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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导言 
 

在二十世纪末八九十年代的二十年间，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一场“改革开

放”运动使全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方面的发展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这一切

反映在语言文化生活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汉语普通话的新词语和新词义都大量地涌现出来

并被广泛地使用着。 
 
    面对着当代汉语如此显著和巨大的变化，整个汉语研究界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八十年

代末以来，不少研究汉语新词语和新词义的成果都以学术论文和辞书的形式逐渐呈现在读者

的面前。但遗憾的是，汉语教学界，尤其是对外汉语教学界，对这么重要的发展，相对过于

冷淡并且显得严重滞后。这种落后，不仅体现在教育大纲上，而且明显地体现在教学计划的

制定、教科书的编写和语言课堂的教学活动中。 
 

诚然，任何与语言研究都应该也必须比语言教学领先一步。而且无论是从保持其延续性

还是稳定性的角度来说，教学上的滞后又有其合理和合情的一面。但从教育（包括教学理论、

教学大纲、教材编写、课堂教学等等方面）的改革理应适当和社会保持节律同步的要求来看，

对一些业已被社会肯定并且使用情况相对稳定的语言发展新变化，汉语教学界适时地进行研

究、探讨，准备采纳和采用是应该和必要的。 
 
1.0  汉语新词语 
 

一般说，对新词语和新词义的研究源于八十年代初。尤其从吕叔湘先生在八四年提出“大

家来关心新词新义”
1 的呼吁以来，日益增多的汉语新词语逐步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并逐

渐掀起了研究的热潮。迄今为止，已经出版的各种汉语新词辞典已经达三十多部。论文也有

几十篇之多。可以说，“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地探讨新词语现象，成就十分显著”2。无

疑，汉语新词语研究已经成为当代汉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1.1 新词语的范畴 
 

本文所谓的“新词语” 3 主要指的是：（1）始于七十年代末（1979 年“改革开放” 以 
来）至九十年代末的二十年间，在中国大陆地区所涌现出来的，具有“词型新、语义新、书

                                                        
1 吕叔湘：《大家来关心新词新义》  《辞书研究》1984 年第 1 期  34 页 
2 姚汉铭：《新词语·社会·文化》一书序 2（王德春）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 
3 对“新词语”起始的理解大致有下列四种：1、1919 年“五四运动”；2、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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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成型、使用广泛”特点的那部分词语；（2）这个时期从香港或者台湾两个区域所吸收的词

语 —— 港、台词语；（3）这个时期从外语中吸收的词语 —— 外来词语；（4）这个时期从

方言中（主要是广州话和北京话）吸收的词语。 
 
1.2 新词语的特点 
 
     这些新词语的特点可从下面三方面来概括： 
 

1、义类特点：二十世纪末的二十年，是中国大陆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

和生活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变的时期。和以前几个阶段相比，这个时期的新词语从义类上分可

以说是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但相对而言又以经济类，科技类和生活类的词语为多。以下

列举主要而明显的十个方面（所选用主要是 90 年代，特别是 90 年代末的新词语）： 
 

（1） 政治类：扶贫、打黑、严打、社管会、网上政府、 
              反贪、扫黄、造假、拨改贷、第一先生； 
（2） 工交类：转轨、认证、冷巴、安居房、绿色公交、 

                  涉外、创汇、联运、外来工、强强结合； 
（3） 经济类：融资、上市、期货、股份制、吸筹建仓、 

                  庄股、解盘、走高、价格战、追高杀跌； 
（4） 科技类：上网、克隆、光盘、千年虫、人机对话、 
              宽带、手机、智能、高科技、掌上电脑； 
（5） 商业类：甩卖、导购、传销、专卖店、闪亮登场、 
              揽客、直销、返利、购物城、灯光夜市； 
（6） 文教类：考研、博导、扩招、专升本、虚拟大学、 
              失学、兼招、考级、复读机、人才高地； 
（7） 体育类：甲 A、捧杯、完胜、五连冠、俱乐部制、 
              洋帅、保级、黑哨、残运会、团队精神； 
（8） 演艺类：走穴、盗版、三栖、影视圈、黄金强档、 
              碟片、热播、回放、T 型台、明星效应； 
（9） 医药类：氧吧、食疗、变性、健美操、残服中心、 
              代孕、排毒、健胸、空调病、亲子鉴定； 
（10）社会类：警嫂、脱岗、蹦迪、钟点工、生态公园、 
              私宰、求职、彩迷、直饮水、人肉市场。 

