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舍今取古”现象看华语词典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刁晏斌

摘  要　华语在词汇使用中，经常放弃已有的现代词而使用与之同义的文言及古旧词

语，这就是“舍今取古”现象。由这一现象入手，可以发现华语词典中一些从其他视角

较难发现的问题，如标“〈书〉”以及加注“旧（时）指（称）”等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等。

在分析了这些问题后，文章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对策，一是处理好《全球华语大词典》

与《现代汉语词典》的关系，二是全面反映全球华语词汇面貌，三是注意相关研究及释

义方式的进一步拓展与完善。

关键词　华语　华语词典　“舍今取古”现象

一、 引　　言

华语词汇及其使用情况丰富多样，其中一个方面的表现是，有不少古今对应的同义

词，在具体的使用中经常会出现放弃现代词（下文称为“今词”）而使用同义的古语词

（下文称为“古词”）现象，我们称之为“舍今取古”。［1］该现象可以作为一个独特的视角，

借此不仅能观察华语及其使用的特点，还能由此审视当下一些华语工具书的收词及释义

等，进而发现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而此类问题既涉及华语词典释义的准确性及适用性，

也涉及它的编纂理念以及技术处理等。这种观察华语工具书得失的独特视角，是以往其

他研究所不具备的。

本文立足于马来西亚华语，首先对其舍今取古现象的一般情况和表现进行考察分

析，然后由此切入目前收词量最大、影响也最大的《全球华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华

语》），考察其释义以及收词立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而提出改进的意见及 
建议。

二、 “舍今取古”现象例析

华语和普通话中有很多共同的常用词，然而在华语中，除了使用这些常用词外，有时

还会使用它们的同义古词，而这些古词在普通话的现实使用中往往受限，［2］由此就形成

了二者之间用词上的明显差异。

我们来看以下一组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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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到日前为止，育才基金已支付超过 2200 万令吉予各项目。（2016-07-25）［3］

（2） 米塔布与当局达成和解协议，会支付逾 10 亿美元以换取自由。（2017-11-29）

例（1）、例（2）显示，华语在表示“高于”的意思时，既可以选择今词“超过”，也可

以使用古词“逾”。就前例而言，是“舍古取今”；而就后例来说，则是“舍今取古”，即

本文所讨论的现象。华语中，“逾”的使用频率很高，甚至高于“超过”。［4］前者的用例 
又如：

（3） 经营逾半世纪久的老字号“华强”茶室，或面对业主收回产业需迁移。（2016-08-01）

（4） 他建设的建川博物馆已经成为内地目前最大民营博物馆……参观人次逾千万。

（2017-08-29）

普通话中，这样的“逾”以前很少用，近年来虽然大幅增加，但是其使用频率还是比

华语低很多。［5］

“逾”之外，以下几例中的动词也都取古词形式（我们在句末标注其所对应的 
今词）：

（5） 州政府原则上同意延长租赁期，但关键在是由州政府直接出租予港务局，或通过槟州

首长机构负责租赁事宜。（2018-09-06）——给

（6） 起初，李男家人对李男失踪的说法不一，有说外出打工，有说已安家至别处，还有称失

踪。（2018-06-22）——到

（7） 至于被砍断的右手拇指，因错过黄金时间而无法接驳，令他无法工作。（2019-08-

08）——使

以下再举一组近指代词的用例：

（8） 此一科学奖项注重参赛课题的原创性和创造性，除此之外还考虑参加者的领导能力

和课外兴趣等等。（2017-12-06）

（9） 是项欢乐行将在是日上午 7 时，在北海大草场出发。（2018-03-21）

（10） 他说，他除了会携带环保袋购物，也会再循环使用包装食物的塑料袋，而大多的该些

塑料袋都会用来作为垃圾袋之用途。（2019-09-10）

按，以上三例中的“此”“是”和“该”，是与今词“这”相对应的古词，而普通话中这

样的组合形式基本不用。

在副词的使用中，舍今取古现象比较普遍，也比较突出，以下我们就以此为例，集中

讨论三个副词。

第一个是范围副词“皆”。

华语与普通话中，范围副词“都”很常用，此外华语中比较常用的还有与“都”同义

的“皆”，后者的用例如：

（11） 只要是公正党党员，皆可以在党选中提名竞逐任何职位。（2018-07-20）

因为“都”“皆”完全相同，有时甚至还出现了“同义连文”的用例：

（12） 不少商家受询时都皆称，当时店面早就关闭，也不知道有警员在极乐寺山脚下埋伏。

（2016-07-16）

以下各例在华语中都是极其普通而又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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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瑜伽表示，诺维达与他皆来自印尼，目前两人已定居于槟城约 1 年。（2019-11-18）

