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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舍小取大”现象
看华语与早期国语的一致性

刁晏斌

［摘 要］“舍小取大”现象系指在具体的语境中，用上位词或语义范围大的词取代下位

词或语义范围小的词，这是华语词汇运用中一种独具特色的常见现象，与普通话形成非常明

显的差异。文章选取具有比较典型 “舍小取大”表现的四组 /个词，即 “懂 ( 得) ” “拯救”

“开幕”和“个”，考察其在早期国语中的相同表现，进而证明华语词汇及其运用与早期国语

之间的一致性。

［关键词］ 华语 普通话 早期国语 “舍小取大”现象

［基 金 项 目］ 2021 年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后 期 资 助 项 目 “华 语 研 究 的 理 论 与 实 践”

( 21FYYB055)

［作者简介］ 刁晏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北京 100091)

［DOI 编号］ 10. 13761 / j. cnki. cn23 － 1073 /c. 2023. 01. 006

引言

迄今为止，我们一共看到两篇论文谈及华语

词汇的 “小”与 “大”问题。第一篇是郭熙所

写，文中总结了新加坡人的华语用词规律，其中

第一条是用 “小词”换 “大词”［1］。按照文中所

说，前者指隶属于某一上位词的那些有细微差别

的下位词，而后者则指其上位词; 所谓 “以 ‘小

词’换‘大词’”，就是在具体的使用中把下位词

换成 上 位 词，如 郭 文 所 举 的 例 子， 弃 用 小 词

“扛、提、端、拎”等，而代之以与之相对应的

大词“拿”。

第二篇论文是汪惠迪所写，该文对比了马来

西亚华语与普通话在词汇方面的几个重要差异，

在其中的“同形异用词语”下，列出了 “指大与

指小”一类，并举例说明。比如 “攻击”，普通

话指进攻，有指大的色彩，而华语可指一般的击

打等行为，则为指小［2］。汪文虽然是立足于华语

与普通话的差异，但就华语的实际使用情况看，

“攻 击”并 非 只 有 指 小 一 种， 有 时 也 可 以 指

“大”，只是不如前者常见。

本文所说的 “小”与 “大”，以及 “舍小取

大”，主要基于上引郭文的划分与表述，同时也

结合了汪文所指的部分现象，具体而言，可以概

括为以下三个要点:

其一，所谓“小” “大”之别，是词的上下

位关系与具体位次的不同。 “小词”是下位词，

“大词”是上位词，舍小取大就是在具体的词汇

运用中舍弃下位词而选取其上位词，或者说是用

上位词取代其下位词。

其二，所谓“大” “小”之分，是词的语义

范围及使用范围的不同。华语 “攻击”等指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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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大兼备，因而语义范围比普通话更广、使用范

围比普通话更大，并且由此而与华语中某些语义

及使用范围较小的词发生替代关系。

其三，上位词与下位词的区别，其实也是一

种语义范围的大小之别，最终也体现在实际使用

范围的大小上。所以，以上两个方面在一定程度

上是重合的，它们共同构成华语词汇舍小取大现

象的客观基础。

以上所说，通过下面两个用例可以看得非常

清楚:

( 1) 动漫少女吴易甜……被哑铃攻击头部致

死。①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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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前一例 “攻击”的武器或工具是哑铃，

因此表达的应该是 “击打”义，这样两个词之间

就发生了替代关系; 后例用的是 “持刀攻击”，

则“攻击”大致与“刺 /捅 /砍”等相当，也可以

认为前者取代了后者②。综合以上二例，我们可

以得出以下结论: 在具体的使用中，因为 “攻

击”的语义范围更大、使用范围更广，所以在特

定的语境中可以表示某一具体的、隶属其下的动

作行为 ( 这里是 “击打”及 “刺 /捅 /砍”等) ，

因而成为上位词，而这一具体的表现就是 “舍小

取大”。

至此，我们可以给本文所讨论的 “舍小取

大”现象作如下界定: 在具体的语境中用上位词

或语义范围大的词取代下位词或语义范围小的

词。这是华语词汇运用中一种非常具有特色的常

见现象，与普通话形成非常明显的差异，因此非

常值得深入探究。本文立足于马来西亚华语，主

要从“来源”角度对此进行考察与说明。

一、华语“舍小取大”现象例析

通过以上分析与表述，大致可以了解什么是

“舍小取大”现象。以下，通过具体词在具体使

用中的表现来作进一步的说明。

我们以动词“懂”为例。《全球华语大词典》

( 以下简称《华语》) 对此词的释义是:

①了解: ～ 得 | ～ 事 | ～ 行 | ～ 英语。②知

道: “请问飞禽公园怎么去?”“我不 ～”。 |

你 ～ 不 ～ 苏州有什么土特产? 用于新马泰印

尼等地。

有人对新加坡口语中的 “不懂”作过以下描

述［3］:

新加坡人口语中，用得最多的否定句是 “不

懂”。我们可以听到这样的对话:

A: “现在是几点?”B: “不懂。”

