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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华语“舍小取大”现象看华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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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所谓“舍小取大”，就是在具体的词汇运用中，用语义内涵及使用范围较大的词代替表义具

体、使用范围较小的词，是一种极具华语特点的现象。从华语本体、华语理论和应用三个方面探讨“舍

小取大”与华语研究之间的关系，发现“舍小取大”能更好地进行以及加深和拓展华语研究。该研究

具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由此也体现了对华语研究深入性、系统性、高品位学术性的进一步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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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本 文 用 例 均 取 自 马 来 西 亚 华 文 媒 体 光 华 网 近 5 年 来 的 约 5 0 0 万 字 语 料 ，为 省 篇 幅 ，均 不 标 出 处 和 时 间 。

一、什么是华语“舍小取大”现象

笔 者 的 研 究 论 文《论 华 语 词 汇 运 用 中 的“舍

小 取 大 ”现 象 》①指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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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 了 使 以 上 简 要 的 表 述 更 加 具 体 ，本

文 主 要 立 足 于 马 来 西 亚 华 语 进 行 举 例 说 明 。

陈 琪 指 出 ，由 于 受 英 语 t h i n g 一 词 的 影 响 ，

新 加 坡 华 语 的“ 东 西 ”除 传 统 意 义 外 ，还 有 一 个

指“ 事 情 ”的 义 项 [ 1 ]。 其 实 ，这 一 意 义 不 仅 在 新

加 坡 ，在 马 来 西 亚 华 语 中 也 比 较 常 见 。 我 们 先

来 比 较 以 下 两 个 用 例 ②：

（1a）我希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华校

多做一些事情。

（1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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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上 二 例 中 ，“ 事 情 ”显 然 与“ 东 西 ”同 义 ，

就 a 例 来 说 ，b 例 就 是 用“东 西”取 代 了“事 情”。

这 样 的 用 例 再 如：

（2）对方在几天前询问她东西，当时她并

没有回答。

此 例 中 因 为“东 西”的 述 语 是“询 问”，所 以

表 示“事 情”的 意 思 非 常 明 显 。 以 下 各 例 虽 然 并

未 用 于 这 样 的 语 境 中 ，但 是 同 样 的 意 思 仍 然 非

常 明 显：

（3）青年可以发展的领域很广，因此需要

在不同的领域，推动不一样的东西。

（4）魏家祥说，如果要公投，理应把整个东

西交给 109 万名党员手中，这才是名符其实的

公投。

（5）他表示，对反对党来说，所有东西都不

对，他们都会感到不满。

（6）只要把一些没看明白，或者之前很努

力但还没解决的东西搞定了之后，马上会看到

不同。

如 果 我 们 把 传 统 表 示“ 泛 指 各 种 具 体 或 抽

象 的 事 物”以 及“特 指 人 或 动 物”义（见《现 代 汉

语 词 典（第 7 版）》，下 简 称《 现 汉 》；另 见《 全 球

华 语 大 词 典》，下 简 称《华 语》）的“东 西”记 为“东

西 1 ”的 话 ，那 么 ，对 于 表 示“ 事 情 ”义 的“ 东 西

2 ”，笔 者 则 有 以 下 几 点 认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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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华 语 中“东 西 2 ”与“事 情”在 一 些 具

体 的 使 用 中 成 为 同 义 词 。

第 二 ，在 二 者 的 同 义 关 系 中 ，“ 东 西 2 ”实 际

上 成 为“东 西 2 ”和“事 情”的 上 位 词 。

第 三 ，上 述 由“东 西 2 ”取 代“事 情”的 现 象 ，

就 可 以 归 入“舍 小 取 大”的 范 围 。

其 实 ，能 够 归 入“ 舍 小 取 大 ”范 围 的 ，还 不

仅 仅 是“ 东 西 ”的“ 事 情 ”义 。 即 使 表 示“ 本 义 ”

的“ 东 西 1 ”，其 在 具 体 语 境 中 的 具 体 所 指 也 是

非 常 丰 富 的 ，远 超 普 通 话 ，而 这 也 成 为 华 语 此 词

及 其 使 用 的 一 个 重 要 特 点 。 例 如：

（7）对我来说几乎每一天都是特别的一天，

因为每一次可以尝试不一样的食物，即使你看

它是一份很小的东西，但就好像宝藏一样，我们

总是每天在发掘不同神奇力量的宝藏。

此 例 前 用“ 食 物 ”，后 用“ 东 西 ”，二 者 所 指

相 同 。华 语 中“吃 东 西”用 得 很 多 ，其 中 的“东 西”

也 都 表 此 义 。 例 如：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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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下 二 例 中 ，“ 东 西 ”也 都 有 对 应 的 同 义 形

式 ，二 者 同 时 使 用 ，可 能 更 多 是 出 于 避 免 重 复 的

语 用 考 虑：

（9）手提袋内有很多我需要的物品，以及

为化疗用的东西，我变得非常情绪化，哭起来。

（10）我们把这种好的东西传承给接捧的

新领导层，也希望他们会把这种价值观，继续传

承给下一代警察。

我 们 所 见 ，更 多 的 则 是 需 要 由 语 境 而 不 是

对 应 词 语 明 确 其 具 体 所 指 的 用 例 。 如：

（11）他透露，马币贬值效应下，导致东西

涨价，并不是贩商们有意起价。

（12）一名网民拍得地震发生时的情景，货

架上的东西都被晃落。

以 上 二 例 因 为 有“ 涨 价 ”“ 贩 商（商 贩）”

和“ 货 架 ”等 的 提 示 ，“ 东 西 ”替 代 的 应 该 是“ 商

品”“货 品”等 。

（13）他说，当地居民需自力更生地保存及

记录自己的东西，确保周围的环境不会过分的

发展，而改变了原有的环境。

（14）设立州立美术馆是永久性的，李凯接

受《光华日报》专访时表示 3000 万令吉要做一

个永久的东西，其实说少不少，说多也不多。

以 上 二 例 中 ，前 一 例 中“ 东 西 ”的 具 体 所 指

应 该 与“环 境”有 关；后 一 例 由“美 术 馆”的 提 示 ，

大 致 应 指“展 览 场 所”“场 馆”等 。

有 时 ，即 使 在 具 体 的 语 境 中 ，“ 东 西 ”的 具

体 所 指 仍 不 明 确 。 例 如：

（15）我跟男邻居起冲突，女邻居也加入，

甚至推倒我的东西踢下楼。

（16）我和宗伟是他在大马带的第一批球

员，在他手上我也改了很多东西，所以李矛教练

的那套东西，我很明白，都清楚。

前 一 例 看 不 出 被 推 倒 并 踢 下 楼 的 到 底 是 什

么 物 品；后 一 例 中“改”了 的“东 西”或 许 应 该 是

“ 缺 点 ”“ 毛 病 ”等 ，而 教 练 的 那 套“ 东 西 ”，则 肯

定 不 是 这 些 ，至 于 具 体 是 什 么 ，恐 怕 一 时 也 难 以

确 定 。

结 合 以 上“ 东 西 1 ”“ 东 西 2 ”的 两 组 用 例 ，

我 们 可 以 得 出 对 其 本 身 以 及 华 语“舍 小 取 大”现

象 的 以 下 认 识：

第 一 ，“ 东 西 ”在“ 新 ”“ 旧 ”两 个 意 义 上 都

有“ 舍 小 取 大 ”的 表 现 ，因 此 是 一 个 比 较 典 型 的

“ 大 ”词 ，而 这 也 使 得 该 词 的 上 述 表 现 成 为 一 个

比 较 典 型 的“舍 小 取 大”案 例 。

第 二 ，“ 舍 ”与“ 取 ”只 有 相 对 性 ，没 有 绝 对

性 。 这 里 的 意 思 是 ，前 者 并 非 指 一 概 不 用 ，而 后

者 也 不 是 完 全 取 代 。 所 以 ，使 用“ 东 西 2 ”之 后 ，

与 之 同 义 的“ 事 情 ”也 在 使 用 ，只 是 后 者 会 被 前

者 挤 占 一 部 分 空 间 ，因 此 使 用 量 和 频 率 会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降 低 。

