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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海峡两岸语言的微观对比研究

———以“而已”一词的考察分析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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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以往的海峡两岸语言对比研究中，人们往往更关心一些大或者比较大的方面，做的

多是一些大而化之的题目，这固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也有明显的不足，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微观层面的观察、描写和解释难以做到充分，最终由此而影响到研究的质量和水平。以普通语气

助词“而已”为例，通过对其考察分析可见，两岸语言关系类型除“差异－→融合”模式外，还有第

二种模式，即“差异－→”（只有差异没有融合），微观对比研究能够更好地把握这一模式及其发展

变化。借鉴“方言特征词”提出“言语社区特征词”的概念，这些特征词可以而且应当作为微观对

比研究的首选对象。

　　［关键词］　海峡两岸；现代汉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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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海峡两岸语言存在多方面的差异，以前的两岸

语言对比研究多是在比较宏观的视角下进行的：大
而化之的是以整个语言系统为对象的考察，如“两

岸语言的差异”、“台湾语言的特点”之类的名目；由
此缩小一点，则是以某一要素为对象的研究，如两

岸词语比较，两岸的语法差异，以及两岸语音的差

异等；再小一点，也是最为多见的，是就某一类语言

现象，如两岸的同形词语、外来词语、缩略词语，以

及重叠形式等展开讨论。虽然无论哪个层面或内

容范围的研究总要涉及或落实到某一或某些微观、
具体的语言现象（如一个一个具体的词），但是往往

却很难做到对每一个具体对象的三个“充分”：观察

充分、描写充分、解释充分，而离开了这些微观现象

研究的三个充分，对其上位的中观以至于宏观现象

的了解和把握，往往也是难以做到清晰、准确的。
如果说以前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以大统小”的

话，那么本文打算换一个角度：“以小观大”，即由微

观的语言单位———词入手，通过对它相对深入细致

的考察分析，来了解和把握两岸语言的差异，进而

思考把这样的研究作为一种范式的相关问题。应

当说，这样做并不仅仅是研究角度以及内容取舍上

的变换，而是研究策略的转换，同时也可以说是一

种研究观念的改变。虽然一个词所包括的相关信

息可能有限，但是如果我们把很多这样的信息总合

在一起，就有可能形成一个“全息”，即对两岸语言

差异与融合方方面面的充分了解和掌握，而这也就

是本文标题所说“海峡两岸语言的微观对比研究”
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而已”是现代汉语中非常普通的一个语气助

词，在两岸的使用中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因而包含

了比较 丰 富 的 相 关 信 息，值 得 深 入 发 掘。本 文 以

“而已”为例，来进行相对精细的微观考察和描写，

从中引发 我 们 感 兴 趣 的 问 题 并 展 开 初 步 的 讨 论。
在研究语料的选择方面，我们以两地反映现代都市

生活的小说为主要语料，台湾的有朱少麟《伤心咖

啡店之歌》、蔡智恒《亦恕与珂雪》、古灵《生死相许

无尽处》、金萱《爱上一个人》、凌玉《倾城之恋》、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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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听风在唱歌》、王文华《倒数第２个女朋友》，共

计８７万字；大陆的是六六的《双面胶》、《王贵与安

娜》、《蜗居》，以 及 慕 容 雪 村 的《天 堂 向 左，深 圳 往

右》和海岩的《五星饭店》，共计约６４万字。此外，
我们还考察了两地２０１１年１－３月份各约１００万

字的报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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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的则是《人民日报》、
《中国青年报》和《新京报》。为了节省篇幅，在互不

混淆的情况下，例句一律不标出处。

二、两岸“而已”一词对比考察

关于此词的意义和用法，我们先看几部常用工

具书的释义或相关说明。
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商务

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版）说：
〔助〕用在陈述句末尾，有把事情往小里说的意

味。常与“不过、无非、只、仅仅”等呼应。多用于书

面，口语多用“罢了”。
闵龙华主编《现代汉语用法词典》（江苏少年儿

童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特别用＜书＞标明“而已”的

书面语体性质，并且强调说“口语中用‘罢了’”。
李忆民主编《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北京

