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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当代汉语新同音词指的是当代汉语中新产生的与旧有词音同、形同而义不同的词。它的来源复杂�产生机
制多样�主要有普通话中产生的、外语和港台地区引进的等三大类。新同音词的数量巨大�并且还会不断地产生。不同
类型的新同音词在使用范围、语用色彩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另外它的内部也有相当大的不平衡性。人们对新同音词的
认识还很不够�在实际的使用以及研究中经常会出现混淆的情况�所以�应当重视和抓紧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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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new homony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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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new homonyms refer to the words which were new ly produced in contem-
porary Chinese�spelt and pronounced like the old words．Their origin is complex�but mainly produced in the
standard spoken Chinese�or came f rom foreign languages or f rom Hong Kong and Taiwan areas．New homo-
nyms’quantity is huge�and is also being produced unceasingly．Different kinds of new homonyms are different
f rom one another in using scope and language using color．Moreover�they are quite imbalanced interiorly．Peo-
ple don’t have 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n new homonyms yet�and they may often misuse them when they ap-
ply or research on them in practice．Therefore�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m and hurry to research into
them．
Key words： contemporary Chinese；word meaning；homonym；homo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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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同音词是指语音形式相同而词义不同的词�包括
同形同音词和异形同音词两类�本文以前者为讨论对
象。我们把当代汉语新同音词界定为当代汉语中新产
生的与某些原有词读音相同、词形相同�但是意义完全
不同的词�换句话说�新同音词指的是与已有词构成同

音关系的新生词。
这里的已有词包括两种�一种是旧有的�即现代汉

语中早已存在的词�另一种是新生的�即改革开放以来
新产生的词。由此�就造成了新同音词的两种存在模
式：“旧－新”对立与“新－新”对立。

当代汉语新同音词现象非常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这一现象数量众多�来源复杂�并且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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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极为活跃�这在汉语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是非常少见
的�因此它本身就成为当代汉语词汇非常重要的一个
特点�值得深入探究；

其次�人们虽然对新词语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
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是对新同音词问题却关注得不
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由此就造成了研究上的
缺项�自然也带来了认识上的某些空缺；

第三�在具体的语言运用以及语言研究中�已经出
现了一些与此有关的问题�而究其原因�大都与人们对
此了解不多、认识不清有直接关系�所以�本项研究也
是具有现实需求和实际意义的。

二、新同音词的来源和产生机制

当代汉语新同音词来源广泛�产生机制多样�所以
有必要作一条缕分析。

1．普通话中产生的
新时期以来�普通话中有大量的新词语产生�它们

产生的方式各异�由此也造成了一些新旧词之间或新、
新之间的同形同音现象�从而形成了同音词。根据产
生方式的不同�新同音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一般新造词
这里指的是按一般造词模式（即不借助某些修辞

手段）产生的新词。比如“转机”一词�《现代汉语词典》
第1～4版都只收“好转的可能”这一个义项�而第5版
把上述义项列为“转机①”�另立了“转机②”�释义为
“中途换乘飞机”。后者就是一个新造词�与前者构成
了新、旧对立的同音词。与此完全相同的还有“点播”。
《现汉》（以下除非特别说明�均指第5版）中“点播①”
的释义是“播种的一种方法�每隔一定距离挖一个小
坑�放入种子�也叫点种”�“点播②”的释义是“指定节
目请电台、电视台播送”。

“开拍”与上述二例略有不同。《现汉》列一个义
项�即“开始拍摄电影、电视剧等”�然而�在实际的使用
中�此词还经常指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使用球拍的
运动开始比赛�这样�就与前义的“开拍”构成了一对
新、新对立的同音词。与此相同的再如“开盘”�《现汉》
列出两个义项�一是“指证券、黄金等交易市场营业开
始�第一次报告当天行情”�二是“指棋类比赛开始”�此
外它还有第三个义项�指新楼盘开始上市。我们认为�
前两个义项之间并无引申关系或其他联系�因此应当
视为旧、新对立的同音词；而第二与第三个意义的“开
盘”�则属于新、新对立的同音词。

