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文研究》2009年第3期（总第112期）

当代汉语中比较流行的几种双音简缩造词现象
●

刁晏斌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100875）

　　摘　要：当代汉语中比较流行的双音简缩造词现象主要有四种�即谓词性词组成词、原有三音节词双音化成
词、大幅度“无理”简缩成词和利用已有词语模造词。上述现象有一定的类推性�它们为数众多�有相当一部分的陌
生化程度比较高�在使用上也有不平衡性�它们的促生原因比较复杂。这一现象对当代汉语词汇有多方面的影响�
而对它们的研究也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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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言
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

中�词汇一直在双音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其结果就
是双音节词越来越多�最终占据了词汇总量的绝大
多数。据王化鹏统计�在《汉语拼音词汇》J 部所收
的1492个词中�双音节词约占89．4％；［8］而张国宪
的统计结果是�《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所收的1621
个名词中�复音词（其中绝大多数为双音节词）约占
总数的85％。［10］

当前是汉语词汇十分活跃的时期�其主要表现
之一就是产生了大量新词语�而新词语中以双音节
词为最多。据汤志祥统计�在当代汉语中�双音节词
所占比重最大�大约居四成�分别是单音节词的10
倍�三音节词语的 20 倍�四音节词语的 40
倍。［7］59－60我们也曾就林伦伦等编著的《现代汉语
新词语词典》（花城出版社2000年）所收词语进行过
统计�其中双音节词最多�所占比例是39．6％�［3］比
居于第二位的四音节词语高出大约15个百分点�可
见时至今日�双音节依然是一种强势形式。

在为数众多的新生双音节词中�有相当数量是
通过简缩产生的�可以说�简缩已经成为目前双音节
词最重要的产生手段之一。我们曾就王均熙《当代
汉语新词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年�收词范
围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3年）所收的5060条新

词语进行过统计�其中简缩词语约有2000条�占收
词总数的40％�［4］94居第一位�比例远高于其他音节
的词语。

在新生的简缩词语中�除了按传统方式构成的
以外�还有几种以前并不常见的形式�它们既有当代
汉语的特点�同时又非常能产�而以前人们却较少注
意�因此很有专门讨论的必要。

一 现象及分析

当代汉语中比较流行的双音简缩造词现象主要

有以下四种。
1．谓词性词组成词
词组简缩成词�一直是现代汉语词汇的重要来

源之一�其中也包括不少谓词性的词组�比如“抗击
日本－抗日”“整顿作风－整风”“扫除文盲－扫盲”
等。但是�以往这样的简缩形式通常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简缩对象往往是那些比较固定且有较高复现率

的词组�其简缩形式形成后也很快固定下来�获得很
高的使用频率�成为一个真正的词�而原形却很少或
者不再使用；二是简缩后很多都由谓词性变为体词
性�上举几例就是如此。

以下我们要讨论的是由谓词性的四音节临时组

合简缩为双音节的组合形式�其中有一些已经或趋
于固定�如“关爱、研发、评析、帮扶、并购、撤并”等�
但是更多的则仍为临时性组合�处于词汇的初显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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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如“娇靓（娇柔靓丽）”等。此外�与以前不同的
是�这些形式简缩后性质不变�即仍然是谓词性的。

这样的新组合形式目前相当多见�其简缩对象
以动词性词组为最多�如果把“原型”记为 ABCD（下
同）�简缩方式主要有AC与 BD两种。例如：①

AC：颁发授予－颁授、传讯拘留－传拘、催促查询－催
查、妨碍扰乱－妨扰、计算征收－计征、监督管理－
监管、检查控告－检控、控制管理－控管、评定授予
－评授、清理退还－清退、推荐介绍－推介、选择聘
用－选聘、制作贩卖－制贩

BD：兼并收购－并购、埋怨责怪－怨怪
形容词性词组的简缩也比较多见�简缩方式主

要是AC、AD与 BD�例如：
AC：怅惘茫然－怅茫、酣畅甜美－酣甜、窘迫拮据－窘
拮、忧伤凄凉－忧凄

AD：霸道凶悍－霸悍、诚挚恭敬－诚敬、娇柔美丽－娇
丽、苛刻痛苦－苛苦、匮乏软弱－匮弱、靓丽俊俏－
靓俏、凄凉阴森－凄森

BD：陈旧简陋－旧陋、轻柔缓慢－柔慢
形容词性词组简缩后的成词性比动词性词组要

差一些�其中有的形式还不固定�比如“苍劲古朴”�
我们就看到有两种简缩形式：“苍古”和“苍朴”。当
然�也有一些已经有了相当的复现率�比如“卑俗、纯
美、凄美、舒爽、雅静、亮丽”等。

