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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
“

国语
”

词汇与大陆普通话趋同现象调查

刁 晏 斌

提要 在海峡两岸语言差异与融合的对比研究中 ，人们主要谈论台湾
“

国语
”

对大陆普通话

的影响 ， 以及大陆向台湾靠拢的各种表现 ，而对另一个方面 ， 即大陆普通话对台湾的影响以及

后者向前者靠拢的情况却报道不多 。 近年来 ，大陆普通话对台湾
“

国语
”

的影响持续加大 ，后

者与前者趋同倾向 明显 ，这在对岸的语言规划 、工具书收词 、科技术语选择和确定以及一般的

日 常语言运用中都有较多表现 。 对不同类型大陆词语在台湾使用情况的调査结果显示 ，海峡

两岸民族共同语的融合已经由最初主要是大陆向 台湾靠拢 ，发展到 目前基本均衡的双向互动

交流 ，并且正在加速向真正意义 、更高层次上的双向互动发展 。

关键词 海峡两岸 普通话
“

国语
”

词汇

０ ． 引言

海峡两岸语言不仅有差异 ，也有融合 。 在两岸开始交流 、语言开始接触之初 ，或者在此后

不短的时间里 ，所谓融合主要表现为一种单向性的趋同 ， 即大陆向 台湾靠拢 ，具体表现就是从

台湾引进了大量的新词 、新语 、新用法 ， 以及
一些表达方式等 。 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持续强劲

发展 ， 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两岸交流持续升温 ， 以及网络交际更加快捷 ，这一情况巳经有所改变 。

李昱、施春宏 （
２０ １ １

） 以两岸语言的互动为研究对象 ，有以下的表述 ：

“

海峡两岸的语言交

际正处于一种互动关系之中 。 随着两岸交往的进一步发展 ，这种互动关系的深度和广度都在

进一步深入发展 。

”

该文主要在于发凡起例 ，把两岸互动模式概括为替换式互动 、单边增量式

互动 、双边增量式互动 、返还式互动 、他源式互动 、新生式互动 、激活式互动这样一些类型 。 然

而 ，在对各种模式的说明中 ，所举由大陆进人台湾的词语只有
“

面包车 、电工、博士后 、动漫 、魔

方 、途径 、门路 、下岗
”

等 ，与所举台湾进入大陆的词语用例不成比例 。

海峡两岸语言对比研究不仅需要建立
“

差异－融合
”

这样的两翼模式 ，而且更应该研究二

者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互动 ， 即
一方面是大陆与台湾的趋同 （ 向 台湾靠拢 ） ， 另

一方面是台湾与

大陆的趋同 （ 向大陆靠拢 ） 。 关于后者的研究几乎还是空 白 。

正是基于这一观点和认识 ，本文以台湾语言为视点 ，
主要探讨它在词汇方面与大陆普通话

的趋同现象 ，并对相关的问题进行考察与分析 。

１ ． 台湾
“

国语
”

与大陆普通话趋同的主要表现

时至今 日 ，在我们所见的范围内 ， 台湾
“

国语
”

与大陆普通话趋同的倾向和表现已经相当

明显 ，并且在语言规范和标准的制定 、工具书的编纂 、科技术语的翻译 ， 以及
一般的语言使用

中 ，都有一系列较为充分的表现 。

１ ． １ 语言规划中的表现

这里主要指的是由政府或其职能部门制定并公布的标准 、规范以及某些具体的规定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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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红亮 （
２０ １２

：
９６

）指出 ，大陆的语言政策对台湾产生一定的影响 ， 两岸交流加强 ， 趋同 明显 。

相关的具体表现 ，如李行健、王铁琨 （
１９９６

）所说 ：

“

两岸频繁交流后 ，大陆词语流行于台湾的也

同样越来越常见 ，如
‘

全方位 、７ｊＣ平 、宏观、搞运动
’

等 。 据报载 ，大陆相声中
‘

爱人 、同志
’

等词

语所表示的含义 ，过去台湾是不接受的 ，现在台湾有关当局也一改观念
‘

予以核准
’

；过去台湾

印刷的中国地图一直使用 １９４９ 年前的地理名称 ，造成与报纸 、电视依现实报道的情况脱节 ，在

民众的强烈质疑下 ， 台湾有关当局已决定
‘

回归现实
’

，准许使用大陆现实采用的地理名称。

”

