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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CSSCI数据库为数据来源，运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从发文量、作者、机构、研究热点等角度对

1998年至2020年间壮语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壮语研究的发文量2017年以前呈曲折发

展形式，数量不稳定，2017年之后呈稳定发展状态，核心作者较少，作者及研究机构没有形成紧密的合

作关系，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本体研究和语言接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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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CSSCI database as the data source, and uses Citespace visualization software to 
conduct a visual analysis of Zhuang language research literature from 1998 to 2020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ublication volume, authors, institutions, and research hotspots. The study found 
that before 2017, the volume of publications on Zhuang language research showed a zigzagging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the number was unstable. After 2017, it showed a stable development 
state, with fewer core authors, no clos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hor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research hotspots mainly focused on ontology studies and language exposur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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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拥有自己的语言，壮语是其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交际工

具，是壮族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载体。随着国家对语言资源保护和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利用科学的现

代技术手段，多角度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进行科学保护，保持民族语言活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壮语的研究内容也不断深化，在壮语语音、词汇、语法等领域均有丰硕的成果，但截至目前，学界还未

有学者使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将壮语研究的既有成果经过可视化统计分析。因此本文将借助 Citespace 软件

系统将抽象的壮语研究变换为可视化的空间结构和知识图谱进行分析，把现有壮语研究成果的主题、热

点及其现状，以相对客观、科学的角度显现出来，同时试图探寻壮语研究的演化路径和发展趋势。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 Citespace 5.8.R3 软件对我国壮语研究方面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利用可视化方法

展示了壮语研究的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在绘制知识图谱的基础上，将对近几十年来壮语研究的学者

及其所在机构的影响力、合作网络、关键词的贡献网络和聚类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壮语的研究历史与现

状、发展脉络及核心议题。CiteSpace 是一个在科学计量学、数据可视化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款引文

可视化分析软件，主要用于分析科学分析的潜在知识，它是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开发的，通

过可视化的手段来呈现科学知识的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也称之为“科学知识图谱”[1]。 

2.2. 数据来源 

为保证研究的可靠性和权威性，保证学术含量。本文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为数据源，在

数据库中以“壮语”为题名或以“壮语”为关键词；发文年代选择从 1998 至 2020 年，文献类型为论文，

检索得到相关研究的论文 175 篇，剔除其中 1 篇与壮语研究无关的文章，最终以 174 篇作为研究的有效

数据源。 

3. 可视化结果分析 

3.1. 壮语研究发文趋势分析 

年发文量的趋势变化对探讨壮语研究的热度及其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价值。由图 1 可见。 
在 1998~2020 年之间，我国对壮语研究的相关文章呈现出不稳定的趋势，在 1998 年到 2001 年期间，

论文数量逐年上升，壮语研究慢慢受到重视；2001 到 2004 年发文量稳定，每年发文 3 篇，表明壮语研

究暂时进入一个停滞瓶颈期；2005 年开始发文量回升，2006 年发文量 13 篇，接近历史最高点，表明壮

语研究再次成为研究的热点。从 2007 年又逐步回落，降到 2011 年的 5 篇；2012 至 2015 年发文量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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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阶段，年均发文量达到 10 篇以上；2016 年仅发表一篇，处于观察期内的最低点；2017 年年往后至

今，年发文量稳定在 10 篇以上，成上升趋势。 
 

 
Figure 1. The trend chart of the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of Zhuang language studies 
图 1. 壮语研究年发文量变化趋势图 

 
由以上的趋势图及分析可知，壮语研究的热度不稳定，但总体的研究还是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尤其

是 2012 年之后发文数量显著增多，虽然 2016 年骤降，但是这期间的发文总量比 1998~2011 年有所增加。

一方面是壮语研究团队的不断强大，对于壮语的研究更加深入；另一方面，受到国家语言政策的影响，

语言资源保护意识不断加强，研究的手段和方法也更加多元化，发文量也随之增长。 

3.2. 学者影响力和合作分析 

借助 Citespace 软件的数据筛选，研究壮语的学者中，发文量前三的是覃风余教授(18 篇)，覃晓航教

授和吕嵩崧教授各 9 篇，韦景云教授(8 篇)。除发文量第一的覃凤余教授外，其他作者之间的差距较小。

通过分析作者分布数据发现，壮语研究的 174 篇 CSSCI 文章共有作者 96 人，人均 1.81 篇，其中发文数

量 5 篇及以上的作者人数为 9 人，发文数量 1 篇的作者人数是 60 人。由此可见，发表 1 篇论文的作者占

据了作者总人数的 62.5%，高产作者不足 1% (表 1)。 
 

Table 1. List of prolific authors (Papers ≥ 3) 
表 1. 高产作者列表(文章 ≥ 3) 

