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语的外来移植义与华语词典 中

存在的相关问题

刁 晏斌

提要 ： 这是作者华语词 汇外来 移植义研究 系 列 的 第 三篇论文 ， 文章首先 以
“

政

客 、 文凭
”

和
“

分亭
”

为 例 ， 对华语外来移植义 的具体所 指及表 现作 进一步 的说 明 ； 然

后 以 目 前规模最大 、 最具权威性 的 华语词 典 《 全球华语大词典 》 为 例 ， 分析其所存在

的 与外来移植义相关 的 问 题 ， 包括未列 词条 、 未 列 义项 和 释义不 当 ； 最后 给 出 对策 与

建议 ：

一是全面加强华语词 汇研究 ，
二是 调 整 华语词典 编 纂 的 观念 、 思 路及模式 ， 提

出 应摆脱 《 现代汉语词典 》释义 的 限 制 与束缚 ， 以 具体 的语言 事 实 为 收词 、 立 项 及 释

义 的依据 。

关键词 ： 华语 外来移植义 词典

〇引 言

最近 ， 笔者 以 马来西亚华语和英语为例 ， 对华语外来移植义进行 了 相对 比较全面 的

讨论 ， 由 此完成 了 可 以 看作姊妹篇 的 《论华语词汇 中 的外来移植义 》 （下文简称 《论 》 ） 和

《再论华语词汇 中 的外来移植义 》 （下文简称 《再论 》 ） 。 所谓外来移植义 ， 是指与本族

语 自 源义相对的 由 外语移植而来 的新义 ， 它 比较普遍地存在于华语之 中 ， 是其词义衍生

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 也是其词义 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 ， 由此也使得其很多词语的意义及

用法形成 了 自 己 的特色 ， 因此非 常值得归纳与探讨 。

在 《论 》 中 ， 笔者 以 常用动词
“

拿
”

为例 ， 进行举例说 明 ， 然 后从英语 的 巨 大影 响 和

华语 自 身条件两个方面探讨 了 外来移植 义大量产生 的原 因 ， 最后谈及外来移植义对

华语词汇 的影 响 ， 具体包括 丰 富 了 华语词 义 、 引 发华语词 义 系 统 的 内 部 调 整 和 造成

华语词义与普通话 的歧异等三个方面 ； 在 《 再论 》 中 ， 我 们 首先对华语 中 由 英语 引 进 、

〔 １ 〕 这两篇论文 ， 前者刊 于 《语言文字应用 》 ２ ０ ２ １ 年第 １ 期 ， 后者刊 于 《世界华文教育 》 ２ ０ ２ １ 年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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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人 的外来移植义按填补词位空缺 、填补义 位 空缺 和 进行词 汇替换 三种动机类 型 进

行 了 分类列举与分析 ， 其次论证 了 华语外来 移植 义 的 三个特点 即 普 遍性 、 丰 富性 和

辐射性 ， 最后从本体研究 、 对 比研究 和理论研究 三个 角 度讨论 了 外 来 移植义 与 华语

研究之 间 的关 系 。

两篇论文完成后 ， 我们认为还有一个方面没有涉及 ， 这就是外来移植义与华语词典

的编纂 问题 ， 主要是立足于前者或者 由 前者 出 发 ， 可 以发现后者 中存在 的一些不足 ； 反

过来说 ， 后者 中存在上述不足 的原 因 ，很大程度上也可 以 由 前者人手来进行剖析 ， 进而

寻求解决和避免 的途径与方法 。 所 以 ， 这也是一个有待讨论 的方面 ， 也存在一些有待 明

确 与解决 的 问题 ， 而这就是本文写作 的基本动机 。

以 下对华语词典的考查 ， 主要 以商务印 书馆 ２ ０ １ ６ 年 出 版 的 《全球华语大词典 》为对

象 （下文简称 《华语 》 ） ， 作为对 比与参照 ， 我们也会用到 《 现代汉语词典 》 （第 ７ 版 ） （下简

称 《 现汉 》 ） ， 对外来移植义的调查过程及举例形式等基本沿用前两篇论文 的做法 ： 以 马

来西亚华语 中 的英语外来移植义为考察和讨论对象 ， 所 以 下文 中 所说 的
“

华语
”

如果未

作特别说明 ， 均指 马来西亚 的华语 ； 而我们对外来移植义 的筛选与确定 ，

一定程度上仍

然 以百度 翻译 （ ｈ ｔ ｔ ｐ Ｓ
： ／ ／ ｆａｎ ｙ ｌ ．ｂ ａｕｉ ｕ ．ｃｏｍ ／ ） 提供的 翻译结果为线索 ， 再与 比较权威 的英

汉词典释义进行 比对验证 ， 此外还有参考 当 地语者 的研究成果 ， 以 及 向 当 地语者求证

等 。 文 中例句主要取 自 马来西亚著 名 华文媒体 网 站 光华 网 ， 为省篇 幅不再注 明 出

处 ， 而只列具体时 间 。

一华语外来移植义新例

在上述 《论 》和 《再论 》 中 ， 我们 已 经通过较多 的例子 ， 对华语外来移植义及其在具体

使用 中 的表现进行 了分析说 明 ， 以下 出 于本文完整性 的考虑 ， 以及为下文 的相关讨论提

供一定 的事实基础 ， 我们再选取几个例词进行讨论 。

（

―

） 政客

黄华迎提到 ， 马来西亚华语 中 ，

“

政客
”

指参与政治活动 的人 ， 属 于 中 性词 作为

当地语者 ， 黄说是可信 的 ， 而这也与我们 的 调查结果完全一致 。 华语 中 ，

“

政客
”

虽 然不

乏贬义 的用例 ， 但那往往是具体语境 的规定 ， 例如 ：

（ １ ） 但 批 评 者 认 为 ， 他 是善 于 投机 的 政 客 ，
正 遭遇 党 内 对 手 的

“

围 攻
”

， 议会 下 院

〔 ２ 〕 黄华迎 《 马来 西亚华语词语研究 》 ， 第 １ ０ ４ 页 ， 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２ ０ １ 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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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 断 然 反 对
“

无 协议脱 欧
”

的 做 法 。 （ ２ ０ １ ９ ．６ ．７ ）

我 们在百度 翻译上 输 人此 句 ， 输 出 的 英 文 形 式 中 与
“

政 客
”

相 对应 的 是 ｐ
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ｉ ａｎ
，而此词 的 一般释义是

“

政治家 、 政客
”

 ， 即 是 褒 贬 同 指 的 ，或 者说 只 具有中 性 色

彩 。 华语 中 ， 受英语 的 影 响 ， 人们把传统 的
“

政客
”

与 ｐ 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ｉ ａｎ 对应 起来 ， 由 此使之

增 加 了 原来 所无 的
“

政 治 家
”

义 ， 而 这 就 是 一 个 比 较 典 型 的 外 来 移 植 义 。 总 体 而

言 ， 英语 ｐ
ｏＵｒｉ ｃｍｎ 的 意义 已 经部分甚 至整体上 取代 了 华语

“

政 客
”

的 原 有 义 。 这 样

的 用 例 如 ：

（ ２ ） ９ １ １ 事 件 发 生 将近 １ ５ 年 ， 社 会及 不 少 政 客 一 直 要 求 当 局 公 开 一 份 被 列 为

高 度 机 密 的 ２ ８ 页 国 会报 告 ， 以 解 构 当 年 恐 袭 的 多 个谜 团 。 （ ２ ０ １ ６ ．７ ．３ ）

（ ３ ） 今年 ６ 月 ２ ４ 日
， 新 一 届 议 员 在 半 圆 形 大 会议厅 开 首 次 会议 时 ， 有 右 派 政 客

没 有 戴领 带 或 穿 西 装 出 席 ， 遭 到 极左 派领 袖 梅 朗 雄 嘲 讽 。 （ ２ ０ １ ７ ．７ ．２ ２ ）

（ ４ ） 事 发 于俾路 支 省 首 府 附近 一 个城 镇 ， 竞 逐地 方 议会议 席 的 赖 西 尼 举行造 势

集会 期 间 ， 会场 附近 突 然 发 生 爆 炸 ， 赖 西 尼 伤 重 不 治 。 在 同
一 天 ， 西 北 部 亦 有 政 客

车 队遭 受 汽 车 炸 弹 袭 击 。 （ ２ ０ １ ８ ．７ ．１ ４ ）

以上用法并非马来西亚华语所独有 ， 至少在东南亚基本都是如此 ， 下面是取 自 暨南

大学东南亚华文媒体语料库 的两个用例 ：

（ ５
） 美 国 犹 太政 坛 人 士 虽 多 ， 但是

“

原 教 义
”

派 政 客 只 有 利 伯 曼 一 人 。 （ 新 加 坡

《 联 合 早 报 》 ２ ０ １ ３ ．７ ．２ ０ ）

（ ６ ） 美 国 ２ 大 政 党 背 后 皆 靠 犹 太 裔 的 大 团 支 持 ， 任 何 美 国 政 客 ， 若 有 反 犹 思 想 ，

是 绝 对 当 不 成 总 统 的 。 （ 泰 国 《 世 界 日 报 》 ２ ０ ０ ６ ．８ ．６ ）

按 ， 例 （ ５ ） 中 ，

“

政客
”

显然 即 指上句 的
“

政坛人士
”

， 而例 （ ６ ） 中 的
“

政客
”

有
“

任何
”

修

饰 ， 肯定也是 中性义的 。

（
二

） 文凭

华语 中 ，

“

文凭
”

属 于 常 用 词 ， 其含 义 比 较 广 泛 ， 与 普 通 话 有 较 为 明 显 的 不 同 ，

例 如 ：

（ ７ ） 他 认 为 有 关 法 案 的 实 施 的 确 会提 高 我 国 各 车行 的 水平 ， 此 外 站 在 消 费 的 角

度 来 说 ， 拥 有 执 照 的 车 厂 及 拥 有 文 凭 的 技 工 ， 无 疑 对 消 费 者 更 有 保 障 。

… … 他 同 时

也 对 上 述 法 案 表 示 担 忧 ， 毕 竟 修 车技 术 认 证 （ ＳＫＭ ） 是 我 国 近 １ ０ 年 才 推 出 ， 而 大 部

份 的 技 工 加 入 该 行 业 ， 是 多 年 前 透 过 修 车 师 傅 手 把 手 传 授 这 一

门 修 车 手 艺 的 。

（ ２ ０ １ ８ ． １ ． ２ ６ ）

按 ， 此例 中 前边 的
“

文凭
”