 
2、构成特点：这部分词语在构成上有如下三个主要特点： 

 
（1）词形新：即全新的语素组合。例如： 

 

        “休” +  “渔” → “休渔”； 

        “的” +  “姐” → “的姐”； 

        “大” +  “腕” → “大腕”； 

        “黑” +  “哨” → “黑哨”。 

 

                                                                                                                                                               
  1949 年“共和国成立”；4、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本人赞成第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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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仿拟性”高：即类推法造词能产性强。例如： 

 

        “ - 霸”： 声霸、视霸、解霸、浴霸、凉霸、彩霸； 

        “ - 龄”： 医龄、房龄、歌龄、官龄、癌龄、刊龄； 

        “竞 - ”： 竞拍、竞猜、竞饮、竞答、竞标、竞买； 

        “网 - ”： 网民、网站、网虫、网吧、网迷、网事。 
 
     （3）“缩略性”强：大量采用缩略手法构成新词语。例如： 
 
            “入世”：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减负”：    减少学生课外负担； 
            “飞黄”：    飞跃黄河 
            “医改”：    医疗制度改革； 
            “特奥”：    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律考”：    律师资格考试 
            “高交会”：  中国国际高新科技成果交易会 
            “贷改投”：  把贷款改为投资； 

             “三陪”：    陪唱、陪酒、陪舞 

             “五东”：    广东、闽东、浦东、山东、辽东五个沿海地区 

 

3、语源特点：多方面、多渠道地吸收原来普通话里没有的词语： 
 

（1）港台词语。如：布艺、按揭、金页、心仪、物业  （香港）； 
                   做秀、双赢、飚车、瘦身、帅哥  （台湾）； 
（2）方言词语。如：扮靓、买单、搞掂、生猛、发烧友（广州话）； 
                   大款、托儿、套瓷、倒爷、侃大山（北京话）； 
                   套牢、师傅、动迁、拍板、大呼笼（上海话）； 
（3）外来词语。如：伟哥、克隆、黑客、在线、伊妹儿（英语）； 
                   写真、放送、人气、料理、慰安妇（日语）； 
（4）旧时词语。如：上司、领班、老板、董事、公务员、 
                   股东、巴士、的士、小姐、交易所； 
（5）行业词语。如：抢滩、聚焦、黑马、下课、黄牌、 
                   启动、工程、加盟、反馈、反思； 
（6）口语词语。如：牛、  黑、  开涮、宰人、出彩儿、 
                   没戏、酷毙、帅呆、水灵、爱谁谁。 

 
1.3  新词语的数量 
 

在二十世纪末的二十年里，汉语新词语的增长速度是很惊人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

个时期中国大陆的新事物、新思想、新观念、新概念等在各方面、各领域的发展变化。对于

新词语的数量，各类统计不尽相同。最多的估计总量是一万一千个左右4。也有的说“比较

                                                        
4  王铁昆：“ 10 年来的汉语新词语研究”《语文建设》1991 年  第 4 期 
   张志毅、张庆云“新时期新词语的趋势和选择”《语文建设》1997 年  第 3 期 



2000 年 6 月 19 日 — 23 日香港科技大学·清华大学 

 

４

４ 

固定的新词”是“七千个左右”5。 
 

由于新词语的使用会受到时间、地域、群众和专家的几方面多重筛选，而且各家对收新

词语的宽严标准和范围都有不同，所以收词语的数量和词条的出入不小。下面列举的是三本

仅收二十世纪末的二十年间所产生的新词语的辞书。它们各自的收词量为： 
 

1、《现代汉语新词词典》于根元主编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4 年 11 月  北 
    京  3710 条 （收词范围 1978 年 - 1990 年） 
2、《精选汉语新词词典》 周洪波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1 月  成都 
     2500 条 （收词范围 1978 年 - 1995 年） 
3、《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 1978 - 2000》林伦伦 朱永锴  顾向欣  编著  花城出 
     版社  广州  1800 条 (收词范围 1978 年 - 2000 年) 

