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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新词与流行词的日语偏向
———以“颜”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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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中国出现了许多从日语引入的新词与流行词，数量上已经远远超过了
从英语、法语等其他外语引进的词汇，呈现出明显的日语偏向。这些新词大多最初由年轻人

引进、修改和使用，此后通过网络广泛传播。其中有一部分被主流媒体频繁使用，最终被固定

为某一特定语意而被国民接受。这些词语大多没有被正式收录进词典，所以常会在不同年

龄、不同身份的人之间造成理解与沟通上的困难。同时，这些新词、流行词在字面上带有明显

的日语特征，所以被许多人认为是异文化入侵的恶果而遭到严正的批评。本文试以与“颜”相

关的流行词为例，探究中国新词、流行词出现日语偏向的表现及原因，寻求对这一现象的正

确理解，以期对规范现代汉语的使用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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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随着网络在中国的迅速普及和影视娱乐节目的多样化、个性化，新词不断涌现，其中一部

分在短时间里便成为当年口口相传的流行词
［１］
。这些词语绝大部分是网络用语、年轻人用语和外来

语。其中，外来语自多年前开始就不断被引入中国，迄今为止，总数已经无法精确统计。源自英语的外

来语如“咖啡”“沙发”“沙拉”等词语因为所用汉字与单词本身的构成要素并无直接联系，加上近几十

年来英语教育在我国的全面铺开，大部分中国人都能意识到这些词语来自外来语的音译。但因为中国

和日本都使用汉字，所以一些源自日语的外来语例如“电话”“主义”“经济”等，实为日本明治时代①由

日本人参照汉语创造出来的“和制汉语”
［２］
，却因其同样使用汉字而很难被没有相关知识背景的中国

人从传统汉语词汇中区分出来。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信息交流已经打破国界，外来语的进入更加势不可挡。如今，中国每年增加的

新词中，许多已经成为流行词被采用、固定下来成为新的汉语常用词汇。对近几年的新词进行简单的

统计即可发现，新增外来语中，年轻人经常使用的新词例如“达人②”“腹黑③”“逆袭④”等，都是日语中

的常用词汇
［３］
，而从英美国家引入的新词却越来越少。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新词与流行词已经出现了

明显的日语偏向。许多中国青年虽然高呼要抵制日本文化和日本产品，却不知不觉中大量使用日语词

汇甚至将其当作一种时尚来追求。

本文将以近年与“颜”相关的流行词为例，对源自日语的中国新词、流行词进行分析，并探讨其出

现的根源，以期对规范现代汉语的使用有所帮助。

二、中国流行词的日语偏向

本文中所用的“日语偏向”一词所指的客观现象是：从日语引入的中国新词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从

英语、法语等其他外语引入的新词并形成较大规模流行的特定现象。

（一）“中制日语”的概念设定

本文中使用的“中制日语”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是为区别于一般所说的“日语”这一既有概念而专

门创造的一个新词汇。在日语中，有“和制汉语”“和制英语”等概念。“和制汉语”指日本人参照汉语的

书写、发音及造词习惯而创造的新词，如：“人民”“革命”“宪法”等，都是日本明治时代创造的“和制汉

语”，但同一时代的中国却没有这些词汇。“和制英语”指日本人参照英语的书写、发音及造词习惯而创

造的特殊词汇，如：“ｏｎｅｍａｎｂｕｓ”（无人售票车）、“ａｆｔｅｒｓｅｒｖｉｓｅ”（售后服务）、“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ｕｐ”（提升形
象）等，而同一时代的英语中并没有这些词汇。

本文中所指的“中制日语”虽然源自日语，但并不是真正的日语词汇。尽管从字面上看，可能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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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１８６８年至公元１９１２年。
意为“高手、专家”。

意为“笑里藏刀”“表面亲善，内心狠毒”。

指居于劣势的人反过来占了优势。



有较为明显的日语特点，但只是中国人认为的日语，日本人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个词语在中文里表达的

