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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词”的华语语法研究
——以程度副词“比较”和“更加”为例

刁晏斌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在立足于“词”的华语语法研究观念下，考察、分析和描写两个常用程度副词“比较”和“更加”

与普通话的同中之异 ；然后，围绕对“大同小异”的理解和解读，探讨对华语语法的认识。华语语法研究应以

“词”为枢纽，华语语法与普通话的对应及不对应情况错综复杂，大多属于隐性差异。因此，对它在各个方面具

体表现的发掘，应当成为华语语法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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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次的华语研究围绕“立足于词的马来西亚华语研究”这一专题展开。我们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

专题，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对语言或语言变体内涵及特点等的反映

最为深刻、全面、充分，因此，我们倡导以“词”为枢纽的华语研究观（或称“词本位观”）。第二，马来西亚

当地华语研究者邱克威先生说：“‘马来西亚华语’不论是形态的丰富性、还是变异的多样性，不论是汉语历史

演变的角度，还是汉语地域变异的角度，都绝对是一块绝世璞玉，只待有心人切之磋之、琢之磨之，将其耀眼

的玉质展现出来。”这段话或许是我们将马来西亚华语作为专题研究对象的最好说明。

本专栏的四篇论文就是这一“切磋琢磨”的产物。其中，刁晏斌的《立足于“词”的华语语法研究——以

程度副词“比较”和“更加”为例》指出，华语语法与普通话的对应及不对应情况错综复杂，因此，对其各方

面具体表现的发掘，既有可行性，更有必要性，而这理应成为华语语法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王晓梅的《新马

华文文学（1947—1976）中的外来词研究——以〈新马华文文艺词典〉为例》，对 30年间的华语外来词进行全

面分析，归纳出其变异性、多元性和变动性等主要特点，并结合其他工具书来阐释华语外来词的演变情况，弥

补了以往认识的不足。马永草的《华语外来移植义考察范围和认识的拓展——以“相信”的概念义和语法义为例》

和刘燕婧的《马来西亚华语“挑战”研究——兼论华语外来移植义》，均立足于华语“外来移植义”，从一个具

体词的独特意义和语用功能入手，实际上是属于“词汇＋语法”研究，由此在考察范围、研究内容、理论认识

上均较以往有新的拓展。我们希望通过本专栏的四篇论文，引起学界同仁对马来西亚华语及其研究的更多关注，

同时也试图为相关研究提供一点新知、一点启发。

不久以前，笔者曾以马来西亚华语介词“基于”

和“关于”比较独特的意义和用法为例，来探讨华语

语法研究的新增长点问题，并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应

由一类词到一个个具体的词；二是应由一个词的意义

到词的一个意义；三是应由“外向对比”到“内部比

较”［1］。其核心思想是倡导建立华语语法研究的“词

本位”观。本文拟在上文的基础上，再以程度副词“比

较”和“更加”为例，进一步证明立足于“词”的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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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语法研究既有可行性，更有必要性。总体而言，它

