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刁晏斌：论华语词汇运用中的“舍小取大”现象

论华语词汇运用中的“舍小取大”现象

刁晏斌

摘要：所谓“舍小取大”，指的是在具体的词汇运用中，用语义内涵及使用范围等较大的词代替表义具

体、使用范围相对较小的词，这是华语词汇及其使用中极具特色的一种现象。该文首先以一篇文章及一部

工具书中所列的一些词为线索，展开相关调查；然后以“美”“美丽”为例，对其作为大词在具体使用中跟一些

小词之间的可替代关系，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列举。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造成舍小取大现象较为普遍存

在的最大原因，即华语学习的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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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小”与“大”，分别指的是“小词”与

“大词”，这是郭熙用到的概念，他总结了新加坡

人华语用词的几条规律，其中的第一条就是“用

‘小词’换‘大词’，例如那些有细微差别的动作动

词像‘扛、提、端、拎’等采用更大的形式‘拿’”。

关于动词性的小词，文中还举了“举、捅、拧、啃、

劈、馊、捆、搓、剥、拌、搂、涮、剁、留心、咽、挣、赊、

揭、搜、挑选、遗失、罩、裹、嚼、掰”等，它们都是

“细致反映动作的词语”。另外，下文还提到一些

形容词，例如“钝、涩、稀、稠、浑”，新加坡中学生

也趋向于不用，他们用得最多的形容词是“漂亮”

“好”和“美”，后三个词也属于大词，而“钝”等则

应属于小词。［1］

我们认为，上述现象在华语圈具有相当的普

遍性，非常值得重视，也非常值得进行专门的梳

理与研究。为了便于指称，我们把这一现象纳入

笔者的华语词汇“舍”“取”研究系列中，称之为

“舍小取大”现象。①

关于本文所讨论的舍小取大现象，首先要作

以下几点说明：

第一，以书面语为考察对象。上引郭熙讨论

的是口语的舍与取，口语中对小词的舍与对大词

的取相对比较容易调查与证明，而书面语中则可

能要困难得多。传统语言研究中所信奉的“说有

易说无难”，在书面语中可能表现得更加充分、典

型。所以，具体到书面语的舍小取大现象，往往

也更加复杂、多样。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越是

如此，它的研究意义和价值自然也就越大。

第二，以普通话为参照对象，即着眼于二者

的不同来进行这一研究。我们的目标有二：一是

以舍小取大现象为华—普对比的窗口，来观察、

① 本研究系列已经完成两组论文，分别是关于“舍

双取单”和“舍今取古”现象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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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二者之间通过其他途径与方法可能较难发

现的差异；二是由此进一步认识华语自身在词汇

运用上的某些特点与规律。

第三，注重语言现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具

体而言，这里的“舍”与“取”往往只有相对性而没

有绝对性。在实际的使用中，有些大词确实已经

趋向于取代小词，但是情况远非整齐划一，二者

往往都是现实使用中的词，只是在具体语境中产

生了替换关系，并由此造成了它们使用范围和频

率等的变化。

我们的具体做法是，立足于马来西亚华语，

以当地华文媒体光华网近五年的近 500万字语

料为主，以其他一些媒体语料（包括近五年的“e

南洋”、《亚洲时报》）为辅，来进行考察与分析。

下文为了节省篇幅，凡取自光华网的用例，一律

不再加标出处，其他来源的用例则标明出处。

一、基于两个线索的调查

我们首先利用已有“线索”，在光华网语料中

进行两项调查，即上引郭熙的文章（以下简称“郭

文”），以及苏新春主编《现代汉语分类词典》（商

务印书馆2013年版，以下简称“苏书”）。

（一）基于郭文的调查

我们的调查内容有两项：一是上引表示手部

动作的小词“扛、提、端、拎”与大词“拿”的使用情

况对比，二是其所列举的其他动词与形容词小词

的使用情况。①

第一项调查结果如下：

小词“扛”9例、“提”7例、“端”4例、“拎”5例，

用法多与普通话无异，而“拿”则有 670例，其中

绝大多数都属于与前者相对应的大词。

不过，在具体的使用中，上述 4个小词有时

也表示“非典型”的意义。比如“扛”，《全球华语

大词典》（以下简称《华语》）释义为“用肩膀承载

（物体）”，而以下一例是否属于用肩膀承载，似乎

有些模糊：

（1）姐姐戴靖洁这次也随行，戴资颖笑说，姐

姐主要任务是要帮她扛巨大冠军杯，姐妹俩也要

到杜拜一座新游乐园游玩，庆祝夺冠。

再如“拎”，义为“用手提”，但以下一例似乎

也不完全如此：

（2）拉涅利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被富克斯拎

起香槟酒，朝头顶猛灌。

普通话中，以上的“扛”和“拎”如果换成

“拿”，可能更“普通”和常见，但是华语中却“舍大

取小”，这或许说明二者之间“大”与“小”的内涵

和界限不完全相同，而这一点值得进一步探究。

总体而言，华语中“拿”的意思丰富多样（也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它的使用量达到了670例），

