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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共时状况及历时发展演变研究。

　　主持人语：由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汉语研究所、两岸语文辞书大陆编委 会 与

辽宁师范大学共同主办，辽宁师范大学 国 际 教 育 学 院 承 办 的 第 四 届 海 峡 两 岸 及 港 澳 地 区 现 代 汉 语 对 比 研 究

学术研讨会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６日至１８日在滨城大连召开，与会的４０余名专家学者就相 关 议 题 进 行 了 广 泛

的讨论，取得了很多共识，达到了预期 的 目 标。为 了 使 更 多 的 人 了 解 本 次 会 议 及 其 成 果，我 们 从 参 会 论 文 中

精选了三篇，结为专栏，以飨读者。
第一篇论文《海峡两岸趋向动词的用法差异及相关问题》以使用频率很高但以往关注程度明显不够的趋

向动词入手，对两岸之间多方面的差异 及 其 造 成 原 因 进 行 了 比 较 全 面 的 考 察 分 析，在 此 基 础 上，还 试 图 以 小

见大，把视角推及整个两岸语言对比 以 及 全 球 华 语 研 究 的 范 围，得 出 了 一 些 新 的 认 识。总 体 而 言，本 文 既 以

语言事实为基础，同时也有一定的理 论 意 义 和 价 值。第 二 篇 论 文《香 港 社 区 词 的 构 词 词 素 研 究》是 作 者 香 港

社区词与内地比较研究系列的又一成 果，文 章 从 香 港 社 区 词 中 提 取 出 使 用 频 率 较 高 且 具 有 鲜 明 特 色 的 构 词

词素，从语音、语义和构词上分析它们的性质、特点、历史来源等，据此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并与内地相对应的

形式进行了对比分析，形成了一些新 的 认 识。目 前 香 港 与 内 地 词 汇 比 较 研 究 中 像 这 种“本 体 式”的 研 究 还 不

太多，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 不 足，这 样 它 的 意 义 和 价 值 也 就 不 限 于 词 素 本 身 了。第 三 篇 论 文《汉 字

简繁文本智能转换系统中语言学问题分析》主要从文字、词汇和标点符号等方面论述了国家语委２０１２年所启

动的简繁文本智能转换系统研发工作中所存在的语言学问题，指出在文字层面上怎样更好地利用规则，而在

词汇层面上怎样更好地利用统计模型，是今后进一步提高准确性的关键所在。本文有很强的实用性，很能反

映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语言对比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即面向语言实际和语言应用。
当然，仅凭三篇论文，远不足以反映本次会议的全貌，那么，有兴趣的读者请关注我们即将结集出版的 系

列论文集《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现代汉语对比研究新收获（４）》。

海峡两岸趋向动词的用法差异及相关问题

刁 晏 斌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海峡两岸趋向动词在用法上有非常明显的区别，这一点无论在单纯趋向动词还

是复合趋向动词都有比较充分的表现，就台湾“国语”一方来说，上述差异的形成原因主要是

因袭传统用法、受方 言 影 响 以 及 为 了 保 持“庄 雅”的 语 体 风 格。由 此 来 看 两 岸 语 法 差 异 的 研

究，以及全球华语的研究，会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海峡两岸；普通话；台湾“国语”；趋向动词

　　中图分类号：Ｈ０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１７５１（２０１６）０２－００９８－０１０

　　趋向动词是汉语动词中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封闭

小类，也是非常有两岸对比研究内涵的一类词，可以

作为观 察 两 岸 民 族 共 同 语 及 其 使 用 情 况 的 一 个 窗

口，来进行全面细致的探究。
按一般的 知 识，趋 向 动 词 可 以 分 为 单 纯 类 和 复

合类，前者包 括 主 观 类（只 有“来”与“去”）和 客 观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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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上、下、进、出、回、过、起”），而 后 者 则 是 前

