影响11。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叫”或者相当于“叫”的“喊”和“告”用于使役句的情况在北方方

言和南方方言都有，但在大多数南方方言中“让”并不用在使役句里。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剑胆作

品中使役动词的使用情况也有可受到了南方话的影响。 

 

4．结语 

我们首先考察和比较了损公著《新鲜滋味》、剑胆著《花鞋成老》和尹箴明著《评讲聊斋》中使

役动词的使用情况，发现三位作家作品反映北京话口语的程度如下图所示： 
 

损公作品 ＞ 尹箴明著《评讲聊斋》中四部作品 ＞ 尹箴明著《胭脂》和剑胆作品 

 

像很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损公（蔡友梅）的《小额》反映北京话口语的程度非常高，可

以把《小额》看做准确反映当时北京话口语的“典型语料”12。经过本文的调查，我们认为，他的《新

鲜滋味》也应该被看做准确反映当时北京话口语的“典型语料”。此外，《评讲聊斋》中的四部作品

（《曾友于》《花姑子》《婴宁》和《凤仙》）也是研究当时北京话很有用的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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