第 三 ，有 两 种 类 型 即 显 性 与 隐 性 的“ 舍 ”与

“ 取 ”。 前 者 指 能 够 找 到 有 明 显 对 应 关 系 的 相 对

词 ，二 者 是 上 位 词 与 下 位 词 的 关 系；后 者 不 能 找

到 这 样 的 相 对 词 ，但 是 替 代 词（大 词）肯 定 也 会

有 具 体 的 所 指 ①。

作 为 华 语 中 一 种 独 特 的 词 汇 运 用 现 象 ，我

们 首 先 想 到 的 是 ，它 应 当 怎 样 用 于 华 语 研 究 ，使

①显性与隐性的“舍小取大”在笔者此前的研究中未有关注，其实这也是认识该现象的一个重要角度，值得进一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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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产 生 新 的 发 展 与 进 步 ？ 我 们 的 结 论 是 ，“ 舍 小

取 大 ”现 象 ，不 仅 能 够 从 与 以 往 有 所 不 同 的 角 度

来 观 察 华 语 ，从 而 得 到 一 些 新 的 认 识；同 时 也 可

以 立 足 于 此 ，或 由 此 出 发 来 研 究 华 语 ，从 而 找 到

新 的 增 长 点 。 另 外 ，我 们 还 有 可 能 由 此 把 研 究

链 进 一 步 拉 长 ，比 如 由 共 时 及 于 历 时 ，由 华 语 及

于 普 通 话 ，从 而 获 得 更 大 的 收 益 。

以 下 主 要 立 足 于 华 语（不 限 于 马 来 西 亚 华

语），分 别 从 本 体 研 究 、理 论 研 究 和 应 用 研 究 三

个 方 面 来 讨 论“舍 小 取 大”现 象 与 华 语 研 究 之 间

的 关 系 。

二、“舍小取大”现象与华语本体研究

华 语 的 本 体 研 究 以 共 时 与 历 时 为 两 翼 ，所

以 我 们 就 从 这 两 个 方 面 来 讨 论 。

（一）共时研究

关 于“ 舍 小 取 大 ”现 象 与 华 语 共 时 研 究 ，我

们 想 用“ 深 入 ”与“ 扩 展 ”这 样 两 个 关 键 词 来 进

行 表 述 。

1 · 深 入

这 里 的“ 深 入 ”，主 要 是 指 由 词 而 深 入 到 词

的 内 部 ，即 语 素 与 义 素 的 层 次 ，其 目 的 是 进 一 步

理 清 华 语 词 的 义 域 范 围 及 层 级（上 下 位）关 系 ，

从 而 对 词 的 意 义 和 用 法 作 出 准 确 、完 整 的 描 写

与 分 析 。

例 如 ，《 华 语 》“ 攻 击 ”一 词 的 释 义 是“ ① 进

攻 ，多 用 于 军 事 方 面：对 3 号 高 地 发 起 ～ 。 ② 比

喻 恶 意 指 责：辩 论 问 题 可 以 ，不 要 进 行 人 身 ～ 。”

由 此 ，我 们 再 查 该 词 典 中“ 进 攻 ”的 释 义 ，第 一

个 义 项 是“ 接 近 敌 人 并 发 动 攻 击 ”，第 二 个 义 项

是“在 斗 争 或 竞 赛 中 发 动 攻 势”。

以 下 ，我 们 仅 就“ 攻 击 ”的 第 一 个 义 项 进 行

讨 论 。 基 本 的 情 况 是 ，华 语 中 有 很 多 具 体 使 用

中 的“攻 击”都 超 出 了 上 述 释 义 范 围 。 例 如：

（17）对于受害者当时手上持有 PVC 水管，

辩方律师相信当时受害者准备用于殴打被告，

而受害者承认当时持着水管，但原意是用于自

卫，也没有向被告发起攻击。

此 例 中 相 同 的 意 思 前 用“ 殴 打 被 告 ”，后 用

“ 向 被 告 发 起 攻 击 ”。 这 也 就 是 说 ，这 里 的“ 向 被

告 发 起 攻 击”也 就 是“殴 打 被 告”的 意 思 。

这 样 的 意 思 在 华 语 中 经 常 使 用 ，再 如：

（18）岂料对方不但不交出款项，反而徒手

攻击两名员工。

（19）积怨已久的吸毒哥哥与弟弟起争执

酿成命案，59 岁哥哥被 48 岁弟弟疑以灭火器攻

击，命丧弟弟家门前。

（20）他用手脚揍我、踹我还不够，手边的

东西也全都拿来攻击，最后我被打趴在地上失

去意识。

（21）其中许荣礼、蔡珠玉与许志汉遭人分

别以利器刺杀及钝物攻击致死；许欣茹遭攻击后

重伤。

（22）一名妇女企图拆下示威者的口罩，遭

到示威者攻击。

以 下 用 例 中 的“ 攻 击 ”，如 果“ 翻 译 ”为“ 击

打”可 能 更 合 适：

（23）若真避无可避，可以包包等物品转移

匪徒视线后，迅速攻击其要害后逃离现场。

（24）一旦发现 17 岁以下选手或学员在比

赛以双手攻击并造成对手头破流血，参赛选手

不单会被驱逐离场及受纪律行动对付，如果是

代表学校出赛，有关校方也会受对付。

（25）当时在场的保安员没有持任何枪械，

他遭匪徒攻击背部后受伤倒地。

（26）动漫少女吴易甜……被哑铃攻击头部

致死。

此 时“ 攻 击 ”的 对 象 ，通 常 是 人 体 的 某 一

部 位 。

有 时 ，由 于 受 所 用 工 具 的 限 定 ，“ 攻 击 ”还

应 另 寻 合 适 的 对 应 词 语 。 例 如：

（27）在匪徒以“刺”的方式攻击时，应尽

快闪向左或右，然后拍开其持械手腕，再以脚攻

击其肚、下阴或膝盖后方。

此 例 前 一 个“攻 击”大 致 可 以 按“袭 击”“进

攻”来 理 解 其 义；后 一 个“攻 击”虽 然 可 以“还 原”

为“回 击”，但 更 具 体 、更 直 接 的 意 思 就 是“踢”。

以 下 三 例 中 所 用 工 具 均 为 刀 ，因 此“ 攻 击 ”