显然与后文 的
“

修车技术认证
”

所指相 同 。 深谙英语 、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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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西亚工作多年 的厦 门 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华语研究专家王 晓梅教授告诉笔者 ， 华语的

“

文凭
”

相 当于英语的 ｃ ｅ ｒ ｔ ｉ ｆ ｉ ｃ ａ ｔ ｅ
， 查此词有

“

证明 、证 明 书 、文凭 、结业证书 、合格证书
”

等

义 。 上例显示 ， 英语 ｃ ｅｒｔ ｉ ｆ ｉ ｃ ａ ｔ ｅ 的上述 意义 已 经
“

渗人
”

华语 的
“

文凭
”

， 成 为其外来移

植义 。

华语 中 ，

“

文凭
”

也经常表示 指称毕业证书 的
“

传统
”

义 ， 但基本都是有标记形式 ， 即

前加修饰 限定语 ， 例如 ：

（ ８ ） 随 着 时 代 的 进 步 ， 甘 榜 的 选 民 也 都 至 少 拥 有 大 马 教 育 文 凭 或 学 院 文 凭 资

格 。 （ ２ ０ １ ８ ．４ ．２ ６ ）

（ ９ ） 吁 请 政 府 早 日 落 实 承认 独 中 统 考 文 凭 的 承诺 ，

一

劳 永逸 解 决 独 中 数 十 年 来

面 对 的 困 境 ， 让 独 中 生 能 为 国 家 社会服 务 ， 进 而 保 留 人 才 。 （ ２ ０ １ ９ ．４ ．１ ）

我们在华语外来移植义 的 调查过程 中 ， 发现 了 

一个非 常 有趣 的 现象 ： 有 时会看到

“

同义叠加
”

的形式 ， 即把华文 的词和表示其原义 的词并列使用 ， 类似大 、 小概念并列 的

形式 ， 实 际上是对华语词在具体语境 中 的准确含义给 出 提示 ， 例如 ：

（ １ ０ ） 韩 江 学 院 首 席 执行 长 暨 院 长 周 永 能 博 士 颁 发 文 凭 毕 业 证 书 予 毕 业 学 生 。

（ ２ ０ １ ６ ．９ ．２ ９ ）

我们对这样用例 的 出 现给 出 的解释是 ： 受外来移植义 的影响 ， 华语词 由 种概念变为

属概念 ， 由 此在具体的使用 中具有 了表义 的不确定性 ， 而作 为补救措施之一 ， 就是 同 时

给 出其准确 的含义 ， 由 此而形成 了
“

原词 ＋补释
”

的独特表达形式 。

我们在 《论 》 中 也谈到 ， 华语 的
“

拿
”

有
“

取
”

义 ， 所 以 二者
“

同 义连文
”

的用 例 时有所

见 ， 以 下再举一例 ：

（ １ １ ） 李 影 拿 着存 单 到 银行 ， 满 心 以 为 她 拿 到 ５ 万 １ ６ ２ ５ 元 。 可 是 ， 职 员 却 告 诉

她 只 能 拿取 ５ ０ ０ ０ 元 ， 令她 十 分 惊 讶 。 （ ２ ０ １ ５ ．１ １ ． ２ ９ ）

更多 的时候 ，

“

文凭
”

属于无标记式使用 ， 此 时它 的具体所指就不是特别 明确 ， 需要

由 上下文甚至更大的语境来确定 ， 例如 ：

（ １ ２ ） 他 说 ， 公会 也 通 过 网 络 方 式 来 为 那 些 在 职 的 专 业 人 士 等 来 考 取 上 述 该 认

证 证 书 、 文 凭 及 高 级 文 凭 等 。 （ ２ ０ １ ６ ． ９ ． １ ９ ）

（ １ ３ ） 四 岁 起就 被 母 亲 送 去 学 芭 蕾 舞 ， 玛 丽 妍 １ ４ 岁 左 右 考 获 芭 蕾 舞 第 八 级 文

凭 ， 也 时 不 时 参 与 舞 蹈 学 校 的 表 演 。 （ ２ ０ １ ７ ． １ ． １ ５ ）

（ １ ４ ） 参赛 者 将获得 一 件 高 质 量 品 质 运 动 长 袖 衣 、 完 赛 Ｔ 恤 、 完 赛 奖 牌 及 文 凭

等 。 （ ２ ０ １ ８ ．１ １ ．２ ）

（ １ ５ ） 谢 燕 娉 代 表 其 余 ５ 个 联 办 狮 子 分会 接 过 ３ ０ ８ Ｂ２ 区 总 监 林 国 平 颁 发 的 见

证 文 凭 。 （ ２ ０ １ ９ ．９ ．２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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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１ ４ ） 中 的
“

质量 品质
”

大致也属 于与上述
“

文凭毕业证书
”

同样 的形式 。

（
三

）分享

我们在 《再论 》 中用较大的篇 幅讨论 了 华语 中 受英语 ｓ ｈ ａ ｒ ｅ 影 响 的
“

分享
”

， 渗人 了

前者 的部分意义 ， 其对象可 以 是表示
“

不快的事物
”

的语言片 断 ， 并且举 了不 同华语区 的

此类用例 。 总体而言 ， 华语的
“

分享
”

因 为具有外来移植义而与普通话表现 出 较大 的差

异 ， 具体主要有 以 下几点 ：

其一 ， 如上所说 ， 可 以 用于不快的事物 ， 这样 的用例再如 ：

（ １ ６ ） 该 名 在 网 上分 享 其 孩 子遭 到 体 罚 的 家 长 ， 虽 记 者 尝 试 通 过 网 上 寻 求 其 回

应 ， 惟 至 截 稿 为 止 ， 这 名 家 长 并 没 有 作 出 任 何答 复 。 （ ２ ０ １ ６ ．５ ．２ ３ ）

其二 ， 更多地用于与表示抽象事物 的词语搭配 ， 例如 ：

（ １ ７ ） ２ ０ ５ ０ 年 国 家 转 型 计 划 呈 现 的 是 大 马 年 轻 人 对 于 未 来 的 声 音 ， 他 们 分 享 着

彼 此 的 愿 望 、 梦 想 和 憧 憬 。 （ ２ ０ １ ８ ．１ ． ４ ）

其三 ， 还可 以 用于动作行为 ， 即带谓词性宾语 ， 例如 ：

（ １ ８ ） 他 还分 享 ， 以 前 朋 友 坚持 不 返 乡 过 斋 戒 月 ， 最 后 听 了 歌 手 丹斯 里 拿 督 阿 玛

比 ？ 南 利 的 歌 ，
立 即 坐 的 士 返 乡 。 （ ２ ０ １ ８ ． ５ ． ３ １ ）

（ １ ９ ） 当 天 和 爱 妻 黄 妙 珠 陪 孩 子 的 李 宗 伟 也 分 享 了 自 己 小 学 时 候 ， 父 母 讲 说 忙

碌 而 缺 席 运 动 会 ， 但 到 最 后 还是远 望 到 父 母 到 场 支 持 。 （ ２ ０ １ ９ ．７ ．２ ６ ）

此外 ， 华语 中
“

分享
”

还经常指在 网络媒体上发 出 某些信息 （ 同样 的意思 中 国大陆多

用音意兼译 的
“

晒 （ 出 ）

”

） ， 也是可实可虚 的 中性用法 ， 例如 ：

（ ２ ０ ） 李 宗 伟 周 日 晚 在 脸 书 上 分 享 与 妻 儿庆 生 的 照 片 。 （ ２ ０ １ ８ ．１ ０ ．２ ２ ）

（ ２ １ ） 他 促请公众 勿 在 社 交媒体 发布 、 分 享 有 关 诺 拉 失 踪 或 不 正 确 的 消 息 ， 以 顾

及 失 踪 者 家 人 的 不 安 心 情 。 （ ２ ０ １ ９ ．８ ．６ ）

如果不是
“

原创
”

性 的
“

分享
”

， 普通话一般用
“

转发
”

， 而华语 中经常也是用
“

分享
”

表

示 ， 例如 ：

（ ２ ２
） 北 干 那 那 区 州 议 员 杨 敦 祥 把这 事 上 载 到 脸 书 后 ， 引 起 民 众 关 注 和分 享 ，

一

小 时 内 超过 ２ ０ ０ 个分 享 。 （ ２ ０ １ ７ ．１ ２ ．１ ２ ）

通过 以上三个例词 ， 以及前边 《论 》和 《再论 》 中涉及 的更多相关事实 ， 我们可 以得 出

以 下结论 ：

第一 ， 外来移植义是华语词汇 的一条重要词义增生路径和方式 ；

第二 ， 华语词汇的外来移植义并非个例 ， 而是一种 比较普遍 的客观存在 ；

第三 ， 外来移植义在此前 的华语词汇及其对 比研究 中 ， 极少进人人们 的视野并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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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 ；

第 四 ， 由 于 以 上第三点 ， 所 以 相关事实在华语工具书 中 反 映得也不够充分 ， 甚至是

相 当薄弱 。

以 下我们就 由第 四点人手 ， 来展开相关 的讨论 。

《全球华语大词典 》是 目 前规模最大 、最具权威性 的华语词典 ， 以 下我们就 以该词典

的收词和释义为对象 ， 来讨论其所存在 的与外来移植义相关的 问题 。

梁冬青指 出 ：

“

编纂华语词典 ， 决不能只 把 国 内 现代汉语词典与华语特有条 目 简单

相加 。 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具有华语特点 的词语和例句 ， 是华语词典编纂 的基础 。

” １

：
３ ３

以

此衡量 ， 《华语 》确实犹有所待 ， 而其存在 的与本论题直接相关 的根本 问题 ， 是对大量外

来移植义 的失察 、失记 ， 以及 由 此而造成 的
“

失真
”

。

以 下 ， 我们简单梳理头绪 ， 分别进行讨论 。

（

—

） 未列词条

这里指 的是 ， 对某些与华语原义差异 明 显 的外来移植义未能 以 独 立词条 的形式单

独列 出 。 《华语 》对有 的外来移植义采取 了 单列 词条 的处理方式 ， 比如
“

干粮
”

， 除 了 立

“

干粮
”

（ ｇ ５ ｎ ａ ｎ ｇ ）条 （释义为
“

预先做好 的 干 的 主食 ， 如 炒面 、 馒头 、 烙饼等
”

） 外 ， 另 立

“

干粮
”