真实意思，比如“宅男”和“宅女”这两个词，现在许多中国人都知道它们来自于日语，而日本人从字面

上也许不能做到准确理解。因为在日语中只有一个“お宅族”，并不区分性别。

因此，本文参照日语“和制汉语”和“和制英语”的概念，将这种由中国人创造的日语风格的新词，

命名为“中制日语”。之所以不将其命名为“汉制日语”，是因为在日本人的习惯里，“汉”与“和”通常指

古代中国和古代日本，而“中”与“日”则指现代中国与现代日本。

（二）“中制日语”常见造词法

１．直接引入。“直接引入”是指将用于标示日语词汇的汉字直接引入，用汉语拼音的方式发音，
同时引入日语词汇本身的含义，并不改动原有的字面和语意

［４］
。如表１：

表１　直接引入的新词

原日语单词及其英语谐音 中制日语及其拼音 语意

正解（ｓｅｉｋａｉ） 正解（ｚｈèｎｇｊｉě） 正确解释、正确答案

魔女（ｍａｊｏ） 魔女（ｍóｎǚ） 魔女、巫女

外食（ｇａｉｓｈｏｋｕ） 外食（ｗàｉｓｈí） 在外面吃饭

最高（ｓａｉｋｏｏ） 最高（ｚｕìｇāｏ） 最高、最好

刺身（ｓａｘｉｍｉ） 刺身（ｃìｓｈēｎ） 刺身、生食的海鲜和肉

寿司（ｓｕｘｉ） 寿司（ｓｈòｕｓī） 寿司

辛口（ｋａｌａｋｕｃｈ） 辛口（ｘīｎｋǒｕ） 偏辣的口味

正太（ｓｈｏｔａ） 正太（ｚｈèｎｇｔàｉ） 小男孩

水着（ｍｉｚｕｇｉ） 水着（ｓｈｕǐｚｈｕó） 游泳衣

次元（ｊｉｇｅｎ） 次元（ｃìｙｕáｎ） 空间

花火（ｈａｎａｂｉ） 花火（ｈｕāｈｕǒ） 烟花、烟火

通勤（ｔｓｕｋｉｎ） 通勤（ｔōｎｇｑíｎ） 每天的上下班

鬼畜（ｋｉｃｈｋｕ） 鬼畜（ｇｕǐｃｈù） 流氓恶棍

…… …… ……

这种造词法的前提是原日语单词中的汉字与中文汉字写法极其相似，部分只存在简繁体之别。因

为汉字本身就可以表意，所以这些中制日语的字面可以让中国人轻松理解，例如上表中的“正解”“魔

女”“外食”等。也有一些中制日语指代的是日本特有的事物例如“刺身”“寿司”“鬼畜”等，这类词语

作为新词引入中国后，对此没有预备知识的中国人完全不可能理解。

２．简化引入。“简化引入”是指将日语单词稍作修改后用汉字进行标示，但不改原词的语意。如
表２：

表２　简化引入的新词

原日语单词及其英语谐音 中制日语及其拼音 语意

人
!

（ｎｉｎｋｉ） 人气（ｒéｎｑì） 人气、受欢迎程度

无添加（ｍｕｔｅｎｋａ） 无添加（ｗúｔｉāｎｊｉā） 无添加

"

援（ｏｅｎ） 应援（ｙīｎｇｙｕáｎ） 支援、捧场

达人（ｔａｔｓｕｊｉｎ） 达人（ｄáｒéｎ） 达人、高手

声优（ｓｅｉｙｕ） 声优（ｓｈēｎｇｙōｕ） 配音演员

素颜（ｓｕｇａｏ） 素颜（ｓùｙáｎ） 素颜、不化妆

#

趣味（ａｋｕｓｈｕｍｉ） 恶趣味（èｑùｗèｉ） 不健康、低级趣味

残念（ｚａｎｎｅｎ） 残念（ｃáｎｎｉàｎ） 可惜、遗憾

手作り（ｔｅｚｕｋｕｌｉ） 手作（ｓｈǒｕｚｕò） 手工制作

味付け（ａｊｉｚｕｋｅ） 味付（ｗèｉｆù） 调味

～色入り（ｓｈｏｋｕｉｌｉ） ～色入（ｓèｒù） 内含 ～种颜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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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至今使用的汉字都是古代（主要为汉唐时代）从中国传入日本的。经过汉字在两国各自的发
展演变，曾经的同一个汉字，现在很可能产生了差别

［５］
。中国自从１９５６年１月１日全国报刊实行横向排

版并使用简化字以来，至今已经历过多次汉字简化改革。如今，规范化后的汉字已经不再使用繁体字。

而港澳台地区使用的汉字与日本至今使用的汉字里，却存在大量的汉字繁体字和异体字，如“
$

”

“町”“?”等。这里所说的新词及流行词，特指在中国大陆使用的部分词汇，所以对于原日语单词中的

繁体汉字和异体字，会自然修改为与其字形最接近的简化字，例如上表中的“
!