是大有可为的，同时，这也是把华语语法研究做大做

强的一个重要途径和必由之路。

本文内容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对华语

“比较”和“更加”两词基本用法的分析和描写，后

一部分则是在此基础上讨论对华语语法及其研究的认

识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使用的华语语料是马

来西亚《光华日报》近年的新闻报道，共约 500 万字，

为节省篇幅，下文用例中凡是出自该报的，不再标注

出处与时间；作为对比的普通话语料，则取自包含 31

个省市自治区近千家报纸的读秀搜索引擎报纸库（以

下简称“读秀报纸”），在具体用例后则会标注出处和

时间。

一、华语“比较”一词的基本用法

在《全球华语大词典》（以下简称《词典》）中，“比

较”共有三个义项，其中第三个义项为：“副词。表

示具有一定的程度：说得～清楚。”［2］（P79）以上三个义

项与《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以下简称《现汉》）

完全对应，后者副词义项的释义是：“表示具有一定

程度：这篇文章写得～好。”［3］（P67）由上述释义的比较

来看，程度副词“比较”似乎在华语与普通话中完全

相同。

就实际语用情况来看，在华语与普通话之间，“比

较”确实具有很高程度的一致性，因此，前者的常见

用法在后者中也是比较普遍、常见的。例如：

（1）母亲同样也是颈项被砍伤，但伤势比较严重。

（2）除了引进比较有特色的美食小吃，每周还会
加入一些新元素如 live band表演等。

与此同时，在具体的使用中，华语“比较”也表

现出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在使用范围（主要是搭配对

象范围）上远大于普通话。下面，我们就对此进行考

察分析。

（一）用于肯定句

普通话中，“比较”基本都用于肯定句，而华语

在多数情况下也是如此，但是二者在相同之中也有不

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种组合中：

1. 比较＋词语

普通话中，区别词通常不与程度副词共现，但是

华语有时却不受这一限制，像“小型”就可以与“比较”

共现。例如：

（3）近 2个月猪价回升才激起大家的信心，相信
90%的业者会提呈图测，比较小型的会放弃。

（4）这位前世青赛亚军表示想在今年专注在比较
小型的赛事并从中出发，才来准备其他大赛。

以下用例中的“小辆（指车身小）”与“比较”

的组合也属此类：

（5）至于非法的，就比较小辆、比较轻，安全
性不足，而没获当局批准，每辆市价 2000令吉左右，

由于较小辆和轻便，受到一些乐龄人士的喜爱。

例（5）中，前有“比较小辆”，后有“较小辆”，

二者的结构、表义均完全相同；在普通话中，却难以

见到这样的形式。

蔺璜、郭姝慧曾把“较、比较、较比、较为、还”

等归为表示“中量”的相对程度副词 [4]。有些形容词

性的四字格，在普通话中往往被“默认”为较高的量，

或者是不太趋向于从量的角度进行划分或描述，因此，

通常不与表示中量的“比较”共现，而华语却基本没

有这样的限制。例如：

（6）修复完后，有时反而觉得他会比较和蔼可亲，

没有痛苦，看了也会跟着微笑。

（7）一般上，申请继承遗产的是没被死者合法领
养的养子女，比较直截了当。

（8）他提及，虽然是首次成为州议员，不过州议
员与市议员的服务内容雷同，因此也比较得心应手。

我们就以上“比较和蔼可亲”等三个组合形式在

读秀报纸中进行检索，前两者均无用例，而“比较得

心应手”仅有一例，出自 1964 年的《人民日报》。

普通话中，有些形容词亦属于高量或趋于高量，

或者是“定量”①，因此，一般也不趋向于跟“比较”

共现，而华语中同样没有这样的限制。例如：

（9）他接着说：“若能获得亲朋戚友的大力支持、

鼓励和关心，我相信我会比较开心。”

（10）其中叫骆冰比较惊讶的是……。

（11）据接诊男婴的常州市儿童医院顾医生介绍，

令人比较奇怪的是，孩子病情这么严重，男婴的父母
却并不怎么着急。

我们就以上三例中的“比较＋形”组合在读秀报

纸进行检索，其中，“比较惊讶”未见用例，而“比

较奇怪”“比较开心”的用例均为个位数，并且后者

还多有非普通话的背景。例如：

①在以往的副词或形容词的量级研究中，似乎不见“定量”这一表述，其实这是一个很有用的概念，能够用于解释某些组合形式的有无及

多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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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周渝民：还是活在角色里比较开心（《海峡
都市报》，2013-03-19）

例（12）中的周渝民是台湾地区影视演员，这里“还

是活在角色里比较开心”系引用他的原话。

此外，华语中还有一些能愿动词也有同样的表现。

例如：

（13）我们（州政府）正在考虑建立一些比较能
够吸引人的地方，比如在沿海地区设立摊位，增加游
客到此拍照。

（14）该协会内的志工们年龄都介于 20至 35岁
之间，大部分来自中等阶级或中低收入家庭，因此他
们都比较能体会到露宿者一无所有的感触。

（15）我觉得 18岁才考车比较好，那是那个岁数
的人思想比较成熟，比较懂得照顾自己的安全。

例（15）中“比较懂得”的“懂得”，在华语中

有时与能愿动词“会”同义。例如：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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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这里的“比较懂得”也应属于程度副词与

