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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汉语常用词“进行”在两岸四地的使用同中有异，此外还有一定程度的融合趋向，因此可以作为

了解四地语言状况异同及其发展变化的一个窗口。大陆“进行”的使用与台港澳三地差异最大，主要表现为频率最

高、“传统”用法最多，最具有“形式动词”的典型特征，另外在新时期还有明显的用法拓展，而其他三地则更具多样

性，并且相互之间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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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进行”是现代汉语的一个常用词，关于它的特

征和用法等，人们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一般多集

中在宾语上，如朱德熙认为它“要求的宾语是表示

动作的名词性成分。符合这个要求的语法成分只有

两类:一类是表示动作的纯名词，另一类是兼有名词

和动词性质的名动词”[1]。有人更是比较详细地列出

了“进行”宾语的语义特征：[- 单音节]，[+ 可控（即自

主）]，[+ 动态]，[+ 正式日常行为]，[+ 持续性][2]。
差不多 10 年前，笔者也曾经对包括“进行”在内

的一组“虚义动词”进行过研究，我们把“进行”的用法

大致分为以下两种：一是带宾语，包括动词性宾语、名
词性宾语和中间性宾语①，其中以第一种和第三种为

最多；二是不带宾语，用例相对较少[3]。以上两种用法，

前者中的第一种和第三种反映了此词“虚”的一面，此

时它基本只有语法功能而无实际的词汇意义，是一个

典型的“形式”动词；而带名词性宾语和不带宾语的，

则在一定程度上兼有语法功能和实际的词汇意义，所

以反映了此词相对较“实”的另一个方面。
以前我们以及他人对“进行”的研究只限于普通

话的范围，基本没有涉及台港澳地区的使用情况及其

与大陆的异同，而通过简单的对比分析，我们看到，此

词使用情况在两岸四地均有一定的差异，而借由这些

差异，正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和掌握四地在用词乃至

整个语法以及表达习惯上的某些差异。另外，经过近

10 年(这是现代汉语发展比较迅速、变化比较大的时

期)的发展变化，即使在普通话书面语中，此词的使用

情况与以前相比也有一定的差异，所以也有在此前研

究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延伸考察的必要。
以下我们将从上述“虚”与“实”两个方面入手，

来对“进行”及其使用情况进行考察。我们所用语料

主要取自两岸四地 2011 年 1 月至 7 月的报纸，大陆

地区的是《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新京报》，总

字数约 108 万；台湾的有《更生日报》、《国语日报》、
《民众日报》、《立报》、《台湾时报》、《台湾新闻报》、
《中华日报》、《中时电子报》、《中央日报》、《自立晚

报》、《自由时报》、《天眼日报》，总字数约 106 万；香

港的是《成报》、《大公报》、《东方日报》、《文汇报》、
《香港商报》、《新报》、《星岛日报》，共约 109 万字；澳

门的有《澳门日报》、《澳门观察报》、《新华澳报》，约

102 万字。为了节省篇幅，所有例句在不至混淆其所

属地区的前提下，不再作其他具体标示。

一 大陆使用情况考察

两岸四地中，大陆“进行”用得最多，以下就带宾

语和不带宾语的情况分别进行说明。
不带宾语的情况非常简单，主要有两种用法，一

是做定语，二是做谓语，但通常都不独立，而是与其

他修饰语一起做上述成分。以下各举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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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定于 1 月 16 日进行的第二轮投票也被