两者的结合，主要有“上 来／去、下 来／去、进 来／去、出

来／去、回来／去、过 来／去、起 来／去”等。总 体 而 言，
趋向动词的用法有二：一是独立使用，此时基本等同

于一般动词；二 是 附 着 使 用，即 作 为 趋 向 补 语，附 着

于其他谓 词 后 边。在 附 着 使 用 时，复 合 类 趋 向 动 词

的用法又有两种，一种是合用，即作为一个整体的词

使用；另 一 种 是 分 用，即 在 两 个 构 成 成 分 之 间 插 入

宾语。
在以上几 种 类 型 的 几 种 用 法 中，海 峡 两 岸 都 有

一定的差异，值得探究与分析；而各种差异的形成也

有一定的内外原因，也非常值得总结。另外，由趋向

动词差异的研究，还引发了我们关于两岸语言（主要

是语法）对比及相关研究的一些思考。

一、单纯趋向动词的差异

两岸单纯趋向动词用法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作为

趋向补语附着使用时，并且主要集中在几个词，以下

分别讨论。
（一）“来”与“去”
作为主观趋 向 动 词，“来”与“去”在 两 岸 的 使 用

频率都非常高，两地的主要差异是台湾“国语”中，这

两个词在做 趋 向 补 语 时 后 边 可 以 出 现 处 所 宾 语，而

在大陆普通话中通常避免这样使用。比如以下一例

（本文台 湾 用 例 如 非 特 别 说 明，均 出 自《自 立 晚 报》，
为省篇幅，只注时间，不标出处）：

（１）为什么美日的五金废料处理技术比台湾高，
仍将五金废料运来台湾？（２０１５．５．１７）

同样的意思，普通话一般要用“仍将五金废料运

到台湾来”。
台湾“来”“去”这一用法最普遍的组合形式是与

客观单纯趋向动词“进、回、上”等构成复合趋向动词

时（见后），但是在和其他一些位移动词组合使用时，
经常也有类似的表现。我们以与这两个趋向动词有

较多组合用例的“跑、拿、送、搬”等四个动词为例，结

果都检索到相关用例，如：
（２）（圆轴蟹）集体在草地区挖洞栖息，打破专家

眼镜，让许多螃蟹专家大感惊喜，特地在晚上跑来大

鹏湾的小潟湖进行夜间观察。（２０１５．１．５）
（３）许多 餐 旅 学 校 培 养 出 的 人 才，都 楚 材 晋 用，

跑去新加 坡、澳 门，甚 至 许 多 高 阶 主 管 都 到 大 陆 去

了。（２０１４．７．２３）
（４）将以前的“中华民国宪法”拿来台湾用，等于

拿大人的衣服给小孩穿。（２０１５．３．２８）
（５）没想 到 他 将 这 些 价 值 两 万 二 千 元 的 刮 刮 乐

拿去银行兑换时才发现原来所有的刮刮乐都是变造

过的。（２０１５．３．１０）
（６）有谁敢这样检验？来ＰＫ啊！把你的产品送

来台湾！（２０１３．１２．１０）
（７）有些 长 辈 年 迈 以 后 会 逐 渐 失 能、失 智，以 往

针对这 种 情 形 只 能 把 长 辈 留 在 家 中 或 送 去 赡 养 中

心。（２０１４．１０．２８）
（８）让 南 屯 居 民 过 的 舒 服 愉 快，更 多 人 搬 来 南

屯。（２０１３．２．４）
（９）谢 长 廷 认 为，他 现 在 搬 去 花 莲 较 不 自 然。

（２０１５．２．２６）
（二）“回”
很多趋向 动 词 往 往 有 引 申 用 法，即 可 以 表 示 抽

象的方向等，而单纯趋向动词“回”的两岸差异，主要

就表现在这一方面。
陆俭明曾 经 指 出，新 加 坡 华 语 里 有 一 种 特 殊 的

表示 引 申 意 义 的 述 补 结 构“Ｖ回”，例 如“天 冷，快 些

演好，穿回大衣”中的“穿回大衣”，是说“穿上你刚才

脱下的那件大 衣”①；黄 立 诗 也 报 道 了 马 来 西 亚 华 语

中趋向动词“回”的同样用法，如“我终于可以吃回肉

啦！”大致意思 是 说 话 人 之 前 是 喜 欢 吃 肉 的，后 来 因

为某些原因 而 停 止 吃 肉，现 在 采 用“回”来 表 示 回 复

吃肉的②行为。
台湾“国 语”中，趋 向 动 词“回”一 定 程 度 上 也 存

在这样的用法，比如陆文所举的“穿回”，我们也在台

湾报纸上见到用例：
（１０）我请 她 再 帮 我 穿 回 支 架，继 续 练 习 她 所 谓

一点都没有进步的“跳”！（２００４．８．９）
按，此例上 文 有“到 了 复 健 室，穿 上 支 架 开 始 练

习跳，看护又开口了：‘你跳得很烂你知道吗？’”受此

话影响，“我 悠 悠 地 说 着：‘请 帮 我 脱 掉 支 架，我 不 跳

了，我想回家！’”这时，作者接到了她爸爸的电话，爸

爸让她“穿上支架继续练习”，并讲了很多道理，由此

才有了此例的“帮我穿回支架”。在本文中，“穿上支

架”和“穿回支架”表达的基本意思相同，不同之处则

在于后者表示的是“脱下再穿上”义。
另一个“穿回”的例子是：

①
②

陆俭明．新加坡华语句法特点及其规范问题（上）［Ｊ］．海外华文教育，２００１（４）：１－１１．
黄立诗．从语法化视角看马来西亚华语“回”作动态助词的现象［Ｊ］．现代语文，２０１３（８）：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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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为了 安 抚 唐 男 紧 张 气 氛，警 察 请 其 坐 在 人

