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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 语言和语言生活

• 语言生活研究和语言研究

• 中国语言生活研究的兴起和贡献

• 实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语言生活

• 问题讨论

• 结语

吕叔湘：1981 语言和语言生活

• 语言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

• 没有语言生活就没有语言，语言存在于语言生活中

• 研究语言不能不观察语言生活

• 研究社会语言学更不能离开观察语言生活

语言研究和语言生活

• 通过语言生活研究语言

–副+名。“被就业”

• 从语言看社会生活

–语言对社会生活的记录

–语言对社会的影响

• 语言生活方式的变化

–现实语言生活和虚拟语言生活。线下和线上语言生活。

语言生活研究的理论背景

• 宏观社会语言学
• 中国语言生活研究主体是在宏观社会语言学框架下进行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

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全球范围内少数民族语言濒危问题严重，人类的语言权
利、语言资源意识空前觉醒，语言多样性、多语多言、语言复兴、语言权利、
语言规划等课题引起普遍重视，大大推动了微观社会语言学向宏观社会语言学
的转型。（Cystall2000，Ball 2010：2）

• 语言社会学

• 语言研究中的问题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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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生活研究在西方

• 语言生活

– language life？

–语言调查（language survey）

–语言状况（language situation）

–语言使用（language use）

–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

Ball(2010)：10个国家和地区社会语言学研究

洲别 国别或地区 研究关键词

北美 美国 美国非裔英语、多语制、语言变异

加拿大 移民语言、城市语言研究、英法语言接触、语言变异

亚洲

新加坡、马来西亚

印尼、菲律宾

认同、语言选择与语言转用、语言使用、语言多样性、华语、新英语

伊朗 借词、语言选择、转用式双言制

大洋洲 澳大利亚 认同、语言濒危、移民语言、语言转用

新西兰 变异社会语言学

非洲 南非 语码转换、语言转用、语言濒危、语言变异、认同、多语制与语言接触

中东和北非 语码转换、双言制、语言转用、语言使用、变异社会语言学

欧洲 不列颠群岛 双语、语码选择、比较社会语言学、语言接触、语言变异

俄联邦诸国 语言态度、语言接触、语言濒危、语言复兴、语言转用、语言意识形态、

官方语言、少数民族语言

语言生活概念的提出和发展

• “语言生活”概念最早见于日本

– 1948年，日本成立国立国语研究所，其任务是“用科学方法调查研究国语
与国民语言生活”

– 1951年《语言生活的实际情况——白河市及附近地区》报告了福岛县共同
语普及情况

– 每两年一期的《国语学》杂志也辟有语言生活部分。（真田信治等
2002:42—61）

• 陈章太（1989）引入“语言生活”一词（邹煜2015：4）

中国语言生活研究的兴起

• 语言生活概念的阐释和推展
– 眸子（李宇明） 1997 

• 运用和应用语言文字的各种社会活动和个人
活动，可以概称为语言生活。

– 郭熙 1998

• 《当前我国语文生活的几个问题》，《中国
语文》，1998年第3期。

– 郭熙 2004，2013）
• 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中国社会语言学》
第8章

– 郭熙、朱德勇 2006

• 《当代语言生活》，江苏省新课标语文选修
课教材，凤凰集团。

《当代语言生活》致同学 《当代语言生活》致同学

•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语言。运用和应用语言文字的各种社会活动和个人活动，可
以概称为语言生活。是语言使人从动物的人成为社会的人。有了它，人们才能
够彼此互相沟通，文化才得以记录传承，思维才赖以顺利进行。自从有了语言，
人就有了语言生活；而文字的产生，又使人类的语言生活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性
质，并扩展到社会的更多领域。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语言生活的空间发
生了新的变化，许多新鲜的事物和新潮的思想，更是把我们的语言生活推向一
个前所未有的开放状态。

• 你将要学习的这门全新的课程，选取了一些含有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语言问
题的文本。和一般的语文课本中的文本不同，这些文本未必都是范文，但它们
所反映的情况，不少就发生在你的身边。请带着问题认真地阅读这些文本，并
积极参加老师所安排的相关活动，以丰富自己的语言知识，学会自觉观察并正
确认识社会生活中的语言现象，增强探究能力，培养语言文明意识，学会在社
会生活和交际中学习语言。

