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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汉语常用词及其研究

刁 晏 斌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常用词是居于词汇 核 心 的 有 较 高 使 用 频 率 与 较 大 使 用 范 围 的 词，包 括 恒 常 的 部 分 与 新 增 的 部

分，其在当代的特点是频率高、具有发展性以及语用功能呈分化趋势。常用词的研究亟待加强。当代 的 常 用

词研究主要是其发展演变的研究，属于共时中的历时研究，应突出其当代性，具体表现在研究对象、内容与 方

法三个方面。示例性地考察分析了旧词新用的当代汉语新常用词“沦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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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从王希杰（１９８８）明确提出“当代汉语”这一

概念算起的话，到现在正好是３０周年了①。经过３０
年的使用，以及相关研究的持续展开并取得引人瞩

目的成绩，到目前，当代汉语已经成为一个有相当认

知度的学术概念。
刁晏斌（２０１４）对当代汉语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

理，主要观点是，当代汉语概念的产生基础可以概括

为三个着眼点：着眼于语言事实，着眼于语言研究，
着眼于语言应用；它的时间范围基本与改革开放以

来的新时期重合；它与现代汉语是包含关系，即属于

整个现代汉语的一个下位发展阶段。当代汉语研究

应 当 在 新 的 系 统 观、发 展 观 和 规 范 观 的 指 导 下

进行②。
当代汉语这一概念之所以能够被人们接受，并

积极开展相关研究，主要是因为它真实记录、充分反

映了当下异彩纷呈的语言生活，包含非常丰富的语

言发展变化事实，同时也具有很大的理论内涵。
在当代汉语研究中，词汇是一个重头戏，但是人

们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一些新兴流行语，而对于一

些“传统”的常用词在当代语境下及现实使用中的发

展变化却注意不够，由此就使得人们对当代词汇整

体面貌及使用情况的了解不够全面，当然也难说深

入，而相关的研究也因此成为一个短板，所以有必要

加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拟就相关问题展

开讨论。

一、当代汉语常用词

（一）什么是常用词

关于什么是常用词，一个时间较近且较为权威

的定义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经常使用的词。其特

点是使用频率高和运用范围广。既可以是基本词汇

中的 词，也 可 以 是 一 般 词 汇 中 的 词。”［１］（Ｐ７８）在 此 之

前，很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谈到自己对常用词的认

识，如张永言、汪维辉（１９９５）指出，“常用词大都属于

基本词汇，是整个词汇系统的核心部分”［２］；符淮青

（２００４）认为“常用词的确定完全根据词在最流行的

书刊上运用 的 频 率”［３］（Ｐ１６４）；丁 喜 霞（２０１４）则 作 了

进一步的划分，指出常用词可以分为不同的层级和



类型，如可以根据其在词汇系统内的地位级差，分为

核心常用 词、基 本 常 用 词 和 一 般 常 用 词③；赵 世 举

（２０１４）提出“核心词”的概念：“我们把词汇系统的核

心部分———常用度高、分布面广、稳 定 性 强、流 通 域

宽、组合力强的那些词叫做‘核心词’”［４］。
综合各家的看法与表述，结合笔者自己的认识，

我们认为正确理解和认识汉语常用词，首先应当把

握以下三个基本要点：
其一，常用词是一个时期或阶段居于“核心”位

置的词汇集合；
其二，常用词应该有较高的使用频率；
其三，常用词应该有较广的使用范围。
（二）当代汉语常用词的构成

有了以上认识，我们大致就可以给当代汉语常

用词作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即在当代汉语运用中

居于核心位置、有较高使用频率与较广使用范围的

那些词。
在任何一个时代或阶段，汉语常用词大致都由

两个部分或两种类型构成：一是“恒常”的部分，二是

“新增”的部分，而这种构成情况在当代汉语中表现

得更加明显和突出，并且在两部分中都有自己的特

点，由此而形成了常用词及其使用的当代汉语特色。
所谓恒常部分，也可以称之为“传统常用词”，它

们在现代汉语中一直存在，其中有很多是由上古、中
古及近代汉语沿用而来，它们反映了汉语词汇及其

使用的基本面貌，是词汇中最具稳定性的部分。这

部分常用词在当下的具体表现，一是数量较多，二是

覆盖面比较广，三是保有较高的使用频率，总体而言

虽然一直“不温不火”，但是其作为常用词的地位与

作用却一直不曾改变。属于此类常用词的如，我们

翻查由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编写的《汉语动

词用法词典》（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版），该词典从《现
代汉语词典》中选取１２２３个动词进行考察，虽然没

