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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统计研究以《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1992)的词表为 6-体样本，以《汉语外来词词典》《词库建设通讯》“汉 

语外来概念词词库”词条选刊等 8个“鉴别依据”中的外来词研究结论为范本，按照统一的分类和鉴别原则、以广义外来词 

的视角。对词表中各种词源和借用类型的外来词进行鉴别，共提取 989条外来词，对它们在各常用级别、词源、词类、借 用 

类 型、音节／语 素数 目的分布状况和特点进行描述与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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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 究 的 缘起 与词 表 的确 定 

关于外语对汉语影响的研究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种认 为外来词进入汉语太多 ，对汉语构 

成了威胁 ；另一种认为汉语 比较保守，不容易吸收外来词。然而对于汉语 中 目前有 多少外来词还没有一 

个明确数据。英语总词汇量的约80 是外来词【1] ，俄语中外来词占 1o j，现代德语非派生的基本词 

汇中原德语词仅占四分之一 ={ 。日语词汇中，汉语(从汉语借入及利用汉字自创的词汇)占41．3 ，外来 

语(主要指从西方语言引进的词汇 ，基本用片假名书写)占 2．9 ，混种语(由前述二种或 种词汇混合构 

成的词汇)占 1．9 1 4。。 

要对汉语在语言竞争中的处境作 出准确的判断、制定合理 的语 言政策 ，首先应该对汉语中已有的外 

来词量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进而对汉语 自身吸收外来词的特点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因此本文汁划以一个 

具有代表性的现代汉语词表为基础，进行外来词量和词语特征的统计分析，以定量研究的结果来说明汉 

语在语言竞争中的处境。 

与一些常用词词典(词汇量 4 000—6 000条)相比，《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北京语言学院 

出版社 ，l992)的“HSK常用词汇”8 822词表收词量较大 ，兼顾了词汇的分布和频率 ，且配有 甲、乙、丙、丁 

四个常用级别的标注 ，便于进行统计 ，因而被确定为本文的统计词表 ；该表第 6 471和 6 472词条“吐 ，乙 

(级 )，动(词)”重复 ，实际应为 8 821词 ，统计 中按 8 821词计算 。 

二 、统计 中外来词的范围与分类 

历史比较语言学在探寻汉语源头的过程中不断通过同源和借用的考证来分析早期华夏周边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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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情况和汉语的形成情况，汉语借词的历史上限已经推到了三千年前的民族融合时期。据考证，“谷” 

和“禾”可能来自壮侗语族__1]3。，“老虎”来自南亚语 ]3。，“江”和“河”分别来 自南亚语和阿尔泰语嘲。。本文 

选定的词表中就有“河”“禾苗”“江”，为了统计上便于操作，有必要确定外来词的历时范围和参照。 

根据张德鑫对于外来词进入汉语的历史分期，汉语有过三次大规模吸收外来词的高潮。第一次在汉 

唐时期，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或国家交流密切，并且大规模翻译佛教经；第二次在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 

大量翻译西方著作，且有大批留学生去国外学习，回国后传播新知识；第三次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 90年 

代以来 ]。对这三次汉语外来词高潮学界有较为充分的研究材料，本文选用的词表是 1992年编制的，因 

此把统计的外来词上限定在上古汉语，主要考察汉代以来外来词经历过前两次高潮后在 9O年代初现代 

汉语常用词汇中的沉积状况，对汉语吸收外来词的能力和特点进行评价，第三次外来词高潮不是本文统 

计 的主要方面。 

国内外研究领域没有相对统一的汉语外来词分类体系，为了避免定义和分类上的混乱，本研究采用广 

义的划分，将借入的音、形(含字母)、意、语素、词、词组等统称作外来词(或借词)，从借用方式上作进一步划 

分。这一划分的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1)《汉语外来词》第一章“外来词的界定”中指出，在外来词的三个基 