行道上将袜子穿回。（２０１５．４．９）
其他“Ｖ回”组合形式的用例再如：
（１２）县 长 曹 启 鸿 特 别 以“从 心 得 回 一 条 溪 流—

小区居民共 同 参 与 万 年 溪 守 护”为 题，专 题 演 讲，透

过投影片呈 现 万 年 溪 的 过 往 身 影、污 染 原 因 及 整 治

历程。（２０１２．９．１３）
（１３）江宜 桦 应 该 为 九 月 政 争 中，毁 坏 宪 法 分 际

的行为请辞负责，或许江老师可以考虑回校园教书，
做回他比较擅长的事。（２０１３．９．１４）

（１４）可以 把 年 纪 很 大 的 人 修 回 年 轻 一 点，本 来

七十几岁修成五十几岁。（２０１５．６．２３）
（１５）预计１２月跟新增的苗栗、云林、彰化、三站

一起启用同时降低回原先票价。（２０１５．７．２７）
（１６）我们没有历史课纲、没有历史课本，但我们

有 一 代 代 的 传 承，传 承 文 化，接 回 断 链 的 历 史。
（２０１５．８．１１）

（三）“到”
台湾“国 语”中，趋 向 动 词“到”的 用 法 比 大 陆 复

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表示“达 于 某 一 点、到 达、达 到”（见《现

代汉语词典》第６版，下 同）义 时，可 以 取“述＋宾对 象

＋到＋宾处 所”形式，而同样的意思普通话中一般要把

对象 宾 语 移 到 别 处，直 接 采 用“述＋到＋宾”格 式。
例如：

（１７）利用空勤总队的直升机空投民生物资到乌

来灾区。（２０１５．８．１１）
按，同样的 意 思，普 通 话 一 般 要 用“把 民 生 物 资

空投到乌来灾区”。再如：
（１８）患者 和 他 的 妹 妹 都 非 常 感 谢 江 雪 萍，出 院

后特别 送 鲜 花 到 社 会 服 务 室，表 示 谢 意。（联 合 报

２００３．４．２９）
（１９）由台湾行动支付ＡＰＰ通知客户下载行动金

融卡到手机中，下载完成后，手机就立刻兼具金融卡

的功能。（２０１５．８．３）
有时“到”后的宾语可以指所达到的标准或数额

等，也可以看作一种抽象的处所宾语。例如：
（２０）决定提高悬赏缉凶的破案奖金到新台币二

千万元。
（２１）知名科技网站Ｔｅｃｈ　Ｃｒｕｎｃｈ传出，手机代工

厂鸿海集团旗下富士康将提高苹果３ＧｉＰｈｏｎｅ产能

到每周８０万支。（经济日报２００８．８．６）
其二，表 示 比 较 虚 化 的“达 于 某 一 点、到 达、达

到”义，大 致 意 为“达 到（某 种 程 度）”。陆 俭 明 谈 到，
新加坡华 语 中，“到”有 时 可 用 于 联 结 带 状 态 补 语 的

述补 结 构，与 普 通 话 中 的“得”相 当，所 举 的 例 子 有

“我做人都做到厌了”“你今天玩到好高兴呀”等①。
台湾“国语”中，类似用法比较常见，例如：
（２２）谈到纸钱被当垃圾，甚至愤怒、难过到掉下

泪来。（２０１５．８．７）
（２３）这一 切 得 来 不 易，原 来 在 许 玮 宁 甜 美 外 貌

下，隐藏着拼命三娘的冲劲，靠着满到爆炸的档期来

磨炼自己。（中国时报２０１５．３．９）
但是，这样 能 直 接 把“到”换 成“得”的 用 例 似 乎

并不多见，比较多见的，是以下这样的句子：
（２４）他 很 少 会 对 对 方 有 兴 趣 到 询 问 她 们 的 家

人。（出处、日期失记）
（２５）打破传统ＯＴＰ动态密码模式，让客户操作

便利到融入生活习惯，感觉几乎忘了存在，却仍受到

“随行保镖”强大的保护。（２０１５．８．５）
（２６）买毒 方 便 到 连 上 课 时 间 都 可 以 下 单，这 种

遥控贩毒，实在有够离谱！（中国时报２０１１．１．２８）
属于此类的，还有一个凝固性比较强的“令到”。

这一形式在“港式中文”里也经常出现，田小琳、马毛

朋认为，这个“令到”可以看作动补结构，“到”强调了

“令”所达到的结果，所举的例子如“米开朗杰利年轻

时并不喜欢钢琴的音色，后来入了行，发誓要令到钢

琴发出‘糅合管风琴和小提琴’的声音。”②

台湾“国 语”中，与 此 完 全 相 同 的“令 到”时 能 见

到，例如：
（２７）因为 如 果 你 用 的 字 太 深 或 不 常 见，会 令 别

人不知怎样 去 称 呼 你，怕 读 错 了 你 的 名 字 而 自 讨 没

趣。（２００４．５．３０）
（２８）尤其是市场上一直未有极度利好的消息推

动，令 到 恒 指 持 续 在２１　１００点 至２１　７００点 之 间 徘

徊。（经济日报２０１２．３．５）
（２９）爱情 方 面，积 极 大 胆 的 举 动 令 到 对 方 又 怕

又开心。（星报２００２．７．６）
其三，在做补语表示“动作有结果”义时，组合形

式远比普通话丰富，即能够与更多的动词搭配使用。
比如以下一例：

（３０）等到 阮 氏 燕 到 家 后，才 发 现 到 丈 夫 口 吐 白

①
②

陆俭明．新加坡华语句法特点及其规范问题（上）［Ｊ］．海外华文教育，２００１（４）：１－１１．
田小琳，马毛朋．港式中文词类现象举隅［Ｊ］．汉语学报，２０１５（２）：６５－７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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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事态严重，紧急送医。（２０１５．６．１８）
按，普通话的表达习惯中，“发现到”是一个陌生

化程度很高的形式，一般会只用“发现”而不加“到”。
这种似乎多少有点“赘余”的“到”在台湾“国语”

中比较多见①，再如：
（３１）台湾 有 许 多 环 境 敏 感 地 区，面 临 国 土 超 限

利用的问题。（２０１５．７．１５）
（３２）古 迹 相 较 于 一 般 的 消 防 演 练 困 难 度 又 更

高，除了古迹本体的建材比较老旧以外，也不能破坏

到古迹的本体。（２０１５．８．３）
（３３）医院 在 第 一 时 间 紧 急 动 员 并 召 回 医 师、护

理、药师及行政人员等，使伤员能够快速地接受妥适

的治疗。（２０１５．８．３）
（３４）也使 与 会 来 宾 可 实 时 掌 握 到 会 议 信 息，并

落实了节能减碳。（２０１５．８．４）
属于此类的，还有一个凝固性比较强的“帮到”，

例如：
（３５）几年前，她哥哥娶一个乖女人回家，会听丈

夫的话，乖乖 的，但 相 对 的，遇 到 事 情 就 无 法 帮 到 家

里太多。（２００８．３．２５）
（３６）当务之急，唯有翻转教育视野，建立对教育

的想象，而非 只 是 管 控，辅 导 管 教 才 能 帮 到 小 孩，才

能走对的路。（２０１４．１２．２１）
以上用例显 示，台 湾“国 语”单 纯 趋 向 动 词 的 使

用范围比大陆普通话广，在前、后两面均比普通话有

更大的伸缩 余 地：向 前，可 以 与 更 多 的 动 词 组 合，构

成不同表义类型的述补结构；向后，可以直接系联处

所宾语，构成普通话所无的述宾结构。

二、复合趋向动词的差异

与单纯趋 向 动 词 相 比，复 合 趋 向 动 词 的 使 用 情

况更加复杂，因而两岸的差异也更多、更大一些。如

果立足于普 通 话，差 异 大 致 可 以 归 纳 为 以 下 四 个 方

面：一是独立做述语动词时表现不同，主要是能否直

接带处所宾语之别；二是做趋向补语时，所附着的词

语种类和范 围 有 别；三 是 作 为 趋 向 补 语 与 动 词 组 合

成的中补结 构 使 用 范 围 有 别；四 是 作 为 趋 向 补 语 时

是否可离析使用的表现有差异。以下就这四个方面

展开讨论。
（一）独立做述语动词时的差异

这方面的 表 现 主 要 是：台 湾 的 复 合 趋 向 动 词 后

边可以直接 带 处 所 宾 语，而 大 陆 普 通 话 中 的 趋 向 动

词所涉及的 处 所 通 常 不 能 作 为 其 宾 语 出 现，这 是 两

岸复合趋向动词使用中一个非常明显而突出的区别。
在这方面，以“回 来”与“回 去”的 用 法 差 异 为 最

明显，以下各举一例：
（１）这只 是 个 开 始，以 咖 啡 作 为 媒 介，先 带 动 部

落周边产业，提振经济发展，进而使得家乡的人能够

愿意回家，回 来 这 片 等 待 着 他 们 很 多 年 很 多 年 的 土

地上。（２０１５．６．３０）
（２）叶男 也 懊 悔 地 说，是 自 己 害 了 女 友，直 说 要

跟女友一起回去菲律宾。（２０１５．４．１９）
以上两例用普通话表达，大致为“回（到）这片等待

着他们很多年很多年的土地上来”和“回菲律宾（去）”。
台湾“国语”中，“回来／去”直接带宾语的用例比

较常见，我们仅在２００４年至今的《自立晚报》中检索

到的“回来”所带的宾语就有“台北市、西雅图、南投、
高雄、高 雄 市、故 乡 屏 东、台 中、基 隆、台 东、高 县、六

堆娘家、这里、家里、中和菜市场、这边住房、主会场、
立院、市府、佛光山、佛光山这个大家庭、山上、马场、
学校”，甚至 还 包 括“业 界、职 场”这 样 比 较 虚 化 的 处

