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〇语言的社会维度

编者按: 社会属性是语言的标志性特征之一。本期刊发的两篇文章昭示我们两个有价值的课题: ( 1) 政

府工作报告: 极其严谨、规范的语料，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特点及其对语言的制约机制; ( 2) 语言在地

域和社会形态上的变异。其实，语言的社会性、群体性甚至变异都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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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多年来的改 革 开 放，使 汉 语 的 词 汇 变 化 空 前。
《中国政府工作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作为典型的政

治语篇，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且体现中国

社会的巨大变化。文章通过分析《报告》中的核心主题词

的使用特点、分布及规律，揭示其表征的社会变化，在社

会发展中揭示语言的动态本质。

1 语言与社会表征

社会表征是一种含有其本身的逻辑和语言的认知系

统，是集体成员共享的观念、意向、知识及实践系统，这种

思想的共识形态由社会产生，并由社会的沟通而形成共

同意识的一部分( Moscovici 2000: xii) 。这种社会共识性

的知识体系，主要源自于人们的经验基础，同时也源自于

人们通过传统、教育和社会交流接收和传递的信息、知识

和思维模式。

语言是表征社会的一种形式。人们通过语言得以便

捷沟通，了解社会，并形成对社会的集体认同。有一定代

表性的语言载体能充分表征社会的现状、发展及变化。
《报告》作为典型的政治语篇，是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的航

标，具有政策性、权威性和纲领性。无论从《报告》的内

容、表现形式以及使用语言都十分规范。其职责传达中

央政府工作的政策及实施路径，使各级政府更好地贯彻

各项方针政策。《报告》直接与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等

各方面发展息息相关。追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年政

府工作报告，我们能看到中国政治文明所取得的巨大进

步。《报告》语言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表征形式，直接体

现出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无论是新理念、新举措都通

过报告的形式得以体现，被了解、认同并深入民心。这种

表征使社会群体达到共识，合力共促中国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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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及其主题词、核心主题词提取
根据中国《宪法》，中央政府每 5 年要换届，同时召开

5 年 1 届的政协、人大会议，简称“两会”。因此，这时的

《政府工作报告》可谓承前启后，既要对过去 5 年的工作

进行总结，又要对未来的工作进行规划。《报告》及两会

是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件重要大事，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

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对《报告》进行历时分析，可以

看出中国政府针对国家社会发展的思路和社会变化的趋

势。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诸多方

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的轨迹可以从 30
年来历届国务院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的词汇变迁中

管窥( 刘小彪 2008) 。
《政府工作报告》作为规范、正式的文体，措辞严谨、

凝练，语言朴实，信息容量大。为了更好地研究《报告》中

词汇的使用与中国社会共变的关系，本研究采用了语料

库技术，用科学的方法收集、整理出数据，进一步量化和

统计，以实证的手段对文本的特征进行定量描述和定性

分析。此分析主要集中于《报告》中的核心主题词，一是

由于语料庞大( 近 70 万字) ; 另外，根据语料库工具，对于

语词意义的分析重点应放在“主题词”、“核心主题词”上，

因为它们具有文本所凸显的重要意义。《报告》的“主题

词”蕴含着一定的政治理念，反映出社会发展动态。本研

究对《报告》中的主题词、核心主题词及其词群、搭配进行

分析，并结合社会背景、《报告》内容进行进一步阐释，因

为研究语言的规律，需要充分考虑到其社会文化因素。
语料库分析工具首先可以提取文本词汇的频率分

布，在此基础上可以提取“主题词”并验证“主题性”( 关

键性) ，在主题词中提取“核心主题词”。这些基本信息是

进一步分析语料的基础。为了清楚主题词和核心主题词

的分布特点和使用规律，还要看它们在语篇中与什么词

同现，词群分布怎样。
本研究采用了 Mike Scott 的语料库文本 分 析 软 件

Wordsmith Tools 5． 0 程序对中国改革开放 33 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 近 70 万字) 进行主题词关键性分析。首先，参照