本层次——借音、借形①、仿译——之外还有外来语素的借用nJ8 。；(2)《语言接触与英汉借词研究》中还加人 

了“词组借用”这一层次[7]2 锄 。音、形、义的借用形式在语素、词、词组不同的单位层面上存在交叉，很难将 

音译和意译截然分开，所以本文以连续统的方式将西语外来词和日语外来词统一进行分类(见表 1)。 

表 1 外来词形、音、义借用形式连续统 

⋯ 纯 毒 誉 妻 
装秀、宠物秀、做秀 theque)；卡拉 OK(力 才 ／ 口 

① 史有为先生所指的“借形”指的是日语汉字词进人汉语的情况，本文将这一概念层次也应用于进入汉语的西文字母。 

② “Tel’’“No． $”通常用于书面语中，在读到这些内容是人们通常换以汉语。“Tel”读作“电话(号码)XX”；“No．”通常读作“编号 

XX”或“(第)XX号”；“$”读作“美元”。 

③ 根据《新华新词语词典》的解释，AA为拉丁语的缩写，是“各”“各各”的意思。汉语借用的是英语字母 A的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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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统计 中的外来词鉴别依 据和原则 

统计时，对 8821词表中外来词的确定以下列 8种外来词研究比较权威的成果为依据。 

鉴别依据：① 刘正琰 、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主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 出版社 ， 

1984年)。②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主办《词库建设通讯 》(1993年 7月 2O0O年 6月，共 22期) 

① 写真(L々L凡)”在 日语 中指“照 片”，在汉语 中指“黄色照片”，意义有所变化。 

② “借义”指汉语(包括古汉语)中原本没有该词的现代意义，由于受到外来事物影响，汉语用原有词汇表示“外来概念”；对于日源外 

来词，日语借用了古汉语的词汇并赋予了新的意义，现代汉语使用的是日制汉语的语义。而对于日语用古汉语词汇对译西语且与古汉语 

语义保持不变的词语(如“政治”“消费”等)，本文不将其作为汉语向日语借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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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外来概念词词库”词条选刊。③ [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研究汇的形成—— 

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香港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185—274页“附录 1”、“附录 2”。 

④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主编《新华新词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3)中的外来词。⑤ 李晋 

霞、杨书俊(2004)从清华大学孙茂松 87448词条的大词表中人工辨认的 1017个印欧音译词词 

表。⑥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主编《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香港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 

⑦ 史有为著《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317—355页外来词索引。 

⑧ 高名凯、刘正琰著《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33—111页第三章“现 

代汉语的外来词”。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鉴别依据⑥”《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序”第 2页第二段指出“我们收词的 

