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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当代汉语“以定代中”现象

刁 晏 斌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以定代中现象是当代汉语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语法、词汇、修辞现象，以往的研究很少。相关形式 既 可 以

指人，也可以指物，主要集中在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比较密切及受关注程度比较高的一些领域。它的远源 是

文言中大量存在的同一形式，近源则是港澳台“国语”以及海外“华语”中的同类形式，具有简约化、陌生化、口

语化与修辞化的表达效果。受此项研究的启发，可以建立古今之间以及语法、词汇和修辞之间的两个重要 接

口，从而用之于更多语言现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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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代是汉语及其使用非常活跃且发展变化异

彩纷呈的时期，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新的现象不

断出现并且 大 量 运 用，本 文 将 要 讨 论 的“以 定 代

中”现象就是其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类。这种现象

在文言中比较常见，研究文言语法的人一般表述

为“中心词不出现”或“定语代替定中词组”等，例

如“温故而知新”中的“故”与“新”即为此类。对于

当代汉语中的同一现象，朱楚宏曾经简单提及，称
之为“定代 中 心”，指 出 其 在 修 辞 上 也 叫 换 名、借

代，在口语中常用。朱书举了“读点鲁迅、搭长途、

走高速、开快餐、乘公交、干行政、买空调、上有 老

下有小”等例子，另外还指出当今的网络热词“高

富帅”“白富美”“美眉”等也是借代用法，是“定代

中心法”的延伸［１］３０１。

上述现 象 是 一 种“以 部 分 代 整 体”的 语 言 操

作，具体而言就是话语或文本中，某些定中词组的

中心语隐而不显，只保留其定语，用它来代替该定

中词组原有的意思，我们称之为“以定代中”。需

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代”只是就定中词组的两个

组成成分即定语与中心语的保留与潜隐而言的；

如果着眼于 意 思 的 表 达，上 述“定 语 代 替 定 中 词

组”是比较准确的表述。

关于以定代中现象，目前除了一些零 星 的 举

例说明及简单提及外，尚未有人进行过整体的研

究，所以我们也就无从形成较为完整的认识。本

文以拾遗补缺为出发点，拟从基本使用状况、来源

及表达效果等方面，对该现象进行初步的探究。
我们对当代以定代中现象的判定，主 要 依 据

以下三个标准：
其一，被代替的定中词组是一个或一组常见、

常用的组合形式，它们能够证明是产生并使用在

前的。
其二，起替代作用的定语能够证明与 该 定 中

词组之间确实存在同义关系，即词汇意义和语法

意义完全相同。
其三，具体用例均有一定的复现率，且属于比

较规范的文本中的一般用法。

二、以定代中现象的类别及一般形式

当代汉语中，特别是近年来，以定代中现象呈

快速发展态势，具体表现就是相关用例越来越多，
有的甚至已经凝固成新词新义。如果稍加区分，
大致有指人与指物两大类，大类下还可以再划分

出不同的小类，以下分别举例说明。
（一）指人类

这是目前最为常见的一类，主要集中 在 官 员

级别类与一般职业类。
所谓官员级别类，就是以官员的级别 代 替 该

级别的官员。目前，反腐成为媒体及社会持续关

注的一个重大话题，在相关的报道中，经常会出现

以职 级 代 人 的 现 象，属 于 比 较 典 型 的 以 定 代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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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陕西省国 土 厅 原 厅 长 王 登 记 就 曾 斥 资 上 亿

元，企图通过“掮客”帮忙升任 副省级。（《人民日

报》，２０１８．０４．０３）
按，此例中的“副省级”显然与以下用例中的

“副省级官员／领导干部”有对应关系：
通报措辞严厉，包括３名副省级官员在内，甘

肃诸多官员被问责。（中国新闻网，２０１７．０７．２１）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称，刘强严 重 违 反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提任副省级领导干部，利
用职权搞有组织的拉票贿选活动。（《法制日报》，

