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语】　本期栏目主题为“台湾的语文政策及语言走向研究”。本刊曾于２０１１年第

４期、２０１４年第２期分别刊发过“海峡两岸语言关系”和“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研究”专题，本期
是这一系列的又一个专题，是对两岸语言关系、台湾语文政策及语言发展最新情况的调查
研究。

收入本专栏的２篇文章是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于四川成都召开的“第五届两岸四地现代汉语
对比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中精选出来的，其最大特点是直面当下台湾语文状况的实际，是最
有时效性的研究成果。

刁晏斌的《海峡两岸语言融合的历时考察》从民族共同语融合的角度说明，两岸民族共同
语融合的天平，由最初大陆向台湾一方倾斜，到现在基本平衡，普通话与台湾“国语”处于一种
积极的双向互动之中。两岸的一体性越来越强、向心力越来越大，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
实。吴晓芳、林晓峰二位教授的《台湾７０年语言政策演变与语言使用现实及其政治影响》一文
综合台湾学者的语言调查、台湾第８次人口普查·家庭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及本文作者所做的
台湾大学生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得出自己的结论，即台湾乡土语言政策和“语言地位平等法”并
没有扭转母语流失的趋势，“国语”依然是社会共通语；然而，带着“去中国化”使命的乡土语言
政策配合其他“台独”战略也造成了相当的政治影响。最后，文章提出反制语言“台独”的建议
与对策。我们期待本专题能进一步深化并推动两岸语言关系的研究。

海峡两岸语言融合的历时考察＊

刁晏斌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　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既有差异也有融合，就融合方面来说，着眼于大陆，大致经过了大

量引进和趋于饱和这样两个阶段；着眼于台湾，则经过了贬损性引进和中立性引进两个阶段，并且有一

个明显的从引进到吸收这样的发展过程。到目前，两岸民族共同语融合的天平，由最初大陆向台湾一方

倾斜，到现在基本平衡，普通话与台湾“国语”处于一种积极的双向互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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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的民族共同语有差异也有融合，所谓融合，说到底一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历时的发展
变化呈现出来，而两岸民族共同语之间，也确实经历了一个由相互封闭到局部性的有限开放，再到较大
规模的互相开放和吸收这样一个过程。本文试图在一定程度上还原这一过程，从而使读者对此有一个
相对清楚的了解和认识。

一、着眼于大陆的简单叙述
以上世纪末为界，大陆普通话对台湾“国语”的吸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一）大量引进阶段
这一阶段始于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止于上世纪末或本世纪初。此时两岸关系松动，

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和旅游，加之港台大众文化产品大举涌入，使大陆民众一下子看到了一个
不一样的外部世界，以及不太一样的语言表达系统。于是，大量的港台词语源源不断地涌入大陆，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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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新时期新词语的一个重要来源；一些新的语法形式和表达方式也被引进普通话，甚至成为流行的新
形式；一些趋于退隐的语法形式和表达方式等也由于引进港台同样的形式而被进一步“激活”，甚至重新
焕发青春。仅从词汇的角度看，在这一阶段，在港台词语的影响和冲击下，大陆普通话词汇的变化主要
有以下８个方面：增加新词语、增加新义项、非常用义变为常用义、提高了使用频率、古旧词语复活、产生
仿造词语、出现新的搭配形式，①而这也就是大陆普通话大量引进后的表现，同时也是两岸趋同的重要
表现。

关于这些方面，在很长时间的当代汉语以及两岸语言对比研究中，始终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有大
量的研究成果与此相关，所以我们此处不再赘述。

（二）趋于饱和阶段
进入新世纪以后，大陆普通话“引进”的步伐明显放慢，进入普通话的“外来”形式自然也明显减

少，②这一点，每一个从事相关研究的人都会有非常明显的感受。关于从上阶段到本阶段的这一变化，
可以引用《战国策·齐策一》中邹忌劝说齐王纳谏，使之广开言路，改良政治的故事为喻：“令初下，群臣
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现在虽然还不至于“无可进者”，
但确实是过了“门庭若市”的阶段，而进入“时时而间进”时期了，即我们这里所说的趋于饱和阶段。

这当然不会是没有原因的，而具体的引发因素大致有以下几点：
其一，整个两岸四地民族共同语甚至于全球华语，无疑都是大同小异，就词汇方面而言，有差异的词

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两岸之间大概在百分之三左右），其中还有很多由于各种原因而较难流动，所以能
够输出和被他方引进的，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总体而言数量有限；

其二，随着大陆政治和经济地位以及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普通话也开始由弱走强，由此就在一定
程度上改变了语言的流向，开始由单向的输入变为既输入又输出的双向流动，就输入来说数量在减少，
而输出的数量则持续增加；

其三，就大陆普通话而言，此时最初的“引进饥渴期”已过，大量引进后，实际上已经没有太多可以并
且急需引进的形式和用法了；

其四，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和自媒体的日趋繁荣，此期大陆民众的语言创造热情空前高涨，因而更
趋向于自己创造反映时代和社会发展变化的新的表达方式，在总体上有一个由“拿来主义”到“自力更
生”的转向。

