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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

王玉梅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客观现实的各种变化最为敏感的词
汇�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本文主要从新词的产生、原有词语翻新义和网络词语的产生三个方面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探讨汉语词汇发生变化的各种原因�认为社会的发展变化带动词
汇的发展变化�词汇的发展变化又有力地折射着社会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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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对客观现实的各种变化最为敏感的词汇�也
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词汇的发展变化主要体现在新词不断地产生�旧词不断地消亡；同时�词的
语义内容和词的语音形式也不断地发生变化。” ［1］其中 “新词不断地产生 ”和 “原有词语翻新义 ”以及
“网络词语的出现 ”又是三十年来词汇发展变化最突出的表现。

一、新词语的产生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大量的新词新语不断地涌现�着实令中国的老百姓应接不暇。新词语的来源

是多方面的�社会的急剧变化、经济的快速腾飞、科技的迅猛发展、思想观念的更新等都是新词语产生
的重要原因。

（一 ）反映社会制度变革的新词语
1978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制度的变革集中体现在经济体制的改革上。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产生的一大批新词是当时我国社会制度变革的最好折射。20世纪80年代中
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取代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新词语；到了20世纪90年
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则又成为社会经济体制变革的主导词�并且由 “市场 ”衍生出一大批相关
的词语�如 “人才市场 ”、“商品市场 ”、“股票市场 ”等各类 “市场 ”；由于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生产关系
的改革�汉语词汇队伍中又很自然地出现了 “民营 ”、“国有 ”、“独资 ”、“合资 ”等新词语。与此同时�
“合同制 ”、“国有企业 ”、“股份制 ”、“招标 ”、“中标 ”、“集资 ”成为各阶层耳熟能详的词语�并且�随着
改革开放的深入�原先的 “大锅饭 ”已被 “下岗 ”、“再就业 ”、“工龄买断 ”等取代。在农村体制改革方
面�1979年 “包产到户 ”这个曾在 “文革期间 ”遭到激烈批判的词语重被提起�并赋予了新的内容�同
时�“责任田 ”、“联产承包 ”、“专业户 ”、“重点户 ”、“乡镇企业 ”、“共同富裕 ”等也成为流行一时的新
词语。与经济体制的改革相应的是政治体制的变革�“一国两制 ”、“特别行政区 ”、“港人治港 ”等反
映的是香港和澳门回归的相关政策�“精简机构 ”、“公务员 ”、“与时俱进 ”、“三个代表 ”、“反腐倡廉 ”、
“举报 ”、“透明度 ”等体现的是我国各级政府机构的改革与管理。

（二 ）反映经济快速腾飞的新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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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反映经济生活的词语蜂拥而来。20世纪80年代�人人都知道 “万
元户 ”�到了90年代�一批勇敢者率先 “下海 ”去挖 “第一桶金 ”。上海、深圳股票交易所成立后�“炒
股 ”成为全民参与的一种经济活动�“牛市 ”、“熊市 ”时时刻刻揪着亿万 “股民 ”的心�“股市 ”风险大�
“割肉 ”、“套牢 ”、“减仓 ”令无数股民捶胸顿足、呼天抢地。生活富裕、工资收入提高�一些市民手里
有了一些闲钱�既希望通过 “理财 ”实现资产的增殖�又不愿冒风险�提心吊胆�于是到银行等金融机
构买点 “基金 ”作为一种理财方式�而银行方面�也在不断地 “加息 ”。商品买卖方面�随处可见 “会员
卡 ”、“优惠卡 ”�“促销 ”、“直销 ”等各种推销手段让消费者砰然心动�“甩卖 ”、“跳楼价 ”更是让消费者
流连忘返�但是 “传销 ”却也害了很多人。由于现金带在身上不方便、不安全也不卫生�所以近年来很
多人喜欢用 “银行卡 ”、“信用卡 ”�“自动取款机 ”随处可见�“刷卡 ”给现代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
利�一张小小的卡片走遍全中国�这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所无法想象的事。由于物价的上涨�从
2007年底开始�“物价上涨指数 ”又成为老百姓最为关心的话题。

