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３４ 卷第 ２ 期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Ｘｉｃｈ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３４ꎬＮｏ ２
Ｊｕｎ.ꎬ２０２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１－２２
作者简介:王昕昱(１９９７—)ꎬ男ꎬ辽宁大连人ꎬ硕士研究生ꎬ研究方向:汉语语法学ꎮ ∗通信作者:张明辉(１９７９—)ꎬ女ꎬ辽宁铁

岭人ꎬ副教授ꎬ博士ꎬ研究方向:汉语语法学ꎮ

ｄｏｉ:１０ １６１０４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３￣１８８３ ２０２２ ０２ ０１６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新词“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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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弧”及其衍生形式“弧人精”的产生ꎬ是范畴隐喻驱动语法化及认知空间概念整合的结果ꎬ其流行反映了我国当今社

会科技文化的进步、人际关系的变革及教育事业的发展ꎮ 新词(语)的研究应更多地站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ꎬ在研究的过程中

要更多地关注社会认知现象ꎬ从而更好地揭示社会生活现象ꎬ更好地指导汉语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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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认知语言学起源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美国ꎮ 与

转换生成语言学的观点不同的是ꎬ认知语言学认为

人类的语言能力是与认知能力紧密联系的ꎬ人类语

言具有生成性ꎬ但不是由普遍语法(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Ｇｒａｍ￣
ｍａｒ)转换生成来的ꎮ 有些语言问题是 Ｎ. Ｃｈｏｍｓｋｙ
理论无法加以解释的ꎬ就如某些概念整合构词新词

(如“Ｃ 位”“打工人”等)、某些隐喻新词(如“后浪”
“神兽”等)、构式新词(如“此处省略一万字”等)ꎬ
等等ꎮ 依据 Ｎ. Ｃｈｏｍｓｋｙ[１] 的最简方案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理论ꎬ语言机能的一个组成成分是一个生

成程序ꎮ 语言的表达式 Ｓ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是
可以由内在性的 Ｉ 语言(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ｅ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运算

和推导(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而来ꎮ 每一种语

言都要确定语音式 ＰＦ 和逻辑式 ＬＦ 的库ꎬ说话人要

调用 ＰＦ 库中的语言单位 πꎬ以及 ＬＦ 库中的运算式

λꎬ如是生成具体的表达式 ＳＤꎬ其模型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转换生成语法模型

基于图 １ 所示的模型ꎬ可以对大部分的表达式

ＳＤ 加以解释ꎮ 然而我们来看上文中所述的概念整

合构词新词、隐喻新词、构式新词等 ＳＤ:这些 ＳＤ 可

以是一定的语言单位 π１、π２、ꎻ基于逻辑式 λ 生成

而来的ꎮ 但当仔细体会其意义时ꎬ会发现这些 ＳＤ
的意义往往不能基于下位语言单位 π 和逻辑式 λ
预测而来ꎮ 按 Ｎ.Ｃｈｏｍｓｋｙ 的理论ꎬ这些情况可以用

修辞或例外加以解释ꎮ 然而观察近年来的新词ꎬ这
种修辞或例外似乎过于常见了ꎮ

统计中国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 究 中 心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发布的“十大新词语” “十大流行语”
“十大网络用语”①ꎬ并将这 ６ 年来的 １６８ 个新词

(语)②分类汇总ꎬ结果如表 １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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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度十大新词语、流行语、网络用语分类表

常规新词③ 概念整合
构词新词

隐喻构
词新词

构式新词
(语)