 
按照上述三本辞书的收词量粗粗推算，这二十年间产生的新词语的大致总数量应有

7,000 个左右。但经过社会的检验、筛选和淘汰后，还会流行并逐步被固定下来的大概应有

3,000 个左右。 
 

我们不难看出，如果把这个数量和通用的比较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的大约 6 万余条

相比较的话，两者的比例大约是 1 ：20。一个时段甚短的区区二十年间，竟然会有如此高

比例的新词语产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显的语言“突变”。理应引起高度的重视。 
 
 
2.0 汉语新词义 
 

新词义的产生，相对来说，属于较深的变化层次。新词义的“新”，表面上看似乎没有 

新词语那么明显，那么容易计算，但它恰恰反映着社会的深层次的细微变化。 
 

一般说，在词形不变情况下词义的“增加”、“减少”或者“转变”都可以叫做词义的“引

申”。它们都属于词义范畴方面的演化。这种演化反映了社会赋予词语深层次的概念和意义

的变化。总的来说，词义变化引起了词义外延上的演变和内涵上的变化。 
 
    新词语词义上的主要变化可以分为下列三个方面：1、词义的扩大；2、词义的转化；3、
词义的泛化。 
 
2.1  词义的扩大 
 
   1、增义：指在保有原有意义的基础上，新增的词义使整个词义的外延扩大了。例如： 

 

词语 原  有  的  语  义
6
 新  增  的 语  义 

监制 监督制造商品 监制摄影（影片、电视片） 

品质 人的行为作风的本质 物品的质量 

写真 画人像；如实描写 拍摄人像照片（尤指裸体照片） 

                                                        
5  于根元：“改革开放生新词  廿年增了七千条”《深圳晚报》1998 年  10 月 6 日  第四版 
6  所有语义均见于《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1997 年·北京。多个义项得只选用其中的一 
   个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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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 清代称中央编撰机构的主管光源和

主持会试的大臣 

某些国家企业的主管人 

总理 我国国务院领导人的名称 某些机构、企业负责人的名称 

 

  2、 转义：指在保有原有意义的基础上，新增词义的内涵相对于原义（往往通过比喻的手

法）有一定的转变。 

 

词语 原  有  的  语  义 新  增  的  语  义 

出台 演员上场 （政策、措施等）公布或予以实施 

联姻 两家由婚姻关系结成亲戚 建立一种紧密的合作关系 

品质 人的行为作风的本质 物品的质量 

推出 把东西推出去 开始提供、供应 

下岗 离开执行守卫、警戒等任务的岗位 离开工作岗位和职务，等待新工作 

 

  3、泛化：从原来仅用于某个语域的单义扩展到多语域的多义。 

 

词语 原  有  的  语  域 扩  展   的  语  域 

变态 某些动物在个体发育过程中的形态 

（生物） 

指人的心理、心理的不正常状态（跟

“常态”相对）（生活） 

触电 人和动物接触较强的电流（物理） 指开始接触电影、电视圈（演艺） 

红眼病 因急性结膜炎而眼白发红的病 

（医疗） 

羡慕别人有名或有利儿鑫怀嫉妒的

毛病（生活） 

黄牌 体育比赛中警告严重犯规运动员的

一种牌子（体育） 

对某种违规行为发出警告（生活） 

抢滩 战斗时抢占滩头阵地（军事） 争先抢占各种先机（商业） 

 

 

2.2 词义的转变 

 

新词义在语义转变方面上的主要变化是色彩意义的变化。 

 

1、词义由贬义变成中性或者褒义： 

 

