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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港台汉语是指以港台“国语”为代表的地区所使用的现代汉语，它的缩略词语很有特点，与

内地有明显差异，其主要表现是有大量临时性组合的简缩，以及三音节成词的双音化简缩等，它们具有面

广量大、复现率相对较低和可懂度相对较高等几个特点，由此反映了两地词语简缩观的差异，包括原型标

准观的差异、语言效率观的差异和表达效用观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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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从总体上看，港台地区的汉语与内地在很多方面都有差异，对此人们早已关注，并且进行了较

多的研究，但是，在相关的研究成果中，有一个方面似乎还很不够，这就是与缩略词语有关的差异，

而这方面的差异其实是比较明显和突出的。在与此相关的为数不多的论著中，人们大都只是简单比

较二者之间缩略方式及缩略词语使用的异同，而缺少更进一步的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因此，给

人的感觉是犹有所待。其实，这方面的差异从一个方面 “充分反映了海峡两岸不同社会形态、不同

思维方式、不同生活氛围、不同语言习惯等等方面的明显的差异。” ( 侯昌硕，2004) 因此非常值得

作进一步的探究。
总的来说，港台地区汉语与内地汉语在缩略形式的创造和使用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 后者

简缩形式和数字略语 ( 我们取一般的认识，认为缩略形式只包括以上两种) 都很多，而前者却少用

数字略语。可以说，内地汉语中两种缩略形式并重，而港台汉语则偏重于一隅。因此，数字略语内

地远多于港台，而简缩词语则是港台多于内地，这样的数量对比是比较明显的。
就简缩形式的生成方式来说，两岸三地汉语并无不同，但是就可简缩原型的种类和数量来说，

港台却明显多于内地，由此就造成了许多只见于港台而不见于内地的简缩形式，本文即以此为讨论

对象。
我们以袁晖、阮显忠主编的《现代汉语缩略语词典》 ( 语文出版社 2002 年版，下简称 《词典》)

所收词条为考察对象，这部词典 “兼收了相当数量台湾、香港和澳门的缩略语” ( 见 《凡例》) 。我

们确定这些简缩形式港台汉语身份的依据有以下 4 个 ( 主要是前 3 个) :

第一，《词典》书证的出处。该词典对书证的选择是非常明确的: 产生于内地汉语的，选内地的

书证; 出自港台汉语的，则取台、港、澳等地的用例。所以，由此就可以对各个简缩形式的来源进

行初步的识别。
第二，基于我们对港台汉语的了解。笔者对港台汉语 ( 特别是台湾 “国语”) 的一般状况有一

定程度的了解，曾经出版过《差异与融合———海峡两岸语言应用对比》 ( 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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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发表过几篇与此相关的论文，在其他一些著作中也涉及到一些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对此也可以有

一个基本的判断。
第三，基于我们对内地汉语的认知。笔者近年来致力于 “现代汉语史”的研究，在当代汉语词

汇方面用力稍多，对改革开放以来新词语及其使用等的方方面面相对熟悉一些，因此对某些词语的

来源和身份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和进一步的查考，并由此而得出结论。
第四，结合他人的相关论述。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也零星地涉及一些较为常见的缩略词语的来

源和出处问题，比如像“关爱、研发”等，就有不少人指出它们的港台汉语身份，这些也给我们提

供了一个方面的证据。

1． 港台汉语独特的简缩形式考察

港台汉语简缩形式与内地汉语数量上的差别，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类型的多与少，而多出的部

分，也就是具有港台汉语特色的那些简缩形式。
1. 1 临时性组合的简缩

所谓临时性，是相对于稳定性或固定性而言的。长期以来，内地汉语中的缩略形式通常都要有

一个固定的、有相当使用频率的原型 ( 有人称之为原词语) ，这是缩略词语所由产生的一个最基本条

件。关于这一点，研究者经常从必要性的角度来说明，比如有人说: “不是所有的缩略语的产生都是

必要的，有必要进行简缩的是那些使用频率较高，结构较复杂而又相对稳定的语言单位。一般说来，

一个语言单位使用的频率越高 ，它产生缩略语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 吴翠芹，2005)

