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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深化两岸四地语言对比研究的思考 

刁晏斌 

(北京师范大学 文 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 以往的两岸四地语言对比研究在以下方面用力较多：一是差异的类型，二是港台语 

言现象在大陆地区的引进和使用情况。三是某些具体方面的差异 ，四是差异的 内外原 因，五是四 

地的融合及其表现。 目前的问题主要是在精细化的研究、融合的研 究、历时的研究以及理论性或 

有理论 色彩的研 究方面存在不足。已有研 究主要依托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 言学两个支点 ，今后 

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再增加本体语言学、演化语 言学、理论语言学和全球华语 学这四个支点。今后 

的研 究应该在本体性、创新性、系统性和即时性方面多加努 力，同时还应加强两岸四地合作 以及 

进一步扩大语料来源和语言调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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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以往研究的简单回顾与总结 

(一)已有工作和主要进展 

两岸 四地语言 的对 比研究主要 集中在那些互 

有差异的现象 ，在以往的研究中 ，人们比较关注、讨 

论 比较集中的问题大致有 以下几种 ： 

一 是差异的类 型。这几乎是所有相关工作 中 

人们最先想到 和开 始做的，而 在早期 的一些研 究 

中，这往往也是最重要的内容 ，且 主要集 中在词 汇 

方面。朱广祁从以下几个角度考察 了港 台词语 与 

大陆差异的表现形式 ：一是新词 的产牛 ，二是 旧词 

的保 留，三是词义的引 申变化，四是方言词的影响， 

五是行业语进 入普通词汇 ，六是外 民族词 汇的引 

进①；苏金智则把差异的模式归结为形同义异、物 

同名异、同中有异三种②。此后的相关研究 ，大致 

都是在上述框架和模式下进行的。 

二是港台语言现象在大陆地区的引进和使用情 

况。一般多是举例说明以及就内容等方面的简单分类 

等。这方面，较早的单篇论文是李明的研究⑧，此后刁 

晏斌从八个方面讨论了在港台词语的影响和冲击下 

大陆词语产生的变化④。 

三是某些具 体方 面的差异 。词汇方面，涉及 

能指与所指及其相互异 同的，人们 比较关注同形异 

义词和同义异形词 。此外 ，人们关注相对比较多的 

还有外来词语、缩略词语等 。另外 ，科技术语界相 

关的对 比研究也 比较多，如李平 ，周其焕 ，刘青、温 

昌斌等人的论文⑤。语法 以及其他方 面的对 比研 

究 比词汇方面少得多 ，涉及范 围也相对较窄 ，且多 

是 台湾 大陆、香港一内地之间 的对 比，前者如李 

英哲 、廖礼平等人 的论文⑥；后 者如黄大方 ，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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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许谦文，石定栩、苏金智、朱志瑜等人的论文①。 

以整个两岸 四地语法某些差异为 比较对象 的主要 

有刁晏斌近年的一些研究②。语法之外 ，还有一些 

零星的研究 ，也多是针对两地之间的 ，如李青梅 、孙 

剑艺、廖新玲等人的论文⑧。 

四是差异的原 因分析 。这是伴 随第一方面持 

续进行的一项研究内容，多集中在社会政治文化等 

方面。蒋有经从不 同政治制度下语 言政策 的差异 

等四个方面分析 了两岸词汇差异的形成原因④；郭 

熙则从海峡两岸语言分化的角度来追溯差异的起 

源⑤；於贤德 、顾向欣分析了不同 的政治制 度以及 

意识形态的对立 ，以及特定 的区域文化所起的相当 

重要的作用⑥，是 目前所见认识比较深刻的一篇。 

五是融合及其表现。朱广祁较早提出“对港台 

与大陆间的词语融合现象 ，应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 

和切实的指导”⑦，此后朱广祁又提到两岸语文 的 

统一问题，可以认为是对融合的另一种表述⑧。刁 

晏斌 曾就海内外汉语 的融合及其原 因进行过专 门 

的讨论⑨，而到 2000出版的被 认为是 国内外第 一 

部以海峡两岸语言应用对比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即 

以“差异与融合”为名⑩。李昱、施春宏提出海峡两 

岸词语互动问题 ，对此 的理解和表述是，包括台湾 

词语对大陆交际的影响，也包括大陆词语对台湾交 

际的影响，还包括来回传递的过程@。 

仅就以上五个方面来看 ，两岸四地语言对比研 

究作为一个 比较独特的领域 ，已经初具规模 ，不 但 

搭起 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框架 ，而且对几乎所有较为 

重要的问题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因此总体而言 

取得 了很大的成绩 。 

(二)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但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清 

