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旧词———“语言的遗迹”

“几千年来, 有文字记录的人类社会无时无刻不

在变动中。某些社会变化已经发生过了, 某些现象或

者早已消失了, 甚至也没有留下什么实物可以探究

了, 但是这些事物必然或多或少, 或直接或间接保存

在语言中”, 这就是所谓的“语言的遗迹”。[1]231 正因

为如此, 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们才可以通过对这些

“遗迹”的研究和考察, 推断出当时的社会情景, 为后

人提供有力凭证。

在汉语中, 姑且不论具有几千年历史的甲骨文,

就近代而言, 一大批极具“社会时代特色”的“文革词

汇”便是那个“革命无罪, 造反有理”动荡年代的最好

见证。有学者将这些“文革词汇”的特点归纳为:“幼

稚的浮夸性”、“军事用语普泛化”以及“损害人格尊

严的污辱性”等等[2]。纵观这些特点 , 无一不是那个

年代社会发展最真实、最直接的反映。1.幼稚的浮夸

性。由于“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左倾幼稚病”

的集中表现, 因此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幼稚狂热的

革命崇拜现象, 凡是与革命有关的事物几乎都冠以

“红”字开头 , 如“红太阳”“红卫兵”“红小兵”“红司

令”“红色兵团”“红色河山”等等 , 真可谓“祖国山河

一片红”。2.军事用语普泛化。由于“以阶级斗争为

纲”的思想深入人心 , 军事用语成为社会时髦 , 放眼

全国无处不是战场, 无处没有战斗。上至党中央的

“炮打司令部”, 下至各行各业( 如“工业战线”“农业

战线”“卫生战线”“教育战线”等等) , 几乎所有的社

会成员都成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战士( 如“钢铁战

士”“石油战士”“白衣战士”“红卫兵战士”等等) , 投

入到这场“三两战争”中去(“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

条战线”) 。3.损害人格尊严的污辱性。为了显示彻底

的革命精神和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 对所谓的“走资

派”实行彻底批斗。因此大批带有污辱性、谩骂性的

词汇便就此形成 , 如“黑五类”“牛鬼蛇神”“狗崽子”

“毒苗”“小爬虫”等等。

时至今日,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却很难再看到类

似“文革词汇”的出现。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词汇赖

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早已改变。随着历史的“拨

乱反正”, 十年的“文革岁月”最终落幕 , 社会生活也

逐渐恢复正常。因此, 失去社会环境支撑的“文革词

汇”也自然而然地退出历史舞台 , 退出人们生活 , 进

而被另一批代表新生事物、新生现象的新词汇所取

代, 但“文革词汇”却不会因为这样而永久地消失。相

反, 作为社会历史的一种“痕迹”, 作为对当时社会历

史的一种“见证”和“记录”, 它们在语言中仍占有一

席之地, 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词汇”也是汉语众多

“语言遗迹”中的一种。也许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 ,

尽管没有亲身经历过“文革岁月”, 但仅从这些已成

为“旧词”的文革词汇中 , 人们能或多或少地从中感

受到那种岁月的动荡与不安, 能想象推断出当时社

会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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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词———新生事物、新生现象的代名词

所谓新词是指“新出现的, 符合民族语言构词法

则的, 表义明确而能进行交际的词语”[2]。新词是相对

于旧词而言。随着社会不断发展, 社会生活的各个领

域必然会出现许多不同于以往的新生事物和现象 ,

而旧词已经无法完成表述、称谓功能, 因此迫切需要

创造出与之相对应的词语, 使之承担起交际重任。

从上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至今, 短短的二十几

年间 , 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科技等领域都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反映到语言中便是一大批“新

鲜”词汇。例如 , 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使得“改革”“开

放”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代名词; 不断兴起的

“炒股热”“基金热”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谈论的热衷

话题; 娱乐业的兴盛让众多青少年成为忠实的“粉

丝”, 而日本、韩国娱乐事业的异军突起, 又在中国刮

起了强烈的“日流”和“韩流”,“哈日族”“哈韩族”应

运而生。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网络语言”的发展。科学技

术的日新月异将人类社会带入一个全新的“信息网

络时代”。随着网络交流日益普及, 一种新的语言现

象———“网络语言”迅速发展 , 融入到人们日常生活

中, 成为语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广义而言, 这

些“网络语言”可以大致分为 : 与网络有关的特别用

语、专业术语和网民常用词语和符号。[4]