所以，在一般对缩略语的表述中，人们往往都会紧扣 “常用”、“稳定 /固”这样的字眼，比如

俞理明 ( 2000) 说: “词语的缩略是语流中一些常用的多音词、词组、短语或某些固定形式在意义不

变的前提下，在历时的发展中，由其中的部分形式代表整体，成为话语的一个基本单位。”俞理明

( 2005: 51) 在其专著《汉语缩略研究》中，则直接使用了 “高频率使用”这样的表述。而刘叔新

( 1990: 104) 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不固定的言语自由组合就根本不是须要缩略的语言单位本原形

式，谈不上缩略的问题。”
但是，在港台汉语中，却经常不受这样的限制，所以我们看到，有许多临时性的组合也有相对

应的简缩形式，而这在内地汉语中是较少见到的。关于这一点，侯昌硕 ( 2004) 说: “从台湾国语缩

略语我们可以看出，台湾对非固定短语的缩略是比较大胆的，这给汉语新词的产生开辟了更加广阔

的空间。”这里的“非固定短语”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港台汉语简缩原型的特点，而 “大胆”则表明

了其与内地汉语在简缩取向和做法上的差异。
不仅台湾国语，整个港台汉语也都如此。以下，我们按词类性质分别列举 《词典》所收的各种

简缩形式。
1. 1. 1 动词性的

杨必胜 ( 1998) 说: “台湾新闻喜欢用简缩词，简缩词成为创造新词的重要手段。……这种简缩

词多数是动词，少数是名词，其他词类的很少见。”《词典》所收港台汉语简缩形式，确实以动词性

的为最多，而其中尤以动词性联合词组的简缩最为常见。简缩后，其词性依然是动词性的，例如

( 原组合与简缩形式的对应关系，也就是简缩形式的释义均取自 《词典》) :

培养和储蓄 － 培蓄、关心重视 － 关重、煽动蛊惑 － 煽惑、鼓吹煽动 － 鼓煽、提取划拨 － 提拨、
启发引导 － 启导、审查与推荐 － 审荐、歪曲和损害 － 歪损、展示公布 － 展布、依附伴随 － 附随、扩

大推广 － 扩广、进攻侵犯 － 进侵、寻觅探视 － 觅探、物色建立 － 物建、蔓延燃烧 － 延烧、捕捞养殖

－ 捕殖

很显然，如“培养和储蓄”之类显然不属于一个固定的组合形式 ( 《词典》在给出原型时加上

了连词，也能说明这一点) ，因而它也不会是常用的，而我们所举的例子，基本都属于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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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动宾词组的简缩也为数不少，例如:

承担责任 － 承责、惩罚暴力 － 惩暴、抽取佣金 － 抽佣、勘查外景 － 勘景、贩售安非他命 － 贩安、
防止色狼 － 防狼、恢复健康 － 复健、维持生活 － 维生、违反承诺 － 违诺、供应毒品 － 供毒、提供保

卫 － 供卫、鼓足勇气 － 鼓勇、超过实际 － 过实、立下志愿 － 立愿、流入香港 － 流港、缺乏人员 － 缺

员、实施袭击 － 施袭

第三种结构方式是状中式，也较为多见，这一类原型的临时性似乎最为明显，例如:

安静休息 － 静息、首先登场 － 先登、小量买进 － 小买、紧急聚会 － 急会、虔诚聆听 － 虔聆、动

情协商 － 情商、在外面吃饭 － 外食、完全封锁 － 完封、直接资助 － 直助、协助寻找 － 协寻、继续贬

值 － 续贬、轮流上涨 － 轮涨、酌量卖出 － 酌出

1. 1. 2 名词性的

名词性的简缩形式也为数众多，这一点与上引杨必胜所说不完全一致。我们所见主要是名词性

偏正词组的简缩，简缩后结构不变。例如:

钓鱼场地的情况 － 钓况、现实形势 － 现势、石油出口国 － 油国、袋装的尸体 － 袋尸、犯法行为

－ 犯行、员工方面 － 员方、咳嗽药水 － 咳水、痛苦状况 － 苦况、临时房屋 － 临屋、大量卖出的压力

－ 卖压、民生困难 － 民困、露宿街头的流浪儿童 － 街童、上天的启示 － 天启、商界业务代表团 － 商

团、上述情况 － 上情、合适的称呼 － 适称、乒乓球队 － 乒队

名词性联合词组的简缩相对少一些，例如:

枪械与弹药 － 械弹、薪水津贴 － 薪津、官司是非 － 官非、技术与联系 － 技联、文娱康乐 － 文康、
体育娱乐 － 育乐、姿态色彩 － 姿彩、规定与限制 － 规限、劳工和雇主 － 劳雇、界限分野 － 界野、黄

金与现钞 － 金钞

1. 1. 3 形容词性的

此类基本都是形容词性联合词组的缩略，也较为多见，与上引杨必胜所说的 “少见”有较大出

入。例如:

和谐融洽 － 谐洽、雄壮盛大 － 雄盛、精致充实 － 精实、低廉适宜 － 廉宜、温和善良 － 温善、稳

健顺利 － 稳顺、拥挤紧迫 － 挤迫、安乐祥和 － 安和、诚实正派 － 诚正、痴迷疯狂 － 痴狂、艰难困苦

－ 艰困、诧异惊讶 － 诧惊、妥善和谨慎 － 妥慎

1. 2 固定组合的简缩

固定的组合形式作为原型，当然更加符合简缩的条件和要求，因此在港台汉语中也大量简缩，

而其中与内地汉语有所不同，因而最具港台汉语特色的主要有一类，这就是由三音节固有成词到二

音节的简缩。
王艾录 ( 2009: 104) 正确地指出，现代汉语中由三音节到二音节的缩略式用例很少，如以前我

们所见，只有“落花生 － 花生、机关枪 － 机枪、铁路局 － 路局”等为数不多的一些词。这样的词为

什么少?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 所谓简缩或缩略语，其实就是把较长的比较固定的语言单位缩略成较

短的语言单位，或者说是用较短的语言单位来代替表示较长的语言单位的内容。因为如果 “原词语

的能指很长，使用不方便。” ( 陈文，2001) 在一般情况下，三音节词通常不在 “长”的范围内，所

以才很少有简缩形式。
而在港台汉语中，则有相对较多的三音节成词存在相对应的简缩形式，例如:

童子军 － 童军、乒乓球 － 乒球、橄榄球 － 榄球、幼稚园 － 幼园、建筑商 － 建商、利息率 － 息率、
总督府 － 督府、纺织品 － 纺品、核武器 － 核武、教育界 － 教界、客流量 － 客量、催泪弹 － 泪弹、旅

行团 － 旅团、柠檬茶 － 柠茶、演说词 － 演词

可以归入三音节成词范围的，还包括一些机构名称，这一类简缩形式如:

教育厅 － 教厅、教育署 － 教署、警察署 － 警署、律政署 － 律署、建筑署 － 建署、财政司 － 财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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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局 － 立局、联合国 － 联国

《词典》所收的这类简缩不太多，我们将见于其他词典的台湾 “国语”中的这类简缩形式列举

如下，以广用例:

台北市 － 北市、台中市 － 中市、高雄市 － 高市、行政院 － 政院、经济部 － 经部、交通部 － 交部、
教育部 － 教部、环保局 － 环局、指挥部 － 指部、警察局 － 警局、童养媳 － 养媳、承包商 － 包商、嫌

疑犯 － 嫌犯、生命体 － 生体、仪仗队 － 仪队、制片厂 － 片厂、有效期 － 效期、演艺界 － 艺界、艺术

品 － 艺品、运动会 － 运会、农产品 － 农产、建筑物 － 建物、波斯湾 － 波湾、足球赛 － 足赛

此外，在其他相对固定的词语中，也有一些由三音节到二音节的简缩形式，例如:

咖啡色 － 啡色、学生数 － 生数、加价风 － 加风、篮球赛 － 篮赛、联盟体 － 盟体、顾客层 － 客层、
新条例 － 新例、车钥匙 － 车匙

2． 上述独特简缩形式的特点

总的看来，本文所讨论的港台汉语独特简缩形式有以下几个较为明显的特点。
2. 1 面广量大

所谓面广，指的是简缩涉及的面更广，包括可简缩的形式更多，而简缩的样式也更多，由此，

简缩形式总体上的量就相当大了。除前边列出的外，还有其他一些在内地汉语中极少见到的形式，

比如“姓氏 + 类名 ( 表示性别、身份等的单音节词或语素) ”形式，我们所见就有 “谢生 ( 谢姓学

生) 、杨女 ( 杨性女子) 、陈妇 ( 陈姓妇女) 、刘嫌 ( 刘姓嫌疑人) ”等。另外，一般认为，除了个别

特别常用的 ( 如 “伏特 － 伏，瓦特 － 瓦”等) 外，双音节词无需简缩，港台汉语虽然基本也是如

此，但是也有个别不见于内地汉语的 “双 － 单”简缩，由此也进一步体现了其面广的特点。比如，

我们在台湾报纸的征婚广告中，看到了大量“毕业 － 毕”的用例，比如 “医学院毕、国中毕、大专

毕、高毕”等。
2. 2 复现率比较低

如前所述，所谓简缩，是先有一个高频或较高频使用的原型，而后才在此基础上进行简省，从

而创造出一个新的替代形式，所以后者的使用频率一般也不低，有些甚至还要高于前者。如前所述，

港台汉语简缩的对象经常只是一个临时、低频的组合形式，所以无论原型还是缩略形式往往均无太

高的复现率。
我们利用自建的约 120 万字的台湾国语语料库，就前边列举过的 “关重、启导、复健、直助、

现势、民困、谐洽、温善”及其原型进行检索，结果全部为零，这当然不能说明上述简缩形式并不

存在，但是基本可以证明它们并不多见。为了验证这一结果，我们还利用台湾中研院的现代汉语平

衡语料库 ( 约有 500 万词) 进行了同样的检索，结果只发现“复健”有较多的用例 ( 但是原型 “恢

复健康”未见) ，其他均无用例。
所以，我们认为，港台汉语的简缩形式有不少属于语篇层次，而不是词汇 ( 造词) 层次，即它

们只是一些具体语境中的临时性组合。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同意有人直接称之为 “词”或 “简缩

词”，本文一律用“简缩形式”来指称它们。因为不固定，所以有些原型有不同的简缩形式，比如

“黑市劳工”，《词典》就分别收了“黑工”与“黑劳”两个缩略形式，所举用例分别是:

( 1) 元朗地盘吸引黑劳 ( 香港《东方早报》1993 － 2 － 2)

( 2) 入境处昨出动八十多名人员到黑劳 ( 黑市劳工) 麋集的枫树街球场展开大规模扫荡行动。
( 《香港商报》1993 － 5 － 13)

按，后一例对“黑劳”加括号注明原型，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这种语篇层面简缩形式的非常用性。
另外再如“和谐融洽”也分别简缩为“谐洽”与“和洽”。
2. 3 可懂度比较高

董欣胜、林天送 ( 2005) 提出了“可懂度”的概念，他们从台湾语料中提取了一些新词语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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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不少缩略形式) ，分析它们对于内地民众来说能够理解的程度，发现其可懂度高达 69. 9 % ～
87. 9 %。

这里的可懂度是就港台汉语对内地民众而言的，可以设想，对港台汉语的使用者来说，上述简

缩形式的可懂度一定要高得多，否则的话，它们也就不可能大量存在并且不断产生了。
我们认为，支持港台汉语简缩形式保持较高可懂度的重要条件有以下两个。
2. 3. 1 以单音节汉字为基础

吕叔湘 ( 1983: 78) 说: “汉语演变的主要趋势是语词多音化，而汉字不表音，便于一个字来代

表一个复音词，比如嘴里说‘眉毛和头发’，笔底下写 ‘眉发’，既省事，又 ‘古雅’，一举两得。”
上述简缩形式中，最为多见的是由四音节到二音节，音节结构由 2 + 2 到 1 + 1。构成四音节组合的两

个双音节词有很多都是由原有的单音节词扩展而来的，而上述简缩则是还原其单音节形式。比如，

“寻觅探视 － 觅探”，其前半段是“觅 － 寻觅 － 觅”; 同样，后半段也是 “探 － 探视 － 探”。虽然有许

多原有的单音节词与其后扩展了的双音节词之间不是一对一的关系，但是借助具体语境，还是基本

可以确定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的。其他再如“审荐、承责、戒惧、温善”等，都是如此。
2. 3. 2 充分利用类推机制

类推既是上述简缩形式产生的重要心理基础和原因，同时也是理解其意义的重要途径和保障。
就某一个简缩形式来说，它可能是新的，但是却往往都可以找到与之同类的形式，可以纳入某一