对象主要是外来词。⋯⋯为了避免这些理论上的纠缠，我们选用了‘新词’这个名称，实际包括了音译词 

和意译词”；第 3页末段又说明词典“给出了外语对应词，主要是英语对应词，但是这仅仅是个读者提供一 

种方便，并不表示该词一定译 自英语。”因此统计中凡仅仅依据该词典确定的外来词，词源后加“?”表示 

“存疑”；对于没有给出对应词的条目，统计中不作为外来词，例如“演奏家”。 

由于不同的外来词研究成果对某些外来词的结论存在分歧，在统计开始前和进行中本文先后设定了 

下列“鉴别原则”以解决这些分歧 。 

鉴 剐原则 ： 

1．广义外来词原则。统计中将音译词和意译词均视为外来词。如果“鉴别依据①一⑧”中 

经研究有充分依据判定为外来词的，在本统计中即认定为外来词。例如：“冰棍儿”仅在“鉴别依 

据②”中有正式的收录和考证，统计中则依此确定其为外来词。 

2．新结论优先原则。对于同一个词的考证，当不同“鉴别依据”存在分歧时，如果理据充分 

且逻辑线索清晰则按时间顺序取舍，首选最新研究结论。例如：现代意义的“知识”在“鉴别依据 

①”中列为日源外来词，而“鉴别依据②”的考证证实现代意义的“知识”先产生于中国，用于意译 

“knowledge”，然后传入 日本并广泛使 用，又回流到 中国，因此统计时采取“鉴别依据②”的结论。 

3．证据不足并存原则。对于同一个词的考证，如果考证结论不同且本文没有充分的依据做 

取舍，则按理据的充分性做降序排列。例如：“常识”一词“鉴别依据①”将其作为日源外来词，认 

为是 日语意译英语的 日创汉语词 ；“鉴别依据②”中的条 目显示其词源为英语 。统计 中将 两个不 

同的鉴别结果按顺序列出。 

4．古汉语的借义原则。对于受到外来事物影响而使古汉语词语产生的新义，统计中将其视 

为“借义”，作为外来词“类型 12”处理，例如“知识”、“地质”等。 

5．术语借词的确定原则。对于“鉴剐依据③”中“附录1汉语化学元素名称对照表”的词，凡 

属新造词按外来词对待，例如 Oxygen曾先后以“养气”、“养”来翻译，最后出现了“氧”。 

6．非外来词的确定原则。对于日语用古汉语词汇对译西语 ，且汉语古今 意义基本保持不变 

的词语，统计中不将其作为日源外来词处理，例如“政治”、“消费”等。对于曾被认为是外来词， 

而有充分的新证据表明是本族新词的，统计中不将其作为外来词，例如“资料”，“鉴别依据①”判 

定为日源外来词，而“鉴别依据②”证明该词先出自我国，判定为本族新词，统计中以新的结论为 

准，不将其作 为外来词 。 

四、基 于 8821常用词表的外来词统计 结果 

(一)外来词在各常用级别和词源中的分布 

统计结果显示(表 2)，在8821条常用词汇中外来词为 989条(不计异体)，约占11．2 。从总体上看， 

汉语外来词量的比例与英语、日语、德语相比明显较低，与俄语的情况比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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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外来词在各常用级别词汇 中的数量 和比例(不计异体 ) 

在甲、乙、丙、丁四个常用级别中，乙级词汇中的外来词量略高，然后随常用级别的下降而下降，甲、丙 

两级中的比例几乎持平，丁级词汇中的外来词量略低。本文认为，外来词在四个级别的常用词汇中形成 

这种分布的原因在于 ，甲级词汇中有一部分是“基本词汇”，基本词汇以稳定的本族原生词或根词 (primi— 

tive)为主，借用的含量较低 ，因而甲级词汇中的外来词不是四个级别中比例最高的；然而 日常生活中较为 

常用的事物或概念中外来的又比较多 ，所以乙级词汇是外来词 比例最高的，随着常用级别的下 降，外来词 

的比例也相应下降。 

8821常用词表中外来词的词源分布表 3显示历史上 的少数 民族语言对汉语常用词汇的影响很微 

弱。按我国目前的版图来定义少数民族语言，统计中的外来词涉及到蒙古语、匈奴语、女真语、伊兰语、苗 

语共 8个词条，一半是动植物的名称。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常用词汇极为微弱的影响反映了汉语在历史 

上的强势地位并没有因少数 民族人主中原而有所改变 ，这种语言强势很可能是 由于汉语所承载 的科技和 

文化在我 国历史上一直是处于领先地位而造就 的。 

表 3 外来词的词源分布 

说 明 ： 

1．梵语或波斯语 ，梵语或于 阗语 。 

2．德语或英语 。 

从总体上看 ，常用词表中外来词的词源分布特点是 以 日源和英源词为两大主流(图 1)，日源词是 日 

创汉字词，占了外来词的 51 ，H本人对汉语创造性地使用为现代汉语词汇做了很大贡献，日语对汉语 

的影响最大。此外，本文在“鉴别依据”中特别说明凡仅仅根据“鉴别依据⑥”《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 