所词；该报 纸 同 一 时 间 段 中“回 去”所 带 的 宾 语 则 有

“选区、灾区、户 籍 所 在 地、户 籍 地、他 的 祖 国、故 乡、
菲律宾、台湾、大陆、中国、日本、北京、重庆、台南、西

雅图、议会、看守所、绿岛、学校、原来的餐厅、苗栗马

家庄、乡下”等。
其他复合趋向动词直接带处所宾语的用例虽然

并不常见，但也不是没有，例如：
（３）溪头明山森林会馆的总经理，同时也是妖怪

村的孕育者林志颖表示：“妖怪村让现在的年轻人愿

意上来溪头。”（２０１２．１．１３）
（４）圣经里讲过一句话：“富人上天堂，如同骆驼

穿针孔。”意思 就 是 有 钱 人 想 要 上 去 天 堂，就 如 同 骆

驼想要穿过针孔一样难。（２０１４．７．２９）
（５）上次庄瑞雄竞选总部成立时，台北市市长柯

文哲也 特 地 下 来 屏 东，向 屏 东 的 乡 亲 推 荐 庄 瑞 雄。
（２０１５．１．２６）

（６）在 中 午 天 气 最 热 的 时 候，派 潜 水 伕 下 去 海

底，用金属探测器寻找垃圾。（２０１３．６．１３）
（７）既然源头检测出了问题，进来台湾就不必再

谈。（２０１４．１１．２６）
（８）七十 岁 了，你 不 用 进 去 情 趣 商 品 店，情 趣 商

品对你已经没有用了。（２０１４．１１．７）
（９）你出来这个社会做事情，你必须要有很好的

①在一些用例中，这样的“到”似乎更像一个完成体的标记，仅就这一点而言，就值得做进一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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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２０１４．１２．３０）
（１０）女儿 常 带 她 出 去 餐 厅 吃 饭，她 爱 吃 客 家 姜

丝炒大肠、糖醋排骨等。（２００９．１０．２５）
这样的用例与上一节的“运来台湾”以及后面的

“赶回去云林”等是完全相同的，反映的事实是，无论

是单纯的还 是 复 合 的，无 论 是 做 趋 向 补 语 还 是 直 接

做述语，台 湾“国 语”的 趋 向 动 词 都 可 以 与 处 所 宾 语

直接组合。
（二）“Ｖ＋趋向补语”中Ｖ的差异

台湾“国语”中，能 带 复 合 趋 向 补 语 的 词 语 比 普

通话多，所以有一些组合形式在普通话中较少见到，
甚至难以见到。比如以下两例：

（１１）担心 年 节 期 间 大 鱼 大 肉 让 身 材 走 样、又 害

怕没有毅力能够瘦回来吗？（２０１５．１．３０）
（１２）医师打开他的身体，又缝合回去，因为他的

癌已无法切除。（２０１５．８．１１）
按，前一例“瘦回来”的“瘦”是形容词，普通话的

趋向动词通常只在表示“起始”或“持续”义时才可以

与某些形 容 词 组 合，如“天 热 起 来 了”“天 还 会 热 下

去”，而这里 的“回 来”仍 表 示 方 向 义，此 例 是 说 重 新

由胖变瘦，使以前“瘦”的状态再回来。后一例的“缝

合回去”意思很明显，然而这样的意思普通话通常要

另外措辞，不会用到趋向补语。
类似的用例再如：
（１３）她到目前为止对国民党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是“我们把士气凝聚回来”。（２０１５．７．２９）
（１４）于是 他 向 谢 长 廷 建 议，要 将 一 些 古 迹 开 放

出来，建立新观光景点。（２０１５．３．９）
（１５）此刻的“现状”，不就是国民党这几年来点点滴

滴、尽心尽力所努力出来的成果吗？（２０１５．７．１９）
用作趋向 补 语 最 多、与 之 组 合 的 动 词 最 为 复 杂

的，是“下去”，以下我们主要就此进行讨论。
其一，普通 话 中“下 去”通 常 不 与 述 宾 式 动 词 直

接组合，而台湾“国语”中基本没有这一限制，例如：
（１６）“北拼赢６０万票”，这是国民党设定的目标，

全党以此目 标 努 力，相 信 只 要 加 油 下 去 一 定 可 以 达

到。（２０１１．１２．２５）
（１７）如果 如 同 多 数 民 众 预 期，马 政 府 还 有 其 他

未爆弹及更 高 层 级 官 员 涉 入，马 长 期 以 来 引 以 为 傲

的“清廉”招牌，将更加蒙尘下去。（２０１２．７．２２）
（１８）为了政党一己之私，让全民利益陪葬下去。

（２０１４．３．２１）
（１９）为了 台 湾，不 要 让 两 岸 议 题 成 为 民 进 党 重

返执政 的 障 碍，也 不 能 再 让 中 国 国 民 党 执 政 下 去。

（２０１４．７．１７）
（２０）这 么 好 的 施 政 成 绩 一 定 要 有 适 当 接 班 人，

接棒下去，继续往前奔跑。（２０１４．６．２１）
最后一例的“接棒下去”还有更复杂的用例：
（２１）对台湾 社 会 而 言，一 棒 接 一 棒 下 去

獉獉
是 非 常

重要的！（２０１４．６．７）
普通话趋 向 补 语 习 惯 于 和 动 词 直 接 组 合，而 不

大接受在二者之间插入宾语的形式，影响所及，连跨

层组合的“动述 宾＋趋”形 式 也 在 排 斥 之 列。台 湾“国

语”不避“动＋宾＋趋”形 式 且 比 较 常 用，所 以“动述 宾

＋趋”的使用就更不在话下了。
其二，不少形容性词语也可以后接趋向补语“下

去”，用例也比较多见，普通话中虽然也有（见前），但

是相对而 言 数 量 远 少 于 台 湾“国 语”，所 以 以 下 组 合

形式极少在普通话中见到：
（２２）而 这 个 成 果，我 相 信，还 会 继 续 茁 壮 下 去；

而只要继续茁壮下去，台湾人民在未来，将一定能够

实现彭先生在五十年前所勾勒的未来。（２０１４．９．１３）
（２３）经过 这 次 选 民 的 选 票 教 训，还 要 继 续 麻 木

不仁下去吗？（２０１４．１２．３）
（２４）张善政１９日表示，禽流感疫情若再糟糕下

去，政府备案启动进口冷冻鸡。（２０１５．１．１９）
我们仅在２００４年至今的《自立晚报》中，还见到

以下一些对普通话用户而言陌生化程度相对较高的

组合形式：
投资下去、扩大下去、诉讼下去、爱用下去、接班

下去、恶 化 下 去、放 任 下 去、胡 作 非 为 下 去、延 长 下

去、纷扰 下 去、执 着 下 去、再 无 能 下 去、继 续 营 业 下

去、源远流长 下 去、接 力 下 去、耗 费 下 去、变 化 下 去、
传颂下去、一 直 犯 错 下 去、继 续 努 力 下 去、一 直 受 害

下去、选 举 下 去、花 钱 下 去、坐 视 下 去、继 续 任 职 下

去、凋落退步下去、继续交棒下去、继续牺牲下去、再

拒绝下去、相依下去、恶性循环下去、一直超前下去、
继续跟前任男友不清不楚下去、再否认下去、被铭记

下去、继续执政下去、继续谈判下去、面对下去、响应

下去、再参选 下 去、延 续 不 断 地 薪 火 相 传 下 去、继 续

傲慢自大下 去、一 直 吵 架 下 去、愈 来 愈 糟 下 去、继 续

冲刺下去、要 坚 强 下 去、又 老 又 丑 下 去、执 迷 不 悔 下

去、继续持有下去、被故意激化下去、彼此攻讦下去

其三，“下 去”前 的 动 词 可 以 隐 去，形 成 一 个 空

格，这样的用法比较常见，例如：
（２５）这种“家”天下，“党”天下的观念，不能再下

去了。（２００４．１１．２５）
按，普通话中，表持续义的趋向动词前通常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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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谓词，比如此例大致就要表述为“不能再继续下

