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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汇 学 与 词 汇研 究

论旧有类词缀在当代的发展变化

—

以
“
一界

”

为 例

刁晏斌

（ 北京 师 范大 学文学 院 ）

提要 ： 旧 有 类词 缀
“
一界

”

在 当代 的发展 变 化 主要表 现在 旧 类 新例 （ 具体包括后 出 新

例 、 旧 例 复 显 、 旧 例 变 新例 和 新例 新 变 化 ） 和新 类 新例 （ 包 括 由 ［
＋指人 ］ 到 ［

－

指人 ］ 、 由 ［
＋

高端 ］ 到 ［

－

高 端 ］ 、 由 ［
＋正 当 ］ 到 ［

－正 当 ］ ） 两种 情况 ， 其 背 后 有 非 常 明 确 而 又充分 的 内 外

动 因 ， 堪称现代 汉语 旧 有形 式在 当 代发展 变 化 的 代表 ， 对 它 的全程考察 、全面 描 写 、深入

剖 析于 当 代 汉语 而 言具有举一反 三 的典型 意义 与 价值 。

关键词 ： 现代 汉语 ；
当 代 汉语 ； 类 词缀

引 言

一般认为 ，

“

类词缀
”

的概念系 由 吕叔湘￥提出 的
“

类前缀
”

和
“

类后缀
”

而来 ， 大致是

指典型词缀之外虚化程度不高且处于 由词或词根向词缀方向演变的成分 。

当代汉语中 ，最生机勃勃 、产生数量最多且使用频率最髙 、类型最丰富的 ， 是词族化

① 吕叔湘 ：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１ ９７９ 年
，第 ４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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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词 ，而其中一种重要的类型就是
“

类词缀 ＋词根
”

（ 或
“

词根 ＋类词缀
”

） 。 吉益 民？把这

种构词方式称为
“

格式填框式构词
”

，并且认为它
“

已经成为当代语言生活中 的一种极富

特色的语言现象 ， 呈现出批量生产和广为流布的发展衍生态势 。 尤其是网络媒介的 出

现
，进
一步助推了这一发展进程 。

”

各家的相关研究中 ，在涉及类词缀的范围及举例时 ，差不多都会提及
“
一界

”

，
可见这

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类词缀 ，并且它早在初期现代汉语中就经常用于构词② ， 因此属于一个

现代汉语的旧有类词缀 。

当代汉语中 ，不仅有大量新的类词缀表现活跃 ， 同时还有不少 旧有类词缀也
“

焕发青

春
”

，

“
一界

”

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个 ，
而它在当代汉语中 的发展变化 ， 既能说明很多问

题 ， 同时也带给我们很多启发 ，
因此非常值得归纳总结 。

《现代汉语词典》第 ７ 版
“

界
”

字头下共列五个义项 ，其中义项三为
“

职业 、工作或性

别等相同的一些社会成员 的总体 ： 文艺 ￣
 Ｉ 科学 ￣

 Ｉ 妇女 ￣

丨 各 ？ 人士
”

。

宗守云③在讨论
“
一界

”

的时候指出 ，凡
“

界
”

族词 ，应该满足三个条件 ， 如果用义素来

标示就是 ［
＋正当 ，

＋有难度 ，

＋有地位 ］ 。 宗书归纳这三个义素 ， 是为 了对照讨论新词
“

黑

界
”

的产生原因 ，书 中对此的解释是 ：

“

如果不考虑社会发展的原因 ， 只考虑语言本身的原

因
，我们不妨用这样的原则来解释它的出现 ： 如果一个义项 由几个义素组成 ，在具体运用

中 ， 当其中一个义索特别凸显时 ，其他义素有时可 以忽略
”

， 书中将此概括为
“
一项几素 ，

一素凸显 ，他素忽略
”

的规律 。

就总体情况来看 ，

一些新的
“

界
”

族词的产生 ，往往就是忽略某一个或几个原有义素

的结果 ，或者说是在具体的使用 中某一或某些义素模糊 、弱化或脱落的结果。

根据《现汉 》释义 ，结合宗书的归纳 ，
以及对照类词缀

“
一界

”

在现代汉语中一般的使

用情况 ，我们认为它有三个重要义素 ，这就是 ［
＋指人 ］ ［

＋髙端 ］ ［
＋正当 ］ ， 而在当代汉语

中 ，

“
一界

”

则在一定程度上或一定范围 内 向 以上三点之外的其他方面延伸与拓展 ， 由此

体现出它的新活力与新发展 。

所谓 ［
＋指人 ］ ， 《现汉 》释义中的

“

社会成员 的总体
”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 即
“
一界

”

在

与不同词语组合时 ，虽然所指范围各不相同 ，但都是立足于人的 ，所以在具体使用 中通常

①吉益民 ： 《 网络变异语言现象的认知研究 》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２ 年 ，第 ２ １ ３ 页 。

②这里的初期现代汉语指的是 １ ９ １ ９
一

１９４９ 年这一阶段 ， 在我们关于现代汉语史的阶段划分中 ，这属于

第一阶段 ，有时我们也表述为
“

早期现代汉语
”

。

③宗守云 ： 《新词语的立体透视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７ 年 ，第 １ ７０

－

１ ７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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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与述人词语搭配使用 ， 如
“

社会各界反响强烈
” “

这也成为困扰科技界的最大现实问

题
”

等 。

所谓 ［
＋高端 ］ ，大致也就是上引宗书所归纳的 ［

＋有难度 ，

＋有地位 ］ ， 即凡
“

界
”

缀词所

指 ，大致都带有明显的
“

非普通
”