汪惠迪《时代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联邦出版社

1999年）收列此词，释义是“申请、申领，获得”；

周清海也指出，新加坡华语里“拿博士”的“拿”是

“取得、获得”的意思，而“拿假期”的“拿”还有“申

请”的意思［2］。另外，刁晏斌也梳理了华语中

“拿”单独和在组合（如“拿起、拿出”）中使用时所

表示的多种不同意义。［3］

以下，就结合如上所述，再补充新的例子：

（3）我国不会马上把大马南部的领空主权全

部收回，会分阶段逐步拿回领空主权。

此例中，上句用的是“收回”，而下句则用“拿

回”，显然“拿”就是“收”。以下各例中的“拿”大

致都能找到不同的对应词（我们把普通话中与

“拿”大致相对应的词列于句末）。

（4）在记者会进行前，已有一批土团党的党

员和支持者，拿起横幅高喊口号。——举、打

（5）工作人员将女子赶出轻快铁后便回到岗

位，孰料女子却跑到工作人员面前不断咒骂，及

随手拿起一张椅子抛向工作人员。——抄、抓

（6）她说，客家人的刻苦耐劳精神不可灭，因

为就算多么艰难的困境都会求生存，而随便拿起

路边的草，即可成为草药，这是客家人的生活智

慧。——拣、拾、拔

（7）他呼吁商家务必向合法的经销商取货，

最重要的是商家的良心，如果货源可疑，就不该

拿。——取、进

（8）在巴生永安摆档卖应节水果的“安仔”

说，今年只能拿两天假期回乡过年。——请、申

① 我们对以上及以下所调查的各类词作了如下限

定：一是以义项为单位，二是限于独立使用，即不用于构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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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

（9）搬迁的事情一切未明朗就要贩商抽签拿

摊位，这样是相当草率的。——选择、选取

（10）第一局，李林两人都拿出浑身解数，只

是李宗伟主动失误较多，林丹以 11 比 6 进入暂

休。——使、用

（11）他受访时说，打羽球是他从小的兴趣，

能拿奖当然觉得很开心。——得、获、获得

（12）15 岁的时候，他还参加过遥控车全国

赛，也多次登上领奖台拿奖。——领

有时，因为“拿”的上述多义性，在某些语句

中不太好具体说出它到底表示的是哪个意思，比

如以上例（6），句中的“拿”有可能是“拣、拾”，也

有可能是“拔”等。类似的情况再如：

（13）小妹妹拿着重重的垃圾，垃圾槽的垃圾

已经堆得比她还要高，只好踮起脚来，往垃圾槽

扔垃圾。

此例中“拿”所表示的动作方式可能不止一

种，因而与之相对应的动词也可能不止一个（比

如可以是“提、拎”，也有可能是“背、抱、扛”等），

至于具体是哪一种动作、哪一个词，则不得而

知。①

此外，华语中“拿”还有由动词发展来的介词

用法，意义也不单一，不过这已经超出了我们的

调查范围，所以只简单举几个例子附列于后：

（14）监狱官还拿食物倒在扣留犯头上，把汁

液抹在他们身上，还不允许他们擦拭，否则就殴

打他们。——把

（15）持枪匪徒走进店内后，二话不说就朝她

们所处玻璃柜下方开枪，其余3人则拿锤子敲碎

玻璃柜，抢走金饰。——用

由以上的调查结果，大致显示了此组小词与

大词的关系及其各自的实时存在状态，具体而言

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舍小取大现象只是一定程度上的词汇

替代现象，它并未造成小词的消亡，而只是有可

能使其使用范围缩小、频率降低；

第二，大词因为挤占了小词的部分使用空

间，所以其表义范围及使用范围拓宽，频率也相

应提高；

第三，在语言的发展中，在大词与小词的交

替及相互作用与影响下，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

有发生变异的可能，比如小词的意义有时趋于模

糊，而大词的意义进一步扩大。②

第二项调查相对简单，就是看郭文所列的其

他词在华语书面语中是否有用例。调查结果显

示，以下各词还在使用：“举、捅、啃、劈、摘、捆、

搓、拌、搂、留心、咽、揭、挑选、遗失、裹、掰、涩、

稀、陡”；以下各词没有用例：“端、剥、涮、剁、挣

（挣扎、挣脱）、赊、馊、罩、嚼、钝、稠、浑”。

以上两项调查结果与郭文新加坡中学生“不

用小词”的结论有较高的一致性。没有用例的词

固然是最好的证明，就是那些有用例的词也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这一点：它们的使用频率普遍

较低，一般都在10次以下，属于极不活跃的低频

词。

以上调查结果与郭文结论的不一致之处，通

过以下一组对立的类型表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得到解释。

郭文：新加坡中学生口语；本文：马来西亚成

年人书面语。

这里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因素：一是二者有口

语与书面语之别；二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华语子

社区，它们虽然一致性很高（所以一般研究中有

时并称为“新马华语”），但是毕竟不可能完全相

同；三是语言使用者不同：尚处于学习阶段的中

学生与已经成为“写手”的记者等，在华语词汇量

以及语言运用能力等方面毕竟也会有较大的差

异。

除以上三点外，郭文的调查范围也比较有

限，据文中介绍，调查对象是41名15～16岁的中

四学生，最后获取有效统计数据的为35人；而我

们的调查则是在近500万字的语料中进行，涉及

的作者及其他因素（如涉及不同领域、不同内容

等）众多。这应该也是造成上述二者差异的一个

① 由此提示，从词的使用和表达效果等角度看，在

“舍”“取”过程中，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也是值得思

考与探寻的一个问题。

②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有挑战性的问题，可能

关联到很多因素，值得进行专门的调查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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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原因。