１ ．２ 工具书中的表现

这方面既与前一方面有关 ， 同时也有其特殊性 ，所以我们单列一类 。 据刘扬涛 （
２００６

） 提

供的材料整理 ， 台湾地区最权威的通用语文辞典 《重编 国语辞典》 （
２００５ 年网络第五版 ）新增

了
“

海峡对岸词语
”

，共收 ７６５ 条 ， 占词条总数的 ０ ． ５％
； 台湾

“

国语会
＂

下设的新词小组搜集编

辑的 《新词语料汇编 １ 》 ，共收新词语 ５７ １ １ 条 ，其中大陆新词语 ４ １ 条 ，约占 ０ ． ７２％
； 《新词语料

汇编 ２》的语料范围扩大到网络 ，共收新词语 １ １４６３ 条 ，其中来 自大陆的有 ２２７ 条 ， 约 占 ２％ 。

除了新增大陆词条外 ，还有一些原本是两岸通用的词语 ，在大陆引 申 出 了某些特殊的词义 ，
也

为《重编国语辞典 （修订本 ） 》所收录 （徐莉 ，
２００８

） 。

１ ． ３ 科技术语中的表现

高素婷 （
２００８

）指出 ，

１９９３ 年第一次汪辜会谈就将探讨两岸科技名词统一的问题列人共同

协议之中 。 在海峡两岸生物学名词对照与统一工作中 ，有一些台湾旧名改从大陆 ，如
“

ｃｌｅａｖａｇｅ

ｃｅｎｔｅｒ
”
一词 ，大陆称

＂

卵裂中心
”

， 台湾称
“

分裂中心
“

，经讨论统一为
“

卵裂中心
”

；
此外有一些

名词列出推荐名 ，如
“

ｓａｃｃｕｌｕｓ

”
一词 ，大陆称

“

抱器腹
＂

， 台湾称
“

输卵囊
”

，经讨论推荐名为
“

抱

器腹
”

。 生物名词之外 ，刘青 、 温昌斌 （
２００８

） 还以化学元素的译名为例对两岸的趋同做了说

明 ：
１９９８ 年之后 ， 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陆续确定了１０ １

－

１ １ １ 号元素的英文名 ，两岸专家

共同确定了这 １ １ 个元素的中文名称 ， 因而两岸使用的 １０ １
￣

１ １ １ 号元素名称是完全一致的 。

１ ．４一般使用中的表现

早在上个世纪末 ，我们就看到台湾报纸上诸如
“

个体户 、 向钱看
”

以及用介词
“

通过
”

替代
“

透过
”

的例子 （ 刁晏斌 ，
２０００

：
１０５

） ，而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调查台湾语言的过程中 ，仅在 ２０ １ １

年 １ 月份的几家报纸中 ，就看到 了诸如
“

幼儿园 、 中文 、阶级敌人 、导弹 、软件 、人民公社 、两个

凡是、吃大锅饭 、无限上纲 、靠边站 、躲猫猫 、山寨版
”

等不少大陆词语。

台湾师范大学的姚荣松教授曾送给笔者一本他的 自选集 《厉揭斋学思集 》 。 姚先生是台

湾本地人 ，但是翻看姚先生的大作 ，却时能见到未用台湾常用词语而用大陆词语的例子 ，例如

用了 

“

通过
”

而未用
“

透过
”

，用了 

“

７Ｋ平
“

而未用
“

水准
”

等 。

此外 ，通过台湾本地人编写的一些工具书 ，我们也能获取一些相关的信息 ， 比如 由 台湾学

者杨渡主编的两岸生活小词典《台北道地 地道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２０ １２ 年 ）在
“

义工
”

条

下就有这样的说明 ：

“

义工是指 自愿贡献个人的时间和精力 ，在不计报酬的情况下 ， 为社会提

供服务的人 ，也叫
‘

志工
＇

、

‘

学雷锋
，

。

“

与以上三个方面相比 ，最能反映台湾与大陆趋同现象的 ，就是这种在一般使用中的表现 ，

即一般词语在台湾 日常语言生活中的使用情况 ，所以在下一节中 ，我们主要围绕这一方面展开

调查。

２ ． 台湾
“

国语
”

词汇与大陆普通话趋同情况调查

我们从不同角度或方面 ，选取不同类型的大陆词语 ，分别考察它们在台湾当下媒体中的使

２０ １５
年第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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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况 。 我们调査所使用的台湾媒体主要是《 自立晚报》 ，该报是台湾第一份晚报 ， 以政治 、证

