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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新增词语理据初探

张玥

（郑州大学，河南省郑州市，450000）

摘要：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政治、经济、文化的日新月异，许多新词语不断地

融入我们的生活。新词语的产生和构造通常是有根据的。本文以《现代汉语词典》新增词语为例，试从本

义溯源、词源分析、语素对比这三方面对新增词语的理据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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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汉语中新增加了许多新词语。近几年，汉语中的新词语

每年大约 1000 条左右。2005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中新词语就有将

近 5263 条。可见，新词语的数量正逐年增多，这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对新词语进行进一步

的研究。新词语一般分为两类，广义的新词语指新创造的词语，还包括固有短语产生的新义；

狭义的新词语专指新创造的词语。本文的新词语则指的是广义的新词语，并且分析这些新词

语的词义理据，旨在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陌生的新词语。

一、现代汉语新增词语的来源

《现代汉语词典》的新增词，全面反映了现代汉语词汇的特点，积极而稳妥地收录了

各个方面来的新词。这些新增词主要来源于普通话新造词、吸收方言词、吸收外来词、吸收

行业语、吸收古语词和缩略语。

（一）普通话新造词

普通话自身产生新词的能力很强，《现汉》新增加词大部分都是普通话中产生的。例如

“社保、实名制、双轨制、节能灯、救生服、洗衣粉、休闲装、遮阳镜、安全带、安全线、

办事处、电视塔、教唆犯、检察官、虚荣心、想象力、晚餐、棋坛、政坛、建设性、公司制、

记名制、上班族、非处方药、看亮点、软任务、软科学、双休日、平台”等。

（二）吸收方言词

我国内地各方言及港台语也是普通话新词的重要来源。一方面来是自内地的各方言。例

如“档位、碟机、二奶、老爹、内当家、土老帽儿、小核桃、油鬼、摊档、秦椒、山鸡”等；

另一方面是来自港台语。例如“警匪片、洁具、写字楼、线报、线人、网路、智障、义工、

愿景、资讯”等。

（三）吸收外来词

国内国外文化相互碰撞，彼此之间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产生了一批反映时代变革的新

词新语，现代汉语便随着这一时代发展而吸收了大量外来词。这些外来词有一些是以音译的

形式吸收进来。例如音译进来的“贝尔、福尔马林、咖啡因、可乐、康乃馨、曲奇、沙丁鱼、

法兰绒、比萨饼、土司、卡丁车、贝雷帽、夏娃”等；还有一些是直译进来的例如“路演、

猎头、热键蓝牙、人气”等。

（四）吸收行业语

有一些词语是社会上某一行业的专门用语，但是由于科学知识普及或其他原因，这些行

业语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成为一般的流行词语。例如“独角戏、京派、内功、前台、

脉搏、急诊、救护、板块、拐点、红牌、黄牌、时间差、兴奋剂、方阵”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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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吸收古语词

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关系密不可分，许多古旧语词汇已经随着历史的发展留在 了它所

存在的那个时代，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在一些特定的文体和特殊的语境 中，一些古旧词

语还在使用。比如在近年流行的历史题材的戏剧和电视剧里，古 旧词语就用得更多一些。

这部分词从狭义上来讲，没有产生新的词义或用法，只是由于长时间销声匿迹，而新近又起

死回生。现代汉语是由古代汉语发展来的，它们之间并没有不能逾越的鸿沟。第五版词典的

新增词中就有一些是重新使用的古语词。例如“凡间、打更、申论、郡主、九族、皇亲、赤

眉、惊堂木、上谕”等。

（六）缩略词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交际中话语要求简洁精练，另一方面语言本身的经济原则

也要求语言尽量简化，这就产生了一些缩略词。例如“公交、博导、硕导、供销社、电邮、

航母、国税、交警、社保、央行、私企、显示卡、乡企、高干、高知”等。还有一些是与数

字结合的缩略语，例如 “三包、三农、四化”等。

二、现代汉语新增词语的理据

词的产生往往建立在原有词的基础之上，即词语的产生是有一定理据的。词的理据是指

事物和现象获得名称的依据，即语义、事物、现象与命名之间的关系，也叫内部形式。大体

说来，汉语词汇的积累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原生阶段、派生阶段和合成阶段汉语词。词

汇在原生和派生阶段都是以单音节为主的。汉语的构词元素积累到了一个足够的数量，为合

成造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现代汉语是高度发达的语言，具有很强的创造新词语的能力。现