在两岸的语言关系中，大陆普通话引进轨迹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由于本文考察的侧重点在台湾而不在大陆，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此打住，而把更多的篇幅和精力用于以
下的篇幅。

二、着眼于台湾的重点考察
相较于大陆，台湾“国语”引进普通话词语的路径、趋向和选择性等又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根本的一

点是相同的，这就是与其社会生活、社会意识以及一般民众对对方的看法和态度等的发展变化密切
相关。

时下，如果我们随意浏览台湾媒体，会不时看到大陆首创的词语，并且有很多还有不低的使用频率。
比如，我们２０１６年４月９日在台湾联合知识库中以下列大陆比较流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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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反映的就是台湾“当下”而不是“从前”对大陆词语的引进情况，而看了以下一个例子，我们或许对

当下大陆语言形式在台湾的使用情况就有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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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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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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大陆反腐流行语，不仅已经成为台湾媒体的常用话语形式，同时也成为一般民众所了解和接受的表
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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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和反映了这个过程，并且
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缩小差异、化异为同，而这也正是两岸社会及民众向心力的具体体现。　　　

（一）两个阶段和两个层次
台湾对大陆语言形式的引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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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以上世纪８０年代末为界划分出的两个时间段。
前一阶段，两岸处于敌对与隔绝状态，虽然有一批大陆词语进入台湾，但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价值

取向和选择范围，这就是那些能够对大陆形成负面评价和感观的词语，其中以“文革”时期的政治流行语
为最多，使用范围也最广，并且一直以来基本都是贬斥性的使用，表达的自然也是贬义，而其中不少一直
沿用到今天。台湾社会此时对大陆词语的引进和使用，有非常明确的政治倾向性，这样的引进可以称之
为“贬损性引进”，而这个时期自然就应该称之为“贬损性引进阶段”。

如果我们对台湾１９４９年以后的社会历史及其发展稍有了解，就会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
阶段。

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９日，当时的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陈诚颁布《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布
告戒字第壹号》（后一般简称之为《台湾省戒严令》），内容为宣告自同年５月２０日零时起在台湾省全境
实施戒严。戒严令在许多方面对人民的行为进行具体的规定，如严禁聚众集会、罢工、罢课及游行请愿
等行动，严禁以文字标语或其他方法散布谣言等，而对违反规定的诸如“造谣惑众者、聚众暴动者、扰乱
金融者、抢劫或抢夺财物者以及罢工罢市扰乱秩序者”等，均要“依法处死刑”。另外，戒严之初，有关部
门还陆续颁布了一些相关的配套管制法令，如《戒严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罢市罢业
等规定实施办法》《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惩治叛乱条例》等。戒严期间，台湾社会几乎所有
公私机构单位都实施连坐保证制度，人民的言论自由受到普遍限制，政府运用相关法令条文对政治上持
异议的“亲共”人士或有“叛国”之实者进行逮捕、军法审判、关押或处决。从１９５０年起到１９８７年解除戒
严为止，台湾共发生２９，０００余件政治相关案件，牵涉人数达１４０，０００人，其中约有３０００～４０００人遭到
处决。１９８７年７月１４日，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蒋经国颁布命令，宣告自同年７月１５日零时起解除在
台湾本岛、澎湖与其他附属岛屿实施的戒严令（简称“解严”），在台湾实施达３８年的戒严令自此走入
历史。①

后一阶段，随着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台湾解严，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旅游，两地语言逐渐开始真
正的交流和互动，一些反映大陆当下社会生活和观念意识等的词语开始进入台湾，内容范围相对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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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也不限于“负面词语”。如果再分得细一些，这一阶段又可以以世纪之交为界一分为二：
前半期两岸语言的融合主要通过大陆对台湾的吸收，或者说向台湾的靠拢来实现，而台湾新引进的

大陆词汇语法等形式相对较少。虽然已有汇集大陆词语的一些工具书和手册之类开始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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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二者是不平衡、不对
等的，更多地表现为单向性。

后半期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观，台湾对大陆词语的引进“提速”和“扩容”始于此时。就我们的调查
结果来看，基本是时间越靠后数量越多、用例越多，并且表达负面信息的越少、中性或客观的越多。

与前阶段的贬损性引进相比，此时可以称为中立性引进，李行健、仇志群则称之为“积极性的融
合”①。那么，与此相对，前一阶段也可以称之为“消极性的融合”。

所谓两个层次，实际上是说大陆词语进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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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进是大陆词语进入台湾的第一个层次，通常是指台湾媒体及语言用户直接或间接引用大陆媒体
用语或一般用语，或者是报道大陆相关新闻和事件等时用到大陆词语，其结果自然都是使大陆词语出现
在台湾媒体上，或者是进入台湾民众的具体使用中。但是，在这个层次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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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比例。

吸收是指大陆词语进入台湾后，在一定或很大程度上“站稳脚跟”，具体表现大致是：其一，离开或模
糊了上述引进时的大陆语境；其二，有了一定（甚至较高）的复现率；其三，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扩展或延伸
（比如意义泛化、类推使用等）。以上３点表现大致也可以表述为引进后吸收的３个阶段，而到了第３个
阶段，表明该词语已经真正的“融入”台湾“国语”之中了。到目前为止，真正被台湾“国语”吸收，或者说
已经融入其中的大陆词语已经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可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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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到基本均衡的双向互动交流，这无疑是令人非常高兴和很受鼓舞的可喜变化。