数目 ２４ ３０ ２３ ９１
比例 / ％ １４.３ １７.９ １３.７ ５４.２

　 　 由表 １ 可以看出ꎬ不能基于下位语言单位 π 和

逻辑式 λ 预测表达式 ＳＤ 意义的新词语、流行语、网
络用语占整体的 ８５.７％ꎮ 这些新词(语)具有足够

的典型性和代表性ꎬ这个结果说明在我们能产地创

造的新生语言形式中ꎬ不能用 Ｎ.Ｃｈｏｍｓｋｙ 理论解释

的占了多数ꎮ
实际上ꎬＧ.Ｌａｋｏｆｆ[２] 提出ꎬ人类的概念系统大多

是隐喻(ｍｅｔａｐｈｏｒ)的ꎬ这是有大量语言学证据加以

证明的ꎮ 人类语言中大量的表达式 ＳＤ 都是历史长

河中某一共时平面上隐喻产物的“活化石”ꎮ 此外ꎬ
人类语言中存在大量的表达式 ＳＤꎬ其形式 Ｆｉ 的某

些方面ꎬ或意义 Ｓｉ 的某些方面不能从 ＳＤ 的各部分

或其他类似 ＳＤ 预测而来ꎮ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３] 把这一类 ＳＤ
定义为“构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而这类构式也是无法

用 Ｎ.Ｃｈｏｍｓｋｙ 理论展开分析解释的ꎮ 目前我们无法

证伪 Ｎ.Ｃｈｏｍｓｋｙ 的理论ꎮ 但在研究新词(语)时ꎬ我
们往往会遇到用转换生成语法难以解释清楚之处ꎬ
就需要依靠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来进行