能愿动词的组合。

2. 比较＋词组

除了词语以外，“比较”在华语中也经常与一些

词组共现，其中，独具华语特色的是述宾词组。这样

的组合形式虽然普通话中也有，但是总体而言数量不

多，而华语中则较为多见。例如：

（17）人民可自行选择到售价较低的油站加油，

但倘若各油站公司能实行全国统一售价，就比较方便
消费者。

（18）在这方面，如果中央仍由国阵执政，槟国
阵就比较占有利。

例（17）中，“方便消费者”在普通话中比较常

见，但是“比较方便消费者”却极少见到，读秀报纸

中就没有用例；例（18）中，“占有利”未见于普通话，

普通话中的常见用法是“占有利地形 /位置”等，因此，

“比较占有利”自然就更不会出现了。

华语中，“比较＋述宾词组”的用例确实较多，

以下再举几例：

（19）话说这场球赛并不是真正的足球，反而比
较像一场玩具争夺战。

（20）林冠英认为，沙州及甲州党领袖不应该
接受勋衔，因为该党顾问林吉祥及前主席已故加巴
星曾拒绝受封拿督勋衔，比较接受“尊贵的”（Yang 

Berhormat）称号。

（21）他强调，并不是每个政党都会“应酬”姜哲，

只是马华比较“应酬”姜哲，因此表面上看上去他和
姜哲比较好。

（22）他也指出，羽球运动员不像是比较照顾形
象的艺人。

（23）我就不方便用主观来比喻这些家长，毕竟
有些家长是比较忠于自己的理解。

有时，这样的用例还要更加复杂一些。例如：

（24）他说，在自家店开档，也比较有充足的时
间准备材料。

例（24）中，与“比较”共现的，是由两个述宾

词组并列而成的连谓结构。

（二）用于否定句

华语程度副词“比较”的使用范围大于普通话的

另一重要表现，是可以经常性地用于否定句中，这一

点与普通话明显不同。针对普通话的一般使用情况，

徐晶凝指出，“比较”不能修饰否定形式，因此，像“比

较沉不住气”“比较合不来”等都不能成立［5］；《现代

汉语八百词（增订本）》（以下简称《八百词》），也明

确说明此词“不用于否定式”［6］（P75）。

华语中，“比较”能够用于否定句中，与“不”“没

有”等否定词共现。例如：

（25）吉中区圣约翰救伤队目前有 2辆救护车提
供服务，全职救护人员有 5位，也把固定的救护服务
时间调至早上 8时至下午 5时，晚上的服务仍然由义
务救护队员支援，比较不固定。

（26）外界有消息指，由于土团党与行动党比较
不会出现议席重叠或意见分歧的情况，反之，与公正
党或会出现议席重叠、意见分歧的问题。

（27）他举例，现今有些青年很害羞，比较没有
说话的技巧，倘若通过口才班的训练，可增加他们的
自信心，也可成为一技之长，担任活动的司仪。

（28）由于原任州议员的服务中心是于 3楼，地
点比较不方便选民，因此这次特别选择住宅区。

一般情况下，都是“比较”位于否定副词前，主

要用于软化或减弱否定的程度，但是也有个别用于否

定副词之后的例子：

（29）Berry整形前后，被网友说没有整得比较漂亮。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之外，华语“比较”使用范围

大于普通话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二者在语体色

彩上的差异：对普通话使用者而言，“比较”含有较

为明显的书面语色彩，因此，口语中较少使用；而它

在华语中则是中性语体色彩。以上用例有很多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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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话语境中，反映的正是这一现象①。再如：

