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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语言系统中，相对于语法或语音，词汇总是最活跃的一个因素，

词汇最容易发生变化，汉语也不例外。汉语词汇系统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发展

变化，不过，在数千年语言史的长河中，这种变化的速率并不均衡。如果说

汉代佛教的引进、清末民初日本和西洋文化的大规模介绍、1949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新政府的成立、新思想的确立，先后引发了汉语词汇发展的几大高潮，

那么，自 1979 年以来的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思想开放、文化交流而引发

的词汇系统的震荡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为强烈的一次。区别于历史上的几次发

展，当代汉语尤其是当代大陆汉语词汇的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新词语以前

所未有的数量和速率出现。这个特点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至今为止的关于新词语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新词

语结构进行分析研究。比如，对新词语的一种主要构成方式 ---“词语模 ”现象、

及其结构和功能进行分析。第二，对新词语做概括总结性研究。比如，尽可

能多地收集大量的新词语，并对它们的产生背景和意义作出分析。第三，运

用应用语言学等理论对新词语进行分析。比如， 把新词语的研究与心理语言

学、生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应用语言学结合起来 ,从理论角度探究新词语

的意义。第四，运用社会语言学理论对新词语进行分析。比如，从社会发展、

社会风云的变化的角度来说明新词汇的产生机制和意义。  
 
从以上的综述中可以看出，至今为止的对新词语的研究存在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以往的研究分割了对新词语的结构和功能的分析，其实，结构和

功能是词语的两个不同的侧面，是相辅相成的；另一个问题是，以往的研究

主要是用现有的理论来套用当今的新词语，而缺少对新词语的产生背景，特

别是新词语使用者的人的认知特征 (价值观念 )的分析。语言是人与人交流的

工具，语言使用者用或不用什么样的词汇，实际上反映了他们的思考方式、

价值观取向，而这个侧面的研究却是必不可少的。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就是把

新词语的研究与语用学结合起来，通过分析使用者的语言取向，从而窥视语

言使用者的思考方式的特点以及价值观取向。  
 
本文试图通过以下两个途经展开研究课题。第一是 “构造分析 ”，即对产

生新词语的结构特征 --“词语模 ”进行分析。第二是 “思想分析 ”，即对新词语使

用者的选择取向的结果以及对这一选择的自我解释进行分析。通过以上分析

从中推测出语言使用者的思考方式的特点和价值观取向。  
 

为了采集必须的新词语，我们有必要对新词语做出明确的界定。何谓新

词语？各家有不同的认识。比较有代表的是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新

词语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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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它确实是必需的，无法代替的；  
2)  它的构造符合语言规范和社会习惯；  
3)  它能准确地表达这种新的思想或概念；  
4)  它容易上口，能很快被人接受。也就是说这种观点认为 “新出现的语条就

会传开去，也就是流行 ”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新词语必须保证其新的特性。

正因为其新，所以才不常用  ；如果常用了，必然就要失去其新词语的地位，

成为普通的固有词语。第三种观点认为，新词语并不是毫无根基地冒出来的，

实际上新词语就是主要通过已有词汇意义的变化或已有词汇意义的复活而来

的。  
参考上述三种观点，本文在选择新词语之前，对新词语做了以下规定：  

1)  登载在新语词典的词汇的词汇，或者登载在由中国国家专业委员会编辑

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的词汇。  
2)  以前有同意义的词汇 2000 年以后出现而。  
 

本论文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提出问题，明确研究意义。从社会学家的预测失败的例子出

发，证明语言的发展其实不一定就是应和理论所规定的那样，语言发展跟社

会的发展、经济的变革是分不开的，从而明确有必要对当今中国社会大量涌

现的新词语进行研究。  
第二部分，总结以往的研究结果，分析以往研究的特色和问题，明确本

文研究的方向和目的。  
第三部分，阐明研究方法。本文通过两个不同方向的研究进行展开。第

一个研究是对新词语的构造进行分析研究，主要是以人称代词为分析对象，

从构成新词语的 “词语模 ”入手，对 40 多种词语模的结构和功能意义进行了详

细分析，从中引伸出新词语使用者的价值观意义。第二个研究是语言使用者

对新词语的思考进行分析研究，主要是以二十岁至三十岁的年轻人为调查对

象，利用特定选出的十组人称代词等对他们进行问卷调查，通过他们对这些

词语的理解和使用意向及其解释，从中分析出他们的价值观取向。  
第四部分，对以上调查的结果进行逐条分析。 在 “构造研究 ”中，我们发

现，新词语在已有词语基础上有了两个完全不同方向的变化，一是 “分化 ”，
即根据交际需求不断精确词汇的意义；另一个是 “泛化 ”，即根据交际需求不

断使词汇的意义模糊、暧昧。通过这两个变化，新词语的使用范围变得更广

泛，变得更易于使用，变得更宽泛，这些特点反映了语言使用者越来越接受

多样的价值观和多样生活方式的变化。 “思考研究 ”中，我们通过研究对象的

价值观取向的分析，得出以下几个结论：更注重谦逊；更重视礼仪；更讲究

幽默；更强调人际关系；更在乎交际对方的理解。  
第五部分，总结研究的结论并对整个研究的进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