性 ，通常是那些对国计民生以及社会发展比较重要 ，或者

是受社会关注程度比较高的领域或方面 ， 如 《现汉》所举的
“

文艺界
” “

科学界
”

等就是如

此 ；就连
“

各界人士
”
一般也不是指普通人 ，或者是用于普通场合的 。 施春宏①指 出 ，

“

̄

界
”

基本上用于褒义的场合 ， 尤其是严肃 、庄重的场合 ，大致也是说其在这方面的特点 。

所谓 ［
＋正当 ］ ， 与上边的 ［

＋髙端 ］ 关系密切 ， 而施文所说的褒义及
“

严肃 、庄重
”

同时

也指向此点 。 总之 ，我们所见 ，新时期 以前
“

界
”

缀词没有用于 ［

－正当 ］ ，或所指属
“

负面
”

的情况 。

就上引 《现汉 》所举的例子以及我们所了解的长期使用情况来看 ，

“
一界

”

基本都是

在这一范围 内活动的 。 但是 ，新时期以来 界
”

族词不断有新成员加人 ，在这个增量的部

分 ，
既有符合或基本符合原义素要求及限定 ，

因此属于或基本属于在原范围 内活动的新

词 ， 同时也有相 当数量超出原范 围 的新词产生 。 在这里 ， 我们引进语法研究 中常用 的

“

类
”

和
“

例
”

的概念 ，前者是指某一种类或类型 ， 而后者则指组成该类型的不同个体 ， 类

是例的总合 ，而例则是类的具体表现形式 。

就
“
一界

”

的使用情况来看 ，大致有旧类新例与新类新例两种情况 ， 以下分别讨论 。

一

、 旧类新例

这里指的是符合或基本符合上述三个义素 ，但以前没有或极少使用 ， 而现在却 已产

生 ，或者是有了一定使用频率的
“

界
”

缀词 。 具体而言又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１ ． １ 后出新例

当代汉语中 ，产生了很多以前从未出现过的
“

界
”

族词 ，它们与
“

界
”

的使用条件即上

述三个义素完全相符 。

这样的词如
“

物流界
”

，用例如 ：

天津理工大学 于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与 日 本大 阪产 业大 学合作开设 了 物 流管理专 业 ， 采

用 中 日 双方共 同 认定 的培养方 案和教 学计 划 ， 聘请 日 方 物 流界 的 知 名 专家和 学者 ，

①施春宏 ： 《说
“

界
”

和
“

坛
”

》 ， 《汉语学习 》 ，

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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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具有 日 语专长 的 物流行业 专 门人才 。 （ 《 天津 日 报 》 ２００５ ．９ ．２４
）

联通成都 的铁路货运直达专 线不仅进 一 步提升 了 蒂 尔 堡在 欧 洲 物 流界 的地位 ，

也 为荷兰企业 与 中 国 西 南地 区 的 企业深化合作创 造 了 更便利 的 条件 。 （ 《 人 民 日 报 》

２０ １ ７ ． ９ ． ２８
）

我们 ２０ １ ７ 年 １ ２ 月 ２７ 日 在
“

人民 网一搜索
”

中进行检索 ， 共得到含此词 的文章 ８５

篇 ，数量虽然不算多 ，但是用来证明该词已经产生并使用 ，则是没有问题的 。

査 ＢＣＣ 语料库的历时检索 ，

“

物流
”
一词在 《人民 日 报 》 中第一次 出现是 １ ９８０ 年 ， 而

宋子然主编 《 １００ 年汉语新词新语大词典 》 （ 上海辞书 出 版社 ，
２０ １４ 年 ） 则在下卷 （ 收

１ ９７８
—

２０ １ １ 年间产生的新词新语 ） 收录此词 。 既然
“

物流
”

是一个新形式 ，那么 由它参与

构成的
“

物流界
”

自 然也是一个新生形式 。 该词形虽然是新的 ，但却符合
“
一界

”

的使用

标准和规范 ，所以我们认为属于比较典型的 旧类新词 。

类似的用例再如 ：

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委 员 会 ，
汇 同 全球九大复原 世界生 态 与 生命产 业化机

构 ， 联合邀请世界文化界 、科 学 界 、金 融界 、产 业界 、健康界 、 妇 女界 、教育界 、企 业界

等各方代表来到 伟 大 的 中 国
……

召 开 了
“

第 七届 人类 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暨首届 全

球开发
‘

世界价值化财 富 新大 陆
’

高端会议
”

。 （ 中 国 网 ２０ １７ ．９ ． ２８
）

按 ，此例中的
“

文化界
” “

科学界
”

等均属传统的组合形式 ， 而
“

健康界
”

则是一个陌生

化程度相对高一些的新词 ，它是随着人们关心 自身健康 、相关产业 （ 如保健 、康复等 ） 的兴

起和发展而产生的新的组合方式 ， 因此很有时代特色 。

与以上各词大致相同 ， 即在新时期 以前没有或较少使用 ， 而在当代汉语阶段却 已产

生或者是比较常用的
“

界
”

缀词为数众多 ，再如 ：

基金界 、媒体界 、房融界 、政文界 、家装界 、科幻界 、地产界 、餐饮界 、会展界 、文博界 、

广告界 、理财界 、 电商界 、安防界 、咨询界 、 营销界 、培训界 、美食界 、文创界 、时 尚界 、演艺

界 、搏击界 、时装界 、赛车界 、粤剧界 、话剧界 、散文界 、煤炭界 、交替界 、木刻界 、摔角界 、女

排界 、家居界 、花艺界 、信鸽界 、采访界 、健身界 、改装界

１ ．２ 旧例复显

这种情况相对要复杂一些 。 比如 ，早期现代汉语中有
“

司法界 、法学界、法律界
”

