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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名的簡縮

詹伯慧、
暨南大學中文系

當今人們生活在一個瞬息萬變的時代，辦事情要講效率，說話寫文章也要講效

率，囉陳、累贅不符合語言經濟的原則， r能省則省，可略則略J已成為大家共同的心

原頁。

現代漢語有相當的伸縮性。長女可以趕寫，長句可改捏旬，一個較長的專用名稱

(固定詞組)常常被設法壓縮成三兩個字，這都符合拾繁求簡的心態，當然也就容易推

向社會，廣為流通。聯合國大會簡稱「聯大J '人民代表大會簡稱「人大J '許許多多的

簡縮名稱，大都約定俗成，一看明白，一聽就懂，無疑是語言運用中的大節約。簡縮

的形式一旦大量出現，敏感的語丈工作者出自職業的本能，馬上就會想到簡縮有沒有

規律可循?簡縮要不要有一定的原則?事實上，語言規律總是客觀存在的，專名簡縮

間然是語言應用的一個方面，當然也會有規律可循。我們只要對大量業已流行的專名

簡縮現象作些調查研究，分析整理，就會發現這許多簡縮名稱往往正是從漢語的特點

出發，跟漢語言司匯發展的趨勢基本合拍的。符合漢語本身的特點而又能夠簡明易懂，

沒有歧義，不會混淆，這可說是目前我們接觸到的簡縮名稱的主流。漢語詞匯的發展

趨勢是唾音節化，大量古代的單音節詞發展到今天的雙音節祠，這是人所共知的常

識。如今當人們想以簡取繁，給一個較長的專名起一個簡縮的名稱時，自覺不自覺地

就會住雙音節這個方向胞。在我們接觸到的許多高等院校(大專院校)的名稱中，這一

現象就相當突出。中國一干多所高等院校大都有一個雙音節(或三音節)的簡稱。下面

我們不妨以高等院校的簡稱為例來剖析一下。

高等院校的簡稱中，最常見的一種就是從前後兩個詞中各取一個音節組合為這個

學校的簡稱，其中大部分摘取前後兩祠的第一音節，如「北大J (北京大學)、「武大」

(武漢大學)、「臺大J (臺灣大學)、「廈大J(廈門大學)、「斯大J (所江大學)、「蘭大J (蘭

州大學)、「暨大J (暨南大學)、「深大J (深圳大學)、「交大J (交通大學)等等;小部分

摘取前詞的第三音節和後詞的第一音節，如「港大J (香港大學卜「川大J (四川大學)等

等。月一種情況是只取前面顯示校名的體音節詞來作為簡稱，而拾棄後面的通名大

學、學院之韻，如「清華J (清華大學，不吽「清大J) , r復旦J (復旦大學，不吽「復

大J) , r南開J (南開大學)等，只要知道有這麼一所高等學校，看到簡稱便可對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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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總無豈是錯。其中「南關」本可餾稱「南大J ' t怯于是因為容易餵南方的南京大學還
，所以售網「爾開J ;道一來「南大j 自然只作為南京大學的簡稱，各就各位，不致混

