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初期新马华语的基本样貌及其研究意义和价值

□刁晏斌

【摘要】 文章通过 ２０ 世纪初新加坡华文报纸语料与中国同时期报刊语料的对

比考察， 来了解初期新马华语的基本样貌， 明确其与中国早期国语之间的 “大

同” 和 “小异”， 并对其造成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 在此基础上， 文章分别从新

马华语研究、 普通话研究和全球华语史研究三个方面讨论了本项研究的意义和

价值。

【关键词】 新马华语； 马新华语史； 词汇； 语法

一、 引言

刘华、 郭熙指出， 由于缺乏第一手的海外华语分布的详细调查资料， 华语现

状的描写多偏重理论分析， 所用语料大多来自作者自身的体验和总结， 多从经验

出发， 比较单薄①。 这一认识虽然是着眼于华语的共时研究， 但对于更加 “单

薄” 的华语历时研究而言， 也是切中要害的。 李计伟更加具体地认为， “华语的

形成与发展” 这个话题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与研究， 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

３５２

① 刘华、 郭熙： 《海外华语语言生活状况调查及华语多媒体语言资源库建设》， 《语言文字

应用》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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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历时材料①。

目前， 就相关问题， 我们有以下三点认识：

其一， 相对于开展得较好的华语共时研究而言， 历时研究成为一个明显的短

板②， 因而亟待补齐， 使相关研究尽快开展起来；

其二， 华语的历时研究应该以 “华语的形成与发展” 为对象， 其中尤其重要

的是其形成阶段即前端的研究， 因为这是整个历时研究的 “起始平台”；

其三， 当今的华语研究很大程度上还是受限于语料， 而对于历时研究而言尤

其如此， 这一现状亟待改变。

在以上认识下， 近期我们致力于华语形成初期的 “早期华语” 研究， 主要做

法是爬梳该时期的当地语料， 了解其基本的语言面貌， 再与同时期的中国国家通

用语 （我们在研究中一般称之为 “早期国语” ） 进行比较， 由二者的异同来考察

它们之间的关系， 而本文就是一次这样的尝试。 我们的 “初心” 就是试图找到充

分的语言事实， 形成一个对于新马华语形成初期基本样貌的初步认识。

我们之所以选择以 “新马华语” 为研究对象， 主要基于两点考虑： 一是因为

在华语形成之初 （按现在的一般认识， 基本与中国的新白话同步， 均为 ２０ 世纪

初 “五四” 前后），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本为一体， 均属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马来亚

联邦； 二是按现在的一般认识， 新马是海外华语传承最好、 发展过程最为完整的

地区， 也正因为这一点， 有人提出了 “马新华语史” 的概念③。

在以往的研究中， 一些学者不同程度地论及新马华语的来源问题， 其中一个

比较一致的意见是 “移植说”， 即认为新马华语是由中国的早期国语整体 “移植”

或 “搬迁” 而来④； 另外， 许多具体讨论也从不同角度对上述观点提供了具体语

言事实的支持。 比如周清海指出， “各华语区保留了 ‘国语’ 的许多特点， 受

４５２

①
②
③

④

李计伟： 《南洋华侨早期国语推广刍议》， 《华文教学与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刁晏斌、 周连英： 《论华语 “三观” 》， 《励耘语言学刊》 ２０２１ 年总第 ３５ 辑。
徐威雄： 《马新华语的历史考察： 从十九世纪末到 １９１９ 年》，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

２０１２ 年总第 １５ 期。
田惠刚： 《海外华语与现代汉语的异同》， 《湖北大学学报》 １９９４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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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 的影响是巨大的”①； 李计伟、 张翠玲从新、 马华语中选择了名词后缀

“儿” 及名词 “当儿” 的使用及 “向 ＮＰ＋ＶＰ” 结构中 ＶＰ 的多样性等五个词汇语

法现象进行考察， 指出它们均来自 “早期现代汉语” （按即早期国语）， 以此来证

明东南亚华语的作为传承语的保守性②； 王晓梅也指出， 马来西亚华语 “较” 字

差比句承继了早期国语的用法③。 正是基于以上论述， 以及笔者自己的研究和认

识， 我们趋向于把全球华语界定为 “以早期国语为基础的华人共同语”④， 而新

马华语自然就是 “以早期国语为基础的新马华人共同语”， 同时也是早期国语的

域外社会 ／ 地域 ／ 功能变体⑤。

在这样的认识下， 也就确定了我们调查新马华语早期样貌的基本做法： 以早

期国语为参照， 比较二者的异同。 相同之处即共性表现， 由此一方面可以证明早

期华语系由早期国语 “移植” 而来的基本事实， 另一方面借此也可以了解和掌握

早期华语的基本样貌； 不同之处即早期华语的个性特征， 由此可以了解其作为

“变体” 之 “变”， 也就是其在本地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哪些发展变化。 以上相对于

早期国语的 “不变” 与 “变” 相加， 就构成了早期华语的基本样貌。 所以， 在下

边的事实梳理部分， 我们分别以 “初期新马华语与中国早期国语的共性表现”

“初期新马华语的个性特征” 为题。

本文所用的基本语料， 是 １９１９ 年前后在新加坡出版的两份影响极大的华文报

纸， 一是 《新国民日报》 （下文简称 《新》 ）， 二是 《叻报》 （下文简称

《叻》 ）； 此外， 我们选择瀚堂近代报刊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ｅｏｈｙｔｕｎｇ ｃｏｍ ／ ） 中的

语料作为早期国语的代表， 来进行两者之间的对比。

５５２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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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计伟、 张翠玲： 《传承语的保守性与东南亚华语特征》， 《华文教学与研究》 ２０１９ 年

第 ３ 期。
王晓梅： 《马来西亚华语语法的三维分析框架———以有标差比句为例》， 《华文教学与研

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刁晏斌： 《论全球华语的基础及内涵》， “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 《全球华语》 ） ２０１５ 年创刊

号。 此文对华语的界定是 “以早期国语为基础， 以普通话为核心的全世界华人共同语”， 这应该

是一个过渡性的界定， 现在我们趋向于去掉 “以普通话为核心” 这一修饰语。
刁晏斌： 《全球华语的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 华语教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第 ２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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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初期新马华语与中国早期国语的共性表现

