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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讨论的军事词语，指的是军事上的常用词语，具体说来，它的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各类军人的称

名及其职务、军衔等，各种常用军事装备名称，军队或与军事密切相关的动作行为，以及其他一些与军队或军事密

切相关的事物等。 

这里的“泛化”，指的是军事词语使用范围扩大的现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量的军事词语在运用中远

远超出了军事这一范围的限制，被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而，并且，这种扩大的运用还是十分普遍的，使用频率也

是相当高的。 

    以下就是这样的例子： 

（1）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冬天。第三次大战狼窝掌的战斗就要打响。 

这天晚上，大寨人召开三战狼窝掌誓师大会，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正在作战斗前的动员。（《大寨人的故事》，

8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铁路工程大会战的动员会，已经开过了一个星期，支援的人还拉不上工地。（《志气歌》，第3页，广东

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我们对收于《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军事词语进行了统计，所得结果如下： 

这部词典中共收常用的军事词语 712个，其中已经泛化，亦即可以超出军事范围运用的一共有258个，占总数

的36.2％强，这之中以动词为最多（如“进攻”、“战斗”等），名词也占一定的数量（如“标兵”、“会战”

等）。 

那些不能扩大范围使用的词语，主要是各类名词，比如各类军人的称名及其职务、军衔（如“防化兵”、“军

长”、“少尉”）、军事装备的名称（如“无后坐力炮”、“巡洋舰”等），此外还有一些旧时的书而词语或古代

词语（前者如“赴敌”，后者如“裨将”、“骠骑”）等。 

    军事词语大规模泛化，从而扩大了使用的范围，这在语言运用中是很独特的一个现象。其他类的词语虽然也有

一定程度的泛化，但是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频率上，都无法与军事词语的泛化相比。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还进行了另外一项统计。收于《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工业词语”（主要也是包括各类

工业行业人员名称、机器设备名称，以及表示工业生产方面的动作行为的动词等）共372个，其中可以扩展到工业

以外的范围使用的只有17个，仅占总数的4.6％，很显然，这一比例与36.2％相比是太低了。至于其他各类（如农

业、医药）词语，可以泛化的词语所占的比例大致也与工业词语差不太多。 

那么，在军事词语的使用中，为什么会出现大量泛化的现象，而同样的现象却没有大量出现于其他类的词语

呢？我们认为，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军事与其他方面的事物有许多相似性 

军事词语往往有明确、简短、有力的特点，而它们所指的人、事，或所表达的动作行为，往往与社会生活其他

方面的某些人、事或动作行为有极大的相似性或某些一致性，这一点，构成了军事词语大量泛化的根本基础和条

件，而这一基础和条件，却正是其他类的词语不具备或很少具备的。比如，为了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而向敌人发起

的进攻，与日常生活中人们为达到某一目的而主动地、不断地克服许多困难的努力就有很大的相似性，那么，在日

常生活中，用“进攻”来表达为了达到某一目的而作出的努力及其行动，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并且，这样的表达

还能突出一种简短有力、主动进取，甚至是十分“勇武”的意味。再比如，攻克敌人的堡垒与科学上解决某一难

题，其难度及所需付出的艰辛也有极大的相似性，所以人们就很自然地接受和使用“攻克科学堡垒”这样的说法。

至于那些有激烈的对抗性特点的事物，比如某些体育比赛等，所具有的上述相似性就更直接而普遍了。 

正是由于这样的相似性或一致性大量而普遍地存在，军事词语才有可能大规模地泛化。 

2. 由来已久的社会传统 

社会主义中国，是无数前辈浴血奋战得来的，在漫长的战争年代，军事词语的使用有比较广泛的基础。新中国

成立前后，人民解放军的大批干部战士转入地方，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和建设者，在把军人的作风带到地方的同时，

这些人也把军人的词语带到了地方，并用于非军事的方面，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军事词语的泛化。特别是各级