研究ꎮ

二、新词“弧”的句法语义分析

(一)“弧”的新义

近年来ꎬ新词“弧”在网络上流行起来ꎮ 在百度

搜索上检索相关用法④ꎬ“弧我”的检索结果约 ４ ７００
０００ 个ꎻ“弧人精”的检索结果 ２５ ９００ ０００ 个ꎮ 新词

“弧”不仅存在热度ꎬ且热度增长较快ꎬ大有流行趋

势ꎮ 与传统用法的语义不同ꎬ这里讨论的“弧”往往

指一方(设为角色 Ａ)故意不回复另一方(设为角色

Ｂ)的网络即时通讯消息ꎮ 由于这种即时通讯的双

方常常有不能面对面的特性ꎬ因此通讯中角色 Ａ 往

往无法确定角色 Ｂ 是否能够即时收到消息ꎮ
通讯中角色 Ａ 长时间不回复角色 Ｂ 往往会有

两种情况:一种是角色 Ａ 确实没及时关注通讯载体

(如手机、电脑等)的消息动态ꎬ或因有某些事情而

无法及时关注这些消息动态ꎮ 在客观层面上ꎬ角色

Ａ 对角色 Ｂ 发来的消息是[－知情的]ꎻ在主观层面

上ꎬ角色 Ａ 不回复消息是[－故意的]ꎮ
而另一种情况是角色 Ａ 确实已经看到了角色 Ｂ

发来的消息ꎬ但出于某种主观原因ꎬ故意不回复消

息ꎮ 在客观层面上ꎬ角色 Ａ 对角色 Ｂ 发来的消息是

[＋知情的]ꎻ在主观层面上ꎬ角色 Ａ 不回复消息是

[＋故意的]ꎮ

上述第二种情况中ꎬ角色 Ａ 长时间没有回复角

色 Ｂ 的消息ꎬ或者第一种情况中ꎬ角色 Ｂ 假定角色

Ａ 对消息是[ ＋知情的]ꎬ其不回复消息是[ ＋故意

的]ꎮ 这种情况下ꎬ我们就可以说角色 Ａ 弧了角

色 Ｂꎮ
这里的角色 Ａ 和角色 Ｂꎬ往往还存在[＋关系紧

密]∩[－心理地位平等]的特征ꎬ如处于恋爱关系的

情侣等ꎮ 而对于[－关系紧密]∪[＋心理地位平等]
的通讯双方ꎬ往往不用这种用法ꎮ

基于网络即时通讯的会话具有回复时间不可

预期的特点ꎬ因此难以期待每一次发出的信息都能

够得到及时的回复ꎮ 但在我们的认知中ꎬ往往会有

一个预期时间阈ꎮ 我们认为对方的回复是不应当

晚于这个阈的ꎬ而对方与我们的关系越是亲密ꎬ这
个阈与信息发出时间的距离就应当越小ꎮ 如果对

方总是迟迟不回复消息ꎬ那么我们会认为自己没有

得到对方的足够重视ꎬ由此会心生不满ꎮ
不妨借助意象图式来理解新词“弧”的时间范

畴特征ꎬ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弧”意象图式

在图 ２ 的图式中ꎬ路径(ｐａｔｈ)是时间轴ꎻ界标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ꎬＬＭ)ＬＭ１是角色 Ｂ 发出信息的时间ꎬＬＭ２

是角色 Ｂ 对角色 Ａ 回复消息的最晚时间期待ꎬ即预

期时间阈ꎮ 这里的射体(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ꎬＴＲ)是角色 Ｂ 回

复的时间ꎬ如果 ＴＲ 出现的时间早于 ＬＭ２ (即如

ＴＲ１)ꎬ那么就不应当使用“弧”ꎻ而如果 ＴＲ 出现的

时间晚于 ＬＭ２(即如 ＴＲ２)ꎬ那么就可以使用“弧”ꎮ
(二)“弧”的用法

基于网络语料ꎬ我们认为新词“弧”的主要分布

有如下几种:
１.类似外动词ꎬ支配人称代词 (如 “我” “你”

“他”等)ꎬ组成“弧＋ｐｒｏｎ”的述宾结构短语ꎮ 例如:
(１)你弧我 我弧你 你不弧我 我还弧你(百度

贴吧ꎬ２０１９－０９－１７)
(２)人真的很奇怪ꎬ秒回你的人你要弧他ꎬ弧你

的人你要秒回他(百度贴吧ꎬ２０１９－０４－２１)
“弧”也可以带其他类型的代词ꎬ如 “大家”ꎮ

例如:
(３)ＵＰ 主⑤已经堕落了 弧大家这么久(哔哩哔

哩ꎬ２０１８－０１－２５)
“弧”带宾语之后还可以再带补语ꎬ通常是表示

次数或时间的补语ꎮ 例如: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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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你弧我一次我忍ꎬ两次我也忍ꎬ三次我还忍

(百度贴吧ꎬ２０１９－０４－０７)
(５)你弧我一天我就弧你一个月(百度贴吧ꎬ

２０１８－１０－２０)
但往往不能支配亲属名词ꎮ 例如:
∗弧姑姑　 ∗弧爷爷

在这类主谓句中ꎬ施事－动作－受事关系明确ꎮ
这里的“弧”往往是角色 Ｂ 在描述角色 Ａ 长时间没

有回复角色 Ｂ 的消息ꎬ比如例句(４)(５)就是作为说

话人的角色 Ｂ(“我”) 在对作为听话人的角色 Ａ
(“你”)表达不满ꎮ 有时也可以用于自谦或自嘲ꎬ如
例句(３)则是作为说话人的角色 Ａ(ＵＰ 主自称)因
为长时间没有回复作为听话人的角色 Ｂ(“大家”ꎬ
即视频观众)的催更⑥ꎬ而向角色 Ｂ 表达歉意ꎮ

２.被动式ꎮ 组成“被弧”或“被＋ＮＰ＋弧了”的结

构ꎬ如:
(６)和人聊天突然被弧是什么感觉ꎬ该怎么办?

