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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雙音節詞，如清華大學(清華卜牛津大學(牛津) ，這是比較特殊的情況，因為他們

的知名度高，而又很少有別的單位用這個名稱，即使用了也沒流通，所以不會出現混

淆。專名的簡縮也還有，一個傳統、習慣和約定俗成的問題，北京外國語學院一直簡稱

「北外J '天津外國語學院卻從沒有人吽「天外」。這也沒有統一的必要。另外，有些專

名是很不易簡縮的，如黑龍江大學、大慶石油學院，前者簡稱「黑大」很不中聽，後者

簡稱「大石」、「大i由」都不貼切，更不用說那些容易諧音而令人厭惡的簡稱了。

所以，對於專名(甚至包括其他詞語)的簡縮，做些引導、規範是有必要的、有益

的，但要控制、管理，恐怕很難了。如果說要糾正濫用、亂用簡稱，那是要和其他方

面使用語言存在的問題(讀音、書寫、應用寫作等)同樣對待的。說到底是文化素質太

低一一越是文化水準低的重體中越容易隨意用簡縮語，要從根本上解決，必讀是大力

地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質。不然，單單為了專名的簡縮而制訂法規，摘申報註冊，實際

上甚麼也解決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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