相对于大陆对台湾词语引进的前多后少，台湾则是前少后多，所谓“风水轮流转”。
（二）贬损性引进
我们先看一个“红卫兵”的例子。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红卫兵”条下介绍：“中国文化大

革命期间建立的主要由青少年学生参加的群众性组织。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９日，北京清华大学的一部分学
生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发起组织红卫兵，参加文化大革命。同年８月１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
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从此，红卫兵的组织
迅速遍及全国。”

我们考察联合知识库，《联合报》中此词最早的用例见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的一篇报道，连标题带正
文一共出现了６次，其第一句是“日本‘产经新闻’今天说，中共年轻的‘红卫兵’已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除
共党外，其他各党派须于七十二小时内自行解散”。另外，还对“红卫兵”有一个简短的介绍：“‘红卫兵’
是特别组成的中共青年团体，以保护毛泽东及‘中央委员会’为职责。”由此看来，这一产生于“文革”初期
的新词，在台湾从引进到现在，已经有整整５０年的时间了。以下是近年的用例（除特别指明外，均出自
台湾《自立晚报》）：

１）想不到段宜康不但不思悔过，到现在还像红卫兵一样到处给别人戴帽子。（２００４．２．２６）

２）“打手”的作风与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红卫兵一样，先将人扣上帽子再来斗争。（２００８．３．５）

３）这是一个非常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得罪人的工作，我也被有些人骂作“红卫兵”。（２０１０．１２．
１９）
如果说以上几例的“红卫兵”基本还属引用的话，那么下一例就不完全如此了：

４）阿扁有红卫兵，陈菊也有；更可怕的是，还几乎是新潮流人马＋外地人。（２０１０．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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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两例显示，“红卫兵”在台湾还有了一定的组合能力和类推能力，这显然不是“初级阶段”所可能
有的表现：

５）不能用这种红卫兵心态，到处乱扣别人帽子，年纪这么小就用政治斗争方式，“我觉得他们的
教育失败了”。（２０１４．４．４）

６）国民党……诬指民进党煽动学生，抹黑热情的学生是“红卫兵”、“绿卫兵”，是恐怖分子。
（２０１５．８．１）
与大陆一样，“红卫兵”在台湾也是经常和学生联系在一起的。除上边的例子外，再如：

７）吴育升痛批学生像红卫兵　（中国时报２０１４．４．５）
按，这是一篇关于台湾“太阳花”运动报道的标题，以下是正文中的一句话：

立委吴育升直批学生心态有如“红卫兵”，自己攻占立院、破坏公物还敢指别人违法，别仗着社
会对学生的包容，就有恃无恐。
时至２０１５年，台湾又爆发了“反课纲”运动，台湾《青年人》２０１５年８月２日一则报道的标题是《台

湾反课纲高中生周天观殴打父亲　母亲评价他就像红卫兵》。
对“红卫兵”一词在台湾的使用情况，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从表义来说，基本属于“本用”，即仍然保有原有基本语义（包括贬义色彩）；
第二，就指称对象来说，有一定程度的“移用”，即由专指而变为移指或泛指其他对象；
第三，从用法上看，略有扩展，即可以有限地用于构成新的语言单位；
第四，使用时间较长，基本从引进之初一直沿用到当下。
“文革”一词在台湾的使用情况大致也是如此。
首先，是作为指称大陆一个特定历史事件的“本用”，如：

８）一个民族都有他历史的创伤和疤痕──中国的文革，日本的长崎广岛，德国的第三帝国。
（２００４．１１．９）

９）勇于内斗 大鸣大放 绿选党魁一如文革 （２０１２．５．１２）
但是，以下就显然并非专指了：

１０）谢公秉强调，当前改革的确很重要，但陈近年来推动的是文革而不是改革，一切政治挂帅，
欠缺诚信，打压异己。（２００５．１０．１０）

１１）洪奇昌指出，他对“头家来开讲”对他的生活、婚姻、名誉全面性污蔑、抹黑，这种变本加厉以
文革式批斗、清算的手段深感不耻。（２００７．１．１９）

１２）这些指控没有一项是真实的，都是有心人士企图鼓动风潮进行文革式的舆论公审。（２００８．
８．２８）

按，特别是后边二例，均为“文革式”，表明“文革”在台湾已经有了一定的组合能力。
以下两例中“文革”的全称形式“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

１３）记者询问民进党“去蒋”是在搞“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谢长廷响应，其实这几年来，大家都讲
来讲去，不利的时候，就说对方搞文革。文革是跟你挂上一个罪名。（２００７．３．１７）

１４）国民党立院党团上午由书记长赵丽云、副书记长潘维刚召开“大陆都唾弃文革了，蔡英文妳
想搞文化大革命吗？”记者会。（２０１１．９．２８）
以下３个“阶级斗争”的例子，大致反映了所指对象由专指到泛指的过程：