（14） 两人皆热爱户外运动，时常热衷于参与各项海内外赛事。（2019-09-13）

以上是用于肯定句的，而以下则是用于否定句的：

（15） 事发时现场传出阵阵玻璃被敲破的巨响，商家们皆不敢出来查看。（2017-03-05）

（16） 但是夫妇俩皆没办法寻找真相，于是向候任务边国会议员李文材及候任迪渣州议员

黄诗情求助。（2018-05-29）

第二个是程度副词“愈”。

程度副词“愈”与“越”构成了一对古今对应词。《华语》在“愈”字条的释义下，第

一个义项就是指明其为副词，重复使用，跟“越……越”相同，而这确实是“愈”比较经常

性的用法。例如：

（17） 有信众相信鞭炮愈多、炸得愈旺，来年的生意便愈兴隆，而待鞭炮放完，有住在商店

旁的居民也会扫走鞭炮纸屑，因为鞭炮纸屑象征财富，扫得愈多，该年的财运就愈亨通。（2016-

02-23）

（18） 经常踩脚踏车的定义为每星期平均踏上 30 英里（约 48 公里），而踩的里数愈多，对

他们的健康愈有帮助。（2017-04-21）

以上是“愈”分别处于不同分句中的用例，而比这一形式更常见的，是比照“越来越

X”的“愈来愈 X”，例如：

（19） 一年前，曾亚敏在跌倒受伤后，健康就愈来愈差和老化。（2016-08-04）

（20） 杰杰从小“大脑就不是很好”，虽曾接受治疗，但效果不明显，而且情况愈来愈严重。

（2017-09-04）

据我们所见，还有“愈来愈少、愈来愈多、愈来愈差、愈来愈高、愈来愈浓、愈来愈快、

愈来愈白、愈来愈迫切、愈来愈重要、愈来愈棘手”等。

此外，也有与“越 X 越 Y”相对应的“愈 X 愈 Y”用例，但是不多，例如：

（21） 自己却不断被媒体影射，令她愈想愈气愤。（2015-10-31）

（22） 中国支持联合国对朝鲜核试及发射卫星，作出必要和适当的反应，阻止朝鲜在开发

核武的道路上愈走愈远。（2016-03-03）

第三个是范围副词“亦”。

华语与普通话中，“亦”与“也”构成了古今可替换关系，但是普通话中“亦”的使用

受限，因而用例不多，而华语中使用则比较普遍。例如：

（23） 里查玛里肯亦鼓励稻农加把劲，协助增加稻米生产量。（2016-04-16）

与上引例（12）中的“都皆”类似，我们也看到了“亦也”共现的用例：

（24） 台下的游戏柜台亦也挤满人潮，大伙试一试自己的运气。（2016-02-22）

总体而言，“亦”的用法比较简单，因为“也”大致就是如此，另外其使用与“也”一样

不受任何限制。如：

（25） 原来对方的丈夫 10 年前已去世，2 名子女亦长年在外地工作。（2017-02-23）

（26） 皇马替补右后卫阿奇拉夫亦是穆斯林，但他不可能在欧冠决赛首发。（2018-09-05）

（27） 站在前线的记者们亦不是一个轻松活儿，该案件是于周日凌晨时段发生，记者们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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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必须即刻前往现场收集资料。（2019-01-23）

总之，通过以上举例说明，我们大致可以认为，舍今取古现象在华语中确实比较普

遍。这不但是其词汇使用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其与普通话词汇使用差异的具体表现

之一。

三、 两部词典释义对比及相关问题分析

目前，影响最大的华语词典是 2016 年出版的《全球华语大词典》，而其前身是 2010
年出版的《全球华语词典》。以下我们就以前者为对象，考察其中存在的与舍今取古现象

有关的问题。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选择《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第