(知乎ꎬ２０１９－０２－２４)
(７)又被对象弧辽⑦ 好愁人(百度贴吧ꎬ２０１８－

１１－１３)
３.处置式ꎮ 组成“把＋ＮＰ＋弧了”的结构ꎬ如:
(８)有人找我聊天 然后把我弧了 什么意思(百

度贴吧ꎬ２０１９－１０－１７)
４.否定式ꎮ 组成“不弧 ＮＰ”的结构ꎬ如:
(９)到底有没有不弧我的(百度贴吧ꎬ２０２０－０４－

２１)
５.组成构式“弧人精”ꎮ 如:
(１０)你不知道ꎬ有一种幸福感爆棚的人ꎬ被称

之为弧人精ꎮ 他们擅长意念回复ꎬ活跃于各大社交

平台ꎬ生活得怡然自得ꎮ (百家号ꎬ２０１９－０３－０２)
(１１)现在把经常放别人鸽子的人也称为弧人

精(简书ꎬ２０１９－１２－０７)
近年来有一类构式“ＸＸ 精”ꎬ如“柠檬精” “鸽

子精”等ꎮ 因为“ＸＸ 精”的语义不能预测为“ＸＸ”和
“精”的语义之和ꎬ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一类构式ꎮ 黄

博雅和康青[４] 认为这类构式中的“精”已经语法化

为类词缀ꎬ固定指称某一类人群ꎮ 这里的“弧人精”
指称长时间故意不回复消息的人群ꎬ或者进一步扩

大意义外延ꎬ指称到约定时间而仍未做出相应动作

(或行为)的人群ꎬ类似于新词“鸽子精”ꎮ

三、“弧”的语义演变路径

我们认为ꎬ新词“弧”是由概念整合构词产生

的ꎮ Ｇ.Ｆａｕｃｏｎｎｉｅｒ 和 Ｍ.Ｔｕｒｎｅｒ[５提出了概念整合这

一概念ꎬ认为存在于认知域中的两个输入空间内的

信息经过整合后ꎬ可以产生一个新的整合空间ꎮ 而

存在于整合空间中的信息不仅仅利用了输入空间

的信息ꎬ其本身也具备了新的概念特点ꎮ
关于新词“弧”的成因ꎬ绘制成网络图表ꎬ如图 ３

所示ꎮ

图 ３　 “弧”整合的网络图

这里的输入空间 １ 是生理学范畴的“反射弧空

间”ꎮ 反射弧是人体神经活动的结构单位ꎬ由“感受

器”“传入神经”“神经中枢” “传出神经” “效应器”
五个部分组成ꎮ 感受器感知到刺激ꎬ产生神经活动

信号ꎬ信号经传入神经传至神经中枢ꎬ神经中枢反

馈信号ꎬ经传出神经传至效应器ꎬ调配机体做出相

应反应ꎮ
“反射弧长”的表述多见于中学阶段校园内ꎮ

我们在调侃某人反应时间长的时候ꎬ往往会用这种

婉言的形式ꎮ 如:
(１２)叫你的时候能不能反射弧别这么长? 快

点答应ꎮ
(１３)想了这么久也给不出答案ꎬ你是不是反射

弧长?
而输入空间 ２ 则是行为范畴的“响应空间”ꎮ

一个人在收到信息后经过很长时间才做出相应的

反应ꎮ 两个输入空间存在一定的同一性ꎬ即从接收

信号到做出响应的间隔时间长ꎮ 将社会空间概念

与自然科学领域概念加以组合(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ꎬ并使

其完善(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ꎮ 相较于“反射弧长”ꎬ“弧”的

语音形式十分简省ꎬ但“反射弧长”的信息却不可缺

省地包含在相应的框架中ꎮ
随着生物通识教育的普及ꎬ用“反射弧长”来转

喻反应时间长相关语义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ꎮ 而

随着网络通信的快速发展ꎬ大量的新词(语)伴随着

新生概念而兴起ꎬ如“Ｑ 我吧”“扩列”等ꎮ 这些新词

(语)既能满足年轻群体标新立异的需要ꎬ又不失语

言经济性ꎮ 而为了表达“故意长时间不回复(或不

响应)信息”这样带有贬义色彩的意义ꎬ我们也需要

一种委婉、礼貌的表达方式ꎮ 而经过认知整合后的

“弧”可以满足上述功能ꎮ 而经过不断细化(ｅｌａｂｏ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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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ꎬ整合过的“弧”不断得到验证ꎬ从而流行起来ꎮ
而对于不了解这一过程的说话人而言ꎬ“弧 Ｘ”

