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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词盘点 2022 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语言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随着 2022 年最后一张日历

被撕下，用“年度热词” 盘点

2022 年年度记忆的活动纷至

沓来。 而评选“年度热词” 的

标准， 则莫过于能反映这一

年的社会风气、 大众情绪和

心理焦点， 并且具有持久的

文化意义。

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

究中心、商务印书馆等单位联

合主办的“汉语盘点 2022” 活

动，基于大数据语料库，利用

语言信息处理技术筛取，并经

过专家评议，最终揭晓了 2022

年年度字词。 其中，“稳”“党

的二十大”“战”“俄乌冲突”

分别当选年度国内字、 国内

词、国际字、国际词。 活动为这

些 年 度 字 词 提 供 了 解 读 。

“稳” ， 体现在经济要稳中求

进，社会要长期稳定；改革要

蹄疾步稳， 发展要行稳致远；

中国饭碗要端稳，就业民生要

保稳；“党的二十大” ，谋共富

之业、扬改革之帆、行法治之

道、筑未来之基，事关党和国

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战” 和“俄

乌冲突” 则表明，矛盾与纷争

在世界范围内依然存在，但其

实解决冲突的钥匙就在人类

手里，即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

决分歧。 这些热词新语记录了

社会焦点的变迁，勾勒出语言

生活的图景。

“汉语盘点” 活动已连续

举办 17 年，旨在用一个字、一

个词描述当年的中国与世界，

鼓励全民用语言记录生活，描

述中国视野下的社会变迁和

世界万象。 同时，在日本、马来

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年度汉

字评选活动也在火热进行。

2022 年 日 本 年 度 汉 字 为

“战” ，马来西亚、新加坡年度

汉字均为“涨” 。 语言文字是

文化传承的载体，是国家繁荣

发展的根基，表达和传递着一

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

的凝聚力。 评选活动体现了汉

字文化圈的民众对汉字文化

的认同， 推动了汉语的传播，

扩大了汉字文化的影响。

从 2008 年开始，《咬文嚼

字》杂志每年都会评选“年度

十大流行语” 。 近日公布的

“2022 年十大流行语” ， 分别

为：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中国

式现代化，新赛道，大白，烟火

气，天花板，拿捏，雪糕刺客，

精神内耗，沉浸式。 这十个流

行语， 是 2022 年语言生活的

流行印记。 该杂志历年盘点的

“年度十大流行语” ， 往往都

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比如

2021 年的 “破防”“躺平” ，

2020 年的 “凡尔赛文学” 和

“内卷” ，以及更早一些的“佛

系 ”“巨婴 ”“油腻 ”“葛优

躺” 等，都流行到了现在。

《咬文嚼字》 编辑部认

为， 评选流行语应把选择范

围局限在由规范母语成分组

成的最核心“规范层 ” ，只有

“规范层” 最能体现母语的

特征和民族的价值规范。 而

近年来的十大流行语有一个

越来越显著的特征 ， 那就是

流行语正在跨越 “庙堂 ” 与

“江湖” 、跨越代际与地域隔

阂，走向互鉴互证。比如，“踔

厉奋发、勇毅前行”“中国式

现代化”“新赛道” 等时政词

语入选十大流行语， 足以说

明这些时政词汇具有很强的

现实观照性，接地气，引发了

公众的情感共鸣。

以善于策划盘点而闻名

的《新周刊》杂志盘点了“20

个年度锐词” 和“20 个年度

热词” ，且将这些词分成“社

会”“生活” 两类进行了阐

述。这些热词被创造、被使用，

有些随着语境不复存在，有些

随着特定时代情绪的推动而

翻红，从对它们的使用以及二

次创造中，我们可以看到时代

的烙印。

当然， 对于大部分流行

语，我们可以顺其自然、静观

其变，它来了，它火了，然后它

要么进入词典，要么进入网络

的角落。 《三联生活周刊》说

得好：“生物学家在培养皿中

培养细菌，就是因为它们的生

命周期短，出生、繁殖速度快，

让研究者可以在短期内研究

许多代。 研究流行词汇也是如

此：热潮来了又退，平台起起

伏伏，让语言学家不需要花很

多时间就能观察语言的演化

机制。 ”

