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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语言是一对“共生”、“共存”和“共变”的孪生子。社会的每一项细微的变化和

发展都会在语言上以及时而适当的方式表达出来。在以往的二十多年里，由于“改革开放”

政策的推行，我国社会处在急速发展之中。新事物不断地涌现出来，旧概念不断地被更新。

而与这种这个时代的演进步伐相适应的汉语也产生了显著的变化。 

 

词汇和词义向来是语言中反映社会变迁的最敏感最活跃的构成部分，二十多年来，中国

社会的快速发展变化不仅表现在新词语的大量涌现以及和新词义的迅速产生上，而且旧有词

汇的“移用”现象以及连带出现的相应的词义的演变也十分的明显，很值得我们去研究。 

 

 

一、 词语移用现象 
 

 

所谓词汇的“移用”现象指的是：一些旧词语从原来大家熟悉的使用领域被移用到新的

场合并被同时赋予了新的意义，即它们从原属意义领域被移用到另一意义领域中去，同时产

生了与原义有所差异的新的涵义，而这些新的用法以及新产生的词义其外延、内涵和意趣都

有了新的变化。譬如： 

 

例 1： “阳光” 

      原使用领域：日常生活 

原词义：    日光
1
。如：“阳光灿烂”。 

现移用领域：各个行业 

新词义：    光明的，充满希望和朝气的
2
。如：“阳光．．媒体”、““阳光．．男孩”。 

词义变化：  词义扩大 

 

例 2： “板块” 

      原使用领域：地质 

原词义：    大地构造理论指由地质上的活动地带划分的岩石圈的构造单元。 

全球共分为六大板块，即欧亚板块、太平洋板块、美洲板块、非 

洲板块、印度洋板块和南极洲板块。大板块又可划分为小板块。 

现移用领域：证券行业 

新词义：    某些相关产业或者行业方面的股票群。如：“次新股板块．．”、“重组 

                                         

1  所有词语的原词义均摘自于《现在汉语词典》（修订版），商务印书馆，1997 年，北京。后同。 
2  所有的新词义有作者按自己的理解作解释。后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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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 

词义变化：  词义转化 

 

例 3： “置换” 

      原使用领域：化学 

原词义：    一种单质跟一种化合物经过化学反应生成另一种单质跟另一种化 

                      合物。如镁和硫酸铜反应生成铜和硫酸镁。 

现移用领域：房地产行业 

新词义：    以某种方式或比价用旧有的房屋交换新的房屋。如房屋置换．．、二手 

房置换．．。 

词义变化：  词义转化 

 

 

二、 词语移用现象的分类 

 

 

词语的移用现象在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和领域都非常常见。其最主要移用类型在现在的

报刊上在大致有下面这么几种： 

 

（一） 由日常生活的领域移用到各种专业领域 

 

由日常生活领域移用到专门领域指的是：一些原来使用在普通生活领域中的词语被移用

到某一特定专业或者行业中去。而这些词语由此而产生了新的意义。譬如： 

 

例 4：“出炉” 

      原使用领域：日常生活 

原词义：    取出炉子中烘烤、冶炼的东西。如：刚出炉的烧饼。 

      现移用领域：社会生活 

      新词义：    新人物产生。 

例句：      大法官、大检察官出炉．．。（深圳晚报 2002 年 3 月 22 日，16 版） 

 

例 5： “灌水” 

      原使用领域：日常生活 

原词义：    把水注入容器中。 

      现移用领域：网络行业 

      新词义：    在电脑网络留言版上贴帖子。 

          例句：      “（谁）到我烘焙机上乱灌水．．？”（《深圳晚报 E周刊》2000 年 1 月 

9 日，30 版） 

 

例 6： “追捧” 

      原使用领域：日常生活 

原词义：    为之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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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移用领域：证券行业 

      新词义：    欢迎，纷纷购买。 

          例句：      “中低价股受追捧．．”（《深圳商报》2002 年 4 月 16 日 B2 版） 

 