有明确说明选取标准，但是就其数量以及所收词的

情况来看，无疑是限于“常用”的范围。比如，字母Ａ
下共收 “挨、爱、爱好、爱护、爱惜、安、安插、安排、安

慰、安置、熬”等１１个动词，它们基本都属于以上所

说的恒常部分。再如郑怀德、孟庆海编写的《汉语形

容词用法词典》（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版），前言中说

明共收１０６７个词，指明其主要是常用形容词，其字

母Ａ下所收的“皑皑、矮、矮小、暧昧、安定、安分、安

静、安宁、安全、安稳、安闲、安心、安逸、暗、暗淡、肮

脏、昂贵、昂扬、傲慢、懊丧”，除“皑皑”外，基本也都

属整个现代汉语范围（当然也包括当代汉语阶段）内

的“全时”常用词。
所谓新增部分，大致包括以下两种类型：
一种是新词新义。当代汉语中，有大量 的 新 词

新语产生，其中有些是自源性的（包括普通话中自生

的以及由方言或港澳台等国语／华语社区引进的，如
“下岗、物 流、假 唱、竞 聘、愿 景”），有 些 则 属 他 源 性

的，即直接或间接由外语引进。这些新词语中，有的

生命力有限，只在较短的时间内流行，因此还算不上

真正的常用词；有的则生命力旺盛，保有较高的使用

频率和较广的使用范围，并且也持续了较长的时间，
它们作为新常用词的身份无可怀疑（如“的士、因特

网、软件、菜单、ＶＩＰ”）。
另一种 是 旧 词 新 用。这 也 是 当 代 汉 语 词 汇 一

景，主要是指原来的非常用词提高使用频率、扩大使

用范围，由此而进入常用词的行列。当然，与此相伴

随的，往往 是 它 们 意 义 及 用 法 等 的 某 些 发 展 变 化。
比如“绿色”，作为表示颜色的词，算不上特别常用，
但是在获得“环保无污染”等义之后，迅速提高使用

频率，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的核心常用词。很多人

在新词新义新用法研究中都提到“旧瓶装新酒”“旧

词赋新义”等，其中不少就属此类旧词新用。
（三）当代汉语常用词的特点

作为常用词中的恒常部分，其特点主要就是稳

定，所以我们讨论当代汉语常用词的特点，主要以新

增部分为考察和叙述对象。
总的来看，当代汉语新增常用词及其使用，有以

下几个较为明显和突出的特点：
一是使用频率高。具体表现一是作为单个的词

独立使用的频率高，例如“休闲、充电、买单、含金量、
热点”等；二是作为新词语构成单位使用的频率高，
特别是用于批量制造新词语，单音节的如“大－、热

－、软－、电－”，双音节的如“－工程、绿色－、山寨

－、共享－”等。此外，有一些双音节形式在这一过

程中还实现了简缩化，成为具有极强构词能力的新

语素，如“－热（潮）、－股（票）、－彩（票）、－粉

（丝）”等。
二是具有发展性。首先，它们之所以成 为 新 的

常用词，本身就是当代语言及语言生活发展的结果；
其次，当代汉语新常用词本身较高的使用频率自然

也是发展的结果，并且与高频率相伴的，是它们的使

用范围也不断拓展；再次，与高频率、大范围使用相

伴的，是当代 常 用 词 在 意 义 和 用 法 上 的 新 发 展、新

变化。
三是不少旧词新用的常用词旧义与新义之间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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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功能分化的趋向，并且有不同的表现。具体而