这类简缩有一些呈词族性�形成了含有共同语
素的一组词�例如：

编报、编播、编采、编唱、编创、编导、编拍
查处、查获、查缴、查扣、查破
测查、测估、测检、测评
粗憨、粗简、粗狂、粗蛮、粗硬
研发、研判、研评、研商、研析、研修、研造
译编、译介、译配、译释、译述

以上例词都有相对应的四字组合形式�它们虽已初
显�但最终能否成词�主要取决于原组合形式表达需
求度的高低�如果需求度高�那么它的流通度和使用
度自然也高�这样它们的简缩形式复现率也高�成词
的可能性也大�反之则小。

2．原有三音节词双音化成词
这实际上是在原有三音节词基础上的进一步简

缩。与双音节相比�三音节形式并非长到非简缩不
可的地步�而简缩以后�同样的意思又产生了一个新
形式�总会带来一些交际上的不便�那么�究竟是什
么动因造成了这样的简缩�并使之成为一种比较流
行的形式？其实�个中原因也就是整个双音简缩造
词流行的原因�以下我们会专门讨论�这里先作简单
的提示：一是适应双音化的需求�二是满足效率需

求。
这类简缩似乎只有名词性的�有的去掉修饰性

语素的一部分�有的去掉中心语素或中心语素的一
部分�由此而造成有些原词部分语素性质的变化以
及意义的模糊或改变�有时甚至牺牲了原词表义的
明确性和完整性。例如（括号内是省略掉的部分）：

（牛）仔服、（牛）仔衣、（牛）仔裤�干啤（酒）、过（渡）房、
（参）展商、（录）像带、展（览）会、（寻）呼机、（平）均值、（平）均
数、临（时）工、临（时）房、主裁（判）、主卧（室）、副卧（室）、爆
冷（门）、大（老）婆、（钟）点工、电（子）化、短信（息）、副（经）
理、辩（论）赛、标（准）间、（西）饼屋、餐（巾）纸、面（巾）纸、
（沙）尘暴、沙（尘）暴、床（上）戏、（评）论界、（游）泳衣、（游）泳
池、（游）泳帽、（游）泳镜、清咖（啡）、（证）券商、闪存（盘）、闪
（存）盘、省（政）府、市（政）府、警（察）局、（电）影业、电（子）
书、谍（报）网、刑（事）犯、嫌（疑）犯、（后）遗症、特奥（会）、残
运（会）、亚运（会）、奥运（会）

就总体数量来说�这一类简缩形式目前还不是
特别多�但是据我们观察�有不断增多的趋势�我们
预测还会不断有新的此类简缩词语产生。

3．大幅度“无理”简缩成词
这里的“无理”�主要是指与现代汉语一般简缩

规则不一致的那些简缩方式�而“大幅度”则主要是
说简缩幅度较大�把一个较长的原形压缩为简短的
双音节形式。比如�“彩色喷墨打印机”简缩为“彩
喷”�而同样是打印机�激光打印机简缩为“激打”�符
合汉语简缩形式保留构成部分代表字（这里是首字）
的作法�两相比较�前者就基本属于大幅度“无理”简
缩。例如：

潮服：追求潮流的服装
董秘：股份公司董事会秘书
亚心：亚洲大陆地理中心点
旅充：手机旅行用充电器
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痴缠：因极度痴迷于对方而缠住不放
北漂：漂泊在北京的外地人
有的简缩还改变了原形的结构形式�这样就与

原形有了更大的距离�比如“经打”�是“打击经济领
域严重犯罪活动”的简缩。

这一形式在网络语言中用得最为“彻底”�通常
是把一个较为完整的表述压缩为一个已有的双音节

形式�为的是造成理解上的歧异�从而达到一种特殊
的表达效果。比如“不错（长得这样真的不是你的
错）、可爱（可怜没人爱）”等�都与原词原义形成强烈
反差�以此来突显讽刺、幽默以至于游戏的意味和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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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利用已有词语模造词
“词语模”是近年来词汇和语法研究中提出的一

