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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餐食类名词看全球华语的共同基础

刁 晏斌 侯润婕

提 要 全球华语有共 同 的基础 和 来 源 ， 这就是 ２ ０ 世 纪 上半 叶 的 民 族共 同 语
——

国 语 。 文 章 以

全球华语通用 的 三套餐食类 名 词 ，
ｓｒ早 饭 、 午 饭 、 晚 饭 ， 早 餐 、 午餐 、 晚 餐 ， 早 膳 、 午 膳 、 晚膳

”

为 对

象 ， 对其在 国语之前 、 国语 中 ， 以 及普通 话 和华语 中 的 使 用 情 况分别 进行考察 ， 由 此证 明 ： 第
一

， 全

球华语拥 有早期 国 语这一共 同 基础 ； 第 二 ， 传统 国 语有 两 条 主要发展线 索 ， 即 普通话与 华语 ， 二者

有较为 明 显 的差 异 ， 但是 时至今 日 也 有一定程度 的 融合 ； 第 三 ， 各地华语有 较 高 的一致性 ， 但是也

有一定 的差异 。 最后 ， 文章提 出 了
“

现 代汉语史视 野下 的 普通话 与 华语
”

这 一 命题 ， 主 要 是想从历

时 角 度理清全球华语及各地华语 的 发展线索与脉络 ， 由 此更好地理解 和把握它们 的共时样 态及 相

互关系 。

关键词 全球华语 国语 普通话 华语

－问题的缘起

刁 晏斌 （ ２ ０ １ ５ ａ ）讨论 了华语的历史基础 问题 ， 结论是
“

传统 国语
”

（ 即本文所说的
“

国语
”

， 我

们在 以前的研究 中称之为初期 ／早期 现代汉语 ） 与 当 今 的华语 ／ 国 语 ／普通话之 间 有 派生 的关

系 ， 即后者都是前者 的地域 ／社区变体 ， 所 以认为应该把华语定义为
“

以传统 国语为基础 的华人

共 同语
”

。

限于篇幅 ， 文章对这一 问题并未全面展开 ， 主要是 引 用 了 不 同 地 区不 同学者 的 相关论述 ，

而没有作更多 的语言调查 。 本文拟就此展开进一步 的论证 ， 主要 以 华语 中餐食类 名 词 的用法

为例 ， 来提供关于全球华语共 同基础 的一个证据 。

周清海 （ ２ ０ １ ６ ） 大致理 出 了
一条传统 国语 由 中 国 香港 到其他华人社区 的辐射线索 ：

“

留 在香

港 的学者 、作家 、记者和编辑 ， 在香港 出 版 了许多读物 ， 向 东南亚 以及世界各地倾销 。 香港 的儿

童读物 ， 杂志和 书刊 ， 伴随着那一代东南亚和世界华人孩童的成长 。 这不 只造就 了香港 的 出 版

业 ， 也影 响 了 东南亚 的华语书面语 。

… … 香港 出 版物所用 的语言 ， 就是 １ ９ ４ ９ 年 以前 中 国 所用

的
‘

国语
’ ‘

国文
’

。

”

受周 清海先生 的启 发 ， 我们 打算 由 中 国香港 的 书 面汉语人手 ， 来进一步 了解整个华语的情

况和面貌 。

李斐 （ ２ ０ １ ２ ）谈到 ， 在
“

港式 中文
”

中 ， 不少名 词 可 以 活用 为动词 ， 举 了 一组餐食类名 词 的用

例 。 即 ：

（ １ ） 若每 月 外 出 用 膳 的 次 数 不 变 ， 会 选 择 吃 午 膳 ， 减 少 外 出 晚 膳 ， 因 为 同 样 的 食 物 ， 午 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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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钱 较 晚 餐便 宜 。 （ 《 明 报 》 ２ ０ ０ ８
－

１ １
－

０ ９ ）

（ ２ ） 跳 车 受 伤 的 ４ ４ 岁 姓 张 男 子 患 精 神 病 ， 徐表 示 张 某在 大埔 林 村 一 间 复 康 中 心 居 住 ，
５ 年

前 受 其 家 人 所 托
“

义 载
”

他 出 入 ， 闲 时 载 他 外 出 早 餐 或 复 诊 等 。 （ 《 明 报 》 ２ ０ １ ０
－

０ ６ ０ ４ ）

（ ３ ） 萧母 忆述 ， 三 口 子 昨 日 在 家 中 午 膳 ， 当 时 儿 子 并 无 异 样 。 （ 《 东 方 日 报 》 ２ ０ １ １ ０ ９
－

０ ８ ）

类似 的用例在 中 国香港 的报刊及作 品 中 的确 比较常见 ， 特别是包含
“

早膳 、午膳
”

和
“

晚膳
”

的
“

膳
”

类词 。 以下再据 中 国香港 《文汇报 》补几个李文没有举到 的近期其他同类词 的用例 ：

（ ４ ） 随 即 回 酒 店 早 膳 及休 息 的 安 历 卡 更 吸 引 大 批 媒体及球迷在 酒 店 门 外 守 候 。 （ 《 文 汇 报 》

２ ０ １ ６ ０ ２
－

１ ６ ）

（ ５ ） 戴 维 斯 与 露 宿 者 午 餐 。 （ 《 文 汇 报 》 ２ ０ １ ６ ０ ２
－

２ １ ）

（ ６ ） 楼 下 的 土 豪 大 叔 给他 的 老母 亲过 生 日 ， 邀 请 我 到 他 家 晚 餐 。 （ 《 文 汇 报 》 ２ ０ １ ５
－

１ ２
－

３ １ ）

（ ７ ） 这 天 ， 他 相 约 旧 同 事 午 饭 。 （ 《 文 汇 报 》 ２ ０ １ ５
－

０ ８ ２ ８ ）

（ ８ ） Ｓｕ ｓａｎ 表 示 ， 罗 宾 同 时 在 与 抑 郁 症 搏 斗 ， 而 当 时 的 他 已 开 始 有 严 重 的 焦 虑 。 （ 《 文 汇 报 》

２ ０ １ ５ １ １
－

０ ５ ）

李文没有指 出 这一用法 的来源 ，其实这是保 留 早期现代汉语 的用法 ， 换言之 ， 正是港式 中

文是 以早期 国语为基础 的一个证据 。

刁晏斌 （ ２ ０ ０ ７ ：
３ ４ ）讨论 了 名词用为动词后直接做谓语 ， 曾 以

“

晚餐
”

为例 ， 指 出 此期餐食类

名 词经常用为动词 ， 所举 的例子是 ：

（ ９ ） 前 两 天 的 夜 里 病 院 中 没 有 日 月 ， 我 也 想 不 起来
——

Ｓ 女 士 请 我 去 晚 餐 。 （ 《 冰 心 文

集 》第 一 卷 ）

（ １ ０ ） 伯 和 备 了 酒 菜 ， 请他 和 何 丽 娜 晚 餐 。 （ 张 恨水 《 啼 笑 因 缘 》续 集 ）

近 日 我们翻检 １ ９ ０ ４
？

１ ９ ４ ８ 年的 《 东方杂志 》 ，也看到 了很多类似的各种用例 。 以下一例 中
“

餐
”

类词 以两种形式使用 ， 最能说明 问题 ：

（ １ １ ） 他 们 于 早 晨 七 时 起 身 ， 八 时 早 餐 ， 以 后 即 至 工 场 去 工 作 ， 学 做 细 木 工 人 ， 锁 匠 ，

一 直 到

下 午 一 时 为 止 ，

一 至 二 时 进 午 餐 ， 休 息 ；
二 时 至 四 时 上课 ， 五 时 进 点 心 ， 七 时 晚 饭 ，

五 时

后 一 直 至 十 时 都 是 他 们 娱 乐 的 时 间 。 （ 东 序 《 俄 国 的 自 学 儿 童 》 ， 《 东 方 杂 志 》 １ ９ ３ １ 年

２ ８ 卷 第 ２ １ 期 ）

按 ， 此例 中 比照
“

七时起身
”

的
“

起身
”

，则
“

八时早餐
”

的
“

早餐
”

也应为动词用法 ， 同 样下句

的
“

七时晚饭
”

中 的
“

晚饭
”

也应相 同 ； 而句 中 的
“
一 至二时进午餐

”

， 同样可 以 比照前句改为
“
一

至二时午餐
”

， 就如 同前句也可 以 改为
“

八时进早餐
”
一样 。

以 下再举几个 《东方杂志 》的用例 ：

（ １ ２ ） 十 四 日 区 长 张 惠 亭 邀 早 饭 ， 意 甚 殷 ， 可 感 。 （ 汪 懋 祖 《 鸡 足 山 巡 礼 》 ， 《 东 方 杂 志 》 １ ９ ４ ６