作者 发文量 作者 发文量 

覃凤余 18 李心释 4 

覃晓航 9 韦名应 4 

吕嵩崧 9 李旭练 4 

韦景云 8 林亦 4 

何霜 6 梁敢 3 

韦达 5 曾晓渝 3 

蒙元耀 5 黎良军 3 

班弨 5 李锦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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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蓝庆元 5 薄文泽 3 

黄平文 4 黄静露 3 

侬常生 4   

 
学者合作网络图谱中节点的大小代表了作者发表论文的数量，节点间的连线表示学者间存在合作关

系。在 CiteSpace 功能与参数设置区的 Node Type 选择为 Author，以 5 年为一个时间片段，运行得到的作

者的合作网络如图 2 所示，图谱中存在合作关系密度很低，96 位学者间的密度仅为 0.0073，说明学者间

的联系密不密切，相互之间的合作较少，学者们都偏向于独立发展，暂未形成系统性的合作关系。广西

大学覃凤余教授位于图谱中心，其与黄阳、覃东生等有过合作，中央民族大学覃晓航教授、韦景云教授

和百色学院吕嵩崧虽也是高产学者，但其作品均为独著居多。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学者间的学术

交流和合作对学科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从事壮语研究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之间需要

扩大合作关系，拓展交流面，群体合作提升科研能力。 
 

 
Figure 2. The cooperation network map Zhuang language research scholars 
图 2. 壮语研究学者合作网络图谱 

3.3. 发文机构及合作网络分析 

在 CiteSpace5.8.R3 软件中选择 Institution，将 Thresholds 中的各调节键调整为 0，得到 N = 50，E = 11
的可视化图谱，图谱中的 N 表示的是 174 篇文章出自 50 个研究机构，E 代表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

对同一机构不同命名进行合并，如将广西民族学院合并到广西民族大学。合并后我们可以发现，壮语研

究的主体机构主要是高等学校，专门研究机构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较多。中央民族大学、广西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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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和广西大学是发文量最高的主题机构，总发文量占 50%，各共发表论文 29 篇。其次是百色学院，共

发表论文 9 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发表论文 7 篇。其余的研究机构发文较少，这些

学校部分开设有壮语的相关专业或课程(图 3)。 
 

 
Figure 3. The core institutions 
图 3. 核心机构发文情况 

 
通过研究机构共现分布图可以发现(图 4)，机构合作网络中存在 50 个节点和 11 条连线，点多线少，

说明机构之间的合作力度不足。11 条连线联结的合作网络有 5 个，第一个是以中央民族大学为中心，与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三月三》

杂志社均有过紧密合作；第二个是以广西大学为中心，与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广西社会信息

调查部有合作；第三个是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与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和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有过合作；第

四个是广西民族大学和广西师范大学有过合作；第五个是鲁东大学和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合作。发文量较

多的几个机构之间只有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合作较为紧密，其他的核

心发文机构之间尚未形成合作关系。 
总体分析来看，进行壮语研究的各个机构几乎没有进行合作，结合前文对学者论文产出情况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同一机构内的学者的合作产出成果较多，而跨机构的学者之间缺乏合作，产出的学术成

果较少，这也就导致机构间的合作非常少，如广西大学的发文数量达到 29 篇，覃凤余教授就发表了 18
篇，其与校内的覃东生教授、黄阳教授等合作较多，但是与校外合作的非常少。由此可见，目前我国进

行壮语研究的学者之间、机构之间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各机构之间可以进行资源互补，共同推进壮语

研究工作的发展。 

3.4. 研究热点分析 

研究热点从壮语研究中的关键词可以窥探出来，如果不同的文章选择了相同的关键词，关键词出现

的频率代表研究议题的研究热度，分析研究热点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壮语研究领域的现状，分析发

展规律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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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Co-occurrence distribution map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图 4. 研究机构共现分布图 

 
使用 citespace 5.8.R3 软件对关键词绘制可视化图谱如下图 5，观察壮语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可以

发现：图谱中共存在 345 个节点，连线 696 条，网络密度为 0.0117，字体越大颜色越深表示该关键词出

现的频次越高，除了壮语外，热度较大的语言接触、语法化、汉语、平话等，这说明目前壮语研究的热

点主要为壮语与其他语言的接触，语言内部语法化过程。 
 

 
Figure 5.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图 5. 关键词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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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键词的分析除了共现图谱之外，还需要根据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图 6)，“聚类”是衡量一个学

科研究状况及其热点主题的重要指标之一，从中可以分析诸多热点关键词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借助运

行 citespace 软件中关键词的聚类整合功能，我们最终得到 19 组聚类结果，聚类图谱中 Q 值为 0.708，S
值为 0.9456，这说明聚类结果符合要求，可信度较高。 
 

