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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词语在台湾：从“进入”到“融入” 
 

——如何看台湾“国语”与大陆普通话的趋同现象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现代汉语研究所所长  刁晏斌 
 

 
    海峡两岸的语言文字，既有一些差异，也有融合。在两岸开始交流之初，甚至在此后一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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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陆经济的持续强劲发展、国

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两岸交流的持续升温，以及网络交际的快速与便捷等，这一情况已经有了很

大改观。 
    1.从“登陆”到“复现” 
    我们曾以词汇为例，就此进行过调查（见《台湾“国语”词汇与大陆普通话趋同现象调查》，
《中国语文》2015年第 3期）。比如利用《两岸常用词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从前往
后依次选取加星号（表明为大陆特有）的 50 个词语，在台湾媒体上进行检索，结果显示共有 18
个有用例，占总数的 36%；而同一词典前 50 个加三角号（表明为台湾特有）的词语，在大陆则
共有 17 个有用例，占总数的 34%。仅就这一结果来说，目前两岸的词汇交流基本已经实现了双
向对等。 
    时下，如果我们随意浏览台湾媒体，会不时看到许多大陆首创的词语，并且很多还有不低的
使用频率。2016年 4月 9日，我们在台湾比较大的媒体网站“联合知识库”中以下列大陆词语为
关键词进行检索，所得使用数量如下： 
    阿里 13674，互联网＋3469，山寨 2843，一带一路 1732，全国人大 1637，一国两制 1266，
亚投行 969，中国梦 524，十三五规划 289，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146。 
    以下一组是学界公认的两岸差异对应词语的使用数量（前大陆后台湾），其中的大陆词语在
台湾也有一定的使用频率： 
    方便面 776—速食面 601，熊猫 2512—猫熊 2868，计划生育 139—家庭计划 178，导弹 1048
—飞弹 5347，幼儿园 4118—幼稚园 12670，出租车 488—计程车 14247，光盘 340—光碟 9015，
集装箱 417—货柜 9765，打印机 98—印表机 3124，数字技术 8—数位技术 222。 
    其中有的数量对比还属悬殊，但大陆词语毕竟已经在台湾“登陆”，并且也有了一定的复现
率。 
    2.从“引用”到“自用” 
    看了以下一个例子，我们或许就会对当下大陆语言形式在台湾的使用情况有一个直观的印象
了： 
    叶宇真表示，由中国经济转型带动的牛市同时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三大要件。“天
时”为全球增长模式重构中，依赖互联网代表的技术推动，中国不仅具备天然互联网基因，一带

一路、亚投行推进中国走出去正由大变强；“地利”是国家政策培育新兴行业、助力制造业升级，

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融资优化，启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至于“人和”则为中国工程师红利助

推产业结构调整，生活质量提升激发多样化需求，人力资本创新、创业机会无限。（《自立晚报》

2015.6.10） 
    如果说以上一例中的大陆词语还只是“引用”的话，以下则是“自用”，与前者相比，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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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更高级阶段的使用： 
    追欠税只拍拍苍蝇不打老虎？“议员”指军公教欠税数万元的追缴达标率 92.48%，但对欠税
百万、上千、上亿元的欠税大户却束手无策，痛批税务局没执行力，增加人手、成本支出多了 2000
多万元，但成效不成比率。（《联合报》2015.5.9） 
    他也呼吁“监察院”不要只打苍蝇、打蚊子，不敢打老虎，应该向社会大众公布事实真相。
（《自立晚报》2015.9.10） 
    3.从“数量”到“质量” 
    “万能动词”“搞”来自西南官话，有一定的俚俗性，建国以后在普通话中获得相当高的使
用频率，仅 1946年至今的《人民日报》中就有含此词的文本 137，235个。一些台湾学者曾经对
普通话中“搞”的高频使用颇有微词，实际上台湾“国语”中此词用得也确实不多。但是，现在

这一情况已经有所改观，我们同日在上述“联合知识库”进行检索，一共得到含“搞”的资料 54，
780笔，如果与上一组“方便面”等的使用数量相比，这已经是一个相当不小的数字了。 
    考察台湾“国语”与大陆普通话的趋同现象，不能只看“数量”，还要看“质量”，前者反映
大陆词语是否“进入”台湾，代表着趋同的初级阶段；后者则说明大陆词语是否“融入”台湾“国

语”，即是否由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 
    所谓融入，就是变简单的“引用”为自主性的使用，甚至是“化用”，而时下这在台湾“国
语”中也早已不是个别现象了。 
    上边例子中“打老虎”等在台湾的自用就是如此。再比如前边提到的“搞”，台湾一向之所
以少用，主要是使用范围有限，即通常只限于某些比较固定的组合，且多用于贬义，如“搞错、

搞不清、搞怪”等，而现在的使用，有不少已经完全摆脱这一限制，例如： 
    他比较前政府的经济表现，“我们搞经济，比他们在行”。（《联合报》2011.11.23） 
    4.“引申”和“衍生” 
    自从邓小平就香港回归中国提出“一国两制”政策以后，“一国两制”就在港澳台地区引起
高度关注，特别是港澳先后回归以后，能否把这一模式用于两岸统一成为人们关心和热议的话题，

由此进一步拉高了它在台湾的使用频率，并且在使用范围上有新的拓展。最主要的表现有以下两

点： 
    一是引申性使用，即凡是不同地区或人群等在物价、税收、待遇等方面有所差异，均可使用，
因为涉及的范围较广，所以此义的使用频率相当高。以下是台湾《自立晚报》中的两个例子： 
    县府建设局最后强调，多数的县民对水价一国两制的问题深表不公平。（2004.1.7） 
    其他住在急慢性病房的病人也需要照护服务，却没有被加收生活照护费，“一国岂能有两制”，
医院不应该向呼吸照护病房病人收取这笔费用。（2016.2.5） 
    特别是后一例，采取拆分使用的形式，大致属于前边所说的“化用”，无疑是只有在高级阶
段才可能有的变化。 
    二是作为类推的基础形式，衍生出新词语。以下一例很有代表性： 
    周柏雅指出，台北市垃圾筒的设置不只是一市两制，甚至是一区两制。同样是大安区，有些
路段摆设的很密集，有些路段却完全不设，让人搞不清楚市政府设置人行道垃圾筒到底有无标

准？（《自立晚报》2010.9.27） 
    除了此例中的“一市两制、一区两制”外，我们看到且有一定使用频率的还有“一县两制、
一法两制、一路两制、一本两制”，以及“两国两制、一国两区、一国多制”等仿造形式。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海峡两岸的交流势不可挡，两岸的民族共同语也在这一过程中见证、记
录和反映了这一交往与交流过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缩小差异、化异为同，而这也正是两

岸民众向心力的具体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