语言大学 出 版 社１９９５年 版）也 是 以“罢 了”释“而

已”，在举例说明之后，特别强调“不含‘罢了’的意

思不能用‘而已’，下面句子多‘而已’：”
＊ 他一看见小丽，非常高兴而已。
周相海、姚 锡 远 主 编《多 功 能 现 代 汉 语 词 典》

（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强调说，“此词只能用

在陈述句中”。
把以上各家表述归纳总结一下，基本可以得出

普通话中“而已”表义及其使用的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与“罢了”是同义词，都是“往小里说”，即

是表示限止语气的；
第二，属于或基本属于书面用语；
第三，通常要与“不过、只”等其他词语共现；
第四，只用于陈述句中。
以上四点，是对普通话中“而已”相当准确、全

面的概括，但是却与台湾“而已”的用法及表现有较

大的距离。简单地说，此词在台湾的使用，一定程

度，甚至很 大 程 度 上 并 不 存 在 以 上 四 个 方 面 的 限

制，由此就形成了两地此词使用的一系列差异。
这一差异首先表现在数量上。下表是两地“而

已”使用数量统计对比。
表１　两岸“而已”对比统计表

台　湾 大　陆

小说
用例数 １９１ 用例数 １４

频　率＊ ２．１９ 频　率 ０．２２

报纸
用例数 ３１ 用例数 ６

频　率 ０．２９ 频　率 ０．０６

　　＊ 频率为每万字的用例数

上表值得特别注意的有以下两点：
第一，台湾“而已”的使用数量远多于大陆，其

中小说用例是 大 陆 的 近１０倍，报 纸 是 大 陆 的 近５
倍，这当然不会是没有原因的，而最大的可能就是

没有上述那些表义及使用上的限制，或者限制不像

大陆那样严格。

第二，台湾口语性比较强的小说语言中（在我

们考察的范围内，“而已”主要见于人物对话），“而

已”的使用频率远高于更具书面语色彩的报纸，约

为后者的７倍。这说明，上述普通话中“而已”的语

体色彩可能并不反映台湾的实际。
在具体的使用中，如果着眼于台湾的 用 法，则

两岸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配对词”及其使用情况

在这方面，两岸差异相当突出，就台湾 一 方 来

说，主要表现在一是可以与“而已”配对使用的词语

多，二是它们的位置比较灵活。

普通话中，“而已”通常要与表示限止义的词或

短语配对使用，即前边所说的“共现”。能够与“而

已”共现的词语数量不多，在全部２０个用例中，只

出现了“只、只是、只有、只不过、不过是、最多也就”

等几个，都是限定数量和范围的。台湾“国语”中，
这类词语的数量远多于大陆，表义类型也不限于数

量和范围，还可以限定时间和程度等（前者如“刚”，
后者如“点”）。

就主要的部分来说，是直接使用表示低量的词

语，这一点两岸是一致的，例如：
（１）阿唯来的时候，没有疾言厉色，没有大发雷

霆，他只是有点厌烦与不爽的看着我，问我车是谁

骑的而已。
（２）期中考的时间，郁芬比我们早，所以当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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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考试时，我才正要准备翻开课本而已。
如果需要 进 一 步 强 调，则 可 以 连 用 限 定 性 词

语，例如：
（３）我就只疏忽这么一次而已，整件事会失败

的责任也不在我，为什么要我顶下所有的罪？

（４）一觉醒来后，发现时间还早，才刚过十二点

而已。
例（３）“就只”二字去掉任何一个字，句子依然

成立，只是限止语气有所减弱，例（４）也是如此。
有时配对的共现词语取否定形式，例如：
（５）同业相互竞争，利润比往年更微薄，怎么可

以任意推定“毛利不止这些而已”。
按，“不止”本已凝固成词，但是在这样的使用

中，它实际上重新升格为词组，至少我们在理解时

要这样进行，即“毛利不／止这些而已”。类似形式

在一些复句中比较多见，以下我们还要讨论。
也有不少用例是使用表示最大限度的词语，主

要是“顶多”，偶尔也有用“最多”的，例如：
（６）方拓的爷爷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可看起

