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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离合词使用情况对比考察

刁晏斌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离合词是汉语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类词，在两岸的使用中有较大的差异。调查显示，大
陆普通话离合词的数量以及可离析形式的种类远多于台湾“国语”，使用频率也高出许多。两岸离

合词使用中最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趋向”类离合词以及当离合词与补语和与动态助词“过”共

现时的用法差异。离合词的口语性比较强，与普通话通俗化、大众化整体精神和表达取向的切合

度较高，而与台湾“国语”的“守旧”取向切合度较低，这是造成其两岸差异的最重要原因。

关键词：海峡两岸；普通话；台湾“国语”；离合词

中图分类号：Ｈ１９３．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２２２１９０５６（２０１６）０４０４３５１２
ＤＯＩ编码：１０．１４０９５／ｊ．ｃｎｋｉ．ｏｃｅ．２０１６．０４．００１

一、引　言

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离合词的数量较多，并且还不断有新的形式加入，所以有人说它“简直无

法列举净尽，可以说属于开放性的一类词语。”（喻芳葵 １９８９）我们简单考察一下，杨庆蕙主编的
《现代汉语离合词用法词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共收离合词４０００余条，而《现代汉语
词典》（第３版）注音中带有离合词标志“ ”的双音词数量也达 ３２２８个。（王素梅１９９９）我们自
己也做过一个抽样调查：《现代汉语词典》（第６版）仅 Ａ、Ｂ两个字母下注音中加标双斜杠的就有
１９２个。当然，这还远不是全部，有一些未作标记的，其实在实际的使用中也有可离析的情况，如
“按摩、办学、伴唱、保值、报价、报料、报销、爆冷、爆棚、比赛、变性、并网”等。

以下是《人民日报》的几个用例：

（１）云南省有的少数民族自古以来没有办过学。我国已经办了三十多年的教育了，至今还有
十个民族几乎没有办过学。（１９８４．５．２１）

（２）外贸公司对接受远期信用证顾虑大，一怕信用风险，二怕汇率变动而保不了值。（１９８７．１．
１７）

（３）今年开春，棉农种棉热情爆了棚。（２００４．１１．８）
（４）可导演回去找了个名演员，人家报了价，挺高。（２０１０．９．４）
（５）比完赛后，孙杨除了像往常一样对观众鞠躬致谢，还向裁判弯腰致谢。（２０１５．４．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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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以外，见于其他媒体的用例就更多了，再如：

（６）对于在过去几年看过病也报过销的读者而言，这个比例相信非常接近现实。（２１世纪经济
报道２０１３．３．１８）

（７）一月一度的报料大奖又闪亮登场了！给钱江晚报报过料的新老朋友，速速来围观。（钱江
晚报２０１４．４．２１）

关于普通话中的离合词及其使用等，学界进行了相当多的研究，因而对它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

了解和认识，但是对其在台湾“国语”中的面貌及使用情况等，至今却所知不多，而我们在进行海峡

两岸民族共同语对比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台湾“国语”中，离合词的离析使用频率比大陆普通话低

不少，并且可离析使用的形式种类也比普通话少，由此就构成了两地语言差异的一个方面。比如，

以下一些合而不离的用法，对普通话的用户而言，其陌生化程度都是比较高的：

（８）请问来台最殷勤的日本客曾在夜市露脸过吗？（台湾立报２０１１．１．９）———比较：露过脸
（９）温升豪虽然跟老婆已登记，但一直还没正式宴客，更没向老婆求婚过。（同上 ２０１４．６．

１９）———比较：求过婚
（１０）朱立伦表示，他过年时期都会回来桃园参拜。（自立晚报２０１５．２．２０）———比较：回桃园来
本文拟在一定范围内对上述差异情况进行考察和分析，试图给出一个相对精确的数量对比，然

后再对造成差异的原因进行一定程度的解释。

二、两岸离合词使用情况抽样调查

本部分中，我们将进行三项抽样对比调查，试图由此而对离合词在两岸的使用情况有一个基本

的了解。

（一）核心离合词离析使用情况对比调查

在这项调查中，我们从王海峰（２０１１：４５）所列出的１６个离析使用用例最多的“核心离合词”中
选取１０个，来比较其在两岸的使用情况。台湾的情况我们主要以“联合知识库”为依据，该知识库
是“全球唯一拥有１９５１年至今的台湾新闻数据库，包括联合报、经济日报、联合晚报、民生报、星报
等逾１１００万笔资料”（见其首页介绍）；大陆部分则以１９４６年创刊至今的《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
为准，该数据库也是体量巨大，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大陆规范语言及其使用的基本情况。我们从普

通话的角度，调查１０个词常用的离析形式，这１０个词分别是“叹气、听话、当面、吃亏、鞠躬、吃苦、
洗澡、帮忙、吃惊、见面、睡觉”。我们之所以从１６个词中选取１０个，一方面是为了凑一个整数，但
更主要的是因为其中有几个最常用的离析形式是插入“的”或“了”等虚词，而我们所用的《人民日