券新闻见长 ，
２００ １ 年实体报停刊后改以电子报形式为阅读接 口

，可以在网上链接 、阅读和检索

（时间从 ２００３ 年年底至今 ） ，通过该报基本可以了解近 １０ 年来台湾一般的语言使用状况 。

２ ． １ 大陆特有词语

这里指的是反映大陆特有事物或文化 、制度等的词语 ， 我们选取以下 １０ 个 ：

“

铁饭碗 、春

晚 、春运 、下岗 、工信部 、富二代 、交强险 、经济适用房 、扫黄打非 、

一

国两制
”

，考察它们在台湾

的使用情况 。 以上 １ ０个大陆词语在台湾全部都有用例 ，但是数量多少有较大差异 ，大致可以

分为两种情况 ， 以下各举一例 （ 以下除非特别说明 ，所有台湾用例均出 自 《 自立晚报》 ，括号中

是用例出现的时间 ） ：

（
１

） 经济部智慧财产局局长王美花指出 ，大陆 目前正在
“

扫黄打非
”

’积极处理非法侵权或盗用的案件 。

（
２０ １０ ． ８ ． １ １

）

（
２

） 对于同样都是大陆著作在台遭侵权 ，检方却出现一国两制的状况 。 （
２０ １３ ． ３ ．３

）

例 （
１

）代表了第一种情况 ， 即仅限于
“

引用
”

，它们一般用例极少 ，且只用于报道大陆方面 ，

“

工信部 、下岗
”

等也是如此 。 我们认为 ， 这是大陆词语进入台湾的第一步 。 以上 １０ 个词语

中 ，这样的词语有 ７ 个 。

例⑵反映ｆ第二种情况 ， 即
“

引用
”

与
“

自用
”

（超出原本用法的灵活 、 自主运用 ）并存 ，这

样的词语有 ３ 个 。 比如
“
一国两制

”

， 因为涉及台湾的统独 ，所以很受关注 ，使用频率也比较

高 ，检索通示达 １３８ 例 。 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原本意义上使用的 ，但是如例 （
２
）那样的引 申性使

用 （ 自用 ） ，也早已不是个别的了 。

此外再如
“

春运
”

，本是大陆特有的概念 ， 台湾也主要在此基础上使用 （ 即
“

引用
”

） 。 然

而 ，下例却用于报道台湾新闻 ：

（
３

） 叶匡时说 ，军方承诺春运期间 ． 只要旅客有需要 ，军方会随时待侖支持载客返 乡
，上午已有 １ 架军机

起飞协助载运旅客 。 （
２０ １３ ．２ ． ８

）

由这类词语看 ，

一是有许多词语在我们考察的范围内 尚未见到 （ 比如我们同时还检索了
“

倒爷 、红歌、拼爹 、侃大山 、青歌赛 、官二代 、面子工程
”

等 ，均未发现用例 ） ；
二是绝大多数用例

少且限于引用 。 以上两点大致表明 ，这类大陆特有词语引进台湾还基本处于
“

初始
”

阶段 。

２ ．２ 大陆与台湾相对应的词语

这一类我们共取 １０ 组意见最一致的对应词语 ，检索了它们在台湾报纸中的使用情况 ， 以

下按先大陆后台湾的顺序分别列出它们的使用数量 （ 由于网络检索中总会有误收及重复收录

等情况 ，所以有些大数实际上是约数 ） ：

数码 （
１０００

）

－数位 （
２５００

） 、软件 （
５０

）

－软体 （
１ ８００

） 、录像 （
１９

）

－录影 （
９００

） 、钓鱼岛 （
３０

）

－

钓鱼台

（ １５
） 、信息 （

１６０
）

－

资讯 （
１００００

） 、知识产权 （
２５

）

－

智慧财产权 （
２６０

） 、幼儿园 （
１ ７０

）

－幼稚园 （
９００

） 、熊

猫 （
１００

）

－猫熊 （
１００

） 、激光 （
８０

）

－雷射 （
３４０

） 、奥巴马 （
９

）

－欧巴马 （
３８０ ） 。

以下举两个实际的用例 ：

（
４ ） 国民党副主席的马英九今天在中常会上表示 ， 钓鱼岛一向是中 国领土 ，是台湾属岛 ．在宜兰过去台

湾与 日方渔权谈判时 ，只谈渔权 ，不谈釣鱼岛主权 ，造成 日方以与那国岛和钓鱼台群岛 ．作为划定海

域的基点 ，才会陷台湾渔民 目前的困境 。 （
２００５ ．６ ．２９

）

（ ５ ） 美国肯定台湾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努力的成果？（
２０ １ １ ．５ ．２７ ）

