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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文所说的“华语”是指“海外华语”，

即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使用的华人共同语，

具体以马来西亚华语为代表。

李行健（2013）着眼于海峡两岸词汇差异

的“显著”程度，首次提出了“显性差异”与

“隐性差异”的概念，前者包括同名异实、异

名同实、一方特有词语等，而后者则指两岸词

语在义项、色彩、搭配、应用频率、方言和异

形等方面的差异。文章认为前者人们容易感

知，对比释义也较简便，而后者则比较复杂，

也比较隐蔽。本文作者曾经主要立足于上述隐

性差异，提出应进行海峡两岸词汇的“微观对

比研究”，具体而言就是把“触角”下探和内

移，深入到词内部的语素和义素层面 （刁晏

斌，2016）。我们认为，上述概念和思想给海

峡两岸语言对比研究带来了新的内容和变化，

并且也适用于全球华语的对比研究。

此外，笔者曾讨论过全球华语研究的拓

展与加深问题，“拓展”包括横向与纵向两

个维度，而“加深”则涉及“理论”与“事

实”两个方面，其中后一方面是指寻找新的

角度及手段，以求对相关语言事实作进一步

的高清晰度或细颗粒度的考察、分析与描

写，而其对象主要就是各种隐性差异，文中

以华语中“乡亲”的使用范围大于普通话，

“充斥”表示 ［±厌恶］ 的中性义等为例，进

行了考察与分析（刁晏斌，2020）。

初步的尝试使我们认识到，普通话与非普

通话之间的显性差异固然存在，并且因其具有

较高的显著度而首先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目前

已有较多成果问世；但事实上，真正普遍存在

的却是各种隐性差异，因为它们的显著度不

高，甚至在一般情况下隐而不显，所以研究成

果还非常少，因此亟待加强，而这也必将成为

全球华语词汇对比研究的一个新增长点。基于

以上认识，本文拟对华语与普通话词汇的隐性

差异作相对集中的考察与梳理。

我们立足于马来西亚华语与普通话词汇的

对比，以词义为讨论对象，按葛本仪 （1985：
96）所提词义三分的观点，分别从概念义、语

法义和色彩义三个方面进行。本文考察对象的

选取，严格按照以下标准：

第一，典型的、已入典的词，具体的判定

标准是 《现代汉语词典》（第 7版）（下简称

《现汉》和《全球华语大词典》（下简称《词

典》）均已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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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词典》 中均未作使用地域标注，

表明它们在其编纂者（其实也代表了一般研究

者）的认识中都属于华语通用词；

第三，以上两部词典的释义均一致或基本

一致（即只作个别字词的增减或调整），表明

《词典》的编纂者不认为其意义在华语与普通

话之间存在差异；

第四，语料的检索结果显示，都有不低的

使用频率，基本属于常用词。

关于我们的语料调查媒介，普通话是“人

民网-搜索”，马来西亚华语则取自华文媒体光

华网 2015-2019年近 500万字的语料。以下的

行文中，我们分别使用“华语”和“普通话”

