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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台湾词语的差别及造成原因

海峡两岸的同胞虽然都在使用着我们民族的共

同语—汉语
，

但是
，

�� 多年的人为隔绝
，

使得汉语

在各自的社会中随着不同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等的发

展变迁
，

造成了两地汉语某种程度上的差异
，

而其中

差异最大的
，

就是词汇了
�

总的说来
，

大陆台湾词语的差别集中表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
�

�
�

同一事物不同的词语表达
�

这种情况最为普

遍
，

如大陆的
“
学生会

”
台湾叫

“
班联会

” ，

大陆的
“
电

磁灶
”
台湾叫

“
电子锅

” ，

其他的再如
�

立交桥一交流

道
，
压力锅一快锅

，

承受力一包容力
，

恶作剧一恶戏
，

聊夭一盖
。

�
�

同一词语表达不同的事物
�

这种情况虽远不

如第一种多
，

但也为数不少
�

例如
�“
机车

”
在大陆指

火车头
�

而在台湾则指摩托车
， “
爱人

”
在大陆指配

偶
，

而在台湾则指情人
。

再如下边的词语
，

它们作为

台湾词语的意义和我们大陆人所理解的意义是完全

不同的
。

乱
�

很
、

非常
�

聘妻
�

未婚妻
。

平安夜
�

圣诞节

前夜
。

影集
�

电视连续剧
。

�
�

彼有此无或此有彼无
。

这种情况也很多
，

例

如大陆词语
“
冒尖户

” 、 “
老三届

” 、 “
知青

”
等

，

台湾人

听来往往不知所指
，

而台湾的词语如
“
三八

”
�带傻

气
，

做事莽撞或不得体�
、 “
后座

”
�女子体育比赛冠

军
，

即
“
皇后宝座乃

、 “
秀

” �表演或显示表演的才能�

等
，

大陆人听来往往也会不知所云
。

就造词或构词来说
，

上述三方面差别的造成原

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

�
�

古今差别
�

有些词语
，

大陆采用的是后起的

意义
，

而台湾却采用或部分地保留了古代的形式
，

比

如大陆用
“
公章

”
一词

，

而台湾却保留了
“
关防

”
这一

古代的称名
，

大陆卖书的店铺叫
“
书店

” ，

而台湾却叫
“
书肆

” ，

另外还有
“
布肆

”
一词

，
其中

“
肆

”
用的就是古

词古义
。

这方面的例子再如
�

留学一游学
，

教职一教

席
，

利润�益�一利市
，

夜一嗅
。

�
�

新旧差别
�

有些词语
，

大陆已经放弃了 ����

年以前一段时间内使用的旧有形式
，

而采用了新的

形式
，

台湾则仍在使用那些旧有的形式
。

比如传送邮

件的工作人员
。

大陆早已改称
“
邮递员

” ，

而台湾依旧

称
“

邮差
” ，

大陆称呼
“
武术

” ，

台湾却仍叫
“
国术

” ，

大

陆的公司
、

商行等中跑供销的人员称
“

供销员
”
或

“
业

��

务员
” ，

而台湾则沿用
“
跑街

”
这一旧称

�

再如
“
饭局

” 、

“
赌局

” 、 “
家下

”
等台湾词语

，

在大陆都改用了别的词

语
。

�
�

译音差别
。

两岸词语中都有不少音译词
，

但

由于汉语中同音词和近音词众多
，
以及翻译时音节

等的取舍不同
，

所以表现出比较大而且普遍的差异

来
�

比如
，

有一种德国产的名牌轿车
，

大陆译为
“
奔

驰伙以前译为
“
本茨��

，

而台湾则译为
“
宾士

” ，
美国

的著名影城 �������
���

，

大陆译为
“
好莱坞

” ，

台湾译

为
“
荷里活

” 。

至于国名
、

人名等方面
，

差异也很多
，

如

大陆译为
“
毛里求斯

” ，

台湾译为
“
模里西斯

” ，

前苏联

总统戈尔巴乔夫
，

台湾译为
“
戈巴契夫

” �

�
�

音译与否之别
�

台湾词语中的音译词数量远

比大陆多
，

这样
，

有不少事物
，

在台湾用音译词来表

达
，

而在大陆则用另外形式的词语来表达
。

由此就又

构成了两地词语一个方面的不同
。

台湾的音译词以

源于英语者居多
，
其次是来自日语的

�

比如
，

花边或

饰带在台湾称
“
蕾丝

” ，

人造奶油台清叫
“
玛乳琳

” ，

这

都是源于英语的音译词
�台湾词语中有

“
阿巴桑

”
一

词
，

意指老妇人
，
又有

“
玄关

” ，

指住宅的正门
，

这两个

词都来自日语
。

还有台湾外来词是音译和意译相结

合的
，

由此也产生了一些大陆上没有的词语
，

例如
“
老密斯

” ，

意指老处女
，

此词为英语
“
���一����

”
的

意译和音译结合体
�

�
�

方言之别
�

有些事物的称名等
，

在台湾是以

方言词语的形式流传的
，

而大陆则有另外的表达形

式
，

由此又构成了两地大陆则有另外的表达形式
，

由

此又构成了两地词语的不同
，

例如
�

去世一过身
，

火

车站一火车头
，
父亲一家公

，

涨价一起价
，

除夕一年

兜
。

就大陆而言
，

也有类似的情形
�

几十年来
，

也有不

少方言词语进入了普通话词汇中
，

而其中也有不少

是台湾所没有的
，
早些年的如

“
埋汰

” 、 “
搞

”
等

，

近几

年的如
“
穷烧

” 、 “
托儿

”
等

。

�
，

简缩之别
。

台湾词语中
，

简缩性的词语远比

大陆多
，

其简缩形式往往是对两个相关联的词的减

省合并
。

由此
，

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形
�

相同的意思
，

台湾用一个简缩词表达
，

而大陆则用一个词组来表

达
。

例如
�

女网一女子网球
，

觉识一觉悟认识
，

渴慕一

渴望羡慕
，

