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全球华语学研究”栏目主持人语
( 刁晏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华语是以普通话 /国语为基础的全球华人共同语。近年来，华语研究进展明显，在本体研究、
应用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之后应该而且也必须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与加深。
本专栏组织的三篇论文均立足于华语及其研究。刁晏斌、梁小柔的 《由 “舍小取大”现象看国语

圈、华语圈的共性特征与个性差异》，着眼于华语极富特点的 “舍小取大”现象，进行国语圈、华

语圈之间及各圈之内不同言语社区之间的多角度、多侧面对比，为了解和认识华语开辟了新的视

角。卢月丽的《东南亚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研究》，以历时观为指导，用 “史”的眼光考察东南亚华

语量词的发展演变情况，归纳其发展样态，探寻其演变原因，具有一定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徐涵韬

的《全球华语学的理论建设与探索———以刁晏斌教授的相关系列研究为例》，以代表性学者的研究

为例，回顾梳理“全球华语学”提出至今的理论收获及成果，今后的华语研究应保持学科的站位和

高度，持续进行理论性的思考及探索。希望通过本专栏的三篇论文，引起学界同仁对华语及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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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舍小取大”现象看国语圈、华语圈的
共性特征与个性差异

刁晏斌1 梁小柔2

( 1.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2.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人文与传播学院，马来西亚 吉隆坡 43900)

［摘 要］ 文章立足于华语词汇运用中极富特点的“舍小取大”现象，举例说明了国语圈、华语圈的共性特征、个

性差异，以上两种表现代表了各言语子社区相互关系的基本事实类型。对上述事实的发掘，开辟了“传统”研究之

外了解和认识华语的一个新视角、新方向，有助于华语研究拓宽视野、扩大范围、增添新的内容。
［关键词］ 华语研究; “舍小取大”现象; 国语圈; 华语圈 ①

［中图分类号］ H109. 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7077 ( 2024) 01 － 0001 － 06

一、什么是 “舍小取大”现象

所谓“舍小取大”，就是在具体的词汇运用

中，用语义内涵比较广的上位词 ( 大词) 取代

语义内涵相对狭窄的下位词 ( 小词) ，这是极能

反映华语特点的一种用词方式，同时也与普通

话形成较为明显的差异。［1］ 这里的 “大词”与

“小词”借鉴了郭熙的概念，郭文把那些有细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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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收稿日期］ 2023 － 10 － 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华语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 项目编号: 21FYYB055 ) 、国家语委“十四五”科

研规划 2022 年度省部级重点项目“香港地区中文书面语发展研究” ( 项目编号: ZDI145 － 39)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刁晏斌 ( 1959—) ，男，山东烟台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代汉语共时状况

及历时发展以及全球华语比较研究。梁小柔 ( 1999—) ，女，马来西亚沙巴山打根人，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
校人文与传播学院 2021 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



差别的动作动词如 “扛、提、端、拎”等称为

小词，指出其在新加坡人的口语中通常为 “更

大的形式” ( 即大词) “拿”所取代。［2］

以下对此进行举例说明。
方清明、温慧雯谈及，“增加”一词在泰国

华语中有进一步泛化的趋势，只要表示 “高、
上涨、强”的趋势，就都可以用“增加”，因此

它的功能扩大，与 “增长、增强、增添”等动

词的语义有所重叠纠葛，渐渐挤占这些词语的

使用空间，并可能有取而代之、一家独大的趋

势。［3］以本文的观点来看， “增加”对 “增长、
增强、增添”等词使用空间的挤占，就是前者

在一定范围内取代后者，或者说是在具体的使

用中放弃后者而选取前者，正属于本文讨论的

“舍小取大”现象。
其实，不仅是泰国华语，上述现象在马来

西亚华语中也时有所见，以下是华文媒体星洲

网中的一组用例 ( 我们按一般的使用习惯，把

“增加”在具体语境中取代的词括注于后) :