 

除此以外，同类的例子还有，如：下海、回炉、松绑、吹风、联姻、解冻、倾斜、变脸、

上坡、上浮、出血、输血、牵线、搭桥、漫游、烧香等等。 

 

 

（二） 由专门领域用词移用到日常生活领域 

 

由专门领域用词移用到日常生活领域指的是：原使用于某些专门行业里的用语被用于日

常生活领域里，词义也相应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譬如： 
 

例 7： “红牌” 

      原使用领域：体育行业 

原词义：    红色的硬纸片。某些球类比赛中裁判员用来处罚严重犯规球员。足 

球比赛中被出示红牌的球员须立刻退出比赛，同时不得参加下一场 

或几场球赛。 

      现移用领域：社会生活 

      新词义：    停止某人或者某项工作以示惩戒的标志 

例句：      “不称职厂长、经理吃红牌．．”（《新民晚报》，1997 年 5 月 7 日，12 

版） 

 

例 8： “上岗” 

      原使用领域：军事行业 

原词义：    到执行守卫、警备等任务的岗位。如：“上岗指挥交通”。 

      现移用领域：社会生活 

      新词义：    正式到工作岗位上任 

例句：      “虚拟主持人今日上岗．．”（《深圳晚报》2002 年 4 月 24 日 A7 版） 

 

 

例 9： “聚焦” 

      原使用领域：物理行业 

原词义：    使光和电子束聚集于一点。如：“聚焦成像”。 

      现移用领域：社会生活 

      新词义：    所有人的注意力集中到某处 

例句：      “聚焦．．关外商战之龙港中心城”（《深圳商报》2002 年 2 月 23 日 A4 

版） 

 

由专门领域用词移用到日常生活领域的例子比比皆是。此外还有：启动、提速、扩容、

指数、扫描、轮空、经典、黑马、诠释、演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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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之间的词语移用 

 

跨领域不同行业之间的词语移用指的是：原来使用在某个特定专门领域中一些词语，被

移用到另一个特定的专门领域中，其词义也有了相应的变化。如： 

 

例 10： “透视” 

      原使用领域：美术或者物理行业 

原词义：    （1）用线条或色彩在平面上表现里体空间的方法； 

（2）利用 X射线透过人体在荧光屏上所形成的影像观察人体的内 

部。 

      现移用领域： 房地产行业 

      新词义：     清楚地看到事物的本质 

例句：      “透视．．楼盘价格策略。”（《深圳商报》2002 年 3 月 25 日 B 7 版） 

 

例 11： “菜单” 
      原使用领域：饮食行业 

      原词义：    并列各种菜肴的名称的单子。也叫菜单子。 

      现移用领域：计算机行业 

      新词义：    电脑上排列出来的各项使用功能的单子 

      例句：      “对于多数功能，Word 提供多种方法来达到相同的效果——菜单．． 

                  选取、工具栏按钮和键盘快捷键”（《Word2000 从入门到精通》） 

 

例 12： “反弹” 
      原使用领域：物理行业 

      原词义：    运动的物体遇到障碍物后向相反的方向弹回。 

      现移用领域：证券或者医疗行业 

      新词义：    （1）股票价格回升； 

                  （2）行情的回升； 

                  （3）某种疾病的回复。 

    例句：      “弱市中什么股票可以抢反弹．．”（《深圳晚报钱周刊》2000 年 10 

月 2 日，26 版） 

“春暖花开莺飞草长，清明过后沉寂一时的国内旅游市场明显反． 

弹．”（《新民晚报》1999 年 4 月 8 日，32 版） 

“纯中药降压  终身不反弹．．、”（《深圳商报》广告 2002 年 5 月 8 

日 21 版） 

 

 

（四） 日常生活领域中词语的相互移用 

 

日常生活领域中词语的相互移用指的是：一些原是在日常生活的某些不同方面使用的词

语，被互相借用，而词义则同时因移用而有了新的义项。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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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3： “呛水” 
      原词义：    由于不小心使得鼻腔或口腔进水而感觉难受。 

