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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法的差异与融合是海峡两岸现代汉语对比研究的重要内容。对比考察两岸量词
“通”，展现了它在语法分布倾向性、语法形式和语义色彩等三个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当前两岸量

词“通”的融合主要是大陆与电话搭配的“通”向台湾靠拢。文章以时间为线索，采用数据统计分

析的方法探讨两岸“通”的融合，不仅关注数据变化以及语法形式本身的变化，还在重点考察书面

语的同时兼及口语，以期对两岸“通”的融合作出较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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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从“五四”时期到上世纪５０年代，大陆的通用语被称作“国语”。１９５０年代以后，国语在相互
隔绝的两个空间里发展，最终形成两个变体：大陆“国语”（普通话）和台湾“国语”（李行健、仇志

群，２０１４）。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海峡两岸逐步开放交流，两岸民族共同语（即大陆普通
话和台湾“国语”）在差异当中已有不同程度的融合。

海峡两岸现代汉语对比属于两岸民族共同语内部的对比，它以两岸共同语之间的差异与融合

作为研究内容，涉及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诸多要素，研究目的主要在于揭示差异，描写融合，探

讨共同语发展变异的动因，并对其在两岸的发展趋势作一定预测，从而加深对共同语的研究（刁晏

斌，１９９７；邢福义、汪国胜，２０１２）。
语法的差异与融合是两岸现代汉语对比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量词在两岸共同语中存在不少

差异与融合。刁晏斌（２０００：１２１—１２５）较早指出两岸存有差异的量词，如“份”“间”“项”“通”等
等。魏兆惠、华学诚（２００８）对量词“通”的历时发展演变作了细致描写与分析，该文侧重“通”在古
代汉语中的发展变化，对它在现代汉语中的发展情况讨论不多。邹嘉彦、莫宇航（２０１３）主要比较
了量词“通”在北京、上海、香港、台湾书面语中搭配对象上的差异，并尝试讨论了上海和香港“通”

的用法受到台湾影响的可能性，但该文对“通”在上述四地的融合情况涉及较少。本文试图从现代

汉语的发展与演变出发，详细考察两岸量词“通”的差异，并着重探讨两岸“通”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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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岸量词“通”的差异

从两岸的语料来看，两岸量词“通”在语法分布倾向性、语法形式和语义色彩等三个方面存在

较大差异，下面逐一加以论述。

（一）语法分布倾向性差异

邹嘉彦、莫宇航（２０１３）依据香港ＬＩＶＡＣ共时语料库，分析得出台湾书面语里量词“通”主要的
搭配对象为电子通讯工具类名词，其中以“电话”类名词最为突出。检索台湾“中研院”现代汉语语

料库（以下简称“中研院语料库”）约５００万词语料，我们得到下表数据：

表１　“中研院语料库”量词“通”搭配对象数据表

搭配对象 电话［１］ 言语、动作 其他 合计

数量 ５６ ２１ ２ ７９

百分比 ７０．９％ ２６．６％ ２．５％ １００％

表１显示与电话搭配的“通”占比约７０％，而与言语、动作搭配的“通”占比不足３０％，这印证了
邹嘉彦、莫宇航（２０１３）的上述观点，实例如下：

（１）一通电话过去准有收获。
（２）教育厅连日来接获多通电话，指责省立美术馆的管理出现弊端。
（３）东尼摆出一派外交官姿态，天南地北，与人胡扯一通。
（４）有时候，两口子拌了嘴，就到我这儿来哭一通。（以上４例均出自“中研院语料库”）
为了了解大陆量词“通”的使用情况，我们检索北京大学ＣＣＬ现代汉语语料库（约６亿字符），