年 ４ ２ 卷 第 １ ３ 期 ）

（ １ ３ ） 以 七 时 八 时 发 自 伦 敦 。 在 隧 道 列 车 中 早餐 。 至 巴 黎 午 餐 。 午 后 在 巴 黎 治 事 毕 。 五 六

时 仍 归 伦 敦 。 在 列 车 中 晚 餐 。 夜半 十 二 时 可 抵 伦 敦 就 寝 。 （抱 石 《英 法 海 峡 隧道 与 现

时 之 战 争 》 ， 《 东 方 杂 志 》 １ ９ １ ８ 年 １ ５ 卷 第 ７ 期 ）

（ １ ４ ） 雷 倍 耳 ， 见 那 卖 糖人 正 在 晚 膳 。 薛 特谦端 过 一 把 椅 子 请 他 坐 。 （ 仲 持 《 婚 姻 掮 客 》 ， 《 东

方 杂 志 》 １ ９ ２ ０ 年 １ ７ 卷 第 ２ ０ 期 ）

根据 以上材料 ， 我们 大致可 以得 出
一个初步结论 ：今天 的 中 国香港书面语言 中餐食类名 词

的用法保 留 了早期 国语的 习惯 ，二者之间有高度 的 一致性 。 不仅如此 ， 在我们 的 印象 中 ， 世界

２ ０ １ ６ 年第 ３ 期 ？６ ５ ？



各地 的华语基本也保 留 了 同样的用法 。 本文拟就此作进一 步 的考察和验证 ， 如果事实支持我

们 的上述结论 ， 则一可 以说明各地华语具有一致性 ， 二可 以证 明 这种一致性来 自
“

共源
”

， 即 均

由早期现代汉语继承发展而来 ， 也就是具有本文标题所说的
“

共 同基础
”

。

为此 ， 我们选择三组分别 以
“

饭
” “

餐
”

和
“

膳
”

煞尾 ， 在全球华语 中广泛使用 的餐食类 同义名

词 ， 在相对较广 的范 围 内进行使用情况的调査 ， 这三组词是 ：

ａ ． 早饭 、午饭 、 晚饭

ｂ ． 早餐 、午餐 、 晚餐

ｃ ． 早膳 、午膳 、 晚膳

我们之所 以 选择 以上三组词 ， 大致基于 以下考虑 ： 第一 ， 同
一意思 可 以 由 三组 同 义词来表

达 ， 这种情况在汉语 ／华语 中并不多见 ， 应 当充分利用 ； 第二 ， 三组词有 比较稳定的使用频率 ， 并

且基本不受时 间 因 素 的影响 ； 第三 ， 三组词在语体色彩上有 明显而整齐 的从 口语色彩到 书面语

色彩的级差 ， 即 口 语 （

“

饭
”

类 ）

一

中性 （

“

餐
”

类 ）

一

书面语 （

“

膳
”

类 ） ，其发展变化也在普通话与各

地华语 中有不 同 的表现 。

本文所用术语 ，

“

国语
”

是指清末 民初 到 １ ９ ４ ９ 年 中华人 民共和 国成立之前 的 民族共 同语 ，

这一阶段在我们 的现代汉语史研究 中经常称之为
“

早期 ／初期现代汉语
”

；

“

华语
”

即前述 的 以传

统 国语为基础 的华人共 同语 ， 这里为 了着 眼与 中 国 大陆普通话 的对 比 ， 我们姑且取狭义 即
“

小

华语
”

的理解 （李计伟 ２ ０ １ ５ ） ， 指在整体上 与普通话有较为 明 显差异 的 中 国 大陆普通话 以 外 的

其他华人共 同语 ， 而本文标题所用 的
“

全球华语
”

， 则是指包括普通话和华语在 内 的
“

大华语
”

；

“

普通话
”

是指 ２ ０ 世纪 ５ ０ 年代 以 后 主要在 中 国 大陆地 区使用 的 民族共 同语 ， 我们使用这一术

语 ，

一方面是为 了 与
“

国语
”

作 阶段 的 区分 ，
二是为 了 与

“

华语
”

作地域 的 区分 。 此外 ， 如果着 眼

于地 区差异 ， 我们会在
“

华语
”

前加上地名 限定 ， 如
“

新加坡华语
”

。

二 国语及此前餐食类词使用 情况 的简单梳理

本部分中 ， 我们先 以 《汉语大词典 》 （ 以 下简称 《汉大 》 ） 的 收词 、 释义 和书证为依据 ， 简单梳

理一下餐食类词在汉语史上 的使用情况 。

“

饭
”

类词 《汉大 》收 了
“

晚饭
”

和
“

午饭 晚饭
”

的 释义是
“

晚上吃饭
”

（举杜甫诗例
“

翻疑拖

楼底 ， 晚饭越中行
”

） 和
“

晚上吃的饭
”

；

“

午饭
”

的释义是
“

中午的饭食 ，亦指吃午饭
”

，后一义所举

书证较多 ， 从 白 居易 的诗一直到冰心 的作 品 。

“

餐
”

类词 《汉大 》收 了
“

晚餐
”

和
“

午餐
”

， 释义分别为
“

晚饭
”

和
“

午饭
”

， 均未列动词义 。

“

膳
”

类词 《汉大 》只 收
“

早膳
”

， 释义为
“

吃早饭
”

和
“

指早饭
”

， 前者例 引 宋代刘 斧 《青珀 高议

后集 ？ 范敏 》之
“

子暂休止馆宇 ，早膳却去
”

， 则表 明此词至少在宋代就有 了 动词用法 ， 而就义项

的排列顺序看 ， 则 《 汉大 》的编者认为此词先有动词义后有名 词义 。

总体而言 ， 《 汉大 》餐食类词收词 、释义均不够全面 ， 以下仅根据北大 ＣＣＬ 古代汉语语料库

做些补充 。

《汉大 》

“

饭
”

类词未收
“

早饭
”

， 此词近代汉语 中 常见 （ ＣＣＬ 中
一共有 ６ ７ ９ 条检索结果 ） ， 也

有
一些动词用法 的例子 ， 如 ：

（ １ ５ ） 杨修 言 ：

“

昨 日 早 饭 罢 ， 见 丞 相 叹 鸡 肋 ， 言 食 之 无 味 ， 弃 之 可 惜 ， 此 乃 丞 相 班 军 。

”

（ 《 三 国

志 评 话 》 ）

（ １ ６ ） 却 说 钟 明 、 钟 亮 在 衙 中 早 饭 过 了 ， 袖 了 几 锭 银 子 ， 再 到 戚 汉 老 家 来 。 （ 《 喻 世 明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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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 》 ）

《汉大 》

“

餐
”

类词未收
“

早餐
”

， 此词近代汉语 中也有一些用例 （ ＣＣＬ 中有 ６ ０ 条检索结果 ） ，

其 中包括动词用法 。 例如 ：

（ １ ７ ） 是 日 ， 公 子君 臣 ， 尚 未 早 餐 ， 忍 饥 而 行 。 （ 《 东 周 列 国 志 》 ）

（ １ ８ ） 彼 有 戎 衣 一 袭 ， 存 西 华 门 外 某饭馆 中 ， 出 禁 中 并 不 归 家 ， 即 往饭 馆 早 餐 。 （ 李 岳 瑞 《 悔

逸斋 笔 乘 》 ）

另外 ， 《汉大 》

“

午餐
”

和
“

晚餐
”

也未列 动词义 ， 其实这样 的用法也是有 的 。 例如 ：

（ １ ９ ） 三 人 午 餐 毕 ， 上 车 前进 。 （ 《 海 国 春秋 》 ）

（ ２ ０ ） 相 传 少 村 没 后 ， 其幕友 绍 兴 俞君 方 家 居 ， 正 欲 午 餐 ， 忽 舍 箸 起 立 ， 若 为 接 物 者 。 （ 陈 其

元 《 庸 闲 斋 笔 记 》 ）

（ ２ １ ） 正 要 晚 餐 ， 忽 听 营 外 兵 丁 喧 传 ， 远远 尘 头 大 起 ， 有 一 支 军 马 到 来 ＾ （ 《 侠 女 奇 缘 》 ）

（ ２ ２ ） 敲 开 一 家之 门 ， 见 一 老人 ， 方在 晚餐 。 （ 《 汉 代 宫 廷艳 史 》 ）

“

膳
”