      新词义：    表示做事受到阻力，遭受挫折。 

例句：      学生创业为何呛水．．？”（《深圳晚报钱周刊》2000 年 9 月 25 日，37 

版） 

 

例 14： “升温” 
      原词义：    温度升高。 

      新词义：    情况向高的水平发展。 

例句：      东莞车博会为车市升温．．”（《深圳商报》2002 年 3 月 26 日，D4 

版） 

 

例 15： “套餐” 
      原词义：    搭配好的，成套供应饭菜。 

      新词义：    一揽子、一条龙式的服务。 

例句：   “装饰套餐．．与公共食堂”（《深圳晚报 E周刊》，2001 年 2 月 22 日，32 

版）    

 

 词语的移用现象主要有以上四种常见移用类型。根据已有的资料，这其中又以从专门领

域用词向日常生活领域移用最为普遍。 

 

 

三、  词语移用过程的词义变化 
 

 

    一个词语一旦被移用，所产生的新义的外延和内涵相对原来的词义会产生变化。一般来

说，它的新词义和原来的词语储存义相比，有下列四种变化的类型，即：词义扩大，词义缩

小，词义转移，词义抽象化。 

 

（一） 词义扩大 

 

所谓词义扩大就是指词义的新增义的概念比之原来的词语储存义的外延扩大了，即缩小

了内部特征，扩大了应用范围。譬如： 

 

例 16： “菜篮子” 

原内涵（词义）：盛菜的篮子。 

        原外延：小 

        新用法：从菜篮子．．．里看改革开放。 

        新内涵（词义）：泛指市民日常生活消费的整个副食品供应。 

新外延：大 

 

例 17：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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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内涵（词义）：土木建筑或其他生产、制造部门用比较大而复杂的设备来进 

行的工作。 

        原外延：小 

        新用法：“N 用基因工程．． 治疗肝癌胃癌”（《青年报》2001 年 4 月 2日，12 版。） 

        新内涵（词义）：泛指需要投入巨大人力和物力的工作计划。 

新外延：大 

 

例 18： “窗口” 

原内涵（词义）：窗户 

        原外延：小 

        新用法 1：王府井是北京商业的窗口．．。 

        新内涵 1（词义）：泛指反映或者展示各种现象或者状况的地方。 

新用法 2：窗．口行业．．． 

        新内涵 2（词义）：代表直接为群众生活服务的。 

新用法 3：工厂开设门市部，可以成为谅解市场信息的窗口．．。 

        新内涵 3（词义）：泛指渠道和途径。 

新外延：大 

 

新增义比之原来的词义储存义的外延扩大了是目前词语移用现象里最普遍的一种词义

演变类型。 

 

 

（二） 词义缩小 

 

所谓词义缩小就是指词语移用后产生的新增义的概念比之原来的词语储存义外延缩小

了，即由一般变为特指，所包含的范围也缩小了。如： 

 

例 19： “工读” 

原内涵（词义）：指用本人劳动收入来供自己读书。 

        原外延：大 

新用法：“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工读学生中出现勤奋学习、刻苦工读的新现象” 

（《词汇学新研究》语文出版社，1996 年 8 月，第 208 页） 

        新内涵（词义）：专指那些有违法行为的青少年边劳动改造边学习文化。 

新外延：小 

 

例 20： “网络” 

原内涵（词义）：指由很多相互交错的分支组成的系统。 

        原外延：大 

新用法：“网络．．业来日方长”（《文汇报》2001 年 4 月 24 日，11 版） 

        新内涵（词义）：专指计算机行业中由若干元件组成用来传输电信号的电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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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新外延：小 

 

例 21： “天堂” 

原内涵（词义）：某些宗教指人死后灵魂居住的永享幸福的地方。 

        原外延：大 

新用法：“杭州营造‘购物天堂．．’ ”（《人民日报》2001 年 2 月 8 日，5 版） 

新内涵（词义）：专指美好的环境 

新外延：小 

 