报》不支持这样虚词的检索（如以“出了名”为关键词，会把所有的“出×名”都提取出来，从而造成
数据失真）。

以下（表１）是调查结果。
表中的“二者比例”指的是离析形式与合用形式在相同语料中的数量对比，该数据大致能够反

映大陆或台湾上述两种形式的使用倾向。以“鞠了一躬”为例，在大陆，二者比例为

１ ０％ Ｂ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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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库显示的台湾“国语”中几个离合词与动态助词“了”不同组合形式的用例数：

吃了亏６７－吃亏了８４；鞠了躬５－鞠躬了１８；帮了忙３８－帮忙了１１９；吃了惊１－吃惊了２２；结了
婚４６０－结婚了１９１５；生了气１１－生气了３９７

表１

数据

形式

普通话 台湾“国语”

离析形式 合用形式 二者比例 离析形式 合用形式 二者比例

鞠了一躬 ２２９ １５８６ １：７ ５ ３９４０ １：７８８

帮个忙 １０４ ６３６２ １：６１ ７２ ５６４３５ １：７８４

听他的话 １０３ １５２８ １：１５ ７２ ２７７５ １：３９

吃了一惊 ６３６ ４０７８ １：６ １６０ ２２２１ １：１４

洗个澡 １５３ ３５８５ １：２３ １７０ ８４３０ １：５０

叹口气 １３９ ４９９ １：３．５９ ２０ ７８ １：３．９

吃大亏 ３４４ ５６６２ １：１６ １４９ ３５３１ １：２４

睡一觉 １８３ ６９１７ １：３８ ３８３ １５２９７ １：４０

见一面 １１７ １８４１６ １：１５７ １５６ ２４６１３ １：１５８

当着他的面 ４４ ４３６９ １：９９ ６９ ６６０９ １：９６

（二）“叹气”离析使用情况对比调查

上一项调查是就一组离合词展开的，以下我们以“叹气”一词为对象，换一个角度来进行对比

调查。此词是上述１６个核心离合词中的一个，使用频率高，离析形式多，比较适合进行两岸对比。
我们在北京语言大学ＢＣＣ语料库的“综合”库（共１０亿字）中，以“叹 气”为关键词（ 号代

替任意长短的插入形式）对各种离析使用形式进行检索，共得到包含此类形式的句子１８００余个，有
效离析形式１２５个。

最为多见的，是“叹＋了＋补／定＋气”形式，计有以下一些：
叹了一下气、叹了一个小小的气、叹了一会儿气、叹了一口像要冻僵的气、叹了一口充满感谢的

长气、叹了一口几乎不可闻的气、叹了一口又一口的气、叹了一口同情的气、叹了一口好长的气、叹

了一口对少女来说莫名其妙的气、叹了一口小小的气、叹了一口很惋惜的气、叹了一口很轻很轻的

气、叹了一口悠长的气、叹了一口无可奈何的气、叹了一口无声的气、叹了一口更长的气、叹了一口

没吐出来的气、叹了一口满是酒味的气、叹了一口粗气、叹了一口轻微的气、叹了一口道气、叹了一

口重重的气、叹了一口长气、叹了一声气、叹了一回气、叹了一日气、叹了一晚上气、叹了一阵子气、

叹了三口长气、叹了下气、叹了不少气、叹了个气、叹了个特别长的气、叹了今天的不知第几口气、叹

了会儿气、叹了八十一次的气、叹了六十口气、叹了几口气、叹了几回气、叹了几声气、叹了几次气、

叹了十七八口气、叹了十几口气、叹了十几次气、叹了十来回气、叹了半夜的气、叹了口不带声息的

气、叹了口像刮台风的气、叹了口又细又长的气、叹了一口十年未曾叹过的气、叹了口好长好长好长

的气、叹了口悠长的气、叹了口无可奈何的气、叹了口无声之气、叹了口无声的气、叹了口无奈的长

气、叹了口无奈至极的气、叹了口气儿、叹了口白色的气、叹了口粗气、叹了口虚伪的气、叹了口轻得

不能再轻的气、叹了口重气、叹了口长且无奈的气、叹了声长气、叹了多少回的气、叹了多少次气、叹

了多少气、叹了大约二三十声的气、叹了好多气、叹了好大一口长气、叹了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的

气、叹了很多次气、叹了无数次气、叹了来此之后数不清的另一口长气、叹了第三口气、叹了起码一

·７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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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口气

