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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丈的羊皮動語怠

黃景星

一、序言

在法丈到雖骷 A且直句 f的員司序是主詞 1 動詞 l 空洞，但是巾於特殊的要求，這個

J~J序是可以贊助的。舉個例f來說， n司旬的~~J序揖t iiJ將動祠典主J司對調而變為動制 l

l 祠}受渦。同樣的，為了加損句 1.1 1 的某個成份或增加I句于的變化性，我們也可以將

主副+車。叫 受祠的祠序做某種程度的變化。

在法文;%我們不 iiJ以隨便把受訓位自動訓搬到句前，堅:!i'll們把下而例(1)裂的

Mar閱或 bat 移到1-iJ首，就會得到 (2)里 [a)(b}(c) 句不合立法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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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法立允許我們有一種叫做動站憊的句法結構。那就是在鼓動句跟我們可以把受而

膳食i句首，再把動詞做適當變化，最佳再把輕時UÌ'係 ~i~rjlfr後的主詞放在動詞，主後，

於是整個A序凶主動旬的主;l ， iJ ， 1，動員司 受祠變為鼓動句的受祠+動詞+介係叫 H'訓

υ 崗此tJ L主動句(1)的例于在改為鼓動旬，則可得 F列的按動句 (3)

(1) Pierre bat Marie. 

(3) 11arie est battue par Pierre 

V可

凹

不論從 (1) 或 (3)我們都知道做打人動作的人都是 Pier間，挨打的人也都是 Marie

o 換句話說 (1)1且 (3)雖然叫序不一樣，但去P傳達同懷的訊息。

從旬于既要f串連的訊息的觀點來看， (1) (3)兩句美別並不大，但同樣的名"司在主

動句與鼓動旬之功用如大荊州肘。從(1)主動nJ-f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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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ierre bat Marie 
S V C,.O.D 

我們可如道 Pierre 是旬于的主詞也是立法的主詞 (sujet grammatical) 也是詩意

上做「打」動作的施事者 (agent) ，也是語蓋上的主詞 (sujet sémantique) 

而 Marie 是受詞，在語意上是接受「打」動作的覺事者 (Patient) 。同樣的從(3)

的被動式旬于襄:

fX們可知 Marie 足句于的主詞，也是文法的主詞。但是在語意上 Marie 訓是接受

「打」動作的空詞，真正語蓋上的主詞仍然是位1K旬尾位置的 Pierre

由以上的旬于我們可知主動旬變被動旬的基本要件是要牽涉到三個主體:主祠，及物

動;司和空詞。西此不及物動詞由於沒有受詞，故不能構成被動句。

二、被動詞變形

根接杭士墓 (Chomsky) 的衍生變形語法 (Grammaire gér咕rative-trans-

formationnelle) 的理論，語言係由語重部鬥 (composante 吋mantique) ，旬法

部門 (composante syntaxique) 丑語音部門 (composante phonologique) 所

組成。句法部鬥至少應包涵提供旬于基本結構的基底 (base) 及將旬于由漂層結構

(structure profonde) 推展到表面結構 (structure de surface) 的變形律

(transformations) 。變形律可以藉添加 (addition) 刪減 (effacement) 或移

位 (déplacement) 等變形手續可將一個合于文法的旬于結構變成另一個合乎主法的

句于結構。所以在此處我們嚐試用杭士基的理論提供一個鼓動動句變形律 (règle de 
四

transformation pass凹的來說明法主主動旬與被動旬的關醋。 (註一〉

一般立法家都認為鼓動句是由主動旬變化而來的。因此我們認為基底律應該先提

供給主動旬旬于於深層中的基本旬法結構，再經由變形律將之改變為表面結構的被動

句。故我們所需要的基底律是:

(4) P• SN+SV 

(5) SV• Aux-• V+SN (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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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將(5)化入(4)的 SV 1~們可以得到干列 (6)

(6) P• SN ,-Aux-'V , SN 

為 f偏見使勁句J:.，iríl~!動 ~~1 後的受，(iiJ J'iií稱不能 ω致的要求，戚們把ØJi •個 SN 寫成

SN r '把第二個 SN 寫成 SN皂，訶l於干列 (7)

(7) SN ， +Aux 斗 V一卜SN，

為了得到I鼓動旬我們先間 (7)卦項將之分為阿項如於(8)

(8) SN,-Aux-V-SN: 
1 2 3 4 

再經過移位變形，將動~~J做適當調整丑聞介係誦~ I il'施事者補語則可得鼓動句。我們

可用f7U(9)到 (11)的過程來說明 l三動和鼓動的關係.