LCMC( 兰卡斯特现代汉语语料库，100 万词次) 平衡语料

库，得出按关键性高低排列的词表，排在最前的意味着超

用情况较大。一般情况下，在一个由相同主题文本构成

的语料库中，与主题表述相关的词语具有超常的使用频

率，通过统计方法把这些词提取出来并生成一个主题词

表。主题词提取的主要条件是: ( 1) 把相同主题的语料库

作为观察语料库，语料的主题必须相同或类似。( 2) 必须

具备另一个较大的语料库作为参照语料库。( 3 ) 构成语

料的文本数要足够大，每篇文本的长度基本相等( 卫乃兴

2005: 166) 。如果观察语料库由多个独立文本组成，而每

一个独立文本都可以生成自己的主题词表，再对这些主

题词表进行对比统计，就会发现某些主题词出现的篇次

要高于其它主题词。如果设定主题词的复现篇次，就会

得到另一个词表。该词表中的词由于是从各个主题词表

中按篇次统计抽取的，所以与文本的主题表达具有更密

切的关系，称之为“核心主题词”。核心主题词实际上要

满足两个设定值，一个是该主题词在单篇文本中的频数，

另一个是该主题词复现的篇次 ( 参见 WordSmith 工具使

用) 。该核心主题词表中的词是观察语料库中所有文本

共享的主题词。通过统计和分析主题词、核心主题词以

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词的分布和内在关系，能够发现以主

题为中心的词语群。
根据公式可以计算出某一个词项的“主题性”( X 2

值) ( 参见 WordSmith 工具使用) 。主题词的显著性也就

是该词在两个词表的差异显著性，可以计算 P 值( 表示其

显著水平) ，P 值越低，显著性水平越高。一般情况下 P 值

小于 0． 05 就 有 显 著 性 意 义，在 本 研 究 中，设 定 P ＜
0． 000001来判断该词为主题词，以确保主题词表具有较高

的准确性。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仅截取了《报告》前 20 个

主题词的词表( 见表 1) 以说明问题。
表 1 1978 － 2010 年政府

工作报告文本的部分主题词表

序号 主题词 频数
观察文本

比率%
频数

参照语料库

比率%
值

( 主题性)

P 值

( P ＜ 0． 000001)

1 发展 3840 1． 12 1434 0． 17 4413． 1 0． 000000
2 经济 3005 0． 87 1162 0． 14 3373． 7 0． 000000
3 建设 2754 0． 80 523 0． 06 4370． 3 0． 000000
4 改革 2347 0． 68 503 0． 06 3556． 8 0． 000000
5 企业 1995 0． 58 786 0． 09 2209． 6 0． 000000
6 加强 1912 0． 56 322 0． 04 3158． 5 0． 000000
7 工作 1816 0． 53 1309 0． 15 1175． 6 0． 000000
8 我们 1727 0． 50 1967 0． 23 540． 5 0． 000000
9 社会 1689 0． 49 1055 0． 12 1279． 9 0． 000000
10 人民 1582 0． 46 537 0． 06 1920． 3 0． 000000
11 国家 1446 0． 42 864 0． 10 1145． 0 0． 000000
12 提高 1400 0． 41 426 0． 05 1804． 9 0． 000000
13 继续 1329 0． 39 271 0． 03 2050． 9 0． 000000
14 我国 1192 0． 35 614 0． 07 1079． 5 0． 000000
15 增长 1114 0． 32 282 0． 03 1571． 0 0． 000000
16 社会主义 1082 0． 31 393 0． 05 1260． 5 0． 000000
17 生产 1063 0． 31 579 0． 07 917． 0 0． 000000
18 积极 1042 0． 30 225 0． 03 1572． 1 0． 000000
19 增加 1025 0． 30 289 0． 03 1373． 4 0． 000000
20 管理 1005 0． 29 567 0． 07 839． 7 0． 000000

在上表中，“主题词”是通过与参照语料库对比提取

的文本中频率超常的词语，第一个频数即该词在观察文

本中出现的频数，第一个比率% 即在观察文本中该词频

数除以文本的总词量所得的百分比; 第二组“频数”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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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语料库比率”是该词语在参照语料库中的频数以及与

