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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儿女英雄传》中古差比句式“XW于 Y”已经非常少见; “如 /似”字差比句多为否定式，且在句式分布上呈互
补状态; “比”作介词的“X比 YW”式差比占了绝对优势，而“比”作动词的差比句式多表否定。在古泛比句演变为“比”
字句的同时，《儿女英雄传》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泛比句式“X比起 Y( 来)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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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英雄传》是清文康所著的一部侠义小说，约

成书于 19 世纪上半叶，龚千炎［1］认为，研究《儿女英

雄传》可以上窥《红楼梦》的语言，下探当代的北京话，

从中看出近代汉语( 北京话) 发展的脉络。因此，它是

汉语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语料。而本文主要对

《儿女英雄传》中的差比句式进行考察。关于差比，

《马氏文通》［2］中有这样的定义: “差比者，两端相较

有差也。”而我们讨论的差比句式在此基础上还需有

一定的形式，一般来说要包含比较项( 用 X、Y 表示) 、
比较标记和结果项( 用 W 表示) 。本文将《儿女英雄

传》中统计到的 183 条差比句式分为三类———“XW
于 Y”式、“如 /似”字式和“比”字式差比句，并将对每

一类差比句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同时对书中新兴的

泛比句式加以论述。
一、“XW 于 Y”式

“XW 于 Y”式作为主要的差比句式，从上古一直

用至唐代。X、Y 可以是名词性成分，也可以是动词性

成分，W 一般为形容词，如:

例 1．季氏富于周公。( 《论语·先进》)

例 2．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李白《相和歌辞

·蜀道难》)

但是，“于”这一介词一身多任，具有引进动作的

地点、时间、受事等功能，还是被动句和比较句的语法

标记，因而在交际的过程中，容易产生歧义，这就影响

了这一差比句式的使用。［3］18唐后期，“XW 于 Y”式开

始衰落，到宋代便基本不用了。但是这一形式并未彻

底消亡，后代的文献中还有零星的用例，《儿女英雄

传》中共有 8 例，仅占所有差比句的 4. 4%，且多为四

字熟语格式，文言风格浓厚。
例 3．又看方窗两旁那副小对联，写得软软儿的一

笔赵字，写着:“屋小于舟，春深似海。”却是新郎自己

的手笔。
例 4．谁想这位十三妹姑娘，力大于身，还心细于

发。
这 8 例中比较项皆为名词，结果项皆为形容词，

且句式非常简洁，语义上突出强调“XW”。也许正是

由于它的这些特性，在现代汉语的某些语境中，这一

句式还在使用，如“世钧平常这样眼高于顶，看不起本

地姑娘，我看他们这个上海小姐也不见得怎样时髦。”
( 《十八春》) “豌豆花的地位仍旧高于弟妹。”( 《失火

的天堂》)

二、“如 /似”字式

《儿女英雄传》中用“如 /似”作比较标记表差比

时，主要有两种句式———表肯定的“XW 如 /似 Y”和

表否定的“X 不如 /似 Y”，这里我们统称之为“如 /似”
式。书中此式共 33 例，约占差比句总数的 18%，其

中，“如”字句 18 例，“似”字句 15 例。
“于”字式衰落之后，表差比的功能便开始转移到

表平比的“XW 如 /似”字式上。但为何会发生这一转

移呢? 李讷、石毓智［3］20 － 22 认为这主要由于“XW 于

Y”与原表平比的“XW 如 /似 Y”格式相同，且都表示

比较，借由类推机制使得宋代的平比句与差比句发生

了合流，“XW 如 /似 Y”成为表差比的常用句式。
而太田辰夫［4］指出，“如 /似”在唐代便已开始用

于差比，举例为“本寺远于日，新诗高似云。”但这句

“似”字句可作平比、差比两解，因其是与另一格式相

同的差比句平列对举，由于有了这样特殊的语境限

制，我们仍不能把它看作真正的差比句。但在下面的

诗句中，我们可以明确地把它们判断为差比句:

例 5．应笑强如河畔柳，逢波逐浪送张骞。( 沈亚

之《题海榴树呈八叔大人》)

例 6．文树面孔不似猢狲，猢狲面孔强似文树。

第 29 卷 第 6 期
Vol． 29 No． 6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JOUＲNAL OF LANZHOU INSTITUTE OF EDUCATION

2013 年 6 月
Jun． 2013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452991?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书书书

( 黄幡绰《嘲刘文树》)