２０１８．０３．２３）
以下一例中“正部级官员”与“正省部级”“副

省部级”并用，前者与后者之间的对应关系更加明

显：
中央部门的正部级官员百人左右，地 方 正 省

部级不过百 人———统 共 才２００人？扩 大 范 围，副

省部级以上全算上，全国应超不过３０００人。（《中
国青年报》，２０１５．０４．０１）

目前，这样的形式主要用于高级别的官员，一
般是从“国级”到“省级”，偶尔也有其他较低级别

的，除 以 上 用 例 外，我 们 所 见 还 有“正 国 级、副 国

级、正部级、副部级、省部级、正厅级、副厅级、正局

级、副局级、正处级、副处级、营连级、副科级”等。
这类用例一般均采用“××＋级”的２＋１音

节形式，也有少数不带“级”的，例如：
揭秘：这位被双开的副厅同时向三名 副 省 级

行贿 （中国搜索网，２０１７．０４．２８）
曾拒绝警卫保护的副部 新岗位再涉疆 （《北

京青年报》，２０１８．０４．１５）
相对于职级类，以所从事职业来代替 从 事 该

职业的人的职业类用例范围更广、数量更多。
比如，《现代汉语词典》第７版收“中介”一词，

释义为“名 媒介：～人｜市场～。”当代汉语中，各

种媒介行业及其从业人员非常多，特别是房地产

业，受社会关注的程度也比较高，常见的指称其从

业人员的组合形式除《现代汉语词典》所举的“中

介人”外，还有“中介员／人士／人员／员工／经纪／经

纪人／经理人／业 务 员／工 作 人 员／销 售 人 员／从 业

人员”等，它 们 基 本 都 可 以 取“中 介”的“省 称”形

式。
以下一例中“中介”与“中介人士”并用，正可

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简称－全称）及使用状况（可

以互换）：
原来这名中介也不是搜房网的经纪。由于袁

小姐当时没有截图，记者未能确定她是否点击搜

房网自营经纪还是在搜房网页面放盘的其他中介

人士。（《广州日报》，２０１５．０８．２４）
类似的“中介”时下相当常用，再如：
深圳一家地产代理商的中介苦恼地 表 示，春

节期 间 留 守 深 圳，所 在 门 店 一 宗 成 交 都 没 有。
（《第一财经日报》，２０１７．０２．０９）

除指人外，“中介”也经常用于指称相关机构，
对此我们将在下面讨论。

目前，类似的用于各种职业人士的“省称”形

式比较多见，例如：
一位参与了早上“抢鞋大战”的三里屯太古里

物业人员告诉北青报记者，发售前一天晚上就有

人到门口排队了。对于来排队的大爷大妈被工作

人员领进商场，物业称是商家自己发的号，物业方

面无权过问。“一人拿一号到那买一双，其实都给

鞋贩子了。”该名物业称，鞋贩子通常会加价三百

到四百转卖鞋子。（《北京青年报》，２０１６．１２．０９）
大厅内上百个座位已客满，钱江晚报 记 者 发

现，刚才还在门口引客的前台正在帮隔壁桌点菜。
（《钱江晚报》，２０１５．０３．０２）

男被告的母亲自己也是一 名 公 安。去 年，李

洋洁案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后，她便因心理受打击

而请了长病假。（中国新闻网，２０１７．０４．１９）
该代驾自称无业，警方调查发觉，其虽然平日

从事代驾，但并未在正规的代驾公司就职，实际上

是一名“黑代驾”。（《新京报》，２０１７．１０．３１）
“天玑公馆”一名销售介绍道，现在买房就可

以直接申请公积金贷款。（人民网，２０１８．０３．１６）
与此类似的用例还有很多，再如“公关、售后、

客服、保安、空乘、主持、导购、代购、代理、后勤、地
勤、空勤、交管、消防”等。

职场之外，也 有 一 些 指 称 其 他 人 员 的 用 例，
如：

中国单身达２亿 专家：单身对经济的负面影

响大于正面 （北晚新视觉网，２０１７．０８．１６）
中国大陆、日本和韩国第三次共同编 撰 历 史

教科书，还原真相回击日本 右翼。（《参考消息》，

２０１７．０９．１６）
谁在购买铜陵的房子，以至于２０１７年均价抬

升了２０％？……三是以资产保值为目标的中产。
（《证券时报》，２０１８．０２．２２）

会场内聚 集 了 来 自 各 行 各 业 的１００多 名 海

归，大家安静、专心地听取经验、分享感 悟。（《人

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１７．１２．２３）
以下再看两位语言学研究者论文中 的 用 例，

均以“×民族”指称属于×民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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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藏族还会兼用当地使用人口较多的彝语

……据盐源县干部和群众反映，在盐源县懂汉语

的少数民族容易找到工作。（戴庆厦《语言关系与

国家安全》，《云 南 师 范 大 学 学 报（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中国汉语，历经历史风雨的吹打，古今相