个概念�指的是具有新造词功能的各式各样的框架�
这种框架是由“模标”和“模槽”构成的�前者指词语
模中不变的词语�后者则是指词语模中的空
位。［6］1－2比如以下我们要讨论的“足坛”之类�其中
的“坛”就是模标�而“足”这个可以填充的位置就是
模槽。

现代汉语的“（～）界”与“（～）坛”就是两个词语
模�二者模标的意思基本相当�大致都是指职业、工
作或性别等相同的一些社会成员的总体（见《现代汉
语词典》）�但是对模槽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前者经常
与双音节及以上的模槽组合�而后者一般要求单音
节的模槽�因此几乎都是简缩形式�这就造成了由这
两个词语模造出来的词音节不同：前者是多音节的�
后者是双音节的。现在的一个发展变化是�以“坛”
代“界”�并且对模槽进行简缩�使之成为单音节形
式�从而构成一个双音节新词。我们认为�这是一种
比较特殊的简缩造词方式�很有当代汉语的特色。

除原有的“体坛、乒坛、足坛、政坛、杏坛、菊坛”
等�近些年比较流行的如：

漫坛（漫画界）、美坛（美术界）、谜坛（谜语界）、桥坛（桥
牌界）、芭坛（芭蕾舞界）、车坛（赛车运动界）、曲坛（曲艺界）、
拳坛（拳击运动界）、医坛（医务界、医疗界）、影坛（电影界）、
泳坛（游泳运动界）、邮坛（集邮界）、羽坛（羽毛球运动界）、科
坛（科学界）、股坛（股票界）、武坛（武术界）、史坛（史学界）、
书坛（书法界）、田坛（田赛运动界）

当然�“（～）坛”与“（～）界”也不是什么时候都
完全相对应的�有时前者大于后者�比如“棋坛”�《现
代汉语新词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2005年）的释义是“围棋、象棋、国际象棋等棋类运
动界”�这样�一个“棋坛”对应的至少是三个词�即
“围棋界”“象棋界”和“国际象棋界”�我们在网上检
索到了这三个词的不少用例。

有的“（～）界”词语模也对其模槽进行简缩�但
是数量很少�比如“游泳运动界”也有简缩形式“泳
界”�“影界”也是如此�此时它们就与“泳坛、影坛”成
为等义词�二者可以并用�但是似乎后者更为常见。

随着互联网上多如牛毛的各种论坛的涌现�它
的简缩形式“坛”也就特别多见�比如“中国纺坛”的
全称是“中国纺织论坛”�“姚明论坛”被简称为“姚
坛”�其他的再如“驴坛（旅行论坛）、医坛、道坛、易
坛、球坛、波坛（球类论坛）、杂坛、趣坛、问坛、剧坛、
话坛”等。于是�一“坛”而二义�形成了同音同形语

素�如“网坛”既可以指网球界�也可以指网上论坛；
“史坛”既为史学界�也为史学论坛。有时�甚至根本
就分不清到底是哪个“坛”�如“车坛、球坛”等。但
是�无论表示哪种意思�“坛”作为模标的作用是一样
的�而与之组配的模槽一般也都是简缩的单音节形
式�所以它们依然属于简缩造词。

除了“（～）坛”以外�现在比较常用的词语模还
有很多�如一组指人的准词缀�像“（～）友、（～）嫂、
（～）姐、（～）迷、（～）家、（～）主、（～）民”等�它们的
模槽基本也都是单音节的�通常也是简缩而来�如
“糖友”是“糖尿病之友”的简缩�而“藏家”则是指“收
藏的人”�所以“藏”依然是简缩。以下都是这样的例
子：

辩友、驴友、职友、邮友、碟友、车友、乐友、飞友、影友、球
友、钓友、酒友

空姐、海姐、亚姐、一姐、网姐、美姐、港姐、星姐、的姐、导
姐

空嫂、海嫂、月嫂、村嫂、军嫂、警嫂、矿嫂、育嫂、宴嫂、编
嫂、护嫂、洁嫂、厨嫂

歌迷、影迷、星迷、碟迷、卡迷、拳迷、车迷、琴迷、钓迷、彩
迷、宠迷

时下�各种“星迷”特别多�很多都采取了明星名
字＋“迷”的简缩形式�比如孙燕姿的歌迷叫“姿迷”�
周杰伦的歌迷叫“杰迷”�其他再如“（孙）玟迷、（张
惠）妹迷、（郑少）秋迷、（王）菲迷”等。此外�各类球
迷也为数众多�这也造成了不少简缩形式�比如迷恋
德国足球的人叫“德迷”�相应的也有“意（大利足球）
迷”等。