本部分中， 我们从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 来对初期新马华语与中国早期国语

的共性表现进行调查和举例说明。

（一） 词汇上的共性

如前所述， 人们在对当代华语某些词汇、 语法特点及表现溯源时， 往往都与

早期国语联系起来， 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有一点可能没有说清楚： 当代华语与

早期国语之间没有直接的承继关系， 而二者之间的一致性是因为前者对早期华语

相同用法的沿续所致。 换言之， 当代华语与早期国语的相同表现其实来自早期华

语与早期国语的共性特征。 举例来说， 有人认为， 海外华语中普遍使用的致使动

词和目的连词 “俾” 是对 “近代国语” 的继承①， 如果准确地说， 应该是早期国

语中经常使用的致使动词和目的连词 “俾” 首先进入早期华语， 然后一直保留至

今。 类似 “俾” 这样早期在两地共用的古语词十分常见， 而这也就构成了早期国

语 ／ 华语共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比如， 以下三例中的 “甫” “但” 和 “遂”：

（１） 前日二时许， 有某妇携年甫四龄之女孩， 路经留医院附近。 （ 《新》

１９１９ １０ １５）

（２） 我并不是替法人吹牛皮， 我但反对那过于偏见反对留法的。 （ 《新》

１９２０ ７ １）

（３） 闻说本坡洋衣工人， 因近来汇水骤降百物昂贵之影响， 遂要求资本

家增加工值， 藉资弥补。 （ 《新》 １９１９ １０ ２９）

以上三例中的 “甫” 是时间副词， 义同 “刚 （刚） ”； “但” 是范围副词，

义同 “只”； 而 “遂” 则是连词， 义同 “于是 （就） ”。 早期国语中， 能看到以

６５２

① 王文豪： 《从致使动词到目的连词———海外华语中 “俾” 字句的来源及演变》， 《语言科

学》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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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三词的很多用例， 如：

（４） 后知其来历， 乃为一农家之女， 年甫四岁， 其父母所居在四百码

外。 （ 《申》 １９１９ ６ １）①

（５） 吾人作此语， 非反对日本国民， 但反对日本少数人之政策。 其野心

勃勃， 不独妨及中国和平， 且亦碍及日本真正利益。 （ 《申》 １９１９ ９ ２０）

（６） 此后办法正在讨论， 学生会方面遂要求允其逐日派代表二人到教职

会旁听， 以便得悉一切详情。 （ 《申》 １９１９ １２ ２２）

除古语词外， 早期华语与早期国语在一般词语的使用上也有极高的对应性，

并且这种情况相当普遍。 比如， 以下是 “昨日” 的同素倒序词 “日昨” 以及与

“举行” 同义的单音节词 “行” 的对应性用例：

（７ａ） 本泗中华学校， 由星洲聘请二位女教员事， 日昨已到海口， 不意

又双双被移民厅扣留。 （ 《新》 １９２０ １ ２２）

（７ｂ） 兹于日昨暑假， 并举行高初等毕业式， 陈列本学期各科成绩， 邀

请各校董暨各学生家属参观， 到者甚众。 （ 《申》 １９１９ １ １４）

（８ａ） 省一师范学校于午后一时， 行庆祝典礼， 省一中学， 亦于同时举

行庆祝。 （ 《新》 １９１９ １１ ５）

（８ｂ） 海宁路福寿里北区公学双十节给假二天上午九时师生齐集礼堂行

庆祝礼。 （ 《申》 １９１９ １０ １２）

例 （８ａ） 前用 “行”， 后用 “举行”， 像这样同义单双音节词并用或 “舍双

取单” 的情况， 早期华语中时能见到。 再如 “已经”， 除经常简省为 “已”， 有时

也可以用 “经” 表示， 而这也在两地有共同的表现。 例如：

（９ａ） 各董提议举行周年纪念， 并开运动会， 全体赞成， 兹闻定于七月

二日十点钟举行， 经发出礼柬邀请各界莅场参观。 （ 《新》 １９２０ ７ １）

（９ｂ） 本月二十五日为大帅寿辰， 早经发出征文启， 原为征求诗文以作

７５２

① 本文早期国语的对应性用例多取自 《申报》， 以下凡取自该报的用例均简标为 《申》。



·第六辑·

纪念之意。 （ 《申》 １９１９ ９ １９）

早期国语中， “优美” 有时义同 “优秀”， 常用于描述 “成绩” 等， 而这也

是两地共同的。 例如：

（１０ａ） 闻简君报告沪会成绩极为优美， 最近有隐名子邮寄银则捐款三万

元。 （ 《新》 １９１９ １０ １）

（１０ｂ） 本处当将送到货样详加考验， 其货色是与来自外洋者相敌， 成绩

甚为优美。 （ 《申》 １９１９ ９ １３）

再如， 以下两例中的 “阶级”， 均为 “阶段” 之义：

（１１ａ） 对土和约， 今仍在预备阶级中。 （ 《申》 １９２０ １ １２）

（１１ｂ） 所于各处分派宣讲员定期讲演自治利益， 以期自治思想之普及，

此为一年期内预备阶级； 至于第二年期， 视地方多数之程度， 再据议定自治

章程选举会员， 此为第二年期内实行阶级。 （ 《申》 １９０７ ９ ２０）

早期华语中， 有很多类词缀极为活跃， 构成大量的某一词族， 比如 “ －家”

就是如此。 以下一例中就含有三个 “家” 族词：

（１２ａ） 能导吾国出产家、 制造家、 贩卖家于贸易市场， 使得经济发展之

正轨。 （ 《新》 １９１９ １１ ２０）

以上三词在早期国语中也都有用例， 如：

（１２ｂ） 中国税既烦重， 又无财政统系， 彼出产家虽欲不受外人重大之竞

争， 不可得也。 （ 《申》 １９１７ ５ ６）

（１２ｃ） 制造家鉴于商务复活之现象， 亦必添购机器加增产额。 （ 《申》

１９１５ １１ １４）

（１２ｄ） 凡市上所售中国墨水天然墨， 除东洋货外， 均系本厂之货， 惟贩

卖家每欲改用自己牌号， 以臻名目繁多， 劣货易于混淆。 （ 《申》 １９１３ ５ ３０）

与 “－家” 类似的再如 “－界”， 组合范围与表义范围均比较大， 而这也是早

期两地语言的共同表现。 例如：

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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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ａ） 兹由国 历 一 月 三 十 日 起 劵 资 照 旧———男 界 一 角， 女 界 免 费。

