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时期汉语语言变异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新时期汉语语言变异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16115022

10位ISBN编号：7516115029

出版时间：2012-12

出版时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曹起

页数：24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时期汉语语言变异研究>>

内容概要

　　语言变异是语言的本质特征，探求语言的发展演变规律必须研究语言的变异现象。
对新时期汉语语言变异的研究是探求汉语的发展演变规律的重要内容。
我们将语言系统中新质要素的出现看作是语言变异，对原语言系统规则的偏离或违反也是语言变异。
《新时期汉语语言变异研究》重点讨论了新时期汉语中出现的词汇、语义、语法等方面的语言变异现
象及其动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语言变异的规范问题。
新时期汉语语言变异研究具有深刻而丰富的语言学和社会文化意义，对填补充实现代汉语研究和社会
语言学理论有重要价值。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时期汉语语言变异研究>>

作者简介

　　曹起，安徽省无为县人，1967年3月出生。
吉林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
2005年进入渤海大学中文系任教，主讲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中文系专业课。
主持完成辽宁省创新团队项目（2009T001）。
在《语言文字应用》、《小说评论》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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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新时期感情色彩的变异　　词的感情色彩与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的语言心理等有着非常紧密的共
变关系，“感情色彩是人类对真善美和假丑恶的是非、伦理、道德评判在词义中的反映。
一般情况下，这种评判体现了全人类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共同的情感认定标准，因而感情色彩是具备
社会性和稳固性的词义内容的一部分。
但是，另一方面，社会、时代和人类认识的发展也会带动主体对某些对象情感评判标准的变化，这一
切都意味着词义感情色彩在发展中会产生种种情形的变化”。
感情色彩是主体对客观对象的态度或者感受，感情色彩意义渗透于词汇理性意义之中，是色彩意义类
型中最主要、最富于变化，也最容易被人注意的一种。
　　感情色彩的变异是指同一个词（包括多义词）因语用环境的变化在运用过程中发生的感情色彩的
偏移。
感情色彩一般分为褒义、贬义和中性三种。
主要表现为这三种色彩的相互转化上。
例如，前文中提到的汉语带语素“霸”的词“霸持、霸道、霸气、霸权、霸王、霸业、霸占、霸主”
等在《现汉》中多为贬义类。
新词语虽有不少含“霸”的词语，如“财霸、车霸、路霸、钢霸、电霸、考霸、煤霸、水霸、油霸、
市霸、乡霸、电讯霸”等，保持了原来的贬义用法，是指“强横无理、依仗权势压迫人民的人”。
但新时期，含“霸”的词语产生了具有褒义的用法，“词霸、浴霸”中的“霸”是指“在同类中或某
个方面最好、最优秀的”。
具有该意义的“×霸”新词还有不少，如“彩霸、麦霸、声霸、考霸、译霸、面霸、图霸、凉霸、储
霸、搜霸、碟霸、影霸、视霸、歌霸、（金山）毒霸、解霸、（新概念英语）句霸、波霸、巨无霸”
等。
某些词虽不具有明显的褒义色彩，但至少是中性的。
　　新词语的感情色彩的变异主要表现为旧新义词感情色彩的偏移。
新词语中有不少旧新义词之所以成为新词语，就是由于它们的感情色彩在新时期产生了偏移，有了新
的用法和意义。
但旧新义词的旧词义与新词义有不同的关系，要区别对待。
如前所述，旧新义词有旧词义与新词义有联系和没有联系两种情况，旧词义与新词义没有联系的属于
同形词，二者的感情色彩属于不同词的感情色彩。
例如，“白骨精”出自《西游记》，原指阴险狡诈、善于伪装变换的女人，是贬义词；新词义指白领
骨干精英人士，有褒义色彩。
白骨精1（旧词义）与白骨精2（新词义）是同形词，二者色彩的差异不属于感情色彩的偏移。
只有旧词义与新词义有联系的旧新义词，其感情色彩的变化才是我们所讨论的对象。
刁晏斌（2007）认为，现代汉语在其发展过程中，词义的感情色彩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变迁：一次是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其最主要的表现是“贬义化”，最终使这一阶段成了汉语历史
发展过程中贬义性词语数量最多、使用范围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时期；另一次是改革开放以后直到
今天，其最主要的表现是“去贬义化”，结果是此期成为现代汉语史上贬义性词语数量最少、使用范
围最小、使用频率最低的时期。
我们对旧新义词中感情色彩的偏移进行考察，除了去贬义化之外，还有不少词语随着新义项的增加其
感情色彩由原来的中性变为带褒义或贬义色彩的词，可统称为去中性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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