醒地意识到存在的不足 ，因为这关乎相关研究今后 

向何处去 ，以及最终能走多远 的问题 。 

归纳一下 ，笔者认 为，我们 的研究在 以下几个 

方面还存在较为明显 的不足 ： 

1．精细化的研究不足 

这方面 的表现大致有以下三个 ： 

一 是以往的研究 由于受一些条件的限制 ，人们 

多是基于已有工具书 ，由此来 比较各地词语等的参 

互异同。这样的研究往往有一个弊病 ，就是粗疏有 

余而精细不足，由此自然会影响到研究的质量和水 

平 ，并且还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失真”。吴礼 

权 曾就这一问题进行过讨论 ，指出有些学者因不 了 

解台湾所使用词汇的真实内涵而拿大陆普通话中 

表示另一个概念的词来与之比照，因而出现不够准 

确的问题 ，如将台湾的“观光”与大陆的“旅游”来 比 

照 ，便是概念 内涵不准确 的比照 。在 台湾，“观光” 

“旅游”二词并存 ，但 内涵不一样 ：前者是指 国外或 

境外旅游，后者指本地旅游⑩。 

二是港台／台港或台港澳往往囫囵一片，不作细 

致区分。相关研究 中，固然有一些是针对两岸或香 

港与内地的，但更多 的却是以四地 中其他三地或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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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作为一个整体来与大陆或内地进行对 比，这样做 