总体而言 ， 台湾对大陆对应词语的引进和使用比上一类即大陆特有词语显然进了一大步 ，

这一点大致有以下两个主要表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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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在与台湾原有词语的数量对 比上 ， 虽然多数不髙 ，但是也有的 巳经相对接近不少

（如
“

幼儿园
”

） ，个别大致持平甚至反超 （

“

熊猫
”

和
“

钓鱼岛
”

） 。 有意思的是 ，有时会在一句话

中 ，甚至在一个指称形式中 ，两个词语并用 ，真正做到了
“

两岸合璧
”

，例如 ：

（
６
） 而相较于 ＬＡＳＩＫ 与传统飞秒激光无刀雷射视力矫正术较高的花费 ． Ｚ

－

ＬＡＳＩＫ 极致飞秒雷射不仅费

用较便宜 ，
且手术质量更佳 ，安全性也较佳 ，

也同时为民众省了荷包 。 （
２００９ ． １ １ ． １２

）

第二 ，这类词语引进的范围更广 ，除了上述 １０ 组外 ，我们另外还考察了其他一些对应词语

中的大陆词语在台湾的使用情况 ，基本也都有用例 ， 如
“

导弹 （飞弹 ） 、磁盘 （磁碟 ） 、 网络 （ 网

路 ） 、航天飞机 （太空穿梭机 ） 、空中客车 （空中巴士 ） 、 中医 （ 国医 ） 、观念 （理念 ） 、出租车 （计程

车 ） 、迪斯尼 （迪士尼 ） 、卡塔尔 （卡达 ）

”

等 （括号中为台湾用语 ，下同 ） 。

如果说以上两类词语的考察
“

随机性
”

比较强 ，不能摆脱
“

选词
”

之嫌的话 ，那么 ，为了增加

调查的客观性 ， 以下将以某一范围内的所有大陆词语为线索 ，考察它们进人台湾的实际情况 。

２ ．３ 《大陆用语检索手册》中的大陆词语

该手册由 台湾陆委会于 １９９７ 年出版 ，收录 日 常生活 、政治法律 、文史艺术等十类词语 ，共

２０００ 多条 ，主要取材于此前大陆出版的各类工具书 ，特别是新词语工具书 。 我们从前往后依

次选取 １０ 个给出 台湾对应形式的大陆用语 ，但是剔除了个别指称的事物现巳不常用的 ，或者

是非常冷僻的词 ，前者如
“

小型单放机
”

（ 随身听 ） ，后者如
“

冷害
”

（寒害 ） 。 这 １０ 个大陆词语

分别是
“

文娱活动 （康乐活动 ） 、方便面 （速食面 ） 、打横炮 （搅局 ） 、生物食品 （天然食品 ） 、份儿

饭 （套餐 ） 、全景电影 （
３６０ 度电影 ） 、 肉鸡 （饲料鸡 ） 、走读生 （通学生 ） 、侃爷 （盖仙 ） 、易拉罐 （易

开耀 ）

”

。 在台湾有用例的共有两个 ， 即
“

方便面
”

和
“

肉鸡
”

， 比例为 ２０％ 。 但是 ，这个比例恐

怕并不准确 ，有几个情况需要说明一下 ：

第一 ，有两对词语 （全景电影－

３６０ 度电影 、侃爷－盖仙 ）均无用例 ，另有一词 （通学生 ）在台

湾使用频率也很低 （仅有 ２
ｍ ，像这样

“

内需
”

不足的情况 ，应该不会有意弓 丨进对方的词语 ；

第二 ，就收词来说 ，我们虽然排除了
“

冷害
”

，但是根据笔者的语感和经验 份儿饭
”

的使

用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另外像
“

打横炮 、文娱活动
”

等 ，也都很不常用 ，像这样
“

推力
”