来却顶多六十许而已。
（７）不会吓死啦！最多是昏倒而已。
此外，也有以上两类限止语相结合的 句 子，这

也使得限止的意味更加浓厚，例如：
（８）老实说他从未帮过女人拭泪，顶多只是 送

上一张面纸而已。
在所有台湾用例中，我们一共看到以下一些与

“而已”共现的词语：
才、只、只是、只 会、只 有、只 能、不 过、只 不 过、

不过是、刚、就、就是、最多是、稍微、仅、徒、还
普通话中，共现词语往往都与“而已”在一句之

中配合使用，只出现在状语一个位置上，而在台湾

“国语”中，除状语外，它偶尔也可以出现在补语的

位置上，例如：
（９）他是心急了 点 而已，我不认为事情真有那

么严重。
有的时候，限止性词语会在状语和补语两个位

置上同时出现，例如：
（１０）老师是不会骗我们，只是说话都喜欢夸张

一点而已。
台湾“而已”用法与大陆不同的另一点是，共现

词语（有时还伴有其他词语）后边用了逗号与其他

成分隔开，通过这样的停顿来达到一定程度的强调

作用，例如：
（１１）车子在加油时，我从后照镜看了看自己的

脸，表情还是一如往常，顶多，就是笑不出来而已。
（１２）这个可就是完完全全的实话了，只不过，

那个中间人是个陷阱这件事他没敢说出来而已。

另外，在比较复杂的句子中，“而已”与共现成

分之间经常隔着较多的其他成分，这一点也与大陆

有明显的差异。例如：
（１３）郁芬点点头，她说她没有远大的抱负，如

果有，大概就是走遍全台湾，到处去看看，去吃当地

小吃而已。
（１４）这里再也没有重金属狂跟狗屎味的骚扰，

顶多就是猫姊经常出现，无意识地一个人哼的五音

不全的歌，在客厅里面走来走去，这样怪怪的感觉

而已。

如果说这两例中“（就）是”后边的成分都是它

的宾语，因而整个句子还是一个单句的话，那么以

下就是用于复句的不同分句中了，并且这样的用例

还比较多见，例如：
（１５）剩下的，可能只能当作家，或者干脆去混

补习班，去出版社当个小编辑而已。
（１６）只有我偶而打开车窗，点起一根香烟，而

纾雯把音响的重复拨放键按了一下，让杨乃文反复

唱着这首歌而已。

２．和其他语气标记共现

一般带词性标注的工具书都把“而已”标为助

词，而按已有的助词分类，它显然只能划归语气助

词，或者是归入语气词。在大陆所有的用例中，“而
已”作为语气标记，都用于句末，这正反映了语气助

词或语气词的一般特点。而在台湾“国语”中，“而

已”后却经常另有语气标记，这也是此词两岸使用

差异的一个重要表现。

比较多见的是另加“了”与“嘛”，前者有人称之

为典型语气词①，大致属于“了１＋了２”的“了３”，例

如：
（１７）同样吓了好大一跳的舒纯雁正想破口大

骂方拓，没想到体育老师竟抢先跑过来出风头逞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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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就差一匹白马而已了。
（１８）我翘起二郎腿，在主管办公室里面，一副