（ ｇ
５ ｎ ６ ｎ ｇ ）

—条 ， 收 列 两个义项 ， 其一 为
“

干 的 蔬菜 、 豆类 、 海味等 副 食 品 的 统

称
”

， 指 出 其用于新马等地 ； 其二为
“

喂猫狗 的饼干
”

， 指 出 其用 于 台 湾等地 。 只是 ， 这样

的合理处置实在太少 ， 由 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 了较多 的缺憾 。

以 下我们先 以
“

投诉
”

为例进行说 明 。

“

投诉
”

属 常用词 ， 《华语 》 的释义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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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然而 ， 在实 际 的使用 中 ， 此词经 常并非表示该义 ， 而是使用
“

抱怨
”

这一

外来移植义 ， 例如 ：

（ ２ ３ ） 据 小 汀 父 亲 朱 某 忆 述 ， 今年 ３ 月 和 缪 结 婚 ， 婚 后 发 现 缪 和 女 儿
“

合 不 来
”

。

缪 经 常 向 他 投诉 ， 责 怪他 太 宠 女 儿 。 （ ２ ０ １ ５ ．１ １ ．１ ９ ）

（ ２ ４ ） 疑 犯 其 后 向 店 员 投诉 火 锅 中 有 异 物 ， 企 图 不 为 点 餐付 款 。 （ ２ ０ １ ６ ．４ ．１ ４ ）

〔 ３ 〕 梁冬青 《试论华语词典编 纂 的 几个 问题 》 ， 《辞 书 研究 》 ２ ０ ０ ６ 年第 ２ 期 ， 第 ２ ３ ２ 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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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 以 上二例 中
“

投诉
”

的
“

抱怨
”

义来 自 英语 的 ｃｏｍ ｐ
ｌ ａｍ

。

我们在 《 论 》 中 ， 尝试使用一种新 的 方法来证 明 华语某 词 与 英语某 词之 间具有对

应关 系 ， 即 前者 由 后者 移植 了 某 一 意义 。 我 们发 现 ， 百度 翻译 大致可 以 比 较正 确 地

把华语用法译成英语 ， 而再 由 这一英语形 式
“

回 译
”

时 ， 往往 却是取与 华语不 同 的普

通话表达方式 ， 即
“

华语—英语—普通话
”

。 比 如 ， 我们输人华语 的
“

拿病假
”

， 给 出 的

对应 翻 译 结 果 是
“

ｔａｋ ｅｓ ｉ ｃｋ ｌ ｅ ａｖ ｅ

”

， 而 再 输 人
“

ｔ ａｋ ｅｓ ｉ ｃｋ ｌ ｅａｖ ｅ

”

， 给 出 的 则 是
“

请 病

假
”

。

１

：
４ ３

由 此 ， 我们就可 以 初步判定 ， 华语这里 的
“

拿
”

大致 同 于普 通话 的
“

请
”

。 这

样 的
“

辗转 翻译
”

我们进行 了 多次 ， 再结合其他方 面 的证 明 （ 比 如 相关工具 书 的 释义 ，

相关论著 中 的说 明 ， 向 当 地语者求证 ， 特别是 大量具体用 例 的证据 ） ， 从 而得 出 比 较

可信 的结论 。

英语动词 ｃ ｏｍ ｐ ｌ ａｍ 有时可 以译为上述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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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义 ， 以下是百度 翻译所 附 《柯林斯高 阶英汉双解学习 词典 》 中 的
一

个例句及翻译 ：

Ｔ ｈ ｅ ｌ ｅ ａ ｆ ｌ ｅ ｔｅ ｘｐ ｌ ａ ｉｎ ｓｈ ｏｗｔ ｏｃｏｍ ｐ ｌ ａ ｉ ｎｔ ｏｔｈ ｅｂ ａｎｋ ｉｎ ｇｏｍ ｂ ｕ ｄ ｓｍ ａｎ ． 这 份

传 单介 绍 了 如 何 向 银行 意 见 调 查 官 投诉 。

除此之外 ，
ｃｏｍ ｐ ｌ ａｍ 还有 常用义项

“

抱怨 、 埋怨 、 发牢骚
”

， 上例 （ ２ ３ ）（ ２ ４ ） 中
“

投诉
”

植人 的正是此义 ， 这也是华语 中 经常使用 的一个义项 。 我们按上述 的
“

辗转 翻译
”

处理

一个用例 ， 结果如下 ：

（ ２ ５
） 他 希 望 ， 民 众 不 要 只 是投诉 治 安 不 好 ， 相 反 应 该 参 与 社 警 和 提 供 情 报 ， 让

警 方 打 击 罪 案 ， 维 护 社会 安 全 。 （ ２ ０ １ ６ ．７ ．１ ４ ） Ｐ ｅ ｏ
ｐ

ｌ ｅｄｏ ｎ
＇

ｔ
 ｊ

ｕ ｓ ｔｃｏｍ ｐ
ｌ ａ ｉｎａｂ ｏｕ ｔ

ｂ ａｄ ｌ ａｗａｎ ｄｏ ｒ ｄ ｅ ｒ ． 人 们 不 仅仅抱 怨糟 糕 的 法 律 和 秩 序 。

以上三句话 中 相 对应 的 三个词 是
“

投 诉 （华语 ） ｃｏｍ ｐ ｌ ａｍ （ 英语 ） 抱 怨 （普 通

话 ）

”

， 由 此大致可 以证明 ， 华语例句 中 的
“

投诉
”

用 的是与普通话不 同 的 、 由 英语植人 的

外来移植义 。

１

：
５ ３

以下再重复一遍上边 的操作 ：

（ ２ ６ ） 很 多 商 贩 都 向 他 投 诉 ， 指 如 今 的 生 意 并 不 像 以 往 这 么 好 做 。 （ ２ ０ １ ９ ．

１ ．６ ） Ｍ ａｎｙｖ ｅｎｄｏ ｒ ｓｃｏｍ
ｐ

ｌ ａ ｉ ｎ ｅ ｄｔ ｏｈ ｉｍｔｈ ａ ｔｂ ｕ ｓ ｉｎ ｅ ｓ ｓ ｉ ｓｎ ｏ ｔａ ｓ
ｇ

ｏ ｏ ｄａ ｓ ｉ ｔｕ ｓ ｅ ｄ

ｔ ｏｂ ｅ ． 许 多 商 贩 向 他 抱 怨 生 意 不 如 以 前 了 。

以下再举两个类似 的用例 ：

〔 ４ 〕 我们认为 ， 这是百度 翻译作 为 比较成熟 、 对于 华语 ／ 国 语 ／普通话具有 广 泛适用性 的 翻 译软

件 ， 给相关用 户 带来 的
“

额外
”

收益 ， 在华语及其对 比研究 中 可 以 而且应该充分利用 。

〔 ５ 〕 王 晓梅教授也 向 笔者证实 和 确认 了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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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７ ） 对 于近 期 发 生 家 长 投诉 孩 子 因 迟 到 被 罚 坐 马 路 以 及 家 长 在 网 上投诉 老 师

要 求擦 黑 板 一 事 ， 马 哈 兹 尔 认 为 ， 在 有 关 事 件 上 ， 校 方 和 家 长 都 应 该 要 有 合 理 的 考

量 。 （ ２ ０ １ ６ ．１ １ ．１ ７ ）

（ ２ ８ ） 纳 吉 的 代 表律 师 向 法 庭 投诉 ， 被 告 栏 的 木 凳 太硬 ， 令 纳 吉 长 时 间 坐 到 腰 酸

背 痛 。 （ ２ ０ １ ９ ．８ ．２ ７ ）

有些外来移植义与华语 旧有词义差异较大 ， 此时 同
一词形应 当看作 同音词 ， 分列不

同 的条 目 ， 比如 《 现汉 》对
“

Ｂ西
”

就是这样处理的 ：

“

晒 ：

”

是汉语 旧义 ， 而
“

晒 ２

”

则 为 展

示 自 己 的东 西 或 信 息 供 大家 分享 （ 多 指 在 互 联 网 上 ） ：

？ 客 ？ 创 意 ？ 账 单 。 ［英

ｓ ｈ ａｒ ｅ ］

”

我们认为 ， 华语
“

投诉
”

的传统义与外来移植义之 间 既无任何 引 申 关 系 ，
二者之

间 又相去甚远 ， 所 以 《华语 》应该 比照上述 的
“

干粮 ：

”

和
“

干粮 ２

”

分别立条 ， 可惜 它并未这

样做 ， 由 此而使得华语
“

投诉
”

的外来移植义在该词典 中没有任何反映 。

１

：
６ ３

以 下再举一个
“

东西
”

的例子 。 陈琪指 出 ，

“

东西
”

在新加坡华语 中 除传统义项外 ， 另

有一个义项是指
“

事情
”

， 并指 出 这是受英语 ｔｈｍ ｇ
—词 的影 响 。 这里所说 的传统义

项 ， 就是 《华语 》所列 的
“

泛指各种具体或抽象的事物
”

义 。 作者也是 当地语者 ， 其说基本

可信 。 在英语 中 ，
ｔｈｍ ｇ 既可指 比较具体的

“

东西 、物 、物件 、物 品
”

， 也可 以 指 比较抽象的

“

事物
”

以 及
“

事情
”

， 后者作为外来移植义与前者叠加在一起 ， 从而使
“

东西
”

由单义词变

为多义词 。

马来西亚华语的情况与新加坡相 同 ， 表示
“

事情
”

也是
“

东西
”

惯常 的意义 ， 这首先在

其与动词
“

做
”

组合时显示 出 来 ， 例如 ：

（ ２ ９ ） 当 他 （ 马 云 ） 在 做 一样 东 西 时 候 ， 我 们 只 是 从 旁 观 看 而 已 。 希 望 年 轻 一 辈

成 为 执行 者 ， 而 非 旁 观 者 。 （ ２ ０ １ ５ ． １ １ ． ２ ６ ）

（ ３ ０ ） 他 指 出 ， 明 白 警 方是 要 维 护 治 安 ， 但他 们 还有很 多 东 西 可做 。 （ ２ ０ １ ７ ． ３ ． ２ １ ）

（ ３ １ ） 全 国 ２ ２ ２ 个 国 会议 席 ， 华 人 议 席 只 占 ３ ９ 个 ， 要 换 政 府 微 不 足道 。 华 人 必

须 在 政府 里 要 有 更 多 的 华 裔代 表 ， 才 可 以 做很 多 东 西 。 （ ２ ０ １ ７ ．５ ． ２ ８ ）

在跟别 的语言单位组合时 ，

“

东西
”