A: “你看这天会下雨吗?”B: “不懂。”

A: “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B: “不懂。”

这里的“不懂”包含了“不知道”“不清楚”

“不明白”和“不理解”。

其实，不仅是新加坡人的口语，就是马来西

亚华人的书面语中，这样的意义和用法也极为普

遍，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用如 “不知道”的 “不

懂。例如:

( 1) 他们 ( 国阵) 是不知或装不懂。

按，此例 “不知”与 “装不懂”为选择关

系，正说明“不懂”也就是 “不知”。以下一例

则是直接把 “不知道—不懂—知道”对应 性 使

用，更清楚地说明“懂”与“知道”之间的同义

关系:

( 2) 这事很多内阁成员都不知道，就连公正

党总秘书赛夫丁在受访时都表示不懂，直到看到

媒体报导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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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华语用例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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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节省篇幅，我们

一律不标出处。
华语中，与这里的“攻击”意思相同的“击打”

也在使用，如“一名男警察用手大力击打海伦的腹部”，

只是这样的用例很少，同样的意思一般都用“攻击”。至

于“刺”“捅”“砍”等，也都有实际使用的例子。



以下两例虽然没有以上这样的对应性使用，

但是表示 “不知道”的意思同样也是非常清楚

的:

( 3) 对女乘客来说，妳根本不懂自己上了谁

的车子，他有没违法记录。甚至，妳一旦遗漏物

件在车上，可能很难追回。

( 4) 他怕我往后不懂如何成为冠军，希望我

谦虚点。

除了与 “不知道”同义外，以下几例中的

“不懂”如果理解为 “不理解”或 “不明白”，

是十分顺畅贴切的:

( 5) 但是结婚前，他承诺会好好待我，我也

一直相信他……但我真的不懂，为什么到后来会

走到这地步?

( 6) 我实在不懂为何总统会对一个让我们的

军队、外交官、情报官员曝露于危险的人感到特

别怜悯。

以上二例中的“不懂”前分别加上情态副词

“真的”和 “实在”，而其后则分别有 “为什么”

和“为何”，这就能够证明 “不懂”并非简单的

“不知道”，而是 “不知其所以然”或 “不明就

里”，其实也就是“不理解”“不明白”。

在一般的理解中， “不明白”与 “不理解”

意思相近，可以作这样解释的用例再如:

( 7) 理科生杨雯贻则说，每周都会留校一天

一小时半上中文课，其他则是靠着自修增强中文

能力，在遇到不懂之处就请教老师。

至于以上引文所说的 “不懂”，表达的基本

与“不知道”是同一个意思，比如以下二例就是

既可以理解为前者，也可以“翻译”为后者:

( 8) 儿童被性侵是因社会对于儿童性侵的认

知尚浅，有些父母不懂怎样保护自己的孩子。

( 9) 虽然漏水问题目前受控制，但是不懂何

时又会再发生，真的很懊恼。

除此之外，华语中“不懂”还有另外一个常

用义“不会”，这里的 “会”大致是 “通晓、掌

握”的意思。例如:

( 10) 许多长辈都以嫌麻烦和不懂网上电脑

操作，一意选择每月以现金支付予保险员。

( 11) 他们的共通点是年迈无法工作，不懂

申请福利金，最糟是无人可依。

( 12) 由于很多槟民习惯私家车代步，很多

乘客不懂分辨的士和出租车之别。

华语中，“不懂”的肯定形式多为 “懂得”，

也经常表示“知道”的意思。例如:

( 13 ) 政府要求志愿消防队透过各种训练，

确保每名队员在火灾发生时都懂得如何应对。

( 14) 孩子在耳濡目染之下，日后也会懂得

回家看长辈、陪父母。

( 15) 人们越来越懂得照顾健康，汽水的销

量不比以前畅销。

此外，与 “不懂”具有 “不会”的意思一

样，“懂得”也经常表示普通话 “会 ( 熟悉、通

晓) ”的意思，例如:

( 16) 一名中年陌生华裔男子亲近他，询问

他是否懂得说福建话。

( 17) 金马仑则是各族人士一起做生意，很

多巫裔也懂得讲华语。

( 18) 我留有书籍，也亲自传授，孩子们都

懂得这门手艺。

同样的意思，也经常只用一个 “懂”来表

示，例如:

( 19) 现今科技发达， “P 图”几乎个个都

懂，无论高矮肥瘦、靓或唔靓，都能完全将一个

样貌平平、身材平平的人变为女神级样貌，魔鬼

般身材。

( 20) 刘毓透过关系把女儿安排到一间知名

律师事务所工作，然而只懂读书的素素一开始便

处处碰壁，使她沦为“公司可有可无的人”。

此外，“懂得”有时也可以表示 “清楚、了

解”的意思，例如:

( 21) 因为对方身为律师，理应比一般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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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法律。

( 22) 我不知道他是否懂得现实。若是，他

应该知道这是背叛党及他执政国家 22 年留下的功

绩。

“不懂”有时也取 “不懂得”形式，意思与

前者相同。例如:

( 23) 一些“太天真太傻”的青少年，并不

懂得有些身体部位是不能让第三者触碰，以致于

不懂得保护自己，成为性侵或性骚扰的对象。

( 24) 家人在蒋昊文将满 2 岁的时候，发现

他仍不懂得走路，甚至连椅子都无法坐稳，于是

带他到医院检查，结果证实蒋昊文患上脑瘫。

( 25) 尤其幼小的孩子在尚不懂得分辨的时

候，看到任何内容都会照单全收。

有时，“( 不) 懂得”表达的意思可能比单纯

的“知道”等还要复杂一些，例如:

( 26) 该工程进行时，路段上置放多个障碍

物，由于有不少顾客不懂得绕道，而不光顾其小

贩中心。

笔者认为，此例实际的意思是 “不知道怎样

绕道”，而不是“不知道绕道”。以下二例大致也

是如此，表达的是“知道怎样……”的意思:

( 27) 为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掌管州教育

事务的拿督达祖行政议员必须召开会议，向州内

各县教育局官员汇报此事，让他们懂得面对和处

理。

( 28) 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懂得找机会，不

轻易放弃。

此外，有时“懂得”还可以表示上述意思以

外的其他意思，这一点通常由与之共现的词语提

示或显现，只是这样的用例不多。例如:

( 29) 被媒体询及为何会懂得药物，她说年

轻时刻在还未嫁给 Pak Mie 前，曾经在后备军医

疗部服务长达 7 年，所以多少对于药物有所认知。

( 30) 多少懂得掌握时装款式的杨英秀表示，

她钟情裁剪女时装冥衣，熟能生巧。

( 31) 慢慢，兰海开始懂得照顾自己，如夏

天会懂得自己浸泡在水里降温。

以上三例中，第一例前边的 “懂得药物”与

后边的“对于药物有所认知”相对应，而这也就

提示，此例的“懂得”大致义同“有所认知”或

“认识”; 第二例中“懂得掌握”相邻共现，颇似

文言的 “同义连文”，表达的应该也是相同或相

近的意思; 第三例中有 “会懂得”，我们趋向于

认为这也属于同义连文。关于这里 “会”的意

思，周清海指出，普通话中表示达到某种水平的

“能”，新加坡华语趋向于用 “会”表示，换言

之，这里的“会”大致义同表示达到某种水平的

“能”，周书举的例子是 “在新加坡学了半年华

语，现在他会用华语交谈了”［4］78。

这样的 “会”在马来西亚华语中也时有所

见，例如:

( 32) 她说，孩子的学习情况令人鼓舞，与

家人交谈时会用华语交谈。

以上事实说明，华语的 “懂”和以之为核心

的“不懂”“懂得”在具体的使用中，与 “( 不)

知道、清楚、明白、理解、会”等构成一组同义

词，一定程度上具有可替换的关系，并由此构成

了以下的约等式:

懂 ( 得) ≈知道 + 清楚 + 明白 + 理解 + 会

这样，“懂 ( 得) ”实际上就成为一个大词，

而“知道”等则成为与之相对的小词，前者在具

体的运用中取代后者，就是我们所说的 “舍小取

大”现象。

二、由上述现象看华语与早期国语的一致性

我们在具体的调查中发现，华语词汇 “舍小

取大”现象系受多种因素影响而成，比如外语的

影响、方言 的 影 响 等。另 外，还 有 一 个 重 要 方

面，这就是对中国早期国语同一用法的继承①。

14

① 这里的早期国语，指的是 20 世纪初到 40 年代的

中国国家通用书面语言。



比如 上 文 讨 论 的 “懂 ( 得 ) ”， 其 表 示 “知

( 道) ”意思的用例在早期国语中就十分常见，例

如:

( 1) 麦律师展一图命证人指证，问图中所载

你知道否? 答不懂，问其他地图懂否? 答不懂。

( 《申报》1919． 3． 27) ①

按，此例中，前一话语的问话是 “知道否”，

而答语则是 “不懂”，正说明 “知道”与 “懂”

同义。以下二例 “不知”与 “不懂”错综为文，

表达的也是相同的意思:

( 2) 求学的人所以也只知道念书，以为读书

破万卷，便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懂。( 《北京大学

学生周刊》1920 年 2 月号)

( 3) 在各处爱美的戏剧家脑中藏着这样的偶

像很多; 有些是因为受了上海各报中的大字戏院

广告暗示底力量，有些是因为听那些不知戏剧，

不懂美术的亲友底夸张。 ( 《晨报副刊》1921．

11． 11)

更多的用例中， “懂 ( 得) ”并未与 “知

( 道) ”相对共现，但其所表达的意思还是非常清

楚的，如:

( 4) 茶房问他喜欢吃中餐还是西餐，他不懂

西餐是什么物事，便追根间柢。 ( 《小说新报》

1917 年 1 月号)

