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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生活与精神文明 

李 宇 明 

0  运用和应用语言文字的各种社会活动和个人活动，可概称为“语言生活”。说话、作

文、命名、看书、听广播、做广告、语言教学等等，都属于语言生活范畴。 

大约距今 3～5 万年，人类获得了语言，便有了原始语言生活。大约距今 6 千年前后，

人类创造了文字。文字的产生带来了社会的文明史，也是人类的语言生活具有了超越时空的

性质，并涉及社会的诸多领域。随着现代各种语言文字的传输、加工技术的发展语言生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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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除文盲，造就大量的

双言双语人，掌握传输、加工语言文字的各种现代化技术，提高语言生活的水平和质量，已

为当今社会所必需。 

语言生活不仅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也记录着、传递着、影响着社

会的物质生活或精神文化生活。可以说，语言生活的文明、健康程度，反映着、甚至决定着

社会生活的文明程度；促进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不能不重视对社会语言生活的观察和引导。 

1  我国当前的语言生活生机勃勃,充满活力.语言生活的生机和活力,突出表现在新词

语的大量涌现、新的语法现象的出现和一些新的语体、风格的迅猛发展三个方面。 

1.1  词汇是语言感知社会的最敏感的触角，社会的细微变化都会首先被词汇系统感知。

新时期以来，新词新语接踵涌现，词义的新意义新用法令人目不暇接。特别值得重视的是，

一大批能灵活构词的“词语模”的形成和发展，例如： 

～迷  歌迷  舞迷  球迷  影迷 

～盲  科盲  舞盲  法盲  计算机盲 

～热  文化热  文凭热  出国热 

～星  球星  歌星  影星  笑星 

～族  追星族  工薪族  打工族  飞车族 

～工程  希望工程  菜篮子工程  211 工程  米袋子工程  “五个一”工程 

～明星  体坛明星  歌坛明星  反扒明星 

～状元  高考状元  养鸡状元  交粮状元 

炒～  炒股  炒汇  炒新闻  炒名人 

词语模由模标（上面例子中的“迷、盲、热、星、族、工程、明星、状元、炒”）和模槽两

部分构成，人们根据表意需要，可以较自由地把语素“压入”模槽中构成新词语，并形成一

模标为标记的一个个词语族。于是一组组的新词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及时反映新时期

潮水般涌现出来的新事物、新观念。 

1.2  新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富有表现力的新的语法现象。例如，程度副词和语气副词，

本来只能修饰性质形容词和一些心理动词，但是现在却出现了程度副词、语气副词修饰非谓

形容词和名词的新现象： 

很专业  很生活  很绅士  很乡村  很青春  忒女性  忒风尘  太专门  太人工 

真英雄  非常东方  十分男子汉  特别哥们 

再如，动词重叠之后一般是不能再带结果补语的，但是，现在却出现了不少动词重叠带结果

补语的新现象： 

说说清楚  讲讲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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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把南方方言中的语气副词“好”、感叹词“哇”和“有＋动词”的格式引入到普通

话中，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表达手段。 

1.3  一些新的语体迅猛发展，最为是人瞩目的是商业用语、新闻用语和体育用语。这

一情况表明，商业、新闻和体育是新时期发展较为迅速的部门。 

新时期的话语风格也发生了而且正在发生重要嬗变。“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的充满火

药味、以气势见长的“威逼型”话语风格已不多见，说理的、诱导的、商洽的、感染式的“平

等型”话语风格，成为当今语言生活的主流风格。话语风格由“威逼型”嬗变为“平等型”，

表明了民主意识的增强，人与人之间、社会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淡化“权势”、强化

平等、尊重个体的重大变化。 

1.4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时期语言生活的发展变化，完全能和同本世纪初“五四”时

代的语言生活的发展变化媲美。活跃的语言生活是活跃的生机勃勃的社会生活的反映，从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怦怦跳动的时代脉搏，听到改革开放的时代脚步声，看到不同地区、不同国

度的文化撞击出闪烁的火花。 

2    但是也毋庸讳言，当今的语言生活还存在着诸多不尽人意。其主要问题是：语言

生活还缺乏应有的良好的秩序；语言生活中溶合有一些不文明不健康的思想健康。 

2.1  就语言运用来看，受指责最多的是词语引进的问题。首先是“赘余引进”。例如，

本已有“激光”这一通行的意译词，又引入“镭射”这一音译词。伴随着“镭射电影、镭射

光碟、镭射唱片、镭射放映厅”的传播，“镭射”二字便射向了大江南北的城市和乡镇。“镭”

是一种放射性元素，与激光并无任何关系。所以，“镭射”往往会引起误解，不如“激光”

的命名科学。类似的还有“收银台、酒家、买单、作秀”等。这种赘余引进，徒然增加词汇

系统的负担和混乱，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一些新词语，其语素和词的意义不符合汉语习惯，给人以怪模怪样的感觉。例如，在汉

人的心目中，“城”总是要有一定的规模，一个铺面、一栋建筑不成其为“城。”但是近期却

出现了许多“鞋城、帽城、服装城、家具城、美食城、娱乐城、图书城、电影城”，真是个

大“城”小用。建筑行业流行用“××广场、××花园”命名，充其实，“广场无场、花园

无园”。 

2.2  就文字的使用来看，错别字、不规范字充斥街巷市井。大街的标语、影院的海报、

食堂的菜谱、小贩的招贴、私人的名片，甚至连一些报刊书籍、影视屏幕和计算机的字库，

都成了错别字、不规范字的安乐所、滋生地和传播源。此外，在汉字中夹杂日文和西洋字母

的现象，汉语拼音的书写不合规则的现象，也随处可见。 

2.3  一些不文明不健康的思想意识在语言生活中也是有表现。首先是商品、店铺的名

称流露出复旧、媚洋的心态。如“×帝、×王、××皇、××后、××皇后、×妃、×霸、

××贵族”和“中国夜巴黎、凡尔赛宫、迷你 发屋”之类。有人把这些名称戏谑为“帝王

将相复辟”和“八国联军入侵”。 

其次，像“摆平、搞定、修理修理、马子、雷子、大姐大”之类黑社会和流氓用语，，

竟在社会上普遍流行。一些脏字眼就象“标点符号”一样，夹杂在一些人的话语中，甚至是

一些铅华敷面的时髦女郎和西装革履翩翩绅士的话语中。似乎只有以此才能标其为“先锋派”