 
Figure 6. Keyword clustering map 
图 6. 关键词聚类图谱 

 
壮语的关键词聚类图谱出现了#0 壮语、#1 都安壮语、#3 汉借词、#4 音变、#5 汉语借词、#6 文马土

语、#7 壮语方言、#8 民族语言、#9 壮语地名、#10 壮语借词、#11 早期分布、#12 壮语语音、#13 中越

边境、#14 音义、#15 变异、#16 回顾、#17 送气音、#18 方式助词等 19 组聚类。将聚类进行整合后发现

1998 年至 2020 年壮语研究的热点领域有两个。 

3.4.1. 壮语方言研究 
壮语方言研究一直是以来都是壮语研究的热点。对壮语方言研究较深的学者主要有覃凤余、李旭练、

韦景云、班弨、何霜、韦达等。覃凤余对壮语语法进行了大量的描写研究，如量词定语标记、使役动词、

分类词、方位词指示词等方面。李旭练主要研究都安壮语的形态变化和语法化，对都安壮语的语音屈折

和形容词性相对比较句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和研究[2]。韦景云主要从语言地理学的角度对壮语的音变和内

部演化进行研究。班弨的研究主要是邕宁壮语，涉及动植物名称词的研究[3]。何霜从语法化和类型学的

角度对忻城壮语的语法进行了细致的描写。韦达对壮语本体的研究角度比较特殊，主要从文化色彩方面

映射描写壮语的词汇，以期探讨壮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特征，探寻壮族先民的早期分布和社会生活

状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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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语言接触研究 
语言演变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语言内部自身的发展，如语音脱落、语流音变等；二是各种语言之

间的相互接触产生的变化，如词汇的相互借贷、双语现象等。壮族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历来

与周边民族相处融洽，语言接触频繁，语言成分之间的相互借用和吸收，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分析壮语，

有利于我们探寻壮语的发展演变规律，了解壮族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交融历史，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壮语语言接触研究较多的关键词是借词和语言接触。其中研究语言接触最多的学者是吕嵩崧、覃远

雄。吕嵩崧主要对德靖土语区的壮语与汉语方言接触借用进行研究，内容涉及德靖土语某些壮语特殊的

语音和语法现象，比如汉语对靖西壮语构词法的影响及借用等，充分描写了德靖土语区的语言借用情况，

以小做大，对某些语言现象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5]。覃远雄则讨论平话、粤语中的某些语音、词汇受壮

语影响的现象，如其提出“壮语从早期汉语吸收了‘与’，后来又带入了现代平话和粤语”[6]的观点，

认为壮族在长期的民族接触中转用平话和粤语，因此在现代平话和粤语中有壮语的底层，最终发展成为

现代平话和粤语的一部分。李心释主要对平话和壮语的接触产生的变异研究。 
蒙凤姣探讨了壮语对瑶语布努土语的影响，从瑶族布努土语反身代词及动词“去”用法的不同之处

进行分析[7]。这是在试验阶段唯一一篇专门从民族语之间的接触来探讨语言接触的文章。 

3.5. 壮语研究热点分析 

Citespace 软件的突变检测功能能够获取关键词的突变值，利用短期内多次重复出现的词显现出该领

域研究热点的演变趋势。 
 

 
Figure 7. List of emerging words in Zhuang language studies 
图 7. 壮语研究突现词列表 

 
由图 7 可知，壮语研究的聚焦点在“壮语”、“壮族”、“壮语地名”、“语法功能”、“平话”、

“语音”、“民族接触”、“语言接触”、“类型学”、“语义演变”等。每个热点在短期内都呈爆发

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热点在不断改变，结合前面的关键词频次我们可以看出，壮语的研究在随

着语言学的热点的脚步向前发展，从最初的壮语语言本体研究到现在的壮语语言类型学研究，这些热点

都紧随目前语言学的前沿理论。 

4. 结论与启示 

我们通过使用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对 CSSCI 数据库中的 1998~2020 年间的权威壮语研究论文进行

量化统计分析发现：第一，从文献的发表情况看，壮语研究权威文章的发表在 2016 年之前处于不稳定状

态，2017 年至今产量稳定，呈缓慢上升状态；第二，从作者和研究机构合作情况看，壮语研究的学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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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合作关系不紧密，只有少量作者具有合作团队，且多为师生关系或同机构同事关系，部分高产出学者

基本都是“单打独斗”，合作率较低，同时研究机构间的合作力度不够，只有中央民族大学进行相关的

跨机构合作较多，其他的研究机构之间几乎没有合作关系；第三，从研究的关键词和热度分析来看，壮

语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本体研究和语言接触研究，但是随着越来越多新理论的引进，壮语研究的关

键词越来越丰富。 
因此，在未来的壮语研究中，学者、机构之间应进行更多的合作与沟通；扩大壮语研究视角，在重

视本体语言研究的同时也应注重研究壮语古籍文献，结合计算机科学、历史学、生态学等学科进行多元

化研究，推动跨学科发展。 

基金项目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2019 年度民族学硕士点建设科研项目“崇左跨国婚姻家庭语言生活调查研究

(2019MYB018)”；左江流域民族文化研究中心 2019 年度科研课题“左江流域壮族语言使用的代际差异

研究(2019ZJYB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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