（ 《新》 １９３３ １ ３１）

（１３ｂ） 中国人乏冒险性， 男界然， 女界更甚。 （ 《申》 １９１６ １０ ４）

总之， 就词汇方面而言， 早期华语中使用的一般词语， 能够在早期国语中找

到意思、 用法完全相对应的用例，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大量而普遍存在的情况。

（二） 语法上的共性

除词汇方面外， 早期华语与早期国语之间的共性特征在语法方面同样也有充

分的表现， 以下举例加以证明。

早期华语中， 很多词的使用范围很广， 词的兼类或活用现象也比较常见， 这

一点与早期国语完全一致。 比如， 以下是后来的名词 “障碍” 用为及物动词的

例子：

（１４ａ） 国亡而不思挽救， 国乱而不思整理， 障 碍 进 化， 无 益 国 家。

（ 《新》 １９２０ １ １２）

（１４ｂ） 夫障碍共和， 即天下公敌； 保卫治安， 乃吾人重任。 （ 《申》

１９１２ ３ ２６）

早期两地语言中， “之” 均保留文言用法， 即用做句子成分或用于小句的主

谓词组之间， 即文言语法中的 “取消独立性” 用法， 而这自然也是两地共性的一

个表现。 例如：

（１５） 到正式和议之停顿， 则因北方正为内阁内閧， 靳与安系有宣战之

形势， 无暇及此。 （ 《新》 １９１９ １１ ２５）

（１６） 查新加坡之有各种会馆， 年数不多。 （ 《新》 １９３３ ６ ３０）

（１７） 召集 临 时 参 议 院 之 停 顿， 以 各 方 意 见 不 一 致 也。 （ 《 申》

１９１７ ８ ２５）

（１８） 然则中国之有金属货币， 始于何代耶？ （ 《大中华杂志》 １９１５ 第 １

卷第 ５ 期）

另外， 主谓之间加 “之” 的形式还常用于标题， 这是很有时代特点的一种表

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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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方式， 也是两地共有的。 例如：

（１９） 国货之畅销 （ 《新》 １９２０ １ ２６）

（２０） 慈善奖券之畅销 （ 《民国日报》 １９１８ ８ １５）

再如， 《新》 １９２０ 年 ２ 月 ２８ 日刊 《顾维钧态度改变之可疑》 一文， 同年 ９ 月

３０ 日刊 《马六甲双十节提灯会之踊跃》 一文； 而 《申》 １９１８ 年 ４ 月 ２１ 日也有

《半时两告火警之可疑》， 《大同报》 周刊 １９１３ 年第 １９ 卷 ４３ 期有 《国外纪闻： 日

本渔业进款之踊跃》 一文， 两地之间都有对应性的用例。

再如， 早期华语与早期国语中， 都有不少 “述＋宾＋ （于＋处所词） ” 形式，

这也是二者共性的表现。 例如：

（２１ａ） 三十一日纽约电， 中国阁员徐元 （译音） 现将由凡古佛启程回

国， 宣言彼将得中政府助以一千万美金组织一银行于纽约， 而设分行于凡古

佛。 （ 《新》 １９１９ １１ ５）

（２１ｂ） 一九一四年， 华章公司炼锑厂每月出额平均约二百余吨， 但机器

今已增多， 且已设立分公司于纽约。 （ 《申》 １９１６ １ １０）

早期华语中， 虚义动词经常使用， 有些颇具此期特点。 比如， 以下使用

“为” 和 “从事” 的用例：

（２２） 所遗留之战地， 往观察者不乏其人， 惟大都军人政客， 概观形势

而已， 绝少有就战地之本身为科学之精密观察者。 ……记者曾与李君为长时

间之谭话， 李君述叙大战与法国北部农业甚详。 （ 《新》 １９１９ １０ ７）

（２３） （宝兴锡矿公司） 拟集合资本暹罗三万铢从事开采锡矿。 （ 《新》

１９１９ １１ ２９）

按， 上例 “为科学之精密观察” “为长时间之谭话” 的 “为” 均属虚义动

词， 义同 “进行”； 下例 “从事” 按当今普通话的使用规则， 不可以带述宾词组

做宾语， 而此时则不受这一限制。

同样的用法均见于早期国语。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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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俄国外相伊士威士归国途次， 道经柏林， 特与德国外相腓雍氏为

长时间之会谈。 （ 《国风报》 １９１０ 年第 １ 卷第 １０ 期）

（２５） 但锑之销路既佳， 市价既高， 世界他国自必从事开采锑矿， 迨出

产既多， 价值自落。 （ 《申》 １９１７ １０ １０）

早期华语中， “程度副词＋形＋形容词” 结构极为常见， 在句中做谓语。 例如：

（２６） 某街连日开演街戏， 观者人山人海， 极形热闹。 （ 《新》 １９２０ ３ １）

（３７） 故旧日官僚， 在黔省甚形发达， 且极有势力。 （ 《新》 １９２０ ８ ２７）

（２８） 伍廷芳对于粤东省长一席， 原拟俟时机成熟时， 亲自登场， 至上

海四代表抵粤后， 一致赞成粤民公意举伍， 于时伍之意兴， 益形活泼。

（ 《叻》 １９１９ ９ ２５）

上述结构在早期国语中也同样常见， 与以上三例对应的用例如：

（２９） 阿弟毋怖， 彼即能来， 然亦无所用之， 以地势高低极形不便， 而

大石嵚崎老树苍郁， 尤非宜也。 （ 《大中华杂志》 １９１６ 年第 ２ 卷第 ６ 期）

（３０） 安东丝厂甚形发达， 所以购用本地蚕茧超过出口之数。 （ 《申》

１９１９ ５ ２４）

（３１） 贵族之权力， 日盛一日， 暨乎亨利三世， 益形强大。 （ 《论衡》

１９１３ 年第 １ 期）

有时， 该结构中的程度副词偶尔也可以由其他类的副词替代。 比如以下两例：

（３２） （书报社） 办理颇称完善， 经费近形短绌。 （ 《新》 １９１９ １１ ２６）

（３３） 首两晚之节目， 庄谐并重， 讽勉兼施， 观者都形满意。 （ 《新》

１９３３ ５ ３０）

按， 以上二例中的 “近” 和 “都” 分别是时间副词和范围副词， 这样的形式

也是来自早期国语， 甚至是其前发展阶段。 例如：

（３４） 臣见该员讲求吏事， 人尚和平， 惟带此军多年， 营务近形松懈，

调度亦难合宜， 未便迁就。 （ 《申》 １８８７ １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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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即以东京而论， 其始亦甚朴陋， 当时于新桥停车场下车者， 觉其

