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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热点

 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新学期学校党政...  

 国际小学期：花正灿烂香更浓  

 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  

 中国人民大学上海校友会揭牌成立...  

 纪宝成校长视察2010年本科生...  

 中国人民大学处级干部赴延安干部...  

 教务处组织暑期学校留学生参观校...  

 明德领袖生培训计划第二期在京学...  

 人民大学暑期学校京剧艺术交流活...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  

媒体人大

 [人民网]李义平：没有“民富”...  

 [人民网]中国人民大学隆重庆祝...  

 [光明日报]人大国学院喜迎成立...  

 [新京报]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  

 [人民日报]纪宝成：回应对国学...  

 [人民网]张可云：中国将迎来百...  

 [光明网]人民大学发布中国社会...  

 [新浪网] 著名作家进人大：张...  

 [重庆卫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  

 [重庆日报]人大校长纪宝成论“...  
更多... 

人大要闻

更多... 

 “首届中国语言生活学术研讨

会”在中...
(2010-10-

21)

 “中国著作权法律百年国际论

坛”在中...
(2010-10-

21)

 教育部领导听取中国人民大

学领导有关...
(2010-10-

21)

 人大校友张磊向母校捐款

1000万 ...
(2010-10-

21)

 袁卫常务副校长出席“世界

统计日”全...
(2010-10-

21)

 纪宝成校长率教授考察团赴
重庆考察 

(2010-10-
21)

 牛维麟常务副书记来国际学

院（苏州研...
(2010-10-

20)

 德国哥廷根大学代表团访问

中国人民大...
(2010-10-

20)

 物理学系材料物理专业发展

规划专家论...
(2010-10-

19)

 王利明副书记兼副校长到国

际学院检查...
(2010-10-

19)

“首届中国语言生活学术研讨会”在中国

(2010-10-21 04:44:47)

作者：文学院

  10月16-17日，由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中国人民大学、武汉

位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承办的“首届中国语言生活学术研讨

和香港、澳门的50多位语言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齐聚一堂，共同探

媒体普遍关注的语言生活热点问题。 

  时值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五周年，《中

用和改进也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议题。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讲话，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李宇明司长、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副校

言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胡明扬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  

  杨慧林副校长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他表示，在中

治”曾留下深刻的印记，而中国的迅速崛起又必然形成新的世界格局和

斋中的学问，本次研讨会以“中国的语言生活”为主题，将引导学者更多地

为国家的发展乃至世界秩序的平衡做出贡献。他还介绍说：中国人民大

章先生。吴老早年曾参与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创制，新中国成立后又亲

作，今年恰逢“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创建50年，这次会议定

承吴老等前辈开创的学术传统。  

  本次研讨会为期一天半，由开幕式、主旨报告、分组讨论、嘉宾论坛

幕式和知名学者的主题报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贺阳教授的主题报告《高校母

者的普遍关注。下午与会代表从语言政策、语言规范、语言传播、语言

业用语、网络用语、城镇语言生活等多个方面探讨了当前语言使用和语

何推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改进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为

文学院劲松教授的《长沙“塑料普通话”固化研究——地方普通话固化的

话语的模式及其发展倾向》、郑梦娟副教授的《新形势下汉语国际传播的政策及其措施》也引起

趣。 

  17日上午举办了两场嘉宾论坛，论坛讨论了当今社会语言生活中值

化、语言纠纷与语言协调、语言与国家安全等重要问题，以及《中国语

务、如何开发应用等。嘉宾论坛这种新颖活泼的会议形式受到与会者的



  嘉宾论坛之后，研讨会举行了简短的闭幕式，李宇明司长做了会议总结

家发展的关系，体现了语言学学人的国家使命感。他希望，语言学界能

发展做出贡献。  

  相关链接： 

  ［新华网］首届中国语言生活学术研讨会开幕 探讨母语弱化 

  ［中国语言文字网］首届中国语言生活学术研讨会举行  

  ［中国教育报］首届中国语言生活学术研讨会举行 

  ［法制晚报］“被”字 入选语言绿皮书  

  ［文汇报］“楼脆脆”“躲猫猫”成年度热词 

  ［新京报］人名拼音应“姓在前名在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