( 1) 一旦区域疫情取得良好防控，国际经

贸往来更频密之后，中国可以增加 ( 加大) 力

度 协 助 包 括 我 国 在 内 的 周 边 国 家。
( 2021. 09. 30) ①

( 2) 该部、交通部、国际贸工部及一些机

构正在研究多种替代方案，例如公私合作模式，

以增加 ( 提高) 电动汽车充电器基础设施的安

装能力。( 2021. 11. 16)

( 3) 该公司表示，土耳其伊斯坦堡 SGIA 机

场 10 月客流量增至 280 万人，不仅按年增加

( 增 长 ) 44. 8%， 也 比 2019 年 10 月 高 出

88. 3%。( 2021. 11. 20)

( 4) 与此同时，003 航母也计划采用弹射

式起飞与阻拦式降落系统，故能搭载更重的航

载机，进一步提升航母的高效性、生存能力及

兵力投送范围，可大幅增加 ( 扩大) 航母探测

及作战范围。( 2021. 04. 17)

( 5) 该校董事协及校友会，早在年初就为

了申办学前教育班作准备，包括为了符合教育

部规定的硬体设备条件，已拨出款项为校园内

原有的育贤幼儿园进行装修及增加 ( 增添) 设

备的工程。( 2021. 06. 15)

( 6) 维他命 C 一般广为人知的作用就是增

加 ( 增强) 免疫力，它也能抗氧化、维持正常

胶原蛋白合成。( 2021. 09. 25)

( 7) 美国太空总署 ( NASA) 和英国气象局

表示，去年创纪录的气温较工业化前的水准高

出摄氏 1. 25 度; 更令人担心的是，当时并未同

时出现定期圣婴现象，而这种自然天候现象曾

令 2016 年平均气温增加 ( 上升) 摄氏 0. 2 度。
( 2021. 01. 09)

再如其他华文媒体的用例:

( 8) 黄佩仪表示，因为冠病而增加 ( 增多)

的塑胶废料，也肯定是让人担心的议题。 ( 《星

洲日报》2021. 11. 19)

( 9) 基于私人机构有收外国学生及聘请外

籍教师的因素，在指南方面增加 ( 加强) 了国

际学生管理及监管。( 光华网 2020. 06. 05)

( 10) 后来 Philip 灵机一动就叫胡杏儿趁次

子 Ｒyan 年纪还小，不如带他开工来增加 ( 增

进) 亲子关系。( 同上 2021. 07. 14)

以上用例大致构成了以下一个等式:

增加 = 加大 + 提高 + 增长 + 扩大 + 增添 +
增强 + 上升 + 增多 + 加强 + 增进

因此，在上述范围内，“增加”是一个上位

的大词，而它所替代的 “提高”等则属于下位

的小词，它们之间所发生的替代关系就是 “舍

小取大”。
类似 “增加”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

出很多，由此反映的事实是: 华语中 “舍小取

大”现象普遍存在、表现充分，是其词汇使用

的一个重要特点。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

这是了解和认识华语词汇的一个绝佳窗口，由

此能够把华语词汇及其使用中很多方面的问题

串连起来，起到 “纲举目张”的作用。所以，

我们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与分析，

内容分别涉及以下方面:

一是总体性论述，立足于具体现象，分析

其产生机制和造成原因，“大”“小”之辨以及

由此所反映出的华语词汇及其使用的特点等;

二是探源，分别从早期国语、英语以及南方方

言影 响 等 三 个 方 面 入 手，以 证 明 其 “所 来 有

自”; 三是由该现象看全球华语三圈 ( 普通话

圈、国语圈和华语圈 ) 中普通话圈与国语圈、
华语圈的差异，以及后两者之间的一致性与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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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 四是由该现象看华语以及普通话研究中

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和问题，以及一些可能出

现的新的增长点; 五是由该现象看华语工具书

( 主要是 《全 球 华 语 大 词 典》，以 下 简 称 《华

语》) 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具体的改进措施。
  总之，通过 “舍小取大” 现象，我们确实

看到了一些通过其他现象难以观察到的特点和

规律，也对其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同时也找

到了对其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一些角度和线索。

二、由 “舍小取大” 现象看国语圈、
华语圈的共性特征

  我 们 在 进 行 港 澳 台 地 区 语 言 对 比 研 究 时 ，

提出 “港澳台地区标准书面汉语的共性与个性”
问题，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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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者 结 合，

