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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本文主要以汉语委婉语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大量人工标注，借助机器学习有监督分类
方法，实现了较高精度的委婉语自动识别，并基于此对1946年-2017年的《人民日报》
中的委婉语历时变化发展情况进行量化统计分析。从大规模数据的角度探讨委婉语历
时性发展变化、委婉语与社会之间的共变关系，验证了语言的格雷什姆规律与更新规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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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Chinese euphemism. By using large-scale manually an-
notated corpus and Machine Learning method, euphemism automatic recognition with
high accuracy is realized.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makes a quantita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euphemism in People’s Daily from 1946 to 2017. From
the view of large-scale data, the paper focus on the diachronic changes and social
covariance of euphemism, and verifies the Gresham’s Law and Law of succession on
linguistics.

Keywords: Euphemism , Automatic recognition , Diachronic Linguistics , Social
covariance of language

1 引引引言言言

委婉语在汉语这种高语境语言中，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语言现象。语言是运动的、发展的，
在高语境语言的传播过程中，大部分信息蕴藏于语境或内化于个人之中。这使得汉语委婉语现
象不仅具有较高的复杂性，也具有时效性、变化性。Rawson（1981）指出，委婉语具有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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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新陈代谢的特点，其自身的变化符受格雷什姆规律（Gresham’s Law）和更新规律（Law
of succession）的支配：格雷什姆规律源于经济学，又称“劣币驱逐良币”。束定芳（1989）将其
解释为“词语中好的意义逐渐被坏的意义替代”，Rawson所提的两大规律具体表现为委婉语随着
使用时间的增加，随着人们对该委婉语本意的逐渐了解，委婉义逐渐减弱，最后被社会群体弃
用、淘汰，被新的委婉语所替代。“从很多委婉语的诞生和消亡的过程中都可以看到两大规律的
作用”。
语言具有社会性，其变化与社会息息相关，陈原（1982）指出：“语言是一个变数，社会

是另一个变数，两个变数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互相变化，这就是共变。当社会生
活渐变和激变时，语言一定会随着社会生活的步伐发生变化. . . . . . ”。委婉语作为社会交际的润
滑剂，其发展变化不仅受两大规律的制约，也被刻上了强烈的时代烙印。尤以新中国成立前后
至今，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汉语委婉语与社会的共变关系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在汉
语委婉语研究中，历时性研究往往是以典籍考据、例句例证的方式进行的定性研究，如李军华
（2016、2018、2019）指导研究生团队从语义分类的角度，对委婉语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历时性
研究，构建了“古-今-现”的委婉语之间的对比；但历时性研究缺乏宏观的、大量数据支持的研
究方法与实例，伍铁平（1989）曾提出：“. . . . . .如果能统计一下，一篇文章、或者最好一部小
说中各种委婉语占多大比重，并且调查一百个婉指词，它们各占了多少类委婉语，这种统计
材料，将会有很大的价值. . . . . . ”，然而一直以来基于大量数据统计的方向未被重视。张辰麟
（2020）采用多人人工标注的方法，对《人民日报》6万余句委婉语句子进行了标注，并构建了
委婉语语言资源库，并使用统计方法初步达成委婉语自动识别。基于此语料，本文使用机器学
习优化了汉语委婉语自动识别方法，并使用训练好的分类器对《人民日报》1946年-2017年语料
中的委婉语句子进行抽取分析，从大量数据的角度，应证格雷什姆规律与更新规律对委婉语发
展变化的影响，以及汉语委婉语与新中国社会发展的共变性。

2 基基基于于于机机机器器器学学学习习习方方方法法法的的的委委委婉婉婉语语语自自自动动动识识识别别别

委婉语多为多义词，其往往不仅有委婉义一个语义，如“离去”既可以表示“离开”，也可
以充当委婉语表示“死亡”。因此，自动识别委婉语是进行大规模数据研究的第一步。张辰麟
（2020）使用词表与统计的方法，将语义相似的委婉语划为一类，默认其上下文相似，初步实
现了委婉语的自动识别，但精度不高。本文使用word-embedding的方法，选用Li（2018）训练
好的《人民日报》词向量，句子向量则采用词向量直接平均和TF-IDF加权平均两种方式进行
获取；分类器训练则使用机器学习中经典的KNN算法（K Nearest Neighbor Algorithm，K近邻
算法）与SVM（Support Vector Machines，支持向量机）两种训练方法；将embedding方法与
分类器训练方法两两结合，共生成四种模型-融合策略：KNN + avg、KNN + tfidf、SVM +
avg、SVM + tfidf。基于张辰麟（2020）的人工标注，选取了资源库中规模最大的一类委婉语
语料：死亡类委婉语语料（11852个句子）来训练委婉语有监督分类器。
实验以十折交叉验证（10-fold cross-validation）进行，即将数据集分为10份，每次取其

