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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首先以 “晋升” 一词为例， 对华语 “舍小取大” 现象进行分析与说明； 然后由此延及普通

话， 分析其中的同类现象及表现； 最后落脚在由该现象看华语及其研究与普通话研究的关系， 认为由前者

可以反观甚至反哺后者， 具体则包括 ２ 个方面： 华语是观察普通话的重要窗口； 华语研究是普通话研究的

重要参照。 本研究旨在强调以往相关研究中不甚注意甚至有所忽略的一个方面： 华语研究如何反哺普通话

研究以及普通话研究怎样借力华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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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说的 “华语”， 按当下相关研究的

一般习惯， 主要是指东南亚的新马华语， 我们主

要立足于此来展开本研究的论题。
所谓 “舍小取大”， 指的是在具体的词汇运

用中， 用语义内涵及使用范围等较大的词 （大
词） 来代替表义具体、 使用范围相对较小的词

（小词）， 这是华语词汇及其使用中极具特色的

一种现象［１］。 这里的 “大词” 与 “小词”， 是借

鉴了郭熙所用的概念［２］。
在本研究之前的该现象系列研究中， 我们已

经对该现象的内涵及外延、 一般表现及产生原因

以及研究意义和价值等， 都进行了阐述与说

明［１，３］， 此外， 我们还列举了较多的实际用例，
对其进行相对较为充分的解释与说明， 比如使用

范围广泛、 与英语 ｔａｋｅ 有 明 显 对 应 关 系 的

“拿”， 来自中国早期国语、 表示 “开始 ＋ 动作

（如开展、 开赛、 开讲、 开跑、 开售）” 等义的

“开幕”， 能够替代很多具体量词的泛用量词

“个” 以及广泛用于由小到大、 由少到多发展变

化的 “增加” 等。 比如 “增加”， 方清明、 温慧

雯谈及， 在泰国华语中， 只要表示 “高、 上涨、
强” 的趋势， 就可以使用该词， 因此它与 “增
长、 增强、 增添” 等动词的语义有所重叠纠葛，
渐渐挤占这些词的使用空间［４］。 其实， 这就明

显指出， “增加” 在泰国华语中已经成为一个大

词， 在具体的使用中经常取代 “增长” 等。 相

比之下， 后者就成了小词， 而这样的替代也就是

我们所说的 “舍小取大” 现象。

　 　 一、 从 “晋升” 一词看华语
“舍小取大” 现象

　 　 其实， 与上述 “增加” 相类似的还有其他

很多词， 以下再以动词 “晋升” 为例， 来作进

一步的说明。
“晋升” 一词， 《现代汉语词典》 （第 ７ 版，

下简称 《现汉》） 释义为 “提高 （职位、 级别：
～中将 ｜ ～ 一级工资）” ［５］６８２； 《全球华语大词

典》 释义为 “提高职位或级别： ～ 官职 ｜ ～ 一

级工资” ［６］７９５。 前者释义与当代普通话语用实际

一致， 而后者释义则与当今新马华语的实际使用

情况有一定的差距。 具体而言， 华语的 “晋升”
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上述 “增加” 的同义词

或等价物， 并且能够用于多种不同场合、 表示多

种不同的意义。
以下用例中， “晋升” 分别与不同的词对应

使用， 由此可见其意义并不单一：
（１） 他认为， 中国升息猛烈打击今天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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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走势， 只不过是一个藉口； 这也可从区域股市