    与前一类相比，这一类变化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三） 词义转移 

 

所谓词义转移就是指词义的新增义由原来的某一个意义转变为另一个新的意义，即脱离

了原义的范围而转入了另一词义的范围。如： 

 

例 22： “经典” 

原内涵（词义）：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 

        原外延（范围）：上层建筑方面（政治、哲学、文学等） 

新用法：“经典．．装饰”、“经典．．楼盘”（《深圳晚报家周刊》2001 年 2 月 22 日， 

32 版） 

新内涵（词义）：同类事物中各方面都最优秀的、最完美的代表事物 

新外延（范围）：经济基础方面 

 

例 23： “变脸” 

原内涵（词义）：指翻脸。 

        原外延（范围）：人的表情方面 

新用法 1：“变脸．．是一种四川的表演艺术。” 

新内涵 1（词义）：戏曲表演绝技。 

新外延 1（范围）：文化娱乐方面 

新用法 2：“263 网站大变脸．．”（《深圳商报》2002 年 3 月 22 日 B4 版） 

新内涵 2（词义）：迅速的不大规模的变化。 

新外延 2（范围）：文化信息方面 

 

例 24： “触电” 

原内涵（词义）：指人或者动物借出较强的电流汇受到破坏，甚至死亡。 

        原外延（范围）：安全方面 

新用法 1：“这个人怎么样，触电．．吗？”（《酷语 2000》钱乃荣主编，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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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内涵 1（词义）：男女之间产生通情的感觉。 

新外延 1（范围）：生活感情方面 

新用法 2：“今天我一触电．．，就像退缩了”（《酷语 2000》钱乃荣主编，55 页） 

新内涵 2（词义）：接触电影、电视工作。 

新外延 2（范围）：文化娱乐方面 

 

 

（四）词义泛化、虚化 

 

所谓词义抽象化就是指词义新增义由原来所指的具体、确切的对象，变得抽象化的事物，

涵义泛化了，同时也虚化了。譬如： 

 

例 25： “窗口” 

  原词义：（具体）窗户或者墙上开的窗形口（多指售票口、挂号口）。 

新词义：（抽象）表示有宣传、展示的作用的地区、场所或行业。 

例句： “中英街重塑文明窗口．．形象”（《人民日报》2001 年 2 月 6 日 11 版） 

 

例 26： “充电” 

原词义：（具体）把直流电源接到蓄电池的两极上使蓄电池获得放电能力。 

新词义：（抽象）补充新知识。 

例句：  “合肥不少市民抱电脑回家过大年，乐陶陶忙充电．．”（《人民日 

    报》2001 年 2 月 8 日，13 版） 

 

例 27： “狙击” 

原词义：（具体）埋伏在隐蔽的地点伺机袭击敌人。 

新词义：（抽象）等待机会出手。 

例句：  “家轿‘英雄’狙击．．市场断层”（《深圳商报》2002 年 3 月 8 日，D1 

版） 

 

 

四、 词语移用现象的成因 

 

    词语移用的现象发生有内因和外因两大成因。内因是由语言本身的因素造成的，包含有

词义上的成因和修辞学的成因，属于语言学的范畴。外因则指非语言的社会因素，属于社会

学的范畴。 

 

（一） 词义学上的成因 

 

词语可以移用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词语移用后所产生的新义与原来的储存义底层之间

具有“相通性”。也就是两者在底层的语义层面上具有相通之处。这种相通，是词语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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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层可以移用的根本原因。而词语表层上的移用反过来体现了底层语义的相互“溢出”和

“相连”。这种底层某些意义之间的“相通”使得词语词义的表层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和引申

力。  

 

其次，词义本身所具有的概括性和模糊性又使得新旧词义之间能够通过思维的联想，产

生“沟通” 的可能。换句话说，词义本身所具有的概括性和模糊性使得一些词语能在拥有

基本储存义和基本语域的基础上，随时随地，因人因境地通过语域的变换不断地产生新的引

申义，以满足特定的交际要求。譬如： 

 