运筹帷幄之中的军师模样，就只差没有握把羽扇在

手上、叼根烟斗在嘴上而已了。
“嘛”是 基 本 语 气 词“吗”的 派 生 形 式①，它 与

“而已”共现的用例最多，如：
（１９）我只不过是想帮他适应我们学校而已嘛！

（２０）我想尽量教教他而已嘛！

此外还有不少使用其他语气词的句子，以下是

不重复的用例：
（２１）这个问题讨论过很多遍了，跟你讲过多少

次，梦想不是嘴巴说说而已的。
（２２）连……连王志杰的手都……都被 你 打 断

了，人家……人家只不过想……想揍你一拳而……
而已啊！

（２３）不，不要，我弟弟才十五岁而已呀！

（２４）说不定……说不定她今天本来就是要跟

谢炳华出来约会，只是拿我们作借口而已喔！

（２５）只不过打个电话而已耶！

（２６）现在我的身体状况只有四、五十岁而已呢。
这些语气词多与感叹号配合使用，有比较明显

的感叹意味。
此外，我们 还 看 到 一 个 后 附 疑 问 语 气 词 的 例

子，这样，“而已”句就用在疑问句中了：
（２７）哼！你那时候才几岁啊！十几出 头 而 已

吧？居然给我又喝酒又赌博，看样子也有嫖吧？

３．不与配对词语共现

普通话中，可以不与限止性词语配对 使 用 的，
大概主要 只 有 习 语 性 的“如 此 而 已”、“说 说 而 已”
等，而在一般的使用中，则如我们前边所归纳的：通
常要与“不 过、只”等 其 他 词 语 共 现。台 湾“国 语”
中，基本（至少是在相当程度上）没有这样的限制，
例如：

（２８）我的生活很简单，工作和放假而已。
（２９）希望她给我点看法，可是她却给我一阵狂

笑而已。
（３０）我说也用不着在今晚穿吧，也不事先说好，

害我一点打扮都没有，还穿着很平常的上衣而已。
（３１）军事用则较精准，精密度达几十公分误差

而已；但为防被利用于犯案，民生用设备精密度较

差。
（３２）今日房地产飙涨，主因在于需求高过供给

而已。

以上用例中，“而已”虽然没有与其他表示限止

意味的词语共现，但是本身仍可独立地表示这样的

意思，所以 这 些 句 子 也 都 还 有 比 较 明 显 的 限 止 意

味，比如例（２８）是说只有“工作和放假”，因此才是

“很简单”的。

然而，从语言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样独 立 表 义

的用例非常值得重视，因为它可以成为“而已”词义

发展的起点和第一步。我们的意思是，在传统的使

用中，一方面由于自身的“语源”义，另一方面也由

于共现成分的规定或强化，“而已”才有了如此明显

的“限止”义，而 一 旦 离 开 了 共 现 成 分 的 规 定 或 强

化，在初始阶段，它应该也可以独立地表示这样的

意思，只是程度可能会有所降低，而如果在这种情

况下用得多了，原有意义则有可能逐渐地减弱乃至

于部分或全部消失，并最终形成一个新的义项。

在台湾用例中，这一变化已经显现，这 就 是 有

一些句子虽然用了“而已”，但是限止义已不明显，

甚至于已经没有这样的意味了。例如：
（３３）我 有 些 不 好 意 思，“写 得 普 通 而 已，不 算

好。”
（３４）必须说明一下，猫姊她不是一个喜欢瞎起

哄的人，她只是很无聊，才会以帮我找工作为乐而

已。
（３５）小说写得还好而已。
（３６）那还不是妳缠在他身边的借口而已，妳想

骗谁啊？

小说之外，报纸上也不乏这样的用例，似 乎 可

以看作这一变化已经产生，甚至是已经完成的进一

步证据：
（３７）过去，一个场所能否吸烟，是在场者协商互

动的结果，现在却是援引法条加以制裁或自保而已。
（３８）我们必须在这两极端之间找到平衡点，这

平衡点，不是别的，乃是我们个体与社会能共同分

享的理性而已。

４．常用于复句之中

普通话中，“而已”的使用环境比较单纯，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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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用于比较简短的陈述或判断性单句，例如：
（３９）我认为她只是比较任性而已，有一点喜怒