才能从总体上和个体上更好地把握它们共同及

各自的现实面貌及特点。［4］上述观点和认识完全

可以推广到全球华语的对比研究中。具体而言，

就是普通话圈以外的国语圈和海外华语圈同样

也具 有 结 构 性、系 统 性 的 共 性 特 征 与 个 性 差

异②，而借由 “舍小取大” 现 象，正 可 以 对 此

进行观察与证明。
  到目前为止， 我们能够零星看到一些关于

这一问题的表述，比如，周清海指出，各华语

区的政治制度比较接近 ( 特别是港澳地区、新加

坡、马来西亚) ，交往比较多，彼此之间语言的

相互影响也就比较大。［5］华语区的华人又大都是

操南方方言的， 华语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南方

方言的影响，因此各地 “华语” 之间也就具有

相当多的共同性。
  其实，这是一个需要用大量语言事实加以

证明的问题，如果没有充足而又坚实的事实基

础，以上 观 点 就 只 能 是 一 般 性 的 看 法 和 表 述，

难以形成定论。然而，在这方面， 到目前为止

却几乎还是空白，因此亟待填补。本文就试图

做这样的工作，从词汇运用方面为上述共性或

一致性提供事实证明，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证

明各地华语在共性基础上所具有的个性差异。
  上文中，我们顺着泰国华语的线索，调查

了马来西亚华语 “增加” 一词替代其他小词的

具体表现。下面，我们再以国语圈的香港和海

外华语圈的美国为例，看 “增加” 的相同表现。

香港媒体中，“增加”一词的具体使用情况

与泰国和马来西亚高度相似，例如:

( 11) 在其政纲中倡议全方位减贫措施，纾

减在职贫穷，消减长者贫穷，增加 ( 加大) 扶

贫力度、订立“基本生活保障线”。( 《文汇报》
2021. 11. 17)

( 12)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已于 3 月 11 日宣

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全球大流行”，但各国

防疫警惕性并没有因此而增加 ( 提高) ，最终导

致疫情全面失控。( 独立媒体网 2020. 04. 15)

( 13) 邱腾华指出，今年首 9 个月的商品贸

易总额创新高录得近一万亿美元，国安法实施

首年的公开招股集资总额，亦较前 12 个月增加

( 增长) 逾 50%。( 《文汇报》2021. 11. 19)

( 14) 不过石屎板的面积、临时工程路的走

线、阔度等亦值得再仔细研究，避免再不必要

地压实农地，增加 ( 扩大) 受破坏农地的范围。
( 独立媒体网 2021. 04. 04)

( 15) 他又称，大球场已为九十年代的产

物，相关设施要作更新，包括增加 ( 增添) 现

代化设备。( 同上 2021. 11. 09)

( 16) “作者”的宣称主要建基于此文件的

数据，再计算相关比率，指称接种疫苗后住院

率和 死 亡 率 均 增 加 ( 上 升 ) 。 ( 同 上

2021. 09. 29)

( 17) 随着内地生态环境不断好转，国家保

护野生动物力度加大，野生动物数量明显增加

( 增多 ) ，其中野猪尤为典型。 ( 《文汇报》
2021. 11. 20)

( 18) 他表示，生产局将积极提供技术、资

金及人才的支援，加速数码升级、增加 ( 加强)

科技应用，并提升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 同上

2021. 11. 18)

美国华语中，情况大致也是如此，以下是

美国之音中文网的一组用例:

( 19) 基础设施法案的通过也将增加 ( 提

高) 这一承诺的可信度。( 2021. 11. 26)

( 20) 这场大流行病增加 ( 加大) 了吸毒者

寻求治疗和支持的难度。( 2021. 11. 18)

( 21 ) 上 个 月 的 零 售 额 增 加 ( 增 长 ) 了

1. 7%，是 9 月份 0. 8% 的增长率的两倍以上。
( 2021. 1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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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差异。”［6］ 《华语》 中，也有很多特有词语只