■博物期刊

� � � � 对于人类和植物来说，

糖都是最重要的能量来源

之一。喜食甜味更是人类的

天性 。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

来看， 这是因为糖能刺激

多巴胺的分泌 ， 让人感受

到快乐和幸福。 历史上，为

了这一口甜， 人们不断地

寻找它、制造它。 以至于对

糖 的 获 取 贯 穿 了 历 史 始

终。 那么古人究竟是怎么

制糖的呢？ 最新一期《中华

遗产》杂志推出“糖史” 专

辑以作解答。

从科学理论上来说，糖

在自然界广泛分布。 比如蜂

蜜，中国是世界最早食用蜂

蜜，也是最早驯化蜜蜂的国

家之一。 古人不惜入深山、

攀绝壁，采集野生崖蜜。 为

了防止被蜂蜇，采用了遮蔽

法、 烟熏法等防身方法，并

发明了各种治疗蜂毒的奇

方。 凡此种种，无不反映古

人采蜜之艰辛。 而中国历史

上，蜂蜜也因为美味收获了

一大批粉丝， 当中有文豪，

有名医，也有百姓。 但是迄

今为止发现的大多数甜味

食物，都来自植物。 植物通

过光合作用制造糖分，集中

存储在根、茎、叶、花、果、种

子等器官中， 供人们提取，

它们犹如大自然自带的“糖

包” ， 给人们的生活添加了

许多甜蜜，更为人类的生存

和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源源

不绝的能量。

虽然大多数的甜味食

物来自植物，但只有在甘蔗

和糖用甜菜中，才有足够高

的浓度，能提取出我们熟悉

的食用糖。 可这两者，对于

种植培育和提取技术的要

求都非常高，并非一开始就

有的。 这意味着，关于制糖

的历史，主要围绕甘蔗和糖

用甜菜展开。

糖很重要， 但糖史难

写。 当年国学大师季羡林先

生花费十多年时间撰写《糖

史》。 用他的话说：“现在要

写《糖史》，无法像写其他

一些事物的历史那样，能够

追溯到渺茫的远古去。 因为

糖或其他糖的变种是很容

易消失的东西，不能在地下

保留很长的时间，考古工作

对糖史的研究不能提供任

何帮助，唯一依靠的就是古

代文献记载。 ” 季老对“糖”

