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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瓶梅》中“教”字的意义，据张鸿魁编著

《金瓶梅字典》第(’0页（引文有删节）：

教（一）1234《广韵》：效也。教学，教育。（二）1254
《广韵》：教训也，又法也，语也。让，使。

我们讨论的是“教”的“让，使”义，即兼语结构的

用法。根据我们对《金瓶梅》中带“教6（78）69”的兼

语结构考察，《金瓶梅》中带“教”字的兼语结构有

%"%(条语料。根据“交6（78）69”的兼语结构的不同，

可以分为以下&类。

% 教6（78）6:

共有%/%条语料。例如：

（%）谢希大道：“结拜须得十个方好。如今卜志道

兄弟没了，却教谁补？”（《金瓶梅·第一回》）

（!）春梅见小玉在根前，也斟了一大钟教小玉

吃。（《金瓶梅·第九十六回》）

（(）你若入港相会，有东西出来，休要独吃，须把

些汁水教我呷一呷，俺替你每须耽许多利害。（《金瓶

梅·第九十回》）

（#）薛嫂一面教妇人拜谢了。（《金瓶梅·第七

回》）

（+）张胜说：“小的曾禀过奶奶来，奶奶说且教他

去着，小的才放他去了。”（《金瓶梅·第九十四回》）

（’）他将你孩子害了，教他一还一报，问他要命。

（《金瓶梅·第五十九回》）

例（%）—（(）的动词:都是单音节的，例（(）的动

词 是:$:式 。 例（#）的 动 词:是 双 音 节 的 ，且 后 带

“了”。例（+）的后带“着”。例（’）的:是动词性短语。

其中，另有(例省略78。

（0）妇人于是扯过他袖子来，用手去掏，秋菊慌

用手撇着不教掏。（《金瓶梅·第七十三回》）

（/）月娘道：“你依我拿帖儿回了何大人，在家调

理两日儿，不去罢。你身子恁虚弱，趁早使小厮请了

任医官，教瞧瞧，你吃他两帖药过来。休要只顾耽着，

不是事。你偌大的身量，两日通没大好吃甚么儿，如

何禁的？”（《金瓶梅·第七十九回》）

（&）吴月娘恐怕西门庆不耐烦，拦着，只说吃酒

哩，不教过来。（《金瓶梅·第七十九回》）

! 教6（78）6:6;

共有!0(条语料。例如：

（%"）跟你老人家走了一路儿，又到狮子街房里

回来，该多少里地？人辛苦走了，还教我送韩回子老

婆，教小厮送送他罢了。（《金瓶梅·第二十四回》）

（%%）韩先生道：“不必分付，小人知道。”领了银

子，教小童拿着插屏，拜辞出门。（《金瓶梅·第六十三

回》）

（%!）一面教春梅问如意儿挤了奶来，用盏儿盛

着，教西门庆吃了药，起身往前边去。（《金瓶梅·第七

十九回》）

（%(）于是教王经取过骰盆儿，⋯⋯。（《金瓶梅·

第六十七回》）

（%#）“⋯⋯，自古人恶礼不恶。他男子汉领着咱

偌多的本钱，你如何这等待人？好名儿难得，快休如

此。你就不出去，教二姐姐、三姐姐好好待他出去，也

是一般。做甚么恁样的，教人说你不是。”（《金瓶梅·

第八十回》）

例（%%）—（%(）的:分别带“着”、“了”、“过”。例

（%#）的宾语;是主谓短语。

其中，还有%#例省略78。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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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府尹陈文昭升了厅，便教押过这干犯人，