例 28： “跳水” 

原词义：（具体） 水上体育运动项目之一。从跳台或者跳板上跳入水中，身体 

在空中作出各种优美的动作。 

新词义：（抽象） 价格迅速降低。 

例句：  “国产 DVD 半价跳水．．”（《深圳商报》2002 年 4 月 26 日，B8 版） 

            语义相通点：快速从高处滑落 

 

例 29： “提速” 

原词义：（具体）（全国火车）全面提高行驶速度。 

新词义：（抽象）减少时间。 

例句：  “出口信用保险服务提速．．。”（《深圳商报》2002 年 4 月 24 日，B1 版） 

            语义相通点：加快速度。 

 

例 30： “扩容” 

原词义：（具体）（电脑）增大内存容量。 

新词义：（抽象）增设服务网点或者内容。 

例句：  “市婚介所全面扩容．．。”（《深圳商报》2002 年 4 月 22 日，A6 版） 

            语义相通点：增加容量。 

 

以上这种词语移用现象以及相应出现的新用法、新词义一旦从“随机”的，“偶发”的

使用逐步发展到被社会普遍接受和广泛应用的话，那么，原来因为比喻的修辞手法而带来的

比喻义就会长期地、明确地固定在这个词语上，随之正式的词语的移用就成为了事实。 

 

 

（二） 修辞学上的成因 

 

从修辞角度来看，词语移用是原词义中的全部或者一部分，因为作者借用比喻、借代等

修辞手法的缘故而发生了变化，同时产生着形象化或者抽象化的演化、最后，这些演化的结

果都使得新增的语义固定化为该词的新的比喻义。 

 

这种能借助修辞手法产生新的比喻义或者指代义的移用词正是以词义前后所表达的事

物之间拥有“相似性”为基础。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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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1： “炒鱿鱼” 

原词义：用爆炒的方式烹饪鱿鱼作菜肴。 

新词义：解雇。 

例句：  “你这样偷懒老板总有一天要炒．你鱿鱼．．。”（《酷语 2000》钱乃荣主编， 

46 页） 

语义相似点：生鱿鱼片一经热油炒，便卷成圆桶形，这和被解雇后卷起铺盖 

        卷儿的过程和形状相似。 

 

例 32： “出台” 

原词义：演员上场。 

新词义：公布或予以实施。 

例句：  “境内居民投资 B 股规定出台．．。”（《深圳商报》2001 年 2 月 23 日 A1 

版） 

语义相似点：公开露面让大家看到。 

 

例 33： “解冻” 

原词义：冰冻的江河、土地融化。 

新词义：解除对资金等的冻结。 

例句：  “房地产版块开始‘解冻．．’。”（《深圳晚报钱周刊》2000 年 11 月 24 

日 27 版） 

语义相似点：解除原来凝固不变的状态。 

 

 

（三）社会学上的成因 

 

在以往的二十多年里，汉语词语移用现象的大量出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社会各

方面的发展带来的表达上新的需求，首先是科学技术发展给社会提供了大量有用的新词语，

极大地丰富了语言的词汇系统。而科学技术普及以及人们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为科技词语以

及一些行业用语大量进入大众生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移用某些词语显得既时髦、新颖又明

白、准确。 

 

其次是新技术，新行业，新思潮，新观念层出不穷，使得新词语的出现在速度上明显赶

不上表达的需要。因此人们便很自然地从不同语域的已经熟悉的词语中“借用”一些相近、

相通、相关的词汇方便表达，也不失为一种有效而简便的途径。而这些词语已有的“熟面孔”

能够很快地让人们接受，不至于因陌生而被排斥。这样，旧词具备了新义，使人有新鲜感。 

 