指称这两个言语社区及其语言，在需要合称时

则用“两区”。

2. 华语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及

其表现

华语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在概念义、

语法义和色彩义三个方面均有分布，以下分别

进行讨论，限于篇幅，我们每个方面各举

一例。

2.1 概念义的隐性差异

概念义就是一般词典所给出的词义，基

本属于“显性意义”，而其在两区具体使用

中的各种细微不同，就是我们所关注的隐性

差异。

比如“投诉”，此词的 《现汉》 释义是

“公民或单位认为其合法权益遭受侵犯，向

有关部门请求依法处理”，《词典》的释义则

是“公民或单位认为其合法权益遭受损害而

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我们据此大致可以

归纳出“投诉”的基本语义内涵：一是要有

事由，即合法权益遭受侵犯或损害；二是发

生申诉或请求的行为；三是上述行为所向，

即有关部门。以上三点可以分别记作 ［+侵
害］［+申诉］［+部门］。普通话中，以上三

个语义特征基本都有比较充分的体现，比如

以下一例：

（1）如果无法与经营者协商解决，消费者

可以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经济日报》

2020.3.22）

华语中，虽然一般情况下“投诉”的用

法也是如此，但是也有一些不一致的表现，

而由此就构成了其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以

下举例说明。

比较明显的一点，是由［+部门］到［+个
人］，虽然“个人”有可能是某一部门的代表，

但有时这一点并不是非常明显的。例如（以下

华语用例均取自光华网，为省篇幅，只列日期）：

（2） 李凯伦说，虽然他目前没有确切数

据，不过，过去两年常有社委会、睦邻计划中

心及清真寺向他投诉娱乐中心变相成为赌博场

所。（2016.9.18）
句中的“他”即马章武莫区州议员李凯伦。

以下一例的“投诉”所向，也包括议员：

（3） 五条路彩虹公寓第 5座组屋居民协会

代主席陈汤姆向记者投诉，他一早已经向有关

当局反映居民的担心，促进有关当局尽速开

工，把凹洞铺平；而他本人也在 3周前向当地

州议员刘敬亿投诉，可是至今各方都没任何行

动。（2016.10.18）
如果说议员可以作为一个机构或部门的代

表的话，那么此例中还有“记者”，其代表性

就稍差一些；而以下一例中的动作所向，这样

的代表性就更差了：

（4） 疑犯其后向店员投诉火锅中有异物，

企图不为点餐付款。（2016.4.14）
至于以下用例，则是最完全、最典型的

［+个人］：

（5）以前，我们向妈妈投诉被老师打，还

要再被妈妈打多一顿。（2016.11.17）
从“部门”到“个人”，“投诉”的目的自

然也不可能是“请求依法处理”了，因而［+
申诉］ 的语义特征也变得比较模糊。由此发

展，表动作所向成分就有可能从上下文中消

失，即由［+部门］到［-部门/个人］。例如：

（6）他今日发表文告表示，今天，我们的

经济状况，已从“不好”进一步扩张到“萧

条”，国内不少商家投诉今年 9个月完全没有

钱赚，而打工一族更是面临钱不够用的窘境。

（2016.6.28）
（7） 该寺于上月 19日召开记者会投诉该

寺旁的 5人足球场问题后，迄今问题都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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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2017.7.7）
由此就造成了“投诉”一词意义的变化，

如果“随文释义”的话，例 （6） 中似可理解

为“诉苦”“抱怨”，而例（7）则同时还可以

理解为“提出”“说明”。

由此进一步发展，下例中“投诉”表达的

几乎就是“说”“告诉（某人）”义：

（8）直到升到中学时，眼见自己的腹部比

同学大，他显得自卑。在上个月，沙里雅频投

诉腹部如针扎般疼痛，导致他无法进食，食物

一入肚，反胃吐出来。（2016.5.25）
除以上差异外，华语“投诉”与普通话

还有其他的不同，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侵
害］义的衰减，主要是程度减轻，只是表述一