所有之建筑物都形朴陋。 （ 《申》 １９１２ ２ ２２）

另外， 例 （３２） 句中还有 “颇称完善”， 其中的 “称” 与这里的 “形” 表达

相同的意思， 而这也能在早期国语中找到大量相同的用例。 例如：

（３６） 中国人拥资极巨， 故所办学校及教育机关颇称完善， 且生活程度

并不让于欧美人。 （ 《大中华杂志》 １９１６ 年第 ２ 卷第 ５ 期）

与上述结构类似的是 “副词＋告＋动词”， 在早期华语中的产生时间似乎稍晚，

用例也不及前者多。 例如：

（３７） “梅花歌舞剧团” 昨晚又换新节目 首二场又告满座 （１９３３ ５ ３０）

（３８） 中间曾两次总攻黑垣， 以无后援， 皆告挫败。 （１９３３ ５ ３０）

该形式同样也是来自早期国语。 例如：

（３９） 不料今春中东铁路又告中断， 运俄之货亦遂停顿。 （ 《申》

１９１８ ６ ９）

（４０） 此间有大风雪， 全镇停止办事两日， 各报皆未出版， 铁路车务与

商业皆告停顿。 （ 《申》 １９２１ ３ １７）

仅就以上所举的用例看， 早期华语语法与词汇一样， 也体现了充分而明显的

“移植性”， 并由此而与早期国语保持了相当的一致性。

三、 初期新马华语的个性特征

以上我们从不同的方面举例说明， 初期新马华语与中国早期国语具有极大的

共性， 但是我们却并不能由此得出前者完全原封不动 “照搬” 后者的结论。 总体

而言， 即使着眼于新马华语的初始阶段， 也已有一些本地化因素加入， 由此造成

二者在大同的基础上也有小异， 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初期新马华语的个性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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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 造成小异或初期新马华语个性特征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

因素。

（一） “社区词” 的加入

社区词是 “由于社会背景不同， 社会制度不同， 社会的政治、 经济、 文化生

活不同， 以及由于背景不同带来的人们心理因素的差异， 而产生的适应和反映本

地社会区域的词语①”。 华语形成之初， 有数量可观的新马社区词直接进入， 并由

此而使得其词汇面貌与早期国语有所不同。 例如：

（４１） 坡元价格如旧 （ 《新》 １９１９ １０ ４）

（４２） 今因有要事回唐， 现吉祥楼银口项货出入， 暂归陈瑞成签字盖章

方为有效。 （ 《新》 １９１９ １１ １）

（４３） 讵料新妇尚未到埠， 而余某已在大亚齐与土生华妇 （俗呼 “半老

妺” ） 结婚矣。 （ 《新》 １９１９ １０ ２１）

按， 以上三例中， 第一例的 “坡元” 是 “新加坡 ／ 星嘉坡元” 的简称， 初期

新马华语中常见， 而瀚堂数据库中仅有十位数的用例， 且都是在报道外汇牌价时

使用， 首例见于 １９２２ 年， 晚于例 （４１）， 因此应该属于 “引用”； 第二例 “回唐”

的 “唐” 指 “唐山”， 此词 《汉语大词典》 释为 “华侨对祖国的习称”， 举的首

例书证是许地山的 《商人妇》， 这篇小说发表于 １９２１ 年， 正是以南洋 （新加坡）

为背景， 而此处用的是简称形式， 则表明 “唐山” 在当时应该是一个常用词。 关

于第三例中的 “土生华妇”， 王晓梅、 庄晓龄、 汤志祥编著 《马来西亚华语特有

词语词典》 （联营出版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版， 以下简称 《特有》 ） 收 “土生华

人”， 释义为 “英殖民地时期等同于海峡华人， 也指华人与土著妇女通婚之后的

子女”； 再查该词典的 “海峡华人” 条， 义指在英国海峡殖民地出生的华人。 因

此， 无论 “土生华妇” 是哪个意思， 它应该都是当时一个比较典型的社区词。

类似的词语还有很多。 再如：

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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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直寄邮票叻银六角至新嘉坡土库街韦廉士医生药局。 （ 《叻》

１９１８ ２ １）

（４５） 本公司为保获华侨商业财产起见， 实备丰足资本。 经在中国政府

注册并在海峡殖民地政府存案， 缴存本叻政府保证金壹拾万元， 专受水火保

险及置业。 （ 《叻》 １９１９ ２ ５）

（４６） 前因欧战发生， 本坡所公布之戒烟律， 今定于五月十二日起取消

之。 （ 《叻》 １９１９ ５ １５）

以上 “叻银” 即指例 （４１） 的 “坡元”， “海峡殖民地政府” 指当时的英国

殖民当局； 而 “本叻” “本坡” 均为当地人自指新加坡的简约形式， “戒烟律”

是当地政府发布的戒烟律令。

（二） 方言词语的植入

当代新马华语研究者在对某些现象溯源时， 往往会指出当地闽、 粤、 客、 琼

等方言的影响， 而这一影响早在初期华语中即有较为充分的表现， 主要仍在词汇

方面。 比如， 以上例 （４３） 中 “土生华妇” 括注 “俗呼 ‘半老妺’ ” 应该即为

一例。 其他用例再如：

（４７） 外科搽洗除毒水 统治外科各症即搽即愈各毒肿痊腐烂痕痒诸般各

虚妙药 每大樽四角 小樽二角 （ 《叻》 １９１９ ６ ５）

（４８） 印度摩托脚车， 轻便宽式两匹半马力。 殖民地款式两匹马力 足力

款式 七匹马力 （ 《叻》 １９１９ ２ １）

（４９） 金业工人罢工记 荷官答应增薪 头家板下面孔 （ 《叻》 １９１９ ５ ９）

《全球华语大词典》 （下简称 《华语》 ） 中， 列出 “樽” 的第二个义项为

“瓶子 ” ，并指出其源自粤方言 ，用于新马等地 ； 《特有 》收 “脚车 ” ，释义

为 “脚踏车”， 并指出其源自闽南方言； 谢栋元 《客家话北方话对照词典》 （辽宁

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 收 “头家”， 释义为 “掌柜的， 老板”， 另外陈正统 《闽

南话漳腔辞典》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７ 年版） 也收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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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早期华语中的方言词语为数不少， 特别是日常生活词语， 以下再举几个

广告中的用例：

（５０） 始创不二价 统办环球货品 新到双旗标靓生油 （ 《叻》 １９１９ ２ １）

（５１） 此竹吉力共有四款 每包价银六角五占 三角六占 一角八占及七占

（ 《叻》 １９１９ ２ １）

（５２） 兹因志有别， 图愿将草厝一间及全盘家私什物顶与吴晚记刘玉支

二人承受。 （ 《叻》 １９１９ ６ ２４）

以上三例中， “靓” 为粤语词， 义同 “好” （见饶秉才 《广州话词典》， 广东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 “占” 义同 “几分钱” 的 “分”， 来自闽语 （见 《汉语