的形式可以被视作是一个构式ꎮ 我们无法从“弧”
的传统语义、“Ｘ”的语义及述宾关系规则预测出“弧
Ｘ”的整体语义ꎮ 传统的“弧”甚至不能支配宾语ꎮ
然而这些说话人在特定的语境中ꎬ看到相应的形式

时ꎬ还是可以判断出其大致的意义ꎮ 这也是无法用

生成语法理论解释的ꎮ
再来讨论一下“弧”一词由本义到现义的词义

辐射过程ꎮ 这一过程如图 ４ 所示ꎮ

图 ４　 “弧”的词义辐射链

这里由本义“弓”到引申义“反射弧”的语义辐

射过程是在英语中完成的ꎮ 与汉语“弧”对应的英

语词汇是 ａｒｃꎬ我们在<Ｌｏｎｇｍａｎ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
ｐｏｒａｒｙ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Ｏｎｌｉｎｅ>中检索ꎮ 该词汇源于古法语

中指称 ｂｏｗꎬａｒｃｈꎬａｒｃ 的 ａｒｃｕｓꎬ本义就是弓ꎮ 后来产

生了指称几何学概念的隐喻义ꎬ如:
ｉ. ａ ｃｕｒｖｅｄ ｓｈａｐｅ ｏｒ ｌｉｎｅ
ｉｉ. ｐａｒｔ ｏｆ ａ ｃｕｒｖｅｄ ｌｉｎｅ ｏｒ ａ ｃｉｒｃｌｅ
ａｒｃ 一词的词义由弓到几何学概念的隐喻延伸

过程很容易理解ꎬ源域木弓的外形特征[ ＋弯曲]映
射到了靶域几何学概念当中ꎮ 这种隐喻延伸是由

物体到空间的范畴隐喻ꎬ即几何概念中的弧是空间

平面上的客观存在ꎬ尽管这里说的空间有时是抽象

的空间ꎮ
在汉语当中ꎬ弧一词的本义是木弓ꎮ 许慎«说

文解字»:弧ꎬ木弓也[６]ꎮ 例如:
(１４)弦木为弧ꎬ剡木为矢ꎬ弧矢之利ꎬ以威天

下ꎬ盖取诸睽(«易系辞下»ꎬ先秦)
后来随着几何学、天文学的兴起ꎬ弧一词逐渐

产生了指称圆周上任意两点间的部分的意义ꎬ如
“优弧”“劣弧”等ꎬ再如:

(１５)以圆径减大弧(«御制数理精蕴»ꎬ清)
(１６)所测北极出地四十度九十五分为半弧

(«古今律历考»ꎬ明)
(１７)凹孤———厂(Ｘ) >０ꎬ凸弧———ｆ′(Ｘ) < ０⑧

(科技文献ꎬ当代)
由此不难看出ꎬ无论是英语中的 ａｒｃꎬ还是汉语

中的弧ꎬ都存在着由物体到空间的范畴隐喻ꎮ
随着脑神经科学的发展ꎬＰａｖｌｏｖ 借用 ａｒｃ“几何

学概念”的语义ꎬ提出了 ｒｅｆｌｅｘ ａｒｃ 的概念ꎮ ｒｅｆｌｅｘ ａｒｃ
是神经反射的基本结构ꎬ由感受器、传入神经、中枢

神经系统、传出神经和效应器五部分组成ꎮ 反射弧

也是抽象的空间范畴ꎮ 早期汉语学者把 ｒｅｆｌｅｘ ａｒｃ
译为“反射弧”ꎬ也是考虑到了 ａｒｃ 与弧在意义上的

对应性ꎮ
而由“反射弧长”到“反应时间长”的词义辐射

过程ꎬ这也是基于隐喻衍生的语法化过程ꎮ 随后这

两个词义经概念整合形成新的词义———“长时间故

意不回复(或不响应)消息”ꎮ 同时ꎬ经该词义又隐

喻产生表达责备的附加义ꎮ
这一系列过程符合 ＨｅｉｎｅꎬＣｌａｕｄｉ ＆ Ｈｕｎｎｅｍｅｙ￣

ｅｒ[７]提出的范畴隐喻量表过程ꎬ即语言单位沿着

“人—物体—活动—空间—时间—质 量 ” 的 斜 坡

(ｓｌｏｐｅ)发生语法化ꎮ 这一过程的推动力是隐喻ꎮ
当词汇项进入语境(ｃｏｎｔｅｘｔ)之后ꎬ便会不断被重新

分析ꎬ从而在意义上越发虚化ꎮ 这是符合人类认知

规律的ꎮ

四、“弧”的社会认知机制

社会认知转向是当今认知语言学的重要发展

方向ꎮ 将语言问题与社会割裂开来ꎬ是难以对语言

现象全面解释的ꎮ 新词“弧”的产生与流行ꎬ也实在

地反映着一定的社会认知机制ꎮ 具体来说ꎬ是识解

(ｃｏｎｓｔｒａｌ)维度的转变ꎮ
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８]认为识解观是说话人的一种重要

认知策略ꎬ是在对某一事件进行描述或概念化时ꎬ
选用不同手段表达同一意义ꎮ 识解观主要有五个

维度———“视角(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凸显(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背景(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认知辖域(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ｏｍａｉｎ)”
和“详略度(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ꎮ 下面将基于视角、凸显和

背景这三个维度ꎬ对新词“弧”的流行所反映的社会

认知机制加以解释ꎮ
(一)视角

人们观察、描述事物的角度就是视角ꎮ 在实际

的语言交际中ꎬ说话人会为了实现特定的需要ꎬ选
取一定的视角ꎬ对事物进行概念加工ꎮ 社会变革引

导视角的改变ꎬ如科技文化的进步、人际关系的变

革等ꎮ
上文中说过ꎬ新词“弧”的产生与流行离不开网

络通信的发展ꎮ 在信息时代ꎬ我们的交际方式发生

了很大的改变ꎮ 在传统的面对面交际模式中ꎬ信息

的交换是即时且可确定的ꎻ而在网络通信交际中ꎬ
很难判断对方是否已经收到信息ꎬ或是否存在故意

不回复(或不响应)信息的情况ꎮ 在网络交际中ꎬ依
赖的往往是单一的模态ꎬ即纯文字形式ꎬ难以判断

对方的真实态度ꎮ 如果我们不能真实地感知对方

的态度ꎬ会使安全感缺失ꎬ从而想要提升对对方的

控制度ꎮ 另一方面ꎬ上文中说过ꎬ应用新词“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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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Ｂ 主要是情侣中的女性一方ꎮ 这也反映了在

我国如今的恋爱关系或婚姻关系中ꎬ女性的心理地

位提升ꎬ话语权更重ꎮ
(二)凸显

凸显是某一事件或物体中某一个成分因受到

更多的关注得以突出ꎮ 上文中说过ꎬ新词“弧”带有

[＋时间晚] [ ＋故意性]的特征ꎮ 在实际语境中ꎬ这
两个特征往往得到进一步的凸显ꎮ 对不守约的人

及故意做不利于自己事情的人带有不满情绪ꎬ这是

符合人类认知规律的ꎮ 而我们找不出一个能够在

表达相应意义的同时ꎬ能够准确凸显出这些特征的

语言材料ꎬ这也是为什么需要有“弧”这样一个语言

单位出现的原因ꎮ
(三)背景

背景是一组作为预设的意义(或结构)ꎬ通过这

组意义(或结构)ꎬ去理解其他的意义(或结构)ꎮ 为

了理解新词“弧”的意义ꎬ我们首先要知道“反射弧

长”与“反应时间长”的联系ꎮ 这需要一定的科学文

化背景ꎮ 这种科学文化背景反映了我国当前教育

事业的发展ꎬ以及大众科学文化意识的提升ꎮ 新词

使用者不仅掌握了更多的科学文化常识ꎬ而且更愿

意使用这些知识ꎬ去能产地发挥创造ꎮ 新词“弧”的
流行ꎬ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前我国受教育人口基数之