决定同音词不同意义的�是它们的核心语素�由于
它的存在�或者使其他不同语素的意义得以显化�从而
决定整个词义的差别；或者是直接决定了词义的差别。
前者如“转机”�其中的“机”是核心语素�二者中“机”的
不同（机会、时机与飞机）�决定了“转”的差异；后者如
“开拍”�“开”的意思基本不变�而核心语素“拍”意义的
差异�决定了二词意义的不同。核心语素对词义的决
定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限于篇幅�本文对
此不作进一步的展开。

一般新造词中的新同音词再如：
地热：一种把取暖管线铺在住宅地面以取得热量

的御寒取暖方式�原义为存在于地球内部的热能（以下
除特别说明外�所有原义均出自《现汉》第5版）。

核查：对某国的核设施进行检查�原义为审查核
实。

黑道：考学位、做学问�原义指①夜间没有光亮的
道路；②不正当或非法的行径�流氓资匪等结成的黑社
会组织。

（2）简缩词
简缩是当代汉语中一种十分常用的造词方式�由

此造出了大量新词�而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简缩词与旧
有词的词形重合�从而形成了同音关系。所以�简缩新
词是当代汉语新同音词非常重要的来源之一。

比如“人流”�《现汉》列为两个词条�“人流①”为
“像河流似的连续不断的人群”�“人流②”为“人工流产
的简称”。如果说“人流②”还不够“新”的话�那么再如
由“战斗机”简缩而来的“战机”�也与原有表示“适于战
斗的时机或战事的机密”义的“战机”形成了同音关系。

有的同音词都是简缩形式�它们的形成是由于词
中有同音语素（音同形同而义不同的语素）。比如“车
模”�分别是“汽车模型”和“汽车模特”的简缩�二者的
差异来自同音语素“模”。类似的再如“考研（考试研
究、报考研究生）、副高（副高级职称、副热带高气压）、
联大（联合国大会、联合大学）等。这一类新同音词比
较多�以下再举两例：

家教：“家庭教师”的简称�原义为家长对子弟进行
的关于道德、礼节的教育。

票房：“票房价值”的省称�原义为戏院、车站、码头
等处的售票房或旧时票友聚会练习的场所。

法网：“法国网球公开赛”的省称�原义比喻严密的
法律制度。

合拍：“合作拍摄”（电影、电视等）的简缩�原义为
①符合节奏�比喻协调一致；②在一起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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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主要在网络语言中还流行另外一种简缩形

式�因为它属于借旧有形式表达新义�与此有所不同�
所以我们放在下一小节中讨论。

（3）旧词赋新义
旧词赋新义是当代新词新义新用法产生的重要途

径�而有不少新义只是由于某些方面的考虑或需要借
用了原有词形�在表义上与旧义无任何联系�因而属于
不同的词。这种情况比较多见�也是新同音词产生的
重要途径之一。

旧词赋新义是一种最有修辞内涵的新同音词制造

方法�其中最主要的产生机制就是双关。
这里主要是指谐音双关�比如以“气管炎”谐“妻管

严”�即为此类。由谐音双关制造出的新同音词由于有
明显的“非传统性”�所以目前基本是作为流行语使用�
流通范围主要限于网络语言�基本上处于“初显”的阶
段。比如�随着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学成归国�产生了
“海归派”一词�而由此很快又派生了一个“海龟派”�是
前者的谐音戏称；后来�“海归派”又简缩为“海归”�相
应地也派生了谐音的“海龟”�从而与原有的“海龟”构
成了一对同音词。此外�由“海归”还派生出了“海待”�
指从海外归来后暂时未就业（即待业）的人�而“海待”
也派生了它的谐音双关形式“海带”�这就又造成了一
对同音词。

网络语言中类似的形式比较多�但有时不大考虑
声调的因素�因此是一种“宽式”的谐音�比如用“油墨”
表示“幽默”�用“馨香”代表“信箱”�用“斑竹”指称“版
主”等�都是同样的道理。这一现象之所以产生�主要
是因为人们所用的汉字输入法大多是拼音�而汉语拼
音输入法一般是不计声调的。

