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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舍小取大”就是在具体的语境中，以语义范围较大的词或语素代替语义范围较小的词或语

素，是独具华语特点的现象，与南方方言的影响有直接关系。文章从词和语素两个层面，分别选取典型案

例，对此进行举例说明。由“舍小取大”现象及其与方言关系的视角看华语及其研究，能够促进和推动对相

关语言事实的挖掘与梳理，以及与语言事实相结合的多角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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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华语研究中，有人对东南亚地区复杂的语言状况作过以下的表述：“历来是语言的集散地，除了

众所周知的本地语、英语、华语之外，华人闽、粤、客等方言也有八九种之多。多语并用，多言并存，因

地而异，类型繁多，这是南洋各国语言生活的普遍现象和重要特色”。①造成上述复杂状况的重要原因

之一，就是方言的纷歧及其与当地华语的错综复杂关系，吴英成立足于新加坡华语，对此作过以下陈

述：“新加坡汉语方言混杂，主要的方言有闽南话（包括潮汕话和海南话）、粤语、客家话等。……以方

言为母语的学生在学习华语时，不免会把二者相混，形成富有浓厚本地色彩的语言特征，我们管它叫

‘新加坡华语’，它与标准华语在语音、词汇、语法上仍有差异”。②类似的观点和表述还有很多，再如朱

元指出：“在新加坡的情况就是，原本以汉语南方方言为母语的华人在转用华语时，不仅不能完善地学

习华语，还将方言的某些特征带入华语，而这些特征为华语最初用户所模仿并进而得以扩散”。③周清

海也指出，“华语区的华人又大都是操南方方言的，华语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南方方言的影响。……

以新加坡为例，早期新加坡社会的主要语言是各种汉语南方方言，因此方言对新加坡华语口语的影响

非常大，许多典型的新加坡华语口语语法现象都有方言语法的痕迹”。④

上述情况同样也适用于与新加坡一水相隔、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国家的马来西亚的华语。有学者

就两国共同的语言状况作过以下表述：“当时（引者按，指19世纪初），华人的第一语言是方言，学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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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时，自然以方言辅助华语的学习。我们的预设为新马华语的根基来自方言，因此方言一直影响着华

语，这是新马华语的共同之处。”①马来西亚当地语者潘碧丝则就具体情况谈到，闽南语和粤方言是对

马来西亚华语影响最大的两种强势方言，前者主要因为“人多势众”，后者在近几十年依托粤方言电

影、歌曲等文娱作品的传播而对马来西亚华人年轻一代产生深远的影响。②

也有学者从比较微观的角度证明华语与南方方言之间的密切关系：“在研究华语的时候，有一个

语言现象很值得注意：在现代汉语里保留着若干组同义词和同义词词组，华语总是选择中国南方方言

群习惯使用的一种（例如现代汉语有‘这里，这儿’，华语只用‘这里’，现汉有‘喉咙，嗓子’，华语只用

‘喉咙’）。这个现象不仅充分表明华语的使用者绝大部分都是中国南方人或南方人的后裔，而且也有

力地证明了华语与中国南方方言群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③

总之，时至今日，以下观点早已成为学界共识：“南方方言对华语的影响，是巨大的”。④

然而，与上述共识形成较为强烈反差，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不相匹配的情况是，人们对南方方言影

响华语的具体事实及其种类、路径、方式，内在机制及其特点、规律等，却远未进行全面研究，更未形成

完整、系统的认识，因而这方面的工作任重道远、大有可为。本文就是尝试在这方面做一点事实梳理

的具体工作，即主要立足于马来西亚华语，通过其词汇运用中一种十分常见的“舍小取大”现象，来观

察南方方言对华语词汇的实际影响及其具体表现。

这里的“小”与“大”分别是指“小词”与“大词”，前者指语义范围较小、一般只在具体组合中使用的

词（通常是下位词），而后者则指语义范围较大因而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使用的词（通常是上位词），这是

借鉴郭熙立足于华语教学提出的概念。⑤所谓舍小取大，就是在具体的语境中，以大词代替小词，是华

语词汇运用中与普通话差异明显因而非常具有自身特点的现象。

对于该现象，通过以下用例可以看得很清楚。

马来西亚华语中，在表示“给水加热”时，与普通话一样，经常也使用“烧水”，比如以下一例：

（1）有些房客使用电饭锅、电炉等烧水做饭。⑥

但是，同样的意思经常也会使用“煮水”，例如：

（2）我们沏茶时煮水都不管，很多人都是用铜壶煮水，沏茶时最好是用陶壶，但是最终

还是要看是沏什么茶叶。

就后例而言，可以认为就是以“煮”代“烧”，或者是舍“烧”取“煮”。在马来西亚华语中，“煮”能够

像这样取代的具体词还有不少，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大词，而这里被它取代的“烧”则是一个

小词，因而这就属于舍小取大现象。另外，上例中的“做饭”，更为常见的形式是“煮饭”，所以其中的

“做”也与上例“煮饭”的“煮”构成同样的关系。下文中，我们还会列举更多经常取代其他表示具体食

品加工动作行为的词的“煮X”用例，而这就能进一步证明，“煮”是一个能在具体运用中取代其他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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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版）》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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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周清海：《华语研究与华语教学》，《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⑤ 郭熙：《新加坡中学生华语词语使用情况调查》，《华文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4期。

