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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使句中的“帮”和“给”的选择（永江）

祈使句中的“帮”和“给”的选择

―从台湾华语和普通话的比较来看― 1 ）

永江　貴子＊

提要提要

本文分别对祈使句中“帮”和“给”在台湾华语和普通话中的不同使用环

境进行调查分析。笔者分别在大陆北方地区和台湾地区进行了问卷调查，

发现如下现象：一、在普通话中，祈使句里的“帮我”为请求形式，“给我”

则即可表达命令义，又可表达请求义。二、在台湾华语中，祈使句里的“帮

我”为请求形式，而“给我”则纯粹是命令形式，不表达请求义。三、另外，

在普通话中，“帮我”是一种表达请求的礼貌用语。

关键词：关键词：祈使句　礼貌　形式　空缺

0. 引言0. 引言

祈使句中的“帮”和“给”经常在同样的情况下使用，而且能互换。

比如，（1）a 和（1）b 两句子意思都是要求对方“拍张照”，在某部中国大

陆创作的连续剧的对白中，有这样的两个句子，一个是用“帮”的祈使句，

另一个是用“给”的祈使句 2 ）。

（1）　a. 麻烦你，帮帮我们拍张照片好吗？《都是天使惹的祸》

　　 b. 麻烦您，给给我们拍张照好吗？《都是天使惹的祸》

＊　ながえ・たかこ　拓殖大学外国語学部准教授
1）初稿曾在国际中国语言学会年会宣读。曾得到有些老师们给予中肯的意见，谨致

谢忱。

2 ）大川（1995）指出接近介词的“帮”有替换“给”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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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祈使句中的“帮”和“给”并不总是能互换。比如，根据来自

中国北方人的语感，当学生要求老师“开门”时，（2）b 中所使用的“给”

祈使句听起来有些“失礼”，不合适。

（2）　a 老师，麻烦您，帮帮我开窗户好吗？

　  ??b 老师，麻烦您，给给我开窗户好吗？

本文主要考察祈使句中的“帮”和“给”的选择，并通过比较普通话

和台湾华语来论述。

首先介绍一下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

1.“帮”和“给”的互换1.“帮”和“给”的互换

根据中川（1991）指出“帮”有“全面负责本应他人做的事情的一部分”

的含义，“根据上下文，尤其是后面所跟的谓语动词，有时候有帮点儿小忙

的意思”，例如：

（3）　许多家长晚上帮帮孩子默字，背课文。→帮点儿小忙帮点儿小忙

（4）　请你帮帮我抬一下箱子。→承担一半的责任承担一半的责任

（5）　我的被子晒在楼下，下午要是回来晚了，请帮帮我收一下好吗？

　　 →完全代替他人做事情完全代替他人做事情

参考上述，“帮”的意思的不同被看作是该句型在经历由兼语式向连动

式的发展过程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变化，其原因根据“帮 +NP+VP”里

V 有范围。

荒川（1986）曾谈到“帮”从兼语式发展到连动式的过程。首先他说“用

“帮”构成的句子是有人帮某人做事”，一般句子的施事会发生变，即兼语式。

请参考（6）（7）（8）（9）例子。

（6）　你帮帮我找找。

（7）　我来帮帮你拿。

（8）　你帮帮我照张像，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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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你帮帮我问一下。

（6）里还是“有人帮别人做事”，（7）也许是全部拿。（8）是有人帮别

人“拍照”，实际上“替人拍照”。（9）已经变为只有一个施事的连动式 3 ）。

总之带“帮”的句子有从兼语式发展到连动式的特征，带“帮”的句

子能够变为像（9）那样的表示请求的祈使句，这样的带“帮”的祈使句是《现

代汉语八百词》226 指出，“给我“可以“同‘为我’，‘替我’”，例如（10）

（11）中的“给我”，这样的（10）（11）可以和使用“帮”的祈使句（10）’