承，不断完善，不断发展，至今不仅是１０亿汉民族

的共同语言，也是中国的公用语言，甚至还是世界

五大通用语言之一。（徐杰舜《汉语古今相承特征

论》，《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有些用例所表达的指人意思已经完 成 词 化。

比如“新锐”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第５版开始收

录，释义为：“① 形 新奇锐利：～武器｜～的言论。

② 形 新出现 而 有 锐 气 的（人）：～诗 人｜～导 演。

③ 名 指新出现而有锐气的人：棋坛～。”以上三个

义项的发展及派生线索非常明显，义项三正是由

义项二以定代中后逐渐固化形成的。
再如“高层”，《现代汉语词典》第７版所列四

个义项中，后两个直接相关，其中义项三标为属性

词，指级别高的，举例为“～职务”；义项四标为名

词，指高级别的人物或部门，举例为“～动态｜两国

～有所接触”。当下，后一义项比较常用，主要指

人，例如：
一位长期从事投行业务的高层 也感 慨，近 期

到深圳等地看到那些新兴领域的小微企业，觉得

中国经济大有希望。（《参考消息》，２０１７．０７．０９）
此外，与之相对应的“中层”也不乏此种用法，

例如：
创业者增加了，当然创业公司也越来越多，而

且创业的主力应该是８０后、９０后，他们雇的中层

应该 也 差 不 多 年 纪。（《中 国 青 年 报》，２０１８．０３．
０４）

（二）指物类

这一类同样比较常见，也是相对集中 在 某 些

方面。
一种是指称各类机构的，相 对 比 较 多 见。上

面举例说明了“中介”用于指称中介行业从业人员

的情况，与这一用法平行的，还有很多用于指称中

介机构的，而它的出现原因及基础，就是“中介公

司／机构／方／门店／门 市 部／组 织／平 台”等 词 或 词

组的大量使用。例如：
对于这个现象，记者也向当地一家中 介 进 行

了采访求证。（《现代快报》，２０１７．０８．０４）
玛丽还记得，初到中国时，夫妇俩要租房，“彩

虹君”韩东老师就开着车陪他们跑 中介、看房子，

最终帮他们租到一套距离学校不远、价格适中的

房子。（《人民日报》，２０１８．０４．０３）
以下一例中的“司法”也属同样的性质：

２０１４年的东莞扫黄，一共处理了３６名警察，
其中１７人被移送司法。（人民网，２０１６．１２．２６）

按，当时多家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均采 用 以 下

形式：
去年２月媒体曝光东莞涉黄问题后，东 莞 市

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和３６名公安民警因涉嫌失职、
渎职 问 题 被 问 责，其 中１７人 被 移 送 司 法 机 关 处