件对主体而言的“不如意”事件或遭遇。

例如：

（9） 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在即，

他周日于推特发文，投诉传媒没正面报道“特

金会”的成功。（2018.7.16）
此例中的“没有正面报道‘特金会’的成

功”显然并非［+侵害］的，而以下各例大致

也是如此：

（10） 虽然有些民众认为，边走边吃就是

夜市文化，不打紧，但是，还是有人投诉吃东

西的桌椅不足，无法好好坐着享受夜市的气

氛。（2019.6.13）
简单总结一下，相对于普通话，华语中

“投诉”在 ［+侵害］［+申诉］［+部门］ 这三

个语义特征上都存在一定程度衰减甚至于脱落

的用例，这样它的实际语义特征就是［±侵害］

［±申诉］［±部门］，而这也就是两区之间的隐

性差异。

除此之外，两区的“投诉”还在用法上有

所不同，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边的“语法

义”部分进行讨论。

2.2 语法义的隐性差异

简单地说，语法义就是指词的用法，主

要是就其组合与搭配能力及特点而言的。在

这方面，两区的隐性差异也比较丰富、普遍，

然而相关的研究却一直很少。徐复岭 （2014）
讨论了两岸“夸张”一词的隐性差异：都表

“夸大”义，但大陆只用于“言过其实”，而

台湾地区的“国语”中除此之外还可以表示

“行过其实”。文中把这种形式完全相同、词

汇贮存义或核心意义也都相同，只是实际语

用或附加意义不尽相同的词语差异现象称为

“同形同义异用现象”，并且认为跟“异形同

义”或“同形异义”“同形异项”等差异词

相比较，异用词的差异表现得更为细微难

分。汪惠迪 （2004） 也注意到不同华语地区

的词语中存有这一差异现象 （文中称为“同

词异用词”），但未作具体论述。

上一小节中，我们在讨论两区“投诉”概

念义上的隐性差异时，指出二者还有语法义的

隐性差异，以下先就此进行说明。普通话中的

“投诉”主要用为不及物动词，偶然用为及物

动词时，所带基本都是对象宾语，指称被投诉

者，例如：

（11） 我在路上就盘算好了，咱们写信投

诉他们！（《人民日报》 2019.8.6）
华语中的“投诉”用为及物动词的比较常

见，所带宾语范围很广，既可以是名词性的，

也可以是谓词性的，特别是后者，形式多样、

类型复杂。名词宾语基本都是指称投诉事由及

内容的，其中以“问题”为中心语的相对较

多，例如：

（12） 工程局于 3年前拨款 700万令吉委

任两家承包商为打枪埔组屋更换排污管，引

起 超 过 850 个 单 位 投 诉 漏 粪 及 漏 水 问 题 。

（2015.11.21）
名词性宾语也有其他类型的，但是相对比

较少见，例如：

（13） 他曾指在学校受到干扰，其他学生

的母亲，也曾投诉类似事件。（2016.4.1）
谓词性的宾语多而且复杂，其中最简单的

是以下这样的形式：

（14） 之前他们都是于周末时在住宅区空

地举行活动，居民投诉很吵。（2015.9.19）
最为多见的，是主谓词组宾语，例如：

（15） 过去两年常有社委会、睦邻计划中

心及清真寺向他投诉娱乐中心变相成为赌博场

所。（2016.9.18）
有时带这样宾语的语言片断在介词结构

中做宾语修饰语，由此增加了其复杂性，

刁晏斌：论华语与普通话词汇的隐性差异——以马来西亚华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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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16） 另一方面，针对许多人投诉华文科

难考一事，张念群则表示，教育部举办了一项

工作坊，就这项课题与考试局、课程组及学校

老师进行讨论。（2019.4.20）
以述宾词组为宾语的也比较常见，例如：

（17） 他透露，他也接获居民投诉出现无

法入眠、头痛、头晕等状况。（2016.12.1）
此外，还有更加复杂的宾语，例如：

（18） 早在今年 9月份，就有两名旅客投

诉遭机场安检人员在其行李中放置子弹栽赃嫁

祸并进行敲诈勒索。（2015.11.1）
以上做宾语的是比较复杂的单句，而以下

则是复句形式：

（19） 当地民众经常投诉这条道路发生车

祸，大道来往车辆多，尤其是晚上的车速更

快。（2019.6.1）
有的宾语太过复杂，所以述宾之间用逗号

隔开，例如：

（20） 米都 23岁的巫裔青年莫哈莫祖法汉

投诉，于 11月 6日在笼呀路被一批便衣警员殴

打及逮捕，在被警方扣留期间其双手被铐住，

遭警员严刑逼供以调查一宗抢劫案，警员使用

一公尺长的电缆虐打他，导致他的臀部、大

腿、双手及眼部受伤。（2016.12.6）
以下再以“灌输”为例进行说明。

此词 《现汉》 释义有二，一是“把流水

引导到需要水的地方”，二是“输送 （思想、

知识等）：~爱国主义思想 | ~文化科学知识。”

