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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政论性作品在中俄报刊媒体文章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类文章具

有鲜明的观点、立场和态度，能直接引导舆论导向，实施舆论监督。政论文章的

作品质量和影响效果取决于作者选用政论性语言的褒贬力度。由于社会制度不

同，中俄两国政论性新闻语言的形成原因不同。政论性语言的褒贬风格既有共同

点，也存在着差异。  

  [关键词]  政论作品  政论语言  褒义词  贬义词  中性词  

 

  社论、编辑部文章、本报评论员文章、短评和编者案等政论性体裁作品具有

舆论导向作用。其表现力度和传播效果在于其所使用新闻语言的褒贬力度。新闻

语言的褒贬强弱直接关系到作品的质量和影响效果。政论作品所使用的新闻语言

主要是那些具有社会政治内容和意义的词汇和成语。这些词汇和成语在政论作品

语言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1]  

  一、俄罗斯新闻语言褒贬原则曾一度发生错乱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社会主义联盟解体，其原有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

被突然摧毁，意识形态领域瞬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前苏联基础上独立的

俄罗斯，社会评价标准、公正原则、政治威信等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原来属于褒扬的词汇变成了贬义词，比如，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共产主义、

宣传、专政、无产阶级、主权、爱国主义、苏维埃、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经济、

五一劳动节、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劳动模范等；而原本被当作贬义词

使用的词汇，却变成了褒义词，比如，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

会民主的、民族主义、农场主、自由市场、市场经济、商业、商人、买卖人、百

万富翁、亿万富翁、私有化、私有财产、私人买卖、私营工厂、拍卖、宗教自由

等。  

  一部分既具有鲜明的政治含义，同时又富有表现力和评价功能的单词或术

语，比如爱国者、机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法西斯分子、恐怖主义、恐怖分子、

贪赃枉法、腐败分子等一时没了用场。  

  面对这种局面和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俄罗斯媒体一时无所适从。就连“同

志”这个具有褒义色彩的日常称呼也不得不突然停止使用。转称西方社会常用的

“先生”和“太太”又实在无法从心理上接受。 后，媒体被迫使用“男人”代

替“男同志”，“女人”代替“女同志”。  

  思想领域里某些特指词汇完全由褒义转换成了贬义角色。如忠实的列宁主义

者、无神论者、共产主义者、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和反共分子、社会

民主党人、持不同政见者、反革命者等。  

  针对这种情况，俄罗斯国立普希金俄语学院院长科斯达玛罗夫院士指出，

“社会制度突然脱离无产阶级原则，导致人们不得不矛盾重重地重新审视那些有

关道德标准和社会公议性的词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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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政论作品争论的 多话题是现实问题，所以政论作品中突然涌现出一

大批形形色色的问题或专题词汇。文章里还出现了一些口语结构，其作用一点也

不亚于那些政论体词汇。与此同时，那些具有感情色彩和评价意义的词汇也被赋

予了褒贬性色彩。 

一批中性词汇一经用于政论性作品，也被赋予了褒贬色彩，广泛使用于传媒作品当中。并且，

其使用频率还相当高，比如年、新、工作、其他（其它）、大、人、事业、时间、地区、力

量、言论、给予、生命、每个；总统、联邦、民主制、民主派、民主、社会、公正性、国家、

政府、政权、政权分支机构、人民、公开性、主权、宪法、言论自由、人权、护法、反对党

等。  
  二、中国新闻语言坚持褒贬有度  
  与俄罗斯相比，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稳定，改革开放政策给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带来强劲

活力，国民经济高速度持续增长，综合国力日盛，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在这个社会和

谐发展的大环境中，中国新闻事业传承了社会主义的新闻功能、道德标准，保持了新闻是给

社会主义发展鼓劲的主题，所以中国新闻政论体裁的作品对社会优良品德随时给予高度赞

扬，对不良现象及时给以鞭笞和引导，充分发挥了褒贬有度，舆论监督得体的作用。  
  20 世纪 80 年代，现代汉语中涌现出一大批带有褒贬色彩的中性词汇和成语。这些词汇

和成语主要是通过媒体使用而产生的。所以有学者把这些词汇直接称作“媒体语言”或者“新
闻语言”。  
  经过观察和研究后我们发现，这些词汇产生的根源主要集中于下列领域：经济领域，用

以表明市场的关系；财贸领域，用以描述企业活动；科研技术和生产工艺领域，用以说明电

子产品的各项功能；日常生活语言领域，新型体育名词和体育运动项目。[3]  
所有这些词汇、词组和成语都具有生产、职业和专业术语的特性，表示事物和动作的名称。  
  一些词汇不仅广泛用于纸介媒体和因特网，而且也频繁出现于广播和电视语言之中，甚

至演讲报告中。比如私有化、自由主义、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外汇汇率、外汇兑换、经济