，
以

及
“

刑法界 、 国际法界
”

等 ， 同时还有更具概括性的
“

法界
”

，且用例比较常见 ，例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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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７
－

法界消 息 ： 司 法腐败之原 因 。 （ 《 法界 》 １ ９２９ 年创 刊 号 ）

值得注意的是 ， 刊登这篇文章的刊物就名为 《法界》 ，可见此词在当时并非偶一用之 。

此词在台湾
“

国语
”

中
一直有一定的使用频率 ，例如 ：

检方未来将顾及产 业西进 的 实 际状况和 法律条文规 范做 出 抉择 ，
而这项被 法界

人 士称 为 翁大铭条款 ， 如果翁大铭 无罪 ， 却 扫 到 联 电 两大 巨 头 ， 却是法界人 士始料所

未及 的 。 （ 《 自 立 晚报 》 ２００５ ． ６ ． １０
）

考察《人民 日报》 ， 当代汉语阶段之前 ，我们仅在 １９４９ 年的报纸中检得一例 ，显系 民

国时期 旧词的沿用 ， 即 ：

自 中 国 新法 学研 究 院 在平开始招 收研 究 员 以 来 ，
全 国各地法界人 士 ， 均 寄 予 无

限 热望 。 （
１ ９４９ ． ９ ． １ ５

）

该报中再一次出现该词的用例 ，
已经是进人当代汉语阶段的 １ ９７９ 年了 ， 即 ：

人大 常 委会法制 委 员 会主任 彭 真今天 下 午 前往 宾 馆会见 由 日 本法务大 臣 古 井

軎实率领 的 曰 本法界代表访华 团 。 （
１ ９７９ ．６ ． １ ７

）

此后一段时间内 ，这样的用例极少 ，本世纪以来才稍微多了起来 ，最初多用于报道 台

湾事务 ，例如 ：

对利 用 不知情公务 员 犯罪 曾 研拟
“

吴淑珍条款
”

， 但遭法界反对 ，未来将加速修

法 防疏漏 。 （ 人 民 网
？

台 湾 频道 ２０ １ １ ． ８ ．２９
）

在普通话语境下 ，似乎首先是在标题中较多使用 ，例如 ：

法界专家构想平安 宁 夏 （ 新浪财经 ２００５ ．７ ． ２７
）

再进一步 ，才是一般正文中的使用 ，例如 ：

法界人士提醒 ， 驾 车 出 行 、迎新派对 、 申 请信 用 卡都是 问 题 易 发环 节 ， 提醒 新 生

谨慎 。 （ 《天津 日 报 》 ２０ １ １ ． ９ ． ２
）

下边对
“

法界
”

一词的使用情况进行小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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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词与我们在
“

现代汉语史
”

研究中考察过的许多现象具有很髙的一致性 ： 在早期现

代汉语中具有一定的使用频率 ，建国 以后在普通话中趋于萎缩甚至退隐 ， 而在台湾
“

国

语
”

中则还保留着 ；改革开放以后 ， 随着两岸及整个华语圈交流与交往的 日益增多 ， 此词

在普通话中又
“

复显
”

，从而在整个现代汉语阶段内完成了
“

显一隐一复显
”

的过程 。
①

与
“

法界
”

有一定相似性的还有
“

电视界
”

。 此词的产生时间虽然不在当代汉语范围

（ 《人民 日报》 中的首见时间是 １９５７ 年 ） ，但是主要的使用阶段却在当代汉语 ， 因此我们也

把它归人旧例复显 。

１ ． ３ 旧例变新例

这里主要是指产生与原词音节形式不同的新词 。 早期现代汉语中 ，双音节形式比较

常用 ，施春宏？就此指出 ，

２０ 世纪前半叶 ，

“

界
”

的使用 比较普遍 ， 常与单音节组合成双音

节词 ，现在使用中的
“

界
”

与单音节构成的词语基本上都是那个时候就出现的 ；傅京？则

举了一些例子 ，如
“

政界 、学界 、商界 、军界 、诗界 、书界 、警界 、报界 、业界
”

等 。 就这一组双

音节词来说 ，除了 

“

政界
”

与
“

业界
”

中的
“

政
”

与
“

业
”

没有完全对应的双音节词或对应词

不明 ，其他词均产生 了与之完全同义的三音节词 ， 即
“

学界一学术界 、商界一商业界 、军

界一军事界 、诗界＿诗歌界 、书界一书法界 、警界一警察界 、报界一报纸界＇

比如
“

报界
”
一词 ，据 ＢＣＣ 历时语料库显示 ，

１ ９４６ 年有 ３２ 例 ，
１ ９５６ 年 １ ５７ 例 ， 到 ２０ １ ３

年仍有 ５ 例 ，而
“

报纸界
”

在该语料库中则没有用例 。 但是 ，在实际的使用 中 ，

“

报纸界
”

是

有的 ，虽然数量并不多 。 例如 ：

一周 之 内 至 少 三 名 纸媒 同 仁离 去 ， 这是报纸界 的 损 失 ， 张铁们 的 英年早逝也 引

发人们 对记者生存境遇 的 关心 。 （ 《 齐鲁 晚报 》 ２０ １ ３ ． ５ ． ２７
）

在如今这个信 息 化 时代 ，
网 络 、 手机 电视 、数 字 电 视等新媒体迅速 兴起 ， 给报业

的 生存发展 带来 巨 大 的 挑 战 。 在报纸界 中 ， 很 多 报纸 面对信 息 化 潮 流 时 ，
不 能 及 时

转 型 变 革 ， 生存 空 间 曰 渐萎 缩 ， 甚至惨遭淘 汰 。 （ 《 新 闻 研 究 导 刊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７ 期 ）

