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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汉语新词新语知多少？
一部大辞典给出答案 万余新词条个个鲜活

陈笑雪 雷天戈

近日，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
目出版的《100 年汉语新词新语大
辞典》在上海首发。该辞典印刷版
共收录 1.1 万词条，记录了 1912 年
至2011年的100年来汉语新词新语
的音义和首次出现的时间，让人们
将目光投向了这些为百年中国社会
发展留下生动注脚的美妙字符。

新词新语
记录中国百年发展进程

《100 年汉语新词新语大辞典》
（以下简称“大辞典”）按时间分为3
卷，分别记录了革命战争、解放战争
时期，“大跃进”、“文革”时期和改革
开放以后出现的各种词语。随着国
门开放、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汉语
里涌现新词新语的速度和数量不断
加大。这既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

一种新的文化现象。这部大辞典超
越了传统语文词典的编纂体例范
围，是语言学与社会学学科交叉研
究的尝试和成果。

据大辞典主编、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教授宋子然介绍，辞典中每
个词条下除了注音、释义、例证之
外，还创新性地设有“按语”一栏。
按语内容不仅对该词语的由来与意
义进行分析比较，还着重介绍了该
词语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所涉及
的相关知识或数据，为当代特别是
后世读者提供阅读帮助，为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者提供参考资料。

由新词新语构成的汉语历史长
廊，承载了各个历史时期我国的社
会、文化、思想等领域所发生的巨大
变化的历史信息。从民国时期的

“西学东渐”、“德先生”、“赛先生”到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反五反”、“大
锅饭”，再到改革开放以后的“高考
保姆”、“基因图谱”，最后到现如今
的网络热词“打酱油”、“选秀”等等，
记录了时代的发展与变迁。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语言学教授
李明洁指出，从过往的视角看，新词
新语的历史梳理所呈示的是新事
物、新观念的发生史，从而折射出了
国家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社会生活
百年来的变革与发生；从当下的体
验看，则能清晰地通过语言的更新
换代来展示时代的更替、观念的更
迭，让读者了解语言现实和社会现
实的前世今生。

为新词注解
有助规范汉语使用

语言与社会共变，语言变化是
社会变迁的反映，而词汇又是语言
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大辞典鲜明
的时代特征，使不同年龄段的中国
读者都能在这大辞典中找到共鸣。
对此，李明洁总结道：“一卷在手，百
年过目，当然是极有意义的；万余词
条，个个鲜活，读来也会很有趣味。”
这部大辞典知识性与趣味性并存，
为各个时代中国社会出新词语“过
生日”，使我们知道词语第一次使用
时的情境，引发读者的新鲜感和求
知欲。

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中，社会
发展变化快，由于不了解词语来源
而造成的误用现象比比皆是，很多
人望文生义，大大影响了汉语的规
范发展。例如“不刊之论”指的是不
能删改的言论，用来说明真理和伟
论，而现在很多人认为是“没有水平
的言论”。再如“滥觞”一词，指的是

“开始”、“影响”等含义，而现在人们
却常误用来指“泛滥”。正如中国人
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禄兴所言，
如果人人随意根据自己的猜测去使
用汉语词汇，则不仅有损汉语的健

康发展，也会贻误下一代的语
言水平，谬误最终

扩 散

到人与人之间的书面交际，造成不
可挽回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了解
新词新语的来源，领会其所指，让汉
语朝着规范的方向发展。

了解词语出处背景
促进汉语学习

学习任何一门语言，都不仅仅
是单纯地学习字词句，还需要了解
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与历史。汉语作
为一门博大精深的语言，有着深厚
的文化底蕴与历史积淀。在学习汉
语的过程中，结合词语的出处源头
和历史背景，就会发现汉语的魅力，
发掘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精髓。

许多外国人正是因为对中国文
化和历史发生兴趣才走上学中文之
路的。了解百年来汉语新词新语的
出处与背景将有益于他们的汉语学
习。正在学中文的美国青年歌手杰
克逊·威尔斯说，刚开始学习汉语的
时候，他实在不理解“火车”为什么
有“火”这个字。后来了解到“火车”
这个词的由来：以煤燃烧后产生的
蒸汽作为动力，他十分感叹，觉得