• 学会关注、观察语言生活吧。正确认识和了解语言生活，会把我们带入一个新
的天地。我们常常说要热爱生活，难道我们的语言生活不同样值得热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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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明（2016）：语言生活的新定义

• 语言生活是运用、学习和
研究语言文字、语言知识
和语言技术的各种活动。
（李宇明，2016）

李宇明（2016）：语言生活的范畴

语言 语言知识 语言技术

运用 语言运用 语言知识的运用 语言技术的运用

学习 语言学习 语言知识的学习 语言技术的学习

研究 语言研究 语言知识的研究 语言技术的研究

中国语言生活研究兴起的社会学术背景

• 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

• 语言的“躁动”和人们的无奈
–中国当今的语言生活总起来可以概括为16个字：生机勃勃，多姿多彩，矛盾交织，鱼龙混

杂。所谓生机勃勃、多姿多彩，突出表现在新的语言现象、新的使用方式和新的使用风格
上；所谓矛盾交织、鱼龙混杂，是说新的语言生活带来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郭熙：
2004:300）

• 中国社会语言学的重振旗鼓
– ……社会的发展，多种媒体的出现，更使得语言生活的空间产生新的变化。例如，现代各种语言文字的传

输、加工技术的发展，就改变了传统的语言生活方式。语言生活在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社会对语言
生活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关注语言生活，探讨如何提高语言生活的水平和质量，成了当今社会语言学
的一项重要任务。（郭熙 2004：300）

• 语言研究的多元需求

语言研究的多元需求

• 语言本体研究资源的有限性日益凸显，大批新生代寻找新
的出路

• 语言中的新问题需要解决

• 语言研究方法和视角扩展

• 语言研究团队格局重新洗牌

• 语言研究需要记录人类文明进程

• 中国社会语言学在探索中前进

中国语言生活的特点

• 郭熙，1998：

– 大量超规范现象步入大众传媒。南方一些有影响的方言向北“挺进”。外
来语直接进入了汉语交际圈

• 郭熙，2004：

– 新的语言现象大量涌现。大量“超规范”现象步入大众传媒。普通话快速
推展，南方一些有影响的方言向北“挺进”外来语直接进入汉语交际圈

• 影响语言生活的因素（郭熙，2004）

– 大众传媒的多样化。社会交际圈的分化。语言观念的改变。域内外汉语的
“接轨”

• 当前语言生活的特点？

当前语言生活的特点

•语言矛盾时隐时现，语言事件频发
–母语教育、方言、民族语言、外语教育、汉字简化、中文传播

•语言变异渗透到方方面面
–语音、词汇、语法、语用。语言地图改写。

•语言接触频繁，传播速度加快，形式多样
–国际化、信息化、城市化、乡村振兴、人口流动、多向互动、语
言竞争、语言保护

•语言观念激烈碰撞
–纯洁、规范、标准、民粹主义、语言文明、语言暴力

•语言服务需求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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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生活研究的成果

• 2006年首部《中国语言生
活状况报告》问世

• 大批的科研成果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

• 各地语言生活观察

• 海外和境外

语言生活研究的代表作《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

• 李宇明 2021《中国语言生
活研究15年》

• 李宇明 2006 《中国语言生
活状况报告》的缘起

• 汲传波 2010《中国语言生
活状况报告》出版后的社会
反响

• 郭熙 2015《中国语言生活
状况报告》十年

• 郭熙、祝晓宏 2015《中国
语言生活研究十年》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成果

• 从语言生活中观察和认识语言，记录中国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给
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 提出和推展了一批新概念，为建设中国语言生活研究的理论体系打
下了基础

• 展现了一系列新的研究理念、语言观和研究视角，丰富了中国社会
语言学乃至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

• 发表了一批有针对性的调查和咨政报告，就语言生活中的问题提出
了实用性建议

• 打造了一支有共同理想信念的研究团队，客观上形成了学术理念上
的“中国语言生活派”