“

报纸界
”

的产生 ，

一方面可能只是为了获得一个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新形式 ， 另外 ，就

它的内涵来看 ，似乎 已经有一定的变化 ， 即上述的 ［
＋指人 ］ 义素受到一定程度的忽略 ，

正

因为如此 ，它在上例中与 ［

－指人 ］ 的
“

报业
”

构成同义词 。

①


刁晏斌 ： 《现代汉语史概论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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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新例新变化

上边在讨论
“

报纸界
”

时 已经涉及这个问题 ，此外还有不少新的
“

界
”

族词都有一定

程度的发展 ，
主要表现为对旧类旧例一定程度的违离 。 比如以下一例 ：

作 为 跑步界 的 一 大 盛 事 ， 厦 门 国 际 马 拉 松 已 连 续 举 办 １ ３ 届 。 （ 《 科 技 曰 报 》

２０ １５ ． １ １ ． １ ９
）

按 ，

“

跑步
”

以前通常只被当作群众体育活动 的一个项 目 ， 既非行业 ，也不是一种工

作 ，现在也成为一
“

界
”

，这实际上正是
“
一界

”

使用范围拓展的具体表现 。

以下各例大致均是如此 ：

《世界 听 我说 》是 一档 弘 扬 中 华文化 、展 示全球华人风采 的 创 新 型辩论 节 目 ， 邀

请到 了 来 自 文化界 、辩论界 、 主持界的 五大
“

名 嘴
”

坐镇节 目 。 （ 环球 网 ２０ １７ ． １ １ ． １
）

除 了 全面屏设计 以 外 ， 各大手机厂 商在拍 照 方 面 也做 了 很 多 不 小 的 努力 ， 而 努

比亚作 为 在手机摄影界深耕 多 年 的 厂 商 ， 也在 自 家首款无边框全面屏 手机 Ｚ １ ７Ｓ 中

加入 了 实力 超 强 的 前后双摄 。 （ 手机 中 国 ２０ １７ ． １ １ ． １
）

《 南京之 殇 》 导 演 约 翰 ？ 耶 勒 曾 执 导 过讲述 两 次 世界 大 战 的 纪 录 片 《 世界 大

战 》 ，被誉为
“

纪 录片界 的 斯皮 尔 伯格
”

。 （ 《人 民 曰 报 》 ２０ １ ７ ． １ ２ ． １６
）

随着搭配对象的不同 ，

一些
“

界
”

实际上已经义有所转 ，
以下二例可以较好地说明这

一点 ：

随着
“

网 红
”

越来越 多 乃 至走 向 产 业化发展 ，

一 些
“

网 红
”

刻 意模仿 、 言行哗众取

宠所 引 发 的 负 面效应格外 引 人 关 注 。 特别 是 目 前 弥 漫 于整个 网 红界且有愈演愈 烈

之势 的 庸俗 、低俗和媚俗之风更是需要警惕 。 在
“

网 红
”

世界里 ， 有通过 恶 意搞怪 、夸

大事实等方 式来炒红 自 己 的 ， 也有通过传播色 情 、暴力 等 影像来博取关 注 的 。 （ 中 国

青年 网２０ １６ ． ８ ． ２２
）

岳云鹏是相声界 的 后起之秀 ， 综 艺 圈 的 明 日 之 星
，
段子界 的 得 力 接班人 。 （ 《 信

息 时报 》
２０ １ ７ ．４ ． １ ５

）

按 ，
上一例中前用

“

网红界
”

后用
“

网红世界
”

， 下一例前用
“

综艺圈
”

后用
“

段子界
”

，

说明这样的
“
一界

”

大致同于
“
一世界

”

或
“
一

圈
”

，
以上三个义素中 的前两个都有一定程

度甚至较高程度的弱化甚至脱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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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词 目前比较多见 ， 除以上列举的外 ，再如
“

自拍界 、车评界 、烹饪界 、直播界 、 电竞

界 、电音界 、摇滚界 、球童界 、超模界 、弹幕界 、慈善界 、起诉界 、微影界 、戏骨界 、协管界 、汉

字界 、偶像界 、爱豆界 、美妆界 、越野界
”

等 。

二 、新类新例

所谓新类新例 ， 即 由于对上述三个义素的全部或部分违离而产生的新形式 ， 正因为

这样的违离 ，该词族才展现出 与 以往不同的新面貌 ， 同时也更加充分地显示 了
“
一界

”

这

—原有类词缀的新活力 。

具体的违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２ ． １ 由 ［
＋指人 ］ 到 ［

－指人 ］

在当下的实际使用中 ，有不少新的
“

界
”

类词 由指人到指物 ， 由此形成了 旧有类词缀

“
一界

”

在当代汉语中的重要发展变化之一 。

我们先来比较以下两例中的
“

汽车界
”

：

感谢 中 国 汽 车 工程 学会 的 整个 团 队和 汽 车界 的各位 同 仁 ， 是我 们 并 肩 战 斗 ， 推

动 中 国 汽 车 工程 学会走 到今天 。 （ 新华 网 ２０ １ ７ ． １ ２ ． ２ １
）

从整体来看 ， 跑 车 品 牌传播 主要来源在于微博 ， 作 为 汽 车界 的
“

权贵
”

