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岸三地“做”与“作”使用情况对比考察

刁 晏 斌

　　提要：　泛义动词“做”与“作”在两岸三地都比较常用，但是虚实分布及具体的组合

形式却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最主要的表现是大陆与港台之间差异比较明显。大陆与台

湾之间虽然“做”与“作”虚实分布的一致性最高，但是实际上的差异却最大；台湾与香港

表面上虽然在使用数量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异，但是二者之间实际的不同要小得多，即有

更高的一致性。

关键词：　两岸三地 做 作

一　引言

“做”与“作”是现代汉语中比较常用的动词，它们都是多义词。本文分别取“做”的

“从事某种工作或活动”义和“作”的“从事某种活动”义（均见《现代汉语词典》），其他如

“制造、写作、举行庆祝或纪念活动、充当／担任、当做、结成、假 装 出”（做）和“起、写 作、

装、当成／作为、发作”（作）义均不取；另外，那些作为词语构成成分的“做／作”（如“做秀／

骚、敢做敢为、做爱、做工、作保、作别、作奸犯科”）也排除在考察范围之外。

这种“从事”义的“做”和“作”有些类似于英语的“万能动词”ｄｏ，国内不少学者称之

为“泛义动词”〔１〕，也有人称之为“虚义动词”〔２〕。

我们曾经把这类动词所带的宾语分为三类〔３〕：

第一类是动词性宾语，即单个动词或状中结构直接做宾语，此 时 如 果 去 掉“做”或

“作”意思不变，句子基本还能成立（有时需要做一些微调）；

第二类是名词性宾语，即名词或名词性词组以及相当于名词的代词直接做宾语，此

时如果去掉“做”或“作”，意思改变，句子也根本不能成立；

〔１〕

〔２〕

〔３〕

刘瑞明《谈泛义动词的释义———兼评〈汉 语 大 词 典〉“作”字 释 义》，《辞 书 研 究》１９９１年 第３
期，第２５页。

袁杰、夏允贻《虚义动词纵横谈》，《语言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２期，第３１页。

刁晏斌《现代汉语虚义动词研究》，第６０页，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第三类是动词带修饰语构成的宾语，它的中心语是动词性的，而整个结构却是名词

性或者是难以定性的，此时如果去掉“做”或“作”，意思基本保留，或者是仍有明显关联，

但句子一般难以成立。此类宾语大致介于第一类与第二类之间，所以我们称之为“中间

性宾语”。

以下就“做”各举一例：

　　［１］以前毕业时学生要到企业和运营单位实习，而现在很多学工科的学生，只在

计算机上做实习，根本没到企业去，因此不了解企业的情况，也很难有创新的思维。

［２］市公园管理中心表示，开春后将联合文物部门对历史名园围墙做进一步勘察。

［３］要这么看，不是党的领导，哪能为人民做这么多事？

［４］让人民群众知道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

［５］从今年开始，在全国农村实行住院分娩补助政策，定期为孕产妇做产前检

查和产后访视，为３岁以下婴幼儿做生长发育检查。

如果反过来说，由这三类不同的宾语，也可以从意义上把“做”与“作”分为两类：带

动词性和中间性宾语的，基本属于虚义泛义动词（失去动作义，主要部分与一般所说的

“形式动词”相当）；带名词性宾语的则属于实义泛义动词（即仍然保有宽泛的动作义）。

前者可以记为［＋虚义］，后者记为［＋实义］。

此外，“做”有很多不带宾语的用例，而“作”类似的情况也偶有所见，此时它们也呈

［＋实义］的语义特征。例如以下一句话中的两个“做”：

　　［６］无法描述她短暂生命走过后的感受，我们能做的都做了，能想的都想了。

在下边的考察和讨论中，我们将用到这样的分类。

关于“做”与“作”及其使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二者的区别。对此关注的

人不少，研究成果也有一些，但是客观地说，多数结论往往不具有彻底的普遍性，因此还

不足以使人们对此有全面的了解和掌握，至于用于指导具体的语用实践，更是还有不少

困难。上述情况只是就大陆一地说的，如果再把两岸三地的使用情况都考虑进去，那就

更加复杂了。本文不纠缠于此，只就我们语料范围内各类用例所显示的二者使用情况

及其异同来进行讨论和说明。

在两岸三地各１００余万字的报纸语料中，“作／做”的使用是不平衡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一