理念

• 国际视野

• 问题驱动

• 关注社会（接地气）

• 服务国家

• 数据（材料）说话（讲务实）

• 重视观察

• 关注语言生活，引导语言生活，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

• 语言是资源，要珍惜它，爱护它，充分开发利用它，以期
获取最大的语言红利

• 努力提升个人的语言能力和国家处理海内外事务的语言能
力

• 尊重各社区、各群体的语言权利，主张“地位平等、功能
互补”的多语主义，使各种语言及其变体各得其所、各展
其长、各安其位、相辅相成

概念

• 语言生活。语言资源 。语言安全

• 和谐语言生活。动态流通语料库

• 科学地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

• 国家语言能力

• 语言实态

• 语言产业。语言服务。应急语言。

• 语言治理。老龄语言。

• 祖语。华语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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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生活研究成果系列

• 语言生活皮书

– “国皮”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同步产品：《中国语言生活要况》）

–《中国语言政策发展报告》

–《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

– “地皮”

• 《北京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广州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 《上海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国语言服务发展报告》《粤港澳大湾区
语言状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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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战略研究》2017年第3期

《语言战略研究》2021年第4期 主要关涉领域

• 广播电视新闻出版

• 民族语言使用状况

• 普通话和方言

• 聋哑人手语。盲文

• 农民工语言状况

• 教材语言

• 外国人在中国的语言生活

• 语言救助。应急语言。

• 地名路牌

• 企业语言

• 新媒体语言

• 中文国际传播

• 海外华语传承

• 每年热点语言事件

• 字词语盘点

• 港澳台语言生活

• 国外语言政策

一个实例：70年的中国语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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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生活研究的事实和依据

• 观察、调查、文献

–语言生活事实的发现

–影响语言生活的重大事件和活动

• 社会事件

•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

–不同时期词语产生、活跃或隐退现象

–影响社会生活的语言产品

• 标语、口号、歌词、民谚民谣、段子

前30年（1949-1978）的一些重要事件

• （1）《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为祖国语言文字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

的社论，同时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讲话》，随后，《中国语文》连载
丁声树等的《语法讲话》。

• （2）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全国现代汉语规范学术会议分别在北京举
行，前者把“国语”改称“普通话”，并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后者强调汉语规
范化的重要性，对现代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以及词典、翻译、普通话和方
言的关系、文学风格和语言规范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 （3）开展文字改革。1957年，国务院发通知在全国推广普通话；1958年，周
恩来发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全国人大批准颁布《汉语拼音方
案》，使汉语有了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拼音形式；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审
订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1977年，国务院公布《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

前30年（1949-1978）的一些重要事件

• （4）扫除文盲。在建国初期开始的“扫盲”的基础上，1956年3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掀起全国性的扫
盲运动。

• （5）统一计量单位。1959 年 6 月 25 日国务院发布《统一计量制
度的命令》，确定以米制（即公制）为我国的基本计量制度，随后
又发出了一系列的指示、命令、法律等，这一工作对语言生活的影
响很久以来被忽视了。

• （6）《暂拟现代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发布，它在中小学语文教
学的语法规范教学方面起到了积极，也对全社会的语言生活规范有
不小的影响。

后40年（1979-2018）重要事件：第一阶段

• 1979到2005

• （1）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确定了新时期语言
文字工作的方向，把以语文文字信息化委目标的规范工作
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

• （2）1997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确定了新世纪的语
言文字工作的目标和任务。

• （3）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法》（2000）。这一阶段标志着中国语言规划
的主要目标是标准化和法制化建设。（李宇明 2019）

后40年（1979-2018）重要事件：第二阶段

• 2006到2018

• （1）首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出版，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语委负责人提
出建设和谐语言生活，国家语言能力问题引起关注。

• （2）2010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

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在大力推广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的同时，要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

• （3）2013年，国务院发布《通用规范汉字表》

• （4）汉字信息化、激光照排技术的发明使中文印刷业告别“铅与火”

• （5）“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推动外语多语种教学。

建设（1949-198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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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汇最能反映社会语言生活的变化，也是语言生活中主要
元素。

• 它们的活跃或隐退或复出，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也
反映着语言自身的发展和变化。

• 把1949年以来各地的新词语按照年代编排，就是一部历史
词典。（郭熙1993）

文字改革出版 1960：《新词语》

• 爱国公约 爱国卫生运动白皮书 保守思想 标兵

•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竞赛 促进派

• 大字报 动向 本位主义 反动派丰产田 分配 分水岭

• 国营 后进 划时代 尖兵 基本点 捷报 阶级 冒进

• 老八路作风两面派 两重性 两面性

• 三八作风三大差别 三级所有制

• 试点 挂帅 同路人 土洋并举

• 土~  唯~

精神污染（1979-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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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標題

