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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汉语词汇发展变化原因探析
‘

郭伏良

摘要 在语言三要素中词汇几乎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
。

本文在借鉴
、

吸取前贤成果的基

础上
，

试从社会
、

认识
、

语用心理
、

语言政策
、

词汇 系统五个方面探讨影响建国以来汉语词汇发展

变化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促成词汇发展变化中所起的作用
，

其中语用心理
、

语言政策
、

词汇 系

统因素是以往学者较少论及的
。

关键词 当代汉语 词汇发展 原 因

运动
、

发展
、

变化
，

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形式
，

作

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的语言
，

当然

也不例外
。

不过
，

比较而言
，

在语言三要素中
，

词汇

对于变化是最敏感的
，

它处于几乎不断变化的状态

中
。

建国以来汉语词汇
，

特别是一般词汇的历时形

态
，

再次
“
实证

”
了这一语言发展规律

。

本文在借

鉴
、

吸取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试从社会
、

认识
、

语用心理
、

语言政策
、

词汇系统五个方面探讨影响

建国以来词汇发展变化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促

成词汇发展变化中所起的作用
。

一
、

社会因素

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
，

而词汇最能

体现语言发展的这一特点
，

可以说
，

词汇的变化是

社会发展的窗口
。

下面选取几个方面
，

举例说明建

国以来社会因素对当代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的影响

与作用
。

�
�

社会制度的变革促使词汇发生变化
。
����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

随着社会这一根本性

变革
，

汉语中表示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的一些旧词

语趋于隐退
、

消亡
，

如
“
党国

、

参议会
、

中央军
、

保长
、

三青团
、

中统
、

军统
、

租界
、

巡捕
、

宪兵
、

工部局
”
等

等 �反映社会主义制度的新词语开始大量产生和运

用
，

如
“
政协

、

人大
、

国务院
、

党委
、

公有制
、

国营经

济
、

合作化
、

互助组
、

初级社
、

高级社
、

五保户
、

敬老

院
”
等等

，

这些具有新中国色彩的词语
，

随着社会主

义制度的不断巩固和发展
，

一直沿用至今
，

成为当

代汉语政治词汇的基础
。

�
�

社会各项事业 的进步推动新词语的产生
。

如
，

新中国诞生后
，

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科学技术
，

随

着一批科技项 目的研究和成果问世
，

五六十年代词

汇中出现了
“
半导体

、

电视机
、

导弹
、

超声波
、

航天
、

火箭推进机
、

人造地球卫星
、

原子反应堆
”
等科技新

词
。

改革开放后
，

我国进一步确立了
“
科技兴国

”
的

战略方针
，

一方面
，

大量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
，

另

一方面大力鼓励科技人员进行科学研究
，

争创科技

成果
。

新科技的出现
、

新产品的问世
，

必然促使大

量科技新词的产生
。

比如
，

随着计算机科学在我国

的迅猛发展和计算机的广泛应用
，

汉语中出现了
“
电脑

、

软件
、

硬件
、

光盘
、

软盘
、

硬盘
、

内存
、

光驱
、

联

网
、

网址
、

上机
、

电子网络
、

电子图书
、

电子词典
、

电

子银行
”
等等一大批新词语

，

这正说明
�“ 科学发展

到什么时候
，

就一定会在语言中创造什么样的词

语
，

这样 的词语是不 可 能先 于科学实践而 出现

的
。 ” ①

�
�

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交往引起语言相互接

触
，

促使外来词产生
。

建国初期
，

由于我国采取了

向苏联
“
一边倒

”
的外交政策

，

促使汉语中出现了不

少受俄语影响产生的外来词
，

如
“
布拉吉

” “
喀秋莎

”

“
文化宫

” “
集体农庄

”
等等

。 “
文革

”
时期

，

由于极
“
左

”
路线占主导地位

，

我国在国际舞台上一度落人

半封闭的境地
，

与
“
外面的世界

”
处于隔绝状态

，

外

来词几乎无缘产生
。

�� 年代末进人新时期后
，

随

着国门开放
，

我国与国外的经济
、

科技
、

文化交流不

断增多
，

新的技术
、

新的产品
、

新的思想
、

新的观念

从欧美国家源源不断而来
，

形成了汉语史上吸收外

来词的又一次高潮
，

这是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
、

与

国际接轨在词汇领域的生动反映
。

仅从以上几个方面就不难看出
，

社会因素确是

推动词汇发展的根本动力
，

因而研究当代汉语词汇

发展变化
，

密切结合近 �� 年的共和国史
，

是非常必

要和重要的
。

本文为河北省教委社科基金项 目
“
当代汉语词汇演变研究

”
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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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认识 因素