（11）’相互替换 4 ）。

（10）　我的帽子不知哪儿去了，你给给我找一找。

（10）’我的帽子不知哪儿去了，你帮帮我找一找。

（11）　出去的时候给给我把门关好。

（11）’出去的时候帮帮我把门关好。

但是在 0 章中曾指出，有的以中国北方方言为母语的人认为，学生和

老师说话时，如果使用类似于（10）（11）的用“给”的祈使句，比如“给

我找一找”，“给我关好”，是不礼貌的。而且，有的“帮”的用法偏离了先

前研究所主张的在祈使句中使用“帮”的原本的意思。

关于“帮”的这样的用法将在第二章里进行论述。

3 ）刑欣 2004:59-60 指出，由于既可以解释成连动式也可以解释成兼语式，句子的意

思是不确定的。该文认为即使在使用“帮”的兼语式的句子中，“这类动词句型中

存在着指代上的随意性，还会造成歧义结构”。

4 ）关于“给我”，根据《现代汉语八百词》指出如下：

‘给我’加动词，用于命令句，有两种可能的意思，要根据上下文区别：

1. 同‘为我’‘替我’

2. 加强命令语气，表示说话人的意志。

虽然 1 和 2 都是对命令的强调，不过与其说 1 是命令，不如说 1 是对听话人的

请求，因此本文将其视为“给我”用在祈使句中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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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偏离原来意思的“帮”2．偏离原来意思的“帮”

《粉红女郎》这部电视里就同时存在台湾华语和普通话。在这部电视剧

的对白中，同一个人即有使用给的时候，又有使用“帮”的时候。

（12）　李先生，您能帮帮我签个名吗？《粉红女郎》

（13）　来 , 给给我也签一个在衣服上。《粉红女郎》 

在（12）中，是要求著名的明星签名的用法，（13）是要求成为老朋友

的明星签名的用法。尽管是同一个人向对方要求签名，根据对方的身份，

选择使用“帮”还是选择“给”。

使用“帮”的祈使句借用中川先生的观点，就是要求某人“承担本应

该是当事者作的事”，而（12）却是要求对方单方面地做某一件事。即使“帮”

具有从连动式到兼语式变化的特性，但是（12）中“帮”的意思还是超过

了已有的“承担本应该是当事者做的事”的意思。

像（12）这样的偏离原来的“帮”的意思的例子，在王朔的 11 部小

说 5 ）中并未发现。像要求明星“签名”这样的要求对方单方面地做某件事

的情况，在上述调查的对白中使用的是“给”，如（14）（15）。

（14）　  刘美萍挤上前来，手里举着个小本，“冯先生，您给给我签个名，

要那种狂草。”　

〈你不是一个俗人〉

（15）　栗娜小姐，麻烦你给给我签个名吧？《都是天使惹的祸》

因此，可以认为这种偏离原来的意思的“帮”是《粉红女郎》这部电

视剧混合使用的台湾华语和普通话导致，也就是说是台湾华语“帮”的意

思导致的，出于这个原因对台湾电视剧进行了调查。

（16）　A LEO，能不能請你幫幫我簽個名？《薰衣草》　

（17）　A 我要找一位高先生。

5 ）即王朔的〈顽主〉〈你不是一个俗人〉〈许爷〉〈动物凶猛〉〈过把瘾就死〉〈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浮出海面〉〈空中小姐〉〈我是你爸爸〉〈玩的就是心跳〉〈永失我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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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那麻煩妳幫幫我登記一下。《流星花園Ⅱ》