也可 以表示此义 ， 例如 ：

（ ３ ２ ） 他 表 示 ， 对 反对 党 来说 ， 所 有 东 西 都 不 对 ， 他 们 都 会 感 到 不 满 ， 包 括 大 选 曰

期 的 课题 。 （ ２ ０ １ ８ ．４ ．１ １ ）

〔 ６ 〕 《 华语 》 中 ，

“

晒
”

的 上述两个不 同 意义则被合在一个词条之下 ， 虽 然对其外来 移植义有 所反

映 ， 但是也不无可议之处 。

〔 ７ 〕 陈琪 《新加坡华语词语研究 》 ， 第 １ １ １ 页 ，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２ ０ ０ ８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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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３ ） 我 没 有 需 要 （通 过 社 交媒体 ） 沟 通 的 东 西 。 为 什 么 我 要 告 诉 大 家 我 现 在 在

哪 里 ？ （ ２ ０ １ ８ ．１ ２ ．１ ５ ）

（ ３ ４ ） 她 说 ， 男 友 在 之 前 几 天就 开 始 发 疯 ， 对 方 在 几 天 前 询 问 她 东 西 ， 当 时 她 并

没 有 回 答 ， 岂 料 男 友 还 出 言 恐 吓她 ， 还说 要 同 归 于 尽 。 （ ２ ０ １ ９ ．６ ．２ ３ ）

如上所述 ， 《华语 》对
“

东西
”
一词只列

“

泛指各种具体或抽象的事物
”
一个义项 ， 而此

义与表示更加抽象意义 的
“

事情
”

也是相去甚远 ， 比较理想 的状态是后者单独 作 为词条

列 出 。

（
二

） 未列义项

按道理 ， 如果从 明确词义源流 的
“

研究
”

角度来说 ， 凡与华语传统义没有直接引 申 关

系 （包括 自 然引 申 与修辞性引 申 ） 的外来移植义 ， 都应该单立词条予 以 明确 ， 但是对于一

般 的满足
“

使用
”

需要 的语文工具书 而言 ， 这既难完全做到 ， 有 时也不一定有太大 的必

要 。 所 以 ， 对于一些相去不远 的意义 ， 虽然 它们 的来源可 能不 同 ， 但是放在一个词条之

下 ， 分列 为不 同 的义项 ， 有 时也不失为一种有一定合理性 的选择 。 比如 ， 曹炜 指 出 ， 汉语

的 电脑术语及其意义多 由 英语借人 ，

“

病毒
”

的第二个义项就是如此 。

１

：
８ ３

此词 的英语对

应词是 ｖ ｌｍ ｓ
， 原来只 指 与 《 现汉 》义项 ①相 同 的 意思 ， 后来又发展 出 指计算机病毒 的 意

思 ， 而汉语也引 进 了这个意思 。 《 现汉 》的处理办法是把 以上二义合在一词之下 ：

“

＿］
？

比 细菌更小 的病原体… … ②指计算机病毒 。

”

《华语 》对
“

病毒
”

等 的处理也是如此 ， 只是

未能延及更多 的外来移植义 ， 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

未列义项
”

。

我们在 《论 》 中讨论 了
“

汽车
”
一词 ， 其在华语 中 经 常 指

“

小汽车
”

即 轿车 ， 汪 惠迪 《 时

代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词典 》

９  ３

为此 义单独 列 条 ， 而 《 华语 》 的 释义却 未 能反 映这一

点 ， 仅列
“
一般交通运输工具 ， 以 内 燃机为发动机 ， 有 四个 或 四个 以 上橡胶 轮子

”
一个

义项 ， 我们认为应该再补 上一个义项 ：

“

特 指 小 汽 车 。 用 于新 马 等地 。

”

《 再论 》 中 ， 我

们讨论 了 华语
“

素质
”

的最 常用 意义 ， 即 与 事 物 相关联 ， 与普通话表
“

产 品 或 工作 的优

劣 程度
”

义 的
“

质量
”

同义 ， 而此义在 《 华语 》 中 同 样也 没有 反 映 ， 其 只 列 出
“

心 理学上

指人 的某些特点
” “

事物本来 的性质
”

和
“

素养
”

三个义项 ， 应补
“

产 品 或 工 作等 的优劣

程度 ， 同 于
‘

质量
’ 
”

义项 。 另 外 ， 我们在这一 部分还证 明 ， 作 为
“

素质
”

的 同 素倒 序 词 ，

“

质素
”

在华语 中 也有不少表示
“

质量
”

义 的 用例 。 关于
“

质素
”

的上述意义 ， 《 华语 》倒

〔 ８ 〕 曹炜 《现代汉语词义学 》 （修订本 ） ， 第 ３ ６ 页 ， 暨南大学 出 版社 ，
２ ０ ０ ９ 年

〔 ９ 〕 汪 惠迪 《 时代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词典 》 ， 新加坡联邦 出 版社 ，
１ ９ ９ 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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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注意到 了 ， 这一点 只反 映在义项 ① 所 附 的 例证
“

教 学 ？ 空 气 ？ 高 ？ 剧 本
”

中 ， 但

是该义项 的释义却是
“

素 养 ； 素 质
”

， 即 仍然 未 能 以 义项 的 形式 明 确 指 出 其所具有 和

经 常使用 的外来移植义 。

以 下再以
“

相信
”
一词为例进行说 明 。 陈琪指 出 ， 此词在新加坡华语 中 引 申 出 新 的

义项 ， 表示
“

肯定 、很可 能 、估计
”

。

ｎＷ 我们认为 ， 此义并非 引 申 而来 ， 而是英语对应词

ｂ ｅ ｌ ｉ ｅｖ ｅ 词义渗透 的结果 ， 换言之 ， 仍属外来移植义 。 英语动词 ｂ ｅ ｌ ｉ ｅｖ ｅ 有
“

相信 、认为真

实 、把 （某事 ） 当真 、认为有可能 、认定 、看作
”

等义 ， 这里边基本就包含 了 陈文所说 的
“

肯

定 、很可能
”

义 。

马来西亚华语 中 ， 表
“

肯定 、很可能
”

义 的
“

相信
”

十分常用 ， 以 下是两个这样 的用例

及百度 翻译提供 的英文对应形式 ：

（ ３ ５ ） 起 火 原 因 相 信 是 工 厂 旁 的 扩 建 工 程 在 进行 烧 焊 时 ， 火 花 掉 落 到 工 厂 转 电

站 引 发 火 患 。 （ ２ ０ １ ６ ．１ ０ ．３ ０ ） Ｔｈ ｅｃ ａ ｕ ｓ ｅｏ ｆｔｈ ｅｆ ｉ ｒ ｅ ｉ ｓｂ ｅ ｌ ｉ ｅｖ ｅ ｄｔ ｏｂ ｅｔｈ ｅｆ ｉ ｒ ｅ

ｃ ａ ｕ ｓ ｅ ｄｂ ｙｔｈ ｅｓ
ｐ
ａ ｒｋｆａ ｌ ｌ ｉ ｎ

ｇｔ ｏｔｈ ｅ
ｐ

ｌ ａｎ ｔａｎｄｐ ｏｗ ｅ ｒｓ ｔ ａ ｔ ｉ ｏｎｄｕ ｒ ｉ ｎ
ｇｔ ｈ ｅｗ ｅ ｌ ｄ ｉ ｎ

ｇｏ
ｆ

ｔ ｈ ｅｅｘ ｐ ａｎ ｓ ｉ ｏｎｐ ｒ ｏ
ｊ
ｅ ｃ ｔｎ ｅａ ｒｔｈ ｅｆａ ｃ ｔ ｏ ｒ ｙ ．

（ ３ ６ ） （ 霹 州 移 民 局 ） 当 场逮 捕 了１ １ 名 不 同 国 籍 的 外 国 女 子 ， 以 及 １ 名 ３ ３ 岁 袓

信 为 老 板 的 本 地 男 子 。 （ ２ ０ １ ９ ．８ ．１ ３ ） Ｅ ｌ ｅ ｖ ｅｎｆｏ ｒ ｅ ｉ ｇ ｎｗ ｏｍ ｅｎｏ ｆｄ ｉ ｆ ｆ ｅ ｒ ｅｎ ｔｎ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 ｉ ｔ ｉ ｅ ｓａｎｄａ３ ３ｙ ｅ ａｒ ｓｏ ｌ ｄ ｌ ｏ ｃａ ｌｍ ａｎｂ ｅ ｌ ｉ ｅ ｖ ｅ ｄｔ ｏｂ ｅｔｈ ｅｂ ｏ ｓ ｓｗ ｅ ｒ ｅａｒ ｒ ｅ ｓ ｔ ｅ ｄｏ ｎ

ｔ ｈ ｅｓ
ｐ
ｏ ｔ ．

表示上述意义的
“

相信
”

经 常取
“

相 信是 ／为
”

形式 ， 我 们认为正 与英语 的
“

（ ｂ ｅ ） ｂ ｅ

ｌ ｉ ｅ ｖ ｅ ｄｔ ｏｂ ｅ

”

具有 比较严格 的对应关系  ， 而这也是前者受后者影响 的证据之一 。

华语 中 ，

“

相信是
”

经常 引 出
一个

“

定语从句
”

， 而这也是英 、华之 间 一致性 的一个有

力证据 ， 例如 ：

（ ３ ７ ） 吉 北 区 某 中 学
一

名 女 生 拉 扯 、 掌 掴 以 及 脚 踢 另
一

名 女 生 ， 全 程 虽 有 多

人 围 观 ， 包 括 一

名 华 裔 男 子 相 信 是 动 手 女 生 的 父 亲 在 一

旁 观 看 ， 惟 没 有 一 人 上

前 阻 止 。 （ ２ ０ １ ６ ．１ ．１ ４ ） ｉｎ ｃ ｌ ｕ ｄ ｉｎ ｇａＣｈ ｉｎ ｅ ｓ ｅｍ ａｎｂ ｅ ｌ ｉ ｅ ｖ ｅ ｄｔ ｏｂ ｅｔｈ ｅｆａ ｔ ｈ ｅ ｒｏ ｆ

ｔ ｈ ｅｇ ｉ ｒ ｌ

此外 ， 也有不少
“

相信
”

脱离
“

系 词
”

而独立使用 的例 子 ， 似乎 可 以 看作其在结构上

“

华语化
”