词是表示概念的外部形式
，

如果没有反映客观

对象的概念成果
，

词就不会产生
。

伴随新事物产生

的词
，

如
“
超导体

、

网络
、

电脑
、

多媒体
、

试管婴儿
”

等
，

固然也有认识和思维能力的因素在内
，

但在客

观事物不变情况下产生的新词更能体现认识的作

用
，

如
“
臭氧层

” 、 “
氨基酸

” 、 “
超声波

”
等都是早已存

在的物质
，

只是 由于科技 的发展才逐渐被人们发

现
、

认识而命名
。

词义
，

特别是词汇意义与概念都

是词的形式所表示 的内容
，

二者有着更直接的联

系
。

当人们对事物有了新的认识时
，

往往会促使词

义的深化
。

比如
，

随着科学的进步
，

人们对 自然现

象的认识更趋于深刻和全面
，

像
“
风

” “
水

” “
电

” “
地

震
”
这些词

，

如果拿《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与《国语
辞典》相 比 ，

可以清楚地看出《现代汉语词典》的释
义更为准确

、

科学
。

熟语的意义容量比一般词语要

大
，

因而思想观念的变化在熟语中体现得更为充

分
，

例如
“
人人为我

，

我为人人
” 、 “
一方有难

、

八方支

援
”
等熟语的出现

，

表现了人们团结友爱
、

助人为乐

的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 �而
“
天字出头夫作主

” 、 “
三

从四德
” 、 “
从一而终

”
等旧熟语的隐退

，

则表现了人

们对落后的封建主义婚姻观念的摒弃
。

不是出于表达新事物的需要
，

而是出于仿效时髦的

趋新心理
，

这种文化心理与人们在民俗上追求时髦

可以类比
。 ” ②

�
�

求简心理
，

齐夫定律
“
语言中使用频率最高

的词也就是最短的词
” ，

充分揭示 了人们在语言运

用上的求简心理
。

在求简心理驱使下
，

建国初就新

造了不少简缩词
，

如
“
镇反

、

肃反
、

整社
、

劳保
、

反右
、

三反
、

五反
”
等等 �六七十年代也相当不少

，

如
“
四

清
、

社教
、

农转非
、

三突出
、

三忠于
、

四无限
、

工宣队
”

等
。

改革开放后
，

人们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原则更

为明显
，

简缩词大批涌现
。

许多过去不太简缩的语

言形式
，

在高效率交际和求简心理的双重作用下也

纷纷简缩了
，

如
“
空姐

”
�空中小姐�

、 “
社科

”
�社会科

学�
、 “
人流

”
�人工流产�等

，

现在已普遍使用
。

在并

存的同义形式中人们往往选择音节简短的
，

这也体

现了求简的语用心理
，

如音译的
“
雷达

” 、 “
艾滋病

”

都取代了它们冗长的意译形式
“
无线电测距仪

” “
后

天获得性免疫缺损综合症
” 。

以外文字母或以外文

字母与汉字组合为书写形式的新词语
，

如
“
��

，’ “
��

机
”
等之所以被人们喜欢使用能在汉语中立足

，

也

是与它们各 自的意译形式相比具有更简捷的优势
。

四
、

语言政策因素

三
、

语用心理 因素

�
�

求雅心理
，

主要体现在粗俗语的摒弃和委婉

语的使用上
。

如 �� 年代初
，

人们用
“
后进

”
婉称进

步慢
、

水平低的人或集体 �用
“
荣誉军人

”
尊称伤残

军人
。 “
文革

”
期间

，

求雅心理受到冲击
，

甚多粗俗

不雅的词语充斥于人们的言语之 中
，

如
“
臭老九

”