，
自 带 贵族

气 息 的 身 份 总被 网 民 乐道 。 （ 《 中 国 汽 车报 》 ２０ １７ ． １ ２ ． １５
）

按 ，前一例的
“

汽车界
”

属传统用法 ， 即指汽车行业从业人员 的总体 ；
而下一例的

“

汽

车界
”

显然并非指人 ， 而是指 由各种汽车汇集成的一个整体 。 类似的用例再如 ：

这两个项 目 就像 汽 车界 中 的 劳 斯莱 斯和 奔驰 ， 产 品 的 形 式 和定位 并 不 一样 。

（ 人 民 网２０ １ ５ ．６ ． １ ９
）

正因为是指车而不是指人 ，所以有时这个
“

界
”

可以用
“

中
”

来取代 ，例如 ：

或 许 ， 在不 久之后 ， 哈 弗 不仅仅代表 中 国 的 ＳＵＶ
， 更会成 为 国 产 汽 车 中 的

“

顶 梁

柱
”

， 成就 中 国 品牌 ，领航世界潮 流 。 （ 中 国 网 ２０ １７ ． １０ ． １ ３
）

这辆车放在今天 ， 就是汽 车 中 的 房 车 。 它 是 国君 出 去视察 、巡访 或 者 打 猎 时 乘

坐 的 车 ， 国 君 累 了 可 以 躺 下休 息 。 （ 《 河南 日 报 》
２０ １７ ． １ ０ ． 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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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

汽车
”

外 ，

“

界
”

在跟其他许多指称衣食住行等产品名称的形式组合时均实现为

［

＿指人 ］ ， 以下一例
“

电池中
”

与
“

电池界
”

同时使用 ，就能很好地证明这一点 ：

在该技术 的 指 导 下诞 生 了 很 多 电 池 中 的
“

超级 战 士
”

。 比 如基于该技术研发 的

圆柱形单体 ４００Ａｈ 锂 离子 电 池
， 创 造 了 世界单体 圆 柱形 电 池 容 量之最 ， 被誉 为 电 池

界的
“

巨 无 霸
”

。 （ 《 中 国 质量报 》
２０ １ ３ ．４ ． １０

）

其他用例再如 ：

她制 作 的这款 月 饼 名 叫 桃 山 皮 月 饼 ， 是近 两年流行 的 月 饼界新宠 ， 目 前在冰城

还十分少 见 。 （ 《 生 活报 》 ２０ １７ ． ９ ． ３０
）

按 ， 同样的意思 ，我们以前只看到 以下这样的表达方式 ：

（ 创 意 月 饼 以 其 ） 精美 的雕花造型 、 不 到 百 元 的 优 惠价格 ，
成 为今年 中 秋佳 节 的

月 饼新宠 。 （ 《广 州 日 报 》２０ １４ ． ９ ． ８
）

此例中的
“

月饼新宠
”

与上例的
“

月 饼界新宠
”

在概念所指上完全相 同 ， 如果说二者

有什么不同的话 ，那就是后者由指人到指物而带有的
“

拟人
”

意味与色彩 。

上述用例正因为有比较明显的 由指人到指物 、 由
“

髙端
”

到
“

普通
”

、 由
“

专业
”

到
“

生

活
”

等的错位感和陌生化 ， 因此有较为强烈的风趣 、幽默效果 ， 而这也正是人们有意采用

这一形式的基本动机 。

时下 ，在网络世界以及一些风格轻松活泼的媒体中 ，类似的用例 比较常见 ，再如 ：

苹果界里有 点
“

牛
”

花 牛苹果 （ 《成都 商报 》 ２０ １７ ． １ １ ． ３
）

京 味斋 的烤 鸭在性价 比上就领先 一 筹 ， 在 味道 口 感 上更 能领骚烤 鸭界 。 （ 比特

网２０ １ ７ ． ９ ． ３０
）

以下一些词在具体使用 中有时都呈现 ［

－

指人 ］特征 ：

手机界 、钟表界 、腕表界 、房车界 、皮卡界 、纯电界 、微客界 、超跑界 、桥梁界 、手柄界 、

内存界 、海产界 、空调界 、颜值界 、握手界 、茶皿界 、紫砂界 、黄酒界 、 白酒界 、火锅界 、河蟹

界 、酸奶界 、鸭脖界 、水果界 、甜品界 、泡面界 、 串 串界 、护肤界 、灯具界 、 内衣界 、丝袜界 、动

物界 、恐龙界 、安卓界 、别墅界 、油脂界 、音箱界

有一些词因为 由 ［
＋指人 ］ 到 ［

－指人 ］ ，有时会形成兼指现象 ，也算是一种歧义 。 前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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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举过
“

汽车界
”

的两指例子 ，
以下再以

“

桥梁界
”

为例 ：

从事桥梁工程设计半个 多 世纪 ， 他被称 为 中 国 桥梁界 的
“

爱迪 生
”

， 为 中 国 桥梁

建设事 业填补 了
一项项 空 白 。 他就是我 国 著名 桥梁专家 、全 国 工程勘 察设计大 师 杨

进 。 （ 《科技 曰 报 》 ２０ １７ ． １ １ ． １ ３
）

港珠澳大桥是一座跨海大桥 ，连接香港大屿 山 、澳 门 半 岛 和广 东省珠海 市 ，全长 ５５

公里
，其 中 海底隧道 ６ ．７ 公里

，是 中 国乃 至 当 今世界规模最大 、标准最高 、最具挑战 性 的

跨海桥梁工程 ，被誉为桥梁界的
“

珠穆 朗 玛峰
”