再如“网民、烟民、狗民、茶民、炒家、泳家、书家、
得主、机主、照主”等也是有槽简缩造词。

二 对上述现象的认识

上述当代汉语中比较流行的四种双音简缩造词

现象丰富多样�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来了解与
认识它们�本文主要讨论以下几点。

1．上述现象的特点
上述现象有以下几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一是有一定的类推性。由类推而形成了数量、

规模不等的词族�这一点以利用某些已有词语模进
行简缩造词的现象最为明显：比如由原有的“～坛”
和“～友”等�就类推出一大批同类的新词。此外�像
词组成词类以及三音节词简缩类的不少词�在一定
程度上也都显示出这样的特点。

二是为数众多。我们曾经就前边提到的王均熙
《当代汉语新词词典》中大约2000条简缩词语做过
粗略统计�其中由上述几种方法造出来的约占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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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几个小规模抽样统计结果大致也都相差无几。
这与上一个特点有密切关系�但是也有很多此类简
缩词并非由类推而生�它们只是借由双音化这一大
的趋势和背景�为了满足高效率和音节和谐的需求
而不断地产生的。

三是有相当一部分的陌生化程度比较高。这一
方面�以词组成词类的最为普遍和突出（这一点仅由
我们前边所举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据我们统计�大
约有80％的这类新词使用频率都相当低�有的只是
偶一见之�属于偶发词语。此外�像大幅度“无理”简
缩类的许多词大致也是如此。

四是使用上有不平衡性。这里的不平衡性主要
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新简缩词处于不同的发展层次和阶段�如
果我们用语言的潜、显理论加以分析和考
察�［9］194－222就可以发现有一些属于已显词�它们已
经有了比较高的可接受性和流通度�甚至已经被权
威、规范的工具书（如《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收作
词条�因而获得了完全的“词籍”（如“研发、研判”）；
而更多的则还属于初显词�它们虽然已经出现�但是
可接受性和流通度都不高�通常只在一些新词语词
典中被收作词条�至于将来的发展情况�则还有待于
进一步观察。

其二�新简缩词的使用范围有很大差异�而这也
是与上一点密切相关的。具体地说�包括语体的差
异�比如词组成词类的相当一部分一般只用于书面
语而不用于口语；领域的差异�比如有不少陌生化程
度高的词多用于网络语言�或文体娱乐类的新闻报
道等中。

2．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
语言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往往是一果多因的�而

就当代汉语中比较流行的上述四种双音简缩造词现

象来说�这一点表现得尤为充分。具体来说�主要有
以下四点�其中前两点是“目的”�后两点是“条件”。

一是效率诉求。我们曾经撰文讨论过当代汉语
的效率诉求及其表现问题�［2］上述现象正是这方面
的表现之一�即在不损失原义的前提下�采用尽可能
简短的形式。对大多数已有词语形式来说�双音节
是能够保持其原义的最小形式�或者说�到了双音节
形式�已经是无可再简了。比如“过渡房”一词�在正
常情况下�它的“最简”形式只能是“过房”或“渡房”�
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简缩为“房”（当然更不能简缩
为“过”或“渡”）�因为这样就与旧有单音词重合�从
而失去了它的区别性特征�无法用于正常的表义。

二是形成标准“音步”。音步可以简单表述为语
音节奏单位。冯胜利认为�双音节始终是汉语韵律
结构中的标准音步�［5］3形成标准音步后�在以下两
个方面获得很大的便利：

其一�方便使用。即作为一个和谐的韵律单位
与其他成分组合�最常见的是构成四字格�如“科坛
精英”“关爱生命”等�它们远比“科学界精英”和“关
心爱护生命”更显得音节和谐而又干脆利落。

其二�方便构词。当代汉语新词语中�有大量的
2＋2结构形式�其中有一些就是由上述简缩形式参
与构成的�如“研发力量、帮扶对象、编播人员、中超
联赛”等。

三是有类推基础。除了大幅度“无理”简缩之
外�其他几类大致都有“先例”可循�比如词组成词
类�以前也有“排水灌水－排灌”“批判斗争－批斗”；
三音节词的简缩如“机关枪－机枪” “落花生－花
生”；而各种词语模基本也都是旧有的�并且也都有
数量不等的词例�除前举的“～坛”外�还如“战友、财
迷、行家、房主、灾民”等。这样�从“例”的角度来说�
这样的双音简缩词是新的�而从“类”的角度来说�它
们就不是从无到有�而是从少到多。

