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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通过对实际语料的统计考察了离合词离析现象在不同语体中的分布

情况 ,得出的结论是 ,离合词离析现象多出现于口语化的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中 。语

体的庄重程度是影响离合词离析现象隐现的前提条件 ,在该前提条件相同或相近的

情况下 ,语体语言的主观性程度是影响离合词离析现象隐现的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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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authentic materials ,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paration phenomenon in different genres , and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separation phenomena often present themselves in literary works such as the

novel and drama where spoken language abounds.It furthermore shows that the degree of

sobriety of different writings is a precondition to whether the separation phenomena appear.

With the degree of sobriety being similar , the degree of subjectivity is the factor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separation phenomena app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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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语体

语体是话语在功能风格上的体现 ,人们一般把语体分为口语语体和书面语体等
①
。书面

语语言庄重 ,口语语言比较随意。不过这只是其中一种分类 ,我们还可以按照语体的语言组织

特征将书面语分成法律条文 、公文 、科技论文 、新闻报道 、散文 、小说 、戏剧等;口语也可以分为

有准备的和即时的等 。按照语体的表达特征我们可以将书面语体分为叙事 、说明 、评论 ,按照

表达方式口语可分为独白 、对话等 。

就庄重程度而言 ,严格地讲 ,口语和书面语有时也没有截然的界限 ,比如戏剧是经过作者

加工的 、有准备的口语 ,它又具有书面语的一些特征 。一般来说 ,有准备的口语比无准备的口

语(如自然口语)大多更庄重一些。

我们按照语言的组织特征从语体语言表达的庄重程度角度构建不同语体形式的连续统:
法律条文—公文———科技论文 ———新闻报道———散文———小说———戏剧———自然口语

→ ※

庄重(formal)　 　非庄重(informal)

图 1　不同语体形式语言庄重程度连续统

二　语体与语言研究

随着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 ,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不同的语体具有不同的语言特征 ,

不同的语体里有不同的语法 ,语言研究必须区分不同的语体 。

汉语研究中有不少针对同一问题而产生研究结果迥异的现象 ,很多是跟语体的区分有关 。

比如汉语是SOV语言还是 SVO语言之争 , Li &Thompson(1974)认为现代汉语的基本语序是

SOV ,而Sun ,Chaofen &Givón(1985)则主张现代汉语的基本语序是 SVO。两项研究都有语料的

支持 ,论证也都很严密。为什么出现如此大的分歧 ? “根本问题出在两家的语料采集有较大的

差异 ,实际上两种语序在汉语中都是大量存在的 ,但它们分布在不同的语体中 ,大致可以说 ,

SVO语序在书面语中普遍存在 ,SOV语序在口语中更为常见。”(刘顺 、吴云 ,2002)此外 ,汉语的

易位句问题 、形容词的主要功能是作定语还是作谓语之争等(胡明扬 ,1993)都跟语体有关。

早在 1987年 ,朱德熙就曾批评过把不同汉语变体揉在一起寻找共同语法规律的做法 ,他

提出“应该对口语语法和书面语语法分别进行细致的研究” 。胡明扬(1993)也呼吁“一部`现代

汉语语法' 应该全面反映现代口语和书面语的现状” 。吕叔湘先生指出:汉语语法规律好像约

束力不强 ,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总结规律的时候没有区分出语体来 ,各种不同风格的语言现象

摆在一起 ,得出的只能是最大公约数;如果把各种条件摆出来分别地看 ,是各有不同规律的 。

(转引自张伯江 ,2007)

陶红印(1999)详细地阐述了语体在语言研究的重要意义 ,他指出:“如果一部包罗万象的

汉语语法在理论上是近乎不可能的 ,而我们又不能置语体差异这样的重要事实于不顾而假定

我们的语法规则是有普遍意义的 ,一个自然的结论似乎是 ,语法研究必须以具体的语体为中

心。也就是说 ,在任何条件下 ,以一个个具体语体为中心的语言现象 ,才有资格 、才能带着一定

程度的信心来描述汉语不同语体之间的共性有多少 ,差异有多大 ,才能更有效地回答涉及汉语

全貌的重大语法理论问题 。”因此 , “以语体为核心的语法描写应该是我们今后语言研究的最基

本的出发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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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体理论指导下 ,学者们展开了一些新的研究。比如 ,陶红印(1999)从区分语体的研究