5 版（2005 年出版）为参照对象。［6］我们共选择了 18 个古词，逐一对比两部词典的释义。

以下只列我们所考察的义项，斜杠前是《华语》的释义，斜杠后则是《现汉》第 5 版的 
释义。

弟子：旧指学生；门徒。/ 名学生；门徒。

店东：旧称客店或商店的主人。/ 名旧时称商店或旅店的主人。

甫：副词。刚刚：惊魂～定。/〈书〉副刚刚：惊魂～定｜年～二十。

故：连词。因此：昨日偶感不适，～未能如期赴约。/ 连所以；因此：因大雨，～未如期 

起程。

过堂：旧指诉讼当事人在公堂上受审问。/ 旧时指诉讼当事人到公堂上受审问。

冀：〈书〉希望；期望：～盼｜～望｜希～｜期～。/ 〈书〉希望；希图：希～｜～求｜～盼｜～其

成功。

皆：副词。都；都是：～大欢喜｜比比～是｜啼笑～非｜有口～碑｜尽人～知｜草木～兵｜放之

四海而～准。/ 副都；都是：比比～是｜尽人～知｜有口～碑｜放之四海而～准。

农夫：旧指从事农业生产的男子。/ 旧指从事农业生产的男子。

庶民：〈书〉百姓；平民。/〈书〉名百姓：王子犯法，与～同罪。

遂：连词。于是；就：一经表决，～成定论。/〈书〉副就；于是：服药后腹痛～止。

同僚：同在政府部门任职或在同一个政府任职的官员的互称：昔日～。/ 名旧时称同在一

个官署任职的官吏。

胥：〈书〉副词。皆；都：万事～备。/〈书〉副齐；皆：万事～备。

亦：〈书〉副词。也；也是：～然｜人云～云｜～步～趋。/〈书〉副也（表示同样）；也是：反

之～然｜人云～云。

于：介词。在：生～ 1960 年｜毕业～北京大学。/ 介在：她生～ 1949 年｜来信已～日前收到｜
黄河发源～青海。

逾：〈书〉超过、越过：～越｜～期｜年～花甲｜～墙而逃。/ 超过、越过：～期｜～限｜～额｜
年～六十。

迎迓：〈书〉迎接：～嘉宾。/〈书〉动迎接。

月杪：〈书〉每个月的最后几天；月底。/〈书〉名月底。

撙节：〈书〉节约；节省：～用度。/ 动节约；节省：～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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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所列释义看，《华语》与《现汉》第 5 版的一致性相当高：有的完全一致，如

“农夫”；有的只是对释义字词稍加更换，比如“过堂”把“旧时指”换成“旧指”，把“到”

换成“在”；有的则对后者的配例略做增减或替换，前者如“甫”减掉了“年甫二十”，后者

如“撙节”把“撙节开支”替换为“撙节用度”。但是，由本文第一节所列的事实看，华语

与普通话在古词的使用上有较为明显的差异，这也提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两部词

典的释义是否“兼容”？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

第一，关于标“〈书〉”问题。

仅由以上列举的释义看，标“〈书〉”的条目比较多，以下是两部词典“凡例”中关于

“〈书〉”的说明：

《现汉》第 5 版：标〈书〉的表示书面上的文言词语。

《华语》：释文前标“〈书〉”的，表示这个词语是常见的古汉语词或现代汉语书面语词。

《现汉》第 5 版因为是立足于现代汉语普通话，所以上述表述是恰当的。至于《华

语》的表述，可能就未必恰当了，它大致有以下几点可议之处：

其一，表意上的问题。首先，“常见的古汉语词”这个语言片断有歧义：一是指古汉语

中常见的词，二是指现在常见的古汉语词；其次，“常见的古汉语词或现代汉语书面语词”

也有歧义：一是“常见的 / 古汉语词或现代汉语书面语词”，二是“常见的古汉语词 / 或现

代汉语书面语词”。

其二，立足点的问题。在已有研究中，人们经常把“华语”与“现代汉语”相对，比如

刘华、郭熙（2012）在对海外华语研究进行综述时，就列出“华语和现代汉语对比研究”

一项；而周清海（2016）指出，“在经过了无数次政治运动之后，现代汉语出现了自己显著

的特点。……中国现代汉语和各地的‘华语’‘华文’差距相当明显”。如果按上述说明，

那么《华语》中是否标“〈书〉”，应当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依归，而我们认为这也是其基

本沿用《现汉》第 5 版标“〈书〉”的缘由。但是，通过本文上一节梳理的事实可知，华语

与普通话对古词的取舍及实际的使用情况并不相同，总体而言差异明显，而对此不加区

分，都以《现汉》第 5 版为依据，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上述差异。

比如“亦”，两部词典都加标“〈书〉”，华语中除了“反之～然｜人云～云”（《现汉》第

5 版配例）以及“～然｜人云～云｜～步～趋”（《华语》配例）这样的“古雅”用例外，也经

常用于以下这样“平白”的表达中：

（28） 对不少全职妈妈来说，照顾孩子的生活除了欢笑，亦写满了崩溃、心力交瘁的过程。

北京一名 80 后全职妈妈“卡儿姨”，4 个多月前诞下儿子“小吞吞”后亦一度经历这种生活。

（2018-04-21）

本文以上所举的各类用例，也基本都是这一风格的，而这样的用例极少见于普通话。

因此，如果按普通话的使用情况，它们是不该在《华语》中加标“〈书〉”的。这就是说，

《华语》的表述与实际的取舍并不一致。

其三，关于“常见”与否的问题。无论《华语》中表达的是哪种意思，“常见”都是其

中的一个重要条件，或者说是判定是否可以加“〈书〉”的重要依据。然而，就《现汉》加

“〈书〉”词语的一般情况看，仅凭个人语感大致就知道它们基本在口语中不用，书面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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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极少使用。苏新春、徐婷（2007）所做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把《现汉》第 5 版整词