词语 原  词  义 现  词  义 

策划 旧指谋划做坏事（贬义） 筹划做某事（中性） 

富豪 旧时搜刮大量财产的人（贬义） 拥有大量财产的人（褒义） 

集团 旧指为了见不得人的目的组织起来

的团体（贬义） 

为一定的目的组合成的组织（褒义）

老板 旧时带有剥削性质的私营业者（贬

义） 

拥有自己的产业的人；泛指顶头的

掌权者；普通称呼（褒义） 

小姐 旧时有钱人家主人的女儿（贬义） 称呼年轻的姑娘（中性） 

 

  2、词义由褒义或者中性变成贬义： 

 

词语 原  构  成  的  词  语 现  构  成  的  词  语 

倒 倒车  倒班  倒手  出倒  倒不开

（中性） 

倒汇  官倒儿  油倒儿  房倒儿

（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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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公家  公共  公粮  公仆  公务

（褒义） 

公吃  公喝  公贿  公烟  公钓

（贬义） 

陪 陪伴  陪审  陪侍  陪同  失陪

（中性） 

陪吃  陪影  陪舞  陪游  陪浴

（贬义） 

铁 铁哥  铁汉  铁打  铁军  铁拳

（褒义） 

砸铁  打铁  铁饭碗  铁交椅 

（贬义） 

爷 大爷  老爷  佛爷  太爷  土地爷

（褒义） 

倒爷  假爷  卡爷  捧爷  柳爷

（贬义） 

 

 

3.0  对外汉语教学 

 

    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虽然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汉语的词语明显有了很大的变化，但这

些汉语的新词语和新词义，无论是在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上还是留学生课程的课堂讲授上，

即使不说完全是一片空白，也是基本上是找不到明显的踪影。 

    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的对外汉语教学不论是在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科书编写还是在

课堂教学上还完全找不到反映汉语新词语、新词义的应有的定量或定性的说明。 

 

3.1  等级大纲 

 

    在目前对外汉语教学中已经推行了多年的教学大纲，对整个汉语词语教学提出了最全

面、最明确、最清晰的标准和要求。其中 1992 年出版的《汉语水平词汇和汉字等级大纲》

（以下简称《大纲》）更是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最权威的“纲领性”文件之一。 

 

    《大纲》根据当时最新的几个动态语料库和常用词表确定了汉语词语量的基本数据
7
： 

 

 甲级词 乙级词 丙级词 丁级词 总计 

词汇 1033 个 2018 个 2202 个 3569 个 8822 个 

 

通过粗略的点算，在以上四级词语里我们能找到的新词语的数量
8
是： 

 

 甲级词 乙级词 丙级词 丁级词 总计 

词汇 0 个 0 个 0 个 13 个  13 个 

 
明显的事实是： 

 

    1、 《大纲》里的“新词语”只是 80 年代前期的； 

    2、 那些“新词语”的比例很小，可基本上忽略不计。（总量 13 个，在全部 

        规定的 8, 822 个词语只占了 0.1474 %。） 
 
3.2 教学大纲 

 

                                                        
7 《汉语水平词汇和汉字等级大纲》第 15 页。 
8 由于《汉语水平词汇和汉字等级大纲》开始制定的时间是 1988 年，选择的材料下限时 1991 年，因此这 
  些新词语只是 80 年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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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外教学大纲是根据等级大纲制定的，因此整个词语教学的大纲就自然地受到严 

格的制约。 

 

根据已经发表的《对外汉语教学初级阶段教学大纲》（1）
9
所规定：初级阶段词汇的总

体要求是“学习 2,800 个汉语常用词（其中一级词 1,000 个，二级词 1,800 个 …… 掌握

率为 90 % 以上）”。后根据实践，该大纲又进一步修订为
10
： 

 

“总词汇量 2,704 个，一级词汇量  993 个，…… 二级词汇量 1, 171 个， …… ” 

 
由于目前尚未看到《对外汉语教学中级阶段教学大纲》和《对外汉语教学高级阶段教学

大纲》，所以我们暂时还很难进行分析并发表相应的评论。但是大概可以预见（参考下面的

资料），由于教学大纲基本上都受到《汉语水平词汇和汉字等级大纲》的制约，因此不会有

较大程度上的突破。 

 

