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全球华语融合与普通话词汇的
发展及相关问题

刁晏斌

　 　 提　 要： 全球华语正在经历一个由差异到融合的发展过程，其对普通话词

汇产生了极大影响，带来了很多值得而且应该研究的问题。 文章从词形、词义

和词用三个方面，讨论了华语融合影响在普通话词汇中的具体表现，在此基础

上梳理了《现代汉语词典》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和不足，具体包括失立词条、漏列

义项、释义不当，以及标“〈方〉”和配例方面的问题。 文章指出，应当加强全球

华语融合与普通话词汇发展问题的研究，而作为最具影响力的规范辞书，《现

代汉语词典》不仅应当真实、及时、准确反映当代词汇面貌，还应在“大融合”的

背景和视野下，致力于记录、推动、促进和引导全球华语由异趋同的融合性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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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程祥徽（１９９７）立足于方言的离合与汉语在澳门的走向，指出：“一个语

言的分久必合的时代已经来临！”这里的“语言”，或许应该理解为今天常用

的“大华语”或“全球华语”，即指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而这里的“合”，也就

是“融合”，指的是各华语言语社区由异趋同的发展过程及表现。
一段时间以来，华语融合成为学界的关注点，经常见于相关研究和表述

中。 比如，汤志祥（２００９）认为，“我们迎来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全球华语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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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大融合、大变化的时代”；周清海（２０１６）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和各

华语区之间的交流频繁，在你来我往之间，现代汉语（引者按，这里指普通

话）和华语的相互融合，就是不可避免的。 融合的速度随着交往的频繁而

加快，其中以词汇的吸收最为显著。”另外，周清海（２０１５）甚至以融合与否

为标准和依据，来对现代汉语进行阶段划分，认为 １９４９ 年到中国改革开放

之前是一个阶段，可以叫作现代汉语的分裂阶段；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到现在

是现代汉语的融合阶段。
我们认为，如果再做进一步的区分，上述“融合阶段”大致可以再一分

为二： 即以普通话“输入”为主的阶段和以普通话“输出”为主的阶段。 以

上两个阶段都应当在华语融合这一大背景下开展全面、深入的研究，但就目

前的情况来看，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均有很大的不足，还应不断加强。 就前一

阶段而言，普通话对非普通话区语言形式的输入，既是全球华语融合的主要

途径，同时也是其重要表现，因此研究普通话的输入，实际上也就是在研究

全球华语的融合；（刁晏斌 ２０２２ａ）另外，如果立足于当代普通话，这一研究

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华语融合现象看其对普通话产生了哪些、什么

样的影响，而这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当代普通话，无疑将有极大的助益。
本文即立足于此，在全球华语融合视角下讨论当代普通话词汇的引进、

吸收和发展，以及在“发展观”下考察、分析《现代汉语词典》中可能存在的

某些问题。

２　 当代普通话词汇的引进、吸收和发展

笔者曾经讨论过流行在大陆词语中的“港台来客”，指出其对普通话词

汇所产生的八个方面的影响，即增加新词语、增加新义项、非常用义变为常

用义、扩大使用范围、提高使用频率、古旧词语复活、产生仿造词语、出现新

的搭配形式。 （刁晏斌 ２００２）时隔二十余年，当代普通话词汇的引进、吸收

和发展步伐从未停止，“外来影响”持续不断，而由此带来的变化也可想而

知，所以非常值得回顾和总结。
以下，我们对上述八个方面做进一步的归纳，分别从词形、词义和词用

三个方面，来对当代普通话词汇的引进、吸收和发展情况进行分析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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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　 增加新词形

当代普通话中，大量引进华语词语，①从而增加了很多新词形。 据汤志

祥（２０００）统计，内地社会书面语已经使用过或者使用着的港台词语的数量

已达到 ６８７ 个；姚颖（２００５）统计了《现代汉语词典》２００２ 年第 ４ 版以附录形

式增收的 １ ２００ 条新词新义，其中来自港台地区的占四分之一以上。 在这方

面，一项最新研究是刁晏斌（２０２２ｂ），以王晓梅、庄晓龄、汤志祥编著的《马
来西亚华语特有词语词典》（马来西亚联营出版公司 ２０２２ 年版）Ｄ 字头下

所收的 １６１ 个词语为调查对象，结果显示目前已有 ９６ 个在普通话报纸中有

用例，占比达 ５９. ６２％。 这样的调查结果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代普通话引

进新词形之多、范围之广。
比如，《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从第 ６ 版开始把“草根”列

为词条，释义为“ 名 ① 草的根部。 ② 指平民百姓；普通群众： ～文化 ｜ ～阶

层”。 按，“草根”早已有之，但《现汉》此前一直未收，应该是认为它不是一

个词（同类的再如“树根、菜根”），而把它列为词条，则是反映它所承载的引

进新义。 汪惠迪编《时代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 （新加坡联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以下简称《时代》）收录“草根”，标为名词，释义为“比喻平民百姓”，
指出其常跟“阶层”或“性”组成“ ～阶层”“ ～性”，并且说明香港也用，台湾

常用。
大概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普通话中出现上述意义的“草根” 用

例，如：

（１） 香港一些基层社团人士认为基本法维护“草根阶层”权益普通群

众意见大多得到采纳（《人民日报》１９９０ ０４ １５）

如果说，此例含有香港背景，因而基本属于“借用”的话，②那么以下的

用例就不是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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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按现在的一般习惯，人们以“华语”来与普通话对称，具体包括中国的台港澳以及海外华
人的共同语，本文的“华语”内涵也是如此。
我们把 Ａ 言语社区对 Ｂ 言语社区的词语借贷按由低级到高级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借用
（在 Ｂ 言语社区语境及背景下的使用）、自用（脱离原语境的使用）和化用（完全自主的
变化性的使用），见刁晏斌（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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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参加浙江省第二届作家节的国内作家、批评家、学者以及编辑等数

