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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本期专栏主题为“两岸四地民族共同语扩展研究”。

在此之前，本刊的“语言国情研究”专栏已经关注过四个内容联系非常紧密的有关华语研究话题，分别 是

华中师范大学汪国胜教授主持的两期华语语法问题（前一期侧重于发凡起例，后一期则为香港、澳门与马来西

亚华语语法的举例性实证研究）和北京师范大学刁晏斌教授主持的“全球华语社区”与“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

研究”。本期专栏的研究内容侧重于海峡两岸，再进一步扩展，则及于两岸四地民族共同语的实时状况及相互

对比，内容却不限于语法。

目前，两岸四地民族共同语的对比研究持续进行，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而两个固定性学术会议（即“海峡

两岸现代汉语问题学术研讨会”和“两岸四地现代汉语对比研究学术研讨会”）每年一次举办，更是不断地推进

和拓展着这方面以及与此相关的研究。另外，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与德国历史悠久的高端学术出版机构德

古意特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英双语国际刊物“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全球华语》）将于今年上半年正式出版；此外，

我们在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下还新成立了一个二级学会———两岸语言文字研究会。我们相信，这些定将成为

相关研究的有力推手。

对于两岸四地民族共同语的对比研究，我们呼唤“扩展”，而这也正是本期专栏的主题。所谓扩展，大致包

括三个方面，一是思路，二是内容，三是方法，本专栏就按这一设想组织了三篇论文，作为一个举例性 的 展 示。

刁晏斌的《台湾“国语”的生动表达形式及其特点》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入手，一方面找到新的研究增长点，另

一方面试图以此对一些相关差异现象及其表现进行归纳和解释，因而大致可以认为研究思路的创新。孙银新

教授的《香港社区词的造词法研究》以香港社区词造词法为对象，进行传统的词汇学“本体”式的详细考察和分

析，在此基础上再与普通话造词法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以往的相关研究更多地关注“比较”，而对比较对 象

自身具体精细的样貌和表现却往往用力不多，因此容易流于浅表、难以深入。本文提示我们，应该先作细颗粒

度的描写，由此而发现比较对象之间更多具体精微的差异，再以此为线索进行全面的比较，因此它在研究内容

的选择和确定上对我们有启发意义。谢永芳副教授等的《华语社区同实异称的比较与测量》一文，充分发挥了

作者文、理兼备的学术优势，引进社会科学“指标体系”研究模式，对华语社区一组手机类异称词语进行取值测

量，比较它们的异同优劣，进而对语言的现实选择提供一种解释和依据。这种研究方法的创新是我们最想 提

倡的，因为两岸四地乃至全球华语区各地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多样性基础上的倾向性差异，特别适合进行量化

的处理，这是进行精细化描写、分析、比较和解释的一条重要而又亟待打通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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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峡两岸言语风格对比是两岸语言对比研究中非常薄弱的环 节，亟 待 加 强。从 风 格 的

角度研究两岸语言差异，可以获取一个新的认识角度，形成一些局部的整体观，给两岸 语 言 对 比 研 究 找

到新的增长点，同时也更接近于两岸语言对比研究的“终极”目标。台湾“国语”的生动 形 式 就 是 整 体 言

语风格特点的重要表现之一，它主要是通过修辞性的新造词语以及对已有词语的修辞性使用，来追求并

达到生动效果的，它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主要借由比喻手法，多用于表示动作行为及发展变化，有明显

的拟人化取向，具有普遍化、常态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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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风格以及两岸语言风格对比研究

谈到风格，在语言或言语的范围内，有很多不同的名目，因而也就有很多不同的名词术语，仅在“上

位”层面，常见的就有“语言风格、言语风格、语体风格、修辞风格、语言表现风格”等；至于一些“下位”的

术语，那就更多了，诸如“民族风格、时代风格、地域风格、个人风格”，以及“豪放／婉约风格、庄重／幽默风

格”等。
郑远汉认为，“风格实际上是对语言成分进行不同选择或处理的结果。对语言成分、语言单位作不

同的选择或处理，也就是语言特点，也就是不同风格类型的风格成分或风格表现。”①

两岸语言对比研究至今已经有３０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人们关注的主要是语言本身及其运用方面

的各种不同，即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对应性差异，而对于由于对语言成分进行不同选择或处