类词 《汉大 》未收
“

午膳
”

和
“

晚膳
”

，
二词在 ＣＣＬ 中分别有 ６ ９ 个和 １ ９ ０ 个检索结果 ， 主

要见于 明清之际 ，其中也不乏用 为动词 的 。 例如 ：

（ ２ ３ ） 再 说 吴 王 夫 差 ， 择 日 于 西 门 出 军 ， 过 姑 苏 台 午 膳 ， 膳 毕 ， 忽 然 睡 去 ， 得 其 异 梦 。 （ 《 东 周

列 国 志 》 ）

（ ２ ４ ） 适值 张 良 入谒 ， 见 汉 王 方 在 午 膳 。 （ 《 秦 汉 演 义 》 ）

（ ２ ５ ） 关 公 因 于 路 辛 苦 ， 请 二 嫂 晚 膳 毕 ， 就 正 房 歇 定 。 （ 《 三 国 演 义 》 ）

（ ２ ６ ） 当 夜修 甫 请他 在 一 品 香 晚 膳 ， 又 请 了 小 屏 、 春树 作 陪 。 （ 《 九 尾 龟 》 ）

结合 《汉大 》收词释义 ， 以及我们 在 ＣＣＬ 古代汉语语料库 的检索结果 ， 简单总结如下 ： 我们

考察的三类共 ９ 个餐食类词在清代及 以前均有动词性用法 ， 而上引 《 东方杂志 》等的 国语用例 ，

正是这一用法 的延续 。

现代汉语的前发展阶段情况基本清楚 了 ， 接下来我们再看 国语即早期现代汉语 中 的情况 。

通过前边的说明 及举例 ， 我们 已 经大致知道餐食类词在此期保 留 了 以前的动词用法 ，但是具体

情况如何 ， 则有必要做进一步 的调查 。 我们就 以 《东方杂志 》 （ １ ９ ０ ４
？

１ ９ ４ ８ ） 为语料 ，

“

餐
”

与
“

饭
”

类词选择从前往后 的 １ 〇 〇 个用例 膳
”

类词取所有用例 （均不足 １ 〇 〇 例 ） ， 统计它们动词用法与

非动词用法 的 比例 ， 所得结果如下 ：

早饭 （ １ １ ６ ） ：
９ ６ ：４

； 早餐 （ １ ６ ２ ） ：
８ ５ ：１ ５

； 早膳 （ ２ ５ ） ：
２ ５ ：１ ０ （ ７ １ ：２ ９ ）

午饭 （ １ ７ ２ ） ：
９ ８ ：２

； 午餐 （ １ ８ ０ ）
：
７ ６ ：２ ４

； 午膳 （ ４ ８ ） ：
３ ５ ：２ ５ （ ５ ８

：４ ２ ）

晚饭 （ ２ ６ １ ） ：
９ ９ ：１

； 晚餐 （ ２ ３ ８ ） ：
７ ５ ：２ ５

； 晚膳 （ ４ １ ） ：
３ １ ：１ ８ （ ６ ３ ：３ ７ ）

三组词 中各词后边括号 中 的数字是检索所得该词 的 文本数 ， 由 此可 以对它们在该杂志 中

的总用量有一个大致的 了解 ，但是 因 为一个文本 （ 即
一篇文章 ） 中有 时会包含不只一个用例 ， 所

以 它并不能反映该词 的准确使用数量 （ 即 实 际用例数多 于文本数 ， 如含
“

早膳
”

的文本共有 ２ ５

个 ，而实际的用例是 ３ ５ 个 ） 。

“

膳
”

类词 比例后边括号 中 的数字是前边用例数换算成 以 一百 为

基数的二者 比例 ， 这样方便与前几组词 的使用情况进行对 比 。

以 下我们就三类词 的使用情况分别进行说 明 。 根据 以 上数据 ， 我 们 大致可 以 进行两 种

排序 ：

第
一种是使用量的排序 。 按 由 高到低 的顺序为 ：

“

餐
”

类词＞
“

饭
”

类词＞
“

膳
”

类词 。

三组词 中 ，按上述其在语体色彩上 的级差 ，

“

饭
”

类词 的 口 语性最强 、 白 话色彩最浓 。 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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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使用 中 ， 总文本数 （ １ １ ６ ＋ １ ７ ２ ＋ ２ ６ １ ） 为 ５ ４ ９ 个 ， 略少于
“

餐
”

类词 （ １ ６ ２ ＋ １ ８ ０ ＋ ２ ３ ８ ） 的 ５ ８ ０

个 ， 这是可 以解释的 ： 在这个时期 ，语言风格总体而言更具
“

文
”

的色彩 （ 刁 晏斌 ２ 〇 〇 ６
： ３ ４
？

３ ７ ） ，

而就这一色彩与 以 上 两类词 的 匹 配度来说 ， 显 然
“

餐
”

类词 要髙 于
“

饭
”

类词 。 至于
“

膳
”

类词

（ ２ ５＋ ４ ８＋ ４ １ 

＝
１ １ ４ 个 ） 的使用度最低 ， 这 同样也是可 以 解释 的 ： 其一 ，

“

膳
”

的 书 面语色彩及文

言色彩 比
“

餐
”

髙 出 不止一个量级 ， 它在古代汉语 中 似乎更 为 常用 ， 比 如 我们 在北京大学 ＣＣＬ

语料库 的古代汉语分库 中进行检索 ，其与
“

餐
”

的使用数量之 比为 ４ ５ ６ ２ ：３ ６ １ ３
；其二 ， 早期 国语

与文言相 比还是有较大 区别 的 ， 它是
“

白话
’ ’

而不是
“

文言
”

， 所 以
‘ ‘

膳
”

的使用量大幅度 降低 ， 是

非常好理解 的 ；其三 ，

“

膳
”
一般的工具书虽然释义为

“

饭食
”

，但就其在古代 的使用情况来看 ， 常

用 于君主及宫廷 ， 如
“

膳夫
”

是掌宫廷饮食 的官名 （类似 的官名 还有
‘ ‘

膳宰
”

） ，

“

膳府
”

是宫廷 中贮

藏食物 的府库 ， 清代有
“

御膳房
”

简称
“

膳房
”

， 等等 ，这一点对它 的使用范 围有很大 的影响 ， 即不

大用于寻常百姓 ， 近代 以来这一情况虽有
一定程度 的改变 ，但其使用频率还是 比其他两类词低

很多 。

第二种是用为动词数量的排序 。 按 由 高到低 的顺序为 ：

“

膳
”

类词＞
“

餐
”

类词＞
“

饭
”

类词 。

这与三类词 由 文到 白所处 的位置有高度 的对应性 。

“

膳
”

类词 的 文言色彩最浓 ， 所 以 动用 的 例

子最多 ，其总使用率是 ３ ６ ％ ， 而
“

餐
”

类词是 ２ １ ．３ ％ ，

“

饭
”

类词则仅为 ２
．３ ％ 。

三类词 的语体色彩差异也可 以从名 用 时与之共现 的支配动词来显示 与感知 ： 如
“

午饭
”

多

与
“

吃
， ，

搭配 ，而
“

午餐
”

与
“

用
”

搭配的情况 比较多 ， 比 如有好几例
“

共进午餐
”

，但却没有
“

共进午

饭
”

的用例 。

“

膳
”

类词 的支配动词多为
“

进
”

和
“

用
”

， 极少用
“

吃
”

。

另
一方面 ， 三类词在

“

本用
”

（ 名 用 ） 与动用 时 ， 往往处于不 同 的语境 ， 即 整个句 子往往都有

文 白 之别 ， 比如 以下三个本用 的例子 ：

（ ２ ７ ） 现 在 已 经 过 了 十 二 点 钟 了 ， 我 们 先 去 吃 早 饭 ， 因 为 恐 怕 菜 要 朽 坏 ， 吃 完 早 饭 我 们 再 签

字 罢 。 （ 济 之 《 中 东 铁 路 成 立 秘 史 》 ， 《 东 方 杂 志 》 １ ９ ２ ３ 年 ２ ０ 卷 第 ２ 期 ）

（ ２ ８ ） 申 先 生 进 去 吃 早 餐 了 。 Ｃ 摸 出 表 来 一 看 ， 见 已 过 了 办 公 的 时 刻 ， 也 匆 匆 的 想 走 。 （ 陈

醉 云 《 暗礁 》 ， 《 东 方 杂 志 》 １ ９ ２ ３ 年 ２ ０ 卷 第 ２ ３ 期 ）

（ ２ ９ ） 他 们 两 口 子 赌 气 时 ， 常 在 用 早 膳 的 当 儿 ， 为 了 甚 么 很微 细 的 事 ， 如 此 就 整 日 的 翻 脸 ， 直