。 （ 《人 民 日 报海外版》
２０ １７ ． １２ ．２６

）

２ ．２ 由 ［
＋商端 ］ 到 ［

－髙端 ］

这也是旧有类词缀
“
一界

”

在当今使用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 上举用例中 ，有
一些 已

经具有这一特点了 ，如
“

月 饼界
” “

自 拍界
”

等 。 实际上 ，有如此表现的还有更多的例子 ，

再如 ：

本来就崇 拜偶像张 宇 的他 ，从此踏上 了 模仿秀之路 。 早年参加广 西 电视 台 综 艺

频道 《挑战冠 军王 》被大家所认识 ， 紧接着参加 《 百 变 大 咖 秀 》和 《 开 门 大 吉 》 ， 逐渐成

为 多 家卫视 的特邀嘉宾 。 在模仿界享有名 气 。 （ 腾讯娱乐 ２０ １ ５ ．６ ． １ ８
）

“

全球快递 巨 头都 用 上 电 三 轮 了
”
一一这条 消 息近期 在 国 内 快递界热传 。 （ 《 经

济参考报 》
２０ １ ６ ． １ ２ ． １ ３

）

明 星夫妻 秀 恩 爱 可 以 说是很 常 见 的
一件事情 ， 结婚五年 的 贾 乃 亮 同 学 ， 多 年各

种秀恩爱 的 方 式 ，
经过众 多 网 友 评 判 认定 绝 对是 明 星 夫 妻撒狗粮界 的

“

扛把 子
”

。

（ 浙江在 线 ２〇ｎ ． １２ ．２５
）

此类用例也比较多 ，
上边各类中列举的有不少即属此类 ，此外再如

“

游戏界 、游娱界 、

游乐界 、石雕界 、相扑界 、台球界 、私募界
”

。

２ ． ３ 由 ［
＋正当 ］ 到 ［

－正当 ］

这里的 ［
±正当 ］ ，可以简单地以是否合法为判定依据 。 在以往的使用 中 ，

“
一界

”

不

仅受限于 ［
＋指人 ］ 以及 ［

＋髙端 ］ ， 同时还要满足 ［
＋正当 ］ 的要求 ，而现在虽然总体情况基

本仍是如此 ，但是也不排除有较多的表示 ［

－合法 ］ 行为的词语与
“
一界

”

的组合用例 ， 如 ：

从 ２９ 岁 时 第
一次盗窃被抓 ， 如今 ５２ 岁 的 女扒手姚某 已 有 ７０ 多 次案底 ， 可谓 小

偷界 的
“

明 星
”

。 （ 《齐魯 晚报 》 ２０ １ ３ ．４ ． １ １
）

在外人眼里 ， 钱某是 一 名 软件公 司 老板 ， 不 过 ， 这个钱 某 真 的 钻进
“

钱 眼
”

里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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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有 另 外 一个身 份——帮 骗 子做 山 寨 网 站 ， 堪称骗 子 的
“

军 师
”

、诈骗界 的
“

技术人

才
”

。 （ 《厦 门 日 报 》 ２０ １ ３ ． １ ２ ． ｉ ｌ
）

贪腐界早 已 无新鲜 事 。 陆洪来在 忏悔 书 中 所披露 的 核心 内 容 ，
无 非 是 与 老板交

往 密切 ， 吃 人家 的 嘴软 ， 拿人家 的 手短 。 （ 《长 江 日 报 》 ２０ １ ４ ． １ ． ９
）

如果真 的像科 幻 电 影 里 ， 有什 么 星 际联盟 ， 估计证 书 造假界早就 冲 出 银河 系 、 走

向 外太 空 了 。 （ 《北京 晚报 》
２０ １ ４ ． ７ ． １ ８

）

像深圳 沙 头 角 海 关这般 ， 在腐败行 为 上达到 如 此高度默 契 共识 ， 实在 不足为 怪 ，

这或 只 是腐 败界 的 一种
“

黑 暗 文化
”

。 （ 《 法制 日 报 》 ２０ １４ ． １ １ ．２４
）

以 目 前社会情况来看 ， 赵女 士 烧 洞 逃票 只 是逃票界 的 冰 山 一 角 ， 类似 行 为 在 我

们 身边屡 见不 鲜 。 （ 人 民 网 ２０ １ ７ ． ２ ． ６
）

此外 ，我们所见还有
“

山寨界 、盗窃界 、偷盗界 、扒手界 、贩毒界 、毒贩界 、水货界 、赌博

界 、色情界 、偷懒界
”

等 ，但是复现率普遍都很低 ，多属于偶然性的使用 。

此外 ，

“

界
”

的扩展使用 ，还表现在音节形式上有新的发展 ：建国 以后新产生及使用的

“

界
”

族词基本都是与双音节语素组合构成的三音节词 ，而现在也有不少与单音节语素组

合的双音节词 ，
以及与三音节及以上单位组合的更多音节的形式 。 双音节词如

“

狗界 、鸟

界 、金界 、旅界 、医界 、 网界 、食界 、车界 、枪界 、饰界 、模界 、酒界
”

；
四音节及以上形式的如

“

基督教界 、互联网界 、纪录片界 、 电视剧界 、髙尔夫界 、 图书馆界 、打印机界 、 电磁炉界 、虚

拟币界 、奢侈品界 、葡萄酒界 、无人机界 、 中子研究界 、手机摄影界 、餐饮设计界 、船舶工业

界 、人工智能界 、河蟹产业界 、娱乐营销界 、 自 动驾驶界 、编程竞技界 、服装设计界 、工程机

械界 、巡航导弹界 、弹性地板界 、网聊斗图界 、知识付费界 、电池材料界 、运动手环界
”