中9份作为训练集，1份作为验证集，并将实验进行10次。为了对比各个模型策略的效果，
我们以准确率（accuracy）为基准，选择10次实验中准确率最高的结果，并展示其精确率
（precision）、召回率（recall）、准确率（accuracy）、错误率（error rate）与F1值（F1
value），如果最高准确率有n个，则选取F1值最高的结果，经过试验，死亡类委婉语有监
督分类器分类效果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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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死亡类委婉语有监督分类效果

根据实验结果，SVM + avg的模型-融合策略具有较高的准确率和F1值，因此本文使用该
模型-融合策略训练分类器，以自动识别委婉语，并进行委婉语历时性研究。

3 委委委婉婉婉语语语历历历时时时性性性变变变化化化发发发展展展与与与社社社会会会共共共变变变

《人民日报》语料库包括自1946年6月创刊以来至2017年10月的所有新闻语料（缺
少1982年8月至12月，1987年5月至1991年12月的语料），语料来源自《人民日报》图文数据
库，总数据量达4.15GB，语料规模为15亿余字，包含新闻数量为1,730,275条。

3.1 委委委婉婉婉语语语句句句子子子抽抽抽取取取与与与自自自动动动识识识别别别

本文使用张辰麟（2020）标注的汉语委婉语资源库中死亡类委婉语词表作为关键词，
对历年的《人民日报》语料进行句子抽取。由于张辰麟（2020）中使用的语料是2014年《人
民日报》的语料，故不再重复抽取2014年的委婉语句子，经此步骤，死亡类委婉语共抽取
到1062820个句子，历年句子规模如图1所示：

Figure 1: 死亡类委婉语历年句子规模（1946-2017）

我们对所有抽取到的句子进行embedding操作,句子向量的获取使用词向量算术平均（avg）
的方法，并使用上文提出的基于SVM + avg模型-融合策略训练的有监督分类器对委婉语进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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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识别，并从每一年的句子中随机抽取90个句子人工复核自动识别的准确率，历年自动识别准
确率展示如图2：

Figure 2: 死亡类委婉语自动识别准确率（随机样本数：90句/年）

从抽样-人工复核结果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年份语料委婉语自动识别率在85%以上，基本能
够符合研究要求。识别准确率大致与时间相关，即总体趋势为越靠近训练集语料（2014年）的
语料自动识别准确率越高，建国初期（1946年-1950年）自动识别率较差，随后逐年变好，这也
侧面应证了语言的运动性。1966年-1976年自动识别率陡然下降，这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语言系
统与语言生态的破坏有极大的联系。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信息传播速度的加
快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语言生态发展逐渐趋于稳定，识别准确率的变化也逐渐趋于平
缓。

3.2 委委委婉婉婉语语语历历历时时时性性性分分分析析析

委婉语受到格雷什姆规律和更新规律两大规律的影响，同时与社会呈现共变关系，然而，
这两种影响涉及到的具体层面是不同的。陈原（1982）所述社会的“渐变与激变”是宏观的，涉
及到的是对一类语言现象或语言单位的总体影响；Rawson（1981）所述的格雷什姆规律和更新
规律是微观的、具体，是描述单个词语的发展、变化与消亡的规律。以下将以从宏观到微观的
顺序详细论述委婉语与两大规律、以及社会变化的关系。

3.2.1 委委委婉婉婉语语语与与与社社社会会会共共共变变变

为了从宏观角度研究死亡类委婉语，我们首先将死亡类委婉语作为一个整体，统计1946-
2017年抽取到的死亡委婉语句子总量、自动识别为委婉语义的句子数量，从句子数量、句子占
比两个维度，并分别以堆积面积图、百分比堆积柱形图的形式展示于图3、图4：

Figure 3: 死亡类委婉语使用频数（194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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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死亡类委婉语委婉义占比（1946-2017）