理。（新华网，２０１５．０２．０６）
很显然，以上的“司法”与“司法机关”构成了

简繁相对的 两 个 不 同 形 式，而 以 下 一 例 中 的“消

防”也是如此：
广西桂林消防：桃花江两艘龙舟翻船 事 故 已

致１７人遇难 （中国新闻网，２０１８．０４．２２）
按，此标题下正文第一句为“据广西桂林市公

安消防支队官 方 微 博 消 息：４月２１日，广 西 省 桂

林市秀峰区鲁家村桃花江河段发生翻舟事故，多

人落水，桂林消防部门立即赶赴现场救援。”与标

题中“桂林消防”相对应的一是“桂林市公安消防

支队”，二是“桂林消防部门”。
我们所见，属于此类的还有不少，如“公安、国

安、纪检、城 管、城 建、税 务、国 税、地 税、财 政、民

政、民航、客运、物流、快递、自来水、供电、环卫、物
业、客服”等。

在当下的实际使用中，一些厂商、学校等也经

常使用这样的形式，越是民众关注度及熟悉度高

的，这样的用法就越普遍，例如：
茅台要求这些单位自通报之日起７个工作日

内完成整改，并向省区提交书面整改报告，否则将

不予恢复茅台酒业务办理及不再续签２０１８年合

同。（《北京商报》，２０１８．０４．１８）
值得留意的是，刚刚回归Ａ股的３６０集团今

年以历年发明授权专利２２８１件，超越百度名列第

二，在国内Ａ股上市公司中名列首位。（南方网，

２０１８．０４．１６）
星巴克在声明中说，培训课程将参考 外 部 专

家意见 制 定，面 向 近１７．５万 名 员 工。（新 华 网，

２０１８．０４．１８）
有人说，９８５毕业生可能学业成绩不错，但不

见得符合 足 球 教 练 的 定 位。（《成 都 商 报》，２０１８．
０３．１６）

很多企业的简称也均取这一形式，如“徐州重

工、阿里巴巴、中石化”等。此外，像一些体育俱乐

部等，以定代中基本也都成为“常式”，以足球俱乐

１１１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部为例，如中国的“北京国安”“山东鲁能”，国外的

“皇家马德里”“ＡＣ米兰”等。
另外一种比较多见的类型是指称与人们日常

衣食住行相关事物的，这四个方面以下各举一例：
在万象城２楼 Ｍａｒｃ　Ｏ′Ｐｏｌｏ服装店购置了Ｔ

恤、衬 衣 后，高 女 士 一 行 离 开。（《成 都 商 报》，

２０１８．０４．１６）
不少人打着“扶墙进，扶墙出”的口号来迎接

自助餐，即便回本占了小便宜，却很可能在健康上

吃 大 亏。所 以，去 吃 自 助，心 里 先 要 有 一 杆 秤。
（《健康时报》，２０１７．０２．０５）

一套１３０平方米左右的精装 修 高 层，总 价 也

仅在１００万左右，首付在２～３成。（《证券时报》，

２０１８．０２．２２）
女乘客取消滴滴订单改坐出租，滴滴 司 机 居

然尾随、别停……女孩都吓蒙了。（《辽沈 晚 报》，

２０１８．０４．１３）
属于此类的常见用例再如“高速、地铁、高铁、

城际、城铁、快轨、轻轨、有轨、无轨、磁悬浮、高架、
立交、长途、公交、面包、越野、大货、大客、小客、摩
托、生鲜、冰鲜、外卖、烧烤、卤煮、牛仔、烂尾”等。
此外，类似烟酒糖茶（如“大前门、五粮液、大白兔、
龙井”）等，也多用不带中心语的简省形式。

除上述两个方面外，还有不少用例涉 及 其 他

一些方面，以下再酌举数例：
中国人活期 和现金半年没了３万 亿 钱 都 到

哪儿去了？（《中国基金报》，２０１７．０８．２８）
根据陈满对事情的处理，对社会的认知程度，

没想到会投 进１００万 的 巨 额。（《新 京 报》，２０１７．
０３．０１）

作为消费品类的急先锋，数码和影音 是大众

数字生活重要的一环，在双十一期间有很多商家

会选择大打折扣，消费者们也会蜂拥而至，争相入

手最超值的酷玩。（爱活网，２０１７．１１．０１）
华为，国内手机行业的佼佼者，很多人期盼旗

下新一代 旗 舰 会 在 ＭＷＣ上 亮 相。（手 机 中 国，

２０１８．０２．２２）
我们所见，以定代中现象基本都是指 称 与 人

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具体事物的，用于抽象事

物的很少，但也不是没有。例如：
他将近日遭遇的所有负面归结为“黑稿”，并

不愿意承认自己现在面临的问题。（《世纪经济报

道》，２０１７．０９．０１）
按，作为属性词，“负面”经常与“新闻”“报道”

等组成一个偏正结构，而此例中的“负面”大致就

是“负面新闻／报道”的简称形式，句中的“黑稿”也

能证明这一点。
作为课题组小组组长，他的日常除了 看 文 献

设计实验外，与小组成员交流实验进展和科研心

得是必修课。（人民网，２０１８．０４．２０）
按，“日 常”的 常 见 组 合 形 式 是“日 常 生 活”

（《现代汉语词典》释义即举此为例），而此例中“日
常”表示的大致就是此义。同样的意思，现在还经

常取“生活的日常”形式，例如：
这几年，扫码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日常，但手

机完 全 取 代 钱 包，还 是 做 不 到。（中 国 搜 索 网，

２０１７．０３．１０）
指物用法 也 有 一 些 已 经 在 词 汇 层 面 固 定 下

来。比如，《现代汉语词典》第２版中，“地铁”只有

“地下铁道的简称”这一个义项，从第３版起增加

了“指地铁列车”的义项，这实际上就是明确了“地
铁列车→地铁”的发展线索与结果；《现代汉语词

典》第５版增收“笔记本”一词，其义项二为“指笔

记本式计算机”，也指出了二者之间的派生关系。
在实际的使用中，由于某些“定”对应着不同

的定中词组，由此就造成了一形二义甚至多义，有
时难以区分，比如以下“中介”，就既可以理解为指

中介机构，也可以理解为指中介人：
此举会给购房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利 好，首 先