（二）基于苏书的调查

本项调查依据苏书划分的词汇层级关系，利

用其所给出的词条进行。这部词典按由大到小

的顺序把所收词语划分为五个层级，各层级之间

基本都属于上下位词关系，而作为四级词下位词

的第五级所列则多属于同义词。我们的具体做

法是进行第四、五级词之间的对比调查，即考察

四级词与五级词的使用情况，一共调查了三组。

第一组是表示颜色的“蓝”组词，其中“蓝”是

四级词，而在此词下的第五级中，则收“宝蓝、碧

蓝、翠蓝、海蓝、青蓝、天蓝、蔚蓝、淡蓝、湖蓝、毛

蓝、深蓝、湛蓝”等下位词。我们检索光华网语

料，常用的词就是一个“蓝”，属于其下位词的只

有“深蓝、蔚蓝”各1例，其他各词均无用例；而我

们 2021年 8月 25日在“人民网－搜索”中查找，

上述各下位词中除了“翠蓝、毛蓝”外，均有用例。

第二组是表示动作的“喝”组词，其下收“啜、

喝、抿、呷、饮、饮用”等五级词，光华网中“啜、抿、

呷”无用例，而以上三个词在“人民网－搜索”中

均有现实的用例。

第三组是表示性质的“坏”组词，其下收“差、

次、坏、赖、孬、破、糟”等五级词，其中“赖、孬、破、

次”在光华网中没有用例，而在“人民网－搜索”

中，以上各词均有实际用例。

可以设想，有些五级词不用，那么其所留下

的空缺通常会由其上位词填补，比如不用“宝蓝、

碧蓝、海蓝、青蓝、天蓝、蔚蓝、淡蓝、湖蓝”等，那

么主要就会用“蓝”来替代前者，而这也就是我们

所说的舍小取大。以下举几个实际的用例：

（16）照片中医生身穿深蓝色隔离衣，头戴蓝

色防护帽，挂着输液袋的左手正在操作电脑，右

手则怀抱着一名患病婴儿。

此例中分别使用了“深蓝色”和“蓝色”，即下

位词与上位词并用，这样一是在用词逻辑上不太

合适，二是后者的辨识度与区别度也有欠缺。

以下二例中的“蓝色”也是辨识度与区别度

不够，或者说表达的精细度有所欠缺：

（17）这名男婴于上月 25 日起，寄放在雪兰

莪州蒲种的看护中心，周一，这名父亲发现儿子

呈苍白与蓝色，情况有异，于是送入白沙罗一间

私人医院接受治疗。

（18）事发后检阅其公司及毗邻的闭路电视

视频，得知事发时，2名贼徒是驾着一辆蓝色名

车。

以上使用上位词的形式，与普通话有一定的

差异。比如，作为对比，我们在北京语言大学

BCC语料库中以“蓝色的轿车”为关键词进行检

索，共得 6例，其中“深蓝”“宝蓝”各 2例，另有一

例“淡蓝”，剩下的一例见于人物对话“是那部蓝

色的轿车吗？”这属于现场特指，并不需要添加具

体的区别或限定性语素。

由本项调查，我们大致能够得出以下几点结

论：

第一，华语在上下位词的划分及使用上，具

有与普通话不同的表现，仅就使用方面而言，其

差异表现一是某些下位词的有无，二是使用频率

的不同；

第二，本文讨论的舍小取大现象，既是上述

差异的造成原因，同时也是它的具体表现；

第三，由上述差异，显示了华语词汇使用一

个方面的特点，换言之，它可以成为观察和了解

华语词汇及其使用状况的一个窗口，从而得到一

些从其他角度观察所不易、甚至是难以得到的认

识。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结合具体调查再作进

一步的说明。

二、“美”与“美丽”使用情况考察

仅由以上的调查结果，就可以初步证明，华

语中的舍小取大现象并非个例，而我们也确实看

到，这一现象几乎随处可见，而我们将在本系列

的其他研究中，考察与描述更多的相关事实。这

里，我们再以“美”与“美丽”的使用情况为例，来

进一步考察该现象及其具体表现，以及由此体现

出来的某些特点。

《华语》在“美”下列了一个具有华语特色的

义项：“质量好；新鲜（多用于口语，可叠用）：这鱼

头很～，用来煮汤最好。［源自闽南语］用于新马

等地。”以下描述或许可以作为这一释义的注脚：

新加坡人的形容词很少，一个“美”字就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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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其道。老太太可以在菜场望着一条鱼感叹，

