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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湾国语中闽南方言与国语之间出现杂混、渗透与吸收的现象较为普遍。这种渗透与吸收不仅仅

表现为词语的借用，还表现为构词成分、构词方法、词义的派生漫延。这是汉民族共同语与方言相交融影响的

结果，涉及国语当下的语言使用实际情况层面和语言的本体层面。对台湾国语中夹杂使用闽南方言词汇的情

况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台湾国语的特点与性质。在这种现象背后蕴含着的重要理论问题值得我们

进一步思考、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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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在大陆叫普通话，在台湾叫国语，又俗称台湾普通话。台湾使用国语始

于抗日战争结束，由于语言政策明确，推广力度大，国语在台湾的公务行政、学校教育、新闻广

播、社会交往、服务接待等社交领域得到了普遍运用。同时台湾又是语言多样性极为丰富的社

会，同时通行闽客等多种汉语方言，还有原住民语及英日等语言，是语言高度交融的社会，国语

中夹杂着各种语言成分的现象司空见惯。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闽南方言，历史久、分布广、影
响大，闽南方言与国语之间出现杂混、渗透、影响、吸收的现象较为普遍。台湾在语言推广上走

过两个迥异的时期。一是 20 世纪中期开始的推广国语，二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大力推广

的乡土语言，前者让不懂国语的人( 包括母语为闽南方言者) 学习国语，后者让已经普遍使用

国语的民众( 包括母语为非闽南方言者) 学习闽南方言，结果是大大促进了闽南方言和国语的

交融。常有这样的现象: 电视播音员的国语播报中夹杂着闽南方言，立委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选

举时，竞选人国语、闽南方言、客家方言等轮着说，以争取不同族群选民的认同，祖籍湖南的马

英九来到说闽南方言的乡区也会改说闽南话。竞选词汇如“奥步、冻蒜、拢系假、黑白讲、查母

在花、吐槽、虾米碗糕……”等都是来自闽南方言，可见闽南方言对国语的强力渗透。
台湾新闻报刊用的都是国语，里面也不同程度都会夹杂着闽南方言词汇，本文主要针对这

238

《东南学术》2014 年第 1 期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453694?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种现象作些剖析。希望本文对台湾国语中闽南方言词汇渗透与吸收状况的探讨能对了解台湾

普通话的特点有所帮助。所用语料主要来自台湾三家社会新闻类报纸与《重编国语辞典》。
三家报纸为《联合新闻网》、《自由时报电子报》、《人间福报》，2011 年 5 月 16 日 ～ 2011 年 5 月

22 日，共 45 万字。①

二、对闽南方言词汇的借用

闽南方言词夹杂在国语中使用主要有以下几种:

( 一) 保留原有语序，以本字、训读字、同音字或近音字进入国语:

( 1) “先拿 200 元给运将，然后对警察呛: ‘我犯啥米罪，你搁假肖，我就告你。’”( 自由日

报·社会新闻，2011 － 5 － 16) 。
“啥米”，音译词，闽南方言中的“什么”义。“搁”同音字，闽南方言中的“再”义，“假”，是

闽南方言中的“装、假装”义，“肖”是闽南方言中的不雅语，“假肖”即“装威风、狐假虎威”义。
( 2) “直觉会衰，果然被逮”( 自由日报·社会新闻，2011 － 5 － 16) 。
“衰”，训读字，在闽南方言中指“倒霉”、“败运”。闽南方言( sue1 ) 与国语( shuāi) 词形相

同，意义相近，不同的是“衰”在方言中是单音词，在普通话中已经双音化了。
( 3) “暗夜持机车大锁，猛砸柜姐住家大门，敲打巨响，惊醒一家人……”( 自由日报·社会

新闻，2011 － 5 － 22) 。
“暗夜”的“暗”是同音字，“夜”是训读字，方言本字是“瞑”。“暗夜”即黑夜。
训读字从闽南方言的角度看是表意不表音。同音或近音字从闽南方言的角度看是表音不