标“〈书〉”的 2348 个“书语词”放在真实语料中检测，结果显示它们大多数的频次都相

当低，有的甚至为零，显示它们已渐渐退出了现代汉语的范畴。所以，《现汉》第 5 版的

表述中不可能加上了“常见”这样的限定成分。但是，《华语》却加上了“常见”，那么问

题就来了：何为“常见”，判定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与实际的使用情况是否相符？比如

“撙节”和“迎迓”，《华语》都标为“〈书〉”，可是在我们的调查范围内用例却很少，普通

话中更是趋近于无。那么，它们是否能够达到标“〈书〉”的标准，换言之，是否算“常见”

的词？

其四，关于加标“〈书〉”的问题。这里指的是《现汉》第 5 版未标“〈书〉”而《华

语》加标的词。这样的调整有些也有可议之处，比如“逾”就是如此。《现汉》“逾”的释

义为什么不标“〈书〉”，我们认为可以从上文注释［3］的统计数字得到解释。为了使这

一点更清楚，我们还在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中进行了历时检索，其使用频次如图 1 
所示：［7］

图 1　检索式“逾”的频次图

至于《华语》在“逾”的释义中加标“〈书〉”，如果就普通话而言，显然并不合适（因

为使用频率不算太低）；而如果着眼于华语，则跟其他标“〈书〉”词的实际使用情况也有

较大差异，因为其他标“〈书〉”古词的使用频率一般都相对较低。

不过，也有的加标“〈书〉”可能是有道理的，但究竟是否合适，还有待于对“〈书〉”的

正确界定以及对其内涵的准确把握。比如“撙节”，《现汉》第 5 版未标“〈书〉”，可能有

问题，此词的使用频次如图 2 所示：

图 2 显示，此词在《人民日报》1946—2015 年的 30 年间未有用例，而此前即使偶有

使用，也是断断续续、频率极低，在这种情况下，不标“〈书〉”显然也是不妥的。［8］

总之，我们认为，《华语》意识到华语与普通话的不同，对“〈书〉”的内涵重新界定与

表述，这是很好、很正确的；但是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还有可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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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检索式“撙节”的频次图

第二，关于“旧（时）指（称）”问题。

《现汉》中有一些词语的释义前加“旧（时）指（称）……”，苏新春（2003）把这样的

词语称为“旧词语”，即用来表示那些正在逐步退出现代汉语使用的词语，比如我们考察

范围内的“店东、农夫、同僚”就是如此。《华语》中存在的此类问题有以下两个：

其一是跟定《现汉》，保留“旧（时）指（称）”，但是华语的实际情况与普通话却并不

相同，由此造成释义失真。黄妙芸（2010）指出：“有些词语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的《现代

汉语词典》等语文工具书中，被注明是旧称，早就废弃不用，并为新词新语所取代，但至今

仍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所用。”这样，《华语》沿用《现汉》模式，并且对很多词语的标注

取舍也与《现汉》相同，自然会带来比较明显的问题。比如“过堂”，在我们的语料里共有

110 例，而核心义相同的“受审”却仅有 27 例，另有“受审问”1 例。因此，说前者是“旧

指”，显然与事实不符。“农夫”和“店东”大致也是如此：华语中都有实际用例，虽然不及

相对的同义今词“店主”与“农民”多，但也没有达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比如，仅在

华网语料中，“店主”有 30 例，“店东”1 例，但另有 7 例取二者合一的“东主”；“农民”有

113 例，而“农夫”有 9 例。其实，用例的多少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

只要有现实的用例，加标“旧（时）指（称）”就有可议之处。

其二是增加新的“旧（时）指（称）”，比如“弟子”的释义就是如此。不同版次的《现

汉》对此词的释义并不一致，比如第 1 版释为“学生；徒弟”，第 2 版到第 4 版均释为“旧

称学生；徒弟”。从第 5 版到第 7 版又去掉“旧称”，释为“学生；门徒”。根据以上介绍，

我们或许可以说《华语》是“跟住”《现汉》第 4 版而不是第 5 版，所以才在“弟子”的释

义中加上“旧指”，但其理据不明，因为在华语中，“弟子”并不是一个生僻词，它在我们搜

索的语料中一共出现了 30 次。

不过，从理论上说，还有一种可能，这就是《华语》在“弟子”的释义中加“旧指”，并

不是着眼于马来西亚华语，而是立足于其他华语社区。但这种可能性并不大，本系列的

第一篇论文（刁晏斌 2022）用很大篇幅来举例说明整个海外华语圈以及中国台港澳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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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圈在舍今取古现象上的一致表现，就“弟子”一词的使用来说，也能充分证明上述一致