无常。
（４０）然而，纵观姚安危房事件，从其发生、发展

直至问题的处理，所谓民众利益不过是当地官员的

一句口号而已。
而在台湾，“而已”却经常用于复句中，有时句

子较长，语义关系也比较复杂。前边我们从共现词

语的角度已经举过例子，类似的用例再如：
（４１）这个客厅很小，陈设也简单，只有一张桌

子，一台电视，两张单人沙发，还有一个小鞋柜而已。
（４２）我觉得很开心，能够陪着她做些好玩的事

情，虽然不过就是在一条人车拥挤的路上，被几千

只眼睛看着，一路背着一个小女生，这样走一段路

而已。
（４３）如果我有一点点表情上的不对劲，那只是

因为我真的，真的很在乎妳，不希望妳想太多，担心

太多而已。
（４４）我对补习班的班导师工作并不排斥，反正

不过就是点点名，发发讲义，擦擦黑板，骂骂学生这

样而已。
比较独特的，是含“而已”的分句经常用于否定

性的前一分句中，句子的否定义多由与之共现配对

词语的否定形式承载。例如：
（４５）这辆东台湾第一部行动沐浴服务车所提

供的不只是洗热水澡一项服务而已，而是兼具沐浴

清洁、泡澡、伤口护理等“三合一”服务。
（４６）大学 资 管 系 主 任 张 哲 维 教 授 在“２０１０年

国际人权日—赋税人权高峰会”会中表示，税灾不

仅是企业或艺人会碰到而已，连教育界也受震撼！

（４７）课堂上，不同于一般文科只进行文献数据

探讨而没有实作课程，老师不仅仅只是课程讲述而

已，还有实际的操作演练。
（４８）只不过，吕秀莲不会“妖鬼假小意（贪吃却

装客气）”拔 头 筹 宣 布 而 已，且 为 扳 回 全 民 调 的 劣

势，布局必须提前宣布。

５．两岸差异的简单归纳与总结

“而已”一词在海峡两岸使用的差异首先表现

在频率的不同，而造成这一不同的主要原因，有人

归结为受闽南话的影响①。以下，我们比照上文根

据各家释义总结的四点，逐一地来看两岸“而已”一
词使用上的差异。

第一点，与“罢了”是同义词，都是“往小里说”，
即是表示限止语气的。台湾用例的基本情况也是

如此，但是已有少量限止语气淡化，甚至于部分或

全部消失的用例，由此既造成两岸此词共时平面的

差异，并且随着这一用法在台湾的不断增多，还有

可能进一步扩大这种差异。
我们做出这样的预测当然是有根据的，大致有

以下四条：
其一，就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一 种 形 式

使用频率的高低与它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呈正相关：
只有在高频使用的情况下，它才有更大更多的“走

样”或“磨损”可能，反之可能性就很小。相对于普

通话而言，台湾的“而已”相当活跃，有较高的使用

频率，因此具有这种发展变化的条件。
其二，台湾“而已”多用于口语，而口语比书面

语更灵活，并且与后者处于不同的规范层次，属于

语言中比较“易变”的部分，这些同样也为它的发展

变化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其三，词义（包括概念义和语法义）发展多以引

申的方式实现，而最常见的引申模式就是通过缩小

内涵的方式使得外延扩大，“而已”限止意味的部分

消失，符合这一模式。
其四，这样的变化已经产生，也就是说，已经有

了一个基础，而以后进一步的发展只是在这一基础

上的不断扩展而已。
第二点，属于或基本属于书面用语。两 岸“而

已”的语体色彩差异相当明显：普通话中，它属于书

面语词，而在台湾，它是中性词，甚至在相当程度上

偏于口语词，多用于日常的口语交际。比如以下台

湾小说中的两句对话，我们很难想象，在大陆会有

人这样说普通话：
（４９）我仔细想了一下：“没有然后了，就只是这

样而已。”
（５０）没事，只是想告诉你，你们这家餐厅的东

西很好吃而已。
第三点，通常要与“不过、只”等其他词语共现。

很显然，这又是有较大差异的一点，据我们初步统

计，台湾用例中，不配对地单独使用情况约占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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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数的２０％左 右，特 别 是 在 书 面 语 色 彩 比 较 浓