十人，兴致勃勃地相聚在浙江绍兴鲁迅故里的百草园内，就“走近

鲁迅： 中国当代文学的草根性”议题，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

性讨论。 （《文艺报》２００４ ０９ ０７）

除了像以上两例这样直接引进华语中的“草根阶层”“草根性”外，还有

引进后的发展，即以“草根—”为模仿对象，类推出更多同族词语，而由此进

一步扩大了新词语的数量。 例如：

（３） 她种田、养猪、到处打工，连续 １１ 年省下钱请来戏班子让村民免费看

演出———乡村保洁员的“草根春晚”又开锣。 （《南湖晚报》２０１１
０２ １０）

（４） 记者将参展厂家划分为五大阵营： 国有车企集团、“草根”国企和

四大民营车企……（《拉萨晚报》２０１３ ０４ ２３）

因为“春晚”“国企”均为普通话区特有概念，所以上例中的“草根春晚”
“草根国企”绝非“引进”，而是“自产”，即属于以上所说引进后的发展。

在进一步的使用中，还出现了脱离中心语而独立使用的情况，例如：

（５） 小草根大发明———看业余人士打造的十大酷品（《新快报》２００９
０５ ３１）

（６） 他们是一群民间“草根”，散落在城市角落： 用憨厚的笑容，迎接着

雇主的挑选；用粗壮的双手，承接着各类体力活。 （《江西日报》
２０１１ １０ ２８）

到这里，一个独立表示新义的词“草根”就最终产生了，①而与此相类的

新词形也相当多见，再如“（作）秀”“绿色”“飙升”“按揭”“关爱”等。
与“草根”最终成词不同，有的引进词语成为“词语模”，大量类推构成

新词，而其“模标”则实现了类词缀化，最终成为极具能产性的构词成分。
比如，笔者较早接触台湾华语，发现其中“度”族词语较多，而其影响所及，
也使得普通话中类似词语日渐增多，比如“知名度”就是其中相当常用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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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现汉》从 １９９６ 年第 ３ 版起收录此词，以下是《人民日报》中的最早

用例：

（７） 报道说，每年一到春游时节，台湾许多营利机关便纷纷邀请一些育

幼院的孤儿参加“园游会”，美其名曰“社会服务”，实际上是打着慈

善旗号，借助孤儿为主办单位的商品提高知名度。 （１９８１ ０６ ０１）

含此例的文本前有“据台湾报纸报道”，则直接把“知名度”的最早来源

指向台湾地区。 我们对台湾地区的联合新闻网数据库所做调查显示，“知
名度”的首例见于 １９６８ 年，而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首例则均见于 １９７８ 年，
也早于普通话。

以下是三地的最早用例①：

（８） 加强消费者对该公司或出品商品的印象及知名度。 （台湾《经济

日报》１９６８ ０６ ０３）
（９） 自从加盟佳视，拍了“哈啰夜归人”之后，陈维英的知名度便更高

了。 （香港《工商日报》１９７８ １０ ０８）
（１０） 虽然身价片酬不高，他主演的影片不一定部部卖座，但他的知名

度，盖过了不少老牌明星。 （新加坡《星洲周刊》１９７８ ０９ ０３）

再举一个“曝光度”的例子。 以下是其在《人民日报》中的最早用例：

（１１） 安徽省纪委还将会同新闻单位，对政府部门的腐败行为加大“曝

光度”。 （《人民日报》１９９８ ０１ １３）

此词在台湾上述数据库中的首见时间是 １９８０ 年，而在新加坡则是

１９９６ 年。
当代普通话中，“度”类词用量大增，甚至成为一种“时髦”，以下两例或

许能够说明这一点：

（１２） 此次调查分别从自然度、健康度、景观度、亲水度、节水度五个“指

标”进行综合考量。 （《文汇报》２００４ １１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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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台湾地区用例由长沙师范学院的刘吉力老师提供，香港地区及新加坡的用例则由博士
生徐涵韬同学提供，谨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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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坚持高效力改革，着力提升职工的“忠诚度、贡献度、满意度、认可

度”。 （《兴化日报》２０２３ ０３ ０７）

张新友（２０１０）穷尽式检索到《人民日报》１９９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出现的“度”缀词共 １０５ 个（不计重复），我们也在若干年前进

行过一次媒体调查，搜集到许多以前未见或极少见的此类词，列举如下：

好感度、好评度、时尚度、新鲜度、概率度、话题度、美誉度、信用度、
资信度、风险度、平面度、违和度、节操度、饥饿度、山寨度、差异度、爬坡

度、权重度、欲望度、记忆度、厚薄度、真空度、社交度、绿色度、贡献度、
权威度、精品度、变异度、挑剔度、怪癖度、爬坡度、味觉度、嗅觉度、平整

度、均匀度、负荷度、光泽度、平滑度、椭圆度、圆柱度、平行度、密实度、
纵深度、需求度、粗细度、深浅度、色彩度、净洁度、印象度、轮廓度、粗糙

度、美感度、灵感度、刚柔度、面筋度、配比度、偏好度、坚牢度、水分度、
忠贞度、照明度、感觉度、效用度、明暗度、滋润度、曝光度、学习度、参与

度、还原度、纯洁度、关注度、覆盖度、瞩目度、紧贴度、释放度、传唱度、
完成度、容忍度、集中度、养生度、识别度、辨识度、离散度、利用度、欢迎

度、普及度、扩张度、重叠度、进化度、配合度、吻合度、成熟度、幼稚度、
老化度、依存度、歪斜度、美化度、不符度、可惜度、推荐度、切合度、复苏

度、活跃度、保鲜度、挑战度、装饰度、烘干度、佝偻度、期待度、利用度、
置信度、说服度、治愈度、配合度、水润度、仇恨度、畅游度、重视度、专注

度、确定度、关联度、发射度、接受度、转移度、贴近度、体验度、冲击度、
顺从度、反抗度、忍耐度、依赖度、认同度、创新度、活跃度、纯洁度、厌烦

度、享受度、开放度、认可度、刺激度、流行度、竞争度、适应度、约束度、
污染度、不透明度

当代普通话中，由引进与类推叠加在一起而形成的词族同样比较常见，
此外再如“—族”“—吧”“—性”“—面”“—端”等。

　 　 ２．２　 增加新词义

由于普通话对华语词汇的引进、吸收和发展，造成其原有词增加新词义，

这种情况也相当常见。 例如，《现汉》第 ７ 版“智慧”的释义为“ 名辨析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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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创造的能力”；《全球华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华语》）的释义是：“辨析判

断和发明创造的能力；聪明才智。”然而，《现汉》的“智慧”条下，另立“智慧产

权”条，释义为“台湾地区指知识产权”，则这里的“智慧”显然与上述释义并不

相同；《华语》也是如此，其在“智慧”条下另收“智慧财产、智慧财产权、智慧产

权”，以及“智慧大厦”（智能大厦，用于新加坡等地）、①“智慧讲堂”（安装有计

算机系统的公用阶梯教室，用于新加坡等地）、“智慧经济”（知识经济，用于台

湾等地区）、“智慧卡”（智能卡，用于台湾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
“智慧型手机”（智能型手机，用于台湾地区、马来西亚等地）。

以上词条及释义显示，在 ２０１６ 年及以前②：
第一，华语的“智慧”已有“知识”“智能”等义，其中以后者比较常用，且

使用范围和覆盖区域更广；
第二，“智能”等义尚未在普通话中使用。
以上第一点完全符合实际，而第二点则有一定的偏差。 雷震洲（２０１２）

就此指出：

自 ２００９ 年美国 ＩＢＭ（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在中国引入“智慧地球”
概念以来，“智慧”一词开始在祖国大地漫天飞行： 智慧交通、智慧油