《词典》的释义基本相同。“灌输”在两区的

语法义差异表现在第二个义项，《现汉》 释

义所举的两个例子反映了此词的基本用法，

即只带受事宾语；而华语中却经常带双宾语，

并且用例非常普遍，属于常规用法。例如：

（21） 槟州行政议员兼峇眼惹玛区州议员

孙意志呼吁该救护队踊跃走访各地，灌输民众

急救的方法如心肺复苏术等。（2018.7.16）
（22）她建议在孩子约 3至 4岁时，就开始

灌输他们这方面的知识。（2019.5.18）
“灌输”的近宾语多是指人的名词或代词，

但是偶尔也有此外的其他类词，例如：

（23） 通过活动概念，灌输社会孝亲敬老

与亲子共乐价值，让本土多元文化能够和睦共

存认同。（2018.1.20）
“灌输”的近宾语多比较简单，而远宾语

则相对复杂，一般是一个名词性的偏正词组，

偶尔也有谓词性的远宾语用例，如：

（24）从小开始灌输孩子“男尊女卑”，无

形将造就大男人主义者。（2019.7.19）
一般而言，“灌输+近宾+远宾”不太支持

相对简单的远宾语（比如是一个词或者是带简

单修饰语的词组）。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另

作选择，比如采用“把”字句，例如：

（25） 他们这次浮罗山背一系列活动，可

看见大自然景物及了解当地人的文化，并把知

识灌输给居民。（2016.11.29）
此外，华语中“灌输”的内容范围也比普

通话稍广，即有时超出了“思想、知识”范

畴，比较常见的是用于“教育”，例如：

（26） 她说，该园冀以发扬团结精神，在

教学中并没有灌输佛陀教育，而是着重于道德

教育。（2017.8.30）
下例中除了“教育”外，还把“灌输”的

内容范围进一步扩展到“民众的卫生觉醒”：

（27）他促请民众继续注重卫生，但由于公

众对大扫除的参与度仍不高，所以政府与媒体

需灌输更多相关教育，藉此提高及灌输民众的

卫生觉醒，以杜绝黑斑蚊的滋生。（2016.5.10）
2.3. 色彩义的隐性差异

色彩义的内涵比较丰富，以下我们仅以感

情色彩及与之相关联的消极性“语义韵”为对

象，来进行初步的考察与验证。前者的例子如

“毙命”，此词 《现汉》 释为“丧命 （含贬

义）”，《词典》的释义是“丧命；死亡（多含

贬义）”。

普通话中，“毙命”基本都在此义下使用，

这一点，通常可以由其陈述对象的身份及其包

含的感情色彩等来显示。例如：

（28） 贺锦斋率部突起射击，毫无防范的

敌军顿时乱作一团，有的中弹毙命，有的挤坠

河中。（人民网 2020.3.24）
马来西亚媒体中，“毙命”也有上述贬义

的用法，但是就我们所见，这样的用例极少，

绝大多数情况下都用于陈述普通人的亡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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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均为中性义。例如：