得到表２数据：

表２　ＣＣＬ现代汉语语料库量词“通”搭配对象数据表

搭配对象 言语、动作 电报、文书、书信、石碑等 电话 合计

数量 １５０８ ２２１ ４２ １７７１［２］

百分比 ８５．１％ １２．５％ ２．４％ １００％

表２显示与言语或动作搭配的“通”占比约８５％，与电报、文书、书信、石碑、电话等搭配的“通”
合共约占１５％，其中与电话搭配的“通”不足２．５％，实例如下：

（５）同样一通电话，小灵通和ＧＳＭ之间价差在１０倍左右。
（６）海藻今天被几通电话骚扰。
（７）这事传到扈尔干耳里，他把康古六喊去，狠狠训斥一通。
（８）日军１８３架飞机悄悄飞临，一通狂轰滥炸，眨眼之间珍珠港一片火海冲腾。
（９）信中说：有一件令我惊喜的事，就是我收到了宋美龄一通电报，为我的胜利致贺，并称我为

英雄。

（１０）山西省吉县日前发现一通记载有明代大地震情况的石碑。
（以上６例均出自ＣＣＬ现代汉语语料库）
统计表１和表２的数据，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台湾量词“通”多数与电话搭配，与言语或动作搭

配的只占少数；大陆量词“通”大多与言语或动作搭配，用于搭配电话的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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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相关工具书对此已有所体现。台湾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网络版（１９９４）对量词“通”有如
下解释：

量词：（１）计算文书、电讯的单位。如：“一通电话”“三通电报”。（２）计算敲击钟鼓次数的单
位。如“擂鼓三通”。

这里举例说明“通”计量电话，没有提到“通”与言语搭配，与动作搭配也仅有“敲击钟鼓”。

再看大陆。郭先珍《现代汉语量词用法词典》（２００２：１４６－１４７）把量词“通”分为名量词和动量
词，名量词“通”计量文书、告示、电报、书信等，动量词“通”计量言语、动作。该词典没有提到“通”

计量电话的用法。

由此我们推断，两岸在选择与“（接／打）电话”组配的量词时也会存在差异。基于语料统计与
分析，我们分别检索“中研院语料库”语料和国家语委语料库在线现代汉语语料库（简称“语料库在

线”）约２０００万字符语料，对两岸与“（接／打）电话”搭配的量词作了比较。请看下表：

表３　“中研院语料库”与“（接／打）电话”搭配的量词数据表

量词 通 个 次 合计

数量 ５４ ４０ ８ １０２

百分比 ５３％ ３９．２％ ７．８％ １００％

表４　“语料库在线”与“（接／打）电话”搭配的量词数据表

量词 个 次 合计

数量 ６２ ８ ７０

百分比 ８８．６％ １１．４％ １００％

表３表明台湾计量“（接／打）电话”的量词主要有“通”“个”“次”，以“通”和“个”为主，尤其是
“通”；表４说明大陆计量“（接／打）电话”的量词主要有“个”和“次”，以“个”为主，未见“通”。

考察两岸大规模共时语料库，我们得知两岸量词“通”都可与电话、言语、动作等搭配，台湾如

例（１）－（４），大陆如例（５）－（８），这体现了两岸“通”语法分布的相似性。但是，台湾“通”倾向于与
电话组配，大陆则倾向于与言语、动作搭配，而且大陆“通”的搭配范围除了言语、动作、电话外，还

有石碑等比较古旧的事物，如例（１０），较之台湾“通”，大陆搭配范围要略广。同样，两岸都选择与
“（接／打）电话”组配的量词有“个”和“次”，但台湾倾向于选择“通”，而大陆倾向于使用“个”。由
此看来，这种倾向性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两岸量词“通”的真正差异。储泽祥（２０１１）提
出在多样性基础上进行倾向性考察的语法比较思路。这对两岸语法对比研究思路的拓展具有方法

论上的创新意义。

（二）语法形式差异

与电话、言语、动作等搭配是两岸量词“通”在搭配对象上的交集，这里的语法形式差异只就搭

配电话、言语、动作的“通”及其组成结构而言。

１．搭配电话
两岸“通”搭配电话时，其前多用数词“一”，如上文例（１）（５），但不限于“一”，如例（２）“多通

电话”和例（６）“几通电话”，这是它们语法形式一致的地方。不过，台湾“通”与大陆相比，其语法
形式有不少差别，例如：

（１１）张仁泽也表示，在这段期间，平均每天能接到十到二十通家长打来找家教的电话。（“中
研院语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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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台南市消防局表示，前晚到昨天清晨气温陡降，１１９不断接获求救电话，一通接一通，许多
来不及保暖的长者被紧急送往各大医院。（《中国时报》２０１３．１１．２９）