性。以下就举一组其他华语社区的普通用例：［9］

（29） 袁隆平弟子：中国需对“妖魔化转基因”拨乱反正　（缅华网 2015-07-15）

（30） （陈少挺）受到唐大师的厚爱和提携、接纳为弟子并勉励。（泰华网 2016-11-18）

（31） 杨振宁弟子张首晟去世　年仅 55 岁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8-12-06）

（32） 授业传道，启蒙台下弟子如何学习，如何做人。（柬埔寨《柬华日报》2021-06-19）

（33） 31 岁的她是死者古川刚的女徒弟。（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2021-07-14）

东南亚以外，欧美等华语社区的用例再如：

（34） 如果杰克逊带队真有什么神奇的地方，为什么他的弟子们无一学到？（西班牙侨网

2015-03-07）

（35） 在葡萄牙，经您夫妇两个人教的有多少个弟子？（葡萄牙《葡华报》2018-12-05）

（36） 兰迪曾在美国和韩国执教，门下有多个得意弟子。（新西兰中文先驱网 2020-12-24）

（37） 是师父的徒弟，是师父的弟子、旁听生也好，千万不要说人家任何一个法门不好。（多

伦多华人网 2021-08-18）

（38） 10 年时间，这位假活佛非法敛财近两亿元，并强奸猥亵数名女弟子。（美国中文网

2021-02-02）

除了海外华语，中国港澳台汉语圈也有大量用例，以下三地各举一例：

（39） 同场展出吕寿琨同侪和弟子、香港艺术家王无邪、吴耀忠……的作品。（香港《文汇

报》2021-08-12）

（40） 他博学多才、仁厚爱生、潜心育人，为当地村民培养出一批知书明理的弟子。（《澳门

日报》2020-03-17）

（41） 身为蔡医师弟子的高雄资深整形外科医师曹赐斌特别撰文追忆，引发同侪们无限思

念。（《台湾时报》2021-07-07）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华语》在“弟子”的释义中加上“旧指”，确实是有问题的。

第三，关于具体释义问题。

《华语》由于“跟紧”《现汉》，有时也会造成具体释义中的问题，这方面，“同僚”是

一个比较典型的个案。如上所列，《现汉》第 5 版释义为“旧时称同在一个官署任职的

官吏”，《华语》去掉了时间标注“旧时”，完全符合华语实际，是非常正确的，但具体的释

义内容“同在政府部门任职或在同一个政府任职的官员”却基本是“翻译”《现汉》第 5
版，特别是保留了其中的两个“关键词”，即“官署—政府（部门）”“官吏—官员”。查《华

语》，“官员”的释义为“经过任命的、担任一定职务的政府工作人员”，但考察华语实际用

例，有不少“同僚”超出了指称“官”的范围，例如：

（42） 当时有两名主持人，可能是他同僚还是谁提及《星报》，我不知道。毕竟这是电台电

话访问，我看不到（主持人），但我听到之前有人说引述《星报》，不懂谁提及的。（2019-04-19）

按，主持人的同僚一般应该不属于政府官员。如果此例还不够明确的话，那么例

（43）就再清楚不过了：

（43） 分别在槟岛市政厅工作已 35 年及 27 年的桑姆根与哥巴吉斯南，沿着长梯爬入 6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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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的深沟，半身浸泡在污水里，徒手用力地将阻塞在水里的垃圾，推进同僚依布拉欣干尼伸入深

沟内的打捞器。（2015-08-25）

此例上文介绍说，句中提及的几个人都是槟岛市政厅的清道夫，另外还称之为“工

友”，这显然与《华语》释义中的两个关键词均不相符。

另外，《华语》的“同僚”释义还加上了中心语“互称”，这一点也与多数用例不符。

比如，以上二例就是“他称”，而例（44）、例（45）也是如此：

（44） 3 名遭匪徒捆绑的保安人员，在凌晨 6 时许被刚来上班的同僚发现及解困后，立即向

部门主管投报。（2016-10-30）

（45） 两名警员接报到场，一人开枪击中持刀男子腿部，另一警员被同僚发射的流弹所伤。

（2018-06-04）

第四，关于配例问题。

这方面，华语词典存在的普遍问题还是沿袭《现汉》，具体表现一是照搬后者的配

例，或者是稍加改造；二是另造与后者风格完全相同的配例。比如“皆”，《现汉》第 5 版

共有“比比～是｜尽人～知｜有口～碑｜放之四海而～准”四个配例，《华语》全部沿用，

另外增补“～大欢喜｜啼笑～非”两个；稍加改造的例子如《现汉》第 5 版“逾”下有

“年～六十”，而《华语》改为“年～花甲”。以上无论是照搬、增补还是稍加改造，都延

续了《现汉》配例的“古雅”色彩，有时甚至还会刻意突出这一点，比如“遂”，《现汉》第

5 版的配例是“服药后腹痛～止”，而《华语》则取更具“古风”的四字格形式“一经表

决，～成定论。”