普遍上扬， 包括中国的股票市场也在晋升， 唯独

吉隆坡综合指数面对下滑的迹象看得出来①。
（２） 事缘白金市场有拟推出交易基金之说，

导致其价格大幅度飙升， 由 １ ２５０ 美元晋升至近

１ ４００ 美元的水平， 间接也提升黄金， 至于其持

续性如何， 有待商榷。
（３） 而在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杪为止的现有总

贷款， 也晋升 １１. ７％至 ６ ８５９ 亿令吉， 比较 ２００７
年杪增加 ６％至 ６ ４４２ 亿令吉。

以上 ３ 例中， 例 （１） 中 “晋升” 与 “上

扬” 同义相对， 与 “下滑” 构成反义， 其意思

是非常明确的， 即同于 “上扬”； 例 （２） 中分

别使用了 ３ 个 “升” 族词， 而它们表达的基本

意思应该也是相同的； 例 （３） “晋升” 与 “增
加” 并用， 意思相同， 而后者应该是 “提高”
的意思。

我们所见， 华语中 “晋升” 表示 “提高”
意思的用例比较常见， 可以用于对不同主体或客

体的陈述。 例如：
（４） 这也是 ５ 个月以来， 出口量首次晋升。
（５） 在中国， 煤炭进口在今年上半年就晋

升了 ５８％ 。
（６） 然而， 金价在极短时间内晋升至 ６３０

美元以上， 并不为消费需求所接受， 随着原油价

格回落至 ５０ 美元， 金价遂回跌至 ６２６ 美元而呈

徘徊状。
（７） 财力渐趋于改善的菲律宾从 １１ 国中脱

颖而出， 窜居于首位， 从去年 （２００６） 迄今， 已

晋升了 ４％达到 ３７％ 。
（８） 按照过去惯例， 公务员每两年考核一

次， 通过后工资晋升一个档次。
（９） 他们的比喻， 他们的技巧和信念， 都

源自日益晋升的自我表达要求、 政治权力认知和

自由意识。
有时， “晋升” 与 “升格” 构成同义关系，

以下 ２ 例可以为证：
（１０） 承认玛拉工艺学院的文凭与学士学位

相等、 把玛拉工艺学院的讲师提升至大学讲师的

水准， 以及将玛拉工艺学院晋升为大学。
（１１） 前首相马哈迪在一场玛拉工艺学院同

学会集会上， 宣布将玛拉工艺学院升格为大学。
以下各例均可作如是观：
（１２） 他披露， 浮罗交怡刚在今年 ６ 月 １ 日

晋升为地质公园， 而吉打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马哈

兹卡立将在今晚为地质公园主持正式的推介礼。
（１３） 只要州政府积极开拓更多旅游景点，

马六甲所存在的潜质能够让它有资格晋升为世界

级著名的旅游胜地。
（１４） 在过去 ５０ 年， 马来西亚已从一个发

展中国家晋升为工业国。
有时， “晋升” 理解为 “上升” 可能更加顺

畅、 自然。 例如：
（１５） 李竟荣黄金价格晋升至多个月来的高

峰， 完全是投资需求的功劳， 消费需求则靠边

站， 即使有需求也是趁价格下跌时作突发性的吸

纳而已。
此例中， “晋升” 与 “下跌” 反义相对， 可

以证明前者即为 “上升” 义。 再如：
（１６） 被炒作的股项经过两三天的晋升后，

股价通常会稍微回软， 以让一些玩对敲 （ ｃｏｎ⁃
ｔｒａ） 的投资者离场。

（１７ ） 另 一 位 Ｒ＆Ｂ 歌 手 Ｎｅ⁃Ｙｏ 的 单 曲

《Ｃｌｏｓｅｒ》 排在本周第九， 比上周晋升了一位。
（１８） 据悉， 郭静这次酬劳比年初其拍的某

镜片广告翻涨一倍， 晋升 ７ 位数， 赚进人生第一

个百万。
有时， “晋升” 描述的仍为由低到高的发展

变化， 但是却不太好 “翻译” 成上述各词。 比

如， 在以下用例中其与 “成为” 就表达了完全

相同的意思：
（１９） 这项两年一度的盛会至今已经举办了

六届， 通过多届主办国政府的鼎力支持以及全球

多个国家代表的积极参与， 世界华商大会已晋升

为国际知名的盛事之一。
（２０）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已经成为国际知

名的研究学府， 学生人数从三年前的 ５０ 人， 增

３６

① 本研究华语用例均取自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东南亚华文媒体语料库”， 该语料库收录新马泰 ３ 个国家共 ８ 家
华文媒体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年间的语料， 总文本数为 ３４３ ９７８ 个， 共 １８１ ７９９ ３９５ 字次。 为节省篇幅， 凡取自该语料库的用
例不再加标出处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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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到现在的 ２２０ 人。
同样的用例再如：
（２１） 今年 ４ 月， 艾马尔公司宣布， 迪拜塔

