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第$"期!总第$"期"第$卷 教育科学文献 %&&'# !()*

+

!*(,

国内语言服务研究现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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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年间中国知网核心期
刊中关于语言服务研究的文献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与统计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国内语言服务
研究整体上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其中应急语言成为研究的热点!同时语言安全研究逐渐兴起!

跨语言管理研究也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此外!通过核心文献的检索与分析!研究确定了在
该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和奠基作用的研究者和期刊" 本研究旨在深入了解语言服务研究的现状
和发展态势!为该领域提供有价值的学术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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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关于%语言服务($目前国内外尚未形成统一的

定义' 在译学界和汉学界中存在两种主要观点'

译学界的观点$即狭义的语言服务定义$主要关注
语言的多层次内涵$特别是不同语言之间的信息转
换行为和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翻译与本地化服务&

语言教学与培训服务&语言技术工具开发&语言支
持服务&多语信息咨询$以及特定行业领域的语言
服务' 在汉学界$对语言服务的理解不仅包括不同
语言之间的信息转换$还包括同一语言内部的服务
性行为$呈现出相对广义的定义$例如语言政策&语
言战略&语言规划$以及对语言服务资源的配置&使
用&规划等方面' 刘江!!"!."在对译学界和汉学界
关于语言服务的定义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对%语言
服务(的概念进行了重新整合与修正' 语言服务是
相关行为主体出于营利或公益性目的$为客体提供
以语言为载体&内容和手段的服务或产品的市场活
动' 这一概念不仅涵盖了传统的口头和书面语言
服务$还包括了数字化的多模态语言信息技术或产
品' 这种定义既体现了语言的传统价值$又反映了

其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多元发展'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步入新时代$语言
服务研究与时俱进$深刻关注社会语言生活中涌现
的新问题和新现象$以更有效地助推社会经济的发
展' 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学者对语言服务的关注逐
渐增加$相关研究论文也应运而生$同时也出现很
多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的论文' 万晓卉&吴岳
!!"!."采用L;E:P[ !<"和&]&& !) 数据可视化分
析软件$对!"$.年至!"!.年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中
关于%一带一路(语言服务的文献进行了统计研究$

揭示了相关研究的热点主题和发展趋势' 与此同
时$邹一戈!!"!!"梳理了近十年中国知网期刊中关
于国内城市语言环境建设的研究文献$并运用
X;5H&6DEH进行可视化分析' 林兵&王保红&尹春洁&

丁礼章!!"!""对!"$!,!"$(年国内外语言服务研
究领域及路径进行了详细述评$而孙乃玲&王钰培
!!"!""则对!"$" 年至!"$( 年$) 种外语类X&&X%

期刊中的语言服务研究文献进行了考察' 此外$李
琳&王立非!!"$("基于X;5H&6DEH%%可视化分析软件
对!""*年至!"$1年X'̂ %数据库X&&X%期刊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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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服务研究相关文献进行了深入分析' 相较之
前的研究$李琳&王立非!!"$("的研究中文献检索
关键词范围更为广泛$囊括了与语言服务狭义和广
义定义相关的研究文献$因此$该研究的语言服务
研究相对更为全面' 基于此$本研究在李琳&王立
非!!"$("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检索和可视化分析
了!"$*年至今的相关文献$旨在深入探讨新冠疫情
时期及当前我国语言服务研究的状况&取得的成果
以及未来语言服务研究的发展方向'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借助X;5H&6DEH?<!<_# 09NDGEH9软件进

行语言服务研究现状的深入分析' 所分析的文献
来自中国知网上X&&X%期刊收录的与语言服务研究
相关的论文$检索时间跨度为!"$* 年$ 月$ 日至
!"!.年$!月.$日' 在关键词的选择上$本研究参
考了李琳&王立非!!"$("研究中所列举的语言服务
术语' 文献来源包括作者&标题&出版物来源&摘要
等多个信息维度$总计检索得到)"$篇论文' 在删
除书评&会议类等与研究无关的论文后$最终筛选
出#).篇文献用于分析研究' 本研究采用定性分析
和定量统计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拟对以下问题进行
探讨研究#!$"国内语言服务研究的总体发展趋势
如何. !!"国内语言服务研究的关注焦点都有什
么. !."语言服务研究的核心文献情况怎么样.

