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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词语的外向传播与华语融合

———基于«全球华语大词典»的调查

刘　 燕　 婧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ꎬ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描写与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ꎬ从普通话外向传播的角度出发ꎬ可以发

现«全球华语大词典»Ｃ 字母下 １４９ 个使用地区标记为“用于大陆等地”的词语在马来西亚华语中的融合情况

大致经历了借用、自用或化用三个阶段ꎬ这三个阶段各具特点ꎬ彼此之间的关系不尽相同ꎮ 当前全球华语融

合已经进入以普通话输出为主的阶段ꎬ普通话视角在今后华语融合研究中的重要性十分显著ꎮ
　 　 关键词:普通话ꎻ外向传播ꎻ马来西亚华语ꎻ华语融合

　 　 中图分类号:Ｈ１０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８０３９(２０２４)０６－００３１－０８

　 　 一、引言

本文所说的“华语融合”ꎬ主要是指“当今华

语圈向普通话圈靠拢ꎬ及其由此而产生的趋同化

表现” [１]ꎮ 在以往的华语本体研究中ꎬ人们几乎

都把精力集中在“找差异、明特点”ꎬ即描写、分析

与解释各地华语与普通话的差异ꎬ由此总结归纳

华语的特点ꎮ 这样的研究固然非常重要ꎬ并且以

往在三个“充分” (即充分观察、充分描写与充分

解释)方面做得还很不够ꎬ因此还应不断拓展与

深化ꎮ 但是ꎬ从根本上说ꎬ这是着眼于“过去”ꎬ如
今全球华语融合的时代已经到来ꎬ相关的认识也

已经在研究中有所体现ꎮ 比如ꎬ汤志祥明确指出ꎬ
“我们迎来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全球华语大发展、
大融合、大变化的时代” [２]ꎻ周清海将改革开放之

后至今的这段时期称之为“现代汉语的融合阶

段” [３]ꎬ前不久又指出“汉语(按ꎬ这里指的应是

‘全球华语’)的大融合是当前现代汉语和国语 /
华语的现状” [４]ꎻ游汝杰也认为ꎬ“世界各地华语

差异逐渐缩小ꎬ有互相融合的趋势” [５]ꎮ 由此可

见ꎬ全球华语进入融合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

为学界共识ꎬ因此ꎬ在加强普通话与华语差异研究

的同时ꎬ应当尽快实现重心转移ꎬ将更多的精力用

于对华语融合的研究上ꎮ
关于全球华语具体语言事实融合的相关研究

成果ꎬ刁晏斌从“部分融合”与“整体融合”两个阶

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ꎬ指出ꎬ“总的看来ꎬ华语整

体融合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ꎬ这一状况与当

前华语以及华语研究的迅速发展是极不相称的ꎬ
因此亟待加强” [６]ꎮ 在此之后ꎬ刁晏斌着眼于普

通话的“输入”ꎬ考察了«马来西亚华语特有词语

词典»Ｂ 字母下 １６１ 个词语在普通话中的“输入”
情况[７]ꎬ又以普通话“关怀”一词基本用法的变化

为例ꎬ指出普通话与国语 /华语圈正在由差异走向

融合[８]ꎻ立足于普通话的“输出”ꎬ刁晏斌、刘燕婧

调查了 ２０２１ 年度十大新词语和十大网络用语在

１１ 个地区和国家华文媒体的使用情况[９]ꎬ刁晏斌

对普通话时政词语、日常词语、网络词语等类别词

语的外向传播状况及其一般表现进行了举例说

明[１]ꎬ还研究了“闺密 /蜜”一词在全球范围内的

传播与扩散[１０]ꎮ
即便如此ꎬ立足于华语融合的实证研究还很

不够ꎬ“华语融合第一阶段(按ꎬ即普通话的输入

阶段)研究还需要大量‘补课’ꎬ以弥补以往研究

的不足ꎻ此外ꎬ还应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第

二阶段(按ꎬ即普通话的输出阶段)事实的调查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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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解释说明ꎬ以便更好地了解华语当下的实时