（29） 一名 19岁的马来少年今午试图越过

火车轨道，到轨道另一头的杂货店买东西，不

幸 遭 一 列 ETS 电 动 火 车 撞 及 当 场 毙 命 。

（2016.5.16）
此例中的“不幸”使得“毙命”的中性色

彩更加明显，而以下二例均用于陈述警察之

死，也是明显不含贬义的：

（30） 来自武吉安曼警察总部，隶属刑事

调查组的副警长阿布哈山疑遭私会党寻仇，周

五晚在吉北樟仑纳坡斯里侯士巴园友人的住家

庭外，被人开枪射击，结果身中 4枪，当场毙

命。（2017.8.22）
（31） 一名政治部警员今日凌晨突然在玻

璃池滑城中城广场坠楼，头部重击地面，当场

毙命。（2018.12.17）
以下是用于其他人的，感情色彩也与上例

相同：

（32） 轿车撞罗里车尾后毙命的司机李声

功，今日下午 2时，在近 30名亲友，包括其

女友相送下举殡。（2018.7.16）
偶尔还有用于动物的，自然也不含贬义色

彩。例如：

（33） 一条长约十余尺的蟒蛇被人发现卡

在沟渠洞口动弹不得，经检查后证实已毙命多

日。（2017.2.23）
后者的用例如“揭露”。此词《现汉》释

义为“使隐蔽的事物显露：~矛盾 |～问题的

本质 | 阴谋被～出来。”另外，《现汉》 在对

“揭穿”“揭底”“揭发”的释义中也都用到

“揭露”。由上述释义、举例以及结合普通话

的大量用例看，“揭露”的对象即其宾语基本

都具有［+贬斥］的语义特征，这样该词也在

一定程度上“感染”了此义，因而具有了消

极的语义韵 （卫乃兴，2002），这种由语义搭

配所显示的倾向，虽然与词的概念义本身所

附带的褒贬等感情色彩不同，但是也属于词

所蕴含的感情色彩，因此也可以归入感情色

彩的隐性差异。

李玉红、方清明（2019）考察了马来西亚

华语中一些名词的语义韵变异现象，如“论

调、气焰、野心”在普通话中是贬义词，多

用于消极语义韵，而马来西亚华语有时却有

中性语义韵的用法。名词之外，华语一些动

词的语义韵也与普通话不同或不完全相同，

“揭露”即是一例。下例的语义韵与普通话

基本一致：

（34） 她揭露，为了更进一步博取受害者

信任，骗子不但开设了快递公司网站，也注册

了商业银行户头。（2019.8.14）
下例中的“揭露”就与普通话有较为明显

的感情色彩差异：

（35） 她在较早时致词时也揭露，截至今

年 10月 31日，在该局于全槟展开的空地检查

行动中，发现有 35%的空地成为蚊虫滋生处。

（2015.11.8）
此例的 ［+贬斥］ 义已经大为减轻。我们

认为，这种由“重”到“轻”应该是“揭露”

一词语义韵变化的基本路径。

以下二例也是如此：

（36） 会上她也揭露在毫米深的积水也能

养育毒蚊，这些毒蚊的卵生命力极高，即使将

水清洁后尚可进入冬眠状态，可继续存活 6个

月之久。（2015.11.8）
（37） 大部分的居民在上星期陆续收到邮

寄至家里的信函，信里揭露电讯塔在该住宅区

兴建，以及说明辐射的危害性引起居民关注。

（2016.12.1）
如果说以上几例中的“揭露”还略含消

极义的话，那么其在以下用例中已经荡然无

存了：

（38） 民主行动党沙登国会议员王建民揭

露，过去两年，至少有 7828名国人放弃公民

权，移民外国发展。（2016.2.5）
（39） 人民公正党在年初揭露的相关候选

人 名 单 中 ， 显 示 该 党 无 意 出 战 朋 岭 区 。

（2016.4.18）
我们在其他华语区也看到类似的含积极

义用例：

（40） 受困泰北清菜府美塞县探銮洞穴的

12名少年足球队员及教练 10日全数顺利获救

后，纽约时报揭露许多感人故事。（泰国《世

界日报》 2018.7.11）
由于华语中“揭露”一词消极语义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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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化以至于脱落，使之与表示“发表、公布”

