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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号—— “三 新”的 形 式 标 志
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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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 师范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60)

[作者简介 ]曹兆兰 ( 1953-) ,女 ,湖北随州人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

汉语史、汉字史研究。

[摘　要 ]时下“三新”词语 (即“新显修辞”、“新显词义”、“新显词语” )大量涌现 ,在口语

中 ,人们往往会用重 ( zhò ng )读的方式来提示强化 ;在书面上 ,则往往会采用在新词语上加引号

的形式来提示强化。 引号的功能之一是成为“三新”词语的标志 ,当“三新”词语渐变为人所熟

知 ,成为固定静态词语之后 ,也就不再需要引号这一形式标志了。

[关键词 ]引号 ;新词语 ;标志 ;修辞 ;词义

[中图分类号 ] H055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0-5374( 2001) 04-0495-05

　　近些年来 ,双引号 ( “ ” )的使用颇为火爆。如: ( 1)“诚聘”是假 ,“诚骗”是真。 ( 2)前年冲垮“豆腐渣” ,今年又出“豆腐

脑”。 ( 3)在诸如此类的“快餐文化”和“快餐生活方式”的长期作用下 ,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这种“快餐心理”的潜意识

就不足为奇了。

以上 3例 ,在标题和文句中频繁地使用引号。

1995年 12月 13日批准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规定引号共有 3种用法 ,即: (一 )“行文中直接引用的话 ,用引号标

示” ; (二 )“需要着重论述的对象 ,用引号标示” ; (三 )“具有特殊含义的词语 ,也用引号标示” 。第一种和第二种用法比较

单纯 ,容易理解和把握。第三种用法的提法颇为笼统概括 ,其中仅列举了两个例句。看来 ,凡不属于前两种用法的 ,只好归

于第三种用法。 本文将对《标点符号用法》尚未述及的大量用例进行具体分类 ,并对此种引号火爆的原因和使用的误区 ,

引号的多见载体和多发部位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

一、“三新”的具体分类

引号 ,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三新”词语在形式上的标志。笔者所谓的“三新”词语 ,即“新显修辞”、“新显词义”、“新显词

语” ,合称为“三新”词语。

(一 )新显修辞

1.谐音。 谐音是利用早已存在词语的结构框架和语音形式 ,换一个同音词 ,一音寓二词 (三词 ) ,新奇巧妙 ,以达到含

蓄委婉、幽默诙谐效果的修辞手法。在谐音词和被谐音词之间 ,其实可能有 3种情况: 偏重谐音词 ;偏重被谐音词 ;并重双

关。

( 1)车轮滚滚向“钱”看。 ( 2)用心的妈妈会用“锌”。 ( 3)“韩流”袭击北京。

以上前、心、寒是被谐音词 ,而“钱”、“锌”、“韩”是谐音词。作者利用被谐音词语的框架 ,换上“私货” ,弃被谐音词的原

义 ,偏重于谐音词的所指义。

( 1)考时放松再放松 ,从来没被“烤糊”过。 ( 2)活在一个叫“酒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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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考、 9# 是被谐音词 ,“烤”、“酒井” 是谐音词。 “烤糊”是“考砸”的意思 ,谐音词“烤” ,并带出“糊”字。“ 9# ”是第 9