(9) SN, Aux - V -SN, (acti f) 
1 2 3 4 

(10) 4, 2, être 十 PP+3. 0, par+ 1 

主動旬(9)應用過(10)這條可用變形律 (règle de transformation optionnelle) 

哇，技們 riJ得 F列吉血跡旬的某本結構(11) : 

(11) SN~ ':' Aux-.j être 'I'-PP 一← V+par+SN j (passi f) 

為了 Jj便說間我們 'riJ利舟樹狀間 (arbre) 來說明下列(12)旬由主動變被動的過棋:

(12) Jean interroge les accus臼

(13) actif 

P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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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4) passjf 

~ 

Les accusés 

4 

挂持動梭的文法

P 
一一-~一一一 ~ 

sv 
~-------J只三-~

A|MV 白ar

Tps 

巨笠 包些立坐笠

2 , être _j_ pp 十 3，0 ， par -;- 1 

~

SN 

Jean 

(14) 再經過適當的前音律 (r炫 le de morphonologie) 將第二頃的 prés 與 être

變為典主詞做數的朋腔後而得到 50nt 及第三項的 pp 與 interroger 經冉、應按變

為 inte叮oges 則可得到最後的鼓動式句于(15)

(15) Les accus的 sont interrogés par ]ean 

三、施事者則?戌變形

在交談時，若是說話者不厭說明或不知道句于里的施事者是誰時，鼓動式就有可

能故使用而且旬尾的施事者補諾 (complément d'agent) 通常都可被告峙。(註

三〕

(16) Je suis toujours très correctement informé 

(agent non-préciséJ 

(17) Mon argent a été volé. (par quel啊'un)

為了解釋施事有省峙的改動式 (passif sans agent) ，我們可先假設在主動式深層

結構中已有一非特定的代名詞 quelqu'un 做為其主品。翁們以下列(18)同形東代表

有→不定代名而為主詞的主動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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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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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句u'un voler 

/~ 
passe compose 

訂立on argent 

(18) 經過鼓動式變形變成 1 列 (19)以 quelqu'un 作為施事者袖諒的改動句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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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7說開放動句<1'施事軒的有時 (effacement d'agent) 戚們I1JH! 條刪械的醫形

律來說明:

(訂1) Effacement d'agent 

x-. par quelqu'uJt 

l 2 
川
]
「J

l( 

今1， 0 (optionnelle) 

科技們將 (20)的拖車者刪減變形11哥愿用到 (2 1) : 

(21) ~，()r:"，<lY~，~l1:~"，;:t"，été vol再主主旦旦lqu'旦旦二

X par quelqu' un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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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我們 ~J待到刪減施辜者後的 (22): (註四)

(22) 

些盟主也nl a 且正史1至1

1 。

四、在1 介施三害者的介f幸詞

在故動旬衷一般都由介餌訓 par 束手 Ifr施辜者補諸如於卡列旬于﹒

(23) La maison a ét已 construite par Jean 

(24) Les malíaiteurs ont été arrêtés par 1a police 

(25) Le dìscours sera prononcé par le président de 1a R正publique

仰是在法土里亦叮技到許多由 de 眾在 1介施事指補語的例于-

(26) Le petit village est entour正 de bois 

(27) Pierre fut saisi de joie 

(28) Ce professeur est très aimé de ses étudiants 

根據1.975 年版的 Bon Usage 第 161 頁 G問Vlsse 品為 par 和 de 的JH法

至今尚未分的非常清楚。→般說來 par 是t6J，比較具體用法的動祠fT冊， 1(ü de 是與

比較特義用法的動詞帝用。 Grevisse 並認為 de ~lT表達勁而設也後的狀態，問此

動泊的過去分it ~ij形態經常具有形碎祠的功用，但 par 1~1: 反而比較注重動~jjl所代表的

動作本身。 Grevisse (1975:1創)所學的對比例于是

(29) a , 11 已 tait accablé de honte 

b. 11 正 tait accablé par la charge 

九 除此之外 Grevisse :æ 1n吐I de i品 par 的m~，也會受鼓動句巾拖辜者補語的面是否

有限定;ó] (dét盯minant) 的影響。施事軒補站前t l\-，接昔日住証詞或指示形容詞時，

則大家比較會選擇 par ，反之間l選擇 de 0 以 F J1:: Grevisse 對比的例于

(30) 3. La place était encombrée de curieux 

b. La place 正tait encombrée par les curieux 

(31) a. Le peuple était accablé d'impô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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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Le peuple était accablé par ces impôts 

因此，我們太略 "1將在全勁式區分為兩種H 月1 par 引 fè施軒者的fJJ向性改動前提

(passif d'action) \才用 de I克m par r}[介施專軒的狀態快被動指站 (passif 

d'état) 故若在主動句啦，上j;~J Jf~屬於有 '1 舟且能 l一動施動作的名計飢，在放到式10

于襄都 IlJ月 par 子 l介之.