推迟。
（2）“缺钱不缺德重庆棒棒哥”引发的对于社会

道德的反思也悄然进行着。
相对而言，做谓语的用例更为常见一些。
带宾语的用例中，名词性宾语数量最少，构成

情况也最为简单。全部 26 个用例中，“手术”9 例，

“工作”8 例，“活动”4 例，都是“传统”的组合形式。
除“手术”有一例直接做宾语外，其他都是充当宾语

中心语。
另外，还有以“工程”为中心语的用例 3 个，这

在以前似乎不多见，而在台港澳地区却比较常见。
例如：

（3）2009 年 4 月，宣武医院进行改扩建一期工程。
此外，就剩下以下这两个带名词宾语的用例

了，它们与“传统”的形式有所不同，可以看作发展

变化的形式：

（4）汉语语音教室内正在进行中级班听说课，

胡锦涛的到来，令学员们欣喜万分。
（5）义诊现场，高留华认真地为患者们进行自

己的“高氏疗法”。
带动词性宾语的用例最多，主要是单个的双音

节动词，大约占 70%，其次是状中结构。有人认为做

“进行”宾语的动词不受副词修饰，如不能说“进行

马上调查”[4]。按，“进行马上调查”固然一般不用，但

是“进行重新调查”却时能见到，所以，状中结构直

接做“进行”宾语的情况确实是存在的。例如：

（6）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了审判委员会，

对该案进行了认真研究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决定对该案依

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
（7）灾后重建启动后，村里 44 户村民住房由镇

上负责进行集中重建。
我们判断宾语是状中结构的依据有二：一是该

修饰语能够提到“进行”的前边而句意不变（有时可

能会有不顺畅感，这有助于确定该成分是状语而不

是定语或其他成分），二是该结构抽取出来后可以直

接带宾语（这说明该宾语是动词性而非中间性的）。
除此之外，动词性宾语还有为数不少取多项联

合形式，而联合的各成分之间还有不同的语义关

系，例如：

（8）云南省委、省政府已累计拨款 1 074 万元对

见义勇为人员进行奖励和慰问。
（9）根据国务院要求，住建部将会同监察部等部

门对这些地方的负责人进行巡查、约谈，甚至问责。
（10）一则未经核实的事实性消息，可对其进行

“有罪推定”而非“无罪推定”。
按，以上三例分别是并列、递进和选择关系。
除此之外，比较独特的是有以下两类“例外”。

一类是三音节及以上的音节形式。按一般的知识，

“进行”的宾语通常都是双音节词或以之为中心语

的结构，即如朱德熙所说：“‘进行’对其宾语有严格

的要求和限制：从音节数上说限于双音节词”[5]，而

我们所见，也有个别三音节或以上音节的非词用

例，如：

（11）2010 年 5 月，“安源廉租房”项目进行招

投标。
（12）此时，泰安市公安局已经调集了大批警

力，在歹徒逃跑的路线上进行围追堵截。
另一类是动宾词组宾语。人们的一般认识是

“形式动词所带动词宾语的扩展形式是有限的，只

有前扩展，而没有后扩展，即只可以前加定语，不可

以后带宾语、补语，这与普通动词不同”[6]。但是，语

言运用中几乎没有什么规律是绝对的，包括“进行”
的宾语，也不是绝对没有动宾词组形式的，例如：

（13）龙潭街道联系消防中队、绿化队派出水

车，对树木、绿化带等进行洒水。
（14）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说，当蟑螂的侵害

率低于 20%的时候，将不再进行统一灭蟑。
（15）同时，对现有幼儿园进行扩班、挖潜。
（16）供电员工可以通过计算机远程采集系统

监控用户用电信息，改变传统电费抄表方式，还杜

绝对电能表进行窃电等行为。
上引各例中的“洒水、灭蟑、扩班、挖潜、窃电”

无疑都是动宾词组，而我们所见多为此类。其实，这

样的双音节动宾词组与一般的动宾式动词并无实

质性区别，特别是像“洒水、挖潜”等已经有了相当

的凝固性，或者说已经初步词化了，因此它们做“进

行”的宾语似乎并不是不可理解。然而，如果做宾语

的是多音节的临时组合，那情况就不一样了，而我

们也确实看到了这样的形式，例如：

（17）该组织还进行高利转贷 1 500 万元，获利

180 万元。
（18）这几年更是进行了大力度的扩能技改、淘

汰落后产能。
按，前一例的“1 500 万元”应该是做“高利转

贷”的宾语，而后一例“淘汰落后产能”与前边是用

顿号连接的，这样它应该也在“进行”的辖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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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以上两例还不够典型的话，那么以下一