理念出发 ,研究了“把”字句和“将”字句出现的环境 ,通过大量的统计证明“将”字句多出现于操

作性的语体形式中 ,从而提高了人们对“将”字句的认识。此外还有张伯江 、方梅(1996)、陶红

印(2002)、方梅 、宋贞花(2004)、刘街生等(2006)的研究。

前贤的研究对我们考察离合词离析现象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离合词在语体表现上具有

特殊性 ,我们认为研究离合词离析现象不能不考虑语体 。

三　离合词离析现象的语体分布考察

离合词离析现象似乎跟语体有密切关系 ,很多人凭感觉认为离合词离析现象多出现于口

语语体中 。这个感觉对吗 ?离合词离析现象到底倾向于出现在哪些语体中 ?我们认为在科学

研究中感觉是宝贵的 ,但感觉不能代替事实 ,感觉要靠实际检验 ,科学的结论一定要有坚实的

科学依据去支持 。陶红印(1999)指出 ,对不同语体所偏爱的句子格式必须结合实际语料分别

讨论 ,而且讨论必须是统计意义的 。

我们选取北京大学语料库(简称 CCL)中北京自然口语(转写语料)、戏剧 、小说 、散文 、新闻

报道 、学术著作 、法律文本等不同语体的共 437.5万字语料 ,对 16个核心离合词
②
离析结构在

不同语体中的分布进行考察。考察发现 ,离合词离析形式在不同语体中的分布存在着差异 ,具

体见表1 。
表 1　不同语体③(437.5 万字)离合词离析情况对比表

语体
次数

离合词　　

自然口语

(13 万字)

小说④

(131 万字)

戏剧

(53万字)

散文

(66.5万字)

新闻

(67.5 万字)

学术著作

(47 万字)

法律文本

(69.5万字)

叹气 0 80 12 11 0 0 0

见面 2 32 6 12 0 0 0

睡觉 0 35 8 10 2 0 0

结婚 6 25 7 7 1 0 0

帮忙 13 64 24 5 3 0 0

吃惊 0 11 0 6 2 0 0

听话 1 14 44 1 1 0 0

当面 5 11 9 1 0 1 0

把关 0 0 0 0 4 0 2

吃亏 0 46 10 2 2 0 0

洗澡 1 13 3 2 0 0 0

吃苦 0 6 4 0 1 0 0

生气 1 28 8 3 0 0 0

上当 0 9 8 2 0 0 0

鞠躬 3 22 3 1 0 0 0

出名 0 1 0 0 4 0 0

总计 32 397 146 63 20 1 2

　　注:“次数”指离合词离析形式出现的次数。

·83·2009年第 3 期 王海峰:现代汉语离合词离析现象语体分布特征考察 　　　　



表1说明这 16个核心离合词在各种文本中分布不同 。不过 ,由于各语体文本的字数不

同 ,对比起来不太直观。为了便于对比 ,我们将以上离合词离析形式出现的次数分别折合成每

10万字出现的数量 ,然后以柱形图的形式加以比较 ,具体见图 2。

图2　核心离合词离析形式在不同语体中出现情况对比图

图 2 显示 ,离合词离析形式在自然口

语 、小说 、戏剧等口语体中出现量高 ,分别

为每10万字 25例 、30例和 28例;在散文中

出现量居中 ,为每 10万字 9例;在新闻语体

中出现量较低 ,为每 10万字 3例;在学术著

作和法律文本中出现量最低 ,分别为每 10

万字 0.2例和0.3例。

由此我们发现 ,离合词离析形式在不

同语体中的分布情况大体上表现为:在自

然口语 、戏剧 、小说等口语体中出现量高;

在语体庄重程度介于口语和书面语的散文

中出现量居中;《人民日报》新闻语体一般

比较庄重 ,书面语化程度较高 ,离合词离析

形式出现量较低;学术著作和法律文本是

最书面语化最庄重的语体 , 离合词离析形

式出现量最低。

如此说来 ,图 2 离合词离析形式在不

同语体中分布情况与图 1显示的不同语体语言表达的正式庄重程度连续统是基本一致的 ,离

合词离析现象跟语言的庄重程度有很大关系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离合词离析形式倾向于出

