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10年新词语研究述评
刁晏斌　盛继艳

（辽宁师范大学 中文系�辽宁 大连　116029）

●

摘　要：这里从4个方面对近10年来的汉语新词语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述：新词语的本体研究；新词语的多
角度研究；新词语词典的编纂及其研究；几点看法�包括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和今后应当加强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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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n the Study of New Vocabulary in the Past Ten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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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provides a summary and a review on the study of new Chinese vocabulary in nearly the past ten years in four aspects：1）
the study on the body of the new vocabulary；2） a multi－perspective study of the new vocabulary；3） the compilation and the study of dictio-
naries for the new vocabulary．Additionally�the paper points out some weak points on the stduy to be corrected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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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汉语新词语研究�经过众多学
者的努力�业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在新世纪之初�我们有
必要对这方面的研究作一回顾和总结。

一、新词语的本体研究
进入20世纪90年代�新词语本体研究的论著相对减少�

但学者们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新词语的界定、特点、
产生途径、构词方式及其分类等方面都作了进一步探索。

1．新词语的界定
对新词语的关注�应首推1984年吕叔湘先生的《大家来

关心新词新意》（《辞书研究》1984．1）和陈原先生的《关于新
语条的出现及其社会意义－－－一个社会语言学者在北京街
头所见所感》（《语言研究》1984．2）�此后�新词语渐渐引起了
众人的重视。近10年相关的主要论著有：姚汉铭的《试论新
词语的界限》（《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94．2）；刘瑞丽的《新词
语初析》（《语文研究》1998．9）；周永惠的《新时期汉语语汇的
变化》（《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9．3）等。此外�还有一些观点
散见于其他相关论著中。

（1） 传统词汇学的观点。认为新词语一般指的是为了适

应社会生活的变革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利用已有的构词
材料�按照汉语的构成规律新创造出来的词和语。这种观点
见于周文。文中说新词是“新创造的词�它从意义到形式都
应该是新的”。

（2）新词语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往汉语中没有的�新
时期里随着新生事物、新观念、新制度的产生而产生的词语；
一种是以往汉语中有的�但是在新时期的语言交际中增加了
新的义项�并且该义项以较高的频率被使用的词语。如王铁
昆先生所说“新词语是指一个新创造的或从其他语言中借用
过来的词语�也指一个产生了新语义的固有词语�这里的
‘新’是相对概念�有一定的时限性在起作用。其中�‘新创造
的’既包括代表新事物、新概念的词或短语�也包括不表示新
事物、新概念的词语的新构成。” ［1］

（3）新词语包括三种形式：全新词语；旧词赋新义；旧词
语复活。持有这样观点的学者比较多�如姚汉铭、刁晏斌
（《新时期大陆汉语的发展与变革》（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
公司1995．6）、萧雁（《新时期汉语新词的出现与新时期社会
心态》�《徐州师范学校学报》1991．4）等。如姚氏所说：“新词
语包括：从未出现过的；建国前存在�建国后几乎消失�近几

－ 68 －

● 收稿日期：2002-08-18
作者简介：刁晏斌（1959-）�男�山东烟台人�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现代汉语史及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盛继艳（1977-）

女�辽宁鞍山人�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第26卷第1期
2003年1月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26　No．1
Jan．　2003



年复活的；一直存在�但近来新意义高频率地出现的。” ［2］
上述三种观点自然各有道理�但是我们认为�对于新词

语�不妨采取从宽的态度�即如萧雁所说：“新词语是广义的�
与其失之于严�无宁失之于宽”。

2．新词语特点研究
这方面的成果比较多�如朱永锴、林伦伦《二十年来现代

汉语新词语的特点及产生渠道》（《语言文字应用》1999．2）；
（伍玉婵《当代汉语新词语特点浅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1．3）等。伍文从宏观上概括了新词语的特点；朱、林文章
则是从构词角度切入�兼顾了新词语的自然搭构、修辞及语
用等因素�归纳并阐释了新词语的九个特点。

除了论文外�刁晏斌的专著《新时期大陆汉语的发展与
变革》中对新词语的特点也有专章论述�指出新词语数量庞
大；来源相当广泛；形式丰富多样；出现了许多能产的构词成
分；在强势方言的作用下�出现了大量的带有地方特色的新
词语；生灭的周期缩短等。

3．新词语的来源及产生途径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多�如朱永锴、林伦伦《二十年来现