（１３）陈菊拨、接给刘世芳及接收陈存永的简讯四通、秘书来电及拨打新闻局长丁允恭电话等
总共二十一通。（《自由时报》２０１４．９．９）

例（１１）“通”前“十到二十”为概数，“通”与“电话”之间隔着较长的修饰性成分；例（１２）“一通
接一通”实际上是“一通电话接一通电话”，这里“电话”承前省略，“一通”反复出现；例（１３）“来电”
“电话”提前，数量组合“二十二通”后置。

由于“通”在台湾主要搭配电话，“一通”有时直接指代“一通电话”，如：

（１４）专线也曾接获学龄前小朋友反映功课问题，或希望在学校认识更多朋友，其中还有一通
是妈妈帮忙拨通后，让孩子向接线大哥哥大姊姊倾诉心声。（《国语日报》２００２．７．２５）

（１５）代理台湾Ｓｋｙｐｅ的ＰＣｈｏｍｅ通讯应用服务部总监蔡文雄昨天宣布，将在年底前跟进降价，
可能降为一通二元或付月租费讲到饱；且年底前会解决 Ｃａｌｌｉｎ问题，届时会员也可透过网路接收
来电。（《联合报》２００７．４．２０）

此外，“一通”还可以重叠，与电话搭配表示电话数量之多，例如：

（１６）上网，几乎成为现代人每天的例行公事，想要安排一趟旅行，能够在线上订位，就让人懒
得一通一通电话打去询问是否还有空位。（《经济日报》２００２．１．２７）

（１７）一通通电话打进台南县政府要求办跨年晚会，县长苏焕智顺应民意，决定举办没有大卡
斯的公益跨年晚会，１０００个“无米乐”福袋送给民众，还有捐发票摸彩活动。（《联合报》２００８．１２．
３０）

总起来看，台湾搭配电话的“通”及其组成结构在语法形式上比较丰富，上举各例灵活多样的

表达形式在大陆还比较少见。

２．搭配言语、动作
两岸“通”与言语、动作组配时，其前的数词一般都为“一”，大陆“一通”可位于动词前后作补

语或状语，如例（７）“训斥一通”和例（８）“一通狂轰滥炸”，但以作补语为主；而台湾“一通”一般都
位于动词后作补语，多构成“胡／乱Ｖ一通”的固定语法框架，使用形式受限，如上文例（３）“胡扯一
通”。再如：

（１８）因为捕狗队根本搞不清楚是哪一只狗伤人，结果乱抓一通，问题不但没有解决，甚至让无
辜的狗遭到安乐死。（《台湾立报》２０１２．２．１２）

（１９）万一搞不清楚状况，乱补一通，反而会造成反效果。（《自立晚报》２０１３．１．３）
（２０）台东县农业处今天早上遭小偷光顾，办公室抽屉被宵小乱翻一通。（《自由时报》２０１４．８．８）
以上三例中“乱抓／补／翻一通”都是“乱Ｖ一通”形式。
据魏兆惠、华学诚（２００８），在汉语史上“通”作动量词的使用频率并不高，而在现代汉语中“通”

的动量词用法已经比较常见［３］。考察现代汉语史第一阶段“通”搭配言语、动作的使用情况［４］，在

我们搜集的３０个例句中，“Ｖ一通”形式共２９例［５］，如：

（２１）两个浪子，打扮做小丑模样，大玩了一通回来了。（张爱玲《谈画》１９４４年）
（２２）刘老九里里外外看了一通，见箩筐没有漏洞，麻索用力扯扯，也还可以挑挑，就颇为趁心