“真美——”，小姑娘也能为“美美的”一双鞋子抢

得头破血流。［4］

华语中，“美”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就因

为它是一个大词（上引郭文已指出这一点），而以

上引语中所例举的两个使用场景，即是其“大”的

具体表现；而正因为如此，“美”就可以取代其他

一些表示更加具体意义的词，再加上其他一些类

似的舍小取大现象，自然就造成了“新加坡人的

形容词很少”。

马来西亚当地语者张鹏程也指出，通过对比

可知，在该国华语中，“美/美丽”除了《现代汉语

词典》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所列的义项外，

另有一个常用于口语的义项，表示“新鲜”“滋味

鲜甜”或者“肥沃”义，常以此形容食物新鲜、质量

好。张文举了以下一个例子：

“今天的菜心很美！”辉哥在菜市见到我。我

看到一摊摊，一堆堆瓜……看到矮瓜，大如手臂

……那么美丽、丰腴瓜菜，是怎种出来呢？心里

有些迷惑。于是，请问一位种菜的朋友，他说市

面上所卖的菜，都是懒惰菜，我听了更是茫然。

后来他告诉我，现在人要快要美，种的是基因改

造菜，只要适当地施肥，水分足够，不时喷洒农

药，就可长出美丽的菜来。（《星洲日报》活力副

刊·2009年10月14日）［5］

我们在光华网中也见到类似的用例：

（19）她仅仅比别人多花一点时间留意，于是

发现大自然留给人类好多礼物，俯拾即是最美的

食物。

不过，像这样口语性的意义和用法书面语中

并不多见。但是，在华语书面语中，“美”还有一

些与普通话不太一样的用法，例如：

（20）这场甜蜜婚礼走小而美的路线，仅邀请

亲友与少数演艺圈的朋友。

（21）我们真的是靠着汤告鲁斯惊人的驾驶

美技与绝佳夜间视力，才成功降落！

（22）戒指太华丽，闪闪发光，我颤抖着戴上

它，它是我看过最美的戒指。

以上三例中，第一例中的“美”或许是“精美”

之义；第二例“美技”能达到“惊人”的程度，一定

是“精妙”的技术；而第三例中的“美”应该就是

“漂亮”的意思了。

仅就以上的词典释义和所举用例就能看出，

华语中“美”的表义及使用范围与普通话并不相

同，它可以与不同的下位词相对应，这样，它在一

定程度上就属于一个大词。

与“美”相比，“美丽”的使用范围更广，作为

一个大词的特征与表现更加明显、充分。以下我

们对此进行考察分析。

“美丽”之“大”，首先表现在很多时候与“漂

亮”及“好看”混用不别。《华语》中“美丽”的释义

是“好看；漂亮”，而“漂亮”的第一个义项是“好

看；美丽”，正好说明三者同义。所以，我们看到，

很多在普通话中一般要用“漂亮”或“好看”的场

合，华语中使用的经常是“美丽”。

如果稍加梳理，大致有以下几种语境或使用

场景：

一是表示服饰之美。例如：

（23）另外一个场景就是荷妮穿上小津格郎

所赠送的美丽衣服后，要与他离家去餐馆吃饭

时，遇到了电影一开始介绍小津格郎给门房认识

的妇人。

（24）身穿美丽衣裙的郑文丽把《蓝莲花》唱

得温婉动听。

（25）是项歌唱大决赛将在10月12日上午8

时开始，在该园冷气小礼堂举行，歌手可穿着美

丽的服饰出席参赛。

二是表示建筑之美。例如：

（26）彼特以及他的设计师团队和木匠工班，

包括他的儿子查理，都必须忍受大自然的莫名变

化、危险的营造设备和令人头晕目眩的高度，才

能打造出这些令人称奇的美丽别墅。

（27）在日本，我看见了一个美丽的神殿，便

让我的司机靠边停车。

（28）该校校舍外观美丽完好无损，但内部不

少板枋却遭白蚂蚁侵蚀。

以下用例中的“走道”“公园”和“墓园”也可

以归入此类：

（29）当局将运河绕道至旁边后盖上渠盖，设

计成美丽的走道。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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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营造美丽干净的公园是高楼业主的共