“
狗息子

” “
砸烂狗头

”
等等

。

改革开放后
，

通过
“
五

讲四美
”
活动

，

全社会越来越 以谈吐文雅为荣
，

比

如
，

过去将智力低下的人称为
“
傻子

” “
呆子

” “
低能

儿
”
等

，

现在则用
“
弱智者

”
一词 �对人体生理

、

功能

上存在的缺陷或障碍
，

过去用
“
残废

” ，

后用
“
残疾

” ，

现在还出现了
“
伤残

”
一词 �又如现将

“
聋子

”
多称为

“
失聪人

， “
瞎子

”
多称为

“
失 明人

” ， “
侏儒

”
多称为

“
袖珍青年

”
等等

。

�
�

求新心理
，

首先表现在为了新颖
、

突出时代

感对事物重新命名上
。

如现在更多地使用
“
信息

”

而少用
“
消息

” 、

多用
“
走势

”
而少用

“
趋势

” 、

多用
“
构

想
”
而少用

“
设想

” 、

多用
“
层面

”
而少用

“
层次

”
等

。

其次
，

在求新赶时髦的心理支配下
，

还引进了不少

在汉语中有相应语言成分的词
，

如
“
的士

” “
小 巴

”

“
镭射

”
等

，

这说明
“
有时候一种语言并不缺少相应

的部分
，

但是宁可借用外来的语言成份
，

并且最终

用它取代固有的相应成分
· ·

一语言的借用
，

有时并

语言政策既是对语言实践规律性的总结
，

又是

运用语言时应该遵循的法则
。

���� 年 �� 月 中国

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

会议
，

会议确定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
“
以北京语

音为标准音
，

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

以典范的现代

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 。

在科学研究的

基础上
，

党和政府制订了汉语规范化政策
。

这一政

策既符合全民族交际生活的需要
，

又符合汉语历史

发展规律
，

因而成为促进汉语健康发展 的重要保

证
。

由于词汇规范化的制订和实行
，

五六十年代的
“
书面语

，

报刊或成本著作
，

文艺作品或科学论文
，

都在不同程度上注意了用词造句的规范
。

有的语

言刊物特地开辟
‘

语文短评
’

一栏
，

专门评改某些违

反语言习惯的现象
。 ” ③ “

文革
”
时期

，

词汇规范化政

策受到破坏
，

在言语交际中
，

粗话
、

空话
、

大话泛滥
，

有些词语的褒贬色彩也奇特地发生突变
，

如
“
造反

”

一直是贬义或中性词
，

在这一时期却被赋予了褒义

色彩
，

而
“
本来是中性词的

‘

秩序
’ 、 ‘

平和
’ 、 ‘

稳定
’

却被赋予 了贬义的
‘

死水一潭
， 、 ‘

一统天下
’

的含

义
。 ” ④ “

四人帮
”
还声称

“
所有的词语都含有政治内

容和阶级实质
” ，

进而把所有的词语都分成
“
积极

的
”
与

“
消极的

” 、 “
革命的

”
与

“
反动的

” 、 “
红色的

”
与

“
黄色的

”
两类

，

限制使用所谓
“
消极

” 、 “
反动

” 、 “
黄

色
”
的词汇

。

在
“
词汇有阶级性

”
的错误理论影响

下
，

致使相当数量的普通词语处于禁用状态
。

无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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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偶
， “
德国的纳粹时期也曾出现过语言专制主义

……例如
，

帝国新闻社于 ����年宣称
“
废除 ����

�

�������国际联盟�一词
，

借以反对在当时起过进步

作用的国际联盟 �����年又宣称 �叩����勇敢�一词

只能与 �������德意志�一词搭配使用 ……这些所
谓的

‘

语言规范
’ ，

完全逆历史潮流而动
，

没有群众

基础
，

根本无法推行
，

成为历史上 的笑话
’，⑤ 。 “

文

革
”

