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行在大陆词语中的“港台来客”

 

  

刁晏斌 

  

    由题目看，本文讨论的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了，因为关于大陆词语对港台词语的吸收，或者说港台词语对大陆

词语的影响，很多人都已经谈过了。但是，我们却还不能说，这方面的所有问题都已谈深谈透，再无讨论的必要

了。本文就打算换一个角度，看看港台词语进入大陆后，给大陆词语及其使用带来了哪些变化。 

    大概言之，在港台词语的影响和冲击下，大陆词语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八点： 

  

    １．增加新词语 

  

    这种情况最多，人们首先注意到和谈论得比较多的，也是此类。这样的例子简直是太多了，除他人所举外，以

下再信手拈来几例： 

    （１）达尔文古典生物“进化”的理论太过简单浮浅了。（《永恒的谜底》，《人民文学》１９９６．１２）

    （２）至于居室的内外装修，室内设施档次，以及对艺术品的收藏等细枝末节的考量，更在其中。（《光明日

报》１９９７．３．３０．７．） 

    （３）央行八管齐下力推国企改革  （《中华工商时报》１９９７．４．８．１．） 

    （４）疯狂“飙车族”－－一个问题少年的犯罪历程  （《新民晚报》１９９８．２．１０．Ａ９．） 

    上引用例中，“太过”义为说话或做事等超过一定的程度或限度，与大陆原有的“过于”基本相同；“考量”

与“考虑”标本相当；“央行”为“中央银行”之省，这里指中国人民银行；“飙车”指冒险开飞车比赛摩托车，

而“飙车族”则为参加这一活动的人；“问题少年”指违反少年应遵守的行为规范，不为社会所接受的少年。 

  

    ２．增加义项 

  

    这种情况也相当多见。同一词语，大陆和港台都有，但是表义不同，港台义进入大陆后，大陆的词语一方面保

留了旧有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增加了新义，从而使单义词变成了多义词，而多义词的意义则更多了。例如： 

    （５）通过产业整合，一拨超级大公司新鲜出炉，发出惊世光芒。（《辽宁经济日报》１９９７．９．２．

４．） 

    （６）中奖者将获赠专为４０年庆典设计的珍藏纪念版彩电。（《大连晚报》１９９７．７．２５．２） 

    （７）大酬宾义卖活动４月１１日登场  （《大连日报》１９９７．４．１０．５．） 

    （８）大连万达队主教练迟尚斌一直揪着的心终于可以踏实下来，轻松的笑意写在他的脸上。（《足球周报》

１９９７．１２．５．２．） 

    “出炉”原指某些东西从炉中取出，如面包、钢水等，而现在又指发表、出现、产生等；“版”原只用于书刊

报章等，而此处却用于电视机；“登场”原只指演员上场，现又义为开始（举行）；“写”本来已有几个义项，这

里又多了一个显露、展现之类的意义。 

  

    ３．非常用义变为常用义 

  

    比如“品质”，《现代汉语词典》所列的义项有二：①行为、作风上所表现的思想、认识、品性等的本质；②

物品的质量。在很长的时间内，大陆使用的是第一个意义，而第二义极少使用。在港台，“品质”只表第二义，而

现在，第二义在大陆也很常见，这样，非常用义也就成为常用义了，例如： 

    （９）升佳地板，品质超群  （《大连日报》１９９７．９．１０．６．） 

    再比如“检讨”，除了“检查缺点错误”义外，也有“检验研究”义，但十分罕见，而现在，还是由于港台的

影响，也变得比较多见了，如： 

    （１０）检讨旅行社  （《中华工商时报》１９９７．４．２０．６．） 

  

    ４．扩大使用范围 

  



    实际上，前边第二点讨论的增加义项，就是使词语的使用范围扩大了，不过，这里我们所指的是另外一种情

况。 

    比如“太”，在港台作副词用时有“极”义（据《国语日报字典》等），以下仅举一例： 

    （１１）他迅速的对我们全家看了一眼，这一眼中包含了太多的意义。（琼瑶《我的故事》第一部） 

    “太”在大陆作副词用时，原有三义：①表示程度过分；②表示程度极高（用于赞叹），如“太好了”；③很

（用于否定），如“不太好”（据《现代汉语词典》）。 

    现在，由于港台“太”字“极”义的影响，大陆的“太”在表示程度极高时，也不限于赞叹了，并且这样的用

例还十分多见，由此，就使得“太”的使用范围扩大了。例如： 

    （１２）他说这里是“富饶的贫困”，因为这里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和水利资源，还有一个团结的领导班子，