总量的百分比。“X 2 值”即主题性值，该值越大，表示该

词语的主题性越强。与之相反，“P 值”表示两个样本差

异的显著性，该值越小，表示差异的显著水平越高( 李文

中 2003: 286) 。此表中居于频率榜首的词大都是语料中

的关键词，也是核心主题词提取的重要基础。可见，词频

和词的关键性有着必然的、正比例的关系，是文本主题的

核心之所在。

为了进一步呈现《报告》的规律性特点，用语料库工具

提取出从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 5 年 1 届的节点年《报告》
“主题词”( 截取主题性居于前 10 的词，以例说明，见表 2) 。

表 2 政府工作报告

五年一届的节点年的部分“主题词”

序号 1978 1983 1988 1993 1998 2003 2008

1 四人帮 建设 改革 建设 改革 建设 建设

2 人民 人民 建设 改革 发展 加强 加强

3 毛主席 改革 发展 发展 加强 改革 推进

4 革命 经济 经济 经济 企业 发展 制度

5 斗争 提高 逐步 加强 建设 坚持 改革

6 社会主义 加强 加强 要 经济 增加 发展

7 我们 国家 人民 提高 社会 支持 完善

8 我国 发展 积极 人民 要 积极 保障

9 建设 必须 体制 我国 工作 实施 农村

10 发展 继续 政府 国家 继续 农村 体系

统计的第二步是计算出文本的“核心主题词”。核心

主题词具有两个含义，一个与参照语料库相比，该词语在

观察语料库各个单篇文本中具有超常的出现频率; 二是

该词语作为主题词在观察语料库中一系列相关文本的主

题词表中具有较高的复现率。核心主题词的提取过程可

参见语料库工具使用说明( 卫乃兴 李文中等 2005: 169) 。

表 3 中呈现的是用语料库工具统计出的《报告》的前 10

个核心主题词，以说明问题。

表 3 1978 － 2010 年政府工作报告

文本部分核心主题词表

序号 关键主题词 复现篇数( 33) 百分比%

1 发展 33 100
2 经济 33 100
3 建设 31 93
4 企业 30 90
5 改革 29 87
6 工作 27 81
7 加强 26 78
8 社会 23 69
9 继续 21 63
10 人民 17 51

根据参照标准，这里仅列出核心主题词中出现篇数

＞ / = 17 的核心主题词。该表通过统计主题词表而提取，

“复现篇数”表示该词在不同主题词中的复现数。

3 主题表达分析
Michael McCarthy 认为，我们在运用词语表达思想或

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知识时，存在一种词语的谱系关系

( Michael McCarthy 1990) 。在这种等级结构关系中，处于

最上层的是“语义空间”，“语义空间”由各种“语义场”所

组成，后者表达对真实世界的知识或概念，实现为各种

“词语场”。“词语场”由一些具体的词语或词组构成，表

达“语义场”中的概念。同一主题能触发具有共同语用特

征和意义联系的词群。从主题出发的有关主题词以及核

心主题词共同构建了词语网络，通过词语选择实现语义

表达，围绕主题形成独特的语义场。在这一语义场中，词

与词之间具有复杂的语义关系，这些相互关联的词在语

篇层面也呈现出其特点。

通过对主题词和核心主题词的统计，根据词表对《报

告》主题进行语义映射，判断并划分出不同类别的词语

场，以便更好地观察词群之间的关系。主题词及核心主

题词是在表达某一主题时经常使用的共同词汇或核心词

群。可以认定，在一个含有核心主题词的主题词表中，主

题词与核心主题词，以及主题词与主题词之间构成了围

绕某一主题表达而触发的复杂的词语网络( 卫乃兴 2005:

169) 。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考察围绕以“社会”为中心

的核心主题词、主题词网。围绕“社会”这一的第一层面

的核心主题词有“经济”、“改革”、“发展”、“建设”4 个大

方面，以这 4 个词为中心又有不同的词群搭配。其中围

绕“改革”呈现的词群主要表达以下几方面的论题: ( 1 )

改革的范围，也可称为改革涉及的面，包括宏观和微观方

面，如: 体制、经济、制度、企业、机构、社会、政府、教育等;

