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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

“稳”“党的二十大”分别成为“汉语盘点
2022”年度国内字、国内词；“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中国式现代化”“新赛道”领衔《咬文嚼字》编
辑部发布的2022年十大流行语；“优雅”成为年度
弹幕；“栓Q（我真的会谢）”“冰墩墩（冬奥会）”分
别名列《语言文字周报》编辑部发布的“十大网络
流行语”和“十大网络热议语”之首……近日，多
份年度热词和流行语榜单“出炉”。

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
信息载体，是文化的基础要素和鲜明标志。作
为社会变化的“记录仪”和“显微镜”，年度热词、
流行语生动勾勒出一年来人们的语言生活图
景，蕴含着对自身生活、社会变化与人类发展
的理性思考。专家认为，不断更新的流行语证
明汉语拥有旺盛生命力，是创新性展现汉语语
言文字、创造性弘扬中华文化的生动实践。

家国情怀成为鲜明底色

如果用一个字、一个词描绘刚刚过去的 2022年，你
心目中的年度字词是什么？

“稳”和“党的二十大”——前不久，由国家语言资源
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光明网联合主办的“汉语
盘点2022”在京揭晓年度国内字、国内词。

回顾近几年的年度字词，“稳”字不止一次当选年度国
内字。经济要稳中求进，社会要长期稳定，改革要蹄疾
步稳，就业民生要保稳……一个“稳”字总结了中国经济
发展大势，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愿景。年度国内词

“党的二十大”，源于中国去年胜利召开的一次影响深远
的大会，吹响了一个大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着未
来坚定前行的奋进号角。

“年度字词是公众对这一年里社会重大事件表现出的
社会情感的直接反映。”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天伟认
为，“稳”字体现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展现出中
国人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的持重、务实和耐心。“党的二十
大”体现了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朝着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稳步前进。

流行语、新词语是语言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动
勾勒出大事小情。“汉语盘点2022”活动中，“中国式现代
化”“数字经济”“太空会师”等入选“十大流行语”，“全球安
全倡议”“新型实体企业”“数字藏品”“精准防控”等入选

“十大新词语”。《咬文嚼字》编辑部不久前发布的 2022 年
“十大流行语”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中国式现代化”
“新赛道”“大白”“烟火气”“天花板”“拿捏”等入选。

“只有从由规范母语成分组成的‘规范层’选出流行
语，才更符合我们一直强调的语言学价值和社会学价
值。”《咬文嚼字》 主编黄安靖认为，语言学价值是指要
对汉语做出贡献，能推动汉语健康发展。词语在结构、
含义、用法上是否有“创新”成为当选流行语的重要标
准。“中国式现代化”“新赛道”等词体现出汉语的新结构
新形式，“烟火气”“拿捏”等词因为有了新含义而流
行。社会学价值主要考虑流行语需要反映时代特征，
为过去一年的社会生活留下印记。进入榜单的“踔厉奋
发、勇毅前行”“中国式现代化”“新赛道”“大白”无不体现
出这一特征。

专家认为，当更多个体叙事嵌入国家叙事，自我表
达与时代精神融合，流行语成为正能量的载体之一，生
动彰显了家国情怀。

网络语言逐渐走进现实语境

“汉语盘点 2022”活动中出现的“电子榨菜”“雪糕刺
客”“我的眼睛就是尺”等网络流行语、新词语，来自亿万
网民的每一次敲击和点击。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余桂林
介绍说，这些词语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基于
大数据语料库选取，语料库包含主流媒体、网络媒体、
广播电视媒体和社交媒体等语言资源，每年语料有 20多
亿字的文本，然后利用语言信息处理技术筛取，经过专
家评议选出。

上海《语言文字周报》去年底发布的网络流行语盘
点中，“栓 Q（我真的会谢）”“退！退！退！”等入选“十
大网络流行语”，“冰墩墩（冬奥会）”“网课”“卡塔尔世
界 杯 ”等 入 选“ 十 大 网 络 热 议 语 ”。 榜 单 经 过 读 者 推
荐、网络海选和专家评议等阶段，集中体现了网民智
慧和意愿。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弹幕、公号留言、评论等逐

