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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华语是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共同语，它的研究方兴未艾，已经并且还将继续取

得更大的进步和成就。时至今日，华语研究应该在两个方面做出更大、更多的努力：一是宏观层面，在已有 研

究的基础上思考、规划华语研究未来的 发 展 方 向 及 目 标，探 寻 路 径 和 方 法 等，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也 可 以 称 之 为

顶层设计；二是微观层面，需要扩大视野、拓展范围，进行更多细致的调查、全面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
本栏目的两篇论文就是针对以上两个方面而设计和组织的。刁晏斌的《“立地＋顶天”：全球华语研究 的

学术愿景与追求》大致属于前者，以“地”“天”分 别 喻 指 华 语 事 实 及 理 论，指 出 应 立 足 于 对 华 语 事 实 的 充 分 研

究，不断追求新的理论高度，从而达到更高的层次，为世界语言学做出华人学者的独特贡献。李计伟、吴玉 瑞

的《早期南洋华语文献中的闽南话因素研究》则基本属于后者，其突出特点有两个：一是属于目前刚刚起步的

南洋华语史研究，领域拓展；二是首次从接触视角系统梳理华语中的闽南话因素，方法创新，同样亦为华语文

献解读贡献了一些新知。
我们希望，通过本栏目的两篇论文，一 方 面 引 起 更 多 学 界 同 仁 对 华 语 及 华 语 研 究 的 关 注，另 一 方 面 则 给

业已投身其中的人们一点启发或帮助，而 最 终 目 标 则 是 希 望 同 道 中 人 共 同 努 力，把 华 语 研 究 做 大 做 强，使 之

成为新时代的一门“显学”。
刁晏斌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９日

“立地＋顶天”：全球华语研究的学术愿景与追求

刁 晏 斌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借用普通话语法研究的已有理念和认识，讨论全球华语研究的“地”与“天”，以及怎样

做到“立地＋顶天”问题。对华语“关怀”一词从共时、历时以及横向三个维度，进行多角度的

考察与分析，是对“地”以 及 怎 样“立 地”的 一 个 举 例 说 明；关 于 华 语 研 究 的“天”以 及 怎 样“顶

天”，从“国外理论的引进、吸收和发展”与“创建具有原创性的华语理论”两个方面，结合已有

探索、实践进行了总 结 说 明。全 球 华 语 研 究 的 基 本 理 念 和 目 标 是 把 它 真 正 当 成 一 门 学 问 来

做，并且最终做成一门真学问、大学问，这应该成为全球华语研究的学术愿景与追求，而其达

成手段与途径就是真正做到“立地＋顶天”。

关键词：全球华语；全球华语学；“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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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早在３０多年前，邢福义就提出，语法研究“要立

地顶天”，并 作 了 以 下 具 体 说 明：“立 地”就 是 脚 踏 实

地，立足于语言事实，有一个严谨的治学态度。不要

小本钱做 大 买 卖，口 袋 里 要 多 装 事 实。“顶 天”就 是

要“刺破 青 天 锷 未 残”。光 有 脚 踏 实 地 还 不 够，还 要

积极向上，有 所 开 拓，有 所 创 造，有 决 心 有 信 心 把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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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１］。其后，邢福义立足于语法

研究中的“解释”进一步指出：“从事实出发研究问题

时，应尽可能地对事实作足够的理论解释；从假设出

发研究问题 时，应 注 意 充 分 观 察 和 充 分 描 写 语 言 事

实。只有这样，才能‘顶天＋立地’。”［２］

萧国政以 上 述 观 点 为 基 础，归 纳 出 语 法 研 究 的

“上向”与“下向”两种宏观模式，前者“是从事实的大

地，向理论、系 统 和 语 法 的‘天 空’上 向，是 从 一 个 个

的、一步步的 相 对 真 理 的 大 地、山 峰、半 空，向‘绝 对

真理’的天空、高空升华”；后者“是从理论的高空、低

空、半空，向事实的地面发展。”至于二者具体的要求

及相互关系，文中的表述是：“上向归纳研究，脚下要

有‘地’，心 里 要 有‘天’”；“做 下 向 研 究，要 擦 亮 一 片

‘天’，要瞄 准 一 方‘地’，‘天’要 罩 得 住‘地’，‘地’要

隶属于‘天’”；“下 向 研 究 和 上 向 研 究，一 个‘顶 天－
立地’，一个‘立地－顶天’，表面上它们是对立的，实

质上却是互补的。”［３］

我们认为，上 述 的“地”与“天”也 是 全 球 华 语 研

究缺一不可的两个维度，二者一要互为基础，二要充

分结合，即华 语 研 究 也 要 倡 导、追 求 并 最 终 实 现“立

地＋顶天”。那 么，华 语 的“天”与“地”有 何 特 点，在

具体研究中应当如何“立地”，怎样“顶天”，怎样才能

做到“立 地＋顶 天”？这 是 一 个 极 有 挑 战 性、极 富 学

术价值，同时 也 会 对 全 球 华 语 研 究 产 生 极 大 影 响 的

重要问 题。本 文 试 图 结 合 具 体 语 言 现 象 的 考 察 分

析，以及梳理已有相关研究，在这方面作一些探索和

思考，从而给出答案。

二、全球华语研究的“地”

如果以“地”为 喻，那 么 华 语 的 土 地 一 是 无 比 肥

沃，二是 开 垦 不 足。就 前 者 来 说，华 语 几 乎 覆 盖 全

球，变体众多，在有些地区（比如东南亚）已有上百年

的发展历史，积 累 了 大 量 独 特 的 共 时 及 历 时 语 言 资

源，在很多方 面 都 达 到 了 丰 富 性、多 样 性 的 最 大 值；

就后者而言，由 于 研 究 时 间 尚 短，积 累 严 重 不 足，因

而还有极大的开掘空间。如果套用很久以前常说的

一句老话，那 就 是 在 华 语 这 片 沃 土 上，“好 写 最 新 最

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以下我们以东南亚华语中“关怀”一词及其使用

情况为例，对 此 进 行 说 明。此 词 虽 然 算 不 上 特 别 常

用，但是也有较高的使用频率以及较为丰富的内涵。

我们在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的东南亚华文媒体语料库

中进行穷尽性检索，共得到２　３０２个包含“关怀”的句

子①，以下就以 这 些 用 例 为 对 象，从 共 时 与 历 时 两 个

层面进行考察分析。

（一）共时层面的考察与分析

１．“关怀”的意义

《现代汉语词典》（第７版）（以下简称《现汉》）中，

“关怀”的释义是“（上对下）关心”；《现代汉语规范词

典》（第３版）（以下简称《现规》）的释义是“关心爱护

（多用于上对下）”。另外，《现规》还在“注意”栏中对

此词与“关 心”的 区 别 作 了 以 下 说 明：“跟‘关 心’不

同，‘关怀’的 对 象 只 能 是 人，只 能 用 于 上 对 下、长 对

幼；‘关 心’则 无 此 限 制。”再 查 以 上 两 部 词 典 中“关

心”的释义，前者是“（把人或事物）常放在心上；重视

和爱护”，后 者 则 为“（对 人 或 事 物）爱 惜、重 视，经 常

挂在心上”。

由以上释 义 和 说 明，我 们 大 致 可 以 归 纳 出 普 通

话中“关怀”一词的基本语义特征：［＋对人］［＋上对下］

［＋放在心上、重视、爱护、爱惜］。

《全球华语大词典》（下简称《华大》）“关怀”的释

义大致同 于《现 汉》，即“关 心 爱 护，多 用 于 上 对 下”，

但是，这一释 义 却 未 能 涵 盖 华 语 此 词 的 全 部 意 义 和

使用情况。以 下，我 们 就 先 以 上 述 三 个 方 面 的 语 义

特征为参照，逐 一 对 华 语“关 怀”在 具 体 使 用 中 的 具

体意义进行对比说明。

先看［＋对 人］。这 一 条 对 华 语 基 本 没 有 约 束

力，其具体表现是既可以［＋对人］，也可以［－对人］，

后者用例十分常见，如：

（１）过去三年来，学术人员协会及许多其他关怀

此事的 人 和 组 织 都 已 经 表 达 了 他 们 促 请 政 府 撤 销

《行为操守协议书》的立场。

（２）上述 活 动 明 显 突 显 出 学 生 对 当 地 社 区 的 关

怀，并且也反映出大马人民的准确及良好形象。

（３）不 是 情 歌，是 比 情 歌 多 了 一 层 社 会 意 义 的

歌，关怀的不只是二人世界。

①该语料库收录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共八家华文媒体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间的语料。本文未标明出处和时间的华语用例均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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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华语“关怀”而言，上述［＋对人］的语义

特征应当修正为［±对人］。

再看［＋ 上 对 下］。华 语“关 怀”虽 然 有 不 少

［＋对人］的用 例，但 是 却 并 非“只 能 用 于 上 对 下、长

对幼”，所以这一条有时也没有约束力。例如：

（４）总之，愉 快 的 心 情 最 重 要，互 相 的 体 恤 和 关

怀也不可少。

（５）ＭＩＣＨＥＬＬＥ 在 会 上 也 尽 显 对 父 亲 关 怀

之情。

以上二例中，前例“关怀”受“互相”修饰，因此是

［－上对下］的；后例中“关怀”的对象是“父亲”，则是

［＋下对上］的。

以上用例虽不常见，但也并非个别，再如：

（６）他们觉得对方毫不尊重艳婷及艳婷家人，不

交代事发经过，也没前来殡仪馆表示关怀。

（７）新加 坡 内 阁 资 政 李 光 耀 呼 吁 美 国 给 予 友 邦

和盟国更多的关怀。

因此，华语“关 怀”［＋上 对 下］这 一 语 义 特 征 也

不具有完全 的 普 遍 性，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也 可 以 修 正 为

［±上对下］。

最后再看［＋放 在 心 上、重 视、爱 护、爱 惜］。与

前两个语义特征相比，这一个比较复杂。总体而言，

华语“关怀”所表达的具体意义有很多都在这一范围

之内，但是也有不少超出了这一范围，以下先讨论前

一方面的情况。

华语中，“关 怀”经 常 表 示 的 是 不 含［＋对 人］或

［＋上对下］语 义 特 征 的“关 心”义（即 可 以 与 普 通 话

“关心”互换），因此其使用范围远大于普通话。例如：

（８）这 不 意 味 要 攻 击 政 府，而 是 要 我 们 付 出 关

心，并关怀“自己人”。

按，此例 前 一 句 有“付 出 关 心”，而 后 一 句 则 用

“关怀‘自己人’”，受此语境提示，这里的“关怀”应该

也是“关 心”的 意 思，但 是 用 于“我 们”（即“平 辈”）

之间。

以下各例虽 然 没 有 语 境 提 示，但 是 按“关 心”来

理解都是最“顺”的：

（９）老人虽 年 届９８，却 对 天 下 事 很 有 兴 趣，尤 其

关怀两岸形势发展。

（１０）他长期关怀民主、和平及人权，使他赢得世

人的尊敬。

虽然如上所述，《现汉》以“关心”释“关怀”，但是

普通话在上 述 语 境 中 一 般 却 只 用“关 心”而 不 用“关

怀”，由此正反映了普通话与华语此词用法在一个方

面的重要差异。

有时，华语“关 怀”表 达 的 意 思 比 一 般 的“关 心”

