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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社会对效率的诉求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当代汉语发展变化的趋势和走

向，并相当全面地反映在语言的各个要素和语言表达的各个层面，本文从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

方面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谈了对相关 问 题 和 现 象 的 三 点 认 识，即 语 言 发 展 的 多 重 原 因、一

形多义和苟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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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 的 社 会 是 讲 求 效 率 的 社 会，这 一

点，已经贯穿和反映在社会生活以及人们行

为的各个方面，当然在语言及语言运用方面

也不例外。讲求效率在语言 及 语 言 运 用 中

的具体表现，主要是用尽可 能 经 济 的 形 式，
来表达尽可能丰富的信息和尽可能 多 样 的

色彩，以求得语言功能和效用的最大化。可

以说，效率的诉求已经深入到当今语言的实

质和内涵中，相当全面地反映在语言的各个

要素和语言表达的各个层面，并在相当程度

上影响和制约了当代汉语发展变化 的 趋 势

和走向。
以下我们按语言 的 各 个 要 素 分 别 来 进

行考查和分析。

　　一、语音

谈到语言效率问题，人们通常是不会提

到语音的。原因一是按传统 的 语 言 发 展 理

论，语音的稳定性最强，一般 不 大 容 易 发 生

变化，特别是在不太长的时 间 内；二 是 因 为

语音只是语言的物质外壳，似乎不大能与效

率发生直接、密切的关系。但是，即使如此，
语音在当代汉语中仍然发生了和正 在 发 生

着某些变化，而其中的一些也可以从效率方

面得到一部分解释。
比如，我们 曾 经 讨 论 过 在 与 双 唇 音ｂ、

ｐ、ｍ、ｆ相 拼 时，ｏ向ｅ靠 拢 和 变 化 的 问

题［１］，就 与 讲 求 效 率 有 关。按 声 韵 配 合 规

律，普通话韵母ｏ只跟唇音 声 母 拼 合，而 韵

母ｅ则相反，不 能 跟 唇 音 声 母 拼 合，合 乎 规

范的例 外 只 有 以 下 几 个：“这 么／末、那 么／
末”中的“么／末”读 音 为 轻 声 的“ｍｅ”，另 外

还有“ｌｏ（咯）”“ｙｏ（哟）”以及阴平的“ｙō（哟、
唷）”。而时下，有越来越多的人突破了这一

规范，把ｂ、ｐ、ｍ、ｆ与ｏ相 拼 合 的 音 节 读 成

或说成了ｂ、ｐ、ｍ、ｆ与ｅ相拼合的音节。这

一点，是相当明显的，我们曾 经 就 这 个 问 题

多年跟踪调查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 民 广 播

电台播音员 的 发 音，发 现ｂ、ｐ、ｍ、ｆ与ｅ相

拼合的音节明显地呈现出从无到有、从少到

多的变化趋向，至于地方台 的 电 视 和 广 播，
就更是如 此 了。时 至 今 日，在ｂ、ｐ、ｍ、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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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ｏ和ｅ已经由不同 的 音 位 而 变 为 不 具 有

辨义功能的同一个音位的 自 由 变 体 了。比

如，“广 播”以 前 人 们 只 读 为“ɡｕǎｎɡｂō”，而

现在，即使在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 的 播 音 员 口 中，差 不 多 也 都 说 成 了