（16）要求对方单方面的动作，而不是要求对方承担本应该是当事者自

己应该做的事。同样（17）也是要求对方单方面的动作。

但是，在所调查的两部台湾电视剧的对白中，在要求签名的时候，都

是用“帮”，并没有发现在《粉红女郎》中像（12）（13）那样的根据对方

的不同而区别使用“帮”和“给”的情况。因此，为了更加详细地了解，

对祈使句中的“帮”和“给”的选择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

3．调查3．调查

3．1 调查方法3．1 调查方法

首先，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表是采用“帮我”“给我”“×”三者选

一的形式。（调查表的详细形式请参照本搞的末页）。调查表中设置的问题

都是请求、命令对方的祈使句。下面对所设置的各个问题进行一下说明。

①②③是本应该自己做的事由对方代替的例子，①②③中的对方分别是朋

友、老师和服务员，人们对三者的礼貌程度不同。④⑤是台湾华语中存在

的单方面要求对方做某事的例子。⑥⑦⑧都是母亲对儿子的要求，也就是说，

不需要特别客气的语气。但是⑥是母亲生气时的要求，⑦是母亲为难时的

要求，⑧是母亲着急时的要求。这样做是为了检验要求者的情绪状态是否

会影响对被要求者的客气程度。具体调查对象和调查事情请参照下表。

〈表一〉〈表一〉

2004 年 7 月～ 9月

中国大陆北方（北京、东北三省）

年龄：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五十名

台湾、年龄：从十九岁到二十几岁、五十名

2007 年 3 月 北京、年龄：从十九岁到二十几岁、五十名

2007 年 3 月～ 6月
北京、年龄：从四十五岁到六十岁、五十名

台湾、年龄：从四十五岁到六十岁、五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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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选择上述调查对象，是因为普通话是以北京发音为基准，与中

国大陆北方发音几乎完全相同。为了调查普通话的状况，首先对 50 名中国

大陆北方人（华北，东北三省）进行了问卷调查。其次，为了与这 50 名中

国大陆北方人做对比，对 50 名台湾大学生也做了同样的问卷调查。但是，

本调查虽将中国大陆北方人归属为同一区域，但因不同地区方言不同，在

回答上有可能造成隔阂 6 ）。考虑到上述因素，另对 50 名北京出生的 20 岁左

右的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同时，考虑到出生年代差异的因素 7 ），以 20 岁左

右大学生的父母为调查对象，对 50 岁左右的北京人和台湾人各 50 名也进

行了调查。

3．2 调查结果3．2 调查结果

问卷调查的问题将选择“帮我”、“给我”、“×”的人数及比例归纳成

下述表格。同时，问卷调查除台湾版使用繁体字提问外，其他均使用简体

字提问。

①．要求（朋友）帮忙开门。①．要求（朋友）帮忙开门。

〈図 1－①〉〈図 1－①〉

6 ）《现代汉语（重排本）》中指出，“北方方言”分为“华北、东北方言”“西北方言”“西

南方言”“江淮方言”。本文中所实施的对大陆北方人的调查是针对“华北、东北

方言”而进行的，是“分布北京、天津、河南、河北、山东、东北三省以及内蒙

古的一部分地区”的方言。

7 ）戴 2004 中指出在中国大陆“在我国已经普及母语和汉语的一些双语地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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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朋友帮忙时，20 岁左右台湾人中有 48 人，50 岁左右台湾人有 47

人选择“帮我”，超过总体的 90%。与此相比，大陆北方人中有 38 人，20

岁左右北京人中有 39 人选择“帮我”，所占比例不到年轻人总体的 80%。

50 岁左右北京人中只有 25 人选择“帮我”，所占比例下降到 50%。但是，

50 岁左右北京人中选择“给我”的有 23 人所占比例提高到了约 50%。上

述结果表明，朋友间“给我”的容许度，50 岁左右北京人＞ 20 岁左右北京

人・大陆北方人＞ 50 岁左右台湾人・20 岁左右台湾人。

②．（学生要求老师）开窗。 ②．（学生要求老师）开窗。 

〈図 2－②〉〈図 2－②〉

学生要求老师帮忙时，大陆北方人中有 46 人（92％）、20 岁左右北京

人中有 48 人（90％）、50 岁左右北京人中有 48 人（90％）、20 岁左右台湾

人中有 49 人（98％）、50 岁左右台湾人中有 50 人（100％）选择“帮我”/“给

我”，全部超过了总体的 90%。同时，不论 20 岁左右还是 50 岁左右，台湾

人中选择“给我”的人数为 0 人。由此可见，学生要求老师帮忙时，台湾

人不使用“给我”。 

↘↘家三代人的语言选择出现了差异。”在台湾由于台湾国语和台湾本土语言同时存在，

所以也有可能存在出生年代不同造成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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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向（电话总机）要求开通国籍长途。③．向（电话总机）要求开通国籍长途。

