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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语言应用和语言规范这些年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特别是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
推进，语言交际随之扩大和频繁，语文生活日渐丰富和活跃，语言文字应用中诸多问题也日益凸显，
语言应用和语言规范的理论研究显得愈加紧迫，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并投身这一领域的研究。
我们的研究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本书收录的是我们这些年来写作的一些文章，大多已公开发表过。
内容分为五个部分：一、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二、语言与社会、文化；三、语言文字的法制与道德；
四、语言规范论略；五、语言文字规范和应用实例剖析。
　　关注语言现实和语言生活，这几乎是我们一以贯之的研究思路。
语言是活的语言，用的语言，是与人们的生活最为密切的现象。
我们觉得，作为语言工作者，尽管有选择课题的自由，可以在许许多多的语言课题中自由选择研究方
向，但从现实需求看，更迫切需要关注现实语言生活，研究活的语言和用的语言，为现实的语言交际
服务。
所以，我们的不少文章，涉及了现时代语言生活中热点问题和比较敏感的话题，比如新词新语问题、
城市流行语问题、语言的道德和法律问题等等，这些文章记录了我们的所思所悟和所感。
文章中的语料，也大都采选了当下现实生活中鲜活的语言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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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言规范与语言应用探索》收录的是作者这些年来写作的一些文章，全书内容分为五个部分：
一、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二、语言与社会、文化；三、语言文字的法制与道德；四、语言规范论略；
五、语言文字规范和应用实例剖析。
关注语言现实和语言生活，这几乎是《语言规范与语言应用探索》作者一以贯之的研究思路。
语言是活的语言，用的语言，是与人们的生活最为密切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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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灿方，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馆长，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修辞学、法律语言学、语言规范。
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30多篇，其中本学科核心刊物7篇。
主要论著有：《修辞理论与语言应用研究》（专著）；《法律语言学引论》（合著）；五年制高职《
语文》（副主编）等。
获得江苏修辞学会论文一等奖。
　　孙曼均，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普通话和语言教学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国家级普通话
水平测试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应用语言学系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现代汉字研究和现代汉语词汇研究。
发表论文近20篇，其中10篇刊登在本学科国家级核心刊物上。
主要论著有：《教学汉字规范手册》（合著）；《语林趣话》（合著）；《中国语言学年鉴1995-1998
》（合著）；《汉字应用水平测试字典》（主编）；《褒义词贬义词用法词典》（主编）；《小学生
常用字字典》（主编）等。
获中国应用语言学会和《语言文字应用》杂志共同设立的“首届语言文字应用研究青年优秀论文奖”
三等奖。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语言规范与语言应用探索>>

书籍目录

前言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汉字应用水平测试用字的统计与分级形声字形旁表义度浅探汉字教学的规律和
幼儿识字教学“注?提”实验中的错别字调查关于生造词问题的再思考——兼议词汇规范与词典编纂新
词新语的规范问题述评流行新语词的形义特点分析动词对宾语褒贬选择的语义分析《马氏文通》共时
比较方法的运用及其意义关于法律语体风格类型研究的几个问题语境漫谈语言与社会、文化论中国当
代社会和谐语境的构建城市流行词语及其社会文化分析北京的流行词语与当代北京城市文化从京都流
行语看当前大众心理的一些倾向漫谈汉语祝福语的变迁与社会的变革广告语言与社会心理“撮”“嗑
”“开”“练”及其他汉字书写文化向何处去重视中国年俗语言文化的保护和研究浅谈语言文字的形
式力语言文字的法律与道德规范加强语言文字法制建设论语言规范解释的现状及其应对策略从法律地
位看汉语方言的保护建设语言文明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漫谈语言文字的法律规范语言规范论略
语言规范是把“双刃剑”吗“全民病句”问题之管见由“保卫方言”引发的思考重新认识网络语言规
