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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族 ”词从诞生之日起便显示出勃勃生机 ,并借助网络媒介而迅速壮大。但凡略具某种共性的 ,不管是

人还是物 ,均能以“族 ”冠名之。其形成有理论可据 ,体现了语言中词汇系统的相似性和语言的自律特点。其构型

具有“现成性 ”,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思维惯性。其广泛传播也折射出独特的社会用词心理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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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d " fam ilies" shows its vitality since the date of its birth and it grows rap idly through the network

media. Peop le or objects whatever shares some common character are named according to their " kinds. " Its forma2
tion has its theory to rely on reflecting the sim ilarity of language vocabulary system and language’s self2discip line

characteristics. The " ready2made" nature of its formation reflects peop le ’s habitual way of thinking, their wide

sp reading reflecting unique social p sychological tendency of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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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这个术语是随瑞典学家高本汉“Word Fam i2
lies in China”一书进入我国的。不同的语言学词典

对词族有不同的理解。《现代汉语词典 》:词族抑或

族词即指有某种共同属性的一大类词。[ 1 ]目前 ,语

言学界对词族的理解主要有两种 :一是指同源词 ;一

是指由同一词素构成的一系列词的聚合。本文所说

的词族是指后者。

一 时尚新词语中的“族词 ”现象

近几年来 ,由于社会激烈的竞争 ,工作压力或情

感的孤独 ,使大量时尚“族 ”词出现在网络中、生活

里。“族 ”词从诞生之日起便显示出勃勃生机 ,在联

想的认知心理基础上 ,合乎人们的思维规律 ,体现出

直观和类比的思维方式 ,以仿拟的形式迅速扩大开

来。"族 "词是在语言的求新机制、同化机制、类化机

制等作用下而涌现出来的 ,并借助网络媒介而迅速

壮大起来。这类族词是一种语言现象 ,也是一种社

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具有相当的能产性 ,其使用呈

现出日益增长的趋势。[ 2 ]

例如 :时下“零距离、零增长、零利率、零噪音、

零首付、零起步、零接待 ”等一大批以“零 X”形式的

新词族涌现。继“酒吧 ”一词兴起后 ,近年来新出现

了“车吧 ”、“网吧 ”等“x吧 ”的一系列“吧 ”族新词

语。“咖啡吧、网吧、影吧、书吧、泡吧、股吧、楼吧、

酒吧、氧吧、水吧、冰吧、茶吧、布吧、影吧、书吧、餐

吧、网吧、陶吧、啡吧 ”,甚至衍生出 :“吧男、吧女、吧

台、吧姐、吧友 ”等。借自日语的“族 ”,已作为汉语

的词缀 ,构造出一批新的派生词“炒股族、电脑族、

飙车族、上班族、休闲族、追星族、打工族、闪婚族、闪

离族、推销族、啃老族、哈韩族、数码族、留守族、漂

一族、宅一族、考硕族、毕婚族、隐婚族、冬泳族、书包

族。另外还有象声、字母、数字形式的 ,如“咔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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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部队摄影爱好者 )、“DV一族 ”、“ ISO9000一

族 ”、“E卡族 ”(奥运会新闻记者 )。”“族 ”表示“一

群人 ”或“一类人 ”,而“上班族 ”指“每天按一定时

间上班的人们 ”,“追星族 ”指那些狂热崇拜明星的

人们 ;“的士族 ”指经常“打的 ”的人们。它们之所以

能够保住自己在汉语中的稳固地位 ,并“发家成

族 ”,主要得益于所采取的一项措施 ,即 :指称范围

扩大 ,引申出新的含义。从音节数量来看 ,双音节到

八音节都有 ,其中以三音节和四音节为主要形式 ,在

所统计的 310个词语中 ,三音节的有 132个 ,四音节

的有 109个 ,二者占到 77. 74 % , [ 3 ]占绝对优势 ;在

构成词语时“族 ”与“一族 ”并存 ,大多可通用。族词

构成方式变化多端、随意自然。有直接构成、直陈其

意的 ,如“鼠族 ”、“打工族 ”、“邮购族 ”;也有借助一

定修辞手段、曲折表意的 ,借代手法的如“拇指族 ”、

“白领一族”、“街舞一族 ”,比喻手法的如“爬格子一

族 ”、“候鸟一族 ”、“排头兵一族 ”,换义手法的“月

光族 ”更是妙趣横生 ,它是指“每月都把收入花得精

光 ”的个性年轻人群体。有的已经流行甚至进入了

普通话词汇系统 ,有的形成时间还不长 ,尚未完全定

型凝固。但凡略具某种共性的 ,不管是人还是物 ,均

能以“族 ”冠名之。所用之轻松随意 ,感觉之时尚新

潮 ,使“族 ”具有了极强的亲和力 ,其表达形象、传

神、时尚、与时俱进 ,为语言增添了活力。

二 “族词 ”现象形成的理据

新词语中族词现象是有理可据、有章可循的 ,并

非个人臆想 ,必须遵循语言系统内部规则。由某一

相同的语素构成的一群复合词 ,这一相同语素既可

以是自由语素 (或叫词 ) ,也可以是半自由或不自由

语素 (或叫构词成分 ) ,有人甚至把它称之为构词语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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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 ,汉语引入大量外来语词

汇的现象叫做语言借词。从衍生方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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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6 ]不管怎样 ,它都是附着在单音节、双音节甚

至多音节的“X”前面或后面 ,构成一大批复合词 ,表

达一系列的事物或现象。例如 :“X吧 ”和“吧 X”新

词 ,是以“吧 ”为类词缀、具有相同结构特征的一系

列新生词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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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仿拟类推 ,以“吧 ”语素为语义基础 ,产生