义的“披露”成了同义词，以下一例就是二

者并用：

（41） 我知道，槟州首席部长最后就是会

对我采取法律行动，以便制止我去揭露事实。

作为希望联盟执政州内的反对党，我早料到会

这样。但是，当我披露事实时，我知道必须经

历这个过程。（2016.11.20）
3. 两区词汇隐性差异的特点

以上我们分别从概念义、语法义和色彩义

三个方面对两区词汇的隐性差异进行了初步的

归纳和举例说明。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意识

到，上述差异内涵丰富、事实充分，应该而且

能够作为一个专题，来进行更大范围和规模的

专题研究。限于篇幅，以下仅对其一般表现与

特点进行梳理和说明。

3.1 两区词汇隐性差异的客观性

两区词汇之间的隐性差异是一种客观存

在，上述各类用例均可证明这一点。另外，我

们也看到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比如关于两区

语义韵的差异，除上边提到的李玉红、方清明

（2019） 的 研 究 外 ， 还 有 刘 晓 梅 、 侯 雅 丽

（2018）。此外，再如赵敏（2018）对马来西亚

华语“者”缀词语的变异性考察，就涉及

“者”的两区隐性差异；李计伟 （2018） 着眼

于现代汉语与东南亚华语的词汇对比，把前者

的变化概括为词项的消失、义位的消失、搭配

的变化和使用频率的降低等四种。除义位的消

失外，其他三项基本都属于隐性差异。

再如“爱戴”一词，《现汉》释义为“敬

爱并且拥护：~领袖 |受到人民群众的~。”《词

典》的释义相同。由释义及举例看，此词的对

象均为［+指人］，然而在华语中，我们还看到

宾语是［-指人］的用例：

（42） 继去年永乐旅游有限公司与 《光华

日报》联办旅行团，深受读者们爱戴，双方日

前再次携手合作推出 5天海南经典假期配套，

让民众体验海南岛的热情！（2017.1.13）
两区词汇隐性差异的客观性给我们的启

示是：其一，隐性差异覆盖面广，涉及到的具

体词项众多；其二，应该像对显性差异一样，

投注更大的关注，进行更多的研究；其三，可

以就某一方面（如色彩义等）进行更加细致、

深入、全面的研究。

3.2. 两区词汇隐性差异的多样性

以上在“词义”的范围内讨论了隐性差

异，词义本身是丰富多样的，而不论做怎样的

划分，其间都有隐性差异，这是隐性差异多样

性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词义以外，各

种隐性差异也比较普遍。上引李行健 （2013）
把隐性差异列为六种，徐复岭（2014）则在李

文的基础上斟酌损益，进行了重新的划分，分

为偏项差异词（同形异项词）和同形同义异用

词两大类，后者又包括使用范围不同、搭配对

象不完全相同、语法特点不同、文化附加义不

同、色彩附加义不同、活跃程度和使用频率不

同等具体类型，而类下还可能包括更小的类，

比如附加义就列出了感情色彩、方言色彩和语

体色彩的不同。相较于普通话，各地华语之间

具有更大的一致性（刁晏斌，侯润婕，2016），

据我们初步考察，上述对两岸之间隐性差异的

界定与划分也基本适用于华语与普通话之间。

比如，使用频率的差异，就是一个颇具普

遍性的隐性差异。华语中，“分别”一词用得

很多，比如以下一段话中就用了四次：

（43） 槟城机场有限公司高级经理阿里夫

发出文告指出，当天这场豪雨导致 14趟航班误

点，分别是10趟航班无法归航，4趟航班无法准

时起飞。他指出，受影响航班分别有5趟分别从

印尼雅加达、亚庇、吉隆坡、西贡及柔佛新山

飞抵槟城的亚航航班，1趟从哥打峇鲁飞抵槟城

的飞萤航班，以及3趟分别从马六甲、梳邦及吉

隆坡飞抵槟城的马印航班。（2016.7.18）
像这样连用四个的例子固然有点极端，不

过单独使用一个的就非常普遍了，例如：

（44） 提出这类问题的议员分别有武吉淡

汶区州议员王敬文、植物园区州议员谢嘉平及

彭家兰哥打区州议员刘敬亿。（2016.5.19）
像上例这种情况，普通话中或者可以不用

“分别”，或者以“包括”代替“分别有”，这

样就有很多“分别”实际上是不必使用的，所

以它的使用频率自然就要低很多。

此外，隐性差异的多样性还表现在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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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可能同时属于不止一种差异类型，比如

上文讨论的“投诉”就是如此。再如“给

力”，在华语中的使用频率并不高，甚至是

很低，在我们调查的近 500万字语料中仅 12
例 （而上文讨论的“分别”则有 894 个），

但 是 其 在 普 通 话 中 的 使 用 频 率 却 比 较 高

（2020年 5月 8日，我们在“人民网－搜索”