去了”。动 词 隐 去 后，通 常 会 保 留 一 个 状 语 性 的 成

分，可以是单个的副词，也可以是词组，由此形成“状

语＋趋向补语”的组合形式，例如：
（２６）这三个月不是结束，而是开始，还会一直下

去，达到弊绝风清。（２００９．７．９）
（２７）现在想要怎么重现那种盛况，几乎不可能，除

非能顺应时代的变迁，长久下去做改变。（２０１３．３．８）
（２８）培训 当 地 居 民 担 任 导 览 解 说 员，让 珍 贵 的

文化资产能永续下去。（２００９．８．１８）
（２９）若按 照 这 样 少 子 化 的 趋 势 下 去，台 湾 人 口

零成长的时 间 也 将 会 由 原 本 推 估 的２０２１年 提 前 至

２０１７年。（２００６．７．３１）
（３０）照现 在 的 局 势 下 去，年 底 县 市 长 选 战 似 乎

是分裂的民进党对抗团结的国民党。（２００９．６．１５）
有时，在“状 语＋趋 向 补 语”之 前 还 出 现 一 个 代

词性的“如此／这样”，使得句子的结构及语义关系更

加复杂。例如：
（３１）相对地，台湾若如此长久下去，将会逐渐被

边缘化。（２００７．９．２７）
（３２）如果 陆 客 的 质 量 这 样 一 直 下 去，不 要 说 对

台东，对 我 们 整 个 台 湾，并 不 是 长 久 的 观 光 主 要 收

入。（２０１１．１０．２５）
（三）“Ｖ＋趋向补语”使用范围差异

陆俭明指 出，复 合 趋 向 动 词 后 面 带 上 处 所 宾 语

是新加坡华语非常常用的一种句法格式。所谓复合

趋向动 词 后 面 带 上 处 所 宾 语，具 体 指 以 下 两 种 情

况：—种是单个复合趋向动词后面带上处所宾语（例

如“她带着孩子回去美国”），另一种是由带复合趋向

补语的述补结构直接带处所宾语（例如“同一辆车又

驾回来我 们 这 里”）①。陆 俭 明 文 中 所 说 的 两 种 情 况

与台湾完全相同，前一种我们已经在上边讨论过，下

边讨论第二种情况。
陆俭明文中所说的第二种情况在当今的普通话

中基本不见，所以杨凯荣把“他走进来／去教室了”列

为病句②，而汪青青基于对《人民日报》１９９８年１月份

全 部 语 料 进 行 的 统 计 指 出，我 们 可 以 说“跑 进 病 房

来”，但不能说“跑 进 来 病 房”和“跑 病 房 进 来”③。但

是，在台湾“国语”中，“走进来／去教室”和“跑进来病

房”却是复 合 趋 向 动 词 补 语 与 处 所 宾 语 共 现 时 最 常

见、最普通 的 位 置。上 一 小 节 我 们 讨 论 过 台 湾 单 纯

趋向动词“来”“去”与动词构成的述补结构后带处所

宾语的用法 就 显 示 了 这 一 点，而 如 果 把 单 纯 趋 向 动

词扩大到复合趋向动词，这一用法依然常见，它们共

同构成台湾“国语”趋向动词使用有别于普通话的一大

特点。例如：
（３３）他 还 需 要 将 这 项 讯 息 带 回 去 台 北 市 政 府。

（２００４．９．１１）
（３４）１４日晚上就是因为不乖才会被父亲从家中

载出去外面。（２００７．８．１８）
（３５）许舒博接受访问表示，将赶回去云林处理。

（２００９．９．２９）
（３６）我把 当 地 状 况 和 需 要 带 回 来 台 湾，鼓 励 更

多人支持。（２０１４．７．３１）
（３７）连阵 营 质 疑，柯 文 哲 选 上 后 是 否 会 变 回 去

“台独、深绿”的立场。（２０１４．１０．２８）
（３８）有 必 要 将 基 本 人 权 等 进 步 观 念 放 进 去 宪

法。（２０１４．１１．１０）
同样的意思，普 通 话 主 要 使 用“中 宾 式”，如“赶

回去云林———赶回云林去”。
（四）复合趋向补语是否离析使用的差异

前边的第 三 点 差 异 中，已 经 涉 及 趋 向 动 词 是 否

离析使用的问题了，即同样的意思，普通话趋向于采

用“中宾式”的 离 析 形 式，而 台 湾“国 语”则 趋 向 于 用

“后宾 式”的 整 体 形 式。以 下 我 们 就 此 展 开 进 一 步

讨论。
《现代汉语 八 百 词（增 订 本）》（商 务 印 书 馆１９９９

年）指出，“动 趋 式 动 词 后 面 表 示 事 物 的 名 词 可 以 有

三种位置：（１）在整个动趋式之后；（２）在趋向动词和

趋向动词的 中 间；（３）在 主 要 动 词 之 后，在 趋 向 动 词

之前。加上用‘把’字 把 它 提 前 的 格 式，一 共 有 四 种

格式。”关于第 三 种 格 式，刘 月 华 指 出：“在 实 际 语 言

中，这种用 法 很 少 见。我 们 甚 至 很 难 在 我 们 的 语 料

中找到这一类 例 句”④；张 伯 江 也 说，“在 现 代 北 京 话

里，除用于祈使句和嵌在句中的某些场合外，已经很

难听到用Ｃ式（即 ＶＮＣ１Ｃ２）的 说 法 了，而 一 些 存 古

较多的方言里，Ｃ式的用例还是不少的”⑤。

①
②
③
④
⑤

陆俭明．新加坡华语句法特点及其规范问题（上）［Ｊ］．海外华文教育，２００１（４）：１－１１．
杨凯荣．论趋向补语和宾语的位置［Ｊ］．汉语学报，２００６（２）：５５－６１，９６．
汪青青．动趋式的语言学特征分析［Ｊ］．现代语文，２０１２（１１）：１３６－１３６．
刘月华．趋向补语通释［Ｍ］．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４３．
张伯江．关于动趋式带宾语的几种语序［Ｊ］．中国语文，１９９９（３）：１８３－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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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很 难 找 到”或“很 难 听 到”的 第 三 种