要重一些，此 时 可 以 大 致 与 之 对 应 的 词 是“关 切”和

“关注”。《现汉》以“关 心”来 为“关 切”释 义，似 乎 未

能反映二者区别；而《现规》“关切”释为“十分关心”，

则说明二 者 有 程 度 差 异。在 华 语 的 实 际 使 用 中，有

的“关怀”大致与普通话的“关切”相当，例如：

（１１）邻近国家包括红十字会、世界宣明会、其他

宗教团体等，对缅甸表现出极度关怀之意。

此例“关 怀”前 加“极 度”修 饰，显 然 并 非 一 般 的

“关心”，而是“十 分 关 心”的“关 切”。以 下 一 例 大 致

也可以作如是观：

（１２ａ）彭文宝特别助理沈佩蓉也于日前到拉占德

兰住家了解，表示关怀。

此例应该与下例具有可变换关系：

（１２ｂ）这起 恐 袭 事 件，也 有 大 马 公 民 伤 亡，他 代

表纽西兰政府向伤者及家属表示关切。

以下二例中的“关怀”与“关切”大致也是如此：

（１３ａ）陆交会前主席丹斯里赛哈密及管理陆交会

事务的首相 署 前 部 长 拿 督 斯 晨 南 茜 苏 克 里，纷 纷 对

陆交会职员“失业”表达关怀。

（１３ｂ）丹 麦 名 宿 彼 得 盖 同 样 通 过 社 交 媒 体 表 达

关切。

在实际的使 用 中，如 果“关 怀”不 仅 仅 是 语 义 轻

重不等的“关 心”，那 就 有 可 能 与“关 注”相 当。《现

汉》“关注”的释义是“关心重视”，即在“关心”的基础

上再加“重 视”（“关 注＝关 心＋重 视”）。贺 国 伟《现

代汉语 同 义 词 近 义 词 反 义 词 词 典》（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２０１６）指出，“关注”常用于大的方面，在程度上表

现出既关心又重视；而《现规》“关注”的释义则是“重

视、特 别 注 意”。华 语 中，可 以 表 达“关 注”义 的“关

怀”不乏用例，如：

（１４）昨晚 热 情 与 和 平 的 群 众 创 造 了 历 史，证 明

了砂拉越人 民 不 仅 关 注 国 内 人 权 的 课 题，也 关 怀 全

世界。

（１５）前政 府 的 管 理 不 当，以 及 负 责 的 行 政 议 员

的不关 心 不 关 怀 态 度，导 致 市 政 局 的 剩 余 基 金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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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的２亿２千５００万，减至２００７年仅有６４０万

令吉。

以上二例中，前例“关注”与“关怀”对举，应该表

达相同的意思；后例“不关心”与“不关怀”并列使用，

二者应属递进关系，即有程度及侧重点之别，可以理

解为前者否定“关心”，后者否定“重视”，所以“关怀”

应为“关注”义。

以下一例按“关注”来理解，也是最“顺”的：

（１６）东盟经长同意加速成立单一经济区的消息

传出，国际舆论多有关怀。

我们曾经讨论过华语词汇运用中的“舍小取大”

现象，即在具 体 的 使 用 中 用 表 义 和 使 用 范 围 更 大 的

词取代表 义 和 使 用 范 围 相 对 较 小 的 词，如 以“美 丽”

取代“美好、美妙、完美、优美”等［４］；而以上事实说明，

华语“关怀”经 常 也 被 用 作 一 个“大 词”，在 具 体 的 使

用中可以替代“关心、关切、关注”等。

总之，在上述用例中，“关怀”的表义和使用范围

相较普通话 均 有 较 大 的 扩 展，具 体 而 言 一 是 对 象 范

围扩展到既 可 指 人 也 可 指 物，二 是 主 客 体 关 系 由 上

对下扩展到“平辈”之间，甚至是下对上，三是所表量

度由“一般”扩展到可表高量、重度。

以下 再 讨 论 超 出［＋放 在 心 上、重 视、爱 护、爱

惜］语义范围的“关怀”。

上文讨论 的“关 怀”表 达 的 都 是 一 种 心 理 活 动，

可以归入抽 象 动 作 的 范 畴，属 心 理 动 词；此 外，华 语

中还有不少“关 怀”表 示 的 是 具 体 动 作，应 属 动 作 动

词，而这也是其与上引词典释义不同（即与普通话不

同）的另一个重要表现。

以下一例可以较好地证明这一点：

（１７）经此意外，霆锋一家都高度紧张，密切关注

柏芝的饮食起居，并“雇佣了有护理经验的保姆进行

贴身关怀”。

这里用“关 怀”做 形 式 动 词“进 行”的 宾 语（通 常

由动作动 词 充 当），且 用“贴 身”来 修 饰，可 见 它 应 该

是一个比较 典 型 的 动 作 动 词（心 理 动 词 不 能 受 这 样

的动词修饰）。至于“关怀”具体表示什么动作行为，

即具有什么 样 的 动 词 义，则 往 往 因 语 境 的 不 同 而 有

所不同，需 要“随 文 释 义”，比 如 上 例 中 大 致 应 为“护

理”的意思。

类似的用例再如：

（１８）他希望相关卫生部门可以珍视我国普遍的

数十万、乃 至 上 百 万 的 输 血 感 染 者 的 诉 求，提 供 赔

偿／补偿、治疗和关怀。

上例中“关怀”与“治疗”并用，且与“赔偿／补偿”

同做“提供”的宾语，其意义应与“治疗”相近或相关，

我们趋向于理解为与例（１７）相同的“护理”义。

对于病人而言，“关怀”可能是“护理”，当然也可

能是“照料”；而如果对象不是病人，那么一般就应该

是后者的意 思 了，而 这 也 是 华 语“关 怀”常 表 的 一 个

意义。例如：

（１９）伊丽 娜 对 父 亲 的 饮 食 起 居 关 怀 备 至，有 时

戈尔巴乔夫工作时间长了，感觉头痛，伊丽娜就拉着

他出去走走，放松紧绷的神经。

此例“关怀”的 对 象 是“父 亲 的 饮 食 起 居”，所 以

应该就是“照料”的意思。以下一例大致也是此义：

（２０）希望 领 养 的 家 庭 能 够 好 好 照 顾 孩 子，给 他

应有的疼爱和关怀。

《现汉》中，“照顾”的第二个义项是“照料”，二者

同义，所以有 时 华 语 的“关 怀”也 可 以 按“照 顾”来 理

解。上一例前用“照顾”，后用“关怀”，大致可以证明

这一点，而以下一例更是如此：

（２１）肥姐 离 世 后，有 舆 论 批 评 秋 官 与 肥 姐 离 婚

后缺乏照顾，前妻病重时也欠关怀。

此例中“缺 乏 照 顾”与“欠 关 怀”基 本 形 成 对 文，

表达的意思应该一致。

以下一例中，“照顾”与“关怀”更是并列使用：

（２２）干部们进驻村庄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当地建

立和完善对爱之病感染者的救治……对爱之病患者

的孤儿实行免费上学，使孤寡老人得到照顾关怀。

普通话 中，“照 顾”除 了“照 料”义 外，有 时 还 有

“特别注意、加以优待”义（见《现汉》），而华语中此义

有时也可以由“关怀”来承担和表达。例如：

（２３）但经过两周的协调，事情没有进展，且了解

社会大众对新纪元学院的关心、爱护与关怀，因此发

表这份声明，要 求 公 开 透 明 处 理 新 纪 元 学 院 的 公 共

课题。

此例的“关心、爱护与关怀”应该有递进关系，而

比“爱护”更 高 一 级 的，应 该 就 是“优 待”了。以 下 二

例的“关怀”根据语境大致也是这个意思：

（２４）该会 处 处 关 怀 黄 金 龙，让 他 在 物 质 及 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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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感到满足。

（２５）谈及未来的梦想，他说，他要成为一个土木

工程师，以答谢父母亲一直以来对他的栽培及关怀。

此外，华语 的“关 怀”在 具 体 语 境 中 有 时 表 示 的

是“救助”义，也有很强的动作性。例如：

（２６）我国每年有近６　０００万以上灾民需要救济，

有３　０００多万农村贫困人口需要救助，有６　０００万残

疾人需要关怀。

（２７）我 们 可 以 为 暴 力 受 害 者 提 供 援 助 或 关 怀，

我们应该公开这么做。

以上二例中，前例“救济”“求助”与“关怀”并用，

后例“援助”和“关 怀”并 列，它 们 表 达 的 应 该 都 是 相

同或相近的意思。

以下的“关 怀”虽 然 未 在 这 样 的 语 境 中 使 用，但

是表达的相同意思还是很清楚的：

（２８）成 立 Ｈｕｄｓｏｎ－Ｋｉｎｇ家 庭 暴 力 保 护 基 金，以

关怀一些因 暴 力 罪 案 而 失 去 家 人 的 家 庭，为 他 们 提

供食物、衣服、庇护所及心灵辅导。

此例对“关 怀”的 具 体 所 指 进 行 了 细 致 列 举，即

“提供食物、衣 服、庇 护 所 及 心 灵 辅 导”，而 这 些 无 疑

都是具体的救助行为。

以下二例 中“关 怀”与“灾 难”或“灾 害”相 联 系，

其所表示的“救助”义自然也是很清楚的：

（２９）阿末沙比利仄指出，当发生类似的灾难，各

方须给予关怀。

（３０）对社 会 上 亟 需 帮 助 的 人，如 受 人 为 或 自 然

灾害影响者，有专人马上出现，实际的为之解燃眉之

急，自动的去关怀无助的弱者。

以上各例中的“关怀”虽然仍然含有“关心爱护”

