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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教育研究

非线性科学视野中新时期的

语言发展和演变

王 锋

【提 要 】 在全球化 、 信息化和城镇化大背景下 ，
语言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发生 了深刻 变

化
，
语言的发展和演变呈现 出 新的 特征 。 语言与 外部 系 统的 联系 更加 密切 ，

语言 系 统更趋

开放和复杂 ， 非线性发展特征更加鲜明 ；
语言发展对初值的敏感依赖性更加 凸 显 ，

语言发

展的 内在确定性受到 削 弱
；

语言传播和发展的格局发生根本改变 ， 分形趋于 消减 ，
语言分

化趋势弱化 ， 语言融合成为语言发展的主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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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 在全球化 、 信息化和发展的开放性和复杂性更趋凸显 。 主要表现有 ：

城镇化条件下 ， 语言的发展演变业已进入了
一

个１ ． 语言的开放性范围扩大 。 在传统社会中 ，

新的阶段。 如何认识和把握新时期语言发展的形语言系统的开放性不太凸显 ， 且仅与语言社区

式和特点 ， 这是语言学理论面临 的一个新课题 。 所在及周边的社会和文化系 统存在信息交换 。

传统的语言学理论 ， 不论历史语言学还是结构主
一

个民族和地区的语言 ， 其信息系 统通常只反

义语言学 ， 都只注意语言的线性特征和有序状态 ， 映本民族和本地区的生产和生活知识 。 但 ２０ 世

如历史语言学探讨语言的对应规律 ， 结构主义语纪 ８ ０ 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使传统的语言文化

言学注意分布和对立 ， 着眼点都是运动的平衡态格局发生根本变化 。 全球化是
一

个以经济全球

和周期态 。 其实 ， 语言不是
一

个 自 我封闭的符化为核心 、 包含各 国 、 各民族和各地区在政治 、

号世界 ， 而是一个开放的 、 演化的 、 有着大量文化 、 科技 、 军事 、 意识形态、 生活方式 、 价

外界干扰的非线性复杂系统 。
？ 全球化 、 信息化值观念等多层次 、 多领域 的相互联系 、 影响 、

和城镇化发展 ， 进
一

步凸显 了语言发展的非线制约的发展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 交通和通讯

性特征 。 本文试以 浑沌学等非线性科学为基础 ， 技术的发展 ， 尤其是从电话到电子计算机再到

来阐释当前语言发展演变的
一些特点 。因特网的发展 ， 消 除 了人们之间 的 空 间界限 ，

＝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交流障碍被打破 ， 占经济发
―

、 语言系统更趋开放和复杂 ，

非线性发展特征凸显


① 张公瑾 ： 《走向 ２ １ 世纪的语言学 》 ，
《 民族语文 》 １ ９ ９ ７ 年第

在全球化 、 信息化和城镇化条件下 ， 语言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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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主导地位的 国家 、 地 区和 民族 ， 其语言和文表达方式的传播可以 呈指数增长 ， 信息 以滚雪

化也处于优势 ， 对其他语言和文化的影响不断球的方式迅速扩散 ， 个体性语言活动对语言系

扩大 。 正如海然热所指出的 ：

“

在那些人们足迹统的影响力极大增加 。 如
“

冏
”

字就是从个体

所至 ， 无法恪守传统身份的少数民族地区 ， 虽使用扩散到 网 民和社会各界 中 。 由 于 网 民数量

然他们的语言仍在使用 ， 但频繁的接触导致那众多 ， 语言发展和变异的参与主体数量众多且

些挟带金钱 、 技术和意识形态而来的语言 的传分散 ， 对语言 系 统发展造成 的扰动是 日 益凸

播成为不可抗拒 。

”？ 大量外界甚至全球范围 内显的 。

的社会和文化信息都会对
一

个语言系统造成扰＿

动 ， 从而也增加 了语言系统及其发展的复杂性 。

—

例如
“

克隆
，，

、

“

厄尔尼诺
”