阶段人们主要用语言中现有的材料合成创造新的词语。语言词汇的发展就像滚雪球一样，一

个新的语素义一旦被使用者内化，它也会迅速成为构成新词的语料。也正是基于这一特点，

对于《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新增词语，我们可以依据本义溯源法、词源分析法和语素对比法

进行探析。

（一）本义溯源法

在对新词语的理据进行探究时，归根到底要对词语的本义展开溯源。我们知道现代汉语

的词语本身就具有其特点，在现代汉语中一个词是往往有多个义项的，有词最原始的意义，

有最常用的基本义，有在本义或基本义的基础上通过推演发展而产生的引申义，还有借用一

个词的基本义来比喻另一种事物所产生出的比喻义。因此只有了解了词语的本义或者说核心

义才能更好的掌握其在原来词义的基础上引申、比喻出新的意义。例如以下词语：

1.版本

“版本”一词是最初指同一部书籍因编辑、传抄、印刷、装订等不同而产生得不同本子。

如例句：“该书很快传入国内，一时间洛阳纸贵，版本众多。”该词出自《宋史·儒林传一·崔

颐正》：“咸平初，又有学究刘可名言诸经版本多舛误，真宗命择官详正。”究其缘由，“版”

是简牍时代以木制作的书籍的一种形制，印刷术版本发明后，用以印刷书籍的木版也称版。

书称“本”，始于西汉刘向父子校理国家藏书。因此“版本”一词的本义是与书籍有关的，

因为在雕版印刷术发明后，书籍多以印刷形式流传，版本一词，大多指书籍的雕版印本。在

古代书籍是要历代流传的，因为有限的条件，一部书籍，无论是经抄写、刻印或其他方法制

成，由于时代、地区、条件、写刻人等有所不同，各种本子之间，必然产生差异而具有不同

的特征。因此由于这一因素，随着时代的发展，版本从一开始的专指书籍到后来开始应用于

影视、软件等事物上，形容对象相同但介绍方法等不同的两个事物，即指同一事物的不同表

现形式或不同说法，例如：“这部小说很受欢迎，既有电视剧版本的也有电影版本的。”

2.水货

“水货”一词最初是指水路运输的走私货。“水货”一词的由来，是因为早期走私者为

逃避关税等原因，将国外船运过来的商品用塑料袋等密封好后投入约定的浅海中，再从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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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小船到该地点将货物取走，所以走私物品及非正常渠道销售产品都叫“水货”。也正是由

于这些走私货是非正常渠道的商品，同市面上相同价格的商品便宜很多，故而很有市场，但

这类进过水的商品往往会产生一些质量问题，因此老百姓特将这类质量问题商品称为“水

货”，所以慢慢的“水货”一词就更多的指假冒伪劣的劣质产品，而这一意思也是为大多数

人所使用的意思。此外，除了形容产品劣质，“水货”还可以用来表示名不符实的人，或者

说没有发挥出正常水平，有时还可以简称“水”，例如“你的水平也太水了吧”。

（二）词源分析法

在对新词语的理据进行探究时，深究该词的词源是很有必要的，词源指的就是词的形式

和意义的来源，了解了该词形式和意义的来源便能更好的理解词语并拓展出更多的同源词。

例如以下词语：

1.行货

该词在使用时人们都只知道是与“水货”相对而言的，顾名思义人们也就会认为“行

货”是质量好的产品，但究其词源并非如此。“行货”是有两个义项的，其一是为人们所熟

知的，指的是通过正常途径进出口和销售的货物，主要用来指经过合法的报关手续等正规渠

道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境外商品。这一用法是与“水货”相对而言的。“行货”原为“旱

货”，与“水货”相对应，大陆尚未完全开放时香港作为通商口岸，正规商品由陆路进入，

是为“旱货”；走私商品从水上进入，是为“水货”。但由于方言音的区别，语音一转变，

“旱货”就逐渐演变为“行货”。

其二，就是不为人们所知晓的一层含义指的是加工不精细的器具、服装等商品。“行”

可指物品粗劣不精。《周礼·地官·胥师》：“察其诈伪饰行儥慝者而诛罚之。”王引之《经

义述闻·周官上》：“古人谓物脆薄曰行。”汉王符《潜夫论·浮侈》：“以完为破，以牢为

行。”汪继培笺：“古者谓物不牢为‘行’。”故“行货”可指粗劣之器具或商品。元薛昂

夫《朝天曲》：“传国争符，伤身行货。”清平步青《霞外攟屑·释谚·行货》：“越俗以货

之次者为行货；其上者曰门货。”