其次是“叹＋出（了）＋定＋气”形式：
叹出一口很长很长的气来、叹出一口比方才更长的气、叹出一口绝望而幽长的气、叹出一口长

气、叹出一口长而颤抖的气、叹出一声气来、叹出了一口如释重负的长气、叹出今天的第三十口气、

叹出今天的第二十三口气、叹出心处那口无奈的气、叹出悠然长气、叹出第Ｎ次的气
此外还有一些同类数量不多或不太成类的形式：

叹着气、叹着粗气、叹着重气、叹着长气、叹罢了气、叹起气、叹起气来、叹过气、叹过好多次气、

叹口气、叹口微气、叹长气、叹口思念的长气、叹口无奈的长气、叹口满足的气、叹一口哀气、叹一口

安命的气、叹一口惊慕的气、叹一口抽气、叹一口长气、叹你妹的气、叹你是个神经的气、叹八道气、

大叹其气、叹哪家气、叹哪门子豆荚气、叹啥子气、叹完气、叹没法再看美人的气、叹第二口气、叹第

几声气

上述形式有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特点：

第一，数量巨大。当笔者看到检索结果时，多少有些吃惊：没想到一个普通的离合词竟然会有

这么多的离析使用形式，并且很显然它的使用是完全开放的，如果再扩大搜索范围，一定还会看到

更多的不同形式。

第二，扩展形式自由。这是造成此词离析形式数量巨大的最主要原因。除“叹”后可带动态助

词“了、着、过”以及趋向动词“出”和时量补语等外，更主要的是“气”前可自由接受各种修饰限定

语，形成各种临时组合形式。

第三，有变化形式。除多数保持述宾结构不变外，也有几个改变为偏正结构，检索到的有“叹

的气、叹不完的气、叹出来的气、叹出的一口长气”等。此外，像“叹了一口十年未曾叹过的气”中

“叹”重出，而“叹了口气儿”中“气”儿化等，都显示了形式的多样性。

为了与以上三点进行对比，我们以上述所有形式为关键词，在厦门大学的“至善”繁体字语料

库的台湾语料（１８亿字，主要范围是近年的报纸以及博客、论坛等）中逐一进行检索，却只有以下５
个形式有少量用例：“叹了会儿气、叹着气、叹起气、叹起气来、叹口气”。两相对比，海峡两岸离合

词“叹气”离析使用情况的差别如此明显而突出，这也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为了验证台湾上述情

况，我们又随机抽取几个相对不那么“具体”，以及有一定复现率的组合形式在联合知识库中进行

检索，如“叹了一会儿气、叹了口粗气、叹完气、叹了一声气”等，均无用例，这说明，上述调查结果应

该是比较真实的。

（三）介于以上两项之间的对比调查

以上两项调查虽然各能说明一些问题，但是也都有局限：第一项我们对１６个核心离合词作了
排除，另外又根据语感而选定一种离析使用形式，因之总体而言多少会有一些主观的色彩；第二项

调查因为只针对一个词，即使结果完全真实可靠，范围也终究有限。所以，我们根据以上情况以及

现有能够利用的语料检索条件，再进行第三项抽样调查。

杨辉、管晨曦（２０１５）通过对《ＨＳＫ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里的离合词进行判定和统
计，共确定２３８个，其中列为大纲甲级词的有１９个，即“比赛、考试、跳舞、发烧、放假、见面、开学、看
病、留念、录音、跑步、请假、散步、上课、睡觉、问好、洗澡、游泳、照相”，我们按顺序从前往后取 １０
个词（“见面”第一项调查中出现，我们予以剔除），进行对比调查。

ＢＣＣ语料库支持“Ａ．Ｂ”形式检索，中间的“．”代替一个字，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离合词中间插入
一个字的离析形式全部检索出来。考虑到第二项调查显示台湾离析形式太少，这或许与“至善”语

料库的“文学性”不足，因而对相关形式使用情况反映不充分有一定关系，所以我们在本项调查中，

把ＢＣＣ语料库中所有的形式逐一在体量更大的台湾联合知识库中进行检索，由此来进行对比。这
·８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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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考察对象既有一定的覆盖面，又不至于像第二项调查那么复杂多样，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介于二者之间”的意思。