如意。（艾芜《丰饶的原野》１９４５年）
（２３）然而后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

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鲁迅《坟》１９２５年）
（２４）老孙头把坦白光荣这些新字眼，乱用一通，说得老万笑起来，把东屋萧队长笑醒了。（周

立波《暴风骤雨》１９４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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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胡／乱Ｖ一通”形式与例（２１）（２２）“Ｖ一通”基本一致，与例（２３）（２４）“胡说一通”“乱用
一通”完全一致。

前面我们知道，大陆“通”大多与言语、动作搭配，而台湾“通”则主要与电话组配，这样大陆

“通”与言语、动作搭配的使用频率比台湾要高出许多，这有助于它突破“Ｖ一通”形式的限制，从而
形成“一通Ｖ”。台湾搭配电话的“通”，其语法形式丰富也应与使用频率高存在一定关联。比较而
言，台湾“通”与言语、动作搭配所组成的语法形式，更多的应该是对现代汉语史第一阶段的继承和

延续。

（三）语义色彩差异

一般来讲，搭配名词的“通”没有语义色彩，这里的语义色彩专指搭配动词的“通”。

从整个现代汉语史来看，动量词“通”的语义色彩经过了由中性 贬义 趋向于中性的发展过

程（刁晏斌，２００６：１７１—１７２）。应该说，“由贬义趋向于中性”的语义色彩主要是就现代汉语史第四
阶段的大陆普通话而言，例如：

（２５）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
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季羡林《病榻杂记》２００３年）

（２６）专家们正要离开棚区结束讲座，贾宋镇郄村几个菜农丢下农活跑了过来，围着专家又是
一通提问……（《人民日报》２００９．８．２）

（２７）苦桷沟长满了郁郁葱葱的苦桷藤，小时候总爱到苦桷沟挖出苦桷根来，然后到盘龙河边
的滩边捶上一通，不一会儿就会有大片鱼儿翻着白肚子浮在水面上。（《人民日报》２０１４．６．２）

上面三例中“通”的中性色彩都比较明显。与大陆“通”既用作贬义也用作中性不同，台湾

“通”一般用作贬义，如上例（１８）（１９）“乱抓一通”“乱补一通”。“中研院语料库”搭配动词的“通”
共２１例，其中１８例带有贬义色彩，占８６％。再以台湾《自由时报》（２０１４．６．１０—２０１４．９．１０）为例，与
动词搭配的“通”共有２２例，全部用作贬义，且都是“乱 Ｖ一通”的固定形式，如上例（２０）“乱翻一
通”。台湾“通”与带有贬义的“胡／乱”组配，构成“胡／乱Ｖ一通”，与之相适应的是，“通”也带上了
贬义色彩。

三、两岸量词“通”的融合

从上文来看，两岸量词“通”在语法分布倾向性、语法形式和语义色彩上存在较大差异。社会

分化造成语言分化，社会接触则造成语言不同程度的趋同（叶蜚声、徐通锵，２００９：１９６）。周清海
（２００８）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各地华语与现代汉语标准语（即普通话）的相互冲击与交融的情
况，是前所未有的。两岸共同语本是同根同源，开放交流后，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加之电话、电视、网

络等通讯、传播工具广泛使用，两岸量词“通”已呈现融合态势。

刁晏斌（２０００：２）认为，海峡两岸语言的融合是一个趋同的过程，到目前为止，海峡两岸语言某
种程度的融合，主要是通过大陆语言的变化而实现的。据语料调查显示，当前两岸量词“通”的融

合主要是大陆与电话搭配的“通”向台湾靠拢。这是一个引进、吸收进而融合的过程（刁晏斌，

１９９７）。
在正式论述两岸“通”的融合之前，我们首先讨论“通”的搭配对象在台湾的发展变化，然后再

探讨大陆“通”与台湾的融合。

（一）台湾“通”搭配对象的发展变化

台湾“中研院语料库”语料的收集始于１９９０年前后，该库于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完成［６］，这说明在上

世纪９０年代前台湾量词“通”即已主要搭配电话。我们以“通”最常见的数量组合“一通”为例，定
·７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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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调查了上世纪５０－９０年代初台湾《联合报》部分语料［７］，以每十年选取一个时间段，每段为该年