例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19）2002 年，北京继广州市之后，成为第二个

由铁路部门采取措施对驶入城市市区的火车进行

限制鸣笛的城市。
只是这样的用例还很少，只有以上 3 例，所以

我们才定位为“例外”。
中间性宾语除了常见的以动词为中心语的偏

正结构（其中很多如果去掉修饰语，就是与“进行”
直接组合的动词性宾语了，如“进行桥梁吊装施工、
进行病原学检测”）外，另有相当一部分是“对象＋

动作”式的组合，例如：

（20）朝阳区九校……将在教育科研、学生社团

活动、优生培养等方面进行资源共享。
（21）面试人选需撰写业绩报告，由遴选机关进

行业绩评价。
按，“资源共享、业绩评价”实际的语义关系自

然是“共享资源、评价业绩”，其实这一类显性关系

与隐性关系背离的形式正是前边所说“进行”宾语

一般不能进行后扩展的补救措施，换句话说，正是

由于这一形式的大量存在，所以动宾词组做“进行”
宾语的用例才能够少而又少。

此外，还有一些中间性宾语也采取多项并列形

式，例如：

（22）由于接到任务时工期较紧，没有时间进行

实地勘测、论证和可行性分析，于是就采取边施工、
边设计、边招标的方法推进工程。

二 台湾使用情况考察

台湾“国语”中“进行”的使用频率比大陆低了

不少，但是用法却并不单一，在与大陆“大同”的基

础上也有一定的“小异”。
就各种用法所占比例来说，台湾与大陆的动词

性、中间性、名词性宾语以及无宾语形式在一定程

度上正好是颠倒的，而这正是两地“进行”及其使用

的重要差异之一。
不带宾语的用例基本同于大陆，也比较简单，

比如以下一例中两种形式并存：

（1）这部电影的叙事，在现在和过去当中平行

交错进行：一方面进行的是他们越来越冷漠倦怠的

婚姻；另一方面也从头描绘起他们刚刚认识交往时

候，对于爱情的热烈和单纯。
稍显独特的是以下这样带补语的用例：

（2）目前正在测试阶段，若进行顺利将向中央

提报计划全面实施。
（3）七河局主导的美浓溪整治工程，目前已经

进行到美浓旧桥到东门楼间的市区都市计划段。
按，前一例“进行顺利”共出现两次，中心语与

补语之间不用连接成分；后一例则用“到”引出一个

比较长的补语。
台湾“进行”的名词性宾语不但数量多，使用比

例高，而且形式及种类均比大陆复杂（而这其实也

正是它数量多的原因）。除去那些常用的，如“工程

（12 例）、手术（9 例）、工作（7 例）”外，还有不少不见

或基本不见于大陆的用例，如：

（4）（刘姓男子） 还事先要求女信众缴交“订

金”，费用高达新台币数万元不等，再要求进行“白

莲法”。
（5）在议长杨文值办公室主任陈辉亮及国庆里

长蔡贵宗的陪祭下，依序进行盥洗礼、降神、香席

礼、三献礼、读祝文与加爵禄等古礼仪式，大批民众

随同参拜，场面隆重。
（6）农业处与环保局马上就会进行取缔法令依

据及检举检金等相关配套措施。
（7）至于未来政府若进行下一波开放清单，他

建议可朝“负面表列”规划，更符合两岸产业分工的

期待。
（8）去年九月，高雄长庚医院以“国际行动医疗

团队”形式前往危地马拉进行医疗任务。
（9）目前已完成修正草案会商有关部会，俾厘

清相关法律竞合问题后，将可进行专用渔业权申请

案之实质审查阶段。
（10）高雄市议会议长许昆源服务处最近接获

民众反应，表示有人假冒许昆源服务团队名义进行

不实要求与不法行为。
按，此例如果只有“不实要求”，则可以归入中

间性宾语（但大陆通常不会这样用），而“不法行为”
却是名词性宾语，二者并列，只能是后者“同化”前
者，使得前者也具有了名词性。

有的中心语虽与大陆相同，但是修饰语却比较

复杂，如以下一例的“工作”：
（11）花莲县政府及各乡镇市公所，全面进行花

莲溪、寿丰溪、木瓜溪、秀姑峦溪、拱仔沟大排、道化

路大排等卅多条溪流大排的疏浚、清淤、堤防整治

等治理工作。
除上引用例外，我们所见不重复的名词性宾语

还有“商务及体育行程、内规审议议程、热身赛、练
习赛、骤死赛、强化扫街拜票行程、装瓶藏窖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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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初酿的流程、颁奖典礼、两场单打、司法互助的