项　目
做 作 合　计

用例数 频率＊ 用例数 频率 用例数 频率

大　陆 ３５８　 ３．３１　 ７１　 ０．６６　 ４２９　 ３．９７
台　湾 ３１３　 ２．９５　 ６５　 ０．６１　 ３７８　 ３．５７
香　港 ２８０　 ２．５７　 ２４１　 ２．２１　 ５２１　 ４．７８

　　＊ 频率指每万字的用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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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由上述数量对比入手，考察和描写“做”与“作”在两岸三地的使用情况，分析

说明它们的异同，并试图对其中的某些原因进行解释。

我们所用语料主要取自两岸三地２０１１年１—７月份的报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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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节

省篇幅，所有例句在不致混淆其所属地区的前提下，不再做其他具体标示。

二　大陆使用情况考察

如前所述，关于“做”与“作”的使用情况及二者的差异，已有一些研究，有人主要从

使用 规 范 的 角 度 归 纳 为 以 下 三 点：一 是 有 文／白 之 异，即 书 面 色 彩 强 的 说 法 和 场 合 用

“作”，口语色彩强的用“做”；二是从宾语的意义出发，有抽象／具体之别，即抽象的动作

用“作”，具体的动作用“做”；三是看句法分布，即“作”主要是做构词语素，用于词或较固

定的格式中，而“做”则主要作为单音节动词使用〔４〕。还有人考察了收于《现代汉语词

典》中所有含“作”与“做”的合成词，结果发现“作”与非名词的结合几乎占一半，而“做”

基本与名词搭配〔５〕。

在以上简单知识的背景下，我们来看“做”与“作”在当代报纸上的自然分布及使用

状况。

大陆地区“做”与“作”的具体使用情况见下表：

表二

类　　　型
做 作

用例数 百分比 用例数 百分比

实义

带名词性宾语 １２８　 ３５．７５　 ０　 ０
不带宾语 １３８　 ３８．５５　 ５　 ７．０４
合　　计 ２６６　 ７４．３０　 ５　 ７．０４

虚义

带动词性宾语 ３６　 １０．０６　 ３１　 ４３．６６
带中间性宾语 ５６　 １５．６４　 ３５　 ４９．３０

合　　计 ９２　 ２５．７０　 ６６　 ９２．９６

　　上表显示，大陆 地 区“做”与“作”的 虚 实 情 况 是 颠 倒 过 来 的：前 者 的 实、虚 之 比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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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３０：２５．７０，而后者则是７．０４：９２．９６，这实际上就是说，二者已经形成了基本互补的

分布。

以下我们分别对这两个词进行具体的考察。

１．做

作为［＋实义］的“做”，不带宾语的用法主要有三种类型，分别是直接做谓语、定语

和构成“的”字结构。以下各举一例：

　　［１］这些事，没有人要求邰忠利去做。

［２］中国政府代表团所做的大量工作是有目共睹的。

［３］刘冰要做的就是依据考分从这张表上选择。

另外，一些有相当 凝 固 性 的 组 合 形 式 用 得 相 对 较 多，如“做 大”（８例）、“做 强”（７

例）、“做活”（３例）等。

名词性宾语中，有一些词语比较集中地使 用，其 中 出 现 次 数 最 多 的 依 次 是“事／事

情”（２５例）、“工作”（１９例）、“手术”（１８例）、“生意”（１１例）、“什么”（５例），它们在１２８

个用例中占了６０．９４％。

就“做”与名词宾语之间的语义关系来说，有一些用例超出了传统用法的范围，即宾

语不表示或主要不表示“做”的对象，例如：

　　［４］中国民营经济无法再做低端的行业，而必须走向高端。

［５］地处海西内陆的江西、湖南等省，依托福建，纷纷开始大做“无水港”、“飞地

港”战略。

［６］其实，如果公民信息库真能治腐，没病的老百姓跟着有病的贪官们一起吃

药也没什么，反正不做亏心事，不做违法钱，公开信息就公开信息了。

［７］用整个心做教育。

按，例［６］的“不做亏心事”是传统用法，而“不做违法钱”显然与之不同。这里的宾

语大致表示“做”的范围或领域等。

［＋虚义］的“做”所带的动词性宾语中，除了少数有相当凝固性的传统组合形式（如

“做实验、做准备、做抵押、做检查”）外，其他的通常要依靠别的成分才能与“做”组合，主

要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前加副词或后附动态助词、趋向动词以及“个”等构成一个四字格，这种情况

