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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报道特殊用语类型及社会文化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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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娱乐报道中的特殊用语类型及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 ,揭示了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汉语的某

些发展和变化 ,同时指出这些特殊用语 ,一方面对语言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对语言的运

用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应当加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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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thesisdiscussesamusementreportwordstypeandculturalbackgroundanalysisaswellas

revealssomedevelopmentsandchangesofChineseatsocialtransformationperiodandatthesametime, it

showsamusementreportwordspromotelanguagedevelopment, whereasitalsohasnegativeinfluenceto

language, soitshouldbestandard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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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圈 ”一词在 《港台语词词典》
[ 1]
解释为影

视 、戏曲 、曲艺界 ,就是平常所讲的演艺界。与此相关

的新闻报道便称为娱乐报道 、娱乐资讯 、娱乐新闻 ,它

作为新闻界的一个特殊种类 ,所关注的内容主要是娱

乐圈的最新动态。娱乐杂志拥有青年人这一个稳定

的阅读群体 ,而且由于这一群体特有的模仿性 、判逆

性也使得娱乐圈中新颖独特的词语倍受青年人喜爱 ,

并且不断在他们之间流传。因此 ,娱乐报道用语对流

行语 ,对青少年日常用语有一定的影响。

一 、娱乐报道用语有多种类型

(一)专业术语

“贺岁”一词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的戏

曲传统中 ,每年岁末 ,梨园众多名角儿必定聚在一起

来一出大戏以感激戏迷们多年的厚爱 ,戏的内容也

大多是吉祥喜庆之类 ,称 “贺岁大戏 ”,由于艺人们

对观众是打心眼里的感激 ,因此 ,不仅比平日演得卖

力 ,而且票价减半 ,深受戏迷喜爱 。而电影界中的

“贺岁片”首先出现在好莱坞 ,即圣诞前后 ,他们动

用巨大的资金和高科技 ,邀请大牌明星 ,制作一些轻

松 、娱乐性强的影片吸引观众。中国的贺岁片概念

最早出现在香港 ,动机与思路上与旧时的梨园艺人

一脉相承 。内地贺岁片概念出现在 1993年 ,内地引

进了由动作明星成龙主演的 《红蕃区 》,同时也引进

了贺岁片 《甲方乙方 》、《不见不散 》、《大腕 》、《天下

无双 》,战绩不俗 , “贺岁片”一词由此深入人心。以

“人 ”为词缀构成一系列的时尚新词 , 比如有交通

人 、广播人 、独立制作人 ,在娱乐界有 “广告代言

人” ,所谓 “广告代言人”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是企业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为使本企业的产品或新开发

的产品打开销路而聘请一些当红的影视明星 ,利用

他们的巨大的影响力 ,为其产品作宣传 ,这些明星就

是产品的广告代言人;“音乐人 ”就是以做音乐为职

业的人 ,既包括幕前的也包括幕后的 。 “走穴 ”就是



指组织影视歌明星到各地演出 。另外还有一些专业

性的词语比如:“视觉系乐队 、个唱(个人演唱会)、

娱乐片 ”等。

(二)由影视作品而得名的词

1972年导演科波拉将作家与里奥普佐的同名

小说《教父 》(theGodfuthcr)改编成电影 ,并获得第

45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两年后 , 《教父 Ⅱ 》一举获

得六项奥斯卡大奖。 “教父 ”一词也随着电影的播

放而深入人心 ,并用来形容在某一方面特别有实力 、

才能 ,并有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才能。如;“民谣

教父 、音乐教父 、电影教父 、R＆B教父”等 。

“阿甘 ”得名于电影 《阿甘正传 》 (Forrest

Gump), “阿甘 ”也就成了 “傻瓜 ”、“后知后觉的人 ”