（30）我比较惊讶的，有些家长反对营养餐是可
以反对到提出让孩子转校。

（31）他说，我国商务休闲旅客在过去两年里平
均出国旅行 4次，而且似乎比较在意旅行预算。

二、华语“更加”一词的基本用法

《词典》中，“更加”标注为副词，其释义为：“表

示程度上更深一层，或者数量上进一步增加或减少：临

近终场，争夺～激烈｜夜幕降临，行人～稀少。”[2]（P515）

以上释义与《现汉》基本一致，表明华语与普通话中

此词的意义、用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不过，二者之

间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其主要表现之一是：普通话中

“更”用得多而“更加”用得少，读秀报纸中二者的

数量比是 1,021,622：162,900②。因此，《八百词》把“更

加”放在“更”字条后附带列出。华语中，总体情况

虽然大致也是如此，但是“更加”的使用范围却远大

于普通话，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能够使用的语法、语体环境比较宽松

普通话中，对完全同义的“更”与“更加”的选择，

通常取决于其所修饰成分中心语的音节数：遇单则取

“更”，遇双则取“更加”。因此，《八百词》指出，“更加”

一词“常用在双音节形容词、动词前”[6]（P232）。华语中，

有时也会考虑到这一点，但并不总是如此，所以我们

能看到更多的“更加＋形单”用例。例如：

（32）不过 60年代起，气候开始转温，而如今更
加热。

（33）欧洲各国今后在制定共同难民政策等议题
上，想达成妥协将更加难。

（34）让警队有更加大的能量执法，而其他政府
部门也会支援警队工作。

以上例句中的“更加热 / 难 / 大”，普通话则通

常采用“更热 /难 /大”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普通话中，“更”与“更加”

还有语体差异，后者书面语色彩较浓，一般口语或习

惯性的组合中较少使用；而华语通常没有这样的限制。

这不仅构成了二者使用差异的主要表现，同时，也在

整体上提升了“更加”的使用频率。例如：

（35）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席拿督斯里许廷炎说，

在中美贸易战逐渐白热化，全球经济局势明显放缓之
际，我国更加要为马中经贸贡献力量。

（36）大部分受访摊主表示，槟城顾客依然习惯
到巴刹买菜，亲自挑选最新鲜的蔬菜和肉类，现场讨
价还价，对一般槟城消费人来说更加划算、有安全感
和满足感。

（37）以前就有听说啦，都不懂是不是真的，现
在就更加不可能啦。

（38）物价上涨、宽松的信贷政策更加容易造成
支出。

（二）能够修饰的语言单位远多于普通话

这或许是华语“更加”使用范围大于普通话的最

主要原因。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表现：

一是可以修饰一些动词。普通话中，程度副词一

般不趋向于跟心理动词以外的其他动词共现，而华语

中有时并无这样的限制，或者是限制并不严格。例如：

（39）我就尝试采用喝剩的咖啡来作画，感觉效
果蛮好，创作灵感更加泉涌，就这样当上了一名专职
的咖啡画师。

（40）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官访巴里文打时，宣
布将兴建一间拥有 300个床位和有专科医生驻诊的新
医院，较之前的 108个床位的设备更加提升。

（41）巫统获得伊党的支持，使马来选票更加凝聚，

对希盟的斯特南来说绝对是场硬仗。

（42）执法人员取缔非法赌博中心的行动越来越
频密，业者不再像以往般高调地公然在白天或全天候
24小时营业，而是更加提防，把营业时间“缩短”至
晚上时分才开门营业，甚至在半夜才让顾客进入赌场
内准备发财。

例（39）～例（42）中的“泉涌、提升、凝聚、提防”，

在普通话中通常不与“更加”等程度副词共现，因此，

这样的组合具有华语特色。

以下一例也颇具华语特色：

（43）他也强调公务员必须善用拨款，并确保每
一令吉的花费都能取得最大的效益，同时提高思考能
力，以更加创新提高生产力。

我们对此例的分析是“以更加创新来提高生产

力”，这样，“更加”不仅修饰动词“创新”，并且与

之构成状中词组来作介词“以”的宾语。

二是修饰一些陈述性四字格。上文谈及形容词的

①华语与普通话因为语体色彩差异而造成的词语使用范围及频率的不同，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换言之，语体色彩对两者词语的语法表

