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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大陆汉语与
海外汉语的融合及其原因

刁 晏 斌

摘 要 本文从汉字字体、语音、词汇、语法、表达方式等五个方面论述了进入新时期
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大陆汉语与海外汉语的融合，在此基础上，又指出了这种融合的
三个明显特点，即单向性、在短时间内完成和不平衡性。最后，从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
四个方面阐明了大陆汉语与海外汉语融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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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中所说的大陆汉语，是指在中国大陆范
围内使用的汉民族共同语，而海外汉语，则是指在
台湾、香港、澳门以及其他海外华人社会中使用的
汉语。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本世纪40年代到
70年代末） ，由于人为的隔绝，大陆汉语与海外汉
语在各自相对封闭的社会里，随着不同的政治、经
济、文化等的发展而发展，最终在汉字字体、语音、
词汇、语法以及表达方式等方面都产生了较多、较
大的差异。

台湾著名作家柏扬先生在谈到大陆与台湾的

文化差异时说：“海峡两岸已经隔离40年了，这是
一次最长久、最严密的隔离。 它造成文化的断裂。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两岸文化的差异，如果我
们再隔离四十年，那就会形成两种文化”。①

文化的断裂自然也包括了语言的断裂，文化
的差异自然也应该包括语言的差异。

大陆与台湾是这样，而在那段相当长的时间
内，与其他海外汉语社会差不多也是如此：人为隔
离，很少交流。

与此不同的是，各海外汉语社会却在大致相
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条件下一直处于较为密切的

联系之中，由此就使得海外汉语在很多方面都保
持了相当的一致性，从而在整体上与大陆汉语形
成了鲜明的、多方面的差异。

进入新时期 （1978年至今） 后，大陆与海外汉

语社会的联系和交往日益增多，从而使两地的汉
语获得了相互交流的机会，进而在这种交流中逐
渐地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融合。

本文主要以台、港地区使用的汉语书面语为
海外汉语的代表，对大陆汉语与它的融合情况及
造成原因进行一些考察和分析。

新时期大陆汉语与海外汉语的融合，主要表
现在以下方面。

1．汉字字体
大陆自1956年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以

后，就一直以简化汉字作为标准的汉字字体，而在
海外汉语社会，则主要通行繁体字。 进入新时期
后，“繁体字回潮”愈演愈烈，到现在，它已在大陆
的书写和印刷字体中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在社
会用字（ 如广告、牌匾、标志、证书等） 方面，用得更
多。

总之，在大陆，目前汉字字体在一定程度上已
经进入一个繁简并存的时期。

另一方面，某些大陆常用的书写形式也影响
到海外汉语社会中汉字的书写，比如台湾的不少
餐厅，由于受大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以及日常
简省书写形式的影响，把“餐”写成了“ ”②。

2．语音
这方面，主要表现在大陆的某些人放弃了一

些字的原有读音，而改读 （ 说） 其在海外汉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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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比如，前些年某些歌星等人张口“我系”（ 是） ，
闭口“西西” （ 谢谢） ，用 （ 模仿） 的就是香港音。 后
来，许多人 （ 主要是年轻人 ） 把“什 （ shén） 么”说成
“shěn 么”，把“和”（ hé） 说成“hàn”，则又是受了台
湾音的影响。

但是，总的说来，语音方面的融合还只是个别
的，带有偶然性的现象，还体现不出什么规律性
来，同时也不像其他方面那样，使大陆汉语的原貌
发生较大的变化或某种程度的改观。

3．词汇
这是融合得最明显、最充分的一个方面。
本来，大陆与海外汉语词汇之间，至少有三个

方面的差异，即：
（1）同一事物用不同的词语表示，例如：出租

汽车——的士、计程车，公共汽车——巴士、公车，
激光——雷射；

（2） 同一词语表达不同的事物，例如“借词”，
大陆指从另一种语言中吸收过来的词，而在台湾
则义为托词或借口；

（3） 此有彼无或此无彼有，大陆有而海外无的
如“四清”、“上山下乡”等，海外有而大陆无的如
“秀”（表演或显示某方面的才能） 、“水喉”（水龙头）
等③。

进入新时期后，特别是近些年来，上述情况大
为改观，通过大陆汉语大量地引进吸收海外汉语
词语，许多词语已经成为两者共同使用的了。 例
如，前边提到的“的士”、“雷射”等，目前在大陆就
很常用，再如指一类人或事物的“族” （ 如“工薪
族”、“追星族”、“精品一族”等） 、“炒鱿鱼”等，也都
是由海外引进的，现已成为大陆的常用词语。

由此，还导致了大陆原有的某些词语趋于消
亡或降低使用频率，例如“饮食业”目前就基本上
已被“餐饮业”所替代，“的士”流行后，“出租汽车”
用得也少了，再如“炒”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倒”，
等等。