”“无”“达”等繁体字

被修改为简化字“气”“无”“达”等。而对日语词尾所带的假名，则直接予以省略，例如上表中的“作り”

“付け”“入り”等简化为“作”“付”“入”等。

３．直译。“直译”是指将日语单词的发音用直译的方式进行翻译，并通过与日语词汇相似的汉字
进行标示，作为新词使用。如表３：

表３　直译的新词

原日语单词及其英语谐音 中制日语及其拼音 语意

おばさん（ｏｂａｓａｎ） 欧巴桑（ōｕｂāｓāｎｇ） 大婶，大妈

たたみ（ｔａｔａｍｉ） 榻榻米（ｔàｔàｍǐ） 榻榻米

なに？（ｎａｎｉ） 纳尼（ｎàｎí） 什么？

マッサ%

ジ（ｍａｓａｊｉ） 马杀鸡（ｍǎｓｈāｊī） 按摩

かわいい（ｋａｗａｉ） 卡哇伊（ｋǎｗāｙī） 可爱

がんばって（ｇａｎｂａｔｅ） 刚把爹（ｇāｎｇｂǎｄｉē） 加油！

まさか（ｍａｓａｋａ） 马萨卡（ｍǎｓàｋǎ） 真的啊！

もしもし（ｍｏｘｉｍｏｘｉ） 摩西摩西（ｍóｘīｍóｘī） 喂！

うどん（ｕｄｏｎ） 乌冬（ｗūｄōｎｇ） 乌冬面

…… …… ……

这种造词法特别适用于那些不采用汉字书写的日语原单词。因为无法通过字面引进这个单词，只

能通过直译来模仿。因此，直接音译的汉字在该词汇中失去汉字表意的功能。这样被创造出来的新词

虽然是用汉字标示的，但其含义与其构成汉字之间并无含义关联，由此造成国人理解困难。但是，对于

日本人或者有日语学习背景的人来说，虽然乍一接触其构成可能无法识别，但通过反复诵读或可理解

其含义。

４．修改扩展。“修改扩展”指将日语汉字进行修改、谐音，或与其他汉字拼接使用，或根据一个词
语的语意进行扩展造词。如表４：

表４　修改扩展的新词

原日语单词及其英语谐音 中制日语及其拼音 语意

甘口（ａｍａｋｕｑｉ） 甜口（ｔｉáｎｋǒｕ） 偏甜的口味

御宅族（ｏｔａｋｕｚｏｋｕ） 宅女（ｚｈáｉｎǚ） 总在家里不出门的女子

御宅族（ｏｔａｋｕｚｏｋｕ） 宅男（ｚｈáｉｎáｎ） 总在家里不出门的男子

御宅族（名词）（ｏｔａｋｕｚｏｋｕ） 宅（动词）（ｚｈáｉ） 总是在家不出门

颜（ｋａｏ） 颜值（ｙáｎｚｈí） 脸蛋的价值、外表的水准

森女（ｍｏｌｉｏｎｎａ） 森女、森男 崇尚简约自然风格的男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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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的中制日语中，采用这种造词法的并不很多。这类新词无论是字面还是发音都不是既有的中

文单词，也不是既有的日语单词。例如上表里的“甜口”，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将“偏甜的口味”说成

“甜口”。日语中的原词是“甘口”，而在中文中，“甜”是“甘”的近义词，却比“甘”更常用，所以最后作

为新词流行起来的“甜口”，既不是中文词也不是日语词。“甜口”和另一个新词“辛口”，都来源于从日

本进口的食品。另外，“宅男”“宅女”也是其中一例，中日字典中都没有这个词语。除了特定使用者之

外，仅凭其构成进行理解稍显困难。

上述四张表中例举的新词在中国的年轻人群体中已经非常流行，但对于中国的中老年人来说却

非常陌生。同时，这些对中国人来说还很新潮的词语，几乎都是日语中的旧词语。

三、最新流行词“颜”

大约从２０１４年下半年开始，“颜”这一汉字作为一个新词在中国迅速流行起来，与此相关的 “颜

值”“颜控”“颜艺”“颜文字”等新词也随之不断出现并流行，其中“颜值”一词更是被媒体大量使用，

几乎家喻户晓。进入２０１５年后，在中国最常用的搜狗、ＱＱ等输入法软件里输入上述新词相应的连续拼

音就可以直接打出该词。

（一）现代汉语中的汉字“颜”