代汉语新词语的特点及其产生渠道》；周洪波《修辞现象的词
汇化：新词语产生的重要途径》（《语言文字应用》1994．1）；语
用所“新词、新语、新用法研究”课题组《整理汉语新词语的若
干思考》（《语言文字应用》1993．3）；姚汉铭《论新词语的文化
分布、产生途径及成因》（《曲靖师专学报》1990．3）等。其中
朱、林两位和姚汉铭的论文谈得较好。朱、林概括了新词语
产生的四大渠道�即新外来词的吸收�旧词语的复合�旧词语
的新义新用�方言词语的吸收。姚文的视角有所不同�它主
要着眼于新词语的构成�指出了十条途径。

除上述几方面外�对新词语本体的研究还包括构词方
式、类别划分以及具体词语的考释等方面。

其中由词语考释而引发的�对海外汉语词语及其与大陆
汉语新词语的关系、新外来词语等问题的研究�就一直是新
词语研究中的热点。

相关的专著如刁晏斌《差异与融合－－－海峡两岸语言应
用对比》（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5）。本书第二章专论词汇�
从词汇的差异类型、差异分析、差异原因和词汇融合这四方
面进行论述海峡两岸词汇的差异与融合。汤志祥《当代汉语
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90年代中国大陆、香港、台湾
汉语词语现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3）运用了跨社区
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描述了当代汉语的共时现状以及两
岸三地不同社区之间的语言变异�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
都有独创性。对于新外来词语的研究�学者们有的主要从新
词语本体进行考察�有的则主要就其社会心理层面进行
探析。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网络词语研究也越
来越受人关注。比如对网络词语特点的研究�有观点认为网
络词汇几乎都是新生词语�网络词语使用范围较为确定�网
络词语多是运用了修辞手段构成的。上述观点分别见于余

开亮《网络语言现象》（《社会》2001．1）；宗守云《与电脑有关的
“虫”》（《语文建设》2000．4）；邝霞《网络语言－－－一种新的社
会方言》（《语文建设》2000．8）等。这方面研究为时尚短�到
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更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成果。

二、新词语的多角度研究
本体研究之外�人们还对新词语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多

方面的研究�同样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其中最主要的
有以下两个方面。

1．社会语言学的研究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新词语进行研究�这一直受到很

多人的重视�如姚汉铭《新词语中的对外开放印记》（《广西师
范学院学报》1997．1）；萧雁《新时期汉语新词的出现与新时期
社会心态》（《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91．4）；荆莉《新新人类和
他们的流行语》（《语文建设》2000．5）等�即为这方面的成果。
姚文用丰富的材料�比较全面地描绘了我国对外开放制度下
产生的大量的新词语现象；萧文则通过考察大量新词语的理
性义和色彩义来探析其产生的原因�如“商业导向”“求新求
变的心态”“民主宽容�道德更新的心态”等社会心态。

相关的专著如陈建民先生的《中国语言与中国社会》（广
东教育出版社1999．12）�本书第二章“语言与社会共变”中�
就讨论了“新词语与社会生活”等问题。

2．规范化问题研究
新词语的产生是语言发展的必然�但是�在其数量猛增

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不规范的形式�而相关问
题研究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如沈怀兴《汉语词汇规范问题的
思考》（《语言文字应用》1998．2）；周自厚《也谈词汇规范化的
原则》（《语文建设》1998．8）；姚汉铭《试论新词语与规范化》
（《语文教学与研究》1995．1）；王铁昆《新词语的规范与社会心
理》（《语言·社会·文化》语文出版社1991．1）；于根元《新词新
语和语言规范》（《语文建设》1995．9）等。

于文强调了规范化的重要性�追思近几年的新词语规范
化工作�以“三观”�即“追认观”“阶段观”和“规范观”描述了
众家对词语规范化工作的三种态度�并指出前两者即“追认
观”和“阶段观”是不科学的；沈文则对词汇规范化问题作了
比较客观和理性的分析�结论是应当遵循社会语言学的观点
搞语言规范化�尤其搞词汇规范化不仅强调方法的科学性�
而且更要重视具体工作的社会效果；姚文以陈原先生的“社
会语言变异”说和“社会语言规范”论为理论基础�阐释了新
词语与规范化是处在一对矛盾中的孪生兄弟�作词汇规范化
工作必须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其切入点有三：如何看待规范
化问题；新词语与生造词语的界限；词语的新用法和语法规
则问题。文中还提出了新词语规范化的四条原则：填空性原
则、明确性原则、效率性原则和互补性原则。文章认为在这
四项原则中只要突出地符合某一条原则�这个新词语便可成
立�四条原则是同等重要的�它们之间是选择关系。

除上述两方面之外的其他角度的研究也有一些�比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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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预测研究�就颇有创意。所谓新词语预测�就是根据已
有的词语�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哪些相关的新词语。周
洪波《新词语的预测》（《语言文字应用》1996．2）一文指出�词
语的预测“显示的是一种可能性�但要成为现实性�还涉及语
言外部（如社会文化条件）和内部（如语言自身的调节）诸因
素。”对此进行研究�可以使学者们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主动地
位去研究新词语现象�并更好地对其进行规范化。