虽然有一定的原因(比如客观上有一些语言形式确实 

很难准确区分来源地)，但显然是不够准确和精细的。 

三是多停留在表面或比较浅表的层次，像有无 

的比较、能指与所指之间异同的比较等 ，很多都属 

此类。再比如，在“意义”的对比研究中，人们基本 

都是以“义项”为对象 ，这样就掩盖或忽略了很多具 

体 、细微 的差异 ，并且带来很大的局限性 ，关于这一 

点 ，我们下文再讨论。 

2．对融合问题研究不足 

虽然如前所述，人们早已注意到词语融合的问 

题 ，并且也进行过一些研究 ，但是却有 明显的不足 ， 

主要表现除了数量较少 、范 围较窄外 ，还有方 向单 

一 (多单向、少双 向或多向)的问题。造成这些不足 

的原因大致有三个 ： 
一 是观念的影 响。因为两岸 四地语 言对 比研 

究起于沟通和交流的需要 ，最初都以差异为着眼点 

和着力点 ，影响所及 ，在以后的研究 中，一些人似乎 

也只知有此 ，而不知其他 了。 

二是早期 的融合主要是通过大陆对台港澳词 

语的引进来实现 的，对此人们 已经予 以足够 的关 

注 ，而影响所及 ，在以后 的研究中，似乎一提融合， 

首先想到的就是这种单 向的吸收 ，如前边提到的李 

昱 、施春宏的论文①，虽然提 出和讨论 的是海峡两 

岸词语的互动问题，但就具体 内容而言 ，基本还是 

单 向性的。至于大陆与台港澳中的一地或多地 ，以 

及多地之间的互动与融合 ，往往就更不在考虑的范 

围之内了。 

三是具体条件的限制。两岸四地语言对 比研 

究的主力是 大陆学术界 ，由于受各方 面条件 的 限 

制，在语感、语料等方面往往有或多或少的不足，对 

彼方各地语言使用状 况的全面 了解和准确把握往 

往也有局限，所以有时也难 以进行深入细致的双向 

或多向互动研究 。 

3．对历时方面的研究不足 

这方面的问题 ，首先表现在一些研究者历时观 

念的缺失、相关知识的匮乏，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对 

某些材料或现象认定和处理的失当。比如，前引吴 

礼权从九个方面分析了台湾《两岸常用词语对照手 

册》中存在的问题 ，其 中第五种就是没有掌握词 汇 

的动态变化 ，把大陆原有 词语 当作现在通行 的词 

语 ，并以此与台湾所使用的标准语 比照 ，用来说明 

两岸词汇差异。例如 ，用大陆的“路条”来与台湾的 

“通行证”对照 ，用“奶头”与“奶嘴”对照，用“可视歌 

曲”与“MTV”对照等，而其实大陆“路条”等早 已不 

用②。反过来看 ，大陆编著的工具书以及相关研究 

成果更多 ，所以这样的问题也就更多 、更突出。 

其次 ，这方面问题 的另一个表现 ，是在共 时的 

研究中缺少历时的考察与分析。两岸 四地语 言的 

诸多差异 ，其实是各地语言历时发展状况在共时层 

面的反映，因此，如果不了解历时 ，对共时的了解和 

认识必然会有很大的局 限。例如 ，一般人都知道 ， 

在台港澳地区，万能动词“搞”的使用频率比较低， 

且往往有贬义色彩 ，如果从历时角度解释，则是因 

为三地书面语在很大程度上沿袭早期现代汉语，反 

映的基本是那时此词的面貌和使用状况。另外，在 

不同时期，“搞”在大陆以及台港澳三地 的使用情况 

也都不是静止不变的，因此有更丰富的历时内涵， 

这些情况不清楚 ，就无法对此词在两岸 四地的差异 

及融合情况形成全面完整的认识 。 

再次 ，如果着 眼于进一步的发展 ，或者是提 出 

更高的要求 ，那就是到 目前为止还没有专门的历时 

性研究 。姚德怀指出，研究各华语地区语言现象 的 

异 同，“归根结柢便是 内地、台湾、香港以及各华语 

地 区的汉语／华语近百年来的演变过程是怎样的， 

最终又怎样 达到各地 区当代华语 的现况 。”③这样 

的工作到 目前为止显然还没有展开 ，而“无史”这一 

状况的形成当然也是有原因的：一是传统观念的影 

响，索绪尔划分共时历 时是一个很 大的贡献 ，但是 

却在一定程度上割裂 了二者 ，而后来的一些研究者 

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往往主张并从事于一些分解 

式的、各管一段的研究 ；二是如前所述，两岸四地语 

言对 比研究开始于并且始终致力于 ，同时似乎也满 

足于一种共时平面的差异研究 ，史的研究还没有真 

① 李昱、施春宏：《海峡两岸词语互动关系研究》，《当代修辞学》，20]1年第 3期。 

② 吴礼权 ：《还原海峡两 岸现代 汉语 词汇差异 的真实面貌—— 略论海 峡两岸词 汇差异 的对 比研究问题 》，《楚雄 师范 

学 院学报 》，2011年第 1期 。 

③ 姚德怀：《各华语地区语言现象的异同值得研究》，《语文建设通讯》(香港)，2007年总第 8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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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提到 日程上来 ；三是客观上也有语 料等方 面的 

限制 。 

4．理论性或有理论色彩的研究不足 

这也是一个 比较严重的问题 ，表现得也较为明 

显和突出。相关研究始终围绕“对 比”来进行 ，这当 

然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却不应止步于此。然 

而 ，现在我们看到：一是有一些研究基本停 留在“分 

类一举例／罗列”的模式，很少使用业已存在并被证 

明行之有效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深层次的考察与 

分析 ；二是虽然有一些分析 ，但往往都是针对某一 

现象或形式本身，多是一些“就事论事”式的解释和 

说明；三是很少看到就所讨论现象进行一些规律性 

的总结或理论性 阐述 的论著。正 因为有以上三种 

表现 ，所以就相当一部分成果来说 ，学术含量往往 

不高 。 

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对相关研究至 

关重要 ：一是语言接触理论 ，二是语言对 比(比较 ) 