以下是对比调查结果（括号加“ ”号的表示台湾有用例）：

比赛：比完赛（ ）、比过赛（ ）、比着赛、比个赛、比啥赛

考试：考完试（ ）、考个试（ ）、考好试（ ）、考车试、考的试（ ）、考党试（党课考试）、考屁

试

跳舞：跳着舞（ ）、跳过舞（ ）、跳完舞（ ）、跳下舞、跳好舞（ ）、跳得舞、跳个舞（ ）、跳跳

舞（ ）、跳的舞（ ）、跳只舞、跳支舞（ ）、跳热舞（ ）、跳红舞（ ）、跳艳舞（ ）、跳辣舞（ ）、

跳劲舞（ ）、跳那舞、跳早舞、跳骚舞、跳圆舞（ ）、跳电舞、跳慢舞（ ）、跳老舞、跳藏舞

发烧：发着烧（ ）、发了烧（ ）、发过烧、发起烧（ ）、发完烧、发上烧（ ）、发个烧（ ）、发发

烧（ ）、发紧烧、发热烧（ ）、发高烧（ ）、发低烧、发小烧、发这烧

放假：放大假（ ）、放长假（ ）、放寒假（ ）、放暑假（ ）、放个假（ ）、放你假、放我假

（ ）、放他假、放她假（ ）、放个假（ ）、放天假、放点假（ ）、放完假（ ）、放好假、放月假、放连

假（ ）、放产假（ ）、放麦假、放农假、放日假、放旬假、放早假、放伏假、放冬假、放下假、放着假、放

的假（ ）、放够假、放啥假、放玩假

开学：开的学（ ）、开个学、开了学（ ）

看病：看完病（ ）、看着病（ ）、看看病（ ）、看你病、看您病、看我病、看俺病、看他病、看了

病（ ）、看牙病（ ）、看下病、看回病、看点病、看啥病、看趟病、看次病、看好病（ ）、看的病（ ）、

看过病（ ）、看对病、看错病（ ）

留念：留个念（ ）、留点念、留过念、留些念、留份念

录音：录的音（ ）、录下音（ ）、录过音（ ）、录完音（ ）、录好音（ ）、录上音、录了音

（ ）、录你音

跑步：跑完步（ ）、跑几步（ ）、跑两步（ ）、跑一步（ ）、跑下步、跑跑步（ ）、跑的步

（ ）、跑会步、跑好步、跑晚步、跑着步（ ）

本项调查结果显示，两岸离合词单音节插入离析形式的使用情况有以下几个明显差异：

其一，总体的使用量差异明显。上述离析形式共有 １２８个，其中两岸共有的 ６７个，约占 ５２．
３％；仅见于大陆的６１个，约占总数的４７．７％，即有接近一半的形式为大陆所独有。

其二，具体的用例数差异明显。虽然联合知识库的文本数达到了１１９７万个，其总字数应该远
不止ＢＣＣ综合库的１０亿之数，但是就具体的用例数而言，却很少有高于大陆的，相反却普遍较低。
比如，“跳个舞”台湾仅７例，大陆有２５８例；“考完试”台湾有３５０例，似乎已经不少了，而大陆相同
的形式则有６２３１例。

其三，有语体风格上的对立。对以上两岸共用与大陆独用的离析形式稍加比较，就会发现一个

相当明显的表现：中性语体色彩的离析形式多为两岸共用，而口语性比较强的形式趋向于只在大陆

使用。就后者而言，比如“比赛”中的“比个赛、比啥赛”，“看病”中的“看下病、看回病、看点病、看

啥病、看趟病”等，都有非常明显的口语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三节中进一步讨论。

三、两岸离合词用法的几个具体差异

以下我们换一个角度，立足于台湾“国语”，主要着眼于结构类型的差异，来进一步讨论两岸离

合词及其使用的差异。

（一）“趋向”类离合词的用法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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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有一些表示趋向的离合词，它们既可以单独使用，做谓语或述语，也可以附着在某些动词

后边，做趋向补语，而在两地之间，它们的离与合往往有所不同。这样的动词有“来”与“去”两个系

列，前者如“上来、下来、进来、过来、回来”，后者如“上去、下去、进去、出去、过去、回去”。

在单独使用的时候，这些词如果需要带处所宾语，普通话中通常把宾语插在中间，形成离析的

形式，而台湾则经常采用合的形式直接带宾语。

以下主要以“回来”为例进行讨论。

我们曾以“回北京来”与“回来北京”等为关键词在７０年的《人民日报》中进行检索，前者有１０
例，而后者只有１例；“回家乡来”有１３例，而“回来家乡”则没有用例。同样，我们以“回来台北”和
“回台北来”在近１０余年的台湾《自立晚报》进行检索，后者没有用例，而前者则有３例，如：

（１１）许多从中南部周末回来台北的民众皆会从这里经过。（２０１４．４．２７）
当然，这也并不能说明台湾“国语”中就没有“回＋处所＋来”形式，比如我们又以“回来台湾”与

“回台湾来”为关键词在《自立晚报》中进行检索，前者４５例，后者只有３例，二者之比为１５∶１，取
舍的倾向性非常明显。前者的用例再如：

（１２）我们台湾资金一起出去，觉得萧条没有钱，而我们现在是想办法让钱回来台湾。（２００７．
１１．１０）

（１３）对于她这一次没有回来台湾，我感到非常难过。（２０１４．１２．３０）
其实，这样用例中的“回来”与单用一个“回”并无不同，以下一例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１４）至于宋楚瑜如果现在回国民党是否来得及党主席选举？王金平则指出，宋楚瑜如果回国
民党，不会影响国民党主席的选举，时程上国民党主席选举已经公布，因此宋楚瑜如果回来国民党