最多，如“不做变动、做了规定、做了调整、做了剖析、做了投资、做了改进、做了规划、做

着装饰、做上标注、做个预测”等。

另一种是依赖上下文，如：

　　［８］临时工顶包公职人员当义工，同样反映出一些地方做决策、定政策时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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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９］服役３年，他始终坚持定期为部队附近的五保老人陈婆婆挑水、洗衣服、做

扫除。

我们认为，两例中的“做决策”和“做扫除”主要是为了与“定政策”和“洗衣服”取得

结构上的一致而采取的形式。

不依赖其他条件而直接组合的只有少数几个，前已举过“做实习”的例子，其他的用

例再如：

　　［１０］现有的教师将分成三类管理，第一类是做科研的，第二类是做教学的，第

三类就是两者兼具的。

［１１］村里人请来了规划设计院等多家单位的专家给家园做规划。

［１２］在搬运救灾物资时，战友知道他腰疼，想让他帮助政府工作人员做清算。

能做动词性宾语的那些动词大致都可以作为中间性宾语的中心语，比如以下一例：

　　［１３］昨天中午，吴女士带着脚部受伤的女儿去医院做检查，本应做Ｘ光检查，

却误入ＣＴ室，而大夫也未核实申请单，就给女孩做了头部ＣＴ。

此外，有些中间性宾语在这一基础上还有所拓展，即有些动词只有加上修饰限定语

后才能与“做”组合，比如“酒精呼吸测试、相应的调整、进一步沟通、浅层次的改编、统一

要求”等，都不见有中心语单独与“做”组合的用例。

２．作

大陆“作”的数量不多，使用情况也比“做”简单。

［＋实义］用法中，没有带名词性宾语的用例，而所有不带宾语 的５个 用 例 都 是 做

定语的，并且只有“所作的”一种形式，所修 饰 的 都 是 表 示 指 称 的 动 词 或 中 间 性 词 组，

例如：

　　［１４］阮梅所作的调查表明，青少年谈及压力、紧张的来源，首先提到的是家庭

父母，其次是学校教育。

［＋虚义］用法中，主要是一些比较固定的搭配，比如宾语或宾语中心语为“报告”的

共２１例，“规定”１１例，“发言”７例，“讲话”４例，四者合占总数的６０％强；而就“作”本身

来看，则有２６例取“作了”的形式，占３６％强。除了上述动词性和中间性宾语外，其他

不止一次出现的还有“汇报、说明、概括、总结、分析、贡献、研究”等，都是比较“传统”的

形式。

从形式上看，“作”通常不与动词直接组合，所以多采取中间性宾语形式，或者是带

其他成分构成四字格，后者的用例有“作了汇报、作了发言、作了规定、作了说明、作了回

答、作了分析、作了保障、作出规定、未作宣判、未 作 回 应、未 作 批 复、稍 作 休 息、稍 作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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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多作贡献”。可以单独与“作”组合的只有“作报告、作贡献、作宣讲、作斗争”等四个。

三　香港使用情况考察

香港地区“做”与“作”的词义虚实和功能分布与大陆相当一致，但是使用情况则有

一定的差异，先看下表：

表三

类　　　型
做 作

用例数 百分比 用例数 百分比

实义

带名词性宾语 ７３　 ２６．０７　 ７　 ２．９０
不带宾语 １４３　 ５１．０７　 ８　 ３．３２
合　　计 ２１６　 ７７．１４　 １５　 ６．２２

虚义

带动词性宾语 ２９　 １０．３６　 １０９　 ４５．２３
带中间性宾语 ３５　 １２．５０　 １１７　 ４８．５５

合　　计 ６４　 ２２．８６　 ２２６　 ９３．７８

　　１．做

在香港书面语中，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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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谓“港式中文”〔６〕，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单以粤方言 为基本框架的“粤