已晋升世界最高建筑。
（２２） 昨天好姐妹阿 Ｓａ 蔡卓妍出言挺阿娇，

称阿娇一向投资有道， 最近更晋升为炒楼高手，
所购买的物业全面升值。

此外， 在具体的语境中， “晋升” 有时还跟

其他动词构成同义替代关系。 例如 （我们根据

华语一般表达习惯， 把相对应的词在句末列

出）：
（２３） 在整个广场的欢呼下， 瓦德贝尼托终

于冲破了 ２４ 小时的大关， 除了刷新世界纪录，
也让他晋升健力士纪录榜。 ———进入

（２４） 目前的笔记电脑都已经晋升使用视窗

Ｖｉｓｔａ， 但迷你电脑却选择采用视窗 ＸＰ， 记忆容

量也比较小。 ———升级

（２５） 不过， 这支球队要突破群雄， 晋升复

赛圈， 相信还是有些困难的。 ———晋级

有时， “晋升” 在具体语境中较难指出其与

哪个已有词相当， 这或许可以看作此词因经常取

代其他词而在意义上的进一步发展变化。 例如：
（２６） 新加坡前内阁部长林金山在李资政 ８０

大寿上也献上了祝贺， 除了表示欢迎李资政晋升

８０ 大寿， 林金山也讲述了当年和李资政一起奋

斗的情况。
（２７） 马来西亚扶助土著商家晋升汽车工业

的政策， 被滥用甚至于必须加以检讨的窗口。
至此， 我们大致可以借由 “晋升” 一词的

使用情况， 对华语 “舍小取大” 现象作一小结：
１． 所谓 “舍小取大”， 是一种同义替代现

象， 最常见的情况是发生在包含共同语素的同族

词之间， 经常作为取代者使用的词渐成大词。
２． 大词对小词的取代只发生在一定的语境

和一定的范围内， 换言之， 这里的 “舍” 一般

只具有相对性而不具有绝对性， 即在某些语境中

被取代， 而在其他语境中则仍在使用。
３． 该现象造成某词的语义内涵及使用范围

拓展， 并且促生一些与 “传统” 用法有所不同

的组合形式。
４． 发生词汇替代后， 有较强的语境依赖性，

有时表义具有不确定性或模糊性。
华语中 “舍小取大” 现象确实比较普遍，

我们在本系列的其他论文中， 也都分别进行了举

例说明。 另外， 不仅仅是新马华语， 如果我们再

扩大调查范围， 就会发现在整个非普通话区， 很

多词的使用均有相同的表现，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

成为它们的共性表现。

　 　 二、 普通话的 “舍小取大” 现象
及其表现

　 　 由华语中比较普遍存在的 “舍小取大” 现

象， 自然引出以下一个问题： 普通话中有无相同

或相似现象？ 如果仅就以上列举的现象来看， 答

案基本是否定的， 因为普通话大、 小词的界限往

往比较分明， 具体表现是大词大用、 小词小用，
在非修辞性的使用中， 似乎不太会小词大用或大

词小用。 正因为如此， 所以普通话才与华语形成

比较明显的差异， 由此也显示了前者在一定程度

上具有与后者不同的词汇使用特点和规律。 但

是， 我们由此是否就能得出普通话一概排斥

“舍小取大” 现象的结论？ 答案也是否定的， 因

为反观普通话中词的使用实际， 确实也有一些类

似的甚至更具典型性的表现①。
比如， 在量词研究中， “个化” 是很早就提

出的一个概念， 它指的是个体量词 “个” 越界

使用， 取代其他量词的现象［７］６２， 而站在本研究

的立场和角度， 这其实就是一种 “舍小取大”
现象。 “个化” 这个概念一经提出， 就引起学界

关注， 不时有人讨论， 如戴婉莹、 孙汝建、 薛

健、 王重阳等［８ － １１］， 有人表示赞同， 也有人明

确反对。 其实， 在个体量词的使用中， 以 “个”
替代跟某些名词形成固定搭配的其他量词的用法

早已有之， 我们曾在早期国语中看到不少这样的

用例， 如 “一个医院、 一个手表、 一个车” 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类似的用例也并未完全

消失， 例如：

４６

① 我们就此完成一篇论文 《由舍小取大现象看国 ／华语圈的共性特征和个性差异》， 将于 《国际中文教育》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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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周总理赠款给柬艺术学校　 并赠医疗

品给两个医院　 （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６ － １２ － ０７）
（２９） 时间　 前幕后两个来月， 余志芳等已