到 第 二 天 。 （ 瘦 鹃 《 试验 》 ， 《 东 方 杂 志 》 １ ９ ２ １ 年 １ ８ 卷 第 ３ 期 ）

按 ， 这三个例子时间 比较靠前 ，但是 口语性与通俗化程度相 当 高 ， 其作 为 三类词本用 的 背

景色 ，
二者有相 当高 的一致性 。

相反 ， 如果是动用 ， 即使是 口语色彩最浓 的
“

饭
”

类词 ， 基本也都用 于书 面甚至文言 色彩浓

厚 的句子 中 ， 除上边例 （ １ ２ ） 的
“

邀早饭
”

外 。 再如 ：

（ ３ ０ ） 在 乘云 兄 处 午 饭 ， 大 啖 猪 肉 ， 而 壁 间 悬 累 累 者 ， 尽是 此 物 ， 云 是 邻 家所 送 。 （ 李 絜 非 《 筑

行 十 日 印 象记 》 ， 《 东 方 杂 志 》 １ ９ ４ ５ 年 ４ １ 卷 第 ２ 期 ）

至于另 外两类词 ， 在动用时往往这样的色彩就更加浓厚 了 。 例如 ：

（ ３ １ ） 是 日 上 午 ， 与 法 总 统 朴 印 开 雷 同 至 恩 华 利 德 之 广 场 阅 兵 。 旋赴伊 里 雪 宫 答 访 法 总 统 。

晤 谈 移 时 。 与 法 总 统 共 午 餐 。 （ 许 家 庆 《 最 近 欧 洲 各 国 帝 王之会 见 》 ， 《 东 方 杂 志 》 １ ９ １ ３

年 １ ０ 卷 第 ３ 期 ）

（ ３ ２ ） 七 时 返栈 。 知 院 幕金 君 荫 涂 来 晤 。 并 致 中 丞 意 。 邀往 晚 膳 。 栈 主 为 辞 之 。 （ 未 具 名

《 三 十 日 旅 行 记 》 ， 《 东 方 杂 志 》 １ ９ １ ０ 年 ７ 卷 第 ７ 期 ）

此外 ， 就对 《 东方杂志 》的考察而言 ， 我们还看到两个 比较 明 显 的倾 向性 ， 基本与 以 上所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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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点有相 当 的一致性 ：其一 ， 动用例子多见于游记 、 日 记 以 及规章制 度等 ， 而文学作 品 （主要是

小说与剧本 ） 中相对少一些 ， 这是 因为前者
“

文
”

的程度往往更高一些 ； 其二 ， 动用例子时 间越早

越多 ， 而随着时间 的推移则呈递减趋势 ， 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 国语从最初到后来
“

文
”

的

色彩 的弱化趋势 。

三 普通话 中 餐食类词 的使用情况

我们按照上边 的调査项 目 ，考察北京大学 ＣＣＬ 语料库 的
“

当代汉语
”

子库 （所收文档均为

１ ９ ４ ９ 年 以后者 ） 中各词 的使用情况 ， 所得数据如下 ：

早饭 ：
１ ０ ０ ：０

； 早餐 ：
１ ０ ０ ：０

；早膳 ：
１ ０ ：０ （ １ ０ ０ ：０ ）

午饭 ：
１ ０ ０ ：０

； 午餐 ：
９ ９

？

？１
； 午膳 ：

２ ６ ：３ （ ９ ０
：１ ０ ）

晚饭 ：
９ ８ ：２

； 晚餐 ：
９ ９ ：１

； 晚膳 ：
１ ４ ：１ （ ９ ３

：７ ）

以下对相关情况进行说明 。

在 ３ ０ ０ 个
“

饭
”

类词 中 ， 只有
“

晚饭
”

有 ２ 例动用 ， 均 出 自 《ＭＢＡ 宝典 》 ， 即 ：

（ ３ ３ ） ６ ：
０ ０ 晚 饭 ， 看 新 闻 ， 准备 明 天 案 例 。

（ ３ ４ ） ８ ：
４ ５ 回 家 ， 晚饭 ， 读 《 华 尔 街 日 报 》 。

按 ，这种 自 成一句 的独立使用 ，在早期 的一些规章制 度类文本 中较为常见 ， 虽然可 以视之

为动词 ，但是其动词性显然 已 经不强 ， 更像是一个介于动词与名 词之间 的
“

名 动词
”

。

在 ３ ０ ０ 个
“

餐
”

类词 中 ，

“

午餐
”

和
“

晚餐
”

各有一例动用 。 即 ：

（ ３ ５ ） 为 了 欢送 女 儿 ， 老板让全体人 员 和 她 一 起 外 出 午餐 ， 由 公 司 付 费 。 （ 土 一 族 《 从 普 通 女

孩 到 银行 家 》 ）

（ ３ ６ ） 章 亚 若在 赣 州 市 内 租 有 一 个 独 门 独 户 的 小 屋 ， 经 国 曾 偕 秘 书 漆 高 儒 有 一 次 往 北 小 屋

晚 餐 。 （ 李 松林 《 晚 年 蒋 经 国 》 ）

按 ， 以上二例 中 ， 前例作者现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 ， 书 中对其女儿在加拿大读小学 、 中 学 、

大学和进人北美金融界的整个成长过程做 了详细记录 。 由 以 上信息 可 以 初步判定 ， 此例反 映

的并非普通话的实际应用情况 ， 而是华语的实际 。

后一例 的作者李松林据公开资料显示 ， 没有海外背景 ，但是本书 内容却涉及早期 国语及 台

湾
“

国语
”

，

一般而言 ， 写这样 的史传文学一定会参考大量 的历史 文献 ， 所 以此例也不应确定为

当代大陆普通话的现实用例 。

“

膳
”

类词 的情况略为复杂 ， 在总共 ９ ８ 个用例 中 ， 有相 当一部分 出 自 港台作家的作品 ， 如香

港地区 的梁凤仪 、亦舒 、金庸 以及 中 国 台湾 的古龙等 ， 我们把这 ４ ４ 例剔除 ， 剩下 的用 例主要用

于三种场合 ，

一是涉古 的作 品 ， 如姚雪垠的 《李 自 成 》 中 就有六七例 ；
二是翻译作 品 ， 比如 《 源 氏

物语 》中仅
“

早膳
”

就有 ４ 例 ；
三是关于港 台 的新 闻报道 。

在剩下 的 ５ ４ 个
“

膳
”

类词用例 中 ， 动用 的 只有 以下三句 四例 ：

（ ３ ７ ） 为 了 鼓 励 学 生 勤 冼 手 ， 香港 的 小 学 都 加 装 了 洗 手 盆 ， 并 把课 间 时 间 延 长 ５ 分 钟 。 校 方

还特 别 就 上 课 时 间 表 作 出 调 整 ， 将 学 术 科 目 编 排 在 上 午 授课 ， 下 午 则 进行 多 元 智 能 及

学 科 辅 导 活 动 ， 让 家 长 和 学 生 可 弹 性选择 是 否 自 备饭盒 留 校午 膳 及参 加 下 午 的 活 动 。

（ 新 华 社 ２ ０ ０ ３ 年 ５ 月 ）

（ ３ ８ ） 英 国 报纸 有 一 段 记 载 ， 大 意 是 ， 国 王 曾 在
“

修 道 院
’ ’

午 膳 。 十 天 以 后 ， 国 王 陛 下 收 到 新

教联合会通 过 的
一 份决议 ， 对 于 国 王 不 但认 为 有 必 要视察 一 处 罗 马 天 主 教 的 机构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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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甚 至 在 那 里 午 膳 ， 表 示 遗 憾 。 （ 《 第 二 次世 界 大 战 回 忆 录 》 ）

（ ３ ９ ） 司 机邱 某 将 驾 驶 的
一 辆 载 有 ２ ０ ０ 箱 手 机 的 密 斗 货 车 ， 停 泊 在 荃 湾 柴 湾 角 街边 ， 与 另 外

两 名 跟 车 工 人在 附 近 一 家 熟 食 中 心 晚 膳 。 （ 新 华 社 ２ ０ ０ ３ 年 ５ 月 ）

按 ， 以上两例新华社的报道 ， 均是关于 中 国香港 的新 闻 ， 所 以有 明显 的香港地 区背景 ；
至于

《第二次世界大战 回忆录 》 中 的两例 ， 情况还不是特别 清楚 。
ＣＣＬ 语料库 的 文本 目 录 中 ， 没有

关于丘吉尔此书 的译者及版本信息 。 此书有大陆与 台 湾两个版本 ，据说 台 湾译本较好 。

一段

文字集 中 出 现 了两个
“

午膳
”