就当厅先把清河县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状招拟看

过。（《金瓶梅·第十回》）

（!#）吴二舅、玳安另在一处管待。因说起避兵就

亲之事，因把那百颗胡珠、宝石、绦环教与云理守，权

为茶礼。云理守收了，并不言其就亲之事。（《金瓶梅·

第一百回》）

（!$）西门庆整衣冠，教收过家活，出迎。（《金瓶

梅·第五十三回》）

% 教&’(&)&*!&*+

此结构兼语带双宾语，共有!+条语料。例如：

（!,）张胜道：“蒋二哥，你这回吃了橄榄灰儿--
回过味来了？你若好好早这般，我教鲁大哥饶让你些

利钱儿，你便两三限凑了还他，才是话。你如何把硬

话儿不认，莫不人家就不问你罢？”《金瓶梅·第十九

回》.!/01
（!0）郑妈妈看见，出来迎接，至于中堂见礼，说

道：“前日多谢老爹重礼，姐儿又在宅内打搅，又教他

大娘、三娘赏他花翠汗巾。”《金瓶梅·第七十七回》

（+/）西门庆道：“他来了咱家这几年，大大小小

没曾惹了一个人，且是又好个性格儿，又不出语，你

教我舍的他那些儿！”题起来又哭了。（《金瓶梅·第

六十二回》）

（+!）这西门庆听了，趔趄脚儿就往外走。月娘

道：“明日没的教人扯你把。”（《金瓶梅·第十四回》）

（++）你两个早知他是你奶奶兄弟，如何不早对

我说？却教我打了他十下，惹的你奶奶心中不自在。

（《金瓶梅·第九十四回》）

例（!,）、（!0）双宾语的直接宾语*+是名词性结

构。例（+/）*+是指量短语（+!）、（++）双宾语的直接宾

语*+是数量短语。

2 教&’(&)&3

只有%/例。根据补语3是否是介词短语，可以分

为+小类。

24!教&’(&)&3（非介词短语）

有!,条语料。例如：

（+%）我常说，多少与他些也罢了，他通不理一理

儿。今日下，暗不通风，却教人弄下来了。（《金瓶梅·

第十四回》）

（+2）那薛嫂约定：“你教大姐收拾下，等着我。饭

罢时候我来。”（《金瓶梅·第八十八回》）

（+"）教来兴儿媳妇整理端正。（《金瓶梅·第五十

二回》）

（+#）这金莲消了回气，春梅递上茶来，呵了些

茶，便道：“你看教这贼淫妇气的我手也冷了，茶也拿

不起来。”（《金瓶梅·第七十二回》）

例（+%）、（+2）的补语3是趋向动词；例（+"）的补

语3是形容词；例（+#）的述补短语)3是带“的（得）”

的组合式述补结构。

24+教&’(&)&3（介词短语）

有!+条语料。例如：

（+$）教他跪在面前。（《金瓶梅·第九十四回》）

（+,）金莲道：“若不是姥姥和你六娘劝我，定罚

教你唱到天晚。头里骗嘴说一百个、二百个，才唱一

个曲儿就要腾翅子？我手里放你不过。”（《金瓶梅·

第三十三回》）

（+0）写毕，教书童粘于壁上，以为后日之遗焉。

（《金瓶梅·第四十九回》）

（%/）平安道：“爹不在家，往周爷府里吃酒去了。

教卸在对门楼上哩。你老人家请进里边去。”（《金瓶

梅·第五十九回》）

由介词“在”构成的介词短语有0条，见例（+$）、

（%/），其中例（%/）的’(省略；由介词“到”构成的介

词短语有+条，见例（+,）；由介词“于”构成的介词短

语有!条，见例（+0）。

" 教&（’(）&状语&)(

共有%/%条语料。根据状语的不同，可以分为2
类。

第一，由名词性词语作状语。有""条语料。例如：

（%!）西门庆笑道：“怪狗才，充军摆站的不过！谁

教他成日跟着王家小厮只胡撞来，他寻的苦儿他

受。”（《金瓶梅·第五十二回》）

（%+）差人写个帖子，回覆了西门庆，随教即日押

发起身。（《金瓶梅·第二十六回》）

（%%）递与长老经钱，教他二十日请八众禅僧，念

断七经。（《金瓶梅·第八十八回》）

（%2）他不念咱，咱何曾不念他！倚着门儿，私下

帘儿，悄呀，空教奴被儿里叫着他那名儿骂。（《金瓶

梅·第八回》）

例（%!）—（%%）是时间性名词语作状语，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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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省略!"。例（#$）是处所性名词语作状语。