大ꎮ 而现如今ꎬ这种需要一定科学文化背景的新词

(语)日益增加ꎬ这着实是一个可喜的现象ꎮ

五、结语

新词(语)是人类认知的“风向标”ꎬ也是社会的

“晴雨表”ꎮ 在研究新词(语)的过程中ꎬ既可以对认

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加以验证ꎬ不断探索并实践新

的方法论ꎻ也可以观察、分析当今社会的各种现象ꎮ
新词“弧”的产生与流行ꎬ彰显了我国当今社会的科

技文化的进步、人际关系的变革及教育事业的发

展ꎮ 新词(语)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ꎬ彰显了当今

我国社会的青春活力ꎮ 新词(语)来自人民群众ꎬ服
务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ꎬ反映人民群众追求美好

生活的现实需要ꎮ 研究新词(语)的重要目的ꎬ是要

运用相关研究的成果ꎬ更好地指导汉语标准化实

践ꎮ 我们要肯定并利用好新词(语)的现实价值ꎬ不
断推动汉语健康发展ꎮ

注释:
①　 详见教育部官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 / ꎮ
②　 当年重复的不重复计数ꎮ ２０１７ 年网络用语“不忘初心ꎬ牢记使命”及 ２０１９ 年网络用语“不忘初心”分计两次ꎻ２０２０ 年流行

语“新冠肺炎”及当年新词语“新冠疫情”分计两次ꎮ
③　 即可以用 ＰＦ 和 ＬＦ 推导而来的 ＳＤꎮ
④　 所得结果为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的数据ꎮ 而我们在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检索的结果为:“弧我”约 ３ ２００ ０００ 个结果ꎬ“弧人精”

约 １２ ３００ ０００ 个结果ꎮ
⑤　 ＵＰ 主即对哔哩哔哩网站视频作者的称呼ꎮ
⑥　 即催促视频作者更新的要求ꎮ
⑦　 完成体动态助词“了”的变体ꎮ
⑧　 语料来自北京语言大学 ＣＣＬ 语料库ꎬ原文如此ꎮ

参考文献:
[１]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Ｎ.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 .Ｂｏｓｔｏｎ: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９５.
[２] 　 ＬＡＫＯＦＦ Ｇꎬ ＪＡＨＮＳＯＮ Ｍ.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Ｗｅ Ｌｉｖｅ Ｂｙ[Ｍ] .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９１.
[３]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Ａ 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 . Ｃｈｉｃａｇｏ: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９５.
[４] 　 黄博雅ꎬ康青.网络新生“类词缀”“精”系词族初探[Ｃ] / / 第十一届中文教学现代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文教学现代化

学会、澳门科技大学:中文教学现代化学会ꎬ２０１８:６.
[５] 　 ＦＡＵＣＯＮＮＩＥＲ ＧꎬＴＵＲＮＥＲＭ.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ａｓ ａ 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Ｃ] / /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ꎬＡ..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ꎬ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１９９６.
[６] 　 许慎.说文解字:徐铉校本[Ｍ] .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３.
[７] 　 ＨＥＩＮＥ ＢꎬＣＬＡＵＤ Ｕꎬ ＨＩＮＮＥＭＥＹＥＲ Ｆ.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Ｍ] . 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９１.
[８] 　 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 Ｒ.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ꎬｖｏｌ.２: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Ｍ] .Ｐａｌｏ Ａｌｔｏ: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９１.

３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