另一种比较能产的制造新同音词的修辞手法是别

解。
前边提到�网络语言中还有一种简缩词语�它是通

过对原有词一个或多个语素的别解�再经过压缩而形
成的�所以既是别解�也是简缩�一身而兼有两种辞格�
有人称之为“同形异义简缩词”。［1］比如“白骨精”�本是
《西游记》中一个阴险狡诈善于伪装变化的女妖精�而
新义则是“白领”、“骨干”和“精英”的缩略；同样�“蛋白
质”是“笨蛋”、“白痴”和“神经质”的缩略。其他再如
“天才”指的是“天生的蠢才”�“留学生”系指“留过级的
学生”。它们有的虽然不乏机智和幽默�但终究只能作
为游戏性的语言而难登大雅之堂�甚至也很难用于现
实的交际中。

此外�也有少量语义双关的例子�比如“性能”�原

指机械、器材、物品等所具有的性质和功能�现又用来
指人的性能力�此义便是由对“性”的双关而得到的；再
比如“情趣”�原义为性情志趣、情调趣味�新义则为情
爱／色情趣味�如黄色短信又叫情趣短信�新义也是由
对“情”的双关而实现的。［2］

2．从外语中引进的
改革开放以来�是外来词语引进的一个高潮�由于

各种原因�新的外来词语（这里姑且把意译词也包括在
内）中�也有一部分与原有的词形重合�从而形成同音
词。以下我们分别讨论。

（1）音译词
杨锡彭说：“由于用汉字作为音译外语词的音节符

号�既有的汉字记录的语言单位与音译外来词语成分
形成同音关系�是汉语同音词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比如英语 meter 的音译“米”就与旧有的“米”形成同音
关系。［3］然而�进入新时期以来�由音译而形成的新同
音词似乎并不是特别多�一般情况下�人们会避免使用
汉语的已有词来作为外来词的音译形式�只有当需要
突出某些色彩或达到某种修辞效果时�才会考虑用旧
有的词形�来作为新的音译形式。

一是为了音义双关。音译词中�有一类 “谐译
词”�［4］也有人称为“循名赋义词”�［5］用这种方法翻译
的一些“经典性”例子如“浪漫、乌托邦、苦力、可口可
乐、奔驰”等。有人说�这种译法可以“最大限度地把音
译和意译两者结合起来。一般都认为这种译法比音
译、意译或音译义注都好。” ［6］为了达到音与义的双关�
人们会取现成的词来对译外来词�从而造成了新同音
词。最典型的例子如“托福”�它被人们用来对译英语
的 T OFEL�这就使得此词又增加了“母语为非英语者
的英语水平考试”义�形成了同音词。有时�为了把外
语原形纳入简单的旧有词形中�还要对前者进行压缩�
比如“寄托”�就是 GRE 与 T OFEL 合称的压缩形式；
再比如“当”�指从互联网上下载文件、图片等�也是英
语 download（下载）的简缩性音译。

有时�情况可能还要复杂一些�比如英语有一个新
词 hacker�它的词根是 hack�此词义项众多�其中的一
个新义为非法入侵（计算机系统）�而 hacker 就是非法
入侵计算机系统的人�汉语谐音译为“黑客”。此外�由
hack 派生的词还有 hacking�美国警方把所有涉及利
用、借助、通过计算机的犯罪行为都定义为 hacking。
此词常用作动词�指用黑客手段袭击�汉译为“黑”�如
“某某网站被黑”。我们认为�这里的“黑”既来自“黑
客”的“黑”�也与汉语此词旧有的“非法、狠、恶毒”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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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联�所以也属于谐译。再比如“引擎”�指发动机�
特指蒸汽机、内燃机等热机�新义则来自“搜索引擎”
（英语 search engine的“直译”）�指网络上可以起搜索
作用的部件。这样�两个不同时期引进的音译外来词
实际上也形成了一对同音词。

二是为了诙谐幽默。这在当今的网络语言中最为
多见�比如一度非常流行的“晒”�就是英语“share”的
音译�义为分享；再如把 modem（调制解调器、调制解
压器的俗称）译为“猫”�把 fans译为“粉丝”�把 so fast
译为”沙发“等�均为此类。

