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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吧�族新词衍生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套用词语模创造新词, 二是借用英译兼表意的外来词。 �吧 �引

申为表室内休闲娱乐场所的语义,是构成名词的标志。 �吧�族新词的产生不仅是一种新的语言现象, 还形成独特

的 �吧文化�,折射出人们多种社会文化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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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酒吧 �一词兴起后, 近年来出现了 �车吧�、

�网吧�等 �吧 �族系列新词语。这类词语出现较多,

增长较快,被视为能反映社会生活变化、且主流媒体

曝光频率较高的汉语创新词汇,并有进一步蔓延的

趋势。本文拟从词语模理论和社会语用的新视角来

进行探讨,以期推动 �吧�族新词研究的深入。

一 �吧 �族新词衍生的方式
�吧�族新词是在语言的求新机制、同化机制、

类化机制等作用下涌现出来的,并借助网络媒介而

迅速壮大起来。从衍生方式上看,一般而言,共同语

中的一个新词的构型,通常有源于共同语内部、源于

共同语外部以及源于共同语内部与外部相结合等几

种模式。其中,源于共同语外部的新词,又可细分为

源于外来语、源于本族语中的方言等模式。
[ 1] �吧 �

族新词的衍生模式与一般新词语的衍生模式有很大

的不同。主要有两种方式。

1、套用词语模创造新词。词语模这个概念是李

宇明先生提出的,他认为新产生的词语有一个现成

的框架背景,这个框架背景就象造词模子一样具有

较强的生产能力,每个词语模都可以造出一大批词

语。词语模之所以能产, 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一,它

具有 �现成性 �; 其二, 它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思维惯

性,是一种思维模式;其三, 大部分词语模都与社会

关注的热点和发展较快的社会领域有关。
[ 2]
这一理

论和朱德熙先生提出的仿拟类推构造新词有相似之

处。朱德熙先生认为利用汉语中现成的语素来仿拟

类推构造新词。以某一词语为例,根据类化作用,采

用同一种结构方式,以相同语素为语义基础,以所替

换的不同语素为区别特征, 构造出一组类似词群的

语素化过程。真正的词缀只能依附在词根成分上

头, 它跟词根成分只有位置上联系, 没有意义上联

系。
[ 3 ]
从 �吧 �字词源上看, �吧 �字产生较晚, 是

�巴 �的同源分化字。!宋本广韵∀中收录此字,解释

为: �吧,吧大口貌。�意思是张大嘴巴的样子。又解

释为: �吧,吧呀, 小儿忿争。�也就是小儿生气争吵

的意思。在现代汉语中 �吧 �多用作语气词,表示一

种号召、建议、请求的语气。有时 �吧 �也作模拟声

音的象声词,这两种用法中 �吧�都是虚词。 �吧�族

新词中的 �吧�演变成音同形同,但语义完全不同的

一种新形式。语义上, �吧�引申为提供某种服务和

休闲娱乐的场所, 这一点和现代汉语的词缀语义完

全虚化不同。 �吧 �族新词是以 �吧�语素的引申义

为基础,替换 �吧�前后不同语素, 构造出的一系列

新词,这种衍生方式恰好与词语模的构词方式吻合。

形成了套用词语模创造新词的方式。只要具备特定

功能或设施的休闲场所都可以套用这个词语模来命

名。这既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又容易被人们接受,

能产性非常强。

2、借用音译兼表义的外来词。对于新词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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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创外,一部分借用外来词,这是当代新词语衍