〈図 3－③〉〈図 3－③〉

要求电话总机做事时，中国大陆和台湾在使用“帮我”和“给我”上

出现了分歧。在台湾，不论 20 岁左右还是 50 岁左右，均有 48 人（96%）

使用“帮我”，所占比例极高。但是在大陆北方选择“帮我”的比例如下：

大陆北方人20人（40％）、北京人28人（56％）、50岁左右北京人23人（46％），

只占 50% 左右。选择“给我”的比例为：大陆北方人 24 人（48％）、北京

人 18 人（36％）、50 岁左右北京人 18 人（36％）。由此可见，在大陆北方

选择“给我”和“帮我”的人数几乎相同。另外，中国大陆的受验者在本

项目中选择“给我”的 理由为「这对被要求的人来说是工作，不用特意使

用“帮我“这样客气的说法」。选择“帮我”的理由为，「虽然这对被要求

者来说是工作，但是对未曾谋面的人使用“帮我“这样客气的说法比较好」。

④．（粉丝向明星）索要签名。④．（粉丝向明星）索要签名。

〈図 4－④〉〈図 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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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台湾与中国在“帮我”和“给我”的选择上产生完全相反结果的

例子。选择“帮我”的人群中，20 岁左右的台湾人为 45 人（90％），50 岁

左右的台湾人为 46 人（92％），台湾人中占有很大比例。相反，选择“帮我”

的大陆北方人为 11 人（22％），20 岁左右的北京人为 10 人（20％），50 岁

左右的北京人为 7人（14％），所占比重甚少。同时，选择“给我”的人群中，

20 岁左右的台湾人为 1 人（2％），50 岁左右的台湾人为 2 人（4％），可见

在台湾几乎没有人选择“给我”。但在中国大陆，选择“给我”的大陆北方

人为 35 人（70％），20 岁的北京人为 37 人（74％），50 岁左右的北京人为

43 人（86％），可见大部分中国人均选择了“给我”。

⑤．（酒店柜台要求客人）填写办理入住手续的表格。⑤．（酒店柜台要求客人）填写办理入住手续的表格。

〈図 5－⑤〉〈図 5－⑤〉

⑤与④相同，也是台湾与中国在“帮我”和“给我”的选择上产生完

全相反结果的例子。选择“帮我”的人群中，大陆北方人为 10 人（20％），

20 岁左右的北京人为 10 人（20％），50 岁左右的北京人为 7 人（14％）。

与此相比，20 岁左右的台湾人为 23 人（46％），50 岁左右的台湾人则上升

到 46 人（92％），数值甚高。同时，在“给我”的选择上，中国大陆出现

了分化。大陆北方人只有 5 人（10％），20 岁的北京人却为 37 人（74％），

50 岁左右的北京人为 43 人（86％），可见北京选择“给我”的人很多。而

在台湾，20 岁左右的台湾人为 0人（0％），50 岁左右的台湾人为 2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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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很少。另外，针对本调查特别要说明的是，大陆北方有 35 人（70％），

20 岁左右的台湾人有 27 人（54％），并未选择“帮我”或“给我”。

⑥．（生气的母亲要求孩子）赶紧开门。⑥．（生气的母亲要求孩子）赶紧开门。

〈図 6－⑥〉〈図 6－⑥〉

这是母亲在生气时对孩子的要求，并不需要客气的态度，但选择“给我”