理而形成的不同特点，也就是不同的风格，却不甚关注，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所以难以看到相关的

研究成果，甚至连只鳞片爪式的表述都不多见。
其实，两岸语言的所有差异，最终都附着并表现在具体的言语行为中，存在于具体的文本形式中，换

句话说，两岸语言所有的差异，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两岸人民对语言成分、语言单位作不同处理而形

成的语言特点的差异，也就是不同风格的表现。所以，我们研究两岸语言差异，应该而且必须建立这样

一个视角，即从风格入手，来综合性地观察、总体性地分析，系统性地把握，从而形成一些新的、在已有研

究框架下难以得到的认识。
具体而言，从风格的角度切入，大致会给我们带来以下益处：
第一，获取一个新的认识角度。比如，有人提到台湾的比喻类词语较多（详下），但只明其然而未明

其所以然，其实从风格的角度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满足生动形象表达风格的需求。此外，还有大

量的已有词语借由修辞性的使用而临时具有了生动表达的功能，再借由较高甚至很高的复现率，最终实

现了修辞现象的词汇化或语法化，而同样的表现在大陆或者不见，或者不明显，或者相对于其在台湾的

发展明显滞后。
第二，可以形成一些局部的整体观。比如，人们注意到台湾“国语”中有不少闽南话词语，当然也有

人注意并研究闽南话或其他方言对台湾“国语”语音以及语法等的影响，但基本都是各提一点，不及其

余。其实，所有相关因素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浓郁的地域风格，而支撑并充分表现这一风格特点的，
正是当地的主要方言从语音到词汇，再到语法等对传统国语一系列的影响，以及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融

合。也就是说，借由风格这一视角，我们有可能把一些零散的现象整合在一起统而观之，这样自然更有

利于总结规律，形成全面的认识。
第三，给两岸语言对比研究找到新的增长点。如前所述，以前人们极少从风格的角度切入来研究两

岸语言的差异，而无论是语言风格，抑或是言语风格或修辞风格，本身都构成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有自

己的专门研究领域。因此，从风格的角度切入，其实上也就是从风格学的角度切入，也就是运用风格学

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两岸之间的对比研究，这样实际上也就是在原有的两岸语音、文字、词汇、语法对比

研究等之外，另开辟了两岸言语风格对比研究这样一个新的领域。
第四，更接近于两岸语言对比研究的“终极”目标。两岸语言的不同，归根结底是使用中的各种各样

的具体差异，或者说是语言表达中的差异，而风格与语言表达和表现紧密相连，亦即与实际的语言使用

以及语言的自然面貌紧密相连，这样，从风格的角度切入，以风格差异来统御各种具体的手段或方式的

差异，一方面可能收到纲举目张之效，另一方面则是更接近于表达／使用中的差异。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尝试进行海峡两岸言语风格的对比研究，准备选取若干种差异比较明显

的风格特征，来进行一些初步的对比考察和分析，本文是这一系列研究的第一篇。
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讨论的风格属于言语范畴，是言语风格。程祥徽把语言分为“备用”和“被使用”两种状态

（基本对应于索绪尔语言与言语的划分），认为现代风格学应该研究“语言在被人使用的时候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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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郑远汉．言语风格学（修订本）［Ｍ］．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２～３．



风格”，①这当然是指言语风格。郑远汉更是明确指出：“无论狭义或广义的风格，都是言语特点的综合

表现。”“风格首先是言语的。没有言语活动、言语行为，就不可能形成言语风格。作为一种符号系统的

语言，它本身无所谓风格，风格只能在语言的使用中形成。”②因此，我们所要研究的，正是两岸（主要是

对岸）在具体的言语运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风格特点。
第二，我们着眼于言语表达，因此研究的是表现风格。所谓表现风格，是指“同一种民族语言被人们