状况及其进一步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１]ꎮ 有鉴于

此ꎬ本文立足于普通话的外向传播ꎬ以«全球华语

大词典»(下简称«华语»)中 Ｃ 字母下所有标注

“用于大陆等地”的 １４９ 个词语为研究对象ꎬ逐一

考察其在马来西亚华语星洲网(２００７—２０２３ 年)
中的具体使用情况ꎬ以此了解上述词语的输出现

状及其表现ꎮ 本文所说的“有”和“无”以及词语

融合所处的“借用、自用、化用”三个阶段ꎬ是就指

定调查范围之内而言的ꎬ至于这一范围之外ꎬ可能

会有一些参互异同ꎬ所以调查结果只有相对性而

没有绝对性①ꎮ

　 　 二、普通话词语的外向传播调查

«华语»Ｃ 字母下标注“用于大陆等地”的词

语(下文简称为“普通话词语”)总计 １４９ 个ꎮ 根

据检索ꎬ这些词语在星洲网中出现的数量为 １１２
个ꎬ占比 ７５ １７％ꎻ尚未出现的词语共计 ３７ 个ꎬ占
比 ２４ ８３％ꎮ

对于已经出现在星洲网的 １１２ 个词语ꎬ本文

进一步考察其所到达的融合阶段ꎬ并将其由低到

高划分为“借用、自用和化用” [１１] 三个阶段ꎮ 考

察结果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华语»Ｃ 字母下的普通话词语在马来西亚华语中的融合阶段

融合阶段 普通话词语 数量

借用

财产保全、财产性收入、采摘游、彩棉、菜篮子(借指城镇的肉菜等副食品供应)、查铺、查体、长
江经济带、长江学者、长三角、长征(特指中国工农红军 １９３４—１９３６ 年由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

甘苏区的战略转移)、肠梗阻、超编、超采、超生(指超出规定的计划生育指标而生育)、超声速、
炒买炒卖、车补、车次、陈化粮、成人高考、成人节、城徽、乘警、吃皇粮、吃拿卡要、吃子孙饭、持
证上岗、臭老九、处警、传帮带、传达(在机关、学校、工厂等门口负责看门、收邮件和来宾登记、
引导等ꎬ也指做这种工作的人)、传达室、串案、窗口行业、吹风(有意识地从侧面透露消息使人

知道)、春运、错层

３８

自用

财报、彩超、彩民、彩信、参军、参政议政、草坪葬、残效、插队落户、插件(装有电子器件并可插

入计算机插槽的电路板ꎬ如显示卡等)、茶话会、察看(对犯错误者的一种处分ꎬ把他留在组织

或单位内ꎬ考察是否改正错误)、差生、差旅、差旅费、产褥感染、产褥期、铲车、长考、长线(较长

时间才能产生效益的)、唱空、超购、超文本、朝天椒、潮物、车标、车企、车贴(车补)、城管、城

际、城际铁路、城市雕塑、城市规划、城市牛皮癣、城市铁路、城镇化、城中村、吃喝风、吃回扣、
吃青春饭、持仓、持仓量、赤脚医生、冲金、冲压、筹划、出场费、出租车、处理(用特定的方法加

工)、处子秀、触摸屏、船台、创客、创业园、磁卡、磁疗、粗放、汆汤、催化剂、村官、存储器、错峰

６２

化用 擦边球、菜品、草食男、车况、车友、尘肺、仇富、创口贴、创收、春晚、磁盘、脆性 １２

　 　 ①本文引用的所有例句均源自马来西亚华文媒体平台星洲

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ｉｎｃｈｅｗ.ｃｏｍ.ｍｙ１)ꎬ具体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ꎮ
　 　 ②在上述统计中ꎬ有些词语存在不符合条件的用例ꎬ如“查
体”和“长征”等ꎮ 因此ꎬ实际上偶用的与常用的借用词语数量相

差更为悬殊ꎬ以下自用和化用阶段词语的使用频率也是如此ꎮ

　 　 从表 １ 可知ꎬ在马来西亚华语中ꎬ进入自用阶

段的普通话词语数量最多ꎬ共计 ６２ 个ꎬ占比

５５ ３６％ꎻ借用阶段的词语数量次之ꎬ共有 ３８ 个ꎬ
占比 ３３ ９３％ꎻ达到化用阶段的词语数量最少ꎬ只
有 １２ 个ꎬ占比 １０ ７１％ꎮ 以下就这些词语在这三

个阶段的不同表现进行描写与分析ꎮ
(一)借用

“借用”就是连同普通话语境一同“打包”引
进ꎬ既包括整个语篇或语段的“直接引用”ꎬ也包

括做出某些修改或调整以及介绍性的“间接引

用” [９]ꎮ 普通话词语在马来西亚华语中处于借用

阶段时的具体表现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ꎮ
１.使用频率整体偏低ꎮ 本文参照刁晏斌[７] 对

