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汉语两组词使用情况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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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两组不同类型的词在当代汉语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第一组反映的是由于词的高
频使用而在极短时间内造成的简缩和用法变化；第二组则反映了一组同义词在当代汉语中的消长变化。两
组词的发展变化都很有 “类 ” 的意义�因而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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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虐俘 ” 与 “斩首 ”
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当代许多语言现象的发展变化也相应加快�这就使得某些新的形式或用法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产生和发展�而这一点�已经成为当代语言生活中一道新的风景线。
某些语言现象的发展变化�与其高频使用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以下我们就以国际时事中曾经和正在流

行的两个词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一个词是 “虐俘 ”。很显然�这是一个简缩形式�它的原形是 “虐待伊拉克战俘 ”�中间形式是 “虐

待战俘 ”。2003年3月20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到了2004年5月�美英联军在伊拉
克虐待战俘的丑行曝光�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强烈谴责�于是反映相关事实的词语开始频见于报
端。在高频使用中�由 “虐待伊拉克战俘 ” 到 “虐待战俘 ”�再到 “虐俘 ” 的简缩过程在短短的几天内
就完成了。以下是由 《人民日报》反映出来的这一过程 （括号内为首见时间 ）：

虐待伊拉克战俘 （2004—05—02） →虐待战俘 （2004—05—04） →虐俘 （2004—05—09）
“虐俘 ” 产生后�迅速地成为最常用的形式�以下是我们在几家国内著名网站上搜索的结果：
　　　　　虐待伊拉克战俘　　　　虐待战俘　　　　　虐俘

人民网 26 15 54
新浪网 166 175 398
Ｇｏｏｇｌｅ 40000 56700 103000
另一个词是 “斩首 ”�它代表了当今词语发展变化的另一种情况�即用法的变化。但是�在以下两个

方面� “斩首 ” 与 “虐俘 ” 有相似之处：第一�也是一种趋简的变化；第二�这一变化同样也是在较短时
间内完成的。

伊拉克战争最先开始的就是所谓的 “斩首行动 ”�此后� “斩首 ” 的使用频率就高了起来�特别是虐
俘丑闻暴光以后�随着伊拉克的一些抵抗组织对外国人的绑架和杀头事件的日益增多�它更是成为一个十
分活跃的词。 “斩首 ” 早在古代汉语中就已经出现� 《现代汉语词典》也收为词条�这是一个不及物动词。
随着使用频率的不断提高� “斩首 ” 在很短的时间内经历并完成了由不带宾语到可带宾语的变化过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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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是 《人民日报》中的两个例子：
一个伊拉克组织扣押了包括美、德、日、韩、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公民在内的30名外国人�称如果

美军不撤出费卢杰就将人质斩首。 （2004—04—13）
伊武装分子绑架了土耳其、巴基斯坦、约旦、埃及等国人质�并斩首了3名美国人、一名韩国人、两

名保加利亚人�28日又斩首了两名巴基斯坦人。 （2004—07—30）
应当承认�在反映 “斩首 ” 一词用法的变化这一点上�作为权威媒体的 《人民日报》是相对滞后的�

实际上�在2004年四、五月间的其他媒体上�就已经出现了 “斩首人质 ” 之类的形式�而此后带宾语的
形式就越来越多了�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也会同时用到两种不同的形式�例如：

随后另一个名为 “扎瓦赫里游击队 ” 的军事组织也发表声明说�他们也将两名意大利女人质斩首。
这是24小时内第二个宣布斩首意大利女人质的组织。 （ 《北京娱乐信报》2004—09—24）

比较意思完全相同的 “将意大利女人质斩首 ” 和 “斩首意大利女人质 ”�当然后者是一种简约的形
式�因为它既减少了一个层次�也减少了字数。

以上事实给我们以下几点非常有益的启示：
第一�语言与社会共变�这一点�在当今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和突出；
第二�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和效率观念的普及�人们越来越追求语言表达的经济高效�这样�已

经并且势必造成更多的 “简单 ” 形式产生和流行；
第三�由于某些语言形式的高频甚至超高频使用�已经大大地缩短了其发展变化的过程�或者说�是

使在常态使用下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的一个过程大大地压缩了。这样�语言发展变化的内部机制和外部动
因往往就更直接、更集中、更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对于语言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时
机。

二、 “时髦 ”、 “新潮 ” 和 “摩登 ”
“时髦 ” 和 “新潮 ” 是一对同义词� 《现代汉语词典》第三版以 “时髦 ” 释 “新潮 ” 的第二个义项即

“符合新潮的 ”�而在实际的使用中�我们看到了不少 “同义连文 ” 的例子�如 “人们的服装新潮时髦 ”
“时髦新潮的歌 ” 等�此外�二者可以互换的例子就更多了�如 “时髦／新潮女性 ” “新潮／时髦服饰 ”
等。

然而�这两个词从一开始就有使用范围的不同�我们就1995年到2003年的 《人民日报》进行检索�
结果显示�这两个词的使用频率之比是582∶241�而比较、归纳后发现�二者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主
要有以下几点 （以下所有用例均出自 《人民日报》）：