的因素，但是 已 经 义 有 所 转，即 变 抽 象 为 具 体，基 本

是指在关心爱护这一心理动机驱动下的比较宽泛的

动作行为。我们认为，这一意义另有来源，这一点将

在下文讨论。

２．“关怀”的用法

与普通话相 比，华 语“关 怀”一 词 的 使 用 范 围 更

广，其用法也比普通话复杂，以下对此进行梳理和举

例说明。

此词与普 通 话 用 法 的 最 大 差 异，是 多 数 都 用 做

述语，即“关 怀＋宾 语”的 组 合 中。上 文 的 很 多 用 例

都是如此，再如：

（３１）都江堰与卧龙熊猫基地是她３年前与老公

二度蜜月的地方，所以四川地震让她哭肿双眼，计划

亲往灾区关怀灾民。

（３２）台 北 举 办 了 粉 红 丝 带 乳 癌 防 治 公 益 活 动，

关怀女性的健康。

另外一种比 较 常 见 的 用 法，是“关 怀”跟 别 的 动

词构成并列 词 组 后 再 带 宾 语，这 样 的 用 例 上 文 也 出

现过，再如：

（３３）现代 双 薪 家 长 在 职 场 上 打 拼 养 家，却 因 此

疏于管教和关怀孩子。

（３４）他希望，政府能伸出援手，协助以及关怀病

患所面对的问题。

此外，“关怀”的对象有时并未出现在宾语位置，

但具体的述宾关系还是比较清楚的。例如：

（３５）张校长除感谢中华救助总会多年来对泰北

同胞不遗余力的关怀及支持外，也肯定这是有计画、

有系统、有内容的技能训练。

（３６）她指出，残障关怀方面，则是由美门残障职

训中心设立的各种职业培训课程，包括上述电脑班。

以上二例中，前 例“关 怀 及 支 持”的 对 象 用 介 词

“对”提到前边，这种情况比较常见；而后例则直接采

取“宾 语＋关 怀”形 式，该 形 式 多 见 于 一 些 有 一 定 凝

固性的四字格（见下）中。

有些“关怀＋宾 语”形 式 在 句 中 不 做 谓 语，而 是

做定语，这样的用例如：

（３７）参与 建 国 不 一 定 非 得 投 身 政 党，言 论 建 国

乃关怀家国 命 运 的 马 来 西 亚 人 的 另 一 抉 择，而 活 跃

的舆论空间则是言论建国的基础。

“关怀”的第二种主要用法，是在句中做宾语，此

时它基本表示指称，对述语动词有较强的选择性，通

常选择表示抽象“给予”义的动词。例如：

（３８）去年，就有超过１００名理工学院学生在社区

服务计划下前往中国和越南奉献出挚诚的关怀。

（３９）以前 他 们 为 国 家 付 出 了 贡 献，现 在 我 们 要

给予他们回 馈，尤 其 是 在 他 们 年 老 体 弱 及 经 济 不 振

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援助及关怀，以表达我们对他

们的感激。

以下用例中的“表示”“表达”自然也属于抽象的

给予义动词，而 它 们 带“关 怀”组 成 述 宾 结 构 的 用 例

也相对较多，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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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德国财长艾歇尔和意大利财长维斯科昨日

发表联合声明，对油价水平表示关怀。

（４１）究 竟 宗 教 人 士 如 何 表 达 对 公 共 事 务 的 关

怀，而佛教的观点又是如何的？

此外，我们所见，此类述宾结构中还有以下这样

的用例：

（４２）（韩 江 小 学、韩 江 中 学 及 韩 江 学 院）深 深 感

到中国大灾难的悲惨遭遇，为此做出进一步的关怀，

进行动员三 校 募 款 活 动，为 中 国 四 川 大 地 震 灾 黎 献

上一点心意。

（４３）这项 义 走 的 主 题 是“携 手 向 前 迈 进”，目 的

是宣扬 爱 心 社 会，加 强 保 险 业 人 士 对 不 幸 人 士 的

关怀。

（４４）我们 会 带 盲 人 的 心 声 给 大 家，表 现 出 他 们

很感谢大众 对 他 们 的 照 顾 和 关 怀，也 会 表 达 他 们 的

爱心给别人。

以上三例 中 的“做 出”“加 强”和“表 现”，其 实 也

都蕴含着 抽 象 的“给 予”义，所 以 才 可 以 用 于 跟“关

怀”构成的述宾组合中。

除此之外，还有少量表示“有无”义的动词，也可

以做“关怀”的述语，例如：

（４５）影片不但真实，且富有关怀和震撼力。

（４６）除了Ｐｉｔａｋ之外，泰国还有很多孩童缺乏照

顾和适当的关怀，有些更被迫在街上生活，甚至被卖

去当雏妓。

“关怀”的 第 三 种 用 法，是 独 自 或 带 上 修 饰 语 后

做修饰 语，以 下 三 例 基 本 代 表 了 我 们 所 见 的 基 本

类型：

（４７）洲大 使 及 中 国 驻 澳 洲 的 副 领 事 都 出 席，现

场还宣读了美国前副总统高尔及导演昆汀塔伦提诺

的关怀信函。

（４８）邻近国家包括红十字会、世界宣明会、其他

宗教团体等，对缅甸表现出极度关怀之意。

（４９）就在这时，老师关怀地问了她几句。

以上三例 中，前 二 例 分 别 独 自 以 及 在 组 合 中 做

定语，而后一例则是做状语。

除以上三 个 方 面 外，“关 怀”还 有 一 种 比 较 常 见

的用法，这就 是 用 于 构 成 一 个 具 有 很 强 或 较 强 凝 固

性的语言片断，主要包括专称形式（多为团体、组织、

活动等 的 名 称）和 四 字 格，而 在 这 样 的 组 合 中，“关

怀”的用法仍不出以上三种。

在我 们 调 查 的 语 料 范 围 内，专 称 形 式 有 以 下

一些：

关怀早产儿大使、关怀家庭服务中心、日间关怀

乐龄中心、国 际 关 怀 孤 儿 协 会、关 怀 贫 困 居 民 基 金、

关怀年长居民计划、关怀德士师傅计划、关怀残疾人

士运动、关怀生命奖、学生关怀中心、动物关怀人士、

基督关怀中 心、客 户 关 怀 中 心、人 民 关 怀 协 会、城 市

丰收关怀服 务 社、原 住 民 关 怀 中 心、社 会 关 怀 小 组、

公民关怀组 织、爱 滋 关 怀 组 织、社 会 关 怀 团、责 任 关

怀奖、责任关 怀 计 划、社 区 关 怀 联 系 网、社 区 关 怀 网

络、社会关怀热线、邻里关怀爱心餐、弱势关怀议题、

文化关怀之 旅、道 德 关 怀 意 识、关 怀 辅 导 中 心、关 怀

服务中心、义诊关怀团、爱心关怀基金。

以下是我们所见的四字格：

关怀精神、关怀态度、关怀爱心、关怀计划、关怀

措施、关怀基 金、关 怀 资 金、关 怀 文 化、关 怀 行 动、关

怀访问、关怀 之 情、关 怀 之 友、关 怀 团 体、人 道 关 怀、

社区关怀、社 会 关 怀、现 实 关 怀、生 命 关 怀、道 德 关

怀、互相关怀、感 情 关 怀、爱 心 关 怀、公 共 关 怀、宗 教

关怀、个体关 怀、世 俗 关 怀、在 地 关 怀、乡 土 关 怀、学

术关怀、弱势 关 怀、核 心 关 怀、终 极 关 怀、柔 性 关 怀、

关怀慰问。

以上“关 怀”的 各 种 用 法，虽 然 在“类”上 与 普 通

话没有特别大的差异，但是就很多具体的“例”而言，

却是后 者 中 难 以 见 到 的，比 如“表 达／做 出／富 有 关

怀”“关怀地＋动词”等。

（二）历时层面的调查与横向的对比

我们曾经把全球华语的本体研究内容概括为以

下三个方 面：一 是“了 解 语 情，进 行 共 时 平 面 研 究”；

二是“理清 脉 络，进 行 历 时 平 面 研 究”；三 是“对 比 借

鉴，进行横向比较研究”［５］。如果说上文主要是围绕

以上三方面 中 第 一 方 面 的 话，那 么 下 边 我 们 再 进 行

后两方面的考察与分析。

１．立足于历时层面的调查

我们曾经提 出 华 语 研 究 的“历 时 观”问 题，把 它

作为华语及其研究的“三观”之一［６］；此外，我们也曾

探讨华语研究中因历时观念及具体历时研究的缺失

所造成的某些问题［７］。我们总体的认识是，全球华语

及其研究的 历 时 观 有 待 建 立 和 加 强，并 且 在 更 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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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实践中 体 现 出 来。就“关 怀”而 言，其 上 述 比 较