使用时体现出来的表现手法特点的综合体现”，③是“综合运用各种风格手段所形成的气氛和格调，是对

一切言语交际的产物———话语的气氛和格调从多角度多侧面的抽象概括。”④我们所讨论的是排除了个

人因素和语体因素，在一个言语社区范围内（即台湾“国语”）一般使用中所表现出的带有一定共通性和

普遍性、并在总体上与大陆有较为明显差异的风格特征。
第三，谈到表现风格，如黎运汉所说：“表现风格有多组相互对立的类型，是处于最高层位的共性风

格，它既可以用来概括语体风格、民族风格、对比风格、地域风格、流派风格和个人风格，而又存在于这各

种风格的话语之中，任何话语都附着这样或那样的表现风格。表现风格的成因既有制导因素，也有物质

因素。各种表现风格的生成都是有规律的。”⑤正因为如此，人们一般对表现风格作出一些对立统一的

划分，比如吴礼权就分为五组十种，其中包括根据叙述语言的繁简分为简约风格与繁丰风格，根据语言

表达的庄谐分为庄重风格与幽默风格等。⑥ 然而，我们的着眼点与此略有不同，因为我们的两岸语言对

比主要是一种求异的比较，着眼于区别，但是两岸之间在风格上的表现，并非整齐严格的对应，或者说是

呈严整的对称性分布。实际的情况比较复杂，大致有以下两种：一是两岸大致呈对立性的分布，如台湾

的庄雅风格与大陆的平实风格；二是明显与不明显之别，即相较于一些台湾比较明显的风格特征，大陆

基本属于“中性”，比如本文将要讨论的“生动”风格。所以，对两岸言语风格及其差异，我们不追求作对

称性的归纳与列举。
第四，同样还是着眼于对岸语言运用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现有的对表现风格的归纳还不足以反映

台湾“国语”使用中一些与大陆有较为明显差异的独特之处，所以我们还需要另外归纳、补充几种类型，
它们虽然可能不一定属于传统的内涵丰满、外延清晰的、严格意义上的风格学概念，但是却可能更切合

两岸言语使用及其差异的实际情况。比如本文中，我们尝试把“生动”作为一种风格的表现和追求，来进

行两岸之间的初步对比，大致就属于这样的情形。
第五，认识言语风格，必须深入言语作品中去作具体分析，而言语作品的类型不同，其语言表现自然

也会有所不同，即要受语体的制约。因此，最好是分类型考察，避免不同类型的混杂。⑦ 我们着眼于一

般的言语运用，主要考察一般的通用文体，如刊登于报刊的比较规范的书面文本形式等，而舍弃文学作

品以及某些专门性的文体（如公务文书等）。
二、台湾“国语”的生动表达形式

（一）什么是生动形式

《现代汉语词典》（第６版）对“生动”的释义是“具有活力能感动人的：～活泼｜～的语言”，这是一般

的词语释义；文艺理论界的理解和表述则是“从宏观角度讲，生动性是指活泼，有生气，能感人，具有动态

美的语言特征”，⑧而能够达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则如有人所说：“气韵生动的核心在于变化性”。⑨

就我们所见，台湾的很多表达方式正是由于对一般、普通的语言形式有所变化，作出另外的选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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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另外的形式，才达到了异于惯常表达的独特的生动效果，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很多语言使用

者的共识与共同的追求，成为一种“风气”，在此基础上，才形成了这种具有言语社区普遍性的风格特征，
并且在整体上与大陆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差异。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大陆的一般表达中就没有生动或生动性的诉求，只是说相对而言没有台湾那么

普遍、突出与典型，并且在语言手段的利用上表现得更为充分，特别是着眼于两地对比，即同样的意思两

岸的表达有所不同：台湾经常采用的是“生动”形式，而大陆则选择传统的一般用法。
台湾著名语言学家姚荣松先生曾送给笔者一本他的自选集《厉揭斋学思集》，收录的是一些回忆性、

学术性文章以及序跋等。阅读之后，笔者注意到，书中不时出现的一些与大陆学者或一般作者不同的表

达方式，正可以作为台湾“国语”生动表达形式的较好范例，例如：

１）台语注音符号的再出帆（１１６页）

２）……新课程上路以后，“乡土语言”的名词就已名不符实。（１３１页）

３）我们谨向本会会员及国内外音韵学同行招手，希望加入为本刊的作者群。（１５１页）

４）在文体发生的初阶，文字主要记录一些大事及政府告示等，文学文体尚未露脸，但不久就开

始萌芽并且迅速成长。（１７６页）

５）至于作者不时流露他的国文系身段，以经解经，或卖弄点文字学、词汇学的知识，那就无庸列

举了。（２１０页）
最后一例的“身段”一词，《现汉》的释义有二：①女性的身材或身体的姿态：～优美。②戏曲演员在舞台

上表演的各种舞蹈化的动作。此例“身段”与述语动词“流露”搭配，显示前者已经义有所转，大致是说作

者展示或显露他国文系出身所具有的专业素养和知识积累等。这样的意思而选用“身段”一词来表示，
不仅新颖别致，而且极富动感，真正称得上“生动”二字。其他各例，如不用“发布／公布／实施”等而用“出
帆”与“上路”，也有同样的效果；例３）的“招手”在大陆或许会用“发出邀请／提出希望”之类形式，二者的