受完训。 地点 　 某城外关厢的一个公私合营商

店。 （老舍 《女店员》）
（３０） 罗大方从书柜上搬下一个考究的留声

机。 （杨沫 《青春之歌》）
其实， 这也就是人们一直关注 “个化” 现

象并不断进行讨论的客观原因， 可以设想， 如果

该现象已经退隐， 一般就不大会引起人们的关注

了。 进入新时期以来， 这样的用例仍时有所见，
甚至还有增多的趋势， 例如：

（３１） 统计数字可以显示一个医院去年至今

的发展趋势， 各个医院都可据此制定合理的发展

目标。 （ 《都市快讯》 ２００３ －０３ －０１） ———家、 所

（３２） 海立股份近日已有 ３ 个涨停， 第一铅

笔也有 ２ 个。 这 ２ 个股票 是近日上海本地股的

领头羊。 （ 《文汇报》 ２００３ － ０６ － １８） ———只

（３３） 肯尼亚西部城市埃尔多雷特一个教堂

１ 日遭人为纵火， 至少造成 ５０ 名正在教堂内躲

避骚乱的人死亡。 （ 《福建日报》 ２００８ － ０１ －
０３） ———座

特别是在口语和口语性的作品中， 这样的用

例更为常见， 例如：
（３４） 那会儿一个自行车儿啊， 满拆满卸工

钱才四毛钱， 再卖他点儿零儿八碎的， 反正这一

个车就盯一， 一块多钱哪。 （ＣＣＬ 语料库·１９８２
年北京话调查资料） ———辆

（３５） 里面盖了一个房子， 一个平房。 ……
然后养了十个狗。 各个不同的方位全都有狗。 每

个狗都被关在铁笼子里边。 （张抗抗 《百家讲

坛·写作与生活的关系》） ———座、 条 ／ 只
普通话中， 比 “个化” 现象更典型的 “舍

小取大” 表现， 大概非 “搞” 和 “抓” 莫属了。
台湾学者亓婷婷指出， “搞” 和 “抓” 这两个动

词在大陆普通话中使用范围相当广泛， 从抽象的

权柄、 劳动， 到具体实物， 都可一贯使用［１２］。
这无疑就是指用更具包容性、 表示泛化、 抽象动

作义的动词 “搞” 和 “抓” 来取代具体语境中

使用的具体动词。
特别是 “搞”， 号称 “万能动词”， 在 “搞

关系、 搞权术、 搞研究、 搞农业、 搞语法” 中，

大致分别相当于 “拉、 玩 （弄）、 做、 从事、 研

究” 等， 我们对此曾经作过专门讨论［１３］２６９ － ３１１。
以下再以讨论不多的 “抓” 为例， 对此作进一

步说明。
《现汉》 中， “抓” 列出一个 “加强力量做

（某事）、 管 （某方面）” 义［５１７１７。 可以认为， 此

义的 “抓” 就是一个大词， 具有上引亓文所说

的功能， 在当下的 “政治 ／工作语言” 中极为常

用。 例如：
（３６） 全州党员干部职工积极下沉， 把 “问

需于民” 抓细抓小， 把 “服务为民” 抓紧抓实，
把 “永久惠民” 抓常抓长。 （ 《贵州日报》 ２０２１ －
１２ －０３）

（３７） 严格落实 “一把手” 领办制度， 带动

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 分管领导牵头抓、 责任

处室具 体 抓、 综 合 部 门 协 同 抓 的 工 作 机 制。
（ 《内蒙古日报》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０７）

（３８） 各地党委政府抓农业稳基础、 抓工业

保增长、 抓三产促消费、 抓项目攒后劲、 抓县域

强支撑、 抓安全促稳定。 （ 《黑龙江日报》 ２０２１ －
１２ －３０）

以上各例中的 “抓” 在表义上具有非单一

性， 这一点首先可以从与之相对使用的其他单音

节动词来了解和认识。 例如：
（３９） 全面覆盖就是坚持有形覆盖和有效覆

盖相统一， 既抓 “关键少数”， 又管 “绝大多

数”。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０４）
上引 《现汉》 释义中 “加强力量做” 和

“管” 并列， 首先就说明此词兼有此二义， 而上

例 “既抓” 与 “又管” 互用， 正是最好的证明。
（４０）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干革命、 搞建

设、 抓改革， 目的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

活。 （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０９）
此例中 “干” “搞” 和 “抓” 可以互换，

三者同义。 在现实的使用中， “抓革命” 虽然已

不常见 （ “文革” 及以前极为常用）， 但 “抓建

设” 却比较多见。
以下各例中， “抓” 也都有具体语境中相对

应的同义词：
（４１） “十三五” 时期我国自然资源领域抓

生态、 促经济、 保民生， 三管齐下助力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新华网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３０）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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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大安市着眼群众 “急难愁盼” 问题，
抓治理、 强服务、 解难题， 切实把党史学习教育