( 5) 现在我们大家须要懂得，拼音是拼音，

拼音文字是拼音文字，二者相似而不同，相去有

十万八千里。( 《新青年》1918 年 5 月号)

此外， “懂 ( 得) ”也可以表示 “知道”以

外的其他意思，当今华语用法显然与之有直接对

应关系。例如:

( 6) 作诗是为的表现自己，还可不顾读者之

懂不懂，至若译诗则大概都是希望读者理解、赏

会的，所以欧化的范围就不可没有限制; 否则何

必译呢? ( 《诗》1922 年 3 月号)

( 7) 虽然懂得他说的甚么，还要明白那句说

话根据的道理。( 《新潮》1919 年 3 月号)

( 8) 一个煤矿工由十三岁到六十岁只懂得运

煤，一 个 打 钉 匠，由 少 年 到 白 头，单 会 打 钉。

( 《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 年 2 月号)

以上三例中， “懂 ( 得) ”分别与 “理解”

“明白”和“会”相对应，意思相同。

上述情况并非个例，已有研究证明，当代华

语中的很多形式及用法均与早期国语有直接的承

继关系，可以看作后者在华语中的存留，而当今

华语 “舍 小 取 大”时 所 用 的 某 些 大 词 之 所 以

“大”，就是因为直接保留了其在早期国语中的语

义及使用范围。

以下，我们再通过三个例子来对此作进一步

的证明。

1． “拯救”

“拯救”一词在当今华语中用得较多，使用

范围比普通话大得多。在 “瀚堂近代报刊”数据

库中，此词首次出现在 1854 年，即以下一例:

( 9) ( 波布士号) 扬帆驶往巴拉的士洋面，

救济月前在彼搁礁之害之亚船只，将其船中人及

搭客等拯救过船。( 《遐迩贯珍》1854 年第 8 号)

此例中“拯救”与“救济”并用，表示的意

思相同，即为“救援、解救”之义。此后，该词

用例日渐增多，到 1920 年就达到 220 例，其表义

范围也越来越广。例如:

( 10) 他们的上帝必拯救他们，他救自己的

民如救群羊。( 《新潮》1920 年 5 月号)

按，此例前用“拯救”，后用“救”，说明二

者意义相同，而在实际的使用中，情况基本都是

如此: 在理解前者的具体含义时，往往可以按

“救”族词中的某一个 ( 如“救助、救援、援救、

搭救、解救、挽救、抢救”等) 来理解。

以下是《新青年》杂志中的一组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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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伏思母子两命，全仗该医士热心拯救，

均庆更生，该医士医术精深，慈善为怀，鄙人实

难缄默。( 1920 年 1 月号)

( 12) 余城均淹没水中，房屋倾圯，老弱飘

流，慈善各团奔驰拯救。( 1920 年 8 月号)

( 13) 拟就目见被灾最重之村，拯救极贫儿

童八百名，每名按月酌给大洋二元，令其父母亲

属自行抚养。( 1920 年 11 月号)

( 14) 人民用尽心力，还不能拯救自己的危

亡，又于自己有损无益。( 1920 年 12 月号)

( 15) 帮忙振兴实业，拯救贫民，采柴木抵

御寒 冬，保 存 房 屋 的 颓 败，都 是 我 们 的 责 任。

( 同上)

普通话中，“拯救”的义域缩小，《现汉》第

7 版释义为“救: ～ 被压迫的人民”。刘叔新主编

《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 ( 新四版) 》 ( 中国社会出

版社 2011 年) 对此词的解说是 “强调使从较大

的危险或深重的苦难解脱出来……有庄重的态度

色彩，意思不如‘搭救’ ‘打救’那么具体，但

比‘解救’重些，一般用于书面语，具有书面语

色彩”。

华语中，情况有所不同，此词 《华语》的释

义是“援助使脱离危难; 援救: ～ 遇险的船员”。

基本如实反映了华语实际，即与早期国语保持了

极高的一致性。例如:

( 16 ) 志愿消防队必须跟进时代提升配备，

以拯救更多人命及财物，同时不会再有人在救援

工作时牺牲宝贵性命。

按，此例中“拯救”与“救援”并用，意思

相同; 而以下一例 “拯救” “救火”并用，后者

也规定或明确了前者的语义内涵:

( 17) 该局联合瓜拉古楼消拯局派出 12 位消

拯员及官员到场拯救外，……共 60 位自愿消防队

员也赶来参与协助救火。

以下各例表示的都是各种具体的 “救”:

( 18) 跑车冲进沟渠角度太陡，车子翻覆后

迅速沉入水底，加剧了逃脱和拯救难度。

( 19) 验尸官表示，若跑车当时是车轮朝下

跌进沟渠，拯救两人的行动就会简单很多。

( 20) 家人得知噩耗难以接受，最后仍展现

大爱，将小女孩的器官捐赠，拯救了多名命危的

病患。

除了用于人之外， “拯救”的对象也可以是

事物，而这也与早期国语一致。以下各举一例:

( 21) 好处固然很不少，伴之而生的弊害如

何拯救? ( 《少年中国》1920． 2． 15)

( 22) 在槟岛大华高大原房屋计划获拯救后，

目前在槟州只有威中还有一项房屋计划搁置，而

这计划在不久后将获得拯救。

除此之外，华语中“拯救”还经常用于构成

一些具有一定或相当凝固性的组合形式，如 “拯

救队、拯救员、拯救者、拯救人员、拯救单位、

拯救当局、拯救行动、消防与拯救局 ( 简称 “消

拯局”) 、消防及拯救部队、搜索及拯救中心、医

疗拯救任务”等，这也是华语与普通话的区别

之一。

总之，华语中，从使用范围看， “拯救”大

致属于“援救、救助、挽救”等的上位词，在具

体的语境中可以比较自由地取代后者，而这一状

况的形成，源自对早期国语相同意义和用法的保

留与沿用。

2． “开幕”

此词《华语》列两个义项，其第二义为 “开

始营业; 开张。用于港澳台马等地”。

华语中，上述意义的 “开幕”十分常用，并

且可以用于各种不同的主体或客体。例如:

( 23) 度假区有 100 多处游乐设施，料于今

年 10 月开幕。

( 24) 最近在名牌城开幕后，逢周假她都不

敢出门，担心出门后要回家很麻烦。

( 25) 槟城古迹科学咖啡馆正式开幕，将定

期举办适合各年龄层的互动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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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林冠英是于周五上午在北赖工业区出

席 OPTICS BALZEＲS 工厂开幕仪式上致词时，这

么指出。

( 27) 英国明星医生、电视节目主持菲茨帕

特里克创办的一间宠物癌症医院，将于本周开

幕。

( 28) 矗立在北海市局草场的吹气圆屋顶展

览馆将于 7 月 1 日开幕。

但是，华语中的“开幕”并非只有上述 “开

业、开张”义，它的另一个常用义是同于 “启

用”，以下的用例能够证明这一点:

( 29) 蔡通易，梁荣光和张应财联合为临时

桥主持开幕启用礼。

此例中“开幕”与“启用”并用，共同表示

“礼 ( 典礼、仪式) ”的内容，二者应该是同一个

意思。

以下一例中，这一点能够看得更清楚:

( 30) 巍峨壮观的火葬场于 2002 年 6 月正式

开幕启用，为区内华印裔死者提供火化服务。

以下二例表达的也是此义:

( 31) 他周六出席怡保新街场义务消防队新

消防车开幕仪式后，在记者会被询及新市长人选

时，这么指出。

( 32) 中国银行旁的小巷在完成提升工程后，

已于 1 月 24 日进行开幕仪式。

随着陈述对象的不同， “开幕”的含义更加

多样，例如:

( 33) 经过多日的精心策划与筹备，联增宏

钰农业企业分行，今日正式新张启业开幕，竭诚

为广大种植业、农业和民众，提供最佳品牌品质

的农药、肥料、动物饲料和农业五金等门市销售

和批发，新张期间价格优惠。

我们认为，此例中的 “新张” “启业”与

“开幕”表达完全相同的意思，属于三词同义连

用，非常具有华语特点。

( 34) 纳吉于周一在新加坡总统府礼貌拜会

总统哈莉玛，并在傍晚与李显龙为大型综合产业

项目“滨海盛景”与“双景坊”主持开幕。

此例因为陈述的是 “产业 ( 地产) 项目”，

所以这里的“开幕”应该义同“开盘”，“主持开

幕”大致义同 “主持开盘仪式”; 而以下例子中

分别用于陈述 “书画展”和 “电竞比赛”，所以

应该是“开展”与“开赛”的意思:

( 35) 他今日受邀为 2017 年马来西亚国际关

公文化节两岸三地书画展主持开幕后，接受本报

询问时这么表示。

( 36) 作为本届雅加达亚运会表演项目的电

竞比赛，周一在雅加达北部的马哈卡广场开幕。

类似可以“随文释义”的情况比较常见，以

下再举一组“e 南洋”中所见的用例 ( 我们把与

之相当的词列在句末) :

( 37) 张雪芳与嘉宾一同进行健康讲座开幕

仪式，左起萧艳桃、峇都及崔慈恩。――开讲

( 38) 库占昨晚为威严坛与峇株巴辖威青龙

狮文化团联办的“威青电音娃娃”慈善义跑主持

开幕后，如是表示。———开跑

( 39) 丹绒阿当森林城市公园开幕。———开

园

( 40) 俞承豪此次前来是为一著名美妆品牌

开幕典礼站台。――开售

( 41) 他曾在去年 4 月与遭弹劾下台前总统

朴槿惠一起参加韩流体验馆开幕仪式。———开馆

( 42) 大会邀请曼苏为市集开幕。———开市

以上 “开 展、开 赛、开 讲、开 跑、开 园”

等，《华语》均列为词条，而它们或多或少也都

有现实的用例，如:

( 43) 第 29 届马来西亚国际机械展盛大开

展。

( 44) 国际举联大奖赛福州站周一开赛。

( 45) 安华王者回归，周五晚上 9 时 30 分诗

布朗再在会展中心开讲。

( 46) 由光华日报主办的年度盛事 2016 环市

44



赛跑即将在 2016 年 8 月 21 日开跑。

( 47) 关丹园也已从开园时的原有面积扩大

到目前 3000 英亩的总面积。

另外，如果从语法角度来进行分析，华语的

“开幕”一词共有两种语法意义，其一为非自主

动词，其二是自主动词。以上两种意义或属性在

以上所举的例子中均有体现，其中第二种独具华

语特点。

作为自主动词，“开幕”大致表示的是 “( 在

仪式上) 宣布 ( 活动等) 开始”这样的意思。由

此进一步扩大了此词的使用范围。除上文中这样

的例子外，以下再举一组“e 南洋”的用例:

( 48) 政府将从 8 月 1 到 9 月 16 日之间，推

动 3 个爱国活动，即 8 月 2 日至 4 日在马六甲英

雄广场由首相开幕的 2019 马来西亚挥国旗活动，

8 月 31 日在布城由国家元首开幕的国庆日，和 9

月 16 日在古晋独立草场由首相和砂拉越元首开幕

的 2019 马来西亚日活动。

( 49) 林培荣、刘志良、江钧仲联合为马六

甲站、台湾美食国际巡回讲座开幕。

( 50) 甲州关怀屋受到首相敦马哈迪的点名

赞扬，甚至在马哈迪前来开幕后，财政部主动拨

款 300 万令吉，以进行这项计划。

在自主义下，此词还衍生出了 “开幕人、开

幕嘉宾”等组合形式，在华语中均很常见。

总之，华语的“开幕”作为一个大词，表示

的是 “开 始 + 动 作”或 “宣 布 + ( 开 始 + 动

作) ”的意思，而在具体的语境中，“开幕”则能

够替代很多表示不同的 “开始 + 具体动作”义的

词或词组，由此而成为一个比较典型的 “舍小取

大”案例。

以上形式和用法也都来自早期国语。后者中

相同或相似的用例如:

( 51) 共和国开幕之时，舆论界亦复不免国

民程度之不足无可言也。 ( 《妇女时报》1913 － 2

－ 25)

( 52) 当公司开幕日，有一某报主笔亦列席

焉。( 《大中华杂志》1915 年 12 月号)

( 53) 该行准定七月一日正式开幕，并将从

前预印之钞票，命员司从速编号、加盖图记，以

备开幕时发行。( 《申报》1918 － 1 － 30)

( 54) 因目下交易所在竞争时代，开办时间

非常迅速，早一天开幕即多一天利益。 ( 同上

1921 － 9 － 5)

早期国语中，类似用例很常见， “开幕”陈

述的主体种类繁多，以下再举一组 《晨报副刊》

的用例:

( 55 ) 他曾在工厂里用旧砖建成一个学校，

大约费了八百多个卢布; 当他那建筑开幕的时

候，他们便对他唱那 “万岁”的祈祷文。 ( 1921

－ 11 － 4)

( 56) 医院开幕以后，他们做的事真令人不

由的说他们傻。( 1922 － 8 － 31)

( 57) 这个感化院是在一九〇八年二月一号

开幕的。( 1924 － 2 － 22)

( 58) 于是亚罗事件一起，我国国际第二次

大战就此开幕了。( 1925 － 7 － 17)

以上都是非自主动词用法，而自主动词用法

也偶能见到，例如:

( 59) 闻该行一俟行址觅定，即当积极进行

开幕营业，发达可预卜也。( 《申报》1926 － 9 －

27)

( 60) 金城是推销国产影片的大本营; 并曾

用国产片《人生》来开幕，造成了全中国未有的

纪录。( 同上 1934 － 6 － 7)

3． “个”

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早在 20 世纪中叶，

就有人提出了量词的 “个化”问题［5］62，指的是

个体量词 “个”越界使用，取代其他量词的现

象; 赵元任也认为，通用量词 “个”可以代替几

乎任何一个专用的量词，例如 “一个门”可以代

替“一扇门”，也可以代替 “一道门”［6］234 ; 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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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几乎所有的个体名词

―― 不 管 有 没 有 自 己 的 专 用 量 词 ― ― 都 能 论

‘个’”［7］79。王重阳对此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梳理，

认为虽然“个”在量词体系中占重要地位，具有

表量范围宽泛、使用频率高等特点，但是由于其

自身语义的局限性，并不能取代其他量词［8］。我

们比较认同这一观点，并把 “个”的 “越界使

用”，即在具体的语境中取代某些固定搭配中的

量词，看作以泛用量词替换具体量词①。换言之，

也就是本文所讨论的“舍小取大”现象。

早期国语中，“个”的使用范围比后来大很

多，实际语用中虽然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固定量名

组合，但是这样的量词往往也可以用 “个”来替

换。例如:

( 61a) 走过真剑如门前，却见河里停一条

船，一个长工走上走下的很忙。 ( 《小说新报》

1919 年 5 月号)

( 61b) 譬如有一只船，他想从 A 点到 B 点，

但是当时起了大风，其方向为 AC，我们这个时

候便有了两种力量。 ( 《少年中国》1919 － 12 －

15)

以上二例中，与 “船”搭配的量词分别是

“条”和“只”，这是当时比较常见的搭配形式，

但是，我们也看到以下以 “个”替代 “条”和

“只”的用例:

( 61c) 髣髴 ( 仿佛) 一个船在大海失了指南

针一样，其结果必致全舟尽覆。 ( 《新潮》1920

年 5 月号)

这种情况在早期国语中时能见到。我们以

“一个”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找到很多其与不同

个体名词组合的形式，例如:

( 62) 一个火车驰过原野，物理学家在这个

现象上，就用数学方式表示车行的速度。( 《少年

中国》1919 － 12 － 15)

( 63) 如果你见了一个鸡而骇怕，生了一种

怕的病，那就只是一种个人的经验，而不是本

能。( 同上)

( 64) 他们相信吃一个动物或一个勇士的肉，

可以得到被吃者活着时所有的德性。 ( 《新青年》

1920 年 10 月号)

( 65) 黄春圃是一位科学家，他在一个山上

造了一个别墅，预备研究他的学问。 ( 《星期》

1922 － 9 － 17)

这样的用例很多， “个”能够组合的名词范

围较广，以下再举一组《申报》用例:

( 66 ) 兹 将 失 物 原 单 照 录 如 下: 小 皮 箱 一

个……紫色手套一对，木刻名片印一个，枕箱一

个……金戒指两个，牙章一 颗，金 边 眼 镜 计 三

个，名片一盒，铜墨盒一个……亨达利表一个，

鞋一双，帽一顶，轿灯一个。( 1917 － 1 － 8)

( 67) 如果使拉洋车的听见，那还了得么?

你抢我一个帽子，我抢你一个马褂子，那还要我

们警察何用? ( 1920 － 2 － 28)

( 68) 家里养了一个猫，不许老鼠梁上跑;

家里养了一个狗，前门后户要他守。吃粮不管

事，一棒打他死。( 1922 － 11 － 12)

( 69) 沈慧英到处寻汪小莲，总没有寻处，

直待至数月以后，在一个马路上忽然遇见了小

莲。( 1925 － 12 － 5)

我们所见，其 他 的 再 如 “一 个 医 院、一 个

鱼、一个车、一个衣刷”等。

当代华语中，这样的用法也在很大程度上保

留，所以我们也看到不少弃用某些专用量词而使

用泛用量词“个”的例子，以下两组用例中的 b

句就是如此:

( 70a) 东运会七金得主黄兹梁即将在 11 月

19 日迎来 25 岁生日，他表示这枚金牌是送给自

己的生日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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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就普通话的情况来看，该现象可能并不像上引赵

元任［6］234和朱德熙［7］79说得那么普遍，这一点与早期国语

和当今华语均有所不同，或许是普通话的“规范化”发

展所致。



( 70b) 许多人都认为羽球队无法取得该有的

成绩，所以我要把这个金牌献给所有大马人!

( 71a) 尤其目前球队前锋卢卡库状态火爆，

2015 年共为球队打入 31 粒进球。

( 71b) 本轮联赛，阿根廷“跳蚤”梅西虽然

没有出场，但他却在本赛季打进 34 个进球。

以下一例中同一名词与两个不同的量词搭配

使用:

( 72) 在姓周桥外路边，已经排好一个长型

的红桌子，等着家家户户将供品摆放在户外的这

张神桌上，午夜时分集体拜天公。

下边也都是舍具体量词而取 “个”的用例，

与普通话形成较为明显的差异 ( 我们把 “个”所

替代的常用量词列于其后的括号内) :

( 73) 槟州国际机场面积 3． 3 平方公里且只

有 1 个 ( 条) 跑道。

( 74) ( 警方) 起获现金 4507 令吉、15 台手

机及 11 个 ( 台) 手提打印机。

( 75) 扎克伯格与妻子日前在德国柏林接受

一个 ( 家) 电视台访问，大谈凑女经。

( 76) 歌德律则有 9 个 ( 座、间、幢、栋)

建筑物，包括 6 个 ( 座、所、间) 民宅及 1 个

( 座、间、幢) 别墅，或会受影响而被收购。

( 77) 警方在酒店房内逮捕一名涉嫌多宗盗

窃的华裔男子，在房内搜获近 90 个 ( 件) 赃物、

毒品及干案工具。

( 78) 在德国公开赛上，陈蔚强 /吴蔚昇在半

决赛被另一个 ( 对) 日本组合井上拓斗 /金子祐

树淘汰。

我们所见到的类似组合形式还有很多，再如

“7 个 ( 张) 病床、一个 ( 座) 死城、5 个 ( 只)