动用 的例子 ， 倒是与 台湾
“

国语
”

的情况较为一致 ， 而与大陆普通话

中连名 用 的
“

膳
”

类词都极少 的实际相差较大 。

通过 以上 的数据及分析 ， 我们大致可 以得 出 如下结论 ：

第一 ，

“

膳
”

类词基本 已经退 出 当下 的
“

现实
”

使用 ， 反映 出 这类原本用得就不太多 的词进
一

步趋于萎缩 。 《 现代汉语词典 》 （第 ６ 版 ）全面弃收
“

早膳 、 午膳 、 晚膳
”

， 基本是略嫌
“

超前
”

地表

明 ， 早期现代汉语 中 的
“

口 语 中性 书面语
”

三套餐食类词仅剩下两套 。

第二 ， 动词用法全面退隐 。 剩下 的两套餐食类词 ， 《 现汉 》六个全收 ， 均采用 以通俗化程度

更高 的
“

饭
”

类词释 中性色彩 的
“

餐
”

类词方法 ， 如
“

晚餐
”

释义为
“

晚饭
”

（

“

晚饭
”

释义为
“

晚上 吃

的饭
”

） ，六个词均未列 动词用法 。

以上两点 ， 不但与上述 国语用 法 ， 同 时也与 整个华语 中餐食类词 的使用情况形成 了 鲜 明

对 比 。

四 各地华语餐食类词 的使用 情况

我们仍然按照上边 的调查项 目 ， 调查 了 中 国香港 、新加坡和 印度尼西亚三家媒体近期 的使

用情况 ，选择的依据大致是 网上检索 的方便程度 ， 其 中
“

膳
”

类词如果 同 期 用例较少 的话 ， 仍然

换算成 以
一百为基数的二者 比例 ， 在括号后注 明 。

中 国香港 《 文汇报 》 ：

早饭 ：
１ ０ ０ ：０

； 早餐 ：
９ ９ ：１

； 早膳 ：
１ ０

：１ （ ９ １ ：９ ）

午饭 ：
９ ３ ：７

； 午餐 ：
９ ６ ：４

； 午膳 ：
６ ３ ：３ ７

晚饭 ：
９ ５ ：５

； 晚餐 ：
９ ８ ：２

； 晚膳 ：
５ ８ ：４ ２

新加坡 《联合早报 》 ：

早饭 ：
９ ８ ：２

； 早餐 ：
１ ０ ０

：０
； 早膳 ：

１ ：〇 （ １ 〇 〇
：〇 ）

午饭 ：
９ ８ ：２

； 午餐 ：
１ ０ ０ ：０

； 午膳 ：
２ １ ：２ ９ （ ４ ２ ：５ ８ ）

晚饭 ：
９ ９ ：１

； 晚餐 ：
９ ９

：１
； 晚膳 ：

１ ２ ：９ （ ５ ７ ：４ ３ ）

印度尼西亚 《 国 际 日 报 》 ：

早饭 ：
１ ０ ０ ：０

； 早餐 ：
９ ７ ：３

； 早膳 ：
６ ：０ （ １ ０ ０ ：〇 ）

午饭 ：
９ ９ ：１

； 午餐 ：
１ ０ ０ ：０

； 午膳 ：
９ ：１ （ ９ ０

：１ ０ ）

晚饭 ：
１ 〇 〇 ：晚餐 ：

９ ８ ：２
； 晚膳 ：

６ ：３ （ ６ ７ ：３ ３ ）

由 以上三组数据 ， 清楚地说明 以下两点 ：

第一 ， 总体而言 ， 三地华语 中基本保 留 了餐食类词 的动词用法 ； 第二 ，

“

膳
”

类词仍在普遍使

用 ，并且总体上 的动用 比例不低 于甚至髙于 国语 。

以上两点均与普通话形成鲜 明 的对 比 。

以下酌举几个上述三家媒体 的用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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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０ ） 翌 日 晨 到 餐 厅 早餐 ， 船 上 三 餐 均 为 自 助 ， 中 西 兼备 、 佳 肴 繁 多 ， 自 然 少 不 了 重 庆 口 味 ，

挺好 。 （ 《 文 汇 报 》 ２ ０ １ ６ ０ ３
－

０ ８ ）

（ ４ １ ） 上 次 我 在 美 国 与 当 地朋 友 午 膳 ， 她说 她 若 觉 得侍 应 招 呼 周 到 的 话 ， 是 会 给 百 分 之 二 十

的 小 费 的 。 （ 《 文 汇 报 》 ２ ０ １ ６
－

０ １
－

１ ２ ）

（ ４ ２ ） 早 上 到 港 ， 迫 不 及待 洗 澡 ， 带 小 孩 上 学 ， 然 后 陪 家人 早 饭 。 （ 《 联 合 早 报 》 ２ ０ １ ６
－

０ ３
－

３ １ ）

（ ４ ３ ） 前 天 跟 一 位 新 移 民 朋 友 晚 饭 。 （ 《 联 合 早 报 》 ２ ０ １ ５
－

０ ４
－

０ ４ ）

（ ４ ４ ）１ １ 月 ３ 号 ， 我 们 搭 巴 士 到 Ａｍ ｂ ａ ｒＫ ａ ｃａｗ ａ ｎｇ 饭 店 洗 漱 一 下 并 早 餐 。 （ 《 国 际 日 报 》

２ ０ １ ６
－

０ ３
－

０ ３ ）

（ ４ ５ ） 第 二 天 ， 司 机送 我 们 到
“

田 鸭 餐 厅
’ ’

午 膳 。 （ 《 国 际 日 报 》 ２ ０ １ ２
－

０ ５ ２ ４ ）

除 以 上三家媒体外 ，类似用法在其他华语社 区 的媒体 中也时能见到 ， 以下举几个
“

餐
”

类词

的用例 ：

（ ４ ６ ） 张 志 军 又 会 与 新 北 市 长 朱 立 伦 一 同 参 观 护 老 中 心 及 与 长 者 午餐 ， 之 后 与 朱 立 伦会 面 ，

下 午 参 观 一

间 饼 家 。 （ 澳 门 广 播 电 视 网 ２ ０ １ ４
－

０ ６
－

２ ６ ）

（ ４ ７ ） 《 与 巴 菲 特 午 餐 大 陆 私募基金得标 》 （ 泰 国 《 世 界 日 报 》 ２ ０ ０ ８
－

０ ６
－

２ ９ ）

（ ４ ８ ） 八 旬 老 翁 身 体硬 朗 ， 今 早 如 常 骑 摩 哆 外 出 买 菜和 早 餐 ， 返 家途 中 却 与 另
一 辆 摩 哆 迎 面

相 撞 ， 酿 ２ 死 惨 剧 。 （ 马 来 西 亚 《 中 国 报 》 ２ ０ １ ４
－

１ １
－

１ ３ ）

（ ４ ９ ） 医 院 里 的 作 息 时 间 定 得 很 死 ：
８ 点 起 床 、 洗 漱 ；

９ 点 ， 去 食 堂 早 餐 。 （ 法 国 欧 洲 时 报 网

２ ０ ０ ５
－

１ １
－

１ ０ ）

（ ５ ０ ） 奥 朗 德 和 特 里 埃 尔 维 勒 上 周 四 曾
一 起 午 餐 ， 主 要 讨 论 和 准 备 两 人 正 式 分 手 和 分 手 后

的 事 务 。 （ 法 国 欧 洲 时 报 网 ２ ０ １ ４
－

０ １ ２ ７ ）

（ ５ １ ） 法 国 官 方 为 努 力 避 免 奥 巴 马 和 普 京 相 见 的 尴尬 ， 安 排 奥 朗 德 总 统 ５ 曰 晚 分 别 与 奥 普

晚餐 。 （ 法 国 欧 洲 时 报 网 ２ ０ １ ４
－

０ ６
－

７ ）

（ ５ ２ ） 《 李 克 强 与 哈 萨 克 斯 坦 总 理 早 餐 敲 定 １ ８ ０ 亿 美 元 大 单 》 （ 澳 大 利 亚 《 澳 华 时 报 》

２ ０ １ ４
－

１ ２
－

１ ６ ）

（ ５ ３ ） 《 天 神 娱 乐 董 事 长 与 巴 菲 特 午 餐４ 月 套 现 ８ ７ ０ ０ 万 》 （ 加 拿 大 《 华 侨 时 报 》 ２ ０ １ ５
－