是保证公平，不用因此“靠关系”去买房；同时可以

杜绝不良开 发 商 串 通 中 介，乱 收“号 子 费”“茶 水

费”及捆 绑 销 售 的 现 象。（《中 国 青 年 报》，２０１８．
０３．３０）

再如，作为属性词的“新锐”，既可以修饰指称

各类人物的词，也可以修饰指称某些行业以及产

品等的词（见上），而在这些组合中作为定语的“新
锐”基本都有独立使用的例子，因此它的所指范围

也是相当广泛的，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加以

明确。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的“模糊性”恰恰

扩大了词语的容量和张力，使其更具经济性，而这

也体现了当代汉语追求语言使用效率这样一个重

要特点［２］。

三、对以定代中现象的几点认识

（一）以定代中形式的来源

谈到上述形式的来源，我们认为有两个，一个

是远源，即文言传统用法的复显；另一个是近源，
即境外及海外的“国语／华语”社区相同用法的引

进及类推。
先说远源。文言尚简，因此以 定 代 中 现 象 极

为常见，动词、形容词都可以这样使用，以下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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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
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左传·庄公十

年》）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
此外，有些动词性词组也可以这样用，例如：
赏必加于有功，而刑必断于 有 罪。（《史 记·

范雎蔡泽列传》）
这样的形式和用法与上一节所举各例完全一

致，后者正可以看作前者的“翻版”，所以我们认为

二者之间有渊源关系。其实，古今之间的这种联

系一直并未中断，在古代用法与现代用例之间，有
大量的联接形式，这就是历代产生并沿用至今的

成语等，其中保留了大量类似的用法，如“举贤任

能、取长补短、推陈出新、从善如流、送往迎来、出

生入死”等。此外，现代汉语中还产生了不少“新

成语”，其中有一些直接模仿古代形式，从而也使

之得以延续，如“欺软怕硬、修旧利废、优胜劣汰、
奖勤罚懒”等。以上我们所列举的各类用例，完全

可以看作上述形式的拓展性使用。
再说近源。改革开放以后，普 通 话 从 境 外 及

海外的“国语／华语”社区吸收了大量新形式与新

用法，其中也包括以定代中形式。我们认为，这就

是当下普通话中该现象的近源。一个比较典型的

例子是“最爱”。汪惠迪编著的《时代新加坡特有

词语词典》（新 加 坡 联 邦 出 版 社，１９９９年 版）收 有

此词，释义为“〈名词〉最喜欢的（事物）”。该词条

后标注［未］，查 其 说 明，凡 标［未］者 均 指 在 新 加

坡、中国香港和台湾早已通用，但是尚未进入中国

大陆普 通 话 的 词 语。笔 者 也 曾 经 对 此 词 在 台 湾

“国语”的使用情况进行过举例说明［３］，而笔者在

现代汉语史（特别是当代汉语）的研究中，也注意

到此词在普通话中出现的时间比较晚，但是现在

它早已成为大陆的常用词，不仅一般的新词语词

典多收此词，就是《现代汉语词典》第５版也开始

收录，释义为“名 指最喜爱的人或事物。”李宇明

主编的《全球华语词典》（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版）
在此词的 释 义 后 关 于 使 用 地 区 的 说 明 中 加 的 是