2.工薪族

其一，该词的来源是外来词，主要指生活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工资收入的群体。在过去，

这一群体有着人人羡慕的“铁饭碗”，吃着“皇粮”，有固定的收入，还有许多劳动福利，

待遇和社会地位都很高，颇受人羡慕。但是十几年过去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社

会经济地位和收入发生改观，使得“工薪族”一词开始流行，但该词却隐含有贬低，如发“不

了财”、“吃不好”的意思。可见，该词的产生不是因为它为人们所羡慕嫉妒的待遇和工资，

而是几乎成了贫穷的同义语，为人们所使用颇有自嘲和贬损的意味。究其根本缘由就是因为

社会在不断发展，经济也在不断进步，工薪阶层的社会地位日益下降，随之替换的是企业家

和“大款”，当然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这些企业家和大款也毕竟是少数，占比最多的仍然是

工薪阶层。

其二，“族”，本义是箭的锋端，即箭头。到后来人们把聚集在一起的箭头称为“族”,

便有了有聚合、丛聚的意思。现在逐渐引申为把具有同类特点的一些事物的集合也称为

“族”。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形成了一种构词能力极强的“某某族”的词语形式。

除了“工薪族”之外，还有的“月光族”是指每月赚的钱还没到下个月月初就全部用光、花

光的一群人；“上班族”是指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需要按时上下班的一群人；“打工

族”是指为别人打工获取生活资料的一群人；“流浪族”是指没有固定工作，生活无保障在

外漂泊的一群人；“考研族”是指为了考上研究生而努力读书的一群人等。

（三）语素对比法

通过对新增词语进行语素的对比和替换，就能更加清楚该词产生的理据，并且深刻理解

词语的含义和用法。例如“讯话”一词，“讯”字本义指拷问罪人，最早见于甲骨文，早期



http://www.sinoss.net

- 4 -

甲骨文像一人反缚其手，临之以口，会审讯之义，晚期甲骨文在反缚的双手上加上绳索，缚

义更为突出，因此“讯”义多于罪人有关。《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讯，问也。从言，

卂声，古文讯从卥。”可见，“讯”的本义为询问。《诗·小雅·正月》：“召彼故老，讯之

占梦。”郑玄笺：“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问政事，但问占梦。”召来元老，只询问

梦境占卜吉凶。可见，在说文解字中，“讯”所谓“问也”；而“问”所谓“讯也”。那么

词为何造出为“讯话”而非“问话”，这大概仍和两字解释和用法有关，虽然在说文中可以

互训，但仍存在区别。“问” 是形声字,从门从口,《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问，讯也。

从口，门声。亡运切。”《左传·庄公十年》“既克，公问其故。”可见，“问”的意义和

用法是相当广泛的，对于任何问题都可以适用，凡提出问题让人回答都可以 用“问”来搭

配，如问路、问题、问候等，虽然问话也成立，但与“讯话”相比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

“讯”除本义外还有其他用法如（1）问候。《于安城答谢灵运》：“绸缪结风徽，烟煴吐芳

讯。”（2）责问；指责。《国语·吴语》：“吴王还自伐齐，乃讯申胥。”（3）审问。比如：

审讯；传讯。《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使子皮承宜僚以剑而讯之。宜僚尽以告。”让华貙

用剑架在宜僚脖子上审问他，宜僚把话全说了出来。

由此可得出，“讯”和“问”二者虽然互训，均有“问”之义，但仍有区别“问”为泛

称，可泛指所有问题，而“讯”则指的是拷问罪人，这是二者最大的不同也是两个语素为何

不能替换的根本原因。

以上我们对《现代汉语词典》的新增词的理据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新词语造词理据的分

析，不仅有利于我们对新词语的构成有一个系统的认识，也有利于我们对词汇进行系统地学

习和合理地运用，更有利于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科学合理地进行词汇教学，推动对外汉语

教学地发展，更加有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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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motivation of new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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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Vocabulary is the most active element in a languag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many new words are constantly integrated into
our lives. The gener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new words are usually based on facts. This paper, taking
the new words in Xiandai Hanyu Cidian as an example, tries to probe into the motivation of the new
words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 original meaning, the etymology analysis and the morpheme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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