田、智慧食品系统、智慧医疗、智慧零售、智慧水资源管理、智慧供应链、
智慧气象、智慧金融、智慧工业、智慧城市等等，不一而足。

就实际的使用情况看，普通话中开始以“智慧”替代“智能”的时间可能

还要略早一点，例如：

（１４） 中国科大学子智慧成果作价六百余万元———大学生科技创新转

为巨额股权（《人民日报》１９９９ １１ １５）
（１５） 未来智慧卡会取代现金，它的大小跟信用卡一样，可以在销售机

上买东西、付账单、进行国际转账等。 将来甚至可以取代车子和

房子的钥匙、身份证、汽车驾照、金融卡、提款卡、信用卡等。
（《经济信息时报》２０００ ０６ ２９）

·１８１·

①
②

括号内是该词典的简单释义和使用地区标注。
以上两部词典均出版于 ２０１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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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新义的“智慧”使用得更加普遍了，比如我们仅在“读秀”学
术搜索网站包含国内近 １ ０００ 种报纸的子库（以下简称“读秀报纸”）中进行

检索，其结果的前 １０ 页（共 １５０ 条，时间范围是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４ 日至 ５ 月 ７
日），就有以下一些不重复的组合形式：

智慧岛、智慧化、智慧型、智慧云、智慧经济、智慧物流、智慧校园、
智慧矿山、智慧联盟、智慧农业、智慧林业、智慧产业、智慧医疗、智慧城

市、智慧名城、智慧农博、智慧会展、智慧公益、智慧银行、智慧医疗、智
慧教室、智慧交通、智慧港口、智慧场景、智慧大脑、智慧小区、智慧园

区、智慧高地、智慧城管、智慧快餐、智慧药房、智慧餐厅、智慧农机、智
慧水务、智慧政务、智慧水利、智慧天网、智慧大棚、智慧果园、智慧巡

护、智慧治理、智慧管理、智慧停车、智慧养老、智慧住建、智慧革命、智
慧春运、智慧旅游、智慧审批、智慧农贸市场、智慧图书馆、智慧科技产

品、智慧农渠设备、智慧管控平台、智慧操作系统、智慧林业监管中心、
智慧城管指挥中心、智慧稻米生产基地

如果进行“智能”与“智慧”之间使用情况的对比，读秀报纸中含“智能”
的文本共 ４９７ １４４ 篇，而含“智慧”的共 ４４９ ９２４ 篇，二者相差不大。 再就几

个具体组合形式来看，含“智能城市”的 １２ ３３９ 篇，“智慧城市”的 ４８ ０１８ 篇，
后者是前者的近 ４ 倍；含“智能停车”的 ２ ７６５ 篇，“智慧停车”的 ３ ７６０ 篇，也
是后者多于前者；含“人工智能”的 ６０ ９５５ 篇，“人工智慧”的 １ ５２１ 篇，则后

者大大少于前者。 以上调查结果以及实际的使用情况显示，目前“智慧”的
“智能”义已经成为常用义，并且在这一义项上，其与“智能”甚至在一定程

度上达到了“浑用不别”。
与以上的“草根”一样，在高频使用中，“智慧”也可以脱离组合形式，由

此也成为一个真正的新词新义。 例如：

（１６） 在中建八局虹口区提篮桥项目现场，５Ｇ 技术让建筑行业更智慧。
（《新民晚报》２０２０ ０６ ２０）

（１７） 让海岛智慧起来———海南多点布局打造智慧型自贸港（《海南日

报》２０２２ ０２ ０１）
（１８） 他们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为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

·２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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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系统治理贡献力量，用智慧守护祁连山的绿水青山。 （《中国

教育报》２０２２ ０６ ２０）

再如“秀”，《时代》列为词条，释义为动词及名词义的“演出”，并且指

出，这一用法产生已有 ２０ 余年，最早先在台湾地区使用，然后传到香港、
澳门地区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它的构词能力极强（释义中列举了 ３０ 余个

组合形式）。 查看普通话的情况，《现汉》２００５ 年第 ５ 版新增“秀３”词条，

释义为“表演；演出： 作～ ｜时装～ ｜泳装～ 。 ［英 ｓｈｏｗ］”，第 ６ 版把“秀３”改

为“秀２”，释义及举例与第 ５ 版完全相同，第 ７ 版同于第 ６ 版。
普通话中“秀”的大量使用大约从 ２１ 世纪初开始，杨玉玲（２００４）谈及，

打开《北京青年报》搜索引擎，轻轻一点，即找出 ４７８ 条“作（做）秀”，１２５ 条

“时装秀”、１６３ 条“模仿秀”和 １４１ 条“脱口秀”等，并且由它衍生出大批的

“秀”族词；而吕桂宁（２００７）在百度搜索引擎检索到 ４３１ 个含“秀”新用法的

句例。
以下一例或许能够反映当时的语用实际：

（１９） 目前盛行一时的“××秀”更是让人感到迷惑不解： 究竟“秀”在哪

里？ 超级模仿秀、欢乐家庭秀、超级宝宝秀……这“秀”那“秀”给

观众一种如坠云雾的感觉。 （《中国商报》２０００ ０７ ０９）

在大量的使用中，“秀”也产生了新义。 例如：

（２０） 秀秀我的寒假作业（《沈阳日报》２０２３ ０３ ０３）

按，这里的“秀”大致义同“展示”，而此标题下的正文第一句正是“３ 月

１ 日，浑南三校的孩子们在展示自己的寒假作业”。
以下一例对应性地使用了“秀”和“展示”：

（２１） 西安市副市长韩松对志愿者说：“希望你们秀一个精彩的西安给

世界，展示你们所代表的城市和国家的形象。”（《华商报》２００９
１１ １４）

当代普通话中，“展示”义常用“晒”来表示，而以下一例就是“秀”“晒”
并用，这自然也能够证明“秀”具有“展示”义：

·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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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每逢节日，网络上必定是各种秀恩爱、晒幸福、表爱心、送祝福。
（《西南铁道报》２０１７ ０６ ２２）

即使不是对应性使用，以下用例中“秀”的“展示”义也是很清楚的：

（２３） 中国男子三人篮球队主教练刘震表示，要在奥运赛场上“秀一秀

我们的肌肉”。 （《新闻晨报》２０２１ ０５ １５）

类似的用例再如“秀秀我老妈”“我来秀一秀”“秀秀我的才艺” “秀厨

艺　 秀形象　 秀声音　 秀温情”等。
以上例子显示，当代普通话“引进新义”的产生大致有三种，一是通

过引进一个组合形式引进新义，而在进一步的吸收和发展中，“新义词”
可以脱离组合而独立使用，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新词义，如“智慧”即如

