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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港澳地区“搞”的使用情况及其与内地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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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虚义动词“搞”的使用情况在两岸四地有很大不同，就台湾的情况来说，在使用频率、用法以及感情色彩方面都

与大陆呈相当明显的对立分布，而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则是对此词的负面认识和评价; 香港“搞”字句常以“港式中

文”面目出现，并且多用于俗白表达; 澳门“搞”字用得不多，但与内地的一致性最高。两岸四地“搞”的使用除上述差异外，

还有一定程度的融合趋势，主要表现是大陆与三地之间的互相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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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中，虚义动词( 也有的叫“泛义动词”、
“形式动词”等) “搞”作为一个比较典型的“万能

动词”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使用频率，而“搞”字句

实际上也已经成为非常具有“内地特色”的言语表

达形式之一。相对而言，此词在台湾以及港澳地区

却有不同的表现: 台湾很少使用且基本只用于贬

义; 在港澳地区，一方面因为受粤语的影响而呈现

出另外的面貌( 主要是香港) ，另一方面港澳先后

回归后，又受内地的影响而提高了使用频率，表现

出与内地明显趋同的一面。
对于两岸四地不同言语社区的语言对比研究

而言，“搞”字的使用情况正可以作为一个窗口，由

此来观察四地之间语言的差异及其造成原因，以及

在差异基础上某种程度的融合。

一、台湾地区“搞”的使用情况

我们对当今台港澳地区的“国语”有这样一个

基本认识: 以早期现代汉语为“底本”，即整体上基

本保留 20 世纪 20—40 年代“国语”的基本词语、
语法格局和风格特点，并由此而与已有很大变化的

内地普通话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和差异。［1］

就“搞”的使用情况来说，大致就是如此。
现在一般认为，“搞”字来自西南官话，在早期

现代汉 语 中 还 很 少 使 用，建 国 以 后 才 开 始“普

及”。［2］306 － 307
有人对此有以下的描述:“上至中央文

件，党报社论，领袖著作，下至街头书报，影剧曲艺，

不管是书面还是口头，无所不用，普遍至极。以至

于五十年代中期，语言学界曾一度发出了‘限制搞

的使用’的惊呼! 但是，五十年代以后，‘搞’的使

用频率和使用范围不但没有缩小，受到限制，反而

以雷霆万钧之势迅猛发展。”［3］
与 20 世纪七八十

年代的“鼎盛”时期相比，现在“搞”的使用量已经

有明显下降，但是即使如此，它还是比较常用，所以

直到前不久还有人说，此词“用法非常广泛，使用

频率相当高”［4］。
但是，这一状况只在大陆的范围内发生，而在

台湾，“搞”的使用情况基本维持早期“国语”的旧

貌，由 此 自 然 就 与 大 陆 普 通 话 形 成 了 明 显 的 差

异。①

总体而言，台湾地区“搞”字使用情况有以下

三个明显的特点:

1． 使用频率低

这是一个最直观、最容易感觉到的差异，前边

已经简略提及，下边我们再通过统计数据来作进一

步的说明。
我们曾对两岸四地 2011 年 1—7 月份各约 100

万字的报纸语料进行统计 ( 本文所举各地用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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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出自上述语料，为了节省篇幅，我们一律不标出

处) ，所得各地“搞”字的用例数及频率如表 1 所

示:

表 1 两岸四地“搞”字使用情况统计表

大 陆 台 湾 香 港 澳 门

用例数 频率＊ 用例数 频 率 用例数 频 率 用例数 频 率

110 1． 02 31 0． 29 87 0． 79 48 0． 47

＊这里的频率指每万字的使用数

上表显示，海峡两岸“搞”字的使用频 率 是

3． 5∶ 1，这虽然已经不是差异的最高点( 详后) ，但是

差别依然很大。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有多个，使用

范围不广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 它主要用于口语

和文学作品的人物对话中) ，而其他几个原因下边

我们将分别谈到。
2． 主要用作替动词

“搞”主要有替动词和虚化动词两种用法
［4］，

前者指它可以替代其他许多动词( 即有与英语“万

能动词”do 类似的功能) ，而后者则与一般所说的

“形式动词”( 如“进行、加以”等) 相当。以下两种

用法各举一例:

( 1) 咱都别忘了理智，眼下不是流行淡定嘛，

咱先搞清楚了再行动不迟。
( 2) 回过头来看，在将军山上搞开发是一个错

误。
作为形式动词，“搞”所带的宾语可以比较简

单，也可以比较复杂，前者如例( 2 ) ，后者如以下二

例:

( 3) 作为民盟盟员，我坚决拥护这个制度，不

搞多党轮流执政。
( 4) 我国也有人也提出要搞铸造空心涡轮叶

片，但很多人认为这种技术受到美国严格封锁，中

国想要做出来是异想天开，不可能完成。
按，以上两例中“搞”的宾语分别是主谓和动

宾词组。
台湾“搞”字主要是替动词的用法，在 31 个用

例中，有 29 个都是如此，就具体的形式来说，基本

与大陆无别，即与“搞”经常共现的成分，一是补

语，包括简单的补语 ( 如“搞错 /不懂 /不清楚”) 和

带“得”引出的补语 ( 如“搞得生不如死 /焦头 烂

额”) ，二是名词性宾语( 如“搞伊斯兰债券”) 。此

外，还有已经或基本词化的“搞笑、搞怪、搞事”等。
例如:

( 5) 马政府现在大动作搞奢侈税，要政策打房

价。

( 6) 搞了十三年多了还要搞多久?

( 7) 而所有这一切均非个案，而是成千上万的

普遍暴行; 绝非下属胡搞，而是由上而下的系统性

战争罪行。
3． 多含贬义

这是大陆与台湾“搞”字最根本的差异。
大陆的“搞”字在感情色彩方面基本是“无色

透明”的，所以能与各种情感倾向的词语搭配使用，

甚至与积极义词语的搭配还更多一些，据有人统

计，它与积极涵义搭配词共现的比例是 44%，与中

性涵义搭配词搭配的比例是 23%，而与消极涵义

搭配词共现的比例则是 33%。［4］
我们曾对 2009 年

《人民日报》全部 2102 个用例进行调查，其中以

“搞好”形式使用的就有 712 个，占总数的近 34%，

而这一组合形式无疑都有［+ 积极、期望］的语义

特征。
在台湾“国语”中，“搞”却主要与带消极义的

词语搭配，或者是在具体的语境中表现出这样的意

义，因而总体上具有［－ 积极、期望］的语义特征。
在 31 个用例中，有 28 个都是如此，占总数的 90%
多。

我们曾以台湾作家席绢的小说《富家女》为例

进行过分析: 全书计 8 万字，共有 18 个“搞”的用

例，即“搞不好( 5 例) 、搞什么鬼( 2 例) 、搞错、搞什

么呀( 2 例) 、搞这种把戏、搞办公室恋情、搞不清

楚、搞不懂、没什么搞头、搞明白、搞什么外遇、搞

怪”。18 例中唯一不含贬义的是“搞明白”，带有较

强的习语性。［5］119

有的用例单从本句看不出明显的贬义，或者根

本不含贬义，但是在更大的语境中，这样的意思就

显露出来了，例如:

( 8) 她 痛 心 指 出: “台 湾 全 靠 卖 地 换 钱 搞 发

展!”
( 9) 我不是不能念博士班，但我绝对不适合走

太“学术研究”的路，吊书袋、扯理论、搞思辨都不

是我的兴趣跟能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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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例( 8) 前有“痛心”，则“发展”显然不是理

想期盼中的目标; 例 ( 9 ) 因为前有“吊书袋、扯理

论”，也连带着使“搞思辨”具有了趋贬的含义或色

彩。
以上三点差异，都直接指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原因，这就是总体上对于“搞”趋于负面的态度和

评价。
以下两位台湾学者对大陆“搞”字使用的批评

应该是有代表性的:

大陆即使知识分子说话也动不动就“搞”什

么，听起来颇为粗野。［6］

如“抓”、“搞”这两个语意粗鄙的动词，使用范

围相当广泛，从抽象的权柄，劳动，到具体实物，都

可一贯使用。如“抓生产”、“搞研究”，我们看到流

行新词在破坏传统语言甚至社会结构。［7］

按，对于“粗野”或“语义粗鄙”的词，人们当然

会比较严格地限定它的使用范围，并且通常也不太

趋向于把它用于“好”的方面。

二、港澳地区“搞”的使用情况

香港与澳门同处粤语区，两地的语言关系最为

密切，这一点在“搞”的使用上也表现出来了，即大

同而小异。本小节我们主要讨论香港的使用情况，

附带谈及澳门与香港的小异。
香港“搞”字句与内地的一致性远大于台湾，

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不像台湾那样几

乎都有明显的贬义色彩( 香港 87 个用例中，不含贬

义的有 39 个，约占总数的 44． 8% ) ; 其二，数量上

也与内地比较接近。香港“搞”字句有以下两个明

显的特点。
1．“港式中文”特色明显

在香港的书面语言中，最具香港地区特色的部

分被称为“港式中文”，大致是指以粤方言为基本

框架，加上若干惯用的书面语字句及英语单词混杂

而成的一种书面语形式。［8］
香港粤语中本有“搞”