（2）意译词
这种情况最为多见�赵元任对其产生原因有一个

解释：“在翻译外语词的时候�外语里有甲、乙两个意义
的词可能等于汉语里只有甲义的词�当外语词用于乙
义的时候�这个汉语词也会用来表示它过去从来没有
过的乙义。” ［7］

外语中某一个词有多个义项�或者是借用同一词
形表示新意义�汉语仍用与原词对应的词来表示新意
义�但由于二者分属不同的词义系统�外语中有联系的
义项在汉语中可能看不出联系�或者根本就没有联系�
由此就形成了同音词。比如�英语的 platform 可以译
为“平台”�既可指晒台�也指生产和施工过程中�为操
作方便而设置的工作台�此词后来又引申指 computer
platform�即计算机硬件或软件的操作环境�汉语依然
用“平台”来对译�而这两个“平台”在汉语中引申关系
不甚明显�所以不妨认为是同音词。

网络语言中新同音词的数量众多�其产生机制基
本与上述的“平台”相同。再比如“冲浪”�一是指一种
运动员脚踩冲浪板（特制的漂滑板）�在海涛的波谷浪
颠出没的惊险水上运动�二是指上因特网浏览；“漫游”
原词义为随意、游览�新同音词“漫游”则指移动电话、
寻呼机的一种功能。具备这种功能后�用户离开注册
服务区后�仍能接受移动电话、寻呼机系统提供的服
务。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即同样机制下产生的一
些词�有的因为在汉语中意思联系也比较明显�所以似
乎不便看作同音词�比如“补丁①”指为弥补衣服或物
品破损而附加的东西�“补丁②”指电脑软件的修改文
件或增补版；“病毒①”指体积极小的一类致病微生物�
“病毒②”则指一种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破坏计算机系
统的程序�即计算机病毒。就是前边列举的“平台”�人
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这里的意思联系是否
明显的标准显然是并不好把握的。这个问题很有进一

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3）借形词
这里的借形词包括两类�一类是字母词�另一类是

汉字词。借形词的同音现象虽然不是很多�但却基本
上属于同音词中的新品种�并且它们还有不断增多的
趋势�因此非常值得注意。

当代汉语字母词非常多见�其中有相当部分是英
文原词语的字母缩写形式。由于英文缩写通常采用保
留各部分字头（即首字母缩写）的作法�而不同的词语
有可能字头相同�所以就有可能出现相同的缩写形式
而所指不同的情况�这样�同音、同形而不同义的同音
字母词就产生了。比如 CT�分别是 Computer T ele-
phone和Computerized tomography 的缩写形式�前者
义指电脑电话�而后者则是电子计算机 x 射线断层扫
描仪器。这样�实际上就有了两个不同的 CT�它们是
同音词。再如 ABC�先用于指一般的常识或浅显的道
理等�后又指在美国出生的华人�是 America Born
Chinese的缩写�此外还指美国广播公司�是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ies 的缩写�由此就形成了三角
的同音关系。其他的再如：

AM①：上午�是拉丁语 Ante Meridiem 的缩写；
AM②：调幅�是 Amplitude Modulation的缩写。
ABS ①：防抱死刹车系统�是 Ant-i skid Brake

System 的缩写；
ABS ②：美国船舶局�是 American Bureau of

Shipping的缩写。
此外�有一些汉语拼音字母缩写词�它们也有可能

与英文缩写词构成同音词。比如“T MD”�既为 Thea-
ter Missile Defense的缩写�义为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又是“他妈的”的汉语拼音字头；BB 既为“宝贝”的汉语
拼音缩写�又是英语“再见”（bye-bye）的首字母缩写。
这些同音字母词在网络语言中尤为多见。