马来西亚华语词语在普通话中具体使用频率的划

分ꎬ将普通话词语在马来西亚华语中的出现次数

分为偶用(１０ 次以下)、次偶用(１０ 次以上 １００ 次

以下)、次常用(１００ 次以上 １０００ 次以下)和常用

(１０００ 以上)四个等级ꎮ 统计结果显示ꎬ偶用、次
偶用、次常用和常用的词语数量分别为 １８ 个、１０
个、６ 个和 ４ 个②ꎮ 如果按“偶用”(包括偶用和次

偶用)与“常用”(包括次常用和常用)两个层次进

行划分和对比ꎬ则二者比例为 ２８ ∶ １０ꎻ在 ３８ 个词

语中分别占比 ７３ ６８％和 ２６ ３２％ꎮ 可见ꎬ处于借

用阶段的词语使用频率总体偏低ꎮ
２.通常带有显性的借用标记ꎬ这些标记往往

出现在新闻的标题、抬头或正文中ꎮ 例如: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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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这是去年一场天然彩棉代言签

约记者会后的庆功ꎬ在上海浦东某五星

级大饭店内举行ꎬ厂商老板及老板夫人、
小孩、工作人员和萧蔷经纪人 Ｔｉｍｍｙ 都

在场(２００７－１０－２１)
(２)«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增

城乡 居 民 住 房 等 各 类 财 产 性 收 入»
(２０２１－１０－２６)
在上述例句中ꎬ例(１)和例(２)的文头分别标

有“上海讯”“北京 １６ 日综合电”ꎬ内容包含“上海

浦东”“习近平”ꎬ这些均为词语处于借用阶段的

显性标记ꎮ
有一些词语出现在马来西亚当地的报道中ꎬ

但是内容与中国大陆紧密相关ꎬ这类情况属于介

于借用与自用之间的过渡阶段ꎮ 例如:
(３)现今陈思和是中国教育部“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ꎬ曾获上海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ꎮ (２０１３－０７－
０５)
此例的抬头是“吉隆坡 ５ 日讯”ꎬ但是“长江

学者”的修饰语为“中国教育部”ꎬ并且文章标题

为“中国文坛重量级学者.陈思和黄子平出席花

踪”ꎮ 所以ꎬ此例与马来西亚相关ꎬ同时尚未完全

脱离中国大陆语境ꎬ因而属于介于借用和自用之

间过渡阶段的用例ꎮ
３.可以分为直接借用和间接借用两种类型ꎮ

“直接借用”就是直接借自中国大陆媒体的借用ꎻ
“间接借用”则为借自中国大陆以外其他地区媒

体的借用ꎬ其来源有时可能不止一个[９]ꎮ 处于借

用阶段的普通话词语可以依此细分为以下三类ꎮ
一是只有直接借用实例的词语ꎬ如“财产性

收入、采摘游、彩棉、查铺、陈化粮、吃皇粮、吃拿卡

要、串案、窗口行业”等ꎬ略举用例如下:
(４)为避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ꎬ核

电站在中国最多只能搞 ５０ 多座ꎬ内陆绝

对不可以建ꎬ那个要求在 ２０５０ 年建 ４００
座的规划ꎬ更是太危险太疯狂了ꎬ那是吃

子孙饭啊! (２０１６－０８－１５)
(５)皮志贤等经调查后向有关部门

举报ꎬ该粮库遭垫江县工商局查获陈化

粮 １ 千多吨ꎬ罚款 １００ 多万元人民币(约

４６ 万 ３ 千令吉)ꎬ处理违纪人员 １２ 人ꎮ
(２０１１－０１－０４)
二是兼有直接借用和间接借用例句的词语ꎬ

如“财产保全” “炒买炒卖” “传帮带” “错层” “持
证上岗” 等ꎬ其间接借自其他华语社区的用例

如下:
(６)“五星巴西”主帅邓加昨日在接

受巴西媒体采访时表示ꎬ现在的巴西队

太过依赖内马尔ꎬ缺少“９ 号”中锋ꎬ而他

也希望像罗比尼奥这样经验丰富的老

将ꎬ可以更多地在球队起到“传帮带”的

作用ꎮ (２０１５－０３－１７)
(７)台湾建筑师曹登贵在“脸书”

