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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外来形式对现代汉语有多方面的、巨大的影响�而它本身也内涵丰富�头绪繁多。但到
目前为止�对它的研究只在某些方面进行�而未能全面展开。外来形式研究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它
的内容也非常丰富�大致包括自身的所有构成部分和要素、引进汉语后的发展以及给现代汉语带来的变
化这三个大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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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外来形式的内涵
所谓外来形式�指的是汉语中来自外族 （主要

是外国 ）语言文字中的形式或用法�它是语言接触
的产物。作为一种异质事物�外来形式几乎实现了
对现代汉语的全覆盖�也就是说�差不多在现代汉
语的所有组成部分中�都能看到外来形式或者是它
的影子。外来形式涵盖了从词素、词、句到篇的各
个语言单位�此外还可以在语音、语言风格以及修
辞等方面看到它的表现和影响。

在汉语研究中�与外来形式相关的最常用术语
有两个：一个是外来词／语�另一个是 “欧化 ”。

外来词／语的所指明确�即 “从别的语言吸收
来的词语 ”（见《现代汉语词典》）�但是人们对其范
围的认识却有差别�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意译词
语到底算不算外来词语。不过�即使取一个最大的
范围�即把意译词也归入外来词语�后者也只是外
来形式中的一部分�因为除了词汇外�外来形式还
有其他很多内容和表现。

“欧化 ”一词早在上个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
及文学革命运动的倡导者和探索者们就经常使用�
它的所指�如傅斯年在讨论如何做白话文时所主张
的 “取个外国榜样 ”：“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
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 （ｆｉｇｕｒｅｏｆｓｐｅｅｃｈ）……一
切修辞学上的方法�成为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

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 ［1］仅
由这一表述来看�欧化的所指是相当广泛的�几乎
涵盖了语言及语言表达的一切方面。①

然而�在很长时期内�欧化主要指语法�因而经
常用于 “欧化语法 ”、“欧化形式 ”等中�比如�王力
在谈及为什么要写 “欧化的语法 ”时说：“因为欧化
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增加�它虽够不上称为中国现代
语法�谁也不敢说它不变为中国将来的语法。现代
汉语里有这样一种大势力�自然不能完全撇开不
提。” ［2］ ［ｐ．4］所以�一般使用的欧化也不能与外来形
式划等号�也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

现在�人们的认识与以前相比有了变化�比如
郭熙就说：“所谓欧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情况：一
是行文中加进一些外国词语 （音译的或原文照搬
的 ）�一是在语法上采取西洋语法的结构。” ［3］ ［ｐ．288］

但是�即使按这种 “广义 ”的理解�欧化与本文
所讨论的外来形式内涵还是不相等�我们所说的外
来形式内涵要大于欧化。我们所指大致包括两个
方面�一种是 “纯 ”外来的形式�包括外来词语和外
来句式等；二是由于受外语影响而产生的某些形式
或用法�或者是汉语中某些固有形式由于受外语影
响而发生的变化。而 “纯 ”外来的形式中�它的所
指也不仅是词汇和语法�此外还有文字、语音�以及
属于语言使用范畴的修辞等。所以�我们这里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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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来形式�是一个内涵最为广泛的概念。而我们
所说的外来形式研究�就是这一内涵意义上的
研究。

此外�我们所见到的相关概念还有 “西化形
式、现代形式、新兴语法 ”等�它们也都指外来形式
但又与之有所不同�而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外来
形式所指的范围最大�内涵最为丰富�而其他所有
称名都只是指称它的一部分。

二、外来形式对现代汉语的影响
游汝杰指出：“西方语言对汉语的影响包括两

大方面�一是语言成分的输入�主要是外来词；二是
语言结构的发展。” ［4］ ［ｐ．92］

那么�上述两个方面对现代汉语究竟有多大的
影响？我们再看学者们的论述。

倪海曙说：“近三十年来�在祖国语文的表达
方式和方法上�起了重大影响的�是翻译作品和翻
译文章。在十几岁到五十几岁的人中�凡是能写文
章的�他们所写的文章�或多或少都受有翻译文的
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要继续扩大和深入
下去。” ［5］ ［ｐ．2］

时隔半个世纪�反观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和历
史�学者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更加清楚和明确的认
识�比如史有为说：“自从‘五四’倡导白话文以来�
汉语所受欧美语言的影响太多了。现代汉语�尤其
是普通话书面语�是已被西方语言、西方标点符号
渗透和改造了许多的语言。” ［6］曹而云说：“现代白
话的确是‘中西结婚’生产的混血儿�成分复杂�欧
化的血缘是难免的。” ［7］ ［ｐ．33］而张介明则说：“时至
今日�欧化语文已经深入到汉语的血脉中了。” ［8］