表 示 的 应 该 都 是“刺”“砍”之 类 的 动 作：

（28）对方从后使用刀子攻击，造成他的背

及手臂部受伤。

（29）女伤者受访时指出，男友之前曾对她

动手，但不曾出动武器，但这次却突然发疯持刀

攻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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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嫌犯持刀在阿姆斯特丹的中央火车

站内攻击，造成 2 人受伤。

以 下 用 例 中 的“攻 击”义 同“袭 击”：

（31）去年柏林的一个圣诞节市场受到攻

击，12 人丧生。

（32）近年，警员值勤面对受到攻击的风险

越来越高。

（33）美军也在其他国家使用遥控小型飞

机攻击无辜平民，并在外国领土强奸及杀害当

地人。

此 义 还 用 于 构 成 固 定 词 语 。 比 如 以 下 用 例

中 的“恐 怖 攻 击”“攻 击 者”：

（34）“博科圣地”2009 年开始在尼日利亚

发动恐怖攻击以来，已造成超过 2 万人死亡。

（35）巴基斯坦西南部港市瓜德尔一家五

星级酒店，周六遭持步枪和手榴弹的 4 名武装

分子攻击，引发历时数小时激烈枪战，一名酒店

警卫遭攻击者射杀，4 名攻击者最后全遭击毙！

由 于“ 攻 击 1 ”经 常 用 于 表 示 与“ 进 攻 1 ”

同 样 的 意 思 ，受 此“ 感 染 ”，也 经 常 用 于 表 示“ 进

攻 2 ”的 意 思 ，即“ 发 动 攻 势 ”，主 要 用 于 体 育 场

域 。 例 如：

（36）戴资颖首局以 12 比 21 拱手让人，次

局换边后找回攻击节奏。

（37）三 名 中 场 球 员 为 马 图 伊 迪、恩 宗 齐

和托利索，身前为费基尔、吉鲁与姆巴佩的攻击

组合。

（38）跆拳道是一项以腿为主要攻击手段

的防卫术。

（39）泰国拥有优质且锋利的攻击线，所以

我们必需捉住在主场作战的机会，以获得积极

的战绩。

另 外 ，在 一 般 的 使 用 中 ，“ 攻 击 ”主 要 用 于

述 人；而 在 华 语 中 ，此 词 也 经 常 用 于 表 示 动 物 的

行 为 。 例 如：

（40）人类喂食野生动物，也可能导致动物

失去原本害怕人类的本性，进而攻击人类。

常 见 的 攻 击 主 体 多 是 比 较 大 的 动 物 。 例 如：

（41）根据条规，如果有执照的狗儿在外溜

达时，其嘴巴必须戴上口套，防备它攻击人类。

（42）英国肯特郡一名男子饲养的比特犬，

早前闯入邻居住所并攻击对方的玩具贵妇狗。

（43）黑熊当时可能是下山觅食，只要不受

刺激或惊吓，多不会主动攻击。

（44）在二人抵达事发地点时，忽然从旁边

的灌木丛中冲出一只山猪攻击二人，导致二人

从摩托摔下，并继续对二人展开攻击。

但 是 ，也 有 可 能 是 一 些 相 对 较 小 的 动 物 ，甚

至 是 微 生 物 。 例 如：

（45）特里普先把他们捞起，将它们分开后

再放回海里，但海蛇随即又去攻击石头鱼。

（46）一尾魟鱼不知何故突然发狠攻击，尾

巴一摆，毒刺应声刺中潜水员。

（47）蛙壶菌是真菌的一种，它在动物之间

传播，会攻击动物的皮肤，导致它们无法调节水

分及电解质水平，最终心脏衰竭死亡。

按《 现 汉 》及《 华 语 》的 释 义 ①，我 们 大 致 可

以 归 纳 出“攻 击”一 词 的 语 义 内 涵：是“人”的 主

动 行 为 ，其 对 象 是“ 敌 人 ”，使 用 场 域 主 要 为 战 争

或 军 事 方 面；而 对 照 上 引 用 例 ，则 可 以 看 出 华 语

“ 攻 击 ”与 此 有 较 为 明 显 的 差 异 。 如 果 以 语 义 特

征 串 的 形 式 呈 现 ，则 二 者 差 异 大 致 如 下：

普 通 话：[ ＋ 人 ] [ ＋ 敌 人 ] [ ＋ 军 事 ]

华 　 语：[ ± 人 ] [ ± 敌 人 ] [ ± 军 事 ]

两 相 比 较 ，普 通 话 中 的 三 个 重 要 语 义 特 征

在 华 语 中 均 可 脱 落 ，由 此 导 致 如 前 所 说 的 具 有

更 大 容 量 ，并 把 一 些 近 义 词 包 含 进 来 ，从 而 实 现

了 语 义 范 围 的 拓 展 与 扩 大 ，而 其 自 身 也 变 为 一

个 大 词 ，在 具 体 的 使 用 中 经 常 取 代 那 些 表 义 具

体 的 小 词 。

在 我 们 整 个 该 系 列 的 研 究 中 ，调 查 了 很 多

相 关 现 象 ，很 多 词 在 具 体 的 使 用 中 均 有 与“ 攻

击 ”相 同 或 相 似 的 表 现 ，而 我 们 也 有 理 由 相 信 ，

这 样 的 工 作 应 该 而 且 可 以 在 更 大 范 围 内 展 开 ，

由 此 自 然 会 对 更 多 词 的 意 义 和 用 法 作 出 更 加 深

入 、细 致 的 描 写 与 分 析 。

2 ． 扩 展

这 里 的“扩 展”，主 要 是 指 在 一 般 的“词”之

① 《华语》释义本《现汉》，后者“攻击”释义为“进攻”，而“进攻”释为“接近敌人并主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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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建 立 一 个 新 的“类”的 概 念 ，用 以 集 中 描 写 和

