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3, 11(5), 1882-1888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5255  

文章引用: 王晓静. 国内“语言风格”研究的可视化分析[J]. 现代语言学, 2023, 11(5): 1882-1888.  
DOI: 10.12677/ml.2023.115255 

 
 

国内“语言风格”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基于中国知网(CNKI)核心期刊论文数据 

王晓静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3年3月21日；录用日期：2023年5月3日；发布日期：2023年5月15日 

 
 

 
摘  要 

文章运用CiteSpace 5.8.R3可视化分析软件，以中国知网(CNKI) 1992~2022年核心期刊所收录的“语言

风格”研究的739篇论文为数据源，对近30年我国语言风格领域的知识结构进行梳理，发现语言风格研

究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后进入了成熟期。如今，坚守汉语风格的研究传统，吸收中西风格理论的前

沿理念，正在成为语言风格研究的主流。借助跨学科能力的驱动力，未来可以实现语言风格研究领域多

学科、多角度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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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CiteSpace 5.8.R3 visualization analysis software and 739 papers col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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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ore journals of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from 1992 to 2022 as the data 
sources, knowledge structure in the field of language style in China in the past 30 years is reviewed 
and analyzed in this paper. Results show that language style research has entered a mature period 
after more than 20 years of development. Nowadays, adhering to the research tradition of Chinese 
style and absorbing the cutting-edge idea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tyle theories are becoming the 
mainstream of language style research. With the driving force of interdisciplinary competence,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multi-disciplines and multi-perspectives in the field of language style 
research can be realize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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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章基于中国知网上收录的 1992 年 1 月 1 日到 2022 年 2 月 24 日的核心期刊文献，采用 CiteSpace 
5.8.R3 作为信息制图工具，结合量化分析的手段，总结现有的语言风格研究成果，追踪其覆盖范围，预

测其发展方向，试图为语言风格研究提供指引，同时也为拓展相关的学术视野做出一定的贡献。 
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众多学科对语言风格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探讨，并对其提出了多种多样的

界定。关于“气氛格调”说的这一语言风格概念，高名凯在 1963 年给语言风格下了这样的定义：“语

言中的风格就是语言在不同的交际场合中被人们用来适应交际场合，达到某一交际目的时所产生的特

殊的言语气氛和言语格调”[1]。与这一观点相似的，还有程祥徽和黎运汉于 1994 年所下的定义：“语

言风格也叫言语风格，是在主客观因素制导下运用语言表达手段的诸特点综合表现出来的言语格调和

气氛”[2]。 
在语言学中，风格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语言美学形态的升华和一种语言体系内在属性的

外在表现。风格的“光华”来源于说话人的内心世界，因此，风格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特征、社会关

系以及精神面貌。 
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修辞学》中曾论述过语言风格的相关问题。瑞士语言学家查尔斯·巴

里在《风格学概论》一书中指出，语言风格和社会生活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这也是学界最早的一

本有关风格学的著作。摩里埃认为风格就是“人的秉性”，基罗则认为风格是“借助语言的中介以表达

思想的一种方式”，布封甚至称“风格即其人”。 
在中国，“风格”一词可以追溯到晋代，当时它被用来描述一个人的行为举止或性格特征。“风格”

最早被用来点评文章内容是出自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中的《议对》篇。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王

易的《修辞学通诊》与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分别从语言的角度对“风格”一词作了各自的探讨，开

启了我国语言风格研究的新阶段。新中国建立后，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出发，高名凯于 1950 年代后期第

一次发表了关于语言风格问题的文章。其后，高名凯在 1963 年出版的《语言论》，张德明在 1984 年出

版的《语言风格学》，王焕运在 1993 年出版的《汉语风格简论》中，也有许多关于语言风格的论述。 
“语言风格”这一概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客观存在的语言的基本特征和普遍联系，反映在

其整体格调和氛围中；二是人们对这种整体语气和氛围的主观感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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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语言风格研究文献的数据分析 

2.1. 数据采集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选取了从 1992~2022 年度中国知网的核心期刊(包括北大核心和 CSSCI)中，以“语言风格”

为主题的全部可供检索的相关论文，共获取得到 739 篇。经过检索和人工筛查，剔除并非严格意义上的

研究论文(如会议综述、人物采访等)，最终精炼出 498 篇文献(截至 2022 年 3 月 24 日)。 
为了解我国语言风格研究的现状、热点和发展趋势，本研究借助陈超美教授所研发的 CiteSpace 5.8.R3

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对获得的 739 篇文章进行关键词(keyword)可视化图谱分析，主要关注以下两个方

