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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历年统计数据对湖北省语言学科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考察，分别从历年立项

、地区分布、研究类型、高校分布、核心主持人等角度对湖北省语言学科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语委科研项目中的立项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对湖北省语言学

科在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的历届获奖情况进行了考察，最后对湖北

语言学科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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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于湖北省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语委科研项目中“

语言学”历年立项情况以及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历届获奖情况进

行数据统计，比较分析，认为根据以上若干核心指标衡量，湖北省语言学研究在全国处于“建

成学术支点，走在学科前列”的水平和地位；同时提出对策，为促进湖北省语言学科的更好发

展提供参考 

 

一、国家社科基金语言学项目湖北省立项数据调查 

． 国家社科基金语言学项目湖北省立项数据来源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该数据库

收录了 1992-2014 年间语言学学科的资助项目。我们从年代分布、地区比较、研究类型、高

校分布、核心主持人等多个方面，考察近 20 年来湖北省的发展状况。20 多年间，湖北省语言

学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立项

总数量为 101 项，每年立项数稍有波动，但整体上呈不断增长的态势。重大和重点项目由于要

求严，标准高，保持在固定少量的水平。具体而言，第一，全国语言学重大项目立项数为 53

项，占全国语言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总数 (2322 项）的 2.28%，湖北省重大项目立项数为 3 

项，占全省语言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总数（101 项）的 2.97%，超过国家重大项目立项百

分比。第二，全国语言学重点项目立项数为 110 项，占全国语言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总数（2322

项）的 4.74%，湖北省重点项目立项数为 5 项，占全省语言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总数的 4.95%

，高于国家重点项目立项百分比。重大和重点项目分布于现代汉语、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

理、古代汉语、古音韵、古文献等学科领域，说明我省语言学优秀人才突出，且研究领域分布

均匀。其中华中师范大学邢福义教授主持重大和重点项目共 3 项，是我省重点项目最早立项的

学者，为湖北省语言学科高水平科研立项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第三，一般项目的立项总数

增幅最为明显，其立项数占我省语言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总数的 60%，这一发展趋势与我国语

言学国家社科立项主体为一般项目的总趋势相一致。第四，青年项目占全省语言学国家社科基

金立项总数的 29.7%，高于此类项目 23.64％的全国水平，表明国家社科基金对青年学术队伍

的重视和培养，也说明我省语言学科青年科研力量正在逐步承担起学科研究的重任。第五，西

部项目 l 项、后期资助项目 2 项，立项数相对较少，我省应加强对该类项目的重视力度，达

到均衡发展。 

为了比较湖北省与其他地区学术科研能力和发展状况，我们以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为单位

（港澳台除外）对语言学科立项分布做了统计。在分布上，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与地区经济、

科技、文化教育等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发达的地区立项课题数

明显居多。立项数排名前三位的为北京、上海、江苏三个地区。其中北京立项数为 204 项，占

总数的 8.79%，上海、江苏两地立项数分别占总数的 8.61％和 7.49%。湖北省语言学的立项排

名为第 6 位，占总立项数的 4.35%，在中部省市中居首位。但从总体上看，与第一梯队的北京

、上海和江苏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我们通过词频统计软件并加以人工干预的方法，对 101 个项目名称做了主题词词频统计。

具体取词标准：第一，统计结果排除同一项目名主题词的重复统计：如果一个主题词在某个题

名中出现了两次或两次以上，只统计一次。如“历史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视野中的日语使役性

表达”中的“语言学”只统计一次。第二，对于专属语言学领域的名词，视其为一个词汇单位

。如“互联网环境下的语言生活方式与建设和谐的网络语言生活研究”中的“语言生活”。第

三，排除抽象范畴词语。如 “研究”、 “调查”、 “分析”等。第四，排除与内容无关的

连词或介词，如“和”、 “对于”等。由于主题词数量大，反映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限于

篇幅，本文仅列出排在前 20 位的主题词：汉语、现代汉语、英语、句法、语料库、方言、语

言、语法、复句、教学、大学生、翻译、演变、自动、文献、语义、比较、历史、历时、词义

。 “汉语”的相关研究是湖北省语言学科的热点，出现频次是 39 次。其中“现代汉语”的

相关研究词频出现 18 次。近 20 年来的立项主要涉及现代汉语词法和句法方面，在句法中，复

句的相关理论研究占据很大比重， “复句”的词频出现 6 次。词法包括：副词的用法问题、

意欲形容词的研究、时间方所词语言形式研究以及形容词重盈的问题。相关研究涉及面广，且

研究深人，视角独特。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我省在对外汉语方面立项较少。 “英语”是第二

大研究热点，频次是 13 次，其中英语教学方面的研究占很大比重，而对于英语语言学方面的

研究较少石 “语料库”、 “句法”、 “方言”频次均为 110 其中语料库研究集中在汉语语

料库，也有一部分英语语料库和平行语料库。从内容上看，湖北省的语料库立项多集中于语料

库的应用，包括自媒体语言计量研究、特征词统计与分析、关联标记语体差异性研究、汉语的

性别语言比较研究、对外汉语教学词汇研究。语料库的建设分别有：网络语言监控语料库建设

、法律文本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建设、唐五代佛典音义语料库建设、农科英语语料库的建设。 

