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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尘元，语言学学者、出版家、翻译家陈原先生的笔名。
193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陈原先生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首任所长、国
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
在商务印书馆期间，他亲自主持出版“汉译世界名著”和一系列辞书，为出版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
围绕语言、音乐、书与生活，他还有学术著作、译著、散文和随笔集三十余种。
    在他看来，语言、音乐、雕塑、绘画、建筑彼此是相通的，都是传递信息的媒介；而中国的语言环
境得天独厚，语词的丰富简直无与伦比。
本书收录的201条随感就是很好的例子。
前100条完成于1991年。
陈老此前在《读书》杂志开设专栏，每期写几则札记体的闲文，谈论古往今来、时下流行的语词现象
，以及汉语词汇演变研究中的点滴体会，竟成了许多读者阅览该杂志时的首选。
若干年后，作者“重返语词的密林”，话锋不减当年，所谈多是发自生活的流行语汇，至2002年，又
完成了收人本书的后101条。
    作者在语林中拾遗补缺，为文字语汇做出中肯的解释，从语义学角度探讨文字的变迁，不仅夹有例
句说明，还配有百余幅古朴的小图，包括殷周秦汉的甲骨金文、碑刻石刻，玛雅和阿兹特克古文书，
古希腊、古埃及图案，文艺复兴前后的书籍插图等，图文顾盼生姿，读来亲切活泼。
    这本无心插柳的小书，1991年初版时是“读书文丛”的一种，1998、2005年先后出有“三联精选”、
“中国文库”版，此次出版已是第四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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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镭射　（126）CD　（127）非小说　（128）“六通一平”　（129）BBC　（130）数字游
戏　（131）经济信息　（132）热　（133）笨死　（134）语藂　（135）萬圆绑　（136）嘉年华会　
（137）拼搏　（138）无×不×　（139）聊　（140）四字美言　（141）共识　（142）××性　
（143）可乐　（144）绝译　（145）棚虫　（146）桑拿　（147）马杀鸡　（148）“唯批”　（149
）情结　（150）弘扬　（151）渤黄海　（152）“亢慕义斋”　（153）连袜裤　（154）解脱／解放
　（155）“不能去！
”　（156）大文化　（157）停顿　（158）顿／空　（159）春运　（160）负增长　（161）胶袋　
（162）花样　（163）迷外　（164）老年痴呆症　（165）阳春觉　（166）农转非　（167）俄文单字
　（168）非语言交际　（169）柴圣　（170）翡冷翠　（171）语言悲剧　（172）一钱不值　（173
）7397　（174）格林威治　（175）拉力和死硬　（176）流行语　（177）崩克　（178）“老兄”　
（179）寅一辰　（180）Ω　（181）软和硬　（182）对联　（183）“三S”外交官　（184）三D　
（185）反思　（186）吨粮田　（187）厄尔尼诺　（188）似懂似不懂　（189）国际女郎　（190）人
均　（191）叠字迎春　（192）ABC　（193）癌　（194）古人说话　（195）进口“物资”　（196）
新潮　（197）人和书　（198）你家父　（199）“隐语”　（200）斗嘴　（201）日夜后记图片索引
重返语词的密林　“我回来了”　　一、搞和垮　　二、性爱　　三、881或“八八一”　　四、网上
笑容　　五、拉长　　六、线　　七、管道　　八、热　在语词的密林里　　一、后现代与负增长　
　二、颜学　　三、网语也有颜　　四、长和短　　五、汉字却有“颜”　　六、“伊妹儿”　　七
、拟动物化　　八、伟哥　当“人”变成“分子”的时候　　一、酷　　二、伊妹儿说：LOL　　三
、独白　　四、分子　　五、当人变成分子的时候　　六、印贴利根追亚　　七、一根毛或一撮毛　
　八、——高尔基　嗨！
　　一、P　　二、Q　　三、整　　四、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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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
　　五、你　　六、喂　虫变成人抑或人变虫？
　　一、千年虫走了　　二、Y2K　　三、蛀虫是人吗？
　　四、人变牛　　五、量规虫　酷毙帅呆！
　　一、酷毙帅呆　　二、名字带来民主与平等　　三、姓名的灵物崇拜　　四、20世纪奇观　　五