渐进入许多网民的表达语境。
“优雅永不过时”“优雅！实在是太优雅了！”……视频

弹幕网站哔哩哔哩的视频制作者“手工耿”，在一个名为
《自制钢琴烤串车》 视频中以手工制作方式，将钢琴与

烧烤结合发明了一辆自制钢琴烤串车，网友纷纷发弹幕
称赞“优雅”。随着越来越多网友使用，“优雅”一词在网
络上逐渐脱离传统汉语语义，延展为“称赞某人因拥有
强大的内心或过硬的本领而处变不惊，无论在什么境

况 下 都 能 保 持 从 容 稳 健 的 状 态 ”。 在 哔 哩 哔 哩 网 站
联合中华书局发布的 2022 年度弹幕中，“优雅”一词
当选。

“网络语言是一种朝气蓬勃的语言文化现象，正逐渐
走进现实语言生活。”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平面媒体
中心主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杨尔弘，将网络流行语分
为几类：一是记录时代特征，由媒体广泛传播的词语，
如“新征程”“数字经济”；二是由热点事件产生的词，如“太
空会师”“雪糕刺客”；三是流行音乐的歌词或曲名，本身承
载了愿望、精神等，如“一起向未来”“孤勇者”；四是网络主
播因口音、谐音，游戏、动漫的一些场景等制造了笑点、记
忆点等产生的词语，比如“栓 Q”；还有自媒体平台通过文
字快速表达情绪情感的流行语，比如“yyds（永远的神）”

“emo了（心情不好）”等。
网络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具有自身特色。比如，

现实中的“嗯”表示认同、肯定，在网络上则显得不够热
情，要用“嗯嗯”才能表达积极交流的态度；过去“呵呵”表
示微笑，但在网上逐渐演变成表达敷衍、无话可说等状
态，表达真正的开心一定要用“哈哈哈哈”等方式。

杨尔弘说，网络语言在网络平台上需要网民用打
字的方式来传达隐含的态度、情绪、表情等，因此网
络流行语的字母词、数字词相对较多，这与网民追求
打字交流速度、求新求异的心理和网络平台国际化等
因素相关，也体现出网民在自媒体上特有的自我解压
和调节方式。

构建和谐健康语言生活

语言热点因何而生？“汉语盘点 2022”活动发布的
年度新词语之一“数字人”背后的故事或许能回答这
个问题。

“迎冬奥、迎冬残奥，迎来神州新春到；四道口、五
道口、六道口，通张家口；高山滑、越野滑、短道滑、
花样滑，滑雪滑冰出溜滑……”北京冬奥会前夕，一则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朱广权与“手语主播”线上比拼的
视频，刚上线播放量就突破百万。视频中，朱广权用极
快的语速挑战“手语主播”的“手速”，“手语主播”凭借过
硬的专业能力轻松应对。事实上，这名“手语主播”不是
真人，而是一个虚拟数字人。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上，智能手语主播“聆语”用手语提供服务，与数千万听
障人士分享赛事的精彩。

数字人的出现并非偶然。随着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
展规划》《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十四五”科技发展规划》
等深入实施，智能手语主播产品研发加速应用。数字人
开始被用来指运用数字技术创造出来的、与人类形象接
近的数字化形象。

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编的 《中国语言生活
状况报告 （2022）》 称，随着虚拟数字人技术发展，手
语信息化使听障人士群体受益，极大降低了手语翻译成
本，促进听障人士尽快融入社会。

专家认为，语言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性，语言产生于
社会、服务于社会，也反映和改变社会。社会发展从多
方面影响着国家、民族、个体，个体通过讨论、分析、
评价等话语表达方式形成舆论，又反过来影响社会事件
的发展进程，语言热点正是在这种交互中产生。

语言热点消失同样有自身规律。近年来，“粉丝”“山
寨”“雷人”“任性”等流行词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或进
入书本成为固定词汇，另一些流行词语则逐渐消失。

“这既体现出汉语有蓬勃的生命力，又显示汉语语言
系统本身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张文伟认为，流行词语中
的一般词汇是汉语系统中变化最快的部分，但是汉语的
核心词汇是稳定的，在发展过程中会吸收一些表情达意
准确、符合规律的新词语，自动淘汰那些与社会生活关
系不密切、不符合汉语发展规律的词。

余桂林认为，从语言发展趋势看，一些当时不规范
的特例慢慢变成了规律，被广大语言使用者接受认
可，语言文字规范也会随着社会发展不断调整。他建议
通过合理规范、有序引导，让网络语言在良性环境中健
康发展。