1. 与网络有关的特别用语 : 网民、网友、网虫、

网站、网吧、网址、网页 ⋯⋯

2. 专业术语 : 鼠标、硬件、软件、病毒、宽带、上

网、登陆、下载⋯⋯

3. 网民常用词语和符号:“美眉”是指网上的美

女;“斑竹”也和竹子没有任何联系 , 而是指“版主”,

即 BBS 管理员;“大虾”不是室餐桌上的油焖大虾 ,

而是指“大侠”, 即网络高手等等。而除此之外, 数字、

符号语言也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 当

你伤心时 , 你可以向对方传去“5555”( 呜呜呜呜) 的

哭声, 当你生气时, 你也可以来句“7456”( 气死我

了) , 当屏幕上突然跃出一个“886”( 拜拜了) 时, 你不

得不终止和这个网友的交流,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键

盘组合出不同的表情符号传递给对方 , 如 :- )( 笑

脸) 、^ o (̂ 真开心) 等等。

是这些符号和数字, 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传

统语言的认识 , 不但具有生动风趣、简洁明了、个性

化色彩强的特点, 而且总是在不断创新, 并借助网络

技术迅速传播、流行开来, 深受网民青睐。

纵观这些新词语 , 正如陈原先生所说的那样 ,

“凡是社会生活出现了新的东西 , 不论是新制度、新

体制、新措施、新思潮、新物质、新观念、新工具、新

动作 , 总之这新的东西千方百计要在语言中表现出

来 , 不表现出 来 , 那就不能在社会生活中起交际作

用”[1]212。因此, 新词的出现正是反映语言和社会结构

这一“共变”的过程。当然, 我们所说的“新”也是相对

而言, 有一个“时间性”, 并不是指永久性。随着时间

推移 , 今天所谓的“新词”也将逐渐成为明天的“旧

词”, 也必将被更新的词汇所取代 , 而语言正是在这

种不断的“推陈出新”中得到充实和发展。

三、外来词———不同语言、文化接触、融合的产

物

在词汇发展过程中 , 外来词的出现和“繁荣”已

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语言现象和趋势。随着国际

间合作交流日益频繁, 不同国家、民族、文化、语言间

的接触也日益增多, 大批具有各自民族文化特色的

“外来事物”“外来现象”接踵而来 , 并逐渐融合到另

一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去。然而, 由于此前该民族语言

中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语, 因此向别的语言借用

一些本身所没有、而社会生活发展又要求它非有不

可的词汇是势在必行。许多语言学家都指出, 任何一

种语言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 , 人们要交际、要交流 ,

就需要从其他语言中不断地吸收养料, 吸收新的东

西。外来词便是这一过程的产物。

( 一) 以汉字形式出现的外来词

对 于 一 些 外 来 词 , 汉 语 往 往 通 过 音 译 ( 如

“coffee”———咖啡) 、半音半译( 如“ice- cream”———冰

淇淋) 或意译( 如“generation”———代沟) 等方式来处

理 , 使大部分外来词基本脱离原有的“字母形式”而

转化成中国人易于接受的“汉字形式”, 便于这些词

语在社会生活中的使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和某些

只是昙花一现的词语相比, 凡是和人们日常生活密

切相关的外来词, 就越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潜进人们

语言的基本体系中, 成为语言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 这些词已经在社会生活中落地生根, 无论

是音译也好 , 半音半译也好 , 还是意译 , 总之它们失

去了原有的“异国情调”, 完全融入到汉语的语言体

系中, 在大大丰富汉语词汇的同时, 也使得几乎所有

的社会成员都辨认不出其“真实身份”。尤其是那些

关于饮食的词汇 , 由于和中国“泛食主义”的文化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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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相吻合, 所以更能在汉语中立住脚跟, 显示出强大

的生命力。如今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咖啡(Coffee)、牛

奶 (Milk)、巧克力 (Chocolate)、蛋糕 (Cake)、面包

(Bread)、饼干(Biscuit)为何物 , 也很少会 有人去追寻

这些饮料、食品的原产地在哪儿、何时传入中国、原

名又是什么。其原因就是这些饮料、食品早已为中国

人所接受和喜爱, 并成为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

西, 渐渐融入到汉语语言和文化之中, 故而人们也就

理所当然地将它们视为“国产货”而非“进口货”。

( 二) 保持“原形”出现的外来词

当然 , 除大部分以“汉字形式”出现的外来词之

外, 仍有一些外来词汇保持其原有的“字母形式”。出

现这类情况的原因也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例如 ,

WTO、GDP、IT 等一批国际通用词汇在国际合作和

交往中频繁出现, 由于这些词汇已经得到国际社会

广泛认可 , 具有一定的国际性、标准性和规范性 , 不

宜改动; 另外, 这些词汇的中文译文有时显得较为复

杂, 难以被大众接受。因此, 沿用其原有形式, 既可以

同国际接轨, 保持一致性, 又便于记忆, 且朗朗上口,

可谓一举多得。如:

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贸易组织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国内生产总值

IT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信息科技

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 时下的青年人口中时不时

地会“蹦”出一、两个英语单词, 如“Hi”( 嗨) 、“Please”

( 请) 、“Bye- bye”( 再见) 、“Thank you”( 谢谢) 、“Good

Night”( 晚安)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Merry

Christmas”( 圣诞节快乐) 、“My God”( 我的天) 等等。

出现这种情况, 是和积极、大力地推广英语教育分不

开的。随着中国正式加入 WTO 以及 2008 年奥运会

将要在北京举行, 社会对全民, 尤其是对年轻人的英

语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后中国还将要面对、参与

更多的国际交流和合作, 个人的英语水平也必将成

为新世纪人才的一项基本技能, 成为一种潮流和趋

势。为了适应这一要求, 适应将来日益激烈的竞争,

适时地讲一些简单的英语既符合年轻人追求时尚的

心理, 又有利于创造良好的语言环境, 培养良好的语

言习惯 , 何乐而不为呢? 难怪要忍不住“Show”( 表

现) 上一回。

综观词汇发展过程, 无论是旧词消失, 新词诞生

还是外来词的引进与融合, 无不体现出语言和社会

的“共变”关系。社会生活的变化必然会引起语言, 特

别是词汇的变化, 而语言的变化又必然会反映出社

会生活的变迁 , 语言正是在这种“共变“的过程中不

断前进发展的, 永远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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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guage is closely tied to society. Language is formed and chang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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