在新闻领域，“死亡”这一概念常与“战争”、“灾难”共现，1946年以来，我国较大的与“战
争”和“灾难”相关的事件多集中于1990年以前，主要包括：

1949年10月1日解放战争取得阶段性进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10月-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

1958年8月-10月金门炮战

1959年-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

1962年6月-11月中印自卫反击战

1965年6月-1973年8月援越抗美战争

1966年5月-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9年3月珍宝岛战役

1974年1月西沙海战

1979年2月-3月对越自卫反击战（地区性冲突持续至1989年）

1988年4月南沙海战

我们将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轴重叠在面积图与柱形图之上，并对局部进行放大，如图5、
图6所示：

Figure 5: 死亡类委婉语使用频数（1946-1988/叠加社会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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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死亡类委婉语委婉义占比（1946-1988/叠加社会重大事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与此同时，在中国大
陆，解放战争也逐渐接近尾声。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真正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
国家的同时，人们也逐渐开始总结战争经验，缅怀革命先烈。媒体树立悍不畏死的革命榜样，
为人民群众建立自信心与自豪感，并鼓舞世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胜利。在1949年之
后，可以看到死亡类委婉语使用的频数开始逐渐上升，人们开始逐渐倾向于用委婉的方式描述
惨烈的斗争与死亡。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志愿军奔赴朝鲜进行自卫反击战，经过五次战役，
在1951年末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战场上逼到了谈判桌前。因此1950年至1951年死亡类委
婉语的使用频数和委婉义所占的比率依旧稳步维持在近几年内的较高水平，1951年后该曲线有
所下降。1952年下降尤为明显，此时朝鲜战争处在边谈边打的胶着状态。1953年7月，朝鲜战争
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打赢了新中国立国之战。关于战争结束的
总结性报道与话题成为了热点，因此关于死亡类的委婉语的运用达到了局部峰值。

1959年至1961年，中国进入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死亡类委婉语因为灾害的严重影
响，使用率有较为明显的上升。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爆发，但由于该战争持续时间较短，
且交战双方伤亡比例差距悬殊。因此，虽然死亡类委婉义占比依旧在稳步上升，死亡类委婉语
使用的频数变化不大。

1965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援部队应越南劳动党请求，无偿帮助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
略，援越抗美战争爆发，然而，紧接着1966年5月中国进入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内乱时期。
文革是对语言文化发展的一场浩劫，文革时期的语言具有“格式化”、“刻板化”、“标准化”、“粗
野化”的特征。大量的“语言暴力”、“攻击性言辞”、“詈骂贬谪性的语言”甚嚣尘上。而委婉语作
为一种婉转、内敛、避免尖锐矛盾的表达方式，在该时期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从图上可以很明
显的看出，不论是使用的数量还是委婉义的占比，都处在整个委婉语发展变化曲线的“波谷”，
在文革最严重的1968年-1969年间，委婉语的运用几近跌落“谷底”，两年的《人民日报》全年均
有10000条左右的新闻，语料也均为1200万字左右，这与前后五年的语料规模差距不大，但是委
婉语的使用状况却有异常大的变化，死亡类委婉语使用的绝对频数仅有419次和487次，且委婉
义占比不到5%，远低于其他年份，死亡类委婉语的使用几近绝迹。1970年后随着整风运动的进
行，社会秩序开始逐步恢复，委婉语的使用频率也开始逐渐上升，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国务
院副总理职务，8月援越抗美战争取得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援部队开始回国，同月中国共产
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2月毛泽东主席开始着手纠正极左思想。因此，当年死亡类委婉
语的使用达到一个小的高峰，一方面是对援越抗美战争的总结，使用到了大量的死亡类委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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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士，另一方面，语言生活秩序的稳步恢复，使委婉语再次回到了人们的
日常语言生活当中。

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终于结束，文革时
期的冤假错案也开始逐渐得以平反昭雪。死亡类委婉语的使用频率和委婉语义的占比也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顶峰，人们不再使用直白的、粗俗的、有攻击性的语言进行交际和社会评价，而是
选择大量使用委婉语，用婉转、礼貌的语言形式，互相尊重、宽以待人地进行语言交际，这是
社会秩序和语言文化生活逐渐恢复正常的重要体现。