方言大词典》 ）； 最后一例中的 “草厝” 和 “家私” 分别指草屋和家具， 也是来

自闽语 （见 《汉语方言大词典》 ）。

除词汇外， 有一些方言语法形式也进入早期华语。 例如：

（５３） 后来他们越讲越大声， 不知不觉句句送入我耳朵里。 （ 《新》

１９１９ １１ １７）

前例的 “ （越） 大声” 大致是来自粤语， 刘丹青指出， 粤语的类型学特点之

一是 “形＋名” 或 “形＋量” 结构充当形容词谓语， 文中所举的前者用例如 “好

彩 （运气好） ” “快手 （手脚快） ” 等①； 而麦耘、 谭步云 《实用广州话分类词

典》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 版） 中， 就举了 “佢个人讲嘢好大声嘅” （他这人说

话声音大得很） 的例子， 正可与上例进行比较②。

（三） 外来词语的进入

使早期华语词汇面貌与早期国语有所不同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外语的影

响， 主要是外来词语的进入。 比如以下两例：

（５４） 金业罢工事， 于上月廿号， 经各东主将工人支去上期银数， 列单

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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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丹青： 《粤语句法的类型学特点》， 《亚太语文教育学报》 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
以上两条材料系博士生徐涵韬同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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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知甲必丹。 （ 《叻》 １９１９ ６ ５）

《华语》 收 “甲必丹” 一词， 释义有二， 一是 “殖民地时期负责管理华侨事

务的华侨的头衔”， 二是 “某些地区授予华侨领袖的勋衔”， 并指明用于马来西亚

等地； 《特有》 此词释义相同， 另注明系英语 ｃａｐｔａｉｎ 的音译。 查瀚堂数据库， 此

词的用例不多， 第一例见于 １８８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的 《申报》， 即 “其岛主不过如南

洋诸岛之甲必丹， 为土人之领袖， 管其争讼之事”， 时间晚上例， 大致也指明其

来源及使用范围信息。

（５５） 诸君欲知详细请询函或移玉至勿朥士巴沙律门牌七十九号， 亚丹

尼葛蚋药房接洽可也。 （ 《叻》 １９１９ ２ ９）

《特有》 收 “律”， 释义为 “路”， 指出其为英语 ｒｏａｄ 的音译。 早期华语中，

表示此义的 “律” 很常用， 我们见到的再如 “井里汶呀律、 龙门律、 梧措律”

等。 另外， 这个 “律” 有时还写成 “吕”， 如 “ （麦成） 寓活活希吕， 门牌五号”

（ 《叻》 １９１９ ６ ５）。

类似的用例还有很多。 再如：

（５６） 敝号有运货摩多打车一架。 （ 《新》 １９２０ 年 ９ 月 １０）

（５７） 麒麟麦酒乃是日本最上等之蜜酒矣。 （ 《叻》 １９１８ ８ １５）

（５８） 华人林某来函一摩托啰里车， 欲将之改为摩托巴斯车。 （ 《叻》

１９２０ １２ ９）

按， 以上三例中， 第一例的 “摩多打车” 应为英语 ｍｏｔｏｒ ｃａｒ 的音译加义标形

式， 义指 “汽车”； 第二例的 “蜜酒” 即英语 ｂｅｅｒ 的音译， 与同句中的 “麦酒”

都是指 “啤酒”； 第三例中 “啰里车” 是英语 ｌｏｒｒｙ 的音译加义标形式， 义即 “卡

车”， 下边的 “巴斯” 对译英语的 ｂｕｓ， “巴斯车” 也是音译加义标形式， 义指公

共汽车。

以上， 我们分三个方面说明早期华语与早期国语相比增加的 “异质” 成分。

其实， 以上几个因素有时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 如上文讨论的 “甲必丹”， 就既

是一个外来音译词， 同时应该也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当地社区词。 以下一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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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局绅” 大致也是如此：

（５９） 兹据三州府宪报登载， 谓督宪养君， 已委任华商朱和乐君为槟屿

太平局绅。 （ 《叻》 １９１９ ６ ２４）

《特有》 收 “太平局绅”， 释义为 “马来统治者赐封的勋衔之一”， 并指出系

英语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的意译。 由此可见， 这也是一个外来的而非本土产生的社

区词。

以下一例中的 “羔丕” 也是外来词， 但是有方言背景：

（６０） 有甲乙两叻产华人， 不知因何， 在牛车水戏园街尾羔丕茶桌用武。

（ 《叻》 １９１９ ４ ２１）

《特有》 未收 “羔丕”， 但是收了与之同音的 “ 呸 （ｇāｏｐī） ”， 指出其为

源自英语 ｃｏｆｆｅｅ 的闽南方言音译， 这样自然就把外来词与方言联系到一起了。 此

外， 本例中还有 “叻产华人”， 应该也是一个社区词。

另外， 早期华语中， 以上三类词往往与来自国语的同义词同时使用。 例如，

以上讨论的 “樽”， 《叻》 １９１９ 年 ２ 月 １ 日的一则广告中有 “本公司专造各款玻璃

樽及特别汽水樽发行”， 而当天的另一则广告则有 “每大瓶叻银一元四角 小瓶叻

银七角五占”。

再如以下二例：

（６１） 本园兹要雇工除草， 倘有愿为包工者， 要包锄全园一千余依葛

（英亩）， 或分段数百依葛。 （ 《叻》 １９１９ ９ ６）

（６２） 在利芳麦多律有树胶及果树种地一方， 与该路学校相近， 面积三

亩四分三。 （ 《叻》 １９１９ ６ ２４）

按， 前一例以国语通用的 “英亩” 给音译形式 “依葛” 作注， 而后一例前用

“利芳麦多律”， 后句在指称同一对象时用的是 “该路”， 这自然也是 “律” 与

“路” 并用于一句之中。

简单归纳一下： 以早期国语为参照， 早期新马华语的个性特征主要在词汇方

７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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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具体有以下两个表现： 一是 “多” 出来一些早期国语中没有的词， 二是使用

与早期国语不同的词， 二者合一， 就构成了其在词汇上与早期国语的同中之异。

四、 初期新马华语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以上是本文的 “事实” 部分，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问题有待明确， 这就是我

们为什么要考察、 梳理， 进而了解早期新马华语的基本样貌？

以下就此进行初步的讨论。

（一） 对新马华语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总体而言， 本项研究对东南亚华语研究具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 具体表现在