表意。一个双音或多音的方言词极有可能出现语素义和词义完全不相符的情况。方言词进入

国语后选用哪一个汉字并没有固定，因此，进入报刊语言的方言词就可能会有多种写法，如

“鸭霸”一词。
( 4) “再如现在最流行的‘鸭霸’一词，更是离谱。鸭子最是胆小，怎能霸得起来。原来此

词古作‘挜霸’或‘挜靶’。”( 人间福报·纵横古今，2011 － 5 － 17) “鸭”，同音字，“鸭霸”，“霸

道”义。
吴守礼先生对此曾有过精彩的分析:

“闽南系台湾语说小孩不分让叫( ㄚˇ ㄅㄚˇ) ，大人事事占便宜亦是
( ㄚˇ ㄅㄚˇ) ，侵占财产则叫( ㄚˋ ㄅㄚˇ) ，可能是( ㄚˇ ㄅㄚˇ) 的讹音。字呢? 怎么写? 我

收集到几个不同的写法。先列出来供作讨论的资料。
亚霸( 连横，《台湾语典》)

拗霸( 台湾总督府《台日大辞典》)

鸭霸( 报上屡见不鲜)

掗霸( 《国语辞典》)

压霸( 杨作家)

俹霸( 一位老书生) ”。②

“鸭霸”在大陆又有了别的写法。《闽南方言大词典》写为“压霸( ah7 － 3 pa5 ) ”，解释为“霸

道; 独占( 一切) : 即个囝仔真 ～。”③

可以看出，以训读字、同音字或近音字进入台湾报刊语言的闽南方言词，从国语的角度看，

不是形音义的统一体，构词缺乏理据，用国语读出来，不得其义，如“拢系假”、“査母在花”，讲

国语的人是字能识而义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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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外来语影响，有些进入报刊语言的闽南方言词不用汉字记音，还会用英文字母来记录，

如: A 钱、很 Q。
( 二) 直接借用闽南方言词。
( 5) “包粽大赛”( 自由·地方新闻，2011 － 5 － 22) 。
“包粽”即包裹粽子。闽南方言的单音词“粽”，其意义相当于国语中的双音词“粽子”。
( 6) “虽云民调家家可做，还是有差，《联合》当然是比《中时》会做”( 自由·言论自由，

2011 － 5 － 22) 。
闽南方言“有差”中的“差”是单音词，其意义相当于国语中的双音词“差别”。“差”在闽

南方言中是词，能独立使用; 在国语“差别”中是语素，不能独立使用。
( 7) “却明明白白在女人仓皇的眼中清楚看见世间的假面与目盲。”( 联合·阅读艺文，

2011 － 5 － 19)

“面”在闽南方言中指“脸”“面孔”，能独立当词来使用。“假面”即“假面具”“假面孔”。
闽南方言的“面”义保留了古汉语中“面”的本义，但到了现代汉语，“面”字单用时已经不具备

这一意义了，单用时只能指“面条”“面粉”义，“假面”指的是搀了假的面粉、面条，而用上“真

假”的“假”时必须说成“假面具”“假面孔”。
闽南方言被称为“古代汉语的活化石”，在词语上保留了不少上古汉语的词语，尤其是一

些基本词语，还继承着上古汉语的意义和用法。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现代汉语以双音词为

主，正如同古汉语中的“粽”到现代汉语双音化为“粽子”了。④经查北大 CCL 古代汉语语料库

和现代汉语语料库，在前库中，“粽”出现 211 次，“粽子”出现 34 次; 在后库，“包粽子”出现 40
次，“包粽”出现 1 次，“粽子”出现 261 次。

( 三) 闽南方言单音词充当国语双音词多音词的词素。
( 8) “庙方欢迎民众一起来逗热闹”( 自由日报·地方新闻 2011 － 5 － 22) 。
“逗”是方言的同音字，即“凑”义。“热闹”是国语用词，等同于方言词“闹热”。“逗闹热”