式中文”（或者干脆就是粤方言的书面形式“粤文”），有为数不少的“做”字句就是以这一面

目出现的，而“作”字句中却没有这样的用例，因此这是香港“做”字句的一大特色。例如：

　　［１］谈到港人抢购食盐，对此表现慨叹的她就认为连日本都未有咁做：“都系国

民教育问题啦，习惯性咗系咁做！”

［２］他心痛说：“我咁想内地小朋友有书读，如果系佢哋喺网上做啲咁嘅事，我

会几伤心！”

［＋虚义］的用例中，动词性宾语比例与大陆基本持平，但是动词直接做宾语的限制

要少一些，另外有些组合似乎与“作”有分工，比如以下二例：

　　［３］冯小刚年初曾到日本做宣传，与神户市长矢田立郎会面。

［４］他爱做运动，亦爱好养狗，经常抱宠物狗出入。

按，“做宣传”共出现６次，“做运动”４次，但我们没有见到“作宣传、作运动”的用例。

中间性宾语的比例略高于大陆，通常的情况也是有一些不能直接做宾语的动词，采

取加修饰语的“变通”形式实现了这一功能，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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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国家需要发展，香港需要发展，亦会做一些平衡，做一些妥善的处理。

按，我们没有看到单独使用的“做平衡、做处理”用例。

［＋实义］用法中的名词性宾语比例低于大陆，主要是因为一些固定组合形式相对

少一些，比如大陆“工作”直接或带修饰语后做宾语的有１９例，“手术”１８例，而香港则

分别只有６例和１例。香港“做”的名词性宾语也以“事”类词语为最多，共２０例，数量

也略少于大陆。其他如“生意、买卖、工夫”等虽也多次出现，但数量都不及大陆。

比较有特点且多于大陆的是兼有对象、范围等义的名词性宾语，如“本地市场、个人

人民币业务、散工、公务、电影、这出剧、杂志、表 演 教 职、贪 污 行 贿 行 为、快 餐 店 和 茶 餐

厅、首期”，显示其选择范围比其他地区更广一些。另有“功课”一词，出现４次，用的都

是抽象义，例如：

　　［６］他直言“担心都无用”，只恨政府官员“唔识做”，到立法会闯关前无做足功

课，没有确定有足够立法会议员投票支持议案。

香港不带宾语的“做”比大陆多，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做”直接做谓语的用例更多，

例如：

　　［７］只要经济好、生活得到改善，人人有工做，社会就乱不到哪里。

［８］青年节由３月７日至１１日举行，鼓励学生敢想、敢做、敢于挑战未来。

按，“做工”及“有工做”在大陆均很少用，而大陆与“敢想、敢做”相当的形式 是“敢

想、敢干”。另外，“粤式中文”中“做”用作谓语或其中心词的占多数，如例［６］的“唔识

做”（义为“不识趣”，反义形式为“识做”）就是常用形式。

二是“做”带各类补语的用例比较多，例如：

　　［９］港铁列车运作近年屡次出现失误，经常延误乘客行程，更不时造成大混乱，

向市民提供的服务根本做不足。

［１０］厉行向地方一把手问责，并重罚阳 奉 阴 违 官 员，才 有 望 地 方 不 但 说 得 漂

亮，还会做得达标。

仅“做得……”就有２１例，“做不……”１１例，其中主要是“做不到”（８例）。

２．作

“作”字在香港的使用频率最高，用法也相对复杂，在组合形式以及表义上都有自己

的特点。

与大陆一样，香港“作”也主要是［＋虚义］用法，所带动词性宾语和中间性宾语数量

接近，这些宾语大致呈四“多”特点：

一是带四字格多。主要是以动词为中心的偏正结构，约占用例总数的３０％。我们

所见不重复的用例就有以下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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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参考、深入测试、任何评论、长远考虑、通盘考虑、深入讨论、言教身教、