言，一是在不同语境中的分布，在“传统”的文体及语

体或语境下，偏 向 于 使 用 传 统 的 意 义 和 用 法，而 在

“新兴”的媒体及语境下，则偏向于使用新意义及新

用法，特别是形成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二分的局

面。比如，“妖精”本属贬义词，指妖怪或比喻以姿色

迷人的女子（见《现汉》），而新义则指美丽性感的年

轻女性，呈明显的褒义，后者通常就不在“传统”的媒

体中使用④。二 是 在 不 同 组 合 中 的 分 布，比 较 常 见

的情况是旧义在单独使用时呈现，而新义则在组合

中实现，比如“套餐”，在“吃套餐、套餐５０元一份”等
中为旧义，而 在“服 务 套 餐、电 信 套 餐”等 中 则 为 新

义，即指搭配好的成套供应的商品或服务。

二、当代汉语常用词的研究

（一）为什么要研究常用词

虽然在词汇学及其研究中，“常用词”是一个高

频使用的概念，但是人们相关的研究意识却并不强，
具体研究也 并 不 多，整 体 而 言 比 较 薄 弱，其 具 体 表

现是：
其一，认识模糊。比如，常用词首先是一个使用

频率的概念，而使用频率的认识与定位应基于实际

的词频调查与统计，但是这样的工作以往很少有人

做，因此所说的常用与否，都不可能准确，因而只是

一个模糊的概念，并且不同人的认识与取舍也往往

会有所不同。
其二，相关的学术积累不够多，而这也是一直存

在的一种状况。目前，汉语史学界这一状况已经有

所改变，比如出现了一些常用词发展及更替的研究，
一些基于专书的常用词调查与研究等。但是，作为

共时平面的现代汉语研究中，情况就完全不是这样

的了。
其三，以往及当下的词汇研究均未把常用词作

为主要、基本的立足点，似乎存在两个极端：传统的

词汇研究更强调进行整体（某一类型、某一方面等）
而不是个体的研究；当下的研究主要立足于个体，即
所谓新词语（新词新义新用法）的研究，而二者均对

常用词及其研究的价值有所忽略。
以上三个方面归纳为一点，就是在当下的汉语

研究 中，常 用 词 远 未 受 到 应 有 的 重 视。杨 世 铁

（２０１０）指出，造成常用词研究不受重视的原因除了

跟汉语词的划分困难有些关系外，主要有以下三个

原因：一是不少学者误把基本词当作常用词，认为对

基本词的研究就是对常用词的研究；二是认为常用

词语义简单、使 用 普 遍，没 有 研 究 的 必 要；三 是“常

用”的标准不好确定⑤。
常 用 词 反 映 一 种 语 言 词 汇 及 其 应 用 的 基 本 面

貌，对它的研究属于词汇研究的“基本建设”。然而，
在以往的当代汉语词汇研究中，人们往往更注重那

些新词新义，对一些“老词”则较少关注，而很多关于

当代词汇的认识，也是根据这些新词新义归纳总结

的，有可能并不全面、准确。
（二）当代常用词及其研究的“当代性”
当代汉语常用词研究的当代性主要源自当代汉

语常用词使用中所表现出的当代性，即与以往有所

不同的特点。具体而言，除上述的三个特点外，还有

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一是使用充分，调动各种可能

性，使其发展变化达到极致，因此可以借此了解一个

常用词的张力及潜力，从而对其产生新的认识；二是

发展迅速，往往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达到了一个充

分发展的境地，即把一个词过去在很长时间内才可

能发生的变化压缩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三是发展

的脉络及节点清晰，不少意义及用法的连接及转换

也比较清楚，由此就可以最大程度还原其“自然”的

发展过程，这对于反观整个词汇发展的各种推动与

制约因素、一般及特殊的规律等，都可以有远比以往

清楚、直接的了解和认识。
在此基础上，我们所说的常用词研究的当代性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研究对象。毫无疑问，当代汉语常 用 词 研

究应以当代汉语中正在使用的常用词为对象，换言

之，当代汉语常用词研究应当突出研究对象的当代

性。具体而言，主要应指向其两大构成部分中的新

增部分，并且充分认识及考虑其所具有的三大特点

（见上）。
其实，就当下的情况来看，研究当代汉语的人对

新增常用词一直比较关注，只是有所偏倚，未能达到

均衡。相对来说，人们更加注意、更感兴趣的是新词

新义新用法，比如有人统计，《现汉》第６版对新词新

义给予足 够 的 关 注 并 做 了 较 好 的 处 理（新 增３０００
条），对某些 旧 词 新 义 的 关 注 度 仍 显 不 足（新 增４００
多个义项），而 这 一 问 题 主 要 就 反 映 在 一 些 常 用 词

上⑥。所以，强调常用词研究对象的当代性，就应当

针对当前新增常用词来源及使用的实际，新词新义

与旧词新义并重，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均衡、合理。
二是研究内容。谈到常用词，其实与时 间 有 非