现在口语语体中 ,语体越庄重越书面语化出现量越低 ,这正好印证了人们的直觉 。

研究至此 ,似乎我们已经对离合词离析形式的语体分布特征有了一个圆满的解释。可是 ,

图2离合词离析形式在不同语体中分布情况与图 1显示的不同语体语言表达的正式庄重程度

连续统只是大体一致 ,还有一些明显的不一致 。

首先 ,图 1显示的不同语体语言表达的正式庄重程度连续统 ,北京自然口语是庄重程度最

低的一种语体形式 ,按理说 ,北京自然口语中平均出现的离合词离析形式应该位居第一 ,可是

图2显示的离合词离析形式却低于小说和戏剧 。

其次 ,照理说 ,戏剧以会话为主 ,在表达风格上更为口语化。因而 ,离合词离析形式在戏剧

中出现的数量要比在小说中出现的数量更大 ,可是图 2显示离合词离析形式在戏剧中出现的

数量跟在小说中出现的数量没有太大的差异 。

这些现象表明 ,除离合词离析形式的语体分布跟语体的庄重程度有很大关系外 ,还应该有

其他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 。

四　影响离合词离析现象语体分布的深层动因

既然从语体庄重程度的角度还有不能完全解释的现象 ,那么离合词离析现象的语体分布

背后可能隐藏着深层动因 。

我们是否可以从不同语体的功能上去寻求答案呢 ?

·84·　　　　 语言文字应用 2009年第 3 期



我们首先看口语语体的功能。典型的口语语体常常是人们的日常谈话 。日常谈话多以交

流看法传递情感为主 。表现在词语上就是儿化词 、叠音词 、拟声词 、叹词 、语气词等表达说话人

态度的词用得多 ,句式上感叹句 、祈使句 、疑问句等表达说话人情感的句子用得多。因此 ,一般

说来 ,口语语体的主观性程度比较高。(王德春 、陈瑞瑞 ,2000)

口语涉及较近的人际关系 ,书面语涉及较远的人际关系 。(陶红印 ,1999)书面语尤其是学

术语体 、法律条文往往客观性最强 ,主观性最弱。

学术语体往往论述自然 、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规律性 ,文章重理性 、重实际 、重事实 ,要求冷

静地反映现实世界 ,严谨客观地表达观点和思想;以事为据 ,以理服人 ,而不能靠情感去激发读

者。一般来说 ,该语体力戒主观性和随意性 ,所以它一般排斥语言的表情描绘手段。

如果说学术语体还追求以理服人的话 ,那么法律文本则追求绝对客观 、公正。此外 ,从内

容上讲 ,法律文本一般表述客观情况 ,而不对人或事物进行分类 。(张伯江 ,2007)因此 ,一般说

来 ,法律条文最庄重 、客观性最强。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⑤
:

(1)第二十四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的

行为 ,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外 ,实行累积记分制度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累积记分达到规

定分值的机动车驾驶人 ,扣留机动车驾驶证 ,对其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教育 ,重新考

试;考试合格的 ,发还其机动车驾驶证。

与学术语体和法律条文相反 ,戏剧 、小说等文学语体则追求形象地反映现实 ,追求在情感

上感染听者和读者 ,作者的爱恨等主观感情一般在所构想的艺术形象和故事情节上体现出来 。

语体特点是重形象 ,重情感 ,重主观审视 ,重通过感染传递思想 ,允许主观虚构和想象 。因此 ,

语言往往饱含说话人(作者)的主观感情。在语言表达上除了具备自然口语所使用的手段以

外 ,还大量使用修辞手段 、描写手段等塑造艺术形象。

Sylvia Adamson(1995)论述了文学作品与语言主观性的关系 ,他指出:文学作品的功能就是

一种(作者)创造自我的想象 ,或者依据自己的经验对事件进行体会而不是客观的报道 ,这个功

能依靠作者(说话人)主观地再创造 。Lyons(1982:120)也认为 ,文学作品跟其他形式相比 ,主

观性更是它(文学作品)的专利 。(转引自Stein &Wright , 1995:6)