“ɡｕǎｎɡｂē”，只有在非常注意和重视的情 况

下，比如在报台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时

候，仍然说“ｂō”而不说“ｂē”。
以下就是不同程 度 都 有 上 述 变 化 的 音

节中的常用字：

ｂｏ－ｂｅ：拨、波、玻、剥、菠、播、驳、泊、
勃、脖、博、渤、搏、膊、薄、（萝）卜

ｐｏ－ｐｅ：坡、泼、婆、叵、迫、破、魄

ｍｏ－ｍｅ：摹、模、膜、摩、磨、蘑、魔、抹、
沫、陌、莫、蓦、漠、寞、墨、默

ｆｏ－ｆｅ：佛
造成上述变化的原因，我们归结为主要

就是“省力”。因为ｏ是舌面后半高 圆 唇 元

音，发音时舌头后缩，嘴唇要拢圆，整个过程

持续时间较长，也比较费力。ｅ是舌面后半

高不圆唇元音，是舌位图中与ｏ音最为接近

的一个音，它 与 后 者 唯 一 的 不 同 就 是 不 圆

唇。这样，在发ｅ音时双唇自然展开就可以

了，既省力，发音过程也短且自然。
所谓语言效率，就是在不影响意思表达

的前提下，尽可能 地 节 省：省 时 间、省 笔 墨，
当然也包括省力气。此外，我们还讨论过语

音“省事”的变化，即有人所说的“多音字单

音化趋向”，如“兴”在“兴奋”中应读“ｘīｎɡ”，
在“高 兴”中 读“ｘìｎɡ”，而 现 在 趋 向 于 都 读

“ｘìｎɡ”之类［２］，也与效率有关。

　　二、词汇

当今对语言效率 的 诉 求 在 词 汇 方 面 体

现得非常充分，比如人们讨论得比较多的旧

词赋新 义，或 叫“旧 瓶 装 新 酒”，如“财 神”、
“出血”等；某些词扩大使用范围（如“太”同

于“很”的用法、“服务”带宾语等）。类似的

情况还有不少，以下我们着重谈另外几种现

象。

１．字母词语

字母词语的大量使用，已经成为当今词

汇运用和 发 展 中 的 一 个 重 要 景 观，归 纳 一

下，无非有这么几点：一是数量大，二是使用

频率高，三是使用 范 围 广。关 于 第 三 点，大

致有以下几层含义：第一，使用者的面广；第
二，使用的领域广，不仅用于科技文化领域，
也用于日常生活；第三，不仅是作为“词”或

“语”使用，还可以用于构词，即已经 渗 透 到

语素的层面。
字母词语为什么 会 在 当 今 大 量 出 现 以

至于流行？刘涌泉在《字母词词典》（上海辞

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的《序》中谈到了 字 母 词

语的四大优点［３］，即快（可 以 不 费 力 地 从 国

外拿来 就 用）、简（写 起 来 方 便，如 ＶＣＤ仅

三四画，但要用汉字写，“激光视盘”就 要 写

４１画）、明（十 分 醒 目）、广（用 处 多，即 在 国

内国外都适用），作者最后说，“由于 上 述 优

点，字母词在讲究效率的信息社会中不断涌

现，也就不难理解了”。

２．词族化造词

当今的造词，由 一 个 词 素，往 往 可 以 造

出一大批新词来，而这些新 词，就 构 成 了 一

个新的“Ｘ词族”，这样 的 造 词 方 式，我 们 称

之为词族 化 造 词，并 认 为 这 是 一 种 体 现 了

“多快好省”精神，也就是效率相当高的造词

方式。能够构成某一词族的词素比较多，如
“－吧”、“－族”、“－工程”、“绿色－”、“－中

心”等，由它们构成的新词分别有几 十 个 甚

至上百个、几百个之多。

３．简缩形式

简缩形式在不同时代和时期都有，但以

当今为多。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统计，由简缩

而成的新词语在整个新词语中所占 的 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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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２８．５％［４］（Ｐ２５），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
比例高的主要原因：一是以前较少简缩