“汉语真是太神奇、太有意思了！”中
国传媒大学西班牙留学生丽娜也分
享了自己从生活中学习汉语的经
历。她说，曾有一位中国朋友称她
为“闺蜜”，起初她并不懂这一新词
的含义，在了解了“闺中密友”这一
来源后，她十分开心，了解汉语词语
背后的社会文化属性使她在中国

收获了真挚的友谊。

近 日 ， 泰
国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与
孔敬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举办首届
汉语体验营。根据参加汉语营学生的不同
需求，孔子学院教师介绍了人民币等知识
的相关表达，为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开展
模拟点菜的课堂活动。

此外，孔子学院组织了趣味文化体验
活动。剪纸课上，学生们发挥创造和想象，
剪出了形态各异的“喜”字和窗花；用复杂的
中国结编法编织出美丽的手链和吉祥结；跟
着老师一起打太极拳，感受别具特色的运动
方式；学写毛笔字，体验毛笔书写的魅力和
汉字的艺术。此次汉语营活动拉近了泰国
学生与中国文化的距离，他们希望以后能有
更多此类体验的机会。 （崔 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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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100年汉语新词新语大词典》正式出版发行。
这套辞书的出版之所以引起专业人士和普通民众的共同关
注，是因为该辞典首次尝试给收入的每个新词新语的每个
意义，尽可能找出最早出现的书、刊、报，并全部标出这
些新词新语在这些书、刊、报上面世的具体年、月、日，
这是汉语语源研究的一个重大成果。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至今仍通用的使用语言时间最
长的语言之一，汉语是活的、有生命的，拥有绵长的发
展轨迹。100年，在汉语发展长河中只是一瞬，但就在这
一瞬间，生成了这么多的新词新语。许多新词新语虽然
被广泛而高频率地使用着，但知道其背后故事的人甚
少。3卷本 《100年汉语新词新语大词典》 给每一个收入
的新词新语标明出处，并编写了按语，介绍其产生的社
会历史背景、涉及的相关知识或数据，使读者可以循着
历史的轨迹学习汉语。了解了100年来生成的汉语词语的

“身世”，可以更加准确地使用它们，杜绝似是而非，避
免任意乱用。

在3卷辞书中，年代离我们最近的是下卷 （1979年至
2011年），其中收入的新词新语在数量上远多于上卷和中
卷，这反映出这个时期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变革的活跃程
度。在该辞书印刷版发行的同时，网络版也同时上线，这
是一个汉语新词新语的征集、发布、查询平台，比如，面
向互联网用户征集新词新语，还设置“编纂之星”，展示在
创建和编辑新词新语方面表现优秀的网友。因此，从某种

意义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既是汉语的受
益者、使用者，又是汉语的传承人、创造
者。每一个人在不断提高自身汉语素养、
规范使用汉语的同时，也能成为新词新语
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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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华普通话成人 1 班是丹华最有特色的一个班
级，因为这个班是由有一点中文基础的荷兰人和不会
讲汉语普通话的华裔组成的。抱着对中国和中文学习
的满腔热情，这些成年人走进了丹华的汉语课堂，和
有同样兴趣爱好的陌生人一起，营造了一个共同学
习、分享中国文化的环境。课上，同学们一起学习，
互相鼓励、帮助，有时也相互调侃。课外，学生们建
立了自己的微信群，在群里交流旅行见闻和学习体
会，和同学分享自己喜欢的中文歌曲和有用的网站等
信息。在丹华这个大家庭中，普通话成人班是一个快
乐温馨的小家庭，在这里大家分享着学习中文的乐
趣，也互相见证着彼此中文水平的提高。对此，班里
学生都有很多感想。