厚的报纸中，这样的用例似乎更多一些。其实，如

果从历时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形式才是“而已”最初

的用法，如“夫 子 之 道，忠 恕 而 已 矣”（《论 语·里

仁》）。也就是说，普通话基本上只承继了“而已”后
来的用法，而台湾则同时还保留了原本的形式。

第四点，只用于陈述句中。按一般的句类四分

观（陈述、祈使、疑问、感叹），普通话的“而已”是四

分天下有其一，而台湾则是四分天下有其三：除了

主要用于陈述句外，还较多用于感叹句，偶尔用于

疑问句，因此，它的使用范围比普通话大出了许多。
把以上四点再简单归纳一下：海峡两岸“而已”

的核心意义和基本用法相同，但是使用频率有相当

明显的高低 之 别，由 此 又 使 得 台 湾 此 词 在 语 义 内

涵、语体色彩、搭配对象、使用范围等方面都有了新

的发展变化。

三、海峡两岸语言微观对比研究及相关问题

以上我们以海峡两岸“而已”一词为样本，进行

了相对细致的微观对比考察，目的一是作为相关研

究内容拓展和延伸的实践尝试，二是从中寻找和发

现以往其他方面研究不易或难以发现的某些知识

节点，三是从稍微宏观一点的层面对这样的研究进

行一些思考和总结，探寻建立一种新的研究模式的

可能性和必要性。
以下我们主要讨论三个问题。

１．两岸语言微观对比研究及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本文所说的微观研究，简单地说，就是 以 最 小

的语言使用单位———词为对象的研究。
词是语言中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表义单位，

是词汇与语法的交汇处，要对海峡两岸语言的差异

有真正全面的了解和认识，那些大的或比较大的方

面当然要首先重视并且深入研究（其实我们认为在

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因而仍有很大的开掘空间），
而对于像词这样的微观单位，同样也不能忽视，甚至