此；二是直接引进，如“秀”的“表演”义；三是引进后发展出新的意义，
如“秀”的“展示”义。① 以上三种情形，我们都可以找到大量对应性的

实际例证。

　 　 ２．３　 增加新词用

所谓词用，即词的用法，主要包括词语的选用习惯，有的是同一词语的

应用范围或色彩处理，（周清海，萧国政 １９９９）以下仅就词的应用范围的发

展变化来进行举例说明。
刁晏斌（２０００： ９）谈到，台湾地区“国语”中的“太”在表示程度极高时，

不限于赞叹（普通话的原用法只限于此），而受此影响，普通话“太”这样的

用法也已时能见到，从而扩大了它的使用范围。
２０ 多年后，这样的用法更加常见，例如：

（２４） ２０２０ 年，注定不寻常，不论是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还

是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有太多的故事让人感动难忘。
（《中国信息报》２０２１ ０２ １９）

（２５） 江苏中小学校长“开学第一课”太精彩（《扬子晚报》２０２２ ０２ １６）

·４８１·

① 这个问题非常具有语言共时、历时研究以及理论研究内涵，应该结合更多的语言事
实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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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这家医院的医护太有才 　 自创健康宣教小视频（《柯桥日报》
２０２３ ０３ ２９）

邱质朴主编《大陆和台湾词语差别词典》（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
收录台湾地区的“提升”一词，释义为“提高”。 其实，此义的“提升”在华语

中使用得非常普遍，《时代》也有收录，也以“提高”为释，并且做出以下的解

释：“《现代汉语词典》也收‘提升’，释义是‘提高（职位、等级等）’，《国语日

报辞典》对‘提升’的解释是‘提拔升级’，多用于职级擢升方面。 新加坡也

用‘提高’，不过‘提升’的使用频率较高，能跟它搭配的词语可以是比较抽

象的事物，范围比中国大陆要宽泛得多。 香港、台湾、马来西亚也用。”后

来，普通话受此影响，“提升”的使用频率也大幅提高，而与此相伴的，则是

使用范围大大拓展，并且由此而与华语实现了“一体化”，堪称普、华融合的

一个极好例证。
以前极少能够见到，而现在却非常常见的用例，如：

（２７） 近年来，国内品牌通过自主创新研发，提升产品品质，打造和改善

了品牌形象，国产品牌在国内消费品市场的占有率逐步提升。
（《每日经济新闻》２０２３ ０３ ０３）

（２８） 从提升政治站位、提升为民情怀、提升监督意识、提升管理质效、
提升综合素质、提升创新能力、提升院内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探

讨交流，共谋 ２０２３ 年房县检察工作发展大计。 （《十堰日报》
２０２３ ０２ ２５）

（２９） 松原市全力改善城区学位不足，有效解决大班额问题，提升教育

规模和档次，提升基础教育质量，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 （《吉林

日报》２０２３ ０４ １０）

按，最后一例“提升”与“提高”并用，二者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
由于“提升”的大量使用，“提高”与之发生了明显的此消彼长变化，①

以下通过北京大学 ＢＣＣ 语料库中二者使用情况的对比历时检索，可以比较

清楚、直观地证明这一点，详见图 １：

·５８１·

① 这种情况比较普遍地存在，再比如“质量—品质”“观念—理念”“渠道—管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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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检索式“提高”与“提升”的频次对比图

由于普、华融合，使得普通话原有词语扩大使用范围的情况比较普遍。
再如“介意”，《现汉》第 ７ 版的释义是“把不愉快的事记在心里；在意（多用

于否定式）”，而华语中此词通常没有使用范围的限制，即也可以用于肯定，
所以《华语》的释义是“把不愉快的事存在心里；在意： 你这么不客气，难怪

人家会～”。 受华语影响，普通话中此词现在也不乏肯定用法，例如：

（３０） ６１. ４％受访者介意他人在地铁或公交上吃东西（《中国青年报》
２０１３ ０４ ２３）

（３１） 蔡康永微博成中学语文试题———他很介意没署自己名（《华商

报》２０１１ ０６ ２９）
（３２） 在这个人人介意“脂肪”的时代，“低脂”巧克力也就应运而生了。

（《吉林农村报》２０２３ ０２ １８）

词用的变化往往伴有词义内涵的扩展或部分改变，以上所举各例基本

都是如此，此外再如以下各例：

（３３） 这一段时间，全民厨师，有一部分人又将眼光盯在了自种菜上。
这不，火锅中最常用到的菌菇就被盯上了，有商家创意地搞起了

菌菇领养，不少食客纷纷领养了。 （《舟山晚报》２０２０ ０３ １４）
（３４） 近日，公司制定的一套新措施新鲜出炉。 （《中国食品报》２０００

０９ １５）
（３５） 湖南省以长株潭地区“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试

·６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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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区为突破口，引领全省在实施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农业

现代化战略中，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科学发展之路。 （《经济

日报》２００８ １０ ２８）
（３６） 目前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明显，对老年群体的关怀需要全方位升

级，对此，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建议系统性关注

老年群体的身心健康。 （《燕赵都市报》２０２３ ０３ ０７）

以上四例中，“领养”的对象由人到物，“出炉”用的是比喻义，“友好”由
“亲近和睦”义转指“方便舒适”义，而最后一例的“关怀”则义同下文所用的

“关注”。
总之，词用是观察分析当代普通话词汇的引进、吸收华语词语及其发展

的一个重要窗口，而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３　 从全球华语融合与普通话词汇发展看

《现汉》存在的问题

　 　 以上我们较多介绍《现汉》的收词及释义情况，基本的立足点是： 作

为一部与时俱进的规范工具书，它无疑应该及时、准确、并尽可能全面地

反映普、华融合后的词汇面貌及其发展变化情况。 然而，从这个角度看

《现汉》，我们发现它还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与不足，以下对此做一讨

论和分析，希望能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并在《现汉》今后修订时有所

改变。

　 　 ３．１　 词条方面的问题

在这方面，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普通话中某一融合现象已有比较充

分的表现，但是《现汉》中对此却未能加以反映。
比如“太过”，《华语》收录，释义为“副词。 太；过于： ～天真 ｜ ～油腻”，

但是《现汉》第 ７ 版却未收录。
查读秀报纸，“太过”的第一个例子见于《人民日报》１９８３ 年 ８ 月 ９ 日第

８ 版的一则标题《不必太过“世故”》，通过文中介绍可知，这是无产阶级革

·７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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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廖承志（１９０８—１９８３）写