生较明显的趋势,尤其是当某些新事物新概念一时

很难完全用本民族语言来指称时, 直接借用外来词

的机率更高。选择语音对应的而在概念意义上并无

关联的语素表达新的概念或意义, 产生音译新词。

�酒吧�一词较早出现, �酒吧 �中的 �吧 �是 bar的音

译外来词, �吧�与 bar没有意义上的任何联系, 只是

音同形同罢了。并且在意义上经历了一个从特殊到

一般的词义扩散过程。英语中的意义主要指卖酒或

饮酒的地方,也常指出售酒、饮料、食品或其他某种

特定商品的柜台或场所。进而引申为 �提供某种服

务或休闲娱乐的场所 �。 � X吧�中的 � X�采用了

�注释 +音译 �的译介方式。如: �酷吧�是用音译自

英语的 coo l加 �吧 �构成, �酷 �是英语 � coo l�的音译

词,同时, �酷 �这个汉语原词, 本身也包含了 � coo l�

的一部分意义。但是汉语原词的 �酷 �的意义并不

完全等同于英语 � cool�, 英语 � cool�的意义包括:凉

爽的、冷的 /冷静的、沉着的 /冷淡的、薄情的 /无所顾

及的 /无所畏惧的、(颜色 )素净的、冷色的 /极好的、

绝妙的 / (音乐、绘画等 )超然冷漠的、强调理性的

等。汉语原词的 �酷 �的意义包括为: 酒味浓厚 /熟 /

谷熟、刑罚残酷 /残暴、表程度 /极 /甚、香气浓郁 /灾

难 /悲痛、惨痛 /困苦等, 汉语原词的 �酷 �在现代汉

语口语中极少单用, 而音译 � cool�的 �酷 �表示极好

的 /绝妙的 /超然冷漠的 /无所顾及的 /无所畏惧等意

义,在现代汉语中已较广泛使用。这些都是汉语原

词 �酷�所不具有的意义。因此, 我们有理由认为,

音译 � coo l�的 �酷�相对汉语原词的 �酷�是一个新

词。 �酷吧 �也被赋于了新的意义。这类词还有:

�迪吧� ( d isco)、�幽默吧� ( humor)等。

二 �吧 �族新词的结构特征
�吧 �在新词中的位置固定, 具有一定的构词能

力,具有构词的类化性 (即标志词性的作用 )。从音

节多少看,以 �吧 �为类词缀的新词语主要有三种音

节式: � X吧 �、� XX吧 �和 � XXX吧�。其中, 双音节

和三音节占 �吧 �新词的绝大多数。四音节的则较

少,词根 � X�大多数是名词性结构,小部分是动词性

或形容词性结构。 �吧 �与词根结合时位置固定,大

多在后缀的位置上。也有在前缀和中缀的位置,即

�吧 X�、� X吧 X�等形式, 不过这种情况很少, 如

�吧台�、�道吧网 �等。根据词根 � X�词性的不同,

可将 �吧 �族新词分为五类:

