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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华文报刊语言状况分析

张鲁昌

提要　在印尼华文报刊刊登的报道、学生习作和华文作品中，有些语言问题非常
值得探讨，主要表现在文字、词汇、语法和标点等几个方面与普通话存在一些差异，这

是由于印尼华语在受到长时期的封闭，并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后，使汉语产生变异所

致；语言上还有些错误的东西，主要是由于使用者对这些语言要素的正确使用方法和

使用规范不够了解所致。

关键词　印尼　华文报刊　语言状况

印度尼西亚的华文报刊不多，华文报纸“严格地说，目前印尼全国仅剩下４家全国性
日报发行”，“有５家地方报纸”。（李卓辉编著，２００８：３６０）在西加山口洋地区常见的报纸
有《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和《西加坤甸日报》两家报纸。《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中的

“师生园地”专栏，刊登了许多学生习作；另笔者获赠了几期《山口洋地区乡亲会双月刊》

（非卖品），是华语和印尼语双语刊物。这些报刊中刊出的报道和文章，包括学生的习作，

绝大部分文笔流畅，语言优美，符合现代汉语的规范。但我们从这些报刊刊登的报道、学

生习作和华文作品中，也可以发现其中有些语言问题非常值得探讨，主要表现在文字、词

汇、语法和标点等几个方面与普通话存在一些差异，究其原因，是由于印尼华语在受到长

时期的封闭，并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后，使汉语产生变异所致；另一方面，语言上还有些错

误的东西，主要是由于使用者对这些语言要素的正确使用方法和使用规范不够了解所致。

一　文字方面

从文字上来看，这些报刊的文字表现出如下特点：

除转载《文汇报》部分全部使用繁体字外，其余基本使用了简体字，之所以说是“基本

使用”，是因为在简体字中会偶尔会夹杂一些繁体字。如：

午间要吃点心，可以到
!

獉
点或

!

獉
摊吃一碗腌

!

獉
。

那晚，我和朋友道别後
獉
，信步沿着丛丛矮灯笼花，穿过公园，回铜锣湾旅社。

还有的是几句话用繁体字，忽而又全部转为简体字了。如：

在万隆，有一间只有一千二百平方米的三语学校，虳划扩建成四层楼高共三十六间课

室，而且在紧?密鼓
"

备进行。初看起来，那是符合勤俭务实的办校方针！只是，若再仔

细想一想，却有许多值的商榷的地方，为避免不必要的折腾不得不提出来。（“虳”、“?”

两字为错字。后边的部分全为简体字，不再照录。）

有些文章标题使用繁体字，如：

南方航空３月２９日起每日一班飞广州
附加标题：当天从广州中转至中国各大、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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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工汽车起重机技改项目７月竣工
附加标题：月

!

量将比以往增加一半多?使
!

品具备国际品质

但报道的内容全部使用了简体字。

广告部分则几乎全部使用繁体字。

代词仍然有人用“癆”，如：我还在，请癆说下去。如果说第三人称单数代词我们仍然

保留了“他”和“她”的区别，那么第二人称单数保留“你”和“癆”的区别似乎还是有点儿

道理的。第三人称单数还有人使用指神的“筣”，如：

这位从虚无之中创造出宇宙的上帝，筣向来成就“不可能”的事。

代指非人的“?”，如：

这无意中的发现，让做父亲的深感安慰，因此花上了好几天时间，捕捉到数百只蝗虫，

把?蓄在空了的米仓里，留待日后可以当作美味的肉食来源。

疑问代词“哪”还有些人写作“那”，是否是古汉语遗留不得而知。

这些现象并不普遍，只是偶尔在个别作者的笔下会写成这样。

音译外来词使用的汉字与普通话不同，如：德士（的士），艾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

沙地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斯利朗卡（斯里兰卡）。另“起司”，普通话中意译为奶酪。