给其儿子女朋友信中的原话，并非当时的现实用例。
至于廖先生为什么会用到这一形式，以下用例或许可以提供一种解释：

（３７） 这真是多事，我也犯不着太过认真，过了就算了，这并没有什么大

不了。 （《京报副刊》１９２５ ０４ １９）

我们对“太过”一词及其使用的发展变化情况进行梳理，得出的基本认

识是： 此词在初期现代汉语中既已存在［例（３７）可以为证］，后在台港澳地

区及海外华语中一直沿用，而在普通话地区却一度趋于退隐；改革开放后，
随着“引进”的浪潮又开始在普通话中复显，成为华语融合的一个很好例

证。① 作为革命老人，廖先生显系沿用早期现代汉语的形式，
我们在读秀报纸中所见的第一个现实用例，是以下一句：

（３８） 在一阵狂轰滥炸之后，似乎不再有那种人人争说的荣光了。 其中

固然有许多原因，但最根本的恐怕是我们的文化讨论太过书斋气

太过隔靴搔痒了。 （《社会科学报》１９９１ ０６ ２０）

进入 ２１ 世纪后，此词的用例日渐增多，例如：

（３９） 由于某些镜头血腥味太浓和太过暴露，在中央电视台审片时，原
长 ４０ 集的《大明宫词》被删至 ３７ 集。 （《大河报》２０００ ０４ ０４）

（４０） 可能你会感觉做这件事情太过麻烦，但是现在，做这件事就像发

Ｅ⁃ＭＡＩＬ 一样简单了。 （《中国经济时报》２００２ ０４ １９）
（４１） 冷先生做梦都没想到，仅因为自己的履历太过出色，竟然会再遭

用人单位如此婉拒。 （《信息日报》２００２ １２ ０６）

考虑到历时以及现实的使用情况，我们认为《现汉》应该收列“太过”
一词。②

·８８１·

①

②

笔者从事“现代汉语史”研究，看到有不少词语都有大致相同的发展经历和路径，比如时
间副词“甫”就是如此。 （刁晏斌 ２０００： １０２）
对“太过”一词在当代普通话中的使用情况，我们还做过另一项调查： 在郑怀德、孟庆海
编《汉语形容词用法词典》（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３ 年版）中顺次选取前十个双音节形容词，即
“矮小、暧昧、安定、安静、安分、安宁、安全、安生、安稳、安闲”，分别在其前加上“太过”，
以之为关键词在百度搜索中进行检索，结果显示全部都有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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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情况并非个别。 再如，《华语》收“不景气”一词，释义为“经济不

繁荣，泛指不兴旺”，《现汉》第 ７ 版未收；另外，华语中“不景气”经常取简缩

性的双音节形式“不景”，例如：

（４２） 经济不景会使一些涉及“赚快钱”的罪行，如劫案、爆窃及骗案将

会增加，市民须提高警觉。 （《香港文汇报》２００１ ０９ ０９）
（４３） 售卖年饼多年的蔡润兰也表示，经济不景，顾客的购买力疲弱。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２００７ ０９ １２）

普通话中，“不景气”早已常见，就是“不景”也并不鲜见，虽然多用于标

题，但正文中的用例也时能见到。① 例如：

（４４） 尽管经济不景，消费者购买力疲软，德国最大的专业连锁书店萨

里亚（Ｔｈａｌｉａ），还是通过购并和结构增长来实现扩张。 （《中国图

书商报》２００４ １１ ０５）
（４５） 记者通过佛山市公众、协力、企达等多家驾校了解到，经济不景对

年底学车市场略有影响。 （《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８ １２ １０）

因此，如果比照《华语》，《现汉》似也应把“不景气”列为词条，并且还应

进一步密切关注“不景”的使用和发展情况，一俟条件成熟，也可以在新的

修订本中列为词条。
《华语》收“霸凌”一词，释义为“指恃强凌弱的行为”，并说明系英语

ｂｕｌｌｙ 一词的译音，用于台湾地区和马来西亚等地。 读秀报纸显示，此词

２０１０ 年开始在普通话地区出现，以下是第一个用例：

（４６） 台湾媒体接连报道多起中小学校发生恶意欺辱同学、威胁老师的

所谓“霸凌”事件，引起台湾社会的高度关注和集体性反思。 “霸

凌”一词源自英文音译，通常指学生之间的欺凌与压迫。 （《浙江

日报》２０１０ １２ ２５）

此例显属“借用”，而以下则是我们所见第一个“自用”的例子：

·９８１·

① 一般而言，一个新词语最早往往多在标题中使用，当其“站稳脚跟”之后，就开始向正文
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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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霸凌原本是一种长期存在于校园中的现象，指的是孩子们之间的

一种恶意欺负行为，一旦你被锁定为被霸凌的对象，你将持续性

地受到这种蓄意的伤害，包括言语或被排挤、甚至暴力方式对待。
长大后的成人世界也充满各式各样的霸凌。 （《都市女报》２０１３
０５ １６）

此后，这样的用例就较为常见，再如：

（４８） 最近一段时间里，青少年之间的恶意虐待、霸凌的视频一个接着一

个在网上传播，挑战着社会的良知。 （《东方早报》２０１５ ０６ ２４）
（４９） 在南极洲的彼德曼岛，一只小企鹅遭到海鸟的“霸凌”，鼓起勇气反

击，竟然成功赶走了挑事的海鸟。 （《沈阳晚报》２０１７ ０１ １５）
（５０） 我国暂无相关法律明确界定职场霸凌行为。 律师建议，应在立法

层面对职场霸凌行为予以界定，并规定处罚措施。 （《山西工人

报》２０２０ ０９ ２６）

如果说，由于“霸凌”一词引进的时间较晚，出版于 ２０１６ 年的《现汉》第
７ 版还来不及收录的话，那么我们希望在新的修订版中能够看到此词列为

词条。
关于词条，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同一词形“旧义”与“新

义”的关系。 吕桂宁（２００７）在描写了“秀”的新用法之后指出：“这些新出现

的用法，主要是首先由港台地区借用了英语的 ｓｈｏｗ，进而通过互联网及其

他现代传媒，迅速地扩展到大陆等地，并且还将产生更为丰富、更为多样的

用法。 这么一来，《现代汉语词典》是否可以考虑把它们作为‘秀’的另一个

新词‘秀３’收录？”虽然这话多少有点“马后炮”，因为如前所述，《现汉》２００５
年第 ５ 版已经新增“秀３”词条；但是，这种提醒规范词典应当及时反映普、华
融合后新变化的观念和意识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而由增列“秀３”也可以看

出，《现汉》的修订者显然也确有这样的观念和意识。
然而，由此也能看到《现汉》存在的某些问题，比如对某些“融合词”到

底该如何处理？ 上文谈到“草根”和“智慧”，已经涉及这一问题，这里再略

做讨论。 比如“广场”，英语与之对应的词是 ｐｌａｚａ，但与汉语“广场”不同的

是，ｐｌａｚａ 是个多义词，它还有一个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购物中心）义，后来华语

·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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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仍用“广场”对译，再传至普通话并大量使用，所以《现汉》第 ６ 版在