成人1班学生： 迈克尔·范·阿肯
我为什么学中文呢？我在丹华普通话成人班有何

感受和体会呢？
我学中文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的爱人是中国人，

她一直都希望我学会中文；原因之二是了解中国文化
和背景对我的工作非常有帮助。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
流和沟通必不可少的工具，不论是在生意场上，还是
在家庭里。尽管刚开始学习的时候，我会用的汉语非
常有限，但我仍能感到在和家人、朋友、客户的交流
中，汉语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寻找适合自己的中文学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中文是一种非常丰富、但很难学的语言，在我看来，
靠网上课程及自学不太现实，而晚上授课的中文学校
或者大学的中文课程也不适合我。直到我们的女儿选
择了周六来鹿特丹的丹华中文学校学习汉语，她上小
学部，我才正好同一时间报名参加了丹华普通话成人
班。我对我们的班级非常满意：这里既有经验丰富的
老师，又有非常专业的教材《汉语会话301句》。同时
学校还定期组织学生参加颇有权威性的汉语水平考
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班的老师非常注重和
学生的互动，无论汉语程度如何，每个学生都能
得到相对应的练习和实践机会。

我的感受是，通过课内学习和课外复
习，我在汉语掌握方面正不断进步。

成人1班学生：吴立民
我的父母都是中国人，我是在中国出

生的。后来全家移民去了其他国家，我们
在不同的国家居住过一段时间。遗憾的
是，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中文学校可上。
我会说很多种语言，可惜却不会说汉语普通
话。现在我学习中文一是为了自己，二是为了和
我住在中国的岳父母交流，他们只会讲普通话。所
以说，学中文的决定是一举两得。

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中文课就好像昨天发生的
事一样，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就像小孩子第一次尝试
新事物。我的同学们也是一点中文都不会的零起点，
这让我少了点压力，我们一起从最初级的课程开始学
习。我们的老师非常亲切、有耐心，她照顾到每个同
学的程度，给每个同学留出足够的时间跟上课程。我
已经在郑老师教的这个班上了一年多的课。在分组练
习时，大家互相帮助，彼此纠正发音，不知不觉中同
学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我们的课堂气氛也非
常轻松愉快。

现在，我已经可以听懂中文日常对话，并能用汉
语进行简单的交流了。不过我知道，自己离真正熟练
地掌握中文还差得很远，希望自己的中文水平能够更
上一层楼。 （寄自荷兰）

中文班是温暖的家
郑 楠

图为本文作者图为本文作者 （（左四左四）） 和普通话成人班部分学生在一起和普通话成人班部分学生在一起

学网页设计
谢宇麟（9岁）

大家知道上课应该在学校，可是我不一
样。我在家里学了一个网页课，我的老师是爸

爸。只要爸爸有空就会教我制作网页，通常在
星期六。爸爸仔细地教我在网上做各种各样有

趣的东西。开始时我糊里糊涂，真的弄不明白，
于是一边看，一边跟着爸爸慢慢学。爸爸还教我

怎么打字，怎么把字放大，也教了我怎么在网页上
把各种颜色变成自己需要的红、黄、蓝。学了这些

以后，爸爸又教我怎么把好看的照片放上去。和爸
爸学了几次之后，我学会了一些基本操作，也学会了

怎么让朋友在计算机上接受我的信息，一按鼠标就得
到了我的网页。

最后，爸爸教我在网上制作了一个钟，这个钟既
可以告诉你时间，还会告诉你天气报告，用文字和图同

时显示。我和爸爸都很高兴。
现在，我继续向爸爸学做网页课，并希望在这方面发

展得更好。 （寄自美国）

铁工课 木工课
杜邵中

在学校里，同学们除了学习必修课以外，还能学一门或两门
选修课。去年我选了铁工课，今年我和朋友一起选了木工课。

木工的原理跟铁工是一样的，可是两门课也有很多区
别。虽然我上过铁工课，有一两个工具我觉得已经会用了，
可是在木工课上，我发现自己并不会在木头上用这几个工
具。第一个星期我们学使用工具和操作安全。第二个星期，
我们开始亲自动手做东西。有些同学做笔，有些同学做钟，
我做了一把勺子。