1976年之后，死亡类委婉语的使用频度逐渐稳步下降，至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
但3月主要战役便宣告结束，因此没有给死亡类委婉语的使用造成较大的影响，尽管此后对越局
部地区冲突一直持续到1989年，但并非大规模冲突，因此，其中除1982年《人民日报》因缺失
部分语料导致委婉语使用的绝对频数较低，1976-1987年间委婉语的使用频数和语义的占比基本
都比较稳定。

1958年金门炮战、1969年珍宝岛战役、1974年西沙海战则因为都是小规模局部战役，因此
对死亡委婉语的历时性变化发展没有造成显著的影响。1988年南沙海战则因为语料数据的缺失
无法进行分析，但南沙海战也是小规模局部战役，对死亡委婉语的变化发展应该也不会有较大
的影响。
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人民日报》也逐渐开始从主要聚焦政治问题转变为开

始更多地关注人民群众的经济、文化生活。语料的话题开始分散，并逐渐多元化，2000年以后
《人民日报》的板块逐渐丰富，包含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方方面面。随着话题的分散，
重大政治事件对某个特定委婉语类的影响开始逐步变小，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信
息传播速度不断加快，社会事件对语言系统造成的影响，也会由于语言系统自身更新速度的
加快而逐渐变小。因此1998年大洪水、1999年南斯拉夫大使馆遭美国轰炸、2001年南海撞机事
件、2003年非典型肺炎的爆发、2008年汶川地震和2009-2010年H1N1禽流感爆发都没有对死亡
类委婉语的使用造成较大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语料总量和话题总量的激增造成的分流，另一
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这些“灾难”和“冲突”所造成的影响，也再不可能达到共
和国建设初期几十年内的“战争”和“灾难”对社会生活造成冲击的严重程度。但是从死亡委婉语
总体的面积图与柱形图（图3、图4）上，依然可以看到1997-1999年、2008-2010年死亡类委婉
语的使用频数和占比依然有小规模的上升，由此可见，社会的“渐变和激变”对语言，尤其是委
婉语影响重大，语言的变化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语言和社会是共变的”，是“随着社会
生活的步伐发生变化”的。

3.2.2 委委委婉婉婉语语语与与与格格格雷雷雷什什什姆姆姆规规规律律律和和和更更更新新新规规规律律律

格雷什姆规律和更新规律对委婉语的影响是微观的，故需要对单个委婉语的历时性发展进
行考察，因此，我们依旧使用委婉语义的占比，即自动识别的委婉语义句子的数量占该词出现
的句子总量的百分比，来考察单个委婉语的历时性变化情况。通过对1946年-2017年的《人民
日报》语料的抽取，共抽取到98个死亡类委婉语共计1062820个句子，如果将每年的98个委婉
语都展示在图表上，势必会因为数据太多造成混乱，因此，我们以“委婉义出现10次以上（计
为TF¿10）” 作为筛选条件，将高频委婉语历时性变化情况展示如图7：CC

L 
20
21

第二十届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论文集，第435页-第445页，呼和浩特，中国，2021年8月13日至15日。
(c) 2021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计算语言学

Figure 7: 高频死亡类委婉词委婉义占比历时性变化图示（TF＜10/年）

委婉语的历时性变化类型，可以分为四类，以下将分类进行论述分析：
①委婉语义的占比一直都很低的委婉语：如上图中紧贴0两根变化曲线，它们分别

为“去”和“过去”，均为汉语常用词，在语料中出现的频次极高，作为委婉语使用并表示“死
亡”义仅为极小概率的事件，因此委婉语义占比很低。
②委婉语义的占比一直都很高的委婉语：如上图中紧贴1的若干根变化曲线以及若干散点，

它们多为“逝世”、“遇难”、“殉难”、“自尽”、“与世长辞”等委婉语，只有一个义项，并不是多
义词，只能表达“死亡”的意思，也只能作为委婉语使用，因此理想状态下它们的委婉语义占
比应该一直为100%不会变化，但实际的数值情况，有一些词在某些年份委婉语义的占比低于
了100%，造成这种小概率情况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分词错误、委婉语处于隐喻当中、委婉语自
身处于命名实体之内、语料本身录入的错误等问题，另一部分则是由于有监督分类器并不能达
到100%的精度，也存在小概率的误判。

