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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舍小取大”现象看英语对华语词汇的影响

刁晏斌

(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 要: 所谓“舍小取大”，就是用意义更具包容性的上位词( 大词) 取代该语义下具

有细微差异的下位词( 小词) ，这是华语中比较普遍的一种词汇运用现象。文章由该现象

入手，通过对具体语例的分析，证明其与英语影响之间的密切关系，最终结论是有一部分

舍小取大现象来自英语词汇对华语的直接影响，因而，这也是观察英语对华语影响，或者

说是“华语欧化”的一个很好窗口。
关键词: 华语 英语 词汇 “舍小取大”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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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语“舍小取大”现象与英语的影响

在整个华语区，英语都是具有重要影响的语言，特别是在东南亚的新马地区，因其曾为英

国殖民地，更是如此。就马来西亚而言，英语一直具有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并在当地华语及其

应用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这种情况下，马来西亚华语自然会受到英语的极大影响，并由此

而产生各种变化。周清海在分析新加坡华语变异的产生原因时，除了列出“不完全的学习”一

项外，还提到“英语能力的转移”，所谈就是作为高阶语言的英语对华语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

的某些变异。①

至于英语为什么会对华语产生影响，徐青从词汇角度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答案:“我们只要

把两种语言( 或方言) 作一比较，就可以发现两个相对应的词之间，词义总和总是不相等的，其

间既有意义上的相同部分，也有意义上不相合的剩余部分; 这剩余的部分又和另外的词发生意

义相合的关系。”②文中以汉语的“小”与英语 small 的区别为例进行说明: 后者还可以表示“吝

啬的、难为情的、腰部”等，这是汉语“小”所无的。我们看到，在实际的词汇运用中，华语有时
“强行”地部分、甚至全部地把华语词与英语词等同起来，由此造成了华语某词的义项增多、语
义范围扩大，并进而拓展了它的使用范围。新加坡学者林万菁在分析新加坡人常说的“拿照

片”一语时，对英语 take 与华语“拿”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分析，就为此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

证:“英语的‘take’字千变万化，并不单作‘拿’解……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是把不同用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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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直接译为‘拿’，然后与其他词语互相搭配的结果。”①关于华语“拿”因受英语 take 影响

而产生的表义及使用范围等的变化，我们将在下文作进一步的讨论。
本文立足于马来西亚华语，以“舍小取大”现象为观察视角，来探讨英语对华语词汇的影

响。所谓“舍小取大”，就是在具体的词汇运用中，用语义范围比较宽、使用范围比较大的上位

词取代语义范围相对较小、在上位词下表示某一具体意义的下位词的现象。郭熙曾以“拿”与
“扛、提、端、拎”等的对比来说明，新加坡人在说华语时，通常会用前者替代后者，并称后者为
“小词”，前者为“大词”。② 我们受此启发，以此为线索在马来西亚华语书面语中进行较大范

围的使用情况调查，发现舍小词取大词( 或者说以大词代小词) 的现象非常普遍，已经成为其

与普通话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也是华语词汇深受英语影响的一个典型例证，而以往的

华语研究却几乎没有涉及于此，因此非常值得深入察考、认真总结。
上文谈及华语中受英语影响而扩大表义和使用范围的“拿”，而上引郭熙的观点，也明确指出

“拿”在新加坡人口中成为取代“扛”“提”等小词的大词，下面就先以此为例，来作进一步的说明。
我们把“拿”由于受到英语 take 影响而产生的新义、新用法称为“外来移植义”，并进行了较为

全面细致的梳理。③ 具体而言，“拿”既有“申请、申领、获得”义，也有“取、选取”等义。反映在具体

的使用中，华语的“拿”就经常取代表示以上意义的词，因此语义范围很大，使用范围也很大。比较

笼统地说，华语的“拿”经常表示一种相当宽泛的“获取”义，以下举几个具体的用例:

( 1) 虽然出席婚礼的亲友都感到忧虑，但大家都拿了假期，而且酒店与机票都订了，所以

未到最坏一刻也不想取消。④

按，此例中“拿了假期”的“拿”自然是“申请、申领”之义，这样的用例相对较少; 而以下表

示“获得”义的“拿”则比较常见:

( 2) 温贞菱也是拿过金钟奖迷你剧集视后和女配角，在台剧和电影都有好表现。
( 3) 她决定重回校园拿学位，没想到竟跟自己的女儿一起上大学。
以下的“拿”则表示“取”义:

( 4) 我怕他是个变态杀人犯，或要拿我的肾。
按，“拿我的肾”就是“取我的肾”。此义的“拿”经常与趋向动词共现，例如:

( 5) 她们决定必须要拿回人生主导权，打造一个自己能够主宰的未来。
以下的“拿”有所不同，表示的是“领( 取) ”义:

( 6) 他自爆走上台领奖时很紧张，也想起小时候会和朋友玩角色扮演游戏，会模仿大明星

上台拿奖，没想到这一次竟梦想成真!