常密切的关系，但是以往的相关研究对此却关注甚

少。我们认为，可以主要着眼于时间，对常用词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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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致的划分，分为“长时常用词”与“阶段常用词”，
前者能够反映汉语词汇的总体面貌与稳定状态，后

者则更能突显不同时代、不同阶段的词汇及其使用

特点。
当代汉语常用词研究当然应主要立足于后者即

阶段常用词，主要是本阶段的新增部分。如前所述，
包括新产生并且常用的词，以及原来的非常用词成

为常用词。不过，这应当还不是当代常用词研究的

全部内容。除新增部分外，我们还应该关注减少的

部分，而这主要是着眼于长时常用词（其中也包括非

本阶段常用词）的使用情况所做的考察与分析。以

前常用而在当代汉语阶段不常用的情况并不少见，
个中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有内涵的是同义

竞争，如“观念”与“理念”、“旅馆”与“酒店”、“结账”
与“买单”，二者之间有明显的此消彼长变化，后者就

大量挤占了前者的使用空间，并由此而成为当代汉

语阶段常用词。此外，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情况与原

因，比如有的是社会语用需求减弱造成的原有常用

词的萎缩甚至退出，像“电报、邮电局”等，大致就是

如此。另一方面，即使在当代汉语阶段内部，由于社

会生活的飞速发展，词汇更替的速度也在加快，由此

也造成了一些阶段常用词的萎缩甚至退隐，如“录像

机、大哥大、倒爷”等。这样，就又提醒我们思考另外

一个问题：是否有必要和可能对常用词做更细致的

类别划分？比如，在一个更短阶段内高频使用或流

行的词 是 否 也 可 以 划 入 常 用 词，作 为 其 中 的 一 种

类型？

三是研究方法。除了研究对象与内容的当代性

外，我们还应强调与突出研究方法与路径的当代性，
具体而言大致应把握以下几点：

其一，以一般语文工具书（如《现代汉语词典》）
的释义和用法描述为立足点与出发点；

其二，借助现代科技大数据手段进行调查，确定

一个“常用词表”，划定恒常部分与变化部分的大致

范围；
其三，进行大规模的语料调查，以充分显现某一

常用词可能有并且实际上已有的全部意义和用法；
其四，进行全方位的调查，而不仅仅局限于传统

的“词汇”或“语法”方面，因为各方面的发展变化往

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并且相互之间也是互为因果，互
相促进的；

其五，用现代的词汇理论与方法，对相关发展变

化进行全面调查与充分解释，如社会语言学、认知语

言学的理论与方法等。

（三）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研究

上文已经说过研究方法问题，以下换一个角度

继续讨论。
当下的语言研究中，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已经成

为共识，而有人还进一步考察分析了共时与历时的

关系。于根元（１９９９）较早指出：“语言的各个历时都

是在一定的共时里的，各个共时又都是在一定的历

时里的。”［５］（Ｐ３５９）萧国政（２００１）也说：“不仅共时的时

间连续构成了历时，而且共时内部的差异，也包含和

沉淀着历时。”［６］（Ｐ２５）在此之前，我们曾经提出应当对

现代汉语的历时发展演变进行研究，即为共时中的

历时研究⑦。后来，在此基础上又把这一研究概括、
升华为“现代汉语史”⑧。

从常用词入手，正是观察当代汉语这一共时平

面词汇历时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所谓共时与

历时相结合的当代常用词研究，主要是把握并突出

以下两点：一是对其当下的实时状况进行充分的观

察和充分的描写，二是理清其发展的头绪与脉络，并
给出合理而充分的解释。关于前一方面，以上两小

节分别已经涉及，以下专门就历时的常用词研究谈

一点意见和看法。
在汉语研究的各个部门中，最重视常用词的是

汉语史。张永言、汪维辉（１９９５）指出，常用词的变化

对语言史研究的价值无异于音韵系统和语法系统的

改变，词汇史的研究不但不应该撇开常用词，而且应

该把它放在中心位置⑨。此后，在词汇史的研究中，
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把常用词的历时兴替放在了中