Figure 8: 新旧交替更新的死亡类委婉语

③委婉语义占比数据曲线存在断裂：特别是从某一时期开始，该委婉语才逐渐出现成
为常用委婉语，或者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之后，该委婉语就不再经常出现。如上图8中“不归
路”、“撒手”、“轻生”等委婉语，都是1980年之后才逐渐开始出现，并承担起委婉语功能。
而“下世”、“自经”、“悬梁”等在2000年之后则不再作为委婉语出现。新旧委婉语之间的交替，
体现了委婉语的时效性，同时也应证了“更新规律”对委婉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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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长期历时变化的死亡类委婉语

④长期存在并且占比变化具有一定规律的委婉语，见上图9中的委婉语词，这些词语既是多
义词，又是常见的委婉语。该类委婉语同时包括多个义项，能够直观体现出“格雷什姆规律”对
委婉语的影响。随着该委婉语在语言系统中出现，并不断被使用，委婉语义占比从较低水平逐
渐升高，到达一定的峰值之后，由于委婉语使用的人数过多，委婉义尽人皆知也就变得不委婉
了，于是委婉义作为一个“婉转表达”的“好的义项”，其语义逐渐被“人尽皆知”的“直陈性”所取
代，“坏的意义”驱逐了“好的意义”，“劣币驱逐良币”，于是人们开始尽量避免使用该委婉语进
行委婉表达，该词作为委婉语使用的概率就会变小，委婉语义的占比就会逐渐降低。我们将此
现象带来的委婉义占比变化趋势，形式化为“二阶多项式曲线”，并使用回归分析拟合出回归方
程，以R2值判断委婉语的发展变化是否符合格雷什姆规律。
我们将死亡类委婉语“离开”的历时性变化单独展示如图10，以便基于格雷什姆规律进行更

细致的分析：

Figure 10: 委婉语“离开”的委婉义占比变化（1946-2017）

“离开”一词在《人民日报》1946年-2017年语料中一共出现过83140次，R2值为0.6933，数
据变化基本符合二阶多项式曲线，但肉眼可见异端值基本出现在1966年-1976年区间当中，上文
已述该区间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对语言文化发展的一场浩劫，严重影响了语言生态，委婉
语现象在该时期受到的影响也极为严重。“格雷什姆规律”是一般性规律，不考虑严重的社会激
变对语言造成的影响，因此，我们选择剔除1966年-1976年的数据并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如图11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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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 委婉语“离开”的委婉义占比变化（1946-2017/去除1966-1976）

通过删减异常值，R2值得到了极大地提高，达到了0.8443，委婉语义占比的数据变化与格
雷什姆规律呈高度相关，同样的方法可得同类其他委婉语的R2值（如图12），从大量语料定量
分析的角度，结合委婉语实例，基本可以证实格雷什姆规律的存在，格雷什姆规律对委婉语兴
衰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明显。

Figure 12: 同类委婉语二阶多项式回归曲线及R2值

4 结结结语语语

本文结合自然语言处理相关方法，从大量数据的角度，对委婉语历时性问题进行了研究。
使用《人民日报》1946年-2017年新闻作为语料，通过训练有监督分类器，实现委婉语自动识
别，通过大量统计观察委婉语发展变化趋势，从宏观上，论证了委婉语与社会的共变关系，从
微观上，结合具体委婉语词，从量化研究的角度，证实了格雷什姆规律与更新规律对委婉语的
影响。介于篇幅限制，本文只能从最大一类委婉语入手，论证委婉语的历时性变化。除死亡类
委婉语之外，我们还研究了恋爱与婚姻类委婉语，论证了该类委婉语与中国婚姻观念之间的共
变关系，论证了从“包办婚姻”、“厂办婚姻”到“自由恋爱”的中国婚姻观念发展轨迹，对恋爱与
婚姻类委婉语的影响，以及进入新世纪以后，大量盛行的“恐婚现象”对该类委婉语使用所造成
的冲击，遗憾无法在有限的篇幅内分享。

就委婉语而言，有监督分类器对历史语料的自动识别精度仍需要提高，各大类委婉语的人
工标注语料规模也需要进一步扩大，这样才能从定量的角度，更加全面地认识委婉语现象。语
言的历时性研究有利于揭示语言发展变化规律，对语言学研究而言意义深远。借助日新月异的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结合语言学规律及先验知识，可以从定量的角度，丰富语言学研究的外
沿，为历时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方向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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