号楼的省写 (“# ”号也读作“井” ) ,跟日本明星“酒井” (酒井法子 )谐音。作者不重“烤糊”、“酒井”的原义 ,偏重于被谐音词

“考砸”、“ 9# ”的所指义。

还有: 半夜“ ji ”叫。

其语境是 ,半夜里手机响了 ,别人打趣说“半夜 ji叫”。“ ji”在此有机、鸡、妓三个同音词: “鸡叫”是用典 (《半夜鸡叫》是

高玉宝的著名故事 ) ,“机叫”是写实 ,“妓叫” (妓女叫喊、召唤 )是打趣。鸡是另二词的被谐音词。机先作鸡的谐音词 ,后作

妓的被谐音词。妓是另二词的谐音词。笔者认为 ,“鸡叫”是说话人借用的典故框架 ,意不在此 ,而“机叫”、“妓叫”才是言者

并重双关的。并重双关的新例笔者发现不多。刘禹锡“道是无晴却有晴” (晴兼指情 ) ,苏东坡“小姑前年嫁彭郎” (姑兼指

孤、郎兼指浪 )即利用同音现象 ,引出一词双关的谐趣 ,属并重双关。

2. 仿词仿句。 作者仿照早已定型的词语、句子 ,根据自己的需要 ,临时造出新词、新句。 因为是首创、新显 ,往往加上

引号作为形式上的标志: ( 1)鲜奶生产流程存在“跨天”问题。 ( 2)股票期权造就了一批“金领”。 ( 3)金领白领纷纷下 “学

海”。 ( 4)人类基因图公布后 ,“触基”炒作开始启动。 ( 5)张艺谋选女主角……不把全国搅个“热毙”势不罢休。 ( 6)“深圳风

采”头奖“五连空”。 ( 7)婧婧和她的“漂亮爸爸”。

例 ( 1)“跨天” 仿跨世纪 ; ( 2)“金领” 仿白领 ; ( 3)“学海”仿商海 ; ( 4)“触基”仿触电、触网 ; ( 5)“热毙“ 仿酷毙 ; ( 6)“五

连空”仿五连冠 ; ( 7)“漂亮爸爸”仿电影片名《漂亮妈妈》。

3. 用歧。 利用词语的不同意义造成两歧 ,以收到预期的言语效果。

( 1)将抗“日”进行到底。 ( 2)玉波隆“挺”有女人味。

例 ( 1)“日”字是个多义词 ,有太阳、日本、白天等义 ,“抗日” 原谓抗击日本侵略者 ,此例的“抗日”是抵抗太阳酷晒的

意思。例 ( 2)是广告词 ,“挺”有副词“很”义、形容词“挺拔”、“高挺”义 ,此用形容词义 ,企图产生一种既含而不露、又欲盖弥

彰的效果。

4. 代称。

( 1)“晴雯”出山当记者。 ( 2)“妹妹”郝蕾初长成。 ( 3)数不清的“张大民”将……走进一个个现代化的住宅小区。 ( 4)网

界出了“李鬼”?

演员往往以饰过的角色闻名 ,所以媒体常用角色代指演员。 例 ( 1)以“晴雯”代称演员安雯 ; ( 2)演员郝蕾饰《姐妹》中

的妹妹 ,即以“妹妹”代称 ; ( 3)“张大民”是电视剧《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主人公 ,此代指住宅条件差的市民 ; ( 4)“李鬼”

代指冒名者。

5. 比喻。

( 1)电话也装“安全套”。 ( 2)电脑游戏 ,瞄准孩子的“电子海洛因”。 ( 3)“嫁”给三尺讲台的人。

例 ( 1)以 “安全套”的形状、作用 ,喻在电话线上套的、防止盗打的钢管 ; ( 2)“海洛因”喻有害的东西 ; ( 3)“嫁”原女嫁

男 ,有“一生奉献”的特点 ,此处比喻教师一生奉献给教育事业。

6. 拈连和双饰。

( 1)男子去做 B超 ,医生“超”出子宫。 ( 2)摇头丸 ,“摇”出一个在逃杀人犯。 ( 3)这个“摇篮”一定能“摇”出更多的修辞

学研究者。

例 ( 1)说的是 ,某男子去做 B超 ,结果检查单出错 ,将前一女性患者的检查结论写到该男子的检查单上去了。 后一个

“超”字 ,是临时“拈”来的临时义 ,其意义很“空灵” ,很难作出相应的“释文” ,此处勉强可以理解为 “用 B超检查” ;例 ( 2)是

说 ,警察在娱乐场所搜缴摇头丸 ,意外地搜出一个在逃杀人犯。 后一个 “摇”字勉强可以理解为“搜查”;例 ( 3)的后一个

“摇”字勉强可以理解为“培养”。 显然 ,摇头丸、摇篮中的“摇” ,用固定的“摇动”义 ,而拈连义或勉强理解为“搜查” ,或勉

强理解为“培养” ,是临时修辞义。

( 1)有了“关系”便没关系 ,没有“关系”便有关系。 ( 2)囚犯“算命”骗狱警 ,狱警被“算”成囚犯。

例 ( 1)意思是 ,有了人情关系 ,办事就没问题 ,而没有人情关系 ,办事便成问题。关系有二义: 一是特指人情关系 ;二

是礼貌用语“ (不要紧 , )没关系” ,有“没问题”的含义。 ( 2)“算有推算、算计、谋害等义 ,“算命”用 “推算”义 ;被“算”用 “算

计、谋害”义。 此二例前后用不同的词语意义 ,是双饰修辞。

7. 截取。

( 1)小偷“洗手”作反扒顾问。 ( 2)“老成”的少年—李铁。

以上二例是截取成语的修辞用法。例 ( 1)由“金盆洗手” 截取“洗手” ,有言简意赅之效。例 ( 2)“少年老成” 先截取“老

成” ,又接用“的少年”。若题为“少年老成的李铁” ,意思虽然差不多 ,却减弱了对“老成”的强调。成语的结构是不允许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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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变动的 ,但作者偏偏变动 ,定式成了变式 ,所以加上引号 ,以显示变式跟定式的区别及联系。