3.3 课程规范 

 

    在以上的等级大纲和教学大纲的指导下，对外汉语课程的安排从根本上缺少对新词语的

教学也就顺理成章的了。 

 

   以下是已经公布的有关中高级词汇教学的内容和重点
11
的部分阐述： 

 

   中级部分： 

 

   “……为了提高词汇教学的效率，我们……对中级阶段汉语词汇系统进行了定性定量的

分析、筛选、确定了 1,741 个词作为中级汉语课的词汇大纲。 1、1,740 个词的组成及其比

例  甲级词  20  乙级词 480   丙级词 1,000  丁级词 140  超纲词 100 ……” 

 

    显然，这个有关中级班教学内容的规定已经在词汇上有些松动，但问题就在于“超纲词”

是指哪些，尚不得而知。而且就是有新词语，数量和比例都不会很大。 

 
   高级部分： 
 
    “按照《汉语水平词汇和汉字等级大纲》（试行）的要求，从二年级升入三年级的留学

生基本掌握了 5,000 多个汉语词汇，能够就一般性问题表达自己的意思。……”12 
 
   显然，这虽然只是高级口语课程的规范要求，但可以推算，其他课程在词汇上的要求基

本上会相互配合。不会有较大的改变。 
 

                                                        
9    杨寄洲主编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9 月，第 2页。 
10  《对外汉语教学初级阶段教学大纲》（2）“词汇大纲” 第 139 页  杨寄洲主编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 

     版社 1999 年 9 月。 
11  《对外汉语教学中高级阶段课程规范》 第 5 页 陈田顺主编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11 
    月， 北京。 
12  《对外汉语教学中高级阶段课程规范》 第 58 页 陈田顺主编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11 
    月，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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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特色课程 

 

在对外汉语课程的整个教学设计中，最能和新词语发生关系的是 1、报刊阅读课；2、 

当代中国话题课程。由于这两门课程和中国社会以及时事结合的很紧密，所以必然会面临入

如何一个学习新词语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就在这两门课程的教学重点里并没能看到清晰明

确地说明。 

 

   在“报刊阅读课程规范”
13
的“教学重点”中这样写着： 

 

   “（一）新词语  新词语包括新词、新词缀、旧词新义、简称、缩略语等等。教授新词语

时，除其意义本身外，还要使学生明了新词语的语义内容，构成方式、文化内涵等，以便他

们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 

 

   而在“当代中国话题课课程”
14
的“教学内容和重点”中写道： 

 

   “………… 

   2、报刊词语  报刊议论文词语丰富，涉及范围广，是阅读理解的难点之一。主要是包括

政治性语汇、成语、四字格词语、惯用语、俗语、新词语等。……” 

 

    应该说，问题已经是提出来了。可惜都是语焉不详。都还没有一个能和上面两个“课程

规范”相当的一个定性和定量的规定。 

 

4.0  问题的对策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 

 

 1、 汉语新词语的问题应该是当前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必须得到充 

     分的注意和相当的反映。 

 2、 既然对外汉语教学的纲领性文件 — 《汉语水平词汇和汉字等级大纲》（试 

     行）是对一个动态的语言系统进行描述并以此做出的相应的规定，那就必须有 

     一个同步的动态修订规定相配套。 

         考虑到汉语新词语的发展变化速度很快，方面又多，上述大纲至少应该每 

      10 年修订一次。最好五年出一个补充词汇集，以便给教学提供一个动态的参 

     考和指导。 

 3、 在中高级开设的报刊阅读课和当代中国话题课教材应该每两年出一个修订版。 

     以便不断更新词语，避免教材变得相对陈旧和落伍。 

 4、 各校也应该自行编写一些短小的补充教材，以弥补教材出版的周期限制并解决 

     有关篇章的内容时效性的问题。                                                           

                                                        
13 《对外汉语教学中高级阶段课程规范》 第 65 页 陈田顺主编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11 
    月， 北京。 
14 《对外汉语教学中高级阶段课程规范》 第 73 页 陈田顺主编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11 
    月，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