相关协议、第三天的赛事、医疗任务、疏浚工程、清
淤疏浚工程、第二阶段环境影响评估程序、由国外

买家与国内业者的采购洽商座谈会、持续超过一个

月走上街头争取‘赋税人权’的请愿活动、合法的性

行为、高架桥工程、21 公里的自行车赛、最终赛程、
后续动作、冠状动脉气球扩张术、推手团体赛、鱼屋

筑巢生态捕鱼法”等，它们基本都包含指称某一动

作行为的语义特征。
这些用例显示，台湾此词“实”的一面强于大

陆。能证明这一点的再如以下一例：

（12）新华社报导，郭金龙在北京市 13 届人民

代表大会 4 次会议进行政府工作报告。
按，此例系引用大陆新华社的报道，但是台湾

的所谓引用，经常会按照当地的语言习惯做一些修

改或调整，此例大致就是如此。我们 2012 年 3 月 28

日在中国报纸资源全文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未发现

一例“进行政府工作报告”，而“作政府工作报告”则
有 775 例。

台湾“进行”所带的动词性宾语远少于大陆，二

者相同的部分是都以双音节动词为最多，其他也有

一些状中词组，以及联合词组、动宾词组等，其中前

两类比较普通，而动宾词组依然属于比较独特的用

例，如：

（13）Lamigo Monkeys 职业棒球队昨天首次于主

球场桃园国际棒球场进行练球。
（14）昨天下午即约有二公顷的菜园，先行进行

废耕，以利其他农作物的种植。
（15）它们虽以非营利为名，但藉由传播力量直

接或间接对信众进行募款，跟金钱也脱不了关系。
（16）昨天有部分养殖业者采收陆续告一段落

后，即会腾出一段期间进行翻土、曝晒及消毒、整
池，以便为下一季放养作万全的准备。

按，我们所见基本都是双音节形式，最后一例

“翻土”和“整池”与已经成词的“曝晒、消毒”并用，

说明作者也是把前者当词使用的。除这几个例子

外，还有“进行修法、进行分级”。双音节以上动宾词

组做“进行”宾语的只有以下一例：

（17）该联谊会另聘请会计师进行监管账户、定
期查看被处分人等是否按时汇款等，作为排除市场

价格竞争之配套措施。
按，即使顿号后的“定期查看被处分人等是否

按时汇款等”还不能确定是否是“进行”的并列宾

语，但是前边的“监管账户”则是确定无疑的。

台湾与大陆不同的，是以下两类动词性宾语。
一类是主谓词组宾语。这样的宾语在整个两岸

四地都是比较独特的，例如：

（18）要进行人造雨的最基本条件就是要有云。
按，比照已经成词的“人造革、人造土”（《现汉》

收，均标注为名词），“人造雨”也应该是一个名词或

名词性词组，但是如前所述，虽然台湾“进行”所能

带的名词性宾语范围比较广，但通常都是指称某一

动作行为的，而“人造雨”却不具有这样的语义特

征。所以，“进行人造雨”如果分析成“动＋名宾”，恐

怕与一般人的语感相去太远，而如果不能这样分

析，那么“人造雨”就只能看作一个“主－述－宾”结
构了，因此也就是主谓词组做了“进行”的宾语。

我们之所以作这样的分析，是因为还有以下类

似用例的支持：

（19）邀请到 2004 年亚洲杯花艺大赛冠军李嘉

伟老师现场花艺表演及协会理监事花艺作品静态

展，同时进行新任理事长蔡锡游及旧任理事长陈淑

娜交接。
（20）业界都很乐意配合学校进行建教合作、实

习及训用合一，重要的是，学生的观念及素质才是

关键因素。
（21）大企业的亮丽财报不必然带来民众的就

业；相反地，这些肥猫很懂得利用经济危机进行企

业瘦身。
按，以上三例中，前两例的“新任理事长蔡锡游

及旧任理事长陈淑娜交接”、“建教合作”及“实习及

训用合一”是比较典型的主谓结构，而正是有这样

的用例存在，所以我们才趋向于把下一例的“企业

瘦身”也分析为主谓结构而不是偏正结构。
当然，这样的用例并不多，所以我们基本也把

它们定位为“例外”。
另一类是连谓结构，其中多项并列的比较常

见，除前边举过的，再如：

（22）警方立即展开调查，并透过全市建置相当

完善的监录系统进行调阅、分析比对，终于锁定设

籍三民区的吸毒列管人口吴启峰涉嫌重大。
真正独特的，是以下这样的句子，但仅此一例：

（23）这项赛事的赛程总计十八公里，先进行绕

湖两圈路跑六公里，再骑乘自行车十二公里。
中间性宾语与大陆略为不同的是，台湾有较多

相对复杂的用例，例如：

（24）此次改建以“安全”、“卫生”、“整洁明亮”
为改善重点，将进行店铺、屋顶、地坪、路面、水沟、

2012 年第 3 期 刁晏斌 两岸四地现代汉语常用词“进行”使用情况对比考察与分析 119



厕所等多方面整修改善。
（25）搭配专业护理师、照顾服务员到失能者家

中进行全身式沐浴清洁、泡澡及伤口护理服务。
（26）为保农业永续经营，农田水利工作将持续

进行“环境绿美化”与“自然生态工法”来改善排水

设施。
按，最后一例与中间性宾语“环境绿美化”并列

的，是名词性宾语“自然生态工法”，而这正是此例