是方言词，“逗热闹”是方言词与国语的杂交。
( 9) “悍嬷抓她头撞地，邻女断牙头挫伤”( 自由日报·社会新闻 2011 － 5 － 19)

“嬷”是方言词，“嬷”、“阿嬷”是对年龄大的女性的敬称。“悍”是国语用词，此处是凶悍

义，“悍妇”指凶悍的女性。“悍嬷”是方言词“阿嬷”与国语词“悍妇”的杂交，而且更进一步的

点出了“悍妇”的年龄。
( 10) “主办单位还邀请民间艺阵一同进行踩街”( 联合报·地方新闻，20115 － 20) 。
“阵头”在闽南方言中指民间节庆时游艺的团体，这里构成“艺阵”突出了“游艺”特点。

三、闽南方言构词法的渗透

闽南方言有一些很特别的构词方法。这些构词方法也像词汇一般渗透进了国语中。
( 一) 词头“阿”、词尾“仔”
闽南方言最常见的词头“阿”、词尾“仔”在国语中已被较普遍地吸收，成为国语与普通话

相区别的一个较显著的特色。如:

( 11) “老阿婆边摸边鬼嚷这好好的啊。”( 自由日报·生活副刊，2011 － 5 － 16) 。
( 12) “领航员隆仔在巨浪中坠海。”( 自由日报·生活副刊，2011 － 5 － 18)

“隆”是人名，后面加上“仔”，相当于普通话的“名叫隆的那位年轻人”。
据周长楫的研究( 1998) ，闽南方言中，词头“阿”常加在亲属称谓前面，“阿祖”、“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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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婆”、“阿姊”。也可加在末字人名的前头，呼叫时有亲昵的感情色彩。⑤在台湾报刊中常见

到称“马英九”为“阿英”，叫“蔡英文”也是“阿英”，表亲切意。周长楫并未提及词尾“仔”置于

单音节人名后的情况( 1998 ) 。而据笔者观察，这种情况在闽南方言口语中常见，表亲近意。
闽南方言常见的词头“阿”、词尾“仔”已被国语词汇系统广为吸收，《重编国语辞典》就收录了

“阿兵哥、阿妹、阿婆、阿母”，“卖猪仔、担仔面、金仔、矮仔财”等一系列合成词。
( 二) 动词、形容词重叠式

张敏论述了汉语方言中的重叠方式，他认为“重叠是汉语里一种分布广泛、使用频繁的重

要语法手段，它能够出现在大部分的实词语类中，如名词、量词、数量结构、形容词、状态词、动
词等。”“在汉语内部，普通话的所有重叠式( 如量词的 AA 式、动词的 AA 式、ABAB 式、形容词

的 AABB 式等⑥ ) 都出现在方言里，且为多数方言所共有。”“整体地看，就重叠式的形式 － 意义

匹配而言，方言完成地涵盖了普通话。而且相当多的南方方言里的重叠现象无论形式还是意

义都远比普通话复杂。”⑦下文谈谈闽南方言有且在国语中较普遍出现的三种重叠方式。
1．“吃够够”与“吃人够够”
二者都是闽南方言词、表示欺人太甚的意思。“吃够够”这种单音动词重叠方式在马重奇

( 1995) 、周长楫( 1998) 、陈垂民( 1996) 及所能查阅到的有关闽南方言的动词重叠式研究中，均

有论述，被称为 ABB 式或 AXX 式( 又称动词生动式) ，表示程度加深。A、B 是实语素、XX 是

后缀成分。马重奇( 1995) 更是详细区分了 AXX 式与 ABB 式: “AXX 是单音动词 A 和后加成

分 XX 结合而成”，“ABB 是双音动词 AB 中 B 的重叠”。我们认为“吃够够”是 ABB 式。
“吃够够”与“吃人够够”都是闽南方言口语中的常用词，经常替换使用，两者在语义、语用