（三 ）反映科技迅猛发展的新词语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把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到了一个重要位置�科技的高度发展�为新词的产生创

造了必要的条件。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熊猫 ”、“孔雀 ”慢慢地走进了城市百姓的家中�但也只
是 “黑白电视机 ”而已�到了90年代�在大中小城镇�“彩电 ”已经不是件稀罕物儿了�进入21世纪后�
“纯平彩电 ”成为购买者的首选�最近几年�随着家居环境的改变�住房面积的增大�“壁挂彩电 ”已成
时尚。而电视频道�已从当初架着天线接收的一两个频道发展到 “有线电视 ”的几十个频道再发展到
“数字电视 ”的上百个频道�现在�更让人惊叹不已的是�坐在奔驰的汽车上也可以享受 “高速频道 ”所
带来的愉悦。通讯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使得通讯词语也屡屡翻新。从 “固定电话 ”到 “移动电话 ”�
从 “呼机 ”到 “大哥大 ”再到 “手机 ”�科技的发展使全世界的人们真的都生活在同一个村子——— “地球
村 ”里了。如今�家家都使用 “煤气灶 ”、“抽油烟机 ”�“微波炉 ”、“电磁炉 ”已悄然走进了千家万户�很
多人家把 “电饭锅 ”换成 “电饭煲 ”了�当然�更不用提 “洗衣机 ”、“空调 ”、“吸尘器 ”、“浴霸 ”、“整体厨
房 ”、“整体浴室 ”等等科技产品了。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同样也带来了一批新词语：1999年 “神州一
号 ”�2001年 “神州二号 ”、2002年 “神州三号 ”、2002年 “神州四号 ”。提及 “神州 ”�中国人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千百年来 “神州 ”一直是中国的代称�宇宙飞船的成功发射�又赋予了 “神州 ”新的含义。至
于2003年和2005年发射的宇宙飞船�更多的则是直接被称为 “神5”和 “神6”。

（四 ）反映思想观念更新的新词语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前十年的中国人�能经常理理发、洗洗澡就已经很满足了�十年后�

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很多中国人不再满足简单的理发�他们还想 “美发 ”�请 “美发师 ”在头发上翻出
各种新花样。进入21世纪后�更多的中国人不仅追求 “美发 ”、“美颜 ”、“美甲 ”而且要享受 “美体 ”、
追求 “瘦身 ”�既要按摩�也要 “足疗 ”�真可谓从头到脚都 “美容 ”�健康与美成为新世纪中国人不懈的
追求。思想观念的更新还表现在改革开放也使得中国人变得更文雅、更有涵养了。说厕所、茅厕有失
体面�但是 “卫生间 ”、“洗手间 ”却不会让人尴尬�时代步入21世纪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游历祖
国的名山大川作为自己的休闲生活�所以外出旅游过的人都知道 “唱歌 ”的特殊含义。改革开放三十
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腾飞、教育的普及�中国人的素质越来越高�“多子多孙 ”、“传宗接代 ”
的生育观念已经渐渐远去�“计划生育 ”政策从最初的被动服从到后来的理解接受�再到现在的深入
人心历经了一个艰难而又曲折的过程�21世纪�坚决拥护 “优生优育 ”、“素质教育 ”的科学理念强有
力地验证了新世纪中国人的新思想新观念。

这些新词语涉及到中国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就像一面镜子�生动直接地反映了社会变化发展
图景。

二、原有词语翻新义
新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现代汉语庞大的词汇队伍中�很多原有词语增加了新的含义�这是由