的独特之处。

三 香港使用情况考察

香港“进行”的出现频率与台湾大致持平，而具

体的使用情况也基本相同。
不带宾语的“进行”除了做定语外，主要是与其

他成分共同做谓语，例如：

（1）○三年七一游行人数达五十万而秩序井然，

整个过程和平进行。
（2）法医通常会抽取死者衣服样本，作毒理学

及组织学化验，但菲法医亦没进行。
“进行”带名词性宾语的用例少于台湾，但多于

大陆，除去大陆也比较多的“工作（13 例）、手术（11

例）、工程（7 例）”等之外，还有一些台湾比较常用而

大陆很少使用的“程序、措施、动作”等，表明二者之

间有更高的一致性。当然，也有一些未见于台海两

岸的用例，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香港自己的特点。
例如：

（3）这些暴力分子还可能以各种名义进行暴力

事件。
（4）理大正与屯门医院合作进行一项先导计划，

研究改善急症室环境的沟通。
（5）为什么不早进行这种施救方法，要等多日

后辐射泄漏不断加剧，才作出安排。
（6）耶鲁大学一群护理学硕士生，最近就到香

港理工大学进行为期一周的“传统中医”课程。
（7）有需要进行退票等事宜的市民，可以联络

公司的特别电邮。
动词性宾语中，有一些大陆不太常见的并列动

词用例，如：

（8）允许投资者自由选择币种进行交易和交割。
（9）世界气象组织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启动了环

境应变及应急行动方案，对核事故进行分析及评估。
此外，也有少量动宾词组做宾语的用例，如：

（10）1.6 万名司法人员负责监督投票过程，3.6

万名士兵和警察分布在各投票站进行保安。

（11）自卫队周五接近估计泄漏大量辐射的福岛

第一核电站 3 号反应堆，以多支高压水炮进行射水。
如果说这两例中的“保安”和“射水”已经或接

近于成词的话，那么以下两例就不是这样了：

（12）现代货箱码头公司（MTL）今年投资港币

1.7 亿进行大规模改装胶轮式龙门起重机，以电力

代替柴油驱动龙门起重机，计划改装 94 台龙门起

重机。
（13）俞宗怡解释，由于正进行或刚完成检讨部

分部门的职位和范畴，所以需要以非公务员合约方

式聘请。
另外，香港状中词组做“进行”宾语的用例似乎

多于大陆，例如：

（14）对违规店铺及经营者进行依法惩罚。
（15）利用网络即时通、聊天室，与对政治有兴

趣的年轻学子进行直接沟通。
按，同样的意思，大陆更常见的形式是“依法进

行处罚”和“直接进行沟通、进行直接的沟通”。
中间性宾语与动词性宾语也有很大的一致性，

即去掉修饰语就变成了动词性宾语，或者是动词性

宾语加上修饰语就变成了中间性宾语，这种情况相

当普遍。例如：

（16）安理会周三将继续就是否在利比亚设立

禁飞区问题进行闭门磋商。
（17）对于有部分在野党提出应该延期所有地

区的地方选举，目前暂无定论，各党将在稍后再次

进行磋商。
但是，也有少数用例一般只能取中间性宾语形

式，例如：

（18）116 名被传召证人中，起初只有枪手门多

萨胞弟进行视像作供，上周五的 9 人视像作供，也

是在特首透过外交部转达，才能成功进行，但关键

证人如当日的谈判专家、国家调查局人员及法证专

家，均没有作供。
按，此例的两个“视像作供”分别做宾语和主语

中心语，而一个“作供”直接做谓语，这是颇值得体

味的。我们检索到的所有“作供”用例显示，它不能

与“进行”直接组合，在做“进行”宾语的时候，只取

“视像作供”一种形式。我们认为，造成这一情形的

原因大致有二：一是“作供”本身就是一个“形式动

词＋动词”形式，这一点基本就排斥了它再用于与

同为形式动词的“进行”的组合，从而形成“形式动

词＋（形式动词＋动词）”的形式；二是“视像作供”
本身基本已经失去了作为动词的独立性（所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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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称之为中间性宾语），即难以再直接做谓语，所以

只好借助“进行”来构成一个合格的谓语。
另外，有些宾语取中间形式还与表义有关，比

如以下一例：

（19）大批机动部队和探员在元朗区内多条街

道进行查牌行动。
按，“行动”（与之类似的还有“活动、作业”等）

的内容比较宽泛甚至于“空洞”，因此在具体的使用

中往往都要加以补充或者“专化”，其中的一个重要

手段就是前加修饰语，然后与“进行”等动词组合，

所以我们没有见到“进行活动”这样的用例。
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即动词一般只能单独