在古代汉语中，“颜”可以单字使用，意指人的面额部分，也可泛指整个脸部。例如在唐代改编的

《素问·刺热论》中有“心热病者颜先赤”，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有“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北宋

欧阳修《醉翁亭记》中有“苍颜白发”等记载。

但在现代汉语中，“颜”字在表示上述意义时，并不以单字出现，须与其他汉字组合为词语出现。在

权威字典《新华字典》中，汉字“颜”有二种语意。第一语意为人的头面部，如今常用的与其相关的汉语

词汇有：颜面、红颜、欢颜、汗颜、容颜、笑逐颜开、喜笑颜开、鹤发童颜等。第二语意则指色彩，如今常用

的与其相关的汉语词汇有：颜料、五颜六色等。

（二）日语中的汉字“颜”

“颜”这一汉字何时从中国传入日本已经很难考证，但在日语中，“颜”至今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

与其他汉字组成单词。由此可以推断，日语汉字的“颜”与当时在中国唐代时使用的汉字“颜”，在语意

和用法上都是非常接近的。根据日本的词典的解释，汉字“颜”指人的脸部，有时也可以用来指人的身

形体态。但到了现代，“颜”的语意是脸、ｆａｃｅ，已经是日本人的常识了。

（三）中国新词中的汉字“颜”

中国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与“颜”相关的新词。从最早出现的“素颜”“童颜”“洗颜”到近年流行的

“颜值”“颜控”，再到最近刚出现还未形成流行的“颜艺”“昼颜”“夕颜”等，都是从日语引入的。如今

的“颜”字在汉语里最明显的改变，就是恢复了古汉语里的用法，可以用单字来表示“脸”的意思。然

而，因为这几年出现的新词几乎都由年轻人从日语中引进并使用，所以这一现象并非是现代汉语的回

溯，而是外来词汇也就是日语带来的偏向影响。

“颜”字在中国新词、流行词中的用法大致有以下三种。

用法１：按照日语汉字“颜”的语意，将单个汉字当作名词直接使用。例如，我只是喜欢他的颜。（我

只是喜欢他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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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２：将日语中带有“颜”字的词语直接引入。例如，这次她是素颜上电视。（这次她是没化妆上电
视。）

用法３：与其他中文汉字拼接造词。例如，两位主演颜值爆表了。（两位主演长得太漂亮了。）
以上用法对于中国部分年轻人来说已经能够自然熟练的使用，但部分老年人也许接受起来并不

容易。与此相对，不懂中文的日本人也许可以凭借构成汉字理解这个新词表达的意思，毕竟日语词汇

中有着近似的表达。

（四）“颜值”一词的语意扩展与固定

“颜”既然是来自日语的一个新词，在日语中只表示人和动物的头面部。普通物体并没有头面部，

所以从理论上说，“颜”以及与此相关的“颜值”就不能用于描述普通物体。“颜值”这一中制日语，产生

初期确实也只用来描述人的面部美观程度。但当这个词语流行起来以后，不知起因的大众将它直接理

解为“外表”“外观”而淡化了其中“颜”的真实语意，从而将这个新词更广泛地应用于描述其他的普通

事物。

２０１５年，英国汽车品牌名爵 ＭＧ启用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Ｃｕｍｂｅｒｂａｔｃｈ）为其广告代言
人。康伯巴奇被中国影迷昵称为“卷福”，作为炙手可热的电影明星，拥有庞大的粉丝群。名爵汽车请他

为在中国大陆发售的新款运动型汽车代言，用“高颜值、高性能、高价值”作为广告宣传语，在电影、电

视和报纸杂志上进行集中宣传。汽车虽然没有像人体一样的“头面部”，但通过这种手法，借助“颜值”