理论 ，三是语言发展理论 ，四是语言规范和规划理 

论 。进行富有理论色彩 的研究 ，除了应该更多地使 

用一般“本体”研究 中人们常用的理论和方法外 ，还 

应该更多更好地运用上述四方面的理论和方法 ，并 

且用两岸 四地语言对 比材料和事实进 一步验证相 

关 的理论 ，甚至对其有所补充、有所纠正①。 

二、为什么要进行两岸四地语言对比研究 

按一般的思路和文章写法 ，总结完过去 ，就应 

该展望未来 了，而在此之前 ，笔者认 为有必要先 回 

归原点 ，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为什 么要进行两 

岸 四地语言对 比研究?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 

大致可以从观念与认识和目标与支点这两个方面 

来说 。 

(--)应有的观念与认识 

许嘉璐说 ：“两岸语言文字的差异 ，就是分头演 

变之果 ，是特定历史环境之使然 ，其实 也是对汉语 

汉字的传承 和丰富 ，都应该得 到尊重、珍惜 。”②这 

虽然是就两岸语 言文字而言 ，但是推及 四地 ，乃至 

于全球华语，也都是同样适用的。 

作为一名从事两岸 四地语言对 比研究 已有较 

长时间的汉语研究者，笔者对这段话有 以下两点理 

解和认识 ： 

从共时层面来说 ，当代汉语因有上述差异而更 

加丰富 。两岸四地 当下的民族共 同语合而成为一 

个巨大的共时平面，所有现象和用法的总合构成了 

当代“大汉语”的共时全貌 ，这一全貌远比任何一地 

汉语 的单一面貌更为复杂多样 、丰富多彩 ，在形式 

和内涵上都达到了一个包罗四地的“最大值”，不仅 

能给人们提供更多的观察角度和研究 内容 ，而且也 

为更多理论、方法的运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现实 

需求 。对两岸 四地众多语言现象的充分观察 、充分 

描写和充分解释，一方面为当代的语言研究者提供 

了展示 自己才华、进行多样性研究并产 出高水平成 

果的非常广阔的空间和舞台，同时也提出了巨大的 

挑战。 

从历时层面来说 ，两岸四地语言文字的差异并 

非凭空产生 ，而是 各 自独特社会 发展过程 及其环 

境、文化等的产物，是历时发展变化在共时层面的 

表现 。把演变的过程准确还原 ，弄清其来龙去脉以 

及各种影响与制约因素和条件，同样也是一项充满 

挑战性的任务，而这样的研究，无疑也会为当代汉 

语以及汉语语言学注入新鲜血液 ，带来新的活力 。 

如果把以上两个层面结合在一起考虑，那就 

是 ：在 当下的语言研究中，共时与历时相结合 已经 

成为人们的共识，而两岸四地语言对比研究正为这 

一 旨趣的实现提供了最好 的机遇、场地和条件。正 

因为如此 ，两岸 四地语言差异及融合的事实及其背 

后 的规律和理论 内涵，可以说是上天对所有汉语／ 

华语研究者的一份 厚赐，不仅 应该 充分尊重 和珍 

惜，更应该充分开发和利用 ，从而出成果、出方法、 

出理论，进而推动整个汉语语言学研究，使之达到 

更高的层次和境界 。毫无疑问，这才是我们为什么 

要深入进行两岸四地语言对 比研究 的最根本原因。 

(二)研究的 目标与支点 

以往 的两岸四地语言对 比研究大致有两个 目 

标和诉求 ，一是着眼于语 言交 流与沟通 ，二是着眼 

于相 互 了解 和认 识 ，由此 就形 成 以下 两 个重 要 

支点 ： 

一 个是应用语言学的支点，它对应的是第一个 

目的，即扫除语言障碍 。毫无疑 问，两岸四地语言 

① 刁晏斌 ：《关于海峡两岸语言对比研究的思考》，《语言文字报》，2o12年 1月 4日。 

② 许嘉璐 ：《携手建设，为两岸为世界做贡献》，《人民日报》，2o12年 2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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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比研究始于、着 眼于并立足于应用 ，即为 了满足 

四地中国人相互间有效交流、无障碍沟通的需要。 

可以说 ，这种“经世致用”的目的贯穿在相关研究的 

始终 。着眼于应用以及应用性的研究，仍然是今后 

两岸四地语言对 比研究的重要 目的，但却远不应该 

是它的全部 ，特别是对“纯学术”的研究来说。 

另一个是社会语言学的支点 ，它对应的是第二 

个 目的，即了解对方的社会和人 。如前所述，人们 

在相关的研究 中，比较重视对造成差异的各种原因 

的分析 ，尤其重视从语言之外 的社会方面来寻求解 

释 ，无疑就包含上述 目的。就社会语言学来说，一 

方面 ，它的实质就是从社会 看语言 和从语 言看社 

会 ；另一方面，语言变异始终是它的核心研究内容， 

而两岸 四地 的差异及融合的事项都是语言变异 的 

具体表现 。所以，相关研究很大程度上可 以归之于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 ，而以往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也都 