应当更加重视，具体理由可以由以下三个角度来看：
一是认识论的角度。人们常说“见微知著”，只

有见微才能知著，就海峡两岸语言对比研究来说，
二者所有的 差 异，归 根 结 底 都 是 由 微 观 语 言 单 位

（最主要的就是词）承载和表现的，因此，抓住了这

些微观的“点”，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抓住了问

题的关键。
二是研究的角度。两岸语言对比研究 的 主 要

目的是全面了解和掌握两地语言的差异，而差异既

包括一些较为宏观的方面，更包括那些具体的细微

之处。如果只在总体上或语言的某一个较大层面

进行大而化之式的研究，往往就很难深入到那些最

能反映一地语言特征的细微之处。笔者曾经对二

十多年来两岸语言对比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过梳

理（这一研究主要始于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台湾当局

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以后），发现存在的一个很大

不足就是不够深入，如果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就

是微观层面研究的缺失。所以，如果说以前的研究

基本是“抓大放小”的话，那么经过这么长时间，研

究 成 果 也 初 具 规 模 之 后，就 应 当 适 时 调 整 策 略，
“大”、“小”并抓，以“小”见“大”，甚至以“小”为主。

三是应用的角度。两岸语言对比研究 的 应 用

目的是实现无障碍的交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语言

认知和认同。如果着眼于应用，微观研究的作用就

更加突显了。比如工具书的编纂，到目前为止，已

有不少两岸词语对照的工具书面世，但是往往都存

在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包括近期出版的几部大

型工具书，也不例外，究其原因，仍然是与微观研究

积累不够或欠缺有关。
基于以上各点，我们认为，两岸语言微 观 对 比

应当作为今后一段时间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而它

也有理由成为相关研究一个新的增长点，并且对整

个研究将会起到一个巨大的拉动作用，促进其向全

面、均衡、细致、深入的方向发展。

２．两岸语言关系的第二种模式

从较为宏观的层面来看，海峡两岸的许多语言

现象都经历了一个由较明显的差异走向一定程度

的融合这样一个过程，其一般表现就是原来只见于

台湾一地的 某 些 词 汇、语 法 现 象 也 逐 渐 见 于 大 陆

（当然也有一些相反的情况，特别是近几年来），这

是两岸语言关系的第一种模式，即“差异－→融合”
模式。对此，我们曾经以“差异与融合”为题，进行

过较为全面的讨论①。但是，就以上考察和我们掌

握的其他材料来看，“而已”一词显然并没有经历这

样一个过程，因而它实际上就代表了两岸语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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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种类型，我们称之为“差异－→”模式，即只

有差异而没有融合。
我们说没有融合，大致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事

实：一是当今口语中说标准或比较标准普通话的时

候“而已”没有明显的增多，二是规范的书面文本中

此词的使用频率同样也没有明显的变化。
对于前一点，前边给出的当代小说使用频率即

可证明，另外我们还可以调动自己的言语经验和语

感来验证；关于后一点，我们曾对《人民日报》进行

过定 点 调 查，具 体 做 法 是 分 别 选 择１９５０、１９６０、

１９７０、１９８０、１９９０、２０００这六个年份的报纸，统计一

年中“而已”一 词 的 用 例 数，最 终 所 得 结 果 分 别 是

１、２１７、７６、１７６、１２４、１３４。
上边的数字显示，在大陆范围内，改革 开 放 以

来“而已”一词的使用频率还是比较稳定的，没有明

显的变化。只是到了２０１０年，这一数字才 略 有 增

加，达到了２２８次，这应该属于正常的波动，与“融

合”无关，把这个数字放在一年几千万字的报纸中，
它的频率依然是相当低的。我们认为，当今的语言

表达有一种“雅化”的取向（与之相对的还有另外一

种取向 即“俗 化”），即 趋 向 于 使 用 一 些 古 雅 的 形

式①，“而已”使用一 定 程 度 的 增 加，或 许 与 此 有 一

定的关系，比如以下的用例：
（５１）生活中的邓博弘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和

活跃———虽是深圳点石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的 总 经

理兼总导演，虽是中国动画行业有名的身价高脾气

牛，甚至还有“富二代”之嫌，不过一介率性机警的

书生而已。（《人民日报》２０１０．１２．２）
按，此例因为用了“一介”、“率性”等，而“古意”

较浓，以下一例也是如此：
（５２）他们的“怪”，只是未陈陈相因，一味仿古

而已。（同上２０１０．１１．２７）
那么到这里，我们就应该解释“而已”为什么是

这种模式而不是另一种模式的原因了。我们认为，
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两个。

第一，两岸语言表达习惯的差异。现代汉语表

示限止的语气助词除“而已”外，还有一个“罢了”，
此词在台湾的使用频率也远比大陆高，报纸与小说

用例与大陆数量之比分别是８∶２和２４∶１１。这

样，两岸之间就不仅是“而已”一个词的差异，而是

整个表限止 的 语 气 助 词 频 率 高 低、范 围 大 小 之 别

了。比如大陆报纸的一个例子：
（５３）记者调查发现，原来年审只不过是个幌子

而已，１２元的治安联防费才是实质。

按，此例去掉“而已”，句意丝毫不受影响，并且

实际上人们一般也不趋向于像这样用一个“而已”