一词的新鲜表述以及借助康伯巴奇的影响力，不但使这个广告深入人心，还使“颜值”这一本来只在年

轻人中流行的新词在全国普及开来，媒体愈发追捧模仿。最终，“颜值”这一词语被大众当作“外观”的

同义词接受，与最初的“脸部”已经完全脱离了联系。２０１６年中央电视台的元旦晚会上，主持人多次使
用了“颜值”一词，说明这一流行词已经被中国的官方媒体正式采用。

四、日语偏向的成因

（一）语言自身的原因

许多人认为，中文是日本人最容易学会的外语，而日语也是中国人最容易学会并达到较高水准的

外语。而事实上，中文与日语在语法上是完全不同的。之所以比较容易被掌握，只是因为中国与日本都

使用汉字，这几乎是两国文字的唯一共性
［６］
。

虽然日本的汉字通过“音读”进行表述与中国部分地区的汉字发音非常相似，但与现代汉语标准

发音已有很大不同。目前的日语汉字通常有两种以上的读音，一种是汉字传入日本前日本人对这一事

物进行描述的本土原始发音，称为“训读”，实际上与如今的日语汉字并没有任何关系；另一种是汉字

传入日本后，日本人模仿汉语的发音来描述本来已经能用“训读”来描述的事物，称为“音读”。例如前

述的流行词“颜”，在中文中仅有一个读音 ｙáｎ，而在日语中，其训读为“かお（ｋａｏ）”，音读为“がん
（ｇａｎ）”。其训读与中文读音毫无相似性，但其音读与传入日本当时的读音较为接近，虽然与现代汉语
中的普通话读音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差异，但与中国部分地区方言如粤语中的“颜”字发音仍然基本

一致。从字面上看，日语汉字“颜”正好是中文简化字“颜”的繁体字，所表达的意思也非常接近。所以，

不难发现，所谓中日共用汉字，最多只不过是字面和语意的相同而已。但仅凭这有限的相同点，也能使

两国人民在互相学习语言时，在读与写这两个方面占据了极大优势。

一个从外语引进的新词要流行起来，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要便于理解和模仿。仅凭字面就能被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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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语意的单词更具备流行的条件。中国的英语教育开始更早，普及更广，但近年来，来自英语的新词

却越来越少，其原因主要是英语里不使用汉字。对于没有英语基础的中国人、日本人来说，英语是难度

极高的外语。一个中国人想要看懂英语并传播它，必须具备一定的英语基础，而一个完全没有日语基

础的中国人看到日语单词，却常常能看懂其语意并且仅凭反射就可以用中文将它读出来并传播给他

人。所以，中国新词、流行词日语偏向的本质原因，就是日语单词在字面上的高辨识度。

（二）社会原因

１．日语学习者的激增。为计算近年来中国国内日语学习者的人数，本文参照了日语国际能力考

试①的官方数据②。从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近５年来，在中国国内共进行的１０次考试，国内报名人数每次均超过

１０万人，实考人数均超过８．８万人。该考试设 Ｎ１～Ｎ５共五个等级，可以简单理解为其中的 Ｎ１为专业水

平，Ｎ２为第一外语水平，Ｎ３及以下为第二外语教育水平。从考试的结果看，中国报名应试者中达到中

高级日语水平的人数众多。

自１９７２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我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就开始在部分大学和中学实施日语教

育，至９０年代，已经基本上确立了日语作为英语之后的第二外语的地位。最初进入中国的一些日语

单词如“刺身”“榻榻米”“天妇罗”等，都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引入，虽然现在已经为人熟知，但当时却

非常新潮。进入２１世纪之后，中国的日语学习者人数出现井喷，大学、中学之外的其他教育机构大量

出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下属日本语国际交流中心③在２０１２年对中国日语教学机构进行过专项调

查，结果显示，２０１２年所得数据较前一次即２００９年的同项调查结果呈现出明显增长。其中机构数为

１８００家，比２００９年增加５．４％；教师人数为１６７５２人，比２００９年增加７．３％；学习者人数为１０４６４９０人，

比２００９年增加２６．５％，首次超过１００万人而跃居世界第一位。中国国内大部分全日制本科高校都设

有日语专业。以上的调查数据仅是对可以取得联络的各大教育机构进行调查的统计结果，并不包括

其他各种途径的自学者。中国还有大量由机构、个人经营的日语学校、日语班以及为高考落榜的考

生介绍日本大学而开设的语言强化班。一些日资企业、中日合资企业及与日本有贸易往来的中国企

业也开设了各种面向员工的日语培训班。这部分日语学习者无法被统计在以上的调查数据中，但也

必定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针对中国国内日语学习者的特征进行分析，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一是城市人居多（因为农

村人接触日语的机会极少）；二是青年居多（因为日语在中国不属于义务教育，多是出于职业需要或兴

趣而主动学习）；三是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因为学习日语的费用较高）。具备以上特征的人群，恰恰是