复杂的意义和用法就包含、叠加了很多历时因素，因

此这也是我们了解和认识该词的一个重要角度。

“关怀”的 上 述 意 义 和 用 法 有 两 个 来 源，一 是 来

自中国的 早 期 国 语，二 是 来 自 英 语，以 下 分 别 讨 论

说明。

已有研究 已 经 初 步 证 明，东 南 亚 华 语 来 自 中 国

的早期国语，即２０世纪初民国时期（主要是初期）的

书面共同语，是后者的整体“搬迁”与“移植”［８－９］，所以

二者在很多 方 面 都 保 有 很 高 的 一 致 性，我 们 也 从 不

同角度对 此 作 过 一 些 证 明［１０－１１］。就“关 怀”来 说，其

在早期国 语 中 基 本 都 表 示“关 心／关 切／关 注”的 意

思，其对象 除 极 少 数 的 用 例 如“关 怀 同 胞／灾 民”等，

绝大多数都是［－对人］的。例如：

（５０）际兹 与 民 更 始 之 秋，知 人 民 关 怀 政 治 之 心

益切。（《大中华杂志》，１９１６年第２卷第３期）

（５１）日来留东学者关怀祖国，联合各校友各同乡

会代表筹议办法，并已集得巨款。（《申报》，１９１９．２．２３）

这也就是 说，华 语“关 怀”上 述［－对 人］的 意 义

应该是直接来自早期国语的。

在早期国语中相对较少的［＋对人］用例中，“关

怀”基本也呈［±上对下］的分布，例如：

（５２）这位现已六十二岁的老将领，从那时起，直

至现在止，他一直没有离开抗日的岗位……然而，这

些年来，他好 似 在 风 沙 里 被 埋 没 着，许 多 人 关 怀 他，

许多人又健忘了他。（《申报》，１９４６．９．２８）

再就用法来 看，以 上 所 列“关 怀”的 各 种 表 现 基

本都能在 早 期 国 语 中 一 一 找 到 对 应 形 式。例 如，早

期国语 中“关 怀”也 主 要 用 做 述 语，以 上 例（５０）～
（５２）就 是 如 此，因 此 在 这 一 点 上 二 者 高 度 一 致；此

外，上文例（３５）（３６）举 了 华 语“关 怀”宾 语 前 置 的 两

个例子，二者 在 早 期 国 语 中 也 分 别 都 有 较 多 的 对 应

性用例。

用介词把宾语提前的用例如：

（５３）现张勋对此问题非常关怀。（《申报》，１９１７．７．１）

以下是“宾语＋关怀”的用例：

（５４）（各省）大员以至末吏，莫不桑梓关怀，偶遇水

旱偏灾，一纸请求，纷纷集腋。（《申报》，１９１３．１１．２２）

所以，就以上两种宾语提前的形式而言，早期国

语与华语之间也是源流关系。

再就华语“关 怀”的 第 二 种 主 要 用 法，即 做 宾 语

来看，早期国 语 中 也 有，只 是 数 量 较 少，产 生 时 间 似

乎也稍晚一些。例如：

（５５）关于 他 的 旅 途 情 况，当 然 也 是 每 个 电 影 观

众都很予关怀的。（《申报》，１９３９．３．１９）

（５６）孙院长对中国工商业之前途，极有关怀，并

表忧虑。（《申报》，１９４６．６．１）

（５７）英军陆续撤退离沪，日方迄未接防沪西：对

防区 更 迭 仍 有 所 不 满，本 市 商 界 表 示 深 切 关 怀。

（《大美周报》，１９４０年第６５期）

早期国语中，“关怀”也有直接或间接（跟其他成

分 组 成 一 个 单 位）做 修 饰 语 的 用 例，大 致 与 上 引 例

（４７）～（４９）相对应的用例如：

（５８）二队 战 争 情 状，逐 一 呈 露 于 彼 辈 热 心 关 怀

之同学眼前。（《申报》，１９３０．３．８）

（５９）新一军政治部为宣达政府对侨胞关怀的德

意和加强侨 胞 对 光 荣 胜 利 的 认 识，亦 派 港 澳 慰 问 团

来港。（《申报》，１９４５．１２．１９）

（６０）在 Ｍ县地方，通常死了一个老 头 子 或 老 婆

婆，要是这老头子或老婆婆有儿子的话，就有人关怀

地问“死者的儿子可有配过亲？”（《申报》，１９３４．６．２７）

总之，以上早期国语中的对应性用例显示，华语

“关怀”的 意 义 和 用 法 与 之 有 很 高 程 度 的 一 致 性，二

者之间确有源流关系。

然而，上述 意 义 和 用 法 的 一 致 性 表 现 并 不 能 覆

盖华语“关 怀”的 所 有 用 例，而 结 合 华 语 所 处 环 境 及

具体的发展过程，我们想到，可能其中的一部分还另

有来源。经过 初 步 的 查 证，得 出 的 结 论 是：华 语“关

怀”一词的 另 一 部 分 表 现，来 自 其 所 受 英 语 的 影 响，

这就是以上所讨论的超出［＋放在心上、重视、爱护、

爱惜］范围，即不属于心理动词而属于动作动词的那

一部分。

促使我们 产 生 上 述 认 识 的 一 个 重 要 原 因，是 华

语“关怀”一词在使用中有时会以英语单词ｃａｒｅ为其

加注，比如以下一例：

（６１）当有 媒 体 问 他（按 指 英 国 的 威 廉 王 子），他

认为自己是一名“舞会王子”（ｐａｒｔｙ　ｐｒｉｎｃｅ）还是一名

“关怀 王 子”（ｃａｒ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ｅ）时，他 表 示，自 己 两 者

都是。

此例括注 的ｃａｒ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ｅ是“关 怀 王 子”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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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换言之，后者是对前者的仿译。在英语世界（主

要是英国），有较多媒体在报道英国威廉王子热心公

益、关心民众的新闻时，经常把他称为Ｃａｒ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比如以下一例：

（６２）Ｃａｒ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ａｃｅｓ　ｔｏ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ｉｄ　ａｆｔｅｒ　ａｉｒ　ａｍｂｕｌａｎｃ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ｖｅｌ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ｍ　ｔｏ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英国《镜报》，２０１６．３．２３）———在空中

救护紧急情 况 发 生 后，关 怀 王 子 威 廉 急 忙 赶 来 帮 助

病人，并和他一起前往医院①。

不过，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如上所说，“关怀”用于

构成一些团 体、组 织、活 动 等 的 名 称，而 这 样 的 名 称

有时会连带 给 出 其 所 对 译 的 英 语 原 型，或 者 是 它 的

英译形式。例如：

（６３）其中一起 爆 炸 在 救 援 组 织“关 怀”（ＣＡＲＥ）

所在的卡德拉区发生，另一起发生在萨阿伯区。

国际组织ＣＡＲＥ有时也会见于普通话新闻报道

中，一般译为“国际救助贫困组织”或“国际人道主义

组织”。华 语 中，当 地 媒 体 还 有 用“关 怀 国 际”“国 际

关怀组织”来对译ＣＡＲＥ的，比如以下一例：

（６４）美联社消息，独立的国际性救援机构“国际

关怀组织”（ＣＡＲＥ）今 天 说，其 在 伊 拉 克 的 负 责 人 今

天早上遭不明分子绑架。

以下是 给 当 地 相 关 组 织 机 构 加 注 英 语 对 译 形

式，同样也显示了“关怀”与ｃａｒｅ的对应关系：

（６５）印尼 外 劳 关 怀 中 心（Ｍｉｇｒａｎｔ　Ｃａｒｅ）驻 马 来

西亚专员王卿荣在听证会上揭露一名印尼女子惨遭

志愿警卫队员强奸的案件。

（６６）紧急状况应对及关怀（Ｃａｒｉｎｇ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简称ＣＡＲＥ）单位由卫生部主

导，并由１１个政府部门和私人机构的职员组成。

除此 之 外，再 如“受 害 者 关 怀 中 心（ＶＩＣＴＩＭ

ＣＡＲＥ　ＣＥＮＴＲＥ）”等。

以上事实说 明，华 语 的“关 怀”有 时 确 实 与 英 语

ｃａｒｅ一词有对应关系。

查《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８版）（商务印书

馆，２０１４），ｃａｒｅ有 名、动 两 个 词 性，各 有 三 个 主 要 义

项。名词义分别是“照料、照顾、照看、护理，小心、谨

慎，忧虑、焦虑，引起烦恼的事、令人焦虑的事”；动词

义则为“关注、在意、担忧，关心、关怀，努力做”。

我们曾经 撰 写 系 列 论 文，讨 论 马 来 西 亚 华 语 词

汇中大量存在的“外来移植义”，即并非华语自生，而

是由外语引进的意义，其产生的基本机制，是华语中

已有的某一个词与英语某一个词的一个或几个意义

对应，于是就 用 华 语 该 词 去 对 应 英 语 该 词 的 更 多 义

项，从而使前者的义项比传统的原有义多出一些，而

这部 分 多 出 的 意 义 就 是 我 们 所 讨 论 的 外 来 移 植

义［１２－１４］。比如，华 语 的“文 凭”义 指 毕 业 证 书（见《现

汉》及《华大》），而英语中与之相当的词是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但是英语此词除指毕业证书外，还有“证明、证明书、

结业证书、合 格 证 书”等 义，这 些 本 来 都 是 华 语 传 统

所无，但是由于受英语影响，现在华语“文凭”也经常

用于表示这些意义，而这些就是它的外来移植义。

华语“关怀”心 理 动 词 以 外 的 部 分，大 致 都 属 外

来移植义，主要来自ｃａｒｅ的上述名词义。简言之，因

为“关怀”与英语ｃａｒｅ的部分动词义（“关注、在意、关

心”等）基 本 相 当，所 以 就 以 此 为 基 础 建 立 起 二 词 之

间的对应关系，而这一关系建立后，又开始用“关怀”

去表达其原来所无的ｃａｒｅ的上述名词义。

以下用例基本可以证明这一点：

（６７）通过制度方式，对弱势群体适时给予帮助，

体现社会意愿和国家意志的制度体系，我称之为“制

度关怀”。

此例中，“关怀”是名词用法，其具体意义基本可

以由上文的“给 予 帮 助”求 得，与 以 上 英 语 名 词 义 中

的“照 料、照 顾”接 近 或 相 当，而 与 传 统 的“关 心、关

注、关切”等义距离较远。

以下一 例 也 是 用 为 名 词，在“治 疗”的 语 境 下，

“关怀”的“护理”义自然也是十分清楚的：

（６８）敦马住院５０天终于获准出院，其家人皆异

口同声为敦 马 出 院 深 感 兴 奋 及 安 慰，同 时 也 非 常 感

谢国家心脏中心给于的治疗及关怀。

当然，如上所述，这样的外来移植义更多用为动

词义，再如：

（６９）森 州 州 务 大 臣 拿 督 斯 里 莫 哈 末 哈 山 指 出，

医务人员必 须 改 善 服 务 态 度，以 和 蔼 可 亲 的 态 度 照

顾与关怀病患，因这有助于减轻病患的疾病痛楚。

①此例由博士生徐涵韬同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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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这些树木需要细心关怀和不断照顾。

因为华 语 中 经 常 是“动、名 同 形”（如“工 作、学

习、决定、服 务”），所 以 一 般 而 言 在 接 受 和 使 用 外 来

移植义时，人 们 不 太 注 重 词 性 的 差 异 或 区 别。比 如

动词“成 长”，经 常 用 于 表 示 经 济 等 方 面 的“增 长”，

《华大》收 录 此 词，所 列 第 二 个 义 项 即 为“增 长”，而

汪惠迪《时代 新 加 坡 特 有 词 语 词 典》（新 加 坡 时 代 出

版公司，１９９９）也收此词，释义同上，另外指出这一意

义可能是受了英语名词ｇｒｏｗｔｈ的影响，即认为此义

属外来移植义。因为英语的ｇｒｏｗｔｈ有“发育、成长、

生长、增加、增 长、增 强、经 济 增 长、经 济 发 展”等 义，

而华语“成 长”所 移 植 的，正 是 其“经 济 增 长、经 济 发

展”义，由 此 就 实 现 了 华 语 动 词 义 与 英 语 名 词 义 的

“互通”。

以下，我们再换一个角度，简单梳理一下“关怀”