的形式现在经常简缩，像并列的动词或形容

词等，如关爱、研发、激悦（激 动 喜 悦）、娇 丽

（娇柔美丽）等即是；二是对以前的许多词进

行了进一步的简缩，如展会（展览会）、工 行

（工商银行）、寿险（人寿保险）、心梗（心肌梗

塞）、通胀（通货膨胀）等；三是大量新词语产

生后，很快就出现相对应的 简 缩 词 语，甚 至

后者还取代了前者。贺国伟 曾 经 以 股 市 用

语为例谈过这个问题：“许多缩略的 说 法 都

来自人们的生活，如股票市场中股票名称从

全名产生缩略名称，速度非常快。一般的全

称只要一上市就会产生缩略，现在的股市中

反而说全称的少了，渐渐地许多人已经说不

出全称而只会说缩略部分。”他 举 的 例 子 如

“外高桥－外高”、“陆家嘴－陆家”、“清华同

方 － 同 方”、“浦 东 发 展 银 行 － 浦 发”
等［５］（Ｐ１１０）。

另外，在使用 中，有 一 些 词 语 往 往 经 过

多次简缩，最终形成了适用于某一语境和用

途的最简形式，如：
奥 林 匹 克 运 动 会———奥 运 会———奥

运———奥（用于构词，如“申奥”）
中国足球甲Ａ联赛———甲Ａ联赛———

甲Ａ———Ａ（用于构词，如“冲Ａ”）

　　三、语法

当今汉语中，语法方面的发展变化相当

明显和突出，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几乎都与对

语言效率的诉求有关，由此而表现出了相当

一致的趋向，这就是使用“压缩形式”。
这里的“压 缩 形 式”指 的 是，同 样 的 意

思，使用比以前的常用形式更为简约（字 数

减少、结构层次减少）的形式，而这种新的形

式可以看成是对原形的压 缩。以 下 一 些 人

们讨论过的新语法现象，实际上都是这样的

压缩形式。

１．动宾词组带宾语

时下，有为数不少的动宾词组是可以带

宾语使用的，比较以下两组 用 例，这 一 点 就

非常清楚了：
（１ａ）赛后，伊朗队主帅大加赞赏了这位

爱徒，他 说：“卡 里 米 是 一 名 天 赋 极 高 的 射

手，他在本场的精彩表现展示了他是亚洲最

优秀的球员。”（《北京晚报》２００４．８．１）
（１ｂ）黎兵对整场比赛中约旦的表 现 大

加赞赏。（同上）
（２ａ）为进一 步 保 障 股 东 的 权 益，《证 券

及期货条例》赋权投资者，可就发行 机 构 披

露虚 假 资 料 提 出 索 偿。（《经 济 参 考 报》

２００３．１．１０）
（２ｂ）更多 地 赋 权 于 女 性，既 是 对 生 育

主体妇女的人文关怀和特殊保护，也是法律

公正的体现。（《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２．１．４）
按：以上（１ａ）（１ｂ）和（２ａ）（２ｂ），形 式 不

同，但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其中ｂ句采用

的是原有形式，而ａ句采用新的形式。相对

于原有形式而言，新形式少 用 了 一 个 介 词，
这样也就减少了一个层次。

２．不及物动词带宾语

这也是时下相当多见的一种形式，以下

是《人民日报》中的两个例子：
（３）哲学社会科学要发 挥 其 认 识 世 界、

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

重要作用。（２００６．１．１９）
（４）在３月１日的交叉 淘 汰 赛 中，王 励

勤将对阵周斌。（２００６．３．１）
按：“服务”与“对阵”应当都属于不及物

动词，所以以上两例的意思以前通常要表述

为“为 社 会 服 务”和“与 周 斌 对 阵”，两 相 比

较，意思没有损耗，依然是少用了一个介词，
减少了一个层次。

３．程度副词修饰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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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 当 今 比 较 多 见 的 一 种 形 式，如