、 ＧＰＳ 、 ＷＴＯ 等特±曰

＝
，

１？ 曰

５
；展的 内在

定織的新词 ， 也会出 现在乡 村语言甚至少数确定性受到削弱

语言是
一

个动态 的发展系统 ， 且其发展有
２ ？ 语言 系统对外部系统的反馈更为 敏感 。

自 己 的方 向和确定性 。 语言发展的方 向和趋势

借助信息化条件 ， 人们 的社会和
＾
化活动及其 短期 内不容易 看出 ， 但在一个较长的时 期 内 ，

成果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反映到语言系统中 ， 而
则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内在 的规律性 。 正如 萨丕

不再需要传统社会中 长期的积淀和传播过程 。 尔所指出的 ：

“

语言里其他
一

切都有 自 己 的沿流 ，

尤其是
一

些带有普遍性的热点话题和概念 ， 更 每一个词 ， 每一个语法成分 、 每一种说法 ， 每

易引起语言系统快速而敏感的反应 。 例如
“

超 一种声音和重音 ， 都是一■个慢慢变化着的结构 ，

女
”

、 ＫＯ 、

“

失联
”

、

“

蚁族
”

、

“

房奴
”

、

“

富二
由看不见 的 、 不 以人意为转移 的沿流模铸着 ，

代
”

、

“

山寨
”

、

“

非典
”

等大量新词的快速传播 ， 这正是语言的生命 。

， ，③ 这里的
“

沿流
，，

， 可以理

就体现了
＾
一特点 。

＾解为语言发展的内在确定性 。

３
■ 语言 群体流动增 大 ， 语言系统 的接触改革开放 以来 ， 中 国 的经济 、 社会和文化

更
巧
错综复杂 。 在全球化和城镇化 背景下 ， 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 。 特别是进人 ２１ 世纪的 十多

语言个体的流动量大面广 ， 无论城市和乡 村 ， 年来 ， 中 国全球化 、 信息化 、 城镇化进程进
一

都很少再有传统社会纯粹单一 的语 言社 区 。 步加快 ， 语言的发展变化 十分活跃。 当今中 国
语言接触的深度 和广度 已经超过历史上任何 的语言发展和演变格局 ， 与传统的 以 自 给 自足

时期 。

＿为基本发展模式的农业社会相 比 已经有 了 根本

４ ． 个体性扰动对语言系统的影响凸 显 。 语的不同 。 这种变化可以说是革命性的 。

言是约定俗成的 ， 是集体无意识的产物 ， 语言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 ， 人 口 流 动性小 ， 语

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 个人无法发 言社区相互隔离 ， 语言接触少 ， 语言的发展以

挥作用 。 但是 ， 在新的条件下 ， 借助信息化技 内部演变占优势 ， 具有发展沿流的内 在确定性 。

术 ， 在特定的条件下 ，

一些个人的语言活动有 特别是在南方少数 民族地区 ， 由 于 山 川 阻 隔 ，

可能获得广泛认可 ， 从而 以很快的速度扩散到语言社区相互独立 ， 外部环境影响小 ， 语言总

语言系统中 。 根据北京市社科院 ２０ １ ３ 年 《北京体上按 内在的格局 自 然发展 ， 其发展的内在确

文化蓝皮书 》 的统计 ， 仅北京
一

地 ，
２０ １ ２ 年粉定性较为凸显 。

丝数在 １００ 万至 ３００ 万的新浪微博账户就有 ４９８

个 ， 粉丝数在 ３００ 万以上 、 具有重要公众影响 ① ［法］ 海然热著 ： 《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
，
张祖建

力 的新浪博主 １ ４２ 个 、 腾讯博主 １ ０７ 个 。

？ 粉丝译 ，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 ９ ９ 年版 ， 第 ４４ 页 。

超过千万的也大有人在 。 千万人 口 已 经相当 于② 姜葳 ： 《微博大 Ｖ
， 北京最多 ： 京城已成网络文化策 源 中

世界上不少 中小国 家的人 口 总量。 得益于微博
③ ［美］ 爱德华 ． 萨丕尔著 ： 《语言论 》 ， 陆卓元译 ， 商务印书

等新媒体的 网式信息传播结构 ，

一

条新的语言馆 １ ９ ８５ 年版 ， 第 １ ５ 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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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新的发展条件下 ， 外部环境对语言系地输入 由 汉语政治 、 经济 、 文化和科技借词 ，

