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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在汉语学界，“欧化”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概念，也是难以绕开的一个话题。如果从著名学
者、《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的翻译者陈望道 1921 年 6 月 16 日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语体文
欧化底我观》一文算起，汉语欧化研究已经持续了整整一百年。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比较适合回顾
过去、展望未来。

本专题是“汉语欧化史”。刁晏斌的《论“汉语欧化史”》以此为题，讨论了汉语欧化史的提出依据、意义
和价值以及主要研究内容，这是继本人 20 年前在本刊发表《论现代汉语史》后，再次提出并讨论一个全新的
史的概念，希望能够引起学界的关注与支持。本专题另外两篇论文，是刘兴忠博士的《清末民初报章文体欧
化语法现象考察———以“新文体”和“逻辑文”为例》和马永草博士的《汉语欧化的历时考察———以〈天路历
程〉跨越一个多世纪的两个译本为例》，二者分别对应的是汉语欧化史的两个下位概念，即“欧化文言史”与
“欧化白话史”，是这两方面的一次尝试性、举例性研究。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宏观、两微观的内容安排，来对
汉语欧化史基本思想与研究范围及内容等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初步表述，并向诸位通人方家请益。

刁晏斌
2021 年 2 月 9 日

论“汉语欧化史”

刁 晏 斌

(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 文章提出“汉语欧化史”概念，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是提出依据，包括认识

与事实两个方面的基础; 二是意义和价值，主要涉及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 三是研究内容，包

括“完成时”“进行时”“起始时”和“将来时”的研究四个方面。汉语欧化史并非基于传统认识

所作的划分，而是内涵非常丰富，同时也是非常独特的语言史类型。对汉语欧化史的建构，可

以分为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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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语言的研究中，有人提出了以下这

样的问题: 中国自身的古白话是何时开始转化为欧

化的白话的? 而给出的答案是要归功于近代来华的

西方传 教 士，认 为 是 他 们 创 作 了 最 早 的 欧 化 白 话

文［1］。这样，从西方传教士到晚清白话文运动，再到

“五四”白话文运动，就构成了一条欧化白话文在近

代的发展线索［2］。至于“欧化白话文”的起点，有人

定在了明末清初［3］，如果这样算起的话，那么，汉语

欧化已经有近 500 年的历史了。

不过，相对于文学界，汉语学界的欧化研究则要

“保守”得多，基本仍以“五四”以来的白话文欧化或

欧化白话文为研究对象，因为很多人的认识是“五四

运动时 期 的 翻 译 活 动 开 创 了 汉 语 欧 化 进 程 的 先

河”［4］，而这一“传统”的形成与维持，主要因为以下

这样根深蒂固认识的普遍存在:“自从‘五四’倡导白

话文以来，汉语所受欧美语言的影响太多了。现代

汉语，尤其是普通话书面语，是已被西方语言、西方

标点符号渗透和改造了许多的语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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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着眼于文学界大大向前延伸的近 500 年，还

是立足于语言学界划定的 100 年，总之“欧化”与汉

语相生相伴已经有不短，甚至可以说很长的时间了，

在这一过程中造成了汉语既有面貌的极大改观，并

由此而广受关注，进而成为汉语研究中一个持续时

间长达百年的专门领域。那么，站在今天的时间节

点，我们现在是否可以提出“汉语欧化史”这一概念，

进而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欧化研究分支领域，以与

欧化的共时研究形成合理的二元分布? 我们认为，

这一提法既有现实需求，也有事实依据与理论基础，

因而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本文即就此展开初步的

讨论。

一、汉语欧化史的提出依据

事实上，至少早在 20 年前，史学界就有人提出了

“欧化史”概念［6］，而我们也于 2019 年正式提出了

“汉语欧化史”［7］，只是限于篇幅以及并非文章重点

所在，所以没有展开具体的论证。因此，本文算是旧

话重提，首 先 讨 论 汉 语 欧 化 史 的 提 出 依 据 和 已 有

基础。
( 一) 汉语欧化史的认识基础

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指出:

“事实上，绝对的不变是不存在的; 语言的任何部分

都会发生变化。每个时期都相应地有或大或小的演

化。这种演化在速度上和强度上可能有所不同，但

是无损于原则本身。语言的长河川流不息，是缓流

还是急流，那是次要的考虑。”［8］这里虽然是就整个

语言立论，但是，在我们的语言即现代汉语的长河

中，自然包括“欧化形式”这一部分，所以，上述表述

可以作为我们提出汉语欧化史的认识基础。其实，

类似的表述在名家的经典论著中十分常见，如美国

人类学家、语言学家萨丕尔这样写道:“每一个词，每

个语法成分，每一种说法，每一种声音和重音，都是

一个慢慢变化着的结构，由看不见的不以人意志为

转移的沿流模铸着，这正是语言的生命。”［9］如果说

这是着眼于具体语言项目的话，那么中国社会语言

学家程祥徽则是立足于宏观的认识:“语言的生命如

同放大了的人生，每时每刻都在变迁，永远保持运动

的形态。”［10］

人们讨论语言的发展性，并不只是把它作为一

种现象或特点提出来，而主要是为了说明或强调对

其加以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比如索绪尔就特别

强调历时的语言研究，并提出了“共时与历时”这一

对概念及研究范畴，被后人誉为对现代语言学的重

要贡献之一。
具体到汉语欧化，也有一些观点和表述可以直

接作为建立汉语欧化史的认识基础。比如，何九盈

指出:“现代书面语的发展过程，在相当程度上是欧

化的过程。”［11］44这里把欧化作为一个“过程”，并与

现代书面语的发展相关联，自然是着眼并立足于前

者的发展性; 而赵晓阳则对这一过程作了进一步的

说明:“发展建立现代白话的过程，也就是古白话逐

渐欧化的过程，是将原来觉得‘不顺’的新式白话也

逐渐变‘顺’的过程。”［12］很显然，这里的“不顺”与

“顺”，既是汉语用户的改造使然，也包含着其对欧化

态度及接受程度的改变，同时更是欧化现象历时发

展变化的结果，而这样的认识无疑比上引何说深入

了一步。周光庆、刘玮结合汉语的发展，对此作了进

一步的讨论:“事实上，八十年来，‘我们的语言’总在

不停地‘欧化’———纠正，进一步‘欧化’———再一次

纠正;‘欧化’了有必要‘欧化’的，纠正了过分‘欧

化’的。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我们的语言’有了不断

的变化，得到了不断的发展。”［13］这里把“我们的语

言”即欧化的汉语纳入不停的“欧化→去欧化→再欧

化→再去欧化”发展过程中，从总体上概括了汉语欧

化的历时发展演变模式和路径; 而思果则着眼于更

长的历史阶段，从另外的角度阐述了同样的认识:

“不良的新鲜说法大都遭到淘汰，这要归功于多数人

都有头脑。另一方面，有些生硬的洋话，经过时间这

个熨斗熨来熨去，也渐渐变得自然了。三十年前特

异的说法因为一再为人采用，已经成了‘土产’，再过

一两代也许给人视为陈腐。”［14］这里不仅立足于过去

与现在，还把视线引向将来，即“再过一两代”以后的

发展，而我们认为，这也是汉语欧化史观的应有之义。
以下一段表述，把欧化研究引向一个新的领域，

其实质也是指向了欧化史的研究:“重读这些时隔半

个多世纪的文字( 按，指王力《中国现代语法》第六章

‘欧化的语法’) ，使我们在这里至少想到了两个问

题: 1．王力上述的现代汉语欧化现象如今已不再使我

们产生异质的感觉了，这些欧化语言已成了我们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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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中的血液。2．依照王力上述观点，我们没有理由不

去系统地研究一下当代汉语的‘欧化现象’。”［15］这

里把欧化现象按“现代汉语”和“当代汉语”进行区

分，而这在我们看来，不仅表现出史的见解和认识，

而且已经是在进行史的阶段划分了。其实，早在此

前就有人从另外的角度进行了汉语欧化进程及历史

的阶段划分: 朱自清把白话文的欧化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模仿欧化语法，一般人行文时，往往有牵

强不过的词汇，读起来感觉非常别扭; 第二个时期则

注意到欧化的方法，如徐志摩的文章就是代表这个

时期的成功作品［16］。
总体而言，在已有研究中，类似以上这样可以直

接归为汉语欧化史认识基础的观点还不多见，而比

较常见的，是立足于当下的相关表述，从中依然可以

认识到汉语欧化现象的历时性，以及建立汉语欧化

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比如，作为语言学家兼作家，

戴昭明用极富文学色彩的语言，描绘了这样一幅情

景:“我们今天涵泳在与近代汉语相比早已面目全非

的当代汉语的汪洋大海中，只觉得弥漫周身的全是

汉语之水，除非经过精细的专门研究已不能一一确

指其中哪些来自黄河长江，哪些来自恒河印度河，哪

些来自泰晤士河、莱茵河或密西西比河了。”［17］文学

界的相关表述如:“现代白话的确是‘中西结婚’生产

的混血儿，成分复杂，欧化的血缘是难免的。”［18］

可以想见，当今汉语的上述现实特点，自然并非

一时形成，而必然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而这

也就是汉语欧化的历史。在汉语学界的具体研究

中，类似的表述时能见到，以下再摘引两段:

近三十年来，在祖国语文的表达方式和方法上，

起了重大影响的，是翻译作品和翻译文章。在十几

岁到五十几岁的人中，凡是能写文章的，他们所写的

文章，或多或少都受有翻译文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

还要继续扩大和深入下去。这是因为接触翻译文章

和翻译作品，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曾经是和将要

是我们生活中的常事［19］。
事实上今天的汉语里，来源于外国语的影响而

我们逐渐不大觉察的东西，已经相当多了。比较长

的句子，比较多的修饰语，比较多的联合成分，特别

是运用虚词连接的联合成分，比较多的被动句，这一

切都或多或少是受了西洋语言的影响才广泛应用起

来的。这类欧化句法，一般是先由翻译作品介绍进

来，逐渐 影 响 了 一 部 分 人 的 写 作，写 作 再 影 响 了

口语［20］。
总之，即使是立足于已有的认识，无论是就整体

性的“语言”还是局部性的“欧化”现象而言，都已经

具备了相当的基础，可以作为汉语欧化史的重要理

论支柱。
( 二) 汉语欧化史的事实基础

我们在最近完成的一篇论文①中，呼吁在汉语欧

化研究中建立起历时观，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

是整体的欧化历时观，即把欧化作为一个整体现象，

来观察和分析其在汉语中从“泊来”到生存发展，或

者是遭到淘汰的过程; 二是局部的欧化历时观，指

的是在众多的欧化领域或方面中对某一领域或方

面历时发展变化的认识; 三是具体现象的欧化历时

观，认为各种各样的一切欧化形式都有其发展过程，

从研究 的 角 度 来 说，都 应 该 了 解 甚 至 还 原 它 们 的

历史。
下面，我们就分别从这三个方面，来讨论汉语欧

化史的事实基础问题。
首先看整体性的欧化发展变化事实。通过以上

的一些引用，读者就可以对此有所认识，而以下的表

述则主要是立足于欧化的整体发展。周红民指出，

“无论是翻译内部，还是翻译外部，都必须承认这样

的事实: 汉语在与异族语言的碰撞中一直在变化，在

吸纳新的质素，在不断淘洗，不断锻炼，不断更新，我

们也需要这一变化去承载、去表现不断变化的物质

世界和精神世界。”［21］王飞认为，20 世纪 30 年代掀

起的“大众语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矫正滥用过分使

用欧化、日语句法的文腔和洋调。“大众语运动”在

欧化语法结构特征基础上吸收了本土中国大众的口

语、俗语，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了白话文过分“欧化”
“日化”的弊端，但是有些势力强大的“欧化语”至今

顽存于现代汉语中，影响日益恶劣［22］。
影响是否“恶劣”，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

点和认识，另外也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以上两段论述

①该文名为《欧化及其研究的新思考: 写在汉语欧化研究百年之际》，发表于《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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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都直指一个与“欧化”相对