70年70词

• 1979-1988

–平反 大包干 万元户 中国女排 春晚 一国两制 经济特区 喇叭
裤 录像厅 出租车

• 1989-1998

–卡拉OK    希望工程 双休日 高速公路 香港回归 大哥大 网吧
超市 京九铁路 互联网

• 1999-2008

–非典 电邮 神舟飞船 黄金周 博客 北京奥运 汶川地震 快
递 农民工 动车

• 2009-2018

–微信 中国梦 航母 智能手机 互联网+     广场舞 一带一路
高铁 雾霾 二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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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词语、中国各地的社区词、世界各地华语词汇等，实质上
都跟社会发展变迁有关。

• 最近10多年，人们开始寻找一些有代表性重要词语来反映社会语言
应用，记录社会的发展变化。从2006开始，中国开始进行汉语年度
盘点，用一个词描述过去一年的中国和世界。

• 研究70年的语言生活，如能够选出恰当的年度词来反映当时的语言
生活，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 在梳理中国的语言事件的同时，我们还对70年中出现的一些词语进
行了梳理，试图选择一批年度代表性词语。

标语、口号

• 1949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 1950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 1951 坚决镇压反革命

• 1953 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
项工作的灯塔

• 1954 一定要解放台湾

• 1955 走合作化道路

• 1956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 1958 大跃进万岁

• 1958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 1958 人民公社好

• 1962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1963 向雷锋同志学习

• 1964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 1966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1967 抓革命，促生产（类推：抓革命，促学习）

• 1968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 1969年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 1971年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 1974年 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 1978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1980  只生一个好

• 1981 振兴中华

• 1982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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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  面向现代化，面向全世
界，面向未来

• 1990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 1992  发展才是硬道理

• 1995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
气

• 2008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

• 2017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文献

• 不同时期记录研究共和国历史的著作和论文和新词语词典。它们是
当时的学术成果，整理记载了当时的历史事件和词语；同时，就其
文本本身来说，也是这些时代的语料。1962年，文字改革出版就出
版了一本《新词语》，共1000多条，“收词范围以解放以来党和政
府的文件及报章杂志中常见的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科学新词和新
语为主，酌收一小部分自然科学新词”（文字改革出版1962），
反映了新中国前十多年的社会发展。改革开放后出版了不少新词语
词典。从1991年开始，中国开始出版系列的年度新词语词典（于根
元、周洪波、刘一玲 1991-1994；周荐 2006；侯敏2007-2016；
邹煜 2017-2018），这是非常有价值的；美中不足的是，中间有所
间断，收词也受到了这样那样的限制。

文献

• 二是不同时期发表或出版的反映时代生活的文学作品。例
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谓的“十七年”文学作品，
“文革”时期的文学作品等等，时代特色非常明显。

• 在某些情况下，后人或亲历人后来写作的反映某一历史时
期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也有参考价值，不过作为语料未必
可靠。我们在不少作品中都发现了“穿帮”现象。

文献

• 三是本世纪以来开始的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历年
的监测报告。这是中国语言生活的现状的客观真实的数据
记录。

• 口头文献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这次的研究中做了
很多访谈，意识到它也是一项抢救性的工作。80岁以上的
健在老人，是中国70年语言生活的亲历者，他们对语言生

活的方方面面有深刻的记忆，对词语的感受颇深，是正在
逐渐消失的活文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语言生活的特征与走向

•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不断推进，使用水平不断提高

• 多种语言和方言并存，和谐多姿

• 语言生活与时俱进，时代特征突出

• 语言观念明显变化，语言价值取向趋于多元

• 语言自身不断发展，词语更替频仍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不断推进，使用水平不断提高

• 当今中国，普通话已经成为真正的国家通用语言，成为中国语言生
活中的语言主体。根据1999-2000年的全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
查，当时中国能够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人口比例全国平均为
53.06%，各省份差别较大，最高的 90.36%，最低仅16.10%