以此为重要支点。 

即使从“纯研究”和“纯学术”的角度看 ，以上两 

个方面的取向和追求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却远 

非两岸四地语言对 比研究的全部 目标和归宿。我 

们认为 ，这一研究总 的目标应该是 ：充分描写和解 

释四地语言的现实面貌及其历时发展变化 ，进而上 

升到理论高度，为世界语言学奉献基于独特的当代 

汉语现实而提炼升华的理论与方法 ，从而做 属于 

两岸四地中国人 自己的理论贡献。 

所 以，我们为什么要进行两岸四地语言对比研 

究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外 ，还应该而且必须站在更 

高的高度 ，具有更广阔的视野 ，确定更远大的目标 ， 

从而拓展和深化这一研究 ，并使之具有更大的意义 

和价值。以下结合上一节提到的问题与不足 ，仍从 

“支点”的角度来对此话题略作陈述 。 

我们认为 ，进行两岸 四地语言对比研究 ，除以 

上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这两个支点外，还应该 

有以下四个重要支点： 
一 是本体语言学的支点 。所谓本体语言学 ，就 

是致力于语言本体研究的一个语言学的分支学科 ； 

而所谓本体研究，简单地说就是对语言本质特征及 

其发展规律的研究 。我们认为，以前的研究更多地 

关注并侧重于“对 比”，而对四地语言各 自的“本体” 

状态和特点却有一定程度的忽略 ，所 以下一步应该 

加强的，就是把各种相关现象作为“本体”的研究 。 

关于这一点 ，我们在下文还要进一步讨论。 

二是演化语言学 的支点。演化语言学又称历 

时语言学，它以某一语言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所经 

历的种种变化及相关事项(如原因、规律等)为研究 

对象。前边已经提到，无论差异还是融合，其实都 

是历时演化／演变的结果，而且这样的演化／演变还 

一 直在持续进行的过程 中。我们 以往在这方 面有 

明显不足，首先就是 因为我们还没有建立这样一个 

角度以及相关理念的匮乏，所 以在这方面我们还要 

做 出更多、更大的努力。 

三是理论语言学的支点 。理论语言学的主要 

目标是从具体的语言现象中总结归纳出普遍 、系统 

的理论和规律 ，并用它们指导各个具体语言的学习 

与研究 。两岸四地语言诸现象既有丰满厚重 的历 

时内涵，又有丰富多样 的共时表现 ，正是一片可 以 

深耕理论与方法的沃土 。比如 ，徐大明指 出，言语 

社区理论“一旦全面 、成熟地发展起来，必然成为社 

会语言学的核心理论 ，而且会在普通语言学理论中 

取得重要地位”①。两岸四地是一个言语社区下的 

四个共性明显 、个性突出的子社 区，在这方面正是 

一 个最佳的用武之地。 

四是全球华语学的支点。“全球华语学”是我 

们提出的一个概念②，顾名思义 ，它是 一门关 于全 

球华语及其研究 的学问。这一概念今天对很多人 

来说还比较陌生，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门学问 

将来一定会成为“显学”。两岸四地语言现象的研 

究 ，无疑可以纳入全球华语研究的范 围，并且可以 

作为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 ，全 

球华语 的形成也可 以看作是两岸 四地语 言的地域 

扩展和延伸结果 ，因此，了解和掌握了后者，对前者 

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思过半”的功效 。 

三、应该怎样进行两岸四地语言对比研究 

本节中，我们将结合第一节指出的四点“不 

足”，以及第二节提出的后四个“支点”，来讨论今后 

应该怎样进行两岸 四地语言对比研究。 

我们曾就海峡两岸语言对比研究提出过一个 

① 徐大 明：《言语社 区理论 》，《中同社 会语 言学》，2004年第 】期 。 

② 刁晏斌 ：《两岸 四地语言对 比研究现状及思考 》，《汉语 学习》，2012年第 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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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模式 ，就是一个背景(把整个研究置于 