汉字借形词是指借自日语的用汉字书写的词�它
们与旧有的汉语词在形式上重合�因而也形成了同音
关系。比如“料理”�汉语旧义是办理、处理�而日语中
的“料理”则义指菜肴�二者也形成了同音词；“人气”在
日语中指人或事物受欢迎的程度�这与指人的品质的
“人气”也形成了同音词。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大规
模地从日语中引进借形词已经没有可能�而实际上真
正进入汉语的借形词也确实为数不多�所以由此而生
的新同音词是很少的。

3．从港台地区引进的
有人曾提出“社区词”的概念�把使用汉语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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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中国内地、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等�它们各有一些
反映本社区的社会制度、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的
词语�这就是不同的社区词。［8］进入新时期以来�社区
词的交流和吸收十分活跃�其中最主要的流向是港台
社区词进入内地�而这实际上已经成了内地汉语新词
语的一个重要来源。来自港台地区的社区词越多�与
普通话旧有词形成同音词的可能性就越大。比如“同
志”�在港台地区义指同性恋者�引入内地后�就与原词
形成了同音词；再比如“非礼”�原义泛指不合礼仪、不
礼貌�而在香港特指男性对女性的性骚扰�此义现在内
地也常用。以下各例均与此相似：

正点：适应潮流的�原义为（车、船、飞机开出、运行
或到达）符合规定时间。

正职：与“兼职”相对�即正式的、主要的职业�原义
与“副职”相对�即正的职务。

强暴：强奸�原义为①强横凶暴；②强暴的势力。
大话：戏说�带有游戏性讲述�原义指虚夸的话。
来电：男女间互相产生爱情�原义为①打来电报或

电话。
高尚：“高雅时尚”的简缩�原义指①道德水平高；

②有意义的、不是低级趣味的。

三、相关的问题和认识

1．相关的问题
由词义的复杂性和语言符号的有限性所决定�同

音词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而从语言发展的角度来说�
也总会有新的同音词产生。客观地说�新同音词的出
现丰富了当代汉语的词汇系统�所以总的倾向是积极
可取的。对于同音词的积极作用�人们通常从修辞角
度来谈�比如它可以构成双关�增加表达趣味等�而对
于它的弊端�则基本都是从容易造成接受时的混乱（主
要是误解）来说的。

对当代汉语新同音词来说�易误解的问题依然存
在�比如有人谈到�在台湾�国民党领导人曾经责怪民
进党没依“游戏规则”来从事活动�表示不再“纵容”了。
有人对此表示不理解�说“政治是一种神圣的活动�必
须以诚敬、戒慎的心态来从事�怎可视为‘游戏’或‘儿
戏’？”其实�这里的“游戏规则”是英语 game rules 的
仿译�其中的 game 并非“游戏”之意�而是“竞争、比
赛”的意思。［9］

除了“游戏规则”外�以下例子中的“游戏”大致也
可以用“竞争、比赛”来解释：

民主党策略师索思表示：“这次结果对希拉里来说
是坏消息�我认为不是游戏改变�而是游戏结束。奥巴
马大幅抛离希拉里�赢得更多州和党代表票。”（中国新
闻网2008年5月8日）

投机市场的游戏就是一个管理和控制风险的游

戏�而不是追求利润的游戏。（中国证券网2008年5
月8日）

在我们考察的范围内�还没有看到有一本工具书
为“游戏”立新义�个中原因�有一本工具书的释义实际
已经道出。亢世勇、刘海润主编《新词语大词典》对“游
戏规则”的释义是“引申指进行经济活动的规范”。这
显然是弄混了它的来源�把这个新词语与旧有的“游戏
＋规则”的“游戏规则”混为一谈了�即把前者看成了后
者的引申。

我们认为�“游戏”有另立词条的必要。再比如�我
们看国外的警匪片�经常会听到警察最后对罪犯说“游
戏结束了”�这实际上是英语口语 Game is up 的直译�
意为犯罪、欺骗、或诡计已被发现�进一步的行动已经
无用�［10］可见�这与汉语旧有的意思也相去甚远。

这就涉及到研究问题了。而实际在有些研究中�
人们可能因为不太了解词语之间的同音关系而得出某

些不正确结论。比如�杨锡彭就指出�有人认为“强人”
由旧义“强盗”到新义指“特别能干的人”�是用旧的形
式表达新的概念�即所谓旧词新义�这一看法当属误
解�因为后者是英语 st rongman的意译形式。［11］

