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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语词汇的规范化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词汇格局建立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之上，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在语音、词形等方面不

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分歧，因此，有必要对异读词、异形词进行规范；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词汇基础是北方话，

但对一些具有特殊表达效果的古语词、方言词也应在规范的基础上予以合理地吸收；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与国

外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日益密切，一些外来词也逐渐进入国人的视野，同时，新事物的出现也造就了一批新

词的出现，这都需要从语言规划的角度对其进行选择，以利于共同语的纯洁和持续发展。因此，汉语词汇的规范

化作为当前语言规划的重要任务，受到普遍的重视。建国尤其在新时期以后，政府和有关学术机构对异形词、异

读词进行了整理，确定了取舍标准；八九十年代后又对新词新语进行规范，以辞书的形式对规划的成果进行确

认。 

（一）异读词的审音 

    鉴于普通话中存在的词语异读现象，国家先后两次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对其进行审音，确定了词语的规范读

音形式。第一次是在1956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组建了以罗常培为召集人的“普通话审音委员会”。从1956

年底到1962年，分三批发表《审音表》，合编为《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总表1963年由文字改革出

版社出版发行，总计1800多条，涉及1077个汉字。这次审音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表中收集不全面，未审定者

仍旧很多；所审定者不一定妥当；“类推”之法不严密，只举少数词例，用者不敢妄推。鉴于这些原因，1982

年，国家决定对异读词进行第二次审音，指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承担其工作，新建了以王力先生为召集人的审

音委员会，并着手修订《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在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的基础上，1985年完成了

修订任务，由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定名为《普通话异读词审音总表》。1985年12月27日，国家语委、国家教

委、广电部的联合通知《关于〈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通知》指出：“这次修订以符合普通话语音发展规律为

原则，以便利广大群众学习普通话为着眼点，采取约定俗成、承认现实的态度。对《初稿》原定读音的改动，力

求慎重。”修订稿经三部委审核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文教、出版、广播等部门及全国其他部门、行业所涉及

的普通话异读词的读音、标音，均以本表为准。”我们的两度审音，成绩和贡献是非常明显的，但并不能代表普

通话审音工作的完成，新的字、词读音问题仍会在普通话的推广、教学、应用中随时产生，审音工作任重道远，

还须不断地做下去。 

（二）异形词的整理 

    异形词是指完全同音、同义而词的书写形式不同的词语。现代汉语书面语中异形词的存在，给现代汉语书面

语的使用增加了负担，给汉语教学、新闻出版、辞书编纂和中文信息处理等带来了困难，影响了语言交际功能的

发挥。为此，教育部、国家语委于1999年开始组织异形词整理工作。规范研制组经过两年多的工作，收集研究了

1500多组异形词，根据“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区别对待、分批整理”的工作方针，选取了普通话书面语中经常

使用、公众的取舍倾向比较明显的338组异形词，作为第一批进行整理，制定了《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并于

2002年3月开始试行，教育部、国家语委下发了《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系统和信息产业、广告

业试行<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的通知》。该规范根据通用性、理据性、系统性等整理原则，给出了338组异形词的

推荐使用词形。同时还对目前社会上流行的一批含有非规范字（即国家早已废止的异体字或已简化的繁体字）的

异形词，选取一些影响较大的列为附录，明确废除其非规范词形。该规范是我国首次制定的现代汉语词汇规范，

也是我国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的一次全新尝试，定为推荐性试行规范，意在体现词汇规范的柔性原则，重在引

导人们更好地使用祖国的语言，而不是简单地对语言使用加以限制。该规范发布后，将有利于扭转现代汉语书面



语词语使用的混乱状况。 

（三）新词新语的规范 

    语言学家威廉·洪特堡曾经说过：“语言不是已经完成的产物，而是一种正在进行的活动。”④建国以来，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事物和新概念，产生了大量的新词新语，后者的出现冲击并不

断刷新着汉语固有的词汇系统。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新词新语都符合语言发展的规律，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

对这些新生的语言现象必须要从语言规划的角度进行整理扬弃。语言内部固然存在一种自我整合和选择机制，但

科学的外部规划也十分重要。一个新词从出现到进入权威辞典，就是这两种机制共同运作的结果。词语的规范同

文字、语音的规范不同，文字、语音的规范可以由管理机关、职能部门经过调查研究，确定标准来推行，词汇则

不能简单地制定贯彻某一标准，这是因为词汇系统是开放性的，自由度比语音、语法大得多,词语的变化也太快，

更为重要的是，词汇内部的类与类之间，词与词之间，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不同的属性。因此，在词语的规范方