。

此外 ，还有
一些

“

界
”

与外文字母或字母组合形式相结合所构成的字母词语 ，
也属于

“

界
”

族词的新品种 ， 如
“

ＰＣ 界 、
ＳＬＧ 界 、

ｒａｐ 界 、
ＡＶ 界 、

ＭＰＶ 界 、
ＳＵＶ 界 、

ｕｖ 界 、
Ｂ 级轿车

界 、
Ｈ ｉＦ ｉ 耳机界

”

等 。

三 、小结及余论

在梳理与分类描述了 旧有类词缀
“
一界

”

在当代汉语中的发展变化后 ，
以下对相关问

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

３ ． １

“
一界

”

的发展变化小结
“

界
”

族词总体的发展变化表现为
“

扩容
”

，

一是数量的增加 ，
二是范围 的拓展 ， 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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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相伴的 ，则是其意义的变化 。 赵明？ （
２０ １ １

） 讨论了类词缀的语义衍化现象 ，
列 出语义

更加虚化 、语义泛化 、语义偏离 、色彩意义变化等四种情况 ，
以上四种情况在

“
一界

”

的使

用中均已产生 ，并且有比较显明而又充分的表现 。 仅从这一点来说 ，

“
一界

”

不仅是一个

典型的类词缀 ，
而其在当代汉语中的发展变化也非常具有典型性 。

从义素的角度说 ，
上述发展变化的主要事实 ，就是 由原来的 ［

＋指人 ］ ［
＋髙端 ］ ［

＋正

当 ］ 到 ［
±指人 ］ ［

±高端 ］ ［
±正当 ］ ， 如果再具体细致一些地考察 ，前两个义素的分化使用

已经旗鼓相当 、平分秋色 ，
这说明后起的用法 （ 即 ［

－指人 ］ ［

＿高端 ］ ） 已经发展得 比较充分

了
，大致可 以认为 已经进人

“

语言
”

的层次 ； 而后
一个义素的 ［

－正当 ］ 用法则还处于起始

阶段 ，基本处于
“

言语
”

层次 。

我们曾经讨论过当代汉语的语法化问题？ ，
主要观点是语法化不仅是一个历史的概

念 ， 同时也是
一个现实的概念 ， 当代汉语中有许多 已经或趋向于完成 ，

以及正在进行过程

中的语法化现象 。 如前所述 ，
吕叔湘认为类词缀是 由词或词根向词缀方向演变的成分 ，

而
“
一界

”

在当代的发展变化过程 ，

一方面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 另
一方面则说明这一演变

过程仍在持续 ，
因此属于当代汉语中正在进行的语法化现象 。

正因为如此 ，我们选择对
“

界
”

族词进行考察 ，并不仅仅是作为个案的一般调査与分

析 ， 而是把它作为当代语法化现象的一个典型案例来进行剖析 ，
以小见大 ，试图 由此窥见

与了解更大范围 内 的更多语汇 、语法项 目 的发展变化情况 。

３ ．２ 对上述发展变化的简单解释

关于当代汉语诸多词汇 、语法现象发展变化的原因 ， 在诸多研究成果 中几乎都是必

谈内容 ，所以相关的表述已经非常多 了 ， 大体而言不外乎语言 内外两个方面的 因素 。 就

“

界
”

族新词的产生与发展而言 ，其背后的决定因素虽然也离不开上述两个方面 ，但是也

有其 自身的特点 ，或者说 ，在有些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 ，所以也非常值得总结 。

上述发展变化首先得益于
“
一界

”

自身的特点 ，这就是其所具有的较髙的语义透明度以

及由此而来的类推潜能 。 关于这一点 ，有的相关论述已经涉及 ，
比如曾立英③认为 ，类词缀

构成的词的意义一般可以通过成分义和类词缀义相加得到 ，所以类词缀构成的词的意义

具有透明性 ，这种意义的透明性 、构词的规则性决定了构词的能产性 ；
王洪君 、富丽④也指

出 ，类词缀新生类推潜能极强 ，可以大量新创语义透明的类词字组 。 此外 ，
还有人从

“

形态
”

①赵明 ： 《论现代汉语类词缀构词》 ， 《海外华文教育 》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３ 期 。

②刁晏斌 ： 《 当代汉语语法化论略》 ，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
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

③曾立英 ： 《现代汉语类词缀的定量与定性研究 》 ， 《世界汉语教学 》 ，
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 。

④王洪君 、富丽 ： 《试论现代汉语的类词缀 》 ， 《语言科学 》 ，

２００５ 年第 ５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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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来总结与认识类词缀 ， 由此认为类词缀的发展 ，体现了现代汉语的形态化趋势 。
①

语言之外的因素 ， 当然首推语言用户 的心理取向 。 在这方面 ，

“

求新 、求异 、求变 、求

活
”

是人们经常提及的 ，而这一点在
“

界
”

族词的发展中也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 。

“

界
”

族词从传统的
“

高大上
”

到用于普通人群甚至事物 ，甚至不
“

正当
”

的人群 ， 由此形成了一

个很大的反差或错位 ，正是这种反差与错位 ，带来了
“

新 、异 、变 、活
”

的语用效果 ， 而这才

是人们喜闻乐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

比如以下一例 ：

郑 州 男 子纵横
“

辣界
”

多 年 重庆人挑 战 甘拜下风 （ 《 大河报 》
２０ １ ７ ． １Ｕ４

）

这里把纯属子虚乌有的
“

辣界
”

煞有介事地表达 出来 ，本身就有
“

喜剧
”