全球华语这一大背景下)、两个面向(面向两岸人民 

实际的语言交 际和沟通 ，面 向两岸 现代汉语 的研 

究)和三个结合(点与面结合，事实与理论结合 ，共 

时与历时结合)①，这一模式同样适用于两岸四地 

语言对比研究 。 

在这一模式下 ，我们认 为，当下以及今后一段 

时间内的两岸四地语言对比研究应该在以下五个 

方面做 出更大的努力。 

(一 )系统性的研究 

所谓系统性 的研究 ，就是注重整体 以及整体性 

的研究 。以前我们 的相关研究 ，太过注重 “对 比”， 

这样有时就难以避免“猎奇”的眼光 ，即只注重那些 

有较为明显标志和表现的差异点 ，而在研究 旨趣上 

也多是注意如前所说的同形异义、同义异形、有无 

之别 ，以及同中之异等 ，这样虽然也能对 比较对象 

的特点等形成一些认识 ，但却往往难以深入 ，并且 

总体而言有点无面，难以做到点面结合。具体说 

来 ，一是研究 的项 目不全 ，比如相对 于“词”而言 ， 

“语”的研究就明显不足 ，像一些固定语(如成语 、谚 

语等)就较少涉及，至于语法、修辞以及表达方式和 

语体风格等其他方面 ，欠缺就更多、更 明显 了；二是 

对某些“点”的比较因为缺少 了“面”的支撑 ，而显得 

单薄甚至于肤浅，比如缩略词语的研究已经比较多 

了，但 是 从 系统 的 角度 全 面考 察 分析 的似乎 还 

没有。 

我们认为 ，正确的思路和做法是 ，应该先对两 

岸 四地各 自的语言面貌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和 

认识 ，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相互 间的对 比，这样才有 

可能真正做到全 面深入 。刁晏斌 曾就研究 内容的 

系统性和知识体系的系统性这两方面进行过 阐述 ， 

在此我们还要 再加上 一点，这就是 进行多维 的研 

究 ，即不能拘泥并 满足于传统 的要素研究 ，以及分 

解性 、原子式的研究 ，比如在词汇方面 ，就要更多地 

进行结合词形 、词义和词用 的综合性研究 ，而且每 
一 方面也都不是单一的，比如词义就至少应结合三 

个方面来进行 ，即概念义、色彩义和语法义③。 

(二)本体性 的研究 

上文讨论的“本体语言学的支点”，其实就是强 

调应该进行更多 、更好的本体性研究 。前边提到以 

往太过注重“对 比”，其结果一方面忽略 了面，另一 

方面还在找到并指出各种差异的同时，却在一定程 

度上忽略了各种语言现象 自身的特点，由此而在本 

体的研究上表现出诸多不足，而最主要的问题往往 

就是不 够深 入 细致。上引吴 礼权 列 的九 项失 

误⑨，很多都与此有关 。 

举一个简单的例 子。比如不 少研究笼统地指 

出，两岸四地有同素倒序词的对立，如说大陆使用 

“素质”，而台港澳却在使用“质素”，一些工具书也 

是这样立条并进行对 比的。但是 ，实际的情况往往 

是，台港澳大致沿袭早期现代汉语的习惯，两词并 

用 ，只不过频率有差 异，比如许蕾 考察指 出二者在 

台湾的使用频率是 12：1④。如果这个 问题做得稍 

微细致一点 ，当然还要看港澳两地的使用情况 。我 

们曾就三地各约 100万字 的近期报纸语料进行调 

查 ，“素质”与“质素”的使用比例分别是：台湾 15：0、 

香港 1O：50、澳 门 49：59。当然 ，这还仅仅是一项 

频率调查 ，而在频率差异的背后 ，一定还会有 二者 

此消彼长 以及替 代分化 的变化过程 ，而与此相伴 

的 ，可能还有意思表达 、组合功能、使用环境等的多 

方面差异 ，总之有相当大的“本体”研究空间。如果 

由这一对 同素异序词推而广之 ，我们对两岸四地现 

存 的所有 同素异序词就可以作为一个专题 ，来进行 

这样的共时与历时两个维度 的调查和研究 。 

(三)创新性的研究 

所谓创新性 的研究 ，一是就 内容而言 ，二是就 

方法而言 ，而二者很大程度上又是结合在一起的。 

前边提到 ，以往 的研究主要关注并着力于差异 

对 比，而词义方面的对 比往往是借助于工具书 ，以 

义项为考察单位和对象，因而有较大的局限，总体 

而言比较粗疏 。其实，两岸四地语言差异不仅有显 

性的，还有隐性的，对后者人们关注得就远远不够， 

甚至根本就忽略不计 。徐复岭提出了“同形 同义异 

① 刁晏斌 ：《关 于海峡两岸语 言对 比研 究的思考》，《语 言文字报 》，2o12年 1月 4日。 

② 刁晏斌：《两岸四地语言对比研究现状及思考》，《汉语学习》，2o12年第 3期。 

③ 吴礼权：《还原海峡两岸现代汉语词汇差异的真实面貌——略论海峡两岸词汇差异的对比研究问题》，《楚雄师范 

学院学报 》，2Ol1年第 1期 。 

④ 许蕾：《海峡两岸 日常生活词语差异及其原因研究》，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4年版，第 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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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的概念 ，指的是形式完全相同、词汇贮存义或 