面,语言学家的作用是提出有根据的意见，借助管理机关的倡导以及传媒的推广。关于新词新语的研究和规范，很

多语言学家和语文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据统计，近二十年来，发表的有关研究新词新语的论文420多篇、专著

2部、工具书20多部⑤。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确定规范原则 

    关于新词新语的规范，首先要确定其基本原则。张志毅、张庆云提出“词竞众择，适者生存”的总原则⑥。

“词竞”就是指词语以其词形、结构、语音、语义、语用等价值条件，跟并行词语、对应词语或相关词语竞争；

“众择”是指人们根据交际表达的需要，在词语扩散进程中，对价值逐渐增大的词语的选择。王铁琨提出的具体

细则是⑦：（1）必要性原则。新词新语的产生和发展，在交际表达上是必要的。（2）明确性原则。创造的新词

要表义明确，明白易懂。（3）高效率原则。所需要的语言符号要简洁，即用少量的语言符号传递较多的信息量。

（4）普遍性原则。指人民群众对新词语接受和使用的普遍程度。姚汉铭认为规范化的新词语必须符合下列原则

⑧：填空性原则。新事物、新概念的产生，必须要有表达它的词语，否则就会引起交际的空白。明确性原则。效

率性原则。互补性原则。指新生词语与原有词语等义，意义用法一样，但具有不同的使用场合和特殊风格，在语

用、色彩等方面具有互补性。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国家语委把该问题列为专项研究课题，在2003年第1期《语言文字应用》上发表了研究

成果⑨。课题组认为：规范的标准是看交际值即交际到位的程度，大的规范的原则应该是有利于交际的原则。经

常是多种综合的下位的基本原则有：（1）必要的原则。看是否填补了汉语词汇的空白，普通话中是否有这些词

语，即上文所说的“填空性原则”。如“博导、减肥”。（2）丰富的原则。即新词新语丰富了汉语的词汇系统。

（3）经济明白的原则。如“扫黄、共识”等双音节化的简称，符合经济的原则；用“硬件”表示设备，用“软

件”表示管理，显得清楚明了，而表示人才的“活件”就比较牵强。（4）符合结构规律的原则，即符合汉语允许

的大的结构规律。（5）重视国际通用的原则。（6）大汉语观。要考虑到汉语使用广大地区的情况，考虑到世界

华人区的总体情况。（7）品位的原则。品位主要指思想性,列在大规范观里。一是过于粗俗的从严，如“搓

蜜”，二是注意适当的避讳，三是要有动态的观点。（8）使用和动态的原则。具体规范时要充分考虑到使用情

况，有时候不是词语本身的问题，使用也很重要。如“BP机”到“呼机”,“大哥大”到“手机”都有个变化的过

程。（9）引导的原则。一是要鼓励创新，二是要规范策略。 

2.规范对象及具体操作标准 

    新语的规范对象主要是生造词、外来词、港台词和方言词。生造词是新词语规范的核心问题，首先要区别生

造词和新词语的分界，而这又恰恰是我们研究的薄弱环节，在生造词的定义及其定性标准上，至今未能取得比较

一致的意见。侯敏提出判别一个新生词语是新词还是生造词的两项标准，其一是看该词在社会交际中是否确实需

要，其二是看新出词语本身是否具备表义明晰准确、构词合乎规律、语音上没有混淆可能这些条件⑩。章一鸣认

为是新造词还是生造词，不能凭主观臆断，而要看社会实践,要由社会习惯来作鉴定。于根元则认为在好的和生造

的之间还有很大的空间，简单地分为好的、规范、生造，本来就有欠缺。他提出“品位”和“规范度”概念，规

范度太低的，就基本可确定为生造。 

    外来词的规范要考虑到两个问题：（1）外来词引进的必要性。对普通话中有现成词语的，不宜引进。（2）

外来词的表达。有人认为，外来词应以意译为主，限制使用音译，对外语字母词直接进入汉语的做法应持慎重态

度。当前外来词的引进正处于高潮时期，外来词不仅在数量上增长很快，其引进方式也更趋成熟完善，在构词形

式上也有所突破和发展，这些都构成了当前吸收外来词的新特点。外来词的大量引进，固然丰富了汉语词汇系

统，但也应看到它对汉语词汇本体的冲击性，如果外来词引入过多，在汉语词汇系统中所占比例过大，则就在一

定程度上破坏了汉语词汇的纯洁性。因此，国家应该尽快制定有关外来词规范的语言政策，以及具体的规范标

准，由专门的权威机构负责统一外来词的规范化工作。港台词也是词汇规划的重要课题。当前港台词大量“北

上”，有相当一部分已融入普通话中，这表明普通话在克服语言保守主义后更加成熟。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港



台与大陆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俗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在词汇内容、语体风格上也有所表现，在进