领导干部，他们的话往往影响更大，更有权威性，因而所起的作用就更大一些。 

3. 尊崇人民军队的普遍社会心理 

从为建立新中国流血，到为建设社会主义流汗，人民军队用自己的模范行动为全同人民树立了榜样，全国性、

全民性的对人民军队的热爱和拥护持续了几十年。因此，人们对于和军队相关的事物乐于接受，也乐于传播。对于

军事词语也是这样，人们很自然地就接受和使用军事词语来表达新的内容，由此就又推动和加速了它们的泛化。 

4. 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 

建国以来，我国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习惯于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

一切，因而处处所见都是阶级斗争，甚至是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每一次政治运动，都被当成了没有枪炮硝烟

的战争来进行，于是乎，“战役”、“战斗”、“歼灭”、“炮轰”、“粉碎……进攻”等等军事词语，都成了最

具“战斗性”、使用频率极高的词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全国皆“兵”，在这方面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

地步。 

从建国（实际上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到“文革”，是军事词语不断地泛化、不断地加大使用频率的时期，

当这一过程达到顶点后，在以后的岁月中，就开始走向它的反面：泛化开始“萎缩”，适用范围不断缩小，使用频

率日益下降，到目前，已经达了与“文革”时期相对的另一个极端。 

我们曾以“文革”和现在为两点，进行过对比统计。 

长篇小说《广大的战线》（作于 1972－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出版，小说反映金融领域“两条路

线”的斗争）开头1万字中，出现军事词语5个，即“战线”、“战斗”、“ 小钢炮”（指人）、“战备”、“硬

仗”，其中“战线”、“战斗”等重复出现。 

长篇小说《志气歌》（作于 1973－197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小说反映工业方面的“两条路线、

两个阶级”的斗争）开头1万字，出现军事词语17个，它们是：指挥部、战友、会战、动员、排、排长、班、班

长、突击队、拉、开（表示军队行进的动词）、老兵、奋战、战斗、练兵、回合、老将。其中有几个也多次重复出

现。 

短篇小说《北京“面的”1818》（《人民文学》1993年第8期，1万余字）通篇全为主人公的叙述语，口语性

（北京口语）极强，没有使用军事词语。 

短篇小说《你死我活》（《草原》1993年第7期，工业题材，1万余字），全篇没有一个军事词语。 

短篇小说《明天割麦》（《海燕》1993年第8期，叙述某机关的干部们到农村帮农民割麦的故事，1万多字）仅

有“硬仗”一个泛用的军事词语。 

以上篇目，全都是随意拿来的，因此应当是可以证明我们前边关于军事词语泛化这一现象发生了极大变化的论

断的。 

总的说来，军事词语泛化这一曾经盛极一时的现象，在目前至少发生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变化： 

1.   数量大大减少 

有许多军事词语，以前是可以泛用的，而现在这样的用法却消失了，这就使得“泛化词语”的数量大大减少。

例如，“白衣战士”一度可以用来指称所有的“革命”医务工作者，而现在已经不用来指称军队以外的医务工作者

了。再如一些军队的编制单位（连、排、班等）曾经扩大到社会的许多部门，由此也造成了这些词的泛化，现在各

部门早已不再采取这样的军事化的编制，它们的泛化现象也就随之消失了。 

在所有的可以泛用的258个军事词语中，现在仍然可以使用的只有136个，即数量减少了将近一半（其中绝大多

数的使用频率还相当低，这一点下边我们还要谈到）。 

2.   使用范围大大缩小 

军事词语泛化，在以前几乎涉及到壮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因而使用范围是相当广的，而现在，它的使用范围却