    再次是生活的日益丰富和繁杂，使得原来壁垒分明的各领域之间的界限已经日益变得不

太分明起来。因此词语互用、互借就显得十分自然而方便。 

 

最后是中外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借词，尤其是英语借词的大量被应用，也会带来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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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而这种移用在在被借用语言之中已经发生。譬如：  

 

例 34： “病毒 virus” 

   原使用领域：医学 

       原词义：    比病菌更小的病原体。 

       现使用领域：计算机信息行业 

       现词义：    表示人为设置的用以破坏其他软件系统及功能的软件。 

例句：      “春节谨防电脑病毒．．”（《文汇报》2001 年 1 月 22 日，5 版） 

 

例 35： “克隆 clone” 

   原使用领域：医学 

       原词义：    生物体通过细胞进行无性繁殖。 

       现使用领域：社会生活 

       现词义：    表示通过复制，制造出相类似的东西。 

例句：      “义乌小商品‘克隆’到老庙”（《新民晚报》2000 年 10 月 13 

日，18 版 

 

    一个移用词语从仿用到广泛运用，再到固定使用，是一个被社会和时间不断验证的长期

过程。因此词汇移用现象从本质来说是语言顺应社会变化的结果。 

 

 

 

五、词汇的“移用”现象对词汇系统的影响 

 

 

汉语词汇的移用现象经常会发生。但是在某些历史时期往往会出现一个具有某种特点的

词汇移用高峰。这样的词汇移用期和它所具有的特点就值得关注。因为它不但能确实能反映

出那个时代的特征，也会给汉语词汇系统的发展留下深深的影响。 

 

在过往短短的二十几年里，汉语词汇的移用现象具有其鲜明的特点，它对汉语词汇系统

尤其是词义系统的影响可以从下面几方面来考察。 

 

（一）非通用词汇层的词语进入通用词汇层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汉语词汇有过三次称得上特点比较鲜明的移用高峰。而每一

个高峰的词汇移用的特点都是毫無例外地把某些非通用的词汇层的词汇移用于通用的词汇

层。譬如： 

 

一、 移用军事词语。常见的被移用词语如：“战线、战役、战果、战斗、动向、部

署、会战、迎战、拉练、抢占、抢滩、指挥、退役、尖兵、梯队、阵地、基地、

闯关、攻关、决战、奋战、突击、进军、告捷、突击队、攻坚战、歼灭战、 

打头阵、放冷抢、桥头堡、制高点、排头兵、军令状、战略转移”等等； 

 

二、 移用政治词语。常见的被移用词语如：“糖弹、黑话、红心、红伞、小将、牛



当代汉语词汇的“移用”现象及其对词汇系统的影响 · 汤志祥 

第四届全国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 · 2002 年 5 月 13 日–17 日·石家庄 

12

12

棚、红小鬼、大锅饭、刀把子、天天读、挂黑牌、唱反调、大气候、大道理、

再教育、洋跃进、打团结、抢班夺权”等等； 

 

三、 移用体育词语。常见的被移用词语如“越位、黄牌、金牌、二传手、短平快、

擦边球、接力赛、起跑线、马拉松、时间差、抢逼围、定为球、打太极拳、”

等等。 

 

而在过往二十年间，词汇借用出现了多方面的非通用词汇层的词语进入通用词汇层的情

况。一大批不同专业或者行业的词汇都纷纷移用到通用词汇层。譬如： 

 

一、 移用科技词语。常见的被移用的词语有：“定位、发电、放电、点击、焦点、 

负面、孵化、硅谷、工程、启动、界面、软件、硬件、内存、接口、效应、短 

路、回炉、低谷、接轨、转轨、并轨、淡化、反差、聚焦、脑库、遥控、热处 

理”等等； 

 

二、 移用经济（主要是证券）词语。常见的被移用的词语有：“包装、上浮、开盘、

收盘、套牢、看涨、利好、牛市、熊市、盘整、贬值、保值、解套、飘红、基

本面、绩优股、强势股、原始股、潜力股、垃圾股、小金库、高开低走”等等； 

 