不足

的大陆词语 ，进入台湾的可能性 自然也不会太大 。

２ ．４ 大陆网络流行词语

我们以 ２０１２ 年十大网络用语 ， 即
＂

中 国好声音
”“

元芳你怎么看
＂ “

高富帅
”“

白富美
”“

你

幸福吗
”“

江南 Ｓｔｙｌｅ
＂“

躺着也中枪
”“

屌丝
”“

逆袭
”“

舌尖上的 中 国
“ “

最炫民族风
”“

给跪了

”

为对象来进行考察和说明 。

十大 （其实是 １０ 组共 １２ 个 ） 网络用语中 ，除
“

元芳你怎么看
” “

白富美
” “

躺着也中枪
” “

屌

丝
”“

最炫民族风
”“

给跪了
”

等 ６ 个外 ，其他 ６个都检索到用例 ，
正好占 ５０％ 。 例如 ：

（
７

） 郝龙斌表示 ，张玉霞前往中国大陆参加
“

中 国好声音
”

的歌唱 比赛 ，着实为台北、为台湾做了最好的

营销 。 （
２０ １ ２ ．９ ．２９

）

（
８

） 对于恋人标准 ， 吴佩慈 曾坦言并不设防 ，

“

高富帅或者是矮穷挫只要是真爱我 的 ， 我都能接受
”

。

（
２０ １２ ． ５ ．２ １

）

上述调查结果有以下两个特点 ：

一是用例数普遍较低 ，
二是基本都是直接引用 。 根据已有

研究和表述 ，似乎两岸网络流行语的交流更多 、更频繁 ，而 《 自立晚报》 以政治 、证券新闻见长

（见前 ） ，语言风格总体上 比较
“

正式
”

，
因此我们不能确定它对网络流行语的使用是否

“

充

分
”

。 为此 ，我们又在号称当今台湾第一大报的《苹果 日报》上重新进行检索 。 结果显示 ，除上

２０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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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６ 个词语外 ，还有 ３ 个即
“

白富美
” ＂

躺着也中枪
”

和
“

屌丝
”

也有用例 ，
比如

“

躺着也中枪
”

就

有 ３３ 例 ，

“

屌丝
”

之外还另有
“

女屌丝
”

，而这也推高了
“

屌丝
”

的用例数 （
１ １ 例 ） 。

把以上两项调查结果合在一起看 ，我们虽然不能说上述词语全部都是台湾从大陆引进的

（起码可以肯定
“

逆袭
”

不是 ） ，但是至少可以说明一点 ， 当今的大陆网络用语 ，可 以更直接 、 即

时 、大量地进入台湾 。

在这方面 ，大概
“

给力
＂

和
“

山寨
”

最有典型性 ，它们在台湾用得很多 。

２ ．５ 《全球华语词典》收录的大陆词语

以下我们严格按顺序无
一遗漏地选择 《全球华语词典》 （商务印书馆 ，

２０ １０ 年 ）所收使用

地区标注为
“

大陆
”

的 １０ 个词语 ，
ｇ卩

＂

安保 、安怀医院 、安居工程 、安全伞 、安全线 、案值 、暗补

（ 另收同义的
“

暗贴
”

，我们合为一个 ） 、暗访、奥赛 、奥数
”

作为考察对象 ，这 １０ 个词语中 ，有 ５

个检索到用例 ，
也 占 ５０％

，例如 ：

（
９

） 检修项 目包括场站索轮位置调整 、安全线检杳测试 ． 以及各场站驱动轮 、调时装置等机械与 电气设

施设备功能检查。 （
２０ １２ ． １０ ．２ １

）

（
１０

） 台中县铅球第一好手张铭煌、林家莹 、及 自 由车选手冯俊凯即将出发 ，代表台湾参加北京奧赛？

（ ２００８ ． ８ ．６
）

这一调查结果显示 ：如果是
“

通名
”

，则使用频率较高 、范围较广 ；如果是
“

专名
”

，则一般只

限于
“

引用
”

，用例数也相对较少 。

３ ． 对台湾
“

国语
”