现具有不同影响，这也是华语语法比较研究中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②在“更”的检索结果中，包括“更新、更正、变更”等无效用例，因此，其总数要打一定的折扣；即使如此，“更”的用例数量还是会比“更

加”高出很多。



8

量级时，曾用到“定量”概念，实际上，有不少陈述

性四字格基本都是定量的，因此，普通话中一般不与

“更加”等程度副词共现，而华语中有时也没有这样

的限制。例如：

（44）尤端祥说，槟岛市政厅再接再厉，明年承
办“第 7届亚太区城市论坛”，让槟州更加名扬海外。

（45）有了好的开始，接下来的工程就更加事半
功倍。

（46）圣诞节快到，难免特別思念亲人，尤其若
已阴阳相隔，更加难以释怀。

（47）与扫地僧不同，他更加大名鼎鼎，是小说
中唯一被提及真正“无敌于天下”的高手。

三是修饰一些述宾词组。总体而言，华语述宾词

组往往可以接受不同类型和量级的程度副词的修饰，

上文在讨论“比较”时已经举过一些类似用例，而“更

加”也有同样的表现。例如：

（48）扮演嫦娥的薇拉和扮演吴刚的比利，深爱
槟城文化，早已把槟城当成第二个家并长居在此，因
此他们为更加融入本地文化，选择扮演嫦娥、吴刚。

（49）而在今年的圣诞节，他们再次得到同样的“礼
物”，令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更加别具意义。

（50）此番两人将分属两区以对手身份对决，相
信势必会更加点燃粉丝及球迷们的热情。

有时，受“更加”修饰的述宾词组本身还比较复

杂多样。例如：

（51）小德还提到：“我今年成为了爸爸，这更加
激励我在赛场上继续前进。”

（52）他续说，新马关卡是进入我国的第一道门，

每天平均数以万计的人入境，值勤的官员应该要更加
严谨服务态度，因为那里往往是给游客及国人留下最
深印象的地方。

例（51）中，“更加”修饰的是一个“使成式”

述宾结构，或者说是一个由动词“激励”引出的兼语式；

例（52）中，述宾词组“严谨服务态度”属于使动用法，

与“更加”组合，表示“使服务态度更加严谨”的意思。

四是跟上述用例以外的其他语言单位组合。这样

的用例相对较少，以下一并举例说明：

（53）另一名范姓女游客则表示，自己从未搭乘过，

意外发生后更加坚决不坐。

（54）随着头号种子的退赛，镇守上半区的林丹
更加被看好打进决赛与瞄准第 6冠的李宗伟上演本年
度第 2次“李林大战”。

例（53）、例（54）中，“更加”分别修饰状中词

组“坚决不坐”和“被”字结构“被看好打进决赛”，

因此比较独特。

“更加”也可以与并列词组共现，例如：

（55）相比八年前的首次亮相，我们现在更加成
熟和经验丰富。

（56）槟城顾客依然习惯到巴刹买菜，亲自挑选
最新鲜的蔬菜和肉类，现场讨价还价，对一般槟城消
费人来说更加划算、有安全感和满足感。

以下一例中，“更加”则是修饰名词“针对性”，

此时表达的意思是“更加具有针对性”：

（57）同日，美国移民局亦宣布，在查证企业有
否故意不聘用美国人才时，将会用更加针对性的措施。

三、由“比较”“更加”看华语语法

上文分别对华语程度副词“比较”和“更加”的

基本用法进行了梳理，下面，则由此着眼和入手，来

讨论对华语语法的一些基本认识。

如果我们用一个关键词来对以往的华语研究进

行概括的话，那一定是“求异”，即以普通话为参照，

来进行二者之间的对比，从而发现华语与普通话的不

同之处，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差异”。由华语“比较”