１５）令我们好奇的是，他们的先人历经……阶级斗争、十年文革的浩劫，但在他们的脸上却看不
出任何痕迹、怨恨。（２００７．５．２１）

１６）所得重新分配常被过度解读为劫富济贫，被刻意强调阶级斗争，这样的意识型态或指控很
难背负得起。（２０１２．３．２４）

１７）但是，现在国民党主张军公教退抚金要砍一半、民进党更主张砍三分之二，都只会利用军公
教做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根本不曾考虑军公教的权益。（２０１５．１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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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在台湾报纸上看到“娼妓经济，一抓就灵”的例子，认为它脱胎于大陆文革时的一句流行语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下就此举例说明。

《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中，“一抓就灵”共有４０１条记录，主要集中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早出现
的形式是“阶级教育，一抓就灵”，再稍后以及整个文革期间，最常用的固定组合就是“阶段斗争，一抓就
灵”。这一形式也出现在台湾媒体上，例如：

１８）毛泽东宣布中国大陆“到处莺歌燕舞”。雷锋的奇特作用使……更加深信，“阶级斗争，一抓
就灵”。（联合报１９９０．３．４）

此例显系引用，而以下二例则是自主性的“化用”，即类推性的使用：

１９）近年来，当局一向以鼓动民气对外开衅，做为巩固权位、扩张权力的主要民粹手段。而且，
似乎屡试不爽；所谓“两岸斗争，一抓就灵”。（联合报１９９７．５．２）

２０）“族群斗争，一抓就灵”，不论是谢氏的“美丽岛律师逻辑”，或是民进党的乌贼战术，其实都
不难理解。（同上２００７．７．１９）
以下再看一组分别使用不同“文革词语”的句子：

２１）从制度上改革吧！用制度来节制政客们无限上纲的哗众取宠，用制度来节制台湾的动辄选
举。（２００４．５．２７）

２２）格调就是把“高尚”理解成穿着、气质、爱好的品味和室内装潢。也就是大老粗只会表现谈
吐的庸俗，“小资”们已经有能力庸俗他们的心灵了。（２００４．６．２５）

２３）中选会上午首度举行政党票号次抽签，结果成了小党抗议中选会的批判大会。（联合晚报
２００７．１２．１９）

２４）民进党这个“本土政党”当然要把马英九和他带领的“外来政党”彻底“斗垮、斗倒、斗臭”，然
后再“踏上两三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联合报２００７．７．１９）

２５）事实上，将阿扁斗臭斗垮，牛鬼蛇神全上，一直是国民党最高选举策略。（２００８．３．２２）

２６）光盘事件有三部曲……第二这些人其实是反谢长廷，“打着红旗反红旗”，从光盘内容出现
长昌旗帜，竞选文宣等，乍看之下让人误以为是谢长廷的支持者，第三部曲就是典型的特务手法，制
造黑函光盘，使人民、社会反感进而嫁祸谢长廷。（２００８．３．９）

２７）蔡英文与苏贞昌决战是不可能避免的。唯一与２００８年不同的是以前为武斗，现在则为文
斗，也就是较斯文的斗争。（２０１１．３．２４）

２８）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林鸿池说，国民党提出２６案，民进党也有提出版本，应该会用表决决
定。表决对绿不利，临时会变成样板戏。（２０１４．６．１３）

２９）台北市府观光传播局机要秘书陈思宇，前天参加三立政论节目引发争议，市议员徐弘庭痛
斥市长柯文哲放任公务员上节目批斗。（联合报２０１５．７．１０）

３０）大众觉得台湾好像进入一个混乱的时代，好像造反有理。（２０１５．７．２４）
例２４）中的“踏上两三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是对文革期间一句“标志性”惯用语略加变化的使用，其与
以下《人民日报》中用例的派生关系是非常明显的：

３１）我们将继续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无产阶级革命大无畏精神，誓把党内最
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臭斗垮，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
不得翻身！（１９６７．４．２３）

以上词语在引进后以及台湾自主的使用中，几乎都表示负面信息，多数都有比较强烈的贬斥意味，而这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贬损性引进”，其指称对象，多是一些“标志性”的人物、事件及动作行为等，显示台湾
“国语”大致是在这一层次上来进行贬损性引进和使用的。

至于这样的词语为什么会集中进入台湾“国语”，并成为有较强“生命力”的表达形式，大致有以下几
方面的原因：

其一，两岸本为同根一体，虽然时势变迁，但是海峡对岸的中国人始终没有停止对此岸的关注，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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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隔离敌对的时期，还是开放交流的时期。
其二，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意识形态及社会心理，使得很多台湾同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基本是

以负面的态度看待大陆事物，特别是在一共持续了３８年又５６天之久的“戒严”时期，一般媒体报道多以
此类新闻及事件为主，经过这样的“过滤”，能够进入台湾“国语”的，当然主要是表达负面信息的词语，并
且引进之后，也主要是在这样的感情色彩下推广使用。

其三，大陆自１９４９以后，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十年浩劫的“文革”，确实给国家和人民带
来巨大损失，而这无疑也在客观上为上述贬损性的引进提供了一定的事实基础；