另外，某些大陆汉语词语也开始在海外汉语
中使用，如在台湾就有“领导班子”、“好人好事”
等④，但是还不很多。

4．语法
关于新时期以前大陆汉语与海外汉语在语法

方面的差异，到目前为止还不见有人论及，实际
上，差异还是有的，并且还比较明显，下边我们谈
到的几个方面，就是其中比较显著的。

新时期里，大陆汉语语法开始向海外汉语语
法靠拢，其最主要的变化有以下几点：

（1）名词用如形容词⑤

这主要是通过在名词前边加副词 （ 主要为程
度副词） 来构成的，这种用法以前在海外汉语中比
较多⑥，现在大陆也较为多见了⑦。 例如：

麻将是一种很中国的游戏。 （ 《单身贵族》，《黄
河》1993．3）

他们彼此说了一些很不逻辑但很诗意的话。
（ 《永远的幽会》，《深圳商报》1994．5．19）

可与前一句相比较的是台湾著名电视节目主

持人凌峰先生的一句“名言”：“我的长相很中国”，
而在琼瑶的小说中，“好诗意”之类的用法也很多。

（2）及物动词范围扩大
这里指的是不及物动词带宾词的用法，这样

的用法海外汉语中比较多，例如：
不吃了，别吵我。 （ 〔香港〕《为你已陶醉》41页）
妈妈也放心我一个人出来。 （ 〔香港〕《悄然回

眸》14页）
以前在大陆汉语中很少见到类似用法，而现

在却很多了，例如：
最高决策者焦虑中国命脉 （ 《中国青年》1993．

8）
你庄老师就这么唠叨我。 （ 《废都》137页）
此外，动宾词组带宾语的用例现在也同样常

见，这对大陆汉语来说，也是一个较大的变化。 以
下我们海外、大陆各举一例：

我有一次陪同一位学姊应征某杂志社的编

辑。 （ 〔台湾〕《爱火》28页）
（他）到经济电台应聘编辑、记者。 （ 《大连广播

电视报》1993．12．2，14版）
（3）形容词重叠范围扩大
目前，大陆汉语中形容语的重叠范围扩得很

大，许多以前只见于海外汉语中的重叠形式现在
大陆汉语中也很常见，例如“开开心心’，“真真正
正”、“正正式式”、“彻彻底底”等，再如以下的句子：

场长是逍逍遥遥踱过来的。 （ 《雾季故事》，《北
京文学》1993．6）

女人愉愉快快地走了。 （ 《傻子领奖》，《天津日
报》1993．9．10）

除上述三方面外，语法的融合还涉及到其他
许多方面。 例如，介词省略，以前大陆汉语中极少，
而海外汉语中时能见到某种用例，现在大陆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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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一些。 以下各举一例：
进门之前，士怡还兴高采烈，提着元朗 （ 按，香

港地名）买来的老婆饼直说母亲一定喜欢吃。 （ 〔香
港〕《悄然回眸》81页）

老太太巷口买馄饨回来。 （ 《花道》，《苏州杂
志》1993．3） ⑧

5、表达方式
在这方面，新时期以前大陆汉语与海外汉语

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如“文革”期间大陆的某些
同义重复形式（如“最最最”、“万岁、万岁、万万岁”）
以及“红”、“黑”等表示颜色的词特殊的政治含义
及其大量运用等，都不见或极少见于海外汉语中。
这样的一些表达方式随着“文革”的结束，早已消
亡，现在，更具有“时代特征”的是一些与海外汉语
几乎完全一致的表达方式。

比如以下这则商业广告：
反应凌厉，一度断市，全城触目大采购；
美丽动感，传真生活，至尊追求，王者享受

（ 《大连日报》1994．1．15，4版）
汉语中夹杂外文词语（ 主要是英文，包括缩写

形式） ，这在海外汉语中是十分常见的，例如“你为
什么赶走我的 friend？” （ 香港电视连续剧《胜者为
王》中人物语）

时下，这样的表达方式在大陆也十分流行，例
如：

更有甚者，一个生日 Party 竟花销上百元，
（ 《中国教育报》1993．12．7，4版）

老包用大哥大 call 文管办的主任。 （ 《裸云》，
《新生界》1994．3）

总之，新时期大陆汉语与海外汉语之间的融
合是相当全面的，几乎包括了语言及语言运用的
一切方面。

大陆汉语与海外汉语的融合，有一些形式或
用法及许多词语大致经历了海外——广东——内
地这样一个过程。 因为广东毗连港澳而又与之同
属粤语区，粤语在海外汉语中有相当大的势力，因
此，很容易的是粤语内部的交流（主要是广东粤语
由海外粤语中引进 ） ，然后才是广东粤语的 “北
上”，影响及于全国。 例如：“炒鱿鱼”、“煲电话粥”
（ 指长时间地打电话） 等，均是由香港到广东，再由
广东到全国的。

当然，随着大陆与海外汉语社会交往的日益
扩大化和多渠道化，也有越来越多的词语、形式或

用法不经过广东粤语这一中间环节而直接进入大

陆汉语中。
总的看来，大陆汉语与海外汉语的融合，有以

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1．目前所达到的融合，几乎并不是通过双向

交流、互相影响，从而使二者都发生某些变化而最
终靠拢到一起的，它主要是通过大陆汉语对海外
汉语多方面的引进和吸收而实现的。

2．融合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的。 这一过程
开始于新时期以后，从1978年算起，到现在只不过
19年的时间，而实际上，真正的融合只不过是近10
年，特别是近六七年来的事。