解 释 更 多 的 词 语 及 其 使 用 现 象 的 特 点 和 规 律 。

汪 惠 迪 对 比 华 语 跟 普 通 话 的 词 汇 差 异 ，指

出 其 中 的 一 个 重 要 方 面 是“ 同 形 异 用 词 语 ”，具

体 包 括“ 指 大 与 指 小 ”以 及“ 褒 义 与 贬 义 ”“ 口

语 与 书 面 语 ”等 [ 2 ]。 其 实 ，以 上 三 个 方 面 完 全 可

以 归 为 一 个 大 类：就“大 小”而 言 ，普 通 话 所 指 范

围 小 ，而 华 语 所 指 范 围 大；就“ 褒 贬 ”而 言 ，普 通

话 仅 为 褒 义 ，而 华 语 可 褒 可 贬；就“ 口 书 ”而 言 ，

普 通 话 仅 用 于 口 语 ，而 华 语 则 兼 用 于 口 语 和 书

面 语 。简 言 之 ，以 上 三 类 表 现 在 普 通 话 与 华 语 中

均 为 大 小 之 别 ，即 前 者 的 使 用 范 围 小 而 后 者 大 。

换 言 之 ，这 些 词 在 普 通 话 中 基 本 属 于 小 词 ，而 在

华 语 中 则 经 常 用 为 可 以 替 代 前 者 的 大 词 。

就 上 述 区 分 而 言 ，如 果 只 讲“ 异 用 ”，而 不

从 词 义 的 角 度 进 行 解 释 ，那 么 充 其 量 也 只 是 知

其 然 ，并 不 能 知 其 所 以 然 ，因 此 就 研 究 而 言 显 然

还 不 够 深 入 。 仅 就 这 一 点 来 看 ，建 立 舍 小 取 大

概 念 ，一 方 面 可 以 把 不 同 的 现 象 和 表 现 归 拢 到

一 起 ，另 一 方 面 也 能 够 统 一 为 之 提 供 一 种 解 释 ，

而 这 应 该 视 为 华 语 词 汇 扩 展 性 研 究 的 一 个 新

途 径 。

此 处 所 说“ 扩 展 ”的 意 义 和 表 现 还 在 于 ，已

有 的 华 语 词 汇 研 究 视 点 、内 容 均 比 较 单 调 。 就

华 、普 对 比 而 言 ，基 本 就 限 定 在 同 形 异 义 、同 义

异 形 及 单 方 特 有 词 语 等 ，虽 然 可 以 不 断 补 充 新

例 、发 掘 更 多 的 语 言 事 实 ，但 是 终 归 难 以 形 成 大

的 突 破 ，甚 至 对 某 些 现 象 也 难 以 给 出 一 个 合 理

的 解 释 ，而 这 或 许 也 是 华 、普 词 汇 对 比 研 究 一 直

未 能 取 得 长 足 进 步 的 一 个 重 要 原 因 。

比 如 ，在 普 通 话 的 语 感 下 ，华 语 用 词 有 时 显

得“生 硬”甚 至 于“笨 拙”。 例 如：

（48）被告在 2006 年曾因拥毒罪而遭判坐

牢 12 年与鞭笞 10 下，理应从打鞭中“清醒”与

取得一项教训，可是被告在服刑后依然犯罪再

次涉毒，显然不知悔改。

（49）由于曾经发生流浪狗攻击一名军人

及羊只，在当地居民引领下 , 执法人员于该地区

消灭一只流浪狗。

（50）他希望该救伤队能早日晋升至专业水

平，并感谢槟城子民一直都愿意给予该救伤队

资助。

（51）让“财神犬”载送你一路上迎春接福，

还可以与亲朋好友们一起拿起大竹筷集体捞

生，营造温馨的画面，相当具有趣味。

（52）他说，控制中学在过去数十年来，为

国家栽培不少精英人才。……我们为国家培育

了这么多数理人才，更想尽办法提升学校软硬

体设施。

最 后 一 例 中 ，同 一 人 所 说 的 话 中 ，同 样 的 意

思 前 边 用“ 栽 培 ”，后 边 用“ 培 育 ”，形 成 了 鲜 明

对 比 。

如 果 是 普 通 话 学 生“ 造 ”出 这 样 的 句 子 ，教

师 一 定 会 批 评 其“ 大 词 小 用 ”，但 是 在 华 语 中 ，却

已 经 具 有 一 定 、甚 至 相 当 程 度 的 约 定 俗 成 性 ，这

样 也 就 成 为 它 用 词 的 一 个 特 点 ，这 就 是“ 舍 小 取

大 ”。 然 而 ，对 华 语 这 样 的 用 词 特 点 ，以 及 具 体

词 在 具 体 语 境 中 的 具 体 表 现 ，一 般 词 汇 对 比 研

究 却 不 及 于 此 ，从 而 留 下 一 个 比 较 大 的 空 缺 。

正 是 有 鉴 于 此 ，我 们 尝 试 另 辟 蹊 径 ，于 是 才

有 了 这“ 舍 ”与“ 取 ”的 系 列 研 究 。 就“ 舍 小 取

大 ”而 言 ，就 是 立 足 于 词 语 使 用 范 围 的 扩 大 ，来

分 析 其 与 别 的 同 义 词（包 括 固 定 的 与 临 时 的）之

间 的 义 域 和 上 下 位 层 级 关 系 ，从 而 揭 示 和 描 写

其 特 点 。

谈 到“ 另 辟 蹊 径 ”，上 述 现 象 还 有 可 能 启 发

我 们 去 进 行 一 些 创 新 性 探 索 ，进 而 弥 补 以 往 研

究 的 一 些 不 足 ，甚 至 是 填 补 某 些 空 白 。 比 如 ，由

此 可 以 把 华 、普 对 比 研 究 引 向 计 量 调 查 与 统 计

分 析 领 域 。 从 理 论 上 讲 ，华 语“ 舍 小 取 大 ”现 象

多 ，有 些 小 词 已 经 或 趋 向 于 不 用 或 少 用 。由 此 造

成 的 结 果 是：其 一 ，华 语 总 体 的 以 及 具 体 使 用 中

的 词 种 数 会 少 于 普 通 话；其 二 ，某 些 具 体 词（主

要 是 各 种 小 词）的 使 用 频 率 低 于 普 通 话 。 以 上

两 点 无 疑 是 需 要 证 明 的 ，主 要 方 法 和 内 容 就 是

定 量 分 析 。 而 借 由 这 样 的 工 作 ，一 方 面 可 以 扩

大 华 语 定 量 分 析 与 研 究 的 范 围 ，另 一 方 面 也 一

定 会 给 华 语 研 究 带 来 新 的 内 容 、新 的 增 长 点 。

另 外 ，该 系 列 的 研 究 还 特 别 注 重 以 下 两 点 ，

而 这 两 点 在 本 项 研 究 中 均 有 比 较 突 出 的 表 现：一

是 立 足 于 华 － 普 差 异 ，即 华 语 用 词 与 普 通 话 的

不 同 表 现；二 是 把 词 汇 放 在 具 体 的 应 用 中 进 行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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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或 者 说 是 研 究 具 体 语 境 中 具 体 使 用 的 词 ①。

（二）历时研究

关 于“ 舍 小 取 大 ”现 象 与 华 语 历 时 研 究 ，总

体 而 言 ，这 方 面 的 努 力 可 以 把 我 们 的 研 究 引 向

另 外 一 个 新 的 方 向 或 维 度 ，由 此 自 然 也 可 以 获

得 很 多 新 知 ，进 而 为 正 在 兴 起 的 新 马 华 语 史 乃

至 于 全 球 华 语 史 研 究 添 砖 加 瓦 。具 体 来 说 ，相 关

的 历 时 研 究 大 致 包 括 以 下 两 个 方 面：一 是 对“ 舍

小 取 大 ”现 象 本 身 可 以 进 行 历 时 考 察 与 分 析 ，而

这 就 构 成 了 华 语 历 时 研 究 的 一 项 内 容；二 是 这 方

面 的 研 究 还 有 助 于 华 语 其 他 方 面 的 历 时 研 究 。

就 前 一 方 面 来 说 ，一 个 显 而 易 见 的 事 实 是 ，

华 语 中 对 小 词 的“ 舍 ”与 对 大 词 的“ 取 ”，应 该 并

非 一 蹴 而 就 ，而 是 一 个 渐 进 的 过 程 ，换 言 之 是 历

时 发 展 及 积 累 的 结 果 。 因 此 ，它 完 全 有 理 由 和

可 能 作 为 一 个 窗 口 ，来 观 察 和 了 解 华 语 的 发 展

变 化 ，而 这 也 就 是 华 语 史 的 研 究 了 。

比 如 ，笔 者 在 讨 论 东 南 亚 华 语 历 时 发 展 变

化 时 ，就 调 查 过“ 东 西 2 ”的 发 展 过 程 ，它 在 我 们

划 分 的 四 种 发 展 模 式（上 行 型 、下 行 型 、马 鞍 型 、

浴 缸 型）中 ，属 于 第 一 种：第 一 阶 段（ 1 9 1 9 - 1 9 4 5

年）没 有 这 样 的 用 例 ，第 二 阶 段（ 1 9 4 5 - 1 9 8 0 年）

开 始 出 现 ，到 第 三 阶 段（ 1 9 8 0 至 今）用 例 增 加 [ 3 ]。

就 我 们 所 见 ，很 多“ 舍 小 取 大 ”用 例 均 为 这 一 第

一 种 类 型 ，至 于 是 否 还 有 其 他 类 型 ，则 有 待 于 进

一 步 的 调 查 研 究 。

根 据 目 前 的 了 解 和 初 步 调 查 ，“ 舍 小 取 大 ”