“广场”条下增加第二个义项“指大型商场，商务中心： 购物～”，第 ７ 版未做

任何改动。
现在的问题是，新义是应该放在旧义之下，还是另立一个新的词条？ 按

《现汉》的现在做法，可能面临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如上所说，新义与旧义之间并无直接、明显的引申关系，所以放在

一词之下，多少有些“违和”。 史素芬（２００２）就此指出，“如‘广场’指面积

广阔的场地，特指城市中的广阔场地。 但是随着外来词语的吸收，‘广场’
作为一个具有另外含义的词语出现了。 把别墅、公寓、住宅、商场乃至把办

公、住宿、购物、娱乐为一体的综合建筑物都叫 ‘广场’，造成意义上的

混乱”。
其二，新义只在组合中使用，离开组合则仍表旧义，不能完全满足“成

词”的条件。 以下两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５１） 昨日下午 ３ 时许，华商报记者赶到现场，广场南侧美食广场的范

围内还拉着警戒线。 （《华商报》２０１８ １１ ０４）
（５２）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７ 日，在万达广场 １ 号门外广场，２００ 只熊猫邀你来

“打卡”。 （《运城晚报》２０２２ ０９ ３０）

两例中的“××广场”均指商业设施，而未加修饰语的“广场”却只能是旧

义，即指“面积广阔的场地”。
这种只在组合中表示新义的“旧词”，严格说来并不真正具有“词”的资

格，①所以我们称之为“语素词”，即认为它是介于语素与词之间的中介物。
与之类似的再如表示无公害、无污染等的“绿色—”和指称住宅小区的“—
花园”等。 （刁晏斌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考虑到以上两个因素，把新义的“广场”单列为词条，或许不失为一个

比较合理的选择，同样，上文讨论的“智慧”大致也应如此。

·１９１·

① 《现汉》“广场”明确标注为名词，但是“词”的一般定义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单位，
既然只能在组合中使用，显然就不具备完全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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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　 释义方面的问题

这方面大致涉及以下两点： 一是义项的增列与否，二是具体释义妥当

与否，以下分别讨论。
关于义项，上文谈及，《现汉》第 ７ 版“智慧”的释义中未列与“知识、智

能”相关的义项，这样就不能有效覆盖下边的“智慧产权”条，以及现实使用

中的更多的诸如“智慧城市”之类的词语。 我们认为，这是有问题的，应另

立一个“智慧２”词条；如果暂时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也应比照《现汉》在“广

场”下增列义项二的做法，补列“智慧”的“智能”义。
与“智慧”相类似的问题还有一些，再比如“暴露”，《现汉》仅列“（隐蔽

的事物、缺陷、矛盾、问题等）显露出来”一个义项，但是在实际的使用中，来
自华语的“指着装故意将身体过多地裸露出来（多用于女性）”义（见《华
语》）时有所见，例如：

（５３） 面对“视频聊天室”那些衣着暴露、忸怩作态的年轻少女，警方却

遇到了法律难题。 （《新华每日电讯》２００５ ０３ ２０）
（５４） 两名女大学生在西安一家媒体实习，上班第一天被实习老师

“赶”回家换衣服，原因是她们穿的太暴露。 （《淮海晚报》２００７
０８ ０６）

（５５） 不宜穿过于暴露的衣服，露背装、露脐装、“破洞”装皆不合时宜。
（《青年时报》２０２０ ０９ ０９）

在较多的使用中，此词甚至还产生了引申义，例如：

（５６） 放眼国外，他们的性教育模式早已经很暴露很直白。 （《齐鲁晚

报》２０１１ ０９ ０３）

所以，我们认为《现汉》漏收“暴露”此义，属于比较明显的疏失，建议在

未来的修订中至少比照《华语》释义补出义项二。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再举出一些，比如“成长”。 此词《华语》列“增长”一

义，并指明其用于台湾等地区；《现汉》第 ３ 版新增“〈方〉发展；增长： 经济～
率 ｜经济～减缓”，但是不知为何第 ５ 版以后取消此义项。 其实，此义早已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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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普通话并一直都有用例，如：

（５７） 岗头镇个体私营经济成长迅速（《滕州日报》１９９９ １１ ２９）

按，此标题下的正文中，有“使个体私营经济在增长方式上呈现出由单

体分散型向群体集约型”，足可证明二者同义。

（５８）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中国受 ＳＡＲＳ 疫情影响，２００３ 年 ＧＤＰ 成长率

可能为 ７. ５％。 （《上海金融报》２００３ ０５ ２４）
（５９） 如果我们问投资者：“投资应该买成长，还是买价值？”在今天的

股票市场上，大概许多人都会说：“当然要买成长，买价值我直接

买房子、存银行就好了呀！”（《证券时报》２０２３ ０４ ０１）

所以，我们希望《现汉》在以后的修订版中能够恢复“成长”的上述义

项，并且去除“〈方〉”的标记（详见下文）。
关于具体的释义，比如上文讨论的“提升”，虽然其“提高”义早已被比

较普遍地使用，但《现汉》第 ７ 版的义项①仍为“提高（职位、等级等）”，由于

各版一直保留以上括注，从而使得这一释义与“提高”在实际使用中的表现

缺少应有的对应性，因此不应该再保留。 其实，这种情况在《现汉》中并不

鲜见，再如上述“领养、出炉、友好”等的新义，也均无反映。
上文讨论过“秀”在较高频率的使用中引申出“展示”义，但是此义在

《现汉》第 ７ 版中也未有反映。 其实，学者们对此义早有注意，比如周有斌

（２００５）指出，“表演”是“秀”的基本意义，随着使用频率的提高也出现了引

申义，常见的有宣传义、展览义等；郑燕、白婷婷（２０２０）认为，“秀”具有表

演、展示之意，而在“秀＋Ｘ”结构中“秀”的“表演”义逐渐弱化，“展示”义逐

渐加强。 所以，我们认为，此词的释义可比照《华语》改为“表演；展示”。
另外，上文谈及，由普、华融合造成大量新词形，其中很多以词族的形式

呈现，随着某些词族的发展，其作为“模标”的构成语素的意义也可能发生

改变，《现汉》对此也应有所反映。 比如，邹嘉彦、游汝杰编《２１ 世纪华语新

词语词典》（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收了一些“吧”族词，包括“迪吧、
串吧、歌吧、泡吧、网吧、氧吧”，以及“吧女、吧台、吧托、吧文化、吧消费”，这
些词语基本都早已进入普通话，并且还由此大量类推造词，从而形成一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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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庞大的“吧”族词（刁晏斌 ２０１２： ５）。 《现汉》从第 ５ 版起增加“吧２”词