同责任。

（31）他接下这份工作，是希望在他有生之

年，完成他十年前未完成的心愿，就是把八闽福

地美化成为一个公园式的美丽墓园。

三是表示动物之美。例如：

（32）你们应该去帮忙清除海洋那些塑胶垃

圾，离我这两只美丽的猫咪远一点。

（33）国内有苍翠的湿地和沼地，高耸山脉和

汹涌大海形成显著的对比，还有美丽的苍鹰、瓶

鼻海豚和貉。

（34）海葵拥有许多鲜艳的颜色，其触角长得

既茂盛又美丽。

四是表示人体某一部位（主要是头、颈部）之

美。这样的用例似乎不多，我们所见仅有以下几

例：

（35）中国女星迪丽热巴因演出《三生三世十

里桃花》《秦时丽人明月心》等夯剧而走红，充满

异国风情的美丽脸蛋及亲民个性大受欢迎。

（36）蔡依林疑似剪了超短发，让美丽后颈与

耳朵完全露出。

（37）由于日本人认为女性的后颈部为最美

丽性感的地方，让人充满幻想，一般日本女性会

遵守风俗不轻易露出后颈处。

五是表示上述四者以外的其他事物之美。

例如：

（38）当天晚上也有灯笼制作比赛，届时大家

就可以观赏到各种美丽及富有创意的灯笼了。

（39）各班级的老师向学生展示制作寿司过

程，然后再由学生们自行制作，并把所制作的寿

司摆设成一个美丽的寿司拼盘。

（40）是否证明所谓的平起平坐已经剩下美

丽的口号？

为了进一步了解华语中“美丽”到底在多大

程度上取代了“漂亮”或“好看”，我们做了一项简

单的对比调查：在北京语言大学BCC语料库的

“多领域”子库中，“美丽”与“漂亮”“好看”的用例

比是 106 153∶109 680∶112 546①；而在马来西亚

的另一家华文网站“e 南洋”的约 500 万字语料

中，三者的比例是 318∶156∶3，显然“美丽”的使

用量远多于“漂亮”和“好看”。另外，我们还就两

个具体组合形式进行对比调查：上述BCC语料

库中，“漂亮衣服”有 503 例，而“美丽衣服”仅 5

例，“漂亮衣裙”有2例，“美丽衣裙”没有用例；而

“e南洋”语料中，只有“美丽衣服”和“美丽衣裙”

一种组合形式。

张庆云、张志毅主编《同义词大词典》（上海

辞书出版社 2016年）比较了“美丽”与“漂亮”的

差异，其要点一是前者有庄重、钦羡的态度，具有

书面语色彩；二是前者在用于人或人所使用的物

件时，一般只用于女性或女性的，而“漂亮”则是

可女可男。就马来西亚华语而言，上述两点虽然

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超出这

一范围，由此就大致形成了以下的关系等式：“美

丽≈美丽＋漂亮＋好看”。

以下再举一个“超范围”，即“美丽”用于口语

及男性的例子：

（41）珍纳在台上感谢两岁大儿子Eissa，“我

只是想多谢我的宝贝、我美丽的儿子”。

除了“美丽、好看”外，在具体的语境中，“美

丽”还经常可以“翻译”成其他的不同“美”族词。

梳理一下，大致也可以分为几类：

第一类中的“美丽”大致相当于普通话所用

的“美好”。例如：

（42a）万水千山总是情，希望大家在古达相

聚留下一个难忘美丽的时光。

以下一例中，用的是与“美丽的时光”意思完

全相同的“美好的时光”，而这正是“美丽”与“美

好”同义关系的最好证明：

（42b）我们相信女性可以充分利用周休的一

或两天内，在体育中心享受美好的时光。

以下各例中的“美丽”大致都可以作同样的

理解：

（43）亲植“马中友谊之树”，让马中两国建交

更巩固与亲善，并留下美丽隽永的烙印。

（44）（蕾哈娜）鼓励他一定会再次找到真爱，

并且会比这次更美丽。

① 与“漂亮”同义的“好看”实际用例数要少于这个

数字，因为还有表示其他意思以及“误收”的少量用例，前

者如“要你好看”，后者如“好好看一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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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美国作家占士洛德在巴黎受到举世闻

名的艺术大师阿尔伯托贾科梅蒂之邀，为他担任

模特儿，却意外揭露创作过程中的美丽与混乱。

第二类中的“美丽”大致义同“美妙”。以下

二例基本形成对应关系：

（46a）嘉宾非常专注聆听此歌曲，《南洋商

报》总执行长刘鸿辉也感谢两人为盛宴谱上美丽

的曲调。

（46b）你们美妙的歌声感动了许多人的心。

其他用例再如：

（47）在发生了差点毁掉她们在巴顿大学最

后一年的丑闻后，这个得过3届冠军的团体担心

会永远失去她们美丽的和声及彼此的和谐。

（48）古隆大力抡了一脚，皮球在空中划出了

一道美丽的弧线之后直接飞入球门。

（49）如今，雅尔迪姆重返摩纳哥，他曾创造

球会历史上最美丽的时刻。

普通话中，以上几个组合形式大概趋向于分

别使用同义的“美妙的和声”“美妙的弧线”以及

“美妙的时刻”。

第三类中的“美丽”大致义同“完美”。以下

一组用例就形成了二者之间的直接对比：

（50a）我就坐在 Palm Beach Resort & Spa 酒

店后方的礁石上欣赏这一幅美景，为我的纳闽之

旅画上美丽的句点，一切都满足了。

（50b）最后演唱会在全场大合唱《All Of

Me》的温馨气氛下划下完美的句点，让歌迷们期

待下一次的演唱会。

以下各例也应作如是观：

（51）大会将率领乐龄参加者参观圣雅各堂

的姐妹堂圣保罗堂纪念馆，古达巴刹及市场……

让他们一起欣赏上帝美丽的创造。

（52）他预祝参赛者能在舞台上展现最美好，

最优秀的一面，为自己谱出一段美丽表演，为来

宾们呈献一次悦目的环节。

以上只是一个大致划分，其实不少用例中的

“美丽”并没有与某一个同义词或近义词的绝对、

唯一对应关系，换言之，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表

义的模糊性或不确定性，而我们认为，这正是它

作为一个大词的应有表现。以上有的用例即是

如此，比如例（48）中“美丽的弧线”也可以表述为

“完美的弧线”。以下再举一个类似的用例：

（53）主持人郭燕燕及点唱人周博华与黎升

铭将继续上一期聊不完的经典音乐和故事，并发

掘更多已逝音乐人美丽的经典作品，期待这份不

灭的音乐信念一直传承下去。

此例中的“美丽”既可以理解为“美妙”，也可

以理解为“完美”或“美好”，以及“优美”“优秀”