1、名词 /名词性词组 +吧。这一小类词占了 � X

吧�新词的大多数, 如: �股吧 �、�报刊吧 �、�彩票

吧�、�零点吧�、�小说吧�、�阿里吧吧 �、�资源吧 �、

�财经吧�、�球吧�、�桥吧�、�贴吧 �、�大学生吧 �、

�意思吧 �、�车吧 �、�简历吧 �、�表情吧 �、�心灵

吧�、�校园吧�、�茶餐吧 �、�图吧 �、�假日吧�、�海

边吧 �、�同志吧 �、�百度吧 �、�考试吧 �、�文章吧 �、

�陶吧�、�社会学吧 �、�期货吧 �、�影视吧 �、�房

吧�、�摄影吧�、�新闻吧 �、�词吧 �、�音乐吧�、�摩

托吧 �、�迪吧 �、�书吧 �、�网吧 �、�鸟吧 �、�米粉

吧�、�服饰吧�、�话吧 �、�邮吧 �、�玩具吧�、�家电

吧�、�冰吧 �、�水吧 �、�醋吧 �、�果吧 �、�粥吧 �、

�巧克力吧 �、�氧吧 �、�泥吧�、�树吧 �、�指甲吧 �、

�首饰吧 �、�鞋吧 �等等。涉及到文化潮、休闲、求

知、艺术、科技、童趣、健身、饮食、养生、时尚等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

2、动词 /动词性词组 + 吧 。如: �泡吧 �、�淘

吧�、�动吧 �、� 读吧 �、�改吧 �、�看吧 �、�问吧 �、

�聊吧�、�翻滚吧 �、�表演吧 �、�哭泣吧 �、�发泄

吧�、�游戏吧�、�醒悟吧�等。这一类的 � X�是动词

性结构,加上 �吧�后变成名词性结构。

3、形容词 /形容词性词组 + 吧。如: �酷吧 �、

�开心吧�、�清吧�、�凉吧 �、�热吧 ��幽默吧�、�健

美吧 �等。这一类的 � X�是形容词性结构, 加上

�吧 �后变成名词性结构。

4、形容词 + 动词 + 吧。如: �慢摇吧 �、�好想

吧�等,第一个 � X�是形容词,第二个 � X�是动词, 组

合在一起加上 �吧�后也变成名词性结构。

5、动词 +名词 + 吧。如: �交友吧 �、�击剑吧 �

等, 第一个 � X�是动词, 第二个 � X�是名词,组合在

一起,加上 �吧 �后也变成名词性结构。

综上所述, � X吧�中的 �吧 �有表名词性的类化

作用,是名词的构词标志。

三 �吧 �族新词折射的社会文化心态
语言就像一面色彩斑斓的镜子, 折射出社会经

济、文化、心理等方面的特征。社会文化心理是潜藏

在人们意识深层的价值和在长期历史中积淀的牢固

的民族文化心理观念。大量新词语的出现说明语言

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 人们又用相应的文化心理

接纳这些新词。
[ 4] �吧 �族新词已不仅仅是一种语言

现象,它已深入到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一股

蔚为壮观的 �吧 �文化潮流, 折射出当今人们的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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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心态。

1、趋时求新的心态。词汇记录着人类社会的变

化、思想观念的更新。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现

象,新词语要及时记录它们, 以适应社会交际的需

要。如今,在紧张和繁重的工作压力之下,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注重追求健康、情趣和讲究文化氛围的高

质量的生活方式。空间的 �零距离 �与心灵的 �远距

离 �的矛盾使人们背负着身心的双重压力。人们寻

求一种身心的放松, 渴望倾诉与交流, 于是, 这种具

有特定功能或设施的 �吧 �文化为之提供现代、时尚

的休闲、娱乐、社交的方式, 引领着新时尚新潮流。

对求新求变的年轻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是促使 �吧 �

文化形成的最初原因。

2、展现个性的心态。个性化的 �吧 �文化已是

城市里的一种时髦的表现,各种酷味浓郁的 �吧 �以

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诸多时尚一族, 选择适合自己

性格的 �吧�是人们展示自我、精神寻求的体现。以

新新人类自居的酷男辣妹,追逐时尚, �吧 �文化自

然成了他们流行的休闲娱乐方式。 �书吧 �、�陶

吧 �、�织布吧 �、�玻璃吧�、�击剑吧 �、�水吧 �、�冰

淇淋吧 �、�茶吧 �、�迪吧 �、�痛快吧 �陆续兴起, 不

同的喜好,不同的消费群体,都可以从中得到各自的

满足。

3、强势同化的心态。强势语言的普及是语言发

展的基本规律之一,表现为经济强势同化、政治强势

同化、文化强势同化和教育强势同化等形式。
[ 5]
一

些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快,人们生活质量不断

提高,精神需求、审美情趣和品味也随之不断提升,

�吧 �族新词的流行正迎合了现代都市人的强势同

化心理,如:把茶馆的招牌改称为 �茶吧 �, 吃冷饮的

地方改称为 �冰吧 �,喝粥的地方改称为 �粥吧 �, 就

连打电话的亭子也改称为 �话吧 �。这些词因为有

� bar�音而具有了洋味, 满足了人们崇洋的心理, 倍

受人们的喜爱,为人们所喜闻乐用。并由此衍生了

系列的 �吧 �名,形成了中国独特的 �吧�文化。

�吧�族新词已演变为都市的时尚流行语, 内容

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它的流行与人们的文化心理、社

会经济和文化环境是互动的。这对我们更好地理

解、认识、研究、处理相关的语言现象及社会文化问

题, 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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