确定的外来词在统计中视为“词源存疑”，这种情况在 332条英源存疑的词汇中占 328条，在 2条 日源存 

疑的词汇中占1条，在其他词源中没有。如果排除所有词源存疑的日源和英源词，则 8821常用词表中外 

来词的数量和比例如图 2所示。去掉日源和英源存疑的外来词后，外来词在常用词汇中的比例下降约 4 

个百分点，为 7．3 ；日源和英源外来词依旧是常用词汇中外来词的主流，只是 日源词的比例更大，超过四 

分之三。存疑的英源外来词主要是意译词 。 

∞ 踮 

∞ 

4  8  O  3  n " ∞ 

甲 乙 丙 丁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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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词源 
4％ 

其他词源 

图 1 外来词 的词 源分布 (比例) 
图 2 不含 日源、英源存疑 的外来词词源分布 (比例 ) 

(二)外来词的词类分布特点 

8821常用词表中很多词条没有标注词类，对于统计中鉴别出的所有外来词，凡缺少词类标注的本文 

均依据《现代汉语词典》(2005)确定了词性。表 4所显示的是外来词在各词类中的分布情况，表 5是将兼 

类词折合成词条数后的统计结果。从表 5中可以看 出，名词是外来词 中的主力军 (8821词表不含人名 、 

地名等专有名词)，其总量接近于外来词的四分之三，动词略大于总量的五分之一，形容词和其他词类不 

足 1o 。外来动词比例在各常用级别中比较接近。外来词名词和形容词在甲、丙、丁三个常用级别中的 

比例差别不大，却在乙级词汇中最富戏剧性。 

表 4 各常用级别 中外来 词的词类分布 

常用 总表 名 动 量 代 连 介 兼 类 词 

级别 词条 词 词 词 词 词 词 动 名 动 名 形 词头① 

1司 1列 名 形 形 量 副 

甲 1035 122 84 13 2 

乙 2018 273 173 32 18 

丙 2198 253 187 35 7 

丁 3570 341 241 7O+ 2② 15 

合计 8821 989 685 152 42 

2 

8 

2 

1 

13 

表 5 兼类词折合为词条数后各词类在外来词中所占比例(不含非自由语素) 

常用 非兼类 兼类词折合词条数 、．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其他词 
级别 词条数 (兼类词数 ×2) 。 。 比例 比例 比例 类 比例 系计 

田 101 42 143 72．7 21．0 3．5 2．8 

乙 228 88 316 66．5 21．5 10．4 1．6 

丙 232 42 274 74．5％ 19．7 4．7 1．1 

丁 330 22 352 71．3 23．3 4．8 O．6 

合计 891 194 1 085 70．9 21．6Yoo 6．3 1．3 

乙级词汇是各常用级别中外来词比例最高的，但却是外来名词比例最低的，且低于总体水平 ，然而外 

来形容词的比例明显超过其他常用级别两倍多。外来形容词 80 来 自日语，乙级在 日源形容词方面比 

总体略高4个百分点。对于乙级词汇中外来名词与形容词的一低一高这种异常现象，本文又进一步分别 

① “词头”为非自由语素“阿”。 

② 动词词组 2条：“合资”，“通货膨胀”。 

1  O  O  O  1  

O  7  4  l  

" 0 

O  1  0  O  l  

O  O  O  2  2  

1  l  O  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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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 了 8821词表 中的名词 、形容词(含兼类 ，包括本文统计时为外来词添加的词类标注)比例，并分别与 

外来词占名词、形容词的比例相比较。名词和外来名词的对比情况见表 7和图 3，形容词和外来形容词 

的对比情况见表 7和图 4。 

表 6 名词和外 来名词在 各常用级别中的分布情况 

从图 3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常用级别中，甲、乙两级词汇分别是名词 比例最低和次低的 ，但外来名 