风格色彩无疑相去甚远；例４）上句的“露脸”意思正与下句的“萌芽”相同，二者相比，后者虽然也是修辞

用法的固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修辞意味早已磨损，显然不如前者来得生动。
再看一段可能并不显得特别突出的文字：

６）平板电脑、智慧型手机夯，让熟 龄 族 可 以 打 破 外 界 眼 光 藩 篱，透 过 网 路 交 友，寻 求 婚 姻 第２
春，谱下黄昏恋曲，让网路不再侷限只有邻家女孩遇上真命天子的爱情故事。（中国时报２０１４－０６
－１４）

我们认为，这样的表达同样堪称生动。
（二）生动风格的主要表达手段

台湾“国语”的生动风格主要借由词汇手段实现。贺立仁说，“文学语体的生动性是以各种积极修辞

手法的运用为主要标志。如比喻、夸张、借代、拟人、婉曲、比拟等。”①其实不止是文学语体，其他语体也

概莫能外。我们所见，台湾“国语”主要就是通过修辞性的新造词语以及对已有词语的修辞性使用，来追

求并达到生动效果的。
我们先看修辞性造词。
贾彦在讨论台湾“国语”造词法中修辞手段的应用时举了一些例子，如“蝴蝶装、蝙蝠衫、斑马线、高

峰会议”以及“清汤挂面（女子直短发）、田鸡族（眼镜族）、无壳蜗牛族（无住房的人）”等。② 徐莉指出，大

陆的流行词语中有不少来自台湾地区，并重点分析了一些这样的词语，其中有不少就是采用修辞造词法

的，主要是比喻法。比如“劈腿”，就是“脚踩两只船”的意思，虽然略显粗俗，但也十分形象生动；“香蕉

人”是指在文化上已经西化，在生理特征上还保留着东方人特点的华裔外国人或留学生，他们就像香蕉

一样内白外黄，极其生动形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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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立仁．语言的生动性形象性探析［Ｊ］．小说评论，２０１０，（４）．
贾彦．台湾汉语造词法中的修辞应用［Ｊ］．修辞学习，２００３，（１）．
徐莉．论海峡两岸词汇差异及融合［Ｊ］．黄山学院学报，２００８，（２）．



台湾修辞造词法相当常用，由此构成的各类新词语也非常多。比如，来自日语的“－族”构词能力相

当强，由它构成的词语中就有很多属于此类。除上边提到的“田鸡族、无壳蜗牛族”外，再如“银发族、长

青族、火腿族、香肠族、夜猫族、菜篮族、洋葱族、背屋族、草莓族、粉领族”等。
再比如，台湾有“梅花餐”一词，义同大陆的“四菜一汤”，因其摆放成梅花形状，故名；台湾的出租汽

车一般为黄色，所以民众常俗称之为“小黄”；大陆出租车的“起价”，在台湾一般用“起跳”来表示；美式快

餐ＳＵＢＷＡＹ，大陆谐译为“赛百味”，而台湾则译为“潜艇堡”（因其汉堡形状如潜艇）。
至于来自台湾的“充电、电脑、一头雾水、大跌眼镜、浮出水面”等，早已成为大陆的常用词语。
两岸某些词语意义的差别，有时也与此有关。比如“黑手”一词，在台湾义指从事机械修理的技术人

员，如“汽车黑手｜这位修车厂老板是从当黑手起家的”（见《两岸常用词典》，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很显然，这是一种借代用法（修理工满手油污，由此而借指修理工）；而在大陆此词却没有这样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看到，英文版的“Ｓｔｅｖｅ　Ｊｏｂｓ”中的一句话，台湾译本《贾伯斯传》（天下远见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１年１０月第１版）和大陆版《乔布斯传》（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０月第１版）的翻 译 分