做“进行”的宾语，例如：

（20）从法律角度来看，援交少女可能被控“为

不道德目的而唆使他人”罪，而操纵援交少女的淫

媒或介绍朋友进行援交而收取回佣都可被控“控制

他人卖淫”罪。
按，“援交”义指少女为了得到金钱而自愿与男

性交往，是色情交易的一种[7]1000。我们在较大范围内

搜索，未见此词带修饰语与“进行”组合的用例。至

于为什么会如此，可能的原因就是词义的限定：“援

交”本身已经包含相当丰富的语义信息（如主体与

对象、目的与性质等），这一点恰好与“活动”等形成

对比，所以似乎不太好以之为中心语，再添加某一

或某些方面的限定，因此就只以单个动词的形式直

接与“进行”组合。看来，“进行”的宾语是取单个动

词还是中间性形式，可能还有一些更复杂的原因和

机制，因此这个问题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香港较为复杂的中间性宾语用例多于大陆，主

要是中心语取并列动词形式，例如：

（21）他又感谢警方及多名本港专家，在惨剧后

进行一连串调查及搜证。
（22）建筑质量人命关天，一定要尽快进行全面

的、扎实的检查及补修。
也有用例取另外的形式，即采取多个“进行”句

并列的形式，未免多少有些显得笨拙和不够简约，

而这样的用例我们也只在香港语料中看到：

（23）微软数码犯罪单位律师说明，微软是先控

告 Rustock 殭尸网络的执行者滥用微软商标，并申

请法院命令协同美国法警服务实地进行搜证，取得

受影响的服务器并进行分析和进行取缔行动。

四 澳门使用情况考察

澳门“进行”的使用数量仅次于大陆，用法与港

台接近，但是在某些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
不带宾语的“进行”用法与其他三地一致，稍有

不同的是取“（正在）……进行中”的用例相对较多，

共有 8 例，而港台则分别为 3 例和 4 例，大陆也只

有 3 例。
“进行”带名词性宾语的用例仅多于大陆，少于

港台，其中也有一些对大陆而言陌生化程度比较高

的用例，如：

（1）澳门作为第三方，协议上海关为监管货物

的角色，并以澳门现行的转运制度进行清关程序。
（2）比赛完毕即场进行颁奖礼。
（3）双方的合作已经进行了最后完善的攻坚阶段。
（4）鲍思高青年服务网络—风顺堂青年中心获

教青局资助主办的“正面睇生活营”，已于 7 月 28

及 29 日进行为期两天的生活营。
（5）邱毅不需要再进行这种毫无证据的乌贼、

抹黑战术。
（6）或仿效新加坡进行“家居隔离”制度，禁止

入场或限制时间入场形式，助赌徒戒赌。
按，最后两例大陆通常用动词“实行”，反映了

两地的不同。
澳门带动词性宾语的用例在四地中比例最低，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直接做宾语的双音节动词相