第一� “时髦 ” 既可用于具体的事物�也可以用于抽象的事物以及某些动作行为�而 “新潮 ” 主要用
于具体的事物�抽象的事物主要可用于 “言语 ” 类和 “作品 ” 类�如 “新潮服装／家俱／用语／作品 ” 等。
所以�以下的组合形式中的 “时髦 ” 大致都不能换用 “新潮 ”：时髦概念／口头禅／风潮／风尚／电子商务／
名称／思潮／网上投资／鲜花攻势／黄昏恋／举措。

第二� “时髦 ” 有否定形式�如 “不／不是／不太／不大时髦 ”� “新潮 ” 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否定形式。
第三� “时髦 ” 可以独立或带上其他成分做谓语�如 “今夏上海郊游时髦 ”、 “近一个时期�文学创作

中涉性题材的作品似乎一下子时髦了起来 ” 等�而 “新潮 ” 没有类似用法。
第四� “时髦 ” 可以做述语�如 “报刊上迅速时髦起以 ‘软’和 ‘侃’为特点的 ‘快餐文化’来 ”�

“新潮 ” 也没有类似用法。
第五� “时髦 ” 可以做状语�如 “有的还时髦地命名为 ‘书城’”� “新潮 ” 不能做状语。
第六� “时髦 ” 可以做中心语�例如 “异类／新 （的 ） ／一大／所谓时髦 ” 等�如果 “新潮 ” 用为中心

语�一般情况下就是用为名词性的第一个义项�即 “事物发展的新趋势、新的潮流 ”�也就是说�与 “时
髦 ” 有了词性和词义的差异。另外� “时髦 ” 受程度副词修饰的例子也比较多�例如 “太／过于／十分／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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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髦 ” 等�而 “新潮 ” 受程度副词修饰的例子相对少一些。
第七� “时髦 ” 经常做宾语�如 “赶／成了／为了／追 （求 ） ／当成／不要／靠／接受时髦 ” 等�类似的用

法也很少用 “新潮 ”。
谈到 “时髦 ” 和 “新潮 ”�就不能不提到 “摩登 ”�因为它也是这一组同义词中的一个。在一些人的

印象中� “摩登 ” 可能是一个久违了的音译外来词�而实际上�它仍然在使用�我们在上述的 《人民日
报》中就检索到了46例�约为 “新潮 ” 用例数的五分之一。 “摩登 ” 的使用有自己比较固定的范围�主
要是用于与指人名词的搭配�以及与 “舞蹈 ” 类名词的搭配�如 “摩登女孩／小姐／绅士／舞／团体舞／队列
舞 ” 等。其中�与 “舞蹈 ” 类名词的搭配已经具有相当的凝固性�因而不大能用 “时髦 ” 或 “新潮 ” 来
替代。例如：

建校于2000年的北京体育舞蹈艺术学校学制4年�设摩登舞、拉丁舞、爵士舞等18个专业。 （《人民
日报》2004—01—09）

800多名运动员经过3天激烈角逐�决出了体育舞蹈摩登和拉丁系列的48枚金牌和龙狮精英赛的3
枚金牌。 （同上2003—09—05）

此外�在有的句子中�似乎用 “摩登 ” 也是最好的选择�例如：
巴黎是一座昔日文明与今日摩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文化之都。 （同上1997—05—25）
按�此例中的 “摩登 ” 如果换成 “时髦 ” 多少有些不 “雅 ”�且与 “昔日、文化之都 ” 等词语体色

彩不一致；而如果换成 “新潮 ”�可能表义不明 （在 “今日新潮 ” 中� “新潮 ” 应当义为 “新潮流 ”�具
体指哪一方面�不明确 ）�因此也不合适。

由于使用范围及语体色彩等的不同� “时髦 ” “新潮 ” 和 “摩登 ” 这三个词以后可能还会长期存在下
去。

（责任编辑：雷会生 ）

（上接第35页 ）
这个根据。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也不懂得如何去爱�才是悲剧真正的原因。

比较起来最主要的还不是性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事越来越淡了�况且娜塔丽娅也不是真正冷淡
的人�关键是她不善于体察理解自己的男人�想爱又爱不到点子上。哥萨克暴动以后�葛利高里当了叛军
师长�虽然卷入了叛乱但与叛军格格不入�内心十分苦闷。有一次在家休假� “葛利高里穿上军衬衣�皱
着眉头�耸了耸肩膀 ”�他打仗已经打腻了�而且也不知道为谁打仗。这时他的情绪是对军装的厌恶。可
是�娜塔丽娅却很不合适宜的夸奖丈夫： “你戴着肩章好！” 她不了解自己爱恋的丈夫的心情�得到的自
然是一句冷冰冰的话——— “顶好是一辈子也不看到它们。你什么也不懂！” 抛开政治原因不谈�首先一
点�作为妻子的娜塔丽娅并不理解自己的丈夫�不体察自己丈夫此时此刻的心境�就是说不善解人意�这
就使她和丈夫拉开了距离。阿克西妮娅是不犯这样的错误的。她对葛利高里从来是只谈爱情不提政治�也
没有那些多余无用的虚荣心�专注于和情人的情感及肉体的享受。

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妮娅的旧情复燃就是这多种因素促成的�所以娜塔丽娅在爱情上总是失败。许多论
者在谈到娜塔丽娅的时候�都表示同情�我们以为还是惋惜更准确一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责任编辑：王　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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