参选主席，来不来得及他不知道。（自立晚报２００５．５．１６）
按此例中两用“回国民党”，一用“回来国民党”，意思并无不同。

“回来”带处所宾语形式在台湾“国语”中非常多见，而这也成了两岸此词用法的最大不同。再

如：

（１５）如果真的这样，他愿意回来苹果，为贾伯斯工作。（贾伯斯传第十七章）
我们仅在《自立晚报》中检索到的“回来”所带的宾语就有“台北市、西雅图、南投、高雄、高雄

市、故乡屏东、台中、基隆、台东、高县、六堆娘家、这里、家里、中和菜市场、这边住房、立院、市府、佛

光山、佛光山这个大家庭、山上、马场、学校”，甚至还有“业界、职场”这样比较虚化的处所词。

在与其他动词组合使用时，普通话中“回来”的一般用法如下例：

（１６）马可波罗把中国的古代文化传到意大利，而这些年轻人，将把先进的现代技术带回中国
来。（人民日报１９９１．１．２１）

即“回来”取离析形式（当涉及处所宾语时，这是唯一形式），而台湾“国语”中的很多用例却与

此形成鲜明对比：

（１７）父母亲到欧洲游玩，看到许多游客在露天咖啡座悠闲休息，很想把这样的旅游风情带回
来家乡，于是开始尝试卖咖啡。（自立晚报２０１０．８．３０）

（１８）我把当地状况和需要带回来台湾，鼓励更多人支持，也等于实现我“想为世界做点什么”
的愿望。（同上２０１４．７．３１）

除了“带”之外，“回来”在和其他很多动词共现时，也都有相同的表现，以下仍是《自立晚报》

的用例：

（１９）原本希望尽快三通，可以全家从大陆搬回来台湾。（２００４．４．６）
（２０）邱创良对争取到的建设经费，百分之百都会拿回来桃园做建设。（２００４．１１．８）
（２１）我们好好把握陆客商机，检讨自己并且把握机会把人民币赚回来台湾。（２００９．４．１４）
·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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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制造电风扇的勋风公司，预计将模具拉回来台湾做。（２０１０．１０．２）
以上是台湾“回来”一词与大陆的不同表现，此词之外，其他同类离合词也都有大致相同的表

现。比如“回去”，前边举过“回来国民党”的例子，而我们也同样看到“回去国民党”的用例：

（２３）如果张碧琴不回去国民党，也许就用“有案在身”来修理她。（自立晚报２００９．１２．３）
见于《自立晚报》的其他类似用例再如：

（２４）荣总发出声明认为陈水扁若是回去监狱，自杀风险会很高。（２０１３．４．２）
（２５）圣卢西亚籍学生维克多……也进而喜欢上台湾这片土地，还说回去圣卢西亚后要跟亲友

宣传台湾的美好。（２０１５．６．２）
“回去”在和其他动词共现时，也有与“回来”相同的表现，例如：

（２６）在她大学还没毕业前，她就带着小孩搬回去娘家。（２００８．２．２７）
（２７）连阵营质疑，柯文哲选上后是否会变回去“台独、深绿”的立场。（２０１４．１０．２８）
其他趋向动词单独使用时，也都有直接带宾语的，例如：

（２８）公务人员是经考试进来政府服务，都是比较优秀的人才。（自立晚报２０１５．３．９）
（２９）让年轻人可以留在澎湖发展，也让台湾有其他的机会可以过来澎湖，吸引更多的人才及

业者来澎湖。（同上２０１５．５．１５）
在与动词共现时，同样也有类似表现。仝金钟（２０１２）曾列出语言学习者的各种离合词使用偏

误，其中有一类是趋向补语“起来”位置有误，所举的例子有“大家正在看表演呢，他突然鼓掌起

来”。按普通话的一般用法，这句应该说成 “鼓起掌来”，可是，在台湾当下的使用中，仝文所举那

样的例子却并不鲜见，例如：

（３０）……她的身材从 ４６公斤一路胖到 ７０公斤，逗得评审都忍不住鼓掌起来。（自立晚报
１９９７．５．１１）

（３１）这个女人的麻烦太多，贝勒爷弄在身边也不是好事，只是要关她起来也会有麻烦，她身边
有四个人……”（司马紫烟《边城故事》）

以上只是举例性地指出两岸在离合式趋向动词使用上的不同，更多此类词的更多不同，我们将

另外撰文进行讨论。

（二）与补语共现时的用法差异

仝金钟（２０１２）所列出的离合词使用偏误中提到了“时量补语位置有误”和“带情态补语时有
误”两种，前者所举的例子如“他们跳舞了三个小时”，后者的例子如“她唱歌得非常好听”，然而，这

