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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 一、“语言生活”概念

§ 二、中国语言生活研究

§ 三、语言生活研究的范式

§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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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生活概念，日本最早应用

§ 早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日本语言学家就提出了“语言
生活”（言语生活）的概念

§ 1973年，日本学者南不二男先生，在《国立国语研究
所二十五周年》一文中，把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
1948～1963年这15年，称为“语言生活研究时期”

§ 1951年，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创办《言語生活》月刊
（1988年停刊） ，并出版《言语生活之实态》的语言
调查报告 。发表 《区域社会的语言生活》研究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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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语言生活”研究

§ 曾任国立国语研究所所长的岩渊悦太郎先生，著有
《语言生活的变迁》（1958）

§ 江川清先生发表过《最近二十年间语言生活的变化》
（1973）

§ 日本的语言生活研究成果，也曾经介绍到中国。1965
年，中国的《语言学资料》发表了劳宁、群力等四篇
介绍日本语言学的文章，较全面地介绍了日本“言语生
活”的研究情况（劳宁1965a、1965b、1965c，群力
等1965）

§ “言语”相当于汉语的“语言” 

§ 当时日本学者认为，“言语生活”可指人类语言交流的
所有问题。他们研究的主要是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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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生活概念，在中国的发展

§ 1955年罗常培、吕叔湘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 。文中的
“语言生活 ”带引号，是临时性的新词语 

§ 1961-1965年《文字改革》杂志，有4例相关用法，如：

§ “在日常实际语言生活里”（拓牧1961）

§ “儿童的语言生活里”（祁素敏1961）

§ “语言（口语）生活”（吕叔湘1965）

§ “在盲人和聋哑人的语文生活中”（周有光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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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生活概念，在中国的发展

§ 20世纪80年代，“语言生活”与“语文生活”交替互用，尚未定型 

§ 周有光《语言生活的现代化》（1979）、《我看日本的语文生活》
（1986）

§ 陈章太《论语言生活的双语制》（1989）、《语文生活调查刍议》
（1994）

§ 2000年以后，“语言生活”在文献中的使用逐渐频繁。特别是《中国语
言生活状况报告》（2025）的出版、2006年前后国家语委把“构建和
谐语言生活”作为工作目标之后

§ 此期， “语言生活”的使用已经具有自觉性，是学术自觉和工作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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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生活“的定义

§ 眸子《语言生活与精神文明》（《语文建设》1997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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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宇明《语言保护刍议》（深圳语言研究所《双语双方言（五）》，汉学出版社，
1997年）：

§ 语言生活是指学习、运用和研究语言文字的各种活动，以及对语言文字研究成果的
各种应用，其领域非常广阔，其地位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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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生活”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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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生活与语言生活研究》
(《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3期)

第一，把语言学习、语言研究纳入语言
生活范畴，过去主要考虑语言运用

第二，“运用、学习、研究”的对象不仅
是“语言文字”，也包括“语言文字知识”
和“语言技术”，凸显两者在数字时代的
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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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生活“九范畴”

语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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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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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生活皮书方阵：确立、传播了语言生活理念

§ 2005年之后， “语言生活”广泛使用，并发展成为中国语言
规划的基本概念。反映中国语言生活的九大“皮书方阵” 

§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绿）

§ 《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蓝）

§ 《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黄）

§ 《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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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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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委28家科研机构、187家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语言生活研究的中坚

§ 2004年成立，并建起平面、有声、网络
媒体、教材、民族语言、华语等7个分
中心，对主要领域的语言生活进行长期
监测研究，并不断发布监测数据 “汉语盘点”活动

借鉴日本“年度汉字”活动

用一个字、一个词描述当年的中国

与世界 

发布当年的新词语、媒体十大流行

语、网络十大流行语。成为中国文

化“年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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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期刊：语言生活派的六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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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生活研究推进的九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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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言生活及语言舆情监测
2、语言生活“皮书”系列与杂志方阵
3、语言资源保护及文化传承
4、语言扶贫及语言与乡村振兴
5、语言经济、产业及语言博览会6、语言服务，包括语言应急服务

7、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制定与维
护
8、大华语及其辞书、语法、教学
等问题
9、国际中文教育、国际语言生活
及语言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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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规划形成的六大理念

1、构建和谐
语言生活

3、提升公民
和国家语言能

力

5、保护开发
语言资源

4、全面开展
语言服务

2、促进社会
沟通无障碍

6、发掘弘扬
语言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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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理念的逻辑

理想的语言生活

如何实现

1、构建和谐语言生活
2、促进社会沟通无障碍

3、提升公民和国家语言能力
4、全面开展语言服务
（包括应急语言服务）

应秉持的理念
5、保护开发语言资源
6、发掘弘扬语言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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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构建和谐语言生活

妥善处理语言关系：

• 普通话与方言

• 简化字与繁体字

• 国家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

• 本土语言与外语

• 通用外语与其他外语

• 国内汉语与海外华语

实现以国家通用语言为主导的各语言（方言）

共处共用的和谐语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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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促进社会沟通无障碍

