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语方言进入普通话是现代汉语词汇发展不

可忽略的一种方式。最近十年来网络的迅速发展

为方言词语进入普通话提供了更好的平台。除此

之外，社会的发展变化也为其发展和演变营造了环

境，近年来由于男女比例失衡及高学历女性的增

多，粤方言中“恨嫁”这一词语逐渐向普通话渗透。

“恨嫁”一词开始出现在各种场合。

（1）曾志伟爱将岑宝儿自爆恨嫁陈冠希（大洋

网 2001.4.20）

（2）郑秀文恨嫁有情郎（苹果日报 2002.4.2）

（3）普京“绯闻二奶”卡巴耶娃恨嫁，已遇到“真

命天子”（江南晚报2013.06.10）

（4）38岁颜丙燕“不恨嫁”，《重来》首次挑战激

情戏（扬子晚报2011.6.17）

（5）30岁女人恨嫁（东方男女2004.6.3）

（6）恨嫁舒淇渴望真爱但怕受伤，期待一拍即

合的爱情（中国新闻网2006.8.13）

（7）高薪美女成恨嫁“剩女”，白领联谊女性居

多（南方都市报2008.4.28）

（8）大龄女的“恨嫁歌”（青年参考2009.04.25）

（9）“85后恨嫁女”穿婚纱上班，“恨嫁日记”疯

传网络（深圳广电集团2013.5.10）

（10）从越南新娘想到我国大龄女人的恨嫁（风

之语 网易博客 2009.2.19）

一、“恨嫁”的基本用法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恨，怨也。”[1]《现代

汉语词典》对“恨”的解释有如下几条：1.仇恨；怨

恨。2.悔恨；不称心[2]559。在这种解释说明下，“恨

嫁”一词为失悔、遗憾或埋怨自己错嫁的意思。

而在粤方言中，“恨”与普通话之“恨”不同，在

粤方言中“恨”为动词，其中一个意义为“想；盼望；

巴不得”[3]，如：

①恨佢快啲走。（巴不得他快点走）

②恨咗好耐嘞。（盼了很久了）①

“恨嫁”一词，顾名思义，在粤方言中是非常想

嫁人的意思。如2010年香港歌手钟欣桐（阿娇）被

问到是否羡慕拍档的恋情时便说到：

（11）“我唔答呢啲问题，你哋又话我恨嫁，依家

事业第一，唔谂拍拖住，将来会唔会公开就到时先

算。”（东方日报 2010.10.14“阿娇不排除恋庄冬

昕”）

除粤方言口头表达经常用到这一词外，在粤语

歌曲中“恨嫁”也有所出现，如：

（12）《一颗恨嫁的心》（罗敏庄,粤语专辑《一颗

恨嫁的心》，1997）

（13）《虾妹恨嫁》（许冠英,粤语专辑《十足斤两

新曲＋精选》，2006）

由此可见，“恨嫁”一词在粤方言中运用广泛。

据周祖谟（1959）、胡裕树（1987）、张斌（1988）的观

点，方言词是没有进入普通话，不具有全民性，而只

在方言区域里使用的词。然而从前文所引例句可

以看出，“恨嫁”一词已经用于普通话中，包括许多

网站和报纸上也开始频繁出现此词，“恨嫁”已从一

个方言词语向普通话渗透。

融入普通话后的“恨嫁”主要做动词用，在句子

中充当谓语的成分，大部分不带宾语，也可带表对

象的宾语（如例（1）、例（2））。同时作为表示心理活

动的动词，“恨嫁”不仅能受一般副词修饰，还能受

程度副词修饰。如：

（14）《别逼我结婚》车晓相信爱情不盲目恨嫁

（网易娱乐 2014.8.13）

（15）《女主播》将播，“败犬女王”杨谨华很恨嫁

（腾讯娱乐 2010.9.18）

当然，“恨嫁”还可作性质形容词在句中充当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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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也可作名词充当主语使用。如：