条，释义为“出售酒水、食品或供人从事某些休闲活动的场所”，第 ６ 版改列

两个义项，义项一是“酒吧”，义项二是“供人从事某些休闲活动的场所，有
的兼售酒水、食品”，第 ７ 版相同。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看到的一些“吧”族词所指称的场所超出“休闲”
范畴。 比如以下用例：

（６０） 中心市区霞淮城中村封控区里，社区志愿者将“爱心菜吧”带来

的 １８０ 份爱心物资，陆续送到困难居民家中。 （《泉州晚报》
２０２２ ０４ ０２）

（６１） 温州人把剃头店摇身一变的美容美发店开到了全国去，又把修鞋

的老行当由地摊演变成时尚的鞋吧到处去生根。 （《泰州日报》
２０２２ ０６ １３）

（６２） 龙城红色服务吧位于钟楼经开区青野人才公寓，可提供暖心茶

水、共享雨具、手机充电、应急用药等 ９ 项便民服务，配备了饮水

机、应急药箱、爱心雨伞等设施。 （《常州日报》２０２２ １１ １６）

以上“—吧”指称的是与休闲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小型服务机构，大致与

原有的“—店 ／站”等同义。 所以，根据实际、具体的使用情况，《现汉》“供人

从事某些休闲活动的场所”义或可调整、补充为“供人从事某些休闲活动或

提供某些服务的场所”。

《现汉》第 ５ 版起给“非礼”一词增列第二个义项“〈方〉 动指调戏；猥亵

（妇女）”，此后两版均未做任何改动，而这一释义也是有问题的：
第一，“非礼”的上述意思显然是由其第一个义项“不合礼节；不礼貌”

引申而来，原本并无明显的性别指向，即其对象既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

性，所以其引申义也应该如此。
第二，华语中，此义的“非礼”虽然主要针对女性，但是也并非完全如

此，所以《华语》的释义为“原指不礼貌，现指调戏、猥亵他人： ～年轻女子”；
而普通话中，也有不支持《现汉》上述释义的用例，如：

（６３） 从今年 １ 月份以来，美国 １６ 个州的法庭至少已经接到了 ３００ 例起

诉罗马天主教教士非礼儿童的案件。 （《法制日报》２００２ ０６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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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前天晚上，宁海一青年拨打“１１０”报警，称有一妇女在他的暂住

房内要非礼他。 事后，经民警调查，原来是一场虚惊。 （《宁波日

报》２００３ ０９ １１）

第三，在具体的使用中，“非礼”的对象多有性别明示，如果认为此词一

定包含［＋对妇女］的语义特征，则这样的用例就包括了冗余成分。 例如：

（６５） 一个年轻打工仔，在商店看电视时非礼一妇女，被其夫发觉后发

生争执，竟然拔刀捅死其夫。 （《信息日报》２００３ ０１ ２４）
（６６） 酒醉后的闵志涛对陪同的 ４ 名女子非礼，遭到对方强烈反抗。

（《汕头日报》２０１０ ０４ １４）

第四，查《现汉》，“妇女”义为“成年女子的通称”，而实际的用例中，无
论华语还是普通话中，“非礼”的对象多有指称非成年人的，而这显然也不

能与“妇女”一致。 比如上引例（６３）中的“儿童”就是如此，再如：

（６７） 在四川达州一洗脚房内，７ 岁女孩小雨（化名）疑被一名男子非

礼。 （《汕头特区晚报》２０１３ ０５ ２７）
（６８） 贵港男子杨仕康在公园看见一名女孩被人非礼，他挺身而出制

止。 （《南国早报》２０１３ ０６ ０９）

所以，鉴于以上各点，我们认为《现汉》“非礼”义项二的释义应取消“妇
女”的括注。

相对于以上的“无反映”或“反映不足”，《现汉》有时可能还有“反映过

度”的问题。 比如“管道”一词，第 ７ 版列义项二“途径；渠道②： 协商 ～中

断”。 我们在读秀报纸调查，前 ２０ 页无一此义的用例，而我们以《现汉》所
列的“协商管道”为关键词，整个读秀报纸中仅有 ３ 个有效用例，而含“协商

渠道”的文本则有 ７７７ 篇。 上述含“协商管道”的 ３ 个用例均有台湾地区背

景，如：

（６９） 《中国时报》报道： 世台商会愿做两岸协商管道（《参考消息》
１９９５ ０９ １４）

此外，读秀报纸中，含“多渠道”的文本有 ２７ ８１０ 篇，而含“多管道”的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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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７０６ 篇，且多为不合格用例（如“食堂油污多管道易堵塞”），首页的几个合

格用例均出自港澳地区报纸，如“劳工局多管道推就业支持措施”；含“沟通

渠道”的文本 ２ ９１８ 篇，含“沟通管道”的 ２２０ 篇，也多出自港澳地区报纸或

有台湾地区背景，如“将重建两岸交流平台和沟通管道”等。 由此看来，《现
汉》这一义项的增加可能有点“超前”，或许并未真正反映当代普通话的实

际语用情况。

　 　 ３．３　 其他方面的问题

除上述词条和释义方面的问题外，《现汉》中还存在一些与我们讨论话

题相关的其他方面的问题，以下主要讨论标〈方〉和配例问题。
《现汉》凡例中说明，标〈方〉的表示某词或某义出自方言，这大概反映

了“早期”的认识，即把台港澳等地区也归入方言区，而现在的一般认识是，
台港澳等地区的特有词语属于“社区词”，它与方言词具有诸多差异（苏新

春 ２０２３）。 如果这一认识在《现汉》中得到反映的话，那么有些标〈方〉词条

或释义就要重新考虑。 不过，这里我们暂且不讨论这个问题，而是看有些

“〈方〉”是否应当标注的问题。
《现汉》中，有时对“〈方〉”的是否标注处理得很好，反映了历时发展观。

比如“搞定”一词，第 ５ 版开始收录，释义为“〈方〉 动把事情办妥；把问题解

决好”。 从第 ６ 版起，释义未变，但是去掉了“〈方〉”，我们认为这真实地反

映了此词的使用情况，比如在读秀报纸中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含“搞定”的
文本共 ４２ １８５ 篇。

但是，这方面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比如，上文讨论《现汉》“非礼”一

词的第二个义项一直是“〈方〉 动指调戏；猥亵（妇女）”，其实根据此词的实

际使用情况，不仅加注“妇女”没有必要，就是“〈方〉”的标注也已不合时宜。
此与相似的再如“透过”，《现汉》 第 ６ 版开始收列它的第二个义项，即

“〈方〉 介通过： ～朋友介绍到这里工作”。 第 ７ 版依然保留“〈方〉”。 然而，

当代普通话中，此义的用例常能见到，如：

（７０） 透过女性的眼睛看世界　 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专题讨论全面展

开（《人民日报》１９９５ ０９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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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引导官兵透过西藏旅游热看边疆新变化，增强戍边卫国的责任