8. 虚晃。

( 1)王力宏“打”女人。 ( 2)为了彻底搞清楚非法职介的骗人招术 ,……又 去 现 场 “培 训 ” ,踩了 4个小时的衣车。……她

的 “打 工 经 历 ”刊 出 后 ,传奇曲折的采访经历引起了中央电视台记者的关注。

例 ( 1)是演员因剧情需要 ,作出假打的动作 ;例 ( 2)是记者因工作需要 , 去假培训、假 打 工 ,刊出假打工经历。 因 为 是

装 模 作 样 、虚 晃 一 枪 的 事 ,所以这些词语就加上了引号。笔 者 暂 时 称 之 “虚 晃 ”。

9. 婉曲。

( 1)唯一公厕被拆 ,千名打工妹“方 便 ”无 门 。 ( 2)虽免却了“断 根 ”的 危 险 ,但可能永远丧失性功能。

有 关 排 泄 和 性 方 面 的 词 语 ,如果直接写出来 ,显得粗鲁不雅 ,一般会用委婉曲折的词语来表达 ,加上引号 ,有标示其

为婉曲修辞手法的作用。

(二 )新显词义

1.利用引申而新显的词义。

( 1)××“落 户 ”××厂 。 ( 2)虎门再销“烟 ”。

例 ( 1)“落 户 ” , 原指户口落籍 ,户口落籍有时伴随工作单位落定 ,此引申指工作单位落定 ; ( 2)“烟 ” ,原指鸦片烟 ,此

引申指海洛因。

2.利用改变词义范围而新显的词义。

( 1)电力专家联合“会 诊 ”。 ( 2)众专家“把 脉 ”指 出 方 向 。 ( 3)有人离婚是因为夫妻性格存在较大差异 ,“战 火 ”不 断 而 分

手 。 ( 4)深圳青年节日“充 电 ”忙 。 ( 5)为什么在深圳会有这么多人的婚姻亮起了“红 灯 ”。 ( 6)“楼 博 士 ”咨 询 台 。

例 ( 1)“会 诊 ”本 是 医 学 专 家 的 事 ,此例改变适用范围 ,用于电力专家 ,“会 诊 ”就 有 了 “开 会 研 讨 ”的 新 含 义 ; ( 2)“把 脉 ”

本 是 中 医 的 诊 断 手 段 ,此处有“分 析 研 究 ”的 新 含 义 ; ( 3)“战 火 ”由 战 场 改 变 适 用 范 围 到 家 庭 ,此处有 “争 吵 ”的 含 义 ; ( 4)

“充 电 ”由 物 理 学 词 语 改 变 适 用 范 围 到 文 化 学 习 方 面 ,此例有“利 用 工 作 闲 暇 读 书 学 习 ”之 义 ; ( 5)由交通词语改变适用范

围到婚姻 ,有“受 阻 中 止 ”之 义 ; ( 6)“博 士 ”由 教 育 改 变 适 用 范 围 ,此例有“在 某 一 领 域 知 识 丰 厚 的 人 ”之 义 。

3. 利用字面而新显的词义。作 者 弃 该 词 本 来 的 搭 配 关 系 于 不 顾 ,暗暗换上作者自己别作的一番新解 ,字面上波澜不

惊 ,字底下暗流涌动 ,看似字字紧扣 ,实则“望 文 生 义 ”。 如

( 1)法国一名女子……享 用 一 顿 龙 虾 餐 之 际 ,冷不防龙虾竟向她施以“胸 袭 ”。 ( 2)沪上新人向往 “包 办 婚 姻 ”。 ( 3)专家

与少男少女谈“情 ”说 “爱 ”。

例 ( 1)“胸 袭 ” ,本特指色魔袭击女性胸部 ,此指龙虾虾钳夹住勒杜萝的胸脯。 “胸 袭 ”一 词 的 施 事 者 及 受 事 者 均 改 变 。

( 2)“包 办 婚 姻 ” , 本指封建家长包办子女婚姻 ,此指由企业承包办理婚庆服务。此 词 的 施 事 者 由 封 建 家 长 暗 换 为 企 业 ,

“婚 姻 ”由 指 婚 姻 的 缔 结 变 为 指 婚 庆 服 务 。 ( 3)谈情说爱 ,本指异性交流情爱的感情 ,此指谈论有关情爱感情方面的问题 ,

词语的搭配对象及内容都暗换了。

(三 )新显词语

1.科技文化生活新显词语 ,如:

( 1)深圳决定在深圳高新技术园区建立“虚 拟 大 学 园 ”。 ( 2)他当上了“聊 天 室 ”的 管 理 员 。 ( 3)“网 ”下 施 报 复 ,伤及无

辜。 |他 成 为 了 一 只 地 地 道 道 的 “网 虫 ”。

现 代 科 技 文 化 飞 速 发 展 ,深圳作为建立最早、发 展 最 快 的 特 区 ,新事物、新 现 象 、新 概 念 也 最 早 涌 现 ,这些“新 显 词 语 ”

往 往 在 报 刊 上 以 加 上 引 号 的 形 式 面 世 。 ( 1)“虚 拟 大 学 园 ”是 新 事 物 ,新概念。 ( 2)“聊 天 室 ”。 ( 3)“网 ”、“网 虫 ”、“网 上 警

察 ”、“网 上 垃 圾 ”、“网 上 支 付 ”等 词 语 迅 速 出 现 ,还有一大批新显词语如“上 网 ”、“触 网 ”、“网 恋 ”等 成 为 今 天 都 市 生 活 现 代

化 的 代 名 词 、口 头 禅 。

2.古典词语:古典词语虽古已有之 ,但作者在笔下写出时 ,是假定读者不太了解、不 太 熟 悉 的 ,是超越时间又以“新 ”

视 之 ,重新显现的 ,为了提请注意 ,也加上引号 ,因此笔者也以之归于“新 显 词 语 ”。 如 :

( 1)挖出“硕 鼠 ”厂 长 。 ( 2)“日 啖 ”辣 椒 50吨的启示。 ( 3)科教“弄 潮 儿 ”。

例 ( 1)“硕 鼠 ”出 自 《诗 经 》 ,喻贪得无厌、敲 诈 百 姓 的 贪 官 污 吏 ; ( 2)“日 啖 ”出 自 苏 东 坡 诗 句 “日 啖 荔 枝 三 百 颗 ” ; ( 3)“弄

潮 儿 ” 出 自 古 典 词 句 “嫁 与 弄 潮 儿 ” ,后喻敢于探险 、勇 于 开 拓 者 。 这 些 古 典 词 语 形 象 典 雅 ,若以上标题写作“挖 出 贪 官 厂

长 ”、“日 吃 辣 椒 50吨”或 “日 销 辣 椒 50吨”、“ 科 教 先 锋 ”之 类 ,则平淡无奇 ,大为逊色。

3. 方言词语: 由于现代人流动频繁 ,五方杂处 ,方言词语得以在更大的空间里传播 ,虽有“普 通 话 南 下 ” ,但也有 “广

东 话 北 上 ”以 及 各 种 方 言 的 “东 去 ”、“西 来 ”。方 言 词 语 在 初 登 大 雅 之 堂 时 ,尚不被广大读者所了解 ,对于广大读者而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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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显 词 语 ”。 如 :

( 1)一个临时打工的 ,竟敢这么“蹿 ”。 ( 2)地下卖肾市场也有“蛇 头 ”。 ( 3)被 “红 包 ”葬 送 的 副 县 长 。 ( 4)被卖“猪 崽 ”。

( 5)告丈夫包“二 奶 ”。 ( 6)马路上一些乱摆买的“走 鬼 ”生 意 也 很 旺 。 ( 7)报考军事院校肯定“有 着 数 ”。

以 上 是 粤 方 言 词 。 ( 1)“蹿 ”大 约 相 当 “逞 能 ”、“蛮 横 ”; ( 2)“蛇 头 ”是 “引 领 偷 渡 者 而 牟 利 的 人 ” ,后也泛指“以 不 法 勾 当

而 牟 利 的 人 “ ; ( 3)“红 包 ”是 “用 红 纸 装 着 钱 的 包 ” ,代指礼金 、奖 金 等 ,此处代指“贿 金 ” ; ( 4)“猪 崽 ”喻 指 “乘 车 中 途 被 转 卖