的概念:“去欧化”。邵莉、王克非首先立足于翻译语

言提出了这一概念，指的是欧化形式使用频率下降，

使用范围缩小，或是在用法上更趋近汉语传统规范

等现象［23］，而郝锐则立足于整个欧化语言，着眼于新

中国成立后各种欧化形式的系列“收缩”表现，对此

做过具体的讨论［24］。
我们认为，抓住“欧化－去欧化”这一作用与反作

用交替或交错进行的事实，对整个汉语欧化及其历

史发展变迁大致就可以“思过半”了。巴金曾经说

过:“有一个时期我的文字欧化得厉害，我翻译过几

本外国书，没有把外国文变成很好的中国话，倒学会

了用中国字写外国文。……在翻译上用惯了，自然

会影响写作。……幸好我有个不断修改自己文章的

习惯，我的文章才有进步。最近我编辑自己的《文

集》，我还在过去的作品中找到不少欧化的句子。我

自然 要 把 它 们 修 改 或 者 删 去。”［25］ 美 国 语 言 学 家

Kubler 对巴金作品的欧化及去欧化表现进行了实证

研究，他以长篇小说《家》1933 年的初版和 1957 年的

修订版为对象，对二者之间词法、句法两个方面的异

同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对比［26］，为上引巴金的话

提供了一系列绝好的例证。例如，初版的《家》中一

共有 272 个被动句，而修订版中删除、省略或改为主

动句的就多达 116 个①。
以下再看局部性的欧化发展变化事实。近年

来，人们对汉语欧化内容及范围的认识日趋广泛，如

张彤指出，“‘欧化’可以概括近代以来汉语与欧洲语

言接触产生的文字、词汇、语法、语体等方面的变异，

汉语欧化现象曾以诸如‘拉丁化’‘拼音化’‘外来

词’‘欧化语法’等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27］早

在此前，王力就把现代书写和印刷中字的顺序、行列

的顺序、文章的分段、每段的开始，以及引语、注释、
夹注、序言、例言、目录、附录、参考书目、索引等，都

归入欧化行列［28］334-396。在这样的认识下，汉语以“要

素”或“领域”等划分的局部性欧化事实无疑是非常

多的。大致言之，上述的每一个方面，都有其从无到

有或从有到无、从少到多或从多到少、从不稳定到稳

定或从稳定到不稳定等的发展变化，而这些就是我

们所说的局部性欧化发展事实。
例如，在外来词语的研究中，很多人都谈到先音

译后意译的发展过程( 如“水门汀→水泥”“维他命→
维生素”) ，就是对其历时发展规律的揭示。邵莉基

于历时翻译语料库，考察了 1918—1936 年间鲁迅小

说译作中的词汇欧化现象，对欧化特征显著的代词、
量词、介词、连词，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法，描写

和分析其使用频率和使用范围的变化趋势。调查结

果显示，以上四类词均存在明显的欧化现象，且欧化

强度与形态发生了历时变化: 后期译作中代词、量

词、介词使用频率增加，表明欧化趋势持续增强，但

连词使用频率下降、介词“当”的连词化用法消失又

揭示了与欧化相反的变化趋势。文章的结论是: “鲁

迅的‘欧化’语言观与时代语言风潮相呼应，其译作

语言中的欧化现象，是译者也是时代的风格标记。
对鲁迅译作中句法欧化现象的历时考察，揭示了译

作语言的动态发展，从微观层面反映了现代汉语演

变的轨迹。”［29］我们认为，这样的研究非常重要，它在

很大程度上已经属于汉语欧化史的具体研究了。
最后看具体欧化现象发展变化的事实。这里针

对的是那些数量巨大的作为“个体”的欧化现象，比

如一个具体的词，某一种句法格式，某一种修辞方

式，某一个读音，甚至于某一个标点符号，等等，它们

中往往都包含着欧化现象发展变化的部分事实。比

如，有人指出，“马克思”一名的音译，我国先后出现

过 10 个不同的书写变体: 麦咯士、马陆科斯、马尔克、
马儿克、马可思、马克司、马尔格时、马克斯、马格斯、
马克思; 列宁于 1897 年被流放的“舒申斯克村”也曾

被译作 12 个不同的形式［30］。以上 10 个人名和 12
个地名，自然不可能同时显现或退隐，而总要有一个

从发生到发展再到变化的过程，而这就是历史，就是

这两个专有名词的欧化史。梳理革命导师译名等由

少到多，再由多到少的过程及具体的时间节点等，不

仅具有汉语欧化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对于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史等，也有其意义和价值。
以下我们再举一个语法方面的例子:

( 1) 他是一个画家，住在一条老闻着鱼腥的小街

底头一所老屋子的顶上一个 A 字式的尖楼阁里。

①被动句欧化是汉语欧化研究中的“老节目”，人们普遍的认识是由于受欧化影响，汉语被动句的使用频率大大提高，使用范围也有所扩展。
所以，修订版对初版的删改，正是去欧化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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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志摩译《巴黎的鳞爪》) ①

这里主要涉及一个屡遭非议的“恶性欧化”现

象，即 滥 用 结 构 助 词“的”，曾 被 概 括 为“的 的 不

休”［31］。时至今日，这样的现象已经较少见到，所以

有人才就此例作出以下评议:“徐译之佶屈聱牙着实

令一代又一代热爱他的诗文的中国读者始则瞠目结

舌，继而顿足叹息，好端端一位极有才华的诗人竟然

沦为如此蹩脚的翻译匠!”［32］

其实，类似用例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各类文

本中相当常见，例如:

( 2) 凡是一个哲学家，都有他的一定的主张的。
( 《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3．23)

( 3) 我常说清代的汉学，是朱熹的格物的工夫加

上了王守仁的良知的精神。费若便是一个很好的

例。( 《晨报·副刊》1921．10．17)

除“的”外，徐译例句中的“底”很大程度上也是

欧化的产物，按当时的“规则”，“的”用于一般定语和

中心语之间，而“底”则用于领属性的定语与中心语

之间［33］，所以，这一时期结构助词欧化表现的准确表

述应该是“的、底不休”。然而，这样的“底”现在早已

不用，所以《现代汉语词典》( 第 7 版) 在“底( de) ”条

下注为“旧同的①”，即一般的结构助词。这一“底”
的用例再如:

( 4) 他们底自然律和分别什么是自然的底观察，

是由动物界中与人不大相干的一部分产生出来的，

至于那多过与人类似生活的动物他们可未观察得到

啊。( 《晨报·副刊》1922．5．6)

按，此例中“底”两次出现，其中第二次是与“的”
共现并用。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样的形式陌生化

程度极高，而可接受程度极低，但是在早期现代汉语

中却并不鲜见。再如:

( 5) 而事实上却是由袁世凯耍了一套王莽到赵

匡胤 耍 厌 了 的 底 老 把 戏，请 溥 仪 退 位。 ( 《语 丝》
1925．1．5)

像“的底”连用这样的形式从无到有，又从有到

无，无疑是历时变化所致，而它本身也提供了一个汉

语欧化史的实例。
有人曾以“‘欧化’语言的演变”为题，从实证角

度，以翻译“欧化”语言发展四个时期的具体译例来

验证其百年来的演变历程。文章结尾更是直接提出

了“‘欧化’语言的发展史”［34］。这里虽然是就翻译

语言立题，语言事实及论证也稍嫌简略，但却在一定

程度上提供了整个汉语欧化史的部分事实和相关

思想。

二、汉语欧化史的意义和价值

在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欧化的思想

与实践与之伴随始终，并且后者作为前者的一个最

重要影响因素，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百年汉语的基

本面貌、精神和走向［7］。正因如此，100 年来，“欧化”
不仅成为汉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关键词”，并且也

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支研究领域。郭鸿杰对现代汉

语欧化研究的状况和成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

梳理，在此基础上也指出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重

要的一点是“共时的平面研究多，历时的综合研究

少”［35］; 成嘉露对 20 世纪 40 年代至今 70 多年来的

汉语欧化语法研究，从概念的界定、性质的判定、现

象的考察、欧化的特点及理论的探讨五个方面进行

了较为细致的梳理，文章也提出了相关研究的五点

不足，其中第二点是“大部分研究者没有明确的语源

意识，没有认真考究语法成分的始源，没有将新兴的

语法现象和复兴的语法现象区分开来”，第三点中包

括“共时的平面研究较多，历时的综合研究较少”，第

五点是“研究者基本上以五四以来现代汉语作为研

究对象，对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过渡阶段———清

末民初这一阶段缺乏应有的关注”［36］。
以上对欧化研究中存在问题的概括都很客观，

也很准确，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因于研究

者欧化历时观的缺失，同时也从反面说明建立汉语

欧化史的必要性，甚至是迫切性。
我们认为，在语言研究中，对于任何一个方面或

一项内容而言，共时与历时的结合都如同鸟之双翼、
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所以，我们不仅要对汉语欧化