字从英文、阿拉伯文、印地

文、梵文、中文考证了个遍，

弄清了“糖” 在传播过程中

的来龙去脉。 文章从汉语词

汇中的 “甘之如饴”“含饴

弄孙” 出发，认为古人舌尖

上最令人心旷神怡的一抹

甜叫做“饴 ” ，饴的制作原

料十分广泛， 稻麦黍粟，皆

可为之。 不过，饴的甜度只

有蔗糖的四到六成，在蔗糖

成为普遍的甜料前， 饴，才

是真正的中国古法糖。 饴不

仅味美，而且黏稠，非常适

合造型，做成糖塑，是可供

观赏的艺术品，可谓观之若

画，食之有味。

随着甘蔗的引入， 蔗糖

成为古人制作糖的主要原

料。 最初发明蔗糖的是印

度， 当时只能制作粗糖，且

将粗糖叫做 “sugar” ，后

来，世人将精制的食糖叫做

“中国雪” 。 这源于中国率

先总结了白糖制法“黄泥淋

水法” ， 并记载于明末科学

技术史重要著作 《天工开

物》中。 这一发明堪称跨时

代的伟大发明，中国制糖技

术水平大为提高。 此后，中

国生产的白糖不仅大量供

应国内， 而且出口到国外。

明清时期，潮汕地区成为中

国南方的四大产糖区之一，

当地遍地是蔗林，村村有糖

寮。 潮州商人驾驶商船，将

潮糖生意做到了天津、苏杭

和东南亚。 由此，催生了潮

州商帮。 潮州商帮跟随商船

的航迹，出现在大江南北和

海外各地，也将潮汕文化带

到了这些地方。 这样一来，

蔗糖由权贵才能享用的贵

族食品 ， 转化为平民消费

品，人们的饮食习惯乃至生

活习俗也发生变化，在各种

喜庆场合，甜食都成了宴会

上的主角。

糖用甜菜在我国的制糖

史上也留下了记载。 甜菜，

原产于欧洲南部及地中海

沿岸，大约在魏晋时期沿着

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此后，

逐渐被驯化为本地植物。 南

梁时期，陶弘景就认识到甜

菜是一种带有甜味的植物，

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近代，

俄国首先在中国东北地区

设甜菜厂制糖。 随着俄国在

东北战场失利，日本人又掌

控了东北，接管了东北的甜

菜帝国。 甜菜制糖的历史虽

短，却在中国制糖史上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围绕甘蔗和糖用甜菜展开的“糖史”

《中华遗产》2023 年 1 月号，月刊

“家国一体，休戚同之” 的

家国情怀

《博览群书》2023 年 1 月号，月刊

再现天津卫市井传奇

《北京文学》2023 年第 1 期，月刊

苏东坡的情趣人生

《书城》2023 年 1 月号，月刊

■读书期刊

古人讲究“修齐治平” ，将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一体。 在中国

古人看来，一个人品德好，才能把家庭

建设好，进而治理好国家，从而使天下

太平，由此形成了“家国一体，休戚同

之” 这一独具特色的家国情怀。 重视

个人品德修养，营造良好家风家教，正

确处理家与国的关系， 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 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将这种

美德融入诗文， 代代相传。 最新一期

的《博览群书》杂志推出《听古人聊

“齐家” 》专题三篇文章，用心品读了

《诗经》时代诗人的家风建设理念，唐

代书法家颜真卿的家教观念， 清代政

治家曾国藩的齐家之道。 跟随这些品

读， 我们去感悟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使命担当。

与“齐家” 相应 ，杂志“本期关

注” 栏目，聚焦在历史危急关头力挽

狂澜的治国人物。 栏目发表了三篇文

章，分别对管仲相齐，辅佐齐桓公进行

内政改革，化解夷狄交侵、“中国不绝

若线” 之危局；北魏孝文帝革除弊政，

为民族融合和强大重启新机； 于谦在

土木之变突发、社稷濒危之际，以一己

之力为大明王朝续命等史实做了深入

的剖析。

此外，刊物还推出了“解密岑参”