统的影响 日 益加剧 ，

一

是经济和社会流动造成语音 、 语法也受汉语的 深刻影 响 。 汉语方言

语言主体的迁移和流动 ， 语言接触和影响的深及各民族语言传统发展模式 已 经发生 了 根本

度和广度前所未有 ；
二是 以新媒体为渠道 ， 社变化。

会文化系统与语言 系统的互动极大加速 ， 社会＿

＋＼＼

文化热点迅速反馈至语言 ， 社会文化系统对语？ 胃

言系统的影响更加快速而直接 。 这
一

切 ， 都使力

对初值的敏感依赖性 ’
又称蝴 蝶效应 ’ 是

ｆ
３ 的发ｕ鋪

人们早 已熟知 的浑沛系统的根本特征 。 在浑沛
原有

＾ｅｎｇ
雜中 ， 只要初始条件稍有偏差或微小的扰动 ，

就会使雜的最终状态发生 巨大的变化 。 在这
越

２
多

笔 就县［五

－点上 ， 语言系统的发展是完全符合浑沌系统

作为全球性语言 ， 对汉语语言系统造成的扰动 。 ＝
征 的

种ｇ
尔

仅第六版 《现代汉语词典 》 就收录了２ ３９ 个英
，

出

；

文字母词 ， 标志着这些字母词正式进人 了汉语
始 ， 衣在几千年

Ｔ
程中 引

＾
最深

ｄ
的４构变

的词汇系统 ， 引起 了学界震动 。 尽管汉语中 吸 ｔ
收字母词是好是坏 ， 学术界还有争议 ， 雛较
－

細认识是 ，
汉语中英语字母词的增加 ， 尽

类似的
一 一— —

管是必要的 ， 但也在－定雛上影响 了汉语的当祕ｔｏ 目 发展在新的条件下 ’ 蝴蝶
＾
应

发展方向 ， 需控制在
一

定数量以 内 ， 不能无 Ｐ艮
现象更趋突 出 ’ 且更具时效性 ’ 在传统语 目 发

制吸收 ， 否则将影响汉语和汉字的原有性质 。

神数十年乃 至成百上
＾
年才能完成的变化 ’

又如 ， 汉语词汇的双音节化是－个重要的发展
在新的条

＾
下短时 间 内就会实现 。 其根本的原

趋势 ， 但
“

范跑跑
”

、

“

楼歪歪
，，

、

“

高 大上
”

、

因在于语言的传播和影响方式有 了根本的变化 ’

“

白富美
”

等三音节词 ， 是随着社会热点问廳
从有声语言 、 书面语言到 日 益普及的广播 电视 、

細特殊用语 ， 随着这－构纖从酶扩觀
嶋雜、

汉语 口语中 ， 就造成 了汉语构词的新变化 。

－

些不符合汉语原有组合规律的结构 ， 如
“

被增 语言信息实现实时传输 ， 不仅方便快捷 ， 传播

长
，，

、

“

被就业
，，

、

“

被 自杀
”

等 ， 但 已经在
一定 无阻碍 ， 且传播受众基数大 ， 远超传统平面媒

程度上通用 ； 再如 ， 从类型学上看 ， 汉语是
一 体 。

一个新的语言现象和变化 ， 往往通过特定

种动词型或动词优先的语言 ， 而英语则是
一种 的

，
合和条件 ， 就在极短的时间 内扩散到全民

名词型或名词优先的语言 。 但是 ， 受英语的影胃胃＋ 。

响 ， 汉语的动词优先原则也受到 冲击 ， 并 出现例如 ，

“

愿景
”一词

， 原来多使用于 台湾 、

了一些名 词优先的句子 。 例如 ，

“

祝您旅途愉香港等地。 在两岸三地的交流过程中 ， 大陆人

快
，，

是动词型 的句 子 ， 但现在却经常说成
“

祝民也逐渐开始 了解
“

愿景
”
一词 ， 但使用 范围

您有
一

个愉快的旅程
”