二#研究结果
'一(语言服务研究的发展趋势
经过对X'̂ %数据库的全面检索$我们梳理了

这一时间段内国内全部期刊上发表的语言服务研
究论文' 据统计数据显示$!"$*,!"!. 年间$国内
期刊共收录了!.)$篇与语言服务相关的论文$其中
X&&X%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为#). 篇$占全部语
言服务期刊论文的$( !̀1a' 这一比例略高于李
琳&王立非!!"$("研究中得出的$* *̀a$表明高质
量的语言服务研究论文近年来有增长趋势$但总体
占比仍然较低'

此外$通过绘制语言服务研究发文量统计图
!如图$所示"$我们可以直观地了解该领域文献的
时间分布情况$从而进一步分析其研究动态' 从图
中可以明显看出$!"$* 年至!"!! 年期间论文数量
整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表明学术界对语言服务的

关注度正在逐渐增强' 然而$!"!.年的数据出现轻
微回落' 考虑到语言服务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和价
值$以及社会对国际化&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需求的
持续增长$我们有理由相信$语言服务研究的相关
议题将继续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

图$-语言服务研究发展趋势

'二(语言服务的研究热点
本研究运用X;5H&6DEH? !̀ _̀# 09NDGEH9软件$

通过抽取关键词并形成关键词聚类$直观地显示出
了文献的主题和核心内容$方便研究者把握语言服
务研究所关注的热点话题' 运行软件后$图谱呈现
出从大到小的$" 个聚类$其中b!模块值"

c

" )̀?*1$&!平均轮廓值"

c

" *̀#"(' 这里的b值和&

值是参考指标$用于评估图谱的效果' 当bd" .̀

时$表示显著的聚类)而&d" 1̀时$则说明聚类的可
信度很高' 可见$所得的可视化知识图谱设计合
理$令人信服' 图谱的呈现结果具备很高的参考价
值$具体效果如图!所示'

图!-国内X&&X%期刊语言服务研究
热点可视化图谱!!"$*,!"!."

图!显示$!"$*,!"!. 年间$我国语言服务研
究热点涉及$" 个主题$按聚类从大到小排序依次
为#语言政策&语言景观&语言规划&语言服务&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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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语言资源&语言安全&语言生态&语言生活和
语言管理' 这些主题和李琳&王立非!!"$("研究中
的前十个主题基本相同$但是排序稍微有些差别'

除此之外$很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最近六年学者
对语言安全和语言管理的关注度较过去十年有明
显提高' 同时针对!"$(年新冠疫情的暴发$语言应
急研究引起了学者的极大研究兴趣' 据此$针对该
热点关键字词聚类$本研究对!"$*,!"!.年间国内
关于语言服务的研究进行以下归纳分析'

$<应急语言研究成为焦点
应急语言服务是一种专门针对自然灾害&事故

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共事
件提供语言服务的特殊服务!邓坤宁$!"!."' 应急
语言的研究要追溯到!""*年的汶川大地震' 灾难
发生后$学者们提出%灾难语言学($建议编制灾情
术语手册以方便现场救援以及防灾教育' 后来$

!"$(年暴发的新冠疫情激发诸多学者成立了%战疫
语言服务团($通过多媒体应急语言服务来助力疫
情防控' 至此$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于!"!!年#月
!*日在北京成立$%这标志着我国应急语言服务翻
开崭新一页$国家应急管理领域又增一支生力军(

!中国社会科学网$!"!!"' 肖俊敏&张瑜!!"!!"对
过去!"年国内应急语言研究的回顾以新冠疫情暴
发为分水岭$将中国的应急语言研究分为两个阶
段' 第一阶段着重于经验积累&理论探索和政策规
划' 第二阶段涌现出众多成果$应急语言概念不断
完善$理论视角更加丰富$应用研究在多个领域蓬
勃发展'

通过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文献分析$可以发现
很多学者都聚焦于应急语言能力的建设研究$如沈
骑&康铭浩!!"!!"从语言规划的角度提出了国家应
急语言能力建设的三种观点与基本内容' 另外$研
究者基于新冠疫情对应急语言的概念进一步探讨
和区分' 屈哨兵!!"!""通过观察新冠疫情防控过
程中的语言服务$讨论了语言应急和应急语言与社
会语言生活相关的问题$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和
治理能力的提高提供一定借鉴' 除此之外$突发事
件后的心理建设也同样重要' 刘晓宇!!"!!"关注
了应急语言服务中的心理抚慰$认为其在全球性突
发事件中具有重要作用' 他回顾了语言抚慰的发

展$并界定了应急语言抚慰研究的两大领域' 此研
究推动了应急语言抚慰标准化与系统化建设$进而
改善了应急语言服务体系'

这些文献共同揭示了应急语言服务领域的多
个方面$包括国家层面&涉外服务&多模态隐喻&心
理抚慰&能力资源建设等$形成了一个全面&有机的
研究体系和多维度&系统性的研究视角$为应急语
言服务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深刻的见解' 但在当
前研究中$宏观思辨和个案研究成为最常见的研究
范式$后续研究仍然需要不断丰富应急语言研究范
式$以实现研究范式上的宏观思辨与微观实证互补'

!<语言安全研究兴起
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急剧演变$全球风险

社会的日益严峻表明了迫切需要构建整体国家安
全能力' 总体国家安全观于!"$#年首次由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提出$自那时起$语言安全在语言学&国际关系学&

政治学&法学等多个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对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进一步强调也表明了对整体国
家安全建设的迫切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自新冠肺
炎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过程中$语言安全问题凸显出不可忽视的重要
性!沈骑$!"!!"'