抛砖引玉、正面响应、专题汇报、上述表示、工作简报、适度调整、任何修改、

长远投资、任何开支、清楚交代、冷藏处理、防腐处理、后续处理、不实报道、

具体分工、高空监视、一些建议、广泛咨询、最坏打算、视像作供、双重保障、

七场表演、毒理化验、适当惩处、非法勾当、相关资助、定期检查、外观检查、

户外活动、最佳显示、商讨配对、审慎思考、自我批评、全面修订、即场面试、

圆周运动、初步研究、详细分析、辐射检查、风险评估、联合巡查、重大转变、

西域之行、中性打扮、结案陈词、松弛练习、后续处置、中期检讨、适当调校、

入息审查、详细规定、信息热身、较大调整、长期持有、适当决定

二是直接带双音节动词的多。这类用例约占总数的２０％，计有以下一些：

检查、跟进、测试、投资、研究、决策、部署、推介、判决、查询、招徕、分析、调整、

防腐、总结、纪念、解脱、纪录、考虑、检讨、销售、比较、帮助、维修、捐款、监管、

解释、抵押、急救、鞭策、代表、重建、介绍、演讲、储备、参考、掩护、斗争、演习、

安排、交流、反应、消费

三是在第二类的基础上前加单音节修饰语，整个构 成 一 个 四 字 格 的 形 式 比 较 多。

这一形式占总用例数的近１０％，有以下一些：

再作等候、再作讨论、再作提案、再作处理、稍作调整、稍作修改、稍作休息、

稍作暂缓、不作响应、不作决定、不作评论、已作响应、已作适应、多作贡献、

另作安排、初作尝试、会作判断、早作防御、始作知会

四是带联合宾语较多，包括并列关系和选择关系。这类用例约占总数的５％，主要是：

施政或议政、公开拍卖或招标、跟进或调查、其他投资或消费、公布及跟进、

财政预算及预留储备、检讨及修订、进一步讨论和分享、３项修订３项承诺

以下用例对大陆读者而言陌生化程度都比较高，而在香港却比较普通：

　　［１１］日本急需能源作重建。

［１２］公开捐款数字以作抛砖引玉，希望吸引更多台湾民众捐款的艺人。

［１３］负责治疗的家庭医学医生会定期与精神科医生讨论复杂的个案，以制订

最佳的治疗方案，有需要时会转介至精神科作跟进。

［１４］１８个团体共百多人昨举行集会，提出民间预算案，要求政府作３项修订、

３项承诺，包括复建居屋和遏止地产霸权等。

除以上四多外，还有以下两类宾语，用例虽然都不多，但是却比较有特色。

一是单音节宾语，例如：

　　［１５］《议事规则》第３２（２）条订明：凡立法会已对某一议题作出决定，而该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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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不通过的方式作决，则在同一会期内，不得就该议题再行动议议案。

按，同一意思，前边用四音节完整形式“作出决定”，后边则用 二 音 节 简 单 形 式“作

决”，前者在两岸三地都很常见，而后者就比较具有香港特色了。类似的用例再如：

　　［１６］同一马主的名下马，依照国际惯例都是披起同一款色的彩衣，不管在何地

作赛，都穿同一彩衣。

按，以下一例大致可以与“作赛”相比较：

　　［１７］另一方面，外国亦有唔少嘅运动员作慈善赛或直接捐出善款。

“作赛”在我们考察的语料范围内共出现５次，均见于关于赛马的分析和报道。

　　［１８］约有近四成的菜档更加拒绝作答，或未能提供合理解释，令人质疑其可信性。

“作答”早已凝固成词（已收于《现代汉语词典》），但实际上它与“作别”等一样，在早

期现代汉语中比较多见，现在当下的普通话中却很少用到。

类似已经成词的形式还有“作秀／骚”，而田小琳《香港社区词 词 典》（商 务 印 书 馆，

２００９年）还收有“作供”一词，二者都比较常见，因为已经成词，所以我们没有计入“作”

的用例数中。

二是带非自主性动词宾语。“作”表示主动的行为，所以它的动词性宾语通常都是

自主动词，以上所引各类例词基本都是如此。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为数不多的一些非自