配例的作用，当然是证明与说明某一义项的实际使用情况，就华语词汇的实际使用

状况而言，古词一方面确实有在偏“古”语境中使用，但是也不乏在“今”语境中使用。

这里以“遂”为例，两种情况各举一例：

（46） 民警到场协调，并建议田某到其他医院就诊。田某不满，遂动杀机。（2016-09-10）

（47） 李男其后表示，由于他自己多次因冲红灯被捉，心感不忿，遂故意到银行兑换了 

500 个一角硬币，为的是把钱扔在地上刁难民警，又打算将画面拍下发到朋友圈讽刺警员。

（2016-05-29）

我们曾对“遂”的所有用例逐一调查比对，结果显示用于例（46）那样语境下的情况

极少，大多数用例都是在例（47）这样语境下的使用。可见，就“遂”的配例而言，显然

《华语》并未全面反映华语的实际使用情况，而以上其他一些词的配例也大致如此。

除以上四个方面外，《华语》的古词释义可能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比如“月杪”未标使

用区域，这样就忽略了此词的一个重要使用信息，因为据我们初步调查，华语中此词比较

常用，但至少普通话和台湾“国语”都基本不用此词。［10］

四、 相关对策及建议

以上问题并非只在我们的调查范围内存在，而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11］应该引起注

意和重视。

刁晏斌（2014）在分析了《华语》收词与立条、字母词语的处理以及词语的释义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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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等三个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后，对华语词典编纂提出以下建议：一是语言观（主要是语

言的规范观和发展观）的调整与更新；二是华语词典的准确定位，三是加强各华语社区的

沟通协调以及语料库的建设和利用。结合上述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华语词典编纂在以

上三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比如，就语言发展观而言，华语 / 港澳台汉语圈与普通话圈显

然并不处于同一发展水平和阶段，后者的发展更快，所以整体上与早期“国语”拉开了较

大的距离，前者则差不多正好相反，舍今取古现象的普遍存在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12］

我们认为，《华语》对古词处理的不少问题，都与对此认识不足有关，因此未能准确反映不

同华语社区之间的差异。

这里，主要立足于本文内容，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我们的意见和

建议。

第一，处理好《华语》与《现汉》的关系。

我们在刁晏斌（2021a）中，曾论述了处理华语词典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关系（具

化为《华语》与《现汉》的关系）问题，认为二者间应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即”

是指一致性，“离”则是指在一致性的基础上突出华语特点，反映华语实际。客观地说，作

为语文工具书，后出的对已有的在一定程度上借鉴或者参照，有时是难以避免的，甚至是

无需避免的；但是，如果二者涉及的对象、范围及具体使用情况等并不完全相同（就像当

今的华语与普通话），那情况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在刁晏斌（2021b）中，我们也结合《华

语》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谈到，华语词典编纂应在以下方面做出更多、更大的努力：一是全

面加强华语词汇研究，二是调整华语词典编纂观念、思路及模式，三是摆脱《现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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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原则性的表述，下

文稍做具体说明。

我们认为，要处理好《华语》与《现汉》的关系，首先要从大处着眼，其次才是在小处

着手。就前者而言，需先做好“顶层”设计。华语研究的旗帜性人物郭熙教授曾经在一

次学术会议上指出，过去是回答“什么是华语”，而现在则要回答“华语是什么”，笔者对

此深表认同。“华语是什么”的答案可能是复合、多元的，但是其中核心的内容应该包括

华语的内涵、范围，其内部各子社区（特别是华语 / 港澳台汉语圈与普通话圈）之间的关

系等，这些问题解决了，才有可能进行华语词典的顶层设计，然后才是确定收词立条以及

释义的原则与方法等。就后者而言，就是如上所说的“若即若离”，而具体做到这一点的

保障条件，一是对华语以及普通话进一步深入、全面以及细颗粒度的研究，二是探寻更加

丰富多样的技术手段与呈现方式。关于这两个方面，下文将继续讨论。

第二，全面反映全球华语词汇面貌。

《华语》凡例中的第一句话是“本词典是一部全面反映全球华人社区华语词汇面貌

的大型华文辞书”，而在其下的“收词和用字”条中，首先概括了收录词语的三项标准，或

者说是其内容构成的三个方面：一是收录华人社区普遍使用的通用词语，二是收录主要

华人社区使用的特有词语，三是酌收华人社区常见的文化词语。概括一下，大致就是以

下两个方面：“普通话词语 + 华语词语”。就普通话与华语共用的这部分词语而言（比如

本文涉及的古词，包括“旧词语”），从是否立条到如何释义等，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梁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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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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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古词

