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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话语世界
翻一下《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那些最新收入的热词颇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

说话水平，而话语的背后，蕴藏着的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的理解和反应。因此，只有读懂新词，我们
才能读懂时代，才能好好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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啃老族
释义：名词，指已有谋生能力但仍然主要依靠父母养

活的成年人。

溯源：产生于英国，叫NEET族，意谓一些不升学、不

就业、不进修或参加就业辅导，终日无所事事的人，在

16-18岁之间，传入中国后，年龄范围更广。据统计，全国

有65%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啃老”问题，如父母支付

结婚费用、帮助还房贷等。

评点：CPI上涨，工作难觅，加上本身又不够努力，只

能家里蹲啃老。不知道啃老族翻不翻词典，看到了这个

词后作何感想？

蚁族
释义：名词，指受过高等教育、聚居在城乡结合部或

近郊农村、在大城市就业打工的年轻人。

溯源：得名于社会学家廉思。他对北上广等大城市

的80后群体进行了广泛调查，发现其中存在着“大学毕业

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学历不低，收入却仅为2000元

左右，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米。根据这一特征，廉思命

名其为“蚁族”。

评点：无老可啃，或虽有老而不愿啃，就有可能成为蚁

族。其实应该把它理解成中性词：既象征着向上的潜力，也

意味着沦落的可能性。未来如何，取决于蚁族本人。

蜗居
释义：动词，指居住在窄小的住所。

溯源：蜗居是个老词，据说1000多年前就有了，现代

作家宗璞还写过一本反映知识分子蜗居生活的小说。不

过，随着六六的小说《蜗居》及其同名电视剧的热播，老

词发新芽，又成了时髦词汇。

评点：从古代到当代，蜗居的基本词义未变，却又添了

几分悲凉色彩。也正常，啃老族、蚁族，还能指望住宫殿么？

忽悠
释义：动词，用谎话哄骗，如差点儿让他忽悠了！

溯源：北方俗语，在东北尤其流行。自从赵本山在

2001年春晚小品《卖拐》中塑造了“大忽悠”形象后，这

个词红遍大江南北，至今还活跃在人们的口头上。2002

年、2005年修订时“现汉”未做出反应，而此次新版的收

入，表明其地位已得到专家的认可。

评点：被代表、被就业还不够惨，最惨的是被忽

悠，最最惨的是被大忽悠。

给力
释义：1，动词，给予力量；给予支持。2，动词，出

力、尽力。3，名词，带劲儿。

溯源：源自于闽南语，有很棒、精彩之意。2010年《人

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标题上用了这两个字，顿时登堂

入室，具有了正式身份。如今，“给力”已经融入生活，成

为人们的口头禅。与之同类的“力挺”亦收入现汉。

评点：好吧来点正能量，生活并不是时刻处于亚健

康，即便你是蚁族，你裸婚了，只要够给力，前途还是美

好的。当然道路总归是曲折的。

释义：动词，结婚时没有房子、汽车等财产叫裸婚。

溯源：兴起于2008年，背景为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中国80后愈发难

以承受不断高涨的房价和结婚成本，遂打破传统观念，即便无房无车

无钻戒也要结婚。2011年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裸婚时代》热播，把

裸婚一词传向社会各个角落。

评点：哪怕蜗居做蚁族，也不啃老、不房奴。这说明尽管爱情是需

要物质基础的，但基础断不等于奢侈和不自量力。

释义：动词，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主张，多

指对他人的主张或行为提出反对意见（多用于中国

台湾地区）。

溯源：正如现汉的释义，“呛声”来自中国台湾，且起初有特指。但由于“呛”字非常形象、动感十足，遂

被频频适用于选秀、相亲等电视节目中，广为人知。

评点：“被”得太多了，八卦又不过瘾，那就直接“呛声”吧！

糗
释义：形容词，不光彩；难为情，如糗事。

溯源：在粤语、客家话等方言里，“糗”一直带有贬

义，如糗事、出糗等，不过运用范围少。不过伴随着港台影视

剧的传播，加上网络的放大效应，这一说法不胫而走，从方

言词汇进入到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现代汉语体系。

评点：没有最糗，只有更糗。

廉租房
释义：名词，为解决城市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而

建的普通住宅。

溯源：由于房价飞涨，很多没踏准节点的人已无力购

房甚至租房，为此，近些年地方政府推出廉租房，以缓解

住房困难。与之同类的词汇有经济适用房，亦收入现汉。

评点：对艰难为生的人而言，能住进廉租房或经济

适用房，就是人生的一大飞跃了。

奴
释义：称失去某种自由的人，特指为了偿还贷款而不

得不辛苦劳作的人（含贬义或戏谑意），如房奴、车奴。

溯源：“奴”字历史悠久，但和车奴、房奴搅在一起，则

是当代中国特有的现象。2007年教育部已经把“房奴”列

入汉语新词，这次新版现汉将其收入，可谓顺理成章。
评点：车子是给人开的、房子是给人住的，可为了能

开上车子、住上房子，人又要背负沉重的贷款，结果，成了

车子和房子的奴隶。这，似乎只能用“异化”来形容了。

宅男/宅女
释义：名词，指整天待在家里很少出门的男子/女

子，多沉迷于上网或玩电子游戏等室内活动。

溯源：传自日本，原意为沉迷于漫画、电脑之类的年

轻人，也称“御宅人”。不过传入中国后，内涵有所变化，和

现汉给出的描述并不完全吻合，而是还带了些温和、调

侃、时尚的意思，并没有明显的贬义。

评点：信息技术让“宅”成为可能乃至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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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释义：动词，用在动词或名词前，表示情况与事实不符

或者是被强加的（含讽刺、戏谑意），如被就业、被小康。

溯源：2009年，在各项调查中，“被”都名列年度热

词榜首，尤其是被就业、被代表、被小康等说法流行至

今。现汉编纂者从善如流，此次将其收入新版。

评点：这是草根、粉丝的必然命运，因为他们最缺

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