行词汇规划时对此应充分重视。 

    普通话的词汇基础是北方方言，但也要不断从方言中吸取营养，这是普通话新词语产生的重要途径。随着经

济的发展和地域交流的拓展，许多方言词冲破地域樊篱，在南北各地广泛传播。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粤语和沪语

对普通话的影响最大，这是由这两个地区特殊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在方言词的规划方面，应及时确定普通话对方

言词的收录依据和标准。刘叔新认为词汇规范化工作宜及时确定已流行开的南方方言词哪些可以吸收，确定的依

据是有无新意或较佳表意方式，凡符合要求的，应当明确其普通话词语的身份。于夏龙认为可以通过普通话推广

工作来减少不得已而承认的一些方言词语进入普通话的现象，提高吸取的质量品位，并且加快吸取之后向全国广

大地区流行的过程。对方言词的规划问题，我们认为：（1）充分考虑方言词的影响力。一是在地域上传播广，二

是使用的人数多，三是使用的频率高，被确认的方言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地域界限而进入大众交际。（2）注

重方言词的“品位”和个性特征。被收录的方言词必须是“规范度”比较高的，在普通话中不可替代，没有词义

雷同词，具有特殊的表现力。（3）方言词的规划要提升到大汉语的背景下来考虑。方言新词规范要考虑到整个语

言系统，要有全局观点，被认可的方言词必须在词的风格特点、结构特征上与普通话词汇系统相适合，不形成冲

突。 

3.编撰辞书 

    新词新语作为现代汉语中一种突出的变异现象，受到了汉语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近二十年来，学者们以严肃

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学术使命感，致力于新词新语的研究，先后编写出近三十部专门收录新词新语的辞书，现

胪列如下： 

    《汉语新词词典》，闵家骥等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出版，收词1700条；《现代汉语新词词典》，王均

熙等编，齐鲁书社1987年出版，收词1500条；《汉语新语词词典》，韩明安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

《汉语新词新义》，沈孟璎编，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现代汉语新词新语新义词典》，诸丞亮等编，中

国工人出版社1989年出版，收词6000条；《新词新义辞典》，唐超群等编，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收

词3360条；《新词新语词典》，李行健等主编，语文出版社1990年出版，收词8400条；《当代汉语新词词典》，

刘继超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现代汉语新辞典》，本书编写组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新语词大词典》，韩明安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收词6000条；《汉语新词新义词典》，闵家骥

等编，中国社科出版社1991年出版，收词6224条；《常用新词语词典》，张寿康等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出

版，收词1万条；《汉语新词新义》，刘配书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现代汉语新词典》，刘文义主

编，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出版；《当代新词语大辞典》，文会等编，大连出版社1992年出版，收词4000条；

《当代中国流行语辞典》，熊忠武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出版；《新时期新名词大辞典》，张品兴等主

编，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出版，收词6000条；《1991汉语新词语》，于根元主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

出版，收词335条；《1992汉语新词语》，于根元主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出版，收词448条。《汉语新

词语词典》，李达仁等编，商务印书馆1993年出版，收词4652条；《新词语词典》，北京语言学会本书编写组

编，人民邮电出版社1993年出版；《汉语新词词典》，王均熙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出版，收词9500条；

《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于根元等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出版，收词1800条；《新惯用语词典》，王德

春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出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名词术语辞典》，张首吉等编，济南出版社

1999年出版；《汉语新词新语年编》，宋子然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新词语大词典》，亢世勇、

刘海润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出版。 

    此外，2005年7月面世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比1996年修订本增加词语6000余条，其中2000多条都是近几

年流行在报刊、社会生活中的新词。不少新词直接来自粤语和沪语等内地方言，在这些方言词汇的背后，实际上

体现了地域的经济实力和文化的影响力。这些新词很多始于港台，通过粤语向北扩散到内地。这些新词扩散的方

向，实际上代表了时尚扩散的方向。 

 

（桑哲，1976年生，山东宁阳人。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理事，现代语文杂志社常务副主编） 

(原载于《现代语文》11月下旬刊-语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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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条：“语言学与外国文学研究: 模式、分析与融合”学术研讨会通知 (5-21) 

 ·下一条：1949年后中国语言规划研究初探（4） (5-22) 

 相关专题：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

· 外语教育规划: (5-18) 

· 美国外语政策的国家安全目标对我国的启 (4-22) 

· 王建勤：美国国家语言战略与我国语言文 (4-21) 

· 语言功能规划刍议 (3-24) 

>>更多  

 相关信息：-

· 2007-2008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目 (5-7) 

· "一语双文"的理论基础和面临的困难--简 (5-1) 

· IT-常用词汇 (3-18) 

· 四大名著的外文译名 (1-20)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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