在有些文章中还出现了错别字，我们可以明显看得出来是排版错误的不算，不是排版

错误的如：

当医生要看各种各样的病人，你会呕心吗？（“呕心”应为“恶心”）

今天考试券发回来了，我考了１００分，我很高兴。（“考试券”应为“试卷”）
他不只是被动地服侍上门的“鱼虾”，让他们乖乖地为胤梁的店铺贡献“资金”，而且

还会主动出击，直接把“鱼虾”引进来，而且是“引颈受戳”。用“引颈受戳”这四个字仿佛

有点“恐怖”，但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引颈受戳”应为“引颈受戮”）

因为她要准备她最拿手的菜———咸菜扣肉、炸鱼丸、海参竹荀、猪肚鲍鱼汤等。（“海

参竹荀”应为“海参竹笋”）

正月初六是星期日，我和弟妹三人才抽空拜访住在茂物郊区的叔姆。（“叔姆”应为

“叔母”）

话音刚落，机器人走过来，一巴掌国在汤姆的脸上。（“国”应为“掴”）

受印尼语和客家方言发音的影响，有些人把所有的撮口呼全部读为齐齿呼，如把“于

丹”读为“宜丹”，把“福律”读为“福利”等。由此也影响到了词语的书写形式，把“难以”、

“冠以”、“足以”、“加以”等中的“以”全部写为“于”，因为如果把“于”读为齐齿呼的话，

“以”和“于”是发音相同的。

我完全理解你谈什么，也完全接受你的思想和感情的流露，可是看完了也就完了，就

好像通常和朋友谈天说地那样，没有留下难于忘怀的痕迹。

给我们校友冠于“食家”美称的冯世煌，平时炒得一手的好菜，我们叫他“总爷”（“厨

师”之意）。

可是这些都还不足于让游客在瑟琳柏海岸能享受到舒适的感觉。

从以上这些文字使用现象可以看出，印尼华文汉字的使用还缺少明确的规范和统一

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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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词汇方面

首先，有些词语的形式或词义的理解方面与普通话有较大差异。

有些称谓词语与普通话有差异。公公、婆婆、家公（家翁）、家婆（家娘）、细姨可以明

显看出是受客家话的影响，在粤方言中也有相同的表达，分别对应普通话里的爷爷、奶奶、

公公、婆婆、小姨。因此，在印尼华语和普通话里，公公、婆婆的所指对象是不同的。家公

（家翁）、家婆（家娘）、细姨等方言称谓并没有被普通话所接受。我们认为这些称谓只能

用于方言，如果用普通话来说，就应按照普通话的标准来表达，否则容易产生误解或歧义。

令唯郎（称别



词汇的规范化要求要抵制生造词。抵制生造词并不是反对创造新词。新词的创造是

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创造出来的新词绝大部分是经得起社会和时间的考验的。

生造词则完全是个人任意拼凑出来的，不合一般习惯，它必然会削弱语言的交际作用，造

成语言的混乱。

关于印尼华语区域词语，刘文辉，宗世海（２００６）已有专门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其次，在词语的运用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词语误用。主要表现为并没有真正理解

词语的意义，只是望文生义，想当然地随意使用词语。

一般词语的误用如：

苏北省的苏钢集团（ＧＲＯＵＴＨＳＴＥＥＬＧＲＯＵＰ）在印尼华人企业中属于诚信家族式的
民生企业。（“民生”应为“民营”）

１９９４年１９岁那年与×××的父亲 ×××（１９９３年去世）在棉兰结婚，足下生育了４
男３女，家族人丁兴旺，五世同堂，属下百余人。（“足下”应为“膝下”，“属下”应为“晚
辈”或“后辈”）

外婆家很宽大，住在海边，空气又很好。（“宽大”应为“宽敞”）

这里有一只怪物杀死了很多人民，所以，你一定要帮我们杀死怪物。（“人民”应为

“人”）

老五他有双翅膀，遇难时他就会起飞。（“遇难”是因灾难而死亡的意思，而不是遇到

困难的缩略）

我骤然一惊，把射线收了回来而移向司机，且见他正侧首跟我讲话，或许他看到我是

外地人吧。（“射线”应为“目光”）

我也是一个没有本能的小女孩，因为每次遇到朋友，朋友家开庆祝晚会，叫我唱歌，我

都不会唱得好。（“本能”应为“本事”）

说到出产，农作物较多，如椰子、香蕉，各种果子，也有种禾收谷；更有人种植柑子，经

营的费用不菲。（“费用”应为“收入”）

可是他们根本没有靠自己的劳力去努力奋斗。（“劳力”应为“劳动”）

我的妈妈也是我很佩服的人，因为她很会做家事，也会做其他事。（“家事”应为“家

务”）

刘凡局长领导中国广告传媒团来访我国。（“领导”应为“带领”或“率领”）

设于雅市北区红溪ＳｕｈａｒＢｕｄｉ街Ｍ巷４８号之菩提念佛社展开例常关心贫民之社会
公益活动。（“设于”应为“位于”）

小小事件也惊动了日理万机总统，立即下令善于处理，才被送到医院就医。（“善于”