正因为如此�所以何九盈才说：“现代书面语
的发展过程�在相当程度上是欧化的过程。” ［9］ ［ｐ．44］

那么�现代汉语到底在哪些具体方面受到外
来影响？对此�我们曾经引用各家的观点并结合我
们自己的观察比较详细地开列过一些。［10］ ［ｐ．14－21］

比如�王力提到：“现在 （引者按�指上个世纪50、60
年代 ）在一篇政治论文里�新词往往达到百分之七
十以上。” ［11］ ［ｐ．525］而在语法方面�仅仅涉及指代的�
就有人称代词的性别区分 （即 “他、她、它 ”）、人称
代词带修饰语 （如 “素来多病的她 ”）以及 “前者、后
者 ”这样的替代形式等。［2］ ［ｐ．365－370］

外来形式对现代汉语的影响几乎是全覆盖的�
并且还几乎是全程式的。比如�在词汇方面�现代
汉语除了直接引进大量外来词和外来概念词以外�
外来形式的影响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我们曾经
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促生了一大批词缀和准词缀�或者使汉语
原有的准词缀扩大了构词范围�如 “～性、～化、～
者、～主义 ”等；

二是形成了一些外来语素�如 “啤、吧、卡、
Ｅ”等。

三是造成了一些新的同音词�其中绝大多数是
外来词与汉语固有词构成同音词�如 “米 （大
米－－－长度单位 ）、伏 （趴伏－－－‘伏特’的简称 ）、
亨 （亨通－－－‘亨利’的简称 ）”等；也有的是不同的
外来词使用同一个字形而形成的同音词�如 “卡 ”�
有4个外来词都用到这一个字形�即 “卡车 ”、“卡
片 ”、“卡路里 ”和卡式录音机的 “卡 ”。

四是造成大量的异形词�其中既有许多狭义异
形词�如 “沙拉－－－沙律 ”�也有很多广义异形词�
如 “世贸组织－－－ＷＴＯ”等。［12］

三、外来形式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如前所述�外来形式是语言接触的产物�而语

言接触是人类语言发展过程中常见的现象�其最常
见的结果是词汇的互相借用�也可能造成语音成分
和语法成分的互相渗透�从而改变语言的语音结构
和句法结构。语言接触是语言或方言演变和发展
的原动力之一�所以�研究语言接触是研究语言演
变的重要途径�也是研究人类文化演变的一种
方法。［13］ ［ｐ．1］

早在60多年前�朱自清就说道：“中国语的欧
化或现代化已经二十六年�该有人清算一番。”①而
戴昭明在10年前也说：“我们今天涵泳在与近代汉
语相比早已面目全非的当代汉语的汪洋大海中�只
觉得弥漫周身的全是汉语之水�除非经过精细的专
门研究已不能一一确指其中哪些来自黄河长江�哪
些来自恒河印度河�哪些来自泰晤士河、莱茵河或
密西西比河了。” ［14］ ［ｐ．235］然而�时至今日�从总体上
来说�这样的 “清算 ”仍然未能全面开展和彻底进
行�而 “精细的专门研究 ”更是做得远远不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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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王力著《中国现代语法》序言�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样的状况与外来形式在现代汉语中所具有的影响

和所占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
除了对外来词语的研究比较成规模 （出版了

几本专著和几本工具书�发表了较多的论文 ）外�我
们所能见到的其他相关研究成果就不是很多了�主
要是一些单篇的论文以及某些专著中的章节或片

断�从总体上看既不成规模�也不成体系�对一些重
大问题讨论得远远不够�有的甚至很少涉及。没能
解决甚至很少涉及的问题如：各种外来形式的来
源、引进的渠道和方式�它们在现代汉语中存在并
发展、最终 “扎下根来 ”的过程；各种外来形式的使
用情况�它们的作用和价值�对汉语以及汉语表达
的影响及其自身的局限等。时至今日�我们甚至连
一些基本问题也没能很好解决�比如就连现代汉语
中到底有哪些外来形式 （从大的类别到具体的种
类 ）都还不是特别清楚。所以�现代汉语中的外来
形式研究不但非常必要�而且还有非常大的拓展
空间。

以上是从总体上说�具体地看�进行现代汉语
中的外来形式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和
价值。