面的问题： 
(1) 国内语言风格研究的发展历程如何？主要涉及哪些研究领域？ 
(2) 现阶段的研究热点是什么？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 

2.2. 学科发展分析 

2.2.1. 发文量 

 
Figure 1. Number of language style research papers published in China in 1992~2022 
图 1. 国内语言风格研究发文量趋势(1992~2022) 
 

从图 1 中我们可以看到，1992~2022 年间，我国语言风格研究的论文数量呈现出了一种波浪式递增

的总体发展趋势。产业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分别为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4]，可以借此来探

讨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当中的拐点可视为生命周期的分界点。从图 1 中的发文量趋势线可以看出，

1992~2022 年我国语言风格研究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92~1996)、形成期

(1997~2009)、成长期(2010~2016)和成熟期(2017~2022)。由于 1992~1996 年间为萌芽期，五年内相关研究

的发文量仅仅 62 篇，每年不超过 20 篇，且发文量增速很慢。1997~2009 年处于增速最快的形成期，2009
年的发文量是 1997 年的 5.25 倍，但是由于年均发文数量仍然较少，所以总体上还处于研究的起步阶段。

在接下来的 7 年里(2010~2016)到了扩散阶段，每年平均发表文章 43 篇，数量相比之前有了一定程度的

突破，增长速度也在递增。其中，2016 年发表了 72 篇论文，达到了往期发文量的峰值，这一时期可谓

是国内语言风格研究发展和兴盛的重要时期。随后，2017~2022 年间研究逐步由粗浅走向深入，在 2017
年出现了下降的拐点之后，这几年来，我国语言风格研究的发文量一直在下降，而 2022 年的数据受到了

采集时间(只有三个月的数据)的影响，从图 1 所示的趋势来看，2022 年的发文量与 2021 年的发文量大致

相当。由此可以看出，在 2017 年出现拐点之后，国内的语言风格研究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在这一阶段，

文章数量的增长趋势将会变得更加平稳，并且其持续的时间将会比形成期和成长期更长。 

2.2.2. 研究领域 
就其所属学科而言，在 739 篇论文中，其所属学科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中国文学(16.4%)、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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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中国语言文学(14.5%)、新闻与传媒(12.1%)、外国语言文学(9.2%)。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尽管文

学领域占据了语言风格研究的主导地位，但它已经引起了更多其他学科研究者的重视，研究者们开始尝

试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 
通过分析论文发表的载体可以掌握该领域的核心期刊群，为文献搜集和管理提供依据，并向同行提

供重要的信息源参考[5]。根据 CNKI 检索报告，《中国翻译》(15%)、《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5%)和《贵

州社会科学》(9%)成为语言风格研究论文发表的三大期刊。从刊物出版的特点来看，三本刊物的主要研

究领域为翻译、语言和文学。由此可见，该领域专业性强，文学和语言类期刊关注度最高，印证了该领

域尚处于成熟期初级阶段，跨学科研究才刚刚开始，未来在其他学科领域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通过对文章发表的载体进行分析，可以涵盖一个领域的核心期刊群，为文献收集和管理提供依据，

并为同行们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作为信息来源(邱大平、胡静，2016)。在 CNKI 的检索结果中，发表语言

风格研究的文章数量排名前三的学术期刊分别是《中国翻译》(15%)、《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5%)和《贵

州社会科学》(9%)。就其出版特色而言，三类刊物以翻译、语言、文学领域的研究为主。从这一点可以

看出，这一领域具有很高的专业度，而在这些专业中，最受重视的就是文学和语言类期刊，这也证明了，

这门学科还处在成熟期的初级阶段，交叉学科的研究也只是刚刚起步，未来其他学科的发展空间很大。 

2.3. 研究热点及其发展态势 

在已采集到的 CNKI 数据的基础上，利用 CiteSpace 5.8.R3 软件中的共现网络分析功能，对作者的原

始关键词(keyword)进行抽取，从而发现当前语言风格研究的热点和前沿，掌握这一领域的发展和演变趋

势。 

2.3.1. 研究热点 
关键词是一篇学术文章的精华所在，通过聚类分析等方法对其各个阶段的词频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当前的研究热点和前沿[6]。图 2 为 1992~2022 年间语言风格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图谱。 
 

 
Figure 2.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ping 
图 2. 关键词共线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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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pace 5.8.R3软件可以根据文献共被引关系通过自动抽取施引文献的关键词或碎片化(Mincing)短
语产生聚类(Cluster)标识，用以归结研究聚焦点，每一个聚类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联系相对紧密的独立研究

