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92020 年第 2 卷第 2 期 理论热点

对“点赞”一词的语言学浅论
尹　娇

（广元天立国际学校，四川省 利州区 628000）

摘要：“点赞”一词风靡网络和现实生活，运用极其广泛。但笔者发现鲜有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赞”进行剖析。本文将试图从

语言学的角度出发，以分总的方式，三方位对“点赞”一进行探讨。前两方面是探究该词的两个构词语素，最后是剖析该词词义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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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赞”的探源

“赞”《说文解字》云“赞，见也，从贝，从兟。”段玉裁注曰：

“此以叠韵为训疑当作所以见也，谓彼此相见必资赞者。士冠礼‘赞

冠者’，士婚礼‘赞者’注皆曰：‘赞，佐也。’《周礼·大宰》

注曰：‘赞，助也。’是则凡行礼必有赞，非独相见。”今天的“赞

助”一词就不难理解了。《康熙字典》【疏】进习上古行事，赞

成其辞而言之也。这里的“赞成”非现代汉语中的“赞成”一词，

而是与《尚书·皋陶谟》“予未有之，思曰赞，赞襄哉”一句的

赞是一个意思，即赞奏。笔者赞同张立兵的观点，“赞”的词义

演变特别是“称赞”之意的由来是出于古代延续至今的部分地区

仍存的，在举行婚丧，祭祀仪式时出现的赞礼。《古汉语常用字

字典》 “赞”的第四个义项：《汉书》《后汉书》《晋书》等纪

传的结尾部分有“赞”略等于一个总评，对传记人物的一种歌颂。《汉

语大字典》卷七，贝部，对赞的解释有十一条义项其中第八条是：

“称赞，赞美。”《现代汉语词典》有三条关于“赞”的记录，

其中第二条是：“称赞，赞许，赞成。”“赞成”的解释是：“同

意和帮助使完成。”

“赞”又是如何具有“赞成，赞同”之意的，将“赞同”进

行义素分析：赞同 [+ 明白 + 参与 + 肯定 ]。《易·说卦》：“昔

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韩康伯注：“赞，

明也。”孔颖达疏：“赞者，佐而助成，而令微者得著，故训为

明也。”这里的“明”即是明白之意。《字汇·贝部》：“赞，

参也。”《史记·孔子世家》：“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义素

中的“肯定”为“称赞”之意，称赞就是对一个事物的肯定，作

出的积极评价。

网络符号“赞”的设计，用义是表示“赞同，称赞”之意。

“点赞”是一个离合词。“点赞”这个合成词在使用中往往可

以拆开，在中间插入别的成分，变成短语，如：“点赞→点个

赞→点三十二个赞”，这种结合在一起是词，插入别的成分时

是短语的合成词，在现代汉语中还是比较常见的。随着“点赞”

一词的广泛使用，该词的内部也发生了词义的轻重变化，即偏义。

“点赞”起初可以看作是“点”和“赞”两个语素承担同样分

量的词汇意义。但后来“点”的词汇意义出现了逐渐弱化的趋势，

使得“点赞”出现了逐渐以“赞”为侧重点。即是说词汇的主

要意义由“赞”承担。最近的调查发现，很多人在使用“点赞”

一词时将“点”省略了，例：“我发了说说，你记得赞啊！”“赞

一个！”这类似的句子和短语的出现促成了简缩词“赞”的产生。

这里的“赞”就代表点赞的意思。由于“赞”本身也是一个动词，

所以当两个动词放在一起成为一个合成词时，随人们的使用而

发生词义的偏重是比较正常的。这样它的表达更为新颖，更为

省力。

二、“点赞”的词义演变

“点赞”一词的用法也极为多样。下面对点赞一词进行渐变

的义素分析，进而来探讨词义的扩大现象。

A、点赞 [+ 点 + 网络 + 图标 + 赞同 + 支持 + 已阅 + 关注 ]

B、点赞 [+ 点 + 网络 + 图标 - 赞同 - 支持 + 已阅 + 关注 ]

C、点赞 [+ 点 + 网络 + 图标 + 赞同 + 支持 - 已阅 + 关注 ]

Ｄ、点赞 [+ 点 + 网络 + 图标 - 赞同 - 支持 + 已阅 - 关注 ]

Ｅ、点赞 [- 点 - 网络 - 图标 + 赞同 + 支持 + 已阅 + 关注 ]

Ｆ、点赞 [- 点 - 网络 - 图标 + 赞同 + 支持 - 已阅 + 关注 ]

以上的六个义素分析基于词语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动态变化

而进行的。可见“点赞”一词不一定要“点”这一动作，不一定

必须在网络的环境下，不一定有图标，但必须有点的对象的存在。

由于一些“点赞党”“点赞族”的存在使得“点赞”表达的“赞同，

支持”义开始消解，逐渐向“已阅，关注”扩大，即表达一种关切，

关注的方式。

三、结语

综上所述，“点赞”一词虽来源于网络，词义却被泛华，结

构被简缩。但究其更远，泛华的词义都是围绕着“赞”所进行的。

本文探究“点”的源流是在说明“小黑也”（点的本义），如何

成为现在广泛使用的动词，配以“赞”而成为十大热词之一。对“赞”

的寻源是在解释，“赞”这一词，词义的扩大。其实在现实生活

及语言学中，词义的扩大现象是常态，但要对一个新词进行考证，

也不得不追溯其根源，才能揭晓其所表达的准确意义。

注释：①见《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 1963 年版，说文十

上，二十五中的黑部。

②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四八九页，

十篇上，五十六

③见《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 1982 年

⑧见《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第四版

⑨见《汉语大字典》四川出版集团，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

长江出版集团，崇文书局，卷七，贝部，第 3899 页   

⑩见《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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