（一 ）研究内容本身具有重大意义
现代汉语中的外来形式问题是一个重大课题�

它在整个现代汉语研究中理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

地�因此对它的研究意义重大。王力说：“咱们应该
以历史的眼光去看欧化的语法�把它和中国原有的
语法分别清楚。” ［2］ ［ｐ．334］就语法方面来说�我们研
究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做 “分别 ”工作�也就是摸
清现代汉语外来语法形式的 “家底 ”�进而理出一
个头绪�对各种外来语法形式有一个较为细致的分
类描述。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力争回答上述的外
来形式从来源、引进过程到其在现代汉语中的发展
变化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形成一个全面系统的认
识�改变这方面研究的薄弱局面。

（二 ）对解决现代汉语的确立时间问题意义
重大

时至今日�现代汉语的确立时间问题悬而未
决�人们还远没有形成共识：最早的定在元代末年�
最晚的则认为是在1949年建国之后。［10］ ［ｐ．1－6］其
实�确定现代汉语的最终确立时间�外来形式是一
个重要的标准和指标。王力认为 《红楼梦》和 《儿
女英雄传》的语法与现代书报语法的不同是一个非

常有趣的问题�值得仔细研究�［2］ ［ｐ．334］而在我们看
来�找出了上述二者的不同�再加上词汇以及其他
方面的差异�也就给出了现代汉语确立时间的一个
最有力证据�而相关的研究正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三 ）对真正深入全面认识和了解现代汉语具
有重大意义

如果对现代汉语的外来形式问题没有一个全

面、完整的认识�那么对现代汉语的了解和认识必
然也是不全面、不完整的。比如�现代汉语中受事
名词直接修饰动词的现象 （如 “技术改造、心理咨
询 ”）日益增多�这与日语的影响关系密切。日语
是ＯＶ语言�即宾语置于述语前�而上述形式正好
与之相对应。但是�按原有语法体系�名词一般不
能直接修饰动词�而宾语通常位于述语后边�所以
把这一形式看作偏正结构或述宾结构都有问题。
而这一形式的出现和增多�在丰富了汉语表达手段
的同时�也丰富了汉语短语的结构和语义类型。

（四 ）对促进现代汉语研究意义重大
现代汉语各个方面的研究中�往往有一些 “老

大难 ”问题�其中不少就与外来形式关系密切。比
如语法方面�有不少动词和形容词都有向名词漂移
的现象�这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外来形式及其影响的
结果�而 “兼类 ”问题与此关系密切。长期以来�语
法研究者在兼类问题上分歧不断�究其根源�就是
把外来现象纳入汉语语法体系而造成的矛盾和困

难�而认识到这一点�自然也就多了一个解释和解
决问题的角度或途径�而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

四、外来形式的研究内容
如前所述�现代汉语中的外来形式范围很广�

因此它的研究内容也非常丰富�我们大致划分为以
下三个方面。

（一 ）外来形式的静态描写与分析
这方面的描写和分析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

进行�而我们特别强调这种描写和分析应当是多角
度、全方位的。

一是外来词汇形式�可以分别从词素、词和
“语 ”这三个层面全面考察。以前在 “词 ”这一层面
做的工作比较多�所以我们看到的相关研究成果
（论文、专著和工具书 ）主要都是以 “外来词／语 ”为
名的�而对于语素层面和 “语 ” （词组 ）的层面�涉及
得还不多�研究得也很不够。实际上�有大量的外
来词汇形式已经深入到现代汉语的构词层面�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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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由词到语素往往也经过了不同途径的发展变化�
并体现出很强的规律性�所以非常值得考察和总
结。在 “语 ”的层面�主要是现代汉语中有一些直
接译自外语的短语形式�如 “武装到牙齿 ”、“与狼
共舞 ”等�对它们的来源渠道、表义功能、语体色彩�
以及与汉语固有同义或近义形式的关系及其消长

变化等�我们还所知甚少。
二是外来语法形式�大致包括词法和句法两个

部分。词法中的构词和造词这一部分�已经有了较
多的研究�但是即使如此�也还有不少空白或薄弱
环节�比如现代汉语因直接对译外语形式而产生的
复合量词 （如 “人次、吨公里 ”等 ）�几乎就没有人深
入讨论过；而词的用法 （比如名词�就有 “动名词 ”
或 “名动词 ”、名词加 “地 ”后直接做状语等 ）部分�
更是有很大的发掘空间。句法部分的研究总体上
都很不够�比如现代汉语到底有多少种外来句子形
式�人们现在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所以�这一方
面应当作为重点研究对象。