别是：
台：贾伯斯的父亲是高中中辍生，而且是黑手，从汽车零件交易中获利。
陆：乔布斯的父亲是个高中辍学生，他在修理汽车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通过买卖零部件赚取可

观的利润。
再看已有词语的修辞性使用。这大致可以表述为对已有词语的“错位”使用，以使其在表达某一意

思的同时兼具形象生动之效。相对而言，这一类更能反映台湾“国语”运用中对生动风格的追求。汪惠

迪在讨论“真命天子”由谁最先移用到一般人时指出：“据笔者观察，极有可能是台湾地区的媒体工作者，
他们的思维常年处 于 活 跃 状 态，点 子 又 多 又 鬼，时 有 精 彩 的 创 意 之 作———一 个 词 儿 或 一 个 短 语 一 个

绰号。”①

台湾国语表达中的生动形式有许多的确称得上是“创意之作”，例如：

７）主流媒体从未用妨碍言论自由来批评过当的儿少法，倒是在虐童、白玫瑰运动等事件上拥抱

“保护儿少”的政治／道德正确论述。（立报２０１１－０１－０３）
８）万华转移量暴增，可能是新案交屋所致，因此北市成长仅能视为虚胖，实际状况不如账面上

漂亮。（联合报２０１４－０６－１３）

９）统一集团去年进行交棒，创办人高清愿卸下多家公司棒子，由女婿罗智先陆续接任。（中国

时报２０１４－０６－１４）
１０）都会区车水马龙，发展日新月异，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也日益丰富，农村时代单纯快乐逐渐

从生活中退场。（自由时报２０１４－０６－１４）

１１）前任国台办主任王毅一直希望以官方身份登台。（同上２０１４－０６－１４）
最后一例中的“登台”属于别解用法，即“台”由“舞台”义别解为“台湾”义，由此而达到生动的效果。同

样，如果是台湾人士到大陆，则经常借用“登陆”一词，仍属别解。
有些成语在实际的使用中还可以通过意义表面化这样“返璞归真”式的使用，②来实现其新的意义

和功能，例如：

１２）苏拉台风重创北台湾，首当其冲的苏花公路更是柔肠寸断，从苏澳到太鲁阁总长７８公里的

路段里，就有５０公里路基流失或坍方。（联合晚报２０１２－０８－０４）
“柔肠寸断”《中国成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的释义是“软肠一寸一寸地断。形容极度伤

心。”而此例仅取其“断”义，说的是多处公路被洪水冲断，不仅生动别致，同时还借用原成语的“余荫”而

含有悲伤、难过的意味，确实是非常好的创意之作。
不仅有对已有词语的变义使用，而且还有利用同音关系的变形使用，其目的依然是追求表达的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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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例如：

１３）但台湾内斗激烈，“自戕不息”，朝野何暇计此？（联合报２０１４－０６－１３）
这里的“自戕不息”显系对“自强不息”的变形使用，采用这种保留—替换的方法，既在相当程度上保有原

义，又赋予新义，并且获取了非常明显和突出的语用效果：新颖、别致、生动。
类似的“借音赋形”形式在台湾比较常见，是获取生动效果的一种常用手法。笔者２０１４年６月访问

台湾，看到台北街头有一则巨幅房地产广告，上边的广告词是“住福———最珍贵的幸福”。一个“住福”，
蕴含浓厚的祝福人们居住幸福之意，也是既生动又简捷高效。

上述生动形式很多都不是个例，而是有一定的复现率，唯其如此，才能合而形成一种风格。例如：

１４）北市面积虽小，天气却常阴晴不定，有时市区的国父纪念馆阳光露脸，但位于木栅山区的动

物园可能正下着大雨。（联合报２０１４－０６－１３）

１５）编辑小组的辛劳，写在脸上，也散播在小小五坪大的专题研究室。（姚荣松《厉揭斋学思集》

２６１页）
“露脸”出现在前边例４）中，而例１４）虽然用于不同的主体，但是其语用追求与效果却是相同的；例１５）
的“××写在脸上”，大陆民众最早听到或看到这一形式，大概是早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台湾校园歌曲流

行的时候，当时有一首著名的《外婆的澎湖湾》，其中有一句歌词就是“笑意写在脸上，哼一曲乡间小唱”。
再如表示“实施／执行”等义的“上路”，在台湾的使用频率也相当高，例如：