我先找了一块长方形的木块，在木块的前部挖了一个凹
面，然后在后面部分用刀切出一个勺子柄，再把做成一半的
勺子夹在一个固定的钳子上，对凹面背后仔细磨，磨到像一
把勺子时才停下来，这可不容易啊！虽然这把勺子做得不是
很好，可是我学到了很多做木工的技巧。

现在，我已经上了几个月的木工课，可以动手做一个很复
杂的钟。学了这么长时间，终于可以做一个比较难的东西了。

木工课让我明白了，只要用心学，努力做，就什么都能
学会，而且也能够做好。 （寄自美国）

一次走在路上，我看见一个小伙子拿着一簸箕垃圾走过来，只见他手一
扬，“哗——”一堆生活垃圾倒在地上。我连忙走向前去对他说：“你不能这
样做，把垃圾扔在这里会污染环境。”那个年轻人竟毫不在意地说：“也不是
我一人这样做，大家都这样做。谁得病谁去看医生呗。”说完扬长而去。我呆
呆地站在那里，虽很气愤，却又无法制止这种行为，因而内心很不安。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类生存的世界变了，恐龙消失，从猿进化而来
的人类成了地球霸主。人类的饮食习惯变了，从吃生肉到钻木取火，学会做
各种美食；人类生存的居所变了，从住山洞到住茅草屋，进而到现在住高楼
大厦；人类生存手段变了，不再单纯地依靠种田为生……虽然这一切的进化
和发展造福了人类， 但不要忘了，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上，除了人类，还
存在着千千万万种生物。

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人类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但是，事物总存在
着好坏两方面。工业化生活让我们的确过上了好日子， 但工业化生活的负面
影响也很严重。人类毁灭地球的行为天天都在发生：工厂排出的废水没经过
处理就导入大海，使海水严重污染，危害着生物链；汽车排出的尾气使大气

层越来越薄，让紫外线有机可乘；许多人为了眼前的利益，成片地砍伐树
木，让小鸟无家可归， 使水土流失。草原变成了沙漠， 本来肥沃的

土地因为得不到休耕而变成了荒地。
地球上每一个物种的存在都有它的道理，每一个物种都是
生物链中的一个环节，从这个角度讲，保护环境，保护野

生动物也是在保护人类自身。所以我们应该从我做
起，从现在做起，珍惜脚下的土地，珍惜并爱护

我们的地球。 （寄自德国）

我眼中的上海我眼中的上海
王晨成王晨成（（1313岁岁））

保护地球 人人有责
金 钰（16岁）

我是一个出生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男孩，从来没有去过中
国。今年4月，我参加了新金山中文学校组织的寻根之旅，和
36个同学一起去了上海和南京，我想亲眼看一看我的祖籍国。

以前常听人说中国环境脏乱差，空气污染严重，很少能看
见蓝天白云。可是我到上海的第一天就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
子，晴空万里。街道上干净整洁，五颜六色的花坛随处可见，街
道两旁高楼林立，现代化设施比比皆是。

我本以为上海的大街小巷会挤满了人，到处水泄不通，
但是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上海大部分的街道一点儿也不拥挤，
只有旅游景点才会人山人海，车水马龙。

我早就知道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多彩，可是从没亲
自体验过。这次我们来到上海，参观了上海博物馆和上海犹
太人纪念馆，还观看了精彩的杂技表演。在南京，我们参观
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上海博物馆里，
我看到了古老的雕塑，也欣赏了中国56个民族的服装。在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我目睹了各种资料记载
的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参观上海犹太人纪念馆，使我感受到
中国人的宽容大度。二战期间，法西斯大量屠杀犹太人，只
有中国允许犹太人在上海避难。

总之，我眼中的上海是一个美丽、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
这次中国之行让我亲身感受到了中国的伟大历史和文化。作
为中国人的后代，我感到骄傲和自豪。 （寄自澳大利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