⑥ 本文华语用例主要取自近五年的马来西亚华文媒体光华网和e南洋网，共约1000万字的语料。为节省篇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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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词，而被它取代的词有一些就属于小词。

二、方言影响与词的舍小取大

华语中，上述舍小取大现象的大量产生与普遍运用，系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所致，而其中的一个重

要方面就是南方方言的影响，以下就此举例说明。

1．“煮”

上文已经列举“煮”替代“烧”“做”的用例，并且指出前者的替代范围远不止此，而这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方言影响的结果。

《全球华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华语》）“煮”的释义是“把食物或其他东西放在有水的锅等器皿里

加热，使熟或消毒”，此义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最具影响力的闽南话、粤语及客家话中均有分布与使

用，①而在华语中也很常用。

虽然此词也经常表示“水煮”的意思，例如：

（3）我这里的菜单是固定的，即卤味、越南炸鸡，及现煮的咖喱海鲜。

（4）张玮迅亲手煮意面，掳获白衣天使吴慧慧的芳心。

但是，在很多具体的语境中，“煮”［＋水］的语义特征趋于模糊，最常见的是表示“做饭”“做菜”等

的“做”义。②例如：

（5）白云山一座兴建中公寓工地疑有人煮食引发火患。

按，这里的“煮食”就是“做饭”的意思，而以下一例直接使用“煮饭”：

（6）当时223号的住家有外劳在家煮饭，相信是煮饭时不小心引起火患。

以下二例都是“煮”“做”并用，意思相同：

（7）营员自己煮菜做饭，学习独立的生活。

（8）他说，现在不一样了，在自己的地方，什么都可以做可以煮，只要顾客有需求。

以下几例虽然宾语不同，但“煮”仍然表示“做”义：

（9）华人在过年少不了要买大鱼虾煮丰富大餐，尽管鱼虾价格暴涨，然而还是有消费者

问津。

（10）黄金茄子煮法是将茄子切成条状，炸成金黄色……

（11）每一辆经过的车辆只允许领取一份5片已煮好的印度煎饼，这是我们推行减少人

民生活成本的首阶段计划。

（12）在担任救伤队理事会主席后，吩咐家人煮一些食物拿到中心给老人吃。一些职员

看到，也自动准备食物拿到中心给老人吃。

按，例（12）下句中用“准备食物”，表达的是与上句“煮一些食物”相同的意思。其实，这里“煮”所

表示的“做”义有的也比较模糊，往往是比较宽泛的“加工”“制作”义，比如例（11）“煮好的印度煎饼”或

许应该是“煎好的印度煎饼”。

以下一例“烹煮”与“制作”并用，似乎并无明显的差异：

① 见《方言大词典》（许宝华等编，中华书局1999年版）“煮”字头下各条。

② “煮”在具体语境中对“做”的替代，与一般的舍小取大现象有所不同，因为后者本身也可以表示并非单一的意

思（比如“做菜”有可能是“炒菜、炖菜、拌菜”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后者也是一个大词，只是与之相比，“煮”似乎更

“大”。这种“大”与“更大”的区别很有意思，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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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义卖现场售卖的各类美食、游戏、玩乐项目，都是学生们烹煮、制作，希望能让大家

看到学生的独当一面。

“煮”的另一个常用义是“熬（制）”。以下一例“煮”与“熬煮”并用，很能说明这一点：

（14）你正在煮豆汤，把豆子放进锅里熬煮，却用豆茎作为柴火。

以下各例的“煮”都可以看作对“熬”的取代：

（15）例如煮鸡汤或猪骨汤可以加蔬菜和菇类。

（16）他们把鲸脂煮成鲸油，以制成油灯、肥皂及人造奶油等。

（17）黄诗怡国会议员受邀主持活动煮什锦粥仪式。

同样的意思也用“烹煮”表示，例如：

（18）诺汀布拉博士和夫人除了准备了传统的马来食物和糕点，也亲自下厨烹煮了美味

的牛骨汤招待报界的老朋友。

此外，“煮”有时还用于替代其他一些表示食品具体加工方式的词，例如：

（19）煮炒时油烟弥漫的“梅江美食走廊”，与在篱笆外焚烧垃圾的九龙宫神庙，因烟熏

问题而掀纠纷。

按，此例由“油烟弥漫”可知“煮炒”当为一种烹调方式，即“炒”。以下一例大致也可以证明“煮”即

是“炒”：

（20）时而赵爱珍也会煮来一两道特色菜肴包括娘惹菜，华强店前即种了烹煮娘惹菜的

植物，不过数量不多，只能在长了一定量后才能炒成菜肴，所以要吃也得看运气。

按，此例表示同一动作的，分别用了“煮”“烹煮”和“炒”，三者的意思自然完全相同。

另外，我们所见，“e南洋”2019年7月8日的一则图文报道中，图片下的说明文字为“达丽拉（右三）

参与烹煮榴梿糕”。由于宾语是“糕”，所以这里的“烹煮”或者是相当于泛义的“制作”，或者是替代了

具体义的“烤制”“烘焙”等。

总之，由于直接使用了方言义，华语的“煮”成为一个表示食品制作、加工义的大词，在具体的语境

中，它可以替代或宽泛或具体表示某种制作、加工方式的词，从而成为一个使用范围较广、频率较高的

比较典型的舍小取大案例。

2．“间”