格式，却在台湾“国语”中比较常见，由此又形成两岸

民族共同语 复 合 式 趋 向 动 词 用 法 的 重 要 区 别 之 一。
这样的用例如：

（３９）游客除了享受美味海鲜，探头出去，便能感

受垦丁大街的热闹气氛，增添几分乐趣。（２０１１．２．３）
按，同样 的 意 思，如 果 要 保 留 复 合 趋 向 动 词 的

话，普通话的首选形式是“探出头去”，即采用复合趋

向动词离 析 使 用 的 中 宾 式；其 次 是 用“把 头 探 出 去”
的“把”字句。

（４０）用他 妻 子 的 手 机 发 简 讯 出 去，居 然 引 起 了

这么多人产生烦恼。（２０１３．５．２１）
（４１）这时 候，猛 吸 一 口 气，然 后 闭 住 呼 吸，压 一

口气下去，上压下提，肛门夹住，就成一个宝瓶，宝瓶

中有荷尔蒙。（２０１３．８．２７）
（４２）回来 种 笋 时 父 亲 告 诉 他，竹 笋 随 便 种 就 能

长笋出来。（２０１５．６．２５）
以下两 例 分 别 使 用 了“出……出 来／去”这 样 的

“动＋趋１（单）＋宾＋趋２（复）”形 式，最 能 体 现 台 湾“国

语”的选择取向：
（４３）胃 肠 怎 么 洗？ 每 天 吸 一 点 新 鲜 的 空 气 进

来，吐出一点污浊的气出去。（２０１１．７．１７）
（４４）你的 心 把 它 转 变 了，就 可 以 写 出 这 样 子 的

诗出来，很美！（２０１５．２．１６）
我们曾 经 讨 论 过 两 岸 离 合 词 数 量 及 使 用 的 差

异，主要 结 论 是 台 湾 可 离 析 使 用 的 词 数 量 少、频 率

低，其中就包括复合式趋向动词的合而不离，上述台

湾“国语”采 用 前 宾 式 而 不 采 用 中 宾 式，就 是 这 方 面

的表现之一，而例（４３）（４４）更可证明这一点：为了维

护复合趋向 动 词 的 整 体 性，宁 可 重 复 其 中 的 一 个 成

分，使句中出现羡余成分。
以上几种用 法 显 示，台 湾“国 语”中 的 趋 向 动 词

用法相对于大陆普通话而言，既复杂又简单：复杂的

一面，主要表现在如前所述的在前、后两面均比普通

话有 更 大 的 伸 缩 余 地，以 及 “动 ＋ 趋１（单）＋ 宾 ＋
趋２（复）”这样的形式等方面；简单的一面，则是基本只

用复合式趋 向 动 词 的 整 体 形 式，而 不 是 像 普 通 话 那

样更多地使用其离析形式。

三、上述差异的形成原因及相关问题

以上我们对海峡两岸趋向动词使用中的一些明

显差异进行了讨论，对于上述差异，我们首先要回答

一个问题，即 它 们 的 产 生 或 造 成 原 因 是 什 么；其 次，
还可以进一步思考其他一些相关的问题，本小节中，
我们也要就此进行一些初步的梳理。

（一）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

就台湾“国 语”一 方 而 言，其 与 大 陆 普 通 话 在 趋

向动词使用 上 诸 多 差 异 的 形 成，大 致 有 以 下 几 个 方

面的原因：
一是 因 袭 传 统 用 法。纵 观 复 合 趋 向 动 词 的 历

史，最先出 现 的 就 是 台 湾“国 语”今 天 依 旧 常 用 的 前

宾式，张金圈指出这一点，并且举了以下的例子①：
（１）巨浸乃十二头水牯牛为钓饵，却只钓得一只

青蛙出来。（宋·碧岩录）
其实，不 仅 近 代 汉 语，就 是 到 了 早 期 现 代 汉 语

中，前宾式依 然 比 较 常 见，而 这 与 一 直 以 来 台 湾“国

语”以 相 同 用 法 为 主 的 状 况 之 间 是 有 直 接 关 联 的。
我们在总结造成两岸民族共同语诸多差异的根本原

因时，曾经提到“距离”的差异，即台湾“国语”更多地

保留了早 期 现 代 汉 语（即 最 初 的“国 语”）的 特 点，因

此与它的距离较近，而普通话则与之距离较远，许多

差异即由此而生②。比如，前边提到台湾“国语”中有

“动＋趋１（单）＋宾＋趋２（复）”形 式，而 类 似 的 用 例 在 早

期现代 汉 语 中 就 比 较 多 见，我 们 曾 就 此 进 行 过 讨

论③，以下引用几例：
（２）我的 心 里，渐 就 播 下 不 少 悲 哀 的 种 子 下 去。

（茨荪《萌芽了》）
（３）对这自然的默示，他不觉笑起自家的气量狭

小起来。（郁达夫《沉沦》）
以下再以鲁 迅 作 品 中 的“起 来”为 例，举 几 个 当

今台湾“国语”用法与之一脉相承的用例：
（４）而况兼做教员的方玄绰，自然更表同情于学

界起来。（《端午节》）
（５）连夜渔的几个老渔父，也停了艇子看着喝彩

起来。（《社戏》）
（６）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

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二是受方言影响。游 汝 杰 说，“台 湾 多 数 居 民 的

母语是闽语，四 十 多 年 前 移 居 台 湾 的 大 陆 人 所 操 的

国语，大多 是 蓝 青 官 话。闽 语 和 蓝 青 官 话 是 台 湾 华

①
②
③

张金圈．“复合动趋式＋宾语”语序演变的动因与机制［Ｊ］．宁夏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５）：４４－５０．
刁晏斌．从两个距离差异看两岸共同语的差异及其成因［Ｊ］．杭州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３）：６７－７１，８５．
刁晏斌．初期现代汉语语法研究［Ｍ］．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９：３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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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的 底 层。许 多 差 异 是 这 个 底 层 发 生 作 用 的 结