手表、两个 ( 颗、枚) 汽油弹、400 个 ( 块) 手

工香皂、一个 ( 棵) 挂满了礼物的圣诞树、25 个

( 位、名) 老板、一个 ( 只) 坠毁的热气球”。

以上对比内容清楚地说明，当代华语 “个”

在较大范围内取代具体量词的用法，仍然是对早

期国语的延续，二者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结语

有人指出，在新加坡华语里， “分别”除了

做状语外，还可以用作宾语，如 “这两种情况有

什么分别?” “没有分别”。文中认为，这个用法

可能是受台湾“国语”影响，因为在后者中这种

用法是很普遍的［9］。刁晏斌就此指出， “分别”

上述与普通话中名词性的 “区别”基本相同的意

义和用法，是早期国语原有的，台湾 “国语”中

这样的用法之所以很普遍，是因为对早期国语的

保留与沿用，而普通话中一般不这样用，则是其

发展变化所致。随着早期国语在南洋地区的传播

与扩 散，这 也 成 为 当 地 华 语 的 基 本 意 义 和 用

法［10］。由此推而广之，上 述 华 语 “舍 小 取 大”

现象及其与普通话的差异，也正是前者不变、后

者变化所致。换言之，此正可以证明华语与早期

国语之间的一致性。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选取具有比较典

型 “舍 小 取 大”表 现 的 四 组 /个 词， 即 “懂

( 得) ”“拯救”“开幕”和“个”，考察其在早期

国语中的相同表现，进而证明华语词汇及其运用

与早期国语之间的一致性。

其实，关于上述一致性，目前已有一些论著

从不同角度有所涉及，比如马来西亚学者郑良树

指出: “就当日 ( 引者按，指清末) 华社而言，

无论其精神面貌、实质内涵还是社会架构，完全

是中国在海外的一个‘移植社会’。”［11］7移植社会

所用的共同语，其实也是 “移植”而来的，即如

李如龙所说，东南亚华语的形成 “大体和 20 世

纪的新文化运动和民国以来国语运动的开展是同

步的。”［12］新加坡学者周清海则具体指出，1949

年之前，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南迁到了东南亚，或

者是香港、澳门以及台湾。这一大迁移所带去的

“国语”和“国文”，在所居地发展形成了当地华

人的“华语” “华文”［13］。此外，文中还举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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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具体 的 例 子，如 在 香 港 报 纸 上 独 用 的 “称”

( 述说) 、 “逾” ( 超过) 、 “遂” ( 就，於是) 、

“故” ( 因此) ，甚至 “人妖” “吊诡”等词都见

于 1936 年出版的《国语辞典》，这些词新加坡和

其他华语区也用，都是“国语”现象的存留。

上述认识也在近期的华语定义中反映出来，

比如李宇明把华语界定为 “以普通话 /国语为基

础的全 世 界 华 人 的 共 同 语”。对 于 其 中 的 “国

语”，李文的解释是: “在定义中加入‘国语’的

因素，既照顾到历史，又考虑到各华人社区的语

言文字生活现实。”［14］后来，李宇明又进一步明

确，上述的“国语”等于“上世纪前半叶的老国

语 + 当今的台湾国语”［15］。

刁晏斌给出的华语定义是 “以传统国语为基

础、以普通话为核心的华人共同语”［16］。这里的

“传统国语”与上述 “老国语”所指相同，即本

文所说的早期国语。关于华语以传统 /早期国语

而不是以普通话为基础或核心，我们做过一些初

步的证明工作［17］32 － 36。此外，也有其他人结合自

己的研究直接或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比如李计

伟、张翠玲从名词后缀“儿”及名词“当儿”的

使用、动词 “报效”及 “报效 + 受事宾语”结

构、形容词 “优越”及其与名词的搭配、 “在 +

NP + 毕业”结构和 “向 NP + VP”结构中 VP 的

多样性等五个方面，说明东南亚华语的词汇语法

特征及其与早期现代汉语 ( 即早期国语) 的对应

性，从而论证传承语的保守性与东南亚华语特征

之间的关系［18］。

但是，以上的讨论、说明和举例基本都是碎

片化的，还缺乏更加系统、全面、深入的调查研

究，以及更多语言事实的支持与支撑。特别是后

者，离开它，再多的讨论和阐述也都难成定论。

有鉴于此，我们在一些研究中有意识地进行相关

语言事实的调查梳理工作，比如在近期华语词汇

“舍”“取”系列的第一篇论文《论华语词汇运用

中的“舍双取单”现象》，以及论华语词汇运用

中的“舍今取古”现象的系列论文中①，均有讨

论华语与早期国语一致性的部分或专文，而本文

也是如此。我们认为，由一种现象入手，进行相

对系统、深入的考察，从而就一个方面提出确切

的事实依据，积少成多、聚沙成塔，自然能够形

成比较完整的 “证据链”，从而真正支撑起对华

语形成及发展历史的认识、乃至于科学华语观的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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