标某一或几个使用地区。比如，同样是以 “阿”
字开头，指称一种小吃的 “阿给”，指称傻里傻

气、容易上当的人的 “阿西” 等，标为台湾地

区; 指称个体经营的女性工作者的 “阿凤 ( 凤

姐) ”，指 称 傻 瓜 的 “阿 茂” 等，标 为 港 澳地

区③ ;表示 “干 脆、直 率、直 截 了 当 ” 义 的 “
阿 沙力”，标为港澳台地区; 指称自作聪明、好

逞能、话语尖酸刻薄的人的 “阿叻”，标为新加

坡; 泛指阔太太、贵妇人的 “阿奶”，指称少奶

奶的 “阿舍奶”，以及泛指有钱人的 “阿爷” 
等，只标为泰国; 俗称放高利贷的人的 “阿

窿”，泛指中年妇女的 “阿嫂”，以及指称一种

开胃小菜的 “阿杂” 等，只标为新马。
  像这样只标注为一地或少数几地的词语还

有很多，而基本的常识告诉我们，每一个言语

社区总会有一些具有自身特点、基本独用的社

区词，以 及 只 在 较 小 范 围 内 使 用 的 特 有 词 语，

由此就体现出其词汇面貌在共性基础上的个性

差异。已有的一些研究也从不同角度证明了这

一点，比如，王晓梅讨论马来西亚、新加坡华

语 中 特 有 的 用 以 指 称 女 性 长 辈 的 社 会 称 谓 语

“安娣”，就是一例; ［7］汪惠迪 《时代新加坡华语

特有词语词典》 ( 新加坡联邦出版社 1999 年版)

和田小琳的 《香港社区词词典》 ( 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 分别收录了大量新加坡和中国香港

的特有词语，也都是很好的例证。
  以下，我们仍然立足于 “舍小取大” 现象，

以 “拿 ( 假) ” 为例，对此作进一步的调 查 与

事实证明。
  郭熙指出，在新加坡华人口语中，“拿” 是

一个可以取代 “扛、提、端、拎” 等的大词。［2］

其实，华语中，无论口语还是书面语，“拿” 的

意思和功能都远不止于此，它还能表示其他一

些意义，并 在 具 体 的 语 境 中 取 代 其 他 一 些 词。
比如，汪惠迪 《时代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词典》
中 “ 拿 ” 的 释 义 是 “ 申 请、 申 领、 获

得”［8］( P283) ，而 《全球华语词典》 ( 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 关于此词的释义中也包括 “申请”，

所举 的 对 应 用 例 是 “他 特 地 申 请 了 一 天 假

期”④。［9］( P599) 据我们初步调查， “拿” 的 “申

请、申领” 义只在新马地区使用，而这是受英

  按，此例前 用 “增 加”，后 用 “增 长 率”，

正说明 “增加” 义同 “增长”。
( 22) ( 中国数量分析型私募基金) 比其在

2017 年 的 规 模 几 乎 增 加 ( 扩 大 ) 了 10 倍。
( 2021. 11. 26)

  ( 23) 美国各个机场、政府机构以及公共设

施都花费巨资增加 ( 增添) 了安检设备，这同

时 也 给 人 们 的 生 活 带 来 了 很 大 的 不 便。
( 2021. 09. 04)

  ( 24) 他们会面结束时增加
 

( 增进) 了对彼

此的了解。(
 

2021.
 

06.
 

18)

  
美国的其他华文媒体中也不乏类似的用例，

比如:

  
(

 
25)

 
今年春季长岛苏福克郡亨廷顿医院出

现新冠疫情婴儿潮，婴儿出生率相比较去年同

时期
 

大
 

幅
 

度
 

增
 

加
 

(
 

上
 

升 )
 

22%
 

。
 

(
 

《侨
 

报》
2021.

 
04.