其四，台湾解严以后，虽号称进入民主社会，但“斗争”思维一直延续甚至不断升级，蓝、绿以及其他
派别党争不断，“社会运动”不时爆发，选举文化登峰造极，而这些都在“民主”的旗号下得以公开甚至放
大，成为重要的新闻资源和民众关注的话题。这样的社会现实在客观上与大陆的历次政治斗争，特别是
文革中“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有很大的相似性和相关性，而这也正是“文革词语”较大面积引进台湾、特
别是在大陆改革开放后基本都弃而不用的今天却仍显示出并保持着较强“活力”的最重要原因。也就是
说，台湾当今社会客观上仍然保有这些词语存活的土壤和条件。

（三）中立性引进
随着台湾的解严，社会环境日益宽松，与大陆的交流和交往持续进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两岸民

族共同语的交流和交融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具体表现是进入台湾的大陆词语数量大增，使用频率也
在提高，而最能反映两岸关系以及台湾民众对大陆态度和心理变化的，就是由前一阶段的贬损性引进和
使用到本阶段的中立性引进和使用。

所谓中立性引进，就是不带有特定的感情色彩，比较理性、比较客观地引进当时或当下反映大陆社
会及民众生活的语言形式，特别是那些同实异名的大陆词语，有很多都在台湾获得了一定的知晓度和使
用度。

据台湾《自立晚报》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３日报道，新任陆委会主任王郁琦对大陆的认知能力和水平受到
质疑，在赴“立院”质询时，再度面临各方考问，其中有以下一段话：

蓝委江启臣也特地拿出“Ｕ盘”（随身碟）、“博客”（部落格）、“沙发”（抢头香）等词汇来考验王
郁琦，最后他都顺利通过考验，就连最难的“Ｂ超检查”（超音波检查）也难不倒他。

由此可见，这些与台湾异名同实的大陆词语在台湾还是有一定知晓度的，而它们无疑都是“中性”的。
“一带一路”是一段时间以来非常火的一个大陆词语，它在台湾媒体中也有很高的复现率。比如以

下一例：

３２）从沪港通、国企改革、一带一路战略，到即将推动的深港通、七大领域基础建设项目，在显示
中国政府稳定经济成长、推动政策改革的决心，也成为股市突破前波高点的一大助力。（２０１５．１．
１４）
《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９日第一次出现“一带一路”，但从２０１４年５月以后，用例才日渐增多，

至今（２０１６年７月５日）共有３，４４５条记录；台湾联合知识库中第一次出现是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４日，至今共
有１，９１７条记录；《自立晚报》出现的时间稍晚，是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７日，到现在已有近１００例。

下边我们再看一下２０１５年度大陆十大流行语在台湾的使用情况。
上海的语文刊物《咬文嚼字》近年来每年都会评选上一年度的十大流行语，其２０１５年上榜的年度热

词依次为“获得感、互联网＋、颜值、宝宝、创客、脑洞大开、任性、剁手党、网红、主要看气质”。以上１０个
流行语，在台湾媒体中都已出现，以下各举一例：

３３）习近平强调，要充分考虑两岸双方社会的心理感受，努力扩大两岸民众的受益面和获得感。
（２０１５．５．４）

３４）相关行业如信息经济的云端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现代服务业的医疗养老、体育文化等，
随政策对新兴服务消费产业的扶植力度可望进一步加强，将有利于未来消费服务类股表现。
（２０１５．１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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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王朝辉：青春气色好 激似裸妆颜值高　（２０１５．８．５）

３６）陈建宇致词时……谈到同仁们的努力，更引用时下流行语“宝宝心里苦，但宝宝不说”来形
容。（２０１６．５．１９）

３７）于６月底成立“台北创客帮”社群网络，结合“台北创客聚”聚会活动，邀请新创事业奖得主
担任“创业梦想导师”。（２０１４．５．２０）

３８）小米科技联合创始人洪锋日前表示，ＭＩＵＩ　８系统将在１０日与小米 Ｍａｘ手机同时发布，将
有大家期待很久的新功能，也有“脑洞大开”的新设计、新体验。（经济日报２０１６．５．８）

３９）“有钱就是任性！”，叶宇真强调，目前有三个趋势证明增量资金持续流入 Ａ 股市场。
（２０１５．３．２４）

４０）一年一度网络购物节日“双１１”又来了，剁手党们也摩拳擦掌蓄势待发，准备发挥“一指神
功”抢便宜。（经济日报２０１５．１１．１６）

４１）时下众多新热词，无论是“网红经济”还是“眼球经济”，皆与数位内容产业脱不了关系。
（２０１６．６．１）

４２）（王心凌）最特别的是还拿下大陆２０１５年十大流行语的“主要看气质”。（联合报２０１６．１．４）
以上十大流行语中，有的还有较高的使用频率，并且有一些属于自主性的使用。再如：

４３）为深化各位经理人对虚实通路整合、数字转型思维的共识，一银藉本次行务会议的机会，邀
请台湾大学工商管理学系主任兼商学研究所所长黄俊尧博士，以“互联网＋”为主题，探讨“互联网”
下的“共享经济”模式。（２０１６．３．７）

４４）５吋颜值美美机 ＯＰＰＯ　Ｆ１配备８００万画素前镜头，Ｆ２．０大光圈及１／４吋感光组件，提高
更大进光量，加上内建极致美颜３．０，无须再下载任何ＡＰＰ，多种美颜及滤镜模式给你超高颜值的
自拍玩美体验。（２０１６．７．７）
再如，例４０）中出现“剁手党”一词，它的主要背景是“双十一”购物节，以下另一则报道对大陆读者