的 人 ” ; ( 5)“二 奶 ”指 “在 妻 子 之 外 又 非 法 姘 居 的 女 人 ” ; ( 6)“走 鬼 ”指 “警 察 一 来 就 跑 的 无 证 商 贩 ” ; ( 7)“有 着 数 ” 大 约 相 当

“有 希 望 ”、“有 好 运 ”。

4. 俗语: 常用于口语俗话的词语被写进“雅 文 ” ,也可算是“新 显 词 语 ”。 如 :

( 1)如何克服考前头脑发“木 ”。 ( 2)东莞外贸出口越来越“牛 ”。 ( 3)差点“飞 ”掉 的 25万元借款。 ( 4)长线投资东方电

子“发 ”了 。 ( 5)政府为大家“买 ”绿 真 是 舍 得 花 钱 ! ( 6)邮票如今也“毛 ”了 。

例 ( 1)“木 ”意 为 “麻 木 ” ; ( 2)“牛 ”意 为 “强 劲 ” ; ( 3)“飞 ”意 为 “散 失 ” ; ( 4)“发 ”意 为 “发 财 ” ; ( 5)“买 ”绿 ,意为“投 资 ”绿

化 ; ( 6)“毛 ” 意 为 “贬 值 ”。

5. 专业行话。

( 1)他可能已经“滑 坠 ” (摔下悬崖 )了。 ( 2)如果报警 ,那就不要怪我们“撕 票 ”。

例 ( 1)是体育专用词语 ,又带有婉曲色彩 ,一般人不了解确切含义 ,所以作者要加上引号 ,并配合括号说明意义。 ( 2)

“撕 票 ”是 匪 徒 黑 话 ,“杀 死 人 质 ”之 义 。 这 些 专 业 行 话 对 普 通 读 者 而 言 不 太 熟 悉 ,是新显词语。

二 、引 号 火 爆 的 原 因 和 使 用 的 误 区

(一 )引号火爆的内部原因

引号火爆的内部原因首先只能从语言本身寻找。李 渔 说 过 : “意 新 、语 新 、而 又 字 句 皆 新 ,是谓诸美皆备。”杜 甫 说 : “语

不 惊 人 死 不 休 。”要 使 词 语 取 得 “惊 人 ”的 效 果 ,就必须打破常规的用法 ,跳出习惯形成的框框。在 一 定 的 语 言 环 境 条 件 下 ,

对一些词语的常规用法临时做一些改变 ,让它产生新的面孔 ,这样 ,就易于引起读者的注意。 新 面 孔 的 显 现 ,一方面给人

以新鲜感 ,另一方面又给人以陌生感。 新 鲜 感 是 人 们 所 追 求 的 ,而陌生感又可能导致不解甚至误读 ,是人们所不希望的。

加 上 引 号 后 ,突出地标示出这一词语 ,表明作者是故意为之 ,引导读者在接受其新鲜感的同时 ,深入语境 ,进一步了解作

者的“苦 心 孤 诣 ” ,结识新显修辞、新 显 词 义 、新 显 词 语 ,以防止误读。 所 以 ,作为“三 新 ”形 式 标 记 的 引 号 ,有着言语本身既

要追求新鲜、又 要 防 止 误 读 的 作 用 。“三 新 ”词 语 在 开 始 的 时 候 ,具有新鲜感 ,但是用得多了 ,就逐渐地失去了新鲜感 ,或者

被淘汰 ,或者成了人们熟悉的词语 ,引号标新与防误的作用尽失 ,就不必再加引号了。如 :一篇题为《都 市 少 女 直 面 写 真 时

尚 》 的 文 章 ,从标题到正文有 24处“写 真 ” ,均不加引号 ,说明该词已经完成新旧转变 ,至少该文作者是这样认为的。 再

如 : “的 士 ”是 音 译 外 来 词 ,“的 ”仅 仅 是 “ dishi”中 一 个 无 实 在 意 义 的 音 节 ,由于 “的 士 ”可 以 和 “打 ”构 成 “打 的 士 ”这 一 谓 宾

结 构 的 词 组 ,后来“打 的 士 ”也 被 省 略 为 “打 的 ” ,又出现了“打 马 的 ”、 “打 面 的 ”、 “打 摩 的 ”等 用 法 ,的士司机男的被称为

“的 哥 ” , 女的则被称为“的 姐 ”了 。此 时 “的 ”已 完 全 变 为 汉 语 中 一 个 地 地 道 道 的 有 实 在 意 义 的 新 的 语 素 了 。“的 士 ”一 词 由