范名从主人与兼顾客人——对“汉城”易名的几点看法也说“错字门事件”语言文字规范和应用实例
剖析话语要有条理《新华汉语词典》封底文字商榷“盛大”能否修饰“期待”“陆指退干”的简称合
法吗“推理”还是“推测”“不仅”的位置该放哪儿此处不该用问号“题不对文”例两则标点在标题
中的妙用还是用“三八妇女节”的名称好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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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词新语的规范问题述评①　　金惠淑　孙曼均　袁　晖　　新时期以来，随着政治、经济、文
化各方面的迅速发展，语言生活中的新词新语新用法不断地像潮水般地涌来。
关注词汇的新变化，研究新词新语新用法，也随之成为语言研究的一个热点。
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来，发表的有关研究新词新语的论文420多篇、专著2部、工具书20多部。
这些论著涉及到新词新语研究的方方面面，但核心问题则是对新词新语的态度问题，即如何正确认识
和对待新词新语。
于是新词新语的规范问题就很自然地突现了出来。
下面我们结合一些论著的观点对新词新语规范所涉及的几个问题进行简要的述评。
　　一、关于新词新语规范的指导思想　　在新词新语的规范中要正视社会思想、观念、意识形态、
文化结构等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现实及发展趋势，承认语言词语结构内部的纷繁复杂局面。
针对词语纷繁复杂的状况，不少作者都提出了规范的层次性的观点。
②　　与规范的层次性相联系的就是要充分认识语言中大量存在的中介状态，承认并允许“中介词语
”的存在。
所谓“中介词语”，是指那些新生词语或新的用法刚出现时不为人们理解和认可，甚至反感，但经由
群众和时间的考验，这些初显的新生词语中，有的得到约定俗成，并被最终收入权威辞书；有的则被
自然淘汰。
对这种暂处于“规范词”和“非规范词”之间新生的过渡性词语不要急于否定、排斥。
①　　既然词语规范有层次性，规范时就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
既然词语的出现和发展有中间地带，有中介词语，那么词语的规范就不能“非此即彼”，“不是规范
就是不规范”。
于根元（1996）对于规范的层次性和规范的中介状态进行过论述，提出了“规范度”的概念。
规范度指的不仅仅是意思表达到了，还有品位、交际度的要求。
品位高、交际度高的，规范度也就高。
　　对于新词新义，吕叔湘（1984）提出：“与其失之于严，无宁失之于宽。
”陈章太（1996）认为，对普通话词汇进行规范，应当确立求实、辨证两个观点，即“宽容对待”和
“重视动态”。
面对如此复杂、灵活、多变的词汇，进行普通话词汇规范时，如果缺乏上述两个观点，是难以做好的
。
顾设（1987）也认为：“我们在考虑语言规范的时候，既要考虑到实践的需要，又要照顾到实践的可
能。
这就要求语言规范工作要有一点宽容精神。
”这种宽容精神表现在：1．对新词新语新用法要尽可能地承认，不要使规范化和现实语言生活脱节
。
2．语言运用牵涉到诸多方面，相当复杂，不同的文化层次、交际目的和表现方式，都可能形成各自
的特点，有时不免要违反或突破现行规范。
对其中某些被视为不规范的用法，应该有一点宽容精神。
3．要尊重语言规律，但不能过于拘泥。
语言规律不能将丰富多彩的语言现象概括无余，对有些语言事实不要匆忙下结论，可以留待实践去检
验。
李明（1991）认为，对于新词语不要忙于下结论，应该宽松一些。
宽容精神有助于促进语言的丰富，增强语言的活力，有利于语言词汇系统的健康发展。
　　二、关于新词新语规范的原则　　陈章太（1996）提出了普通话词汇规范的“约定俗成，逐渐规
范”原则。
这个原则也适用于新词新语的规范。
他认为“约定俗成”不等同于“自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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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解释为“既约定又俗成”似无不妥。
“约定”离不开“俗成”，“俗成”不能没有“约定”。
张志毅、张庆云（1997）提出了“词竞众择，适者生存”的总原则。
所谓“词竞”是词语以其词形、结构（含内部形式）、语音、语义、语用等价值条件，跟并行词语、
对应词语或相关词语竞争；所谓“众择”，即广大群众根据交际表达的需要，在词语扩散进程中，选
择价值渐大的词语，形成一个或一类词使用的趋势。
语言中最高的权威就是众人的习惯和规律，违者消亡，适者生存。
专家的任务，是观察描写习惯，发现趋势（趋势预示着、隐含着规律），总结完善规范标准，选择约
定俗成的流行形式，引导语言活动，优化交际效能。
陈光磊（1996）认为规范的形成是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语文工作者们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展开语文评议，对词汇现象提出意见，提供
理据，对语汇使用作评判，引起社会的关注。
而规定的确定和通过，最后还在于人们能否实践于社会语文生活中。
如果认为语言学家制定规范，群众遵守规范，这恐怕是把词汇规范化看得比较片面、比较简单了。
　　在总原则的指导下，不少学者还提出了一些具体运用的原则。
　　王铁琨（1989）提出的细则是：1．必要性原则。
新词新语的产生和发展，必须出于交际表达的需要。
2．明确性原则。
创造新词需要表义明确，明白易懂。
3．高效率原则。
用少量的语言符号传递较多的信息量。
4．普遍性原则。
指人民群众对新词语接受和使用的普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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