上没有区别。但学者却几乎都没有提及“吃人够够”这种重叠方式，我们姑且称之为 AYBB 式

( 或 AYXX 式) 。也没有发现有学者研究类似于“吃够够”与“吃人够够”之间的关联。在观察

台湾报刊语言中闽南方言词汇使用时却发现了不少这样的用例。
( 13) “凶嫌犯后丝毫不见悔意，竟还对死者的女儿说: ‘是妳爸爸吃人够够!”( 自由·社

会新闻，2011 － 5 － 22) 。
( 14) “‘实在吃人够够!’因小三介入致夫妻关系交恶近 3 年，黄妇两个月前求助律师友

人，表示‘咽不下这口气’; 在亲友献策下，决定主动反击”( 联合报·社会新闻，2011 － 5 － 17) 。
“吃人”指欺负人，侵占其利益;“吃人够够”指太欺负人，欺负得太过分了。方言动词重叠

表示程度加深。
方言词这种特殊的重叠式构词法及其语义特征也进入了国语系统，并混杂出了不少新词

和新用法。如:

( 15) “许嫌落网后酒测值每公升 1． 59 /m 毫克，虽然坚决否认犯行，辩称是遭被害人辱骂，

一时气愤持刀找被害人理论，不慎伤及对方手臂，但在被害人指证历历下，警方不予采信”( 人

间福报·专栏新闻，2011 － 5 － 20) 。
“指证历历”指指证、证明工作的确凿、有力、不容否认。
( 16) “昨天不少北上的考生和家长很无奈，抱怨连连只能接受”( 人间福报·纵横古今，

2011 － 5 － 17) 。
“抱怨连连”指抱怨得非常多，非常深。
( 17) “昨晚庙方以瀑布烟火秀取代高空烟火……让在场民众惊叹连连”( 自由时报·地方

新闻，2011 － 5 － 22) 。
“惊叹连连”指惊叹声不断，一个接一个。
( 18) “五二○是魔术日? 否则，为何一到五二○，马上黑的变白、坏的变好? 明明跳票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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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马上变达标率九成，无能颟顸也变成虎虎生风”( 自由时报·言论自由，2011 － 5 － 20)

“连连”是由“连”演化而来⑧，从现代汉语共时平面考察，“连连”语义上表高频、短时、反
复，语义指向数量短语或谓语，谓语可有数量短语，语法上看，主要修饰动词、动词短语，动词后

跟数量词的较少，做状语。⑨而我们在台湾报刊语言中发现了不少状语“连连”后置做“补语”
的例子，这是闽南方言“吃人够够”重叠式与现代汉语“连连”句的混杂，语义上既有“吃人够

够”类的重叠式表程度增强，也有“连连”句的表高频、反复。从语法关系来看是谓补式，前者

是谓词成分，后是补充成分，后者对前者从程度、频度上加以强调说明。
2．“走透透”与“吃透透”
走透透是方言词“行 kiā12

22 t‘ang
21
53 t’ang

21”( 走遍) 在台湾报刊语言中的读音和书写形

式。闽南方言保留了古汉语中对“行”与“走”的区别。走透透的“走”是“行”在现代汉语中的

意思，训读字，“透透”是“##”的拟音字。“走透透”是 AXX 式，因为它表周遍义。⑩而 ABB 式表
示程度加深，下面几个例句可以表明，“走透透”表示的是“全部”、“周遍”的意义。瑏瑡

( 19) “张瑞山指出，这次状况也类似，不论蔡英文全台走透透的态势，是要争大位，但是他

还是有信心，希望蔡英文为民进党在新北市再披战袍。”
( 20) “当初马英九要参选‘总统’时，廖了以陪他全台走透透，马政府不应“过河拆桥”，冷

落廖了以。”
( 21) “绰号‘章鱼哥’的男子林耿民，利用 Line 成立群组，每周全省跑透透，揪团办同志性

爱毒品轰趴，初估参与者超过三百余人。”
( 22) “新移民 27 日早在福建会馆义工的带领下，到天福宫和福建会馆‘走透透’。这是

‘会馆走透透’活动举办至今吸引到最多移民参加的一次。”
( 23) “林佳龙早就跨选区、全中台服务作透透，展现争取民进党初选的雄心。”
( 24) “按照前主席蔡英文目前全台走透透的跑法来看，如果蔡未来要参选，目标一定是