的文章。 岑参是唐代著名诗人，诗好、

名气大、官至嘉州刺史。中国文学史上

将岑参定位为边塞诗人， 与高适并称

“高岑” 。 其实，岑参乃居盛唐边塞诗

之首， 就是放在中国边塞诗史的大背

景中考量，也绝无可比肩者。因为盛唐

边塞诗群里，真正出塞者没有几人，而

如岑参二次出塞者，更是凤毛麟角。但

令人费解的是， 这样一位文化名人在

《旧唐书》《新唐书》等官修史书中并

无记载，其事迹仅见于《岑嘉州集序》

《唐诗纪事》《唐才子传》 等集子中。

文章通过解密岑参其人其文， 认为十

余年的塞外生活经历， 成为岑参极其

宝贵的创作源泉。 他根据自身的耳闻

目睹、切身感受，把远至天山南北以至

更远的中亚地区的自然景观，如沙漠、

风雪、苦寒以及火山、火云、热海等纳

入诗的领域， 他也成为盛唐边塞诗人

中边塞诗创作最富有者。 他的边塞诗

华美盛丽而豪逸壮伟， 充满了乐观主

义和英雄主义精神， 充满了浪漫主义

气息， 前所未有地开拓了中国诗歌的

艺术世界， 前所未有地开拓了中土读

者的心灵世界， 使中土读者真实感知

天下之大， 加深了唐属西域的中国文

明化。

� � � � 很难有人不喜欢苏东坡。 首先，

苏东坡才气冲天，其诗词书画无一不

精，堪称士大夫典范。其次，苏东坡颇

接地气，“东坡肉”“东坡豆腐” 等与

东坡先生有关的食物，充分说明了他

的“吃货” 本色。 历朝历代都有为苏

东坡著述立传者。 其中，林语堂先生

的《苏东坡传》不可不提，该书自二

十世纪初在美国出版后，不久即译为

中文， 至今印刷了不知多少版次，影

响很大。著名作家、“茅奖” 获得者张

炜先生为苏东坡立传的《斑斓志》一

书，认为苏东坡“一个人将自己的一

生 过 成 了 一 部 色 彩 斑 斓 的 ‘志

书’ ” 。总之，每一位读者心中都有一

个自己心目中的苏东坡。

最新一期的《书城》杂志刊发郑培

凯先生《苏东坡的情趣人生》一文，从

“情趣” 二字解读他心目中的苏东坡。

文章先描述作者对苏东坡的整

体认知： 苏东坡是一个才华横溢的

人，在他的生命历程中，也有一些因

为恃才傲物所遭遇的灾难。 他一生的

三大功业，就是被贬到黄州、惠州以

及海南岛的儋州。 苏东坡自嘲的本

领，也是天下第一的。 他的经历九死

一生，却都能很宽心地度过。 故而作

者认为， 苏东坡的人生是豁达的，他

从生命经历当中， 从学习和读书当

中，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当中吸取的

优秀因素造就了他。

接着， 作者从苏东坡的诗文中梳

理其人生志趣与心态的变化。 认为苏

东坡不论处境如何， 他内心深处就是

个诗人，他无法放弃诗的感觉，诗情画

意也不可能放过他。 他喜欢跟老百姓

打成一片，老百姓有什么感觉，老百姓

经历了什么， 都给他带来了生命的热

度。所以他讲的许多道理，都是从这个

角度出发，充满了人情和生活气息。他

基本上生活在一个“情” 字里面，他从

来没有放弃过对生命的感觉， 对生活

的暖度。

■文学期刊

《北京文学》 新年第一期重点推出

了知名作家冯骥才先生知名作品———

《俗世奇人》系列的最新篇章，新作共

18 个短篇，白描笔法，极简风格，笔记

小说韵味，再现天津卫市井传奇。

“天津卫本是水陆码头，居民五

方杂处，性格迥然相异。 然燕赵故地，

血气刚烈；水咸土碱，风习强悍。 近百

余年来，举凡中华大灾大难，无不首当

其冲，因生出各种怪异人物，既在显耀

上层，更在市井民间。 故而随想随记，

始作于今；每人一篇，各不相关，冠之

总名《俗世奇人》耳。 ” 自上世纪九十

年代至今， 冯骥才先生先后创作了诸

多《俗世奇人》系列小说，其风格统

一、传奇色彩浓郁、充满生活气息、人

物形象活灵活现， 书写了清末民初天

津卫的地域风貌、 风土人情、 生活风

尚， 也展现出我国民间文化的精巧技

艺与其中蕴藏的非凡智慧。

一国有一国的“国民性” ，一城有

一城的“市民性” 。 揭示“国民性” 、刻

画“市民性” 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 鲁

迅先生自不待言， 老舍、 王朔笔下的

“京味” ，张爱玲、王安忆的“海味” ，

都极大地激活了读者的“文学味蕾” 。

在《俗世奇人》系列作品中，冯骥才精

准传达了所谓的 “津味” 。 正因此，

《俗世奇人》不仅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也是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 该系列曾