共时与历时两个方面， 以下分别讨论。

历时研究对华语共时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简言之， 就是能够更

好地把握东南亚华语总体的精神实质， 深入了解和解释其现实状貌， 有助于把相

关研究引向深入。 以下我们通过三个关键词， 来对此稍加说明。

第一个关键词是 “深入认识”。 邱克威指出： “各地华语词汇之间全面且合理

的比较， 也有赖于理清各自词汇系统的历史脉络。 所以说词汇的历时考察对于共

时描写与比较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而 《叻报》 的词汇语料正可以在这一方面提供

我们一个观察新马华语词汇历时演变的视窗。”① 《叻》 具有这样的作用， 我们所

考察的 《新》 以及其他许多历时语料， 同样也是如此。 只有多开几个这样的 “视

窗”， 并借此进行全面、 细致的观察， 我们才有可能立足于当下， 全面认识当今

华语总体面貌及具体形式和用法等的来龙去脉。

比如， 有人在讨论新加坡华语 “分别” 一词的意义和用法时， 指出其可以做

宾语 （按即相当于普通话名词用法的 “区别” ）， 并认为这种用法在台湾现代汉

语中很普遍， 所以可能是受了后者的影响②。 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 早期国语中，

８６２

①
②

邱克威： 《 〈叻报〉 的词语特点及其词汇学价值管窥》， 《语言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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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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 的上述用法非常普遍。 例如：

（６３） 这四句写出来若不用疑问符号， 便没有分别了。 （ 《新青年》

１９１８ ９ １５）

（６４） 张君是研究声韵的， 但是不知道寻常声韵学和古代声韵学的分别，

又不明了声韵史的作用， 实在令人疑心得很。 （ 《新潮》 １９１９ １０ ３０）

早期华语中， 情况基本也是如此， 类似的用例如：

（６５） 外部的原因， 又有二种分别。 ……这两种的区别， 实际上是很难

分明的。 （ 《新》 １９１９ １１ １７）①

我们由此得出的认识是： 东南亚华语中， “分别” 做宾语的用法确实比较常

见， 而这是其从早期直至当下一以贯之的用法， 究其来源， 并非受到台湾现代汉

语的影响②， 而是对早期国语相同用法的照搬与沿用。

第二个关键词是 “全面解释”。 邱克威认为， 对于马来西亚华语的研究， 除

了共时层面的比较异同， 还应该追溯历时脉络探索其形成过程③。 共时层面的横

向比较是目前较多关注的， 然而不能只停留在差异的描写而不追溯形成差异的原

因及其语言内外机制， 这就必然将我们的视线投向历时层面的探讨。 我们看到，

当下的一些华语比较或对比研究中， 人们对很多 “变异” 现象进行了描写与分

析， 但总体而言基本都限于共时层面， 这样虽然可能达到 “知其然”， 但是对其

“所以然” 却往往关注不够， 或付之阙如， 从而未能对语言现象形成全面完整的

认识。 华语的历时考察， 特别是对其形成之初基本面貌的了解和认识， 往往会给

某些语言现象的 “所以然” 提供一种解释， 而这样的解释必然有助于更加深入全

面地了解和认识当今的某一或某些现象。

比如， 我们注意到， 当今东南亚华语中， 有些词的感情色彩与普通话不同。

９６２

①
②

③

此例前用 “分别”， 后用 “区别”， 正说明二者词性及意义完全相同。
按现在的一般认识， 当今的台湾现代汉语与东南亚华语一样， 都是早期国语的变体， 二

者平行承继了后者中 “分别” 一词的意义和用法， 不存在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
邱克威： 《论 “华语” 与马来西亚华语的研究》，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 ２０１２ 年总

第 １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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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毙命”， 《现代汉语词典》 （第 ７ 版） 的释义是 “丧命 （含贬义） ”， 而这

样的感情色彩在当今华语中并不存在， 它基本都是在中性义下使用的。 例如：

（６６） 该女童昨早约 ７ 时睡醒后发现全家人不在， 打开阳台爬上塑料椅

探头时， 不慎失足从 １７ 楼直坠而下毙命。 （马来西亚 《ｅ 南洋》 ２０１８ ９ １４）

此词当今的这种用法， 其实正是延续了早期的使用习惯， 早期的相同用例如：

（６７） （学生） 即晕于地， 旋舁入医院调治无效， 因而毙命， 现在联合会

公议在会内与古太一同时开会追悼， 以示崇拜。 （ 《新》 １９１９ １０ ２８）

早期华语之所以如此， 那是因为早期国语中此词就是这样用的。 例如：

（６８） 学生昨晨出发巡行街市时， 饮食难进， 炎日之下跪起匍匐， 身强

者头昏目眩， 身弱者精竭力疲。 竟有一师范学生某， 于赴道署时在院西大街

当场毙命， 临绝时犹大呼救国不止。 （ 《申》 １９１９ ６ １７）

第三个关键词是 “正确定位”。 这主要是针对具体研究中的一些偏差而言的。

当下的华语研究中， “变异” 是一个常用词， 而一般论者所说的 “变异”， 基本都

是着眼于跟普通话的对比， 即对那些与后者不同的意义、 形式或用法， 往往都名

之曰 “变异”。 其实， 在我们看来， 如果着眼于历时， 这样的 “变异观” 差不多

正好是颠倒的： 当今华语与普通话都由早期国语发展而来， 但是普通话的发展变

化远比华语更大、 更多， 所以， 二者之间的很多差异， 对华语而言是继承与维

持， 对普通话而言才是发展与变异。 这一点， 只要稍一结合历时的考察， 就非常

清楚。 比如， 李玉红、 方清明指出， 普通话中 “事迹” 只具有积极语义韵， 而马

来西亚华语里此词则包含积极、 中性、 消极三种语义韵， 而这也就是其所说的马

来西亚华语名词语义韵的变异表现①。 其实， 华语之所以如此， 不是因为其 “变

异”， 而恰恰是因为其 “不变” 所致。 早期国语中， “事迹” 以下这样的消极语义

韵用例并不罕见：

０７２

① 李玉红、 方清明： 《马来西亚华语名词语义韵变异现象考察》， 《华文教学与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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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杨许等五人反复不悛， 屡次称悔而屡次受人指使为此败德不法之