的表现 ， 例如 ：

（ ３ ８
） 雪 州 警察 交 通 调 查 与 执 法 组 发 言 人 指 出 ， 有 关 打桩 机 突 然 倒 下 而 酿 成 此

事 ， 两 名 乘 客 当 场 相 信 身 体 受 到 重 创 ， 死 在 车 内 。 （ ２ ０ １ ６ ．１ １ ．４ ）

〔 １ ０ 〕 陈琪 《新加坡华语词语研究 》 ， 第 １ ２ 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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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９ ） 有 人把 一 只 大 象 走在 路 上 的 图 片 ， 还 有 相 信 篱 笆 是 被该 野 象 踩 坏 的 图 片

上 传 到 社 交 媒 体 ， 地 点 像 似 在 古 比 尔 水 坝 。

… …

篱 笆 相 信 是 遭 野 象 踩 坏 。

（ ２ ０ １ ９ ． ８ ． ２ ８ ）

（ ４ ０ ） 据 消 拯 队初 步 调 查 ， 失 踪 男 子 阿 古 斯 当 时 在 船 上 解 开 舢 板 的 绳 子 时 ， 相 信

因 失 衡 后 跌入海 里 。 （ ２ ０ １ ９ ．９ ．２ ６ ）

有 时 ，

“

相信
”

表示 的 确 认程度 并 不 是特别 高 ， 这 大概就 是上 引 陈文 所说 的
“

估

计
”

之义 ， 而英语 的 ｂ ｅ ｌ ｉ ｅｖ ｅ 本身就有
“

认为有可能
”

义 ， 所 以仍然 未 出 范 围 。 这样 的用

例如 ：

（ ４ １ ） 初 步 相 信 嫌 犯是 为 了 进行 反叛行 为 而 纵 火 。 （ ２ ０ １ ９ ．８ ．１ ９ ）

按 ， 此例 因 为前有
“

初步
”

修饰 ， 所 以
“

相信
”

的肯定程度似乎没有那 么 高 ， 而 以 下一

例 中 这样 的意思则 主要是 由语境规定和显示 的 ：

（ ４ ２
） 他 透 露 ， 懂 得水 性 的 阿 古 斯 相 信 一

时 慌 张 ， 坠 海 后 并 没 有 稳 住 自 己 后 ， 消

失在 海 里 ， 他 遂投 报 予 警 方 求 助 。 （ ２ ０ １ ９ ．９ ．２ ６ ）

《华语 》只收释
“

相信
”

的
“

认为无可怀疑而信任
”

这一传统义 ， 而对上述意义和用法

并未反映 ， 这肯定是不完备的 。 考虑到 由
“

无可怀疑
”

到
“

肯定
”

二者之 间并无特别大 的

距离 ， 所 以 我们认为后者也可 以 不必单独立条 ， 但是应该另 立一个义项加 以诠释 ， 即 可

以考虑增加一个
“

表示肯定 、很可能
”

的义项 。

（
三

） 释义不 当

这里主要指 的是 ， 由 于 《华语 》 中未能顾及使用 中 的外来移植义 ， 只 列传统义 ， 由 此

而造成其释义范 围不能有效涵盖和准确反 映某些词 的真实 意义及其使用情况 ， 而对此

如果稍加 调整 ， 效果有可能就会不一样 。

比如 ， 我们在本文第一部分所讨论 的三个词 ， 其在 《华语 》 中 的释义均有这方面 的 问

题 。

“

政客
”

的释义是
“

指从事政治投机 以 谋取私利 的人
”

， 显属贬义 ， 而根据实 际 的使用

情况 ， 应改为 中性化 的表述 。 我 们 的 意见是 ， 既然华语 的
“

政客
”

已 经 与英语 的 ｐ 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ｉ ａｎ
“

接轨
”

 ， 那 么 其词典释义也应该 向 英语词典
“

看齐
”

 ， 至少是
“

靠拢
”

 。 反观英语词

典 ， 百度 翻译所 附 《 牛津词典 》对 ｐ 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ｉ ａｎ 的释义是
“

Ａｐ ｅ ｒ ｓ ｏｎｗ ｈ ｏ ｓ ｅ ｊ
ｏｂ ｉ ｓｃｏｎ ｃ ｅ ｒ ｎ ｅ ｄ

ｗ ｉ ｔｈｐ 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
，
ｅ ｓ ｐ ｅ ｃ ｉ ａ ｌ ｌ ｙａ ｓａｎｅ ｌ ｅ ｃ ｔ ｅ ｄｍ ｅｍ ｂ ｅ ｒｏ ｆ

ｐ ａ ｒ ｌ ｉ ａｍ ｅｎ ｔ
， 
ｅ ｔ ｃ ．

”

， 《柯林斯词典 》则 为

“

Ａ
ｐ

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ｉ ａｎ ｉ ｓａ
ｐ

ｅ ｒ ｓ ｏｎｗｈ ｏ ｓ ｅ
 ｊ
ｏｂ ｉ ｓ ｉｎ

ｐ
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

， 
ｅ ｓ

ｐ
ｅ ｃ ｉ ａ ｌ ｌ

ｙａｍ ｅｍ ｂ ｅ ｒｏ ｆ
ｐ

ａｒ ｌ ｉ ａｍ ｅｎ ｔｏ ｒ

ｃｏ ｎ ｇ ｒ ｅ ｓ ｓ ．

”

， 后者给 出 的汉译形式是
“

从政者 ， 政治家 （尤指议会或 国会成员 ）

”

。 综合考

虑 ， 我们认为把华语的
“

政客
”

释为
“

职业从事政治活动 的人
”

， 应该相去不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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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凭
”
一 词 ， 《 华语 》 的释义为

“

旧 指 用作凭证 的 官方文 书 ， 现 指毕业证 书
”

， 这一

释义 明 显 系 照搬 《 现汉 》 ， 详后 。 我们认为 ， 对于华语而 言 ， 不存在
“

旧 指
”

的 问 题 ｍ ３

，

而
“

现 指 毕 业证 书
”

显 然缩小 了 此词 的 指 称 范 围 ， 因 此这个 释义 并 不 妥 当 。 改 进 的

办 法 ， 仍 然 应该 向 英语 释义 靠 拢 。
ｃ ｅ ｒ ｔ ｉ ｆ ｉ ｃ ａ ｔ ｅ 前 述 《 牛 津 词 典 》 的 释义 是

“

ａｎｏ ｆ ｆ ｉ ｃ ｉ ａ ｌ

ｄｏ ｃ ｕｍ ｅｎ ｔｔｈ ａ ｔｍ ａｙｂ ｅｕ ｓ ｅ ｄｔｏｐ ｒｏ ｖ ｅｔｈ ａ ｔｔ ｈ ｅｆａ ｃ ｔ ｓ ｉ ｔｓ ｔ ａ ｔ ｅ ｓａｒ ｅｔ ｒ ｕ ｅ

”

以 及
“

ａｎｏ ｆ ｆ ｉ ｃ ｉ ａ ｌ

ｄｏ ｃ ｕｍ ｅｎ ｔｐ ｒｏ ｖ ｉｎ ｇｔｈ ａ ｔｙｏ ｕｈ ａｖ ｅｃｏｍ ｐ ｌ ｅ ｔ ｅ ｄａｃｏ ｕ ｒ ｓ ｅｏ ｆｓ ｔ ｕ ｄ ｙｏ ｒｐ ａ ｓ ｓ ｅｄａｎｅｘａｍ
；ａ

ｑ ｕａ ｌ ｉ ｆ ｉ ｃａ ｔ ｉ ｏｎｏｂ ｔ ａ ｉｎ ｅｄａ ｆ ｔ ｅ ｒａｃｏ ｕ ｒ ｓ ｅｏ ｆｓ ｔ ｕ ｄ ｙｏ ｒａｎｅｘａｍ
”

， 其 给 出 白句 中 文对应形 式分

别是
“

证 明 ； 证 明 书
”

和
“

文凭 ； 结业证 书 ； 合 格证 书
”

。 我 们认 为 ， 《 华语 》 中
“

文凭
”

的 释义 大致可 以 据此 改为
“

相 关机构 出 具 的 可 以 作 为 凭 据 的证 明 及 资 格证 书 或 文

件等
”

。

“

分享
”
一词 ， 《华语 》释为

“

和别人分着享受 ：

？ 胜利 的喜悦 ？劳动成果
”

， 查其
“

享

受
”

的释义 ，则 为
“

在物质上或精神上所到满足 ：

？美食 追求 ？ ？专家待 遇
”

。 以 上释

义说明 ， 《华语 》对
“

分享
”

的说解仍然 只 限于
“

使人满足
”

这一范 围 ， 而这显然小于此词在

华语 中 的实 际使用范 围 ， 因此也是不妥 当 的 。 英语动词 ｓ ｈ ａ ｒ ｅ 的义项较多 ， 我们认为植

人华语的是其
“

ｔ ｏ
ｇ ｉ ｖ ｅｓ ｏｍ ｅｏ ｆｗｈ ａ ｔｙｏ ｕｈ ａｖ ｅｔ ｏｓ ｂ ．ｅ ｌ ｓ ｅ

”

义 （见 《牛津词典 》 ） ，但华语多

用于 比较抽象的意义 ， 所 以究竟应该给 出
一个 怎样 的合适释义 ， 倒是值得花费一番心思

的 ， 甚至也是一个不大不小 的挑 战 。

１

：
１ ２ ３

此外 ， 释义不 当 还包括其他 方 面 的 表 现 ， 比 如 对词语使 用 范 围 的 表述不够准 确

等 。 例如 ， 《 华语 》收
“

成长
”
一 词 ， 释义 如 下 ：

“

① 向 成熟 阶段发展 ： 小 树 茁壮 ？ 在实

践 中 锻炼 ？ 。 ②增长 。 用 于 台 湾等地 。

”

我 们在 《 论 》 中 已 经说 明 ， 上述
“

增长
”

义属 此

词 的外来移植义 ， 在马来 西亚 华语 中 十 分 常 用 ， 以 下再举几个 暨 南 大学华文媒体语

料库 中 的用例 ０Ｘ １

：

（ ４ ３ ） 汽 车 电 子 产 品 将 是 未 来 汽 车 产 业 中 ， 成 长 最 为 快 速 的
一 环 。 （ 马 来 西 亚

《 亚 洲 时 报 》 ２ ０ ０ ５ ．６ ．１ ８ ）

（ ４ ４ ） 中 国 乳 品 消 费 市 场 目 前 已 成 为 全球 乳 品 消 费 中 成 长 最 快 、 潜 力 最 大 的 市

〔 １ １ 〕 按现有 的认识 ， 东 南亚华语大致形成 于 中 国 的
“

五 四
”