， 这实际上是汉语中的英
一

直有限 。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 ９ 日 ， 在胡锦涛总书记

语表述 。 这类句子的大行其道 ， 对于汉语的发与原 国 民党主席连战 的会谈公报 中 ， 使用 了

展是有重大影响的 。
“

愿景
”
一词 ， 这是该词首次出现于 国家重要文

在我 国 ， 随着普通话影 响力 的不断增 大 ，
件 ， 标志着该词获得 了普遍认可 ， 从而进入普

各地汉语方言的语音 、 词 汇和语法 日 益 向普通

话趋 同 ； 在少数民族地区 ， 民族语言越来越多① 《语言论 》
， 第 １ ５ 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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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词汇系统中 ， 同年 ７ 月 出 版的 《现代汉语言 、 社会方言 、 个体变异的渗透和约束力不断

词典 》 第 ５ 版 中 即收录 了
“

愿景
”一词 。 ２００ ９增强 。 在语言政策上 ， 国家大力推广 国家通用

年春晚 ，

“

雷死我了
”

、

“

被雷了
”

等网络词汇被语言文字 ， 教育领域通用语言文字已 经得到普

写人剧本台词 ， 全国 的网民和社会各界都认识及 ， 新闻媒体使用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常态化 ；

并了解了
“

雷
”

的新意义 ， 使
“

雷
”

走出 网络 ，
在语言功能上 ， 通用语言和强势语言的社会经

走到了 日 常生活中 。 ２０ １０ 年 １ １ 月 １ ０ 日
，

一

向济价值凸显 ， 弱势语言功能 弱化 ， 语言转用普

以严肃严谨著称的 《人民 日 报 》 在头版头条刊遍发生 ； 在语言 内部结构上 ， 各种语言和方言

发了题为 《江苏给力
“

文化强省
”
》 的文章 ， 受受强势语言和方言的渗透 ，

不断向 强势语言趋

到全国 网 民和读者的高度关注 。 由 于 《人民 日同 。 总体来说 ， 就是语言的各种分形形式逐渐

报 》 的权威性和号召力 ，

一直仅限于 网络使用向通用语言和强势语言趋 同 ， 分形消减 ， 语言

的
“

给力
”一词

一

夜之间蹿红神州大地 ， 扩散发展的分化趋势减弱 。

到全民词 汇系统 中 。 这一事例堪称新时期汉语当前 ， 由于受汉语的深刻影响 ， 我 国的很

发展蝴蝶效应的最好例子 。 其他如 因各种个人 多少数民族语言不仅在语音 、 词汇上 日 益受汉

语言行为以及偶然 、 突发事件而引起的语言新 语
￥
影响 ， 语法结构也向汉语趋同 。 各地汉语

变化 ，
不胜枚举 ， 导致特殊的语言现象屡见不方言在词汇、 语音和语法上不断向汉语普通话

鲜 ， 各种新词爆炸式增长 。 句法方面 ， 如各种 趋同的例子 ，
也是俯拾皆是 。 强势语言通过不

“

体
，，

的层 出 不穷 以及
“

全 民造句狂欢
”