现象进行共时平面的深入研究，同时还应立足于历

时平面，研究它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发掘其背后蕴

含的规律，进行理论的升华与阐发，而这无疑就是汉

①转引自刘珍振、桂林《从“的”字滥用看翻译中的汉语西化问题》，《现代语文》( 语言研究版) 2013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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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欧化史的主要研究内容。
总体而言，建立汉语欧化史的意义与价值巨大，

以下我们 分 别 从“实 践”和“理 论”两 个 方 面 予 以

说明。
( 一) 汉语欧化史的实践意义和价值

这里指的是汉语欧化史对于具体研究的意义和

价值，我们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讨论和说明。
第一，对汉语欧化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如上所述，当今的汉语欧化研究还存在一些问

题，而其中属于历时或与历时有关的占了很大一部

分，也就是说，还远未形成以上所说的共时与历时并

举的两翼模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朱自清在给王力《中国现

代语法》所作序言中就明确指出: “中国语的欧化或

现代化已经二十六年，该有人清算一番，指出这条路

子那些地方走通了，那些地方走不通，好教写作的人

知道 努 力 的 方 向，大 家 共 同 创 造‘文 学 的 国

语’。”［28］12多年以后，还有人就此继续发声: “五四白

话文运动以大力改造汉语书面语言为己任，曾经在

短时间内创造了一种夹杂着大量外文单词、汉语音

译人名、地名的欧化文体，成为一时之尚，事过境迁，

那个时代的文本，为后代的读者究竟留下多少在语

言上堪称典范的佳作，值得认真甄别。”［37］

这种立足于当下，跟欧化之初或其某一阶段的

对比考察与分析，无疑是汉语欧化史研究的重要内

容，而它本身对于欧化史的知识建构，无论是从整体

上对于汉语欧化之路，还是具体对某一或某些欧化

形式的发展变化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面，汉语欧化史的研究还能够纠正一些

业已存在的片面或不正确认识，从而提高欧化研究

的质量和水平。比如，关于欧化起点，除了本文开头

所说有人定在明末清初，以及“五四”时期以外，还有

其他一些不同的认识，例如:

汉语“欧化”现象的产生可以追溯至 300 多年

前，而真正的大规模显现则应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西方科技和思想文化大规模涌入中国开始，而其最

直接的载体就是翻译作品的大量出现［38］。
汉语的欧化现象是鸦片战争以来英汉语言接触

的产物［39］。
汉语自 19 世纪末开始走上漫长的欧化之路，在

语音、词 汇、句 法 等 方 面，汉 语 欧 化 痕 迹 均 十 分

明显［40］。
这里的 300 年前、鸦片战争和 19 世纪末，显然是

三个不同的时间节点。
再如，有些讨论欧化现象的论著，可能范围过

宽，即把有些不一定属于欧化的现象也纳入其中，特

别是在语法研究方面。崔山佳就此指出:“欧化现象

被扩大化了，把好多本来应该属于汉语固有的语法

现象，硬是套上了欧化的印记。”［41］上述问题的造成

原因之一，还是历时因素的缺失。如果能结合汉语

的历史及现实以及该形式的产生过程和实际使用情

况，仔细考镜源流，多方求证，应该会有不一样的结

果和认识。
此外，除了白话文的欧化外，在近代以来中国的

书面语言体系中，还长期存在文言文的欧化问题，典

型的文本如梁启超的“新民体”，林纾的翻译小说，以

及章士钊的“逻辑文”，它们以及其他更多相近的文

本形式共同构成了“欧化文言”［42］。站在今天的立

场和角度，欧化文言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有其完整

的发生、发展以及式微过程［43］，相应地，我们不仅应

该有“欧化白话史”，也还应该有“欧化文言史”，而后

者理应成为欧化历时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认

为，随着欧化史概念的提出，以及具体研究的开展，

欧化文言及其发展演变的历时研究也会提上日程。
总之，客观地说，汉语欧化史的研究基础还非常

薄弱，甚至还存在一些死角。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

一些相关成果，几乎都是一些零星的讨论，或者是作

为附带内容的偶然涉及，既不具备基本的规模，更难

成完整的体系，甚至还有一些片面或不正确的认识，

而这也正说明汉语欧化史的建立不仅在一定，甚至

很大程度上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同时也展示了这

一研究的广阔发展空间和前景。
第二，对现代汉语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早在近 30 年前的 1992 年，笔者首次提出应该对

现代汉语的历史发展演变进行独立、系统的研究［44］，

差不多过了 10 年，在积累了一定的相关研究成果和

知识后，我们 把 这 一 研 究 提 炼、升 华 为“现 代 汉 语

史”［45］。20 年来，我们的几乎所有研究都围绕现代

汉语史进行，最新的一项成果是由笔者担任首席专

家的 201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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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发展演变数据平台建设与研究”。目前，该项目已

经顺利结项，最终成果( 共 9 部专著) 也已列入 2020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名单，将于 2021 年年内出版。

其实，即使仅仅根据以上所引的部分观点和表

述，我们也能够认识到，当今的语言即现代汉语普通

话已与欧化融为一体，甚至难分彼此，所以谈现代汉

语的发展离不开欧化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无论进行

共时层面还是历时层面的研究，都离不开欧化史的

观照与参与。关于这一点，邹嘉彦、游汝杰明确指

出:“‘语言接触’是人类语言发展过程中常见的现

象，其最常见的结果是词汇的互相借用，也可能造成

语音成分和语法成分的互相渗透，从而改变语言的

语音结构和句法结构。‘语言接触’是语言或方言演

变的原动力之一，所以，研究语言接触是研究语言演

变的重要途径。”［46］李如龙也就此谈道，“古往今来，

语言接触普遍存在，因而自变与他变是长期并存的

两种语言的演变。他变通过自变起作用 ( 外因通过

内因起作用) 。研究自变是重要的，但不能不研究他

变。语言接触的研究对历史语言学是不可或缺的

补充。”［47］

我们在研究实践中，深切地感受到，在有些时候

和有些情况下，研究某一或某些欧化形式从产生到

发展演变的过程，本身就属于现代汉语史的研究，而

反过来也是一样。比如，汉语的传统造词法以句法

造词为主，而进入现代汉语阶段以后，词法造词现象

日益普遍，并且成为相当能产的造词方式，由此而构

成了一大批各类词族，如“－性、－化、－者、－员、－体”
等。如果细加梳理，这些用于构词的准词缀或类词

缀，多是由于欧化因素的影响而活跃起来，而它们在

现代汉语的不同阶段，活跃程度也有所不同，总体而

言极富“史”的内涵。
再如，早期现代汉语中，数序助词“们”有时可以

用于指人名词以外的其他名词，表示“复数”，黎锦

熙、刘世儒认为这是欧化用法［48］。例如:

( 6) 现在流行的古镜们，出自塚中者居多，原是

殉葬品。( 鲁迅《看镜有感》)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去欧化”的浪潮中［24］，这

一用法逐渐退隐，而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又开始“复

显”，并且与早期现代汉语相比使用频率更高、范围

更大［49］400-412。例如:

( 7) 昨天京城的大街小巷还是皇冠、奥迪、桑塔

纳们的天下，今天黑压压灰溜溜的车流忽然间被明

快黄黑色白色 调 理 得 有 了 生 机。 ( 《中 国 青 年 报》
1992．2．19)

( 8) 我伫立在书架前，看着整齐排列的书们，仿

佛听到了书的呼唤。( 《人民日报》2004．7．15)

时至今日，还不断有新例产生，表明这一形式依

然具有活力。例如:

( 9) 信用卡积分权益大缩水 如何与花呗们“短

兵相接”? ( 《国际金融报》2020．7．20)

( 10) 资本的抢入无疑让教育行业成为今年最受

瞩目的领域之一。百亿资金的加持下，教育机构们

纷纷发力营销。( 人民网 2020．12．30)

按: 以上二例中，前例是一篇报道的标题，正文

中说明，这里的“花呗们”指的是花呗、任性付、白条

等代表性消费贷产品; 后例除了“教育机构们”，同文

的标题及正文中还用到“机构们”。
其实，欧化史的相关研究，不仅对于现代汉语史

而言非常重要，有时对于现代汉语的本体及应用研

究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这里讨论的“们”，目前我

们能够看到的各类工具书以及一些论著，在提及这

一用法时，多视之为修辞现象，比如吕叔湘就认为，

“指物名词后边加‘们’，是拟人的用法，多见于文学

作品。”［50］就早期以及当下的大量用例而言，这样的

概括和表述应该还有进一步斟酌的必要与空间。
( 二) 汉语欧化史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对于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或一项成熟的研究而

言，不能没有理论的追求。就汉语欧化史而言，自然

也是如此，所以它的建立自然也有理论方面的诉求，

而这也就使其具有了理论意义和价值。
郭鸿杰指出:“欧化研究将对国内外有志于从事

弱势语言受到强势英语影响的对比研究的同行，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从而有助于我们更

加清晰地认识在各种语言接触背景下，语言变化表

现出的共性和差异。此外，该领域的研究还将为语

言变化、社会语言学、对比语言学、汉语的演变、英语

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中国大陆的语

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等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利用价

值。”［35］这虽然主要是立足于共时而言的，但是如果

把视角转移到历时方面，以上表述基本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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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们从两个方面对此加以说明。
一是语言接触学理论。汉语欧化现象是语言接

触的产物，因此属于接触语言学的研究范畴。然而，

长期以来，人们对接触语言学的研究，大致都是在共

时或泛时层面进行的，其基本原因，就在于认为语言

接触通常通过借用而导致演变的发生，但语言接触

本身不是演变［51］。其实，即使就“最短”的时间算，

即认为汉语欧化始于“五四”时期，那么在这一百年

间，英语对汉语持续施加影响，导致后者不断地变

化，甚至产生一些阶段性的特点，比如其在改革开放

以来新时期的表现是词汇系统的丰富、字母化现象

日益凸显、英语外来词的语素化和源自英语的类词

缀导致多音节新词族的增加以及某些词语意义的变

化［52］。这就从一个方面说明，汉英之间的语言接触

不可能是按同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持续而下，而是

会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社会政治、经

济及文化等条件下有所变化，从而呈现出不同的面

貌、使用状况和特点。关于这一点，李如龙指出，“语

言接触的过程总是由浅层到深层、由量变到质变、由
局部到系统。”［47］这无疑已经充分肯定了语言接触的

动态性与历时性，而伍铁平则更是进一步强调: “要

撰写这部专著( 引者按，指语言接触学研究) ，必须追

溯语言接触的历史。”［53］

汉语学界立足于欧化的语言接触讨论，多集中

在其方式及结果上，如直接接触对口语的影响，间接

接触对书面语的影响，等等。而时至今日，又产生了

一种新的语言接触形式: 网络语言接触。有人认为，

随着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网络语言接触会更加

深入，语言变异程度也将进一步加深［54］。可以设想，

不同的语言接触方式，必然会带来不同或不完全相

同的结果，并有可能造成“传统”认识的某些改变，而

这些无疑都可以而且应该归入历时的范畴。
另外，再就一些具体的研究而言，也指向语言接

触的历时性或动态性。比如高万云、赵鹍指出: “语

言接触始于‘言’，终于‘语’，又用于‘言’。就是说，

语言接触存在于具体的言语交际活动中，长期的双

言接触必然使接触的两种语言系统有所改变，而改

变了的语言系统又应用于新的言语交际。可以肯定

的是，在这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修辞因素是语言接触

的一个重要动因，只有重视这一动因，语言接触研究

才算是完备的。”所以，“对语言接触的研究自然也应

该借助动态的修辞学方法，这样才可以全面揭示语

言接触的运行机制，也可以弥补其他视角研究的缺

陷。”［55］再如，宇璐、潘海英认为，基于语言模因理论，

语言间的相互接触即为不同语言模因复合体在作用

场中相互影响作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作用场中

的各要素对语言模因复合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

结果产生了动态的影响和制约［56］。
总之，汉语欧化史的建立，有助于从历时及动态

角度观察和认识汉语跟其他语言的接触事实、过程

及发展变化，从而把语言接触学引向历时、引向更加

宽广的发展空间。
二是汉语欧化本身的理论内涵，以下我们结合

前边几次提到的“去欧化”进行讨论和说明。我们的

基本认识是，“去欧化”是一个既有实际研究意义又

有理论价值的问题，其在汉语欧化发展及其研究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把现代汉语史划分为三

个阶段①，就总体的倾向性而言，大致经历了欧化( 第

一阶段) →去欧化 ( 第二阶段) →再度欧化 ( 第三阶

段) 的发展变化过程，而每个阶段内部，也不同程度

地存在这样全部或部分的交替。例如，邵莉、王克非

这样描述 20 世纪 30 年代的去欧化倾向及其表现:

“时代背景决定了翻译的价值与功用以及大众对‘欧

化’的态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众语运动集中

体现了对‘欧化’的反思，方言等语言资源的吸纳削

弱了 欧 化 形 式，去 欧 化 也 因 此 成 为 新 的 语 言 风

向。”［23］如果要证明以上所引内容，无疑涉及大量的

语言事实，需要从共时及历时的角度进行细致的梳

理。以前的认识显然不够，相关的事实研究多有缺

失，更谈不上发掘其中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和价值了。
然而，围绕作为历时过程的去欧化，确实能够带

给我们很多的理论思考。何九盈认为，不论怎么“欧

化”，汉语总还是汉语［11］6 ; 而朱恒也有类似的认识:

“欧化是现代汉语改造、优化的重要推动力，但现代

汉语 的 本 质 仍 然 是 汉 语，而 不 是 被 欧 化 了 的 外

语。”［57］这种观点引发的问题和思考是: 汉语是什么?