核心意义也都相 同，只是实际语用或附加意义不尽 

相同的词语 ，把它归为 隐性差异词 的下位类 型①。 

文章按照使用范围不 同、搭配对象不同、语法特点 

不同、文化附加义或色彩附加义不 同、活跃程度和 

使用频率不同等细分为不同的类型，并进行了初步 

的说明和讨论。这样的研究从本体角度而言显然 

在已有基础上深入 了一步，而相较于“传统”的对 比 

研究，无疑就是一种创新 ，它的创新性就体现在对 

隐性义及其差异的关注与发掘 ，而它的意义和价值 

则主要体现在研究策略、研究方式和研究诉求的转 

变以及由此而带来 的研究思路、角度以及着力点等 

的变化②。循着这样的思路 ，我们一方面可以把相 

关工作做得更细 ，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一些具体问题 

的研究 中走得更远 ，并且这里边还有一些理论和方 

法的内涵，值得认真 总结与挖掘 ，而这正是我们极 

力推崇和倡导的创新性研究 。 

我们曾经提出两岸语言“间接对 比”和“直接对 

比”的概念 ，前者是 指长期 以来人们一直使用 的语 

料采集与选取方式 ，以及基于这 一方式 的研究 ；后 

者相对于前者而言 ，是指有意识 、有 目的地选取能 

够形成“直接对比”的两岸语料 ，并以此为基础而进 

行的相关研究。比如 ，我们曾以美 国西蒙与舒斯特 

公司(Simon& Schuster)2011年出版的沃尔特 · 

艾 萨 克 森 著 Steve Jobs(Steve Jobs by Waiter 

Isaacson)的两岸翻译文本 ，即大陆 的《史蒂夫 ·乔 

布斯传》(巾信出版社 2Ol1年 l0月第 l版)和台湾 

的《贾伯斯传》(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l1 

年 lo月第 1版)为语料，借由原文中同一句话的不 

同翻译 ，来进行“最小”对 比，发现 了不少问接对 比 

中较难发现的语 言事实③。如果说上述隐性差异 

是研究 内容的一种创新，那么这种语料的选择以及 

基于此类语料的研究或许可以算作方法上的创新。 

(四)综合性的研究 

所谓综合性研究，就是从一点到多点、从局部 

到整体 ，共时与历时有机结合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 

析互相支持 的研究思路 和做法 。上边 “系统性研 

究”中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以下结合具体实践作 

进一步的说明。 

以往的很多研究，多是一些单点式的简单对 

比，比如，进行词义的对 比，通常只局限于概念义， 

考察某一 义项 的有 无及异 同等 ，鲜少及于其 他方 

面 ，比如色彩义、蕴含义、语法义等 ；进行某一语法 

现象的对比，也多是就某一或某些形式 的有无来举 

例说明，至于这些形式本身 的语法一语义特 点、使 

用的条件与环境 ，以及频率高低 、范围大小 ，和其他 

同义或近义形式的关系及其消长变化 ，在整个或某 
一 局部的表达体系中的作用和价值等，则往往付之 

阙如 ，更遑论结合历时发展的考察与分析了。 

当然 ，我们也不是说进行每一项对比研究都要程 

式化地进行如此复杂的考察和验证 ，但是有一个总体 

性的原则必须明确：我们的研究应该跳出狭隘简单的 

“对比”窠臼，进入本体性、立体化、全景式的“比较”层 

次，并根据这一需要来确定研究策略、调整研究内容。 

在这一原则下，再根据具体问题来确定具体的研究 内 

容以及着力点。比如，杨必胜的《台湾新闻的文言色 

彩与简缩词》④，仅由标题看，比较微观地说，文章把 

简缩词和文言色彩联系并结合起来 ，这显然就是由 

单点到多点了；相对宏观地看 ，则是把 台湾一类具 

体词的特点及其与大陆的差异 ，放在语体风格和色 

彩这一大的背景下 ，来进行考察与分析，这样 本项 

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就不止于一类词甚 至词汇本身 ， 

而是及于整个语言表达体系以及言语风格的差异 。 

(五)即时性的研究 

两岸 四地语 言的差异与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实 

时过程 ，以往的研究多针对一些 “后时”语料 ，比如 

出版几年 、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T具书、文学作品 

等，虽然也有一些研 究用到比较贴近现实的语料 ， 

但总体而言一是数量并不 占优 ，二是或多或少也还 

是有一些滞 后 ，不 能与语言应用 的实际 同步。所 

以 ，这方面需要有一个总体的改观 。在一个词语产 

生时间可以精确地追溯到某一秒的时代 ，即时性语 

料的使用以及基于这样 的语料所做 的语言实时状 

况的即时性研究 当然 就是应有之义了。特别是语 

① 徐 复岭 ：《试论两岸 同形 同义异用词 》，《武陵学刊 》，2014年第 1期 。 

② 邹贞 ：《论两岸通用词语的隐性差异_--一以“起跑”为例》，《武陵学刊》，2014年第 6期。 

③ 刁晏斌 ：《试论 两岸语言“直接对 比”研 究》，《北华大学学报 》，2015年第 1期 。 

④ 杨必 胜 ：《台湾新 闻的文言色彩与简缩词》，《语文建没 》，1998年第 8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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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现象的融合 ，有时用“日新月异”来形容 也不为 