“各地”。
再以台湾“国语”为例，相比于大陆的普通话，

前者更加崇尚简约，讲求效率［４］，由此经常趋向于

采用一些简省形式，特别是标题，比如以下一例：
百货拚业绩 陪准新人采购 （《联合报》，２００８．

０９．０５）
按，此例 下 正 文 第 一 句 话 是“百 货 业 者 拚 业

绩，也要多角化经营抢客”，说明标题中“百货”就

是“百货业者”的省称形式。

就是正文中，也不乏这样的用例，如：
调查显示：六成三的民众在过去一年 里 曾 经

从事中长途旅行，超过六成五自己开车，其次是搭

长途客运。（《自立晚报》，２００５．０７．１３）
桃园县长久以来，都是蓝大于绿太多，绿营要

在县长大选赢得选战，恐非易事。（《自立晚报》，

２０１４．０６．０６）
按，前例中的“客运”自然是指客运汽车（台湾

“××客 运”的 另 一 个 常 用 义 是 指“××客 运 公

司”，也属以定代中用法）；后例中的“蓝”与“绿”则
分别指“蓝营”与“绿营”，下句所用的“绿营”就与

“绿”形成对比。
上边 举 过“日 常”的 例 子，此 词《现 代 汉 语 词

典》标注为属性词，但是近来“××的日常”已然成

为一个比较流行的形式，除前举用例外再如：
凌晨２点睡觉，中午１２点起床，不吃早饭，从

不运动，常 年 宅 在 宿 舍，是 他 大 学 生 活 的 日 常。
（《光明日报》，２０１７．０８．１８）

笔者的印象中，港台“国语”中，类似用例出现

的时间要早于大陆（内地），例如：
爱情的有效期限一过，两人必须共同 面 对 生

活的琐碎与爱情的日常，一切伤口与黑暗便夹带

着巨 大 的 毁 灭 力 量，倾 泻 而 下。（台 湾《苹 果 日

报》，２０１２．１２．２１）
全球经济危机似乎已被人淡忘，但仍 存 有 一

些棘手的障碍影响了我们的日常。（台湾《自立晚

报》，２０１４．０４．１２）
原始贫瘠：一个高原藏族村的日常 （香港《文

汇报》，２０１４．１０．２５）
笔者认为，二者之间同样也有源流关系。
当然，并不是说本文所有用例都是直 接 由 远

源或近源而来，更多的是在其基础上的类推创造。
这里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传统文言中大量存

在的同样形式一方面开启这一用法的先河并提供

了早期的“样本”或“模板”，另一方面又借助成语

等形式流传至今，而后来出现的新成语等则延续

了上述传统。改革开放之后，普通话从境外及海

外“国语／华语”社区又引进了一些类似的新形式，
而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又进一步激活了文言的传统

形式，使之焕发出新的活力。至于这一形式为什

么会在当下大量类推产生并使用，则还要从其本

身所具有的特点等方面寻求答案。
（二）以定代中形式的表达效果

以定代中形式往往有比较明显的、多 方 面 的

表达效果，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其复显、引进以

及在更大范围内使用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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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定代中形式的表达效果大致可以概括为以

下“四化”：

１．简约化

因为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种“省略”形式，所

以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与突出。正因为如此，
所以它大量用于“以简约为美”的标题，特别是网