“词族”之中，而后者又往往会成为较为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前者意义的一个重要基础，即对它可以起

到“显化”和“固化”作用。比如 “温和善良 － 温善”，就首字来说， “温善”可以纳入 “温顺、
温和、温厚、温良、温柔、温馨”等的系列; 就尾字来说，则可以归入“友善、亲善、和善”等中。
再比如球类，已有“篮球、排球、足球”等，而有了这些 “球”，后出的 “乒球、羽球、榄球、高

( 尔夫) 球”等，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有一些简缩形式本身就形成了一个类推的系列，如上举的“－ 球”。类似的再如“研究审核 － 研

审、研究判断 － 研判、研究分析 － 研析、研究修订 － 研修、研究商议 － 研议”等。
当然，可懂度的高低也是相对而言的，就某些具体的简缩形式来说，由于它们与原型的非常用

性以及其他原因，实际上也可能增加表达的不明确性，因而会更多地依赖语境，如 “赋予活力 － 赋

活、肯定认可 － 肯认”; 此外还有个别简缩形式改变了原短语的意义，如“纯真洁白 － 纯白、刁难民

众 － 刁民”，但这都是个别而不是一般的现象。

3． 由上述形式看两地简缩观的差异

前引侯昌硕的话说，两岸三地缩略语的不同，能够反映不同的社会形态、思维方式、生活氛围

以及语言习惯等方面的差异，的确如此，以下我们仅就简缩观的差异作一初步的探讨。
3. 1 原型标准观的差异

即三地汉语对简缩对象标准的认识有差异，因而所取的范围有所不同。关于这一点，前边我们

已经提到，内地汉语简缩原型的标准基本有两条: 一是较为复杂，二是使用频率较高。应当说，在

具体的言语实践中，这两条标准执行得都比较严格。港台汉语的简缩原型标准基本也是上述这两条，

但是相对来说却宽松了不少。比如第一条，就较多地延及并不是特别复杂的三音节词语。特别是第

二条，港台汉语更是有较大的突破，把简缩对象扩大了许多，由此就造成了许多不见于内地汉语的

独特简缩形式。
那么，这种宽松标准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观念和认识呢? 这就与下边的两点差异密切相关了。
3. 2 语言效率观的差异

我们认为，港台汉语中上述大量缩略形式的出现，最根本的动因是追求用语的经济，或者说是

表达的效率。也就是上引吕叔湘的话中所说的 “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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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经撰文讨论过当代汉语的效率诉求及其表现，其中就涉及由效率诉求而带来的语言简约

化问题，( 刁晏斌，2008) 我们认为，这样的效率诉求及其诸多表现，是当代汉语发展变化的重要特

征之一，而这些表现往往都与港台汉语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并且其中有许多都是由港台汉语直接

移植或引进的。就我们所知，港台汉语对语言效率的讲求远比内地汉语更充分、更彻底，由此而带

来的各种表现也远比后者更充分，本文所讨论的简缩现象正是其一个方面的表现。
比如以下一些《词典》书证，其中的简缩形式表达效率都是比较高的:

( 3) 东亚运集训，到训情况差。———报到并接受集训 － 到训

( 4) 永兴仓机的失事，凸显了我们的飞安管制、气象资料、塔台设施等条件的不足———飞行安

全 － 飞安

( 5) 包括前途总统罗斯福所鼓倡推行的重要主张。———鼓励提倡 － 鼓倡

( 6) 检察官员讯一小时后命令收押禁见。———禁止会见 － 禁见

( 7) 叶楚航下季转任副练。———副练马师 － 副练

效率观的差异，在两方面表现得最为充分: 一是三音节到双音节简缩形式的有无; 二是大规模

的简缩，甚至是“无理”简缩的多少。关于第一点，其效率诉求是显而易见的 ( 当然也涉及其他因

素，见下) ，而第二点则需要略作解释和说明。所谓大规模，是指相对于简缩形式来说，原型更长、
更复杂。比如“超级任天堂电子游戏机 － 超任、露宿街头的流浪儿童 － 街童、钓鱼场地的情况 － 钓