《华语》“间”的第四个义项是“量词。1.用于房屋：两～卧室｜一～厨房｜三～北房。2.用于店

铺、工厂、公司、学校、医院等：一～学校｜一～超市｜两～医院。用于港澳新马等地。”后一用法在南

方方言中有较广泛的分布，是闽南话及粤语中的常用量词义。①周清海就此指出：“新加坡华语的‘一

间学校’‘一间百货公司’，用‘间’来指‘学校’和‘百货公司’，都是受方言影响而产生的说法。如果向

普通话靠拢，‘学校’应该用‘所’或‘个’，‘百货公司’则用‘个’，如果指百货大楼则用‘座’。”②

华语中，这样的“间”使用非常普遍，例如：

（21）在现今职场，有70%年轻打工族都不会在同一间公司工作超过2年，原因是他们正

寻找升职加薪的机会。

（22）本报记者于周四走访乔治市4间华小，发现大部分教师都是自愿性选择上班，稳守

岗位，争取时间处理学校事务。

① 刁晏斌：《东南亚华语词汇历时发展演变初探》，《语文建设通讯》2021年总第124期。

② 周清海：《华语教学语法（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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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这起纵火事件是周一凌晨约5时40分，在吉北巴东得腊甘榜巴东舍督一间清真寺

发生。

（24）槟州中元联合会一旦筹款达到 150 万令吉目标，将助槟威华小添设 75 间精明课

室！

普通话中，以上各例中的“间”通常要换用“家、所、座、个”等量词。其实，这些量词在华语中也存

在并使用，比如以下二例就是“个”“间”并用：

（25）该局也突袭检查了全槟45万6000个建筑物，其中有1万7421间建筑物滋生毒蚊。

（26）这间位于居林高科技工业园的设施，是雅培在马来西亚唯一一个专门用于生产白

内障手术产品的设施，同时这栋工厂也是雅培在大马的首个生产性投资项目。

其他几个量词的用例如：

（27）国行在最新的投资警示单里，增加了44家公司。

（28）他提到2016年共有379所学校落实双语教学计划，2017年共有836所学校落实这

项计划。

（29）纽西兰两座清真寺发生重大枪击案，至少49人丧生。

我们在光华网上作过“间”跟其他量词搭配情况的简单调查，比如“X家公司”有5例，“X间公司”

有11例，“X个公司”有1例；“X所学校”有13例，“X间学校”有7例，“X家学校”有1例。再以名词为中

心进行调查，如用于“建筑物”的量词中，“座”有11例，“个”有3例，“间”有4例，“幢”有3例，“栋”有3

例，“宗”有1例；与“医院”搭配的量词，则有“所”（3例）、“家”（6例）、“间”（15例）、“个”（2例）、“栋”（1

例）、“处”（1例）。

田小琳指出，港式中文的量词“间”属于“泛化量词”，并指出其所组合的名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都占有一定的空间，并且都是“拥有以房屋为依托的机构”。①华语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样，华语中受

方言影响的量词“间”实际上就成为上述“家”等量词的上位词，而在具体的使用中，它大量、经常性地

取代一些下位量词，由此而成为舍小取大现象的又一个典型案例。

此外，在长期、高频的使用中，“间”有时超出了上引田书所说“机构”的范围（至少在形式上如此），

可以认为属于进一步的发展。例如：

（30）当天行动中，有针对蚊虫滋生问题查检19间轮胎业，发出2张罚单。

（31）孙佘池三王府总会总会长陈瑞和说，至今成功在我国找到28间供奉孙佘池三王府

的神庙组织，而槟州有10间。

（32）关税局加强蓝海策略追税，明年加强消费税呈报检举行动，监督20万间在关税局

注册消费税的商家。

（33）在租约下，24间产业将以30年期限出租该公司，接下来可再延续另外10年。

（34）惟内地传媒发现，如今内地数间大型的钱币收藏网站均有低价出售航天钞的贴

文，甚至有投资者以100.1元的价格大量抛售。

（35）中华狮子会也于当晚捐出共3000令吉给予3间慈善团体，这3间受惠单位为康福

智障中心、忠诚残疾中心和H&H儿童收容所。

这样，大词“间”能够替代的具体量词就更多，与名词组合的范围就更广，它的使用范围自然也就

更大了。

① 田小琳：《全球华语语法·香港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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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才”