三、新词语词典的编纂及其研究
近10年来�新词语词典的编纂和出版势头依然不减�不

但数量多�而且品种也越来越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类型：

一是汇集各类词语的。如李达仁等主编《汉语新词新语
词典》（商务印书馆1993．7）�周洪波主编《精选汉语新词语词
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1）�林伦伦等《现代汉语新词语词
典》（花城出版社2000．4）等。

二是扣住“流行”的。如熊忠武主编《当代中国流行语
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4）�周一民《北京现代流行语》（北
京燕山出版社1992．12）�阮恒辉、吴继平《上海话流行语辞
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6）�郭大松等主编《五十年流行
词语》（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2）等。

三是编年体的。如于根元主编《1991汉语新词语》、
《1992汉语新词语》（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刘一玲主编
《1993汉语新词语》、《1994汉语新词语》（北京语言学院出版
社）�宋子然《汉语新词新语年编（1995－1996）》（四川人民出
版社1997．7）等。

四是单收某一方面词语的。如刘一玲主编《当代汉语简
缩语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3）�刘涌泉《字母词词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7）�于根元主编《中国网络语言词典》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6）等。

五是大陆与海外词语对比词典。如黄丽丽等《港台语词
词典》（黄山书社1997．7）�魏励等主编《大陆扩港澳台常用词
对比词典》（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12）等。

总的说来�大量各类新词语词典的编纂和出版�既反映
了新词语研究的兴盛�同时也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并且其中
也不乏质量很高的上乘之作�但是�也有不少词典存在着这
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问题还比较多、比较严重�其中比较带
有普遍性的问题如收词界限不清�收词范围过宽�重复较多�
缺乏特点和新意等。

近10年中�还出现了一些关于新词语辞书编纂研究的
论著。如李建国的《论新词语研究与辞书编纂》（《辞书研究》
1996．3）和《再论新词语研究与辞书编纂》（《语文建设》1997．
11）两文。后者在总结《现代汉语词典》编纂的历史经验的基
础上�阐释了科学性、规范性新词语词典应处理好的四个原
则�即自发规范与自觉的原则、感性规范和理性规范的原则、
柔性规范和硬性规范的原则、隐性规范和显性规范的原则。

这方面的研究还有不少是以书评的形式发表的�如王铁昆
《简评〈1991汉语新词语〉》（《语言文字应用》1993．11）；季恒铨
《新词新语词典编纂的新收获：读〈1991汉语新词语〉》（《语言
文字应用》1993．1）；彭泽润《简议〈新词语词典〉》（《辞书研
究》�1990．3）；汪耀楠《评〈新词新义词典〉》（《语言教学与研
究》1991．4）等�大致都由某一部词典入手�品评得失�阐述己
见�时有创获。

四、对近10年新词语研究的几点看法
1．成就巨大
这主要表现在研究的学者多、范围广、角度多等方面。

新词语的研究吸引了许多人�形成了老中青齐上阵的喜人局
面�研究范围也拓展到新词语的界定、特点、产生途径、发展
趋向等各方面的全方位探析。这一时期�新词语的研究角度
也丰富多样�涉及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社会语言学、文化
语言学、比较语言学�语言变异、语言规范等许多方面。

2．尚存不足
我们认为�近10年新词语研究中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三

多三少”上：
一是事实的描写多而理论上的总结和阐述少�即微观的

分析有余而宏观的概括不足；二是传统方法用得多而现代语
言学理论和方法用得少�因而少有经典性的、创新性的论著；
三是论文多而专著少�这样�往往很难就某一个或某几个问
题进行全面、深入和系统的阐述。

3．今后新词语研究应加强的几个方面
针对上述的“三多三少”�我们着重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应当注重在宏观上把握新词语的产生及其发展的

历史脉络�并且重视理论和规律的总结；
第二�多引进、借鉴和吸收现代语言学的方法�多向邻近

学科（比如语法学）学习�从而提高研究的水平和档次；
第三�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总结�先写出概论性的著作�然

后写出更高水平的专著；
第四�更新研究手段�比如建立并充分利用大规模真实

文本的语料库�更多地进行田野调查�积极采用形式化的手
段�如数字、模式、图表等；

第五�加强合作�这方面也是大有可为的�比如不同地区
的学者合作�建立新词语观察地点�对新词语的产生和传播
过程进行实时跟踪�然后再汇总研究�合作编纂新词语的编
年词典和大规模、高水平的新词语大词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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