（16）王丽坤“素颜女神”恨嫁心，憧憬婚姻顺其

自然（人民网 2014.6.28）

（17）恨嫁，也需幸福来掌舵（山西新闻网

2012.11.12）

（18）洁癖+恨嫁，8种“怪”女人直接吓跑男人

（新浪女性 2014.6.27）

而“恨嫁”由方言渗入普通话后词义适用范围

也发生了变化。在粤方言中，“恨嫁”只表示非常想

嫁人的意思，适用对象是所有女性，条件好的女性

能用，如前文例句中香港女星钟欣桐；条件不好的

普通人也能用，如歌曲《虾妹恨嫁》中的“虾妹”：“虾

妹生得块面像番瓜，鼻大又视线差”。而渗入普通

话以后，“恨嫁”一词的适用对象进一步扩大，不止

形容女性，还可以形容男性；不止形容人，还可以形

容其他事物。如：

（19）一恨嫁男同事（豆瓣小组 2010.8.7）

（20）福汽恨嫁，一个车企的欲望与妥协（中国

经济和信息化 2013.10）

例（19）用“恨嫁”形容一位着急结婚的男性，例

（20）则用“恨嫁”形容一家因经营问题而无奈并入

东风汽车企业的汽车工业集团。

虽然“恨嫁”的适用对象得以扩大，但词义范围

却在逐渐缩小，主要用在那些收入较高或自身条件

较好的对象身上，如：

（21）恨嫁不盲嫁，我们是80后“剩斗士”（新浪

女性 2013.12.25）

（22）柳岩自爆“恨嫁很多年”（晶报 2012.8.16）

二、“恨嫁”词义渗入普通话的原因
（一）“恨嫁”与“盼嫁”的区别

“恨嫁”一词是普通话从粤方言中引进的与已

有词语“盼嫁”相近的词语，但语言的经济机制使得

语言会自动过滤语义和用法相同的词语，所以“恨

嫁”一词不得不逐渐发展演变，以适应语言和社会

发展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恨嫁”和“盼嫁”两个

词的区别越来越明显。

虽然它们都表现了一种待嫁的状态，表达了一

种想嫁的心情，但具体语义却不尽相同。从语义特

征上来讲两者表达的侧重点不同。从“恨”和“愁”

两个不同语素来看，意义有所差别。此处“恨”不能

理解为普通话中的含义，而是粤方言中独特的意

义：“想；盼望；巴不得”。“恨嫁”意为非常想嫁人。

“盼”在普通话中有三个意思：①盼望。②看。③

姓[2]1022。在“盼嫁”一词中我们认为取“盼望”一义更

恰当。虽然“恨”和“盼”都有“想，盼望”之义，但所

强调的程度却不同。“恨”有“巴不得，恨不得”之意，

相比“盼”表达了更急切的心情。两个词的适用对

象也不相同，“恨嫁”用于人时，对象主要是指受过

高等教育，工作稳定，不必借婚姻改变经济状况但

又希望借婚姻改变生活状态的女性人群。如：

（23）“ 剩 女 恨 嫁 ”，非 爱 怎 嫁（广 州 日 报

2010.10.18）

（24）希拉里的女儿最恨嫁（新世纪周刊，

2009.24）

推及非人对象时也指那些质量或品牌处于上

游地位的东西，如：

（25）待字闺中房车“恨嫁”（中国联合商报

2012.7.20）

例（25）中房车集房和车的功能为一体，可说是

既时尚又豪华的产品，却由于价格昂贵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不完善等原因难以出售，故而“恨嫁”。

而“盼嫁”范围则很广，可以用于所有达到适婚

年龄的女性人群，如：

（26）阿Sa裙摆当头纱盼嫁，与陈伟霆桃花照曝

光（新浪娱乐 2011.2.8）

（27）舒淇摆风水阵盼嫁冯德伦，视旧爱王力宏

为闺蜜（中国新闻网 2012.8.23）

（28）盼嫁女遇上惧婚王老五，十二星座如何逼

婚成功（中国网—资讯中心 2012.3.22）

（29）新生代打工妹调查：盼嫁有钱人改变命运

（大众网 2010.6.18）

再者，就语用选择而言，两个词差别也较大，我

们主要从感情色彩上来对其进行讨论。“恨嫁”和

“盼嫁”两个词都是中性词，但在感情色彩上“恨嫁”