的代名词 ,如:愚人节我们都要好阿甘 。

“古惑仔 ”在粤语中泛指流氓 、黑社会 、小喽罗 。

1995年 ,青年导演刘伟强的 《古惑仔 》系列影片使

“古惑仔 ”一词闻名大江南北 。
[ 2]
“古惑 ”一词应是

“蛊惑”二字 , 但编剧删繁就简用了与 “蛊 ”同音的

“古”字 ,便有了如今这个词 , “古惑仔 ”也经常被用

来形容桀骜不驯 、叛逆 、另类的青年人 。

(三)方言词

由于港台娱乐业的异常繁荣 ,所以内地娱乐报

道也多会受港台影响 ,所吸收的方言词大多是来自

闽粤方言。

“狗仔队 ”是演艺圈对于那些跟踪明星 、偷拍照

片 、捕风捉影 、专门报道明星隐私的娱乐记者的称

呼 。 “无厘头”在粤语方言中指人做事说话莫名其

妙 ,令人难以理解 , “无厘头”总是与周星驰不分 ,由

于周星驰的电影充满宣泄式的后现代特征的语言和

行为 ,因此他的喜剧被称为 “无厘头喜剧电影”。

“女生”在普通话中指女学生 ,在港台语言当中

就泛指年轻的女孩子 ,因为女生总给人以清纯可爱

的感觉 ,说起来也比 “女青年 、女孩子 、女同志 ”文雅

许多 ,符合人们的求雅心理 ,所以非常受女同胞的欢

迎 ,使用频率也很高。另外 “鬼马精灵 ”也是方言

词 ,是指人既古怪又有极高的悟性 、灵性的意思 。

(四)外来词

“酷 ”、“秀 ”、“辣” 、“超 ”是近来最上时尚色彩

的外来词 ,平时的使用频率也非常高。 “酷 ”是英文

cool的音译 , “酷 ”最初是从演艺圈流行开来的 ,主

要用来形容影视明星及他们扮演的角色;“辣 ”是来

自英文 hot的音译 ,辣一般是指一种有刺激性的气

味 ,后来引申用来指人的衣着打扮 、行为举止与众不

同 ,比如五颜六色的眼影 ,黑色的唇膏 ,充满野性的

造型等都可以称得上 “辣 ”,社会上常用 “辣妹 ”来称

呼性感 、前卫的女孩子 , “辣 ”有时也被引申指 “好 、

棒”的意思;“秀 ”是 show的音译 ,即表演 、演出 、展

现的意思 。这个词是台湾人从英语中借来的 ,它经

常出现在电影 、电视及广告中 ,不久便被引入香港 ,

香港人称之为 “骚” ,近几年才传入内地 ,仍用 “秀 ”,

“秀 ”可以单用 ,也可以作为构词语素 ,有了 “秀 ”这

个词就有了一秀场 、看秀 、脱口秀 、个人秀 ,还可以说

“作秀”、“秀了一下……”;“超 ”是英语 super的音

译 ,指在……之上 ,超过的意思 ,它可以放在别的词

前面构成一个新词 ,如 supermarket(超市)、superhu-

man(超人)、superpower(超级大国)。汉语也模仿这

种构词方式就有了 “超人气偶像 “、“超炫气” 、“超酷

相片 ”,这些用法主要是受了港台地区的影响 。

(五)作为娱乐业副产品的词

近几年来在内地也刮起了一股强劲的韩国文化

风 ,又称韩流 ,而崇尚韩国文化的年青人便被人称为

“哈韩族”;“单飞 ”是指一个组合解散后 ,其成员各

自发展自己的事业 ,就像鸟儿离开鸟群独自飞行;

“花瓶”是演艺界对于影片中只是用来作为装饰的

漂亮的女演员的称呼;“雪藏 ”是指影视公司对旗下

的某个艺人采取冷处理 ,不给其安排演出 ,不给其作

宣传造声势 ,听之任之。

(六)从别的行业借来的词

随着社会生活快速发展 ,各行各业之间的渗透

不断加强 ,某行为的专业术语经常被用到别的行业。

“包装”原意指商业中对产品进行包装 ,用在演艺界

就是指影视公司根据明星们的特点来设计他们的形

象;“度身定做 ”在制衣业指根据某人的体形而订做

一套合体的服装 ,在影视圈中多指根据歌手的声音

特点而与一些适合其演唱的歌曲或者根据演员的自

身气质及表演特点而设计一个既能最大限度地发挥

自身演技又能讨好观众的角色 ,再如 “花旦 ”、“小

生”是从戏曲中借来的。

二 、娱乐报道特殊用语的产生和发展
都有其社会文化层面的原因

(一)与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有关

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 ,中国人的思想得

到解放 ,许多无形的束缚被解除了 ,人们的心态更加

放松 ,活动的领域也更加宽广 。随着改革的深入 ,外

界的新事物不断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这使得人们的

思想空前地活跃 ,对新事物的接受力也更强。在文

化上国家提倡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改变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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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 “一切为政治服务 ”的方针政策。进入 20世纪

90年代 ,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 ,中国经济开

始驶入快车道 ,中国逐渐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转变 ,文化也逐渐产生了多层次的转变 ,包括

由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 ,审美文化向消费文化 ,报道

文化向传媒文化的转变 。
[ 3]
娱乐报道作为大众文化

的一种应该说它的发展是因为它选择了一个恰当的

历史契机。在这种背景下 ,娱乐报道的特殊用语的

流行被赋予了合理性和可能性 。

(二)与年轻人活跃反判的心态有关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 ,各种文化思潮雀跃 ,轮番