的上述意义和用法在华语不同阶段的表现。我们的

基本做法是基于一个分为三个阶段（１９１９—１９４５年、

１９４５—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０—年 至 今）、每 阶 段 各１５０万 字

的东南亚华文报纸语料库①，对“关怀”在各阶段的使

用情况进 行 调 查。因 为 语 料 数 量 有 限，所 以 只 能 得

出一个简单的、倾向性的认识。

第一阶 段 中，“关 怀”的 用 例 共 有１４个，均 为

［＋放在心上、重视、爱护、爱惜］［±对人］［±上对下］

义，并且主要是［－对 人］［－上 对 下］的，基 本 与“关

心／关切／关注”相当，主要也是与其对象构成述宾关

系，基本取“关怀＋宾语”形式。例如：

（７１）素仰贵报主笔列位先生，热心社会，关怀祖

国，届时务希光临。（《总汇新报》，１９２９．５．８）

另有三例取以下两种形式之一：

（７２）彼辈前此对于祖国教育，素不关怀，今则竟

能如此热 心 提 倡，是 亦 足 征 侨 务 进 步 之 大 矣。（《叻

报》，１９２０．２．２６）

（７３）区区之意，不过聊尽吾心之所安，而诸君友谊

关怀，谅必乐于赞成惠顾也。（《总汇新报》，１９２１．３．１０）

以上三例 均 能 在 早 期 国 语 中 找 到 对 应 形 式，其

中“关怀祖 国”最 为 多 见，在 瀚 堂 民 国 报 刊 数 据 库 中

就有１９２例。与另外两例相对应的早期国语用例如：

（７４）华人 于 公 德 公 益 素 不 关 怀，今 则 绅 商 士 庶

皆视国事如家事矣。（《申报》，１９０５．１０．５）

（７５）英 使 对 于 芦 沟 桥 事 件 发 生 后 之 平 津 情 况，

颇致其友谊关怀之忱。（《申报》，１９３７．７．１６）

因此，本阶 段“关 怀”具 有 与 早 期 国 语 完 全 相 同

的“传统”意义和用法。

到第二阶段，“关怀”的用例数增加，达到５１例，

基本也都属“传统”意义和用法，除以上那样的“关怀＋
宾语”和“（介词＋）宾语＋关怀”形式外，其他类型的

用例再如：

（７６）听代表等语称，邝令事甚表关怀，将请驻吉杨

领事亲赴肇事地点调查真相。（《总汇新报》，１９４６．２．１８）

（７７）“皇 妃”突 然 这 样 关 怀 的 问 着 记 者“也 许 不

会吧！”（《总汇报》，１９４６．７．２９）

如果说此期与前期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关

怀”较多地用于表指称而不是陈述，例如：

（７８）余相 信 苏 联 对 印 度 事 件 之 关 怀，或 将 超 过

旁观者之关怀。（《总汇报》，１９４６．９．４）

（７９）各位同乡先生不辞劳苦跋涉，踊跃到会，足见

对桑梓建设大业之关怀与热诚。（《总汇报》，１９４６．９．９）

（８０）可 谓 政 府 对 市 民 衣 着 的 关 怀 是 无 微 不 至

了。（《总汇报》，１９４６．９．１１）

另外，我们所见还有一例用于被动句中，即：

（８１）树胶 出 产 一 事，为 当 地 政 府 所 关 怀。（《总

汇报》，１９４６．７．２６）

以上这样的形式仍与早期国语的相同用法具有

一致性，后者的类似用例如：

（８２）但吾人更须勿忘其他国家之心目中，对于此类

可能性之关怀，实远过于吾英人。（《申报》，１９３６．１０．４）

（８３）（英国代办贺武）并道谢我政府对英大使伤

势之关怀。（《申报》，１９３７．９．１６）

（８４）各教授业于七月十四日开始工作，其种种活

动当为社会热心科学者所关怀。（《申报》，１９３０．８．３）

除以上“传 统”的 意 义 和 用 法 外，我 们 还 看 到 以

下一个“关怀”用为动作动词的例子：

（８５）你尝和你的爱人进城玩，她非常把你关怀，可

是这是战争呀，她不再管你了。（《总汇报》，１９４６．９．２６）

此例 的“关 怀”用 于 要 求 动 词 具 有“处 置”义 的

“把”字 句 中，而 差 不 多 同 样 的 意 思 后 句 中 用 的 是

①该语料库主要由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现暨南大学博士后卢月丽同学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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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因此其 所 表 达 的 应 该 是 与 英 语ｃａｒｅ名 词 义 相

当的意思。

为了进一步调查和明确“关怀”的外来移植义是

否产生于此 期，我 们 还 在 本 阶 段 的 文 学 作 品 中 进 行

检索，发 现 不 止 一 个 这 样 的 用 例，只 是 时 间 较 晚。

例如：

（８６）她对店中的工人都像对自己的儿女般一视

同仁，对外地来工作，寄住在店中的伙计更是招呼周

到！经常替他们补衣裤、钉钮扣、改衣服、煲凉茶，有

病又替他 们 煲 药，关 怀 备 至。（曾 沛《我 家 的 新 年》，

１９７８）

此例中，“关 怀 备 至”与 前 边 的“招 呼 周 到”相 呼

应，而“招呼”在 华 语 中 经 常 表 示“照 管、照 料”义（见

《华大》），所 以 这 里 的“关 怀”也 应 为 此 义。另 外，二

者之间的“补衣裤、钉钮扣、改衣服、煲凉茶”以及“煲

药”，自然也能够充分证明这一点。

以下一例应该也是表示此类意义的：

（８７）小黑 仍 然 是 本 持 着 浓 郁 的 爱 心，去 关 怀 父

母及其家人。（叶啸《论小黑的小说及其中心人物》，

１９７８）　
因此，本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最大的发展变化

应为开始引 进 外 来 移 植 义，从 而 丰 富 了“关 怀”的 意

义和用法。

到第三阶段，“关怀”共有４６例，其与前一阶段的

最大不同，是 多 用 于 构 成 具 有 相 当 凝 固 性 的 专 有 指

称形式，表示的基本都是外来移植义。例如：

（８８）临终 关 怀 中 心、弟 子 规 教 育 中 心……还 有

正在进行中 的 积 善 堂 和 癌 症 中 心，处 处 都 是 矗 立 的

高楼、工地和 尚 未 完 工 的 工 程，钱 用 在 什 么 地 方，显

而易见。（《星洲日报》，２０１９．１１．４）

（８９）上个星 期，共 有１８万１　０００名 申 请 国 家 关

怀援助金计划的上诉者获批，他们将在本月尾获取援

助金，总款额达到１亿６　２００万令吉。（《星洲日报》，

２０２０．６．２３）

（９０）尽管政府透过关怀人民振兴经济配套和国

家经济重振计划大力扶持经济，但受社交距离限制，

私人领域活 动 复 苏 脚 步 缓 慢，短 期 内 可 能 持 续 低 于

疫情前水平。（《星洲日报》，２０２０．６．２５）

至于此外 的 传 统 意 义 和 用 法，当 然 也 有 一 些 用

例，此处不再赘述。

由以上的简 单 梳 理 可 以 看 出，华 语“关 怀”一 词

在长 期 使 用 过 程 中，有 一 条 比 较 清 晰 的“继 承－发

展”线索，而这也就构成了它的百年发展史。

２．着眼于全球华语的横向对比

我们曾经 提 出“港 澳 台 地 区 标 准 书 面 汉 语 的 共

性与个性”问题，指出在两岸三地或四地的标准书面

汉语对比研究中，人们通常以港台、港澳或港澳台地

区为共同的一方，来与普通话进行整体性的对比，然

而在突出两 地 或 三 地 共 性 的 同 时，却 往 往 忽 略 了 它

们的个性，由 此 而 造 成 了 一 些 研 究 以 及 认 识 上 的 空

缺。实际上，港 澳 台 三 地 标 准 书 面 汉 语 不 仅 有 诸 多

共性表现，也 有 不 少 个 性 差 异，只 有 把 二 者 结 合 起

来，才能从总 体 上 和 个 体 上 更 好 地 把 握 它 们 各 自 的

现实面貌及 特 点［１５］。后 来，我 们 又 把 这 一 认 识 扩 展

到全球华语 研 究，比 如 立 足 于 华 语 词 汇 运 用 中 极 富

特色的“舍小取大”现象，举例说明了国／华语圈的共

性特征和个性差异，以及二者结合、交织在一起而形

成的同中之 异，并 且 认 为 对 相 关 事 实 的 发 掘，是“传

统”研 究 之 外 了 解 和 认 识 华 语 的 一 个 新 视 角、新 方

向，它有助于 华 语 研 究 拓 宽 视 野、扩 大 范 围、增 添 新

的内容①。此外，在我们提出的观察和研究全球华语

的“六个视角”中，也包括一个“华语”视角，其重要的

作用之一，就 是 由 某 一 地 区 的 华 语 出 发，来 观 察、比

较各华语区之间的异同②。我们认为，由“关怀”一词

的上述意义 和 用 法，也 可 以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了 解 全 球

华语的共性 特 征 与 个 性 差 异，以 下 就 此 作 一 简 单 的

调查与分 析。我 们 以 上 述 动 作 动 词 义 为 调 查 对 象，

看它在其他 一 些 华 语 区 的 使 用 情 况，即 是 否 都 用 到

上述意义。调查结果显示，答案是肯定的，由此则显示

出各华语区之间的一致性，即以上所说的“共性特征”。

以下是一组港澳台地区的用例：

（９１）九 龙 城 浸 信 会 长 者 邻 舍 中 心 于２０１５推 出

“爱在黄昏─虾 仔 虾 女 关 怀 长 者 配 对 计 划”，期 望 透

过配对的方 式，让 教 会 义 工 与 小 区 长 者 建 立 另 类 的

亲子关 系，藉 此 支 持 及 关 怀 长 者。（香 港 独 立 媒 体

①

②

见刁晏斌、梁小柔《由“舍小取大”现象看国／华语圈的共性特征与个性差异》，此文将由《国际中文教育》于２０２３年第１期刊出。

见刁晏斌《论华语研究的六个视角》，此文将由《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于２０２２年第２期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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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２０１８．２．２２）