3．目前的融合现象还不平衡。 这种不平衡性
主要表现在某些融合形式尚未取得完全“合法”的
地位，因而没能最终成为“规范形式”；而在具体的
运用中，则有载体不同（ 如文艺语体、口语中多用，
政论语体中少用） ，使用者年龄的差别 （ 年轻者多
用，年长者少用） 等许多因素引起的差异，所有这
些，正好反映了融合的现象目前仍处于动态的发
展阶段。

前边，提到目前的融合主要是通过大陆汉语
对海外汉语的引进吸收而达到的，当然，这只是简
而言之的。 实际上，另一方面，还有大陆汉语对某
些传统形式的“回归”，由此也可能造成一些形式
的“复活”。 例如，在词汇方面，“股票”、“老板”等，
早在建国前就十分常用；在语法方面，不及物动词
使用范围的扩大早在二三十年代的作品中就能见

到一些用例，只是它们在后来相当长的时日里已
经或趋于消失了。

但是，上述“复活”与前边的引进吸收还是有
关联的，甚至是一致的，因为许多这样的传统形式
仍然存留于海外汉语中。 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
二者实际上就成了一回事，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
两个方面。⑨

因此，我们说，所以会出现融合局面，归根到
底还是大陆汉语向海外汉语靠拢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一边倒”的局面，其
造成原因是什么？

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经济原因
经济因素在语言的流播及变易中起很重要的

作用，历史上汉语多次在民族间的语言融合中居
于主导地位，就是明证，而这一点，在当今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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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充分。 前一时
期，不少人都在谈论广东话“北上”的问题，那么，
广东话为什么会成为一种强势方言，并且在相当
的程度上进入更大的使用范围呢？最主要的就是
经济上的原因：广东是全国的经济大省，广东的产
品、广东的生意人遍布全国……

就大陆与海外汉语社会比较而言，经济上的
差距远比广东和内地的差距大，大陆处于相对落
后的地位。 落后的经济地位，就决定了只能是大陆
更多地引进吸收海外的东西 （ 其中也包括某些语
言形式） ，而不可能相反。 所以，在目前的经济条件
下，就语言来说，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大陆汉语向海
外汉语靠拢，在这个基础上使二者达到某种程度
上的一致和融合。

2．文化原因
文化对政治、经济有很大的依赖性，特别是在

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它更是与经济有直接而又密
切的关系。 以发达的经济为后盾，海外汉语社会的
文化也不断地“内侵”，大量的精神和文化产品涌
入大陆，诸如文学作品、影视剧、歌曲等，充斥大陆
的文化市场，并且拥有大批的大陆读者、观众和听
众，由此，对大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对大陆的
语言……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3．社会心理原因
一定的社会心理，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等的产物，同时它又反过来对政治、经济、文化
等产生巨大的影响，实际上，它们不仅仅是一致
的，而且往往还是交积在一起的。 时下，“崇洋崇
外”仍然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心理，许多人嘴上
虽然不会承认“海外的月亮比大陆的圆”，但实际
上还是对海外的事物有一种喜爱、认同的心理趋
向的。

就语言运用来说，也是如此，比如以海外汉语
的某些形式或用法为时髦，由此而乐于接受或加
以模仿。 当然，有这种趋向的并不仅仅是某些个别
的人，时下许多传媒的导向也是如此，如广播、电
视广告中的“海外腔调”，某些报刊中的海外汉语
表达方式，以及一些作品对海外汉语中某些形式
的刻意模仿等，既迎合了上述的社会心理，同时又

进一步促进了这种社会心理的强化和深化。
4．政治原因
从古到今，政治在语言的融合中从来都不是

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以今天而言，大陆的政治
地位远非海外汉语社会所能比，但却不能保证大
陆汉语不被“同化”。 但是，语言融合毕竟也不能完
全排除政治方面的原因。 在今天，对这个问题，我
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进入新时期以来，国家实行开
放政策，与海外汉语社会 （ 特别是台湾 ） 不再处于
尖锐的政治对立状态，并且以一种开明、宽容的政
治态度来对待外部的事物，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
景下，对海外汉语社会的事物 （ 包括语言形式 ） 的
引进和接受才成为可能。 因此，政治因素在客观上
为大陆汉语与海外汉语的融合提供了大的背景和

可能的条件，并且成为这一结果的一个宏观上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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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黄国营：《台湾当代小说的词汇语法特点》，《中
国语文》1988，3期。

⑦ 大陆汉语中以前只有“很科学”、“挺艺术”等为
数不多的用例。

⑧ 关于语法方面的详细情况，笔者在《新时期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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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详见拙作《语言运用中的复旧现象》，《中国语文
通讯》（香港）1995年总第36期。

（作者：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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