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接合部
”

不是 尸结合部 ”

人们常将两地相交接 交界 而

又有联系的地方称作
“

结合部
” 。

同

时
,

由于城市和乡村相交接的地方

往往给人留下比较容易出现一些不

大好的事情的印象
,

于是人们又 比

较多地用
“

结合部
”

来指这种城市和

乡村相交接的地方
。

如

施春宏

从画面 中看到
,

这个地段处

在城乡结合部
,

流动人 口 、

外来人 口

多
,

垃圾
、

杂物随处可见
。

《跨越县

界
“

潇洒 ” ,

中国纪检监察报

年 月 日

上当者说
,

编子一般在 岁

左右
,

男女配合
,

大多在自由市场
、

这一特殊用法呢 我猜想
,

这与他祖

籍定海有一定关系
。

定海旧 属宁波

府
,

平 日所用乃 宁波方言
。

宁波话

中
, “

莫
”

就常常是如此用法的
。

比

如
,

怀疑一件事也许是有的
,

就会 自

问 “
莫有格噢

”

事情真假难辨时
,

倾向于“
真

”

的人
,

又会说
“

莫真格

噢
”

光从宇面看
,

仿佛他在说
“
没有

的
”和

“

不是真的
” ,

其实恰恰相反
。

“

莫
”

字在这里
,

其实是一种缩

略语
。

它的原始形态
,

恐怕是
“

莫是

⋯⋯
”
比如

“

莫有格噢
”

亦即
“

不要

是有的噢
”

当然是倾向于有了
。“

莫

真格噢
”

则应翻译为
“

不要确实是真

的呵
” ,

也是一种偏于肯定的句式
。

口 语中常常存在这一类缩略现象
,

这是为便于人 口 舌的操作
,

天长 日

久也就约定俗成
,

外人往往难以索

解
。

所以要掌握一种语言
,

光靠语法

规律的演绎推进是不成的
,

还得有

在这一语言环境 中的实际阅历才

行
。



城乡结合部活动行编
。

两万五 买

提货单 一提货原是编局 》
,

《北京

青年报 年 月 日

故城县广大干部
、

群众呼吁

上级机关加强地界
“

结合部
”

的巡查

奋导
,

以确保反腐败斗争取得胜利
。

文明并非
“
不虑而知

” ,

中国青

年报 》 年 月 日

有的用
“

结合处
” ,

如

这两年城乡结合处
,

多是离

家打工者的聚居地
。

《一 种人生境

界
,

中国青年报 年 月 日

常见的同类词语还有
“

结合区
、

结合地区
、

结合带
、

结合地带
”

等
。

其

实
,

这里的
“

结合部
”“

结合处 ” ⋯⋯

应该是
“

接合部
”“
接合处 ” ⋯⋯

。

导致误用的原因
,

是 由于没有

注意
“

结合
”
和“

接合
”

在意义和用法

上的区别
。

《现代汉语词典 》是这样

解释这两个词的

【结合 】人或事物间发生密切联

系 理论结合实际
。

【接合 】连接使合在一起
。

不妨再举几例
。

该用
“
结合

”

的

如 论点与论据相结合
、

劳逸结合
、

密切结合
、

结合具体情况安排生产

计划
、

学校教育应该同家魔教育结

合起来
、

这两种分子的结合能力很

强
、

我们结合成一个坚强的研究小

组
。

有时特指男女结为夫妾
,

如 这

对年轻人的结合十分不易
、

他们的

婚姻被公认是最完美的结合
。

该用
“

接合
”

的如 城乡接合地

带
、

医生将它摔折的骨头接合了起

来
、

将两根水管接合在一起
、

这两块

钢板接合得比较牢靠
。

从释义和使用场合我们大体可

以看出这两个词在三个方面有明显

的不同
。 “

结合
”

一般比较抽象
,

强

调一种密切的关系
,

有配合
、

联系
、

映照
、

参照等意思 而
“

接合
”
比较具

体实在
,

有将两个地区
、

部分
、

物件

等连接
、

拼接的愈思
。 “

结合
”

的两

部分合成一个整体
,

是相互橄合的

而
“

接合
”

的两部分基本上还是各自

独立的
,

只不过相接触的部分连在

了一起
,

有较为明显的连接之处
。

“

结合
”

可带宾语 而“
接合

”

墓本上

不带宾语
。

城乡“

结合
”
是将城市和乡村的

特点和优势联系起来 而城乡
“

接

青
”

是指城市和乡村交接
、

接触
、

接

族
,

后面一般带上“
部

、

处
、

区
、

带
、

地

带
、

地区 ”

等
。

然而
,

现在凡是表示城乡
“

接合

部
”
之类用法的基本上用 了 “

结合

部
” ,

鲜见有用
“
接合部

”

的
,

故为此

说
。

如果
“

城乡结合部
”
因用的人多

、

用的时间长而被认为是规范 的用

法
,

那实在是对规范的误解
。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