况、大量卖出的压力 － 卖压”等，大致就属于此类。在这一由相对复杂到 “最简”的过程中，如果

略掉了一些重要的原有信息，以至于在一般的使用条件下和语境中难以实现意思的 “还原”，这基本

就是“无理”的所指了。像上引这几个例子大致就是如此，比如看到 “钓况”，一般人首先想到的

可能还原形式应当是“钓鱼 /垂钓情况”，通常不会想到 “场地”，这就是一个在简缩过程中去除的、
而在理解时难以还原的部分，可以说是一种人为的、硬性的损耗。

当然，这样的大规模无理简缩形式在内地汉语中也不是没有，比如我们讨论过的 “大规模无规

律减省”用例，如“在香港有亲戚的内地人 － 港戚、简易立体公路交叉桥 － 简交”等， ( 刁晏斌

1995: 26) 只是相对来说，内地汉语中这样的形式远少于港台汉语。
此外，像上举的“陈妇、刘嫌、医学院毕、大上”等，所体现出的 “效率第一”观念都是相当

明显而又强烈的。
3. 3 表达效用观的差异

如果说，上述语言效率观的差异只表现在两地简缩形式数量多少的差异，那么，表达效用观的

差异则涉及到语体风格和语体色彩的问题了，我们认为这才是更有内涵以及最具港台汉语特点的

差异。
上引吕叔湘的话说由“眉毛和头发”到 “眉发” ( 我们认为这正可以作为港台汉语中大量存在

而内地汉语中较少出现的一种简缩方式的代表) ，“既省事，又‘古雅’”，所谓 “省事”其实就是讲

求效率，而“古雅”，则体现了港台汉语表达效用观的一种追求及其具体表现。
笔者曾经有一篇文章讨论过台湾语言与内地的差异，认为二者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前者 “古

旧”色彩浓厚，( 刁晏斌，1998)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推而广之，把这一点看作港台汉语与内地汉语之

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异。
简单地说，两地简缩形式表达效用观的差异，主要就表现在古旧色彩的强弱与是否明显。前边

提到，内地汉语中数字略语多于港台而简缩形式少于港台，这一多一少，正是上述差异的直接反映。
我们认为，数字略语的概括性强，明确性好，但是 “文雅”色彩不足，基本属于一种比较直白的表

述，在古代及近代汉语中较少使用; “眉发”类简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 “返古”，即把两个由古

代单音词拉长的现代双音词重新压缩成古代的单音词，实现了由“2 + 2” ( 现) 到“1 + 1” ( 古) 的

转换，当然它的“古旧”或“文雅”色彩就比较浓厚了 ( 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笔者将另文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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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我们看以下书证，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

( 8) 正当东主跟顾客洽谈选购电器用品时，四名持有三支枪及一把军刀的匪徒冲进公司。———
店东主人 － 东主

( 9) 许多孝子贤孙打着雨伞排队轮候巴士，准备前往扫墓。———轮流 ( 依次) 等候 － 轮候

( 10) 行政部门不应宽容怠忽这些仲裁之执行。———懈怠玩忽职守 － 怠忽

( 11) 因屡建奇功，而获颁勋章。———获得颁奖 － 获颁

另外，由三音节到双音节的简缩，除了效率方面的需求外，也有表达效用方面的考虑和追求:

汉语最标准的节奏单位是双音节，最均衡、最文雅的语音组合形式是四字格，能够充分体现汉语的

诗性与神韵，所以港台汉语才在三字格的基础上 “再造”双音节的简缩形式。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进入新时期以来，内地汉语与港台汉语既有差异，又有融合，而这一点

在简缩形式中同样也有非常明显的表现: 已经有不少上述简缩形式进入内地汉语，如 “残障、研发、
关爱、封杀、高铁、公投、共识、豪宅、价量、架构、拒载、考量、空港、战机、楼市、民调”等，

这一现象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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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ue Abbreviation Forms of Hong Kong － Taiwan Chinese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t and Chinese in Mainland China

Diao Yanbin

(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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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Hong Kong － Taiwan Chinese，abbreviation forms are quite unique and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mainland China.
The major difference lies in that it has plenty of temporary abbreviations and cuts the three － syllable words to disyllabic words.
These large amount of words cover a lot of fields，which are rarely repeated and are easily understood. Therefore，disagreements
about attitude towards abbreviation including perspectives about prototype standard，language efficiency and expression utility in
these two areas can be found.

【责任编辑 匡小荣】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