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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言是语言是人类的一种重要的社会交际工具，人们利用它交流思想、传达信息，从而

达到彼此之间了解的目的。就人与文化的关系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人们利用语言积累知识、形成

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对文化起着重要作用。有些社会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

言，就没有文化；从另一个方面看，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反映文化。通过对语言的品察，我们往往

能看到时代的烙印，把握时代的轨迹。本文将以新中国成立至今为时代背景，从日常用语、网络用

语、政治经济用语、教育用语这四个方面探索语言是怎样养反映时代的变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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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常用语

（一）问候语

日常用语是我们平常人际交流使用的语言，多为方便简洁、通俗易懂的口语。新中

国成立以来，中国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变化。从人们日常用语使用的

情况，可以窥探出这一时期人民生活水平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朋友

邻里一见面都会问候“嘿，你吃了吗？”虽然只是一句简单的问候语，由此却可以反映出

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大家心里都把吃饭问题看得很重，解决基本的温饱是首要问题。到

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人们不再为温饱问题烦恼，而是追求更高一层

的享受，朋友邻里见面的问候语变成了“你炒股了吗？”、“打算去哪里旅游啊？”随着科

技的发展，信息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的普及，人们的生活水平上升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娱

乐方式层出不穷，邻里朋友见面打招呼也多种多样“这期买什么（彩票）？”、“Ｈｉ”、

“喂，偷（菜）了吗？”“有空你就斗斗地主呗！”……这表明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加丰富多

彩，思维更加活跃，视野更加开阔，生活更加有滋有味。



（二）提示语

从生活中的文明提示语也可以窥探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那块曾经叫做“警告牌”

的小东西的“冷面孔”——“禁止吐痰，违者罚款”、“不许倒垃圾，违者重罚”、“严禁折

花，违者严惩”……斗大的“禁”字，不一定能管住不文明的人，倒让文明人看了心惊肉

跳。而今，伴着都市现代化的步伐，人们的文明意识不断提升，对城市品位也有了更高的

要求。治疗都市“文明病”的“药方”，已经开始从警告性提示泛滥的“下猛药”法，逐

渐转为软语轻声的“温馨疗法”——“警告牌”换了新名字，变成了“文明提示牌”，曾

经冷硬的脸庞也渐渐柔和温暖起来。在广场：“请爱护蓝天下的这一片绿地”；在浴池：

“为自己，也为大家，请珍惜每一滴水”；在图书大厦：“把图书内容记在心里，但不要把

书放在包里”；公交车上：“一毫之善，与人方便，礼貌让座，众人称赞”；在医院：“只要

献出一点爱 生命因你而精彩”“ 爱心传递生命”“ 以我们的热心、关心、细心、耐心，

让病人舒心、放心、安心、欢心”；交警部门：“安全，才能回家”……我们的文明渐渐有

了诗意。日常文明提示语默默无言，却时时提醒我们，哪些事情不合公共道德，不应去

做；哪些事情虽小，却展现了一个文明的社会人的风采。从原来生硬的警示语到现在充满

温情的提示语，说明了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素质的提高。

二、网络用语

网络语言是网民们为了提高网上交流的速度、张扬个性、追求特定的审美情趣，在

现行汉语基础上和不断的实践中通过调动人脑的所有知识储备与想象力而摸索创造出的一

种输入相对快捷的符号体系。

“互联”即相互联通、相互联系、相互联合，互联网带来了平等、分享、互助等时

代精神。“论坛”一词也从线上走到线下，成为各行各业开展讨论和沟通的常见形式。“博

客”兴起也不过几年时间，但它已成长为个体表达的最佳场所，中国的一亿多个博客就是

一亿多个“个人播报台”，两年以来，“微博”的成长迅速，实时、方便、快捷，信息的流

通从未如此壮观。

演艺界“雷人”事件层出不穷，也是很多网络新词产生的发源地。如，艳照门”事

件后，某女星道歉说自己“很傻，很天真”，引发了“很×很××”句式的流行。一家电

视台的记者就此采访一位市民，得到的回答让人啼笑皆非：“关我什么事？我是出来打酱

油的！”现在“打酱油”成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代名词。

有些网络语言只流行一时或随时间的加长而减少使用的频率，如：“酱紫”（“这样



子”速读连音，也作“绛紫”），“ 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包子”(形容某人笨，或

者长相欠佳)，“神马都是浮云”，“给力”，“开房”等等。但是随着网络世界的不断发展，

网络语言已经开始渐渐地影响到日常用语但很多网络语词历经时间淘洗，已广为人知，相

对固化，比如“PK”、“粉丝”，“山寨”等基本是妇孺皆知，已经被广泛使用。”

网络新词语的涌现代表社会在发展，社会思想活跃，不断有新的观念出现。网络新

词语反映了人们的表达需要。表面看来，网络新词的产生与替换只属于语言学范畴，但事

实上，它意味着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的诞生，它甚至可能引领整个领域未来的发展方

向

三、政治经济用语

(一)政治口号

在中国共产党 80 年的历史中，政治口号反映了政治中心的不断转移。如“一定要解

放台湾”“将革命进行到底”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

平”、“民主”、“团结”“自力更生”“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惩前毖

后，治病救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三个代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有利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稳定