中国新词及流行词的缔造者和使用传播者。

２．高收入人群对日本商品的热捧。首先，日本企业在中国的事业拓展。随着一些日本著名企业在

中国陆续开拓市场，日本的优质商品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消费市场。以其中人气极高的企业 ＵＮＩＱＬＯ

（优衣库）为例，自２００２年９月在上海开出第一家旗舰店以来，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３０日，已经在中国大陆开出

４１５家门店④。另一家著名企业 ＭＵＪＩ（无印良品）也取得了惊人的业绩，自２００５年７月同样在上海开设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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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日本语能力测试（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ｅｓｔ，简称 ＪＬＰＴ）是测定非日语母语者日语能力的考试，自１９８４年
起在世界各地举办，在世界２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考，是全世界统一的日语能力考试。

参见日语能力考试数据：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ｌｐｔ．ｊｐ／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唯一专门机构。

参见优衣库中国官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ｉｑｌｏ．ｃｎ／



一家门店之后，至２０１４年末已经在中国的３８个城市开出１２８家门店①。无论是“优衣库”还是“无印良

品”，在中国都拥有大批忠诚度极高的粉丝，其中多数是商务人士、文艺青年、留学归国人员、设计师及

其他时尚人士，他们是中国消费者中非常具有购买力和影响力的群体。

其次，网店的海外代购。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淘宝网上有数量众多从事海外代购的网店。在

店铺搜索栏输入关键词“日本代购”，检索结果多达数千。在２０１０年９月之前，中国海关只对关税额超过
５００元人民币的进口商品征税，致使日本的化妆品和日用品通过个人购买而大量进入中国。２０１０年９月
之后，尽管中国海关总署将征税标准从５００元调整为５０元人民币而令中国消费者的最终购买价格有所
上升，但是因其海外商品的品质保证、相对于欧美品牌的高性价比以及花样繁多的营销策略，依旧有

大量消费者热衷购买日本商品。加上近几年来日元不断贬值，日本的化妆品、医药、保健用品、服装、母

婴用品、奶粉等成了是消费者争相购买的抢手货。

第三，旅游团与自由行旅客的疯狂扫货。日本政府观光局 ＪＮＴＯ的官网上每年都会发布当年入境
的国外游客总人数，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共计１０年的调查数据显示：２００５年中国赴日游客总人数为６５．２８２万
人，之后三年直线上升，２００８年开始已突破１００万人。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则一直保持在每年１００万至１４２万人
之间。

此外，日本的多家主流报纸都有关于中国游客“爆买”的各种报道，其中一些报道称：中国游客在

日本的人均消费额超过２０万日元（１万人民币），五六个中国游客在日本的一次消费就相当于日本人全
年的人均消费②。虽然这些报道的数据并非官方数据，但中国高收入人群与日本经济的紧密关联度由

此可见一斑。

日本政府观光局同时还实施了名为“访日中国人消费动向”的调查，整理出图１③：

图１　访日中国游客体验意向

在参与调查的中国游客中，本次参与了购物的人占总人数的６６．３％，表示下次还将参与购物的人
则减少到３１．８％。与此相反，本次参加过体验日本自然风光及乡村的游客仅为６．４％，体验过日本四季
风情如樱花、枫叶、雪等的游客仅为５．７％，体验过日本历史、传统文化的游客仅为１２．４％，体验过日本
生活文化的游客仅为９．６％。而在对于下次访日计划的设想中，表示想参加后四项的游客比例上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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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无印良品中国官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ｕｊｉ．ｃｏｍ
参见《中国游客爆买日本，总额２２００亿日元》，载日本《东洋经济新报》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３日。
本图为笔者因翻译需要而重新绘制，原图出自日本观光局观光策划师神山裕之。



２１．８％、３４．１％、２２．４％和２６．５％，几乎都增加了２～６倍。从这个结论可以推测，当前热衷于在日本疯

狂扫货的中国人，在接触了大量的日本商品之后，几乎都不同程度上对日本的文化、传统、自然、风景

等产生了兴趣，并且会潜移默化地受到日本文化及语言的影响。

３．年轻一代对日本动漫及影视的追捧。１９７９年由 ＣＣＴＶ从日本引进的《铁臂阿童木》是最早引进

中国的日本动画片，此后又陆续引进了《聪明的一休》《哆啦 Ａ梦》《樱桃小丸子》等，这些日本动画片

在中国７０后及８０后甚至９０后中都拥有极其庞大的粉丝。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网络普及，日本动漫更