• 10年后的进一步研究则表明，全国已基本形成普通话、汉语方言和
少数民族语言一起构成主体多样性的语言生活局面，在少数民族地
区和大的汉语方言区，双（多） 语双（多）方言的交际模式成为
社会语言生活的主流（谢俊英 2011）；地处边疆的广西，普通话
普及率从2000年的56%、2010年的80.7%,提高到2017年的
84.7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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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言同音

• “中国两千年来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言同音”（侍
建国、张律 2018），这是当代中国语言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如果说两千多年前的“书同文”凭借统一的汉字记录
传承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的历史进程的话，那么，当代中国的“言同音”则为增进
各民族和各地区的言语交流，维护国家统一，增强中华民
族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了语言基础，它是
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其历史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
过分。

• 在语文教育方面，建国初期，全国5亿多人口中文盲率高达
80%。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掌握一定的语文技能，新
中国一建立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运动，
文盲率逐年下降，达到如今的4.08%，识字人口使用规范
汉字的比例超过95%。从文盲到脱盲，改变了人们的语言
生活。（孙竞 2018）

• “扫盲”一词的走势反映了社会对“扫盲”的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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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標題 • 中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中国语言生活的主流，与中国
政府正确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是分不开的，推广普通
话，简化汉字，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等，都是语言生活协奏
曲中的重要乐章

主体多样和谐共生

• 作为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和多方言的国家，中国语言国情复杂，语
言生活多样。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情况千差万别。随着普通话的推
广、外语教育普及以及语言接触频繁，双语双言人越来越多。带有
方音的普通话，普通话味儿的地方话等等，都呈现在语言生活中，
活跃在语言生活中。从国家通用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看，国
家通用语言是主体，各少数民族语言体现出多样性；从普通话和方
言角度来说，汉语普通话作为主体，同时又有方言的多样性。国家
通用语言、民族语言和方言，各自具有不同的功能，各得其位，各
司其职。

• 这种语言生活局面的形成有一个过程。50年代以来，“推

普”一直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重心。尽管一再强调推广
普通话不是消灭方言，但即使是在尚未改革开放、大量社
会人口移动很少发生的情况下，各地的方言仍然受到了影
响，鲍明炜（1980）指出了南京方音出现了向普通话靠拢
的趋势。上个世纪90年代，语言生态和方言保护问题进入
我们的视野（郭熙 1999），随后，方言保护问题受到越来
越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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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新世纪，中央提出在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
时，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这是一个历史性突破，它
从顶层设计上确定了中国语言生活主体化和多样性发展的
宏观基调。与此同时，讲方言、方言比赛、方言文化进课
堂，成了社会热点，方言资源网站和公众号越来越多，构
成了当今中国语言生活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 主体化和多样性发展还体现在中文跟外文的关系上。外语
正在不断地进入语言生活。

• 外语广播电视、外文书刊数量有很大的增加。中国外语教
学的语种从改革开放前的45种（1965年，见付克 1986：
80）增加到目前的98种。

• 外语词、外语穿插以及字母词的使用曾不断引发热议，常
常成为中国语言生活的热点话题。

• 海外华语也不断跟中国国家通用语言互动。以普通话为基
础的海外华语在世界各地形成不同变体，体现了各地华语
的互补，对中国的语言生活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与时代共舞

• 中国语言生活始终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运行。

• 前30年的社会制度变革、国家建设和不断的政治运动，是
当时社会语言生活的强大动力。这一时期语言生活涉及的
领域相对单一，主要在政治生活、教育、文化宣传等方
面。“红色电波”会立即把一个新的表达方式传到祖国的
各个角落。

• 时代的发展也使语言生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语言使用习
惯正在改变：传统书信已经成为罕见物，传统的读书在不
少情况下正在被电子读物取代，而听书成了一种新的阅读
方式。人们写字的机会越来越少，提笔忘字已经成为普遍
现象。