来说应该是耳熟能详的：

４５）令消费者疯狂的“双十一”又将至，今年“双十一”全面升级为全球狂欢节，将设置土豪专场，
贩卖巨星麦可杰克森的梦幻别墅等土豪商品，六百万种商品让土豪、屌丝一次买个够。（联合报
２０１５．１０．２０）

像“土豪、屌丝”以及“一次买个够”这种“一次Ｘ个够”的大陆特有形式，与更具台湾“国语”特色的“令、
贩售”以及“麦可杰克森”（大陆译为“迈克尔·杰克逊”）并存并用，正是两地语言交互与交融的绝好
体现。

以上词语不仅涉及的面广，而且基本都不含贬损义，因此也属于中立性的引进。另外，有的词语还
充分体现了两岸一体的交融性，如“主要看气质”被台湾歌手王心凌“拿下”，也就是说，它起于台湾，在两
地网民中流行，然后又扩展到更大的范围，表现为一种积极的互动。

以下我们再看“工程”一词在台湾的使用情况。
《两岸常用词典》（李行健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３年）中此词的释义是：

①指将自然科学理论应用到具体工农业生产部门中形成的各学科的总称。如水利工程、生物
工程、建筑工程、海洋工程等。②指作业规模庞大，流程复杂，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建设项目。
［例］地铁～∣高铁～。③ 泛指某项涉及社会发展或人民生活，须投入较大人力和物力的工作。
［例］希望～∣菜篮子～。

其中第三个义项标注为“陆”，表明认为是大陆特有义。其实，台湾“国语”中，表示此义的“工程”也不乏
其例，如：

４６）以民粹取代军事专业幕僚的规画，这样所谓的民主深化工程，怕是开了一个恶例。（２００４．
１．２７）

４７）他相信“教育脱贫”的理念，故长期以来一直支持中心的助学工程，不遗余力地协助孩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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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２０１５．１２．３０）

４８）周丽芳认为，文化扎根是项重要的社会软实力工程。（２０１６．１．９）

４９）两岸关系也是承先启后的历史工程，在不同阶段，因为环境背景和客观条件的差异，往往会
有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和经验。（２０１６．４．２７）

此义的“工程”在台湾“国语”中使用最为充分的，是由其构成的“希望工程”，我们将在下一小节进行
讨论。

以下再看“给力”一词在台湾的使用情况。
“给力”本是一个方言词，２０１０年世界杯期间开始成为网络热门词语，并在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０日登上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江苏给力文化强省》），这种被官方媒体的认可和使用，使得此词有如鲤鱼跳过龙
门，一下子成了一个真正的热词，并在稍后被收入２０１２年的《现代汉语词典（第６版）》中。此词《现汉》
释义有三，前两个是动词义，一是“给予力量、给予支持”，二是“出力、尽力”，三是形容词，义为“带劲儿”。

“给力”一词在大陆刚火起来不久，就登陆台湾了。台湾《苹果日报》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号曾有一篇文
章报道大陆的十大口头禅，文章最后一句是：“而‘给力’一词，也在今年南非世足赛后暴红，如玩游戏时
闯关成功，网友就会欢呼‘给力’表示‘真带劲！’”。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０日，《苹果日报》还报道了一则消息：
深圳海关为了打击走私，向携带ｉＰａｄ入境的旅客课税１０００元人民币，但脑筋动得快的旅客为了避税，
干脆把黑白大头照显示在ｉＰａｄ屏幕上，想充当遗照蒙混过关，作者认为这种“数字相框”“给力”，同时文
章中也引用了部分网友的评论，如“无敌，想法很超前”“给力（带劲、酷）雷人层出不穷”等。

此后，“给力”一词在台湾就一直都在使用，大致涵盖了上述３个义项。例如：

５０）今年县政府更持续给力，透过台湾农渔会超市中心、枋山乡公所及枋山地区农会共同创意
促销。（２０１２．６．５）

５１）参与本次活动的国泰志工，更响应乌来“一同给力，让爱延续”活动，订购饭店指定料理捐出

２０％金额做为“乌来国中小清寒学童奖学金”。（２０１３．９．２７）

５２）今年美力妈妈庆祝表扬活动共有六个奖项类别，分别为“毅力妈妈”――奉献家庭照顾及社
会公益；……“给力妈妈”――全心不懈教养身心障碍子女。（２０１４．５．１０）

５３）行动装置不给力　经济成长下修为１．４７％　（２０１６．２．１７）
台湾“国语”对大陆词语从贬损性引进到中立性引进，其间的主要变化，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两岸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台湾各界和普通民众对大陆态度及感观的变化，导致了所引进大陆

词语感情色彩的“整体性转换”。
其二，引进词语的范围和数量都有明显变化：就前者而言，由比较明显地集中在“政治”方面，到比较

均衡地分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就后者来说，目前虽然我们一时还难以给出一个比较准
确的表述，但前少后多的表现是非常明显的。