发文“关于保丽龙块、沙拉油罐、１３５ 度

箍筋与错层搭接”ꎬ提出 ４ 点说明ꎬ希

望可以让民众有较正确的工程常识ꎮ
(２０１６－０２－１０)
上述例句中ꎬ例(６)的标题为«邓加:巴西太

依赖内马尔»ꎬ抬头标有“巴西.里约热内卢 １７ 日

讯”ꎬ例(７)引用台湾建筑师的文章ꎬ可见此二例

分别借自巴西和中国台湾ꎮ
三是只有间接借用例句的词语ꎬ这可能与语

料范围有限或词语使用频率较低有关ꎬ如“成人

高考、成人节”等:
(８)诉状中称ꎬ为了报考福冈女子

大学“饮食与健康专业”２０１５ 年度入学

考试中的成人高考ꎬ本月向大学提交了

申请书ꎬ而校方以“申请资格要求是女

性ꎬ自办学以来ꎬ我校一贯坚持女子的大

学教育ꎬ不会改变这一方针”为由ꎬ决定

不予受理ꎮ (２０１４－１１－１６)
(９) 对于动漫节被批评为 “成人

节”ꎬ梁佑嘉希望家长能给小朋友正面

信息ꎬ知道一众姐姐为工作才性感示人ꎮ
(２０１１－０７－３１)
在星洲网中ꎬ“成人高考”只有 １ 个用例ꎬ带

有日本背景ꎻ“成人节”共有 １１ 个有效用例ꎬ均间

接借用自日本和中国香港ꎮ
上述间接借自其他华语社区的例句ꎬ有些能

在其来源社区找到高度相似的用例ꎮ 比如ꎬ例
(７)与中国台湾风传媒网络新闻媒体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６ 日的报道«梁柱用沙拉油桶、保丽龙是偷工

减料? 建筑师:有些是合理工法ꎬ不宜未审先判»
(例(１０))具有高度的一致性ꎬ并且前者略晚于后

者ꎬ由此可以合理推断前者来源于后者ꎮ 又如ꎬ例
(９)与中国香港«星岛日报»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的

«梁佑嘉不敢火并性感女»报道内容(例(１１))存
３３

普通话词语的外向传播与华语融合



在一定的相似性ꎮ
(１０)建筑师曹登贵在脸书发文“关

于保丽龙块、色拉油桶、１３５ 度箍筋与错

层搭接”ꎬ列出 ４ 点“厘清几个工程上经

常被误解的事情”ꎬ表示希望可以借此

减少非建筑工程专业的朋友过度紧张恐

慌ꎬ有较正确的工程常识ꎮ (２０１６－０２－
０６)

(１１)对于外界指 Ｃｏｓｐｌａｙ 女郎太性

感ꎬ令动漫节变成尤如“成人节”ꎬ佑嘉

表示:“所以要有家长同行作出正确指

引”ꎮ (２０１１－０７－３０)
(二)自用

“自用”是指脱离了来源语境的自主性使用ꎬ
此时某词语涉及的施、受主体以及关涉对象等均

为“己方”的人或事ꎬ并且借用时的一些“显性”标
记多数已经不复存在ꎮ 这是普通话词语融入马来

西亚华语词汇系统的“初级”表现ꎬ属于融合的

“进阶”阶段[９]ꎮ 普通话词语在马来西亚华语中

处于自用阶段的表现具有如下几个特点ꎮ
１.使用频率相对较高ꎮ 星洲网中处于自用阶

段的普通话词语ꎬ出现次数为偶用、次偶用、次常

用、常用的分别有 １２ 个、２６ 个、１５ 个和 ９ 个ꎮ 按

“偶用” (包括偶用和次偶用)与“常用” (包括次

常用和常用)两个层次划分和对比ꎬ则二者比例

为 ３８:２４ꎻ在 ６２ 个词语中分别占比 ６１ ２９％ 和

３８ ７１％ꎮ 与上文处于借用阶段的普通话词语的

偶用(７３ ６８％)与常用(２６ ３２％)比例相比较ꎬ自
用阶段的偶用词语数量更少ꎬ常用词语数量更多ꎮ

２.通常带有显性的自用标记ꎮ 自用阶段的显

性标记与借用阶段有所不同ꎬ前者报道马来西亚

当地的事件ꎬ后者则是与中国大陆有关的新闻ꎮ
(１２) «老华商看新山有感而发 完

善城市规划不可或缺»(２００７－１０－０６)
(１３)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廖中莱

说ꎬ马华积极推动华人新村的转型计划ꎬ
包括在新村制造更多经济平台ꎬ把新村

城镇化ꎬ以留住年轻人及人才ꎮ (２０１５－
０３－１６)
在以上例句中ꎬ例(１２)的标题出现“老华商”