淆。有一些屬專門學抖的高等院校，全稱中標明專業名稱，不II二是兩個語言譜。

往往就能稱面兩種表示校名和表示專業的語屆中各攝取一餾音節，構成叫體能使人…‘

看則明的艷梅，結果還是體音節化， tm北京工業大學簡稱I~t工打 北京航空空學院簡稱

I~t航J '先丟在外盟語學院嚮揖r~t外J等等。高等院校數以千計，著名取兩倍音節微觀

稱，有時聽難免會重出，以致異較詞名。好在這體三章名大都組現在不同地豆豆，有了不

闊的條件，說話璟攪和上下文也可幫助分縛，實課上混淆的機會也就很少了。 f與自如

1 1=卡大J在香港指香港中文大學，在廣州、l指中山大學，在蠢灣員IJ可能揚中正大學、中與

大學、中山大學、中央大學等 o r東大j在自本人人都知道，是東京大學，在澳門卻指東

亞大學(琨位改名主黨門大學)。臨於這股聞名大學都在不同撞臣，使用簡稱時也就不磊、

擔心會發生誤會。磊顯靈名的情澆在中圈還有不少，如「葉帥J在武厲指華中師範大

學，在廳外i指華南鋪範大學; 1華工J在武漢揖華中理工大學，在廣州、|指筆幫理工大

學; 1山大j在山屈指山西大學，在山東指山東大學等等。有的院校為了使嚮輯明白易

懂，也:不一定只用搞個音節，如師範大學各省都有，其嚮鶴說大都加上雌麗的髒稱

(或地名中一餾音節).使德構更易一位暸然，去日北京師範大學rutr~t師大J ·險的師範

大學吽「險姆大扣 上海師範大學時f上師大J ;而華東師範大學、東北師範大學則乾號

用在3個音節，吽「華東師大J和「東北師大J ·目的無非t但是發使人們更感研府所指向

校。高等院校名稱的簡縮除了要緊拉簡明、易體、選覺與那較混淆的臣表聞外，有時還

得考聽這體簡稱會不會與一{間非專名的普通常用語當同，…且當詞也就難免發生誤

，出現i吱藉。儕如同是謹以「厚實手I'IJ的幾常高等學按'廣多1'1師範聲援簡稱「襲制J ·廣

.HI 醬重要院簡稱「廣醫J '廣 'N'I 外國語學院鶴揖「廣外J '但廣州大躍卻不大有人稱之為

「廣大J 0 為丟在麼?這就因為?廣大j是一個常用的普通語祠，把隆重外j大學簡稱f掌聲大j的

話，說「廣大學生j對!底是指 f許多的學生J呢?置是指「廣卅大學的學生J ?顯然、就會的

現錢攏。可見專名的簡稱切忌興普指常用詢問名，以曳招來聽艘。rIt外，還有個男Ij高

等院校，其體稱出起某種特殊的考慮，而散了與眾不間的簡鶴方式。只要簡明易懂，

能約定俗成，自然無耳非議。例如薪金日晚間立大學，簡稱不是「新大j間是「盟大J '在

新組坡只有這樣一輛觀立大學的情況下，大概為了強調「閻王'l.J '新加坡人早說習慣於

把這斯大學鵲稱為「劉大J 0 外地人本著名從主人、入鄉臨俗的原賄，也只能跟著稱

「新大j為「臨大J 了。
上面學高等院校輯稱為俱說明大量毒草名的簡縮形式都和漢語詞匯向雙音節發展這

一特點有關。高等院校以外的千千萬萬個機關盟輯、去司企業，它們的專有名稱一

簡縮，也大吾吾受i斃語本身的特點所甘苦i輯部傾向於瞥音節。{鴻章or省府j是某某害人民政

府的幫稱， r語委j指「語言文字工作委獎會J • r婦聯j指婦女聯合會， r教委j指教有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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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這些不都是一股腦見給壓縮為兩個音節嗎?有一些專名的簡稱開始可能人們不

很熟悉，不大理解，只要它符合簡稱的一般規律，簡稱後意義明確，不會出現混淆，

經過一段時間的使用，久而久之，習慣成自然，也就會得到社會的普遍承認了。

對於語言中層出不窮的專名簡縮，需不需要有所引導，有所規範?需不需要有所

控制，有所管理?我看是應該有的。目前社會上確實也有一些不大符合簡縮原則和要

求的現象。濫用專名簡縮，影響語言交際，甚或有礙漢語健康發展的情況，亦常有所

聞。如果不事先制訂具有法律妓力的簡縮法規，建立一套嚴格而又切實可行的專名簡

縮申報、管理制度，就很容易隨便簡縮，各行其是，以至無法控制。等到發現某某簡

稱不妥時，大概都已流傳民間，生米煮成熟飯，成為約定俗成的東西，那時再來改名

易姓，談何容易!不是有個流行很廣的相聲節目，諷刺那些濫用簡縮、亂安簡稱的現

象，直吽人捧腹不正嗎?把上海吊車廠簡稱為「上吊J '把懷化輪胎廠簡縮為「懷胎」。

這當然是有點誇張，實際上社會語言應用中類似的笑話確是俯拾即是，上海無線電廠

可以簡縮為「上無J '自然也就還會有「上無二廠」、「上無三廠」之類的簡稱出現。還有

甚麼「人皮包J( 人造革造的皮包) ，實在令人噁心。明明已有「高院」、「中院」等簡稱來

表示高級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可就偏偏有人要月起爐女士，杜撰甚麼「中法J (中

級人民法院)、「高法J (高級人民法院) ，給語言的使用平添幾分麻煩。「語委」作為專

司語言丈字工作的機構，我看就應該下設一個負責管理專名簡縮的部門，作些調查研

究，制訂有關法規。日後任何單位、任何機構倘若需要使用簡稱，便來申報註冊，批

准後方可使用。這當然要比放任自流為好。語丈工作者也要多做些宣傳疏導工作，務

使人們明白亂加簡縮破壞語言健康，妨礙人民交際，千萬不可馬虎。還有必要利用一

切可以利用的渠道來普及語言丈字知識，使人們都認識到專名簡縮的原則和規律。如

能做到管理和教育雙管齊下，肯定能很快奏妓，過正簡縮的濫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