心的位置，以至于现在谈到常用词，人们就会想到词

汇史，就会想到它的历时发展演变研究，比如有一篇

《汉语常用词研究方法浅论》就完全以词汇史上的常

用词演变研究为讨论对象⑩。
如前所述，汉语常用词研究首先应该是一个共

时的概念，而作为历时的概念，除了注重其在漫长的

汉语史各阶段的发展变化外，也应考虑和照顾到其

在某一共 时 平 面 的 历 时 发 展 变 化。我 们 曾 经 提 出

“当代汉语语法化”的概念，指出语法化既然是词由

词汇单位到语法单位的发展变化过程或现象，或者

说，是语言发展变化的一个方面，那么，它就应当存

在于汉语发展的各个阶段。也就是说，语法化不仅

存在于古代汉语或近代汉语之中，同样也存在于现

代汉语以至于当代汉语中。所以，研究当代汉语语

法，同样也要注意语法化的问题，特别是正在进行的

语法化瑏瑡。
如果把这一观点扩展或移植到词汇及其发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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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我们认 为 同 样 有 必 要 提 出“现 代 汉 语 词 汇 史 框

架／视角下的常用词研究”这一概念，作为现代汉语

词汇史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实质，就是“当代汉语

常用词发展演变研究”。我们认为，明确这样的概念

和实质有利于我们用历时的观念和方法研究当代汉

语常用词的发展变化。
汉语词汇史研究中，人们之所以把常用词的演

变作为重要对象和增长点，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它

有丰富的发展变化事项。因为词汇的演变与词的使

用频率之间呈正相关，词越是常用，其发生变化的可

能性就越大，并且实际上发生的变化也就越多、越复

杂。古代如此，当代更是如此，并且相比于古代，当

代常用词研究还有三个巨大的优势。
优势之一是，当代是常用词及其使用非常活跃

的时期，说词汇是社会生活的风向标，常用词正是其

典型所指。当代常用词的发展变化异彩纷呈，由此

可以提供一个词远超以往的最充分、最全面的研究

事项。常用词中“变动”的部分是社会变动与发展的

直接映射，二者有同步与共变的关系。比如，社会进

入“共享 时 代”，所 以“共 享”词 族 大 量 产 生、高 频 使

用，而随着时过境迁，它们就可能会受到冷落，进而

退出常用词行列，或者是由核心常用语降格为基本

常用词甚至一般常用词。
优势之二是，古代常用词的演变，往往要经历一

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这一过程在当代却被大大压

缩了，即在一段较短时间内的高频、甚至“井喷式”的
使用下，演变不但提速，而且往往还不断“扩容”，即

变化的事项更多、情况更复杂。
优势之三是，由于常用词的各种变化往往是在

很短时间内完成的，并且研究者可以借助无远弗届、
神通广大的互联网及搜索技术，轻而易举地实时跟

踪和还原几乎任一常用词完整的演变过程，分析其

造成变化的内外动因和机制。因此，可以说，当代汉

语是研究常用词发展变化的一个最佳时期。

三、当代常用词发展变化示例

以下，我们以属于当代新增常用词中旧词新用

类的“沦陷”一词为例，来考察其在当代汉语中意义

及用法等的发展变化，以此来借斑窥豹，了解此类词

发展变化的一般状况。
《汉语动词用法词典》未收“沦陷”，李行健主编

《两岸常用词典》（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２０１２）也 未 收 此

词。这样，我们就可以初步认为，此词在现代汉语中

不属于常用词，起码不属于核心常用词或基本常用

词。其实，这一点非常好理解：《现代汉词词典》中此

词的释义为“动①（领土）被敌人占领；失陷：～区｜国

土～。②＜书＞淹没。”由于我们国家已经远离战争

年代，所以上述义项①早已失去使用的现实语境；义
项②作为书面语词，也与普通话的通俗性与口语性

有较大程度 的 违 离，且 有 与 之 相 对 应 的 通 用 词“淹

没”，所以自然也不会有多少现实的语用需求。
但是，当代汉语中，“沦陷”一词的使用频率却大

大提高，使用范围也大大拓展，并且这一状况已经持

续了一段时间，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它已经成为一

个新增的常用词。我们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０日在“百度

新闻”进 行 检 索，结 果 显 示 共 有 相 关 新 闻 约４０１００
篇，为了有所参照，我们还检索了其他一些比较常用

的词在 该 网 站 的 使 用 频 率：“生 活”８１９００，“电 脑”