“新山”ꎬ其正文抬头标有“新山讯”ꎻ例(１３)抬头

为“吉隆坡 １５ 日讯”ꎬ正文出现“马华总会长拿督

斯里”ꎮ 这些都是普通话词语在马来西亚华语中

自行使用的显性标记ꎮ

３.进入自用阶段的词语ꎬ其借用的途径也相

对更加广泛ꎮ 一个词语的借用途径更加广泛ꎬ意
味着它的使用地区范围更加广阔ꎬ为更多地区的

人所熟知并运用ꎬ因而融合程度也会有所提升ꎮ
下面以“差旅费”为例进行说明:

(１４)国行宣布的第四项新措施则

是放宽国内马币贷款定义ꎬ即公司充作

“杂项开支” (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 ｅｘｐｅｎｓｅｓ)的

马币贷款便利将不再计入国内马币贷

款ꎬ包括各种杂 费 和 雇 员 差 旅 费 等ꎮ
(２０１９－０８－１６)

(１５)此外ꎬ发展拨款也用于支付如

基础设施费用和差旅费之类的运营费

用ꎮ (２０２０－１２－１０)
以上两例为“差旅费”在马来西亚华语中的

自用例句ꎬ其抬头分别标有“吉隆坡 １６ 日讯”和

“吉隆坡 １０ 日讯”ꎮ 同时ꎬ该词也存在借自中国

大陆、英国、美国纽约和新加坡等地的例句ꎮ 以下

两例分别与英国和新加坡有关:
(１６)英格兰主帅霍奇森和英足总

改主意ꎬ他们不允许太太团随队出征巴

西世界杯ꎮ 世界杯之前的美国拉练ꎬ英

足总 也 不 准 备 为 家 眷 支 付 差 旅 费ꎮ
(２０１４－０５－１６)

(１７)为了节约来回差旅费ꎬ父亲一

年都回来不到一次ꎬ总想着ꎬ等我们长大

了ꎬ父亲就可以歇歇了ꎮ (２０２０－０６－１０)
(三)化用

“化用”是指在自用阶段的基础上ꎬ引进词语

在意义以及用法等方面的变化性使用ꎬ相对于

“源词语”而言ꎬ这是多出的部分ꎬ也就是在其“本
义”“本用”之外新的发展变化ꎬ这是词语融合的

较高级阶段和层级[９]ꎮ
马来西亚华语中进入化用阶段的普通话词语

为数不多ꎬ仅有 １２ 个ꎮ 这些词语从出现频次来

看ꎬ总体不是很高ꎮ 其中ꎬ次偶用、次常用和常用

的词语数量分别为 ７ 个、４ 个、１ 个ꎮ
就化用表现而言ꎬ大致可以分为用法变化和

意义变化两类ꎬ前者如“擦边球” “草食男” “仇

富”ꎬ后者如“车况” “车友” “尘肺” “菜品” “创

收”“春晚”“磁盘”ꎮ 下面分别以“擦边球”和“春
晚”为例ꎬ对普通话词语在马来西亚华语中的用

法变化和意义变化情况进行分析ꎮ
“擦边球”在«华语»中的释义为“打乒乓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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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着球台边沿落下的球ꎮ 后来把有意做接近违规

或违法而不违规或违法的事比喻为打擦边

球” [１２]１３４ꎬ与«现代汉语词典(第 ７ 版)» (下简称

«现汉»)基本一致ꎬ后者标注该词的词性为名词ꎮ
在星洲网中ꎬ该词最初主要分布于借自其他

地区的报道中ꎮ 比如ꎬ以下两例分别借自中国大

陆和新加坡:
(１８)厉明也指出ꎬ其他香烟品牌也

使用类似的“擦边球”广告ꎬ诸如安徽省

蚌埠黄山的黄山牌香烟的“一品黄山ꎬ
天高云淡”ꎬ以及湖南省长沙景点白沙

的白 沙 牌 香 烟 的 “ 鹤 舞 白 沙 我 心 飞

翔”ꎮ① (２００９－０１－２４)
(１９)他是提供各种咨询的顾问、前

阿窿或投资金主ꎬ精通阿窿运作ꎬ熟悉法

律细节ꎬ最擅长打法律擦边球ꎮ (２００９－
１１－１０)
在本文所检索到的用例中ꎬ“擦边球”似乎没

有经过自用阶段ꎬ而是直接“跨越”进入化用阶

段ꎬ以下是其首个化用例句:
(２０) 或许现在才来研究ꎬ已经迟

了ꎬ但至少要回应选民的渴求ꎬ不要再擦

边球、存侥幸心理ꎮ (２０１１－０４－１４)
此句标题为«林瑞源.砂州华裔要什么?»②ꎬ

显然是马来西亚当地背景ꎬ而“擦边球”在这里用

作动词ꎬ以副词“再”修饰ꎬ并且与动词性词组“存
侥幸心理”并列ꎬ因此属于用法上的化用ꎮ 这样

的用例再如:
(２１)而国阵华基政党以巫统的立

场为依归ꎬ只能擦边球ꎬ比如淡化吉隆坡

无法举办啤酒节的事实ꎬ大力抨击雪州

啤酒节偷换概念ꎻ行动党则为了华裔选

票ꎬ大谈公开喝酒吃猪肉ꎮ (２０１７－０９－
３０)