词 占名词 比例却分别是最高和次高的(比例仅相差 0．1 9／6)。这说 明乙级词汇中的外来名词实际上并不 

少，只是 由于外来形容词的比例相对高于其他级别一倍或更多而使外来名词表现出相对的低位。那么乙 

级词汇中外来形容词的异常高比例才是更值得关注的。 

甲 乙 丙 丁 合计 

图 3 名 词比例与外来名词 比例 比 

甲 乙 丙 丁 合计 

图 4 形容词 比例与 外来形容词比例 比 

在图 4上 ，两组 比例所形成的线条并不平行，虽然乙级词汇中的形容词比例本来就略高一些 ，但在外 

来形容词 占形容词的 比例明显超过了乙级词汇中形容词 占所有词类比例 的相应范 围，而甲、丙两级 中外 

来形容词 占形容词的 比例均小于相应的 比例 ，所以才有 了乙级词汇 中外来形容词相对集中的异常情况 。 

虽然就数值而言 ，lo．5％本身并不算很大 ，但与其他级别同类词汇相 比，乙级形容词 中的这一外来 比例还 

是 比较突出的。乙级外来容词的超常现象表明，随着科技和文化的发展 ，贴近人们生活 的新事物 和新概 

念不断增加 ，日常交际中人们需要更多的分工更细的形容词来描述它们 ，这些描述性词 汇使用比较频繁， 

而原有词汇系统不能满足人们描述新生事和概念物的需要 ，外来词便填补了这些空白。 

表 7 形容词和外 来形容词在各常用级别 中的分布情况 

，‘ l  l  

6  5 4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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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来词的借用类型特点 

表 8 不 同借用类型 的外来词数量 与比例 

8821常用词表中不含字母词 ，因而统计 中实际涉及到的外来词是表 1中的“类型 5—12”。表 8显示 

了不同借用类型的外来词数量与比例情况。在所有的外来词类型中，几种音译形式“类型 5—8”普遍较 

低，都在 5 以下，4种类型合计也不过只占外来词的 7 (占8821词表的0．77 )，其中“类型 8”(音译+ 

意译／意译+音译)比例最高，“类型 5”(无意译成分的纯音译／无意谐音)次之，“类型6”(以偏旁部首释义 

的音译)其次，“类型 7”(通过表意语素释义的音译)比例最低，接近于 0。 

意译是汉语吸收外来词的主要途径。“类型 9”(借译／仿造／仿译／逐字意译)除“幼儿园”一条出自德 

语外，其他均源自英语，这一类在意译形式中比例最低为 9 ，说明中西语言间词素和语义能直接一一对 

应的情况比较少；“类型 10”(纯意译)占外来词的 31 ，除“眼镜”一条出自阿拉伯语外，其他均是对英语 

等西语的意译；“类型 11”(借形+借义)占外来词的40 ，全部源自日语，是El创汉字词，可以说是现代汉 

语直接接纳了El语对西语的意译；“类型 12”(借义)占外来词的 13 ，六分之五源自日语意译西语对古汉 

语的语义创新，六分之一是我国用古汉语意译西语 (表 9)。统计 中的 989条外来词中有 13．4 0 o(133条) 

出自古汉语，此外还有 38条本文不计入外来词的古汉语，但有的研究把它们作为“回归／回流借词”或意 

译词，可见古汉语是现代汉语丰富和发展的宝贵的财富。但假如我们站在古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古为今 

用的语义变化，恐怕先人们要骂这些子孙后代滥用他们的语言了。 

如果去掉日源外来词(即“类型 11”和“类型12”中的六分之五)，不含音译的意译约占外来词的42 ， 

是各类音译(“类型 5—8”)总和(7％)的六倍。从常用词汇中音译与意译比例上的悬殊可以看出，在接纳 

其他语言的成分方面，汉语极大程度上受到单音节意音文字和语义型语言特点的制约ll8]。“类型 6”(以 

偏旁部首释义的音译)涉及到造字，对于汉字和词汇量相对较大的汉语，这种增加负荷的方式可能不受欢 

迎，而“类型7”(通过表意语素释义的音译)匹配的难度比较大，在一些商标中较为常见，但常用级别很 

低。“类型 5”(无意译成分的纯音译／无意谐音)与汉语语义型语言的特点不吻合 ，所以量很少。“类型 8” 