７８７００，“广告”４９６００，“吃 饭”３９３００，“上 学”３９６００，
“下载”１９１００。

“沦陷”的新用主要是由义项①在当下语境中义

有所转，用于喻指沦入、陷入某一人们不想看到、不

愿接受的境地或状况，至于具体是什么样的境地或

状况，则完全依赖语境的规定与明确。
就我们对所见的各种用例看，“沦陷”在具体语

境中所表达的意义真的是非常复杂多样，以下先举

例性地列出几种意义相对比较集中、一致的方面：
其一，指在 体 育 比 赛 中 失 利，即 陷 入 失 败 的 境

地。例如：
若不是门将表现神勇，再加上一点运气，鲁能客

场沦陷，势所必然。（《工人日报》２０１４．３．２２）
龙清泉的低迷伴随中国男举在５６公斤级的沦

陷，一起成为国内举重人里约周期的噩梦。（《中国

体育报》２０１７．７．７）
下半场的比赛场面画风不变，新疆队三节比赛

就拿到了１０５分，广州队主场沦陷只是时间的问题

了。（《信息时报》２０１７．１１．６）
其二，在一段时间以来的反腐败相关报道中经

常 指 某 个 或 某 些 人 腐 化 堕 落、陷 入 犯 罪 的 境 地。
例如：

在《人民的名义》中，一个大省的“半壁江山”都

沦陷了，老书记、接班者、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
法院副院长、大型国企老总、省会城市副市长……全

是腐败分子（《中国青年报》２０１７．３．２８）
按，此例前文在简述剧情时用的是“一个大省的

‘半壁江山’都陷入贪腐”，而这“陷入贪腐”正是对此

例中“沦陷”的最好诠释。
“一把手腐败”现象可谓触目惊心，也成为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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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突出问题。诚然，“一把手”的沦陷固然与自

身的问题有关，但与此同时，也折射出对一把手的监

督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人民网２０１７．４．２０）
按，此例前用“一把手腐败”，后用“一把手的沦

陷”，二者从不同的角度指明同一事实或现象。
上行下效，科研院２３名中层以上干部有２２人

先后“沦陷”：采购处长，将从沈阳采购的原料，运到

大连亲戚家办的工厂换个包装再运回四平，每吨价

格就从１２０００元翻到了３８０００元；财 务 处 长 则 成 了

“专业做假账”的高手……（《人民日报》２０１７．１０．９）
按，此例中列出了一长串犯罪事实，“沦陷”的具

体所指非常清楚。以下用例虽然未涉及具体事实，
但是相同的意义也是非常清楚的：

纪检材 料 披 露，２０１５年４月２日，蒋 尊 玉 的 亲

家———深圳中院副院长黄常青落 马。至 此，蒋 尊 玉

的老婆、女儿、女婿、亲家，甚至老婆的妹妹、女婿的

舅舅，都悉数沦陷。（《法制晚报》２０１７．７．２８）
其三，与上一类意思相近，指某些集体或单位等

未按章办事，陷入因违法、违规操作等而被揭发、被

曝光的境地。这样的用例比较常见，如：
高端酒店与快捷酒店的集体沦陷，把长期以来

问题不断的酒店卫生话题再度引爆。经济酒店的卫

生乱象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而高端酒店的卫生

问题也在变得平常。（《北京商报》２０１７．９．１３）
按，这里的“集体沦陷”，是指都被媒体曝出不换

床单、不擦马桶、不洗漱口杯等。
一旦管理混乱，势必为入警造假提供可乘之机。

邱海山等人能够上下其手，与其所在位置有关，也与

相关环节全线“沦陷”有关。（人民网２０１７．４．１４）
按，此例的“全线沦陷”大致就是指前边所说的

“管理混乱”。

４月１８日，市场传出民生银行北京某支行发生

一起涉及金 额 约３０亿 元 的“飞 单”及 票 据 造 假 案。
……在 这 两 大 银 行 业 务 上，该 支 行 全 面 沦 陷 了。
（《钱江晚报》２０１７．４．２０）

给此类“表演艺术家”及其代言的虚假产品提供

表演舞台的，竟然包括那么多的主流媒体。在虚假

医药广告面前，沦陷的电视台从西部边疆到东部沿

海，从南方到东北。这是怎样的消费环境和媒体生

态？（《健康报》２０１７．６．２２）
由于存在各方面的问题，一旦被人揭发，就会陷

入丑闻，而这也成了此类意思的一个方面，例如：
神户制钢惊曝丑闻后，神户牛肉也沦陷了，日本

品牌正在遭遇信任危机。（人民网２０１７．１０．３１）

在性丑闻中沦陷的还有共和党人。２０日，莉·
科夫曼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指认，亚拉巴