(２２)行动党在华教课题上应拿出

确实证据展开理性辩论ꎬ而不是一再在

外“擦边球”ꎬ不愿正面回应课题ꎬ企图

模糊焦点ꎮ (２０２２－０３－０３)
“擦边球”在上述例句中作为动词ꎬ分别位于

能愿动词“能”和副词“一再”之后ꎬ均表现了用法

上的变化ꎬ这在普通话中未曾出现ꎮ
“擦边球”的自用例句是在化用实例之后出

现的:
(２３)不过ꎬ只要是和首长继承人扯

上关系的ꎬ那怕只是一个 “擦边球” 而

已ꎬ也同样会引起各界注视ꎮ ( ２０１２ －
０５－２５)

(２４)以娱乐化来转移政治课题ꎬ也

许是媒体在言论受限时惯用的擦边球ꎬ
但能够对娱乐和新闻拿捏得准的媒体人

毕竟可遇不可求ꎮ (２０１４－０４－０５)
“春晚”在«现汉»的释义为“[名]春节联欢

晚会的简称ꎮ 特指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

会”ꎻ«华语»的释义更加简单:“春节联欢晚会ꎮ”
在本文的语料范围内ꎬ该词的最早用例如下:

(２５)往中国发展的大马歌手当中ꎬ
阿牛的成绩最标青ꎬ他在中国的活动常

做常有ꎬ歌曲也受大家喜爱ꎬ就连央视春

晚都盛邀他任表演嘉宾ꎮ (２００７ － ０８ －
３０)
此例抬头标注“八打灵再也讯”ꎬ例句内容与

当地华人歌手有关ꎬ同时尚未脱离中国大陆语境ꎬ
因此属于介于借用与自用之间过渡阶段的例句ꎮ

以下这一例则完全在马来西亚语境中自行

使用:
(２６)«家娱户晓迎新岁 ２０１２»春晚.

温力铭拟自创饶舌新年歌 (２０１１－１２－
１４)
该例句源自马来西亚雪兰莪八打灵再也的报

道ꎬ其正文有更为详细的介绍:“为迎接明年华人

农历新年ꎬＡｓｔｒｏ 家娱频道主办、ＩＰＣ 荣誉呈献«家
娱户晓迎新岁 ２０１２»新春晚会ꎬ于 １ 月 ７ 日(星期

六)晚上 ８ 时正ꎬ在云顶云星剧场举行ꎬ并邀得 ２
位‘国宝级’歌手———情歌王子光良及马来乐坛

天后茜拉玛吉(Ｓｈｅｉｌａ Ｍａｊｉｄ)压阵ꎮ”可见ꎬ标题中

的“春晚”与正文的“新春晚会”所指相同ꎬ因此已

然进入自用阶段ꎮ
在例(２５)和例(２６)之间ꎬ也存在与中国大

陆、台湾、香港等地区有关的用例ꎬ但是例句中的

“春晚”都特指“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

会”ꎮ 例如:
(２７)年年备受注目的 ２００９ 年央视

春晚本周将举行三审ꎬ而歌舞类节目已

经在 ８ 日完成三审ꎮ (２００８－１２－１１)
(２８)魔术师刘谦在央视春晚暴红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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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如此ꎬ笔者照录ꎮ
此处标题中下标隔点为马来西亚自有标识ꎬ笔者照录ꎮ 以