大大地缩小了，主要用于体育比赛方面。在现有的136个可以泛用的军事词语中，只用于或基本上只用于体育比赛

方面的有76个，约占总数的55.9％，这样的词语如“出击”、“反攻”、“战况”等。而在体育比赛方面，这些词

语又主要用于参加人数较多，攻防结合、对抗激烈，因而与战争有极大相似性的运动项目，比如足球。例如，刊于

1994年4月5日《辽宁日报》第5版的《吉林三星足球队》一文，全文仅700余字，却使用了下边这些军事词语： 

备战、战术、打法、主帅、攻势、防守、反击、攻击、攻、守、进攻、制空权、阵地战。此外，还有“横扫千军如

卷席”、“斩于马下”、“浴血奋战”等成语或习语。 

这样，其中许多词语的使用范围实际上就更小了，比如“出击”，通常就只用于足球守门员。其他体育比赛项

目，有一些对泛化的军事词语用得也并不太多，比如与上文同日同版还有一篇“本周赛事”，也是700字左右，内

容涉及田径、羽毛球等，却只用“练兵”和“出征”这两个军事词语。 

除了体育比赛方面外，有些军事词语还较常用于描写人与自然及某些灾害的抗争（如救灾抢险），除此之外，

则大都是一些零星的、偶然的运用。 



3.   使用频率大大降低 

前边我们谈到《北京“面的”1818》和《你死我活》中军事词语的使用均为零，另外，笔者还随手翻阅了1993

年11月24日的《中国教育报》，在第1版和第2版中，也没有使用一个军事词语。    

当然，我们并不想通过上述极不全面的统计得出这样的结论：泛用的军事词语在现时的语言表达中已经消失

了，我们试图证明的只是和以前相比，它们的使用频率在一般的表达场合确实是相当低了。 

4. 口语中使用极少 

某些词语或语言形式是否真的为人们接受，是否真正流行，往往首先是从口语中反映出来的。以前，军事词语

在日常的口语交际中极为常用，如称主动做某事为“打主动仗”，称抓紧时间做某事为“速战速决”，把吃完某一

东西说成“消灭掉”或“打个歼灭战”等等，大家几乎都这样说，因为在当时这实在是一种表意明确而又极富“时

代感”的表达方式。现在，我们似乎再也听不到这样的说法了。 

在可以泛用的258个军事词语中，以前常用于口语的约有120个，而现在却只有约40个，并且其中还包括约20个

不太常用的，比较常用的只有“军令状”、“开小差”等近20个词语。 

由以上四个方面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军事词语的泛化已经从它的顶峰跌入低谷了，而这一变化仅仅是在十

余年的时间内完成的！ 

正如军事词语的不断泛化可以折射出某些社会现实和人们的社会心理等一样，这一现象的萎缩同样也可以反映

出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社会心理的某些方面，因而，通过军事词语泛化现象的消长变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生

活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巨大变化，而这又恰好是前者消长变化的根本原因。 

那么，究竟什么是造成军事词语泛化现象由盛到衰的根本原因呢？我们认为，最主要的有以下两点： 

1. 社会政治生活发生巨变 

人们已经远离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社会政治生活日趋平和，现实生活与许多军事词语所表达的含义

已经格格不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处于对立之中，因而，许多泛用的军事词语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 

另一方面，这样的词语的大量运用，一度成为十年动乱期间极具代表性的表达方式之一，甚至它本身就是那个

年代的一部分内容，因而也就成了人们想要极力抹掉的痕迹的一部分，所以人们自然也就趋向于取消或少用这样的

表达方式。 

2. 人们的社会心理发生巨变 

现在，人们的思想日趋解放，观念意识等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化程度也有所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

更加趋向于用比较平和、文雅的方式来表情达意，交流思想，而对于那些“火药味”十足，而且似乎也不够“文

雅”的词语，自然也就弃之不取了。 

另外，国家和平已久，社会生活丰富多彩，人们的追求日趋多样，加上某些思想的影响，人民军队在许多人的

心目中，不再具有以前那么重要的地位，也不再是令他们特别神往和特别尊崇的了，这样，连带着就对那些军事词

语的热衷也大大地“降温”了。 

通过对军事词语的泛化及其变迁的考察分析，我们可以得到社会生活影响语言、语言与社会同步发展的一个绝

好例证，这正是我们研究这一课题的一般意义。另一方面，通过这样的分析考察，我们还试图指明，不同类别的词

语在与社会的同步发展中实际上处于不同的层面或轨道上，因而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这一点，对于我们从新的

视角进一步深入探究语言与社会互相联系与作用的内部机制、语言内部的某些方面在与社会同步发展过程中的选择

性和规定性等，应该是有一定价值的，而这也正是我们进行这一研究的更深一层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