第二，由形容词性词语、副词、代词充当的状语。

共有%%%条语料，分类如下：有#$条形容词性词语充

当的状语；&’条副词充当的状语；%%条代词充当的状

语。例如：

（#(）王六儿、韩道国上来，也陪吃了几杯，各取

方便下楼去了，教他二人自在吃几杯，叙些阔别话

儿。（《金瓶梅·第九十九回》）

（#’）不想刚睡下，就作了一梦，梦见哥使大官儿

来请我，说家里吃庆官酒，教我急急来到。（《金瓶梅·

第六十二回》）

（#&）西门庆道：“既是恁般，我分付原解，且宽限

他几日，教他即便进礼来。”（《金瓶梅·第四十七回》）

（#)）妇人道：“娘若赏个帖儿来，怎敢不去？因前

日他小大姐骂了申二姐，教他好不抱怨，说俺每。”

（《金瓶梅·第七十九回》）

（#*）妇人放声号哭起来，问西门庆要休书。如此

这般，告诉一遍：“我当初又不图你钱财，自恁跟了你

来，如何今日教人这等欺负？千也说我摆杀汉子，万

也说我摆杀汉子！没丫头便罢了，如何要人房里丫头

伏侍？吃人指骂！”（《金瓶梅·第十一回》）

（$+）不知他生死存亡，教我老人家怎生吊的下！

（《金瓶梅·第五十七回》）

第三，由介词短语充当的状语。共有%%#例。例

如：

（$%）春梅道：“爹，你怎的恁没羞！娘干坏了你甚

么事儿？你信淫妇言语，平地里起风波，要便搜寻娘？

还教人和你一心一计哩！你教人有那眼儿看得上你！

倒是我不依你。”（《金瓶梅·第十二回》）

（$,）到前边分付玳安：“教两名排军把卷棚放的

流金八仙鼎，写帖儿抬送到宋御史老爹察院内，交付

明白，讨回帖来。”（《金瓶梅·第七十五回》）

（$#）把仪门关了，教他当面跪下，问他：“你知罪

么？”（《金瓶梅·第八十六回》）

（$$）教你替他对老爷说声，领出头面来，交付与

人家去了，大娘亲来拜谢你老人家。（《金瓶梅·第九

十五回》）

以上$例显示的介词是“和”、“把”、“当”、“替”、

“对”，例（$$）是介词短语连用。此外还有介词“往、

到、与、同、用”的用例。

此外，有*例省略!"的用例。例如：

（$(）那琴童才打到十板子上，多亏了李瓶儿笑

嘻嘻走过来，劝住了，饶了他十板。金莲教与李瓶儿

磕了头，放他起来厨下去了。（《金瓶梅·第三十回》）

（$’）月娘分付出来，教与他看看黑书。（《金瓶

梅·第五十九回》）

（$&）正说着，忽报：“夏老爹儿子来拜辞，说初六

日起身去。小的回爹不在家。他说教对何老爹那里

说声，差人那边看守去。”（《金瓶梅·第七十七回》）

第四，状语是形容词或副词与介词短语连用。有

%$例。

（$)）遇着傅伙计家去，方教敬济轮番在铺子里

上宿。（《金瓶梅·第八十三回》）

（$*）昨日，府中杨干办连夜奔来，透报与父亲知

道。父亲慌了，教儿子同大姐和些家伙箱笼，且暂在

爹家中寄放，躲避些时，他便起身往东京我姑娘那

里，打听消息去了。（《金瓶梅·第十七回》）

（(+）比及吃得酒浓时，薛嫂教他媳妇金大姐抱

孩子，躲去人家坐的，教他两个在里间自在坐个房

儿。（《金瓶梅·第八十六回》）

’ 教-!"-连动短语

共有#%#条语料。例如：

（(%）刘婆子道：“比如有父子不和，兄弟不睦，大

妻小妻争斗，教了俺老公去说了，替他用镇物安镇，

书些符水与他吃了，不消三日，教他父子亲热，兄弟

和睦，妻妾不争。”（《金瓶梅·第十二回》）

（(,）于是，教迎春递过色盆来，两个掷骰儿，赌

酒为乐。（《金瓶梅·第四十四回》）

（(#）春梅道：“皮脸，没的打污浊了我手。娘只教

他顶着石头跪着罢。”于是不由分说，拉到院子里，教

他顶着块大石头跪着，不在话下。《金瓶梅·第二十九

回》）

（($）伯爵道：“哥若不做，教他另搭别人。你只借

二千两银子与他，每月五分行利，教他关了银子还

你，你心下何如？”（《金瓶梅·第三十八回》）

其中有兼语!"省略的情况。共有%(例。例如：

（((）西门庆取银子把与王婆，教买棺材发送。

（《金瓶梅·第五回》）

（(’）西门庆递了三枝花，教送与月娘、李娇儿、

孟玉楼戴，⋯⋯（《金瓶梅·第二十七回》）

还有%例连动短语省略第一个动词的。

（(&）西门庆道：“也罢，你吃了饭，拿一封五十两

银子，今日是个好日子，替他把房子成了来罢。剩下

的，教常二哥门面开个小铺儿，月间撰几钱银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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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勾他两口儿盘搅了。”〔教常二哥门面开个小铺