两个例子在台湾均属正常性的使用，例如：

（３２）偏偏附近的印度人正在办婚礼，而且婚礼还不是一天就结束，足足唱歌跳舞了三天才完。
（联合晚报２００６．４．２３）

（３３）张娜拉说：“我在戏中饰演的角色是嫉妒的化身，其实跟我的性格非常相似，我上学时也
嫉妒苗条的同学，现在我嫉妒那些唱歌得好的歌手。对我来说，嫉妒给我很大的帮助，可以说是一

种刺激。”（民生报２００２．９．１）
离合词带时量补语时合而不离，在台湾“国语”中也比较常见，例如：

（３４）徐宝寰三十岁以前求婚过一次，现在回想，是“一时冲动”，因为那女孩得了鼻咽癌。（联
合报１９９６．５．２６）

（３５）不料２位前辈早就准时坐在现场，闲聊、唱歌了好一会儿。（联合报２００３．１１．２３）
（３６）在台湾，我没有请假过一次，在西雅图，我也没有请假过一次。（自立晚报２０１４．６．１７）
（３７）初霞与承赉定居香港，在过去几年中，他们已经回大陆探亲了好多次。（琼瑶《剪不断的

乡愁》）

·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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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一时间，承赉、初霞、鑫涛和我都大发童心，换上衣服，骑上骆驼，纷纷留影一番。（同上）
带情态补语时合而不分也不是个别的现象，比如以下是两个“跳舞”的用例：

（３９）当晚，我们跳舞得很迟才分手。（联合报１９５８．６．２９）
（４０）一九五四年的作品多充满粗糙的笔触，想来卡萝已经力不从心了，死神在她的床榻跳舞

得更剧烈了。（同上２００５．７．２８）
其他用例再如：

（４１）高二时就听说他们通信得很勤。（台湾当代小说、散文精选集）
另外，仝文还提到了“结果补语位置有误”一类，所举例子如“洗澡完就上床睡觉吧”，然而，在

台湾的现实使用中，“洗澡完”的用例也能见到，例如：

（４２）医师特别提醒，涂抹乳液的时间点相当重要，可在洗澡完、擦拭身体多余的水分后。（优
活健康网２０１３．１２．２３）

而以下一例中的“喝酒毕”也与之同类，正可类比：

（４３）也有过一次，和友人喝酒毕，约半夜两三点，晕恍恍快步走在冷风扑面的城市马路上。
（骆以军《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梦游街》）

同样的意思，大陆普通话更趋向于用离析的形式来表达，具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把补语

插入离合词中间，如“请假过一次———请过一次假”“洗澡完———洗完澡”；另一种是采用动词拷贝

结构，应该也算一种比较特殊的离析形式，如“跳舞得很迟———跳舞跳得很迟”“通信得很勤———通

信通得很勤”等。后一种颇能说明一些问题：台湾对离合词的态度似乎是趋向于“合”，而大陆则是

趋向于“离”，这或许可以在较高的层次上解释为什么两地之间在离合词的使用上会有如此明显的

差异。不过，这里还提醒我们关注两岸在另一种语言形式及其使用上的差异，这就是动词拷贝结

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另行撰文讨论。

（三）与动态助词“过”共现时的用法差异

据任海波、王刚（２００５）在语料库基础上对 ４２３个离合词的离、合情况所进行的定量分析，中嵌
类占离用总用例的 ９４％。在各种可插入的词语中，动态助词“了”和“过”出现的频率最高，就“过”
而言，有人统计是７３％（王素梅１９９９），也有人统计是６７％。（周卫华２０１０）然而，离合词中间插入
“过”只在普通话中比较多见，在台湾“国语”中，当“过”与离合词共现时，经常用于其后而不是中

间。这样的用例上边已经出现过，以下再各举两个“唱歌”和“跳舞”的例子：

（４４）庆太听了立即反驳：“我可从没这样唱歌过！”（星报２００５．９．２４）
（４５）为唐纳逊操刀的外科医师表示：“以前，我的同事曾经唱歌给我听，但病人从未唱歌过。”

（民生报１９９５．９．９）
（４６）迄今为止，一直无人与她跳舞过，因为她太高。（同上１９９７．１．８）
（４７）我们已在府城１０处景点跳舞过，随着课程，会再旅行下去！（联合报２０１１．７．６）
其他的用例再如：

（４８）民众在今晚７时１１分投票截止前，以未投票过的电子信箱到 ｈｔｔｐ：／／ｎ７ｗ．ｙｓｎｐ．ｇｏｖ．ｔｗ／网
站投票。（自立晚报２０１１．１．１９）

（４９）每个礼拜六或者礼拜天，我从来没有请假过。（同上２０１４．６．１１）
（５０）没读名校，我得到化妆过的祝福 （联合报２０１４．６．１３）
（５１）对此，王建煊说，“和解？我们什么时候吵架过？”（中时电子报２０１３．８．２３）
为了能对两岸离合词与动态助词“过”共现时的用法差异有一个更加全面了解，我们以《现代