这里有太多的事可以做。（《光明日报》１９９７．３．３０．３．） 

    （１３）在它那跨越了几十年的章节里，既有太多太多的真挚，也有太多无奈和苦涩。（《家庭》１９９７．

３．） 

    再比如“做”，大陆本来用得不多，因为相同的意思经常用同义的“搞”“干”等来表示。而在台湾，“搞”

通常只用于贬义，“干”又常有下流意味（与大陆之“操”相当，见《大陆和台湾词语差别词典》），因此用得都

很少，而“做”（有时也写作“作”）作为“代动词”用得却十分多。现在，大陆“搞”和“干”用得也比以前少

了，“做（作）”则扩大了使用范围，用得比以前多得多。例如：    

    （１４）（我们）给法清寺出了一本专集，出了一个画册，做了一个资料片。（《因果》，《人民文学》１９

９６．１２．） 

    （１５）新闻评论部也做过一些焦点类节目。（《浪也白头》，《江南》１９９６．５．） 

    （１６）（苏越）两年前在做歌的同时就把目光转向电视剧。（《大连日报》１９９７．４．５．５．） 

  

    ５．提高了使用频率 

  

    前边提到的“太”和“做”，在扩大使用范围的同时，也提高了使用的频率，而除此之外，提高了使用频率的

例子还有许多。比如某些语气词，以前用得很少，现在由于港台的影响，使用得明显多了： 

    （１７）哇，把八路军隐藏在鲜花丛中，多么浪漫的行止！（《告别花都》，《解放军文艺》１９９６．１

２．） 

    （１８）免收联网费￥１００！机会不是人人都有噢！（《新民晚报》１９９７．９．２５．２３．） 

    （１９）国庆节的四天假期是人们入冬前休闲娱乐的大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哟！（《中华工商时报》１９９

７．９．２６．７．） 

  

    ６．古旧词语复活 

  

    这方面的例子也有不少，这里只举“甫”和“翘楚”，台湾大陆各举一例： 

    台湾： 

    （２０）（许载）且比赛不认真被判六个月“球监”，甫于最近“获释”。（《中央日报》１９９６．１１．

２６．１７．） 

    （２１）……以ＡＩＣ地产公司及亚世置业（股）公司为翘楚。（同上２１版） 

    大陆： 

    （２２）新春后，鄂州小伙子阿龙带着女朋友小琳来沪打工，甫下十六铺码头，马路对面，鳞次栉比水果摊上

各色奇瓜异果令他们心动。（《新民晚报》１９９７．３．９．２２．） 

    （２３）（××房地产公司）成为房地产业的翘楚。（大连人民广播电台广告） 

    《现代汉语词典》中，“甫”标为书面文言词，义为“刚刚”，而“翘楚”（义为杰出者）则未收。实际上，

除了“甫”在“惊魂甫定”中偶可见到外，这两个文言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已经消失了，而现在，它们却又复

活了。 

  

    ７．产生仿造词语 

  

    时下新词语产生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仿造，而有一些新词语仿造的对象，就是港台词语。比如，早些时候，由

“的士”引出了“打的”，而由“的”又引出了“面的”（出租面包车）、“摩的”（出租摩托车），甚至于“拐



的”（由瘸子驾驶的机动三轮车）、“板的”（供出租的人力板车）等。 

    前边我们举过“央行”的例子，台湾有“中央银行”，简称“央行”，大陆没有中央银行，于是“好事者”就

以“央行”指中国人民银行，而由“央行”又仿造了“央视”，指中央电视台，如在北京有“央视新闻咨询中

心”。 

    以下一例也很有意思： 

    （２４）商家为了促销，往往也仅仅选上很少一些商品，打折打得让人“跌掉眼珠子”以吸引顾客。（《大连

日报》１９９８．１．１８．１．） 

    本人认为，这里的“跌掉眼珠子”是由港台的“跌眼镜”（喻指事情或其结果出人意外）而来的，这一“发明

者”的思路可能是这样的：既然“跌眼镜”是出人意外，那么，连眼珠子都跌掉了，岂不是更出人意外吗？ 

  

    ８．出现新的搭配形式 

  

    在港台词语的影响下，不少大陆以前没有的词语之间的搭配关系产生了，例如： 

    （２５）让索菲亚（按，婚纱摄影楼名）引爆您致命的吸引力！（大连人民广播电台广告） 

    （２６）地下名店街精华保留店热卖中！（《大连日报》１９９７．１０．２０．８．） 

    （２７）金长城 ９７春季新品强势出击－－小巧轻便的金长城超薄型笔记本等系列产品盛典出场（同上３．

２６．１０．） 

    例（２５）中，“引爆”的居然是“吸引力”，而这“吸引力”又是“致命”的！例（２６）“热”修饰了

“卖”，而“精华”也当成了形容词；例（２７）的“强势出击”和“盛典出场”，也都为前所未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