 
22)

  
由以上两组可以与马来西亚华语相对应的

用例，可以看出中国香港国语、美国华语与马

来西亚以及泰国华语在“增加”一词的使用上具

有完全的一致性，而我们认为，这是国语圈

、华语圈共性特征的一个缩影。关于这一点，

我们还可

 

以

 

从

 

目

 

前

 

部

 

头

 

最

 

大、
 

影

 

响

 

也

 

最

 

大

 

的

 词

 

典《华语》
 

中某些特有词语的使用地区标注中

得到很多具体的证明。比如，以

 

“阿”

 

字头下

的词条为例，指称士兵、军人的

 

“阿兵哥”

 

标

为用于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

 

尊称

年长男子的

 

“阿伯”

 

标为用于港澳台地区、新

加坡等地;

 

指称阿飞的

 

“飞仔”

 

与指称当红女

星的“阿姐”

 

均标明用于港澳地区、新加坡、马

来西亚等地;

 

称呼老年妇女的

 

“阿嬷”

 

用于中

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仅由以

上的标示看，这些词都超脱了某一具体地域或

言语社区的局限，反映了一定范围内的共性特

征。

三、由

 

“舍小取大”

 

现象看国语圈、
华语圈的个性差异

  

不同地区的语言具有某些独特性，相互之

间由此

 

形

 

成

 

个

 

性

 

差

 

异，是

 

再

 

正

 

常

 

不

 

过

 

的

 

事

 

情。
周清海就华语的实际指出:

 

“各地华语又受到不

同外语的影响，各地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

也不同，和大陆的差距更大，因此造成了各地

华语之间，各地华语和现代汉语标准语之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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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take”一词影响的结果。［10］

表“申请、申领”义的 “拿”比较常见的

用法是跟宾素 “假”构成义同 “请假”的 “拿

假”一词。我们以此为关键词，在世界各地的

华文媒体中进行检索，结果只在新马地区找到

用例，如:

( 26) 卫生部说，公共医疗机构在处理员工

的假期申请时将尽力取得平衡，既让员工可以

轮流拿假，也确保有足够的人手应对必要的医

疗服务。( 《联合早报》2021. 10. 20)

按，此例的“拿假”正可与前文的 “假期

申请”形成对照与对应。
( 27) 文鸿笑说: “父母亲对圣诞无感，假

期还是留给想在圣诞节拿假的同事吧。” ( 同上

2021. 11. 30)

( 28) 今天是公假，后天就是周末，很多人

在明天拿假，享受一连 4 天的假期。 ( 同上

2021. 09. 16)

为了进一步检验以上结果的真实性，我们

还对“假”稍 加 扩 展，以 “拿 病 假 /无 薪 假”
为关键词，在同样的范围内进行检索，结果相

同，即也只在新马地区有用例。这样的用例如:

( 29) 车长在接受治疗后已经出院，目前拿

病假养伤。( 《联合早报》2021. 11. 04)

( 30) 去年疫情严重冲击新航营运时，一部

分新航机师和机组人员拿无薪假，或转到其他

公司机构工作。( 《联合早报》2021. 11. 15)

( 31) 她在几个小时后感到不适及呕吐，第

二天包括她在内有 30 人拿病假，甚至有的入

院。( 《星洲日报》2021. 10. 27)

( 32) 受病情影响，他在万宜一家药厂的药

剂师工作获得公司谅解，允许拿无薪假休养。
( 星洲网 2021. 10. 19)