汉语词典》（第６版）ＡＢ两字母下所收的１０个离合词为对象，仍以《人民日报》和联合知识库为语
料范围，调查它们与动态助词“过”共现时的离合情况，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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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期 刁晏斌：海峡两岸离合词使用情况对比考察

表２

数据

离合词

普通话 台湾“国语”

Ａ过Ｂ ＡＢ过 二者比例 Ａ过Ｂ ＡＢ过 二者比例

熬夜 ２ ０ ２：０ ２ ２３ １：１１．５

罢工 ６ ０ ６：０ ０ ４ ０：４

搬家 ２５９ ０ ２５９：０ １７ ３６ １：２．１

帮忙 １９ ０ １９：０ １０ ５７ １：５．７

报案 ８ ０ ８：０ １２ １６ １：１．３

报警 ３ ０ ３：０ １４９ ３５３１ １：２３．７

曝光 １２ ２１ １：１．８ １６ １６７ １：１０．４

毕业 ３ １ ３：１ ０ ５ ０：５

贬值 ０ １ ０：１ ０ ４４ ０：４４

表态 １６ １ １６：１ ２ １６ １：８

上表显示，在与动态助词“过”共现时，两岸离合词使用情况差异明显，正可以与以上各例相互

验证：

第一，就有无对比而言，１０个词中，大陆有６个没有“ＡＢ过”的用例，而台湾均有用例；台湾有
３个词没有“Ａ过Ｂ”的用例，而大陆只有１个；

第二，就二者都有用例形式的数量对比而言，台湾“ＡＢ过”与“Ａ过 Ｂ”之比多数相差较大，而
大陆唯一的“曝光”相差不足二倍。

四、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

要讨论造成海峡两岸离合词使用情况差异的原因，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离合词的离析使用

形式具有什么样的特点，然后再根据两岸语言及其使用情况的不同，来分别进行对比和说明。

（一）离合词离析形式的语体特征

在已有的研究中，人们已经比较多地提及离合词离析形式的语体特征及其对使用环境的选择

性和适应性。华玉山（２００４）指出，离合词拆开使用不仅与汉语语法的特点有关，而且还与语言习
惯、修辞、语体、文体等因素有关，离合词扩展一般是语用的需要，其口语色彩较浓。陈树（２０１５）进
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在考察了《现代汉语词典》（第６版）之后指出，词典中标〈口〉的词一般都有离
析使用形式，而标〈书〉的支配式双音词几乎无一例外地没有这样的形式。王燕明（２０１０）也指出，
离合词的离析形式多出现在口语材料中，书面材料中较少，在正式文件中则几乎没有。文章的结论

是离析形式是在口语环境中形成的，并主要用于口语环境。王海峰（２００９）统计指出，离合词的离
用现象多出现在口语化的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中，因此，“语体的庄重程度是影响离合词离析现象

隐现的前提条件。”

力量、晁瑞（２００７）着眼于历史来源，通过对语料的调查，认为离合词现象出现于宋代，明代以
后渐多，但主要见于白话小说。文章在《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型世言》这四部明代

白话小说中，找出 １３０多个用例。这一发现给我们的启示是，正因为是起于古白话而非文言，所以
离合词的离析形式先天带有口语的性质和俗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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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己的研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这一点，比如上文提到，“比赛”中的“比个赛、比啥

赛”，“看病”中的“看下病、看回病、看点病、看啥病、看趟病”等，都有非常明显的口语性。

再比如，《济南日报》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１日曾刊登一篇报道，标题为《刚学完习资格证却没了 考证

内容雷同 “继续教育”备受质疑》，文中的第一个小标题是“市民反映：刚参加完学习，资格证‘没

了’”，而这一标题下还用到“学习完成后”。同样的意思，一篇报道中分别用了三个不同的形式：

“学完习”“参加完学习”和“学习完成后”，三者相比，“学完习”的口语性甚至俚俗性无疑是最强

的。

（二）大陆离析形式为什么多于台湾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普通话的发展变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某些特点。在这方面，

学者们多有论述。韩敬体（２００８）说：“解放后，大陆语文教育提倡语体文，倡导言文一致，作品语言
趋向口语化，不少文言词被语体词或短语所取代，书面语中传承的带文言色彩的词语大为减少，书

信用语也语体化了。”李志江（２００８）也说：“相比较而言，大陆的普通话更为崇尚口语，许多书面语
词在大陆已渐罕用，甚至不用，退而成为古语词。”如果我们对普通话这一突出的语体特点有了较

多、较深入的了解，那我们也就知道为什么它的离合词离析使用形式多而复杂了，即如林轲红

（２０１０）所说，离合词现象的普遍性与语言的口语化程度是成正比的。大陆语言的发展很大程度上
就可以归结为口语化程度不断提高。正因为二者之间呈正比关系，以及“大陆语言”（即普通话）的

发展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口语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所以离析形式才会很多，并且越来越多，即如