主性动词用例，也是比较具有香港特色的形式。例如：

　　［１９］世界不平静，大家千万不要误信传言，作无谓的恐慌。

按，“恐慌”是典型的非自主动词，它的使用，使得“作”不再具有一点“作为”义，而成

了一个只起语法作用的纯粹“形式动词”。以下两例中的三个动词基本也是如此：

　　［２０］过去几天，日股已作了几次数百点反弹，升势稍作暂缓亦属合理。

［２１］现时只要欧猪问题不恶化，市场都已作适应，对后市破坏力不如过去般大。

香港［＋实义］“作”与大陆最大的不同是，有带名词性宾语的用例，此时它完全成了

“做”的替代形式，或者说是“侵入”了后者的使用空间。例如：

　　［２２］裁判官判刑时指，男被告窥准二手电话商人不欲拆掉ｉＰｈｏｎｅ的包装胶套

以能卖得好价钱，遂以泥胶ｉＰｈｏｎｅ作非法勾当获利。

［２３］相反，大家都会作自己的故事，人人都可以讲，而且讲到似模似样。

［２４］调查又显示，去年约８４％百万富翁曾捐款作善事。

香港不带宾语的“作”也与大陆只以“所作的”形式做定语有所不同，８个用例中，有

５个做定语，另有３例带补语，此时也与“做”完全相同，例如：

　　［２５］这些腐败分子的共同特点是作秀作得“真”，高调唱得响，坏事作得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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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台湾使用情况考察

台湾“做”与“作”的虚实分布与其他两地的差异最大，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四

类　　　型
做 作

用例数 百分比 用例数 百分比

实义

带名词性宾语 ８９　 ２８．４３　 １０　 １５．３８
不带宾语 １３２　 ４２．１７　 ７　 １０．７７
合　　计 ２２１　 ７０．６１　 １７　 ２６．１５

虚义

带动词性宾语 ２９　 ９．２７　 ２５　 ３８．４６
带中间性宾语 ６３　 ２０．１３　 ２３　 ３５．３８

合　　计 ９２　 ２９．３９　 ４８　 ７３．８５

　　１．做

［＋实义］的用例中，名词性宾语与各地有相当的一致性，也 是 相 对 集 中 在 一 些 词

语，如含“事”的有３２例，“什么”１４例，“公益”８例，“生意”７例，“工作”６例，占整个８９

个用例的７５％强。此外，也有少数不见于大陆或港澳地区的形式，如：

　　［１］县府早已美仑山公园内竖立广告牌，提醒民众宠物入园需做防范措施（系

狗炼、攻击性宠物需戴嘴套）。

［２］欢迎民众随时利用能源局的出版品或向亲朋好友宣传，让我们一起省钱做

环保。

［３］增生性凸疤可选用类固醇注射或硅胶片来做抚平效果。

不带宾语的“做”具体用法也与其他各地相同，一是做定语，二是构成“的”字结构，

三是做谓语，后者往往需要与其他成分组合，比如“做得”带补语的有１４例（另有１例用

“做的”），“做不到”６例，“做起”１２例。以下都是常见的形式：

　　［４］如果抱持这样的心态，什么事都不用做，所以觉得该做的，还是应该积极来

推动。

［５］刘姓员工是触控面板生产在线的一员，去年九月到职，是采四班二轮制（做

二天休二天）的上班方式。

［６］他提醒资方不要刻意告诉他们可以“慢慢做、随意做”。

［＋虚义］用例在三地中比例最高，主要是因为中间性宾语数量多，其中有不少使用

了一般不与“做”直接组合的动词性中心语，并且数量更多，如“温泉开发、数位典藏、一

次性的呈现、定额式的分配、妥适处理、最好服务、公益纾解、上述表示、深度旅游、多元的

讨论、临时性疏导、制度性的改革、策略性运用、变相的伤损、政府置入性营销”等。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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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带领学生从趣味性中做扎实的学习，这种求好心切的坚持，是得奖师生值