(音译+意译／意译+音译)这种以意译调和音译的方式比较适合汉语的特点，所以在音译方式中比例最高。 

有些学者认为意译、仿译、用古汉语意译西语看不出词汇的外来特征，不属于借词。按照这种狭义外 

来词观点来统计 8821词表，则外来词的数量为 575条，占常用词汇的比例是 6．5 ，略高于广义外来词统 

计结果 11 的一半。对于日源汉字词在汉语中的外来身份，很少有学者明确否认 。同样，还有通过英 

语进入各种语言的法语、拉丁语成分，通常也被人们认为是英源外来词。可见，假如语言 A的成分 xa被 

借入语言 B，加工改造后成为 Xb，该成分在 B语言中的身份成为既定的事实，即便再输出到其他语言，也 

不会改变其 Xb的词源身份 b。 

(四)外来词的音节数 目特点 

现代汉语词汇以双音节为主流的特点也决定了外来词要进入常用词汇中也必须适应这一语言特点。 

① 参见史有为(2013：238—241)7位学者的外来词分类体系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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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显示双音节借词占外来词总数的 88．7 ，单音节外来词占 2．4 ，三音节及三音节以上借词共 占 

8．9 ，且常用级别越低三音节借词越多，四音节借词也有类似的趋势，唯一进入甲级词汇的四音节借词 

是与人们生活联系紧密的“出租汽车”。 

表 9 外来词的音节特点 

注 ：1．词组 1条 ：“通货膨胀 ” 

单音节借词在甲级词汇中为“点、电、分、米、她、系、站、周”，在乙级词汇中为“阿(词头)、吨、秒、塔”， 

在丙级词汇中为“癌、棒 、磅、铝”，在丁级词汇中为“钙、硅 、磷 、镁、氢、权 、氧 、州”；以名词和量词为主，名词 

中化学元素占约三分之一，但常用级别不高，其他单音节外来名词则有较强 的派生或组合构词能力；音译 

自法语的形容词“棒”使人联想到目前流行的英语音译词“酷”，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酷”也会进入常用词 

中。单音节借词中的63 9／6出现在“类型 6”(以偏旁部首释义的音译)中，17 出现在“类型 5”(无意译成分 

的纯音译 ／无意谐音 )中，可见有 80 的单音节借词是 以音译的方式进入汉语常用词汇的。 

对三音节借词借用类型的分析显示(表 10)近三分之二三音节词外来词源 自西方语言，意译是音译 

的三倍多 。只有两种音译类型出现在三音节外来词中，“类 型 5”(无意译 成分 的纯音译／无意谐音 )是 5 

种借用类型中数量和比例最低的，仅有三个丁级词；“类型 8”(音译+意译／意译+音译)是音译的主要方 

式。在四音节和五音节借词 (共 14个)中也只有 3个词含音译 ，均属于“类型 8”。可见即便是在多音节词 

汇中汉语也是主要通过意译吸收外来词的，音译也多是配以意译进行的 ，纯音译 只是极个别的情况 ，而且 

使用频率也不高。 

表 1O 三音节外来词 的借 用类型分布 

为了更清楚地分析多音节(三、四、五音节)外来词在借用方面的特点，本文将三、四、五音节借词在借 

用类型分布方面做了合并统计表 11。通过表 10与 ll的对比可以看出，三音节借词的特点代表了多音节 

借词在借用类型和常用级别方面的特点。多音节借词近三分之二来 自西方语言，意译是音译的三倍。从 

表 13也可以看出，意译程度越高多音节借词越多，音译程度越高多音节借词越少，常用级别越低多音节 

借词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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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译程度越高多音节借词越多，音译程度越高多音节借词越少，这一特点有点出乎作者的预料。究 