时期 （见 刁 晏斌 《 全球华语 的 理论 建

构与 实证研究 》 ， 第 １ ４ ５  １ ６ １ 页 ， 华语教学 出 版 社 ，
２ ０ １ ８ 年 ） ， 而 《 现汉 》 中 所说 的

“

旧 时
”

多 指 此 前 的

阶段 。

〔 １ ２ 〕 我们认为 ， 这里首先有一个转换立场和思 维方式 的 问题 ： 既 然华语词 义是受英语影 响 而产

生 的 ， 那 么 词典释义 自 然应参 照英语词典释义 ， 至于具体应 当 怎 样参 照 ， 可 否 建立起一种 或 几种 不 同

的模式 ， 都 是可 以 而且应该进行全面 、 深人研究 的 。

〔 １ ３ 〕 该语料库语料整体 时 间 跨度 为 ２ ０ ０ ５ 年 到 ２ ０ ０ ８ 年 ， 是 在 《 华语 》 编 纂 出 版之前 ， 因 此 比 较适

合用来进行语言事实与该词典收词 释义等 的 对 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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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 （ 新加 坡 《 联合 早 报 》 ２ ０ ０ ３ ．１ ． ７ ）

（ ４ ５
 ） 为 保持 产 品 在 市 场 上 稳 健 成 长 和 信 誉 ， 该 公 司 从 产 品 出 厂 到 运 输 层 层 把

关 ， 做 到 质 量 第 一 ， 注 重 客 户 反 映 。 （ 泰 国 《 世 界 日 报 》 ２ ０ ０ ６ ．７ ．２ ６ ）

以上事实说 明 ， 《华语 》对此义仅标注为
“

用 于 台 湾等地
”

， 与语言事实不符 ， 至少应

改为
“

用于 台湾新马等地
”

。

三 对策 与 建议

按一般 的
“

三段论
”

模式 ， 在提 出 问题 、分析 问题之后 ， 接下来就应该是
“

解决 问题
”

的环节 了 。 虽然我们难 以对 《华语 》 中存在 的上述 问题给 出
“

手到病除
”

的解决方案 ， 但

是站在作者 的立场和角度提 出 对策与建议 ， 却是应有之义 ， 而 以 下就 围绕这一点从两个

方面进行讨论 。

（

―

） 加强华语词汇研究

我们认为 ， 这是解决上述 问题的最重要 、最根本措施 。 应该更有针对性地加强华语

研究 ， 特别是进行一些带有专题性质且 以 前较少涉及 的研究 ， 从而为词典的编纂及释义

提供更多 的前景与背景知识 。 基于对 目 前 已 有研究 现状 的认识 ， 我们 曾 经撰文讨论华

语研究 的拓展与加深 问题 ： 拓展包括横 向 与纵 向 两个维度 ， 而与本文密切相关的主要是

前者 ， 即 指覆盖 区域与覆盖 内 容 的扩大 ；
至于加深 ， 与本文论题直接相关 的是语言事实

的发掘 ， 主要是寻找新 的 角度及手段 ， 以求对某些现象作进一步的高清晰度或 细颗粒度

的考察 、 描写与分析 。 上述拓展与加深 的共 同 目 标是把全球华语研究做大做强 ， 使之提

高到新 的 、更高 的水平和层次 。

１

： １ ４ ３ 这里 ， 我们还要进一步强 调 ， 要达到上述 目 标 ， 还应

取
“

拓展 ＋加深
”

模式 ， 即把 以 上两个方面 的追求结合起来 ， 从而使相关研究更加 丰满 、

立体 、全面 。

就具体 的研究而言 ， 笔者 曾 经立足于两岸 四地 民族共 同语及其对 比 ， 提 出 要进行 系

统性 、本体性 、创新性 、综合性和 即 时性 的研究
ｎｗ

， 这 同 样也适用 于华语词汇及其与普

通话 的对 比研究 。

比如 系统性研究 ， 就是强 调 多维的模式 ， 不拘泥 、不满足于传统 的要素考察 ， 以及分

解性 、原子式的研究 ， 在词汇方面要更多地结合词形 、 词义和词用来综合进行 ； 而且 ， 每

〔 １ ４ 〕 刁 晏斌 《论全球华语研究 的 拓展 与加 深 》 ， 《华文教学与 研究 》 ２ ０ ２ ０ 年第 １ 期 ， 第 １ ２ 页 。

〔 １ ５ 〕 刁 晏斌 《关于进一步深化两岸 四地语言对 比研究 的 思考 》 ， 《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 ２ ０ １ ６ 年第 ２

期 ， 第 ７ ３  ７ 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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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也都不是单一 的 ， 如对词义至少就应该把概念义 、 色彩义和语法义三者结合起来

进行 。

再 比如创新性研究 ， 既包括 内容 的创新 ， 也包括方法 的创新 ， 并且二者很大程度上

应结合在一起 。 比如 ， 以往对华语词汇 的研究 ， 主要立足于其各种
“

变异
”

以及与普通话

的差异 ， 而这种变异与差异本身就是非 常复杂 的 ， 既包括大量
“

显性
”

的表现 （例如此有

彼无及此无彼有 ， 同形异义与异义 同形等 ） ， 同 时也有许多
“

隐性
”

的存在 （ 比如大量存在

的 同形 同义异用现象 ） ， 而 以 往对后者 的关注 和研究 远远不够 。 在两岸 词 汇对 比研究

中 ，李行健提 出 了
“

隐性差异
”

的概念 徐复岭则用
“

同形 同义异用词
”

来加 以 指称 ， 并

进行 了 较为全面 的梳理与分析 ａ ７
３

； 而我们则针对这样 的差异 ， 提 出 了
“

微观对 比
”

等研

究方法 ， 提倡 由
“

词
”

的层面深人到
“

语素
”

和
“

义素
”

的层面 ｎ ８
；

］

， 这样 的认识和方法 ， 均可

以 用之于华语词汇的对 比研究 。

此外 ， 即 时性 的研究也与本文论题关系 密切 。 以往的相关研究 ， 多针对一些
“

后 时
”

语料 ， 往往与 当下 的语言运用实 际产生或远或 近 的距离 ， 因 此本身带有较为 明 显 的
“

滞

后性
”

， 而这一点对工具书 的编纂 自 然会有 比较 明显 的 负 面影响 ， 使之不能及时 、准确地

反映语言实际 。 上一小节 中 提到 的各种 问题 ， 很大程度上就有这方面 的影响 因 素 。 所

以 ， 对华语词汇及其发展变化进行 即 时性 的研究 ， 也是应 当着重强 调 与着力实施 的一个

方面 。

当然 ， 就与本论题结合最为紧密 、 因而最具针对性 的部分而言 ， 还是加强华语外来

移植义 的全面 、深人研究 ， 从而发掘更多 的语言事实 ， 为华语词典编纂提供丰 富 的语料

及相关 的语感 。

（
二

） 调整华语词典编纂的观念 、 思路及模式

这里主要涉及如何处理华语词典与 《 现汉 》之 间关系 的 问题 ， 这实在是一个很大 的

课题 ， 应该进行专 门 的深人研究 ， 而 以 下仅就 《华语 》与 《 现汉 》之 间 的对 比 ， 来讨论 《华

语 》 中存在 的上述 问题及可能 的解决方案 。

《 现汉 》基本是立足于狭义现代汉语 （ 即 排除方言后 的部分 ， 即普通话 ） 的 范 围收词

〔 １ ６ 〕 李行健 《两岸差异词再认识 》 ， 《北 华大学学报 》 ２ ０ １ ３ 年第 ６ 期 ， 第 ５ 页 。

〔 １ ７ 〕 徐复岭 《试论两岸 同 形 同 义异用 词 》 ， 《武 陵学 刊 》 ２ ０ １ ４ 年第 １ 期 ， 第 １ ２ ２ １ ３ １ 页 。

〔 １ ８ 〕 刁 晏斌 《再论海峡两岸语言微观对 比研究 》 ， 《 文化学 刊 》 ２ ０ １ ６ 年第 ５ 期 ， 第 １ ４ ２ ０ 页 。

〔 １ ９ 〕 最近我们对这个 问题进行 了 比较 细致 的 梳理 ， 在 此基础 上完成 了 姊 妹篇论文 《论华语词 汇

与普通话 的
“

隐性
”

差 异 》和 《 再论华语词 汇与普通话 的
“

隐性
”

差异 》 ， 前者刊 于 《华文教学与研究 》 ２ ０ ２ １

年第 ３ 期 ， 后者 刊 于 《 汉语学 习 》 ２ ０ ２ １ 年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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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条及释义 的 ， 因此其大致的 同义形式应为
“

普通话词典
”

。 明确 了 这一点 ， 实 际上也就

明确 了华语词典不应
“

全盘接收
”

《 现汉 》 的 内 容 ， 而应 当 有较大 的 、较为 明 显 的取舍 ， 这

样才有可能站稳 自 己 的
“

立场
”

， 进而才有可 能全面 、客观 、准确 地反映华语词汇 的实 际

面貌和真实样态 。 我们认为 ， 这一点可 以 概括为
“

华语立场 、华语视角
”

， 它非 常重要 ， 直

接关乎华语词典 的得失成败 。 本部分标题所说 的
“

观念 、思路及模式
”

的调整 ， 主要 指 的

就是 向这一立场和视角 的实质性转换 。

现在 ， 我们看到 的 问题是 ， 《华语 》对 《 现汉 》跟得过紧 ， 这在收词立条 以 及释义 内 容

等方面都有 明显而又充分 的表现 ， 比如 以 上所列 《华语 》 由 于漏列华语 比较 常见 的外来

移植义而形成 的三方面 问题 ， 均与沿袭 《 现汉 》释义有直接的关系 。 以 下 ， 我们把 《华语 》

和 《 现汉 》 的部分释义胪列 于下
１

：
２ （ ５ ３

：

投诉

《 华 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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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现 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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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西