的人却很多。大陆北方有42人（84％），20代岁左右的北京人有37人（74％），

50 岁左右的北京人有 36 人（72％）选择了“给我”。在台湾，20 岁左右的

台湾人有 44 人（88％），50 岁左右的台湾人有は 31 人（62％）选择了“给

我”。另外，本调查进行过程中，被 50 岁左右的台湾人指出，“（妈妈生气了）

你快点（a. 帮我 / b. 给我 / c.×）开开。”的“开开”这种重复型已包含命

令的语气，所以不能选择“帮我”，而必须使用“给我”。因此对数位受验

者追加了下述问题。如除去“妈妈生气了”，单纯只是“你快点（a. 帮我 / b. 给

我 / c.×）开开。”的情景下会如何选择？他们认为“开门”的话可以选择“帮

我”，但“开开”这样的动词重复型已包含命令的语气，所以还是会选择“给

我”。

木村（1987）中指出，在中文的祈使句中，用简化的方式表述要求对

方的动作时，更能表达出谦逊的态度。简化的方式是指，通过重复使用同

一动词表达试着做某事的意思。例如：“找找”、“看看”等。木村先生所论

述的重复型是指通过重复使用同一动词表达试着做某事的意思，这样的表

达方式称为简化方式。本文中要求“赶紧把门开开”时使用的重复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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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简化方式的范畴。但是，⑥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台湾华语中「重复型

＝简化方式」，并不能表达谦逊的态度。

⑦．母亲要求儿子寻找不记得放在什么地方的指甲刀。⑦．母亲要求儿子寻找不记得放在什么地方的指甲刀。

〈図 7－⑦〉〈図 7－⑦〉

⑦是母亲对孩子的要求。本来母子间不需要委婉的表达方式，但是母

亲是拜托孩子寻找因自己的过失而找不到的指甲刀，所以需要谦逊的表达

方式。从⑦的结果中可以得知，大陆和台湾的分布大致相同。选择了“帮我”

的人群中，大陸北方人有 43 人（86％），20 岁左右的北京人有 39 人（78％），

50 岁左右的北京人有 41 人（82％）。20 岁左右的台湾人有 49 人（98％），

50 岁左右的台湾人有 45 人（90％），由此可见选择“帮我”的人占绝大多数。

⑧．母亲要求儿子赶紧找儿子忘记放在什么地方的指甲刀。⑧．母亲要求儿子赶紧找儿子忘记放在什么地方的指甲刀。

〈図 8－⑧〉〈図 8－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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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是母亲对孩子的要求。本来母子间就不需要委婉的表达方式，而且

母亲是拜托孩子寻找因孩子的过失而找不到的指甲刀。与⑦相比，⑧中选

择“给我”的人占多数。但是，选择“帮我”的人在 20 岁左右的台湾人中

有 23 人（46％），在 50 岁左右的台湾人中有 35 人（70％），仍占很大比例。

问卷调查的 后，设置了下述自由记述的问题。本问并未得到全部人

的回答，下面将按照回答数的顺序对有特色的回答进行论述。

大陆北方

帮：比较客气、礼貌、委婉、语气比较尊敬、对上司或同事、柔和

给：  命令、说话人对好友或是家人的请求、较强的语气、不客气、长

辈对晚辈的请求

20 岁左右北京人 8 ）

帮：  客气、对长辈、关系不太亲近（对陌生人）、表示尊敬、请求、礼貌、

比较正式

给：  命令、对熟人（关系亲密之间）、随意、相对不太礼貌、用法不太

正式

50 岁左右北京人

帮：  客气、对长辈对客人或对陌生人、请求、帮助（辅助）、求助、尊敬、

礼貌

给：  命令、随便、直接、不礼貌、对同辈、双方平等、不客气、授予、

长辈对晚辈

20 歲左右台灣人

幫：  禮貌、客氣、請求的含義、溫和、對長輩請求、對朋友的請求、

尊重

給：命令、較強硬、不禮貌、用於上對下、指使、不客氣

50 歳左右台灣人

8 ）×（0 形式）的问题并未特设记述栏，但有人回答“北京人说话很随便，有时候

连“给”字都不用说。如：签个名吧。拿点钱来吧，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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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請求、比較客氣、禮貌、幫忙、尊重、客套