其三，引进词语的质量发生明显变化，这里主要是指有更多的大陆词语引进后，一是使用频率增加，
甚至成为台湾主流媒体的常用词语；二是自主性的使用更为明显，本小节以及下节我们的讨论中，已经
或将要涉及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及表现。

其四，从贬损性引进到中立性引进，反映的社会现实是，大陆越来越成为对台湾社会及民众的生存
与发展有巨大影响，甚至是决定性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受台湾各界关注的程度日益提高，虽然仍
然有一些敌对时期对大陆思维和态度的“惯性”，但总体而言日趋理性和客观，并且引进和使用的“正能
量”词语也日益增多，比如前边提到的“给力”，下小节将要讨论的“希望工程”等。

其五，互联网的强力助推，是造成上述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是无远弗届的网络拉近了海峡两岸
的距离，使得“沟通无处不在”，此方的一个新词语，几乎可以即时传到彼处，进而成为一个共有词语；二
是网络世界模糊了一些词语的地域标记，有些新词语甚至不太好判断它的具体出处（关于这一点，我们
下边还要讨论），这样客观上也减少了可能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引进“阻力”。

（四）从“进入”到“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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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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一国两制”的使用情况来进行分析说明。

自从邓小平就香港回归中国提出“一国两制”政策以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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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媒体以及政治人物和民众普遍关心和热议的话
题，由此进一步拉高了它在台湾的使用频率，并且在使用范围上也有新的拓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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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５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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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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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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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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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９．２７）
除了此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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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我们再以大陆家喻户晓的“希望工程”为例，来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大陆词语融入台湾“国语”的

具体情况及表现。
“希望工程”第一次见于《人民日报》是在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３１日，此日，该报第二版发表一篇报道，题为

《“希望工程”为失学孩子带来希望　我国设立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文章开头的两段是：
本报北京１０月３０日讯　新华社记者张宿堂、本报记者袁建达报道：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今

天在这里作出决定：设立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会，长期资助我国贫困地区品学兼优而又因家
庭困难失学的孩子重新获得受教育的机会。

这项被命名为“希望工程”的救助活动，得到了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老一辈革命家的赞
许和支持。
“希望工程”这一称名几天后就出现在台湾媒体上，例如：

５７）大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日前宣布成立大陆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组织，
并将展开一项被称为“希望工程”的活动。（联合报１９８９．１１．２）

此例见于该报大陆版的新闻报道，自然属于引用，而此后这样的引用也时能见到，再如：

５８）中国尚有多少穷困的家庭，儿童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旧金山侨委李竞芬每年在侨界努力募
款，以支持希望工程，希望协助这些失学儿童。（２００４．６．４）
如果仅有这样的用例，那充其量只能说这个大陆特色词语已经进入台湾“国语”，只有当台湾“国语”

中出现了自主性使用，特别是借助这一形式表达另外的意思，它才算是真正的融入。其实，就《联合报》
的使用情况来看，这样的用例早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就产生了，例如：

５９）期待院长以大气魄、大决心为台湾的弱势同胞搭建“希望工程”，以合理分配的社福预算使
弱势者得到基本生存权的保障。（１９９２．１２．３１）
台湾本土产生的、与大陆最初含义不同的各种“希望工程”为数不少，仅《自立晚报》中这一指称形式

就有６页，１００余例，其中多数均为此类。比如以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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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杨秋兴十五大对策，包括：…… （八）希望工程：贫困、单亲、隔代教养等孩子，接受完整教
育，摆脱贫穷循环。（２０１４．９．１６）

按，这里对“希望工程”作了定义，显然不同于大陆的希望工程，但似乎还相去不远，而以下各例差得就更
远一些了：

６１）希望以“社会福祉”的追求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承载基础，运用投资创新概念，协助处于
发展体质弱化的地区，建构地方永续活动的经验，也为政府挑战２００８厚植城乡下一个世纪竞争力
的希望工程作准备。（２００４．５．３１）

６２）杨秋兴表示，四年前他以产业科技、观光文化为主轴，提出八大希望工程，作为“县政蓝图”。
（２００５．１１．２１）

６３）谢长廷不回应，仅说，新的一年，希望台湾恢复秩序、恢复安定，有一个新的希望工程，这个
希望工程就是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能够平安过日子。（２００６．１２．３０）

上述“希望工程”有的是专指，有的是泛指。我们所见，《自立晚报》中以“希望工程”构成的指称形式计有
以下一些：

就业希望工程、台湾高尔夫希望工程、校园创造力教育希望工程、单亲妈妈希望工程、教育希望
工程、复育屏东市河岸新绿带的希望工程、滚球运动希望工程、一二三希望工程、苗栗教育新希望工
程、原住民孩童希望工程、三星希望工程、百年环境希望工程、三中一青希望工程、客家希望工程、征
服疾病－癌症希望工程、美若康视光希望工程、再生计算机希望工程、棒球希望工程协会、希望工程
超值纪念组、高雄县低收入户新生代希望工程脱贫计划、屏北地区弱势家庭第二代希望工程脱贫助
学方案、辅导单亲妈妈创业与就业的希望工程计划、新生代希望工程计划、希望工程教育基金、青年
希望工程计划、台湾希望工程学会、部落希望工程委员会、屏东市希望工程服务协会、灾民重建家园
的希望工程
很多贬损性引进的大陆词语，在长期的使用中，也早已完成了从进入到融入的过程，例如“破四旧”