‘总统’，既不会回头再战新北市，也不太可能在台北市、甚至桃园市。”
( 25) “出席公开活动，5 日将在纽约出席全球女性高峰会，未来还将全美走透透，就各项议

题发表公开演说。”
此外，因为现代汉语中有“吃透”一词，“吃透透”更容易被误为 ABB 式，我们根据其表周

遍的意义，判断其为 AXX 式。
( 三) 文白异读式造词法
( 26) “我学问缺缺，不敢枉自评价时政”( 联合报·阅读艺文，2011 － 5 － 19)

“学问缺缺”指知识少，见识短。
从读音和字形上看，“缺缺”是现代汉语单音动词“缺”的重叠式，根据俞敏( 1954) 的研究，

“汉语的动词重叠式含有一种量的观念，即表示动作的量”，“其核心意义便是表示时量短和动

量小。”瑏瑢这里的汉语，既包括普通话、国语也包括方言，而从句子意思看，“缺缺”并不表示短
暂、尝试的意义。如何解释呢? 闽南方言特有的文白异读式造词法可以解释。“有文白异读

的字，在词里的读音通常是固定的，一般不能随意变读，如果变读，词汇意义有时会不一样，这

种文白异读的语音特点对词汇意义的某些影响，正好成为人们利用它构造词语的手段，这就是

文白异读造词法。”瑏瑣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缺缺”不是“缺”的动词重叠式 ，“缺缺”是一个词，

方言读音为 k‘i3253 k‘uat
32。

三、闽南方言词进入国语的词汇系统

上面分析的是闽南方言词汇进入了国语当下的语言使用实际情况，其实这种渗透与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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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进入了语言的本体层面。《重编国语辞典》是台湾最具影响力、权威性的词典( 下面简称
《重编》。它直接继承、延续了 20 世纪上半叶的《国语辞典》，以反映现代汉语书面语为基本任

务，保存了大量的来自古代汉语的传承词，它是国语在台湾的词汇标准。由于它长期使用于台

湾地区，屡经修订，受到所在地强势方言的影响，有所吸收，有所改造，也就很自然的了。
大陆的《现代汉语词典》( 下面简称《现汉》) 也深受《重编》的影响，但它属另起炉灶，重起