０ ６
－

０ ８ ）

（ ５ ４ ） 《 习 近平邀 非 洲 国 领 导 人 早 餐 话 中 非 复 兴 》 （ 美 国 中 文 网 ２ ０ １ ３
－

０ ３ ２ ８ ）

有时 ， 以
“

餐
”

类词为 中心语 的偏正结构也有 同样的用法 ， 例如 ：

（ ５ ５ ） 《 外 长 王 毅 与 潘基 文 工 作 午 餐 》 （ 澳 门 广 播 电 视 网 ２ ０ １ ４
－

０ ９
－

２ ６ ）

（ ５ ６ ） 接 下 来 几 天 将 有
“

私 人 节 目
”

和 一 些 商 人和 大 马 侨 民 非 正 式 晚 餐 ， 最 后 一 天 ， 慕 尤 丁 还

有 高 尔 夫 球之 约 。 （ 马 来 西 亚 《 中 国 报 》 ２ ０ １ ４ ０ ４ ０ ９ ）

（ ５ ７ ） 《 杨 紫 晒 晚 餐 照 被疑 与 男 友 烛 光 晚 餐 》 （ 美 国 中 文 网 ２ ０ １ ５ ０ １ ０ ４ ）

（ ５ ８ ） 《 五 旬 麦 当 娜 携 ２ ２ 岁 男 友 浪 漫 晚 餐 羞 涩 如初 恋 少 女 》 （ 美 国 中 文 网 ２ ０ ０ ９
－

０ ３
－

０ ３ ）

“

饭
”

类词 的此类用法相对较少 ， 但也能见到一些 ， 例如 ：

（ ５ ９ ） 她 突 然 出 现 ， 要 求 我 请她 晚 饭 ， 来庆 祝 她 的 生 日 。 （ 马 来 西 亚 《 中 国 报 》 ２ ０ １ ５
－

１ １
－

２ ０ ）

（ ６ ０ ） 近 曰 与 Ａ ｌ ｉ ｃ ｉ ａ 行得 越 来越 密 的 克 里 斯 廷 ， 于 刚 过 去 的 周 曰 便 与 Ａ ｌ ｉ ｃ ｉ ａ 在 洛 杉 矶 外 出

午饭 ， 更 帮 女 助 手 拿灰 色 上 衣 。 （ 马 来 西 亚 《 中 国 报 》 ２ ０ １ ４
－

１ ０
－

１ ６ ）

（ ６ １ ） 日 前 安 仔 带 着 女 友 与 家人 一 同 晚 饭 ， 安 仔接 载 女友 与 早 已 到 场 的 家人会合 ， 众 人在 席

上 言 谈 甚 欢 。 （ 新加 坡 《 联 合 早 报 》 ２ ０ ０ ９
－

０ ３
－

２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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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２ ） 奥 巴 马 昨 日 抵 达 东 京 后 ， 与 安 倍 去 到 银 座 一

间 高 级 寿 司 店 晚 饭 。 （ 新 加 坡 《 联 合 早 报 》

２ ０ １ ４
－

０ ４
－

２ ４ ）

（ ６ ３ ） 他 又 到 １ 个 哨 站 观 察 室 ， 说 自 己 同 士 兵 一

同 执 勤 站 岗 。 之 后 到 食 堂 同 官 兵 一

同 午 饭 。

（ 澳 门 广 播 电 视 网 ２ ０ １ ４
－

０ １
－

２ ７ ）

按 ， 与最后一例形成对 比 的是 ， 新华社 当 日 在报道 同一新闻 时所配发 的 习 近平与边防战士

共进午餐 的照 片下用 的说明 文字是
“

习 近平与边防连官兵一起吃午饭
”

。

五 现代汉语史视野下的普通话与华语

笔者长期 以来一直从事现代汉语史 ， 即对从
“

五 四
”

时期至今百年 间汉 民族共 同语的历时

发展演变的研究 ， 而我们对海峡两岸 以及两岸 四 地 、 华语 以 至于全球华语 的对 比研究 ， 基本也

都是在现代汉语史 的框架下进行的 。

对于现代汉语的历时 发展演变及其过程 ， 我 们 曾 经于 ２ ０ ０ ９ 年 画 过一 幅线路 图 （ 刁 晏斌

２ ０ １ ５ ｂ
：
４ ２ ８ ） ， 这里转录于此 ：

“

五四
”

时期 １ ９２４
—

１ ９ ２７ １ ９４９＾
７ ８

 ＾￡
０９

图一

简单解释一下 ： 现代汉语史 由 两条发展线索构成 ，
二者有共 同 的起源 ， 即

“

五 四
”

时期 至

１ ９ ２ ４
？

１ ９ ２ ７ 年前后 （这是 国语分化的开始 ） 的 国语 ， 此即本文标题所说的
“

共 同基础
”

。 两条线

索 中 ， 下边起伏较大 的是普通话 的发展线索 ， 而上边相对 比较平直 的则是华语 。 这里 的平直与

否 ， 主要是就二者与其共 同来源 和起点 国语 的关系 和距离远近而言 的 。 简言之 ，华语更多地继

承和保 留 了 国语的 习惯与特点 ， 更具
“

文
”

的色彩 ，且各地之间 有较大 的一致性 ； 而普通话则 经

过 了 更加 曲折的发展之路 ， 总体上具有 明 显 的通俗化 、 口 语化特点 ， 并 由 此而 与早前 的 国语 以

及后来 的华语拉开 了一定 的距离 。

对这一局面 的形成原 因 ，周 清海 （ ２ ０ ０ ８ ） 曾 作过 以 下 的解释 ：

“

１ ９ ４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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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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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以上对普通话与华语餐食类词 的调查结果 ， 可 以 为 以上表述提供一个语言事实的支持 。

为 了把上述事实看得更清楚一些 ， 我们把调查所得的五组数据列人表一之 中 ：

表一

、
＾

词
“

饭
”

类
“

餐
”

类
“

膳
”

类

时空
｜
￥饭

｜

晚饭早ｉ
 ｜

午餐
厂
晚餐 早膳

｜

午膳
｜

晚膳

国语 ９ ６
：４ ７ １ ：２ ９ ９ ９

：１８ ５
：１ ５ ７ ６ ：２ ４ ７ ５

：２ ５ ７ １ ：２ ９ ５ ８
：４ ２６ ３

：３ ７

中 国大陆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９ ８

：２ １ ０ ０
：０９ ９

：１９ ９
：１ １ ０ ０ ＊０ ９ ０ ：１ ０９ ３

：７

中 国香港 １ ０ ０
１０９ ３

：７９ ５
：５９ ９

：１９ ６ ：４９ ８
＊２９ １

？

？

９６ ３
？３ ７５ ８

？

４ ２

新 加 坡 ９ ８
：２９ ８ ＊２９ ９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９ ９

：１ １ ０ ０ ＊０ ４ ２
：５ ８５ ７ ：

４ ３

印 度尼西亚 １ ０ ０
：０９ ９ ：１ １ ０ ０

：０９ ７ ＊

３ １ ０ ０
＊０９ ８

：２ １ ０ ０ ：０ ９ ０ ：１ ０ ６ ７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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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表一数据及其对 比 ， 可 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为上述线路图提供语言事实 的支持 ：

第一 ， 普通话与华语有 比较明显 的语体色彩差异 ， 这一点 主要 由 最具书面语色彩 的
“

膳
”

类

词 的使用情况反映 出 来 ， 此外也 由 另 两类词动用形式 的多少反映 出来 。

第二 ， 由 此反映 出 来 的普通话和华语与 国语 的关 系是 ， 前者与 国语 的距离大而后 者小 ， 换

言之 ， 普通话相对而言发展得更快 ，所 以 与 国语 的关系疏远一些 ， 而华语的发展相对较慢 ， 所 以

与 国语 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 。

第三 ， 三地华语之间 同 中有异 ， 相异之处一是表现在
“

膳
”

类词 的总用量 以及动用数量 的差

异 ， 这两组数字按 中 国香港 、新加坡 、 印尼 的顺序分别为 ２ １ ０ 、
７ ２

、
２ ５ ／ ８ ０ 、 ３ ８ 、 ４ ； 差异之二是其他

两类词 的动用数量也 以 中 国香港为最高 ， 三者分别是 １ ９
、
６

、
６

。 由 此可见 ， 中 国 香港 书 面汉语

与 国语 的一致性更高 ， 总体而言
“

文
”