和“更加”两词的具体用法，我们有可能会对上述“差

异”产生一些新的看法，而这也就是我们对华语语法

的新认识。

在华语研究中，着眼于华、普对比，一个基本

而普遍的认知是“大同小异”，这样的表述时能见到。

比如，徐大明、王晓梅指出，可以在华语的范畴内进

一步区分大同小异的华语变体［7］；黄霞、游汝杰也认为，

“新加坡的华语与中国的普通话在语音、词汇和语法

上大同小异”［8］。那么，应怎样理解和认识“大同小

异”？我们认为，如果能厘清这个问题，则对华语语

法的了解和认识就“思过半矣”，因此，这里就由此

入手进行讨论。

总体而言，“大同小异”是相当宏观的认识和表

述，主要是着眼或立足于数量对比，认为华、普之间

相同的部分远多于相异的部分，即一致性远大于差异

性；而这里的“异”主要或基本是指李行健所说的“显

性差异”，它在词汇方面的表现是同名异实、异名同

实、一方特有词语等，在其他方面则为那些比较明显、

较易观察到的形式或用法的有无等［9］。受到华语“比

较”“更加”以及其他词语具体使用情况的启发，我

们有可能在以往认识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得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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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新的认识。

（一）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

谈到华、普之间的同或异，首先需要明确一点，

就是二者往往是结合、甚至交织在一起的。因此，亟

需建立“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的观念，前者指

的是在相同的基础上也有某些差异，而后者则指的是

在差异中也可能会有某些相同之处。着眼于某一共时

平面，情况大致如此；而如果着眼于历时发展，则更

是如此。就以上讨论的两个副词而言，《词典》与《现

汉》的释义基本相同，因此，我们以上梳理的用法都

可以归入同中之异。类似情形比较常见，再如“比较”

的第一个义项，《现汉》是：“动就两种或两种以上同类

的事物辨别异同或高下：这两块料子～起来，颜色是这

块好，质地是那块好。”[3]（P67）《词典》则是：“对比几

种同类事物的异同、高下：两相～，还是这个好。”[2]（P79）

普通话中，动词义的“比较”可以直接带宾语，华语

也是如此，但宾语的范围似乎更广。例如：

（58）当父母求好心切，总要互相比较谁家孩
子更优秀，考试拿更多 A。（马来西亚《星洲日报》，

2017-06-01）

其实，不仅是“比较”的宾语，就是动词“比较”

本身，在带宾语时也有不同的表现。比如，“相比较

＋宾”形式，是不见于普通话的用法，但华语中却比

较常见。例如：

（59）但我个人认为，相比较男双及混双，李梓
嘉是争夺奖牌的最大希望。（马来西亚“e南洋”网，

2020-05-26）

与此相关的还有以下一种用法，例如：

（60）小米最开始估值的时候，对标的是亚马逊，

但是相比较于亚马逊，小米还是有不小的差距。（马
来西亚“e南洋”网，2018-06-25）

这种用“于”引进比较对象的用法，似乎并不见

于普通话，由此也形成华、普该词的用法差异。

如果再进一步观察，我们或许还会发现其他差异，

比如以下一例：

（61）然而，也有部份人士对研究将吸烟及缺乏
运动相比较表示质疑。（马来西亚《星洲日报》，2021-

07-18）

动词义“比较”的一个常用格式是“与……相比

较”，这是华、普的共同之处；而例（61）则以“及”

代“与”，这也属于同中之异。

至于“异中之同”，比如，我们如果把“比较”

用于否定句视作华语特点，其实，当代普通话中偶尔

也有类似用例。例如：

（62）“拜河神求讨薪”比较不靠谱（《河南商报》，

2010-10-13）

（63）从各国经验看，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 50%是
一条“安全警戒线”，但中国已突破 50%的“安全警戒
线”，这意味着中国能源环境已经从“比较安全”向“比
较不安全”转移。（《南方都市报》，2011-08-08）

（二）大同小异与大异小同

就总体的情况及表现而言，华、普之间是大同小

异；但是就某些局部而言，比如具体到一个词、一种

格式等，也有可能是大异小同，甚至是异而不同。语

法研究更多关注具体的“用法”，所以各种差异分布

更加普遍，具体情况和表现也更加复杂多样，这一点

可能与一般词汇研究有所不同。比如，华语“更加”