轰炸这块古老的土地 ,思想领域的日益活跃给国人

心理上以强烈的震动 ,年青一代本来就没有丰富的

民族传统文化底蕴 ,中国既有的文化观念 、思维习惯

一时还无法让他们形成稳固的心理定势 ,他们的心

理还处于一种活跃的状态之中 ,因此 ,面对新鲜事物

的刺激他们非但不会反对 ,反而会举双手赞成 。娱

乐报道的主要读者就是年青人 ,为了争取更多的读

者 ,记者在写稿时也就注意投合年轻人这种审美口

味 ,注意 “语言创新 ”、 “语出惊人 ”。比如 “少女杀

手 ”、“官场现情记 ”、“绯闻导电体 ”、“毁人不倦” ,

以上语言大多幽默 、恢谐又别出心裁;有的通过大胆

的想像和联想把科技领域的一些术语借来用于娱乐

报道中 ,并以调侃的口气说出来 ,颇具幽默色彩 ,比

如 “导电体”是物理学名称 ,指能传电的物体后被借

用来指对绯闻特别敏感 , 经常绯闻缠身的明星 。

“杀伤力 ”通常用来描写某种武器的威力 ,被娱乐圈

借来指明星的魅力 、影响力 。有的运用仿词 、双关等

修辞手法 ,如仿清人小说 《官场现形视记》,把 “形 ”

字改为 “情”字 ,既新颖幽默又让人一目了然 。 “毁

人不倦 ”是仿成语 “诲人不倦 ”,把 “诲 ”改为 “毁 ”

字 ,意思指周星驰在《少林足球》这部电影中让大美

女赵薇扮演一位丑女 ,毁人形象 ,再如 “火爆金曲” 、

“幼爆电影” 、“闪亮登场 ”、“出炉 ”这些词语不仅新

颖独特 ,而且通俗易懂 ,很容易成为年青人口中的流

行语。

(三)与世界经济科技的发展有关

娱乐圈之所以具有引领时尚的能力 ,就在于它

敏锐的流行触觉 ,现代经济科技领域不断涌现的新

事物 、新观念 ,在娱乐报道用语中总能找到它们的身

影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 ,人们不断尝试利用电脑

来制作舞曲 ,这种由电脑制作的舞曲就叫 “电子舞

曲 ”。 “特技 ”一词在影视剧中开始是指一些飞车 、

武打 、跳楼等危险动作 ,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 ,影视

制作已相当先进 , “特技”尤其在好莱坞大片中 ,又

被赋予了更多内容 ,比如 “星球大战”中的模拟宇

宙 , 《空中大掼篮》中人与卡通形象的联合演出 , 《珍

珠港 》中战争场面的处理。 “卫视”也是随卫星发射

技术的发展 ,而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

(四)世界性文化交流对娱乐报道用语的发展

起了重要作用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世界性的文化交流。影视作

品是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展现自己的文化和了解别

的民族的文化的窗口 ,也是文化冲突的浪尖 ,在这里

新的词语 、特殊用语最容易诞生 。 20世纪 90年代

初 ,随着大陆与港台地区联系的日益密切 ,港台音乐

大举进攻内地市场 , “小虎队 ”, “四大天王 ”是那一

时期标志性的词语 。 “发烧友 ”、“追星族”是社会对

那些疯狂的崇拜者的称呼 。与此同时 “歌迷俱乐

部” 、“个人演唱会(后来简称为个唱)”、“明星写真

集”等词语也随着偶像一起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在影视方面 ,港台武侠片也风靡一时 ,金庸 、古

龙 、卧龙生的许多作品都被改编成了影视剧 , “打

女” 、“功夫明星 ”、“掌门人 ”、“笑傲 ”、“杀手 ”等词

不断出现在各种娱乐杂志上 ,再如 “华山论剑 ”、“玉

女心经”、“葵花宝典 ”等词已经被抽象化了 。从好

莱坞影片中我们也认识了 007、邦德女郎 、教父 、葛

莱美 、艾美 、奥斯卡等词 。

三 、结　语

综上所述 ,娱乐报道用语反映了新时期社会生

活的变化和某些社会制度的变革 ,与现代化密切相

关。它迎合了国际潮流 ,同时社会经济的变动给娱

乐报道用语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 ,为汉语的丰富和

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但同时一部分特殊用语的

出现反映了封建思想文化的沉渣泛起和西文腐朽思

想的侵蚀 ,这些都不利于祖国语言文字的纯洁和健

康 ,必须加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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