来煞句，所以更为常见的形式是不用。但是，台湾

的情况就不同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在大陆通常不

会使用“而已”的例子。上举用例中有不少属于此

类，以下再举二例：
（５４）她吃东西时非常秀气，我几乎忘了牛排饭

的滋味，只注意到她嘴唇上那不脱色的唇彩，还有

她浓俏的睫毛而已。
（５５）猫咪昨晚才这样说过而已。

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顾百里的著作中有这样

一段话②：

Ｗｈｅｎ　Ｉ　ａｓｋｅｄ　ａ　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　ｆｒｉｅｎｄ　ｗｈｙ　ｈｅ
ｌｉｋｅｄ　ｔｏ　ｕｓｅéｒｙǐｓｏ　ｍｕｃｈ　ｉｎ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ｈｅ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ｔｈａ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ｉｔ“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ｗｏｕｌｄ
ｆｅｅｌ　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我 曾 经 问 一 位 台 湾 朋 友，为

什么他说国语时喜欢用那么多“而已”，他解释说，

如果没有它，一句话就觉得没说完。

由此可见，台湾“而已”的大量使用，除表达需

要外，还有强烈的习惯因素。

第二，两岸语言风格的差异。有香港学者撰文

指出，内地语言“自 解 放 后 多 从 俗 不 从 雅”③，而 学

界也一致认为，台湾“国语”有非常明显的“古旧色

彩”④，就是 口 语 中，通 常 也 比 大 陆 更 常 使 用 一 些

“文词儿”（这一点，很多台湾影视剧的人物对话就

表现得比较明显，而与台湾人有过接触的人往往也

会印象深刻），有文言“血统”的“而已”自然就属于

这一类。

当然，我们所说的第二种模式，是就考 察 对 象

当前的表现而言的，随着两岸交往的进一步密切，

语言的融合程度也会不断提高，这样，就一些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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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现象而言，第二种模式也就不排除向第一种

模式靠拢以至于转化为第一种模式的可能。
这样的转变应当首先在微观层面发生，而我们

所作的微观对比研究，正可以实时地关注并记录这

一演变过程。

３．关于言语社区特征词

在当代社会语言学中，言语社区理论以及相关

的研究是一个热点，现在人们趋向于把两岸四地的

现代汉语乃至于整个“全球华语”都纳入言语社区

的框架下，把 它 们 都 看 作 不 同 的 言 语 社 区 变 体①，
由此必然带 来 认 识 角 度、研 究 内 容 等 的 更 新 与 拓

展，同时也有助于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②。
在方言研究中，有人提出了常用词、核 心 词 与

特征词三分的概念，其中常用词反映词汇系统的基

本面貌，核心词是基本词汇中最稳固的部分，反映

方言的共性，并可与其他方言甚至语言比较，而特

征词最具方言特征，反映方言的个性③。
我们认为，上述三分的观点也可以用之于社区

语言，从而建构起不同言语社区的词汇分类体系。
在台湾言语社区中，“而已”应当属于最具特征、反

映个性的特征词，它一方面有相当的稳定性，另一

方面也不易被其他言语社区完全吸收。

在微观对比研究的视野和框架下，建立社区语

言特征词的概念，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是不无益处

的：
第一，有助于寻找和确定研究对象，即 抓 住 一

个最能反映某一社区语言基本特征的词，就获得了

一个很好的微观研究对象，进而对它进行全面、深

入、细致的考察和分析，得出一些新的认识；
第二，由特征词这一微观的角度切入，实 际 上

就找到了一个观察该言语社区语言面貌及其使用

状况的最佳窗口，这自然有助于从最基本的层面了

解和认识社区语言的最基本特征；
第三，有助于不同言语社区之间横向的共时与

历时对比研究。
其实，我们还不妨在社区语言特征词的基础上

再向前推进一步：能够反映和代表某一言语社区语

言特征和个性的现象，不止是词，还应该涵盖语言

的各个要素及其单位，以及语言使用的各个层面。
比如，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些特征语素，是不是

可以找到一些特征语法现象？答案应当是肯定的。
所以，我们还可以而且应当提出“言语社区特征语

言现象”的概念，这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问题，我们

拟另外撰文讨论。
（责任编辑　宋媛　责任校对　宋媛　胡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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