邢福义讨论过新加坡华语使用中源方言的潜性影响问题，他所分析的相关现象是以“才”充

“再”，即普通话中一般用“再”表示的意思，新加坡华语趋向于用“才”。他在文中首先举了以下两个

用例：“现在不要说，等他吃饱了才说。”“教师可以让学生和旁边的同学先练习，（然后）才在全班面前

说出这一段话语。”①

上引用例显示，在新加坡华语中，有一个以下这样的等式：“才＝才＋再”。这样，“才”在方言的影

响下，就“升格”为涵盖“才”“再”两个下位词的上位词，而马来西亚华语也是如此。

其实，在新马华语中，“才”也有与普通话完全相同的意思和用法，并且十分常见，例如：

（36）“团结合作团队”发表宣言，要大家支持朝气蓬勃的团队，更指出每年大会是在正

月进行，但是现在到5月才进行。

另外，与普通话完全相同的“再”也很常见，例如：

（37）若不法分子将枪械拆解后运进我国再进行组装，海关在扫描时较不易发现。

但是，以“才”充“再”的用例也时能见到，如：

（38）警方事后到医院了解，打算待男子情况稳定后才进行调查。

（39）他说，接替前市长拿督占比里曼的人选已敲定，但只能在宣誓就任仪式过后才作

出宣布。

（40）曹观友强调，槟州政府将在职业安全及健康局的调查报告出炉后，才决定采取适

当行动。

（41）其代表律师柏峇兰卡仁表示要先取得整个判词，在了解后才决定是否要上诉。

以下一例“才”“再”并用，类似文言的“同义连文”②：

（42）我目前暂不愿置评，先让奶粉供应商公司查清楚后，才再作出回应。

按，此例的上一句话是“她说，她经营的店面是取得奶粉供应商的证明，确认奶粉是100%真货的，

现在传出有‘假奶粉’事件，就交给奶粉供应商先调查清楚，才做出回应”。这里的“才做出回应”与上

例的“才再作出回应”意思完全相同，而这就说明，这里的“才”就是“再”，“再”就是“才”。

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不少，它们的存在和发展都从一个方面或角度证明，南方方言对华语

词汇及其运用确实产生很大影响，并促使其某些特点的形成或进一步突显。

三、方言影响与语素的舍小取大

我们所说的舍小取大，本来指的是大词与小词之间界限不清，前者替代后者的现象，自然是立足

于词的层面；但是，我们在考察过程中发现，不仅在词的层面存在舍小取大现象，在语素层面同样也有

相同或相似的表现，特别是立足并着眼于方言因素的影响。以下，我们以华语中几个比较常用的语素

为例，对此进行验证和说明。

1．“幼”

新加坡的周烈婷指出：“新加坡华语的‘幼’有相当于普通话里‘细’的某些用法是受新加坡人常说

的一些方言影响。客家话、广州话、厦门话、潮州话和福建话里的‘幼’都有这种用法。”③

① 邢福义：《新加坡华语使用中源方言的潜性影响》，《方言》2005年第2期。

② 华语中的“同义连文”现象比较常见，比如以下一例：“这场在怡保皇家高尔夫俱乐部的婚宴以午宴进行，从上

午11时至到下午3时。”

③ 周烈婷：《从几个例子看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的词义差别》，《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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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义同“细”，表示“（条状物）横剖面小、（长条形）两边的距离近、颗粒小”等义（见《现代汉语词

典》），用于构成不同词语的现象在华语中时有所见，以下我们以东南亚华文媒体语料库为对象进行考

察。

比如以下一例：

（43）岂料在抵达有关路段时，不知如何，疑遭一辆运载幼沙罗里撞及，复遭碾过而酿成

1死1伤惨案。

按，此例中的“幼沙”与下例的“细沙”形成对比，二者形异实同：

（44）积沙为黄色细沙，非常纯净，流动性很强。

上文谈及华语中“才”“再”并用，类似文言的“同义连文”，而我们也看到有不少“幼”和“细”连用的

韵律单位，可以认为已经是一个词了。例如：

（45）警员有在楼梯口处起获一支幼细的铁枝，同时在死者遗体移开欲送往医院停尸间

时，发现走廊及遗体处有多片碎玻璃。

按，此例中“幼细的铁枝”也就是“细铁棍/条”。以下二例中“幼细”的“细”义也是非常清楚明确

的：

（46）不论白天或晚上，他们都被迫关上门窗，深怕工厂所排出浓浓乌烟，散发出的幼细

黑色粉状尘粒会“黏上”衣裤。

（47）土壤是由岩石因风化而破碎，再由微生物分解后，变成幼细的粒子，称为泥土。

除了用于描述具体的事物外，“幼细”有时也用于描述抽象事物，比如声音：

（48）张信哲的声线比古巨基更幼细更高音，其幼细与高音程度，近乎女声！

表示此义的其他“幼”族词再如：

（49）把幼盐和胡椒粉洒在材料C上。

（50）在 1961年供应管制法令下的食品和建筑材料共有 21种，其中包括粗糖、幼糖，奶

类食品则有炼奶、奶粉和牛奶，盐、面粉、米和稻米等。

按，后例中“幼糖”与“粗糖”相对，“幼”的“细”义明确无误。

以上是以“幼”代“细”表示的第一个意义，以下讨论前者在代替后者时所表示的第二个意义。

林宝卿《闽南方言与古汉语同源词典》（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收“细”，释义有二：一是“小（与