的色彩也高 于其他两地 。 以上三地之间 的两点 差异正好

为前引 周清海先生所理 出 的传统 国语 由 中 国香港 到其他华人社 区 的辐射线索提供 了
一个间接

的证明 。

其实 ， 各地华语之间 的一致性还可 以得到更多语言事实 的支持 。 比如 ， 陆俭 明 （ ２ ０ １ １ ） 曾经

着 眼于与普通话的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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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穿 回大衣
”

是说
“

穿上刚才脱下 的那件大衣
”

； 黄立诗 （ ２０ １ ３ ）也报道 了 马来西 亚华语 中 趋

向 动词
“

回
”

的 同样用法 。 我们 曾 以
“

穿 回
”

为关键词在近期 多 家华语媒体 中 进行检索 ， 均发现

用例 ， 如 （ 刁 晏斌 ２ ０ １ ６ ） ：

（ ６ ４ ） 《 詹 姆 斯 宣 布 新赛 季 将 重 新 穿 回 ２ ３ 号 球 衣 》 （ 中 国 香 港 《 大 公报 》 ）

（ ６ ５ ） 我 请 她 再 帮 我 穿 回 支 架 。 （ 中 国 台 湾 《 自 立 晚 报 》 ）

（ ６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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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６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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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６ ８ ） ５ 月 ２ ０ 日 播 出 的 ＭＢＣ 周 一 周 二 剧 《 九 家 之 书 》 中 ， 秀 智 将 脱 去 男 装 武 术 服 ， 重 新 穿 回

优 雅 韩 服 。 （ 韩 国 《 中 央 日 报 》 ）

（ ６ ９ ） 《

“

飞 鱼
”

穿 回 旧 鱼 皮 寻 找 昔 日 雄风 》 （ 美 国 中 文 网 ）

（ ７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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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另外 ，上述线路图还显示 ，
１ ９ ７ ８ 年 中 国 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以 后 ， 两条线索有 明 显 的 相

互靠拢趋势 ， 这一点在餐食类名 词动用方面也有一定 的表现 。 比如 ， 我们在
“

百度新闻
”

中进行

检索 ， 就看到一些近年来 的用例 ， 如 ：

（ ７ １ ）
—

日 和 友 人 去 晚 饭 时 与 大 堂 里 管 事 的
一 位 台 湾 叔 伯 闲 聊 ， 居 然 发 现 他 是 彭 于 晏 的 叔

叔 。 （ 新 浪 网２ ０ １ ４
－

０ ８
－

１ ９）

（ ７ ２ ） 有 平 面 媒体 报 道 称 ， 潘世 伟 下 了 班 和 女 秘 书
一

同 晚 餐 。 （ 中 国 新 闻 网 ２ ０ １ ４ ０ ７ ２ ３ ）

除 了这样 的可能有
“

港 台 背景
”

的用例 （ 比如后一例是报道 台 湾 主管劳动事务 的部 门 负 责

人的不伦恋情 的 ）外 ， 偶尔也能看到 以下这样
“

自 主使用
”

的例子 ：

（ ７ ３ ） １ １ 月 ３ ０ 日 中 午 ， 刘 红 约 好友 张 静 一 起 外 出 逛 街 。 下 午 ５ 点 左 右 ， 两 人 回 到 了 刘 红 租

住 在 王 庄 村 的 房 子 里 ， 聊 了
一 会 儿 刘 红 便 到 厨 房 去 晚 饭 ， 剩 下 张 静 一 个 人 在 客 厅 。

（ 《 齐 鲁 晚 报 》 ２ ０ ０ ８
－

１ ２ ２ ４ ）

（ ７ ４ ） 有 人做过 调 查 ， 在 一 线 城 市 ， ７ ５ ％ 的 人傍 晚 ６ 点 至 ８ 点 吃 晚饭 ； 而 在 二 三 线 城 市 ，
７ ０ ％

的 人 下 午 ５ 点 至 ７ 点 去 晚 餐 。 （ 长 城 网 ２ ０ １ ４
－

０ ２
－

１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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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５ ） 由 华 东 政 法 大 学 团 委 日 前 组 织 的
“

与 校 长 一 起 午 餐
”

的 活 动 上 ，
１ ４ 名 毕 业 生 与 校 长

何 勤 华 、 党 委 副 书 记 应 培 礼 面 对 面 共进 午 餐 。 （ 《 新 民 晚 报 》 ２ ０ １ ５
－

０ ６
－

２ ３ ）

这里 ， 我们基于对普通话与 国语及华语关系 的研究 ，结合本文论题 ， 提 出
“

现代汉语史视野

下 的普通话与华语
”

这一命题 ， 主要是想进一步 明确 以下几点 ：

第一 ， 普通话与华语均是 由 国语分化发展而来 的 ， 扣 到本文 的标题上 ， 即 国语是全球华语

的共 同基础 ，这一共同基础 的分化和进一步演变发展 ， 最终形成 了上述两条线索 ；

第二 ， 普通话与华语在较长时间 内 的相互隔离状态下在不 同 的言语社 区各 自 独立发展 ， 由

于社会政治 、经济环境及语言生态环境等的不 同 ， 而形成 了一些较为 明显 的 区别与差异 ；

第三 ， 相较于普通话 ， 各地华语之间有更大 的
一致性 ， 但是也有一定 的差异 ， 虽然这种差异

小于它们 与普通话的差异 ，但也是一种客观存在 ；

第 四 ， 普通话与各地华语之间不仅有差异 ， 也有 因 为趋 同 而形成 的
一定程度上 的融合 ， 我

们 曾 经提 出 进行两岸 四 地语言对 比研究 既要 注重差 异也要 注重融合 的
“

两翼
”

模式 （ 刁 晏斌

２ ０ １ ５ ｂ ：４ ３ １ ） ， 这一点 同样也适用 于全球华语的对 比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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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
ｗ

ｖ ｅ ｒｂ＋ ｏ ｂ
ｊ
ｅ ｃ ｔｏ ｆ

ｐ ｕ ｒｐｏ ｓ ｅ

＾

，ｐ ｕ ｒｐｏ ｓ ｅｃａ ｔ ｅｇｏ ｒｙ ，ｃｏ
－

ｃｏｍ ｐｏ ｓ ｉ ｔ ｉ ｏ ｎ ，ｅ ｖｅ ｎ ｔｃｏ ｅ ｒ ｃ ｉ ｏｎ

Ｄ ｉａｏ ，Ｙａｎｂ ｉｎ＆Ｈｏｕ
，Ｒｕｎ

ｊ
ｉ ｅ

，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Ｂａｓ ｉｓａｎｄＥｖｏ ｌｕ ｔ ｉｏｎｏ ｆＧ ｌｏｂａｌＣｈ ｉｎｅｓｅ

Ｍ ａｎｄａ ｒ ｉｎｓ ｐ ｏｋ ｅｎ ｉ ｎｔｈ ｅｅ ａ ｒ ｌ ｙｐ ａ ｒ ｔｏ ｆｔ ｈ ｅ ｌ ａ ｓ ｔｃ ｅｎ ｔ ｕ ｒｙ ｉ ｓｔｈ ｅｂ ａ ｓ ｉ ｓａ ｎ ｄｓｏ ｕ ｒ ｃｅｏ ｆｇ ｌｏ ｂ ａ ｌ

Ｃｈ ｉ ｎｅ ｓ ｅ ．Ｔｈ ｅ
ｐ ａｐ ｅ ｒｔ ａｋ ｅ ｓｔ ｈ ｅｎｏ ｕｎ ｓｏ ｆｔ ｈ ｒ ｅ ｅｍ ｅａ ｌ ｓｏ ｆａｄ ａ ｙ

ａ ｓｔｈ ｅｓ ｕ ｂ
ｊ
ｅ ｃ ｔ ， ｉ ｎｖ ｅ ｓ ｔ ｉｇａ ｔ ｉｎｇ

ｔｈ ｅ ｉ ｒ

ｕ ｓ ａｇ ｅｒ ｅ ｓ ｐ ｅ ｃ ｔ ｉ ｖ ｅ ｌ ｙ ｉｎｆｏｕ ｒａ ｓ ｐ ｅ ｃ ｔ ｓ
：ｐ ｒ ｅ

－Ｍａ ｎｄａ ｒ ｉ ｎ
，ｄ ｕ ｒ ｉ ｎ ｇ

Ｍ ａｎｄ ａ ｒ ｉｎ ， ｉ ｎＰｕ ｔｏ ｎｇｈ ｕａａｎｄ ｉｎ

Ｃｈ ｉ ｎ ｅ ｓ ｅ ｌ ａｎｇ ｕａｇｅ ，ｔｈｕ ｓ
ｐ ｒｏ ｖ ｉ ｎｇｔ ｈａ ｔ

：１ ）ｔ ｈ ｅ ｒ ｅ ｉ ｓａｃｏｍｍｏｎｂａ ｓ ｉ ｓｏ ｆ
ｇ ｌ ｏｂ ａ ｌＣｈ ｉ ｎｅ ｓｅ

；２ ）ｔ ｈ ｅ ｒ ｅ

ａ ｒ ｅｔｗｏｍ ａ
ｊ
ｏ ｒ ｌ ｉｎ ｅ ｓｏ ｆｄ ｅｖ ｅ ｌ ｏ ｐｍ ｅｎ ｔｏ ｆｔ ｒａｄ ｉ ｔ ｉ ｏｎａ ｌＭ ａｎｄａ ｒ ｉｎｗ ｉ ｔ ｈｓ ｉ ｇｎ ｉ ｆ ｉ ｃ ａｎ ｔｄ ｉ ｆ ｆ ｅ ｒ ｅ ｎｃｅ ｓｂｕ ｔａ