１６）……推动奢侈税快马加鞭……他也表达有信心在下半年让奢侈税上路。（更生日报２０１１
－０３－０４）

１７）但《职业安全卫生法》今年７月上路后，提高罚鍰至３０万元。（中国时报２０１４－０６－１４．）
下边再举两个“转换跑道”的用例：

１８）加上各公私立大学的台湾文学系、多数由中文系教授转换跑道成立的“台湾语文学系”；或

比较热门的“台湾文学系”，近年也活络了台湾研究的市场。（姚荣松《厉揭斋学思集》３６页）

１９）（王先生）从政府单位转换跑道至民间企业。（中国时报２０１４－０６－１４）
前边由“黑手”一词简单提及“Ｓｔｅｖｅ　Ｊｏｂｓ”一书两岸译本的差异，而比较两岸译本，类似的差异还有

很多，其中有不少就显示出［±生动］的言语风格对立，例如：
台：他看到一只小牛出生的经过：小牛宝宝在出生几分钟内，就试着自己站起来，开始行走，这

一幕教他看得目瞪口呆。
陆：他看到了一只小牛犊的出生，让他惊讶的是，这只小动物才落地几分钟就挣扎着站起来开

始走路。
台：从此，贾伯斯就要向他的主食罗马牌谷物脆片说拜拜，其他如米食、面包、谷类食品、牛奶也

都不能吃了。
陆：这就意味着，即使是麦片也不能再吃了――还有所有的米饭、面包、谷类以及牛奶。

三、台湾“国语”生动表达形式的特点

本节中，我们借由对台湾“国语”中较多生动表达形式的考察与分析，试图归纳总结它们的一般特

点，总而言之，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主要借用比喻手法

无论是造词还是用词，大致都是如此。就我们所见，修辞造词中，主要是比喻造词；而在所有生动形

式的用例中，比喻大概也能占到百分之七八十。至于此外其他的修辞手段，相对就比较少了，主要集中

在借代、别解等。
类似的用例前边已经出现不少，以下再举几例：

２０）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是否出面力挺这位曾批评马是“丐帮帮主”、“大明王朝”的连胜文，还是

依然保持不沾锅的距离，党内都在观望。（联合报２０１４－０６－１３）

２１）据了解，叶世文承认收受赵藤雄一千六百万元贿款，但否认利用职权关说评委 护航。（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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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例“不沾锅的距离”非常生动贴切，可以说是把马、连之间的关系表达得既恰到好处，又惟妙惟肖；后
一例的“护航”大陆虽然有时也用（通常是“保驾护航”连用），但范围非常有限，像在此例中就绝对不会使

用（一般会用“照顾”等）。
以下一例比较通俗，似乎有较强的口语性，但是其由比喻而产生的生动效果同样明显：

２２）这期间正好是学校开学，老师得教学、研究蜡烛两头烧。（出处失记）
（二）多用于表示动作行为及发展变化

一般而言，一个交际单位（句子）通常要表达一个事件，而构成一个事件的要素，主要是一个表示动

作行为或发展变化等的动词性单位，一句话中如果只能有一个语法单位，那么通常就会是这样的成分。
长期以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在语法研究中都尊奉“动词中心”，道理就在于此。就我们所见，台湾“国

语”形成生动表达形式的关键点，主要在于动词，即通常会用一个“不一般”的动词或动词性词语，来取代

传统所用的一般性词语，其主要的价值取向一是用具体动作词语替代抽象动作词语，二是用强动作性词

语替代弱动作性词语，而二者经常是结合在一起的。
比较典型的如“上路”，前边已经举过例子，它显然比“实施／执行”等动词意义更加具体、也更具动作

性。类似的用例再如：

２３）在土地持分与建筑设计等相关规定限制下，其余八成多茶餐厅业者，恐将被迫熄灯。（联合

报２０１４－０６－１３）

２４）同时他也向大企业喊话，欢迎新的职棒队加入。（同上）
前一例用“熄灯”替代传统的“关张／歇业／倒闭／关门大吉”等，自然语用效果及风格特点大不相同；后一

例的“喊话”在台湾也比较常用，在这里大致是“表示”之类的意思。
再如以下含有生动形式的语言片断：

二十一世纪的当家思想，期末考１６日登场，计算机程序在跑，得到化妆过的祝福，学童得知有

机会发声，高凤数位内容学院开了停办第一枪，网际网路、动画片、漫画书及袖珍本纷纷出笼，将活

动画下圆满句点。
有时，这种动词性的替换除了具有明显的生动风格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因而有多重的效果，