“句法”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句法语义的关系。方言研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古代楚方言研究

、交汇地带方言研究以及具体区域的方言语法词汇研究。 “语言”的频次排列第 7，主要涉

及语言生活、网络语言、语言能力、语言接触、性别语言、自媒体语言、民族语言和语言形式

等，涉及面广。 “语法”包括三种类型：汉语／华语语法研究、方言语法研究以及古代文献

语法研究。 “教学”从语种上看分为对外汉语教学和英语教学，从内容上看分为：翻译教学

、远程教学和 ESP 教学。频次出现 4 次的分别有“大学生”、 “翻译”、 “演变”、 “自

动”、 “文献”、 “语义”、 “比较”、 “历史”。其中“大学生”方面的立项主要是

大学英语和跨文化能力。 “翻译”立项除了“编码复制框架理论视角下翻译对现代汉语的影

响”涉及英汉关系，其他均为英文翻译相关研究。 “演变”立项主要有方言的演变，词汇的

演变以及句法的演变研究。 “自动”方面的立项均为复句中自动标识的问题以及词汇的自动

划界研究。 

近 20 年间湖北省语言学各高校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立项总数排名前 5 名的共立项 85 项

，占到了总立项数的 84.16%，其中华中师范大学立项数明显高于其他高校，占总立项数的

44.55%。呈现出明显的聚集现象。值得注意的是，除地方高校外，军队院校也有立项上的突破

。 

核心主持人是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较多，在本学科领域产生较大影响的主持人。根据

文献计量学中确定核心作者的普赖斯公式 N=0.749*sqrt (其中 N 为立项数，”为所统计年限

中主持频次最多的主持人立项课题数，只有那些主持 N 犷以上者，方能称之为核心主持人。在

本文所统计的年限内，11=4，代人公式得：N=1.498（项）。由于 N 要求为整数，本文取 N 为

1，将统计年限内主持 1 项以上的主持人确定为核心主持人。按照这一标准，湖北省共有 86

位学者承担了 101 项国家社科基金，1 次立项的学者 74 人，2 次立项的 11 人，3 次立项的 0

人，4 次立项的 1 人。可以看出，近 20 年 12 个核心主持人（占主持人总数的 13.95%）共承

担湖北省语言学国家社科基金 26 项（占总课题数的 25.74%)，人均 2.17 项，这组数据与普赖

斯教授所提出的 10％的主持人承担 50％左右课题的数据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培养更多学科

带头人和科研骨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和重点。 

 

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湖北省立项数据调查 

从立项类别来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分为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重点基地项目、

省属基地项目、一般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2005 年至 2014 年十年间，湖北省各高校及科研院

所语言学科获得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2 项（华中师范大学和武汉大学各 1 项）、省属基地项目暂

时空缺、重点基地项目 20 项（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2004-2013 年每年立项

2 项）。一般项目 98 项（其中规划基金项目 51 项、青年基金项目 47 项）。立项数在 2011 年

达到峰值 17 项，2011 年之前呈逐年增长趋势，之后立项数略有下降，但仍保持在 10 项以上

。 



我们通过词频统计软件并加以人工干预的方法，对 98 个项目的名称做了词频统计。由于

主题词数量大，反映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限于篇幅，文章仅列出排在前 20 位的主题词：汉

语、英语、现代、复句、语料库、认知、语义、比较、句法、方言、话语、历时、演度、翻译

、语音、对比、语言、文化、识别、语法。 “汉语”仍然是湖北语言学立项的热点主题，出

现频次 29 次，内容包括语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涵盖汉语历时和共时平面的研究，涉及汉

语语音、语法和语用等多个方面。 “英语”也是历年立项的热点，词频为 13 次，排名第 2。

其中英语语言本体研究的 2 项，均为英语词汇研究；英语教育类立项 8 项，包括大学英语教学

、英语专业与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教育问题的相关考察；学术英语方面立项 2 项，主要为英语

写作研究；涉及中英对比方面的 1 项，为基于语料库的中外英语科技期刊论文语篇对比研究。

通过查询， “现代”词频为 8 次，与其组配的均为“汉语”，可见“现代汉语”的相关研究

在立项中占很大比重，其中涉及现代汉语字词、语义、句法研究。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

重点相同， “复句”研究仍然是湖北省语言学的立项热点，频次是 7 次。复句的研究角度多

样，既有方言和计算机相结合的复句研究，如“汉语方言复句关联标记模式的类型学研究”、 

“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汉语复句研究”。也有各种类型复句的研究，如“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

汉语复句研究”、 “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汉语复句研究”、 “汉语因果复句多样性与倾向性

实证研究”。  

“语料库”与“认知”频次均为 6 次，可见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已逐渐成为热点。从内容

上看，语料库的相关课题集中在语料库的应用和构建方面，语料库的类型多样，有平行语料库

、博客语料库、词源语料库、类比语料库等。除“中国经典诗词意境认知诗学研究”外，其他

均为认知视角下现代汉语相关方面的研究。 “语义”、 “比较”、 “句法”、 “方言”