词汇与大陆普通话趋同现象的初步认识

３ ． １ 两岸互相引进词语数量的初步调查

我们利用 《两岸常用词典》 （高等教育出版社 ，
２０ １２ 年 ） ，从前往后依次选取加星号 （表明

为大陆特有 ） 的 ５０ 个词语 ，在上述 《 自立晚报》 的时间范围 内进行检索 ， 它们是
“

阿尔茨海默

症 、阿飞 、阿司匹林、阿嚏 、艾滋病 、艾滋病毒 、安非他明 、安拉 、按揭 、暗箱操作 、霸道 、掰腕子 、 白

色污染 、摆份儿 、半角 、包房 、包间 、胞浆水 、保安员 、保廉 、保险杠 、保修 、保修期 、保质期 、报道 、

报告文学 、报账 ？

、北京时间 、被动吸烟 、奔小康 、蹦极、笔记本电脑 、变色 、标准间 、标准像 、冰激

凌 、博客 、堡子 、不粘锅 、步行街 、钚 、彩电 、彩信 、菜谱 、残次品 、残疾 、残疾人、残疾人奥运会 、残

品 、蹭饭
”

。

检索结果是共有 １ ８ 个词语有台湾用例 ， 占总数的 ３６％
，它们是 （括号后的数字是出现次

数 ）

“

阿司匹林 （
３

） 、安非他明 （
１
） 、按揭 （

１
） 、包房 （

１
） 、保修 （

３９
） 、报道 （

２０
） 、报账 （

２
） 、北京时

间 （
２

） 、蹦极 （
１
） 、笔记本电脑 （

４４
） 、标准间 （

１
） 、冰激凌 （

１
） 、博客 （

４
） 、彩电 （

４
） 、彩信 （

１
） 、菜谱

（
４

） 、残疾 （
２５

） 、残疾人 （
６

）

”

。

那么 ，从台湾的角度看 ，进入大陆的特有词语有多少 ？ 虽然以两岸词语差异与融合为研究

对象的论著不少 ，但是似乎还从来没有人给出一个稍微精确一点的量的描述 。 为了稍微弥补
一下这一缺憾 ，也是为了这里对比的需要 ， 我们依然选择 《两岸常用词典》前 ５０ 个加三角号

（表明为台湾特有 ） 的词语 ，对大陆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 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的 《文汇报》进行检

索 ，这 ５０ 个词语是 ：

阿达 、阿拉 、阿嬷 、阿莎力 、阿斯匹灵 、爱现、安非他命 、安公子 、安可 、安老院 、安宁病房 、安亲班 、安

太岁 、安养院 、按铃申告、八点档 、八卦话题、八家将 、霸凌 、 白 目 、摆道 、败部 、拜票、班导师 、版模 、半形 、

扮白脸 、扮黑脸 、扮家家酒 、扮猪吃老虎 、伴手礼 、绑桩、包容力 、包装水 、保留地 、保全员 、保险杆 、报备 、

报导文学 、报帐 、报值挂号 、爆裂物 、本劳 、本土剧 、泵浦 、笔电 、笔记型电脑 、便当 、冰淇淋 、玻璃圈

检索结果是共有 １７个词语有用例 ， 占总数的 ３４％
：

“

阿嬷 （
１

） 、爱现 （
１

） 、安非他命 （
１

） 、安
？ ２８２ －中 国 语 文



可 （
３

） 、安宁病房 （
１
） 、八点档 （

３
） 、败部 （

１
） 、班导师 （

３
） 、半形 （

１
） 、扮家家酒 （

１
） 、包容力 （

４
） 、

包装水 （
２

） 、报备 （
１８

） 、报帐 （
１
） 、泵浦 （

１
） 、便当 （

８
） 、冰淇淋 （

３９
）

”

① 。

以上调查结果显示 ，海峡两岸各 自引进的对方词语数量大致相当 ，仅就这一点来说 ， 目前

两岸的词汇交流基本已经实现了双向对等 ，这既与一般的
“

理论
”

相吻合 ，也相当符合人们的

预期 ，
不过或许也会出乎不少人的意料 （人们一般的印象是台湾词语进人大陆的多 ，而大陆词

语进人台湾的少 ） 。 当然 ， 以上仅仅只是一个小规模抽样调查所得的结果 ， 与两岸语汇交流的

实际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出人 ，现在还不得而知 。 在后续研究中 ，我们将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近

乎穷尽性的调查 。 另外 ，不能仅看数量 ，还要看使用的质量 （如是否属于 自用 ） ，从而进一步证

明或校正上述调查结果 ，得出更加准确 、全面的结论。

３ ．２ 哪些大陆词语较易为台湾吸收

在台湾词汇与大陆趋同的过程中 ，哪些大陆词语比较容易被吸收 ，
且引进后容易有较高的

使用频率？ 对这个问题的全面回答 ，有赖于进一步的深人研究 ，这里我们仅就观察到的情况提

出 以下几点 。

一是反映引起高度关注事物的词语 。 比如前述的
“

一

国两制
”