应为“妥善”）

成语的误用，如：

她是个濒加里马达海峡岸边的小坡，虽则弹丸之地，可其百年来可歌可泣的历史，也

是罄竹难书了。（罄竹难书只能用于贬义）

如果到了那里而没有品尝的话，那岂不是暴殄天物了。（贬义。指残害灭绝天生之

物。后也指不知爱惜而任意毁坏、糟蹋东西。）

俗语的误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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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的解释大家不会相信，我这样的人？所以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不

过，没关系，大家怎样说我都好，不信也罢，真无所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

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与前文意义不相关）

我这个人不喜欢耍威风，因为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所以说我不会单说我的优点，

也说说缺点，我是这样的人，一人做事一人当。（“一人做事一人当”与前文意义不相关）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些词语的意义只是一知半解，或

者把相近或相关的词语混为一谈，却不知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对当

地的华文教师以及汉语志愿者教师来说，华文教学仍然任重而道远。

三　语法方面

首先，语法方面的问题表现在语法成分缺失、语法成分不当或语法成分位置不当。

打开了世界名人传记，我很佩服他们研究学问的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令我们

大开眼界。

食物的食量也特别大和很多油。

我们要经历过一番苦力奋斗，千辛万苦，好的眼光，成熟的计划，血汗，才能换取得。

“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令我们大开眼界”的主语不明确；“很多油”的主语不能是“食

量”。“好的眼光，成熟的计划，血汗”没有主语和谓语。

被妈妈骂的时候，她会哭得很大声。

补语可以由谓词性词语、数量短语和介词短语充当。副词作补语受到极大的限制，只

有少数几个副词，如表程度的副词“很、极”，表范围的副词“光”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做补

语。而“大声”是副词，不能作补语。

相信，大多数人们都去过旅行。

“去”后面如果是动词或动宾结构，那么“过”应放在后面的动词之后，作后面动词的

补语。因此“去过旅行”应说成“去旅行过”。又如：去了解过，去打过针，去看过熊猫，去

探查过那个山洞。“去”后还可以再带上表示地点的宾语，如：去那家歌厅唱过歌。

定语和状语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受印尼语的影响，有的则是受到客家方言的左右，往

往会把这两种成分后置，而现代汉语的规范是把定语和状语放在被修饰成分之前。如：

纪念６３周年印尼教师节 高杯山三语学校学生们向老师表达谢意

一个星期前，小光在回家时，他看见一只小猫在公园里。

妈妈也买给我和弟弟电脑和新电视。

其次，语法方面的问题还表现在词语的搭配不当。如：

当我读上初中后，看到病魔缠身、痛苦呻吟的病人、没钱看病的病人，心里很难受，总

是浮现一股恻隐之心。（与“……之心”搭配的应该是“产生”）

让我来给你们介绍十兄弟的各有所长吧！（“介绍”与“各有所长”不能搭配）

手机的用途日益广泛，一日千里。（“用途”不能说“一日千里”）

从旅行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经验，也能够松懈压力。（“松懈”与“压力”不能搭配，而

应说“缓解压力”）

第三，语法方面的问题还表现在某些词类的用法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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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动词在使用中出现了主语或宾语不当的问题，如一篇报道的标题：