事。 其所犯诈财诽毁伪造印章及诬告等罪， 事迹昭彰， 情节极劣。 （ 《申》

１９１９ ８ ２７）

至于中性义用法， 那就更为常见了。 例如：

（７０） 法文西剧 《国王之葡萄架》， 其剧中事迹发生于法王鲁意十五时。

（ 《申》 １９１９ １２ ５）

早期华语完全延续这样的用法。 例如：

（７１） （某甲） 且晚间非与某某到某等街某火轮公司叉麻雀， 即到某街某

娼寮打茶围……名誉之恶劣， 众人咸知， 前曾有某君投函贵报， 将其事迹宣

告。 （ 《新》 １９１９ １０ １５）

（７２） 今日新片有中国事迹 （ 《新》 １９２０ １ ３０）

我们曾经对台湾现代汉语中 “事迹” 一词的意义及用法进行过调查①， 结果

与上述华语的情况完全一致， 均与普通话形成鲜明对比， 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

“变” 的确实是普通话， 而不变的则是新马华语及台湾现代汉语。

以上讨论的是新马华语早期样貌研究对华语共时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下面我

们再简单讨论其对华语历时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在这方面， 主要表现在对马新华

语史的研究上： 这一研究本身就是对该史的知识建构。 如上所述， 徐威雄提出

“马新华语史” 的概念， 但是其立足点并不在语言本身， 而是从历史、 文化等角

度讨论本地华语的奠定原因和条件等②， 因此还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史研究。

另外， 其所形成的基本认识 （特别是华语形成以及发展的阶段划分） 一时也难成

定论， 至于其他学者虽偶有表述， 但也都语焉不详。 总之， 马新华语史基本还是

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 李宇明认为， “大华语” 研究还处在 “观念萌生、 资料

１７２

①
②

刁晏斌： 《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对比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第 ４７ 页。
徐威雄： 《马新华语的历史考察： 从十九世纪末到 １９１９ 年》，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

２０１２ 年总第 １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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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 的初始阶段， 很多判断还都是感性的， 因此很多命题最好作为 “假说” 来

看①。 在我们看来， 上述的马新华语史， 目前基本也是停留在 “假说” 的层次与

范围， 而相关研究能够使假说变为现实， 使马新华语史由一个空洞的指称形式到

具体的研究内容、 研究领域的必由之路， 因此对后者而言， 其意义和价值自不

待言。

我们认为， 在这方面， 可以采取 “两步走” 战略。 第一步， 就具体的问题进

行多角度、 多方面的研究， 大致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对某一或某些现

象进行自下而上或从上到下的调查研究， 前者是指由当今入手梳理其来龙去脉，

而后者则是理清其由早期到当下的发展线索； 二是由一种媒体或某一类语料入

手， 进行某一特定阶段语言状况的调查， 在此基础上， 再进行不同阶段之间的对

比， 从而构筑一个相对完整的史的链条。 第二步， 是在第一步的基础上完成马新

华语史的建构， 以及在该史框架下的进一步研究， 最终目标则是开辟新马华语研

究的一个独立的分支领域， 而这也是为全球华语史的建构做出切实的贡献。

（二） 对普通话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郭熙指出， 华语的研究， 尤其是着眼于空间纬度推移上的华语研究， 将是我

们观察汉语标准语的一个重要窗口②。 我们认为， 着眼于时间维度推移上的华语

研究， 同样也是观察标准汉语即普通话的一个重要窗口， 特别是观察其历时发展

变化的重要窗口， 而本项研究对普通话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主要就表现在历时

方面。

刁晏斌指出， 普通话研究也应以台港澳语及海外华语为视角， 而由此为其历

时研究带来的效益， 是有助于理清百年汉语的发展线索， 有助于进一步明晰普通

话形成及发展的过程， 有助于具体现象的历时研究③。 现在重新思考这一问题，

我们认为， 早期华语历史样貌的梳理与研究， 至少会给 “普通话史” 带来以下的

帮助：

２７２

①
②
③

李宇明： 《大华语： 全球华人的共同语》， 《语言文字应用》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郭熙： 《论华语研究》， 《语言文字应用》 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
刁晏斌： 《论普通话研究的国语 ／ 华语视角》， 《华文教学与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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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由于早期华语与早期国语具有上述巨大而普遍的一致性， 所以研究前

者基本上也就是在研究后者， 因此了解和掌握了早期华语的基本样貌， 也就基本

上掌握了早期国语 （或者称之为 “早期普通话” ） 的基本样貌， 而这对二者来

说， 都是其历时发展的起点， 同时也都是其史的研究的第一步。

比如， 早期华语中， 动词 “发生” 的意义比较广泛， 能够搭配的对象众多，

具体的用例如：

（７３） 广州新发生之外国银行 （ 《新》 １９１９ １０ １）

（７４） 陈氏近日在厅， 因久失自由， 因而发生胃病。 （ 《新》 １９１９ １０ ６）

这样的用法不见于今天的普通话， 那么早期国语中情况如何？ 稍做调查， 我

们就会发现， 其与早期华语用法完全相同， 比如以下是基本可以与以上二例相对

应的形式：

（７５） 雷发生式银行发生于十九世纪的中叶， 当时犹太人用极高的利息

盘剥农民， 农民既没有信用可以借得到低利息的资本， 所以不得不俯首帖耳

忍受这个痛苦。 雷发生见了这个情形， 所以特地办了一个银行来救济他们。

（ 《解放与改造》 １９２０ ３ １）

（７６） 他知道病从口入， 从前吃鬼不慎， 常常发生胃病， 受累非浅。

（ 《红杂志》 １９２４ 年第 ２ 卷第 ４４ 期）

翻看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检索的前几页， 就看到很多可以与 “发生” 搭配使

用的词， 如 “感慨、 感想、 问题、 幻想、 文明、 风潮、 结果、 美感、 联系、 群

众、 兴趣、 影响、 希望、 爱情、 不满、 痴想、 互斗、 分立” 等。

第二， 对比早期华语与当今普通话， 能够发现或明确后者发生了哪些、 什么

样的变化， 即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史的研究线索。 以上我们讨论的 “事迹” 与

“发生” 都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以下再举一个指示代词 “这” 的例子。

早期华语中， “这” 经常直接附着在其所指示的词语前边， 构成 “这＋名词”

的形式。 例如：

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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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 使得看书的人， 见了这凡例， 便知道这书的内容， 将这书的宗旨

