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9月5日
本版主编：李 元
版式策划：续理行
责任校对：颜 华

8

《
现
代
汉
语
规
范
词
典
》
第4

版
中
部
分
词
汇
释
义

这些词什么意思？权威释义来了！
近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点项目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推出第4版。与8年前的第

3 版相比，近千条新词语被增补，许多字词有了

新义项。

“新常态”“弯道超车”“刷屏”……新词、新

义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壮阔的时代变迁。

新词汇反映新时代新气象

“第 4 版汇集的近千条热词，分布于社会生

活的各个角落，真实反映时代前进的步伐。”国

家语委咨询委员、《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主编李

行健介绍，新版《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收录单字

12000 余个、词目 72000 余条、例证 80000 余条，

基本反映了现代汉语词汇面貌。

“初心”“反腐倡廉”“顶层设计”“新常态”

“自由贸易区”“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凝

心聚力”“底线思维”“最后一公里”……翻开《现

代汉语规范词典》，新时代的气息扑面而来。

“以‘新常态’为例，它体现了党和国家务实、

高效、创新的经济治理理念。”中国人民大学经济

学院教授王孝松认为，数量众多的经济领域新词

热词代表着中国经济的新进展、新优势，反映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

而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看来，《现

代汉语规范词典》第 4 次修订体现两个大的趋

势，一是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绿色低碳趋势，二是

互联网深刻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2010年，“微博”“低碳经济”还是时髦事物，

第2版便将其收入；2014年修订时，彼时迅猛发

展的“网购”被增补其中。

本次修订，从2021年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的“碳达峰”“碳中和”，到互联网产业离不开的

“云计算”，再到走入千家万户的“移动支付”，一

个个新增词语背后，是日新月异的壮阔蓝海——

去年 7 月 16 日上线运行的全国碳市场，运

行一年来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 1.94 亿吨，累

计成交金额84.92亿元；

10年前还少人知晓的“云计算”，2021年，市

场规模超过3000亿元；

2011 年，我国移动支付年交易规模仅有数

百亿元，去年已达到527万亿元；

……

“数量可观的新词汇反映着新时代的新创

造、新气象。10 年来的巨大变革、显著成就是新

词汇不断涌现的源泉。”词典出版方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社长王芳说。

新词义彰显老百姓获得感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每一个词义“上新”，都

折射社会的发展进步。

比如，“弯道超车”通常指赛车时掌握高超

技巧且有勇气的选手在弯道加速超越对手，新

版《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则收入了它如今被广为

使用的新义项：将困难、风险化作机遇，以超常

的方法迎难而上，超越他人。

从新能源汽车到网络消费，从 5G 到高铁，

从共享经济到人工智能，中国人的日常雄辩地

证明，“弯道超车”不仅是比喻，更是现实。

丰富多彩的社会交往，也在不断为字词增

添新义项，创造新用法。

当“秒杀”“秒光”已被熟练使用，你是否“秒

懂”了“秒”字“借指极短的时间（多用作状语）”

的新义项？当“刷脸”“刷屏”成为流行语，你是否

“刷”出了时代气息？

老百姓的所知所感所想，同样丰富着汉语

世界。

“刚需”凝练着市场经济中的基本需求，“慢

生活”体现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逆袭”激励着

奋发进取，“脑洞”“脑补”开阔着人们的想象……

词典修订主持人张世平表示，词语的收录

标准之一，是其必须进入了广大民众的语文生

活，在社会上有较高的使用度。“新词语的收录

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变化，进一步使语言更加丰

富。”张世平说。

新风尚展现民族自信心

语言学家吕叔湘曾提出，凡是“现代”词典

都要跟上时代，不断修订。每一次修订《现代汉

语规范词典》，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新时代强调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背景下，新版增补了“法不阿贵”“囊萤映雪”

“乡梓”“束脩”“举隅”等词语。

王芳表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根和魂，读者一方面可以从这些词语中领略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所包含的深刻意蕴，另一方

面可以了解传统文化知识，疏通阅读文化典籍

的障碍，进而提升文化素养。

有鉴于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呼唤，此

次修订在保持普通话音系的完整性同时，流露“为

文脉留一音”的人文情怀。如“房”字提示“在‘阿房

宫’中读pánɡ”；“六”字提示“用于地名‘六安’

（在安徽）、‘六合’（在江苏）等时，当地人读lù”。

伴随着法治意识的提升，第4版把第3版中

的“犯罪人”改为“涉案人员”；有些原来释义区

别性不十分准确的法律用语，在新的法律、法规

有了明确定义后，也一律“依法”处理。像“扶养”

“抚养”“赡养”这3个词语，便根据民法典修订了

释义，更换了例句。

“辞书反映着民族的‘集体记忆’。社会不断

进步发展，辞书必须及时修订并反映，才不至于

使民族的集体记忆太迟缓，甚至‘断片’。”中国

辞书学会会长李宇明说，《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的及时修订，记录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最大

限度满足了用户查检的需求，这正是辞书的使

命。 （据新华社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