（９２）（社会局）后续会给予家属进一步的关怀跟

协助，并帮助丧葬事宜。（《澳门时报》，２０２２．２．１４）

（９３）这段时间所有防疫人员２４小时工作，为让

市民在最快时间得到医生照顾，从采检端、忙到确诊

者的居家 生 活 关 怀，十 分 忙 碌。（台 湾 联 合 新 闻 网

，

２０２２．５．２０）

以上三例 中，前 两 例 均 取 跟 其 他 动 作 动 词 并 列

的形式，表明“关怀”也是动作动词；后一例“关怀”与

前句的“照顾”相对应，二者意思应当相去不远。

如前 所 述，我 们 的 语 料 范 围 是 新、马、泰 三 国 华

文 媒 体，那 么 以 下 我 们 再 考 察 这 三 个 国 家 以 外“关

怀”上述意义的使用情况①。

先看东南亚及其他亚洲国家的用例：

（９４）郑源来勋爵对华文教育事业的支持不仅体

现在对华校 建 设 的 重 视，更 体 现 在 对 从 事 华 教 者 的

关怀。勋爵一 路 走 来 出 资 出 力，为 柬 埔 寨 众 多 华 校

改善教学 设 施、提升校园环境的同时，时刻不忘致力

于华教事业者的身心与生活状况。对于奋力在华教第

一线的教师们，郑源来勋爵更是关怀备至，不断给予物

质及精神的鼓励。（柬埔寨《柬华日报》，２０１９．５．２３）

此例中，前一“关怀”后的“出资出力”等，以及后

一“关怀”后 的“给 予 物 质 及 精 神 的 鼓 励”，大 致 都 能

证明它并非简单的“关心”义。

以下各例大致也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标记”：

（９５）在此 地 带 有 众 多 的 贫 困 华 族，希 望 他 们 也

能得到帮助和关怀。（印尼《国际日报》，２０２２．１．２６）

（９６）人们常说“帮助别人快乐自己”“送人玫瑰，

手有余香”这些佳句都是说明了关怀弱小、帮助别人

所带来的好处。（缅甸缅华网，２０１９．１１．２６）

（９７）她们 强 调，愿 与 越 南 密 切 合 作 以 及 支 持 越

南在疫后的绿色和可持续复苏、解决不平等、消除贫

困、关怀和保护弱势群体。（越南人民报网，２０２２．２．１０）

（９８）就像防疫对策中把对免疫力最低的弱势群

体的保护和关怀放在首位一样，在教育对策中，学校

也应该把 学 习 弱 者 放 在 首 位。（韩 国《中 央 日 报》中

文版，２０２２．１．２６）

（９９）但今 后 政 府 也 将 加 入，争 取 为 民 众 提 供 从

结婚到育 儿 无 微 不 至 的 支 持 和 关 怀。（日 本 日 经 中

文网，２０１５．１０．１６）

其他地区如美洲、欧洲、大洋洲的用例再如：

（１００）危 地 马 拉 公 共 卫 生 和 社 会 福 利 部 近 日 表

示，他们已向工业园区的临时医院派驻了心理专家，

为新冠肺 炎 确 诊 患 者 提 供 心 理 关 怀。（巴 西 南 美 侨

报网，２０２０．４．２９）

（１０１）旅阿华人为贫困孩子送关怀。（阿根廷华

人网，２０１９．２．２８）

（１０２）位于Ｃｈｉｎｏ的东方雄狮中医院为照顾年长

朋友的健康，推出“９９老年关怀计划”。（美国华人今

日网，未标日期）

（１０３）在繁杂的事务和对每一个病人的关怀中，

他必须有数倍的努力，才能保持清醒。（英国ＢＢＣ中

文网，２０２２．５．９）

（１０４）根据去年宣布的“社区关怀”框架，检测结

果呈阳性的 家 庭 如 有 需 要，可 以 通 过 社 会 发 展 部 和

当地供应商 及 社 区 团 体 获 得 食 物、经 济 援 助 和 其 他

服务支持。（新西兰中文先驱网，２０２２．２．１６）

以上显示的是各华语区的共性表现，此外，在上

述相同的基 础 上 也 有 某 些 不 同，而 由 此 则 显 示 了 某

些言语社 区 的 个 性 特 点。比 如“临 终 关 怀”，《现 汉》

从第５版开始收录，释义为“对将要死亡的病人给予

心理和生理上的关心照顾，使减轻痛苦，平静地度过

人生的最后时间。”《华大》也收此语，释义基本相同

以下，我们再简单梳理一下普通话的情况。

当今的普 通 话 中，“关 怀”的 表 义 和 使 用 范 围 也

有所扩展，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在“传统”义上范围大于以前，虽然还达不

到华语的程度，但确实已经有所表现。例如：

（１０５）社交平台Ｓｏｕｌ宣 布 成 立 用 户 情 绪 关 怀 小

组，通过系统 流 程，重 点 关 注 平 台 用 户 情 绪 状 态，并

与各方机构合作及时干预极端情况发生。（人民网，

２０２１．１０．１４）

此例中，前 用“关 怀”，后 用“关 注”，二 者 意 思 相

①因为受语料获取等方面的限制，我们所进行的实际是“有限的随机调查”，但其结果基本可以证明在较大范围内确实存在所调查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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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与这一意 义 变 化 同 时 发 生 的，还 有“用 户 情 绪 关

怀”这样以前较为少见的“宾语＋关怀”形式（普通话

中现在比较常用的此类形式是“人文关怀”）。另外，

这里“关怀”的［＋对人］［＋上对下］语义特征也已脱

落或比较模糊。

其二，也出现了少量超出［＋放在心上、重视、爱

护、爱惜］范围的表外来移植义用例，如：

（１０６）继续落实好“四免一关怀”政策，即向艾滋

病感染者免费提供抗病毒药物、免费匿名检测、免费

提供母婴阻断药物、艾滋病患者的孤儿免费上学，对艾

滋病患者家庭实施关怀救助。（《文汇报》，２００５．６．１６）

我们认 为，此 例 的“关 怀”与“救 助”共 现，共 做

“实施”的宾语（通 常 为 表 示 具 体 动 作 的 词 语），这 样

它表达的就不 是“传 统”的“关 心”等 义，而 是 与 英 语

ｃａｒｅ相对应的意义。

以下一例取“照 顾 关 怀”形 式，上 述 意 思 就 更 加

清楚明确了：

（１０７）督促当地完成国家提出的“四免一关怀”，

即向艾 滋 病 感 染 者 免 费 提 供 抗 艾 滋 病 病 毒 治 疗 药

物、免费匿名 检 测、免 费 实 行 母 婴 阻 断，对 艾 滋 病 患

者的孤儿实行免费上学，使孤寡老人得到照顾关怀。

（《文汇报》，２００４．２．２０）

目前，这样的用例似乎还不多，大致表明这一外

来移植义在普通话中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目

前，此义比较多见于指称社会活动、组织等的固定组

合中，例如：

（１０８）１２月２７日，由 探 探 和 北 京 爱 它 动 物 保 护

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勇敢右滑 陪它过冬”流浪动

物关怀公益活动正式上线。（人民网，２０２１．１２．２７）

我们认为，此例中“动物关怀”与前边的“动物保

护”并无不同。

我们的印 象 中，“关 怀”外 来 移 植 义 的 较 早 与 较

多使用，是 在“临 终 关 怀”一 语 中 实 现 的。此 语 的 释

义及使用地 区 见 上，以 下 是 其 在《人 民 日 报》中 的 最

早用例：

（１０９）天 津 医 学 院 与 美 国 俄 克 拉 荷 马 市 大 学 联

合举办 的 临 终 关 怀 研 究 中 心 日 前 在 天 津 医 学 院 成

立。“临终关怀”是国外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个医学

分支学科，致 力 于 让 弥 留 之 际 的 伤 病 人 员 安 详 地 告

别人世。（《人民日报》，１９８８．７．２７）

上例显示，“临 终 关 怀”是 一 个 外 来 概 念，“百 度

翻译”所提供的英语对应形式有ｈｏｓｐｉｃｅ　ｃａｒｅ，ｐａｌｌｉａ－

ｔｉｖｅ　ｃａｒ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ｃａｒｅ，ｅｎｄ　ｏｆ　ｌｉｆｅ　ｃａｒｅ等，总之都

能在“关怀”与ｃａｒｅ之间建立起对译及对应关系①。

以上两个方 面 显 示，普 通 话“关 怀”一 词 的 基 本

用法虽然没变，但是确实产生了一些变化，而这些变

化正与国／华语区一致，说明它们之间正由差异向融

合的方向发展。

着眼于全球华语，通过以上对比考察，再结合上

文我们对 东 南 亚“关 怀”一 词 意 义 和 用 法 的 分 析 描

写，大致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第一，在台港澳以及海外华语中，有很多语言现

象具有比较 明 显 的 共 性 特 征，此 外 也 会 在 某 一 或 某

些方面产生 个 性 特 点，这 两 方 面 的 大 量 事 实 需 要 我

们在更大的范围内不断加以发掘和呈现；

第二，就普通话而言，因其并未与台港澳以及海

外华语同步发展，所以与之形成诸多差异（这一点一

般的研究者 都 极 为 关 注，并 且 进 行 了 大 量 的 描 写 与

分析），但是随 着 全 球 华 语“大 融 合”时 代 的 到 来［１６］，

二者之间互动频繁，并呈现相互靠拢的趋势，以上普

通话“关怀”表 义 和 使 用 范 围 的“有 限”扩 大，正 反 映

了这一趋势及部分事实；

第三，如同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一个

词也可能反映出全球华语各言语社区的语言状况及

其发展变化，这种“以小见大”的发现方式，在今后的

相关研究中应该具有较大的普遍意义。

最后，回 到 本 小 节 的 核 心 问 题：何 为 华 语 的

“地”，怎 样 在 华 语 研 究 中 做 到“立 地”？我 们 的 答 案

是，华语的“地”就 是 众 多 各 种 各 样 或 大 或 小 或 显 著

或隐微的复 杂 语 言 事 项，而 由 上 文 对“关 怀”一 词 的

调查与梳 理 显 示，它 内 涵 丰 富，具 有 极 大 的 开 拓 空

间，而这正是 华 语 研 究 能 够 不 断 开 展 且 前 景 广 阔 的

①对比普通话以及国／华语“关怀”一词的表义和使用情况，“临终关怀”应该不是首先在普通话中产生的，而是由某一国／华语区“引进”的。但

是，由于后者历时语料的缺乏，我们一时难以查考此语准确的最初产生地，对此只好暂时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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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坚实土地即基础。

其实，以上 讨 论 的 并 非“关 怀”及 其 使 用 的 全 部

事实，如果我们稍具“系统”观念，还可以关联到其他

一些相关现 象。比 如，由 于“关 怀”与 普 通 话 的 上 述

差异，也造成了华语“关怀、关心、关切、关注”这组同

义词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具体意义和使用情况等的

不同，以及它们与普通话的差异。以“关心”为例，如：

（１１０）王德光以八德为做人及做事的规范，因而

在事业有成之时，也对社会动态给予关心。

（１１１）这 位 大 叔 看 到 后，立 刻 上 前 关 心 男 童，男

童则对大叔说：“我妈妈不在家，我要找妈妈。”

前例的“关 心”用 作“给 予”的 宾 语，具 有 较 强 的

指称性；后例 则 用 于 连 谓 结 构，具 有 明 显 的 动 作 性。

二者均为华语“关怀”的常见用法，并且已经“横向传

递”给“关心”，使之也相应地发生某些改变。

至于怎 样“立 地”，前 引 邢 福 义 强 调 要“脚 踏 实

地”，即立足于语言事实［１］；萧国政强调要“踩实”［３］，

而邢福义进 一 步 的 表 述 则 是“充 分 的 观 察”和“充 分

的描写”［２］。以上观点给我们的启发和提示是：在华

语研究中，要 踏 踏 实 实 地 立 足 于 纷 繁 复 杂 的 具 体 事

实和现象，进行“精耕细作”，即从各个可能的角度和

方面对其进行深入、细致、全面的观察、分析和描写。

以上我们对 华 语“关 怀”一 词 的 调 查 分 析，可 以 算 作

一次这样的以最小交际单位即词为对象的初步尝试。

三、全球华语研究的“天”