组织， 统统都理会得了以后再看这书， 便心领神会， 再没扞格不通、 错解误

会的病了。 （ 《新》 １９１９ １０ １）

当然， 这一形式也并非东南亚华语所独创， 依然是来自早期国语的， 后者的

相同用例如：

（７８） 诸君要想懂个透彻， 请把这书仔细考查。 （ 《申》 １９１９ １１ １５）

当代普通话中， 除了一些单音节名词可以与 “这” 组合成凝固或半凝固单位

（如 “这人、 这事、 这话” ）， 该形式从总体上说基本处于退隐状态， 而由此就提

示我们， 可以而且应当从史的角度， 对其由显到隐的过程进行考察与分析。

第三， 早期华语有时会给确定某一或某些形式的来源提供一定的线索或佐

证， 对史的研究而言， 这自然也具有极大的意义。 比如， 现在 “有” 经常用于动

词或动词性词组之前， 构成 “有＋ＶＰ” 形式， 这一现象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已有

不少研究成果问世。 这一形式虽然古已有之， 但并不具有太大的能产性， 所以近

代以来逐渐萎缩。 当代普通话中， 该形式重新活跃起来， 一般的认识是与台湾现

代汉语的影响有直接关系， 但是对其到底来自何处， 人们的意见却并不一致。

早期华语中， “有＋ＶＰ” 形式比较常见， 以下是同一天报纸中的两个用例：

（７９） 闻该会每拜三晚， 都有请人演说， 想往听者必不乏人也。 （ 《新》

１９１９ １０ ３）

（８０） 上礼拜六日， 本埠有接到太平洋沿海岸之消息。 （同上）

李如龙指出，进入中国港澳通语的是粤方言词，进入中国台湾通语的是闽方言词，进

入新马通语的闽语词多、 粤语词少， 进入泰国华语的主要是闽语潮州方言词①。

把以上事实与这一认识结合起来， 再加上一些已有关于这一形式来源的表述， 我

们对当代普通话中 “有＋ＶＰ” 的来龙去脉就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即大概率

４７２

① 李如龙： 《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新视野———读 〈全球华语词典〉 》， 《辞书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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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闽南话进入华语 ／ 国语圈， 然后再随中国改革开放后 “引进” 的大潮， “北

上” 进入普通话圈。

总之， 对于普通话的历时发展及其研究而言， 早期华语研究无疑为它打开了

一扇窗户， 提供了一个新的历时观察角度、 一种新的问题发现路径， 甚至是一种

新的研究模式。

（三） 对全球华语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把新马华语早期样貌研究定位为马新华语史的基础性工作， 换言之， 这

一研究是马新华语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由此， 也就使得这一研究具有了全球华

语史的意义和价值。

“全球华语史” 是刁晏斌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 具体指 “以全球华语的历史

发展演变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全球华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它也是整个汉语 ／

华语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全球华语史的核心内容就是全面考察全球华语的发展演

变， 分析和解释造成发展演变的内部及外部原因， 在此基础上， 再对其发展演变

的规律加以总结①”。 我们把这一分支学科的意义和价值归纳为以下几点②：

其一， 确立一个观念视角， 由此可以进一步强调历时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

性， 并最终使之成为全球华语及全球华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 充实和丰富全球华语及全球华语学的内涵；

其三， 加强全球华语学的理论建设。

毫无疑问， 马新华语史是全球华语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一视角下来

看前者的研究，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 二者的研究内容重叠。 马新华语史的研究内容可以完全归入全球华语

史研究之中， 成为它的一部分内容。 中国的早期国语首先在新马等东南亚地区传

播， 而海外华语也首先在此地形成，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 马新华语史就是

全球华语史的开端和前端， 因此对前者的研究自然也就是对后者的研究。 如果从

比较狭义的 “史” 的研究而言， 以及着眼于当前的实际 （全球华语史基本还停留

５７２

①
②

刁晏斌： 《论全球华语史及其研究》，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 《全球华语》 ）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刁晏斌： 《论华语研究的拓展与加深》， 《华文教学与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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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构想” 阶段）， 甚至前者可以认为是后者的 “第一桶金”， 因此其意义和价值

不言而喻。

第二， 马新华语史研究是全球华语史研究的 “小样”， 而后者则是前者的

“放大”。 二者在理论基础、 研究方法甚至呈现方式上， 都具有很高程度的一致

性； 但是因为研究范围及对象均有大小与多少之别， 所以二者必然还会有较大的

差异。 就后者而言， 李宇明指出， “大华语拥有多个华语变体， 最重要的是大陆

的普通话、中国台湾现代汉语、中国港澳华语、新马印尼文莱华语等，北美华语正在形

成， 欧洲华语略有雏形①”。 从重要变体 （已经形成） 到 “正在形成”， 再到 “略

有雏形”， 反映了全球华语在不同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而由此也构成了一

个完整的宏观 “连续统”。

第三， 马新华语史研究是全球华语史研究的 “试点”。 上一点说明， 马新华

语史与全球华语史是 “小样” 与 “放大” 的关系， 而这也就意味着， 前者有可能

成为后者的试验性研究， 后者一方面既可以吸收其成功的经验， 也可以避免其有

可能走的弯路； 另一方面， 随着研究范围与对象的扩大， 原有的理论与方法可能

也会表现出某些局限性， 此时则会促使后续研究不断尝试使用新的理论与方法，

而这也是 “试点” 的应有之义。 例如， 孙德平运用 “柯因内化” 理论②， 根据柯

因内化的过程、 阶段及其语言特征， 认为海外华语处于柯因内化的不同时期， 包

括处于柯因内化前期的成长型华人社区共同语， 此时尚未形成成熟的柯因内语即

华语 （例如欧洲、 美洲、 大洋洲、 非洲及部分亚洲华人社区的语言）， 以及处于

柯因内化后期、 已经形成成熟柯因内语的成熟型华人社区 （如东南亚） 的华

语③。 孙文对处于柯因内化前期的英国华人通用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 归纳

出它的四个特点， 并且指出这一研究有助于弥补学界对柯因内化前期海外华语特

６７２

①
②

③

李宇明： 《大华语： 全球华人的共同语》， 《语言文字应用》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作者指出， “柯因内化” 是指一个因语言接触而导致的比较迅速、 有时是剧烈的变化过

程。 在该过程中， 一种语言中可相互通话的几个变体在一定的环境下， 经讲话人的接触， 产生该

语言的新变体———柯因内语。
孙德平： 《柯因内化前期海外华语特点研究———以英国华人社区华语为例》， 《语言研

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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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研究之不足， 有利于从全球化的角度来揭示海外华语的共性， 也便于用发展的

眼光看待海外华语的特点。 很显然， 柯因内化理论为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

一方面， 柯因内化的不同阶段也是华语发展的不同阶段； 另一方面， 像新马华语

这样成熟的华语变体自然也是柯因内化的结果。 所以， 这一理论应该而且可以用

之于全球华语以及全球华语史的研究之中。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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