现 象 可 以 而 且 应 该 进 行 溯 源 或 归 因 研 究 ，而 由

此 则 可 以 从 一 个 方 面 或 角 度 了 解 华 语 在 形 成 和

发 展 过 程 中 到 底 受 到 哪 些 因 素 的 影 响 。 在 本 系

列 的 研 究 中 ，我 们 在 这 方 面 做 过 一 些 工 作 ，除 了

笔 者 的《 论 华 语 词 汇 运 用 中 的“ 舍 小 取 大 ”现

象 》一 文 中 指 出 ，造 成 该 现 象 的 一 个 重 要 原 因 是

华 语 学 习 的 不 完 整 ②，还 分 别 立 足 于 该 现 象 讨 论

了 英 语 、南 方 方 言 以 及 中 国 早 期 国 语 对 华 语 的

影 响 。 以 上 三 个 方 面 虽 然 在 已 有 研 究 中 都 有 人

提 及 ，但 是 系 统 的 调 查 和 阐 述 尚 未 见 到 ，而 借 由

“ 舍 小 取 大 ”现 象 ，正 可 以 在 一 个 方 面 对 此 进 行

比 较 系 统 的 梳 理 。 比 如 ，在 最 后 一 个 方 面 ，我 们

的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华 语 中 的 不 少“ 舍 小 取 大 ”现

象 来 自 对 早 期 国 语 的 继 承 ，例 如 表 示“开 始 营 业；

开 张”义 的“开 幕”，表 示“不 知 道”义 的“不 懂”

等 。 这 样 的 研 究 ，一 方 面 梳 理 了 某 些 词 意 义 和

用 法 的 来 龙 去 脉 ，另 一 方 面 也 为 华 语 与 早 期 国

语 之 间 的 源 流 关 系 提 供 了 新 的 证 据 ，直 接 证 明

二 者 之 间 所 具 有 的 一 致 性 。

三、“舍小取大”现象与华语 
理论及应用研究

除 了 华 语 本 体 研 究 外 ，“ 舍 小 取 大 ”现 象 的

全 面 考 察 与 深 入 剖 析 ，对 华 语 的 理 论 及 应 用 研

究 也 有 很 大 的 意 义 和 价 值 。 以 下 对 这 两 个 方 面

分 别 讨 论 。

（一）理论研究

华 语 研 究 应 该 有 自 己 的 理 论 ，华 语 研 究 者

应 该 有 为 此 而 努 力 的 意 识 。 为 此 ，我 们 提 出“ 全

球 华 语 学 ”的 概 念 [ 4 ]，并 且 认 为 这 是 全 球 华 语 研

究 顶 层 设 计 的 需 要 ，而 它 的 最 终 建 立 必 将 有 助

于 拓 展 研 究 范 围 与 提 高 水 平 、加 深 认 识 ，同 时 也

有 助 于 该 领 域 理 论 的 建 构 和 完 善 。 就“ 舍 小 取

大 ”现 象 而 言 ，它 一 方 面 为 华 语 理 论 建 设 提 供 了

一 个 实 践 基 地 ，另 一 方 面 也 可 能 由 此 而 引 发 一

些 相 关 的 思 考 与 探 索 。

以 往 的 华 语 词 汇 对 比 研 究 ，大 都 着 眼 于 其

与 普 通 话 的 差 异 ，主 要 围 绕 概 念 义 进 行 ，而 鲜 少

顾 及 词 汇 系 统 以 及 词 汇 具 体 运 用 中 的 结 构 性 差

异；而“ 舍 小 取 大 ”现 象 则 有 可 能 把 词 汇 差 异 对

比 研 究 引 入 上 述 方 面 ，而 与 此 相 关 的 探 索 更 具

理 论 意 义 和 价 值 。比 如 ，仅 由 以 上 的 例 词 及 分 析

可 见 ，华 语 词 汇 在 语 义 域 及 上 下 位 关 系 方 面 ，与

普 通 话 均 有 一 定 的 差 异 ，这 是 需 要 认 真 总 结 的 。

具 体 而 言 ，至 少 包 括 以 下 三 个 方 面：

一 是 词 的 同 义 关 系 群 。 借 由“ 舍 小 取 大 ”

现 象 ，通 过 大 词 在 具 体 语 境 中 的 表 义 具 体 化 ，建

立 起 其 与 一 些 表 示 具 体 义 的 词 的 同 义 关 系 ，由

此 而 形 成 一 个 个 与 普 通 话 有 所 不 同 、具 有 华 语

①我们所见，有不少华语词汇研究仅立足于相关工具书的释义，或以之为基础。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其所研究的对象就

不是具体语境中具体使用的词，而是工具书中的词。

②华语学习的不完整与华语当今面貌的形成关系非常密切，这一点以往关注不够，这方面的研究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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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点 的 新 的 同 义 词 群 落 。

二 是 词 的 上 下 位 关 系 群 。 一 些 大 词 的 来

源 ，往 往 系 由 小 词“ 升 格 ”，即 小 词 在 具 体 的 使 用

中 变 成 了 大 词（比 如 上 文 讨 论 的“ 攻 击 ”就 是 如

此），这 样 也 就 由 下 位 词 变 成 了 上 位 词 ，从 而 引

起 上 下 位 关 系 群 的 变 化 与 调 整 ，而 这 样 的 变 化

与 调 整 无 疑 也 具 有 华 语 特 点 。

三 是 词 的 使 用“版 图”。此 前 我 们 一 般 用“范

围”一 词 来 表 示 相 同 的 意 思 。 这 里 之 所 以 用“版

图 ”，主 要 是 为 了 在 了 解 词 语 使 用 范 围 的 同 时 ，

还 要 明 确 其 相 对 位 置 ，即 在 上 下 位 关 系 系 统 中

所 处 的 地 位 。

以 下 我 们 结 合 一 个 具 体 词 例 的 分 析 ，来 进

一 步 说 明 以 上 三 个 方 面 的 内 容 。

比 如“照 顾”一 词 ，《华 语》列 出 以 下 四 个 义

项：“ ① 顾 及；顾 全：要 ～ 不 同 年 龄 学 生 的 特 点 ｜

考 虑 问 题 要 ～ 大 局 。 ② 照 料；照 管：在 医 院 ～ 生

病 的 老 人 ｜ 请 您 帮 我 ～ 一 下 行 李 。③ 优 待；优 惠：

乘 公 交 车 要 ～ 老 人 和 孩 子 ，把 座 位 让 给 他 们 。④

商 店 、服 务 行 业 指 顾 客 前 来 购 物 或 要 求 服 务：往

后 还 请 您 多 ～ 。”