领域[7]。由图 2 可知，总体而言，国内“语言风格”相关研究已初步形成了若干聚类，不过聚类还显得

较为松散。按照 CNKI 所收集 498 篇数据源进行聚类关键词的频次统计发现：语言风格、语言、主持人、

修辞、可译性、毛泽东、研讨会、物质因素、小说语言、文学语言、互文性、语体是该类研究的热点词

汇；而教学语言、文体、海明威、习近平、文学作品、人物语言、主持风格等名词在该类研究中也属于

高频词。 

2.3.2. 研究发展态势 
对关键字共现时间线图谱(Time-line) (图 3)进行分析，能够获得对于语言风格学的历史发展较为清晰

的认识，而突发节点(Bursts)则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和发展态势，它的动态变化能够更加精确地反映出一

个学科的研究热点和整体发展趋势。 
 

 
Figure 3. Keyword collinear time-line mapping 
图 3. 关键词共线时间线图谱 

 

 
Figure 4. Burstiness mapping of language style studies in China (1992~2022) 
图 4. 国内语言风格研究突现图(199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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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突发性检测(Citation/Frequency Burst)发现 1992~2022 年语言风格研究领域共有 15 个突变值较高

的关键词，其中突变强度最大的关键词(Strength > 3)分别是语言风格、海明威、风格、习近平。结合 2.1
中所述语言风格研究 4 个阶段，分析后可得到每个研究热点的历时演变情况及发展态势。 

通过图 4 可以看出，最近几年的研究热点主要围绕着“习近平”、“文学作品”和“人物语言”展开。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其中包括了大量的批

示、演讲、访谈、信件等，正如每一种伟大的理论都有它自己的风格，习近平总书记同样也发展出了他

自己独树一帜的语言风格，充满吸引力、感染力、感召力。韩庆祥和陈远章[8]曾说过，在当今全球化的

背景下，只有具有更多道义感召力和更多思想渗透力的话语体系才能真正掌握国际话语权。这一观点与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著名论断“话语即权力”是一致的。 
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得到广大党员群众的普遍认可，不仅是因为它具有

的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民族性等基本特性，而且还与它的创始人习近平总书记独树一帜的话语风

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特性使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易于为广大群众所了解，

也更易于在党员干部及群众中普及。所以，以习近平的语言风格为切入点，科学地、深入地、系统地研

究他的语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总的来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语言风格可以概括为：言简意赅，简洁有力；平铺直叙，通俗易懂；幽

默生动，妙语连珠；富有诗意，高瞻远瞩。习近平话语风格中的中国元素，以及“融通”、“开发”、

“科学”等新概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显示出日益强大的国际影响力。 
海明威有着出色的语言驾驭能力，他作品的语言风格可以用以下几个词语来概括： 
简洁。海明威擅长用最简单的词汇和陈述句来表达最复杂的内容且丝毫没有矫揉造作之感，而这一

切皆因为他认为用文字来修饰雕琢是哗众取宠的表现。在他质朴无华的语言中，读者能够体会到作者博

大精深的艺术境界与艺术内涵，这也使其作品有了更强烈的亲和力，且大大增强了文字的真实性。 
直观。众所周知，通过对事物外表的直观描述，能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真实性。海明威运用了一种

非常清晰的视觉化的语言，对事物的气味、颜色、形状等进行了描述，突出了物像的清晰度与可视可感

度，文学艺术的情感也通过事物外观的描写而透视出来。 
含蓄。海明威的语言风格是隐晦且含蓄的，看起来不动声色，内在情感却丰富而炙热。为人熟知的

“冰山原则”就是其含蓄的语言风格的体现，冰山之下留有八分之七的空间让读者进行思考与揣摩，以

达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海明威作为“迷茫一代”的代表作家，他长达近 40 年的写作生涯使得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

给世界文坛带来了历久弥新的巨大影响，并深深影响了几代人。普利策新闻奖特稿的深层叙事结构深受

其影响。 
因此，在进行文学作品的翻译时，译者需要准确掌握作品的语言风格，正确理解作品的语境。翻译

时不仅需要扎实的语言功底，也需要反复分析原作的语言风格，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对文学作品的成功再

现。 

3. 结语 

本文借助 CiteSpace 5.8.R3 可视化分析软件和传统统计学方法，通过发文量、聚类、时间线图谱、突

变词等计量分析方法，系统梳理了 1992~2022 年国内语言风格研究的发展情况、研究热点及发展态势。

目前，坚持汉语语言风格研究的传统，吸纳中外风格理论的最新思想，顺应当前国际和国内的语言风格

研究潮流，已逐渐成为语言风格研究的主流。在跨学科领域研究的驱动下，将有助于促进多学科、多团

队、多机构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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