未来如何更好发挥语言文字的巨大潜力？国务院办
公厅2021年11月底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
字工作的意见》 提出，构建和谐健康语言生活，切实增
强国家语言文字服务能力。

专家认为，应通过流行语等语言生活状况监测，开
展语言专项调查，加快手语和盲文规范化、标准化、信
息化建设等举措，推动语言文字工作向国家战略聚焦，
向社会应用推进，向现代治理转型，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多样化的语言需求。

每到岁末，各类年终盘点成为人们分享
的焦点，这些盘点带领我们回眸过去一年的
社会点滴，也唤起每个人经历过的重要时刻、
酸甜苦辣。其中，“年度汉字”“年度热词”

“年度流行语”等评选，有着和“高考作文题”
相似的魔力。语言文字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
工具，真实记录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生动
呈现着社会发展的脚步、人们生活的节奏。眼
下，各类流行语被打上“2022”的烙印，又蕴藏
着对“2023”的无限希冀。

各类语言文字盘点中，我们能深切感
受到时代的发展进步，也能体味到群众生
活的点点滴滴。2022 年，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迅速
掀起热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迈出坚实步伐。“党的二十大”“中国
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入围流行
语，镌刻了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节点，体

现着新时代中国的守正创新、自信自强。
“一起向未来”“我的眼睛就是尺”等热词带
我们回到去年初北京的冬奥时间，中国向
世界奉献了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
盛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了历史最好成
绩，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而

“数字藏品”“沉浸式”“冰雪经济”等热词，
描绘了过去一年群众生活的丰富多彩，假
日约上三五好友在雪场竞技、收集数字藏
品、体验多重感官享受的沉浸式媒体作
品，逐渐成为 2022年的新时尚。热词与流

行语之间，体现着每一个“小我”与国家的
紧密连接。

盘点中涌现的新词语，既反映社会新风
尚，也折射出汉语的独特魅力。新奇有趣的
网络流行用语总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感受和
惊喜，网民妙手偶得的灵光一现，成为全民
广泛使用的风趣表达。比如“电子榨菜”，指
吃饭时观看视频或聆听音频，这种场景下，
音视频内容成为佐餐的“下饭菜”，因此被形
象地称为“电子榨菜”。网络新词本质上体
现的行为和事件也许并不算新奇，但透过

这些流行的新鲜表述，我们能触摸当代年
轻人的生活风尚，了解年轻人的心态和精
神需求，也能深切感受中国语言文字的博
大精深。许多网络热词甚至早已走出国
门，在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汉
语文化圈中广泛使用，成为世界了解中
国、中国连接世界的一个窗口。

流行语盘点既是回眸，也是展望。纵观
近年评选出的流行语和热词，一些词语深入
长久地被更多人接受和使用，产生着延续性
的影响。而盘点本身，既对过去的一年朝花

夕拾，也在语言文字的变化中展望着新年的
美好图景。“端稳中国饭碗”“全球安全倡议”

“新型实体企业”等，有对未来世界发展的美
好祝愿、对国家发展蓝图的饱满信心，也有
亿万人民在新年继续奋发向上的浓厚热情。

流行语是时代变迁的注脚，也是语言
文字的盛宴，它流露出真实的生活回响，
也留存了深深的时代痕迹。虽然人类创造
的单位“年”并不会影响时间的连续性，但
每当新年到来，回望过去一年的流行语，
总在字里行间让我们感受到生活蒸蒸日
上、越来越好，新的一年充满无尽的可能
和希望。

在语言文字盘点中回眸与展望
谭涵文

在语言文字盘点中回眸与展望
谭涵文

多家机构发布2022年度字词、流行语、新词语——

年度热词，生动记录社会生活
本报记者 彭训文

2023 年
1月 2日，山
东省青岛市
西海岸新区
灵山卫大集，
一位商贩在
帮顾客挑选

“福”字。
俞方平摄

（人民视觉）

2023 年 1
月1日，位于重
庆市南川区的
世界自然遗产
地金佛山迎来
降雪，吸引了众
多游客前往。

新华社记者
刘 潺摄

2022年12
月 24 日，小朋
友在北京市朝
阳区蓝色港湾
购物中心体验
滑冰。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