历史上，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曾经是一个国

家，新加坡独立后，两国华语的一致性始终高

于其 他 地 区，所 以 学 者 们 经 常 合 称 “新 马 华

语”，而我们在马来西亚华语研究中也强烈地感

受到这一点。另外，《华语》在使用地区项下标

为“新马”或包含 “新马”的词语数量最多，

无疑也反映和证实了这一点。以上调查的两个

项目，特别是第二个，就集中反映了新马华语

的个性特点，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跟其他地区华

语的差异。
  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多把华语圈与国语圈

相提并论，多指出它们之间的共性，如对 “古

旧” 词语的保持、新词语使用的一致性等，而

少有论及它们之间的个性特点及相互差异。现

在，我们应该而且可以把注意力在一定程度上

转移到后一方面，进行国语圈、华语圈之间及

各圈之内不同言语社区之间的多角度、多侧面

对比，而 “舍小取大” 现象就是其中的一个可

选角度和侧面。在这方面，我们初步的感觉和

认识是，国语圈 “舍小取大” 现象在普遍性和

程度上似乎不如华语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

么这应该是两圈之间词汇及其运用的一个重要

区别。
  以上基本仍属于举例性说明，我们意在以

此初步证明，“舍小取大” 现象可以作为一个视

角或窗口，并以此观察华语不同言语子社区的

共性特征与个性差异。

结 语

本文 立 足 于 华 语 词 汇 运 用 中 极 富 特 点 的

“舍小取大” 现象，从两个方面举例说明了国语

圈、华语圈的共性特征和个性差异。我们认为，

上述两个方面代表了国语圈、华语圈内各言语

子社区相互关系的基本事实类型。对上述事实

的发掘，应该是 “传统” 之外了解和认识华语

的一个视角，无疑有助于我们拓宽视野、增加

新知。但是，相对于华语广泛的全球分布，以

及极其复杂的使用情况而言，以上调查只是初

级的、举例性的，我们把它作为一种尝试，希

望能由此开启一个新的角度、新的方面的华语

研究，同时也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对此的关注和

重视。
  关于国语圈、华语圈语言面貌整体上的一

致性或相似性，上文引周清海的文章已作过概

括性说明。此外，同文中还指出: “华人的书面

语教育 高 度 一 致，应 用 的 语 体 文 也 比 较 统 一。
港澳台地区、新马的书面语教育几乎完全一样，

差距很小……口语方面，所有华语区正式的标

准口语，也基本一致。”［5］这些无疑都是造成上

述共性特征的重要原因。
由共性特征了解国语圈、华语圈的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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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与普通话的整体差异，这对于进一步认识

华语特点以及由此反观普通话的特点，无疑具

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 由个性特点，则可以循

着这样的线索去深入了解各华语子社区的特点

及相互之间的差异，而这对于认识和把握某一

言语子社区的语言特点无疑也有很大的意义和

价值。
  就华语文教学而言，认识到上述共性特征

及个性差异，则有助于差别化观念的形成及其

在教材编写、教师培训以及教学环节的实施，

而这也是深化、细化华语文教学及其研究的一

个途径。

注释
①此例以“增加”取代“加大”，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实际上，我们也看到“除了加大力度宣传

外，亦更注重培养得奖者长远发展他们的钢琴事业”这样使用“加大”的用例。这说明，“舍小取大”在很多情况

下只有相对性而不具绝对性，它的实质是同义词之间边界模糊，或者如方、温文所说的“语义有所重叠纠葛”．
②在我们建构的全球华语体系中，它由三大板块构成，即中国大陆的普通话圈、中国台港澳地区的国语圈以及除前

两者之外的海外华语圈，见刁晏斌《全球华语的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 ( 华语教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6 页) ．
③类似的可视化图此处从略。《华语》中使用地区标为“港澳”的词语比较多，但是也有不少词语并非如此，比如

“巴士专道、白鸽票、阿丢、阿囡薯、百家乐、碧架”等，就只标为澳门使用．
④在 2016 年版的《华语》中，却取消了相关的释义和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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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andarin
Circle and the Huayu Circle as Seen in the Phenomenon of " Abandoning the

Small Word and Taking the Big Word"
DIAO Yanbin1，LIANG Xiaorou2

( 1.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Xiamen University Malaysia，Kuala Lumpur 43900，Malaysi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 phenomenon of " Abandoning the Small Word and Taking the Big Word" in the use of
Huayu vocabulary，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common features，individu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andarin and the Huayu cir-
cle. The above two manifestations represent the basic factual typ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sub speech communitie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above facts is a new perspective and direction for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Huayu in addition to " tradi-
tional" researches，which helps to broaden the vision，expand the scope and add new content to the research of Huayu．
Key words: research of Huayu; the phenomenon of " Abandoning the Small Word and Taking the Big Word" ; Mandarin
circle; Huayu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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