转化成为民服务的成果。 （ 《吉林日报》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０８）

（４３） 我省从 “保基本、 抓源头、 重预防”
入手， 大力做好出生缺陷综合防控项目、 适龄女

生 ＨＰＶ 疫苗免费接种工作等民生实事。 （ 《南方

日报》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０９）
（４４） 从抓公款购买月饼、 公款购买贺卡到

纠治 “舌尖上的浪费” “车轮上的铺张” ……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１０）

（４５） 破瓶颈： 抓 “硬核” 攻 “关键” 　
（新华网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２０）

以上各例中， “抓” 与加下划线的词大致都

可以互换， 比如例 （４４） 的 “纠治”， 例 （４５）
的 “攻” 等， 而这也说明它们的意思基本相同。

这样， 如果把以上与 “抓” 基本相当的词

放在一起， 大致可以得到此词主要的表义和使用

范围①。
在通常情况下， “抓” 并未与上述相对应各

词共现， 此时大致就可以认为是 “舍小取大”，
而在具体理解时往往可以结合语境 （主要是其

所带宾语） 按上述表义范围进行 “ 还原”。
例如：

（４６） 分管区领导半月一调度、 一月一通

报， 具体抓、 抓具体、 全程抓。 （ 《黑龙江日报》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１７）

（４７） 以 “节点” 为 “考点”， 扛起抓作风

抓纪律的政治责任， 聚焦 “关键少数”， 一级抓

一级、 层层抓落实。 （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１ －１２ －２８）
（４８） 通过采取有效措施， 进一步把理论武装

工作抓常抓深抓实。 （ 《学习时报》 ２０２１ －１２ －２９）
（４９） 只有拧紧螺丝、 上紧发条， 抓反复、

反复抓， 才能不断巩固落实八项规定的成果。
（人民网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２９）

有时， “抓” 所表达的意思更加复杂， 而这

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们在上述归纳中提到的

“不确定性或模糊性”。 例如：
（５０） 贺华作为新任靖边县委书记， 也很想

抓几个大生产的模范典型人物， 大张旗鼓地予以

宣传。 （ 《解放军报》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０２）
按， 此例中的 “抓” 固然可以还原为 “培

养”， 但是如果按 “发现” “选拔” 等来理解，
大概也相去不远。

上文提及， “抓” 主要在 “政治 ／工作语言”
中使用， 其实除此之外它也在一定程度上 “超
范围” 使用。 例如：

（５１） 缺铁性贫血该怎么补铁？ 专家： 吃药

食补两手抓。 （人民网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３１）
在当代普通话中， “舍小取大” 现象似乎更

加常见。 除自源性用例外， 也有不少是他源性

的， 后者如音译词 “拜拜” 的意义发展及使用

情况， 就很有典型性。 《新词语大词典》 对此词

的释义为： “①再见。 ②引申指与人断绝关系，
中断交往。 ③不再参与某事。 ④不再使用原有的

东西。” ［１４］２７ 此外， 它还有 “告别、 离开或结束

（某种关系、 交往、 过程或某个时段）、 消失”
等义［１５］２５７ － ２５８。 其实， 所有这些意义都可以看作

一个 “基义” 下的 “语境义”， 而这也就等于

说， 是以 “拜拜” 取代了具体表示某一意义

的词。
直到现在， 这些意义大多还在使用， 例如：
（５２） 不应鼓励孕妇喝咖啡， 如果准妈妈决

定暂时跟咖啡拜拜也应该支持。 （ 《北京青年报》
２０１８ － １０ － １３）

（５３） 火箭少女 １０１ 成团 ６ 个月以来不断活

跃在大众视野， 而 《横冲直撞２０ 岁》 的录制环境

不仅要 “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 还要 “拜

拜手机 ｗｉｆｉ 朋友圈”。 （环球网 ２０１８ －１２ －０３）
（５４） 食物不乱吃， 晚上不熬夜， 水果和蔬

菜， 营养要全面。 每天多喝水， 运动不偷懒， 增

强抵抗力， 疾病全拜拜。 （人民网 ２０２０ －０２ －１７）
（５５） 赛麟老板跑路， 博郡停摆， 拜腾 “拜

拜” ……今年以来， 造车新势力淘汰赛明显加

速。 （ 《经济日报》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３１）
（５６） 健康吃， 开心动， 就能跟胖嘟嘟说拜

