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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微～”等
模造词引热潮

年度新词语调查是从 2006年开始
的，在这近 10 年中共提取出年度新词
5264个。这些新词语记录下了社会发
展的历史进程，从中也可以看出近些
年来新词语产生、发展以及消亡的规
律。

据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侯敏介绍，与
汉语现有词语以双音节居多不同，这
5264 个 新 词 语 以 三 音 节 居 多 ，占
46.26％，双音节和四音节分别占21.56％
和22.89％。

而之所以三音节占优势，与这些年
来多利用词语模造词有关，以后缀“族”
造成的词语有 333 个，例如“～门”162
个，“～哥”69 个，“～客”65 个，“微～”
212个，“被～”66个，“云～”57个，所有
新词语中利用词语模造成的有 1300多
个，占整个新词语的25％左右。

三分之一网络词
第二年成“隐退词”

这10年是社会转型期，又是网络文
化，尤其是自媒体开始盛行的时期。从网
络论坛，到博客、微博，最后发展到微信，媒
体的变化也带来了语言的变化。在调查博
客语言使用状况时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
象。

例如，“社会”“问题”“国家”在男性
网络使用词前位，而女性高频词则是“女
人”“男人”“爱情”“孩子”。

此外，在网络时代，数量多、使用小
众化成为新词语的一大特点。同时，传
播快、消亡快、生命周期短也是这一时期
新词语的特点。

侯敏表示，年度新词语往往在第二
年时就有三分之一不再出现，成了“隐退
词”。另外，表达事件的词语多、表达新
概念的词语也多，是这一时期新词语的
特点，这也是相当一部分新词语很快隐
退的原因之一。

新词再生衍生词
“学霸”之上出“学神”

前几年，“学霸”“学渣”以新词姿态
出现在公众视野，成绩优秀者可冠以“学
霸”，成绩落后者则自称“学渣”。然而近
年来这些新词也有了更加系统的分类，
标签更加细致。

例如，“学霸”之上还有了“学神”，他
们天资聪慧、相貌出众、学习高效、能力
超强，是同学们崇拜的偶像。而那些看
起来并不用功，但考试时总能拿到高分
的叫做“学糕”，就像切糕，表面酥脆，内
里却无比坚硬。

与他们相似，上课睡觉下课玩闹，但
学习成绩仍然很好的叫“学痞”。在某个
学科上超乎常人，具有鬼怪之才的自然
是“学鬼”。学习走火入魔，处于癫狂状
态的叫“学魔”。学习成绩平平的芸芸众
生只能是“学民”。还有最值得同情的：
学习极其刻苦，但成绩很差的叫“学残”，
因他们的学习能力貌似有残缺；那些没
日没夜地学习，身体虚弱，不堪重负的叫

“学弱”；表面很强，一碰就成渣的是“学
酥”；而比“学渣”还差的是“学沫”。

字母词趋于饱和
在1000个左右波动

字母词大量使用是新时期汉语书面
使用系统最大的一个变化。关于字母词
的使用问题，一直争议不断。有人提出
了“汉语危机论，认为像NBA、WTO、GDP
这些外文缩略词的使用会使汉语在300
年后消亡，提出要打一场汉语保卫战”。

《人民日报》曾对这些年字母词的使
用情况进行了调查，以2000年为界分成
两段，前一段的11年间字母词数量上升
快，从每年使用300多个一直升到 1000
多个。而自2000年以后的 12年间字母
词数量略有上升，但基本上是在1000个
左右波动。

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解释，这表示
出于语言工具性的需要，汉语对字母词

的吸收和使用不是无限制的，到达一定
的量就会处于饱和。 但字母词使用很
不稳定，绝大部分字母词是低频使用的，
对大多数人是陌生的，应尽量少用。

据记者了解，2012年成立的外语中
文译写规范部际联席会议专家委员会已
陆续发布了 PM2.5、IT、IQ、WTO、WHO等
外文缩略词的中文名称。

争论 网络词语该不该规范？

2014年是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
的第20个年头，网络语言越发成为汉语
语言系统中最活跃的一部分，但也伴随
着是是非非。去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发出通知，要求广告、节目中不得使用
网络语。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王晓
玉教授认为，维护语言纯洁性确有必要，
但不能否定语言的流变。她表示，广告
算是艺术，在广告用语中使用一些同音
异义的词应该是允许的。

例如，“‘咳’不容缓”从字面上就可
以看出它想表示咳嗽了不要小看，需要
马上治好。大家都知道这不是成语，只
是借用，并不是改变。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在规范节目语言文字使用的过程
中不应该全部开刀问斩，还请“刀下留
词”。

然而，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苗笑武
老师却指出，这种网络流行语是部分人
群生造并在网络中传播的一种即兴语
词，属于“快餐文化”的一种。它们具有
随意性和偶然性，其娱乐功能强于实用
功能，并不具备推广价值。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副司长
田立新表示，一大批反映社会百态的词
语活跃在社会语言生活中，成为社会变
化的记录仪，“汉语盘点”继续展示其独
有的魅力。同时语言生活热点频发，网
络语言上广播电视节目、进教科书、入词
典等问题引起社会热议，网络语言粗鄙
化需要治理，规范网络语言非常有必
要。 （法晚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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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

失联

北京APEC

埃博拉

一带一路

巴西世界杯

沪港通

占中

国家公祭日

嫦娥五

2014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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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醉了

有钱就是任性

蛮拼的

挖掘机技术哪家强

保证不打死你

萌萌哒

时间都去哪儿了

我读书少你别骗我

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且行且珍惜

相
关
链
接

我也是
醉了

有钱

就是任性蛮拼的
萌
萌
哒

一带一路 失
联

昨天上午，2014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在京发布，这是教育部、国家语委连续第10次向社会发布年度语言生活状况。去
年，“依法治国”“反腐”“失联”“马航”等热词成为年度社会变化的记录仪。“我也是醉了”“有钱就是任性”“挖掘机技术哪家强”等网
络流行语，则代表了网民在网络语言使用上的鲜明特征。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发展，“～门”“～哥”等后缀新词引发热潮，网络词汇大量涌现又迅速隐退。然而，网络生造词是否该规范
使用、这刀切在哪儿一直争议不断。专家表示，对于这类词汇不应该全部开刀问斩，还请“刀下留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