和“造反”：

６４）公督盟常务理事顾忠华强调，本次选举就是要破四旧立四新。（２０１４．１１．３０）

６５）红衫军领袖施明德说，阿扁敢戒严我就敢造反。（２００７．１１．２６）

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０年，大陆全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使得此词成为那个年代最为流
行、同时也是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非常重要的标志性词语之一。此词也是早已引入台湾，并且始终保有
一定的使用频率，且有较多的发展变化，因此也是大陆词语从进入到融入台湾“国语”的一个比较典型
的词。

此词现在仍有少量用于贬义性的使用，例如：

６６）周刊质疑苏嘉全没有利益回避，让妻子的官职大跃进，从荐任变简任。（２００５．８．１０）
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主要是中性甚至褒义性的使用，即感情色彩产生变化。例如：

６７）这是政府便民措施革命性的大跃进，三县市地政信息系统结合后，实质也大大提升了为民
的服务质量。（２００７．１２．２６）
并且，在较高频率的使用中，还产生了一些变化性的用例，主要是用为一般动词，例如：

６８）台湾的数字生活时代即将大跃进，中华联网宽带公司正式宣布，台湾第１家行动电视开始
试播。（２００７．４．３０）

６９）美商亚洲美乐家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从去年业绩成长率排名第１８１名，大跃进至第
１０９名（２００９．５．１５）
另一个重要表现，是由“专义”到“泛义”，这一点，主要通过与之共现的修饰限定成分或陈述对象显

示出来。仅《自立晚报》中不同的组合形式就有以下一些：
业绩大跃进、空货运大跃进、观光产业大跃进、进步大跃进、台北县府大跃进、两岸观光政策大

跃进、性福观念大跃进、现代文明大跃进、屏东发展大跃进、排名大跃进、竞争力大跃进、奥黛莉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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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环保健康大跃进、营运大跃进、扣关 ＷＨＯ大跃进、再生医疗技术大跃进、学习效果大跃
进、技术能力大跃进、台湾银行在陆拓点大跃进、相关产业大跃进、消费大跃进、全球豪华房车市场
大跃进、航空城大跃进、Ｗ 钢圈机能大跃进、整体机能大跃进、上榜企业数大跃进、陆资陆客大跃进
、科技基金表现大跃进、餐饮业绩大跃进、交通运输环境大跃进、营收大跃进、民主大跃进、受欢迎指
数大跃进、发展大跃进、４Ｇ涵盖范围大跃进、生活机能大跃进、规格大跃进、投资金额大跃进、类别
大跃进、电信产业大跃进、承销业务大跃进、大陆推案量大跃进、承销业务大跃进、环教大跃进、收益
大跃进、全天候水感大跃进、太阳光电大跃进、屈臣氏大跃进、欧元区看好度大跃进、幸福指数大跃
进、广告点阅成绩大跃进、保险服务大跃进、居家安全大跃进、高雄大跃进、观光产业大跃进、居家防
护大跃进、居家安全意识大跃进、营销大跃进、实力大跃进、节能减碳大跃进、名次大跃进、商业智慧
化大跃进、品牌价值大跃进、绿色金融大跃进、欢乐耶诞城大跃进、节省成本大跃进、ＰＭ２．５采样设
备大跃进、营收成长大跃进、获利大跃进、外观与配色潮力大跃进、简单大跃进、经济大跃进、微信支
付大跃进、武魂系统的大跃进、科技的大跃进、拍照性能上的大跃进
基于以上语言事实，我们的基本判断是，目前台湾“国语”对大陆词语的引进和吸收已经步入“快车

道”，不仅引进词语的范围拓展、数量增加、质量提高，而且引进后的融入过程也在加速，融入程度也在不
断加深。上述事实清楚地说明，两岸民族共同语融合的天平，由最初大陆向台湾一方倾斜，到现在已经
基本平衡，处于一种积极的双向互动之中，也可以说是两岸民族共同语化异为同的进程明显提速，这是
我们非常希望和愿意看到的。

Ａ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ｔｒａｉｔ
ＤＩＡＯ　Ｙａｎ－ｂ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８７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ｏｔｈ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ｅｘｉ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ｔｒａｉｔ．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ｔｈｅ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ｔｗｏ　ｓｔａｇｅｓ：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Ｗｈｉｌｅ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ｔａｇ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ｄｅｒｏｇａｔｏｒｙ　ｉｎｔ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ｒｏｍ
ｑｕｏｔｉｎｇ　ｔｏ　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Ｍ－ｔｏ－Ｔ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Ａｎｄ　ｉｔ　ｈａｓ　ｎｏｗ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ａ
ｂａｓｉｃ　ｂａｌａｎｃｅ．Ｐｕｔｏｎｇｈｕａ　ａｎｄ　Ｔａｉｗａ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ａｒ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ｉｎ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ｔｗｏ－ｗａ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ｔｒａｉｔ；ｃｏｍｍ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ｕｔｏｎｇｈｕａ；Ｔａｉｗａ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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