給：命令、不尊重、省略客套、較生氣

3．3 结果和考察3．3 结果和考察

①②的结果显示，大陆北方・20 岁左右北京人・50 岁左右北京人中使

用“给我”的比例为：要求朋友 22％・14％・46％，要求老师 2％・4％・4％。

使用“帮我”的比例为：要求朋友 76％・78％・50％，要求老师 92％・

90％・90％）。对朋友使用“帮我”的比例和使用“给我”的比例都很高。

在台湾，20 岁左右的台湾人・50 岁左右的台湾人使用“给我”的比例为：

要求老师 0％・0％，要求朋友 2％・2％。由此可见，要求对方做某事时，

几乎完全不使用“给我”的表达方式。③的结果表明，要求电话总机办事时，

大陆北方・20 岁左右北京人・50 岁左右北京人中使用“帮我”的比例为

40％・56％・46％，与（“给我”48％・36％・36％）的比例大致相同。但

在台湾，“帮我”的使用率为 96％・96％（“给我”为 0％・4％），大大高

于“给我”的使用率。由此可见，在中国大陆，根据对方身份不同会区分

使用“帮我”和“给我”。但在台湾，一律使用“帮我”。④⑤并不是「要

求别人替自己做自己不能做的事」，而是单方面向对方要求某一动作。在中

国大陆，④中选择“给我”的比例为：大陆北方・20 岁左右北京人・50 岁

左右北京人各占 70％・74％・86％（“帮我”22％ 20％ 14％）。⑤中选择“给

我”的比例为：大陆北方・20 岁左右北京人・50 岁左右北京人各占 10％

74％ 86％（“帮我”20％ 20％ 14％）。④和⑤均为单方面要求对方做某事时

使用“帮”的接受度调查。在中国大陆，④⑤均有不少人选择“帮我”。但

是在台湾选择“帮我”的比例则为：20 岁左右台湾人・50 岁左右台湾人在

④中各占 90％・92％，在⑤中各占 46％・92％（“给我”④ 2％ 4％⑤ 0％ 4％）。

可见“帮我”更易被大众接受。

⑥⑦⑧是母亲→儿子这种不需要对对方使用委婉语气的要求。⑥边生

气边要求对方时，“给我”的使用率为：大陆北方・20 岁左右北京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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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左右北京人各占 84％ 74％ 72％、20 岁左右台湾人・50 岁左右台湾人各

占 88％・62％，可见“给我”不论中国大陆还是台湾都占有很大比重。接

下来的⑦和⑧同样是母亲要求儿子寻找指甲刀。⑦是要求儿子寻找因母亲

的过失而找不到的指甲刀。这种情况选择“帮我”的比例为：大陆北方・

20 岁左右北京人・50 岁左右北京人各占 86％・78％・82％（“给我”14％・

22％・18％），20 岁左右台湾人・50 岁左右台湾人各占 98％・90％（“给我”0％・

8％）。结果表明，“帮我”的使用率更高。而⑧是要求儿子寻找因儿子的过

失而找不到的指甲刀。这种情况选择“给我”的比例为：大陆北方・20 岁

左右北京人・50 岁左右北京人各占 66％・50％・74％（“帮我”24％・

34％・22％），20 岁左右台湾人・50 岁左右台湾人各占 54％・26％（“帮

我”46％・70％）。“给我”的使用率更高。

普通话与台湾华语在祈使句中使用“帮我”与“给我”的分布如〈表二〉

所示。

〈表二〉普通话与台湾华语在祈使句中使用“帮我”与“给我”的分布〈表二〉普通话与台湾华语在祈使句中使用“帮我”与“给我”的分布

形式 普通话 台湾华语

命令 给我 給我

请求
给我

帮我
幫我

本分类的基准为：普通话（大陆北方・20 岁左右北京人・50 岁左右北

京人）中因要求对象不同会区分使用“帮我”和“给我”，台湾则不论对方

为何种身份均使用“帮我”。同时，观察调查中自由记述问题的回答发现，

有受验者认为“帮”是请求、“给”是命令。但在普通话中，朋友或同辈人

之间也会使用“给”。可见“给”不只是命令，也可用于朋友或同辈人之间

的请求。王（2005）针对普通话中的“给我”指出，“给我”强调说话者的

利益及动作的方向性，即可表示请求也可表示强硬的命令。本调查则进一

步论证，“给我”确实即可表示请求也可表示命令，但表示请求的“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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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用于朋友和同辈人之间，对长辈的请求则不能使用“给我”。