①从 1919 年算起，这三个阶段分别是 1919－1949 年、1949－1978 年、1978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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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无论怎样欧化也改变不了它的基本属性? 这

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或方式，怎样做到的? 其背后

有什么内在的规律，其决定因素是什么? 以下两段

话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上述问题。
虽然，汉语欧化整体上是必要的和积极的，它对

改变旧白话长期以来的粗糙、含糊、直白发挥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但是，翻译语体对汉语毕竟是异质的，

与汉语有很多扞格不入之处。因此，中西语言碰撞

交汇之后，必然经历一个整合与融汇的过程［58］。
一方面，欧化作为一种外力，影响着汉语从词

汇、到语法、再到篇章的方方面面; 而与此同时，汉语

自身的规律也在不停地规约着欧化的种种语言变

化，吸纳可以吸纳的，排斥不能融入的，这两种力量

的角逐最终决定了汉语欧化既是可能的，同样也是

有限度的。现代汉语建立的过程也正是欧化的词汇

和语法接受种种考验，试图融入汉语系统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汉语言的特点、汉民族心理和汉民族

的文化规约着欧化的种种现象，只有符合汉语习惯

和汉民族文化心理的欧化才能够最终成为汉语的一

部分［59］14。
如果说，以上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欧化与

去欧化这一矛盾运动的原因，那么除此之外，仅就去

欧化问题，我们还可以提出许多问题，并引发一些理

论性的思考: 比如汉语欧化的限度是什么，其边界在

哪里? 何为“善性”欧化，何为“恶性”欧化，其判定的

标准和依据是什么? 去欧化的方式有哪些，具体的

表现是什么? 如果再进一步延伸，比如按有人的观

点，把汉语的第一次欧化定在东汉以后由于佛教文

献的翻译造成的汉语诸多变化［60］，那就可以想见，其

必然也伴有一个去欧化的过程，那么，与现代汉语的

去欧化相比，二者之间有哪些共性和差异，应对其如

何认识? 总之，无论从语言接触及语言接触学角度，

还是从历史语言学以及演化语言学的角度，上述思

考都会带来一些新的理论内涵。

三、汉语欧化史的研究内容

我们对汉语欧化取其“广义”: 其一是来源范围

并非仅限于欧洲或印欧语言对汉语的影响，而是大

致等同于“外化”，即汉语受外国语言影响而产生的

变化及其发展等; 其二是内容范围基本取一个“最大

值”，即指汉语受外国语言影响的所有一切方面; 其

三是其资源范围既包括真正外来的部分，同时也包

括受外 来 因 素 影 响 而 被“激 活”的 汉 语 旧 有 形 式

等［35］，甚至有可能还包括以上二者结合而形成的中

间物①。

下面，就在上述范围内讨论汉语欧化史的研究

内容。

有人认为，汉语吸收了符合中国社会文化和社

会心理的词汇和结构，这个欧化过程往往以“翻译

腔”开始，到语言的本土化与语法化结束［4］。这里对

汉语欧化作了从起点到终点的简单描述，其实如果

着眼于完整的欧化历史及其发展过程，头绪会更多、

情况会更加复杂。以下我们着眼于欧化的“时态”，

从四个方面来进行讨论和说明。

( 一)“完成时”研究

这是主要立足于“前端”并着眼欧化全过程的研

究，凡业已进入汉语的所有外来形式，或者是汉语原

有形式由于受外来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各种变化，均

包括在内。具体而言，大致包括以下两个观察与研

究角度，而由此就带来了不同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其一，是欧化现象本身的角度。立足于此，大致

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 一是已经“固化”为汉语基本

形式的欧化现象，比如大量的外来词语，以及“在某

种程 度 上、一 般 来 讲、据 我 所 知”等 话 语 标 记 形

式［59］169 ; 二是一度存在并使用，后来已经或基本退隐

的欧化形式及用法，比如上文所说表示领属关系的

结构助词“底”，以及“马克思”音译形式的不同书写

变体等。我们认为，对于史的研究而言，相对于一直

作为客观存在的欧化形式或用法，那些一度存在而

后来退隐的形式或用法更值得重视，研究难度也更

大，因而更具挑战性。在一般的认识及研究中，人们

往往更加重视“有”，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无”，由此

①以往谈及这个问题时，人们很少从语言资源的角度切入，并且通常只围绕“他源”和“自源”这两者来进行。我们认为，综合观之，汉语欧化就

是对不同民族语言资源的再利用。另外，除他源和自源外，很可能还有二者结合而生成的“第三者”，或者叫“中间地带”。比较典型的例子

是意译词，特别是为数不多的音、意兼译词，与其纠缠或纠结于其是否属于外来词，不如换一个思路，把它们作为“纯”外来词与“纯”汉语词

的中间物。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很有挑战性，值得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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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造成了后者研究的相对空缺。其实，研究从有到