马州联邦参议员候选人摩尔在她１４岁时对她性侵。
（新华社２０１７．１１．２２）

以上两例中都有“丑闻”出现，所以“沦陷”的意

思非常清 楚，有 时 虽 未 用 到“丑 闻”，但 意 思 也 是 清

楚的：
部分网友评论称海底捞的回应“有担当”，堪称

“成功的危 机 公 关”，甚 至 有“上 午，海 底 捞 沦 陷；下

午，海底捞逆袭”的说法。（人民网２０１７．８．３０）
其四，指网络遭受破坏，甚至陷入瘫痪。这在时

下也比较常见，特别是在报道一些大规模的计算机

病毒流行及网络攻击时会集中使用。例如：
在欧洲国家重灾区，新病毒变种的传播速度达

到每１０分钟感染５０００余台电脑，多家运营商、石油

公司、零 售 商、机 场、ＡＴＭ 机 等 企 业 和 公 共 设 施 已

大量沦陷，甚 至 乌 克 兰 副 总 理 的 电 脑 也 遭 到 感 染。
（《科技日报》２０１７．６．２９）

按，此例两次使用“感染”，而这也就是“沦陷”在
此表示的具体意思。

２０１６年，权威 安 全 漏 洞 统 计 和 披 露 平 台 ＣＶＥ
公告各种安全漏洞９９９９个，敲诈者病毒疯狂肆虐，
美国网络也一度沦陷，雅虎用户数据被盗。（《中国

青年报》２０１７．１．１９）
手机病毒生意的“红火”，必然伴随着手机用户

信息及网络安全的沦陷，其背后隐藏的巨大安全风

险漏洞，亟待填补。（《工人日报》２０１７．３．２３）
这种电脑病毒全球大爆发！已有９９个 国 家 中

招，中国 多 所 大 学 校 园 网 沦 陷。（搜 狐 网２０１７．５．
１４）

高度依赖互联网、实现智能化管理的政府平台

和企业系统，一时间纷纷沦陷，影响的不仅是企业的

生产和居民的生活，连社会安定都受到了极大挑战。
（《经济参考报》２０１７．６．３０）

除以上四种外，还有很多“沦陷”的用例在具体

的使用中表达了各不相同的“语境义”。例如：
十一假期，北京、上海、成都、三亚等热门目的地

相继“沦 陷”，涌 入 大 量 游 客，不 得 不“望 人 兴 叹”。
（人民网２０１７．１１．１０）

此例中的“沦陷”似与“原义”最为接近，大致是

描述性的“被占领”之义。不过，如果“占领”的主体

与客体变换，那自然就表示另外的意思了，例如：
今天开始，好天气又将暂别京城，霾又将偷偷潜

回。预计白天大部分地区能见度还不错，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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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率先开始沦陷，到了２９至３０日雾霾范围将逐渐