针对要求表现中的请求和命令，袁毓林（1993）对“命令句”和“请

求句”做出论述。现总结如下。首先，“命令句”的语言环境为“说话人认

为自己对听话人有一定的支配权、可以径情直遂地发号施令。因此，命令

句的语气比较直接，一般不能用语气词“吧”。” “请求句”的语言环境为“往

往是说话人在某一方面有求于听话人。因此，请求句的语气是多少有点谦卑、

恭敬的、可以在句尾加上语气词“吧”，句中常用“请”、“劳驾”、“借光”

等敬词、主语常用第二人称代词敬称式“您”。同时，“请求句表示语气委

婉的另一种方式是：发出一个请求后，再加上“好吗”、“行不行”等疑问

形式。”

自由记述问题中关于普通话中表示请求的“帮我”和“给我”的关系

的回答中，与“给”相比，“帮”更“客气”“礼貌”的回答比较醒目。王（2005）

也指出，““帮我”包含说话者请听话者帮助实施某一动作，受恩于听话者

的意思，作为请求之意使用时，比“给我～”更加客气。所谓“帮我”是

一种礼貌的请求形式，也就是说，在和“给我”比较的情况下“帮我”是

在请求的同时能体现出礼貌（politeness）的一种形式，所谓礼貌的是，

Th.R.Hofmann ＆影山（1986）认为通常的情况下不使用如（18）a 所是

地直接要求而使用开头是“Could you...?”的礼貌的要求。

（18）　a Open the door.

　　  b Could you open the door?

而且从把“帮我”看成是具有礼貌性的请求来看，大陆北方人在祈使

句中使用的“帮”在原来的框架内已经无法解释。也就是说，在向明星要

求签名时，由于是向地位高的人提出要求，也有大陆北方人认为使用“给”

要感到不妥。因此，由于“帮我”具有礼貌性的性质，虽然为数不多，但

还是有部分大陆北方人接受偏离原来意思的“帮”。如④选择“帮我”的大

陆北方人・20 岁左右的北京人・50 岁岁左右的北京人各占 22％・20％・

14％，⑤选择“帮我”的大陆北方人・20 岁左右的北京人・50 岁左右的北



島津幸子教授追悼論集

－476－

京人各占 20％・20％・14％。这是因为在祈使句中如果使用“给我”，即使

想要表达请求，也会让人感觉到有很强的命令语气。所以在向地位高的人

提出要求时就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因此，大陆北方人用“帮我”

填补了这个形式的空缺。

4. 结语4. 结语

本文首先介绍了在祈使句中使用的“帮”和“给”虽然可以互换，但

根据所说话人的身份的不同使用“给”的话有时会让人觉得失礼，而且本

文指出了从原来的意思偏离出来的“帮”的例子的存在。另外，把“给我”