与“旧词语”的使用无疑具有华语特点（即与普通话不同），而反映这一特点的具体用例

（例句）则应该是华语词典释义的立足点。

《华语》释义与《现汉》一致性过高的问题，上文已有说明，以下我们再举一个收词立

条的例子。马毛朋（2012）讨论了“若然”一词，指出此词《现汉》第 6 版未收（笔者按，第

7 版仍未收），但是检索“慧科搜索”，中国香港地区共 12407 条，中国大陆地区共 394 条， 
由此认为它是港式中文的常用连词，而通用中文则基本不用。文中所举用例如：

（48） 修身的衣服可以突出女士的美好身段，若然再用上质感飘逸的布料及轻柔色调，则

更为优美迷人。（《香港商报》2011-12-25）

按，马文检索的结果，或许说明了《现汉》第 6 版不收“若然”的理由，而我们的普

通话语感也能证明，这样做是有客观依据的；但是，《华语》也不收此词，恐怕与以上所引

“全面反映全球华人社区华语词汇面貌”并不相符，因为即使仅着眼于香港的使用情况，

也应该收录，更何况据我们所见，在香港以外的其他华语区也时能见到此词。以下是马

来西亚华语的用例：

（49） 欧盟官员早已警告，若然各国不采取紧急应变措施，将会有大批难民在严寒下冻死。

（2015-11-25）

其他华语区的用例如：

（50） 若然觉得印发贺卡始终较体面，或可考虑印制一些无特别年份或标志的贺卡，让每

年都能使用，全澳一起努力推动环保。（《澳门日报》2011-01-29）

（51） 一般来说，银行的最优惠利率跟随隔夜利率变动，若然“中央银行”减息，相信选择

浮息房贷产品的业主会率先受惠。（多伦多华人网 2015-09-06）

（52） 距离新的政策只有 6 个月的时间，请各位雇主密切留意这个重大改变及要开始做好

准备。若然有任何关于新政策的问题或想考虑把记录工资及申报人工税电脑化，欢迎拨打……

联系我们。（新西兰《先驱报》中文网 2018-10-28）

（53） 美国与中国香港的贸易关系为互惠互利，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若然美国单方面

改变政策，受害的也会包括美国一方。（美国中文网 2020-05-29）

（54） 尤其迄今新冠疫情还未消失，世卫组织再次宣布，估计将出现各种新的变异毒株，若

然如此将导致疫情比预期更长久。（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2021-07-27）

与“若然”相似但又不同的如“讵”，两部词典释义如下：

讵：副词。表示反问，相当于“岂、难道”：～料｜～知｜一国～可无法？/〈书〉副岂，表示反

问：～料突然生变｜～知天气骤寒。

《华语》虽然去掉了《现汉》第 5 版所标的〈书〉，但仍只列“讵”这一字头，而就我们

所见，华语实际使用的，基本只是“讵料”这一个词。在我们所用的光华网语料中，“讵”

共 25 例，全部用于“讵料”，例如：

（55） 肇祸罗里所承载的 7 辆本田轿车原计划载送到槟城，讵料却发生意外，导致损失至

少 70 万令吉。（2016-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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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见，其他华语区基本也是如此，例如：