对新同音词来源不清、认识模糊的表现�主要是在
工具书中。在这方面�《现代汉语词典》做得比较好�比
如“托福”的两个不同意义�就分别列为两个词条�“合
拍、人流、战机、转机”等也是这样。但是该词典在这方
面也还有可议之处�比如“车模”就只列一条�义项一是
汽车模型�义项二是汽车模特�而这实际上就是把同音
词当成多义词了。

2．几个认识问题
对于当代汉语新同音词�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
（1）新同音词在当代汉语中大量地产生�是有其深

刻原因和背景的。一是社会原因。当今社会人们的价
值取向日趋多元�而这对人们的语言实际运用产生了
重大的影响。二是人们的社会语言心理原因。语言表
达中的求新求异心理�使得许多人对新的语言形式喜
闻乐用�并且不断地创造出新的表达形式�而其中就包
括新同音词。三是语言自身的原因。前边提到�由词
义的复杂性和语言符号的有限性决定�同音词的存在
和产生都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如果着眼于表达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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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也无需避免�甚至是刻意追求的）。
（2）新同音词的产生�有两种不同的心理机制。一

种是有意为之�这样的新同音词除了具有不同于以往
的新义外�往往还有比较浓厚的附加意义和色彩�在形
成机制上主要是借由双关、别解以及谐译等手段。二
是客观形成�或称之为偶然的重合�第一种以外的其他
多数新同音词都属于此类。这类词多是在“正常”的范
围内�经由“规范”的造词过程而产生�从表达效果来
说�往往不具有更多的附加意义和色彩。

（3）作为一个集合�新同音词内部是极不平衡的�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发展层次和阶段的不
平衡。如果用语言潜、显理论加以考察�［12］有的新同
音词属于已显词�即有了比较高的可接受度和流通度�
甚至已经被规范性的工具书（如《现汉》）收作词条�获
得了完全的“词籍”；有的新同音词属于初显词�即虽然
已出现�但可接受度和流通度还不高�它们通常只被一
些新词语词典收作词条�至于将来的发展情况�还有待
于进一步观察。当然�也还有更多的待显词�它们是新
同音词的强大预备队。二是使用范围的不平衡。除了
为数不多的已显词已经有了较广的使用范围以外�有
大量的新同音词使用范围还非常有限�比如许多网络
词语从不用于网络之外。严格说�这种处于不同语用
层面的同音词是不具有同一性的。

（4）要注意新同音词与新同音语素的区别。进入
新时期以来�某些意译新词语中出现了与汉语旧有词
同音同形但是不同义的语素�我们称之为新同音语素。
现在的问题是�有人把这样的语素混同于词�从而造成
了概念和操作的混乱。比如“广场”�就有多部工具书
立为词条�释义为大商场。这个“广场”是英语 plaza
的意译�此词有“（城市中的）广场、购物区和商业区”等
几个不同的义项�而现在使用的显然是后一个义项。
而这个“广场”在汉语中从不单用�比如既不能说“我去
那家广场购物”�也不能说“新开业一家广场”�它只用
于构成“购物广场、平价广场、手机广场、美食广场”等�
因此只能算是语素而不是词。类似的还有“食品城、商
业城”等的“城”�用于楼盘名称的“花园”等。

（5）新同音词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比如�同

音词有个最基本的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这就是怎
样确定意义的不同�对于新同音词来说�这一点显得尤
为突出�特别是针对一些意译词而言。前边我们举了
“平台”的例子�说明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而
与此相似的词在计算机术语中就有�如“桌面、病毒、补
丁、菜单”等。由外语的情况看�它们属于一词多义�而
在汉语中则应该看作一个词或两个词。再如�前边提
到不同使用范围的同音词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也
很重要�而这似乎从未有人提过。

（6）将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新同音词产生�理由有
二：其一是上述新同音词大量产生的原因和背景依然
存在；其二是本文分析的几种新同音词来源�当前并且
在今后依然将是新词语的主要产生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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