下例文中此种标识皆为此情况ꎬ并非误用ꎮ



造成中国魔术热潮ꎬ而一出道即展现魔

术天份的周杰伦(周董)ꎬ早前在中国节

目透露要把魔术搬上银幕ꎬ与刘德华

(华仔)在«不能说的.秘密 ２»中 ＰＫ 魔

术ꎮ (２００９－０２－０１)
(２９)«香港首位.容祖儿连续 ４ 年央

视春晚献唱» (２０１０－０１－２０)
在马来西亚华语中ꎬ“春晚”意义发生变化的

最早用例如下:
(３０) «吻龙中公校友会 ２０１２ 壬辰

龙年春晚.２７ 日天阁酒楼举行» (２０１２－
０１－１２)
此例的正文出现“届时、将邀请工程部副部

长拿督杨昆贤为晚会主宾” 和 “晚宴筹委会阵

容”ꎬ因而“春晚”不仅指晚会ꎬ还表示晚宴ꎮ 类似

的用例再如:
(３１)这一春晚ꎬ在爆竹万响与烟花

绽放下、９９ 尺祥龙和首席财神齐来报禧

派财、欢乐盈满威中柔府村ꎬ全村的乡亲

乐开怀ꎬ热哄哄沸腾舞动ꎮ (２０１２－０１－
１７)
该例的正文包括歌舞节目和新春晚宴ꎬ显然

这里的“春晚”也包括晚会和晚宴ꎬ因此其意义也

有所泛化ꎮ

　 　 三、相关的认识与思考

以上立足于普通话的外向传播ꎬ从借用、自用

和化用三个阶段对已经进入或融入马来西亚华语

的普通话词语进行了初步调查ꎬ由此得到以下四

点认识ꎮ
首先ꎬ普通话词语在马来西亚华语中的不同

融合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ꎮ 其中ꎬ处于借用阶段

的词语使用频率总体偏低ꎬ并往往带有显性的借

用标记ꎻ借用途径包括直接借用和间接借用两种

渠道ꎬ并且间接借用的来源可能不止一个ꎻ借用的

方式包括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两种类型ꎮ 进入自

用阶段的词语ꎬ其使用频率相对较高ꎬ并且通常带

有显性的自用标记ꎬ此外ꎬ这些词语间接借用的来

源要比处于借用阶段的来源更加多元ꎮ 到达化用

阶段的词语ꎬ虽然出现频次整体不高ꎬ但是意义或

用法等方面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ꎮ
其次ꎬ对融合程度由浅至深的借用、自用和化

用三个阶段有以下几点更加深入的认识ꎮ 第一ꎬ
这三个阶段并非后一阶段取代前一阶段的关系ꎬ

而是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增加了后一阶段的用

例ꎮ 换言之ꎬ当词语在马来西亚华语中已经进入

自用阶段之后ꎬ仍然会持续援引其他地区含有这

些词语的报道ꎬ所以还会有新的借用例句ꎻ同样ꎬ
当进入化用阶段之后ꎬ借用和自用的过程还在持

续ꎮ 第二ꎬ这三个阶段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ꎮ
具体而言ꎬ某些词语在某个华语社区中的自用例

句或化用例句ꎬ进入另外一个华语社区的媒体平

台之后ꎬ在另外的这个华语变体中就属于借用例

句ꎬ如上引例(１７)是新加坡华语“差旅费”的自用

例句ꎬ但是在马来西亚华语中则是借用用例ꎮ 第

三ꎬ不仅借用、自用和化用三个阶段之间的融合程

度存在差异ꎬ同一阶段的不同词语之间的融合程

度也有所不同ꎬ这种不同在借用阶段表现为借用

频率的高与低、借用来源的丰富程度ꎻ在自用阶段

体现在词语总体使用数量的多与少、自用例句数

量占比的高与低等方面ꎻ在化用阶段则表现为词

语意义、用法等发生变化的用例数量占比ꎬ以及产

生变化的意义和用法与原义、原用法的“偏离”程
度等方面ꎮ

再次ꎬ时至今日ꎬ华语融合确实已经进入以普

通话外向传播为主的阶段[１]ꎮ 根据上文统计ꎬ普
通话词语的输出比例较高ꎬ达到 ７５ １７％ꎮ 在输

出的词语中ꎬ以处于自用阶段的词语数量最多ꎬ为
６２ 个ꎬ占已输出词语的 ５５ ３６％ꎻ借用阶段的词语

数量次之ꎬ共计 ３８ 个ꎬ占比 ３３ ９３％ꎻ化用阶段的

词语最少ꎬ共 １２ 个ꎬ占比 １０ ７１％ꎮ 通过对比该考

察结果与上引刁晏斌[７] 的调查ꎬ可以发现普通话

词语输出至马来西亚华语的比例(７５ １７％)要高

于普通话输入的马来西亚华语特有词比例

(５９ ６２％)ꎬ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１９８２ 年至今

为‘向普通话趋同时期’” [１３] “现代汉语的输入局

面正在逐渐转为向华语输出” [１４]等观点ꎮ 对于普

通话词语“融入”(即进入“自用”和“化用”阶段)
马来西亚华语的占比(６６ ０７％)低于马来西亚华

语特有词“融入”普通话的比例(８６ ５％)ꎬ则可以

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解释ꎮ 第一ꎬ与«马来西亚

华语特有词语词典»中“特有词语”的内涵和外延

有关ꎮ 这部词典收录的是马来西亚华语或其与其

他社区华语共有的词语ꎬ如“巴士”也为«时代新

加坡特有词语词典» «香港社区词词典»收录ꎬ而
本文所选取的词仅限于标注为“用于大陆等地”ꎮ
因此ꎬ马来西亚华语词语融入普通话的渠道更加

多元且直接ꎬ即可以由马来西亚华语、新加坡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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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香港“国语”等多个华语变体直接作用于普通