(32) a. Le chasseur a tu已 Je lapin. 

b Le lapin a 已t正 tué par le cbasseuL 

* C Le lapin a été tué du ch且sseur ，

(:J:l) a ]acques a cass已 le vase. 

b Le vase a 是t已 cassé par Jacques. 

C 牢Le vase a 已t已 cass已 de ]acques. 

{叫苦動例是屬』守主狀熊或情感的動詞'i-!lZ-=t事和;不能宅勁來實行。個動作的話多則而

被動句于英HIj"nJ用 de 曳用 par 夕R~[分施:f，L!守耐lì詣。 舵且說來，講話:首苦m'H.i心

更重狀態的動而恕像成動作的實行貝Ij par nJ引介施事井，有則仍用 de

此外， de 成 par 的選擇亦口J視為丈體的不 Ir;J 如於 1 月 (33) 及(.14) 巾 de I克 par

都可使用 9 而意義羔別不大。

(泊) a Ses parents J'aiment. 

b Il est aimé de SM parents. 

C 11 est airn 已 par ses paτents. 

(34) a Tout Je monde comprend Pierre. 

b Pierre est cornpris de tout le rnonde. 

c. Pierre est cornpris par tout Je rnonde 

五、被動主吾恕的功用典隊和!

如於第一節提過主動式輩輩鼓動式至少埠一涉 個主體位置 ι(1，變動。在句法結構 I 主動

旬的受辜者布的變成放到旬忱於旬前的主詣，間施事崩名叫則變成介係詞 paJ 的在

諦。在功用譜法 i ﹒ i一動旬的 k版 (topique) ，亦即主諾名，;~J親，則變T提鼓動旬的

i09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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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i 且焦划，而j主動fE]l「JME焦點(實話二r; ~iil組)則變成改動旬的主題。

在必用譜法票，每 3個旬子都吉布新信息和其信息。舊信息是講話者和其對方都

已知的，而有i信息l句是說 Fili古也向他的對象在佈的 c 1吋此，一般而言舊信息的傳遞大

部 Hl位於旬茵的名詞組來貝宜， 1而新仿且只11 由位於旬尾成為信息焦點的名詞組擔任。

1&從句于佑息傳遞的，去序而言，應該都是「佳句背的苦 J直到句尾的新」。同此，

被動旬的使用似于也不應認違反這個話用原則。故被動旬的 E要功用就是把主動句屬

怯苦信息的主請各"司轉變成(屯於被動句句尾的fì-係湖有語而成新信息荒草點，武比較 t

列 (31)(35)兩句

(品) Ces bandits onL attaqué 1a banque 

(36) La banque a 仕已 attaqu已 e par ces bandits 

在 (35) 句真主題是屬於14信息的「這些強健J '聽話者所接受的新信息是他們玫擊的

是「銀行」，徊在 (36)把請者所m受的新信息反而是銀行被「強盜」搶了。簡尺之，

被動旬可使原位抉主動旬句茵的施 J辜者名討臨到被動句信息焦點的小]尾。也閃此在主

動句施事一才有仟、清楚fiQ無法表明峙，有略拖車有的故勁句就經甫設使用。比較以F(37)

(38)例 F 中的 (a)(b)兩旬.

(37) a. (?) a fermé la porte 

b. La porte a 至 té ferm臼

(38) ä. (1) porte le jupe courte cette année 

b. La jupe est portée courte cette année 

此外傌了ffPR兩個句了的緊密關係被動旬的使用有時}毛主動何來的普遍，武比較以干

(39)例于中的(a)，\lIb) 。

(3~月 a 孔.1onsieur Dupont est un professeur dynamique 

.l: Les 正tudiants ]'aiment passionément 

b. \1onsieur Dupont est un professeur dynamique 

IJ est aimεpassionément de ses 至 tudiants

(39)的(b)句比 (aJ句好， t要此丑已能維持兩個同樣的主而已被動旬也經常使用於主語

比涓語W: i頭重開輕」的句了要例如(10a)就是主illi lt ;;B品結的句于變成(4口的被動旬

梭，說成為較;重順"，J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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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a. La fi l1e qui a dit comment elle a réussi à lire un roman en 

dix minutes a gagné le premier prix 

b. Le premier prix a été gagné par 1a fille qui a dit comment 

elle a réussl à lire un roman en dix minutes 

Grand Larousse (1976: 4064) 亦討論到鼓動句于使用於關係于句裹比主要于何還

多。 原因就是為了頭維持 E詞 動祠的基本結構

(41) Le voleur qui a 此é arrêté par 1a police a enfin reussl à s'éch-

apper 

(12) Le jardin qui a été construit par mes parents est devenu un 

endroit favori des enfants 

故動旬帥然布要J個構成要素 施卓有，動詞和受事者，故限制也都在這三個要

素上。

件 不及物動而由於動i司沒有空調故不能由主動'')c成了生勁例如.