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利用原有词语指称新事物、新思想、新认识的缘故。 “老板 ”就是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老板 ”在旧社会指的是私营企业的所有者或经营者�或者是对著名戏曲演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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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戏班班主的戏曲演员的尊称�而现在�大街小巷到处都有 “老板 ”�从大公司到小企业�从大商店
到小饭馆�从菜摊到鞋摊�各行各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无不是 “老板 ”�就连令人尊重景仰的硕士
生、博士生导师�也被其学子冠以 “老板 ”的称谓�“老板 ”一例可见当今社会人们观念变化之大。21
世纪是一个商业化气息极为浓厚的时代�经济的发展带来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这是改革开放前
十年�甚至是前二十年都无法达到的现实。 “美女 ”并非新产生的词语�但 “美女 ”的含义在近几年已
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已不是指 “年轻貌美的女子 ”了。不论长相如何�小女孩能叫 “美女 ”�年轻女
子能叫 “美女 ”�中年女子性格活泼、装扮不落伍的也能叫 “美女 ”�称呼者自然亲切�被称呼者心情愉
悦�何乐而不为？不论年龄不论相貌的 “美女 ”称呼�倘若放在改革开放初期�必会引得群情激愤�认
为是对女性的侮辱�即便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敢为人先者也寥寥无几。总之�信息时代�中国
人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念、心理需求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脚大脸丑不害羞 ”的年代早已成为
过去式�开放、包容、乐观、向上是当今中国老百姓的真实写照。

原有词语增加新义的例子还有很多�如 “下海 ”、“先生 ”、“宰 ”、“滑坡 ”、“充电 ”、“聚焦 ”、“工
程 ”、“后遗症 ”、“擦边球 ”、“下课 ”、“内功 ”、“变脸 ”、“黑马 ”等等�其中数量较多的是原有的专有名
词增加了新义。原有词语创造新义的用法�从社会功用上来讲�它迎合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反映了社
会的变革与进步；从语言系统上来讲�它在不增加词语数量的基础上�采用比喻、引申等手法�生动形
象地表述了新时代新现象新认识�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词汇。

三、网络词语的产生
“网络语言是人们在计算机网络领域中所使用的自然语言。广义的网络语言就是与网络有关的

一切语言形式�包括专业术语、常用词语、新词新语和表情视觉符号。它一般有两个层次�即基础网络
语言和交际网络语言。狭义的网络语言仅指后者。基础网络语言主要是指计算机和网络的专用术
语 ” ［2］。本文所讨论的网络词语主要是指 “新词新语和表情视觉符号 ”。网络词语的产生因计算机的
诞生、网络的出现而产生�如果没有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就不会有今天铺天盖地、千奇百怪的网络词
语�如果不了解网络�就不会理解 “ＧＧ和ＭＭ”指的 “男生和女生 ”的意思�同样也会莫名其妙于 “哈
9”、“Ｉ服了Ｕ”。这种网络词语可以说是汉语词汇的一大变异。改革开放前二十年�计算机在中国并
不普及�甚至很多人连电脑是什么样都不知道�可是�20世纪末�尤其是当中国跨入21世纪后�社会
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电脑如雨后春笋一般迅速走进了千家万户。据统计�1997年中国互联
网的上网计算机数是29∙9万台�上网用户为62万户�到了2002年�上网计算机数是1613万台�上网
用户为4580万户�2007年底�上网用户总数达2∙1亿。互联网迅猛发展�网络词语应运而生。网络
词语中的那些让人匪夷所思的新词新语和表情视觉符号的制造者主要是年轻人。21世纪的年轻人
是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们思维活跃�富有创造性�思想开放�主张个性解放�不
拘旧礼旧俗�喜欢追求新鲜事物�新世纪宽松的社会环境造就了年轻人鲜明的个性�而自由的网络环
境更为他们施展个性提供了舞台�于是就有了 “菜鸟 ”、“大虾 ”、“东东 ”、“美眉 ”、“稀饭 ”、“听ｉｎｇ”、
“9494”这些特殊的词语。
网络词语虽然主要来自青年人�但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不管它的生命力是强是弱�它的使

用人群是多是少�它规范与否�它都和词汇队伍中的其他词语一样�是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
它也同样从某个方面折射着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面貌。

社会在前进�词汇在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的发展变化必
然导致语言的发展变化�语言中最敏感最活跃的词汇又以它独特的方式见证和映射了这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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