加大。（《北京青年报》２０１６．１１．２８）
此例中“潜回”的是雾霾，而被占领的则是天空，

结果自然是出现雾霾。以下一例中，还进一步列出

了“沦陷”到某一程度：
北京绝大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均沦陷至六级重

度污染水平。（中国新闻网２０１６．１２．２２）
与上例不同，以下一例表达的是“上当受骗”的

意思：
顶尖大学教授在“公检法电话”的攻势之下，也

很容易沦陷，就更不用说一般民众了。（《中国青年

报》２０１７．１０．１０）
以下一例用于房地产市场，指的是价格上涨，这

对于叙述者及其所代表的普通民众来说，当然不是

什么好消息，所以也使用了“沦陷”：
江 宁 滨 江 和 汤 山 的 两 幅 住 宅 地 块 引 发 激 烈 争

抢，最终分别以超过１．１万元／平方米和１．４万元／
平方米的地价成交。作为南京楼市屈指可数的刚需

板块，江宁滨江地价的“沦陷”，意味着未来房价可能

再次水涨船高。（《现代快报》２０１７．１．１３）
同样是房地产，如果换一个语境，又可指销量及

排名下跌，这无疑是另一个角度及另一种类型的“沦
陷”：

前十名的榜单中还有一家楼盘来自六合，其余

则分别来自江宁与浦口的楼盘，主城六区的项目全

部“沦陷”，这 也 反 映 出 了 限 购 与 限 贷 政 策 的 威 力。
（《扬子晚报》２０１６．１０．９）

下例的语境又有不同，语义跨度相当大，“沦陷”
的具体所指是罹患脚气：

家里出现了一个脚气，若不及时隔离，极有可能

全家沦陷，治脚气要注重方法，一次到位。（《健康时

报》２０１７．１０．２）
像 这 样 在 不 同 的 语 境 中 表 示 不 同 具 体 意 思 的

“沦陷”，我们可以一直列举下去，差不多是只要换一

个主体或客体，表达的意思就会有所不同，相互之间

也可能差异很大，而这些都是它的“语境义”。

如果把“沦陷”一词所有的语境义归纳一下，其

实都是围绕一个与原义位不同的新义位，或者是在

这一新义位统制之下的“义位变体”，即由指某一地

方未能守住而被敌人占领，到义指未能守住正确的、
正常的、本真的境况或状态，由此陷入不正确、不正

常、非本真，甚至是违规、犯罪的“病态”状况与境地。
新义位与旧义位相比，至少有以下几点变化：一是由

专指到泛指，二是由具体到抽象，三是因属修辞性引

申（比喻）而具有的形象色彩。当然，新旧义位之间

也有不变因而相同的一面，其中最主要的一是二者

内在的一致性（这是比喻得以达成的基础），二是［＋
遭受］［＋贬损］［－如意］的语义特征。

不过，在大规模、高频率的使用中，上述不变、相
同的一面也有可能产生新的变化，现在我们能够观

察到的主要是［＋贬损］［－如意］语义特征的淡化与

模糊，这在当下一些时尚的表达（特别是娱乐新闻及

网络媒体）中已经相当常见。例如：
剧照中，严屹宽身穿全黑色年代潮流工装，高度

还原了人物的造型的年代感。深邃的眼神魅惑且神

秘，邪魅的气质尽显苏帅炫酷，让人忍不住彻底的沦

陷在这颜值里。（新华网２０１６．９．２８）
聊到兴起，苏运莹还现场演唱了这首全新的《蓝

孩子》，灵动欢快的旋律极具感染力，甫一开口便让

听众沦陷其 中，不 少 影 迷 更 情 不 自 禁 跟 唱 起 来，掌

声、喝彩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随之推向高潮。（环

球网２０１７．４．１９）
置身“十七世纪”的魁北克街头品味黑加仑酒的

醇香；在陨石造就的夏洛瓦美食聚集区，沦陷在鲜奶

酪的诱人口感中；在原始森林中捕捞天然的山野味

道，感受自然与人文的完美融合。（新华网２０１７．９．
２９）

作为一款现象级的手游，王者荣耀让无数爱玩

游戏的男男女女们完全沦陷，晚上不开黑一场，就会

失眠一整晚。（人民网２０１７．１０．１８）
以上用例如果简单归纳一下，“沦陷”表示的基

本都是“因着迷而身陷其中、难以自拔”的意思。

注　释：

①　详参王希杰《编导演》一文，载《汉语学习》１９８８年第６期。

②　详参刁晏 斌《试 论“当 代 汉 语”》一 文，载《河 北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③　详参丁喜霞《论常用词的层级性》一文，载《洛 阳 师 范 学 院 学 报》

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④　详参刁晏斌《当 代 汉 语 词 汇 研 究》，北 京：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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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⑥　详参杨金华《再 论 语 文 词 典 的 优 化 空 间》一 文，载《通 化 师 范 学

院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⑦　详参刁晏斌《关 于 现 代 汉 语 历 时 发 展 研 究 的 构 想》一 文，载《语

文建设通讯》１９９２年总第３６期。

⑧　详参刁晏斌《论现代汉语史》一文，载《辽 宁 师 范 大 学 学 报》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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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６期。

⑨　详参参考文献［２］。

⑩　详参聂志军《汉 语 常 用 词 研 究 方 法 浅 论》一 文，载《河 池 学 院 学

报》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瑏瑡　详参刁晏 斌《当 代 汉 语 语 法 化 论 略》一 文，载《通 化 师 院 学 报》

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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