万隆慈济协助穷户重建住宅启用并分发米粮义诊

省长市长和军警司令感动济贫行动

“感动”的主语应是事件，宾语是人，上面的句子中却用反了，应该是“济贫行动感动

省长市长和军警司令”。又如：

我觉得他很可怜，所以我答应帮忙他。

“帮”的宾语是人，而“帮忙”的宾语不能是人，可以说“帮他的忙”或“帮他个忙”。

爸爸很喜欢运动，每天他一定要跑操场，最近听说妈妈也是。

“跑”后的宾语如果是地点的话，是表示“跑”的目的地，如“跑上海，下广州”，显然，

“操场”不是目的地，因此应改为“每天他一定要到操场去跑步”。

在这些报刊中，还经常发现连词使用错误的现象。如：

国王非常生气，就下令判它们死刑和进军消灭敌国。

是的，为了不虚伪，我最好是承认过错和尽快加以纠正。

“和”表示平等的联合关系，“并”表示更进一层的意思。（吕叔湘主编，２００２：８６，２６５）
因此两句中的“和”都应为“并”。

自然灾难也对阶级浑然不识，尽管是腰缠万贯，还是贫苦大众，照样大小通吃或一扫

而光。（“尽管……还是”应为“不管……还是”）

又如：

妈妈听了很高兴，又称赞我。

两小句动词不同，后句用“又”，表示两个动作先后相继。“还”表示进一层。（吕叔湘

主编，２００２：２５３，６３４）这个句子的主要意思还是表示“进一层”，因此“又”应改为“还”。
疑问词也有使用不当的情况，如：

爸妈叫我来台湾读书时，我开始有一点好奇，到底台湾是怎么样的地方。

“怎么样”是谓词性代词，可以做谓语、主语和宾语，做状语时，是问方式。（朱德熙，

２００２：９１－９２）“怎么样”不能对定语提问。因此应改为“什么样”。
还有对词性认识不清的情况。

我想今天的忙一定会给我健康。

这一年一样过了新年。一样高兴，一样乐趣。

“忙”是形容词，前面不能有定语，不能做名词性成分，不能做主语。“一样”后面可以

直接加形容词，如前面的“一样高兴”，但不能直接加名词，所以“一样乐趣”就不对，可以

说“一样的乐趣”，但又和前面“一样高兴”不对称，并且二者不能做相同的句子成分。

第四，由于把本应用几句话表达的意思杂糅在一句话里，有些句子出现了语义混乱的

情况，如：

我有去一家生产蜜蜂的店，他们教我怎样做蜂蜜、蜂王和雄蜂的区别，蜂蜜的用处等。

作为百年树人的老师并不是仅仅传授知识而已，这个没有勋章的英雄应该能够把学

子培养成一个具有纪律性强和宝贵品德的神圣任务。

综上所述，语法方面的问题几乎表现在语法的各个方面和层次，的确应引起我们的高

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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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标点方面

标点的使用方面出现的问题是该加标点的地方没有加，不该加的地方反而加了，以及

中英文标点的混用，以致使人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非常吃力。如：

如果不高兴的话，我一定很懒惰对功课懒得去学习。

妈妈感谢你，你辛苦了。以后我要做个听话的乖孩子。

再以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０日《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Ｂ４版刊登的《街头卖手工艺人》为
例，整篇文章中的句号除了在文章末尾用了一个中文句号外，其余全部使用了英文句号，

顿号打成了在上面的类似隔音号的东西，显然，其他符号虽然中英文大体相似，也是使用

了英文标点。还有一句：

中国很多民间手工艺就这样失传了，我也只能在特定的地方如．＂集古村．＂等游客
区，才能一解相思。

不知为何会这样使用标点。

五　结　语

以上我们从文字、词汇、语法和标点等几个方面对华文报刊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

理归纳，可以看出，印尼华语由于受到多种语言或方言的影响，相对于普通话来说产生了

一些变异，或存在一些不正确的东西。但我们绝无丝毫贬低这些报刊的意思，对它们在华

族中的巨大影响和对华文教育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们表示由衷的钦佩。《国际日报》总

编辑兼主笔李卓辉先生早已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原因是“编写人才非常短缺。三十多年

的华文教育断层，给华文报业造成极大的困难。”在印尼华校封闭三十多年后，经历了十

余年的发展，如今华文教育正站在走向兴旺和普及的路口。（李卓辉编著，２００８：３６３）众
多华裔子弟和友族学生渴望获得学习华语的机会，但除了在学校或补习班外，几乎没有华

语环境。华文报刊虽然为数不多，但不断阅读这些报刊，也是学习和提高华语水平的重要

途径之一。因此，一旦这些报刊出现过多的语言问题，必然会对学习者造成较大影响，从

而对他们日后的学习和提高起到阻碍作用。因此，对这些华文报刊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较

系统的梳理，找出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引起各方面对这些问题的重视，以期这些问题能

在以后出现得越来越少，为华语学习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平台，正是我们一点心愿之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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