( 7) 小朋友看见“圣诞老人”出现，一窝蜂涌前围着他或拿礼物或要求握手和拍照。
按，前一例中，前用“领奖”，后用“拿奖”，正好说明二者同义。就词的运用而言，“领奖”

的“领”是“用小”，而“拿奖”的“拿”则是“舍小取大”。
其实，“拿”的表义和使用范围并不止如上一些，在具体的语境中，它能够表示更加丰富多

样的意思。再如:

( 8) 吴京帮儿子向胡歌拿签名，怎知被拒!

按，此例中“拿”表示的大致仍属“申请、申领”义，但是在此语境下，更加贴合的对应词或

许应该是“索要”。

041

①
②
③
④

林万菁． 华语趣谈［M］． 新加坡: 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5，第 1 － 3 页。
郭熙． 新加坡中学生华语词语使用情况调查［J］． 华文教学与研究，2010( 4) ，第 27 － 33 页。
刁晏斌． 论华语词汇中的外来移植义———以马来西亚华语为例［J］． 语言文字应用，2021( 1) ，第65 －77 页。
本文所用语料，是马来西亚著名华文媒体光华网和 e 南洋网近五年的新闻报道，共约 1000 万字。为了节省篇幅，所

举用例一律不再加标出处。



以上“拿签名”因为不是常见组合形式，所以“拿”表示的“替代义”相对明显，而如果是比

较常见的组合形式，这样的意义相对就比较隐蔽。例如:

( 9) 梁家辉更是徒步走进人群……之后他更拿着“阿 Sir，我挺您!”的口号牌子。
按，上例中“拿”的对象是“牌子”，但是，“拿着牌子”虽然能够把基本的意思表达清楚，但

是显然不够精细、准确，如果换成“举着牌子”，情况可能就不同了。
其实，华语中也有后者这样的用例，并与前者形成对比，同时也证明了二者之间的一致

( 可替换) 关系，如:

( 10) 她们……举伞，或者举着车手的姓名牌，或者在车手走向领奖台时，形成背景走廊。
以下三例中的“拿”也都可以像上例那样“还原”为表示更加精细、准确动作的动词( 我们

把这样的词放在“拿”后的括号中) :

( 11) 刘谦正与和一位台下的观众交谈，他右臂下垂，右手拿( 端) 壶。
( 12) 照片中，哈妮克孜戴着纸质王冠，手拿( 捧) 玫瑰花身穿百褶格子裙，好像洋娃娃。
( 13) 黎姿弟弟站着合照，且没拿( 拄) 拐杖。
此外，动词之外，“拿”还有介词属性。华语介词“拿”有时可以替代介词“把”和“用”，以

下各举一例:

( 14) 普通警察根本就不敢拿 Burningsun 夜店怎么样。
( 15) 进剧组第一场戏，就是拿鞭子抽打偶像周迅。
仅由以上我们梳理的部分事实，就可以比较充分地说明，华语“拿”确实是一个比较“大”

的大词，它能够在具体语境中取代的小词比较多，由此而成为一个比较典型的舍小取大案例。

二、英语影响的进一步证明

目前所见，有很多论著结合具体的研究对象，谈及它们所受英语的影响及表现。例如，

林素娥对新加坡华语口语中“懂”用作话语标记的现象进行分析，文中得出如下的结论:

“‘懂’诸固定形式发展为话语标记也应是英语对应形式影响的结果，是语言接触长期作用的

结果。”①江郁莹讨论了新加坡华语中“给”字句式的典型用法，指出“新加坡的‘给’较接近英

文中的‘give’及‘to’的概念”。②

类似的由于受英语影响而造成语义及使用范围扩大、使用频率提高，进而使之成为某一或

某些词的上位词的情况十分常见。以下再举若干实例，对此作进一步的说明。
1．“节目”
陈琪讨论过“节目”一词，指出其在新加坡华语中除“传统”意义外还有名词性的“活动、安

排、项目”的意思，而这是受英语翻译的影响。③

以下是一组马来西亚华语中“节目”取代其他词的用例:

( 16) “丛林之源”生活营的节目多姿多彩，包括营火会、夜宿露营帐篷、体能挑战等。
( 17) 在为期 16 天活动中，共有 3 项重点节目，当中“艺术城市”是其中之一。
( 18) 针对该祠即将主办的来年农历初三庙会，他要求槟州政府表态，是否仍支持这项国

际性的文化节目，如州政府不支持，该祠将寻找国阵政府合作，让这项节目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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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一例中，“节目”与“流程”并无不同，二者很像文言中的“同义连文”:

( 19) 虽然今早发生于斯德哥尔摩的货车袭击案让代表大会有所中断，不过仍会继续进行

其他的流程节目。
以下再举几个泰国华语的用例: ①

( 20) 另泰国交通部特地推出自助游节目( 包括泰航飞机、火车、冷巴等等) ，旅费及住宿费

皆特别优惠。
( 21) 主办当局为办好今年乡亲联谊大会，精心安排了丰富精彩的活动节目。
( 22) 目前，该餐厅推出优惠酬宾节目活动，凡消费满 1，000 铢者，则可获赠折价 10% 的优

惠卡，有效期长达 1 年。
以上事实证明，至少在新马泰地区，“节目”一词都具有表示“活动、安排、项目”等的意思，

这样，前者就与后者形成上、下位词，并且在具体的语境中经常取代后者，由此而成为本文所讨

论的舍小取大现象。
2．“领养”
汪惠迪《时代新加坡特有词词典》( 新加坡联邦出版社 1999 年) 收列“领养”一词，释义为

“出钱赞助，包干，也用‘认养’，英 adopt 的意译”。
以下是马来西亚华语的具体用例:

( 23) 他表示，学生们在课外活动花费是笔不小的数目，家协除了制度化领养课外活动，更

须要资助购买器材、聘请教练、赞助交通津贴食物津贴等。
按，此例中除“领养”外，还用到同义的“资助”“赞助”。
( 24) 槟州首长曹观友笑称，针对市厅的“9 公里后巷提升计划”，中国银行可考虑领养其

中 1． 9 公里、2． 9 公里，甚至 9． 9 公里。
( 25) 奥斯曼一家四口暂由大山脚瑶池金母慈善基金会领养，筹集的 4 万令吉将作为 3 年

的费用。
( 26) 至于村口路灯电费原本是由某个一马单位领养，不过因拖欠电费，导致国能公司前

来拆除，村民为了保住路灯，自行分担电费数年。
以下再举几个新加坡华语的用例: ②

( 27) 国务资政吴作栋下午同 100 多名高尔夫球好手，为新加坡汽车工会领养的慈善团

体，筹得了 25 万元的善款。
( 28) 德明政府中学的学生定时到他们领养的芽龙河进行清洁工作。
泰国华语中这一意义和用法似乎较少，但也不是没有，例如:

( 29) 为促进海洋生物资源的保护而发起的“海洋生物领养计画”收到良好的社会反应。
这样，由于受英语 adopt 一词的影响，华语“领养”也增加了其原来所无的“资助”“赞助”

等义，由此而形成以下的等式:“领养≈领养 + 资助 + 赞助”。这样，“领养”也由一个小词“升

格”为大词。
3．“给”
上引江郁莹认为，“新加坡的‘给’较接近英文中的‘give’及‘to’的概念”③，以下仅就其与 give

相应的用例作一个有趣的试验④: 利用“百度翻译”来进行华 －英 －普之间的“转换翻译”。试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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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百度翻译大致可以比较正确地把华语用法译成英语，而在由英语“回译”时，却往往取普通话

的形式。这样，我们正可以利用这一点来进行华语与普通话之间意义和用法等的对比。
( 30) 目前槟城机场已到瓶颈，如黄金时段的起飞降落窗口已满，因此希望中央政府可以

给绿灯，扩建槟城机场。———Therefore，I hop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an give a green light to
expand Penang Airport．———因此，我希望中央政府能为槟城机场的扩建开绿灯。

以上转换翻译结果清楚地显示，“给绿灯”的“给”正与英语的 give 相对应，而同样的意思

普通话一般会用“开绿灯”。
其实，华语中也有“开绿灯”的组合形式，例如:

( 31) 曼联已经给伦尼转会开绿灯，允许他的经纪人和中超球队商谈转会事宜。
此外，同样的意思也可以用“亮绿灯”表示，例如:

( 32) 有鉴于中央政府针对这项计划在提呈方面已亮绿灯，他希望这项计划能够尽速落实。
这样，作为一个更具抽象性和包容性的大词，华语的“给( 予) ”在与“绿灯”组合时，就在