的前六个月，见下表：

表５　《联合报》“一通”搭配对象数据表

搭配对象

时间段
电话 电报、文书、书信等 言语、动作 其他 合计

１９５２．１．１－６．３０ ０ １５／８８．２％ ２／１１．８％ ０ １７／１００％

１９６２．１．１－６．３０ ０ ８／４７％ ９／５３％ ０ １７／１００％

１９７２．１．１－６．３０ １１／４０．７％ １４／５１．９％ ２／７．４％ ０ ２７／１００％

１９８２．１．１－６．３０ ２７／５８．７％ ３／６．５％ １５／３２．６％ １／２．２％ ４６／１００％

１９９２．１．１－６．３０ ８３／７９．８１％ ２／１．９２％ １８／１７．３１％ １／０．９６％ １０４／１００％

实例如下：

（２８）她给读卖新闻的声明，系应该报之请，对六月九日拍给社会党党员松冈驹吉的一通由她
具名的电报加以说明，该电报中透露说：……（《联合报》１９５２．６．１７）

（２９）为什么装上一个原子炉就要骂一通祖宗？（《联合报》１９６２．１．１）
（３０）下午六时，警察电台接到一通电话，一位叫做原勉的日籍观光客说……（《联合报》

１９７２．５．２０）
（３１）夏光莉虽然理由充足的推掉了柯俊雄的“美意”，可是柯小生并不死心，仍然有事没事的

一通通电话打到深坑夏宅，操起他的台湾国语，发动他的影帝魅力，向夏小姐倾吐出一箩筐一箩筐

的甜言蜜语。（《联合报》１９８２．２．６）
（３２）有关大专寒训通知，每年十二月份都由本课转发，去年就接到一通由某参加寒训学生的

家长打来询问的电话：……（《联合报》１９８２．６．１５）
表５显示，在我们考察的５个时间段中，“一通”搭配电话出现于上世纪７０年代初，在接下来的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代初，电话逐渐成为“一通”最主要的搭配对象。与“一通”搭配电话不断增多相反，
在上世纪５０—９０年代初，电报、文书、书信等由最初是“一通”主要的搭配对象，进而逐步成为最次
要的搭配对象，到１９９０年代初，其所占比例不足２％；尤其是在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代初，降幅十分明显。
而在１９５０—１９９０年代初，言语、动作一般都是“一通”相对次要的搭配对象。

电报、文书、书信等均见于书面，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纸质通信类名词，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

它的使用范围逐渐缩小，而作为后起的电子通信类名词电话，它的使用频率不断增加，进而逐步取

代前者。由于计量对象本身的发展变化，“通”由主要计量电报等逐渐发展为主要计量电话，这是

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在语言中的投射，同时也是“语言与社会共变”之一例。

从调查结果来看，新世纪台湾“通”依然主要搭配电话。以《自由时报》（２０１４．６．１０—２０１４．９．
１０）为例，相关数据如下：

表６　《自由时报》量词“通”搭配对象数据表

搭配对象 电话 言语、动作 其他 合计

数量 ９８ ２２ ５ １２５

百分比 ７８．４％ １７．６％ ４％ １００％

·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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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６显示搭配电话的“通”占比近８０％，这与表１数据基本吻合。
（二）大陆“通”与台湾的融合

大陆ＣＣＬ现代汉语语料库语料多属于１９９６年之前的（邵敬敏，２００７），“语料库在线”现代汉语
语料以２００２年前近２０年的语料为主［８］，它们反映的是普通话距今十多年前乃至更早时间里的状

况。为了动态地研究大陆量词“通”，这里以规范程度很高，且能反映普通话历时变化的《人民日

报》为例，检索《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１９４６．５．１５—２０１３．１２．３１）近６８年的数据，得到表７：