过，所 以更应强调这种即时性 。 

这方面的研 究大致有 以下两个着 力点 ：一是 

“开始做”，即完全或主要依据一些即时语料来进行 

差异与融合的对比研究，这样才能反映某一现象本 

身及四地之 间对 比的最 新实 时状况 ；二 是 “接着 

做”，即针对某些 已有研究作进一步的后续研究 ，补 

上从当时到当下这一段时间的空缺，从而形成一个 

时间上有连续性 、内容上有延展性的完整研究。 

除了以上“五性”外 ，就研究手段和方式而言 ， 

我们还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一 是加强两岸四地的合作。目前，我们基本只 

在工具书编纂以及科技术语 的协调方 面有 比较成 

功的合作，而在其他方面无疑还有待加强。陆俭明 

曾经列出两岸汉语学界在全球汉语热背景下 目前 

需要合作攻关的几个方面 ：一是相关汉语言文字学 

的基础性研究 ，二是海外汉语教学所需教材教辅材 

料的编写 ，三是相关 工具 书的编写 ，四是相关教学 

资源库的开发 ，五是海外汉语教学一些理论问题的 

探讨①。我们这里所说的合作研究，大致属于上述 

五个方面的第一方面，而合作的范围主要是两岸四 

地 ，但也可以扩大到整个“大华语”地 区。 

二是扩大语料来源。进行两岸四地语 言对 比 

研究 ，在语料方面总会有或多或少的限制 ，但 目前 

总体而言还是不 断向好 ，可以利用 的资源越来越 

多，特别是随着港澳地区的先后 回归以及大陆与台 

湾实现三通 和文化经贸交流的持续进行 ，四地的联 

系 日前密切，往来也 比较方便 ，加之互联 网提供 的 

交流之便 ，为实地的和网络上的语言调查提供了以 

往难以企及 的诸多便利 ，应该充分利用 。就后者来 

说 ，比如台港 澳地 区的一些媒 体 网站可 以 自由访 

问，其中不少都提供某一时问范围内的检索服务， 

大陆地区自然也有更多的类似资源，而这些实际上 

就可以组合成巨量的实时动态对 比语料库 ，利用它 

们能够方便、快捷、高效地做很多工作。 

(责任编辑 宋媛 责任校对 宋媛 蒋重跃) 

Further Deepening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Dialects of the Four Cross—Strait Areas 

DIAo Yan～b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BNU，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Previ0us studies of the dialects of the Four Cross—Strait Areas have always focused on the following themes： 

the type of difference，the introduction to and usage of Taiwan and Hong Kong linguistic phenomena in the Mainland，some 

specific aspects of the differences，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asons of these discrepancies，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dialects 

of the four Dlaces and its manifest．The drawbacks of these observations rest in lack of refinement，integration，diachronic 

perspective and theoreticality．To be specific，previous studies are mainly concerned with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sociolinguis— 

tics．Further four dimensions should be added in future investigations：linguistics in its ontological respect，evolutionary lin— 

guistics，theoretical linguistics and study of global Chinese language．Meanwhile，more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sys— 

tematicality，ontologicality，innovativeness and immediacy of the research．Meanwhile，cooperation of the four area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for expanding corpus sources and the scope of investigation． 

Key words：the Four Cross—Atrait Areas；comparative study of language；synchronic study；diachronic study 

① 陆俭明：《全球汉语热背景下的两岸汉语学界合作的内容和思路》，《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 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