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意义更加具体的“开”和“亮”。
以下各例中华 － 英与普通话对应的词虽然不同，但均可作如是观:

( 33) 她在反贪会内与官员有说有笑，先是带到底楼会客室，之后才去给口供。———Then
give a confession．———然后供认了自己的罪行。

( 34) 她是于星期日，在新港 Sunrise Garden 给予“什么第一泛岛大道”讲座时，向大约 40
名当 地 居 民 讲 解 泛 岛 大 道 的 路 线 图。———Give a lecture on " what is the first pan Island
Avenue"———做一个关于“第一条泛岛大道是什么”的讲座。

( 35) 救护车在 10 分钟内赶抵现场，救护员给予心脏复苏术后，紧急送去槟城中央政府医

院抢救。———The paramedic gave CPＲ———护理人员进行了心肺复苏术。
( 36) 希望各州政府从粮食危机角度观作出考量，与农业部共同探讨给予农耕地最佳的发

展。———Give the best development to agricultural land———农业用地得到最好的发展。
华语中“给”用得多了，有时会“类推”出即使英语也不趋向于使用 give 的句子，这一方面

能够进一步证明“给( 予) ”具体的意义和作用，另外或许也能从一个词的角度提示华语对英语

词语有一个由模仿到模仿后的自主、甚至扩展性使用的发展过程。例如:

( 37) 目前的培训课程是首要给予防范罪案局警员训练。———to train police officers of the
crime prevention bureau．———培训预防犯罪局的警官。

4．“了解”
周烈婷讨论了新加坡华语中“了解”和“理解”的意义及二者的语义关系，结论是“用英文

来说明的话，普通话的‘了解’相当于 know ( clearly) ，‘理解’相当于 understand 和 compre-
hend; 新加坡华语的‘了解’相当于 know ( clearly) 和 understand。”①这就等于说，新加坡华语的
“了解”是一个上位词，它的下位词则是“了解”和“理解”，这也就是华语“了解”与普通话的不

同之处，而由此产生的词语替换也属于取小取大现象。
马来西亚华语中“了解”义同“理解”的用例如:

( 38) 我不了解，为何州政府在庙会课题上，一直强调今年拨款 60 万是最高数目，而这说

法用意何为?

按，此例中，“了解”的宾语，是两个分别以“为何”引出和以“何为”收尾的疑问小句，这

样，“了解”也就不会是简单的“知道”，而应该是知其所以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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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一例中用的也是“不了解”，表达的应该也是同样的意思:

( 39) 长期载送孙子上学的林松海说，他不了解为何当初校方没有购买是块地，更何况校
方已面对土地瓶颈问题。

以下几个肯定句中的“了解”大致也是这样的意思:
( 40) 因此，她希望校方了解多元评估的概念及用意，以确保可以贯彻多元评估概念。
( 41) 这项具有意义的活动，也让子女们从中了解报父母恩的重要。

三、小结及余论

以上以受英语影响而产生变化( 主要是语义范围扩大) 的五个词，即“拿”“节目”“领养”
“给”“了解”为例，对华语舍小取大现象中的英语因素进行说明。总而言之，英语在马来西亚
乃至于整个东南亚都几乎是无处不在的，所以其对华语的影响也是普遍性的、多方面的，而其
中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打乱了词的原有义域及层级关系，促生了许多舍小取大现象。

除上述五个例词外，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以下再举一例:
( 42) 政府是有心帮助，只是公式( Formula) 不对，因为 30 万到 100 万令吉的滞销房产，不

能够将目标锁定在首购族身上。
按，这里明确列出“公式”是英语单词 Formula 的对译形式，但它表示的却并不是“用数学

符号或文字符号表示几个量之间的关系的式子”义( 见《全球华语大词典》) 。查《牛津高阶英
汉双解词典( 第 8 版) 》( 商务印书馆 2014 年) ，Formula 一词共列出以下 7 个义项: 一是公式，

方程式，计算式; 二是分子式; 三是方案，方法; 四是配方，处方，药方; 五是配方奶( 母乳的代替
品) ; 六是方程式( 按发动机大小等对赛车的分级) ; 七是( 特定场合的) 惯用词语，套话。很显
然，上例中的“公式”对应和表达的应该是第三个义项。由此，在表示“方案、方法”义时，“公
式”自然也成了它们的上位词。这样的用例再如:

( 43) 黄基金是询问，联邦政府是否会推出一套公式与沙巴及砂拉越分享政府的收入。
此例中“公式”表示的应该是“方案”义。
以下各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的用例:
( 44) 《钻石求千金》是史上最受欢迎又最长青的约会节目之一。节目成功的公式异常简

单: 一名黄金单身汉从一群女生里面，挑出未来的另一半。
( 45) 吴资政表示，“当我们在发放增长分红时，我会告诉总理谨慎些，因为不管分多少，永

远都是不够的，你必须找到一个公式，确保不会给超过你能给的。”
( 46) 他强调，油价的上涨公式不能太过刻板，否则人民会有预期油价上涨的心理，导致各

行各业顺势上涨，影响人民生活甚钜。
如前所述，英语对华语的影响人所共知，有关的研究也不在少数，特别是近年来，相关研究

开始向理论层次发展，由此也给华语研究注入新的因素与活力。比如，王晓梅立足马来西亚，

从理论层面提出了研究华语的“古、方、普、外”四个视角，并且认为上述理论视角同样也适用
于新加坡、印尼等华人人口众多、华语变体自成一格的区域①; 刁晏斌在其汉语欧化研究中，提
出了普通话欧化与华语欧化( 欧化普通话与欧化华语) 的问题②，提出华语欧化或欧化华语的

概念，显然会有利于从更高的层次、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下，全面考察、分析英语( 但不限于英
语) 对华语在各个层面的影响及其表现，从而整合各方面的多种事实，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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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探寻上述影响与华语现貌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内在发生与发展机制和规律等。
然而，理论的建构和不断探索固然重要，但是对于语言的本体研究而言，事实的发掘永远

是基础。就目前的实际状况而言，相关研究深度明显不够，范围也十分有限，而全面、深入、细
致的调查研究成果还很少见，因而英语对华语影响及其表现的事实发掘工作亟待加强。

在这方面，个案调查固然重要，但是一些专题化的汇总性研究应该摆在更加重要和突出的

地位，因为它涉及的不只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因而更便于整体观察、分析其特点，总结其规

律。如果说前者是微观研究的话，那么后者则接近或属于中观层次。
本文所讨论的舍小取大现象，也是观察、认识英语对华语影响及其表现等的一个极好窗

口，同时这也是一个面的研究。借由这一视角和范围，应该可以把很多相同、相似或相关现象

归拢到一起，进行整体性的观察与分析。我们相信，这样的角度应该还有很多。
另外，除英语外，华语自然也会受到当地其他主流语言的影响，并且在其词义系统及具体

的词汇运用上也有所反映和表现。例如，张鹏程讨论了“厉害”一词，指出其在马来西亚华语

中，除了《现代汉语词典》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所释的原有义项外，还把《现代汉语典》第二

个义项( 即“了不起”义) 具体化，用作形容某人、甚至某种动物“聪明”“有本事”或“能力大”。
这个“厉害”或有可能受到马来语 pandai( 聪明) 一定程度的意译影响。马来语的“pandai”可

解释为“聪明”“能干”“精于……的”“善于……的”。①

作为当地语者，以上表述应该具有相当的可靠性，这样“厉害”就跟表示某一方面具体义

的词形成上下位关系，因而也属于舍小取大现象。如:

( 47) 世界上最厉害的技能是什么? 是坚持。
( 48) 我尽量就够了，就算有多厉害，还是会有喜欢你的人，和不喜欢你的人。
循此以往，对更多的不同语言对华语影响的事实进行发掘，就能把上述“古、方、普、外”四

个视角由英语扩展到“外语”的范围; 如果从欧化的角度说，则由狭义的华语欧化( 即“英化”)

扩展到广义，即华语“受外族语言的影响，接受其形式以及由此而引起自身的发展变化”。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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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fluence of English on Huayu Vocabulary from the
Phenomenon of“Abandoning the Small Word and Taking the Big Word”

Diao Yanbin
Abstract:“Abandoning the small word and taking the big word”means that in the specific use

of vocabulary，words with larger semantic meaning and scope of use are used to replace words with
specific meaning and relatively small scope of use，which is a very characteristic phenomenon in Hu-
ayu． Starting with this phenomenon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pecific examples，this paper prove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henomenon and the influence of English． The final conclusion is
that some of the phenomenon of“abandoning the small word and taking the big word”comes from
the direct influence of English vocabulary on Huayu． Therefore，this is also a good window to ob-
serve the influence of English on Huayu，or“Europeanization of Huayu”．

Key words: Huayu; English; vocabulary; the phenomenon of“abandoning the small word and
taking the big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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