大相对）”，其义来自先秦；二是“年幼”，也是古已有之的。另外，该词典“细”字头下还收了“细路（狭小

路径）、细雨（小雨）、细腻（精细、小心）、细滴（小水点）、细物（小事物）、细枝（小枝）”等词，其中的“细”

均表示或具体或抽象的“小”义。《华语》“细”下列出六个义项，其中最后一个是“小；不重要：～节｜

琐～｜～枝末节｜事无巨～”。

《华语》以上释义中的配例与普通话完全一致，似乎不能完全反映华语实际，因为华语中还有以下

这样的用例：

（51）“深得读者心”的媒体也纷纷把报道焦点集中在这三幅名画身上，搜索出三幅名画

的样本、背景、画家的身世等资料巨细毕究。

如果说此例的“巨细”与上引《华语》释义配例的“事无巨细”多少还有些关联，因而不排除习用性，

或者是受“巨”的“牵引”及“粘连”，那么以下两句则是非常典型的表“小”义用例：

（52）一名研究员称，投资在大马的成本较中国高，而且大马的市场很细。

（53）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岑信棠表示，该名捐出器官死者的癌症只属初期，肿瘤的体

积好细，而且无扩散迹象，估计医生因而初步断定肿瘤属於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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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华语中“细小”一词很常用，就两个语素的关系而言，无疑也属“同义连文”。例如：

（54）由于鱼苗的体积十分细小，因此要为它们打针并非易事。

（55）感应器的关键结构，是比这小格子还要细小许多的纳米海绵。

正因为华语“细”受方言影响而有“小”义，①所以本来可以替代共同语“细”的“幼”也连带着“感染”

此义。例如：

（56）他们相信，幼细的籐鞭无法把孩子打至残废，必须使用粗大棍。

按，上文已经列举“幼细”合表“细”义的例子，用在此例中大致也不错；但是，考虑到下文与之对

比、对应的是“粗大”，如果一一对应，则是“幼－粗”“细－大”。所以，这里的“细”似乎也未尝不可以理

解为“小”。

如果说上例处于可此可彼的中间状态，那么以下一例的“幼细”表达的就只能是“小”的意思了：

（57）有鱼贩解释，银鳕鱼的鱼纹有黑边，而且鱼鳞幼细，但坊间所称的蓝鳕鱼其实直称

油鱼，鱼鳞较粗，鱼身比较黄，价钱也较银鳕鱼便宜约一半。

按，此例中“幼细”用于描述鱼鳞，且与下文的“粗（大）”相对，因此意思是非常明确的。

“幼”取代“细”表示“小”义，在“幼小”一词中也能够充分体现出来，例如：

（58）当地数千只狗、猫、羊和其他家禽都被一种体态幼小但却凶猛异常的神秘生物所

杀。

（59）这些资料却被保守党政敌戴尔放上八卦网页大肆公开，内容包括坦普尔形容普雷

斯科特是“小器”之人，性器官只有鸡尾肠般幼小。

按，华语中“幼小”虽然经常表示“年幼、未长成”的意思（见《华语》），但是此“幼小”非彼“幼小”：前

例中“体态幼小”显然就是“体形小”，而后例无疑也是指所占物理空间之小。

以下用例中的“幼”应该也是表示“小”义，但是与上例又有所不同：

（60）本地富商李光前的三名儿子，分别是掌管李氏基金的长子李成义、掌管李氏树胶

的二子李成智，以及掌管华侨银行的幼子李成伟。

（61）侥幸的是其幼妹（22岁，书记），完全正常。

（62）他的幼女西蒂曾在2004年竞选总统，企图代父东山再起，但宣告失败。

按，华语中“幼X”比较常见，一般表示“年幼的X”义，但是这里的“幼X”也是此“幼X”非彼“幼X”，

它表示的是“排行在最后的X”义，普通话中经常用“小X双”，如“小儿子/女儿”。

以下一例中的“幼”也表示“小”义，但是与以上两类又有所不同：

（63）推测死者在睡著时，有眼镜蛇爬上其床上，恰好死者翻身，眼镜蛇吓了一跳，咬其

左脚幼趾致死。

按，这里的“幼趾”应该是指“小脚趾”。

虽然华语“幼”具有以上意义和用法，但是与普通话一样，其最常用的也是“年幼、未长成”义，只是

由于受方言影响，有时会用到与普通话及华语一般形式不同的组合形式，由此也会形成“幼”与其他语

素的替代关系。对比以下两组用例，这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

（64a）年初一早上让晚辈给长辈敬茶，可教育灌输相关礼节，也方便以后管教孩子。

① 这里只是简而言之。如上所述，“细”表“小”义古已有之，至今普通话中也说“事无巨细”以及“细雨”“细小”

等，只是构词或构语范围有限。所以，准确地说，华语“细”表示“小”义，可能是受多重因素影响，但是就其具有比普通

话更高的使用频率和更广的使用范围而言，则肯定与方言影响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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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b）只要好好调整亲属关系，家中长辈多会为在职儿媳照顾幼辈，老幼亲子关系，其