由于戏剧小说等艺术语体的主要追求就是以情感人 ,因此戏剧小说等文学作品语言的主

观性很高 。这样说来 ,小说和戏剧这两种艺术形式虽然表达方式不一样:一个以会话为主 ,一

个以叙述为主 ,但它们都注重通过情感感染受众 ,在语言主观性表现上这两种语体差别不大。

戏剧小说等文学语体是口语的书面化 ,语言庄重程度接近口语 ,那么戏剧小说等语言的主

观性程度跟自然口语相比如何呢? 上文提到 ,自然口语中的日常谈话以交流看法传递情感为

主 ,语言的主观性程度也很高 。戏剧小说以反映现实生活为旨要 ,其语言材料也是日常口语 。

所以 ,戏剧小说语体的语言本身就具备很强的主观性。不过自然口语并不刻意追求以情感人 ,

而戏剧小说常常刻意追求以情感人 。所以自然口语语体语言的主观性程度较戏剧小说等文学

语体低。

我们考察的自然口语语料 ,语料形式是对北京人的采访 ,语料内容一般是受访人叙述一段

经历 。由于说话人主要叙述过去经历 ,而不像小说戏剧那样刻意构建故事的现场性 ,所以说话

人的情感就舒缓得多 。例如
⑥
:

(2)得了 ,是啊 ,那那个请你快给这个大爷[磕个头] ,就给行行好吧 ,叫他[帮个忙]儿 ,给

你 ,说人家我们不挣他钱 ,知道他挺苦的 ,说你就管我们一顿饭 ,就行了 ,没办法 ,现顺我父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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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人身上又扒下一身儿衣裳来 ,卖给卖破烂儿的 ,卖正式打鼓的人都不要 ,不是有打鼓的 ,哎就

跟那现在那个废品收购站收是的 ,收废品的 ,人家都不要 ,像当破烂儿给卖了 ,买了一斤半贴饼

子 ,东华门那儿那时候有饼子摊儿 ,买了一斤半贴饼子 ,这样给人家管了一斤半贴饼子吃完人

家给拉走了 ,拉到安定门外乱死岗子埋 ,就这那么苦那么苦 ,他瞎说什么也不是 ,你看那时侯 ,

那叫什么生活啊 ,我过那叫什么生活啊 ,非人生活 。

散文也属于艺术语体 ,它跟小说 、戏剧一样也凝聚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其语言的主观程度

也很高。不过散文跟小说 、戏剧等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散文语体的语言更为凝重;更重要

的是散文常常不太注重通过塑造人物的形象去倾注情感 ,它常常通过对客体的叙述 、说明去间

接地渗透一定的哲理 ,表达说话人的思想 。如果说小说戏剧等艺术语体形式注重用直露的方

式以情感人的话 ,散文则常常用曲婉间接的方式以理动人。比较而言 ,散文表达主观情感更为

含蓄 、内敛 。

新闻报道要求客观 、准确 、生动地反映社会生活 ,一般不表露说话人(说写者)的情感 ,因此

新闻报道语体的语言庄重 ,客观性强 。但是任何新闻报道都有“导向”性 ,我们的语料来源是

《人民日报》 , 《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 ,是党的喉舌 ,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作

为办报思想 。所以我们考察的新闻报道常常含有一定的说话人的思想态度 ,语言具有一定的

主观性。

此外 ,新闻要贴近生活 ,贴近现实 ,贴近群众 ,要生动地报道客观事件 。“报道语体与科学

语体 、事务语体一样 ,都是实用语体 ,都要客观叙述 ,重客观现实 ,不重主观感情 ,但比起科学语

体的理智 ,比起事务性语体的公务性 ,报道语体在涉及事件情节时会有一些生动的笔触。”(王

德春 、陈瑞瑞 ,2000)因此 ,除了庄重客观陈述以外 ,语言上也要用一些主观生动的表现手法 ,如

叠音词 、拟声词 、叹词 、语气词的使用 ,感叹句 、疑问句的使用 ,一些修辞格的使用 ,等等 。请看

例句:

(3)记者近日在固原 、泾源等县看到 ,多年的荒山秃岭 ,现在郁郁葱葱;“种一葫芦收一瓢”

的地块 ,堆满了麦穗长长的麦垛 ,农民们喜气洋洋 ,一改过去到下雪天还没有[打完场]的作法 ,

现在正高高兴兴地打场。 (《人民日报》1996-08-16)

(4)今天清晨 ,NHK早间新闻报道 ,悉尼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比价已突破 185比 1 ,这个消

息又使刚从睡梦中醒来的人们[吃了一惊] 。 (《人民日报》1995-04-08)

新闻报道语体所体现的语言的主观性要低于艺术语体 ,但高于学术 、法律语体 。由此 ,我

们可以在语言庄重程度的基础上 ,在这些语体间建立一个主观性程度高低的连续统:

图 3　不同语体形式语言主观性程度连续统

拿图 3与图 2比较可见 ,我们认为离合词离析形式的出现除了跟语言的庄重程度相关外 ,

还要受语体语言的主观性程度支配 。语体语言的主观性强 ,离合词离析形式出现的数量就大 ,

语体语言的主观性程度低 ,那么离合词离析形式出现的数量就少 。语言的主观性程度是隐藏

在离合词离析现象语体分布背后的制约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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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语言的主观性程度与庄重程度的互动关系
对离合词离析现象的影响

　　平时我们认为离合词离析现象多出现于口语语体中 ,所以我们通常的看法是离合词离析

现象的出现跟语体的正式 庄重程度有关系 。

通过上文的统计分析 ,我们发现 ,语言的庄重程度确实影响着离合词离析现象的隐现 。不

过 ,我们认为语体语言的庄重程度只是影响离合词离析现象隐现的一个前提条件 ,影响离合词

离析现象的另一个制约因素是语言的主观性程度。在前提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 ,语言的主

观性程度不同 ,那么离合词离析现象出现的情况也就不同 ,如自然口语和小说戏剧等艺术语体

的离析现象的差别;同样条件下 ,语言的主观性程度相同或相近 ,尽管语体不同 ,其离合词离析

现象出现的情况也相同或大体接近 ,如小说和戏剧 、学术语体和法律文本就是这样。

前面是就语体对比的宏观角度来谈的。再从微观角度观察一下在同一语体中 、在语言庄

重程度完全相同的条件下离合词离析现象受语言的主观性程度支配的情况 。如:

(5)第二天我父亲就死了 ,我就找我一个干姨儿 ,干姨儿还是不错的 ,给[帮了忙]了 ,干姨

儿不是亲的 ,他给[帮了忙]了 ,后来就因为这个 ,找他他不是 ,那个 ,他不见吗 ,他恐怕回头我们

我连累着他们 ,这么一气得我呢 ,我父亲死了 ,死了后来我一人儿说得那什么 ,你还找你舅舅不

找 ,不找了 ,从今以后不见他 ,从今以后跟他断了 ,再也不找他了 ,从今以后还真给断了 ,一直到

现在 ,我今年都五十了我也没找他去 ,断了 ,他爱上哪儿上哪儿 ,他[发他的财] ,我我[ 受我的

穷] ,咱们互不 ,互不干扰 ,哎 ,我还就有这个志气。

例(5)中口语会话虽然是叙述自己的经历 ,但说话人在表达自己的主观态度 、情感时多次

用了离合词离析形式 。我们可以对比例(6):