封锁、货币干预、政府干预、交易所、私下交易、暗箱操作、预算、影子经济、灰色经济、

泡沫经济、洗钱；因特网、电脑、电脑控制、智能机器人、打印机、计算机控制、显示器、

新建文件夹、喷墨打印机、墨盒、激光打印机、硒鼓；移动硬盘、U 盘、光碟、软驱、光驱、

主机板、声卡、显卡、原装、水货、品牌机、拼装机；影碟机、数码相机、数码冲洗、背投

电视、超薄电视；微波炉、电磁炉、全自动、半自动等。  
  有些带有褒贬色彩的中性词汇是由那些包含对事件、现象、概念、局势和人物等评价性

意义的单词组成。作者借助于这些词汇来表达自己同某个事件、某种行为或某一社会团体的

关系。比如，捍卫祖国的利益、捍卫祖国统一、反击台独、勇气、坚强、精神、蛮横无礼、

破坏文物的行为、枷锁、封锁、反恐双重标准等。  
  除了使用褒贬词汇和具有褒贬色彩的中性词汇之外，近年来，中国媒体还在频繁地使用

一些中性词汇，比如信息、自动化、书记、省长、年、月、新技术、专利、市场、挣钱、崛

起、公平竞争、打破行业垄断等。  
  三、评价性词汇在中俄新闻作品中涌现  
  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不少行业术语和绕口令被当作褒贬词汇使用。其中一部分词汇

在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曾常常出现在报纸、广播和电视里。目前，虽然这种行业术语和

词汇依然见之报端，但是其评价功能更具有针对意义。经常用于报纸、因特网的行业术语和

绕口令词汇、成语实在是不少，即便是粗略统计一下，也能发现成千上万的词汇。据奥日科

夫和什维多娃的《俄语详解词典》显示，作者新近收入、并注解的词汇占词典容量的四分之

一[4]。这与新版《现代汉语词典》显露的情况基本相似。这就是说，在中俄现代标准语言

里，新词正在冲击着传统词汇的标准规范。在这些新词中，具有评价色彩的词汇占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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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仅用在报刊上，也广泛用于广播和电视语言里。  
  评价性词汇的典型特征在于其表达力。它不仅兼收表达能力强的文学词汇和专业术语，

也大量并取大众性口语词汇。这种趋势在 近 10-15 年内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的交替时期，评价性词汇在俄罗斯层出不穷。比如“社会改制”。
这个动名词在苏联解体之前表示“改革”的含义。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初，“改革”
这个词在苏联十分流行。而在苏联解体之后则变成了“改制”。再比如，  “加快”。在上世

纪 90 年代，这个词不管是在中国还是俄罗斯都使用的十分普遍。 
“空间”（经济空间、文化空间、教育空间等）、“发展平台”、“上流社会”等来源于书面语。  
“流动”本来是一个地质学术语，现在则用来表示如“人才流动”。  
  另外，“无界限”、“拆卸”、“解体”、“投入”、“冻结”、“痴迷”、“过劳”、“配音”等则来

源于专业术语。  
  这些词汇大批运用到政论性作品之中，在其评价色彩的影响下表达出这样或那样的含

义，对中心主题发挥着各种修饰作用，加强了文章的表现力度。[5]  
  形形色色的中性词和术语被广泛用作比喻，而赋予了评价意义。这些词通常被用于词组

当中，表示激情洋溢的色彩。  
  比如，在苏联时期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世纪之风”、“东风压倒西风”、“人民的怒

潮”、“民愤”、“人民兄弟”、“城市兄弟”、“农民兄弟”等词组普遍用于政论作品，表示特殊的

阶级感情。在 20 世纪 60-80 年代，一些科技术语被广泛用作比喻。比如“冷漠的海洋动物”、
“冷血动物”、“墨守成规的人”、“战争狂人”等。一些中性词组已经成为固定的代名词，比如

“冷落的战舰”、“遗弃的船”、“病毒变异”、“破坏”、“世纪瘟疫”等。[6]  
  经过对中俄两国政论作品的比较和观察发现，文章的表现力决定于“作者”。记者们在表

达自己的激情时，往往会选择一些相互呼应的词汇、成语和句型等语言素材，用特殊的句法

手段将这些素材有机地编织成文章。他们常用的不仅有一般句型，也有诗句、排比句、重复

句等其它句型。  
  这样，政论作品一般是由褒义词汇、贬义词汇、带褒贬色彩的中性词汇、评价性词汇和

政论性成语等组成的。社会制度对新闻语言影响很大，新闻词汇的构成取决于国家的方针政

策。政论作品所关注的主要问题都是些社会现实问题，政论文章中所使用的词汇涉及到各个

行业的具体问题。  
  由于俄罗斯改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原因，两国媒体语言中产生了许许多多新词和词组。

这些词汇涉及到各个领域。媒体记者和其他各界知识分子使用这些词汇，对所发生的事件、

周围的现象、有关社会概念、时事和人物等发表着自己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