字，主要义项是含贬义的“弄”，构成的词语如“搞

屎棍、搞大、搞搞震、搞笑、搞唔定、搞乜鬼”等 ( 均

见郑定欧《香港粤语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另田小琳《香港社区词词典》( 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 收“搞事”一词，释义为“闹事”。
而许多“搞”字句就以港式中文的面目呈现，

例如:

( 10) 案发日他接到一名自称“细威”的男子电

话，对方要求他介绍女友予他认识，“否则搵人搞

你”，男生担心遭“细威”报复，于是将前女友，即事

主的电话告知对方。
( 11) 悭番教材嘅钱，分分钟唔够冚课本嘅加

幅，因减得加，真系盏搞。
( 12) 为同学和家长做番件实事，总好过乱咁派

钱搞到天怒人怨喇。
在全部 87 个用例中，这样的用例有 25 个，占

总数的近 29%。
例( 12) 中“搞到”带结果补语的形式也是港式

中文的特色之一。“到”是粤语中经常使用的附于

动词后边引出结果补语的介词。我们所见“搞到 +
结果补语”形式共有 10 例，而大陆虽有 2 例，但却

都是作为趋向动词( 分别为“搞到投资”和“搞到国

外去”) 的，所以这也是由于受粤语影响而造成的

两地差异。
2．“俗白”使用的例子较多

其实上一类即港式中文“搞”字句基本也都属

于此类，而此处我们主要指的是“搞错、搞什么、搞
掂、搞不掂、恶搞、搞笑、搞事、搞臭”之类的组合形

式的较多使用，表现出相当明显的俚俗色彩。它们

有的与方言有关，有的无关，在 87 个用例中有 11
例，约占总数的 12． 6%。例如:

( 13) 开场出字幕时是六分钟的卡通片头，粉红

傻豹首次登场与乌龙帮办大斗法，恶搞一番，令观

众看得开怀大笑。
( 14) 伊健唱到中段时已经不舍得，最搞笑是他

答谢女舞蹈员时，笑指她的事业线很低。
( 15) 虽然成药不是内地人来港采购的主要物

品，但是假药会成为一锅粥里的一颗老鼠屎，搞臭

本港这个“购物天堂”品牌，打击旅客在港购物的

信心。
虽然与香港同处粤语区，但是澳门报刊中却很

少出现类似港式中文那样的形式，所以也就极少见

到如上那样的港式中文“搞”字句，而这也是澳门

“搞”字用量少于香港的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之

外，澳门那些比较“俗白”的用例也少于香港，这是

“搞”总体数量少于香港的另一个原因。

三、两岸四地“搞”字使用的趋同倾向

语言是非常复杂的，而语言的使用者以及使用

场合也是非常复杂的，这些复杂因素综合在一起，

往往就使得某些语言现象的发展呈现多极化而不

是单极化的路向和表现。就“搞”的使用及其发展

情况而言，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并且在大陆与台

·28·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第 27 卷



港澳地区都有所表现，其总体的倾向就是趋同。
1． 大陆地区的表现

两岸四地“搞”字使用趋同现象在大陆地区的

表现有二，一是数量下降，二是引进台港澳地区使

用的形式。
关于前一方面，我们曾经针对“搞”在现代汉

语后三个阶段 ( 1949—1966，1966—1976，1978 ) 中

的使用情况作过调查，结果显示，第二阶段的使用

频率为 4． 015，第三阶段为 7． 173，而第四个阶段则

降到 1． 322。［2］306
前边我们说两岸 3． 5 ∶ 1 并不是频

率差异的最高点，因为这只是第四阶段低谷期，而

不是最高点即第三阶段的数量对比。
大陆地区“搞”字使用量在改革开放后的第四

阶段开始明显下降，这当然不会是没有原因的。这

个阶段正是台港澳地区语言对大陆产生巨大影响

和冲击的时期，大陆吸收和引进了大量台港澳地区

的新词语和表达方式等，并且由此而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台港澳地区“搞”用得少，与之同义、同功能

的“做”却用得很多，而在本阶段，大陆地区“搞”与

“做”的使用情况发生了明显的此消彼长变化，我

们认为，这正是上述影响的表现之一。［2］311

第二方面的表现，是有几个产生并流行于台港

澳地区的由“搞”参与构成的词语，即“搞笑、搞定 /
掂、恶搞”，先后引进大陆，并且具有相当高的使用

频率，现在早已成为四地的共用词语。比如以下几

个《人民日报》的用例:

( 16) 主持人和嘉宾也没有空话、套话和刻意的

搞笑，同时关注不同层面观众的不同情感需求。
( 17) “企业站”中，各种网上办事流程简洁清

晰，点击三五次就把过去好几天才能办完的事情全

部搞掂。
( 18) 经典之作频遭恶搞，是表达幽默还是展示

恶俗?