果。”①台湾“国语”中 趋 向 动 词 的 使 用 情 况 也 能 证 明

这一点，单韵 鸣 指 出，在 南 方 众 多 的 方 言 中，趋 向 补

语“来”和“去”用 于 处 所 宾 语 的 前 面 是 常 见 的 说 法，
比如粤方言 就 说“翻 去 北 京（回 去 北 京）”和“上 嚟 二

楼（上来二 楼）”，而 绝 对 不 会 说“翻 北 京 去”和“上 二

楼嚟”②。这里 的 南 方 方 言，应 该 包 括 在 台 湾 通 行 程

度非常高的 闽 南 话，而 前 引 张 伯 江 所 说，“一 些 存 古

较多的方言里，Ｃ式的用例还是不少的”，这样的方言

应该也包括 闽 南 话③。黄 伯 荣 提 到，普 通 话 常 把“出

来”拆 开，插 上 宾 语，如“他 从 袋 子 里 拿 出 一 把 刀 子

来”，厦门话 一 般 要 说 成“伊 对 袋 仔 内 提 一 支 刀 仔 出

来”，绝不会把“出 来”拆 开④；卢 广 成 也 指 出，华 语 的

宾语必 须 插 在 复 合 趋 向 动 词 之 间，台 闽 语 则 不 可

以⑤。试比较以下例子：（１）老师拿出一本书来。（２）
老师提一本册出来。（３）奶奶走进屋里去。（４）阿妈

行入去厝内⑥。
三是保持语体风格的一致。台湾“国语”有其明

显的语体风格特点，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庄雅”，在

这方面，两 岸 有 较 为 明 显 的 差 异。郭 熙 写 道：“国 共

两党在文 告 语 言 运 用 上 迥 然 有 异。前 者 近 乎 文 言，
后者则是 地 道 的 白 话，共 产 党 人 更 乐 意 采 用‘五 四’
倡导的白话，而 国 统 区 则 相 对 更 乐 意 采 用‘文’些 的

书面语。他们各自的传统深深地影响了以后几十年

的语言运 用。在 今 天 的 海 峡 两 岸，我 们 只 要 浏 览 一

下报章，就 不 难 发 现 各 自 传 统 的 烙 印。”⑦比 如 离 合

词，一般认为 它 的 口 语 性 比 较 强，陈 树 考 察 了《现 代

汉语词典》（第６版），发现词典中标〈口〉的词一般都

有离析使用 形 式，而 标〈书〉的 支 配 式 双 音 词 几 乎 无

一例外地没有这样的形式⑧。王海峰统计指出，离合

词的离用现象多出现在口语化的小说戏剧等文学作

品中，因此，“语 体 的 庄 重 程 度 是 影 响 离 合 词 离 析 现

象隐现的前提条件。”⑨

在台湾“国 语”的 日 常 使 用 中，离 合 词 的 数 量 及

可离析形式 均 比 大 陆 普 通 话 少，使 用 频 率 也 比 普 通

话低，其中就包括由中宾式所造成的“起来、过来、进

来、出来”等的离析使用。也就是说，台湾“国语”“起

来”等之所以趋向于采用前宾式而不是中宾式，应该

也有语体 风 格 方 面 的 约 束 和 考 量。另 外，以 上 第 一

点所说，当 下 台 湾“国 语”很 多 趋 向 动 词 沿 用 早 期 国

语用法，其 实 这 也 是 追 求 庄 雅 风 格 的 一 种 表 现 和

结果。
（二）由趋向动词看两岸语法差异研究

借由两岸 趋 向 动 词 的 差 异 及 对 比 研 究，反 观 和

审视两岸语法差异研究，以下几点我们感受颇深：
第一，两 岸 语 法 对 比 研 究 大 有 可 为。在 语 言 的

各个要素中，词汇是最为繁杂多变的，就两岸民族共

同语对比研 究 而 言，也 是 起 于 词 汇 对 比 并 且 其 始 终

是用力最 多、成 果 最 丰 的 领 域。与 词 汇 对 比 研 究 的

热闹相比，语 法 方 面 就 显 得 比 较 冷 落，而 其 中 的 原

因，或许如有人所说：“台湾‘国语’的语法，特征上没

有词汇 那 么 明 显，要 做 出 系 统 描 写 尚 有 一 定 的 困

难”瑏瑠。但是，有 困 难 并 不 能 成 为 无 所 作 为 或 少 有 作

为的理由，而 语 法 的 两 岸 差 异 虽 然 可 能 确 实 不 像 词

汇那么 明 显，但 也 都 是 一 些 实 实 在 在 的 客 观 存 在。
笔者多年从 事 两 岸 民 族 共 同 语 的 对 比 研 究，在 语 法

方面也做过一些工作，早期的研究主要见于《差异与

融合———海峡两 岸 语 言 应 用 对 比》（江 西 教 育 出 版

社，２０００年），近期的成果则是《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

现代汉语差 异 与 融 合 研 究》（商 务 印 书 馆，２０１５年）。
就 后 者 而 言，句 法 方 面 讨 论 过 有 标 记 被 动 句（包 括

“被／遭／获”字 句）、处 置 句（包 括“把／将”字 句）和 其

他几种有标记的句子形式，如“有＋ＶＰ”句、“（在）＋
ＶＰ＋中”句和“ＶＰ＋而已”句；在词法方面，则主要涉

及虚义动词（包 括“进 行、做、作、搞”）。为 了 研 究 的

需要，笔者曾经整理撰写过一个“台湾‘国语’语法长

编”，在这一过程中看到，几乎每一类词（包括大类下

的小类）、每 一 种 句 子 形 式 等，两 岸 之 间 都 有 一 些 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游汝杰．台湾与大陆华语文书面语的差异［Ｊ］．语文建设，１９９２（１１）：１４－１６．
单韵鸣．方言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变异问题———从粤语区普通话的一些变异现象谈起［Ｊ］．海外华文教育，２０１３（２）：１４６－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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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或小、或 明 或 暗、或 这 样 或 那 样 的 差 异。所 以，这

方面的研究 确 实 大 有 可 为，而 一 向 不 为 人 们 注 意 的

趋向动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二，应当有 系 统 和“系 联”的 观 念。语 法 是 一