和“帮我”看做是祈使句中使用的形式进行了台湾华语和普通话的调查。

结果表明，在台湾华语中“给我”表示命令，“帮我”表示请求；在普通话

中“给我”表示命令和请求，“帮我”表示请求。 后，本文给出了如下结论：

“帮我”即使用在祈使句中表达请求也是具有礼貌性的一种形式。

为什么在祈使句中使用的“帮”和“给”在台湾华语和普通话中存在

认识上的差别呢？原因之一是对“给”的认识存在差别。根据林 / 佐佐木 /

徐（2002）意为“给予”的普通话中的动词“给”可以作为介词引出受益者，

而属于闽语的厦门话中的“互”（相当于普通话中的“给”）不能做介词引

出受益者。据说台湾话属于闽语跟厦门话十分接近。也就是说，由于受到

属于闽语的台湾话的影响，使得在台湾华语中“给”并不作为介词引出受

益者。并且樋口（2007）表示台湾话受益者标记是“共”。另外，台湾华语

初是国民党推广的华语，而有可能受到大陆南方的影响。刘丹青（2003）

指出“普通话里，受益主要由接受者介词兼动词“给”在动词前表示，如“我

给他倒茶”，而北部吴语普遍不允许“给”义动词兼介词放在动词前，而是

由伴随介词兼表受益”。进一步说可以推测“帮”代替“给”作为介词来使用。

这个课题还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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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表】【问卷表】
  调查＊

姓名                                              年龄             
出生省份                 E-mail                              
您在中国从出生到现在居住 长的是什么地

方？          
请仔细阅读下面每段对话，并根据前后文的搭

配，从（a. 帮我 /b. 给我 /c.×*）三个选项中

选择一个 恰当的答案，画上○。

（*“c.×”是不必要“帮我”和“给我”的意思）

①．A ：李浩  　B ：王飞，

李浩和王飞是关系很好的同班同学。

A ：  （李浩手里有很多行李不能开门，看见王飞

走过来）唉，王飞，

请（a. 帮我 / b. 给我 / c.×）开一下门？

B ：哦，李浩。好的好的。（王飞开门）

②．A ：张老师  　
　　B ：江明（江明是张老师的学生）

江明得了阑尾炎，刚动完手术。现在还不能下

床。张老师来看他。

A ∶江明，我看你来了！

B ：啊，张老师，真谢谢您。

（他们说了一会儿话之后）

B ：张老师，我觉得有点热，请您

（a. 帮我 / b. 给我 / c.×）打开窗户好吗？

A ：好啊。（老师打开窗户）

③．A ：安娜  　B ：总台

A：喂，你好。麻烦你，（a. 帮我 / b. 给我 / c.×）

开一下国际长途。

B ：好的。

A ：谢谢。

④．A ：何丽丽（张明的歌迷）  
　　B ：张明（非常有名的歌手）

演唱会会场入口。何丽丽（女）等张明（男）

的到来。她看见张明走过来，她说。

A ：张明，请（a. 帮我 / b. 给我 / c.×）签个名

吧。

B ：好的。（张明签字）

＊　大陆版（大）和台湾版（台）的差异

（大）簡体字 （台）繁体字　

（大）国际和平饭店（台）希爾頓飯店　

⑤．A ：杨宁    B ：柜台

杨宁来到国际和平饭店。

A ：你好！我是从 9 月 20 号到 9 月 23 号预订

房间的杨宁。

B ：您好。欢迎来到国际和平饭店！（柜台人

员向客人递出登记表）

请（a. 帮我 / b. 给我 / c×.）登记一下。

A ：好的。

⑥．A ：妈妈 　B ：小明（儿子）

小明锁上门在房间里不知道在干什么。妈妈觉

得很奇怪，说：

A ：小明，你在干什么，快开门。

B ：不开。

A ：（妈妈生气了）你快点（a. 帮我 / b. 给我 / 
c.×）开开。

⑦．A ：妈妈 　B ：小明（儿子）

小明看見妈妈像在找什么似的，于是问妈妈；

B ：妈，你在找什么？

A：前几天我用过的指甲刀，忘记放在什么地方，

找不到了。你

（a. 帮我 / b. 给我 / c.×）找一找。

⑧．A ：妈妈 　B ：小明（儿子）

A：小明，前几天你用过的指甲刀放在哪儿了！

B ：我也忘了。

A ：我急着用，快（a. 帮我 / b. 给我 / c.×）找

来。

※请问，您觉得“帮”和“给”在用法上有什

么不同？

帮帮：                                                                                          
                                                                          
                                                                          
给给：                                                                                                           
                                                                          
                                                                          

（大）“出生省份”“您在中国从出生到现在居

住 长的是什么地方？”→（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