话ꎬ而普通话融入马来西亚华语的渠道则虽然多

元ꎬ但是直接的途径更少ꎬ即普通话是直接影响因

素ꎬ新加坡华语、港澳台“国语”等都是间接影响

因素ꎬ因此融入的比例相对较低ꎮ 第二ꎬ与普通话

外向传播时间较短因而融合程度相对较低有关ꎮ
“普通话输入为主的阶段”早于“普通话输出为主

的阶段”ꎬ所以很多普通话输入的词语经历了较

长的发展阶段ꎬ发展得相对更为成熟与完备ꎬ趋近

于或处于“已经完成融合”的状态ꎻ反观普通话输

出的词语ꎬ由于刚输出不久ꎬ因此较多处于“刚开

始融合”的阶段ꎬ还有进一步发展及融合的可能

性ꎮ 刁晏斌指出ꎬ普通话圈向国语 /华语圈的靠拢

基本属于“完成时”ꎬ经历了一个大规模的比较集

中与充分的引进阶段ꎬ现在这一过程已经趋于结

束ꎬ剩下的只有一些零星的吸收ꎻ国语 /华语圈向

普通话圈靠拢ꎬ则还属于“进行时”ꎬ尚处于进一

步的发展过程中ꎬ均未达到上述的集中与充分ꎬ还
有很大的上升空间ꎬ因而总体上国语 /华语圈的融

合度要高于普通话圈[１５]３４７ꎮ
最后ꎬ普通话在全球华语融合过程中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ꎬ因此华语融合研究需要注重“普”
角(即普通话视角)的运用ꎬ以便更好地理解华语

的发展趋势和方向ꎬ进一步推动华语研究的深入

发展ꎮ “普”角在华语差异研究中的重要性已经

不言而喻ꎬ比如在实证研究层面ꎬ现有成果大多数

都是以普通话为视角来观察华语ꎬ对比、寻找其中

的异同ꎬ然后对这些不同的形式、意义或用法进行

讨论和分析ꎻ在理论探索层面ꎬ李计伟[１６] 首次将

邢福义[１７]提出的“普、方、古”三个视角引入华语

研究时ꎬ就已经强调了普通话视角的重要性ꎬ在此

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普、方、古、外” 四角[１８－１９]、
“普、方、古、外、国” 五角[２０]ꎬ以及最新的认识

“华、国、方、外、普、古”六角[２１]ꎬ都将“普”角列为

华语研究非常重要的视角ꎮ 其实ꎬ普通话在华语

融合过程中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ꎬ比如以上研究

证明了华语融合已经处于“普通话输出为主的阶

段”ꎻ刁晏斌指出“普通话圈不断地外向扩大ꎬ对
全球华语的影响越来越大” [１５]３２７ꎬ讨论了普通话

的外向传播与全球华语融合之间具有的直接因果

关系[１]ꎬ刁晏斌、刘燕婧的调查结果表明普通话

词语在国语 /华语圈中有较高的融合度[９]ꎮ 由此

可见ꎬ普通话作为全球华语融合的重要推动力量ꎬ
其传播和使用对于华语的发展和演变具有深远的

影响ꎮ 因此ꎬ华语融合研究需要从“普”角出发ꎬ
以此深入探讨融合的规律和趋势ꎮ

本文由普通话外向传播的角度切入ꎬ从借用、
自用和化用三个阶段ꎬ对«华语»Ｃ 字母下 １４９ 个

使用地区标记为“用于大陆等地”的词语在马来

西亚华语中的融合情况进行了深入考察ꎮ 在此基

础上ꎬ对三个阶段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归纳

总结ꎬ并且验证了当前全球华语融合已经进入以

普通话输出为主的阶段这一重要结论ꎬ由此强调

“普”角在今后华语融合研究中的重要性ꎮ 本文

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全球华语融合的研究内

容ꎬ也对融合研究的视角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ꎬ这
将有助于推动全球华语研究的深入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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