感。 （《解放军报》２００７ ０５ １０）
（７２） 透过志书记载，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乡村的历史嬗变。 （《杭

州日报》２０２３ ０５ ０５）

我们认为，根据此词的实际使用情况，这里也应去除“〈方〉”。
配例作为词典释义的要素之一，我们对其作用的理解是： 其一，证明释

义的正确性与客观性；其二，补充释义的某些不足，比如使之具体化，（刁晏

斌 ２０２２ｃ）它应尽可能地展示被释词的使用条件和环境，覆盖其主要用法或

分布。 在这方面，《现汉》有些配例可能比较滞后，未能及时反映词语用法

新的发展和变化。 比如“理念”一词，从第 ５ 版开始收录，释义为“① 信念：
人生～。 ② 思想；观念： 经营～ ｜文化 ～。”由以上三个配例显示的使用情况

是： 此词只在偏正型四字格中做中心语使用。 就语用实际来看，在很长时

间内确实如此，以下是读秀报纸中的第一个用例：

（７３） 我国音乐理念为何徘徊不前———音乐社会学问题刍议（《社会科

学报》１９８６ ０３ ０９）

此后，“理念”基本也都是在四字格中使用，而《现汉》反映的正是这一

实际情况。 然而，大概 １０ 年以后，出现了脱离四字格独立使用的例子：

（７４） “抓准理念与实践的结合部———邓小平理论与西北发展研讨会”
在兰召开（《社会科学报》１９９６ ０１ １８）

此后，这样的用例不断增加，再如：

（７５） 合作哲学： 理念　 信仰　 境界（《社会科学报》１９９６ １０ ３１）
（７６） 理念是企业发展的灵魂和精神支柱。 理念的有无，突出与否，实

用与否，决定着一个企业的兴衰、成败和命运。 （《齐鲁石化报》
２０００ ０３ １７）

时至今日，独立使用的“理念”越来越多，以下再举一例：

（７７） 概括而言，这些经验包括“一个理念”和“三项做法”。 一个理念，
就是为了个案的公正。 （《人民法院报》２０２３ ０５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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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起码在修订版中，“理念”应增加独立使用的配例，这样才能

对此词的实际用法具有更大的覆盖面，或者是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它的使

用情况。
上文谈到，《现汉》第 ５ 版新增“秀３”，释义为“表演；演出”，所列配例为

“作秀”“时装秀”和“泳装秀”三个。 除“作秀”外，另两个分别与“时装”和
“泳装”组合，给人的感觉似乎是“秀”只能与服装类词语组合，实际情况当

然不是如此（最初组合范围确实有限，但后来则越来越广），所以第 ６、第 ７
版均沿用最初的配例，确有失于考虑之处。 如果能够在语料调查的基础上，
替换及增补词典修订时较常见的不同搭配形式（如“真人秀”“灯光秀”“秀
场”“一场秀”等），无疑更能反映被释词当时的实际使用情况。

４　 结 语

以上我们首先讨论当代普通话对华语词汇的引进、吸收以及在此基础

上的发展，分别从增加新词形、增加新词义和增加新词用等三个方面对此进

行了梳理和举例说明；其次是从全球华语融合与普通话词汇的发展看《现
汉》各版中存在的某些不足，具体主要表现在失立词条、漏列义项、释义不

当，以及标“〈方〉”和配例方面的问题。
笔者认为，“全球华语融合与普通话词汇的发展”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

的大问题、大课题，可以而且应该围绕它进行更多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
最终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认识。 具体而言，我们至少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

付出更多、更大的努力：
第一，摸清普通话引进词语的“来龙”，建构包含来源、引进渠道以及时

间点等重要信息的一个个具体词语的引进“档案”，并且争取要有一个较大

的覆盖面，把所有常用词语都纳入研究范围；
第二，梳理普通话引进词语的“去脉”，即引进后的基本使用情况及其

发展变化，很多引进词语在较长时间和较高频率的使用下，产生了词形、词
义和词用等方面的变化，具有非常丰富的“史”的内涵，值得深入发掘；

第三，在以上了解和掌握“来龙去脉”的基础上，考察、分析和认识引进

词语对普通话词汇系统的影响，比如造成了更多的同义词语（如“提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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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拓展了形、音、义关系及其类型（比如字母词语的大量使用、音译简缩

性语素的类词缀化），甚至带来了词汇知识体系的某些变化（如语素词现象

就非常值得归纳和总结）。
此外，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还应加强与之相关的应用研究，比如词典

编纂。 客观地说，“全球华语融合与普通话词汇的发展”问题对规范语文工

具书编纂者而言是一个相当严峻的挑战，除很多具体问题外，首先是在观念

层面提出更高标准和要求： 应当更好地认识和处理“规范”与“发展”之间

的关系，与时俱进，力争及时、准确、全面反映词汇（包括引进词语）及其使

用的最新情况；应当重新定位和确立规范辞书的使命担当： 不仅要真实反

映当代词汇状貌，还应在“大融合”的背景和视野下，致力于记录、推动、促
进和引导全球华语由异趋同的融合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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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ｗ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ｒｃｈ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ｃｔｏｂｅｒ ｓｏｌａｒ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Ｙｉ ethnic group，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ｈａｓ ｃｏｍｂ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Ｙｉ
ethnic group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ｉｔ ｉｓ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ｏｒｃｈ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ｉｓ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ｅ
ｗｏ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Ｙｉ ethnic group．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Ｘｉｎｇｈｕｉ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ｉ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ｔｏｒｃｈ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Ｙｕｎｎ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ｉｎｃｏｒｒ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ｏｒｃｈ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ｓｔａｒ ｂａｃｋ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ｓｏｌａｒ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ｆｉｒｅ ｗｏｒｓｈｉｐ

ＤＩＡＵ Ｙａｎｂｉ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ｕｔｏｎｇｈｕａ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Ｐｕｔｏｎｇｈｕａ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ａｎｄ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ａｂｏｕｔ ｍａｎ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ｄｅｓｅｒｖｅ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ａｙｕ
ｉｎ Ｐｕｔｏｎｇｈｕａ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ｗｏｒｄ ｆｏｒｍ， ｗｏｒ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ｏｒｄ
ｕｓａｇｅ． 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 ｉ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ｉｍｐｒｏｐｅ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ｍａｒｋｉｎｇ “〈 Ｆａ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ｕｔｏｎｇｈｕａ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 ａｎ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 ｔｉｍｅｌ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ｍａｎｎｅｒ，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ｂｅ 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ｏ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ｕａｙｕ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ｕｔｏｎｇｈｕ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ＨＥ Ｍａｏｈｕｏ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ｌｙ 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Ｅｘｏｔｉｃ ａｎｄ Ｌｏｓｔ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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