“优雅”，甚至包括“美”族词以外的“动人、动听”

等。

以下各例虽然可能没有上例这么“复杂”，但

是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上述模糊性或不确定

性：

（54）也正是因为前辈们对中秋节的重视，我

们才有机会让我们的后辈延续我们这美丽的中

秋佳节。社会先进，人民享受优雅舒适素质生

活，一些美丽传统和遗迹不得不让位，为繁荣做

出牺牲。

（55）我们失去了一个拥有美丽的心的朋友，

而世界也失去了一个极具天赋的音乐家。

（56）无论是服装或彩妆，她们都一手包办，

就为了给孙女或女儿以最佳的姿态，站在舞台中

央将美丽的舞姿呈献给观众。

类似的其他组合形式再如“美丽的作品、美

丽和干净的海水和沙滩、美丽的笑容、美丽的照

片、美丽景照、美丽的环境、美丽的工业园、美丽

的曲调、灿烂美丽笑容、清洁美丽的市容”等。

除了表示陈述外，华语中“美丽”有时还用于

指称，此时的所指是具有“美丽”特征与表现的事

物，根据具体语境的不同，也与不同的“美”族名

词相对应。

用于指人时，大致义同“美貌”。例如：

（57）她不但拥有美丽，同时也精通多国语

言、舞蹈、钢琴、小提琴，简直就是才貌双全的完

美女人。

（58）美丽与才华兼备，实力却又更努力的赵

丽颖，是对“美”最好的诠释。

用于自然或人文景观时，大致义同“美景”。

例如：

（59）为解决上述紧急问题，近日内将拨出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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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委派承包商展开修复工作，恢复该赏景区的