偏向于褒义，暗含语用对象自身条件好，比较优秀

之意。而“盼嫁”则无褒贬之分。我们知道语言的

使用无时无刻不受到人们认知心理的影响，主要有

追新求异、从优从众、避繁趋简、避俗向雅、避忌趋

吉、逆反叛众几种语言认知心理。由此我们可以从

现实生活中发现大家在使用这两个词时有着不同

的语用心理。若单从语用选择上来看，当下年轻人

在“恨嫁”和“盼嫁”二词中更倾向于使用前者，我们

认为这里体现了青年人追新求异、从优从众的语用

心理。首先，使用从粤方言借来的“恨嫁”一词更符

合年轻人追求个性和尝试新事物这一性格特征，满

足了他们的新鲜感和好奇心。其次，“恨嫁”一词是

人们从优从众心理的体现。“所谓‘从众’，就是向大

众时尚看齐；所谓‘从优’，主要是指在言语上主动

模仿在政治，经济或文化等方面地位和条件比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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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的人的语言。”[5]比如在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

《咱们结婚吧》中演员高圆圆就扮演了一位大龄恨

嫁女青年，而她在接受访问时更坦言自己也恨嫁并

认为恨嫁是一种生活态度：“首先我不觉得恨嫁是

一个贬义词，一个恨嫁的女性代表的是她的一个积

极的生活态度，20出头的小女生想嫁人根本不叫恨

嫁，恨嫁是年龄到一定的阶段还没有嫁掉的女性。

这一群女性多少会有一些失败的感情经历，但是她

仍然会选择去爱一个人，仍然选择对婚姻或者是对

二人世界的这种生活抱有着一些期待，那就证明她

仍然相信人，相信这个世界，相信人性的很多东西，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积极的生活态度。我觉得比