儿!教常二哥找门面开个小铺儿〕（《金瓶梅·第六十

回》）

! 教"#$"兼语短语

共有语料%&条。例如：

（’(）月娘便要使来安儿：“请你爹进来。对他说，

教他请任医官来看你。”（《金瓶梅·第六十一回》）

（’)）西门庆但来他家，韩道国就在铺子里上宿，

教老婆陪他自在顽耍。（《金瓶梅·第三十九回》）

（*&）教贲四叫将花儿匠来，做几架烟火。（《金瓶

梅·第四十回》）

（*+）韩玉钏道：“十分晚了，俺每不去，在爹这房

子里睡。再不，教爹差人送俺每，王妈妈支钱一百文，

不在于你。好淡嘴女又十撇儿。”（《金瓶梅·第四十

二回》）

其中，还有,例省略兼语短语的#$的。

（*%）那春梅似有如无，接在手里，只呷了一口，

就放下了。说道：“你不要教迎春叫去。我已叫了平

安儿在这里，他还大些。”（《金瓶梅·第三十四回》）

（*-）于是教月娘让至房内，摆茶留坐。（《金瓶

梅·第六十五回》）

( 教"#$"主谓短语

共有语料%)条。例如：

（*,）在背后说道：“五娘，你老人家寻甚么？这草

地上滑齑的，只怕跌了你，教儿子心疼。”（《金瓶梅·

第五十二回》）

（*’）宁教我西门庆口眼闭了，倒也没这等割肚

牵肠！（《金瓶梅·第六十二回》）

（**）想着死了时，整哭了三四日，不吃饭，直教

老爷门前叫了调百戏货郎儿，调与他观看，还不喜

欢。（《金瓶梅·第八十八回》）

（*!）子虚道：“房下刚才已是说了，教我明日来

家。”（《金瓶梅·第十三回》）

例（*,）是主谓短语“心疼”，例（*’）是主谓短语

“口眼闭”。余例仿此。

) 教"#$".$（形容词性短语）

共有语料+’条。例如：

（*(）爹，你依我，不要教他在家里，与他几两银

子本钱，教他信信脱脱，远离他乡做买卖去。（《金瓶

梅·第二十五回》）

（*)）大妗子道：“姑娘，也罢，他三娘也说的是。

不争你两个话差，只顾不见面，教他姑夫也难，两下

里都不好行走的。”（《金瓶梅·第七十六回》）

（!&）潘金莲在旁插口道：“桂姐你起来，只顾跑

着他，求告他黄米头儿，教他张致。如今在这里你便

跪着他，明日到你家，他却跪着你，你那时却别要理

他。”（《金瓶梅·第七十四回》）

（!+）月娘道：“又教姐姐费心。”（《金瓶梅·第九

十六回》）

例（*(）是形容词..//式。

+& 结论

《金瓶梅》的带“教”字的兼语结构类型分布可以

归纳如下表。

结 构 类 型 数 量 比 例

教"#$"0 %& %1
教"#$"0"2 %!- %!1
教"#$"0"2+"2% +% +1
教"#$"0"3 -& -1
教"#$"状语"0$ -&- -&1
教"#$"连动短语 -+- -%1
教"#$"兼语短语 %) -1
教"#$".$ +’ %1

小 计 +&+- +&&1

从表的数据显示，使用频率最高的是“教"#$"
连动短语”，其次是“教"#$"状语"0$”，最底的是

“教"#$".$”。

从“教”带助词看，可以带“了”，现代汉语很少有

此类用法。总之，《金瓶梅》的带“教”字的兼语结构的

用法已与现代汉语基本一致。

注释及参考文献：

〔+〕张鸿魁4+)))4金瓶梅字典〔5〕，警官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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