个系统，很多 语 法 现 象 本 身 往 往 有 这 样 或 那 样 的 联

系，而语法的差异也有系统性，两岸诸多具体的语法

差异往往可以从其上位或上上位的层次进行总结和

归纳。所以，在进行两岸语法比对研究时，我们强调

应该进行系统性的发现和研究，即由某一现象入手，
往往可以引 出 与 之 有 关 联 的 一 个 或 多 个 现 象，这 有

点类似于研 究 古 音 韵 所 用 的 由 反 上 字 归 纳 声 部、由

反切下字 归 纳 韵 部 的“系 联 法”。比 如，本 文 写 作 的

缘起，是我们在进行两岸离合词对比时发现，“出来”
等离合词在 台 湾“国 语”使 用 中 经 常 是 合 而 不 离，由

此而与普通 话 形 成 明 显 差 异，进 而 对 此 进 行 专 门 的

研究。我们由 此“系 联”出 的 还 有 一 项 研 究 内 容，这

就是两岸动词拷贝结构及其使用的差异。我们在考

察对比两岸 离 合 词 时 发 现，普 通 话 中 的 某 些 离 合 词

在涉及情态、时 量 时，往 往 要 采 用 动 词 拷 贝 结 构，而

台湾则直接采用合而不离的形式，比如“跳舞跳了一

晚上———跳舞了一晚上”。初步的调查显示，两 岸 在

动词拷贝结 构 的 类 型、数 量 及 使 用 频 率 是 上 也 有 较

为明显的差异。
上文提 到 台 湾“国 语”总 体 上 有 庄 雅 的 语 体 风

格，由此入手，同 样 也 可 以 统 摄 很 多 不 同 的 词 汇、语

法现象，这无疑也是系统性的一个重要表现，由此可

以为许多现 象 的 存 在 和 发 展 找 到 统 一 的、高 层 次 的

合理解释。比 如，上 文 提 到 台 湾“国 语”少 用 离 合 词

以及使用复 合 趋 向 动 词 时 基 本 不 用 中 宾 式，少 用 动

词拷贝句，此外还有用更具古风的“遭／获”字句来分

流“被”字句，“将”字句的用量比“把”字句多，以及更

多地使用文言副词、连词、介词，等等，都既是形成庄

雅风格的手段，同时也是这一风格的具体表现。
第三，关 于 研 究 的 立 足 点 问 题。我 们 在 两 岸 语

言对比研究 中，曾 经 提 出 一 个“微 观 对 比 研 究”的 概

念①，简单地说，就是提倡多进行以词为对象的研究。
因为词是语 言 中 最 小 的 能 够 独 立 运 用 的 表 意 单 位，
是词汇与 语 法 的 交 汇 处。语 法 研 究 中 的 词 法，本 来

就是以词为着眼点和对象的；就是句法，也往往以某

些词的意义和用法为关键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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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单位当然 要 重 视 并 且 深 入 研 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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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两岸语法差异，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词

的用法差异，所以，要想真正了解台湾“国语”语法特

点，首先关注并大力做好的，就是各类词语的用法差

异研究，即应当以词为立足点。确立了立足点，一是

目标可以更 明 确、更 集 中，二 是 便 于 进 行 更 深 入、更

细致的考察。
进行两岸 趋 向 动 词 对 比 研 究，是 以 一 组 词 为 对

象，而我们实 际 上 是 把 其 中 的 每 一 个 词 都 当 作 一 个

微观研究 对 象 进 行 比 较 细 致 的 考 察。比 如“回”，我

们就对２００４年至今的台湾《自立晚报》中所有２　０００
多页检索结果（每页２０条）进行逐一的排查，挑出所

有与普通话 有 这 样 或 那 样 差 异 的 例 句，再 进 行 排 比

归类，从而得出可能比较全面的差异。这样做，实际

上是一种穷尽性的对比研究，主要是在某一范围内，
穷尽性地搜 集 用 例，从 而 最 大 限 度 上 保 证 对 语 法 事

实全面地反映，在此基础上进行两岸对比。
（三）关于全球华语的对比研究

我们对 两 岸 语 言 对 比 研 究 及 其 将 来 的 发 展 方

向，有一个明确的线路图：这就是由海峡两岸及港澳

地区民族共 同 语 的 对 比 研 究，再 由 海 峡 两 岸 及 港 澳

地区民族共同语的对比研究扩展到整个全球华语本

身及其对比的研究。
当前，全球 华 语 及 其 研 究 越 来 越 受 到 人 们 的 关

注和重视，比 如 著 名 语 言 学 家 邢 福 义 先 生 就 领 衔 主

持了２０１１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华语语

法研究”，由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文 学 院 主 办、德 国 德 古 意

特出版社出版的中英双语国际刊物“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全球华语》）也已于２０１５年正式出版。我们看到，
有越来越多 的 研 究 者 投 身 其 中，去 开 发 和 利 用 这 一

宝贵的语言资源。
我们曾经撰文讨论过台港澳地区标准书面汉语

的共性与个 性，基 本 认 识 是 三 地 语 言 有 很 大 的 一 致

性，即无 论 在 词 汇、语 法，还 是 表 达 方 式、语 体 风 格

上，都有很大的共性特征，并在整体上与内地普通话

形成一系列的差异②。正因为如此，抓住了台港澳三

地中某一地 语 言 的 特 点，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对 其 他 两 地

语言的了解 往 往 也 就“思 过 半”了。其 实，在 此 基 础

上，我们还可以再前进一步，这就是上边所说的由海

峡两岸及港 澳 地 区 及 于 整 个 全 球 华 语，而 趋 向 动 词

①
②

刁晏斌．试论海峡两岸语言微观对比研究［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４）：４４－５１．
刁晏斌．港澳台地区标准书面汉语的共性与个性［Ｊ］．语言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４（６）：１０１－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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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比就给 我 们 提 供 了 这 样 一 个 绝 好 的 例 证，同 时

也进一步明确和坚定了我们的上述信念。
前边提到，趋向动词的某些异于普通话的用法，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语以及香港的港式中文中都

有用例，这实 际 上 表 明，不 仅 台 港 澳 三 地，整 个 普 通

话以外的华语都有相当的一致性，究其原因，则如新

加坡学者周 清 海 所 说：“１９４９年 之 后，各 地 华 语 与 现

代汉语标准语分别发展。各华语区保留了‘国语’的

许多特点，受‘国 语’的 影 响 是 巨 大 的。各 地 的 华 语

也没有 经 历 过 类 似 近 期 中 国 社 会 的 激 烈 变 革 与 变

化，受现代汉语标准语的影响也很少。”①

比如，前边 举 过 新 加 坡 和 中 国 台 湾“穿 回”的 用

例，以下再举几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用例：
（７）詹姆斯宣布新赛季将重新穿回２３号球衣（香

港《大公报》）
（８）对方看到他穿扣留犯的衣服，便立刻向警方

投诉，之后他才被允许穿回自己的衣服，跟随警方到

案发地点以及车上检查。（马来西亚《光华日报》）
（９）她见 势 不 妙，马 上 穿 回 衣 服，出 去 求 助 于 服

务生。（泰国《世界日报》）
（１０）他坐 在 沙 发 上 穿 回 内 衣 裤，再 次 吸 食 白 色

粉末。（俄罗斯《莫斯科华人报》）
一个具体的组合形式“穿回”在各地华语中使用

的一致性，应该只是全球各地华语之间更多、更大一

致性的一个小小缩影，而追寻这些更大、更多的一致

性，从而形成对全球华语及其语法特点的总体认识，
理应成为我们更远大的目标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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