本文开头引文所说，不断有新的成员加入，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

离合词的数量及可离析形式的不断增加，可能还与另外一个因素有关，这就是语言使用中的类

推机制。李春玲（２００９）提出了一个离合词语的“离合槽”概念，很有启发意义。所谓“槽”，既是对
已有结构形式的概括，同时也是着眼于它的可再生性、可复制性，也就是可类推性。这里所说的类

推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类推产生新的离合词，二是类推产生新的离析形式。就前一方面来说，

“Ａ完Ｂ”形式比较常见，可以视之为一种“离合槽”，而在学校用语中，属于此类的诸如“考完试、上
完课、放完假”等是一些高频形式，因而它有可能会影响其他词语，并使之产生相同的用法，比如

“学完习”。本人读书时，从来没用过、并且其后很长时间也没有听人说过“学完习”，然而在时下的

学校以及各类学生的口中，却经常可以听到，甚至在书面语中也偶能见到（见上）。其实不仅“学完

习”，还有“自完习”，甚至还有“复完习”“预完习”，也都在学生们的口头及网文中出现。我们在

“百度”上进行网页搜索，就看到了不少这样的用例，如“自完习去跑个步，感觉真好，哈哈”“Ｊ国的
教材我已认真学习过，复完习预习，预完习复习”等。

当然，谈到类推，仍然和普通话的大众化与口语化密切相关：为了进一步满足这样的表达需求，

所以才不断类推，创造出更多的离合词以及离析形式。

（三）台湾的合用形式为什么多于大陆

同样，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也要首先了解台湾“国语”及其使用的基本特点。台湾“国语”总

体上“古旧”色彩比较浓厚，即使口语大致也是如此，这与大陆普通话形成相当明显的反差。关于

这一点，不少人均已提及，并且很多学者在讨论相关问题时往往也是两岸对照着说的。比如，周殿

生（２００６）说：“台湾“国语”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沿袭了‘五四’以后白话文的某些特点，即使是口
语也不乏斯文；而大陆的普通话则更多地表现为大白话和大众化，因此更为普通化。”上引李志江

（２００８）在谈完大陆的情况后接着说道：“台湾的国语更为强调传承，许多书面语词在台湾一直使
用，甚至在口语中也十分活跃。”我们曾经把两岸语言及其使用的诸多差异归结为两个“距离”差

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立足于此的：与早期国语的距离，大陆远大于台湾；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台

湾远大于大陆。（刁晏斌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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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上所述，离合词的离析形式口语性比较强，这样当然就与台湾“国语”“斯文”的语体风

格及表达取向产生一定程度的违离，因此才比较少用。一般而言，与离析形式相对的“原型”口语

性不强，通常具有中性或偏于书面性的语体色彩，因而与台湾“国语”的语体色彩具有更高的一致

性和兼容性。所以，书面语中，台湾“国语”中离合词合而不离的形式非常多见，即使用到一些离析

形式，往往也是数量有限、频率不高；就是在口语中，许多离合词也是合而不离的，这样的例子前边

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类似的再如：

（５２）“好紧张，从没在他面前唱歌过耶！”“我们可以先进场吗？”近３０名 Ｕｐａｐｅｒ读者，等着参
加“Ｆａｎｓ加持！吴克群”近距离接触活动。（Ｕｐａｐｅｒ２００７．５．１８）

记得曾看《中国好声音》第四季的某一期，作为导师的台湾歌手周杰伦被邀请与选手合唱邓丽

君的歌曲，他下到舞台，跟选手说“先握手一下”，而不是“先握一下手”。

上文的表一显示，两岸使用比例比较接近的离析形式多为中性语体色彩的，如“吃大亏”“睡一

觉”等；如果换作口语性较强的离析形式，数量对比就会有较大的变化，比如“吃哑巴亏”大陆有５３
例，而台湾５例；“睡了一大觉”大陆８例，而台湾只有１例。

另外，台湾“国语”离合词合用形式多于普通话，也与方言的影响有关。单韵鸣（２０１３）在谈到
“回去北京”“上来二楼”这样的用法时指出，在南方众多的方言中，趋向补语“来”和“去”用于处所

宾语的前面是常见的说法，比如粤方言就说“翻去北京（回去北京）”和“上?二楼（上来二楼）”，

而绝对不会说“翻北京去”和“上二楼?”。黄伯荣（１９９６：２８７）也指出，普通话常把“出来”拆开，插
上宾语，如“他从袋子里拿出一把刀子来”，厦门话一般要说成“伊对袋仔内提一支刀仔出来”，绝不

会把“出来”拆开。

台湾地处南方方言区的闽方言区，关于台湾“国语”受闽南话影响及其具体表现，很多论著均

已提及，或者是进行过专门的讨论，所以我们认为，上述部分离合词（特别是趋向类离合词）在使用

中经常合而不离，应该也有方言影响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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