外 来 新 显 词 语 变 为 大 众 熟 悉 的 词 语 ,也就不必再加引号了。

(二 )引号火爆的外部原因

引号这一符号 ,视觉上大大不同于文字符号。 在 婚 礼 宴 会 上 ,新人的胸前各戴上一朵红花 ,在视觉上明显区别于他

人。在 词 语 海 洋 里 ,“三 新 ”词 语 的 头 上 加 上 一 对 引 号 ,在视觉上明显区别于其它词语 ,成为文章的“文 眼 ”、标 题 的 “题 眼 ” ,

特别引人注目。引 号 跟 其 它 标 点 符 号 所 标 示 的 位 置 不 同 ,其它标点在左下角或中间 ,唯一引号在上角。引 号 比 文 字 符 号 所

富 余 的 空 白 多 ,文字符号占满四角 ,而引号尚富余二分之一强的空白。 在 文 章 的 词 山 语 海 中 ,引号的形象很特异 ,一眼望

去 ,与众不同 ,因此对视觉的冲击和吸引特别明显。这 是 多 用 引 号 的 外 部 形 式 上 的 原 因 。

(三 )引号使用的误区

在引号使用中 ,由于作者对“三 新 ”词 语 的 理 解 不 同 ,或对引号的用法把握不准 ,在截取词语、标 加 引 号 时 ,可能出现

错误 ,如:

( 1) 30硕士竞聘中东“空 姐 ”。 ( 2)误入“狼 窝 ”。 ( 3) 181辆残旧中巴被“肢 解 ”。 ( 4)解决“瓶 颈 ”问 题 ,建设教育强市。

“空 姐 ” 应 是 普 通 词 语 ;“狼 窝 ”、“肢 解 ”、“瓶 颈 ”等 词 由 比 喻 而 产 生 的 比 喻 引 申 义 早 已 成 为 固 定 静 态 词 义 。 以 上 词 语

不 加 引 号 当 不 致 误 解 。

( 1)都市流行不在家坐“月 子 ”。 ( 2)××大 厦 执 “牛 耳 ”。 ( 3)××空 调 卖 “安 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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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应是“坐 月 子 ” ,而不仅仅是“月 子 ” ,引号应标为 “坐 月 子 ” ; ( 2)应是“执 牛 耳 ” , 而不能仅仅标为“牛 耳 ”。 ( 3)意

思是以安装服务为卖点 ,应引“卖 ”或 “卖 安 装 ” ,因为临时新显词义在 “卖 ”一 词 。

三 、引 号 的 多 见 载 体 和 多 发 部 位

(一 )引号的多见载体

一般来说 ,思想活跃、语 言 活 跃 、形 式 活 泼 、贴 近 生 活 的 文 章 里 “三 新 ”词 语 比 较 多 。“三 新 ”词 语 常 常 在 地 方 报 刊 、小 报

和 口 语 里 活 跃 了 一 段 时 期 之 后 才 在 大 报 、正 规 文 件 上 用 开 。 所 以 本 文 采 用 语 料 的 载 体 多 为 《深 圳 商 报 》、《深 圳 晚 报 》、《深

圳 特 区 报 》、《深 圳 法 制 报 》等 地 方 报 刊 ,而且多采自文化生活、文 学 娱 乐 、经 济 法 制 、地 方 新 闻 等 版 面 。

(二 )引号的多发部位

一般来说 ,作者、编 者 立 标 题 特 别 用 心 思 ,标题要吸引人 ,往往要新颖 ,而且字数不能多 ,所以标题里常常出现“三 新 ”

词 语 及 其 引 号 ,本文用例绝大多数正是采自标题。 标 题 以 其 新 奇 特 异 取 胜 ,先把读者注意力吸引过去 ,若有不解 ,再细读

正文 ,这正是作者、编 者 的 目 的 所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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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ation Mark: Signal of Neolog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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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 uch use o f the neologism now aday s is no ticed in the w ay of the appea rance o f new

w o rds and the new lex ical meaning and rheto rical way of old ones. The neologism is usually st ressed

in an o ral w ay and ma rked or cued wi th quo ta tion ma rks in a w ri t ten w ay. As a resul t , the quo tation

mark has become a signal of the neologism in one o f i ts functions, which will be lost when people

g radually know the neologism qui te w ell after the neolo gism comes to be sta tic one.

Key words: quo ta tion ma rk; neo logism; signal; rheto ric; lexical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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