华 语 中 ，用 法 比 较 独 特 的 是 第 二 义 ，由 词 典

配 例 及 普 通 话 的 一 般 使 用 情 况 看 ，此 义 的“ 照

顾 ”对 象 主 要 是 人 ，偶 尔 也 包 括 属 于 个 人 的“ 物

品 ”；但 是 在 当 代 华 语 中 ，用 于 非 指 人 的 情 况 比

较 常 见 ，且 使 用 范 围 也 比 较 广 。 例 如：

（53）此项宣布旨在指醒公众要照顾及保

护红树林，以便红树林不会被破坏。

（54）任何事情都不会自然改变，必须努力

作出建设以确保民众有好的社区环境，提供他

们好的品质生活，共同保护及照顾这个社区。

（55）社会对环境保护是重要的，将垃圾随

意丢出车外、路上或丢进河流是不良文化习惯，

因此人民必须对照顾环境负起责任。

如 果 说 以 上 三 例“ 照 顾 ”的 宾 语 相 对 具 体

的 话 ，那 么 也 有 一 些 带 抽 象 宾 语 的 用 例 。 如：

（56）他呼吁无论垃圾是否来自河流或陆

地，民众需将垃圾丢进垃圾桶，照顾自家及公共

卫生，一起爱护河流并照顾槟城的卫生。

（57）希望登山者、游客及居民，一起照顾

清洁，让升旗山成为更美好的地方。

另 外 ，此 义 的“ 照 顾 ”有 时 还 用 于 指 称 。

例 如：

（58）政 府 必 需 确 保 原 有 设 施 获 得 良 好

照顾。

在 以 上 这 样 的 用 例 中 ，“ 照 顾 ”分 别 与“ 照

管 、照 护 、照 看 、照 料 、照 应 ”等 构 成 等 义 关 系 ，

由 此 也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成 为 涵 盖 这 些 词 的 一 个

大 词 。

以 下 一 例 把“ 照 顾 ”由 相 对 静 态 引 向 动 态

（加“ 正 在 ”修 饰），由 此 明 确 了 此 处 表 示 的 应 当

是 兼 具 静 态 与 动 态 的“照 料”之 义：

（59）在马路对面，则有一名华裔男子正在

照顾一对男女孩童，女童正嚎啕大哭。

其 实 ，不 仅 第 二 义 ，就 是 第 一 义 也 有 扩 大 使

用 范 围 的 表 现 。 例 如：

（60）人们越来越懂得照顾健康，汽水的销

量不比以前畅销。

（61）从林冠英的声明中发现这名行动党

的财长非常的照顾伊斯兰宗教事务的发展，打

从他做槟城首席部长开始，几乎每年都对外公

布，他领导的州政府是如何照顾伊斯兰宗教事

务，但无论他是首席部长或财政部长，他都没有

提及政府如何照顾非伊斯兰宗教？

（62）他也披露，该党将倡议伊党模式的经

济发展计划，全面照顾尤其是乡区人民的福利

和收入。

（63）他也是一个很照顾形象的人：“我不是

介意人家讲我肥，我只是介意自己肥，因为对自

己有要求。” 

这 组 用 例 中“照 顾”的 语 义 范 围 也 由“顾 及 、

顾 全 ”扩 展 到“ 关 心 、关 切 、注 重 ”等 ，而 这 或 许

就 是 它 的 新“边 界”。

以 上 两 个 义 项 的 使 用 情 况 相 加 ，我 们 大 致

就 可 以 得 到 华 语“照 顾”一 词 与 以 往 认 识 有 所 不

同（上 引《华 语》释 义 就 是 这 一 认 识 的 反 映）的 同

义 及 上 下 位 关 系 词 群 ，以 及 表 义 和 使 用 范 围 ①， 

而 这 显 然 比 以 往 认 识 要 具 体 、深 入 得 多 。 以 上

①经初步调查，“照顾”的三、四两个义项使用得不多，也没有什么变化，与普通话具有很高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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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 然 主 要 还 是 事 实 的 梳 理 ，但 是 如 果 举 一 反 三 ，

那 它 指 向 的 就 不 是 个 别 词 及 个 别 意 义 ，而 是 更

多 的 词 及 其 意 义 。 由 此 入 手 ，推 及 更 多 的 用 词

现 象 ，就 有 可 能 建 立 一 个 反 映 华 语 词 汇 使 用 实

际 及 特 点 的 词 义 系 统 ，而 这 应 该 是 华 语 词 义 理

论 建 设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此 外 ，词 义 系 统 也 不 是 一 成 不 变 的 。 实 际