得赞赏之处。

［８］何不眼光放远，稍做举一反三的聪明思考，则万事终必臻于完美圆满。

动词性宾语与大陆等地不同的是，虽然有一些也要借助其他条件支持才能实现组

合，如“早做因应、稍做休息、做了修正、先做评断”，但是不借助其他形式的直接组合也

有不少，且多不见于其他各地。例如：

　　［９］美仑山已有广告牌做提醒。

［１０］浦利叶专程飘洋过海赶到台东演出，克服时差后立即做演出。

［１１］依照气象局定义，２０１０年共有５波寒流，以１２月份冷空气开始南下做区

分，之前都属于干冷型态。

［１２］在选购乌鱼子时，可先以形状、色泽做区别，外型匀称，色泽橘红带透亮且

无黑斑、血渍，触感软硬适中者为佳。

［１３］而金钱则是与安全做连结：有了钱，不仅能享受，老来不能工作时也才有

保障。

２．作

台湾“作”的使用频率在三地中最低，但是却很有特点，这在虚实两个方面都有表现。

在［＋实义］方面，带名词性宾语的用例最多、比例最高，由此显示出“作”与“做”使

用上某种程度的随意性。例如：

　　［１４］真是令人心痛，民生物资不是太贵就是太便宜，政府在作什么？

［１５］为善不一定要花钱，骑脚踏车沿路捡拾铁钉，不但可锻炼身体，也可作公德。

［１６］很多地下道、陆桥也都根据需求作整并与消除工作。

［１７］一个个“生鲜”的音乐名字，就看歌迷平常有没有认真作功课了。

不带宾语的“作”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而这也是台湾［＋实义］的“作”比例远高于

其他各地的另外一个原因。比如前已言之，台湾“做起”的用例有１２个，而以下一例用

的却是“作起”：

　　［１８］生活习惯改变才是最佳的治疗方式，建议民众可以从改善生活习惯作起。

在［＋虚义］方面，主要是不乏一些在其他地区陌生化程度还比较高的用例，如：

　　［１９］营养师指导正确的饮食观念，轻松、自然、无负担的减少热量摄取，以及健

身老师提供有氧运动或舞蹈，针对容易堆积脂肪的部位作加强。

［２０］陈政一建议以囊括各类债券的组合债基金作布局，不但能掌握风险性债

券部位之较高收益，亦能藉由公债部位降低波动风险。

［２１］我们非常期待看到他能否继续就“宪法”角度作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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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几乎每年都会去找，有观光餐旅这方面，能够相互学习的地方作研习。

［２３］“马政府”总是以“一中是中华民国”而且“宪法”就是这样规范的作狡辩。

以上是“作＋双音节动词”的用例，以下一例则是“作＋单音节动词”：

　　［２４］（台股）终场大涨１１８．４７点，以８７３８．３７点作收。

按，“作收”在台湾常用，已有凝固成词的趋势。

中间性宾语高陌生化的用例相对少一些，例如：

　　［２５］农业处欢迎乡亲放下身边工作，让自己轻松乐活一下，到森林公园作生态

体验“赏蝶趣”，看蝴蝶园区的蝴蝶飞舞弄姿。

［２６］除非消费者有急迫性的除斑需求，否则通常詹医师仍会建议消费者确实

使用淡斑的保养品，彻底作好美白保养。

［２７］桃猿队让球员作健检，并举办“猿来是你”颁奖典礼，由４名球员代表领奖。

按，例［２６］其他地区一般用“做”，而例［２７］则用的是简缩形式，与之相对的“完整”

形式如下例：

　　［２８］有一位５６岁在金融界服务的男性主管，平时即有定期在作全身健康检查。

以下我们对两岸三地“做／作”的使用情况及其差异作一小结。

表一显示，“做”与“作”相加后的数量及使用频率比单独统计时有较大变化，即由原

来的差异较大到比较接近，这实际上是说，两岸三地“做”与“作”在总体上的用量比较平

衡，功能也相当一致。

当然，作为三个不同的言语社区，各地的语言自然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异同参互，而

这在“做／作”的使用中同样也有所表现。

第一，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差异最大。虽然两地“做”与“作”虚实分布的一致性最高，

但是实际上的差异却不小。比如，与大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湾“作”的宾语没有“报

告、规定、发言、讲话”，而它们在大陆却比较最多见。另外，也有颠倒过来的情况：台湾

“作”的宾语是或包含“表示”的有１６例，而大陆仅１例；台湾单音节动词“收”做宾语的

“作收”５例，而大陆则没有。由此可见，二地虽然“作”的数量相差无几，但是使用范围

以及搭配习惯等却有很大的不同。

第二，台湾与香港的实际差异，比二者之间“做／作”的数量差异要小得多。一是如

上所说，“做”与“作”相加，总数与香港地区相去不远；二是通过［＋虚义］用法的此消彼

长（“作”比香港减少，“做”比香港增加），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二者之间的一致性；三是

有不少具体的用例三地之间有一致性，但与大陆有明显的差别。

（刁晏斌：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１００８７５，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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