美丽与安全，让游客民众安心赏景。

（60）他认为，如果改种其他较具特色的花

树，并良好照顾与定时修剪，应会发挥更大的美

化作用，让景点更添美丽。

如果所指超出了“人”和“景”的范围，那大致

就与内涵更丰富的表指称的“美”相对应了①。例

如：

（61）应该教导孩子们认识不同语言的美丽，

可以是爪夷文、中文书法、嘉达山杜顺族文化图

腾等。

（62）估计会吸引不少摄影爱好者于高处或

远处按下快门，捕抓刹那间的美丽。

（63）不要忘记自己，不要忘记台湾，更不要

忘记这之中存在的所有美丽。

以下对华语中“美”和“美丽”的上述使用情

况进行简单总结：

第一，二词的使用范围都比普通话广，特别

是“美丽”，在功能上主要是陈述，但是也部分地

延及指称；

第二，表义上，在上述两种功能下均不单一，

由此而分别构成了两个上下位词群；

第三，就具体的表现看，“美丽”堪称一个比

较典型的大词，因而也是一个相当典型的舍小取

大实例；

第四，因为范围大、用例多，所以覆盖面更

大，而与之相对应的小词可能更多，由此就带来

了表义的不确定性，这一点极有理论内涵与实际

价值，值得深入探讨与总结。

三、舍小取大现象的主要造成原因

我们认为，造成华语舍小取大现象的最主要

原因，是华语学习的不完整。前引郭熙的文章在

列出各项调查结果后，作了以下一段分析：“这或

许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学生使用的华语更多的是

学来的，而不是习得的，或许是回避策略所致”［1］。

这里把“学来的”和“习得的”严格区分开来，而关

于这一点，早在30多年前，史有为就根据一般研

究中不太区分二者的情况指出，“语言习得”是指

人生下来后通过先天和后天的配合，获得语言实

现能力（即达到有语言状态）的过程，它一般只是

用在第一语言（母语）的获得上。第二语言的学

习一般都是在已掌握第一语言的基础上进行

的。此时儿童或成人已经基本通过了语言习得

阶段，获得了语言能力的实现。因此，第二语言

的学习，本质上不同于第一语言的学习。后者是

语言习得过程，而前者不属于语言习得过程。把

第二语言的学习归入“语言习得”，或名之曰“语

言习得”都是不妥当的。［6］

在华语研究中，有一位学者比较注重与强调

华语学习不完全与华语变异之间的因果关系，他

就是新加坡的周清海先生。周清海指出：“我认

为语言的变异，有一部分是不完整的学习所造成

的。语言研究者、教学者对语言里比较细微的差

别，如果不加注意，不能在语言教学里充分达到

教学效果，就会引致语言变异”［7］。此外，周清海

还在讨论新加坡华语变异的产生原因时，列出

“不完全的学习”一节，文中指出：“语言学习者对

所学习的语言，如果理解不透彻，或者不求甚解，

掉以轻心，都会造成不完全的学习。群体不完整

的学习，就构成区域性的语言变体。”“一个社群

经常应用一种不十分正规的结构或者词汇，养成

了习惯之后，就成为地区性的语言特点”［8］。

另一位长期在新加坡工作的陈琪在分析新

加坡词汇变异的原因时，也列有“词语全面学习

不足的影响”一条，指出在目前的华文教学中有

30%学生反映，在学习词语中教师很少教导有关

词语褒贬义，20%的学生反映在词语学习中教师

从不教导有关词语的褒贬义。因此，新中同形异

色词语的产生主要是新加坡人在使用华语时没

有词语褒贬义的概念和语感，而造成这种情况的

重要原因是新加坡华文教学中词语全面学习不

足［9］。很显然，这里的“全面学习不足”缘于“全

面教学不足”，即在华语教学中舍弃了一些内容，

而这应该也就是上引郭熙所说的“回避”［1］。

另外，也有人在讨论相关问题时用的是“习

得”而不是“学习”，比如祝晓宏就论及泰国华语

的某些变异属于“习得变异”［10］，而李计伟、张翠

①《华语》“美”的释义中列了一个“美好的事物”义

项，显然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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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也提及由于对传承语的不完全习得所造成的

华语变化。［11］

以上分析及表述都极有见地，不仅为各自所

依据的华语事实所证实，同样也可以被本文所讨

论的舍小取大现象所证实：华语学习不完全，一

个具体的表现就是那些表示各种细致、精微差异

的小词并未进入教学之中，成为具体的教学内

容，从而造成较大面积的词汇“缺损”；而在具体

的语言运用和实际表达中，这部分缺损造成的空

位势必就要用更具包容性、模糊性及不确定性的

大词来填充。日积月累之下，当这样的表达已经

成为多数人的习惯时，新的变异就开始形成。具

体而言，就是舍小取大现象在一定、甚至很大程

度上成为“惯例”。换言之，由华语不完全学习造

成的特点，最初可能算语病，当变成“集体无意

识”后，就成为通行的用法。

以上所引周清海的两段话都配有因华语学

习不完全而导致变异的例子，作为当地语者，以

及著名的华文教育专家，这些例子应该是可靠且

具有代表性的，所以下边我们就以周文所举例词

为对象来进行分析与说明。

周清海所举的一个例词是“太”［7］。关于此

词的变异情况，他指出，“新加坡华语里，‘太’和

‘很’有混用的现象：‘他太久没说话了’，普通话

应该用‘很’”［2］。“‘很’和‘太’都表示程度高。但

‘太’含有‘超过标准’的意思，‘很’没有这个意

思。这个分别，在新加坡华语里逐渐消失了”［12］145。

普通话中，“太”虽然有时也可以表示程度

高，即“很”的意思，但是在使用中受到很大的限

制，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三点：其一，多用于赞

叹，形容词、动词大多是褒义的，句末常带“了”；

其二，用于“太＋不＋形/动”，加强否定程度，形

容词、动词大多是褒义或中性的；其三，用于

“不＋太＋形/动”，减弱否定程度，含婉转语

气①。以上周文所说的现象，是指“太”超出上述

范围的使用，由此就与没有上述限制的同义程度

副词“很”产生了混用。

马来西亚华语中，与“很”意思、用法完全相

同的“太”也时有所见，例如：

（64）他在推特说，“李宗伟好棒，太出色！”

此例中“太”与“好”并用且可互换，证明这里

的“太”就是义同“好/很”。

（65）小时候看《狮子王》动画长大的网友更

忍不住表示，预告实在太美、太动人，逼出欣喜的

眼泪。

（66）林冠英有太多的问题要问首相，相信若

他去北根，在竞选期间，首相肯定会回答他1 000

个或1万个问题。

周清海列举了更多由不完全学习所造成的

独特意义和用法，比如“又”和“再”常常混用，都

用来表示“重复”，文中举了以下一个用例：

我们参观了鳄鱼园，再参观了飞禽公园，才

回旅馆。［8］

周文指出，此例中的“再”依普通话的用法应

改为“又”。

马来西亚华语中，“又”虽然也在使用，但是

以“再”代“又”的现象也很普遍。以下先各举一

例：

（67a）当我们抵达医院，将伤者送入急诊室

黄区时，这名男子忽然又出现在柜台处破口大

骂。

（67b）就在女童送院后，邻居发现袭击女童

的黑狗再出现在街头，遂追上前将其打死。

后例中的“再出现在街头”意为“又出现在街

头”。以下几例也都是以“再”代“又”：

（68）新山共济会会所再出现倒挂国旗和州

旗的情况。

（69）地震发生后，相同地区再发生了三次

5.2、5.3级地震。

（70）继9日有一间住家晚上被泼黑油后，23

日晚上再发生一间屋子和商店被泼黑油。

此外，华语中“又”“再”连用的现象时能见

到，这自然也是二者同义关系的最好证明。例

如：

（71）光华小学前面非首次发生车祸，该校董

事部多次提及缓解措施，但是仍不见政府采用，

近日又再发生一次意外。

按我们的分析，以上“太/很”与“再/又”在华

① 见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商务

印书馆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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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中由原本的近义关系而发展演变为同义关系，