无，不仅要发现并抓住相关现象，还需要对其退隐原

因等进行分析和解释，而这就有可能使研究者获得

观察汉语欧化现象及发展的“另一只眼睛”，进而弥

补单纯对“有”的研究之不足。
其二，是欧化载体的角度。这里主要指某一或

某些译本及创作中的欧化现象研究，这样的现象都

具有已然性，因此属于比较典型的“完成时”。比如，

鲁迅后来的小说、杂文和译作，多用“日本新名词”和

日本句式［61］，而这作为一种已然的“历史”现象，自

然应该纳入欧化史的考察范围，如上文提到的邵莉

的研究［29］，以及邵莉和王克非的研究［23］; 此外再如

Kubler 对巴金《家》不同时期欧化与去欧化情况及其

表现的对比研究［26］41-135。在这方面，张芹芹、徐剑的

研究无论就语料选取还是所得结论而言都非常值得

关注，因为它本身几乎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史”的

考察与呈现。文中指出:“通过《傲慢与偏见》在不同

时期的 21 个全译本语料库，试图探讨众译本句法规

范的历时变迁。平均句长、关联复句、直接引语及特

殊句型是研究的重点。数据显示，第一时期的译本

更加接近源语的文本特征; 第二时期大部分数据都

呈现出和第一时期相反的趋势，体现出更加贴近目

标语的文本特征; 第三时期数据则大都处于第一时

期和第二时期之间，说明本时期译本兼有源语和目

标语的共同特征，但总体上呈现出更加向源语靠拢

的倾向。”［62］此外，以单一文本为对象的，如对丁韪良

翻译《官话约翰福音书》的考察［63］。以往的研究中，

针对“人”或“作品”而进行的专题性欧化研究相对较

少，因此基础比较薄弱，而我们认为，汉语欧化史既

是汉语中各种欧化现象发生、演进的历史，同时也是

不同时期不同的人探索、尝试以及实践的历史，而后

者均以作品或文本的形式呈现，不同时代的不同文

本大致构成了一个历时的连续存在，所以应该而且

能够成为欧化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 二)“进行时”研究

这是着眼于“后端”，特别是“当下”，对正在发展

变化之中的欧化形式的即时性研究。著名美国社会

语言学家拉波夫特别强调语言“正在 进 行 的 变 化

( chang in progress) ”，因为可以通过观察研究当代语

言中正在进行的变化来解释过去已经完成的变化，

寻找共时变异中存在的历时变化证据，以及预测现

在的语言变化的可能方向［64］。在相关研究中，有人

已经注意到欧化的当下性以及持续性，比如朱冠明

指出，“近代以来汉语同西方语言( 以及日语) 又一次

大规模的接触，更是给汉语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巨大

影响，这种接触和影响目前仍在持续进行当中。”［65］

笔者的研究方向之一是当代汉语词汇、语法等的发

展变化，因此对上述“仍在持续进行当中”的诸多欧

化现象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
比如，当代汉语词汇研究中，人们较多谈及外来

或受外来影响的词缀及类词缀。赵艳平指出，语言

接触影响汉语词缀的方式有三种: 一是语素的词缀

用法从罕见偶发到频繁使用，二是词缀的使用范围

扩大，三是词根语素增加类词缀的新义项［66］。沈光

浩、何林英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汉语类词缀不断增

多，派生式新词语大量涌现，语言接触是其中的一个

重要动因。语言接触对于汉语派生构词的影响表现

在多个方面: 外来音节语素化后演变为类词缀，外来

类词缀的引进，促使汉语原有词类词缀化等［67］。举

例来说，与英语“cool”相对应的“酷”在当代汉语中极

为常用，既可单独使用，也经常用于构词。有人曾经

对一组说“酷”的文章进行归纳，一共得到 46 个不同

义项［68］，可见其使用频率之高、范围之广。这些当然

并非一时形成，而是一段时间内“累积”( 即历时发

展) 的结果。另外，我们看到，由“酷”构成的词语还

在继续增加，而这也就是说它的发展过程仍在进行

之中。比如，“拽酷”( 有时也作“酷拽”) 就是最近一

段时间才在网络世界产生及使用的。
以 下 再 举 一 个 更 近 的 例 子。来 自 英 语

“involution”的“内卷化”，经历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音

节缩略过程，即“内卷化→内卷→卷”。“内卷”在

2020 年使用频率非常高，因而进入《咬文嚼字》杂志

编辑部发布的 2020 年度十大流行语榜单，而在这一

过程中，它又向单音节方向发展，既可以单用也可以

用于构成组合单位，目前主要在网络世界使用。比

如，江都在线 2021 年 1 月 6 日在网上发表《太卷了什

么梗? 卷王、卷是什么意思梗》，文中说道: “昨天在

脉脉上看到一个人吐槽说 985 /211 毕业的人参加工

作后都‘太能卷’，都是‘卷王’，实际这个‘卷’是由

‘内卷’衍生出来的一个词，意思是‘内部竞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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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延伸一点就是形容这些人‘事事都要做到最优秀，

以便把同事给压下去、比下去’。”总之，这里不但有

词形的变化，同时还伴有词义的发展，这就是外来词

语在当代汉语中的“进行时”。这样的现象并非个

例，它们非常值得关注。对欧化现象在当下语境中

的鲜活使用及其发展进行实时性的跟踪研究，与传

统的欧化研究有所不同，但却是欧化史研究的应有

之义。
总之，时至今日，汉语欧化的进程还在持续，这

也就是说，“汉语欧化史”依然还在延伸与发展，而这

就是我们倡导“进行时”研究的认识和事实基础。
( 三)“起始时”研究

这是立足于欧化“起点”的研究，强调对其来源

及产生过程、原因等进行观察、分析，对其初始阶段

的形式及用法等进行描写。我们认为，对于史的建

构来说，这一研究非常重要。在当代汉语的欧化研

究中，有人提出了“新欧化”概念，认为相较于早期汉

语欧化，尤其是“五四”时期以来的欧化思潮与汉语

欧化现象，在新时代视野下，汉语欧化有了新发展，

产生了很多区别于早期欧化的新特征，如产生大量

的字母词语以及“－化”“－型”“－性”词族等［69］。虽

然上述概念只是立足于词汇角度提出的，但是我们

认为它对于汉语欧化，特别是汉语欧化史研究具有

极大的意义和价值，而这些新欧化现象本身也为“起

始时”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语言事实。
粗略地划分，这方面的研究大致包括以下两个

方面的内容:

其一，基于传统语料的调查研究。这大致属于

追根溯源，即对某一欧化形式或用法起始阶段的状

况进行调查、描写、分析与呈现，这应该是欧化史研

究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以往对此注意不够，具体

表现一是对很多欧化形式并未真正追究其来龙去

脉，二是有些涉及起源等的讨论往往比较简单，如只

是列出一个大致的时间，而少有对其具体来源及过

程等的细致追溯。
其二，基于互联网历时或实时语料的调查研究。

由此，可以对一些处于起始阶段的新形式和新用法

进行即时性、跟踪式的研究，观察其从产生到发展的

全过程。有人指出，在网络时代，新生语言现象通常

都是产生于并首先传播于网络世界，而借助于功能

强大的搜索引擎，它们都可以准确回溯，找到其最初

的源头，并且时间可以精确到秒［70］。我们就此总结、

提出了“秒时代”概念，具体所指，就是三个可以“精

确到秒”: 一是对新语言现象产生时间的确定，二是

对语言现象发展变化的每一个重要时间节点的确

定，三是对一些语言现象产生与发展过程的回溯与

“复盘”①。在秒时代，汉语欧化现象精确、精细的“起

始时”研究成为现实的可能，而由此也给汉语欧化史

研究带来新的内容，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如果不过分计较“新”的时效性，那么也可以稍

微扩大一点范围，把产生时间不太久的一些欧化现

象也归入此类。比如“是时候+VP”现象，一般认为

产生于 21 世纪初，现在对其来源已经比较清楚，即由

“仿译”英语的“It’s time to…”句式而来，但是其到底

属于书面语还是口语形式( 也就是说，是直接语言接

触还是间接接触的产物) ，却有争论［65］，而这也就是

说，该形式的“起始时”研究还有一定的空间。

另外，就我们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该形式并非普

通话直接借入，而是经过了“英语→华语→普通话”

过程。我们就《人民日报》所作的调查显示，第一个

比较典型成熟的用例见于 2002 年，有明显的香港背

景，而脱离“外来”背景的最早用例见于 2004 年。在

海外华语中，该形式的使用时间明显早于此时，比如

以下一例:

( 11) 是时候离开了! 即使这份工原本适合你，

但你发展得太快，这份工再赶不上你了。( 新加坡

《联合早报》1994．3．25)

至于具体是由哪一个华语子社区最先引进该形

式，以及它再由怎样的方式和渠道进入普通话社区，

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研究②。
( 四)“将来时”研究

这是面向“未来”，着眼于“预测”的研究。前引

拉波夫的观点已经提及语言预测问题，而苏金智也

①

②

对“秒时代”这个概念的内涵及其意义和价值，笔者在《机遇与挑战: 论当代汉语中的外来因素及其影响》一文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该

文将于近期刊于香港的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当代汉语中的不少新欧化现象都有一个这样的过程，以前的研究对这一点注意得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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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对连续体中语言变体的变化方向进行科学预测

判断，他认为语言接触中普遍存在语言演变的连续

体，由此可以对不同阶段的不同形式进行定位，也可

以用于预测［71］。其他的相关表述也偶能见到，如胡

开宝指出:“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字母词的借用会导

致汉语语调发生变化，因为这些外来词的发音与其

他汉语词汇不同。但是，汉语语音在多大程度上受

到外语的影响? 受到影响的具体层面是什么? 这种

影响的具体方式和内在动因是什么? 这些问题都非

常有 趣 且 具 挑 战 性，显 然 应 引 起 语 言 学 界 的 关

注。”［72］彭晓则就词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当

代汉语中外源性、自源性词缀的共时活跃是否预示

着派生式构词模式将转型为汉语的优势构词模式，

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73］我们认为，对上述以及其

他类似问题的关注或进一步的观察，就属于“将来

时”研究的内容，而这样的内容并不少见。
笔者在《现代汉语史》一书的“外来词”一章中，

用一节篇幅讨论“外来词的发展趋势”，就是在已有

研究基础上的一次预测，具体包括外来词的数量会

越来越多、引进的周期会越来越短、字母词在外来词

中会占更大的比例，以及更多的外来词可能在使用

中产生新的发展变化等［49］284-289。
前边我们提到，“是时候+VP”现象有可能是经

由华语区间接借入，该形式在华语区的使用数量更

多，且比普通话复杂，而其原因是借入时间更长、使

用更多，因而发展得更加充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

么我们就有可能通过华语中的使用情况，来预测该

形式在普通话区的进一步发展方向。
以下是马来西亚华语中的几个用例:

( 12) 也许政府是时候，利用现今建筑业过剩的

资源，来大力推进廉价屋的发展。( 光华网 2016．9．9)

( 13) 他今日发文告说，如今的马华失去了执政

权，接下来也可能面对更严峻的挑战，因此是时候

“瘦身”。( 光华网 2018．10．4)

( 14) 不过，麦家廉认为目前不是时候让加拿大

总理杜鲁多和中国领导人会面。( 光华网 2019．1．24)

就现在的 使 用 情 况 来 看，普 通 话 中“是 时 候 +
VP”通常要带“了”，另外 VP 一般不太复杂，但也不

趋向以“光杆”形式出现，而以上几例与此不同: 例

( 12) VP 比较复杂，VP 前出现停顿; 例( 13) VP 取光

杆形式，而例( 14) 取否定形式。这样，如果以华语为

参照，那么普通话“是时候+VP”形式显然还有不小

的发展空间，而参照其他很多类似情形，我们有理由

相信，它下一步有可能会朝着与华语趋同的方向发展。

四、结 语

本文立足于历时研究，提出“汉语欧化史”这一

概念，并从提出依据、意义和价值以及研究内容三个

方面，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和说明。
总体而言，汉语欧化史既有认识基础，更有事实

基础，而二者合一，就构成了它的提出依据; 欧化史

的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它

的提出可以在这两个方面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并

带来新的元素与活力。至于欧化史的具体研究，我

们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并进行了分割式的讨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四方面内容之间具有很强的关

联性，比如“完成时”自然也有它的起始点，而截取

“进行时”的前端，那就是“起始时”的研究了。所以，

上述划分一定程度上只是为了方便叙述和说明，而

具体的研究，则极可能是结合在一起的。不过，我们

认为，在起始阶段，细致一些的划分可能更有利于进

行相对细致与深入的研究。
按一般的认识，汉语欧化是长达百年甚至几百

年的大规模、持续性的语言接触，其覆盖面之广、影

响力之大，远超一般的语言接触，所以我们认为它是

了解、认识近现代汉语的最为重要的“关键词”之

一［7］。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欧化现象几经起

伏，它与中国社会共变，其本身也可以作为观察中国

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 另一方面，就其自身而言，作

为一个持续不断的中外语言大规模接触的样本，汉

语欧化的内涵极为丰富，其复杂多样的语言形式、丰
富多彩的发展变化事项，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规律，

都亟待发掘和总结。
另外，语言接触还在不断、持续地进行，而社会

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又为它增加了新的内

容，比如前边谈到的网络语言接触，作为一种新技术

及社会生活条件下的语言接触新类型，与当代汉语

诸多新欧化现象的产生关系密切。
我们认为，汉语欧化史是值得花大气力进行深

入研究的历史，现在，是提出它并进行全面研究的时

候了。汉语欧化史与一般的语言史或语言的要素史

( 前者如汉语史，后者如汉语词汇史) 不同，它不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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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传统认识所作的划分，而是立足于历时，着眼于中

外语言接触对汉语产生的影响及具体表现，以及整

个发展过程，它涵盖了语言及其应用的方方面面，因

此是内涵非常丰富、同时也是非常独特的语言史。
对汉语欧化史的建构，可以分为短期目标与长期目

标，前者大致是在上述近 500 年 /300 年 /100 年的时

间范围内( 本文即是立足于此) ，而后者则是把时间

延伸到更为久远的过去。上文已经提及，有人把汉

魏以后佛教文献翻译所带来的梵文( 属于印欧语系)

对传统汉语的影响认作汉语的第一次欧化，而中间

还有蒙 古 语 以 及 满 语 与 汉 语 的 两 次 较 大 规 模 接

触［60，65］。这样，再加上近现代以来的汉语欧化，基本

就构成了一部完整、丰富的汉外语言接触史，而这或

许会成为我们建构汉语欧化史的下一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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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 history of Chinese europe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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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the history of Chinese europeanization”，and discusses it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one is to put forward the basis，including two aspects of cognition and fact; the second
is meaning and value，mainly involving two aspects of practice and theory; the third is the research content，inclu-
ding four aspects of“perfect tense”，“progressive tense”，“initial tense”and“future tense”． The history of Chi-
nese europeanization is not a division based on traditional knowledge，but a type of language history with very rich
connotations and very uniqu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uropeanization history can be divided into short-term
goal and long-term goal．
Key words: Chinese; europeanization; europeanizatio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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