《 华 语 》 ： 泛指 各 种 具体 或 抽 象 的 事 物 。

《 现 汉 》 ： 泛指 各 种 具体 的 或 抽 象 的 事 物 。

相信

《 华 语 》 ： 认 为 无 可 怀 疑 而 信任 。

《 现 汉 》 ： 认 为 正 确 或 确 实 而 不 怀 疑 。

政客

《 华 语 》 ： 指 从 事 政 治 投机 以 谋 取 私 利 的 人 。

《 现 汉 》 ： 指 从 事 政 治 投机 ， 玩 弄权术 ， 谋 取 私 利 的 人 。

文凭

《 华 语 》 ： 旧 指 用 作 凭 证 的 官 方 文 书 ， 现 指 毕 业 证 书 。

《 现 汉 》 ： 旧 时 指 用 作 凭 证 的 官 方 文 书 ， 现专 指 毕 业 证 书 。

分享

《 华 语 》 ： 和 别 人分着 享 受 ：

？ 胜 利 的 喜 悦 ？ 劳 动 成 果 。

《 现 汉 》 ： 和 别 人分着 享 受 （ 欢 乐 、 幸 福 、 好 处 等 ） ： 晚 会 上 老 师 也 ？ 着 孩 子 们 的

欢 乐 。

〔 ２ ０ 〕 为 了使两者 的 比较更 加客观真实 ， 我 们 用 的 是 ２ ０ ０ ５ 年 的 《 现汉 》第 ５ 版 ， 时 间 上在 《 华语 》

（ ２ ０ １ ６ 年 ）及其前 身 《 全球华语词典 》 （ ２ ０ １ ０ 年 ） 之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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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的 角度说 ， 如果不存在释义与语言事实之 间 的 出 人甚至是 比较严重 的背离 ，

我们对二者之 间 的一致性基本不持异议 ； 但是 ， 这里存在 的 问题是 ， 《华语 》过度依赖 和

“

紧跟
”

《 现汉 》释义而造成 了 相 当 明显 的
“

排他性
”

， 即无视上述华语词汇 的 常用外来移

植义 ， 使之成为上述
“
一致性

”

的
“

牺牲 品
”

， 而这才是 问题的症结所在 。

反过来看 ， 在 《华语 》 中有所反映 的一些外来移植义 ， 则 多是 《 现汉 》 中 已经 明确 收人

的那些 。 另 外 ， 比较不 同版次 的 《现汉 》 ， 以及前 出 的 《全球华语词典 》 （下文简称 《全球 》 ）

和后 出 的 《华语 》 ， 更能看 出 它们之间 的
“

联动
”

关系 ， 例如 ：

菜单

《 现 汉 》 （ 第 ５ 版 ） ： ① 开 列 各 种 菜肴 名 称 的 单 子 。 ②选单 的 俗称 。

《 现 汉 》 （ 第 ６
、
７ 版 ） ： ① 开 列 各 种 菜 肴 名 称 的 单 子 ， 多 标 有 价 格 。 ② 选 单 的

俗 称 。

《 全球 》 ： ①指 开 列 各 种 菜肴 的 单 子 。 ② 指 计 算 机 程 序 进 行 中 出 现 在 显 示 屏 上

的 选项 列 表 ， 泛指 各 种 罗 列 项 目 以 供选择 的 单 子 。

《 华 语 》 ： ① 列 有 各 种 菜 肴 名 称 的 单 子 ， 多 标 有 价 格 。 也 说 餐 单 （ 港 澳 ） 。 ②

选 单 。

草根

《 现 汉 》 （ 第 ５ 版 ） ： 未 列 条 。

《 现 汉 》 （ 第 ６
、
７ 版 ） ： ① 草 的 根部 。 ②指平 民 百 姓 ； 普 通群 众 ：

？ 文 化 ？

阶 层 。

《 全球 》 ： 指 社会底 层 ； 民 间 ； 平 民 。 英 语 ｇ
ｒ ａ ｓ ｓｒ ｏｏ ｔ ｓ 的 直 译 。

《 华 语 》 ： ① 草 的 根 。 ②指平 民 百 姓 ：

？ 文 化 ？

出 身 。

强人

《 现 汉 》 （ 第 ５ ７ 版 ） ： ① 强 有 力 的 人 ； 坚 强 能 干 的 人 ： 女 ？ 。 ② 强 盗 （ 多 见 于 早

期 白 话 ） 。

《 全球 》 ： 称 特 别 能 干 的 人 ； 有 实 力 、 影 响 大 的 人 。 ＠ 女 ？ ？ 政 治 
２ ０ 世 纪 ９ ０

年 代 以 来 ， 东 南 亚 的 政 治 舞 台 先 后 走 下 三 位？ 几 位 商 界 ？ 的 奋 斗 经 验值得年 轻 人

学 习 。

《 华 语 》 ： ① 强 有 力 的 人 ； 坚 强 的 人 ： 女 ？ 。 ② 强 盗 （ 多 见 于 早 期 白 话 ） ： 路 遇 ？

劫 略 。

以 上对 比非 常有意思 ， 从 中 可 以看 出 ， 如果说 《全球 》还与 《 现汉 》第 ５ 版保有一定距

离 的话 ， 那么 《华语 》则通过对 《全球 》 的修改而 与 《 现汉 》第 ６ 版保持 了 更高 的一致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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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在我们看来 ， 这样 的
“
一致性

”

可能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

如上所述 ， 我们所说的
“

调整华语词典编纂 的观念 、 思路及模式
”

， 说到底就是立场

和视角 的转换 ， 即应该立足并忠实于华语事实 ， 由 以 《 现汉 》为依据 的普通话视角真正转

向 各华语社 区 ， 这样才有可能摆脱 《 现汉 》释义 的 限制 与束缚 ， 这才是真正解决上述 问题

的必 由之路 。

（ 刁 晏斌 ：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 院 ，

１ ０ ０ ８ ７ ５
， 北京 ）



英文 提 要２６ １

ｔ ａｎ ｔｍ ａ ｔ ｅ ｒ ｉ ａ ｌｏ ｆ ｉｍ ｐ
ｅ ｒ ｉ ａ ｌｅ ｘａｍ ｉ ｎａ ｔ ｉ ｏ ｎａｎｄＣｏｎ ｆｕ ｃ ｉ ａｎｃ ｌ ａ ｓ ｓ ｉ ｃ ｓｓ ｔ ｕ ｄｙ ，ｗｈ ｉ ｃｈ ｉ ｓｈ ｉ

ｇ
ｈ ｌ

ｙ

ｐ
ｒ ａ ｉ ｓ ｅ ｄｂ ｙｓ ｃ

ｈ ｏ ｌ ａ ｒ ｓ ．Ｓ ｉｎ ｃ ｅ ｉ ｔ ｓ
ｐ

ｕｂ ｌ ｉ ｃ ａ ｔ ｉ ｏ ｎ ｉ ｎｔ ｈ ｅｍ ｉ ｄ ｄ ｌ ｅ
ｐ

ｅ ｒ ｉ ｏｄｏ ｆＹ ａｎｙｏ ｕ ， 
ｔ ｈ ｅｂ ｏ ｏｋｈ ａ ｓ

ｇ
ｏ ｎ ｅｔｈ ｒｏ ｕ

ｇ
ｈｔｈ ｅＹｕ ａｎ

， 
Ｍ ｉ ｎ

ｇ
ａｎ ｄＱ ｉ ｎ

ｇ
Ｄ
ｙｎ ａ ｓ ｔ ｉ ｅ ｓ

， 
ａｎｄｈ ａ ｓｂ ｅ ｅｎｃｏ ｎ ｓ ｔ ａｎ ｔ ｌ

ｙｒ ｅ ｐ ｒ ｉ ｎ ｔ ｅ ｄ

ｏ ｒａｄ ａｐ ｔ ｅ ｄ ．Ｌａ ｔ ｅ ｒ
，
ａｖ ａｒ ｉ ｅ ｔ ｙｏ ｆ

＾

Ｙ ｕｎ ｆｕ
＾

ｗ ｏ ｒｋ ｓｗ ｅ ｒ ｅｆｏ ｒｍ ｅ ｄ ．Ｔｈ ｅ ｒ ｅａ ｒ ｅａ ｌ ｓ ｏｐ ｒ ｉｎ ｔ ｅ ｄｅ ｄ ｉ

ｔ ｉ ｏｎ ｓ ｉ ｎＪ ａｐ
ａｎａｎｄＫ ｏ ｒ ｅａ ．ＩｎＫ ｏ ｒ ｅ ａ

， 
ｔｈ ｅ ｒ ｅ ｉ ｓａＤａｄ ｏ ｎｇ

Ｙｕｎｆｕ ， 
ｗｈ ｉ ｃｈ ｉ ｓｗ ｒ ｉ ｔ ｔ ｅｎ ｉｎ ｉｍ ｉ

ｔ ａ ｔ ｉ ｏｎｏ ｉ Ｙｕｎｆｕ ．Ｔ ｈ ｅ ｒ ｅ ｆｏ ｒ ｅ
，

ｉ ｔｈ ａ ｓａｆａ ｒ ｒ ｅ ａ ｃｈ ｉ ｎ
ｇ

ｉ ｎ ｆ ｌ ｕ ｅｎ ｃ ｅ ｉｎｔ ｈ ｅｈ ｉ ｓ ｔ ｏ ｒｙｏ
ｆＣｈ ｉｎ ｅ ｓ ｅｃ ｕ ｌ

ｔ ｕ ｒ ａ ｌ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ｃａ ｔ ｉ ｏｎ ．Ａｍ ｏｎ ｇｔ ｈ ｅｎ ｕｍ ｅ ｒ ｏｕ ｓｒ ｅｖ ｉ ｓ ｉ ｏｎ ｓ
， 
ｔ ｈ ｅｍ ｏ ｓ ｔｆａｍ ｏｕ ｓｏ ｎ ｅ ｓａ ｒ ｅＬ ｉｎ ｇ

Ｙ ｉ ｄ ｏｎ
ｇ
＾Ｗｕｃｈ ｅＲ ｕ ｉｙｕｎ ｉｎｔｈ ｅＭ ｉ ｎ

ｇ
Ｄ
ｙｎａ ｓ ｔ ｙ

ａｎｄＰ ｅ ｉ ｘｖｅｎＹｕｎｆｕ ｉ ｎｔ ｈ ｅＱ ｉ ｎ
ｇ
Ｄ
ｙｎａ ｓ ｔ ｙ ．

Ｔ ｈ ｉ ｓ
ｐ

ａ
ｐ
ｅ ｒｍ ａ ｉｎ ｌ ｙｓ ｔ ｕ ｄ ｉ ｅ ｓｔｈ ｅｏ ｒ ｉ

ｇ
ｉｎａｎ ｄｈ ｉ ｓ ｔ ｏ ｒ ｉ ｃ ａ ｌｖ ｅ ｒ ｓ ｉ ｏｎｏ ｆＹｕｎｆｕ ， 

ｈ ｏ
ｐ

ｉｎ
ｇ

ｔ ｏｂ ｅｎ ｅ ｆ ｉ ｔ

ｔ ｈ ｅｓ ｔ ｕ ｄ ｙｏ ｆＣｈ ｉｎ ｅ ｓ ｅｃ ｕ ｌ ｔ ｕ ｒａ ｌｈ ｉ ｓ ｔ ｏ ｒ ｙ ．Ａ ｔｔｈ ｅｓ ａｍ ｅｔ ｉｍ ｅ
，
ｔｈ ｉ ｓ