“很青春”、“很诗意”之类，一度曾经引起人

们的广泛关注，对相关的许多方面都进行过

比较深入的 讨 论［６］。其 中 有 人 就 谈 到 这 一

形式的表达效率问题，例如 储 泽 祥、刘 街 生

谈到这一形式“增大了信息量，即‘副＋名’
包含的信息量比‘形＋名’大”［７］；邹 韶 华 则

认为“有提高效率的作用，使语言表 达 不 仅

经济，而且信息量大，如‘很款式’就 相 当 于

‘款式新颖、美观、大方’”［８］。

４．名词直接做状语

以前也有一部分名词可以直接做状语，
如“高温消毒”、“侧面了解”等，意思分别相

当于“以／用高温消毒”和“从侧面了 解”等，
这也是一种简单、高 效 的 形 式。但 是，这 样

的形式 极 少［９］（Ｐ１～１３）。现 在，类 似 的 名 词 直

接做状语的用例已经比较多见了，如个体经

营、公款消费、电话 拜 年、电 脑 预 测、技 术 扶

贫、智力拥军、空中 加 油、广 州 登 陆、深 圳 落

户、主场作战、客场挑战等［１０］（Ｐ２９５～３０６）。

５．名词直接做补语

准确地说，都是名词做处所补语。按照

现代汉语语法的一般知识和规范，名词通常

是不能直 接 做 补 语 的，虽 然 偶 尔 也 能 看 到

“病逝美国”、“留学海外”之类的形式，但是

它们通常都被看成古代形式的残留，或者是

“动＋于＋补”形式的省略。时下，这样的形

式也是越来越多了，如落户上海、登陆广东、
投资大陆、亮相北京等，早已 成 为 使 用 频 率

相当高的形式。这也是一种简单、高效的形

式，比如，相对于“在上海落户”或“落 户 在／
到上海”而言，“落户上海”依然是少用了一

个介词，减少了一个层次［１１］。

６．名词直接做定语

以前也有一些名词直接做定语的例子，
但是做定语的名词都是表示指称的，如农业

国家、工业城市、学生用品、生活常识等。我

们所说的，是名词表示陈述 的 定 语，这 是 近

期才开始比较流行的一种新形式，常用的如

诗意人生、品质生 活、规 模 经 济、问 题 少 年／
家庭、消息人士、功 能 饮 料、营 养 食 品、魅 力

城市、情调女人等。这些名词性修饰语大都

可以按“有……的”来理解，如“诗意人生”大
致就是“有诗意的人生”。另外，还有一类用

例中的名词定语是表示比喻的，这也是一种

简单、高效的形式，如黄金时间（像黄金一样

贵重的时间）、奶油小生（像奶油一样甜腻的

小生）、铁哥们（像铁一样坚实的哥们），其他

再如公园城市、阳光中国、钻石女人、白银时

代等［１２］。

对于当今的“效率语言”和语言的“效率

化”，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关于上述形式的产生原因。无论

从宏观还是微观的角度看，语言都是在不停

地发展和变化的，正如英国语言学家简·爱

切生所说：“在 一 个 人 会 老，蝌 蚪 会 变 成 青

蛙，牛奶会变成奶酪的世界 上，如 果 只 有 语

言 会 一 成 不 变，那 倒 反 而 令 人 奇 怪

了。”［１３］（Ｐ３）而瑞士 语 言 学 家 索 绪 尔 也 指 出：
“事实上，绝对的不变是不存在的；语言的任

何部分都会发生变化。每个 时 期 都 相 应 的

有或大或小的演化。这种演 化 在 速 度 上 和

强度上可 能 有 所 不 同，但 是 无 损 于 原 则 本

身。语言 的 长 河 川 流 不 息，是 缓 流 还 是 急

流，那是次 要 的 考 虑。”［１４］（Ｐ１９４）那 么，造 成 语

言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 什 么？我 们 认 为

是表达的需要，即准确、严密、简明、优雅、新
颖地叙事和表情达意的需要。这样的需求，
可以引发不同方向、不同诉求的语言发展取

向，如求新、求异、求变、求简，等等。上边我

们讨论过的各种形式除了满足求简 的 需 求

外，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求新、求变、
求异等需求，即一个简约的 形 式，同 时 也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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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异的形式。几 方 面 的 诉 求 合 一，才

是当今各种简约形式大量产生并且 一 定 程

度上流行的根本原因。
第二，关于“一形多义”问题。同一形式

表达的意思不相同，这种情 况 以 前 也 有，比

如同样是动宾关系，表达的语义关系却经常

是各有不同的。时下，由于语言进一步的趋

简，这样的问题就 更 多，也 更 复 杂 了。上 述

“压缩形式”就造成了一些新的一形多义问

题。比如由于名词 可 以 直 接 做 补 语，这 样，
“动词＋名词”就由原来的偏正、动宾关系而

又有了第三种可能的关系———动补关系。
再看一个前一段 时 间 曾 经 相 当 流 行 的

形式“零Ｘ”，相对原有表达相同意思的形式

而言，这也是一种相当简约的形式。像零增

长、零距离、零排放、零风险、零首付、零故障

等中的“零”大致都是“无”的意思，“零增长”
就是没 有 增 长。但 是，非 典 时 期 最 常 用 的

“零报告”却不是“不报告”，而是“零……报

告”，即“数 字 为 零（没 有）的 报 告”。另 外，
“零突破”、“零起步”又代表了表义的另一种

类型：前者义为“零的突破”，后者义为“从零

起步”［１５］。这样，同 样 一 个“零 Ｘ”形 式，却

负载了至少四种不同的语义。
第三，关于“苟简”的问题。由效率诉求

而带来的语言简约化不会是无限止的，所以

还要强调“适度为美”。实际上，当今语言运

用中的简约化倾向已经带来了一些 值 得 我

们关注的问题。比 如，简 缩 词 语 中，就 出 现

了不少有“苟简”嫌疑的形式，如“苛刻痛苦

－苛苦”、“清闲挺拔－清挺”、“幽静朴素－
幽朴”、“急 躁 忧 郁－躁 郁”等①。此 类 简 缩

的“原形”如“苛刻痛苦”大多是临时性的组

合，因而使用频率往往很低，所 以 并 不 具 有

简缩的基础和条件②。

附　注：

①　例词引自 王 均 熙《当 代 汉 语 新 词 词 典》，汉 语 大 词 典

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②　我们认为简缩的根本原因 有 二，一 是 词 形 较 长，二 是

使用频率较高，而“苛刻痛苦”等显然不具备这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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