还有一种比较独特的意义和用法，虽然并非常见，但

也绝非个别，因此，值得格外注意。例如：

（64）英国布里斯托尔一名先天性脑麻痹患者，

原本已行动不便，其后更加中风，儿子更因车祸逝世。

（65）他强调，这些毒贩的枪械是用来防身，不
是用来制造恐袭，更加不是国内的武装组织，所以不
可以和恐怖分子作比较。

这里的“更加”表达的显然并不是以上各例中的

意义，因为如果按照程度副词理解，“更加中风”“更

加不是国内的武装组织”根本“不通”，所以应另寻

解释。细思文意，这里“更加”表示的是在原有的基

础上又如何如何，大致与常用的“再加上”同义，按

这一意思来理解，以上二例就通顺畅达了。

其实，“更加”的这一意义和用法古代汉语就有，

早期国语中也有用例，后者如：

（66）当这会成立之初，会员分为三种：守不嫖
不赌不娶妾的为甲种会员，此外加守不作官不作议员
的为乙种会员，此外更加守不吸烟不饮酒不吃肉的为
丙种会员。（《少年世界》，1920年第 1期）

例（66）中，先是“加”，然后才是“更加”，后

者的意思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以下一例所表示的“再

加上”意思更加清楚显豁：

（67）历年以来，冯在陕西蹂躏搜括，不遗余力，

更加天灾频仍，饥馑迭荐，陕民之苦甲于全国。（《申
报》，1930-11-13）

此外，普通话及华语中，“更”有时可表“再”“又”

的意思，《现汉》及《词典》均收录此义，而例（64）

中的“儿子更因车祸逝世”中的“更”正为此义。华

语中，“更加”有时也能表示这一意义，这也是其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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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意义和用法的表现之一。例如：

（68）克拉克在朋友鼓励下，更加参加 11月举行
的国际健身比赛，战胜来自 17个国家的选手，赢得
残障组别冠军。

（69）其作品在上世纪 60年代诞生，1965年被纽
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印于圣诞卡上之后，开始广为人知，

1973年美国邮政更加把它印在邮票上，其后在不同的
海报、唱片封面、衣服等都有它的踪影。

在笔者的语感中，普通话中没有以上两种用法，

而语料检索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大致可以说，

华、普之间在“更加”的上述意义和用法上，是“大

异”“全异”。

（三）个别现象与一般存在

人们在接受和使用“大同小异”时，似乎已经“默

认”一个事实：华、普之间的差异是个别的、零散的，

甚至在有些时候、有些情况下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然

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如果着眼于“小异”的覆盖

面而言，虽然我们还难以划出一个相对精确的范围，

或者是难以给出一个准确的数量描述，但肯定不是个

别的、零散的；在某些时候、某些情况下，它有可能

还是比较集中的。比如，郭熙曾对华语“讲话”类词

群进行考察，涉及“讲话、发言、演讲（讲演）、演说、

分享”，以及“指示、致辞、训话、报告、交流、声

明、汇报”等，它们基本都与普通话有一定的差异［10］；

王彩云调查了马来西亚华语介词的变异情况，“从、往、

往着、向、自、自从、在、把、对、比”等常用介词，

均与普通话存在着不同的表现［11］；方清明、温慧雯

对泰国华语“增降”类动词的变异使用进行了考察，

涉及的动词有“增加、上扬、走扬、攀扬、翻扬、调涨、

调增、上行、上修、成长 2”和“降低、减少、减降、

降减、调减、调降、下修”［12］，也基本对这两类动词

实现了全覆盖。

蔺璜、郭姝慧把“较、比较、较比、较为、还”

等列为表示“中量”的相对程度副词［4］，我们对这组

词在华语中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其中，“较比”无

用例，“还”的使用范围极窄（通常只与“好”组合），

而另外两个都有与普通话不同的用例。例如：

（70）无论国阵或希望联盟执政槟州，单靠州资
源较难以落实。

（71）一般在手术前，牙医都会先询问病人的健
康状况，若情况较为有风险，医生会先把可能发生的
情况告知病人，再要求病人签署风险知会书。

我们以“较难以”和“较为有”为关键词，均未

在普通话语料中检索到用例。

如果以上可以概括为“词法”的话，那么，在“句法”