ｐ
ａ
ｐ
ｅ ｒａｎ ａ ｌ

ｙ ｚ ｅ ｓｔ ｈ ｅｅ ｘ ｉ ｓ ｔ

ｉ ｎ ｇｅ ｄ ｉ ｔ ｉ ｏｎａｇ ｅｏ ｆＹｕｎｆｕ ｉ ｎｔ ｈ ｅＮ ａ ｔ ｉ ｏ ｎａ ｌＬ ｉｂ ｒａ ｒ ｙｏ ｆＣｈ ｉ ｎａ
， ｗ ｈ ｉ ｃｈ ｉ ｓｃｏｎ ｄ ｕ ｃ ｉ ｖ ｅ ｌｔ ｏｔ ｈ ｅ

ｂ ｉｂ ｌ ｉ ｏ ｌ ｏ
ｇ ｙｏ

ｆＹｕｎｆｕ ．

Ｋｅ
ｙ
ｗｏｒｄ ｓ

： Ｙｍｗ／ｍＱｕｎｙｕ ；ｐ
ｏ ｅ ｔ ｉ ｃｒ ｈｙｍ ｅｗ ｏ ｒｋ ｓ

 ；ｖ ｅ ｒ ｓ ｉ ｏｎｆ ｉ ｌ ｉ ａ ｔ ｉ ｏｎ
；ｔ ｉｍ ｅ ｓａｎ ａ ｌ

ｙ ｓ ｉ ｓ
；

ａｍ ｅｎ ｄｍ ｅｎ ｔａｎ ｄｃｏ ｎ ｔ ｉ ｎｕａ ｔ ｉ ｏ ｎ

Ｔｈ ｅＦｏｒｅ ｉ
ｇ
ｎＴｒａｎ ｓｐ ｌａｎ ｔＭ ｅａｎ ｉｎ

ｇｏ ｆＣｈ 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ｔｈ ｅＲｅ ｌａ ｔｅｄＰｒｏｂ ｌ ｅｍ ｓ ｉｎｔｈ ｅ

Ｃｈ ｉｎ ｅｓｅＤ ｉ ｃ ｔ ｉ ｏｎａｒ
ｙ

Ｄ ｉａｏＹａｎｂ ｉｎ

Ａ ｂｓ ｔｒａｃ ｔ
： Ｔ ｈ ｉ ｓ ｉ ｓｔｈ ｅｔｈ ｉ ｒ ｄｐ ａ ｐ ｅ ｒｏ ｆｔｈ ｅａ ｕ ｔ ｈ ｏ ｒ

’

ｓｓ ｅ ｒ ｉ ｅ ｓｓ ｔ ｕ ｄ ｙｏｎｔ ｈ ｅｔ ｒａｎ ｓ
ｐ

ｌ ａｎ ｔ

ｍ ｅ ａｎ ｉｎ ｇｏ ｆＣｈ ｉｎ ｅ ｓ ｅ ．Ｆ ｉ ｒ ｓ ｔ ｌ ｙ ，ｔ ａｋ ｉｎ ｇ

‘ ‘

ｐ 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ｉ ａｎ
” ‘ ‘

ｃ ｅ ｒ ｔ ｉ ｆ ｉ ｃ ａ ｔ ｅ

’ ’

ａｎ ｄ
‘ ‘

ｓｈ ａ ｒ ｅ

”

ａ ｓｅ ｘａｍ ｐ ｌ ｅ ｓ
，

ｔ ｈ ｅｐ ａ ｐ ｅ ｒｆ ｕ ｒ ｔ ｈ ｅ ｒ ｉ ｌ ｌ ｕ ｓ ｔ ｒ ａ ｔ ｅ ｓｔｈ ｅｓ ｐ ｅ ｃ ｉ ｆ ｉ ｃｓ ｉ ｇ ｎ ｉ ｆ ｉ ｅ ｄａｎｄｐ ｅ ｒ ｆｏ ｒｍ ａｎ ｃ ｅｏ ｆｔｈ ｅｔ ｒａｎ ｓ ｐ ｌ ａｎ ｔ

ｍ ｅ ａｎ ｉｎ ｇｏ ｆＣｈ ｉｎ ｅ ｓ ｅ ．Ｓ ｅ ｃ ｏｎ ｄ ｌ ｙ ？ｔ ａｋ ｉ ｎ ｇｔｈ ｅ ｌ ａ ｒ ｇ ｅ ｓ ｔａｎ ｄｍ ｏ ｓ ｔａ ｕ ｔ ｈ ｏ ｒ ｉ ｔ ａ ｔ ｉ ｖ ｅＣｈ ｉｎ ｅ ｓ ｅｄ ｉ ｃ

ｔ ｉ ｏｎ ａ ｒ ｙＣｏｍ ｐ ｒｅｈ ｅｎ ｓ ｉ ｖｅＤ ｉ ｃ ｔ ｉ ｏ ｎａ ｒｙ
ｏｆ

Ｇ ｌ ｏ ｂａ ｌＨｕａ ｙｕａ ｓａｎｅ ｘａｍ ｐ ｌ ｅ
，ａｎ ａ ｌ ｙ ｚ ｅ ｓｔｈ ｅｒ ｅ

ｌ ａ ｔ ｅ ｄｐ ｒ ｏｂ ｌ ｅｍ ｓａｂ ｏ ｕ ｔｔｈ ｅｔ ｒａｎ ｓ ｐ ｌ ａｎ ｔｍ ｅ ａｎ ｉｎ ｇ ｉｎｔｈ ｅｄ ｉ ｃ ｔ ｉ ｏｎ ａ ｒ ｙ ， ｉｎ ｃ ｌ ｕ ｄ ｉ ｎ ｇｔ ｈ ｅａｂ ｓ ｅｎ ｃ ｅ

ｏ ｆｅｎ ｔ ｒ ｉ ｅ ｓ
，ｔｈ ｅａｂ ｓ ｅｎ ｃ ｅｏ ｆｍ ｅａｎ ｉｎ ｇ ｓａｎ ｄ ｉｍ ｐ ｒ ｏ ｐ ｅ ｒ ｉｎ ｔ ｅ ｒ ｐ ｒ ｅ ｔａ ｔ ｉ ｏｎ ．Ｆ ｉｎ ａ ｌ ｌ ｙ ，ｔ ｈ ｅｐ ａ ｐ ｅ ｒ

ｇ ｉ ｖ ｅ ｓｓ ｏｍ ｅｃ ｏ ｕｎ ｔ ｅ ｒｍ ｅ ａ ｓ ｕ ｒ ｅ ｓａｎ ｄｓ ｕ ｇ ｇ ｅ ｓ ｔ ｉ ｏ ｎ ｓ
：ｔ ｏｓ ｔ ｒ ｅｎ ｇ ｔ ｈ ｅｎｔｈ ｅｒ ｅ ｓ ｅ ａ ｒ ｃｈｏ ｆＣ ｈ ｉ ｎ ｅ ｓ ｅ

ｖ ｏ ｃ ａｂ ｕ ｌ ａ ｒ ｙｃ ｏｍ ｐ ｒ ｅｈ ｅｎ ｓ ｉ ｖ ｅ ｌ ｙ  ；ｔ
ｏａ ｄ

ｊ
ｕ ｓ ｔｔｈ ｅｃ ｏ ｎ ｃ ｅ ｐ ｔ

，ｔ ｒａ ｉｎｏ ｆｔｈ ｏ ｕ ｇ ｈ ｔａｎ ｄｍ ｏ ｄ ｅｏ ｆｔ ｈ ｅ

Ｃｈ ｉ ｎ ｅ ｓ ｅｄ ｉ ｃ ｔ ｉｏ ｎ ａ ｒ ｙｃｏｍ ｐ ｉ ｌ ａ ｔ ｉ ｏｎ
， ａｎ ｄｐ ｕ ｔｆｏ ｒｗ ａ ｒ ｄｔｈ ａ ｔｗ ｅｓｈ ｏ ｕ ｌ ｄ

ｇ ｅ ｔｒ ｉ ｄｏ ｆｔ ｈ ｅｒ ｅ ｓ ｔ ｒ ｉ ｃ

ｔ ｉ ｏｎ ｓａｎ ｄｃ ｏ ｎ ｓ ｔ ｒａ ｉ ｎ ｔ ｓｏ ｆｔｈ ｅ ｉｎ ｔ ｅ ｒ ｐ ｒ ｅ ｔ ａ ｔ ｉ ｏ ｎｏ ｆｔ ｈ ｅＭｏｄ ｅ ｒｎＣｈ ｉ ｎ ｅ ｓ ｅＤ ｉ ｃ ｔ ｉ ｏ ｎａ ｒｙ ？ａｎ ｄ

ｔ ａｋ ｅｓ ｐ ｅ ｃ ｉ ｆ ｉ ｃ ｌ ａｎ ｇ ｕ ａ ｇ ｅｆａ ｃ ｔ ｓａ ｓｔｈ ｅｂ ａ ｓ ｉ ｓｆｏ ｒｔ ｈ ｅｃ ｏ ｌ ｌ ｅ ｃ ｔ ｉｏｎ
，ａ ｐ ｐ ｒ ｏ ｖ ａ ｌａｎ ｄ ｉｎ ｔ ｅ ｒ ｐ ｒ ｅ ｔ ａ ｔ ｉ ｏｎ

ｏ ｆｗ ｏ ｒ ｄ ｓ ．

Ｋｅ
ｙ
ｗｏｒｄ ｓ

： 
Ｃｈ ｉｎ ｅ ｓ ｅ

； 
ｔ ｈ ｅｔ ｒ ａｎ ｓ ｐ ｌ ａｎ ｔｍ ｅａｎ ｉ ｎ ｇｏ ｆＣｈ ｉ ｎ ｅ ｓ ｅ

 ； 
ｄ ｉ ｃ ｔ ｉ ｏ ｎ ａｒ 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