三是其他外来形式�对词汇和语法以外其他方
面的外来因素进行考察和分析�我们主要提出语音
和修辞这两个方面。语音方面�主要是因为音译而
造成了新的音节或使原有汉字增加了读音�前者如
“三Ｋ党 ”�《现代汉语词典》注音为Ｓāｎｋèｉｄǎｎｇ�这
个 “ｋèｉ”就是一个新的音节；后者如 “娜 ”�本读
“ｎｕó”�见于 “婀娜、袅娜 ”等词�借作外国女子名的
音译时读为 “ｎà”�这样�“娜 ”字就增加了一个新的
读音。修辞方面�基本还是一片空白�而实际上现
代汉语修辞及其发展变化与外来形式的影响关系

密切�主要表现为造成新的修辞义、新的构词方式
以及新的辞格等。比如�有一些外来形式的 “直
译 ”�就直接变成了汉语的辞格。周明强讨论过
“超假设 ”修辞�把它列为一种辞格�他举的例
子如：［15］

如果说沈从文的文学世界是一首牧歌�那么�
美与生命则是它的主旋律。 （朱桦 《沈从文的世
界：心与梦的历史》）

如果说�前面的烘托是一种氛围的点化�那么
这儿的点染则是一种情致的昭示－－－昭示生活中
的丰腴与饱满。（《名作欣赏》1989．3）
早就有人指出�这样的形式是 “五四 ”以后受俄语
影响而产生的�［16］所以说�如果 “超假设 ”可以立格
的话�那么它就是一种因翻译而产生的辞格。其

实�这一现象并非个案�我们曾经讨论过因翻译而
形成的同词叠用的同位语 （如 “这是一个小村庄�
大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庄 ”）�［17］也有人把这一形式
立为 “增饰 ”辞格。［18］ ［ｐ．340］

（二 ）外来形式的动态发展变化研究
因翻译而来的外来形式对汉语来说毕竟是异

质的东西�如果保留原形�而不作任何变动�则可能
会与汉语有很多扞格不入之处�所以�外来形式在
引进之初以及引进之后�一般要经历一个整合与融
汇的过程�而由此就带来了它们某些方面的变化和
发展。长期以来�我们在这个方面关注得非常不
够�所做的研究也非常有限。

首先是引进时的 “汉化 ” （也有人称之为 “驯
化 ”）�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已有一些讨论�主要集
中在语音方面�比如外语原形没有声调�音译时加
上了声调；在音节和声、韵方面也可能做一些调整�
使之能够纳入汉语的语音系统。

除了语音方面之外�对其他方面的汉化也有一
些讨论�比如有人指出�从外来词的角度看�汉化现
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汉译外来词 “以
音赋义 ”的文化倾向；二是汉译外来词构词上的显
性特征；三是汉译外来词纯记音成分的语素化；四
是汉译外来词的词义蜕变或转移。［19］综观这一问
题的研究�我们的感觉是还有很大的开掘空间�比
如语法上的汉化�基本就没有涉及。

除了汉化外�外来形式在汉语中的发展�主要
是指它们从汉语的异己形式到最终融入汉语的过

程�包括其在以后的使用中自身的某些变化�当然
还包括某些形式最终没能融入汉语�而是在引进后
的某一阶段消失或趋于消失。

外来形式的发展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在词义
方面�孟伟根曾经从外来词与外语原词意义关系的
角度�分为词义增加、词义减缩、词义转移、词义分
化、指称范围变化、附加色彩的变化等 6种情
况�［20］而我们则提出�外来形式在文字、语音、词汇
和语法四个方面都对汉语言文字有相当大的影

响�［12］ ［ｐ．258－259］而从外来形式的角度看�在给汉语
带来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它自身多方面的变化。

比如表义扩大化�就是外来词引进后发展变化
的一个重要表现。例如 “克隆 ”�本义为通过无性
繁殖技术复制动植物�由此又引申出了泛指的 “复
制 ”义�如 “克隆了一篇文章 ”、“克隆别人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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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等。
外来词的语素化也是外来形式发展的重要表

现之一�比如 “的士 ”的简缩形式 “的 ”�就已经成为
一个语素�由它构成了诸如 “面的、的哥、火的、残
的 ”等很多词。在当代汉语中�这一现象是很普
遍的。

现代汉语中消失或趋于消失的外来形式也为

数不少。这方面我们的主要研究目标有二：一是按
类别把这些形式都找出来�并理出一个头绪；二是
对其消失或趋于消失的原因作出合理的解释。对
于前一个目标�因为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研究还几
乎是一个空白�所以现在我们能说的话很少；而对
于后者�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各种外来形式的消失
或趋于消失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对此可以而
且应当按不同的类型分别探讨。比如在词汇层面�
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外来词语自身的发展变化等