络新闻的标题中。上面列举的各类用例有的就出

自标题，以下再举几例：
未成年巨额 打 赏 频 发 直 播 打 赏 纠 纷 仅 半 年

就涉８９０余万 （中国新闻网，２０１７．０３．０１）
大码旗 舰 来 袭：曝ＬＧ　Ｖ３０Ｐｌｕｓ配 置／发 布

时间 （天极网，２０１７．０８．１４）
阵容堪比环太平洋！官方ＣＧ展望中国海军

南海大演习 （新浪军事，２０１８．０３．２９）
按，以上三例的正文中均出现“全称”形式，分

别是“未成年人”“旗舰手机”和“环太平洋军事演

习”。
就是用于正文，同样也有明显的简约效果，前

引用例都能证明这一点，再如：
这股青 春 风 暴 不 只 爆 发 在 中 国……一 波２０

岁上下的新锐，让世界棋坛的“战国风云”愈演愈

烈。（《人民日报》，２０１８．０４．１８）
按，本文标 题 为《棋 坛 新 生 代 不 负 好 年 华》，

另外文中还有“新生力量、新锐棋手、新生代棋手”
等同义的指称形式，相比之下，“新锐”无疑是最简

约的。

２．陌生化

当代汉语中，求新、求异、求变、求活已经成为

一般语言用户的普遍追求，而以上“四求”的主要

目的，则是寻求一种不同于以往的高陌生化体验

与感受。以定代中形式不失为一种实现一般表达

陌生化的手段，比如以上所举的“日常”用例就与

其一般的用法大异其趣，具有较高的陌生化效果，
因此才得以较为广泛地使用。以下再举一例：

事实是，他们需要每天吃药，经历身体或精神

上的痛苦，这些我们有幸不用感受的痛苦，才是他

们的日常。（《新京报》，２０１７．０９．０２）
我们所见，有不少此类形式因为陌生 化 程 度

较高，因此对语境的依赖性更强一些，例如：
该公司法务部工作人员说，他们在９月２４日

已经 接 到 了 孩 子 家 长 的 邮 件，并 着 手 开 始 调 查。
法务出示了孩子和女主播的聊天记录。（《钱江晚

报》，２０１７．０９．２９）
某些“准一线”在发展水平和单项功能上，与

一线的差距日渐缩小，但在综合功能上还是有明

显的差距。（《中国“准 一 线 城 市”方 阵 正 形 成 与

一线差距缩小》，《半月谈》，２０１７．１１．０７）

３．口语化

一般口语 中 的 简 省 形 式 通 常 要 远 多 于 书 面

语，所以有不少简省形式往往更具口语化的色彩。
前引朱楚宏也说这一现象在口语中常用［１］３０１。前

面举了“公安”指警察，以及“出租”指出租车的例

子，以笔者的语感与语言经验而言，都是口语化色

彩比 较 明 显、浓 厚 的 例 子，此 外 再 如 日 常 所 说 的

“（车）上了／跑高速”也是如此。类似的用例不少，
再如：

以前在地税交得好好的，现在每个月 要 分 两

头去 纳 税，有 点 儿 难 为 纳 税 人。（人 民 网，２０１２．
１１．１９）

突然，一个中年妇女摔倒了，她的儿子趁机嚷

嚷：边防打人啦！（人民网，２０１４．０６．０４）
家住安顺路的钱先生乘坐４４路 去 上 班。一

上车，就 闻 到 一 股 异 味。（《新 民 晚 报》，２０１７．０８．
２１）

４．修辞化

刘永耕在讨论古汉语中定语代替定中词组现

象的表意时指出，定语代替定中词组不仅可使语

言简洁、经济，而且能大大突出定语的语意，突出

事物的特征，增加语言的形象性和感染力，直至成

为修辞格中借代式必用的手段［５］。张学贤则着重

讨论了这一形式的修辞效果［６］。当代是修辞活动

非常活跃的时期，不仅产生了许多修辞新格，就是

不少传统的辞格也增添了新的种类或扩大了使用

范围［７］。而“以定代中”现象的大量使用也与此关

系密切，从辞格的角度它们基本都可以归入借代。
借代格的特点是借客体来替换本体表述［８］。以上

所举诸例，或者是以工作代人、代机构，或者是以

方式、性质等代本体，都属典型的借代用法。修辞

以及修辞化的表达，意在追求一种“辞趣”，即“富

有修辞 功 能 和 审 美 情 趣 的 修 辞 手 段”［９］，而 前 述

“三化”实际上也都是这方面的表现。
（三）以定代中现象与当代汉语研究

以定代中作为一种极富特色的语言 现 象，对

它的研究无疑会拓展当代汉语的研究范围，并为

之增加新的内容；另外，相关的研究与思考还能直

接推动当代汉语的整体研究及其进步。以下就这

两个方面分别讨论。
（１）作为一个客体或对象，以定代中现象本身

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我们所见，到

目前为止，在当代汉语的各类研究成果中，鲜有涉

及这一现象的，然而仅就上举用例及相关表述来

看，它不仅有确切的来源，而且也确实已经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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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具有相当可类推性并且已经类推出许多新形式