表７　《人民日报》量词“通”搭配“电话”数据表

年份 １９９２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总数

次数 １ １ ２ ３ １１ １８

表７显示“通”搭配电话的用例首次出现是在１９９２年，即：
（３３）去年，她很忙，我们只是偶尔在社交场合碰面，或是一通电话而已。（１９９２．１．４）
在往后的２１年里，“通”搭配电话整体上呈递增趋势，而且首次出现时的“一通电话”还有了新

的发展：

（３４）一名在高雄市采访社会新闻３０多年的资深记者，有天傍晚接到一通自称绑架他女儿的
电话。（２００４．４．２１）

例（３４）“通”与“电话”之间隔着比较复杂的修饰性成分，这与台湾例（１１）类似，而且该例显示
出，大陆“通”用于搭配电话，具有从台湾引进的痕迹。

接下来，“通”前量词也不再限于“一”，如：

（３５）李风发挥了央视人干练的风格，几通电话后，问题及时解决……（２００９．１２．１９）
（３６）我一个星期要接到乡亲们打来的十几通电话，全天２４小时开机，有任何困难村民随时打

给我。（２０１２．１．１７）
语言接触不仅指不同民族语言的接触，而且指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变体（包括地方变体、社会变

体、功能变体、地区变体和国际变体等）的接触（张兴权，２０１２：６）。《人民日报》量词“通”与电话搭
配从无到有，由少到多，语法形式由简单到复杂，这应该与两岸共同语的不同地域变体（即大陆普

通话和台湾“国语”）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不断接触进而融合有着密切联系。

为了进一步探究大陆“通”搭配“电话”的使用情况，我们检索了“中青在线站内全文检索系

统”（简称“中青在线”），与《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语料相比，“中青在线”规范度相对较低、时间跨

度比较短，但覆盖面更广，且能反映“通”在最近十多年的发展变化，检索数据如下：

表８　“中青在线”量词“通”搭配“电话”数据表

年份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总数

次数 ２ ４ １ ２ １ ９ １０ ３６ ４２ ７０ ６０ ８８ ３２５

表８显示“通”搭配电话在整体上也呈递增趋势，而且在２００６年以后增幅明显。另外，在语法
形式上，不仅“通”与“电话”之间也隔着较长的修饰性成分，如：

（３７）也许这是一通事关国家危亡的紧急电话。（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２００９．９．１０）
“一通”还有了新的变化：

（３８）这一天，湖北山东商会会长周垂远也正忙着，一通又一通的电话，谈的只有一个主题———
大武汉常福国际汽车乐园。（《人民政协报》２０１１．５．６）

（３９）孩子们躲在空调房里给密友打着一通通电话，通讯越来越快，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
·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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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中国青年报》２０１１．８．１５）
例（３８）“一通又一通”与台湾例（１６）“一通一通”类似，例（３９）“一通通”与台湾例（１７）相同。

以上这些都体现出量词“通”及其相关语法形式趋于灵活，这与台湾是一致的。

通过对《人民日报》和“中青在线”的全面考察，我们可以看到量词“通”搭配电话在两岸不同

言语社区因为不断接触、渗透从而趋同的具体过程。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量词“通”搭配“电话”在台湾书面语和口语中都不少见，而这在大陆都还

不常见，这说明当前“通”计量电话在两岸的融合度还不太高。就口语来说，根据我们对台湾政治

大学“国语口语语料库”部分会话的调查统计［９］，“通”与电话搭配在其第２７段会话（共５７６０字）中
即出现３例［１０］，如：

（４０）［然后］……结果呢……就是三通电话打出去……然后我们家人就说……腪……（出自
“国语口语语料库”）

再以“通”搭配电话最常见的形式“一通电话”为例，检索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语言语料库”检

索系统［１１］，“一通电话”在中央电视台新近六年（２００８．１．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约１亿字符的口语语料中
出现１９例，其中９例，说话人具有大陆背景；其他１０例则出自节目《海峡两岸》、有关台湾的新闻
等，说话人都具有台湾背景。下面各举一例：

（４１）在回家的路上他接到了一通电话，当时是陈水扁打给他的，陈水扁特别跟他谢谢说，我知
道你刚才拿了两百万，非常谢谢你那两百万。（台湾时事评论员刘宝杰语，出自节目《海峡两岸》