一族。 

此外，一些有识之士早就指出，当今许多人的言谈举止，缺乏应有的文化内涵和起码的

礼貌修养，甚至用“俗不可耐”、“痞气十足”来形容这样的言谈。我觉得，言谈的文化内涵

和礼貌教养，恐怕是更深层次的更不容忽视的语言文明问题。 

3.1  语言生活中的这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在语言生活迅速发展嬗变的滚滚洪流中是难

以完全避免的，而且语言的自我调节机制会逐渐地对其中一些问题进行调整和规范，使之逐

渐地有序化。因此，对于语言生活中的这些负面现象，不必大惊小怪，更不能希冀用几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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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颁几项行政命令和亮出几顶“帽子”就可在短期内解决问题。而且，语言文字的规范化

和语言生活中的有序化总是相对的。规范需要一定的弹性和张力，规范得太死反而会抑制语

言的活力，导致语言僵化，妨碍语言的发展和语言生活的正常运转。 

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社会可以对语言生活采取听之任之的“不干预”态度。因为： 

第一，语言的自我调节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例如第二人称有平称、敬称之分，敬称

之中也有单数、复数之别。在近代汉语中，第二人称的平成复数形式合音为“您”，“您”表

尊称单数，尊称复数形式一直在词汇平面上缺位。大约在本世纪八十年代，“您们”这一复

数形式才通行起来。第二人称尊称的单数复数形式的发展完善，起码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

间。 

第二，语言自我调节的范围是有限的，并不能对语言生活的全部内容都发生作用。一般

说来，语言的自我调节作用对语音、语法系统较强，对词汇系统的作用次之，对文字和语用

的作用更次之，而对语言生活中的不健康不文明的思想意识，几乎难以发挥作用。这就是说，

语言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并不能完全依靠语言的自我调节机制去解决。 

第三，语言自我调节功能的发挥，需要有一个适宜的社会生活环境和良好的社会语言心

态。纷乱的社会生活只能导致语言生活的纷乱，庸俗的生活环境只能有庸俗的社会语言生活。

不良的社会语言心态也极大地妨碍语言自我调节功能的发挥。“二简”的出台，繁体字的回

潮，词汇的赘余引进等，不良的社会语言心态都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因此，虽然纯粹的描写语言家们可以声明他们的责任只是描写语言，但是社会语言学家、

语用学家，特别是社会语言规划的制定者、宣传者和执行者，却有责任和义务对语言生活进

行合理适度的干预和耐心科学的引导，为语言自我调节机能的发挥创造良好的条件，并采取

一定的措施来辅助、弥补语言调节机能不便或不能发挥作用的方面，以使社会语言生活健康、

文明、有序。 

3.2  新时期，国家根据语言学界对汉语、汉字和语言应用诸领域的研究成果，汲取建

国几十年来语言文字规划中的经验教训，针对我国语言生活的实际情况和未来的发展，完善

并新订用词用字的一些规范，颁布了一些较为科学的法规和条例，并采取了包括普通话水平

测试在内的一系列措施。职能部门和一些地方政府，对娱乐业店名进行了整顿，对广告用语

用法规的形式进行了规定。这些规定对语言生活的良性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这些规定和措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特别是要注意关于语用的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但当

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如何使这些法规称为龚中字绝遵循的准则。要完成这一任务，当然需要

宣传，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提高全社会的语言文化水平和“语言羞耻心”。 

健康而文明的语言生活，是以社会的语言文化水平作基础的。语言水平，特别是书面语

水平，是由社会的语文教育水平所决定的。平心而论，当前我国语言水平总体上看是比较低

下的，不仅有大量的文盲存在，而且即使是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的人，语文底子也相当薄弱。

这种状态是由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毁灭知识、摧残教育的后遗症之一，也是近些年来愈演

愈烈的“应试教育”的一个苦果。宣传主要解决的是“能而不为”的问题，而教育才能解决

“不能为”的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现在不少人失却了“语言羞耻心”，不以规范的高水平的使用语言文字

为荣，不以语句不畅、错别字连篇为耻。有些认为追求商业利润，盲目地崇洋求奇，照搬海

外的商业用语；有些认为寻求所谓的新的“话语”，而一味的要“超越语言”，，或倡导“痞

子文学”，有意地破坏语言结构规律。甚至连一些教师、大学生、新闻记者、作嫁，也不因

写了错别字而脸红心跳。出版界流行的“无错不成书”的说法，正是语言羞耻心失落的典型

写照。一个民族若没有语言羞耻心，就绝不可能有文明健康的语言生活。 

4  要言之，我国当前的语言生活充满活力，新词语不断涌现，新的语法现象不的产生，

新的语体迅猛发展，话语风格也在随着社会的前进而嬗变。但是，语言生活还缺乏应有的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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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且熔含有一些不健康不文明的负面现象，重要的是要加强社会的语文素质教育，树立语

言羞耻心。 

当前，全国上下正在狠抓精神文明建设，落实“科教兴国”的战略措施。这种大环境为

建设健康而文明的语言生活提供了很好的机遇，而通过抓语言文明，也可以促进社会的精神

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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