(6)……睡着了 ,正好让他妻子看见了 ,就把珍珠衬给藏起来了 ,他呢 ,一生气 ,就出家走

了 ,走了以后呢到京城以后 ,他让人家给抢劫了嗬 ,哎 ,没钱什么的 ,就病了 ,病了呢 ,哎他就找

那个媒婆 ,媒婆就那个老太太 ,卖珠花儿的 ,找她呢 ,哎 ,问她要点儿借点儿钱 ,这老太太还找他

算帐什么的 ,他一气就死了 ,死了以后呢他这个妻子呢正好给家来信嗬 ,妻子又带着东西又找

他去了 ,一看他已经死了呢 ,夜里呢 ,她的佣人又把她的东西都偷走了 ,就留着一个珍珠衬 ,正

好呢 ,这个管家呢 ,也认得那个蒋兴奇 ,就给他们俩介绍嗬 ,介绍呢 ,这女的给他那个珍珠衬一

看呢 ,这蒋兴奇呢一看 ,给她点银子 ,让她回家了就 ,也没娶她 ,以后呢 ,这蒋兴奇出去经商去 ,

他有那么一个珠匣子嗬 ,让他佣人给他拿了 ,他就换钱回家嗬 ,他佣人呢 ,拿着匣子一看珠子特

多 ,他就搁嘴里一个 ,他留棺材板儿用 ,然后呢 ,哎 ,蒋兴奇一数少了一颗嗬 ,就问他 ,他一着急

给咽下去就死了 ,死了以后就给他带到那个地保就给他带那个亭上问罪嗬 ,正好呢 ,这个问 ,就

这个知县府呢 ,这个管了这事儿了 ,正好是 ,这个女的后头嫁的这男的 ,这天早他们结婚 ,那个 ,

这个男的呢 ,这个女的就说他是她的亲兄弟嗬 ,这男的说那你们俩怎么不是一个姓儿 ,她说后

来她给把她哥给她舅了 ,后 ,后续的什么 ,后来呢给她舅舅 ,那个让他 ,查清楚 ,跟好像现在走后

门是的 ,就好像别让他杀了 ,后来这个知县府呢给查清了以后 ,也没杀他 ,就给他放了 ,放了以

后呢 ,他已经听出好像他们俩有什么关系是的嗬 ,放了以后呢 ,他就给他带到他们后头这个屋

子里来了嗬 ,问他 ,正好这女的和这男的俩认识什么的 ,后来把这事儿一说清楚呢 ,知县府让他

们俩结果还是他们俩结婚了 ,哈哈 ,还是蒋兴奇和那个王春巧结婚了 ,哈哈 ,就这么一段儿 。

例(6)多次出现“着急”“结婚”“生气”等离合词 ,竟没有一处离析现象。同是对过去经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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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 ,为什么这一段如此特别? 实际上这一段是说话人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客观讲述他人的故

事 ,纯属流水叙述 ,无目的性。由于说话人没有赋予自己的主观情感 ,因此叙述中尽管多次出

现离合词也没有出现离析现象 。例(5)和例(6)的对比 ,正说明了在语言庄重程度相同的条件

下 ,语言的主观性是决定离合词离析现象隐现的制约因素。

应该强调的是 ,语体的正式 庄重程度跟语言的主观性程度是有内在一致关系的 ,一般来

说 ,正式 庄重的语体语言常常比较客观 ,口语化的语体语言常常以交流看法传递感情为主 。

这也是图 1和图 3基本一致的原因。

六　小　结

本文通过对实际语料的统计考察了离合词离析现象在不同语体中的分布情况 ,得出的结

论是 ,离合词离析现象多出现于口语化的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中 。语体的庄重程度是影响离

合词离析现象隐现的前提条件 ,在该前提条件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 ,语体语言的主观性程度是

影响离合词离析现象隐现的制约因素。

[附　注]
① 关于“语体”的定义及分类存在许多分歧(参看李宗熙 , 2005), 本文的语体界定以及语体分类主要依据陶红

印(1999)。

② 核心离合词是指那些离析频率高 、使用范围广 、代表性强的离合词。这 16 个核心离合词是我们通过北京

大学语料库对《HSK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1992)中的 207 个离合词进行详尽统计

考察得出的 , 详细请参见王海峰(2007 、2008),此处不再赘议。

③ 关于语体问题 , 邵敬敏 、方梅先生指出 ,小说等语体中有一定数量的会话成分 , 戏剧中也会有一些叙述成

分。不过我们通过小规模试验统计表明 , 会话和叙述不是影响离合词离析形式隐现的因素(下文的统计和

论述也能说明这一点)。因此本文在统计过程中没有区分小说和戏剧中的会话与叙述成分。

④ 小说部分本文仅统计了王朔小说和老舍小说。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3 年10月 28 日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号发布 ,自 2004 年 5 月1 日起施行。

⑥ 例(2)(5)(6)均出自北京大学语料库中的“北京话口语”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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