( 2) 行为词类，如调整、推进、深化、建设; ( 3 ) 表达进程类

的词，如完善、加强、发展、提高、继续、加快、进一步等;

( 4) 表示“性质”的词，如社会主义改革等。围绕“经济”

呈现的词群主要表达以下几方面的论题: ( 1 ) 表达性质

类的词，如: 宏观经济、非公有制经济; ( 2) 表达经济发展

覆盖面的词: 我国、社会、体制、结构、生活等; ( 3) 表达行

为类的词，如坚持、调整; ( 4 ) 表达 进程的词，如平稳、发

展、推进、加强、增加、加快等。以“建设”为中心的词群分

为: ( 1) 表达性质类的词，如社会主义、小康; ( 2) 表达范

围类的词，如社会、文化、经济、体系、农村、重点、全面;

( 3) 表达程度和进程的词，如加强、保障、推进、加快、提高

等。围绕“发展”呈现的词群主要表达以下几方面的论

题: ( 1) 表达性质类的词，如科学、和平; ( 2) 表达发展范围

的词，如社会、经济、制度、市场、农业、产业、地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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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重点; ( 3) 表达行为类的词，如稳定、协调、坚持、建
设、改革; ( 4) 表达程度和进程的词，如推进、促进、加快、
大力等。从语料中可以看出，行为的执行者大多数情况

下是隐现的，一是因为不言自明，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凸显

行为本身。
从核心主题词提取的结果可以看出( 见表 3) ，中国改

革开放以来的《政府工作报告》语篇中，“发展”和“经济”
的复现篇数为 100%，即: 从 1978 － 2010 年改革开放的 33
篇《报告》中每一篇都出现过。足以看出，中国政府一直

把“经济”和“发展”放到了重中之重的位置。其次是，

“建设”、“企业”、“改革”、“工作”、“加强”、“社会”、
“继续”的复现篇数在 20 以上，说明在经济发展的主题

下，强调行动力，重在“建设”，这是各项工作的核心。同

时，强调“企业”的发展，重在改革。“加强”强调的是加大

力度，进一步强化当下需要不断完善的各项“工作”。“继

续”强调的是持续性，不间断的延伸性行为。“社会”一词

的复现率高说明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整体关注是不变的宗

旨。当然，社会的发展体现在诸多层面，包括经济的不断

发展、社会体制的不断完善、健全的社会法律体系及切实

可行的社会福利事业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所需等一系列

相关内容，都不同程度地融入了“社会”这个大概念中。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政府从不同的发展重心对

社会的全面发展给予了不同的关注。另外，“人民”、“国

家”、“我国”、“提高”、“生产”、“必须”、“我们”这几个词

的复现篇数在 10 以上，可以将其分为三类: “人民”、“国

家”、“我国”、“我们”为所属性名词，“提高”和“生产”为

行为动词，“必须”为意愿性动词。从这几个核心主题词

的复现来看，中国政府的发展建设立足于中国特色的发

展道路，归属感较明显。首先，从国家的大局出发，强调

“我国”的发展道路和特点，“人民”为社会发展的首要关

注。“生产”和“提高”是经济不断发展的必要条件。“必

须”强调的是一种使命感，是我们肩负的责任。由此看

出，核心主题词的复现篇数的多少可以看出《报告》语篇

所关注的核心内容和侧重点。结合每一年政府工作报告

的核心主题词提取进一步分析，便可以得出更加具体的

结果，在改革开放这 33 年的总体发展目标下，各个阶段

( 见表 2) 及每一年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4 结束语
语言与社会必然联系在一起，语言具有表征社会的

作用。词汇作为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社会

的发展变化反应最敏感、最直接，具有灵活性和动态性。
基于语料库分析工具，对庞大的语料进行数据处理，为我

们更科学地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中国政府工作报告

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发展变化的集中体现，基于

语料库工具对其文本主题词及其特点、规律进行分析，能

更好地了解其主题意义，尤其是核心主题词集中体现政

府工作的重点和亮点。从词汇管窥《报告》语言呈现的规

律性特点，能进一步了解语言、社会及其共变，对相关学

科的研究也会有一定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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