就是如此 ，此语先是一般性

地引用 ，在此基础上 ，又有了用于其他方面的
“

移用
”

，甚至还出现了 以此为
“

模板
”

的仿拟 （ 如
“
一

国两区
”

） 。 再比如
“

钓鱼岛
”

，
近年来中 日 岛争广受关注 ， 大陆一直使用的

“

钓鱼岛
”

不仅

进入台湾媒体 ，而且还明显挤占了台湾原有词语
“

钓鱼台
”

的使用空间 ，甚至
“

反客为主
”

，我们

的调査结果显示 ，
二者使用的 ｔＬ⑵是 ２：１

。

二是表现力较强 ，且可弥补对方不足的词语 。 台湾中 国文化总会秘书长杨渡先生在接受

《中国艺术报》记者采访时说 ：

“

这些大陆用语会流行 ，
主要是具有鲜活的形象和简短有力的特

质 。 例如 ： 山寨 、钉子户 、小资 、小三 、铁杆 、微博等 ，最近则是某某哥 、某某姐等 ，其中尤以 网络

用语流行最快 。

”

杨先生进一步就此举例说 ，

“

山寨
”

比台湾原来使用的
“

盗版
”

更形象鲜明 ，又

有喜剧效果 ，就被民众采用而取代了原先的
“

盗版
”

。

“

小三
”

台湾原本称
“

第三者
”

、

“

情妇
”

，

但
“

小三
”

相当有趣 ，又有新鲜感 ，于是被大量使用② 。

三是一些常用的对应词语中明显占优的词语 。 比如大陆的
“

导弹
”

与台湾的
“

飞弹
”

，
二者

音节相同 ，结构相同 ， 中心语素相同 ，所指也相同 ， 即
“

依靠 自 身动力装置能髙速飞行 ，并依靠

控制系统制导的武器
”

（见《现代汉语词典》 ） 。 但是 ，它们的理据性有明显的优劣之分 ：前者保

留并突显了
“

依靠控制系统制导
”

这一核心语素 ，而后者却丢失这一意义 。 所以 ，我们的调查

结果显示 ，

“

导弹
”

不仅进人台湾 ，而且大约有 １２０ 个用例 ，虽仍然明显少于
“

飞弹
”

的使用量

（ 约 ５００ 例 ） ，但显然已经挤占了后者很大的一部分空间 。

３ ． ３ 哪些大陆词语不易为台湾吸收

大陆词语能否引进台湾 ，至少要受制于以下三方面因素 。

一是词语的类型 。 比如数字略语 ，我们曾经比较细致地讨论过两岸数字略语的差异 ，认为

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数量悬殊 （ 刁晏斌 ，
２０ １２

） ， 台湾同胞之所以难以理解 ， 当然是他们在现实

的言语交际中极少使用这一形式 ，另外也因为对这些数字略语所反映的实际内容有高度的陌

生感 。 所以 ，除极少数 （如
“

三通
”

）外 ，

一般不会主动 、大量地引进这类词语 。 再比如 ，大陆的

① 这一调査是由博士生邹贞完成的 ，谨此致谢 。

② 见《那一岸的大陆话》 ， 《中 国艺术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９ 日
“

大视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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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词语中有一类汉语拼音字母词语 ， 因为台湾 目前主要还是使用注音符号 ，所以
一般也不会

直接引进诸如
“

ＧＧ
（哥哥 ） 、

ＭＭ
（妹妹 ）

”

之类 。

二是词语所反映的内容 。 反映此有彼无的事物 ，或者是与台湾已有事物
“

不兼容
”

的词语

就不易引进 ，或者即使引进 ，也不太容易流行 。 比如就当今的网络流行语来说 ，

一些与焦点人

物或事件联系密切 ，或者是由其衍生出的词语 ，指人的如
“

超女／男 、房姐／叔／爷／祖宗 、表叔
”

，

指事物的如
“

欺实码、最弦民族风、杯具、围脖
”

，指动作行为的如
“

筑巢引凤 、待岗 、被 ｘｘ
、蒜你

狠
”

等 ，基本就是如此 。 上引对台湾杨渡的采访中 ，杨先生也提到 ，

“

大陆用语进人台湾 ，
主要

是看社会生活中有无此种现象
”