实就是完美家庭的重要凝聚力。

（65a）将儿童节目分为两类，包括适宜3—5岁低龄儿童节目和适宜6—12岁大龄儿童节

目，两类节目的播出适宜时段为下午4点至晚上8点半。

（65b）问及父母携带幼龄孩子游行示威是否有错，拉古纳说：“我不认为有问题，体验民

主程序，理应越早越好。”

前一组的“晚辈”到后例中成了“幼辈”，这自然属于舍“晚”取“幼”；后一组从“低龄”到“幼龄”自然

也是如此。由此，“幼”的取代及使用范围又有所扩大。

在此义下的再进一步扩大，是“幼”用于跟［－指人］名素的组合，这样的形式普通话中也有“幼苗、

幼虫”等，但是很少，而华语中却很多。例如：

（66a）除猪肉的价格上涨外，养殖农购买幼猪的价格也大幅增加。

与此例中“幼猪”同义相对的是“仔猪”，华语中时能见到。例如：

（66b）常识告诉人们，与所有的生物成长发展均有其一定规律一样，从仔猪到大猪出

栏，一般有五六个月时间。

由此，语素“幼”又与“仔”构成替代关系。以下二例中的“幼”与“小”也是如此：

（67a）柔佛居銮一头幼牛患上口蹄症。

（67b）四只异种小牛在工作人员的细心呵护下，目前正茁壮成长。①

我们所见，此类组合形式还有“幼蛙、幼鱼、幼鼠、幼犬、幼鸟、幼崽、幼仔、幼鹅、幼鸭、幼鸡、幼蚁、

幼蚝、幼畜、幼豚、幼狮、幼鹿、幼卵、幼体、幼种、幼犀牛（下文有与之相对的‘成犀牛’）”等。

下面对以上关于“幼”的语言事实进行简单总结。

南方方言的“幼”作为语素进入华语，表示华语“细”的意思，由此就使得华语的“幼”由单义变为多

义，这是其语义及使用范围的第一次扩大；由于方言的“细”有“小”义，加之华语“细”本来也有与“小”

相关的意义，所以华语的“幼”又可以兼表“小”义，并且既可以表示物理空间占位之小，也可以表示排

行之小；另外，表示年龄之小的意思也扩大了组合范围，用于跟更多的相关名素组合，特别是常用于跟

多种指称动物的名素组合，以上可以笼统地称为华语语素“幼”语义及使用范围的第二次扩大。随着

“幼”语义及使用范围的扩大，它能够在具体语境中替换或取代的语素也越来越多，仅就以上涉及的，

就有“细、小（晚、低、仔）”等。②比照上文的大词与小词，后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小语素”，而前者自然就

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在方言影响下形成的“大语素”。

2．“衰”

新加坡的黄雪霞指出，新加坡华语的“衰”一词在福建、潮州和粤方言的影响下，义有所转：一是

“倒霉、晦气、运气差”，二是“讨厌、缺德”，三是“低贱、下贱”的意思。③《华语》此词的第三个义项：“倒

霉；糟糕：～运｜你不复习功课，明天考试肯定会～。［源自粤方言］用于港澳台新马等地。”

马来西亚华语中，“倒霉、晦气、运气差、糟糕”义的“衰”比较常见，例如：

（68）《丢了钱还被罚款 沃斯堡球星衰透》

① 与前边的“幼子/女”等有二义一样，我们认为这里的“小牛”大致也是如此：一是词组，指小的牛，二是词或接近

于词，即这里的义同“幼牛”，这样的用法并非仅此一例。

② 由此显示，“小”有些与上述的“做”相类，也表示比较宽泛的意义，因而有较大的使用范围。

③ 黄雪霞：《新加坡华语词汇五十年发展变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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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例是标题，而正文的第一句话是“德甲沃斯堡球星克鲁泽真是倒霉！”其中的“真是倒霉”正