对较少，但是却有二“多”比较值得注意。
一是动词并列做宾语的情况比港台更为多见，

即如以下这样的用例：

（7）澳门海关继续对入境旅客携带肉类活动进

行监视及打击。
（8）谁知九年多之后，却忽然掉过头来骂自身，

会否是其人要对自身进行总结和评定，如此行径，

为本澳又添笑料。
（9）对有需要的树木进行加固／控高／移除、

拆除危险招牌，以及协调清洁专营公司清理街道上

垃圾，以减少风暴对本澳产生的影响。
二是动宾词组的数量较多，并且自由度似乎更

大一些，我们指的是除了与其他各地相似的“颁奖、
揭牌、募款、加息、控高、修章”之类的双音节组合形

式充当宾语外，还有相对多一些的多音节临时组合

用例：

（10）接着青年义工开始与长者分组进行写挥

春，长者积极参与并即席挥毫，用心写下了彼此对

来年的祝福与期望。
按，“挥春”有动名二义，前者指农历新年前挥笔在

红纸上书写字句，后者为春节时张贴的写有吉祥字句

2012 年第 3 期 刁晏斌 两岸四地现代汉语常用词“进行”使用情况对比考察与分析 121



总体上看，大陆与其他三地之间的差异最大，

具体表现则有以下几点：一是总的使用数量最多，

使用频率分别比澳港台高出 1.28、2.61、2.67；二是

带动词性宾语的用例远多于其他三地，平均约高出

20 个百分点；三是带名词性宾语的用例少，与台湾的

使用比例为 1∶4.54，与香港是 1∶3.41，与澳门是

1∶2.37；四是不带宾语的用例少，与澳、港、台的使

用比例分别是 1∶2.70、1∶2.32、1∶1.90。
后三点差异说明，与台港澳三地相比，大陆的

“进行”更具有形式动词的典型特征，而在其他地区

则更具多样性。
仅就使用数量和频率来说，澳门与大陆比较接

近，这一点大致能够反映香港与澳门相继回归后两

岸四地目前在很多语言现象上的差异状况及其程

度：与台湾差异最大，香港次之，澳门最小。就我们

所见，澳门报纸引用来自大陆的消息和对大陆的报

道最多，从而造成不少大陆常用形式的直接引进，

而这也正是两地语言一致性最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比如以下一例：

（1）会谈开始前，奥巴马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

欢迎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按，澳门语料中，与“进行”配合使用的“国事访

问”共出现 9 次，均为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的，

而在香港仅出现 2 次，台湾 1 次。
相同的意思台湾用“国是访问”，在台湾语料中，

“进行国是访问”共出现 4 次，例如：

（2）胡锦涛下周将前往华府进行国是访问，美国

总统欧巴马政府已把加强美、中军事接触，列为希望

从胡锦涛此行获得的实质收获之一。
而在澳门和香港均无这样的用例。
澳门“进行”用得多，不仅仅是因为“引进”大陆

的用例多，其实还有在此基础上的模仿或类推，或

者叫延伸性使用。比如，“工作”在大陆是一个高频

词，在我们考察的语料范围内，各地的使用情况如

的红纸[7]387-388，此例“挥春”前有动词“写”，所以应为名

词义，“写挥春”自然是一个临时组合的动宾词组。
以下各例中也都含有这样临时组合的动宾词组：

（11）该制作工场李老板根据广州一陈姓老板

要求，自二○○九年五月开始在其家中雇用几名中

年妇女进行加工包装吉列牌剃须刀，每月加工包装

成品约三万套。
（12）海关随后进行长期不定时监察该区有关

涉嫌非法售卖激光视盘摊档是否死灰复燃，结果本

月八日在该地点再次有人以身试法。
（13）学生分成四组，以竞技形式进行抢答问

题，气氛十分紧张热烈。
另外，我们还发现一例非自主动词带状语做

“进行”宾语中心语的用例（这与前引[+ 可控，即自

主）]的语义规定性是相抵触的）：

（14）当进入流感高峰期，细菌有机会透过悬浮

粒子这个途径进行互相传染。
澳门“进行”带中间性宾语的用例比例最高，但

类型却并不复杂，与其他三地没有什么明显的不

同，比如以下二例中的“对话”：
（15）就其本身而言，圣统制不反对同政权就教

会团体生活中涉及民事的问题进行对话。
（16）教宗让中国主教决定如何进行与政府的对话。
相对来说，这种可以自由添加与移除的用例更

多，这其实也是前述此地双音节动词直接做宾语少

而中间性宾语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有更多的双音

节动词前加修饰语后做“进行”的宾语中心语。

五 余 论

（一）两岸四地“进行”使用情况小结

我们可以通过表 1 来进一步了解两岸四地现

代汉语常用词“进行”的使用情况。

注：合计栏中的比例是指使用频率，即每万字的用例数，与上边各栏的百分比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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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括号内为使用频率，即每万字的用例数）：大陆