了形色各异的“X吧 ”,从词源上看 ,“X吧 ”的最初

形式是“酒吧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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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出现了“泡吧、迪吧、蹦吧 ”等

一系列仿造派生词。仿拟“酒吧 ”而来的汉语自造

词 ,实际已经形成了一个“X吧 ”的词语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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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人们要表达现代都市人的生活方式

或需要表示在“xx场所 ”时便以“X吧 ”为词语模仿

造出 :“咖啡吧、网吧、影吧、书吧、泡吧、股吧、楼吧 ”

等词。这种构词方式既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 ,又易

于被人们接受。

词族这种现象体现了语言中词汇系统的相似性

和语言的自律特点。[ 7 ]相似性是指人们以现有的构

词结构模式为标准 ,比照相同语素的词的结构创造

新词。它不具有任意性 ,而是有理可据的 ,只有这

样 ,新词语才容易为人们所理解 ,语言才能保持它作

为社会交际工具的连贯性。语言的自律是指语言内

部的约束功能。语言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

统 ,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内部规则 ,这

些规则制约着语言使用者的创造运用。它们是相辅

相成的 :一方面 ,依照相似性原则 ,创造出大量新词 ;

另一方面又受到语言内部规则的制约 ,我们不能脱

离、破坏其规则生造词。其实从更高层次上说 ,词族

体现了类推的思想 ,在保持相似性的同时又具有一

定的差异性。可以这样说 ,新词语的创造者心中存

在着一个语言框架 ,它规范着创造者的行为。同样

的道理 ,人们在产生认同 ,逐渐使用新词语时 ,仍然

受到语言结构框架的制约 ,只有双方都理解认同某

个相同的“概念 ”时 ,新词语才容易为人们所理解 ,

语言才能保持社会交际工具的连续性。正如萨丕尔

在《语言论 》中阐述的 :“一个新概念的产生总是在

旧语言材料的使用多少有点勉强的时候或是扩大的

时候预示出来的 ,这个概念在具有明确的语言形象

之间是不会获得个别的、独立的生命的。在绝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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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 ,这个概念的新符号是用已经存在的语言材

料 ,按照老规矩所制定的极端严格方式造成的。”[ 8 ]

三 “族词 ”现象折射的社会用词心理倾向

词族的出现反映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出现

的新事物和新现象 ,折射出一定的社会心理和意识。

词族的蓬勃兴起是在社会变化的大背景下出现的 ,

有其社会文化属性 ,但其意义建构一定离不开人的

创造性的认知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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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词最能反映其时其地读者所处的社会及其所

使用的语言 ,即能全方位反映时代面貌和当前的社

会生活。也就要求语言词汇创造出新词语去反映 ,

不断淘汰旧词旧义和变更词义轻重、表情色彩等去

适应交际的需要 ,词汇记录着人类社会的变化、思想

观念的更新。求新是人们普遍具有的一种心理 ,这

也是促进创新的一种动力。形式的新颖包括在语言

表达上力求创造和运用新的表现形式。[ 9 ]词族现象

除了有其独特的语言价值外 ,它还为我们提供了透

视社会变迁 ,考察人们思想观念变化等方面的认识

价值。

词族词语大量出现和社会语用条件有着紧密的

联系。一方面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 ,反映到语言

运用上则要求以最简单的形式表达丰富的内容。[ 10 ]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生活的发展 ,新事物、新概念层出

不穷 ,人们便以仿拟的形式创造出大量的新词语。

类似的族词在媒体和网络中渐渐火起来 ,以青年群

体为中心散播开来 ,这反映了人们社会用词的心理

需要 ,我们的时尚用语不仅得到人们的认可 ,还会被

飞速传播和高频反复使用 ,不断繁衍出家族新成员 ,

呈现出使用率高、迅速扩大趋势。从社会语言学的

角度看 ,“族词 ”的广泛流行 ,除了可以满足人们追

求新颖、超常的表达效果的需要 ,还具有特定的迎合

大众心理的社会语用义 ,以适应迅速变化的社会生

活的表达需要 ,符合当代人追求时尚的心理特点。

如 :“吧族 ”词构词能力如此之强 ,有它衍生的社会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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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折射了当今人们的几种社会

文化心态 :“x吧 ”等族词的繁衍 ,充分反映了改革开

放后 ,中国人现代生活中蕴含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独

特的生活理念 ————讲究生活情调 ,讲究身心享受

的现代生活方式。

族词的时尚、俏皮 ,已经成为年轻人交流中不可

或缺的一种表达手段。趋异心理满足了他们张扬自

我个性的心态 ,追求新奇独特。而一些族词在一部

分人中先行使用后 ,受趋同心理的影响 ,他们更乐意

采用信息量丰富、表现力强、形式别致的族词 ,这些

词的批量涌现正好符合人们求新求简、追求个性化

的语用心理。在多元文化社会中 ,人们追求潮流 ,追

求个性前卫、新锐 ,特别是年轻人通过新词语来适应

变化的心理。社会语言学家 Giles认为 :“使用者在

使用语言时 ,因受其文化价值等主观心理因素影响 ,

会做出不同选择 ————趋异心理和趋同心理。[ 11 ]此

外 ,族词词语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引起听觉和视觉上

的新鲜刺激 ,迎合青年人这一特定群体的大众接受

心理 ,还间接反映出了社会心理因素在语言使用中

的作用与影响。同时受当代特有的消费文化心理的

影响 ,族词以其独特的意象、认知思维作用、普遍的

知识性、诙谐的趣味性和特有的青春气息 ,给汉语世

界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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