恐婚要好多了。”（腾讯娱乐 2013.11.28 高圆圆：恨

嫁是种生活态度，拍吻戏比黄海波主动）网上的新

闻报道也给出来了如下标题：

（30）《咱们结婚吧》高圆圆护肤有术，恨嫁不愁

嫁（爱美网 2013.12.11）

（31）“女神”高圆圆：其实我也恨嫁（重庆商报

2013.11.3）

（32）专访高圆圆：华丽不是我的范儿，恨嫁更

要靠谱男（网易女人 2013.10.21）

这些都促进了“恨嫁”一词在近义词“盼嫁”存

在的情况下广泛使用，从方言和普通话词义接触的

结果来看，它属于竞争性的接触，为普通话词义增

添色彩意义[6]。正因为如此，它让更多人在心理上

认为能“恨嫁”是对自身条件的肯定，从而在言语上

主动去模仿和使用这一词语。从而让社会中使用

“恨嫁”一词的成员越来越多，更由“恨嫁”一词衍生

出“恨嫁族”“恨嫁女”等词来。

（二）词义渗透的原因

“恨嫁”能从一个方言词成功向普通话渗透是

有其原因的：（1）汉语兼收并蓄的开放性特点决定

了方言词的跨域使用是汉语新词形成的一个重要

途径，为“恨嫁”一词从粤方言进入普通话提供了理

论依据。普通话吸收粤方言的方式可分为几类，而

“恨嫁”一词进入普通话属于其中一类，即“引进了

一些在普通话中有相同或相近语义的词语，因而形

成一组同义（包括近义）词语。”[4]93“恨嫁”一词与普

通话中“盼嫁”一词意义与用法相近。（2）“恨嫁”一

词从粤方言渗入普通话是整个社会对它的选择。

汉语新词的产生与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有着不可

分割的联系。“从语言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一个

社会对词语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使用这种

语言的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和语言价值观。”[4]93近

年来高校女生数量持续走高以及越来越多的女性

在职场上发挥重要作用，她们对人生伴侣的要求也

相对提高，这导致了大批单身女性的出现，从女性

心理来讲，她们又迫切希望找到可以依赖的人生伴

侣，而“恨嫁”一词贴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思想和心

理。因此，“恨嫁”一词得到了社会大部分人的认

可，无论是在网络中还是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

的女性开始使用“恨嫁”这一词语。（3）珠江三角洲

经济的发达和繁盛也是“恨嫁”这一粤方言词语得

以渗入普通话不可或缺的原因。一方面，广东及香

港地区强势的经济背景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一

地区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及社会生活，粤方言在

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与普通话相互交流和渗透。另

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大力发展，这一地区的文化通

过电视、电脑、报纸等传媒工具迅速扩散，这使其他

地区的人间接接触到这一地区的文化，由此推进了

粤方言的传播，并为其渗入普通话做了充足的准

备。在以上多种因素的整合下，“恨嫁”一词成功从

粤方言过渡到普通话。

三、“恨嫁”一词的规范使用与发展前景
王铁昆曾指出：“新词语是指一个新创造的或

从其他语言中、从本民族语言的方言词、古语词和

行业语中借用过来的词语，也指一个产生了新语

义、新用法的固有词语。”[7]由此我们认为“恨嫁”从

粤方言渗入普通话后可以作为新词语被看待。

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新词新语的规范问题是

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学者都

提出要建立动态的规范观，他们认为语言的规范是

在发展中进行的，也只有在规范的发展中语言才能

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另外有研究者提出了语言

规范的层次性问题，认为新词新语在规范度上存在

一个中介物，即“就是在一言语交际中介乎规范和

不规范之间的‘可接受性’的中间地带”[8]。我们对

新词新语进行规范时应该注意层次性，不能极端地

认为规范或不规范，而应该在变化发展的动态中来

考虑。“恨嫁”一词的规范使用同样要遵循这样一个

原则，不能一味限制也不能随意滥用。普通话对新

兴词汇的吸收有几个不同的阶段：“一是群众广泛

使用阶段，二是报刊书籍的使用阶段，三是工具书

的选用阶段。”[4]93“恨嫁”一词目前处于第二阶段，尚

在较为规范的阶段，如果要进入第三阶段还需要社

会长时间的观察并考虑整个社会的接受度。

由此来看，“恨嫁”一词在一个阶段内的发展前

景是比较乐观的。从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来看，“恨

嫁”一词迎合了当下部分人群的需求，表现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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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用心理。但语言是发展变化的过程，有些词语

在某个阶段被广泛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不适

应社会的发展而趋于消亡，所以“恨嫁”一词最终能

否稳定下来还需要漫长的时间对其进行考验。

四、结语
“恨嫁”一词的兴起和发展只是众多从方言进

入普通话的新词新语之一，但通过对这一词语的关

注我们能从中发现一些值得思考和注意的问题，比

如方言词语进入普通话值得注意的问题，新词新语

与原有旧词语之间的差别和联系，新词新语的规范

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和讨论，这样才

能促进普通话更有生命力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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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jia（恨嫁）”：The Penetration of Word Meaning from Cantonese Dialect to Mandarin

YU Xiao-li
（Faculty of Arts,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9）

Abstract: Nowadays,“Henjia（恨嫁）”,as a cantonese dialect word, is widely used in our society. After used in

mandarin, its meaning has changed a lot by expanding its usage and narrowing the scope of its meaning. We believe

that this is related to the contact between dialect and mandarin. The similarity between“Henjia（恨嫁）”and“Panjia

（盼嫁）”gives rise to the change of“Henjia（恨嫁）”in order to strengthen its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 cantonese dialect；mandarin；Henjia（恨嫁）；Panjia（盼嫁）；the penetration of word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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