上 ，本 文 所 讨 论 的 很 多 现 象 就 是 华 语 词 汇 及 其

使 用 变 化 所 致 ，而 这 也 就 牵 涉 到 另 外 一 个 重 要

的 理 论 问 题 。 符 淮 清 在 引 用 了 谢 文 庆《 同 义

词 》一 书 中 所 说“ 每 一 组 同 义 词 都 是 共 性 与 个

性 的 矛 盾 统 一 ”一 句 话 后 指 出：“ 这 种 关 系 使 同

义 词 之 间 得 到 平 衡 ，当 一 组 同 义 词 中 的 某 一 个

失 去 了 共 同 意 义 成 分 时 ，或 者 某 几 个 词 的 意 义 、

色 彩 、用 法 变 得 完 全 相 同 时 ，平 衡 状 态 就 被 破 坏

了 。 由 于 词 义 互 相 制 约 ，便 产 生 了 内 部 调 整 ，促

进 了 同 义 词 的 发 展 变 化 ，如 非 同 义 词 和 同 义 词

互 相 转 变 、等 义 词 演 变 为 近 义 词 、同 义 词 色 彩 意

义 发 生 变 化 等 等 。”[ 5 ] 虽 然 本 文 的 研 究 尚 未 及 此 ，

但 是 我 们 有 理 由 相 信 ，随 着“ 舍 小 取 大 ”及 相 关

现 象 研 究 的 深 入 ，这 方 面 将 成 为 词 义 系 统 理 论

探 索 的 一 个 重 要 领 域 ，甚 至 有 可 能 成 为 一 个 重

要 的 增 长 点 。

由 表 面 看 ，我 们 在 本 系 列 的 研 究 中 考 察 与

讨 论 的 现 象 似 乎 都 是 一 个 一 个 的 孤 例 或 个 案 ，

但 是 如 果 联 系 地 、综 合 地 看 ，在 词 汇 的 具 体 运 用

中 是 否 存 在 一 种“ 舍 小 取 大 机 制 ”？ 我 们 的 回 答

是 趋 于 肯 定 的 ，并 且 认 为 这 一 机 制 与 词 义（这 里

取 一 个 最 大 的 范 围 ，即 包 括 概 念 义 、色 彩 义 和 语

法 义）的 发 展 以 及 词 义 系 统 的 调 整 与 变 化 具 有

非 常 密 切 的 联 系 。 我 们 相 信 ，这 是 一 个 更 具 理

论 内 涵 的 课 题 。

此 外 ，本 文 讨 论 的 现 象 ，按 现 有 的 认 识 ，会

被 认 作 华 语 变 异 的 表 现 。 其 实 ，不 止 于 此 ，很 多

人 把 华 语 跟 普 通 话 的 各 种 不 同 均 视 为 变 异 。 然

而 ，这 里 的 问 题 是 ，是 否 所 有 的 差 异 都 是 变 异 所

致 ？ 应 该 说 ，这 是 一 个 既 具 实 践 性 ，也 有 理 论 性

的 问 题 。 仅 就“ 舍 小 取 大 ”现 象 来 说 ，答 案 并 非

如 此 ，因 为 通 过 上 文 内 容 可 知 ，有 些 意 义 和 用 法

可 以 归 入 这 一 范 围 ，而 有 一 些 则 不 能 ，比 如 继 承

早 期 国 语 的 意 义 和 用 法 。 所 以 ，仅 由 我 们 的 研

究 ，大 致 就 可 以 得 出 这 样 的 结 论：华 语 与 普 通 话

的 差 异 ，并 非 都 由 变 异 而 来 ，其 实 还 有 一 部 分 是

“ 继 承 ”的 结 果 。 笔 者 认 为 ，指 出 这 一 点 非 常 重

要 ，它 不 仅 具 有 认 识 论 价 值 ，同 时 也 具 有 方 法 论

意 义 ①。

谈 到 方 法 论 ，“ 舍 小 取 大 ”概 念 的 建 立 及 其

具 体 表 现 的 讨 论 分 析 ，也 有 其 意 义 和 价 值 。 如

前 所 说 ，在 一 般 的“词”之 上 ，建 立 一 个 新 的“类”

的 概 念 ，用 以 集 中 描 写 和 解 释 更 多 的 词 汇 及 其

使 用 现 象 的 特 点 和 规 律 ，并 且 把 华 － 普 词 汇 对

比 研 究 由 个 别 的 词 引 入 词 义 乃 至 于 词 汇 系 统 的

层 面 。 其 实 不 只 是“ 舍 小 取 大 ”现 象 ，在 我 们 进

行 的 其 他 几 种“舍”“取”现 象 系 列 研 究 中 ，大 致

也 是 如 此：“ 舍 双 取 单 ”把 关 注 焦 点 集 中 在 词 形

方 面 ②，而 这 显 然 不 是 以 往 的“ 同 形 异 义 ”或“ 同

义 异 形”等 所 能 完 全 涵 盖 的；“舍 今 取 古”则 主 要

着 眼 于 词 汇 及 其 意 义 的 不 同 来 源 ③。 上 述 研 究

分 别 都 能 够 从 不 同 角 度 和 方 面 把 很 多 不 同 的 现

象 与 表 现 归 拢 到 一 起 ，从 而 形 成 不 同 于 以 往 的 、

更 具 理 论 意 义 和 实 践 价 值 的 研 究 。

（二）应用研究

这 里 的“ 应 用 ”主 要 包 括 两 个 方 面 ，一 是

华 语 文 教 学 ，二 是 华 语 工 具 书 编 纂 。 以 下 分 别

讨 论 。

笔 者 认 为 ，对“ 舍 小 取 大 ”现 象 的 全 面 了 解

和 深 入 认 识 ，对 于 华 语 文 教 学 而 言 具 有 特 别 重

要 的 意 义 和 价 值 。 本 文 所 用“ 大 ”与“ 小 ”的 概

念 以 及“舍”与“取”的 归 纳 ，均 来 自 郭 熙 的 观 点 。

郭 熙 在 新 加 坡 中 学 生 中 进 行 调 查 ，最 终 总 结 了

①笔者曾就相关内容写过一篇论文《论华语及其研究的历时观》，尚未刊出。

②所谓“舍双取单”，就是在具体的运用中舍弃已有的双音节词，而选取同义的单音节词。这也是华语中一种十分常见

的用词现象。笔者讨论这一现象的论文《论华语词汇运用中的“舍双取单”现象》即将由新加坡《华文学刊》刊出。

③所谓“舍今取古”，就是舍弃已有的“现代词”而使用同义的古语词，这也是华语词汇运用中一种十分常见且与普通话

区别明显的现象。以此为讨论对象的论文《论华语词汇运用中的“舍今取古”现象》已在《汉字与汉语研究》2021 年

第 3 期刊出。



刁晏斌：由华语“舍小取大”现象看华语研究 第 2 期86· ·

当 地 人 华 语 用 词 的 几 条 规 律 ，其 中 的 第 一 条 是

“ 用‘ 小 词 ’换‘ 大 词 ’”，例 如 不 用 那 些 有 细 微

差 别 的 动 作 动 词 像“ 扛 、提 、端 、拎 ”等 ，而 采 用

更 大 的 形 式“ 拿 ”[ 6 ]。 这 实 际 上 是 立 足 于 华 语 文

教 学 ，由 华 语 文 学 习 的 结 果 反 观 华 语 文 教 学 ，最

终 得 出 的 主 要 结 论 是 教 学 中 应 当 先 教 小 词 ，后

教 大 词 。 新 加 坡 华 语 教 育 专 家 周 清 海 曾 经 指 出：

“ 语 言 学 习 者 没 有 察 觉 语 言 之 间 细 微 的 差 距 ，是

造 成 不 完 全 学 习 的 主 因 。 所 以 要 避 免 学 习 者 不

完 全 的 学 习 ，语 言 教 学 中 就 必 须 注 意 语 言 细 微

的 差 异 。 注 意 语 言 之 间 细 微 的 差 距 ，可 以 减 少

语 言 变 异 ，或 者 防 止 语 言 变 异 。”[ 7 ] 这 段 话 既 可

以 作 为 郭 熙 上 述 结 论 的 进 一 步 解 释 ，同 时 也 指

出 了 该 项 主 张 所 要 达 到 的 目 的 。

本 文 所 讨 论 的 几 个“ 舍 小 取 大 ”案 例 ，对 华

语 而 言 确 属 变 异 现 象 ，其 具 体 表 现 就 是 在 一 定 、

甚 至 很 大 程 度 上 抹 去 了 不 同 词 在 意 义 和 用 法 上

的 细 微 差 异 ，或 者 说 是 混 同 了 大 词 与 小 词 的 界

限 。 上 引 周 清 海 的 话 把 这 一 点 归 因 于 学 习 者 没

有 觉 察 以 及 教 学 中 没 有 注 意 上 述 细 微 差 异 ，应

该 说 是 既 指 出 病 症 ，也 开 出 药 方 。 就 后 者 而 言 ，

这 与 上 引 郭 熙 主 张 先 教 小 词 具 有 认 识 及 主 张 上

的 完 全 一 致 性 。

如 前 所 述 ，周 清 海 把 很 多 变 异 现 象 跟 语 言

学 习 不 完 全 联 系 起 来 ，而 其 中 不 少 都 与“ 舍 小 取

大 ”现 象 有 关 。 这 样 ，借 由 该 现 象 ，就 可 以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了 解 和 认 识 不 完 全 学 习 所 造 成 的 结 果