虽然这样明确的由“如 /似”表差比的句子在唐代

并不多见，但并不能否认此时已经出现了平比句表差

比的用法。据黄晓惠先生［5］221统计，“XW 如 /似 Y”的

差比式在宋代已广泛使用，到金元时成为主要的差比

句式。但这一差比式容易产生平比和差比的混同，当

一般的光杆形容词作句中结果项时，常不能判断它是

表差比还是表平比，如“酒馆歌云，灯街舞绣，笑声喧

似箫鼓。”( 史达祖《《东风第一枝》》) 因此，这一句式

在明代以后逐渐衰落。

表 1 《儿女英雄传》中“如 /似”字式的使用情况

句式 “如” “似”

肯定

Y

W

名词性 0 7

动词性 1 2

形容词性 1 9

动词性 0 0

否定 Y
名词性 10 6

动词性 7 0

由表可知，句式方面，“如 /似”字差比句共有 10
例肯定式，23 例否定式，其中“如”字式主要用于否定

差比句中，而“似”字式主要用于肯定差比句中，二者

在句式分布上呈现互补状态; 在句中各项的性质上，

二者又呈现出很大的共性———Y 即比较后项 ( 亦称

“基准项”) 主要为名词性成分，W 主要为形容词性成

分。此外，基准项为动词性成分的用例多见于“X 不

如 Y”式中，如:

例 7．这等看来，“闻名不如见面”这句话，古人真
不我欺。

在 10 例肯定式中，W 为单音节形容词“强”的有

4 例，为“大”有 1 例:

例 8．强如并此而无，且慢慢的凑罢了。
例 9．只是作个女儿，到了何玉凤这样光量，也就

算强似儿子了。
例 10．无如我眼前有桩大似做官的事，不得不先

去料理。( 根据语境，此句应理解为差比。)
其余 5 例均为“一量 A 似一量”的用法，表示一种

递进义的差比，据张赪考察，这一句式是在宋代出现

的［6］:

例 11．原来安太太合他姑嫂两个有个小傲怄儿，
便说道: “你怎么一年老似一年，还是这样忙叨叨疯婆
儿似的?”

例 12．这个当儿，离京是一天近似一天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XW 如 /似 Y”式表差比时，

或使用特殊形式，或用本身就表示程度差别的形容词

作结果项，这是此式经过了历史筛选保留下来的能够

明确表示差比的方法，那些会产生平比、差比两解的

“如 /似”字句，终究被淘汰下来。而由于使用范围的

有限性，这一句式也逐渐被“比”字差比句所代替。
三、“比”字式差比句

明代以后，“X 比 YW”式成为表差比的典型格

式，这也是现代汉语中表示差比的主要形式，这里的

“比”为介词。而在《儿女英雄传》中，还有一些“比”
作动词表差比的用例，本文将它们统称为“比”字式差

比句，共有 142 例，约占书中差比句总数的 77. 6%。
下面，我们对《儿女英雄传》中的“比”字式差比句分

为两大类四种，并对它们的使用情况展开详细论述。
( 一) “比”作动词的差比句式
“比”作动词的差比句式( 后面统称为“比动式差

比句”) 有 16 例，约占所有差比句的 8. 7%。这 16 例

中，有 14 例是否定式，另有 2 例虽是疑问形式，实际

也都是以反问表否定的差比句。由此可见，“比”作动

词表差比时，用法很受局限。
1．“( X) 比得 /不得 Y”式

这一式有两种形式: “( X) + 疑问词 + 比得 Y”、
“( X) 比不得 Y”，两式都表差比，意为“X 不能和 Y 相

比”、“X 比不上 Y”。前者只出现 2 例，后者 5 例，如:

例 13．把个姑娘让急了，低声说道: “你怎么这么
糊涂? 你瞧，这如何比得方才，也有来不来的我就大
马金刀的先坐下的?”

例 14．那老爷的策文虽比不得董仲舒的《天人三
策》，却颇颇的有些经济议论，与那抄策料填对句的不
同。

2．“X 非 Y( 可) 比”式

这一式意为“Y 比不上 X”，共出现 7 次，如:

例 15．如今到外头去做官，自然非家居可比，也得
学些圆通。

例 16．安公子道: “姐姐，你有所不知，我这块砚
台非寻常砚台可比。”

3．“X 不比 Y”式

此式同样意为“X 比不上 Y”，《儿女英雄传》中出

现 2 次，如:

例 17．这桩事不比听戏，可正弹在安老爷的痒痒
筋儿上了。

例 18．一过北道，便远远望见褚家庄，虽不比那邓
家庄的气概，只见一带清水瓦房，虎皮石下剪白灰砌
墙，当中一个高门楼的如意小门儿，安着两扇黄油板
门，门前也有几株槐树。

( 二) “比”作介词的差比句式
“比”作介词的差比句式即“X 比 YW”式共出现

126 例，约占所有差比句的 68. 9%，处绝对优势，这一

式也就是现代汉语中常用的差比句，学界多称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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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字句，其中 X、Y 既可以是名词性成分，如下面的

例 19、21，也可以是动词性成分，如例句 22、25，W 一

般为形容词性成分或动词性成分，如:

例 19．只是我通共比你才大上十几岁呀，我怎么
说的出口来呢?

例 20．列公，你只看他这点遭际，我觉得比入阁登
坛、金闺紫诰还胜几分!

例 21．邓九公道: “这宗东西比这个又关乎要紧
了。”

例 22．无论那一房生个孩子，我比他生母还知痛
痒，还能教训，人道“妾侧碍于妻齐”，我道“嫡母大似
生母”，亲族交赞，名利双收。

例 23．张金凤不等他发作，说话比先前高了一调。
例 24．姑娘进门一看，只见他母亲的灵柩，包裹的

严密，停放的安稳，转比当日送他父亲回京倍加妥当，
忙上前拈香磕头告祭。

例 25．说完了，搭撒着两个眼皮儿，那小脸儿绷得
比贴紧了的笛膜儿绷得还紧。

从以上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W 为形容词性成

分时，前面可有副词修饰，后面也可加数量补语，如例

19、24; W 为动词性成分时，前面也可有副词修饰，后

面可加宾语、形容词、数量短语等构成状中结构、动宾

结构、动补结构等，如例 20、21、22、25，由此可见这一

句式发展至清代中期已经相当成熟了。
依据 W 的性质对《儿女英雄传》中“X 比 YW”式

的例句进行统计得出，W 为形容词性成分的句子有

79 例，约占此式总数的 62. 7%，W 为动词性成分的句

子有 47 例，约占此式总数的 37. 3%，前者远超后者，

与现代汉语中的“比”字句用法一致，黄晓慧［5］213 认

为，我们现在所用的“比”字句是由古泛比句式“X 比

YW”演化而来的，其中“比”为动词表“比较”义，该句

式通常只强调比较的结果，并在语义上涵括了平比、
差比和极比，句中“比 Y”结构与 W 是连谓关系，且 W
基本是动词性的成分。

那么这一句式是如何演变为现在的“比”字句的

呢? 黄先生用重新分析的理论解释了它在句式结构

上的变化———古泛比句在使用过程中，W 与“比 Y”的

结合越来越紧密，W 前的语义空位很难再补上，语义

重心逐渐转移到 W 上来，因而“比 YW”由连谓结构变

为偏正结构。而明代以后，随着古差比句“XW 于 /如
Y”的衰落，“X 比 YW”重新分析的完成，以及形容词

性 W 的不断扩充，“X 比 YW”式越来越多地用来表示

差比，最终演变为现在的差比句。
在古泛比句逐渐演变为只表差比的“比”字句的

同时，比较句中表泛比的功能便需要转移到其他句式

上来，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泛比句式“X 比起 Y( 来)

W”，而这种句式正是最先出现于《儿女英雄传》中。［7］

经过考察，我们发现文中共有此式 9 例，如:

例 26．只怕比起那忠臣、孝子、义夫、节妇，更上一
层。

例 27．再讲到情，你我两家不但非寻常朋友可比，
比起那疏远的亲戚来，只怕情义还要重些。

例 28．便是安家这个长姐儿比起贾府上那个花袭
人来，也一样的从幼服侍公子，一样的比公子大得两
岁，却不曾听得他照那袭而取之的花袭人一般，同安
龙媒初试过甚么云雨情; 然则他见安公子往外一走，
偶然学那双文长亭哭宴的“减了玉肌，松了金钏”，虽
说不免一时好乐，有些不得其正，也还算“发乎情，止
乎礼”，怎的算不得个天理人情?

这一新兴的泛比句既可以表平比，如例 28; 也可

表差比，如例 26、27。W 的成分比较复杂，既可以为

一般的谓语句，如例 26; 也可以是主谓谓语句，如例

27; 甚至可以是复句形式，如例 28。句中的“比”是动

词，不是介词。句式中的“起来”已经虚化为话题的标

志，而“W”是整个句子的述题，一般是由信息量较大

的成分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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