是对标题中“衰透”的准确诠释，而上句的“丢了钱还被罚款”无疑也提示了“衰”的语义内涵。

以下一例中的“衰”大致也是同样的意思：

（69）他说，华社认为到警局报案会带“衰”，一些民众也因为没空，不能到警局报案，警

方为方便民众投报，主动“走出去”，上门向民众录口供。

但是，我们所见，“衰”在华语中主要用于构词，即它主要是作为语素使用的。比如以下一例中的

“衰神”：

（70）布莱顿后卫邓克是英超第一衰神，他3战豪门进3个乌龙球，还差1个就平纪录！

按，此例下句对“衰神”的得名由来进行了解释，同时也说明了此词的基本意义。

以下一例“衰”与“好”相对，“（运气）差”的意思也是非常清楚的：

（71）女子通过社交媒体找工作，却遇上“改运邪师”，结果乱改一通，好运也变“衰运”，

最后工作没找着还失财欠债。

表上义的“衰”的构词用例再如：

（72）高空弹跳的刺激感让许多人欲罢不能，不过应该没有人会想要遇到绳索断裂，但

在日本就有男子碰到这种衰事，然而他却神奇地仅受轻伤。

（73）小死者父亲神情衰伤等待认领遗体，亲友则在旁安慰。

以下是华文媒体语料库的例子，其中“衰运”“衰神”的用例相对较多，例如：

（74）许孟哲七月衰运连连，连续发生2次小车祸，又因为打冰上曲棍球，左手遭冰刀划

伤。

（75）真正要“扫”出马来西亚的政坛，是那些带来不吉祥、衰运、污辱他人的高官显要、

政治人物。

（76）原来在一连串的倒霉事发生后，就在和他见面采访的前两天，衰神又再次降临。

按，以上二例“衰神”的具体所指并不相同：前一例指某一具体的、倒霉的人；而后者或许是仿拟

“死神”，指的是带来倒霉事的“神”，大概是“衰运”的另一表达形式。

另外，我们也看到此义的“衰”作为词独立使用的例子，但是不多。例如：

（77）我很怕弄伤他，因此处处迁就着他来洗澡，我觉得我很衰，以前帮别人的小孩都没

有害怕，现在帮自己的小孩却很担心。

除上述意义外，“衰”在某些组合中还能表示上引黄雪霞所说“讨厌、缺德”，乃至于“低贱、下贱”的

意思，而这些意思或许可以用“坏”来概括。例如：

（78）昨日是衰男，今日突变好男，男女间的情事性事，真的可以这么简单吗？

按，此例“衰男”与“好男”相对，前者中“衰”的“坏”义自然是非常清楚的。

（79）这就像美国媒体对金融世界的评论，所谓的金融大亨，房屋巨霸，他们全是一群坐

着直升机，前来向人民借钱的衰人。

（80）老爸好赌脾气坏又不至于卖了她，临终一番衰男人“紧紧抱着你，爱的是别人”，忏

悔也实在没有多大意义。

（81）当今，此岸竟然出乎意料之外地“自动”放弃，等于自认“衰子”，让彼岸拾到不经意

掉下来的榴莲，不战而胜。

以上三例中，前两例用于人，表示的应该就是“坏人”“坏男人”之义；后一例的“衰子”，“百度百科”

上有人解为“臭棋”，大致相去不远，即这里的“衰”仍为“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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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用例显示，华语“衰”引进了方言“衰”的“倒霉、晦气、运气差”义，以及较为宽泛的“坏”义，并

在具体的使用（主要用于构词，有时也可以单独使用）中取代了表示后者意义的语素或词，从而成为舍

小（语素）取大（语素）的又一典型案例。

3．“水”

马来西亚的邱克威谈及，方言中的“水”比华语的“水”词义宽泛很多，与“饮料”同义，如“凉水”指

一种清凉下火的饮料。①不过，我们所见，此义的“水”通常也只用于构词。这样，作为“饮料”的同义语

素，“水”就与原有的一些语素（如“汁、液、浆、汤”等）构成上下位关系，并且经常在具体的构词使用中

取代后者。

我们先看邱文提及的“凉水”（以下用例出自东南亚华语媒体语料库），例如：

（82）经营凉水生意已有15年之久的刘女士指出……

按，能够“经营”的“凉水”，应该不是下例中的“凉水”：

（83）中国研制的“自热野战口粮”体积小、营养高、口味好，携带使用十分方便，同时又

有高效自加热功能，不论是凉水还是热水，不管是脏水还是净水，人们只要将水倒入食品袋

的夹层中，几分钟后就能煮出热米饭、热面条。

以下一例取“凉水档”的形式，更能证明此“凉水”非彼“凉水”：

（84）受骗成为贩蜜者生意中间人，凉水档主付11000令吉空囤240公斤蜜糖。

与“凉水”差不多的还有“冰水”，例如：

（85）他说，他作为国产汽车修理员的收入和妻子靠卖炸香蕉糕和冰水赚来的收入只足

够维持5名孩子的生活费。

以下的“冰水”用于构成“冰水档”“冰水摊”和“冰水小贩”：

（86）在大厦左边楼梯处经营冰水档的《雪山冰水摊》东主欧文兴说，当时该处小贩听到

巨响。

（87）司机是在美农巴刹街从事冰水小贩，据透露，车上所有人都蒙受轻伤，而他也被玻

璃碎片伤到眼部。

以下是一组与“豆”有关的词例：

（88）他披露，旧巴刹尚有8名小贩申请不到摊位，包括炒果条、炒河粉、豆水、叻沙及鸡

饭等小贩。

（89）可是，对方一听Mr Bean卖的是豆花水，马上就摇头拒绝了。

（90）义卖会售卖的美食包括烧肉、烧排骨……椰子水、维他精、豆浆水、百香果果汁、水

果和新鲜蔬菜等。

其他用例再如：

（91）一名来自吉隆坡的咖啡画师李欣怡静悄悄坐在一角，聚精会神用手上杯子里的咖

啡水作画。

按，此例的下边有“看到这名年轻秀丽的咖啡画师，用咖啡液体画出一幅幅充满怀旧色彩的槟城

老房子及她所心仪的乔布斯的画像，拉昔副首长及观众不禁赞叹她的创意和认真”，把例子中的“咖啡

水”换成了“咖啡液体”。

① 邱克威：《马来西亚华语中的方言词音读变异》，载邱克威：《马来西亚华语研究论集》，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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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只是喝下黄姜水可能效果只有30%，加入黑胡椒粉后可提升至50%。