拜了。 （新华网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１４）
（５７） 向 ２０２１ 年拜拜， 向 ２０２２ 年招手 　

６６

① 其实， 这还远非 “抓” 的全部意义和最大范围， 比如在具体的语境中， 它还经常表示 “负责” 的意思， 如
“这件事一直是他在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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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新闻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０２）
类似的外来词或受外来词影响而产生的

“舍小取大” 现象并非个案。 再如， 沈怀兴对一

组以当代新词 “酷” （系英语 ｃｏｏｌ 一词的音译）
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开列的此词意义进行归

纳， 一共得到 ４６ 个不同的意义［１６］， 其实也属上

述语境义。 因此， 此词具有如此之多的意义， 也

是 “舍小取大” 现象的一个典型案例。
总之， 按华语 “舍小取大” 现象来 “套”

普通话， 我们确实能够看到， 后者中也有一些前

者较少甚至所没有的同类现象， 而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普通话自身的特色。

　 　 三、 由 “舍小取大” 现象看华语
及其研究与普通话研究的关系

　 　 笔者认为， 由华语 “舍小取大” 现象及其研

究， 可以反观甚至反哺普通话研究。 关于这个问

题， 我们大致可以从以下 ２ 个角度来说明和理解。
１． 华语是观察普通话的重要窗口， 进而可

以对普通话中同样存在的相关问题展开调查研

究。 笔者认为， 研究华语， 考察其与普通话的差

异， 始终应有 ２ 个立足点， 而这也反映了我们从

事华语研究的双重目标： （１） 由普通话看华语。
（２） 由华语看普通话。 目前， 一般的研究多为

前者， 而我们曾经专门撰文讨论后者， 提出普通

话研究的国语 ／华语视角问题， 认为这一视角对

普通话及其研究 （包括共时与历时两个方面）
而言非常重要［１７］。 就华语的 “舍小取大” 系列

研究 （该系列由 ９ 篇论文构成） 而言， 我们立

足于华语与普通话的差异来观察和讨论该现象，
针对的是那些与普通话有所不同的表现。 研究结

果显示， 由华语的独特表现， 一方面可以了解和

认识其特点， 另一方面也可以观察和了解普通话

的某些特点及表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华语 “舍小取大” 现

象是观察普通话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既可以求

同， 也可以求异， 并由此得出不同的认识。
比如 “贡献” 一词， 在华语中的使用范围

较广， 在具体的语境中往往与不同的动词相当，
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大词。 例如：

（５８） 峇眼国阵青年团责问林冠英 １０ 年来

在峇眼选区贡献些什么， 为选民做了些什么。
（５９） 在中国夺下的 ８ 个超级系列赛单项冠

军中， 混双年轻组合鲁恺 ／ 黄雅琼 （３ 次夺冠）
和郑思维 ／ 陈清晨 （２ 次夺冠） 联手贡献 ５ 个冠

军， 男单名将林丹、 男双新秀李俊慧 ／ 刘雨辰和

女双小将陈清晨 ／ 贾一凡也各得一冠。
以上 ２ 例中， 例 （５８） “贡献些什么” 与

“做了些什么” 基本属于互文， 二者表达的意思

无甚差别； 例 （５９） 中的 “贡献” 大致与句中

出现的 “夺下” “夺” “得” 意思相同。
以下各例中， “贡献” 大致都可以看作取代

了表示某一具体意义的其他词：
（６０） 他进一步指出， 服务业为我国总投资

额的最大贡献领域， 服务业共为我国贡献了 ６１７
亿令吉， 或总投资额的 ５４. ４％ ， 其次为工业，
贡献了 ４９５ 亿令吉， 或总投资额的 ４３. ６％ ， 以

及种植及原产业， 贡献 ２３ 亿令吉， 或总投资额

的 ２％ 。
（６１） 廖莫宜表示， 国能计划在 ２０２５ 年，

将绿色能源发电的贡献比重， 从目前的 ２８０ 兆

瓦， 提升至 １ ７００ 兆瓦。 ———占、 占有

（６２） 今年的大马运动会， 槟城武术队总共

赢得 ３ 面金牌、 ４ 面银牌和 ４ 面铜牌， 该院就为

槟州贡献了 １ 金 ３ 银 ３ 铜的奖牌。 ———夺得

（６３）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将于联合国发表

上任后首次演说， 此前他扬言要砍削美国对联合

国贡献的经费。 ———支付 ／ 缴纳

（６４） 在 ２０１９ 年联邦政府预期税收为 ２ ６１８
亿令吉， 当中包括国油贡献的一次性红利 ３００ 亿

令吉。 ———上缴

笔者认为， 例 ６０—６４ 中 “贡献” 用的是外

来移植义［１８］， 即对英语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汉译为 “贡
献”） ２ 个义项的直接借用。 根据 《牛津高阶英