由此就形成了以下的语义关系等式：“太＝太＋

很”以及“再＝再＋又”。这样，“太”和“再”就由

原本与“很”“又”并列的下位词，变成了后两者的

上位词，因此它们在具体语境中发生的替代，就

可以归入本文讨论的舍小取大现象中。

四、结语

以上，我们先从两个方面对华语舍小取大现

象进行了举例性考察与说明，初步证明了其作为

华语词汇使用现象的客观性与现实性。

根据以上的语言事实，我们首先简单归纳小

词与大词的“小”“大”之辩：

第一，是语义域的大小之别。徐青指出，一

个词所包含着的多项意义综合起来，就组成了

这个词的语义域，它由若干义点组成，而义点就

是作者所挑选并应用在文句中的那个具体的意

义［13］；此外，常敬宇从词义的范围大小、词义的

轻重和词义的色彩不同三个方面讨论了词的语

义域差异［14］。以上我们考察的主要是词义范围

的大小，这应该是语义域差异的最主要方面。

第二，是词义关系的上下位之别。关于上下

位词，上文已经多次提及，它指的是具有类（大）

与种（小）关系的词［15］59，大词就是上位词，而小词

则是包含在大词之中的下位词，二者之间类似

“牛”与“水牛、黄牛、牦牛”，或者“看”与“注视、端

详、顾盼”之间的关系［16］235-236。

第三，是一定范围内的用与不用之别。大词

与小词之间发生了替代关系，前者在一定程度上

取代后者，或者是挤占了后者的部分空间，因此

前者常用，后者不常用，由此产生了使用频率的

高低之别。另外，由于经常被取代，有些小词在

华语中可能已经或趋于退出实际的使用，成为一

个“死词”。

在上述考察及思考的过程中，我们大致得出

对华语舍小取大现象的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该现象一定、甚至很大程度上存在于

华语的现实词汇运用中，是其不可忽视的一种重

要表现；

第二，该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普通话形成比

较鲜明的对立，由此而显示出华语词汇及其使用

的特点；

第三，该现象在以往的研究中几乎从未涉

及，所以应该而且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展开调查，

探寻其形成机制、内外原因等。我们相信，由此

必然会为华语词汇及其与普通话等的对比研究

带来新的内涵与内容。

接下来，我们由华语学习不完整这一点入

手，从比较宏观的角度分析了舍小取大现象的产

生原因。当然，如果从相对微观的角度来观察和

分析，该现象的产生原因远不止这一点（其他原

因诸如外民族语言的影响、当地方言的影响以及

对早期国语的继承等），对此我们将另文讨论。

华语学习不完整与华语整体面貌之间的关系，虽

然已经有人注意到并开始谈及（如上引周清海先

生的观点），但总体而言这还是一个有待深入、全

面研究的新课题。对此，我们也有以下几点认

识：

第一，就东南亚而言，当地华人对华语的掌

握主要通过学习，因此整个教与学活动及其过程

必然对华语面貌产生极大的影响，而这也使之成

为观察和了解华语的一个重要窗口及途径；

第二，就华语的“变异”部分而言，现在可以

肯定的一点是，其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与上述的学

习不完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这也使之成

为了解和认识华语变异的一个重要窗口及途径；

第三，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的上述“窗口及

途径”观念和意识尚未普遍形成，具体工作也未

真正展开，所以对相关知识还所知甚少，因此这

方面的研究亟待加强。

我们认为，舍小取大是华语词汇及其运用中

的一个独具特点、极富内涵的现象，因而是一个

“大问题”。以上只是一个最基本、最初步的考

察、描写与分析，对它还可以而且应该从不同角

度进行更多方面的研究。我们初步确定并已经

尝试进行的就包括以下一些题目和内容：

由舍小取大现象看华语特点

由舍小取大现象看各华语区的共性特征与

个性差异

由舍小取大现象看华语与早期国语的一致性

·· 10



刁晏斌：论华语词汇运用中的“舍小取大”现象

由舍小取大现象看英语及方言对华语的影响

由舍小取大现象看华语词典中存在的问题

舍小取大现象与华语研究

舍小取大现象与普通话研究

我们希望把舍小取大现象作为观察华语、进

行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窗口，借此来发现和呈现

华语词汇及其运用的一些特点和规律，从一个方

面推进华语研究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内的拓展

与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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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nomenon of "Abandoning Small Word and Taking Big Word"

DIAO Yan-b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Abandoning the Small Word and Taking the Big Word" means that in the specific use of vocab-

ulary, words with larger semantic meaning and scope of use are used to replace words with specific mean-

ing and relatively small scope of use, which is a very characteristic phenomenon in Chinese language.

Firstly, the article takes some words listed in an article and a reference book as clues to carry out relevant

investigations; Then, taking "美" and "美丽" which are two big words as examples, this paper makes a de-

tailed analysis of the replace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some small words. On this basis, it analyz-

e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widespread phenomenon of "Abandoning the Small Word and Taking the Big

Word", which is the incompleteness of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Keywords: Chinese language; vocabulary; the phenomenon of "Abandoning the Small Word and Taking

the Big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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