（93）二街于1997年正式成为一条名正言顺的“美食街”，当时拥有30个摊位，著名美食

包括爪哇面、粿条汤、叻沙及甘蔗水。

此外，我们所见还有“豆腐水、罗汉果水”等。

以下一例的“水”作为名词使用，表达的应该也是同样的意思：

（94）草药具有消暑解热的功能，平时老师们都会煮水来喝，友族老师也不例外。

四、结 语

以上，我们立足于华语独具特点、十分常见的舍小取大现象，分别从词和语素两个层面，举例说

明其中的南方方言因素，或者说是南方方言对该现象的影响。这里所说的“影响”，其实就是指有些

舍小取大现象是由方言词或方言语素进入华语促成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该现象作为一个观察视

角或窗口，借以了解方言词或语素进入华语后的“生存”方式，以及造成的华语词汇面貌及其运用状

况等方面的改变。

如前所述，“南方方言对华语的影响是巨大的”已经成为共识，人们围绕这一点虽然已经作过不少

研究，但是总体而言还远远不够，还应该从更多的角度和方面展开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

总的来说，华语与方言关系的研究应该而且可以在这样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语言事实的挖掘与梳

理，二是与语言事实相结合的多角度研究。

就前一方面而言，现在我们所见，多是一些举例性的讨论，而有些研究也还比较粗疏。刘振平谈

华语语法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时就指出：“还有一些研究成果着重对新加坡华语语法特点的描

写，而在对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分析上多是概括性地指出这些特点是由新加坡复杂的语言环境造成

的，既有来自南方方言的影响又有来自英语的影响，而对于哪些特点是受南方方言的影响产生的、哪

些特点是受英语的影响产生的，则未加详细分析。”①词汇方面大致也是如此，即真正深入细致、涉及较

大范围语言事实的论著极少见到，因此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比如，由舍小取大视角，就可以引出一些新的值得而且应该研究的现象。或许有助于把相关研究

由“举例”或“摆事实”，引向“问题”的层面，例如：

其一，就本文讨论的“大词”而言，基本是借华语的词形表示方言的意义。就“大语素”而言，它可

能有两种类型：一是直接使用由它构成的方言词，二是用它构成一个方言所无的新词，前者自然是“纯

方言词”，而后者则是“华方合璧词”。

其二，仅就以上所举的例子看，“大”“小”二分可能不够精细，如果按“大—较大—小”三分，或许更

具合理性，更能反映词汇实际。

其三，由于舍小取大，造成华、方同形异义词。比如前边讨论的“凉水”“冰水”等；再如“幼子”既可

以指“年幼的儿子”，也可以指“最小的儿子”。华语同音词的研究似乎还未展开，而以上例子则提供了

一些研究线索。

总之，如上所述，邢福义把属于此类现象的以“才”代“再”归结为“华语使用中源方言的潜性影

响”，正因其具有“潜而不彰”的特点，所以才更需要引起格外的注意以及极大的关注，并且由此可以抓

住和把握更多此前未受重视的语言现象。

就后一方面来说，需要做的工作更多，也更富挑战性。比如，李临定指出，“（新加坡）华语有别于

① 刘振平：《新加坡华语语法研究现状与问题分析》，《海外华文教育》201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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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而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也是很自然的。华语从英语等外语中吸收了一些外来成分，又从方言中

吸收了一些成分，也可以说华语是一种以普通话为基础、有一定融入性的语言”。①这里的“融入性”是

一个很好的概念，作为华语的一个重要特点，它有哪些表现？融入的渠道有哪些，方式有哪些？融入

后，给华语带来了哪些变化？如果立足于本体语言学、接触语言学，甚至普通语言学等，我们应该从哪

些角度和方面来认识、归纳和总结这一现象或特点？当然，要很好地回答上述问题，至关重要的一点，

还是要找到更多的融入（这里是指方言融入华语）事实。

再比如，如果从比较宏观的方面来说，邢福义针对源方言对华语的潜性影响，指出从“世界华语”

或“华语世界”的视野上研究方言和共同语的关系，观察、发现和考虑哪些问题必须解决，并且认为这

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②

总之，我们由舍小取大现象看南方方言对华语词汇的影响，一方面是从华语跟南方方言关系的角

度，对该现象本身及其产生原因等进行事实发掘与梳理，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以小见大、举一反三，发

现更多应该而且值得研究的问题。

On the Influence of Southern Dialects on Huayu Vocabulary from the Phenomenon
of“Replacing the Small Word with the Big One”

DIAO Yan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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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Replacing the Small Word with the Big One”means using words or morphemes with larger

semantic ranges to replace those with relatively small semantic ranges in a specific context. It is a unique

characteristic of Huayu and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influence of Southern dialects. This paper selects typical

cases from words and morphemes as examples to explain the phenomenon. It is beneficial to Huayu research

to take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henomenon of“Replacing the Small Word with the Big One”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dialects. It can promote the excavation and sorting of relevant language facts, as well as the

multidimansional researches combined with language facts.

Key Words: huayu; southern dialects;“Replacing the Small Word with the Big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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