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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的思想愈发解放，伴随着新事物、新观念的
不断涌现，新词汇也不断出现。 ＂ 忽悠” 一词的流行表明在言语活动中人的主动性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人不仅能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且能够影响或改造社会生
活，使之成为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空间。 它揭示了语言与社会的“ 共变”的关系，也预
示着国人今天的社会生活和社会语言环境正由原来的黑白分明、单一化朝着多元
化、多层次的社会环境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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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we enter into the new 21st century, people's thought are be
coming more and more open. New things and concepts appears in every minute, 
and so as those new words. The new word "Hu You" just exactly reveals 
people's ab山ty of initiative. Not only that people could adapt to the changing life 
well, but also we could do something to remold the society, which means we 
could create the own culture space in this new ear. This phenomenon brings the 
concept'changing at the same _time'between the society and the language to the 
light, and also reveals that the society is changing from the unitary to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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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1年赵本山、范伟和高秀敏的小品《卖拐》在春节晚会上播出后，“ 忽悠 ＂ 一词便迅
速在大江南北流行起来。2002年三人合作的小品《卖车》在春节晚会上播出后则更加快了
该词的流行速度。 随着2005年赵本山的小品《功夫》在春节晚会播出后，赵本山塑造的“大
忽悠 ”形象虽然暂时告别春晚舞台，但“ 忽悠”一词却并未从现有的语言环境中消失，反倒彻
底扎下根来。

近日，当一名日本留学生问及 “ 忽悠 ＂一词的意思是不是＂ 骗 ”时，引起了我的注意。
以下是从《南京晨报》2008年9月至200·9年1月间新闻中找到的＂ 忽悠 ＂ 一词的例句，

其频率之高、词义之多元引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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