都是重要的原因。前者如上个世纪50年代由前苏
联引进的许多词语后因中苏交恶而逐渐退出使用；
后者如有很多音译形式后来改为意译而不再归属

于外来词语。就某些句法结构和表达方式来说�则
应主要归因于它们本身的 “善性 ”与 “恶性 ”之别。
台湾作家余光中在《论朱自清的散文》一文中�①把
欧化形式分为 “善性 ”和 “恶性 ”两种�“‘善性欧化’
在高手笔下�或许能增加中文的弹性�但是‘恶性欧
化’是必然损害中文的。‘善性欧化’是欧而化之�
‘恶性欧化’是欧而不化。”从历时的角度看�那些
在现代汉语中 “扎下根 ”来的一定是善性的外来形
式�而那些如昙花一现的形式�则大致可以归入恶
性一类。当然�以上都还只是一种比较简单和浅表
的说法�真正深入全面的解说只能是在深入全面的
研究之后。

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我们推荐一个很好的角
度�这就是通过某些作家作品语言发展变化的个案
研究�来获取一个观察外来形式发展变化和消失的
很好视角。比如�丁玲早期小说使用的是比较典型
的欧化语言�各种外来形式用得相当多。然而�20
世纪30年代到了延安以后�她的文风变化很大�其
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欧化语句大量减少。那么�比较
丁玲前后的作品�我们大致就可以看到有哪些外来
形式有了新的发展变化�已经消失或趋于消失的外

来形式有哪些�由此入手�再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
并找到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在这方面�与丁玲比较
相似的还有巴金、欧阳山等人�如果把对几个作家
作品的考察结果综合起来�大致就能形成一个比较
完整的认识。

（三 ）外来形式与现代汉语的发展变化研究
这方面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在外来形式的影响

下�汉语的某些固有形式或用法发生了哪些变化。
我们大致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内容。

一是外来形式与现代汉语的形成。如前所述�
各种外来形式在现代汉语的形成过程中起过至关

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作一个全面的考察和深入的
分析。我们认为�现代汉语之所以为现代汉语�最
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大量吸收和容纳了各种异质

成分�而其中最重要的异质成分无疑就是各种外来
形式。所以�从现代汉语形成的角度�我们需要全
面了解和掌握汉语本身因外来形式的引进而发生

的变化以及在不同阶段的变化内容和变化程度�甚
至还可以尝试找到某些可量化的标准和指标�以此
来为明确现代汉语的确立时间给出一个有力的

证据。
二是外来形式与现代汉语的发展变化。这是

内涵最为丰富的一部分�可以而且应当研究的内容
相当多。比如�在词或语素的层面�近年来对译英
语ｃｏｏｌ和ｓｈｏｗ的 “酷 ”和 “秀 ”大量使用�这就使得
现代汉语原有的这两个字增加了新的同音词或同

音语素�而这种情况是相当多见的。语法方面如
“被 ”字句�王力说：“五四以后�汉语受西洋语法的
影响�被动式的使用范围扩大了。也就是说�不一
定限于不幸或者不愉快的事情 ”。［11］ ［ｐ．345］现代汉语
“被 ”字句是汉语旧有形式因为受外来形式的影响
而发生变化的一个典型例子�其中主要包括两方面
的问题：一是旧有形式发生变化�这里主要表现为
增加了语义内涵�拓展了使用空间�扩大了组合范
围 （即很多具有 ［－不如意、不幸 ］语义特征的动
词�如 “表扬、欣赏 ”等�可以用作句子的述语 ）；二
是现代汉语增加了新的同义表达手段�而这实际上
又引起了原有同义形式使用情况的变化以及相互

关系的部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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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外来形式引进与汉语旧有形式的式微。由
于一些外来形式在汉语中扎下了根�这样也就挤占
了某些原有形式的空间�从而使之趋于式微以至于
消亡。这其实也是观察外来形式以及汉语旧有形式
消长变化的一个非常好的角度�然而以前却被人们
忽视了。其实�因外来形式的引入而趋于衰微的现
象并不少见�比如曾经非常引人关注的 “动宾＋宾 ”
现象�有一些就直接受英语的影响�也可以说是外来
形式�比如 “登陆新加坡 ”。［21］现在的问题是�随着
“登陆新加坡 ”成为一种常用形式�原有的 “在新加坡
登陆 ”的使用已经大为减少�也就是说�已经呈现了
衰微的迹象。至于因外来形式的引入而已经消失的
现象�比如从近代汉语一直到早期现代汉语中�人称
代词 “他 ”可以用于不同的性别以及事物�随着受外
语的影响而作的第三人称代词性别区分 （即 “他 ”、
“她 ”和 “它 ”）被人们普遍接受并成为规范�“他 ”用
于女性以及事物的现象就彻底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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