推广国家通用语言：实现汉语方言区、民族语言地

区和港澳特别行政区的信息无障碍沟通

精准语言服务：实现与老年人、外来人等特殊信息

人群和盲聋等语言障碍者的信息沟通无障碍

中外信息沟通：外文教育和海外华文教育、国际中

文教育等

人与机器信息沟通无障碍：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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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升公民和国家语言能力

• 公民语言能力：“多言多语”和“三语体”能力

• 方言/民族母语、国家通用语言、外语（第一外语

、第二外语）

• 口语体，一般书面语体、典雅语体

• 国家语言能力：国家处理海内外事务需要的语言

能力

• 20/200的语种能力

• 话语能力（话题设置、言说能力）

• 语言人才培养能力

• 语言资源集聚配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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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面精准开展语言服务

• 语言服务：利用语言（包括文字）、语言知

识、语言技术及语言的所有衍生品来满足语

言生活的各种需要（语言需求）

• 大力发展语言产业，向社会提供语言产品，

鼓励社会语言消费，提升语言生活质量

• 语言的经济贡献10%

• 语言产品、语言产业

• 语言消费、语言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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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语言服务

• 语言服务的一种类型

• 面向各类突发事件的语言服务

• 主要是配合“防、抗、救”

自然灾害 事故灾难

公共卫生事件 社会安全事件

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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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人民与生命，时刻准备着

• 应急语言服务有三大主要任务

• （一）信息沟通

• （二）语言抚慰

• （三）语情监测

• 国内与国际

• 平时备急，急时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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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28日，缅甸发生7.9级地震，中国救援
语言服务团开发中缅救灾语言翻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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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护开发语言资源

语言资
源功能

语言保
护

语言智
能化

语言产
品开发

语言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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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发掘弘扬语言文明
• 文明：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

总和

• 语言文明：储存在语言文字中的人类文明，

乃至人类通过语言文字所创造的人类文明

• 人类文明建立在语言文明基础之上，人类在

语言文明中进步，并在进步中不断丰富着语

言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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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明

揭示语言文明

保存和推进语言文明

人类社会如何利用语言文字创造
文明与传承文明

语言文字对人类社会的群体发展
及个人一生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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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生活研究范式

1、 语言生活是研究的出发点

•关注语言生活

•以“我者”身份长期深入语言生活（田野、社会、互联网）

•发现语言生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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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生活研究范式

2、 语言生活问题的“问题化”

• 放入学术体系中，带到实验室里去

• 各种方法，协同多学科，全面研究

• 得出初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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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生活研究范式

3、 语言生活是研究成果的验证处

• 放入语言生活检验

• 评价成果，完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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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生活研究范式

4、语言生活是研究的归宿地

• 利用学术、政策、产品等手段，解决语言生活问题

• 发现新问题，开展新研究。循环往复

• 将研究成果学术化，学科化，进入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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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生活研究范式：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1 语言生活是研究的出发点

•关注语言生活

•以“我者”身份长
期深入语言生活
（田野、社会、
互联网）

•发现语言生活问
题

2 语言生活问题的“问题化”

• 放入学术体系中，
带到实验室里去

• 各种方法，协同多
学科，全面研究

• 得出初步结论

3 语言生活是研究成果的
验证处

• 放入语言生活检验

• 评价成果，完善成
果

4 语言生活是研究的归宿地

• 利用学术、政策、
产品等手段，解决
语言生活问题

• 发现新问题，开展
新研究。循环往复

• 将研究成果学术化，
学科化，进入人才
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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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 “语言生活”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有70年的历史。进入21世纪，研究进入学术自觉和工作
自觉的时期

§ 近20年来，中国语言生活的研究硕果累累，有效推进了中国语言生活的进步

§ 其一，重新定义了“语言生活”概念，深入了解了中国乃至世界语言生活状况

§ 其二，集中开展了一些领域的语言生活的研究与实践。如：1.语言生活和语言舆情的监
测与研究；2.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制定与维护；3.语言扶贫和语言助力乡村振兴；4.语
言服务和应急语言服务；5.语言经济与语言产业发展；6.大华语与海外华语传承等

§ 其三，建立了研究机构体系、“语言生活皮书”系列、学术期刊方阵和一批学科点，探索
了人才培养的多种举措

§ 其四，提出了关于“语言生活”的六大理念：1.构建和谐语言生活；2.促进社会沟通无障
碍；3.全面开展语言服务；4.提升语言能力；5.保护和开发语言资源；6.发掘弘扬中华语
言文明。提出了语言生活研究的学术范式：从语言生活中来，到语言生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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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人类正在进入数字时代。语言生活研究有新任务

§ 1、发展语⾔智能。在⼤语⾔模型出现的今天，在为特殊⾏业、特殊场域、
特殊⼈群配备AI助⼿的⼤形势下，研发“语⾔（⺟语）机器⼈”

§ 2、发展语⾔数据产业。中国提出七⼤⽣产要素：劳动、资本、⼟地、知
识、技术、管理、数据。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重要的⽣产要素，数据
中的80%是语⾔数据，语⾔数据产业将成为具有巨⼤经济效益的新质⽣
产⼒产业

§ 3、探讨⼤语⾔模型的社会应⽤，开展全⺠的⼤语⾔模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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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评价学科的标准：

§本学科提升力

§学科间穿透力

§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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