、组-组-组　　六、“敬惜字纸”　官迷　　一、首席执行官　　二、官本位　　三、科级车　　四
、官字两个口　“主义”时代终结了吗？
　　一、“主义”满天飞的时代　　二、主义最初只是一种学说，一种信仰　　三、聪明人不把“主
义”这个语尾接在自己的名下　　四、后来“主义”变成了棍子，人就变成“分子”了　　五、知识
者制作了“主义”，却往往落在主义的陷阱里　　六、“主义”时代终结了吗？
　拍马屁和马屁精　　一、马屁精　　二、多么难听的语词呀　　三、不堪入目的杜斯芬醚　　四、
物质三态，人间两态　　五、傻女婿的故事　　六、屎尿屁能人诗文吗？
　　七、科学家不忌讳屁　　八、三字经和四字经　　九、放屁狗　我不是人　　一、词典证明我不
是人　　二、我有时是人有时不是人　　三、我顿时想考博士生　　四、也许我小时候曾经是人　　
五、学习“猴子变人”　　六、原来我是牛鬼蛇神！
　　七、找回我自己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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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七、管道　　新一轮海峡两岸对话开始了，这当然是九八灾年的一个可喜的信息。
境外评论说，这是“在两岸正式交流管道已告废弛的情况下”(港刊)，志在“重建两岸制度化的协商
管道”(台报)。
　　人们注意到，境外传媒大量报道和评论这个正在启动的“管道”。
境内的传媒则称之为“渠道”。
一边是“管道”，一边是“渠道”，其语义一也。
这就是社会语言学所说的语汇因地域不同而发生的变异。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管道”只是一根管子，用来传送水呀气呀油呀什么的，没有境外所引申
的释义(=渠道)。
而“渠道”一词则有二义，除了作为水道的语义外，还有作“途径”的引申义。
　　说来可能你不太相信，这两个语词(引申义)都是外来语。
外来语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借词，既不是音译借词，也不是意译借词，但将管子或水道引申为一种
途径，一种通道，是从英语的channel来的。
此字在现代欧洲语言中，即不限于英语，都有此义，或者都可引申为途径。
　　语言学家萨丕尔(sapir)有个著名的论点：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是自给自足的。
信哉！
　　八.热　　我曾经生造过一个语词：热词。
　　热词当然是一个谁也不懂的东西，应该进语词病院。
热词的生成是仿照热门，热点，热恋，以及科学上的热寂论，或新近出现的热点文学之类“创造”出
来的。
　　体温比正常高，叫做发热，俗称发烧。
发烧语义引申，便是热爱得不可开交的程度，于是时下有所谓“发烧友”之说。
发烧友专指那些可爱的先生女士们，他们和她们对音响设备爱得发狂，或者不如说讲究得发狂，买个
音箱花上十万八万，“弹指一挥间”。
有人不以为然，竟冷冷地说，他们爱的是机器，不是音乐。
发烧友听了笑一笑，说，没有好机器，能听绝对纯真的音乐么？
公说公有理。
至于我，我发烧不起来，因为我领养老金，没有足够的$$$。
　　近年两国之间建立“热线”电话，则是人人都晓得的了。
西方一些词典说，热线一词是50年代冷战时期才出现的。
据说那时两个超级大国设立了这么一条热线电话，以便出现紧急情况时两国元首可以直接通话。
不言而喻，通话的目的是在迅速解决问题，以便它们可以取得主宰世界的妥协方案。
为了保持这条热线每天24小时畅通，不出任何故障，每一个特定时间(例如每小时)彼此都要收发一段
话语(对不起，我在此处借用了后现代的一个术语)，一段与政治绝对无关的话语，以便测试线路是否
畅通。
据说那时苏联播发的是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片段。
本来((战争与和平》这部小说，与当前现实政治完全无关，不过敏感的传媒家却嗅出这里大有文章云
云。
据说这里播发的小说，是一种无言的信号，没有语言的语言，据说它可能暗示：战争乎？
和平乎？
请君三思！
　　过敏症患者任何年代任何地方都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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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中国著名语言学家陈原所着《社会语言学三书》的第二本。
作者选取当代中文的二百个语词或短句，探寻其社会意义或产生这些语词的社会环境。
各篇独立，有如二百则超短散文；配以具启发性插图，堪称图文并茂。
书前引录哲人狄德罗箴言曰：“一句不恰当的话，一个奇怪的词儿，有时比十个漂亮句子使我学到更
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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