于 1958 年。它的任务就是现代汉语词汇规范，以北方方言为基础词汇。据苏新春研究，它也

受到南方方言的影响，最多的是吴方言，在当代，则受到粤语极大的影响。而将吴方言与闽方

言相比，前者是后者影响的六倍。瑏瑤

如果将《重编》与《现汉》、“新闻报刊语料库”三者来做个比较，可以看出闽南方言对国语

的影响明显要比对大陆普通话的影响大，这种影响下面分“词”和“词义”两个层面来看。
( 一) “词“层面

( 27) “猪哥”，《现汉》没有收录。《重编》有收，释义为:“牵猪哥: 台湾、闽南一带称专门提

供种猪给母猪交配的行业。业者通常手持竹竿，并以吹笛子为信号，赶着大公猪在乡村巡回，

故称为‘牵猪哥’。”
( 28) “白贼七”，《现汉》没有收录。《重编》有收，释义为:“流行于闽南地区民间传说的人

物。因善于说谎，后人遂用以比喻经常说谎欺骗他人的人。”
( 29) “鸭霸”，《现汉》没有收录。《重编》有收，释义为:“鸭霸: 闽南方言。指横行不讲理。

如:‘像这种鸭霸的人，无法讲理。’”
《重编》对“猪哥”“白贼七”“鸭霸”的释义都专门加注了“闽南方言”，这个说明大致相当

于《现汉》中对方言词的标注“［方］”，显示的是正在进入而尚未完全进入通用语的方言词。
( 二) “词义”层面

方言词借入国语的方式使得一些方言词词形上与国语中原有的词一样，当这些方言词为

大众所熟悉时，往往也用国语的读音读出，客观上便出现了同音同形词。这部分方言词独特的

词义与用法进入了国语，起到了丰富、补充国语的作用。下面以“黑白讲”和“呛”为例说

明之。
“黑白”，《现汉》有两个意思: “黑色和白色”; “比喻是非、善恶: 颠倒黑白、混淆黑白。”

名词。
( 30) “……更多时候是扮演‘黑白’脸。”这里的“黑白”做定语，比喻义。
方言词“黑白”还有另外的意义和用法。如:

( 31) “郭当庭大翻供，怒斥‘陈启祥黑白讲’; 他称陈在三年前为了答谢帮忙，主动拿了新

台币五千万给大家“吃红”，没有人强迫陈。”
( 32) “马办批蔡营: 民调黑白讲自打嘴巴。”
( 33) “顺口溜大拚场，马营批绿‘黑白讲’。”
“黑白”是胡乱的意思，“黑白说”、“黑白讲”即胡说。这里的黑白是做状语。
呛:《现汉》有两个意思:“有刺激性的气体进入呼吸器官而感觉难受: 油烟 ～ 人丨炒辣椒

的味儿 ～ 得人直咳嗽。”念 qiànɡ;“由于水或食物进入气管引起咳嗽，又突然喷出: 吃饭吃 ～ 了

丨喝得太猛，～ 着了。”念 qiānɡ。
《重编》反映的也是这样两个义。《闽南方言大词典》有两个读音、意思: “说话声音大”;

“( 鼻子) 用力吸气或出气的动作: 鼻腔 ～ ～ 吼丨 ～ 鼻吸鼻涕。”。15 伴随着“说话声音大”、
“( 鼻子) 用力吸气或出气的动作”，台湾国语中的闽南方言“呛”引申出了鄙夷、愤怒、反驳、顶
撞、挑衅等感情色彩义，并且常被用于描述各党派人士之间“互掐”事件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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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机车刚停好，抢匪就现身，将她辛苦打工买的包包抢走，女大生反应激烈，以迅雷的

速度夺回皮包，对着抢匪呛:‘要钱我给你。’随手掏出 1000 元，抢匪看了一眼，她又丢给对方
800 元。( 自由日报·社会新闻，2011 － 5 － 16)

( 35) “醉糗坐霸王车，闹警局，呛警臭屁打死你。”( 自由日报·社会新闻，2011 － 5 － 16)

( 36) “如厕，遭踢门呛声，乱棒打死友人。”( 自由日报·社会新闻，2011 － 5 － 22)

( 37) “呛再活只有三天不怕死。”( 自由日报·社会新闻，2011 － 5 － 22)

( 38) “近日传出部分绿营人士将会到现场呛声”( 自由日报·政治新闻，2011 － 5 － 19) 。
以上对台湾地区国语中夹杂使用闽南方言词汇的情况作了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闽南方

言在国语有着很深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表现为词语的借用，还表现为构词成分、构词方

法、词义的派生漫延。这种分析对我们认识国语的特点与性质是很有好处的。这是汉民族共

同语与方言相交融影响的结果。在这种现象背后蕴含着的重要理论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

考、探索。如何看待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 在承认相互影响、渗透的同时需不需要对其做出一

定的规范要求，是完全被动地接受还是需要做出一定的指导与约束? 台湾的国语比大陆的普

通话更多地受到闽南方言的影响，同时它还较多地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表

现出了与大陆普通话不同的东西。因此，如何看待台湾地区的国语与大陆普通话的关系? 需

不需要追求规范程度更高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或是以大陆普通话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范

型，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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