压倒一切”“三步走发展战略”等等。看来，政治用语的变化反映了我国政治领域侧重点

的不同，政治中心的变化，历史的变化，中国的资本主义朝着健康、茁壮的方向发展。

(二)经济领域

国内生产总值（简称 GDP)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

标。它不但可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更可以反映一国的国力与财富。在过去的 25 年

里，国家强调“要尽一切努力，让 GDP 快速增长”于是出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口号。

最终虽然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超过 8%的世界奇迹，但与此同时，在社会、环境

等许多方面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随着中国政府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片面追求 GDP 增长的发展模式开始从中国全面

淡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强调将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与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起来。如今，“绿色、环保、全面可是续发展”的观念深入人

心。这些变化表明了中国将把更多注意力转向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发展

的质量和效益。

（三）政治经济词汇

同一中国社会，在不同时代，其使用的词汇也有所不同，从而可看出其演进的轨

迹。1966 年至 1976 年中国最流行的词汇是：走资派、当权派、三家村、一小撮、黑帮、

革命造反派、红卫兵、红小兵、革命小将、最高指示、最新指示、夺权、黑手、派性、保

皇派、逍遥派、反动学术权威、三支两军、文攻武卫、砸烂狗头、斗私批修、破四旧、立

四新、吃老本、立新功、斗批改、样板戏、老三篇、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四个

伟大、向毛主席请罪、一月风暴、二月逆流、致敬电、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小爬虫、变色

龙、大串联、三结合、打着“红旗”反红旗……。而 1979 年至 1999 年中国最流行的词汇

却变成：中国特色、改革、平反、一号文件、万元户、顶替、托福、乡镇企业、小康、国

债、股票、倒爷、奖金、打工、爱滋病、炒鱿鱼、一国两制、赞助、甲 A 甲 B、希望工

程、下海、第三产业、迪斯科、回扣、跳槽、生猛海鲜、电脑、白领、兼职、大款、卡拉

OK、快餐、休闲、减肥、打假、商品房、市场经济、转换机制、两个转变、招商引资、费

改税、资本运作、资产重组、软着陆、降息、年薪、回归、知识经济、下岗、分流、按

揭、克隆、上网……。从这两个时代流行的词汇中非常明显地看出：前者流行政治词汇，

后者流行经济词汇；前者流行革命词汇，后者流行改革词汇；前者以阶级斗争为纲，后者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前者流行封闭词汇，后者流行开放词汇；前者单从文字可理解词汇，

后者要从译音来了解外来词汇；前者单纯汉语词汇，后者中英混合词汇。从以上的比较可

看出，社会在不断演变，时代在不断前进。

五、教育用语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实施，“教学大纲”一词成为历史名词，而“课程标准”成为当下

教育工作者的习惯用词，这是一种观念转变，它意味着大一统式的集权管理走向了课程标

准下的分权授权管理。同时，“素质教育”“教育现代化”“创建和谐校园”的教育宣传用

语，反映了新时期新型教育模式的大转变。



（一）良师益友

我们常把老师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无私的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不断修剪祖国的花朵的辛勤的园丁”……老师的地位至高无上，令人敬佩，我们对老师

的崇敬之心油然而生。也因为如此，我们走向了过分尊师的误区，我们对老师说的话毫无

置疑，从不反驳，对于老师提供的学习模式，照搬照抄。这样却限制了我们思考的空间，

我们的好奇心、探索欲被一点点的抹杀掉，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只能做一个老师眼中的

好学生。但是，在新的教育观念下，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发生改变，老师有时是我们的朋

友，陪伴我们快乐成长，有时有是我们的长者，引导我们走向正确的方向，因而我们成老

师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二）以学生为中心

传统的教育观念以教师为中心，“重视教，忽视学”，讲究“教师讲，学生听”,随着

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教育领域也掀起了天翻地覆的新改革，提倡“以学生为中心、

教师为主导”或“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新的观念下，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真正

建立了平等的人际关系和民主化的课堂，更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研究。传统的教育模式要

求学生熟读文章，不重视实践，流行“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很少有对文

章深层次的理解和研究，写文章也是按照统一的“三部曲”（开头引题，中间举例证明，

结尾点题），因而学生的思维相对固定，辞藻浮华，很少有佳作产生。而新教育观念的转

变，强调学生学，强调学生动脑动手，要求学生积极探索，发散思维，努力创新，使“学

与用同步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扩大了学习与生活的大课堂。福山教育的发展也顺应

了这种时代的潮流。在福山，德育工作重视源于学生个人真实生活的体验和探索、思考和

感悟；福山校园中的各种活动，学生成为主角，学生的名字总在学校电视、广播、网站、

报刊上不断出现；尤其是教师之间、学生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都习惯于基于事实的说

理，基于情感的沟通，建立了一种融洽和谐共同进步的新型师生关系。

结语：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它不仅包含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

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语言是时代的产物，语言总是随着时代

的发展而变化，从语言的变化了解历史变迁，把握社会发展面貌，窥探时代的发展趋向，

对规划更好的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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