• 虚拟语言生活已经成为现实语言生活的组成部分。

语言价值取向逐渐多元

• 语言价值取向多元是当今语言生活的又一个重要特点。70

年的语言生活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从追求语言的纯洁，到
重视健康的语言生活；从把语言多样性看作问题，到把它
看作资源进行监测、开发和保护；从把语言看作纯交际工
具到认识到语言意识形态的存在，进而认识到语言对认同
的建构功能；从重视个人语言能力的培养，到提出国家语
言能力的提升；从国家层面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到意识到
地方、社区、企业和家庭的语言规划。这一系列的语言观
念正逐步演化为社会共识，影响着当今的语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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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逐渐成为社会各行各业都关心的话题，从中央到地方
相关机构的文件中，涉及语言的内容越来越多，语言文
明、语言扶贫、语言安全、语言传承等等都成为社会生活
的一部分；汉语盘点、汉字听写大会、成语大会等更是不
断地引起社会对语言文字的关注。

• 多元取向带来了语言生活的热点不断。汉语危机论、旧地
名恢复、地名用字读音、奥运会上的中国话、古诗文热、
“语保”工程、字母词使用、方言进课堂、语言识别、中
药名称规范、外语教育等，有的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有的
则引发各种争议。而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在中国召开，
会议起草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
为主题的永久性文件——保护与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岳
麓宣言》的正式发布，更把语言价值取向多元推向了一个
新的高潮。

• 语音方面除尖音范围扩大倾向明显、轻声儿化减少以及某
个时期港台腔流行外，总体保持稳定；语法的变化主要体
现在“有+VP”的广泛传播以及流行性程度副词频繁更

替、动宾式带宾语增多；词汇则是变中有稳，亲属称谓和
社会称谓不断简化，农业社会词语大量消失，新旧词语更
替频繁发生。外语、方言、字母词进入交际系统，经济、
科技词语融入日常生活，网络语言和日常语言交织。

语言生活文献的抢救记录

• 王洪君（ 2019）谈抢救性词记录方言词语：

• 虽然近几十年来地方特有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几近消亡，承负它
们的语词也逐渐不为青年一代使用；但有幸的是，这些语词仍然活
在中老年人的记忆中！这个时间差就是抢救方言对于保护地方文化
的特别价值——抢救性地记录中老年人记忆中的民俗词语，实际上
也就是在抢救地方文化——用科学释义、标记和各种多媒体的手段
可以尽可能多地保存那些渐行渐远的文化印迹，让我们的后代有机
会通过这些记录更多地了解、理解另一种存在方式和精神追求，从
而多一些自主思考和离开随波逐流的体验。

• 乡村振兴带来的语言生活研究

中国语言生活派的学术主张

•就语言生活为语言生活而研究语言和语言生活。（李宇明
《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韩语版读者》）

–关注语言生活，引导语言生活，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

–语言是资源，要珍惜它，爱护它，充分开发利用它，以期获取最大的语言
红利

–尊重各社区、各群体的语言权利，主张文化上平等、交际上互有分工的多
语主义，使各种语言及其变体各得其所、各安其位、相辅相成

中国语言生活派的学术主张

–加强语言教育，努力提升个人语言能力和社会语言能力。

–推进政府和学界的社会语言服务，关心国际、国家、领域和家庭
的语言规划，着力打造学界与社会的智力“旋转门”，探索用社会
话语表述语言学研究成果。

–语言学发展的原动力，就是解决社会前进遇到的语言问题。解决
这些语言问题，需要多学科共治，需要多种研究方法共用，需要重
视实态数据的收集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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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生活派的学术主张

–信息化为语言生活提供了虚拟空间，为语言运用提供了语言技术
和新媒体平台，为语言研究和语言规划提供了新手段。要全力促
进语言信息化，积极利用语言信息化成果，过好虚拟空间的语言
生活。

–从语言和语言学出发探寻更广阔的与语言有关的领域

–从语言生活中的事实材料出发去认识语言和世界

–重视资源开发，重视遗产的抢救性搜集与挖掘

未来展望：建议

• 培养交叉学科人才

• 培养有扎实基础的人才
–温馨提示新一代：走出误区，从本体做起，苦练基本功

• 走进和走出
–走进图书馆“静养”

–走出书斋“吸氧”
• 到社会上去，到田野里去，到实际工作中去；再往外，走进世界华人社会
的语言生活，走进中文社会的语言生活

结语

• 语言生活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无论如何关注都不过分

• 中国的语言生活，是一个丰富的语言宝藏，也是观察社会
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 丰富多彩的中国语言生活已经向世界展示其特有的魅力，
希望有更多的人去开展相关研究

• 关注中国语言生活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传统，我们应该发
扬这个传统，一直关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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