ｃ ｅ ｒ ｔ ａ ｉｎｄ ｅｇ ｒ ｅｅｏ ｆｆ ｕ ｓ ｉ ｏｎ ， ｉ ．ｅ ． ，Ｐｕ ｔ ｏｎｇｈ ｕａａｎ ｄＣｈ ｉ ｎｅ ｓ ｅ ｌ ａｎｇｕａｇ ｅ
；ａｎｄ３ ） ｔ ｈ ｅ ｒｅ ｉ ｓｈ ｉ ｇ ｈ

ｃｏ ｎ ｓ ｉ ｓ ｔ ｅｎ ｃ ｙ
ｉｎＣｈ ｉ ｎ ｅ ｓｅｏ ｆｄ ｉ ｆ ｆ ｅ ｒ ｅ ｎ ｔｄ ｉ ｓ ｔ ｒ ｉ ｃ ｔ ｓ ，ｔｈｏ ｕｇｈｔｈ ｅ ｒ ｅｓ ｔ ｉ ｌ ｌｅｘ ｉ ｓ ｔｃ ｅ ｒ ｔａ ｉ ｎｄ ｉ ｆ ｆ ｅ ｒｅ ｎ ｃ ｅ ｓ ．Ａ ｔ

ｌ ａ ｓ ｔ ，ｔ ｈ ｅｐ ａｐ ｅ ｒｐ ｕ ｔ ｓｆｏ ｒｗ ａ ｒｄａｔｈ ｅｍ ｅｃ ａ ｌ ｌ ｅ ｄ
ｕ

Ｐ ｕ ｔ ｏｎｇｈ ｕａａｎｄＣｈ ｉ ｎ ｅ ｓ ｅｌａｎｇ ｕ ａｇ ｅ ｉｎｔ ｈｅ

ｐ ｅ ｒ ｓ ｐ ｅ ｃ ｔ ｉｖ ｅｏ ｆｔｈｅｈ ｉ ｓ ｔ ｏ ｒ ｙｏ ｆＭｏ ｄ ｅ ｒ ｎＣｈ ｉｎ ｅ ｓ ｅ

”

，
ａ ｉｍ ｉ ｎｇａ ｔｔｈ ｅｃ ｌａ ｒ ｉ ｆ ｉ ｃ ａ ｔ ｉ ｏｎｏ ｆｔ ｈ ｅｄ ｅｖ ｅ ｌｏｐｍ ｅｎ ｔ

ｏ ｆＣｈ ｉ ｎ ｅ ｓ ｅ ｌ ａｎｇ ｕａｇｅａｎ
ｄａｂ ｅ ｔ ｔ ｅ ｒｕ ｎｄ ｅ ｒ ｓ ｔ ａｎｄ ｉ ｎｇｏ ｆｔ ｈ ｅｃｏｅ ｘ ｉ ｓ ｔ ｅ ｎ ｃ ｅｏ ｆ ｉ ｔ ｓｖａ ｒ ｉ ｅ ｔ ｉ ｅ ｓ ．

Ｋ 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 ｌｏｂａ ｌＣｈ ｉ ｎ ｅ ｓ ｅ ，Ｍ ａ ｎ ｄ ａ ｒ ｉ ｎ

，Ｐ ｕ ｔｏ ｎｇｈ ｕａ ，Ｃｈ ｉ ｎｅ ｓ ｅ ｌａｎｇｕ ａｇ ｅ

Ｃａ ｉ
， Ｍ ｉｎｇｈｏｎｇ ，

ＯｎｔｈｅＲ ｅｃｏｇｎ ｉ ｔ 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ｖｅｒｓｅＣｕ ｌ ｔｕｒａ ｌＦｅｅｄ ｉｎｇ
ｏｆＭ ｉｎＣｕ ｌ ｔｕ ｒｅｂｙＳｏｕ ｔｈｅａｓ ｔ

Ａｓ ｉａｎＳ ｔｕｄｅｎ ｔｓ

Ｔ ｈｅ
ｐ ａｐｅ ｒ ｉｎｖ ｅ ｓ ｔ ｉ ｇ ａ ｔ ｅ ｓｔｈ ｅｒ ｅ ｃｏｇｎ ｉ ｔ ｉ ｏ ｎｏ ｆＭ ｉ ｎｃ ｕ ｌ ｔ ｕ ｒ ｅｂ ｙｓ ｔ ｕｄ ｅｎ ｔ ｓｆ ｒ ｏｍＳｏ ｕ ｔｈ ｅ ａ ｓ ｔＡ ｓ ｉ ａ

ｆ ｒｏｍｔｈｒｅ ｅｄ ｉ ｆ ｆｅ ｒ ｅｎ ｔａ ｓ ｐ ｅ ｃ ｔ ｓ
：１ ）ｔ ｈ ｅｃｏ ｅｘ ｉ ｓ ｔ ｅ ｎ ｃ ｅｏ ｆＣｈ ｉｎ ｅ ｓ ｅｃ ｕ ｌ ｔ ｕ ｒ ｅａｎ ｄＭ ｉｎｃ ｕ ｌ ｔ ｕ ｒ ｅ

；２ ）ｔｈｅ

ｉ ｎ ｔ ｅ ｒｄ ｅｐ ｅｎｄ ｅ ｎｃｅｏ ｆｅ ｌ ｅｇａ ｎｃ ｅａｎ
ｄｖｕ ｌ ｇａ ｒ ｉ ｔ ｙ ；ａｎｄ３ ） ｔ ｈ ｅｒ ｅ ｖ ｅ ｒ ｓ ｅｃ ｕ ｌ ｔ ｕ ｒ ａ ｌｆ ｅ ｅｄ ｉ ｎｇｆ ｒｏｍ 

“

ｔｈｅ

ｏ ｔ ｈ ｅ ｒ
”

ｔ ｏ
“

ｓ ｅ ｌ ｆ

”

， ｔ ｈ ｅ ｒ ｅ ｂｙ ｌｏｏｋ ｉ ｎｇａ ｔｔ ｈ ｅｇ ａ ｉ ｎａｎ ｄ ｌｏ ｓ ｓ ｉｎｔｈ ｅｐ ｒｏ ｃ ｅ ｓ ｓｏ ｆｃ ｏｎ ｓ ｔ ｒ ｕ ｃ ｔ ｉ ｎｇａｎｄ

ａｄｖｅ ｒ ｔ ｉ ｓ ｉ ｎｇｏ
ｆｔ ｈ ｅＣｈ ｉ ｎ ｅ ｓ ｅ ｉｍ ａｇ ｅａｎｄｅｘｐ ｅ ｃ ｔ ｉｎｇａｄ ｉ ａ ｌｏ ｇ ｕ ｅ

ｂ ｅ ｔｗ ｅ ｅｎｄ ｉ ｆ ｆ ｅ ｒ ｅ ｎ ｔｃ ｕ ｌ ｔ ｕ ｒ ｅ ｓ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 ｔ ｕ ｄ ｅｎ ｔ ｓｆ ｒｏｍＳｏｕ ｔ ｈ ｅ ａ ｓ ｔＡ ｓ ｉ ａ ，Ｍ ｉ ｎｃ ｕ ｌ ｔ ｕ ｒ ｅ ？ｔｈ ｅｏ ｔｈｅ ｒｍ ｉ ｒ ｒｏ ｒ ｉｍ ａ ｇ ｅ ，ｓ ｅ ｌ ｆ

－

ｉｍ ａｇ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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