2． 台港澳地区的表现

先说台湾的表现。
台湾“搞”使用情况的发展变化，主要就是出

现了与大陆完全相同的、不含贬义的、用于比较典

型的书面语的少量用例。如前所说，这样的用例共

有 3 个，以下全部列出:

( 19) 只要有心，人人都能搞革命。
( 20) 可我真的怕了，也认清了自己真的不是纯

读书、搞理论的那种料。
( 21) 要研究你的价值在哪里，强项在哪里，所

以要有策略定位，搞清楚策略是什么就不会“乱枪

打鸟”。
按，以上三例中的“搞革命”、“搞理论”和“搞

清楚”都一度或一直是大陆比较常见的形式，现在

也在台湾的报纸中出现了，并且基本也不含消极或

贬斥的意味。这应该是台湾向大陆靠拢的一个表

现。
再说港澳地区的表现。
两地的“搞”字句用例，有一半以上与内地完

全相同，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直接引用内地用例。香港回归后，与内地

的联系自然比过去也比台湾密切得多，媒体中关于

内地的 报 道 越 来 越 多，由 此 就 使 用 相 当 数 量 的

“搞”字句直接进入香港媒体，像以下的用例就并

非个别现象:

( 2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今天在人

代会上作常委会工作报告时重申，从中国国情出

发，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

化。
二是在引用基础上的移用或仿用。比如大陆

“搞好 + 宾”的用例有 32 个，台湾一例没有，而香港

却有 5 例，大致就属于这种情况，此外再如以下一

例:

( 23) 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上任之初，便尝试建

立一个关爱社会，强调政府要有长远眼光，施政要

有长期规划; 他在最初几份施政报告内提出要搞创

新产业; 在房屋政策上，董先生强化八万五建屋目

标，提出七成港人置业的“远景”; 此外，香港要大

搞植树绿化、要解决隔代贫穷; 可是在他第二届任

期内，上述种种施政未为香港人受落。
澳门直接引进内地以及在此基础上仿用的情

况更为普遍，这不仅使它与香港形成高度的一致，

同时也显示出与内地有更高的相似度，例如:

( 24) 王光亚要求澳门全社会要树立强烈的机

遇和忧患意识，形成搞建设、谋发展的共识。
( 25) 日本经济财政大臣与谢野馨十四日说:

“日本将不会与中国竞争 GDP 排名，我们搞经济不

是为了争排名，而是为了使日本国民过上幸福的生

活。”
( 26) 从这次会晤看，治安警察局高层是有诚意

与媒体搞好关系的。
我们相信，随着两岸四地交往的日益密 切，

“搞”字使用中上述相互靠拢的趋势还会进一步明

显和增强。 ( 下转第 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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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夏五月，芳梫堂刊行于嘉庆八年( 1803 年) ，则

从时间看，《新附考》早于《拈字》两年刊行。合而

论之，在《拈字》前王玉树可能已见过钮书。若此，

王氏在《校附篇》曾在多处直录钮氏《新附考》而不

加说明，则其价值是要打折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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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Jiao Fu Pian of Shuo Wen Nian 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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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Weinan Normal University，Weinan 714000，China)

Abstract: Shuo Wen Nian Zi written by Wang yu-shu who was the native of Ankang County in Shaanxi in the Qing Dynasty is
a philological work． As a part of it，Jiao Fu Pian is to make textual criticism on the new added characters in Shuo Wen Jie Zi．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of Jiao Fu Pian，the paper points out Jiao Fu Pian has been the reference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new added charactersin Shuo Wen Jie Zi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advances that the author has piratic
ten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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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Usage of Gao in the Regions of Taiwan，Hong Kong and
Macao and the Differences with the Ma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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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usages of delexical verb“gao( 搞) ”are very different in the Cross-Strait，Hong Kong and Macao． In Taiwan，

the frequency，usage and emotional attitude of“gao”are quite opposite to their situations in mainland．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is is the negative percep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is word． In Hong Kong，the GAO sentence often appears in the form of“Hong
Kong style Chinese”in an understandable and straightforward way． In Macao，the word“gao”is not so popular，but it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mainland． Besides the differences above，however，there is a trend of integration to some degree，that is，the us-
ages of“gao”in mainland are closing to the Cross-Strait，Hong Kong and Macao．

Key words: the Cross-Strait; Hong Kong and Macao; delexical verb; gao( 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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