的、理应受到更多关注的“新”语言现象。在现阶

段，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对其展开

初步以及深入一步的研究：
其一，较为全面、细致地调查该现象的实际使

用情况，如可替代的定中词组的语义结构及其类

型、定语以及中心语的类型、覆盖面尽可能广的具

体语例及其语体和语用分布等，从而形成一个相

对完整的认识与描述。
其二，在一定范围内寻求合理的解释。比如，

我们所见，像“策 划 人 员、翻 译 人 员”等 可 以 用 为

“策划、翻译”，而“工作人员、公职人员、专业人员”
等却基本不能，为什么？由此，自然会指向一个更

大、更具根本性的问题：以定代中的驱动及受制因

素有哪些？其背后有哪些规律性的东西？

其三，由此衍生的其他不少问题同样 也 应 该

而且值得研究。比如，有很多相关现象繁简并存，
如前边提到的“高速－高速公路”等。二者的差异，
除上面提到的“四化”外（如口语性的强弱），可能

还涉及其他方面。比如以下一例：
高速公路新开工项目也全面提速，计 划 年 内

开工的枣木高速东延……京沪高速莱芜枢纽至鲁

苏界改扩建等７个、７３７公里高速公路项目，已全

部开工建设。（《济南日报》，２０１６．１２．２９）
按，由此例显示，“高速公路”与“高速”似乎已

经产生一定程度的分工，即组合中用简称，而独立

使用时用全称。那么，这只是个例，还是有一定的

代表性？类似值得深究的问题还有不少。
再如，有人在讨论省略与成分缺失时，曾经得

出这样的结论：“依据词汇特性来决定空号是否生

成不但能分出这些谓语省略的句式和意义，而且

还能 正 确 地 说 明 为 什 么 一 般 语 言，如 汉 语、英 语

等，都不可以省略中心语：这些语言都没有真正的

动词或名词 短 语 的 中 心 语 删 略 现 象。”［１０］对 以 定

代中现象的全面研究，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

变上述认识，而这自然也是它的研究价值之所在。
（２）在当下的语言研究中，“接口”成为一个常

用词，以下我们也试图从这个术语入手进行讨论。
我们认为，以定代中现象及其研究可以为当代汉

语研究提供两个以前人们较少关注然而却非常重

要的接口。
其一是古今二者之间的接口。虽然共时与历

时相结合早已成为共识，然而在当代汉语的一般

研究中，真正打通古今式的成果却并不多见。其

实，古今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笔者曾经把当

代汉语总的发展取向总结为“复旧”与“趋新”，并

分别从 文 字、词 汇、语 法 等 方 面 进 行 了 举 例 说

明［１１］。而在语言的发展中，也一直存在“俗化”与

“雅化”两种取向，且都在当代汉语中有非常明显

而又突出 的 表 现［１２］。上 述“复 旧”与“雅 化”在 某

种程度上都属于对文言传统的回归。比如，语法

方面就有不少传统文言常用形式在当代“复显”，
如不及物动词以及形容词等的“使动用法”、名词

直接作状语及补语、“有＋ＶＰ”形式以及表示被动

的“遭／获”字句等。对上述现象，孙德金、冯胜利、
刁晏斌等均有讨论［１３－１５］。笔者认为，这种 复 显 现

象的研究意 义 很 大，不 仅 可 以 建 立 一 个 新 的“类

别”来进行集成式的研究，从而弥补已有研究之不

足，同时也有助于完整汉语史的全面研究，特别是

“文言史”的建构［１５］。
就具体的研究来说，有了上述“接口”意识，很

多文言相关形式的研究成果均可为当代同类或相

关现象的研究所用，这无疑也有助于提高研究效

率。比如，刘永耕的以下表述就非常适用于对当

代以定代中现象的认识：“这些定语无一例外是修

饰性的。这些定语虽然在词性、结构上各不相同，
但都是表达事物的突出特征（至少在说话人看来

是举足轻重的特征）的。在强调事物特征的基础

上，往往又可以进一步强调事物的类，或者成为一

种泛指”。“当说话人或需强调定语、或需对事物

分类、或需精简词语时，就把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

实”［５］。
其二是词 汇、语 法 与 修 辞 三 者 之 间 的 接 口。

以定代中现象既是一种语法现象，同时也是一种

词汇现象，另外还是一种修辞现象。修辞现象已

如上所言，就语法而言，如前所述，这一现象属于

成分省略，自然会有其条件与规律；就词汇而言，
在文言同类形式研究中，就有人从词类活用的角

度来认识与表述，称之为“动、形转名”［１６］，而着眼

于当代的很多用例，其所保留的定语既有词性的

变化，也有意义的变化。所以，上述现象可以分别

从以上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而我们更强调

的则是三者合一的集成式研究。以前的很多当代

新语言现象研究，除时间上多局限于当代这一阶

段外，在内容上也多聚焦在词汇或语法（包括其下

位分类）的 某 一 方 面；修 辞 方 面 的 研 究 一 直 就 很

少，而修辞与语法二者相结合的互动性研究更是

少之又少。这样做的好处是对语言现象的观察与

分析相对比较集中，而局限则主要表现在易于孤

立地看问题，因而难以得出更具包容性以及意义

及价值更大、层次更高的结论。词汇、语法及修辞

接口的建立，一是可以对以定代中现象进行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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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充分描写以及充分解释，二是可以作为一种

范式，对其他现象与问题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指导

与借鉴意义，从而促进对当代汉语诸现象的研究，
并使之达到更高的水平和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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