（56） 讵料，得标的斗记企业社却自 2009 年起，要求派遣工缴回 2000 元薪资。（台湾《更

生日报》2011-03-01）

（57） 讵料地震昨日再“突袭”日本，令映期有变。（香港《成报》2011-03-12）

（58） 我极度不悦，原以为死后一了百了，讵料既能看得见东西，也听得到声音，连自己站

在地板上的感觉亦十分清晰。（多伦多华人网 2018-05-28）

（59） 他们扎堆行动，或有“大台”安排换个地方继续“为香港而战”，讵料却被广东海警逮

个正着。（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2020-08-31）

我们 2021 年 8 月 5 日在人民网中检索，显示“讵料”的使用数为 0，这样看来，《现

汉》第 5 版不将其作为词条收入是有理由的，但是《华语》却应该收录此词。

以上是收词立条方面，再如具体的释义，如上所说《华语》“同僚”一词释义中存在的

问题，如果在写这个词条之前能够搜集充足的不同华语社区用例并认真观察、比对其实

际意义和用法，上述问题应该可以避免。

第三，注意相关研究及释义方式的进一步拓展与完善。

如前所述，华语与普通话在舍今取古方面的表现差异较大，而《华语》却没能准确地

把这一差异呈现出来，究其原因，大致包括研究不足和呈现方式不完备这两个方面。

就华语研究而言，我们以舍今取古现象为例，意在说明“华 / 国—普”对比研究还有

很多有待开垦、有待深入的领域，而这些领域的研究是编纂高质量华语词典的基础工作

与基本保障。在这方面，可以对标以上所说的“全面反映全球华人社区华语词汇面貌”。

所谓“全面反映”，自然应该是全方位、无死角地揭示与展现；而“词汇面貌”的一个最重

要方面，就是其具体的现实使用状况。我们现在的认识是，各地华语的差异更主要、更

多的表现并非此有彼无或此无彼有等“显性差异”，而是同一词语在不同地区具体使用

中的不同，其中当然也包括今词与古词的具体使用情况，以及诸如此类的“隐性差异”， 
（刁晏斌 2021c）无论对深入了解华语词汇特点，还是编纂高质量的华语词典而言，后者

应该是更加重要的，理应成为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就释义方式而言，以上比较详细地讨论了加“〈书〉”项目中存在的问题，并连带提及

了是否加注“旧（时）指（称）”的问题。这里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书〉”及“旧

（时）”的内涵及所指范围，比如就上引《华语》“释文前标‘〈书〉’的，表示这个词语是常

见的古汉语词或现代汉语书面语词”的说明而言，无论在表述上还是立足点上，均存在瑕

疵，而这无疑是造成相关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个问题若能解决，其余主要就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可选的技术方案，或有以下

几种：

一是对上述古词或旧词语分别释义，以区分加“〈书〉”及“旧（时）指（称）”与否；

二是增加下位的区别性符号，比如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加标“〈书大陆〉”“〈书新马〉”，以

及“大陆旧（时）指（称）”等；

三是在“使用区域”项下增加相关信息的说明，或者是根据具体情况做出适当的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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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比照《现汉》增添“注意”项目，对相关信息加以说明。

以上几种方法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结合起来使用，以互相补充，其目的就是把各

地华语之间的诸多不同之处尽可能完整、准确地呈现出来。

附　注

［1］ 这里的“古”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既包括古代也包括近代；如果从词的“类型”说，则既

包括一般所说的“文言词”，也包括在“现代”之前比较常用而后来极少或较少使用的白话词语。

［2］ 限制大致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语体，通常只用于书面语而不用于口语；二是组合，一

个单音节古词通常需要与另一个单音节词（以古词居多）组合成一个双音节韵律词，如“此处”“皆

然”；三是用于某些标题中。

［3］ 本文所用语料为马来西亚华文媒体光华网近年来的近 500 万字语料，为省篇幅，凡取自该

语料的例句均只标时间不标出处。

［4］ 我们在光华网中进行对比检索，“逾”与“超过”的用例数比率是 798∶773，如果再加上与

“超过”同义的“超”，这一比率大概在 789∶1000 ≈ 0.8∶1 左右。

［5］ 我们 2021 年 8 月 17 日在包含海量数据的“人民网—搜索”中进行检索，共得包含“超过”

以及同义“超”的文章 30046 篇，而包含“逾”的文章只有 7144 篇，二者之比约为 1∶0.2，远低于华语

中的 1∶0.8。

［6］ 据我们初步调查，2010 年出版的《全球华语词典》对《现汉》多有参照，而 2016 年的《全球

华语大词典》则是《全球华语词典》的扩展版，所以，为了使两者的比较更加客观真实，我们才选用

2005 年出版的第 5 版《现汉》为参照对象。

［7］ 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历时检索所用的基础语料是 1946—2015 年的《人民日报》，其规

范性不容置疑，因此可以代表普通话的一般使用情况。

［8］ 《现汉》第 6 版及第 7 版对此未做修改，即仍未标“〈书〉”，这或许说明它的标“〈书〉”与否

也需要检讨、斟酌。

［9］ 这组用例是笔者的博士生卢月丽同学查得的，下文中“若然”和“讵料”的部分用例也是

如此。

［10］ 光华网中“月杪”有 58 例，与之同义的“月底”有 89 例，“月末”仅有 2 例，比较发现，“月

杪”的使用频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于 2021 年 8 月 3 日在人民网中进行检索，结果为 0，在自

建的 1000 万字台湾语料库（包括报刊及文学作品等）中也未检索到用例。

［11］ 除以上问题外，再比如，《现汉》第 5 版未收“不靖”一词，而《华语》也未收，但是我们在本

系列的第一篇论文中列举许多用例证明，此词在不同华语社区有较大范围的使用，《华语》应根据华

语实际情况收录此词。

［12］ 我们在本系列的第一篇论文（刁晏斌 2022）中用大量事实证明，华语舍今取古现象与早

期《国语》有完全的一致性，换言之，前者来源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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