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在国内外有

着广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其中《刷

子李》《泥人张》《张大力》《好嘴杨

巴》等多个篇目曾入选中小学语文教

材，成为青少年学习的范本。

新创作的 18 篇《俗世奇人》系列

作品，延续了之前一贯的写作手法、传

奇风格和创作水准， 艺术性层面更为

灵动丰富， 包括 《欢喜》《小尊王五》

《田大头》《谢二虎》《胡天》等精彩作

品。 文字之外，冯先生还专程为书中人

物绘制了二十余幅精美人物插画。 他

说：“（俗世奇人）这些人物是从我脑袋

里生出来的， 我知道他们的脾气禀性，

挤眉弄眼是什么样子。 ”“吃喝穿戴，话

语闲谈，举手投足，举心动念，都是那时

天津卫很格色的一套，而且全都活龙鲜

健，挤眉弄眼，叫我美美地陷入其中。 ”

“只要动笔一写《俗世奇人》，这一套思

路、劲头、感觉和语言便全来了。 这样的

写作难道不上瘾不过瘾？ ”

对于再次创作《俗世奇人》系列

的新篇，冯先生说：“写《俗世奇人》，

不只是写小说里的市井百态和奇人奇

事，更是一种极酷烈的地域气质，一种

不可抗拒的乡土精神， 一种特异的审

美。在这样的小说中，人物的个性固然

重要， 但他们共同的集体的性格更为

要紧。 故我这些人物， 不论男女、长

幼、贫富、尊卑、雅俗、好坏，就是猫儿

狗儿， 也全都带着此地生灵特有的禀

性。 比方，强梁、爽利、好胜、幽默、义

气、讲理讲面，等等。 ”

讲述边地少年的丛林探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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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当代作家介入少儿文学创作领域

早已是大势所趋。 据不完全统计，赵

丽宏、叶广芩、张炜、马原、毕飞宇、梁

晓声、虹影、徐则臣、周晓枫、石一枫

等当代名家， 都在近十年创作了涵盖

小说、童话、散文、诗歌等各类文体的

少儿文学， 给少儿文学增添了新的气

象。 这背后， 除了作家本身的艺术追

求外， 少儿出版的火热无疑起到了助

推作用。 据开卷“全国图书零售市场

观测系统” 的采样数据显示，近二十

年来， 书市上最为火热的板块非少儿

出版莫属； 少儿图书市场的码洋比重

一路攀升， 品种数也呈现逐年增长的

态势。 在 2016 年更是一举超过社科

类， 成为图书零售市场中码洋规模第

一大版块。

最新一期的《民族文学》杂志刊

发知名作家鲍尔吉·原野的长篇小说

《乌苏里密林奇遇》，意味着少儿文学

创作领域的当代名家又多了一位成

员。 鲍尔吉·原野是蒙古族，与歌手腾

格尔、 画家朝戈并称中国文艺界的

“草原三剑客” 。

小说讲述了一段森林探险的故

事。 门德和狗宝两个小学四年级学生

因为好奇游过额尔古纳河， 进入地属

俄罗斯的乌苏里密林后， 经历了种种

奇遇。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门德和狗宝

这两个纯真质朴的中国儿童形象。 门

德 12 岁，父母是蒙古族，外祖母是俄

罗斯族，他遗传了外祖母的特征：金色

头发，蓝眼睛，会说蒙古语、汉语和俄

语。狗宝比门德小一岁，爷爷是俄罗斯

族，奶奶是山东人，是俄汉血统，他的

真名是孙国宝，之所以叫“狗宝” ，是

因为爷爷发不好“国” 字的音，让人听

起来像“狗” 字。 两人的家都在草原，

缺乏山林的生活经验， 所以两人进入

乌苏里密林后迷路，才会有后续一系

列故事的发生。 在这片森林里，最迷

人的是人。 森林里有鄂伦春族猎人，

被流放到远东的吉卜赛人和犹太人，

从清朝就居住在那里的华人后裔，当

然也有俄罗斯人。整部小说关注了边

地少年、 独自在异乡的华裔老人、吉

卜赛人、传统的鄂伦春族猎人，甚至

盲人和疯子等，他们在如剧场般的这

片原始森林轮番登场，教会少年对世

界的认识和对人性的体察。