1 830 （16.973）、台 湾 541 （5.2479）、香 港 629

（5.9541），澳门 1 190（11.736）。大陆与“进行”配合

使用的“工作”共有 23 例，台湾 7 例，香港 17 例，而

澳门则有 21 例。以下例句大致就属于延伸性使用：

（3）柯老的贡献，有其特殊的性质，具有浓厚的

“个人特性”，更遑论后来他在担任中方机构负责人

所进行的工作方面，与香港中方机构负责人的“共

性”贡献。
（4）由于悬挂八号风球期间未能进行垃圾收集工

作，民署临时增设垃圾收集设施，供市民弃置垃圾。
仅就这样的用例，也可以证明我们前边所说，

香港澳门先后回归，必然与内地发生更密切的语言

联系，由此而拉近了双方的距离；澳门与内地的联

系尤其密切，所以二者之间的距离就更近一些。
（二）“进行”使用范围在大陆的拓展

我们指的是“进行”与“到底”组合后大量用于

“将 / 把”字句的发展变化。“将……进行到底”的远

源是毛泽东 1948 年 12 月 30 日为新华社撰写的新

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而它的近源则是 1998

年开播的中国第一部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

底》，随着《爱》剧以及《爱 2》、《爱 3》的先后热播，这

一结构开始大面积流行，人们不断用各类词语来替

换“爱情”，诸如“降价、关闭、移动、炒股、美容、卖

肉、笑、买彩票、无理由退货、小资、短信、绿色、悬

念、汗水、音乐、好习惯、私人飞机商用直升机、‘穿

新衣’和‘当奶奶’的开心事、小贝追逐战、美丽、健
康、时尚、野蛮、恶心、奢侈、荒唐和愚蠢”等，由此而

使得“将 / 把”的宾语在语义特征、词性以及音节方

面都有突破[8]。
这一形式的流行对“进行”使用的影响以及由

此带来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扩

展了“进行”与“将 / 把”宾语的搭配范围，亦即扩大

了此词的使用范围，由传统的动词或以动词为中心

语的偏正结构（即中间性宾语）等扩展到更多的纯

名词以及形容词；其二，突破了“进行”与“将 / 把”宾
语（亦即“进行”的意念宾语）之间语义关系的旧有

格局，从而不再仅限于上述的几种类型；其三，扩展

了“进行”的语义空间，不仅使之更加“虚”、“实”兼
备，而且两方面的内涵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

其四，促使甚至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整个“将 / 把……
进行到底”构式的“泛化”或者“虚化”，这个问题比

较复杂，并且主要也不是“进行”一个词的问题，所

以暂且不论。

（三）两岸四地的融合趋向

在两岸四地语言不断由差异趋向一定程度融

合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使用也表现出这方面的趋

向。前边讨论澳门“进行”的使用频率与大陆比较接

近时，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了，即澳门此词用例的

增加，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两地语言融合的表现，

而这样的表现在其他地区也一定程度地存在。
由大陆一方看，比如第一部分例（5）举了“进行

自己的‘高氏疗法’”，此例正可以与第二部分台湾

用法的例（4）“进行‘白莲法’”相比较，二者如出一

辙；再比如，第一部分中我们还举了“汉语语音教室

内正在进行中级班听说课”这样的例子，这种“进

行”带“课”为宾语的形式以前从未见到，而在香港，

我们却见到了同样的用例：

（5）理大护理学院讲师谢庆绵昨为 8 名耶鲁学

生进行针灸和拔罐的实践课，几位准护士首尝针

灸，均直呼感觉相当新鲜。
前边还提到，大陆的名词性宾语中出现了 3 例

“工程”，这在以前也相当少见，而在台港澳地区，却

一直比较多地存在这样的组合形式。
由台港澳一方来看，前边谈到固定组合形式“进

行到底”在大陆的大量繁殖和大规模使用，而这一影

响也及于台港澳地区，比如香港就有以下的用例：

（6）正式会后，张春贤指示工作人员，将围挡放

开，主动走向记者聚集的一侧，应答至所有人满意

才离场，将开放风格进行到底。
（7）势要把这种“蚝”体验进行到底。
前边还提到，台湾通用“国是访问”，“进行国是访

问”的用例出现 4 次，但是也出现了一例“进行国事访

问”，很显然，这也是对大陆相同形式的直接移用。
我们相信，随着两岸四地语言交往和联系的进

一步密切，这样的融合趋向还会不断有新的表现，

从而使之有更高的相似度。

注 释：
①中间性宾语指的是以动词为中心语前加修饰限定成分的结构形

式，它大致介于动词性宾语和名词性宾语之间：中心语是动词性

的，而功能却是指称性的，所以我们才这样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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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lthough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 is not as striking as The Preface of 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 it expresses Hegel’s own philosophical position in a more concise form. Through The Intro-
duction, we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experience of consciousness and the course what Hegel called of conscious-
ness leading to true knowledge. It is a road of homogenization of Othe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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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 Usage of
“J inxing”in the Four Plac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DIAO Yan-bi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There are some similarities as well as differences in the usage of the modern Chinese“Jinxing”in the
four plac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n addition, there is a certain degree of fusion tendency. Therefore, it can be used
as a window to underst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languages and their development in the four places.
There is a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sage of“Jinxing”in Mainland and that in the other three places,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In the Mainland, it boasts the highest use frequency, most“traditional”usage and the most typic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dummy verb; in other three places, there is more diversity in usage and there are some subtle dif-
ferences among them.

Key words：the four plac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e dummy verb;“Jin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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