三、 移用医学词语。常见的被移用的词语有：“发烧、出血、输血、挂号、分流、 

流产、立升、内功、芒点、安乐死、动手术、红眼病、肠梗阻、近亲繁殖”等

等； 

 

四、 移用体育词语。常见的被移用的词语有：“冲浪、触网、出线、赢面、到位、 

潜水、黑马、踢皮球、抢跑道”等等； 

 

    其它被移用的还有 “套餐、菜单，主打、赢面、下课、下海、烧香、联姻、红娘、撞

车、泡沫、恐龙、青蛙、教父、发牌、漫游、倾斜、杀手、起飞、推出、巨无霸”等等各类

词语； 

 

应该看到，以上的不同层面上的词语移用还造成了词汇义类聚合关系正在悄悄地发生变

化，同时也产生了义类关系上的重叠交叉。 

 

（二）比喻义的大量形成和语义场的变化 

 

某些词语在被移用的过程中，因为语用的变化带来了语义的改变（新增语义），而移用

的过程，一旦从临时的“比喻用法”发展到相对比较固定的阶段，这种语义的变化就会变成

词语的“比喻义”。 

 

据观察，词语的移用并不是“一步到位”的，它有一个从产生、试用到固定的过程。其

形成、演变、成熟的变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初始借用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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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借用阶段是“初用期”。词语移用的产生原先大多是借用，并不普遍。其特点是：

初用时大都还是使用引号括起。这样的用法还只属于词语的“比喻用法”。譬如： 

 

“掀起庄家的‘上盖板．．．’”（《深圳晚报美周刊》2000 年 12 月 20 日 28 版） 

“美国要清扫‘后院．．’ ”（指拉美地区）（《文汇报》2001 年 1 月 3 日 13 版） 

 

（2） 淘汰沉淀阶段 

 

这一个阶段是过滤期。即初用期中的一部分词语仅仅停留在临时性借用阶段，其词语移

用所产生的比喻用法，最终并没有形成固定的比喻义，后来被淘汰。 

 

而也有一些词语却被继续使用了下去，继续被更多的人，在更广泛的范围里引用，最后

引号逐渐被取消了。这类词语可以说是通过了社会的“过滤”，而由此而产生的新增词义和

用法进入了 “沉淀” 的阶段。 

 

（3）稳定使用阶段 

 

经历了第一阶段的产生，第二阶段的过滤，、新用法和新词义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稳

定使用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这类词语的移用所产生了新义—— 比喻义就固定在这些词语

里，成为这些词语的新的义项。凡是发展到了第三阶段的词语，在报刊在之出现时，已经没

有了引号。譬如： 

 

    “到网吧上网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人民日报》2001 年 2 日 1 月，42 版） 

    “全球企业并购热降温．．”（《人民日报》14 版，2001/2/8） 

 

可以说，由于二十年来汉语词语的移用现象在不断地发生和发展着，所以一批批的词语

也正在不断地在产生着它们的 “比喻义”。这样，汉语词语用法的多样化和语义的丰富化就

处在急速演进的状态之中。这给了汉语语义场以及语义场的发展变化的理论提供了许多生动

的语料。 

 

 

六、结语 

 

 

    时代的步伐促进了语言的发展，而语言的变化印证着时代的变迁。 

 

过去二十多年的中国社会是开放的，前进的。新现象、新观念的不断涌现激发了汉语词

汇向着灵活、自由和新颖的发展。移用词语既体现了语言使用者追求表达新颖化、个体化，

不落俗套，别具一格的言语风格，同时也体现了社会生活丰富多彩以及汉语强大的生命力。 

 

    词语移用现象的兴盛也为汉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了生动而丰富的研究素材，在短短的二十

年里，汉语词汇能有如此快速而明显的变化，无疑会促进汉语词汇学的繁荣，同时也为汉语

言学在语音、语法、语汇、语义四方面的平行发展提供了相当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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