在这一背景下$相关学者深入探讨了通过语言
安全规划来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问题$如张日培
!!"$*"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视角下的国家安全语言
规划' 其次$相关研究还揭示了语言安全在国家安
全中的关键作用$如赵留&赵蓉晖!!"!."通过对俄
罗斯的研究强调了语言安全化是政治化过程$核心
在于国家对语言社会功能的安全需求' 此外$在当
前数智时代$网络语言的复杂性影响着国家语言安
全' 沈骑&孙雨!!"!."关注数智时代网络语言安全
治理$提出三大治理范式$并探讨其实现路径' 这
些研究突显了网络语言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为构
建国家语言安全的理论框架提供了丰富的视角'

总之$在全球安全体系中$语言安全的政治化
过程和语言政策在维护安全中的关键作用成为重
要研究焦点$为深化语言与国家安全关系提供理论
支持' 据此$学者从多个角度$如生态学&协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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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全球治理等多维度研究国
家安全语言$构建了多层次研究体系$为理解国家
安全语言提供支持' 但是大多研究主要采用定性
研究方法$实证研究较少' 因此$相关研究需要对
语言安全问题研究方法进一步整合$通过采用多种
研究方法$如民族志&量化&语料库&语言技术等助
力语言安全研究的深入开展'

.<跨国语言管理研究引起广泛关注
语言管理涉及在特定语言环境中$个人或组织

通过采取明确行动$对语言参与者的语言行为或信
念进行修正$具体表现为对语言的策略性处理和控
制' 通过对图!的可视化图谱的观察$可以得知有
关语言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跨国公
司(%商务英语(等关键词上' 参考!"$(年/国家风
险分析报告0的数据$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并购和
工程承包中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中$当地语言文化风
险占据了?. *̀(a的比例$其次是沟通风险$占据了
)( !̀?a!王立非&任杰$!"!$"' 这强调了在全球化
背景下$有效的语言管理对于企业的跨国经营至关
重要' 此外$在%一带一路(沿线$语言种类多达
!#**种$占据了全球语言总数的$8. 以上$官方语
言达到)#种$这使得语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成为相
互联通的一项极大挑战!王立非&任杰$!"!$"' 而
商务英语作为新时代语言学科新文科建设的一环$

具有标志性意义$能够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优秀
的语言人才' 在这一背景下$有效的语言管理研究
已经成为跨国企业的共识$并成为亟待解决的首要
问题'

此领域的相关研究拓展了跨国企业语言管理
的理论框架$从不同视角研究语言管理策略&国际
化战略和语言影响因素$为企业在多语境中的语言
应对提供了理论支持' 然而$目前研究仍处于引介
和起步阶段$跨学科性质和多层次研究仍需进一步
完善$以深化对跨国企业语言管理的全面认识'

三#语言服务研究的核心文献分布状况
通过分析可视化共引知识图谱中的%中心性

!XHG5=D[;U;5Z"(数值$本研究获得共引核心文献知识
图谱' 这类文章能反映出相关研究领域的代表性
信息$表明在语言服务研究中这些作者和文献的中
心性最大$影响性也最大$具有经典性和奠基性的

作用' 中心性最高的前五位作者分别是沈骑&王立
非&张天伟&张治国&李宇明' 其中$沈骑作为同济
大学语言规划与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
国家语言安全&语言政策和规划研究$他的发文量
最多' !"$*年至!"!. 年这? 年的时间里$沈骑共
发表相关论文!#篇$先后探讨了城市语言景观的空
间符号&数智时代的语言规划&国际应急语言能力
建设&老年友好语言服务等问题' 此外$研究还发
现$/云南师范大学学报0!哲学社会科学版"是中国
语言生活研究的重要学术期刊!沈骑$!"!!"$所收
集的文献中有!1篇文章都来自于该期刊所收录的
论文' 其中$%语言国情研究(栏目吸引了国内外语
言学研究者$聚焦于中国语言国情的研究$推动了
中国语言学的发展'

四#结论
本研究借助科学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对中国

知网数据库X&&X%期刊收录的!"$*年至!"!.年间
的与语言服务研究相关的文献进行全面的数据统
计与内容分析' 总体来看$语言服务领域的研究呈
现出多元化和深度挖掘的趋势' 应急语言研究关
注灾害和卫生危机下的语言服务$语言安全研究强
调语言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而跨国语言管理研究探
索企业在全球化中的语言应对策略' 这三个方向
共同构成了一个综合而丰富的研究体系$为理解语
言在应急&安全和跨国业务中的关键角色提供了深
刻的洞察$并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学术参
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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