是打破国界风靡全球，《海贼王》《灌篮高手》《夏目友人帐》《进击的巨人》等经典动漫在中国的中小学

生甚至大学生中里都具有极高人气。目前可以明确来自日本动漫的中国新词至少有几百个，其中较有

代表性的中制日语流行词
［７］［８］

，参见表５：

表５　近年来从日本动漫引入的中国流行词

中制日语 动漫出处（上映开始时间） 日语原意 中文语意

魔女 《魔女宅急便》１９８９ 魔女、魔法少女 魔女

宅急便 《魔女宅急便》１９８９ 快递 快递

高校生 《灌篮高手》１９９３／《名侦探柯南》１９９６ 高中生 高中生

应援 《灌篮高手》１９９３ 支持、声援 粉丝的声援、捧场

&

暗料理 《中华小当家》１９９７ 特指某个门派的菜系 蹩脚、怪异的菜式

光明料理 《中华小当家》１９９７ 特指某个门派的菜系 精美的菜式

海贼 《海贼王》１９９９ 海盗 海盗

合体 《火影忍者》２００７ 合体，合二为一 合并

执事 《黑执事》２００８ 管家 管家

友人帐 《夏目友人帐》２００８ 有关朋友信息的列表 朋友名录，通讯录

进击 《进击的巨人》２０１３ 勇于进攻 勇于进攻

…… …… …… ……

上表中所例举的“中制日语”都是现在中国年轻人耳熟能详的流行词，但使用者本人却不一定知

道其出处。有些人虽然知道它来自日本动漫，但并不清楚其日语原意与现在的中文语意是否相同
［９］
。

此外，日本的其他文化产品也吸引着许多中国观众与读者的眼球，如日本的少女漫画及同名电视

剧《恶作剧之吻》、电视剧《魔女的条件》和《昼颜》、综艺节目《超级变变变》和《大胃王》等，在电视台

的收视率和网络上的点击率都居高不下。“假装”（乔装打扮）、“司会”（主持）、“火力全开”（竭尽全

力）、“爆食”（暴饮暴食）、“架空”（虚构）等都是最近才出现的中国新词，语意虽然还未最终明确，却

已经在时尚媒体和年轻人中被高频使用。

五、结　语

经过以上以“颜”为例的研究，可以发现，近年来从日语中引入的中国新词、流行词基本都经历了

如下四个阶段的传播过程。

第一阶段：与日本有某种关联的个人或集团，从日语中学习了这一新词，或借用日语中的单词创

造了这一新词。例如，日语学习者、使用者以及日本影视节目的中国观众从日语中学习了“颜”这一词

语，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颜值”等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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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在日常会话和网络上频繁使用该新词。例如，数量庞大的人群频繁使用“颜”系列的新

词。

第三阶段：新词开始流行起来，被媒体使用后，形成了潮流，转变为流行词。例如，“颜”系列的新词

出现在电视、杂志等公众媒体，经常被公众看到和听到。虽然媒体并没有对这些新词进行语意解释，但

观众和听众开始自行理解并接受其代表的语意。

第四阶段：在某一时间里，因为某一具备影响力的团体和个人使用了该流行词，使公众对该词的

语意产生了认同感，从而使这一语意最终固定下来。例如，通过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代言的汽车广

告，“颜值”一词借助文字、画面等形式在公众的印象中得到了确定。

综上所述，从日语中引入的大量新词也许最终会有部分会被纳入中文的体系，得到承认并广泛使

用
［１０］
。这种词汇层面的变化，不仅体现出文化变动的特点，也是中日两国近年来在文化交流增多的相

应结果。此类新词的使用有利于创造更为生动、丰富、具有时代感的语言体系，但其中的某些词汇也会

对现代中文规范的构词方式和意义表达有所影响，特别是某些不符合当前法律或道德标准的内容，如

果在青少年中大肆传播或许对下一代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关于新词，特别是外来语中的新词，

使用时要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保证其规范、准确、正面的前提下进行使用和传播，以此扩大现代

汉语的词汇容量，提高国家交往和民间沟通的顺利进行，同时对非道德、违反现有法律及构成规范的

新词则要坚决抵制，有关部门也要加强监管力度，避免造成文化隐患和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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