方面，华、普之间的同中之异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存

在，这从笔者近期讨论的“是时候 VP”句和“被”字

句即可见一斑［13］、［14］。其实，很多句法差异往往也是

词法问题，比如，学界对华语“被”字句的研究，普

遍认识是其使用范围大于普通话，而它重要的具体表

现之一则是所用动词范围更广，如经常使用普通话通

常不用的弱动作性动词、不及物动词等［15］（P107-108）。

（四）显性差异与隐性差异

上文曾谈到华、普之间的显性差异，与之相对的

则是隐性差异。李行健认为，义项、色彩、搭配、应

用频率、方言和异形等方面的差异，均属于隐性差异［9］；

而我们则界定为：“基本意义之外的比较细微、隐蔽

然而又数量众多、复杂多样的差异”［16］。这虽然是着

眼于词汇，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对很多语法差

异的认识。

张志毅、张庆云主编的《新华同义词词典》，把“更

加、越发、愈加”列为同义词［17］（P304）。在华语语料

中进行检索，“愈加”未见用例，“越发”用得也很少（仅

6例），但是也出现了普通话中较难见到的组合形式：

（72）我们希望那些本属于我们国家的英才可以
在自己的国家里得到重视和培养，这样我们的国家才
能越发繁荣。

读秀报纸中，“越发繁荣”仅 1 例，而包含“更

加繁荣”的文章则有 2813 篇。我们认为，如果华语

中的“愈加”与普通话是无、有之别，可以归入显性

差异的话，那么，二者之间“越发”的多少及使用范

围的区别，即为隐性差异。很显然，以上列举的不少

研究实例所反映的差异均属隐性差异，由此也显示出

它们确实数量众多、复杂多样，只是因为比较细微、

隐蔽而未能引起更多的关注。比如，本文所讨论的“比

较”和“更加”的独特意义和用法，在《词典》中就

没有反映和体现，而这种情况并非个别［18］、［19］。

总之，关于华语语法，我们认同它与普通话“大

同小异”的观点和表述，同时，还应密切结合语用实际，

对“大”与“小”、“同”与“异”作更加具体的分析。

就总体情况而言，“大”“小”均为模糊性很大的概括，

“小”本身也是复杂多样的，主要是各种隐性差异，

而它的涉及面和覆盖面并不一定很小；就某一具体的

语法现象而言，则往往是同、异交织，主要是同中有异，

而在一些情况下（特别是着眼于历时）也不排除异中

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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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可以得出对华语语法及其

研究的一些新认识：

第一，大量普遍而一般的语法现象集中在“词”

的使用上，很多语法特点由“词”来体现，因此，华

语语法研究应以“词”为枢纽；

第二，华语语法与普通话的对应、不对应情况错

综复杂，由此给华语语法及它与普通话的对比研究提

供了异常丰富的语言事实，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第三，对华语语法研究而言，隐性差异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概念，而对它在各个方面具体表现的发掘，

理应成为华语语法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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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Huayu Grammar Based on “Words”
——Taking the Adverbs of Degree “Bǐjiào（比较）” and “Gèngjiā（更加）” as Examples

Diao Yanb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words” in the study of Huayu grammar, this study examines, analyzes, and describes the differences in 

similarity between two commonly used degree adverbs “bǐjiào（比较）” and “gèngjiā（更加）” and Putonghua. Then, around th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be largely identical with only minor differences”, it discusses the understanding of Huayu grammar and believes that Huayu 

grammar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words”, and the correspondence and non-correspondence between Huayu grammar and Putonghua grammar 

are complex. Most of them belong to hidden differences. Therefore, exploring its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in various aspects should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Huayu grammar research.

Key words ：Huayu ；Putonghua ；grammar ；degree adverb ；“bǐjiào（比较）”；“gèngjiā（更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