绩效一成绩效果
，

家饰一家庭装饰
，

民艺

一民间艺术
。



·

巴蜀述闻
·

�刘黎明

禹生石 纽传说的由来

据说
，

夏后氏部落领袖大禹出生于古汉山郡广

柔县石纽乡
。

《孟子 》佚文
�“
禹生石纽

”
�《史记

·

六国年表 》集

解引皇甫谧所引之《孟子 》�。

杨雄《蜀王本纪 》 � “
禹本汝山郡广柔县人

�

生于

石纽
，

其地名痢儿畔
。 ”

《吴越春秋
·

越王无余外传 》 �“
禹父稣者

，

帝撷

项之后
。

练娶于有萃氏之女
，

名曰女嬉
�

年壮末单
，

嬉

于砒山
，

得慧改而吞之
，

意若为人所感
，

因而妊孕
，

剖

胁而产高密
。

家于西羌
，

地 日石纽
�

石纽在蜀西川

也
� ”
据《世本

·

帝系》 ，

高密为禹之封号
。

《三国志
·

蜀书
·

秦毖传 》 �“
禹生石纽

，

今之汉

山郡是也
” �

裴松之注引谁周《蜀本纪 》云 �“
禹本汉山

广柔县人也
，

生于石纽
，

其地名，��儿坪
。

见 《世帝

纪 》 � ”

禹既然生于石纽
，

其父练当然也就该是此地人

了
。

古人果有此说法
。

罗泌 《路史
·

后纪十三 》 �“
伯骸字熙

�

泣山广柔

�
�

其他区别
。

除上述六方面的原因外
，

还有一

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

这就是事物等的命名方式或角

度不同
。

由此而产生差异的词语为数极多
，

例如
�

水

龙头一水喉
，

末班车一尾班车
，

性行为一性事
，

秘闻

一秘辛
，

本钱一母钱
，

搭档一拍档
。

大陆
、

台湾词语的差别除了上述语言方面 自身

的原因外
，

还可以进一步从社会历史及现实等方面

寻找更深层次上的原因
。

造成大陆和台湾词语差别的语言以外的深层次

上的原因
，

主要有以下两点
�

�
�

社会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观念意识等的

差别
。

台湾方面
，

社会制度与 ����年以前相比
，

并没

有发生什么质的变化
，

因而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
，

一定程度上保留或继承了许多旧有事物
，

所以词语

也就在一定的程度上保持了旧貌
，

如
“
童子军

” 、 “
赌

局
”
等

。

这样
，

就使得台湾词语中保留 ����年以前一

段时间内的词语数量远比大陆多
。

另一方面
，

大陆的社会制度较 ����年以前则发

生了根本性的
、

质的变化
，

加之历史政治运动的影

响
，

无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

还是人们的思想
、

观

念
、

意识等
，

都可以说是
“
旧貌换新颜

”
了

。

由此
，

在词

语上就造成了两方面的结果
�

一方面是大量的旧有

词语在大陆消失 �而其中的许多在台湾却保留下

来�
，

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反映社会主义及其特殊的历

史进程的词语的产生
，

远的如
“
三反五反

” 、 “
四清

” ，

近的如
“
改革开放

” 、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等

�

而这些

词语在台湾的社会条件下是绝对不会产生的
。

�
�

与外国接触及开放程度的差别
�

台湾曾经长

期处于 日本的统治之下
，

这就使得词汇中留下了许

多 日语借词
。

����年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
，

美国人

在台湾有极大的势力
，

影响所及
，

深入到社会生活的

各个方面以及人们的观念意识等
，

由此又使得大量

的英语借词涌入台湾词汇中
，

它们大都是以音译词

的形式出现的
�

这样
，

音译词的大量增加
，

在一定程

度上就使台湾词汇改变了汉语词汇的原貌
。

在大陆
，

没有这样两种语言的大规模
、

长期的接

触
，

因此外语借词的数量就少了许多
，

即使有一些
，

也趋向千采取意译的形式
，

从而更大程度地保存了

汉语词汇的原貌
。

近 �� 年来
，

情况虽然有了些变化
，

大陆与外界的接触和交往 日益频每
，

由此也使借词

的数目增加了不少
。

但这并未使汉语词汇的基本面

貌有大的改观
，

因而在这方面大陆
、

台湾词语的差异

仍然是十分明显的
。

除上述原因外
，

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
，

诸如

两地处于不同的方言区
，

两地人民在生活条件
、

方

式
、

习惯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差异
，

等等
，

但相对来说
，

这些都是次要一些的原因了
�

值得注意的是
，

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以及海峡两岸交往的日益增多
，

两地的词语也开始

了相互间的渗透
，

因而相互间的差别也有了一定程

度上的缩小
。

在这方面
，

主要的表现是许多台湾词语

进入大陆词汇
，

如
“
太空人

、

共识
、

目标管理
、

运作
、

镭

射
、

巴士
、

比基尼
、

餐饮业
、

速食面
、

影碟
、

越洋电话
”

等
。

当然
，

也有少量大陆词语进入了台湾的词汇
，

如
“
领导班子

、

好人好事
、

说法
”
等

。

我们相信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两地词语的互相渗

透和交融会越来越明显
、

越来越普通
，

而随着海峡两

岸统一的最终实现
，

两地词语差别的情况必定会有

一个根本的改观
，

在相当的程度上达到一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