ｏ

三是风格色彩上的取舍 。 台湾的亓婷婷 （
１９８９

） 曾就大陆广泛使用的两个动词做了 以下
一段表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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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这种认知下 搞
”

的用法在台湾虽有扩大 ，但终究非常有限 ，而
“

抓
”

则始终只有
“

实义
”

（抓取 、抓捕 ） 的用法 ，基本没有
“

加强力量做 （某事 ） 、管 （某方面 ）

”

这样的
“

虚义
”

用

法 ，如
“

抓生产／经济
”

之类 。

总体而言 ， 台湾国语
“

尚雅崇旧
”

， 因而有相当明显的
“

古旧色彩
”

（ 刁晏斌 ，
１９９８

） ，那些太 －

俗白 、俚俗性比较强的词语 ，往往会受到较大的限制 ，如
“

拼爹 、败 、血拼 、牛 Ｂ
、侃、忽悠

”

等 ，大

致即为此类 。 上节第三项调査中的
“

打横炮
”

没有用例 ，而与之对应的
“

搅局
”

却有 ６０ 例 ，应该

就有这方面的原因 。 另 夕卜

“

侃爷
”

与
“

盖仙
”

均无用例 ，

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
“

盖仙
”

在台湾是
一个不太能登大雅之堂的

“

俗词
”

，所以 ，它一般不会出现在正式的书面语中 ，而与之风格色彩

相同的
“

侃爷
”

自然也是如此 。

３ ．４ 着眼于历时的简单分析和表述

台湾对大陆词语的引进 ，从历时的角度考察 ，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和两个层次 。

所谓两个阶段 ，是以世纪之交为界 ，大致划分的两个时间段。 前一阶段随着上世纪 ８０ 年

代后期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旅游 ，两地语言开始交流 ，

一些大陆词语开始进入台湾 ，

而汇集大陆词语的一些工具书和手册之类也开始出现 ，但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词语引进数量

不多 、范围不广 、使用频率不高 、用法变化不大 。 进人新世纪以来 ，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 ，

台湾对大陆词语的引进才开始
“

提速
”

和
“

扩容
”

。 就我们的调查结果而言 ，基本是时间越靠后

数量越多 、用例越多 。 《 自立晚报》可检索的最早时间是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 而我们检索到的用例

多为近五六年 ，特别是近几年的 。 这从一个方面说明 ， 台湾地区真正较大规模地引进大陆词

语 ，时间并不长 ，甚至可以说很短 。

所谓两个层次 ，实际上是说大陆词语进人台湾后的使用和发展情况 ，分别可以概括为引进

和吸收 （与前边所说的
“

引用
”

与
“

自用
”

大致相当 ） 。

引进是大陆词语进人台湾的第一个层次 ，通常是指台湾媒体直接或间接弓 Ｉ用大陆媒体用

语 ，或者是报道大陆相关事物时用到大陆词语 ，其结果 自然都是使大陆词语出现在台湾媒体

上 ，但是通常都是用例不多 （甚至很少 ） 、用法也基本保持原貌 。 就我们所见 ， 目前处于这一层

次的大陆词语占很大的比例 。

吸收是指大陆词语进入台湾后 ，

一定程度或很大程度上站稳了脚跟 ，具体表现大致是 ：其
一

，有了一定 （甚至较高 ） 的复现率 ；其二 ，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扩展或延伸 （ 比如意义泛化 、类推

使用等 ） 。 到 目前为止 ， 已经真正被台湾
“

国语
”

词汇吸收 ，或者说真正融入其中的大陆词语还
？ ２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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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 ，这一点相对于台湾词语在大陆的融合程度来说 ，显然有些滞后 。

时至今 日 ，海峡两岸共同语融合已经由最初主要是大陆向台湾靠拢 ，发展到基本均衡的双

向互动交流 。 然而 ，就总体情况而言 ，这一点主要是体现在
“

数量
”

而不是
“

质量
”

上 。 就后者

籴说 ，大陆词语进人台湾主要还处于第一层次 （或者叫
“

初级阶段
”

） 。 但是 ，我们有理由相信 ，

随着两岸语言持续的交流与互动 ，会有越来越多的大陆词语不断进入台湾 ，并且不断由第一层

次过渡到第二层次 ；而站在今天的时间点上 ，我们可以说 ，两岸语言交流正在加速向真正意义

上的更高层次的双向互动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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