汉双解词典》，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在做动词时有 “给某

物， 尤其是金钱或物品， 以帮助实现或提供某

物” 以 及 “ 增 加、 改 善 或 添 加 到 某 物 ” 等

义［１９］４４２。 例如：
（６５ ） Ｉｎ １８７５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ａｐ⁃

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ｏｎｅ －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ｓｕｐｐｌｙ， ｔｈｅ Ｕ⁃
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ｎｅ － ｓｉｘｔｈ，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ｏｎｅ － ｅｉｇｈｔｈ．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Ａｐｒ． ３０， １９１３） ———１８７５ 年， 英

国贡献了世界供应的一半左右， 美国贡献了六分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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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德国贡献了八分之一。
（６６） Ｓｏｌ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３％ ｔｏ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ｂｙ ｙｅａｒ ２０００. （Ｖａｃｕｕｍ．
ｖｏｌｕｍｅ ２９， Ｉｓｓｕｅ３， １９７９ ） ———到 ２０００ 年太阳

能将为欧洲的能源消费贡献 ３％ ［２０］。
《现汉》 中 “贡献” 一词的释义为： “①拿

出物资、 力量、 经验等献给国家或公众。 ②对国

家或公众所做的有益的事。” ［５］ 受华语上引用例

的启发， 我们也对当代普通话中此词的意义和用

法进行观察， 结果也发现一些超出上述释义范围

的用例。 如：
（６７） 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我国贡

献了全球 １ ／ ４ 新增绿色植被面积。 （人民网 ２０２１ －
１２ －３１）

（６８） 国内核心篮球人口达到约 ７ ６１０ 万，
对场地要求较低的三人篮球项目贡献了其中相当

一部分比例。 （中国新闻网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０１）
（６９） ２０２１ 年 １ 至 １１ 月， 科兴中维、 国药北

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两家新冠疫苗生产企业累计贡

献产值超过 ２ ３００ 亿元。 （新华社 ２０２２ －０１ －０６）
此义的 “贡献” 还经常用于构词， 其中最

为常见的是 “贡献率”。 例如：
（７０） 今年前三季度， 中国服务业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为 ５４. ２％ ， 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重

要基础。 （新华网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３１）
如果与华语比较， 普通话的上述用法在相同