结束后
，

汉语规范化工作逐渐得到恢复
。
����

年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
，

确定了新时期语

言文字工作的主要任务
，

其中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

范化
，

就是最重要的两项
。

在这一时期
，

规范化的

理论与研究得到深人开展
，

如各类语文报刊大多开

辟了规范词语应用的专栏
，《中国语文》杂志社和出

版社编出了《词语评改五百例》
、

《语言文字规范手
册》

、

《广告
、

标语
、

招贴……用语评析 ���例》等规
范词汇的指导书籍

，

特别是 �� 年代编纂 ���� 年正

式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及 ��� 年修订本为正确

使用词语提供了权威依据
。

新时期词汇规范化工

作具体表现在
�
���对不文明

、

不健康
、

不标准的用

语现象进行批评和限制
。

如
，

有的学者对几乎通篇

用吴方言创作的文学作品提出了批评
，

指出
“
有影

响的文学刊物更不应该滥用方言
” ⑥ 。

再如 自����

一����年间
，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驳 回了有

不良文化倾向的商标注册申请如
“
春宫

、

二房
、

大地

主
、

帝国
、

黑手党
”
等 �� 多件�据 《报刊文摘》����

�

�
�

���
。

���对有积极作用的语言变异现象采取了

比较宽容的态度
。

例如新时期始
，

有人指责
“
空姐

”

“
计生

”
等词不规范

，

现在
， “
空姐

”
一词已得到认可

，

被收人到 《现代汉语词典�修�》 ， “
计生

”
虽未进人

��现代汉语词典�修�》 ，

但 已被广泛使用
。

又如
“
的

士
” “
收银台

” ，
以其发音简洁

、

富有时代气息而被人

们接受
，

允许它们与普通词
“
出租车

” “
收款处

”
并

存
。

总之
，

新时期的规范化工作比起五六十年代来

更为科学
、

客观及有一定弹性
，

人们更多地从动态

的角度来探讨规范化问题
，

认识到语言学家既不应

只跟在后面描写
、

毫无作为
，

也不应充当语言警察
，

脱离实际
，

任意评点
，

规范化的 目的在于使词汇的

发展既健康规范又丰富活跃
。

五
、

词汇 系统因素

成员相互作用
、

相互影响
，

推动着词汇的发展
。

下

面举例说明
。

“
食油

”
和

“
石油

”
是一组同音词

，

由于在 口语中

容易发生听觉上的混淆
，

所以
“
食油

”
就改换成

“
食

用油
”
以资区别

。

类似的还有
“
邮票

”
和

“
油票儿

”

�后者加以儿化以资区别�
、 “
期中

”
和

“

期终
”
�后者

改为
“
期末

”
以资区别�

。

“
病院

”
和

“
医院

”
原是一组等义词

，

后来词义出

现了分化
， “
病院

”
成为指

“
专治某种疾病的医院

”
的

专称
，

如
“
结核病院

” “
精神病院

”
等

。

等义词调整的

另一种情况是淘汰
，

如
“
智齿

”
和

“
智牙

’ ，�、 “
阿拉伯数

字
”
和

“
阿拉伯数码

”
从前都收人到 《现代汉语词

典》 ，

而在《现代汉语词典�修�》中每组的后一词都
被删减

。

“
近视

”
和

“
远视

” ，

在《国语辞典》中只收有它们
的原义

。 《现代汉语词典》中 “
近视

”
有了

“
比喻眼光

短浅
”
的新义

，

受
“
近视

”
比喻义的影响

， “
远视

”
起了

连锁反应
，

也增加了相对的比喻义
“
眼光远大

” ，

并

收人到《现代汉语词典�修�》中 。

“

组��
，，

在英语中有三个义项
�①字母表 �②基

础知识 �③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时刻表 。

而进人到汉

语词汇中
，

由于受到汉语语义系统的制约
，

只保留

了第二个义项
。

以往在分析影响汉语词汇发展因素时
，

多是从

社会方面着手
，

从词汇系统内部方面探讨的较少
。

而
“
这种分析

，

对词汇
、

词义系统的说明很有价值
。

这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领域
。 ” ⑦

以上
，

我们从社会
、

认识
、

语用心理
、

语言政策
、

词汇系统五个方面分别探讨了建国后影响词汇发

展变化的因素
。

其实
，

词汇发展变化往往是多种因

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

如何把影响词汇发展变化的

这些因素更加细致地揭示清楚
，

是今后词汇研究中

不可忽视的一个任务
。

词汇系统本身对词汇发展也有重要影响
。

一

方面
，

词汇是以数以万计的词汇成分聚合而成的开

放性系统
，

各个成员之间的相互制约性是 比较弱

的
，

因而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
。

另一方面
，

词汇成

员毕竟不是一盘散沙
，

而是处于语音
、

语义
、

结构
、

功能各方面的联系之中
，

在这种种联系之中
，

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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