２００８．８．２８）
（４２）而且其实我们发现，在我们接到的每一通电话里，似乎这些保险业务员他们的表述几乎

都是相同的，当然他们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就是一定要说服你，让你能够买保险。（大陆主持人陈

伟鸿语，出自节目《今日观察》２０１０．１２．１５）
直接接触是接触双方在 谢 谢 我 谢 谢 “ 接接 又 库 接 触 通 举触《

通 触 通 电 当 他 关 检谢
说 谢搭我的 语 ，说 断一台

话例
会话 都

“一 这 ， 自 库 量的体的 的是的见的路 谢 ， ， 谢 万 通 ， 在 的 电 电 见 前 检 发 电 他 他别别 话 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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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１］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６版）》，“电话”义项有三：一指通信方式；二指用电话装置传递的话；三指电话机。语
料调查显示，两岸“通”只计量前两个义项的“电话”。需要说明的是，“电话”义项二也可以看作“言语”，但“电

话”在本文单列，原因有三：一是“电话”义项一不属于“言语”；二是“电话”为名词，而本文“言语”“动作”并

列，其一般为动词或动词性词组；三是两岸“通”计量“电话”的情况是全文研究重点。此外，为了与指“电话

机”的“电话”相区别，文中部分地方用“（接／打）电话”表示前两个义项的“电话”。
［２］不包括港台６８个用例。
［３］根据《现代汉语量词用法词典》（郭先珍，２００２：１４６

!

１４７），动量词“通”计量言语、动作。
［４］刁晏斌（２０００）把现代汉语史分为四个阶段：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４９年为第一阶段，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６６年为第二阶段，１９６６

年至１９７６年为第三阶段，１９７８年至今为第四阶段。
［５］这２９个例句取自鲁迅《阿Ｑ正传》（６例，以下用数字标明）、《朝花夕拾》（５）、《坟》（１）、《药》（１）、《致姚克》

（１）、《再谈香港》（１）、《二心集》（１），艾芜《丰饶的原野》（３）、《记我的一段文艺生活》（１）、《石青嫂子》（１）、
《花园中》（１），张爱玲《连环套》（１）、《谈画》（１），柔石《为奴隶的母亲》（１），叶紫《插田———乡居回忆之一》
（１），端木蕻良《记一二九》（１），周立波《暴风骤雨》（１），巴金《寒夜》（１）；另有１例“一通Ｖ”形式出自《药》中
“一通咳嗽”。

［６］根据《“中央研究院”现代汉语标记语料库版简介》（ｈｔｔｐ：／／ａｐｐ．ｓｉｎｉｃａ．ｅｄｕ．ｔｗ）。另本文作者于２０１５年５月８日
就“中研院”现代汉语语料库语料的时间范围问题请教过该库主要建设者之一黄居仁先生，他告诉笔者，“中研

院”现代汉语语料库语料为上世纪９０年代前二三十年的语料。据此我们推断，该库语料主要反映了台湾“国
语”上世纪６０—９０年代的语言状况。

［７］该语料由同学褚靓取自台湾联合知识库（ｈｔｔｐ：／／ｕｄｎｄａｔａ．ｃｏｍ／ｕｄｎ），在此表示感谢。
［８］根据《现代汉语语料库数据及使用说明》（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ｃｏｒｐｕｓ．ｏｒｇ／ＣｏｒｐｕｓＩｎｔｒｏ．ａｓｐｘ）
［９］关于“国语口语语料库”，请参阅Ｃｈｕｉ＆Ｌａｉ（２００８）。
［１０］具有台湾背景的黄居仁先生于２０１５年５月８日在讲座中举出“两通未接电话”的例子，这也可以补充说明台

湾口语里量词“通”计量“电话”并不少见。

［１１］ｈｔｔｐ：／／ｌｉｎｇ．ｃｕｃ．ｅｄｕ．ｃｎ／ＲａｗＰ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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