， 其发断增强的社会 、 经济和文化影响力 ， 日 益密切

展变化 ， 都带有特定条件下的偶然性 ， 但涉及 的人 口 和社会流动 ， 再加上高度发达的信息技

词法和句法 ， 其影响也值得密切关注。术的支 对弱势语言和
芒
言的影响将更趋 凸

语言发展在短时期内对初值的敏感依赖性 ，

显 ， 语言融合已经成为语言发展的主流 。 尽管

带来了语言工作的很大 困难 。 首先 ， 因为初值
在网络语言的冲击下 ， 语言发展的不确定性增

具有不确定性 。 在新的条件下 ， 语言发展进人
力卩 ’、 社会 、 个体变异

活跃阶段 ， 新的语言现象层出 不穷 ， 人们难以
弱化的总体趋势 。

＿

判断哪些雛只是昙花－现 ，
而哪些雛则会分形的

＾
减及语言分化趋势的弱化 ，

－方

影响到全民语言 ； 其次 ， 初值发展在新 的条件
＾

表现于语言 系统内部 ， 另
一

方面则表现在语

下发展快速 ， 难 以进行有效的语言臟。 传Ｓ
胃文化多样性＿弱 °

社会中 ， 语言发展变化较慢 ， 而在当前条件下 ，全球化背景下
Ｌ
以 优势经济文化背景为依

有的语言现象可能在
－

夜之间扩散到全社会 。

？

这就导致语言规范环节缺失 ，
不规范语言现象

用
，
围

￥
断扩张

， 影响力不断增加 ’ 而大量使

用人 口较少 、 社会和经济发展滞后的民族语言 ，

°

则加速走向衰亡 。

四 、 分形的消减及语言分化在信息化进程 中 ， 表面上看 ， 在同等的信

趋势的弱化息化技术条件下 ， 各种语言文字的机会和权利

＿是均等的 。 但实际上 ， 不同国家、 民族和地区
在传统社会环境中 ， 语言 因空 间分布 、 社 在信息传播中 的地位差距非常大 ， 这种差距被

会条件及其他各种 因素 的不同 ， 会分化出不 同称为
“

数字鸿 沟
， ，

。 数字鸿沟在带来社会 、 经

层次 、 不同标度的分形 ， 语言的发展也 以分化 济 、 文化等方面鸿沟 的 同 时 ，
也造成语言之间

为主流 。更大的不公平 ， 并威胁着许多语言的生存 。 在

但在新的时期 ， 在全球化 、 信息化和城镇信息化社会中 ， 不能成为 网络语言或是在网络

化条件下 ， 以 强势文化 、 网络文化、 城镇文化应用上处于 劣势的语种 ， 其使用功能 和活力将

为依托的通用语言影 响力 不断扩大 ， 对地域方会进一步弱化 ， 进而走向濒危甚至衰亡 。

８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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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范 围看 ， 人类语言数量正在加速减触和影响更为密切 ， 强势语言和方言的影响力

少 ， 语言文化多样性面临巨大危机 。更加凸显 ， 语言分化趋势弱化 ， 融合趋势 日渐

＝成为语言发展的主流 。 因此 ， 语言历史演变的

谱系树模式 日 渐式微 ， 由 密 到 疏的
“

倒河 网

１ ？ 在全球化 、 信息化麵镇化的大背景下 ，

状
”

演变模式更加符合当前和今后语言发展的

语言发展的模式和特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 语＾ ＾＿

言发展的新模式和新特点 ， 可 以脑 的理论来
４ ． 客
巧
认识弱势语言的衰亡 。 在新的历史

观察 。 非线性科学和浑沌学的理论 ， 可 以为 我
时
＾

， 语言分化的社会和文化基础
，
于解体 ，

们观察和解释新的语言发滕点提供新的视角 ，

语
＾
的融合 ， 尤其是以优势文化语言为 中心的

也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语 目融合 已 经成为 主流 ’ 弱势语 Ｓ 功能弱化 》

２ ． 语言作为－个开難雜 ， 在雜餅
瓶渐赫脆麵亡 ， 这是—个前根本性

下 ， 其开放性更加 凸显 ， 语言的使用 和发展 、

＿变 ’

、

也是
一

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 我们应该

语言的 内部结构 ， 都更多地受到外来系统的扰
胃

动 。 这都导致语 言发展 的不 确定 因素大量增

加
，
语言现象发展的速度大幅加快 。 特别是在

这
—

发展趋势基础上提出来的新时期民族语言

信息化条件下 ， 语言发展对初值的敏感依赖性

凸显 ， 发展呈现出突然性 、 影响力急剧扩大等

特点 ， 这给親綱语言繊工肺来了細纟文作者 ： 巾 ？社会科 学院 民族学 与人类

学研究所研 究 员 ，
文学博士 ， 民族语言

３ ．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 语言历史发腦模应 用研究 室主任 ， 中 国 民族语言 学会秘

式发生显著改变 。 在传统的封闭社会中 ， 语言

的历史发展以分化为主流 ， 即语言在时间序列

上是有序分化的 。 但在新时期 ， 语言的相互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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