例如：

２５）詹姆斯上半场虽因拉肚子，两度跑进休息室“解放”，最后仍拿２８分。（中国时报２０１４－０６
－１４）

２６）邱妈妈告诉她：“现在不只要深耕交往对象，还要好好经营与对方家人的关系，因为有好姻

缘比什么都来得重要。”（同上）
前一例因为上句有“拉肚子”，所以下句的“解放”意思非常清楚，而同样非常清楚的，还有此词用在这里

的婉曲表达效果；后一例的“深耕”在台湾比较常用，用于此处不仅生动传神，而且言简意丰，如果换用其

他形式，就不会这么简约了。
当然，动词以外，也有一些其他词性词语的用例，比如前边举过的名词性的“身段、不沾锅的距离”

等，再如：
长久以来，部定中文系共同必修３８～４０学分，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三门为长青树，且必不可

少。（姚荣松《厉揭斋学思集》１６７页）
（三）有明显的拟人化取向

结合上述第二个特点，台湾“国语”中的生动形式，往往是取通常用于表示人的动作行为的动词性词

语，来用于人以外的其他主体，因而属于修辞上的拟人用法，而且这一作法非常普遍，由此也形成了一个

非常明显的特点。比如以下是见于台湾优活健康网的一组例子：

２７）治疗前与医师详加沟通，使用净肤雷射或脉冲光等光学治疗，才能让斑点彻底离开。（２０１０
－０５－１１）

２８）大家都知道肿瘤会扩散、变形或转移，但您有听过肿瘤还会趁人不备偷偷“落跑”吗？（２０１０
－０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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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最近冷气团一波一波来报到。（２０１１－０１－１０）
３０）恼人的酸痛又阴魂不散的纠缠而来。（２０１１－０１－２０）

见于其他媒体的用例再如：
３１）苹果ｉＰｈｏｎｅ　５Ｓ／５Ｃ本月在台上市，而新一代ｉＰｈｏｎｅ　６已经悄悄起跑！（工商时报２０１３－

１０－１１）
３２）成教部与体育处合办的暑期游泳训练班开跑！（淡江时报２０１４－０６－０９）

动词性词语以外，也有少量其他形式的用例，如：
３３）台湾过去一年的经济，以ＧＤＰ来衡量相当亮丽。……台湾却能够有如此亮丽的成绩，是很

值得庆祝的。（立报２０１１－０１－１０）
此例的两个形容词“亮丽”，后一个大陆也偶能见到，而前一个就不太常见了。

大陆也有使用但是不及台湾常见的再如“漂亮”：
３４）游戏公司欧买尬初上柜，就缴出一张漂亮的获利成绩单。（《台北道地　地道北京》１１７页）

（四）具有普遍化、常态化的表现

这方面的表现大致有二：其一是常用，即复现率高，这一点我们在前边已经提到。再比如 “起跑”，
经常用于表示“开始”义，台湾《联合报》１９６８年至２０１３年 此 词 共 有６４５个 用 例，其 中 用 于 此 义 的 就 有

５９３例，占总数的近９２％；而作为对比，大陆《人民日报》同一时间范围内的总用例数是２２８个，其中表示

同样意思的只有３４例，且多为近年的用例，仅占总数的近１５％。其二是有的因为常用，已经完成了修辞

现象的词汇化，成为固定的词义，并且被词典收录，如上文提到的“黑手”。
以下再各举两个“上路”与“开跑”的例子：
３５）新措施上路时间由各航空公司自行决定。（中国时报２０１３－１１－０２）
３６）已核定本所成立在职进修硕士专班的学年度招生已上路，目前预定招收台湾研究组１２名。

（姚荣松《厉揭斋学思集》１３４页）
３７）继光是中部地区首屈一指，具有历史且是今年中部地区第一个开跑的年货大街。
（台中市政府新闻局网站２０１１－０１－１５）
３８）变更就学区的申请也在同日开跑。（自由时报２０１４－０６－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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