及 表 现 ，进 而 作 为 提 出 针 对 性 改 进 措 施 的 前 提

和 依 据 之 一 。

以 上 只 是 一 个 简 单 的 说 明 ，具 体 工 作 则 可

以 做 得 更 加 深 入 、细 致 。 比 如 ，“舍 小 取 大”现 象

涉 及 范 围 有 多 大 ，包 括 哪 些 类 词 ，在 哪 些 义 类 中

相 对 比 较 集 中 ？ 具 体 到 每 一 个 词 ，有 哪 些 共 性

特 征 与 个 性 差 异 ？ 使 用 的 范 围 和 条 件（如 语 体 、

文 体 ，不 同 的 场 合 等）有 无 差 异 ？ 如 果 这 些 问 题

都 解 决 了 ，不 仅 对 该 现 象 的 认 识 会 更 加 全 面 、更

加 深 入 ，而 且 对 于 避 免 或 改 进 相 关 的 教 学 问 题 ，

无 疑 也 具 有 更 大 的 指 导 意 义 和 价 值 ，同 时 也 能

够 使 之 更 具 可 操 作 性 。

另 外 ，对 于 华 语 文 教 学 及 其 研 究 ，这 里 还 涉

及 一 个 可 能 多 少 有 些“ 敏 感 ”的 问 题：不 同 的 华

语 变 体 之 间 有 无“ 好 坏 ”之 分 ？ 这 里 的“ 好 ”与

“ 坏 ”当 然 不 属 价 值 及 道 德 评 价 的 范 畴 ，可 以 简

单 地 理 解 为 叙 事 状 物 及 表 情 达 意 的 正 确 、准 确

与 否 ，如 果 进 一 步 提 高 标 准 ，则 还 可 能 涉 及 是 否

生 动 、形 象 等 。 如 果 套 用 修 辞 学 的 两 个 概 念 ，前

者 大 致 属 于“ 消 极 修 辞 ”，而 后 者 则 是“ 积 极 修

辞 ”。 我 们 之 所 以 谈 这 些 ，其 实 是 想 提 出 华 语 文

教 学 的 标 准 问 题 。 在 这 方 面 ，目 前 人 们 的 认 识

显 然 并 未 统 一 ，甚 至 还 有 比 较 大 的 分 歧 。 另 外 ，

如 何 把 标 准 落 到 实 处 ，这 也 是 一 个 很 大 的 问 题 。

比 如 ，国 内 学 者 有 人 主 张“ 普 通 话 ＋ 一 定 的 宽 容

度 ”标 准 [ 8 ]，有 人 主 张“ 普 通 话 ＋ 大 华 语 ”双 标

准 [ 9 ]。 然 而 ，“ 宽 容 度 ”体 现 在 哪 些 方 面 以 及 多

大 的 程 度 ，应 该 怎 样 把 握 与 控 制 ？ 双 标 准 有 无

主 次 之 分 ，具 体 如 何 操 作 ？ 这 些 都 是 悬 而 未 决

的 问 题 。在 这 方 面 ，我 们 或 许 可 以 把 与 华 语 文 教

学 关 联 甚 大 的“舍 小 取 大”现 象 当 成 一 只 麻 雀 来

解 剖 ，然 后 就 其 结 果 来 认 识 上 述 问 题 ，这 或 许 也

是 部 分 解 决 上 述 问 题 的 一 个 可 能 、可 行 的 路 径 。

属 于 本 领 域 的 另 一 个 重 要 方 面 ，是 工 具 书

编 纂 及 相 关 的 研 究 。 在 这 方 面 ，“ 舍 小 取 大 ”现

象 研 究 也 有 极 大 的 意 义 和 价 值 。 在 本 系 列 的 研

究 中 ，我 们 也 把 触 角 延 及 华 语 工 具 书 ，主 要 是 考

察 一 些 具 有 典 型“舍 小 取 大”表 现 的 词 在 目 前 最

具 影 响 力 、篇 幅 也 最 大 的《 华 语 》中 的 释 义 ，结

果 大 致 都 如 本 文 谈 及 的“ 东 西 ”“ 攻 击 ”和“ 照

顾 ”，在 该 词 典 中 都 没 有 直 接 的 反 映 。 由 此 得

出 的 结 论 是 ，《 华 语 》的 这 些 释 义 未 能 充 分 反 映

华 语 词 汇 运 用 实 际 ，存 在 一 定 程 度 的“ 失 真 ”问  

题 ①，这 是 应 该 引 起 注 意 的 。 由 此 给 我 们 的 启 发

是 ，对 华 语“ 舍 小 取 大 ”现 象 的 研 究 ，必 然 能 够

从 一 个 方 面 弥 补 华 语 工 具 书 释 义 的 不 足 ，从 而

使 之 提 高 质 量 和 水 平 。

四、结  语

以 上 本 文 先 是 举 例 说 明 什 么 是 华 语 词 汇 运

用 中 的“舍 小 取 大”现 象 ，然 后 分 别 从 本 体 研 究 、

①论文题为《由“舍小取大”现象看华语工具书中存在的问题》，即将在《宁夏大学学报》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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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论 和 应 用 研 究 三 个 方 面 讨 论 了 该 现 象 对 华 语

研 究 所 具 有 的 意 义 和 价 值 。 总 体 而 言 ，对 该 现

象 的 了 解 、理 解 和 认 识 ，不 仅 有 其 词 汇 本 体 研 究

的 意 义 和 价 值 ，同 时 也“ 溢 出 ”到 其 他 方 面 ，包

括 华 语 词 汇 理 论 甚 至 于 整 个 华 语 理 论 ，以 及 华

语 文 教 学 和 华 语 工 具 书 编 纂 等 。 通 过 以 上 梳 理

与 阐 述 ，或 许 向 我 们“ 研 究 效 益 最 大 化 ”的 理 念

和 诉 求 又 迈 进 了 一 步 。

谈 到 研 究 效 益 最 大 化 ，这 是 我 们 在 近 期 华

语 研 究 中 经 常 思 考 的 一 个 问 题 。 它 的 实 质 ，一

方 面 是 为 了 彰 显 与 证 明 某 一 选 题 的 合 理 性 、必

要 性 ，甚 至 是 重 要 性；另 一 方 面 ，同 时 也 是 更 加

重 要 的 方 面 ，则 是 对 华 语 研 究 深 入 性 、系 统 性 、

高 品 位 学 术 性 的 进 一 步 追 求 。 我 们 认 为 这 是 由

全 球 华 语 研 究 迈 向 全 球 华 语 学 的 必 由 之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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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from the Phenomenon of "Replacing a 
Small Word with a Big Word"

DIAO Yan-bi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Replacing  a  small word with  a big word" means  that  in  the use  of  vocabulary, words with 

general meanings and larger scope of use are used to replace words with more specific meanings and a smaller 

scope of use, which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unique phenomenon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from  three aspects:  the  ontology  study, 

the  theoretical  study and  the application  study.  It  points  out  that  the  study on  this phenomen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value for better carrying out, deepening and expanding the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which  also  reflects  the  further pursuit  of  in-depth,  systematic  and high-quality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Key words:  the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phenomenon of  "replacing a 

small word with a big w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