邢福义、汪 国 胜 明 确 提 出 全 球 华 语 语 法 研 究 的

理论目标：“通 过 对 华 语 语 法 的 深 入 研 究，力 求 提 出

一些关于汉 语 语 法 特 点 和 规 律 的 新 的 见 解，丰 富 汉

语语法理 论。通 过 对 华 语 内 部 的 不 同 变 体、华 语 与

外族语言的相互接触以及华语的变异形态等问题的

考察，力求得 出 一 些 关 于 语 言 发 展 的 新 的 认 识。”［１７］

这里实际上 明 确 了 理 论 上 的 两 个 诉 求：一 是 丰 富 汉

语语法理 论，二 是 得 出 关 于 语 言 发 展 的 新 认 识。从

“汉语”到“语言”，这显然是由低到高的两个层次，即

从具体语言学到普通语言学。以上虽然是就华语语

法研究而言，但 是 我 们 有 理 由 认 为 华 语 其 他 方 面 的

研究也是如 此，这 样 我 们 就 由 以 上 阐 述 延 伸 出 整 个

全球华 语 研 究 的 理 论 目 标，这 也 就 是 华 语 研 究 的

“天”，而“顶天”则是在这方面的不懈努力与追求。

祝晓宏 对 华 语 研 究 的 理 论 探 索 进 行 了 初 步 梳

理，其中与“本 体”研 究 相 关 的 内 容 包 括“华 语”的 内

涵、全球华语 社 区、华 语 三 大 同 心 圈，以 及 华 语 研 究

方法论等［１８］，但是该文篇幅有限，另外近年来华语理

论探索也有 较 大 进 展，所 以 极 有 必 要 作 进 一 步 的 归

纳总结。如 果 稍 作 划 分，“天”以 及“顶 天”大 致 包 括

邢福义所说的两个方面：一是引进国外语法理论，二

是创建自己的理论［２］。我们认为，以上两个方面是对

现阶段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华语研究理论追求的

极好概括，所以下文就以此为线索，展开初步的讨论。

（一）国外理论的引进、吸收和发展

关于引进 国 外 语 法 理 论，邢 福 义 指 出：“国 外 语

法理论的引 进 和 吸 收，对 促 进 现 代 汉 语 语 法 研 究 的

深入开展无疑具有极大的意义。”［２］这一点同样适用

于华语语法以及其他方面的研究。如果说这方面有

什么需要补充完善的话，那么就是应该在“引进和吸

收”的基础上 再 加 上 一 个“发 展”，从 而 建 构“引 进→
吸收→发展”的完整操作模式和发展路径。

我们曾经 立 足 于 华 语 理 论 建 设，主 要 着 眼 于 本

体研究，对已经初步形成的三种观念和思想，即祖语

观、资源观和历时观进行讨论，对这三个方面的进一

步研究与探索提出意见和建议［６］，这里以历时观为例

进行说明。

提出语言 的 共 时 与 历 时，以 及 共 时 语 言 学 与 历

时语言学，是 现 代 语 言 学 之 父 索 绪 尔 的 重 大 贡 献 之

一。我们也因 此 可 以 说，在 索 绪 尔 的 现 代 语 言 学 理

论体系中，就已经初步建立了历时观，尔后则逐渐开

启了共时与 历 时 相 结 合 的 研 究 模 式，而 中 国 学 者 则

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共时中的历时”思想。萧国政指

出：“区别历 时 和 共 时 很 重 要，但 是 注 意 共 时 中 的 历

时，也很重要。从这个角度讲，不仅共时的时间连续

构成了历时，而且共时内部的差异，也包含和沉淀着

历时。”［１９］

“共时中的历时”思想也应该而且可以用之于华

语 研 究，我 们 提 出 海 峡 两 岸 民 族 共 同 语 的“历 史 差

异”与“现实差异”概念，实质上是对共时中的历时作

了进一步的划分，强调和凸显的是“历时中的不同阶

段”，而这可以看作上述“共时中的历时”思想在华语

研究中的 进 一 步 发 展。所 谓“历 史 差 异”，即 由 于 历

时发 展 而 形 成 的 差 异，它 指 的 是“过 去”的 差 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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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差异”则是指“当下”的差异。在两岸语言由差

异走向融合的条件和背景下，二者的内涵、范围等并

不相同，而这正是两岸语言及其关系在不同阶段的

历时发展所致［２０］。结合本文所考察的现象，以上我

们立足于跟普通话的对比，讨论了华语“关怀”一词

的独特意义和用法，即二者之间的差异；但是，如果

止步于此，那么我们对此词在当下两地的实时使用

情况及差异的认识就不够全面，因为普通话的“关

怀”也在扩大表义和使用范围，并由此而缩小了其与

华语的差异。也就是说，着眼于不同的历时发展阶

段，普、华之间“关怀”的意义和用法差异并不完全相

同，而这绝非个别现象。

总之，从共时与历时的划分，到共时与历时相结

合的研究，再到普通话“共时中的历时”思想，以及反

映上述同一历时中的不同阶段的“历时中的历时”观

念，确实经历了一个对国外理论“引进→吸收→发

展”的过程。

以下，我们再以从全球英语到全球华语的“圈”

理论及认识为例，说明华语研究中理论的“引进→吸

收→发展”。吴英成仿照Ｋａｃｈｒｕ世界英语三大同心

圈理论，依据扩散的种类、华语在居留地的社会语言

功能域、语言习得类型等因素，将全球华语划分为内

圈、中圈、外圈三大同心圈，由此把国外的三圈理论

引入华语研究［２１］；此后，徐杰、王惠则对华语从中国

内地到海外的扩散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六环划分，分

别是中国北方方言区、中国其他地区、港澳台地区及新马、

其他海外华人社会、传统汉字文化圈、辐射圈，则是

完全基 于 全 球 华 语 及 其 分 布 的 一 个 更 细 致 的 划

分［２２］。徐大明、王晓梅基于对各种“圈”的理论与划

分的认识，另寻新的路径，按照语言认同和语言使用

情况将全球华语社区划分为核心华语社区成员、次

核心华语社区成员与外围华语社区成员［２３］。仅从以

上简单的梳理就可以看出，从 Ｋａｃｈｒｕ的三个同心

圈，到吴英成的三大同心圈以及徐杰、王惠的六环，

再到徐大明、王晓梅全球华语社区的三大成员划分，

无疑也包含了引进、吸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发展。

这样，一方面得到了关于华语分区、分类的一些认

识，另一方面也结合华语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补充、

丰富、完善了国外“圈”的理论和认识，而这里就有华

语学者基于华语事实所作出的贡献。

以我们目前对华语语言事实的初步了解和认

识，上述“引进→吸收→发展”模式可以而且应该在

更多的领域和方面体现出来，因为无比丰富的华语

事实为之提供了坚定基础，换言之，华语事实具有巨

大的理论内涵。在华语研究中，极具引进、吸收、发

展空间和内涵的领域及理论很多，总体而言具有极

大的开拓空间，诸如全球英语理论、语言接触理论、

对比语言学理论、语言学习／习得理论、传承语／祖语

理论、语言扩散及传播理论等。比如，对比语言学是

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其任务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

语言进行共时的对比研究，描述它们之间的异同，特

别是其中的不同之处，并将这类研究应用于其他有

关领域［２４］，如果不把对比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严格限

定在不同的语言之间，而是扩展到同一语言的不同

地域／社会／功能变体之间，那么华语研究在很大程

度上也可以成为对比语言学的延伸及新的实践领

域。对比语言学的主要研究目标是“求异”，而各华

语变体之间的“异”可谓“异彩纷呈”。我们曾以海峡

两岸的语言差异为例，提出并明确了以下相互对待

的六组差异概念：真性差异与假性差异、词典差异与

实际差异、显性差异与隐性差异、完全差异与部分差

异、共性差异与个性差异、历史差异与现实差异［２５］。

以上差异类型，不仅把共时的对比研究扩展到历时，

并且在共时层面也涉及更多角度，由此而引出更多

的研究内容。如果循此以往，在研究实绩的基础上

进行理论思考、归纳和总结，也极有可能为对比语言

学提供某些新知。

（二）创建具有原创性的华语理论

关于创建自己的理论，邢福义的解释是：“根据

自己语言的特点，不排除接受国外理论的启示，总结

出一套自己的理论，一套能够充实和发展普通语法

学的理论，一套在学术交往中能够跟国外理论对等

交流的理论，而这才是我们应该追求和必须追求

的。”［２］这里概括了“自己的理论”的一个基本点和两

大目标诉求，结合本文的讨论对象，一个基本点就是

立足于华语及其特点，而两大目标诉求一是能够充

实和发展普通语言学理论，二是在国际学术交往中

能够跟国外理论对等交流。我们认为，以上两大目

标值得全力追求，同时也应当成为华语研究者的理

论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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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们按“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简单划分，