的基础上可能还有以下 ２ 点不同： （１） 使用数

量与范围不及华语。 （２） 表义丰富程度不如华

语。 我们认为， 循着这一线索， 完全可以对当代

普通话 “贡献” 一词的用法发展变化及其来源

等进行调查分析， 从而形成一项很有意义和价值

的研究。
就求异而言， 我们在此前的研究中， 已经用

比较充分的事实证明， 华语 “舍小取大” 现象

主要有三大来源： （１） 受其他民族语言 （主要

是英语） 的影响。 （２） 受当地主要方言的影响。
（３） 继承和沿续早期国语的用法①。 此外， 这一

现象的大量产生，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这

就是华语学习的不完整， 上引郭熙讨论的就是这

个问题［２］， 而我们对此也作过阐述［１］。 由以上

几点， 一方面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华语特点及其

与普通话的差异［２］；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普通话

相对较少受到前述几种因素的影响， 而这才是造

成其与华语差异的根本原因， 由此也反映了其自

身的特点。
除了单纯的 “同” 与 “异” 外， 华语与普

通话之间往往还存在更为复杂的情况， 这就是同

中之异及异中之同， 而借由华语也可以对此产生

新的认识。 比如， 本研究的调查显示， 普通话虽

然基本没有华语中普遍存在的那些 “舍小取大”
用例， 但是也有极具个性特点的同类表现。 据我

们初步观察， 这些现象与华语至少有 ２ 点比较明

显的差异： （１） 涉及的词语数量及覆盖范围不

及华语。 （２） 多具有通俗化与口语化的色彩②。
２． 华语研究是普通话研究的重要参照。 普

通话研究需要不同的参照物及参照点， 而华语研

究无疑是其中的重要一个③。 目前， 华语研究方

兴未艾， 相关成果日渐增多， 因此不但有可能，
而且有必要由此反观、 反哺普通话研究， 从而使

前者发挥更多、 更大的 “溢出” 效应。 以下举 ３
个例子对此进行说明。

其一， 本研究由华语 “舍小取大” 现象反

观普通话， 结果发现这一现象在后者中也是一种

客观存在， 值得进行深入、 全面、 细致地研究，
而其基本目标是弄清以下问题： 普通话中有哪些

词属于大词 （包括固定性的和语篇性的）， 它们

经常取代哪些小词？ “舍小取大” 现象在多大范

围内发生， 其具体的影响或促生原因有哪些？ 普

通话 “舍小取大” 现象与华语有哪些差异， 应

怎样认识它们？ 华语 “舍小取大” 现象往往可

以理出一条动态发展的线索与脉络， 普通话中是

否也是如此， 具体表现如何？ 如果没有对华语该

现象的研究， 自然也就不会从这一角度观察普通

话， 也就不会提出以上问题。

８６

①

②
③

就这 ３ 个来源， 我们分别完成了 《由 “舍小取大” 现象看英语对华语词汇的影响》 《由 “舍小取大” 现象看
南方方言对华语词汇的影响》 和 《由 “舍小取大” 现象看华语与早期国语的一致性》， 将陆续刊出。

以上两点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 值得作进一步的探究， 这样的研究无疑将有助于加深对普通话的了解和认识。
这一点以前关注较少、 强调不够， 我们认为华语研究者应该有这样的自觉和担当， 而这也是实现华语研究效

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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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在本系列的研究中， 我们曾经梳理华

语个体量词 “个” 的泛用情况及其来源， 结果

显示， 这一现象来自早期国语， 很多具体用例都

是直接对应的。 由此来看普通话中的上述 “个
化” 现象， 我们也会产生一些新的认识： （１）
其来源同样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沿续了早期国语的

同一用法。 （２） 具体表现及特点， 比如相对于

华语， 它的继承性相对弱一些， 具体表现就是使

用范围不及华语， 用例数量也相对少一些。 （３）
对它的 “定性” 与 “定位”： 也属于只有相对性

而没有绝对性的 “舍小取大”， 即只在一定范围

内发生， 而不可能完全取代其他具体量词。
其三， 在本系列的研究中， 我们曾借由华语

“舍小取大” 现象来观察 《全球华语大词典》 立

条释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比如， 指出其漏收华

语中十分常见且意义丰富的 “来到” 一词［２１］，
而由此回头看当代普通话， 其实它也已经成词使

用， 但是 《现汉》 各版也均未作为词条收录。
如果我们以所述动作的 “实” 与 “虚” 为

判定成词与否的标准， 那么以下用例中的 “来
到” 都应该视之为词：

（７１） 世界经济危机和美国遇到的困难增强

了中国人这样的观念： 亚太地区力量重新平衡的

时候来到了。 （ 《环球时报》 ２００９ － ０１ － １５）
（７２） ＲＣＥＰ 磋商已经来到最后阶段。 （ 《人

民日报》 海外版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２４）
（７３） 已经连续 ３ 年向世界交出亮眼成绩单

之后， 进博会来到了第四年。 （ 《中国经济周刊》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１５）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从 ２００４ 年第 １ 版起， 就

把 “来到” 列为词条， 义项一为 “从别处到达这

里”， 义项二为 “实现； 到达 （某一目标）”［２２］７７７，
基本反映了其在当代普通话中的语用实际。

四、 结　 语

以 “晋升” 一词为例， 对华语中比较普遍存

在的 “舍小取大” 现象进行了具体说明， 然后由

此反观普通话， 列举若干现象证明后者中也有不

少类似的现象。 在此基础上， 讨论了本研究的核心

论题： 由 “舍小取大” 现象看华语及其研究与普通

话研究的关系， 基本结论是华语是观察普通话的重

要窗口， 华语研究是普通话研究的重要参照。
本研究旨在强调以往相关研究中人们不甚注

意甚至有所忽略的一个方面： 华语研究如何反哺

普通话研究以及普通话研究怎样借力华语研究。
我们的最终目标和诉求是达成 “双赢” 局面：
就华语研究而言， 是实现其效益的最大化； 就普

通话来说， 则是找到一个外部的观察窗口以及创

新研究的启发因素和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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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ＯＵ Ｈｕｙ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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