四是有大的社会背景。这里主要是指改革开放
以来大陆汉语对海外汉语大量引进的浪潮和趋势。
这一类词中有不少是从港台社区语言中引进（如“战
机、研发、关爱、星姐”）�然后才在内地模仿、类推�从
而涉及到更大的范围和更多的词语。

3．上述现象对当代汉语词汇的影响
上述四种双音简缩造词现象对当代汉语词汇系

统有很大的影响�具体表现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造成为数众多的同音词。这里又有两种情

况：一种是与已有词形成同音词�比如由“战斗机”简
缩而来的“战机”�就与原有表示“适于战斗的时机或
战事的机密”义的“战机”形成了同音关系；另一种是
简缩形式本身代表不同的原形�由此也形成了新的
同音词�如上所举的“车坛、球坛”等。这样�就有可
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人们理解和学习的负担�另外
有时也容易造成理解上的混淆。

二是造成为数众多的同音语素�即音同、形同而
义不同的构词单位。比如“标间”�就与“标书” “标
牌”中的“标”义不相同�实际上就是三个同音语素�
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引起误解的可能。

三是造成一定数量的等义词。这方面�主要表
现在由三音节到双音节的简缩形式。一般的情况
是�双音节形式产生后�并未取代原有的三音节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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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同时流通�但是有频率的差异�有的以原形为
主�如“沙尘暴”�有的则以双音节简缩词为主�如“泳
帽”�也有的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如“奥运会－奥
运”。此外�其他类的简缩词也有可能与旧有词形成
等义关系�比如后出的“研造”与原有的“研制”就是
如此�这是词汇发展中的一种赘余现象。［1］

四是造成了一些陌生化程度很高的组合形式�
这一点�在大幅度“无理”简缩造词方面表现得最为
明显�另外许多词组成词以及三音变双音的简缩也
有同样的问题�如前举的“苛苦、匮弱、过房、遗症”
等。这样的形式往往表义不明�不便交际。

4．研究上述现象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认为�研究上述四种双音简缩造词现象有

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三点：
一是词汇学研究方面的意义。比如对简缩造词

法的认识�与传统的简缩相比较�当代汉语简缩词不
但类型丰富、形式多样�而且往往由原形到简缩形
式�以及后者固定成词的过程都大大压缩了�这样就
非常有利于我们准确还原在由原形到简缩形式过程

中产生影响以至于起决定作用的内外因素。上述简
缩形式也丰富了现代汉语的构词形式和内容�所以
相关的研究也可能从构词和造词的角度产生一些新

认识�从而弥补以往的某些不足。再比如对同音词、
同音语素以及等义词的研究�因为上述简缩形式是
后者的一个重要来源渠道�所以也有必要作为这一
研究的一个方面。②

二是当代汉语研究方面的意义。到目前为止�
人们虽然对当代汉语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概念和界

定�但是许多人实际上已经把它作为现代汉语的一
个独立阶段来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当代汉语中最为
丰富多样、最具时代特色的就是词汇�而上述简缩现
象正是这方面最有特点的表现之一。一方面�这些
形式作为当代汉语简缩词的重要类型�需要对它们
进行专门的研究；另一方面�作为最有特点的一类�
对它们的研究也有助于对当代汉语词汇甚至是整个

当代汉语的了解和认识。
三是其他方面研究的意义。比如从语言预测学

的角度�就可以把这类词作为一个试点�因为它们大

都有比较强的规律性�因此是一个非常好的预测对
象。比如�“研发”现已成词�因为当今十分强调自
主、创新�不断加大科学研究的投入�而社会发展对
此的依赖和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所以应该会有更
多的“研（～）”族词进入流通。实际上�现在已有的
这类词已经不少了�我们前边就列举了一组。此外�
像“（～）坛”等也都是非常能产的词语模�由它们构
成的词也会越来越多。
附注：

①本文所有例词均选自近年来公开出版的各种新词语
工具书�如上文提到的《现代汉语新词词典》、《当代汉语新词
词典》等。

②关于当代汉语中新生的同音词、同音语素和等义词问
题�我们写作了系列论文�即《试论当代汉语新同音词》（《大
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当代汉语
中的新同音语素》（《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1
期）和《试论当代汉语新等义词》（《汉语学习》即刊）�对以上
三者与双音简缩的关系均有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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