来分别进行讨论。

在华语本 体 论 方 面，“社 区 词”研 究 为 我 们 提 供

了一个很好 的 例 证：它 经 历 了 一 个 从 词 汇 学 概 念 到

社会语言学概念，再到全球华语学概念，最后到具有

普通语言学 内 涵 概 念 的 过 程，我 们 对 这 一 过 程 作 了

比较完整的梳理［２６］。社区词概念最早由香港学者田

小琳根据香港社区的语言现实提出［２７］，后来进入“大

华语标准视角下的研究”［２８］，但此时它仍然只是一个

共时性的词 汇 学 概 念；后 来，邵 敬 敏、刘 宗 保 指 出 社

会性是社区词的本质属性，并且建立了“社区词→跨

社区词→泛社区词→一般词语”的连续统［２９］，由此一

是明确了社 区 词 的 社 会 语 言 学 属 性（即 是 一 个 社 会

语言学的 概 念），二 是 建 立 了 系 统 的 社 区 词 历 时 观，

这无疑是对社区词认识的一个深化甚至飞跃。对社

区词认识的 另 一 次 深 化 甚 至 飞 跃 来 自 施 春 宏，他 把

社区词界定 为 具 有 普 通 语 言 学 意 义 的“形 式 上 是 普

通话词而 在 某 个 社 区 流 通 的 词”，或 者“形 式 上 是 通

用语而 在 某 个 社 区 流 通 的 词”。此 外，施 文 还 提 出

“社区表达 系 统”概 念，认 为 华 语 社 区 的 语 言 研 究 不

只是社区词，而是整个社区语言表达系统，还应涉及

社区语音、社 区 语 法、社 区 语 用、社 区 修 辞、社 区 语

体、社区文体 等［３０］。以 上 都 是 从 普 通 语 言 学 高 度 来

对社区词的思考与表述，相关研究由此继续深入，极

有可能使得起于华语研究的社区词概念及相关理论

成为对普通语言学的贡献。

我们曾经提 出“全 球 华 语 学”的 概 念，把 它 定 义

为研究全球华人共同语及相关对象的一个语言学分

支学科，并且 指 出 它 的 研 究 领 域 大 致 可 以 分 为 共 时

和历时、理论和应用、微观和宏观等三个相互依存与

对立的方面，其任务是描述语言事实，寻找并解释其

发展规律、发 掘 理 论、总 结 研 究 方 法，并 将 其 研 究 成

果应用于语言研究及其他相关领域［３１］。这是我们所

确定的一个 华 语 研 究 的 理 论 目 标，就 目 前 的 情 况 来

看，它的具体内容还有待不断填充。田静、苏新春指

出，对社区词 研 究 的 不 断 深 化 及 对 其 内 涵 的 不 断 拓

展，将贡献于全球华语学的研究［２８］，而我们期待以后

会有更多这样的贡献。

但是，由于华语研究为时尚短，像社区词理论这

样经过一个 较 为 完 整 深 化、升 华 过 程 的 概 念 还 很 少

见，但是我们由此有理由相信，随着华语研究理论意

识及华语研 究 者 理 论 自 觉 的 增 强，我 们 一 定 能 够 创

造出更多产 生 于 华 语 肥 沃 土 壤 的、具 有 普 通 语 言 学

内涵与高 度 的 概 念 和 理 论。另 外，由 社 区 词 理 论 的

不断丰富与发展，也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上述目标

的达成，应当 是 一 个 持 续 进 行、不 断 累 积 的 过 程，用

田小琳教授近期在一个学者微信群中回应我们的话

来说，就是“必须群策群力，才能见研究成果”。

任何科学 研 究 都 离 不 开 方 法 论 的 支 持，所 以 在

华语研究中，与此相关的探索更为多见，其中不少极

富理论意义和价值，我们对此作了初步梳理，内容涉

及“语素／义素本位”的深度、微观对比研究和统计分

析，以及“四个视角”“三维框架”等［３２］，其中后两个方

面又有最新 研 究 进 展，下 面 主 要 以“视 角”问 题 为 例

进行说明。

李计伟把邢福义的“两个三角”理论“移植”到华

语研究［３３－３４］，此 后 田 小 琳 结 合 香 港 言 语 社 区 实 际 提

出了“普－方－古－外”四 个 视 角［３５］，王 晓 梅 立 足 马

来西亚华语实际明确了“古、方、普、外”四个视角［３６］，

而我们则在“王氏四角”的基础上增加了早期国语即

“国”角，从而确定了观察与分析华语的五个视角［３２］。

经过进一步的思考和分析，我们最近又提出了“六角

观”，即在原有五角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华语”的视

角即“华”角，这 一 方 面 是 比 照 大 三 角 建 立 一 个“基

角”（邢先生明确指出“普方古”中的“普”角为基角），

另一方面还因为此角在华语的共性特征与个性差异

研究中也极有价值①。

综上所述，从普通话语法研究的大三角，到华语

语法研究的 大 三 角，到“香 港 普 通 话”以 及 华 语 研 究

的四角，再到 华 语 研 究 的 五 角、六 角，体 现 了 认 识 的

加深以及其作为方法论的不断完善。

当然，人们 对 华 语 研 究 方 法 论 的 探 索 并 不 仅 限

于“视角”，比 如 我 们 提 出 的 立 足 于 海 峡 两 岸 语 言 对

比研 究、最 终 扩 展 到 整 个 华 语 研 究 的“差 异－融 合”

两翼模式［３７］；王晓梅、张欣怡对全球华语社区跨区互

动研究方法论问题的探讨［３８］；王晓梅、周清海在对马

①见刁晏斌《论华语研究的六个视角》，此文将由《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于２０２２年第２期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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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西亚华语特有词语进行分析过程中总结归纳出的

“历时—共时”“书 面 语—口 语”“共 同 语—方 言”“外

语—华语”四 个 维 度［３９］。以 上 这 些 探 索 及 研 究 或 属

于方法论范畴，或具有浓厚的方法论色彩。

最后，也回到本部分的核心问题：何为华语研究

的“天”，怎样在华语研究中做到“顶天”？

本文开 头 所 引 萧 国 政 的 表 述 在“天 空”前 加 了

“理论、系统和语法”三个修饰语［３］，我们的理解是大

致涵盖了 理 论 天 空 的“宏 观－中 观－微 观”三 个 层

次，这一划分 和 表 述 也 同 样 适 用 于 华 语 以 及 整 体 的

华语研究，后者由高到低的三个层次分别是：普通语

言学理 论———全 球 华 语 学 理 论———华 语 具 体 理 论，

而这些就 构 成 了 华 语 研 究 的“天”。至 于“顶 天”，前

引邢福义的表述是“刺破青天”，其目的是“把语言学

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这里直接指向研究的“终极”目

标，即其所说的“能够充实和发展普通语法学”“能够

跟国外理论对等交流”的理论［１］；而萧国政则用“从一

个个的、一 步 步 的 相 对 真 理 的 大 地、山 峰、半 空，向

‘绝对真理’的天空、高空升华”来形容［３］，很显然他更

强调逐步积累、循序渐进的过程，其目标指向的仍然

是普通语 言 学。我 们 所 要 做 的，就 是 在 这 个 天 空 中

不断探索，为华语理论建设添砖加瓦，争取不断达到

新的高度、宽度和深度，而这也就是“顶天”的努力及

过程。

四、小结及余论

本文借 用 邢 福 义、萧 国 政 等 的 观 点 和 表 述，把

“立地＋顶天”的普通话语法研究理念“移植”到华语

研究，并分别 对“地”“立 地”与“天”“顶 天”的 具 体 内

涵进行了举例说明以及初步的探讨。

对于华语的“地”以 及“立 地”，我 们 以 并 非 特 别

常用、而已有研究几乎从未涉及的“关怀”一词为例，

按照共时描写、历时考察和横向对比的“三维”模式，

对其进行 了 较 多 角 度、相 对 比 较 细 致 的 分 析。文 中

提供的主要信息是：

其一，“关 怀”的 意 义 有 两 个 来 源，一 是 早 期 国

语，二是对英语ｃａｒｅ名词义的移植；

其二，由于“关 怀”与 同 义 词“关 心、关 切、关 注”

等界限不清，再加上外来移植义的加入，其表义和使

用范围大大拓展；

其三，“关怀”有一条比较清晰的历时发展线索，

在第一阶段 与 早 期 国 语 高 度 一 致，第 二 阶 段 增 加 外

来移植义，第 三 阶 段 前 者 比 较 稳 定 均 衡，后 者 持 续

发展；

其四，以外来移植义的有无为依据进行调查，证

明各华语社 区 之 间 有 很 高 的 相 似 度，这 反 映 了 它 们

的共性特征，但 是 其 间 也 有 具 体 差 异，比 如“临 终 关

怀”的使用与否就反映了这一点；

其五，普通 话 与 华 语 的 各 种 意 义 和 用 法 既 有 明

显区别，同时也有趋同的表现，由此证明相关研究中

“差异－融合”两翼模式所具有的客观性和可行性；

其六，由以上对此词的考察和分析步骤及过程，

验证了以往相关研究中提出的概念及方法等的合理

性与适用性，如 华 语 的 外 来 移 植 义，普、华 之 间 的 隐

性差异，以及“语 素／义 素 本 位”的 深 度、微 观 对 比 研

究等。

如果说，以 上 对“关 怀”一 词 的 考 察 分 析 与 以 往

的一般研究 有 所 不 同 的 话，或 许 可 以 概 括 为 以 下 几

点：一是语料范围较广，穷尽性地汇集东南亚华文媒

体语料库中 的 所 有 用 例，由 此 基 本 可 以 保 证 在 共 时

层面对其重 要 意 义 和 用 法 等 不 致 遗 漏；二 是 考 察 项

目及分析内 容 相 对 全 面，大 致 包 含 或 涉 及 以 下 几 个

维度：词义＋词 用，共 时＋历 时，单 点（新 马 泰）＋多

点（更多华语社区），差异＋融合；三是充分利用已有

研究成果和认识，在此基础上类推、拓展、加深，或者

是进一步验证，比如上述的外来移植义、共性特征与

个性差异、“差异－融合”的两翼模式，以及义素层面

的微观对 比 考 察 等。立 足 于 华 语 研 究，我 们 或 许 可

以提出一个“全息”的概念或模式①，来对华语诸多现

象进行真正 称 得 上 全 面、深 入、细 致 的 研 究，而 这 样

或许就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华语研究怎样“立地”的

问题。

关于华 语 研 究 的“天”，我 们 按 邢 福 义 所 作 划

分［２］，从“国外理论的引进、吸收和发展”与“创建具有

原创性的华语理论”两个方面，对相关研究中的已有

探索与实践进行了初步总结，由此得出的认识是：

①这里的“全息”不同于“全息论”或“全息语言学”中的“全息”，但是也有一定的联系，我们大致取“全部信息”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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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华语 及 华 语 研 究 拥 有 涵 盖“本 体 论”以 及

“方法论”的广阔理论空间，正可“天高任鸟飞”；

其二，华 语 理 论 大 致 可 以 作 宏 观、中 观、微 观 的

划分，而它 们 基 本 都 可 以 纳 入“全 球 华 语 学”的 框 架

和知识体系；

其三，为普 通 语 言 学 做 出 属 于 华 语 以 及 华 语 学

者的贡献，是华语理论追求的“终极”目标。

邢福义、汪 国 胜 提 出 华 语 语 法 研 究 的“实 论 结

合”指导思想和模式［１７］，可以看作对“立地＋顶天”模

式的另一种表述。文中指出，“实”既指语言事实，也

指语言现实，“论”指理论思考与总结；“实”既是基础

也是重点，“论”既 是 延 伸 也 是 提 升。以 上 表 述 其 实

也指出“实”“论”二 者 缺 一 不 可，二 者 的 结 合 与 交 融

才能构成完整的华语研究。

最后，回到本文写作的“初心”：我们之所以借用

普通话语法 研 究 的 已 有 理 念 和 认 识，提 出 华 语 研 究

的“地”“天”问题，以及试图回答怎样做到“立地＋顶

天”，一方面 是 立 足 于 华 语 研 究 的 长 远 发 展，另 一 方

面也是着眼于当下华语研究的实际，就后者而言，大

致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立地”不够扎实，

二是“顶天”意识不强。

我们曾经 谈 及 海 峡 两 岸 语 言 对 比 研 究 的“事 实

观”和“价值观”。“事实观”强调，我们的立足点永远

是两岸 具 体 使 用 中 的 语 言 及 其 发 展 变 化 的 实 时 样

貌，在 这 方 面 的 研 究 中，应 当 倡 导 和 坚 持“朴 学”传

统，使用能够真实、充分反映两岸实际语言运用状貌

的语料，在现 实 的 语 言 运 用 中 发 现 两 岸 语 言 差 异 与

融合的诸多事项，然后进行深入、全面、细致的研究；

“价值观”强 调 的 是，应 在 深 化、细 化 上 下 功 夫，拒 绝

平庸化与一 般 化，最 终 是 把 这 一 研 究 做 成 一 门 真 正

的“学问”［２５］。上 述 思 想 完 全 可 以 用 之 于 更 大 范 围，

即整个全球 华 语 的 研 究，而 我 们 的 基 本 理 念 和 目 标

是：把华语研究真正当成一门学问来做，并且最终做

成一门真学问、大学问，这应该成为全球华语研究的

学术愿景与 追 求，而 其 达 成 手 段 与 途 径 就 是 真 正 做

到“立地＋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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