效果 ，体现了

强烈的诙谐幽默风格特点 。

３ ． ３ 旧有类词缀与当代汉语的发展

苏宝荣 、沈光浩？指出 ，类词缀派生词将汉语复合词的理据性与传统派生词的能产性

有机地结合起来 ，适应了语言交际的需要 ，
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表达功能 。 我们更趋 向

于从语言资源观和效率观的角度来看待
“

一界
”

的发展变化与当代汉语发展之间 的关系 ，

并进而由此探寻后者发展变化的动因与机制 。

从语言资源观的角度来说 ，

“

界
”

族词数量增加和范围拓展其实都是立足于对语言资

源的再开发与再利用 ， 即对于作为 已有语言资源的
“
一界

”

反复利用 ，在更大范围 内与更

多场合下创造出更多的与传统形式一致 、不完全一致甚至部分相反的各种组合形式 ， 把

它的使用价值发挥到极致 ， 从而实现对这一语言资源的充分利用 。 当代汉语中很多词

汇 、语法现象之所以能够发展 ，并且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 内形成
“

井喷
”

式的发展与
“

勃

兴
”

，其实都是受同样诉求的支配 ，也循着大致相 同 的路径 。 因此 ， 我们在研究当代汉语

时 ，语言资源的再开发与再利用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观察点与立足点 。

从语言效率观 （ 或者是经济原则 ）来说 ，这也是从古到今语言得以发展演进的重要动

因之一
，
而其在当今的表现则比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都来得更加明显与强烈 。 笔者曾经

从语言不同要素的角度讨论过当代汉语中的效率诉求及其表现？ ，就
“
一界

”

及其使用来

说 ，就是追求造词与用词的
“

高效节能
”

：从造词角度看 ，这种
“

词根 ＋界
”

的 固定
“

词语模
”

①


于秒 ： 《类词缀的发展与现代汉语的形态化趋势 》 ， 《 中 国海洋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
２〇〇９ 年第 １ 期 。

②苏宝荣 、沈光浩 ： 《类词缀的语义特征与识别方法 》 ， 《语文研究 》 ，
２０ １ ４ 年第 ４ 期 。

③刁晏斌 ： 《 当代汉语的效率诉求及其表现 》 ， 《燕赵学术 》 ，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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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模式化 、便捷化 、大批量地生产 ；从识读角度看 ，该词族的词义透明度与词性标识度

（均为名词性 ）都非常髙 ， 因此便于更多人理解 、接受与使用 。

以上是相对宏观的认识 ，如果从 比较具体的方面来说 ，类词缀造词增加 了汉语词汇

的系统性 ，推动造词朝着
“

规律
”

与
“

规则
”

的方向发展 ， 这一点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 因

为它有可能在一定甚至相当程度上改变汉语词汇的总体面貌与格局 （ 如前引 的
“

形态化

趋势
”

就可能成为其中的一个方面 ） 。 再就更加具体的方面来看 ，

“

词根 ＋类词缀
”

与
“

类

词缀＋词根
”

多为三音节结构形式 ， 因此也直接推高 了汉语词库中三音节词的数量 ，而这

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代汉语单 、双音节词并重的
“

二分
”

格局 ， 变为单 、双 、三音

节并重但有一定分工的新格局 。
？

以上主要是就整个类词缀立论的 ，而我们的立足点始终是旧有类词缀
“

一界
”

。

一方

面 ，它可以作为上述事实与规律的一个经典案例 ；另
一方面 ， 与之相关的所有语言事实作为

当代汉语诸多语言发展变化现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
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其总体的面貌 。

３ ．４ 旧有类词缀与当代汉语的研究

一段时间 以来 ，我们的主要精力用于当代汉语词汇研究 ，在研究中 ，发现了一个较为

明显的问题 ，或者说是不足 ，这就是人们的注意力往往更多地集中在
“

新词语
”

方面 ， 即那

些在当代汉语阶段新产生或引进的词汇形式或现象 。 比如 ， 在词缀或类词缀的研究 中 ，

人们对各种新兴类词缀兴趣浓厚 （ 如
“
一族 、

＿

门
”

等 ） ， 而对于传统 旧有类词缀 ， 重视程

度相对较低 ，研究的人和成果都相对较少 。

其实 ，对于任何一个时期或阶段而言 ，其语言的基本面貌都 由
“

传统
”

与
“

创新
”

两个

部分构成 ， 当然二者也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 。 实际的情况是 ，传统中也有创新的 ，
而创新

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 所以 ，从语言研究的角度来说 ， 虽然每个人

可以有所侧重 ，但总体上两个方面却应并重 。

现代汉语旧有类词缀
“
一界

”

在当代汉语中的表现 ，其实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

好的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的范例 ，相对于那些全新类词缀的
“

半视角
”

与
“

短时程
”

， 它无疑

是一种
“

全视角
”

和
“

长时程
”

，
因此可以更加全面地考察类词缀的共时与历时发展变化 ，

全面理清其背后的各种影响与制约因素 ，并 由此而得出更加全面的认识 ， 所以它的研究

意义和价值更大 、更丰富 。

由此类推 ， 当代汉语中与
“
一

界
”

相同或相近的现象 自然还有很多
， 它们都有资格与

①由初步的观察来看 ，单音节主要用于 口语与构词 ，双音节 口语 、书面语并用及用于构词 ，
三音节侧重于

书面语使用 ，基本不用于构词 。 这个问题非常重大 ，也非常有内涵 ，值得进一步观察 、思考与研究 。



条件作为全程考察 、全面描写 、深入剖析的对象 。

论旧有类词缀在当代的发展变化 ＊ ２ １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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