(43) 11 court 

(1.1) J'ai très bien dormi 

亡主 反身動詞 111 於主耐不[J受詞具有相同的指稱性 (co-référence) 亦即勁而役的受，;nj

指的也說是士在詞，不合乎被動詣態主耐受詞不[口j的要求故也不能有被動旬;

(45) Pierre se leve tr在 s tárd 

(16) Je me suis promen正 au parc hier soir 

付 間接及物動詞 111~動詢和空詞之間插著一個介係祠，故也〉只能有被動語燼。

(47) a. Lean pense toujours à ses parents 

* b. Ses parents oot ét已 toujours penses à par ]ean 

(48) a. Pierre manque de courage 

* b. Le courage est manqu至 de par Pierre 

帥 有些動~tj雖是及物動詞但 In 股本身的特阱，故不能有說動詣態 c 例如動兩 avolr

說不能有被動句:

(49) a. Marie a deux enfants 
求

b. Deux enfants sont eus par Marie 

111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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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被動旬的主請各諦，由於它能於旬首，具有主題功用的舊息，故此名詞組如果屬

於不定的名~'，il則句于顯得較不自然，試比較下列例子中(01與(bl句:

(別) a. La maison a été construite par ces ouvriers 

(7) bY J Une maison a été construite par ces ouvriers 

(51) a. Ces filles 800t très aim記s de leurs parents. 

(?)n b.~'JQuelqlles filles 800t très aimées de leurs parents 

的 雖然在主動旬的施事者叮以是名詞組，但故動句真的施辜者-般說來，用名祠組

Jt用代名詞組，來得容易故接哇，比較 F列 (01與Ibl旬:

(52) a , Le renard a ét正 tué par le chasseur 

(7) b.\.!)Le renard a 已té tué par lui 

(53) a. Ce discours sera prononcé par Jeanne 

b. (7) Ce discours sera prononc正 par elle 

的 在動作鼓動語態 (passit d'action) 中，因為牽涉到施事者必讀要能主動做動作

'所以施辜者補持在語j背上的限制l是最好是布生命的名詞組，重 1於以上說們所舉

的例于中。事實上，我們也發現介係詞所引升的施事者補諾幌常是無生命的各詞

組，如下列 (51)中的 "un coup de couteau" : 

(54) Jean a 品已 tué par un coup de couteau 

(54) '1'的嗯 un coup de couteau" 雖然有 :par 引升，但它本身不能做動作，在

諸 ~~J 它丑屬於工具格(instrumental) 。幕*上在(54) 施事者(執行「殺人動作」

有〉仍然存在的。若描事者與工具格共有於同刁句時，且ti工具格就要自 de 來引升，

i!IJ施事有仍用 par 學 1 1ì- : 

(5日 Jean a été tué par 5a femme d'un CQllP de couteau 

而f 鼓動語態在法丈:要I rtl於有其他表達同樣意義的方式如用反身動詞，用 on .直某

此能表達鼓動意義的不及物動詞等等，故其使用頻率並不高，雖然如此，鼓動旬仍是

法文里-個重要的句法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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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種

註 一 有關杭上斯此同音段的的弓變形語法理論，請參考他 19由年著作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註二: P phrase 

SN =syntagme nominaI 

SV =syntagme verbal 

Aux=auxiliaire 

註三﹒施事者即Y省略變形勢必要先扭扭在深層結構內有一不定施事者，持將立在推演過程

中省略。 Attali (19由 10) ，以拉爾泰的 Candide 做材料，他發現沒有施事者

山現的被動何要比有施事者的被動句來得多， (的85旬此35句)。在資料中有些旬

于甚至無法知道施事者是議。於是他認揖被動何不是由主動伺產生山來的。

註 四.假設 quelqu'un 的省略，似乎無法解釋這類旬于，如 Le talent de cet 

acteur est universellement reconnu 因為我們不能還原 quelqu' un 使之
學

成為 Le talent de cet acteur est universellement reconnu par 

Quelqu'un 這個句子的問題似乎也JA universe l1ement 與 quelqu'un 相抵

觸而造成詩意的街笑。這顯問團恐怕只有一在語囂的層次上才能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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