中检索到 63146 个含有“给力”的文本），这

样，二者在两区的频率差别就构成了其隐性

差异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两区在该词的

用法上也各有侧重，“给力”在《现汉》的释

义是：“① 动给以力量；给以支持：只要政策

～，新能源汽车一定能够发展起来。②动出

力；尽力：抢险救灾中，解放军最~。③形带

劲儿：这场球太~了。”基于我们的语感和初步

调查，普通话中“给力”主要用为不及物动

词和形容词，而在华语中却主要用为及物动

词，也就是说，二者在语法义上也有一定的

差异。例如：

（45） 他坦言，该党上届大选在槟城竞逐

17个席位的成绩不理想，并呼吁槟城选民在今

届大选给力民政党及国阵候选人。（2018.3.16）
（46） 我们希望人民、政府机构、私人企

业、专业组织和民间社会能给力“槟城 2030
愿景”。（2019.2.14）

这样的形式在我们考察的 12个用例中有 8
个，占比达到近 67%。

另外，即使同一小类之下，也可能还有更

加细微、具体的差异，比如上文讨论的“毙

命”和“揭露”，前者属于概念义附带的感情

色彩，而后者则是搭配中表现出的情感倾向

（即语义韵），二者相关但不相同，应属于一类

之下的不同小类。

认识到隐性差异的多样性，在两地词汇对

比研究中就应尽量避免仅仅局限于某一点，要

开阔思路，寻找更多新的差异点。

3.3 两区词汇隐性差异的相对性

我们认为，这也是两区词汇隐性差异的一

个重要特点，其造成原因大致有二，以下分别

举例说明及讨论。

其一，语言现象及其使用纷繁复杂，难有

绝对的整齐划一，所以一般而言只有相对性而

没有绝对性，而我们的研究实际上只是对倾向

性的考察与把握。比如“毙命”，上引《现汉》

的释义指出其含贬义，这固然反映了普通话的

一般情况，但是也有少量“例外”，而这就构

成了此词两区差异的相对性，即频率不同。

例如：

（47） 被捕后，廖相录在受审讯回忆说，

当时用杀猪刀捅进小敏的身体后，小敏没有立

即毙命，看着小敏抽搐的身体，他曾经有片刻

的犹豫。（《人民日报》 2012.10.19）
（48） 一名司机在滑溜的路上失去控制，

结果撞上一辆牵引拖车，不幸毙命。（中新网

2014.1.24）
以上是着眼于普通话而言，如果着眼于华

语，这样的相对性同样存在。比如“搞”，在

华语中用得不算太多，且语义韵基本是消极

的，即多与 ［+消极］ 义词语搭配使用，

例如：

（49） 郭显荣：等同打入地狱 搞垮百年好

校只需 5年 （2017.12.6）
（50） 他表示，身为华裔政治人物，不论

是国阵或者希望联盟者，都不应该在华人教育

上搞破坏。（2019.1.15）
但是，上述差异也是相对的，现在也能

看到一些非消极义甚至是积极义的用例。比

如例 （49） 是一个标题，而其下正文中的第

一句话是“我们用了 100年时间把一所学校搞

好，现在不到 5年，就可以把一所学校打垮。”

由于与“好”组合，“搞”的语义韵自然有

所变化。

以下“搞”由消极义扩展到中性义的用例

也体现了这种相对性：

（51） 中国艺术家要搞创新艺术，可前来

大马，大马绝对是可以让艺术家寻找到艺术灵

感的好地方。（2017.6.11）
其二，语言总会发展变化，特别是在当今

的互联网以及自媒体、融媒体时代，语言交

往、交流与交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前所未

有的范围内蓬勃展开，而各华语子社区之间的

相互影响与靠拢也日益明显，由此就带来很多

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就有可能改变原有的隐

性差异状况，使之具有相对性。简单梳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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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无到

有，二是从有到无，三是程度差异及其变化，

四是种类差异及其变化。

这个问题比较重大，与我们提出的“全球

华 语 史 ” 及 其 研 究 直 接 相 关 （刁 晏 斌 ，

2017），我们拟专门讨论，这里只简单地择要

举例说明。

如“埋单”一词产生于香港粤语，田小

琳 （2009：138） 列为香港社区词，此词现

在两区被普遍使用，但却有不同的发展：

普通话沿袭香港原本用法，只作为不及物

动词使用；而华语有时却用为及物动词，

例如：

（52） 过去 30多年，人民因为普腾埋单

3600亿令吉，所以推第 3国产车必须有从长计

议，避免同样窘境。（2018.7.30）
很显然，这是两区之间一个从无到有的隐

性差异。

两区词汇隐性差异所具有的相对性，一

方面反映了造成差异的诸多因素及其关系的

多样性及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两区词

汇及其运用的丰富性与变化性，而这两个方

面合在一起，自然会带来更大的可能研究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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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mplicit Differences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and Putonghua Vocabulary：
Malaysian Mandarin

Diao Yanb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Key words：Overseas Chinese；Putonghua；implicit difference
Abstract：The implicit differences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and Putonghua vocabulary systems refer to the subtle，hidden，
yet numerous and complex differences beyond their basic meanings. This paper sorts out and exemplifies their differences from
three aspects：conceptual meaning，grammatical meaning and color meaning. The implicit differences mentioned previously are
rich in connotation and full of facts，and show thre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namely，objectivity，diversity and rel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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