、 “话语”频次均为 5 次。 “语义”包括 “现代汉语副词语义指向的计算机识别研究”、 “

汉语词网的语义知识表达策略及其形式化描写技术研究”、 “基于语义方法的汉语文本情感

自动分析研究”、 “逻辑推理与词义匹配相融合的中文网页语义检索技术研究”、 “中文科

技术语的认知语义研究”。 “比较”涉及范围广泛，包括音韵比较、语法比较、修辞学比较

、构式比较以及方言比较。 “句法”既有历时的句法研究也有共时层面的“韵律与句法的互

动研究”、 “复句依存句法自动分析方法研究”、 “汉语标句词及句法理论问题研究” 以

及“句子功能范畴在‘谓头’敏感位置上的句法实现”。 “方言”研究包括“江淮官话与西

南官话毗连带方言语法研究”、 “汉语方言复句关联标记模式的类型学研究”、 “瑶族勉方

言湘南土语个案研究”、 “鄂西北方言比较研究”以及“豫西方言语法比较研究”。 “话语

”涉及话语语言学、汉语话语标记、外交话语、性别话语以及元话语对比等多个角度。排名

12-20 的均为频次是 4 的主题词。相对于比较传统的语法研究而言， “历时”、 “对比”、 

“识别”等多种语言研究方法开始成为研究热点，而“翻译”、 “演变”、 “语音”、 “

文化” 等角度也被充分挖掘，成为语言研究的新颖视角。 

从一般项目的立项高校分布来看，规划基金项目和青年基金项目立项数排名第一的均为华

中师范大学，也呈现出明显的聚集状态。 

 

三、国家语委项目湖北省立项数据调查 

从 2008 年到 2014 年，湖北省各高校及科研院所在语言学国家语委科研项目中共立项巧项

。从项目类别来看，重大项目和基地项目方面暂时空缺，重点项目 5 项、一般项目 6 项、委托

项目 4 项。从年份上看，立项数大体上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从高校分布来看，立项主要集中

于华中师范大学和武汉大学。 

我们通过词频统计软件并加以人工干预的方法，对 15 个项目的名称做了词频统计。与国

家社科和教育部社科立项热点不同的是，国家语委频次排名最高的是“网络”一词，可见语委

项目中有关网络语言的相关研究是湖北省的立项重点。其中主要为网络媒体中语言的使用和监

测情况，包括“国内外网络媒体语言使用及相关政策研究”、 “大学生网络语言生活方式调

查与分析”、 “网络词语和网络书面符号发展研究”、 “网络语言文明规范引导研究”。同

样频次为 6 的热点主题词“语言”主要涉及到语言文字、语言生活、语言资源、语言文明、语

言使用等宏观研究角度。 “监测”一词主要涉及语料库监测和语情监测两个方面，如“中国

语情监测与研究”、 “基于网络媒体监测语料库的社会热点话题机制研究与建设”、 “国家

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建设相关技术研究”等。除此之外， “社会”、 “文字”、 “教育”

等主题和语言研究的结合也是立项的重点，这与国家语委的相关政策一致。例如： “新中国

语言文字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互动研究”将语言文字的研究放在社会发展的宏观层面考察， 

“湖北省农村语言文字使用状况研究”以调研的形式考察语言文字使用的实际情况，都是我国



语言现实问题的相关考察，具有实际效应。同时， “语料库”、 “政策”、 “语情”、 “

资源”等语言研究的新兴热点也成为湖北省语言学立项申请的重点，语料库的研究涉及应用和

建设两方面，政策研究中既有我国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也有国内外相关政策的对比研究。语情

方面包括中国语情的相关监测和有关语料库的建设问题。资源则涉及语言资源的应用和建设方

面。 

同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情况类似，华中师范大学获得国家语委项目立项仍居湖北各高校前列

，立项数为 8 项，占总数的 53.3%。其次是武汉大学 3 项，江汉大学、湖北工业大学各 1 项。

湖北省语委办作为非高校单位获得 1 次立项。 

 

四、部级获奖成果统计 

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语言学”类评奖中，湖北省语言学科共有 13 项优秀成

果获奖，其中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6 项、三等奖 3 项，且获奖数逐年增幅明显。从成果形式上

看，均为著作类。论文类、研究报告类和普及读物类暂时空缺，表明语言学科成果获奖形式较

为单一。 

通过对湖北省语言学科发展状况的多角度分析，可以看出湖北语言学科总体上呈良好发展

态势，但与北、上、广等地区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从省内来看，各高校语言学研究实力存

在明显差异，学科发展不均衡。从研究内容来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实力雄厚，成果显著，具

有一批科研骨干精英，语言学分支学科和应用研究虽相对薄弱，但近年来均有所提升。从研究

队伍来看，项目核心主持人在国内语言学界都具有较大影响力，且青年学者也已表现出较强的

科研潜能，为湖北省语言学科发展注人了新鲜血液。从研究方法看，本体研究占主导地位，跨

学科交叉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湖北省语言学科要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必须加强与不同学科

领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责任编辑 刘保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