其原因，音译词音节越多，记忆的难度越大，交际成本高，也就是说交际双方的语言文化知识必须对等，否 

则要花些功夫解释。如果是意译，即使音节多一点，也容易理解和记忆，所以一些音译词刚刚被借人汉语 

时或许风靡一时，一旦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有了可以匹配的意译词，音译词使用的频率就会大大下降， 

因此 ，意译在多音节外来词的使用当中有绝对的优势。例如 ，俄语音译外来词“布尔什维克”，本意为“多 

数派”，但我国主要使用的是它所负载的文化意义“共产主义者”或“共产党”“共产主义”是源自日语的借 

词 ，同为外来词但 日源词更符合中国人的认知习惯 ，所以“共产主义”成为丁级常用词汇，“布尔什维克”则 

不常被提到。 

外来词借用类型和音节数目方面的统计结果表明，语言的特点决定人们对词汇的选择；音译单音节 

和多音节借词的情况表明，其他语言词汇的音节特征将决定它们能否被汉语接纳和以何种方式接纳。意 

译不但能满足语义型语言对“义”的要求，而且能缓解其他语言词汇与汉语词汇音节数量方面的矛盾。日 

源外来词能占据汉语常用词汇中外来词的半壁江山，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满足了现代汉语对“形”“音 

(节)”“义”的综合要求。 

五 、统计结果小结 

为了探究前两次外来词高潮对现代汉语的影响程度，本文以8821现代汉语常用词词表为总体样本， 

以8个鉴别依据中的外来词研究结论为范本，按照统一的分类和鉴别原则、以广义外来词的视角，对词表 

中涉及的各种词源和音、形、义各种类型借用方式的外来词，进行了穷尽式的鉴别，共提取甲、乙、丙、丁四 

个常用级别中989条外来词，对这些外来词在各常用级别、词源、词类、借用类型、音节数目、鉴别依据中 

的分布状况进行分析 ，显示以下主要特点 ： 

(1)8821词表中包含音译和意译的广义外来词共 989个，占词表总量 7．3 一11．2 (排除与不排除 

日源、英源存疑词条)；去掉意译、仿译、用古汉语意译西语这些有争议的借词后，狭义外来词占词表总量 

5．4％一6．5 。 

(2)在四个常用级别中，乙级词汇中的外来词量最大，从乙级开始外来词量随常用级别的下降而下降。 

(3)不排除日源、英源存疑词条的话，日源、英源、其他词源外来词的比例分别为 5l 、45 、4 ，排 

除 日源、英源存疑词条三者 比例为 73 、2O 、7 。 

(4)外来词在不同词类中的分布分别为：名词 70．9％、动词 21．6 oA、形容词 6．3 、其他词类 1．3 。 

乙级词汇中，名词比例略低于平均水平，形容词 比例显著高于平均水平 。 

(5)借用形式方面，两种意译类型占外来词总量 40％，日源借形+借义占40 ，利用古汉语进行借义 

的占 13 (Tk分之五为日源)，四种音译类型的外来词共占7 oA(占8821词表的0．77％)。 

(6)音节数目方面，双音节词占外来词总量 88．7 ，单音节占 2．4 ，三音节及三音节以上借词共占 

8．9％。常用级别越低多音节借词越多，意译程度越高多音节借词越多，音译程度越高多音节借词越少。 

从统计的结果来看，虽然经历过两次外来词进入汉语的高潮，但是大浪淘沙能最终成为汉语稳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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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的外来影响 比较有限，外语并没有对汉语构成很大威胁，汉语 自身的特点如单音节意音文字、语义型语 

言、词汇的双音节化等结构因素对进入汉语的外来词有一定的过滤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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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tc． 

Key words：loan words；commonly used Modern Chinese words；borrowing style；identification proof； 

distrj b11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